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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发展

筹资委员会 

 

 

第一届会议 

2017年 12月 6日至 8日，曼谷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本文件载有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发展筹资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第一部分)以及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第二部分)。 

一． 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a) 致开幕词；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c) 通过议程。 

2. 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发展战略支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3. 亚太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行动纲领与可

持续发展目标： 

(a) 亚太区域的减贫前景：进展、机遇和挑战，尤其在特需国家； 

(b) 支持亚太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可持续发展。 

4. 可持续发展筹资战略。 

5. 审议次级方案的今后重点。 

6. 审议拟提交经社会第七十四届会议的决议草案。 

7. 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临时议程。 

8. 其他事项。 

9. 通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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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议程说明 

1. 会议开幕 

(a) 致开幕词 

将在适当时候公布并在线提供会议开幕的暂定日程安排，网址是： 

www.unescap.org/events/committee-macroeconomic-poverty-financing-

first-session。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将在线提供与会人员名单，网址是：www.unescap.org/events/committe

e-macroeconomic-poverty-financing-first-session。 

委员会将为会议选举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 

(c) 通过议程 

文件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E/ESCAP/CMPF(1)/L.1) 

说明 

委员会将审议临时议程并在作出任何必要修改后予以通过。 

2. 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发展战略支持《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文件 

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发展战略支持《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E/ESCAP/CMPF(1)/1) 

说明 

亚太区域领跑着全球经济增长，但速度低于过去。由于保护主义情绪抬

头等原因，私人投资下降，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回落。2017 年，经济增

长前景有所增强，通货膨胀基本得到抑制。随着脆弱就业的比例增大，创造

体面工作机会依然是一项挑战。日益增加的不平等现象表明，穷人从快速经

济增长中得到的惠益减少了。此外，高速经济增长中有一部分是以环境退化

和对各国自然资源财富的不可持续利用为代价实现的。本区域在气候变化面

前极其脆弱。 

本文件综述了整个亚太区域的主要经济趋势和政策挑战，并简要讨论了

选定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文件中指出，目前大多数经济体的财政状况呈现反

周期扩展，从而增强了本区域对贸易和私人投资疲软的抵御能力。然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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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证财政的可持续性，需要进行税收改革并改善债务管理。旨在提高整体

经济生产力的结构性改革可补充财政政策。 

生产力的提高和实际工资的稳步增长对解决贫困和不平等现象至关重

要。为了提高生产力增长，在推动更加可持续的生产流程的同时，应该更多

地重视开发技能，进行创新，建设包容的基础设施，加强资金融通，并促进

社会保护。 

在政策层面，生产力的持续增长需要有效的机构和改善施政。施政不力

会影响税收收入，从而限制社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所需的财政空间。要提高透

明度和问责制，优先需要开展电子政务，并开发公共行政部门的监测、评估

和审计能力等。 

成员国不妨就其中的一些政策问题交流看法。 

委员会也不妨向秘书处提供指导意见，就制定和执行减少贫困和不平等

现象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3． 亚太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行动纲领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 

(a) 亚太区域的减贫前景：进展、机遇和挑战，尤其在特需国家 

文件 

亚 太 区 域 的 减 贫 前 景 ： 进 展 、 机 遇 和 挑 战 ， 尤 其 在 特 需 国 家

(E/ESCAP/CMPF(1)/2) 

说明 

亚太区域各国在减少收入贫困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铲除贫困指日可

待。在 2010 年至 2013 年期间，亚太区域每日生活费不足 1.90 美元(2011 年

购买力平价)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 2000 年至 2004 年期间的 29.7%下降

到 10.3%。然而，将这一比例进行换算，本区域的极度贫困人口共有 4 亿左

右。因此，本区域克服进一步减贫的挑战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在全世

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至关重要。 

本文件综述了各国在支持实现目标 1 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是最不发达

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取得的进展。文件中着重提出了

对贫困分析工具加深了解并对国家减贫政策和方案进行评估的方法。在分析

过程中，确立了经济政策与减贫战略之间的联系，重点强调社会和宏观经济

政策以及筹资战略的作用。 

成员国不妨就本文件中提出的问题交流看法，并就进一步工作的优先事

项和框架向秘书处提供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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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支持亚太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文件 

支持亚太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E/ESCAP/CMPF(1)/3) 

在亚太 58 个国家中，有 36 个被联合国归类为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

中国家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加在一起构成了特需国家群体，面临

着长期的结构性挑战，包括地理位置偏远，远离国际市场；基础设施发展不

足；生产能力有限，缺乏多样化；出口往往集中在少数几种商品上。很多特

需国家特别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尤其是气候变化的冲击。因此，克服

这些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加强发展以及实现《2030 年议程》中确定的大目

标和具体目标的一项重要因素。 

本文件综述了特需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并概述了在

落实面向这些国家的三个相关行动纲领方面取得的进展：《2011-2020十年期

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内陆发展中国家 2014-2024 年十年维也纳行

动纲领》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本文件

中着重介绍了秘书处为支持这些国家的发展而开展的工作，强调了这些经济

体拥有充足财政资源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秘书处可能关注的未来工作领域。 

成员国不妨就本文件中提出的问题交换看法，并就进一步工作的优先事

项和框架向秘书处提供指导意见。 

4． 可持续发展筹资战略 

文件 

加强亚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筹资 (E/ESCAP/CMPF(1)/4) 

说明 

自 2014 年以来，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举办了四次

一年一度关于发展筹资的区域高级别对话，为知识交流、政策辩论和区域合

作提供了一个广阔平台。在 2017 年 4 月在曼谷举行的最近一次对话中，着重

提出了加强亚洲及太平洋发展筹资区域合作的四大重点领域：税收政策和公

共财政、基础设施筹资、金融普惠和气候筹资。 

本文件综述了秘书处最近在这四个领域开展的工作，并提出了今后活动

的提议，供委员会审议。文件中讨论的具体领域包括： 

(a) 通过加强亚太经社会与相关国际组织和发展伙伴的合作等方式促

进区域合作，以克服本区域调动国内公共资源的挑战，有效支持《2030 年议

程》； 

(b) 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和资本市场开发等方式为建设可持续和有韧性

的基础设施调动额外的私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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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强对中小型企业的筹资，同时要注意加强金融普惠与保持金融

稳定之间的取舍平衡，并兼顾金融基础设施的作用以及金融科技等新事物的

潜力。 

成员国不妨就文件中提出的问题交换看法，并对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工作

向秘书处提供指导意见。 

5. 审议次级方案的今后重点 

委员会不妨就秘书处在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发展筹资领域的短期和长

期工作的重点提供指导意见，同时考虑到大会在其第 71/6 号决议中核可的

2018-2019年期间战略框架的方案方向和优先事项。委员会也不妨就如何将讨

论结果纳入 2020-2021 期间两年期方案计划和优先事项的规划问题提供指导

意见。 

6． 审议拟提交经社会第七十四届会议的决议草案 

将请成员国提前分发与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发展筹资相关的优先问题

的决议草案提案和/或案文，供经社会第七十四届会议审议。 

7． 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临时议程 

委员会不妨讨论定于 2019 年举行的第二届会议的暂定日期、地点和临时

议程。 

8． 其他事项 

委员会不妨提出上述议程中未包括的任何事项。 

9． 通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报告 

文件 

报告草稿(E/ESCAP/CMPF(1)/L.2) 

说明 

委员会将审议并通过其第一届会议的报告，并提交经社会第七十四届会

议。 

 

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