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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说明 

本文件列有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包容性发展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临时

议程(第一部分)、以及就临时议程所作的说明(第二部分)。 

一. 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通过议程。 

4. 重新思考经济增长战略和政策，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生产率的作

用。 

5. 区域金融合作。 

6. 有特殊需要的国家。 

7. 通过可持续农业减少贫穷。 

8. 审议次级方案的未来工作重点。 

9. 审议供提交经社会第七十二届会议的各项决议草案。 

10. 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举行日期、地点和临时议程。 

11. 其他事项。 

12. 通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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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议程说明 

1． 会议开幕 

会议文件 

暂定日程(E/ESCAP/CMP(3)/INF/3) 

议程说明 

将适时提供开幕式暂定日程。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会议文件 

与会者名单(E/ESCAP/CMP(3)/INF/2) 

议程说明 

会议将选出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 

3． 通过议程 

会议文件 

临时议程说明(E/ESCAP/CMP(3)/L.1) 

议程说明 

在经过必要的修改后，委员会将审议并通过临时议程说明。 

4． 重新思考经济增长战略和政策，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生产率的作用 

会议文件 

重新思考经济增长战略和政策，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生产率的作用

(E/ESCAP/CMP(3)/1) 

议程说明 

2008 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后，世界发达经济体仍在竭尽全力恢复其经

济增长。其结果是，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发展中经济体将不得不更多依靠国

内和区域的需求来驱动其未来增长，而较少依靠区域外贸易。然而，亚太区

域的经济增长略低于 6%并趋于稳定，而国内和区域内需求的增长将难以抵消

区域外需求的放缓。与此同时，世界各国领导人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商定新的

全面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 E/ESCAP/CMP(3)/1 号文件介绍了本区域经济增长前景的最新情况并讨

论了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此外，其中还分析了提高生产率水平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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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实现拟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打破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该模式已

快到极限，难以促进本区域进一步发展，而且难以实现由国内和区域需求推

动的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办法。 

成员国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就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分享他们的观

点。委员会还不妨就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建议向秘书处提供指导。 

5． 区域金融合作 

会议文件 

区域金融合作：最新发展和前进之路(E/ESCAP/CMP(3)/2) 

议程说明 

人们日益认识到，区域金融合作对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成功落实拟议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虽然本区域有可观的储蓄，但金融市场和国内公共

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以便为基础设施、社会部门、备灾以及减缓和适应气

候变化提供必要的投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区域金融合作对于支持本

区域有特殊需要的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第 E/ESCAP/CMP(3)/2 号文件概述了亚洲和太平洋区域金融合作的现状，

讨论了最新进展以及如何进一步推动区域金融合作的建议。 

成员国不妨对文件中所提出的问题分享他们的意见，并就该领域下一步

工作对秘书处提供指导。 

6． 有特殊需要的国家 

会议文件 

支持有特殊需要的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E/ESCAP/CMP(3)/3) 

议程说明 

在亚太 58 个经济体中，有 36 个被认为是有特殊需要的国家。其中包括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经济的特点

是持续的结构性挑战，包括地处偏远，孤立于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

投资不足、生产性就业机会缺乏、出口局限于少数商品，这使得减贫和包容

性增长更加难以实现。 

第 E/ESCAP/CMP(3)/3 号文件概述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有关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三个全球行动纲领的具

体指标的评估，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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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快速行动方式》，并就这些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准备情况进行了初

步讨论。 

成员国不妨对文件中提出的问题分享他们的意见，并就特定领域的下一

步工作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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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过可持续农业减少贫穷 

会议文件 

通过可持续农业减少贫穷(E/ESCAP/CMP(3)/4) 

议程说明 

过去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农业增长已使成百上千万穷人得以摆脱饥饿和贫

困。人们日益认识到小型农户在提高农业生产、从而提高农村地区收入方面

所具有的潜力，因而可在此过程中有助于为确保粮食安全和缓解贫困而做出

的努力。然而，要充分发掘小型农户的潜力，就需要：(a)加速农业技术创新

和转让；(b)采用规模经济。此外，还将需要：(a)提高各种价值链的效率并

巩固供应渠道；(b)加强技术创新者与农民之间的联系与沟通；(c)增强公营-

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d)提高技术市场的工作效率。 

第 E/ESCAP/CMP(3)/4 号文件载有关于期望加以改进和需要采取行动的主

要领域，以提高现有农业创新体系的效率并改进知识和技术转让的模式。 

各成员国或愿就文件中所论述的相关议题表明其意见和看法，并就这一

领域的进一步工作向秘书处提供指导。 

8． 审议次级方案的未来工作重点 

委员会不妨就秘书处在宏观经济政策和包容性发展领域内的短期和中期

工作重点提供指导，同时考虑到业经大会在其第 69/17 号决议中核可的

《2016-2017 年战略框架》内概述的方案方向和优先重点。委员会还不妨就如

何把委员会的议事结果纳入《2018-2019年战略框架》和《工作方案》的规划

工作之中提供指导。 

9． 审议供提交经社会第七十二届会议的各项决议草案 

将邀请各成员国提前分发其各自就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包容性发展所

涉优先重点议题编制的提案和/或决议草案案文，供经社会第七十二届会议审

议。 

10． 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举行日期、地点和临时议程 

委员会不妨针对拟于 2017 年间举行的其第四届会议的暂定举行日期、地

点和临时议程展开讨论。 

11． 其他事项 

委员会不妨提出未在上述议程项目下涵盖的任何其他事项。 

 

 

12． 通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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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文件 

报告草稿(E/ESCAP/CMP(3)/L.2) 

议程说明 

委员会将审议并通过其第三届会议的报告，以便提交经社会第七十二届

会议。 

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