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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07. 联合应对全球健康威胁：抗击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 
 

 

 大会， 

 对 COVID-19 这一新型大流行病引发的全球危机及其在健康、经济和社会方

面给国际社会造成的空前负面影响表示严重关切和深感痛心， 

 确认这场前所未有的 COVID-19 大流行病有力地提醒世人，病毒不分国界，

因而我们相互关联而且有各种脆弱之处，并确认抗击这场大流行病需要本着团结

精神，采取公开、透明、强有力、协调一致、规模庞大、立足科学、包容各方的全

球对策， 

 指出必须利用一切可用的政策工具，保障全球经济、金融市场、贸易和全球

供应链，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场大流行病造成的经济破坏，恢复全球增长，维护

市场稳定， 

 确认联合国这一机构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能够就控制和遏制 COVID-19 蔓

延有效地制定全球对策，处理健康、贸易、金融、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重要关

联，并认识到这一疾病将对争取到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产生不利

影响， 

 又确认世界各国人民尽力采取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主管部门建议的措施，以

控制和抗击这场大流行病的蔓延， 

https://undocs.org/ch/A/74/L.57
https://undocs.org/ch/A/74/L.57/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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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深为关切所有国家，特别是其卫生系统和经济可能难以应对这一挑战的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重风

险，以及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面临的特殊风险， 

 赞扬联合国再次承诺及时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 ，并决心引领实

现包容各方和可持续的恢复， 

 强调迫切需要在自愿基础上采取各种举措，把重点放在预防新出现的大流行

病带来的威胁，以及建立在出现致命感染病爆发威胁时予以应对的有效全球防范

机制， 

 欢迎秘书长采取的举措，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采取的举

措，并肯定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 

 回顾 2019 年 9 月 23 日在纽约举行的全民健康覆盖问题高级别会议，重申这

次会议为加强卫生系统通过了题为“全民健康覆盖：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健康的世

界”的政治宣言，2 又回顾其 2020 年 4 月 2 日题为“全球团结抗击 2019 冠状病

毒病(COVID-19)”的第 74/270 号决议， 

 表示深切感谢在抗击这场大流行病的斗争持续之时奋战在一线的所有医护

人员，并强调必须向其提供必要保护和支持， 

 欢迎 2020 年 3 月 26 日由二十国集团 2020 年轮值主席国沙特阿拉伯王国以

虚拟方式主持召开的集团特别峰会取得成果，以及在这次峰会上呼吁为应对这场

全球健康危机采取有效协调行动， 

 1. 呼吁在应对疾病爆发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和多边努力，包括为此分享及时、

准确、透明的信息，交换流行病学及临床数据，分享研究和开发所需的资料，执

行《国际卫生条例》(2005 年)3 及相关指南； 

 2. 强调联合国系统以及相关区域和国际组织及金融机构需要开展合作，确

保以及时、不带歧视的方式应对 COVID-19 在社会、经济、人道主义和金融方面

造成的不利影响； 

 3. 又强调必须充分尊重人权，并进一步强调指出，在应对这场大流行病的

过程中不容许任何形式的歧视、种族主义和仇外； 

 4. 强调指出必须采取紧急短期行动，以加强应对全球健康危机和大流行病

的全球努力，维护经济稳定，包括为此采取以下步骤： 

 (a) 迅速提供医疗用品，特别是诊断工具、治疗方法、药品和疫苗； 

 (b) 增加疫苗和药品研发资金，借力数字技术，加强国际科学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 70/1 号决议。 

 2 第 74/2 号决议。 

 3 世界卫生组织，WHA58/2005/REC/1 号文件，第 58.3 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74/270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74/2
https://undocs.org/ch/A/RES/5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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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扩大制造能力，满足不断增长的医疗用品需求，并确保以可负担价格、

公平方式和最快速度，在最需要的地方，广泛提供这些医疗用品； 

 (d) 与一线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集团以及多边和区域开发银行合作，快速部署强有力、协调一致的一揽

子金融计划，以期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 

 5. 重申必须支持经济，保护工人、工商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型企业)和受影

响最严重的部门，通过适当的社会保护为弱势群体提供保障，并在这方面欢迎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表示将向全球经济注入 5 万亿美元资金，将此作为有针对性的财

政政策、经济措施和担保计划的一部分，以抵御这场大流行病带来的社会、经济

和金融冲击； 

 6. 促请国际社会、区域和国际组织以及相关利益攸关方高度优先重视民众

(特别是老年人、妇女和女童、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以及残疾人)以及最脆弱的地区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减轻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任何不利

影响，并重点指出需要应对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以及中等收入国家因这场大流行病而面临的债务脆

弱性风险； 

 7. 促请会员国在公共卫生和金融措施方面加强协调，在国家、区域和国际

各级加强合作，以应对和抗击这场大流行病； 

 8. 强调指出，需要适当考虑如何通过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 制

止和扭转流行病构成的全球威胁这一问题； 

 9. 敦促会员国协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集团以及其他区域和国际组织，并在这些组织的现有任务范围内开展工作，着手

进行可持续的大流行病防范、应对和恢复规划，同时考虑到加强发展中国家医疗

卫生部门中各机构的能力； 

 10. 请秘书长动员联合国系统支持为实现可持续恢复采取的全球行动，包括

通过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开展的工作，特别是在最脆弱国家； 

 11. 决定继续处理这一事项，并请秘书长协调和跟踪各项相关举措，及时向

大会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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