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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亚太经社会新设东亚和东北亚、北亚和 
  中亚、以及南亚和西南亚诸次区域 
  办事处问题政府间特别会议 
 
2010 年 3 月 2 - 4 日 
曼  谷 

 
 

各次区域办事处的短期和中期工作方案: 
2012 - 2013 两年期战略框架草案 

（临时议程项目 5(b)） 

亚太经社会新设次区域办事处 

2012–2013 两年期战略框架草案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经社会将在其计划于 2010 年 5 月间举行的第六十六届会议上审议 2012
–2013 年两年期战略框架草案。草案中载有亚太经社会方案的总体方向及其

8 个次级方案的预期成果框架，其中包括次级方案 8“各次区域的发展活动”。

2012–2013 两年期战略框架一旦获得大会核准，便将成为制定同期工作方案

的基础。 

  会议不妨根据其对临时议程项目 4 的审议结果，审议这三个次区域中

的每一次区域的成果框架和战略，并就此事项向秘书处提供指导意见。 
 

一、总体方向 

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的既定任务是：推动在亚

太区域开展区域合作，促进实现具有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  本文件之所以未能按时提交，是因为需要提交给 2010 年 2 月 18 日举行的常驻代表及
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特别会议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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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域充满活力，财富日益增长、形态日益多元化、而且正在不断发生变化，

但同时它也面对着持续的贫困、环境退化、不平等和安全得不到保障诸方面

的挑战。这一既定任务系源自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规定设立亚太经社会的第

37(IV)和第 414(XIII)号决议。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经社会本身在其

随后通过的各项相关决议中又进一步详细拟定了经社会的作用。在其新近作

出的、关于其会议结构改革问题的第 64/1 号决议中，经社会进一步着重强调

应把其工作重点放在政府间机制方面，以便更有效地处理关于亚太区域如何

切实实现具有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各项关键性议题。 

2. 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的战略核心是推动在区域和次区域两级开展

合作，其中包括南南合作。新近设立的东亚和东北亚、北亚和中亚、南亚和

西南亚诸次区域办事处连同一个扩建的太平洋次区域办事处，将使亚太经社

会得以更好地提供有针对性的和深入的技术支援，满足各成员国在各次区域

的优先重点需求。 

二、次级方案 8 

次级方案 8 
各次区域的发展活动 

构成部分 1：太平洋次区域的发展活动 

本组织的目标：把具有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发展原则和政策更好地纳入太平洋岛
屿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规划和政策落实之中 

秘书处预期成果 成绩指标 

(a) 增强太平洋诸岛屿国家政府制订

和落实具有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

发展政策和实践的能力 

(a) 太平洋岛屿国家政府提出获得关于

具有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发展的政策

性建议的请求数目、以及亚太经社会

对之作出回复并得到积极回应的数目

(b) 太平洋岛屿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

地影响亚太区域进程 
(b) (i) 在亚太经社会各次会议、审查报告

和出版物中所论述的太平洋岛屿国家

关切问题的数目 

(ii) 太平洋岛国代表团参加亚太经社

会的会议 

(c) 加强区域合作机制和体制框架，

以推进区域一体化与公平发展 
(c) 由亚太经社会主持、太平洋成员国、

民间社会或其他重要发展伙伴参与

的、旨在推进区域一体化与公平发展

的协作举措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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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2：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的发展活动 

本组织的目标：有效处理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各优先领域，使其得以更好地制订

和执行具有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发展政策，以实现各项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

千年发展目标 

秘书处预期成果 成绩指标 

(a) 加强亚太经社会成员国的能力，

使其能够更好地制订和落实发展

政策和方案，包括性别领域的政策

和方案，处理东亚和东北亚的优先

问题，特别是在环境、能源、基础

设施发展和减少灾害风险诸领域 

(a) 有更多的参与者表示亚太经社会的

活动对于制订和执行涉及东亚和东北

亚重大优先领域问题的政策和方案具

有关联性和实用性，包括性别领域内

的政策和方案 

(b) 加强各成员国、民间社会和其他

相关发展伙伴之间的知识共享和

伙伴关系，以处理东亚和东北亚的

重大优先领域问题，支持实现各项

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

目标 

(b) (i) 更多的成员国表示东亚和东北亚

成员国、民间社会和其他相关发展伙

伴已增进了其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

面的协作 

(ii) 东亚和东北亚的伙伴机构参与由

亚太经社会推动的知识共享平台的数

量增加 

构成部分 3：北亚和中亚次区域的发展活动 

本组织的目标：有效处理北亚和中亚次区域的优先领域，使其得以更好地制订和

执行具有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发展政策，以便实现各项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

