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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信息和通信技术， 

科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 

 

第一届会议 

2016年 10月 5日至 7日，曼谷 

临时议程
*
  项目 3(b) 

科学、技术与创新的政策议题：利用亚

太创新论坛促进区域科学、技术和创新

协作 

 

  

亚太创新论坛的职权范围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摘要 

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寻求就亚太创新论坛的目

标、主题、参与及模式达成共识，以此为基础制定其职权范围并形成决议提

交经社会第七十三届会议。本说明载有拟议职权范围，并且概述了论坛的背

景情况及讨论要点。 

 

一．导言 

1. 历史上，科学、技术与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由政府机关、科研

和教育组织及民间社会组成。然而这一格局正在扩展，其走势即使在五年前

都难以预料。 

2. 新的行为者正寻求原创式、具有变革意义的解决方案。慈善基金会及社

会创效投资者逐步崛起成为新型资金来源，以促进具有实现社会和环境高效

影响和巨大经济效益潜力的各种创新和技术。 

3. 技术、设计及创意产业本身正在探索如何应用其技能和专长对发展中世

界产生新的、不同的影响。如今，人们加入劳动大军期待有机会获得具有社

会目的感的财务收益。努力实现社会变革和可持续变革的商业企业正在率先

推出一些最有前途的发展创新。 



E/ESCAP/CICTSTI(1)/8 

 

2  B16-00778 

4. 公司也在探索如何为社会、环境及经济造福。公司有能力开展大规模创

新，而且，鉴于福布斯全球 500强公司有 40%将其总部设在亚洲，本区域因此

拥有巨大的机遇。 

5. 政策制订者面临的挑战是为这些行为者提供一种扶持环境，使其运用各

自的比较优势积极主动地参与可持续发展。 

6. 虽然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将为驾驭科学、技术和

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开展政府间对话和集体行动提供重要场所，但要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宏伟目标，就要促使目前跻身这一生态系统的

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其中。拟议设立的多利益攸关方亚太创新论坛将提供这样

一种平台，推动多部门协作并且查明科学、技术和创新所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 

7. 虽然委员会将为协助政府间知识分享、合作及集体行动提供重要场所，

但两年一度的会议安排或许有碍各国紧跟迅速变化的科学、技术和创新形势

的能力。鉴于正在发生的大量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超出了政府管理范围，

政府官员必须有机会讨论并了解其动态发展的根源。因此，建议由拟议设立

的论坛再提供一个合作渠道，与委员会隔年交替举行会议，以便在各国政府

与该生态系统领域的多利益攸关方之间，定期开展更多的互动并加强科学、

技术和创新合作，尤其是在南南合作领域。 

二．背景 

8.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第七十二届会议通过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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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72/12 号决

议。经社会在其中请成员国利用该委员会，就 2017 年起每两年召开一次亚太

创新论坛会议一事进一步开展工作，并进一步完善其职权范围和模式，使论

坛与委员会会议隔年交替举行，作为酌情提高并促进成员国、联合国系统和

相关利益攸关方之间开展知识交流和协作的一种手段。 

三．拟议的职权范围 

亚洲及太平洋创新论坛的职权范围 

1． 目标 

1. 亚洲及太平洋创新论坛应提供一个平台，促进知识分享和集体行动，并

建立一种形式多样的多利益攸关方网络以应对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

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2. 论坛将处理以下目标： 

a. 科学、技术和创新知识分享与协作 

㈠ 支助南北、南南及三边、区域和国际层面的知识分享与合作； 

㈡ 提供渠道供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领域内的不

同行为者之间持续开展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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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分享追求科学突破、技术进步和创新实践过程中的成功及经验教

训； 

㈣ 就加强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提出新举措及伙伴关系建

议； 

㈤ 协助投资者与创新者结缘。 

b. 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与战略 

㈠ 挖掘并分享从多利益攸关方角度寻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

和创新政策和战略最佳实践； 

㈡ 探索采取创新办法借助人力和财务资源促进科学、技术和创新； 

㈢ 分享开展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衡量办法。 

c. 科学、技术和创新的预测活动 

㈠ 展示新出现的科学突破及技术进步； 

㈡ 展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政策办法； 

㈢ 参与区域预测活动。 

d. 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的讨论中通报情况 

㈠ 确保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充分了解有关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战

略、理念、产品及服务的最佳实践； 

㈡ 确保成员国紧紧跟上新出现的科学、技术和创新进展及创新政策办

法； 

㈢ 向成员国提供推动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建议。 

2. 主题 

3. 科学、技术与创新领域中的议程发展速度快，而且不断变化。虽然创新

论坛的部分内容可以常年讨论，但各次论坛也可注重于某一具体题目，突出

讨论科学、技术和创新如何协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式方法。亚太经社

会秘书处应根据对新出现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机遇及挑战进行的分析和研究

提出拟议专题，在每届论坛会议前六个月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技术与

创新委员会分享，并应送交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

会的相关会议讨论并敲定。论坛每届会议将处理一个主题或重大事宜。 

3. 参加活动 

4. 本论坛的性点应是相互协作和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并应包括亚太经社会

成员国、联合国各实体、其他多国及区域实体、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私

营部门、慈善部门、科学界、学术界、青年、土著人及其他方面。 

5. 利益攸关方的作用应突出强调其部门如何运用科学技术与创新协助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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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论坛应向所有经认证的代表开放。为确保广泛参与应公开邀请报名登

记。 

4. 模式 

7. 论坛应由亚太经社会举办，并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技术与创新委

员会隔年举行活动。论坛会期为 2至 3天。 

8. 论坛可在曼谷或其他地点举行。 

5. 主要产出 

9. 论坛的主要产出应是关于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文件，其中： 

(a) 概述论坛关于在追求科学突破，技术进步及创新实践促进可持续发

展的过程中的主要经验和教训的讨论情况； 

(b) 展示新出现的科学、技术与创新产品、服务及理念； 

(c) 介绍多利益攸关方参与者对驾驭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

提出的新举措、重点领域及伙伴关系建议； 

(d) 报告南南或三边合作喜结良缘的情况； 

(e) 根据多利益攸关方讨论情况，纳入关于论坛主题的行动议程建议。 

四. 讨论要点 

9. 建议讨论以上职权范围，重点在于其目标、2017 年论坛主题、参与及

模式。 

10. 2017年论坛备选主题包括： 

(a) 推动亚洲及太平洋科学开放； 

(b) 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开展技术协作； 

(c) 开展创新式可持续发展融资； 

(d) 通过教育机构以及职业培训，开发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技能； 

(e) 亚洲及太平洋建立社会企业和影响投资生态系统。 

五. 成果 

11. 委员会寻求就亚洲及太平洋创新论坛的目标、主题、参与及模式达成共

识，以此为基础制定其职权范围并形成决议，提交经社会第七十三届会议。 

 

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