千年发展目标 

秘书处预期成果 成绩指标 

(a) 加强亚太经社会成员国的能力，

使其能够更好地制订和执行发展

政策和方案，包括性别领域的政策

和方案，处理北亚和中亚的优先问

题，特别是在能源、水务、环境、

交通运输、贸易、两性平等和统计

工作领域 

(a) 有更多的参与者表示亚太经社会的

活动对于制订和执行涉及北亚和中亚

重大优先领域问题的政策和方案具有

关联性和实用性，包括性别领域内的

政策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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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加强成员国、民间社会和其他相

关发展伙伴之间的知识共享和伙

伴关系，以处理北亚和中亚的重大

优先领域问题，支持实现各项国际

商定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

(b) (i) 更多的成员国表示北亚和中亚成

员国、民间社会和其他相关发展伙伴

已增进了其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

的协作 

(ii) 北亚和中亚的伙伴机构参与由亚

太经社会管理的知识共享平台的数量

增加 

构成部分 4：南亚和西南亚次区域的发展活动 

本组织的目标：有效处理南亚和西南亚次区域各优先领域，使其得以更好地制订

和执行具有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发展政策，以实现各项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

千年发展目标 

秘书处预期成果 成绩指标 

(a) 加强亚太经社会成员国的能力，

使其能够更好地制订和执行发展

政策和方案，包括性别领域的政策

和方案，以处理南亚和南亚的优先

问题，特别是在两性平等、减贫、

粮食安全、贸易、基础设施发展、

连通性、减少灾害风险和环境诸领

域 

(a) 有更多的参与者表示亚太经社会的

活动对于制订和执行涉及南亚和西南

亚重大优先领域问题的政策和方案具

有关联性和实用性，包括性别领域内

的政策和方案 

 

(b) 加强成员国、民间社会和其他相

关发展伙伴之间的知识共享和伙

伴关系，以支持南亚和西南亚实现

各项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千年

发展目标 

(b) (i) 更多的成员国表示南亚和西南亚

成员国、民间社会和其他相关发展伙

伴已增进了其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

面的协作 

(ii) 南亚和西南亚的伙伴机构参与由

亚太经社会管理的知识共享平台的数

量增加 

构成部分 5：东南亚次区域的发展活动 

本组织的目标：有效处理东南亚次区域各优先领域，使其得以更好地制订和执行

具有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发展政策，以便实现各项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千年

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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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预期成果 成绩指标 

(a) 加强亚太经社会成员国的能力，

使其能够更好地制订和执行发展

政策和方案，包括性别领域的政策

和方案，以处理东南亚的优先问

题，包括预警、减少灾害风险和连

通性领域 

(a) 有更多的参与者表示亚太经社会的

活动对于制订和执行涉及东南亚次区

域重大优先领域问题的政策和方案具

有关联性和实用性，包括性别领域内

的政策和方案 

(b) 加强成员国、民间社会和其他相

关发展伙伴之间的伙伴关系和知

识共享，以处理东南亚的重大优先

领域，支持实现各项国际商定发展

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 

(b) (i) 由亚太经社会推动的、东南亚的成

员国、民间社会或其他重要发展伙伴

参加的协作举措的数量增加 

(ii) 东南亚的伙伴机构参与由亚太经

社会管理的知识共享平台的数量增加

战略 

3. 本次级方案的协调工作由执行秘书办公室负总责。相关活动的实施

将得到亚太经社会太平洋次区域办事处、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办事处、北亚

和中亚次区域办事处、南亚和西南亚次区域办事处和在东南亚次区域开展活

动的办事处，以及亚太经社会曼谷总部的相关实务司的协助。本次级方案的

授权和战略方向的主要依据是：各项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峰会执行计划》、《阿拉木

图行动纲领》、以及《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毛里

求斯战略》。本次级方案还将与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进行密切协调。 

4. 鉴于亚太区域幅员辽阔，丰富多样，本次级方案将加强经社会在次

区域一级的代表机构和战略地位，从而得以更有针对性地和更好地落实旨在

处理五个次区域的成员国的各项具体重大优先领域的方案。本次级方案将为

加强重大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区域合作提供重要的平台，确保在推动更广

泛的亚太区域合作中体现出各次区域的需要和观点。 

5. 本次级方案将进一步促进经社会分析性和规范性工作的展开，通过

亚太经社会成员国之间包括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在内的技术合作，并通过应

邀提供咨询服务的做法，支持能力发展。重点将是开展知识共享和网络联系

工作，包括传播适应变化的良好做法、分享经验和推广经验。本次级方案将

收集数据，编制关于所确定的优先领域的次区域分析，以确保秘书处的知识

产品更具深度和广度。 

6. 在现行的次区域合作框架和体制框架的背景之下，本次级方案的各

个构成部分反映了各相关次区域的具体需要。为支持本次级方案的执行工作，

亚太经社会将与次区域其他主要政府间机构和发展行为体建立战略伙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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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按照本组织“协调一致”的精神，以连贯和协调划一的方式制订和执行

方案，同时利用联合国发展系统在次区域和国家两级的整体资源来弥合在发

展方面存在的那些重大差距。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