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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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亚太经社会新设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办事处 
确定工作优先事项的专家会议报告 

（临时议程项目 4(a)） 

秘书处的说明 

 

一、会议工作安排 

1. 本次专家组会议的任务是：根据亚太经社会 2010-2011 年的工作

方案和关于 2012-2013 年战略框架的建议提出各个优先工作领域，以作为

亚太经社会在大韩民国仁川新设的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办事处的工作重

点。专家组会议于 2009 年 10 月 19 日和 20 日在曼谷举行。 

2. 专家组会议的主要目标如下： 

(a) 明确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的优先需要、以及亚太经社会可

如何通过这一次区域办事处来协助满足这些需要； 

(b) 讨论开展国家/次区域/区域合作的各种机制/方式； 

(c) 提出可能会影响到新设次区域办事处运作的各种问题，并

为确保工作方案的良好贯彻实施提出措施建议。 

3. 此次专家组会议的与会者是由东亚和东南亚次区域各国政府所

指定的专家，其中包括中国、日本、蒙古、大韩民国和俄罗斯联邦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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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宣布会议开始。执行秘书在其开幕讲话中，

强调了次区域决策者与亚太经社会之间进行协调的重要性。她表示，东亚

和东北亚次区域是整个亚太区域文化和社会进步程度各不相同的情况的一

个缩影。她提到，鉴于在这一次区域飞速增长经济体对能源的较大需要、

以及在环境方面所面临日益增长的压力，能源、环境、次区域合作以及实

施联合国“一体行动”各项努力等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最后，她要求各

位专家为新设次区域办事处需要解决的问题制订一整套战略工作领域的具

体建议。 

5. 继执行秘书的开幕讲话之后，负责建立次区域办事处实质性事务

的主管官员(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办公室)就专家组会议的各项目标、格局

和预期结果作了发言，并就亚太经社会各项方案领域作了简短介绍。他指

出，与会者利用其集体经验和专门知识，通过审查宏观经济因素、各项社

会问题、能源需求和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应当能够为新设亚太经社会次

区域办事处制订一个战略工作要点清单。他继而谈到，在考虑进行合作和

取得协同效应的各种可能性时，十分重要的是了解各伙伴机构的情况。 

6. 下列要点反映出了会议所通过的议程的内容： 

1. 会议开幕。 

2. 情况介绍：专家组会议的各项目标、格局和预期结果、以

及关于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的介绍。 

3. 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的各项优先需要。 

4. 在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各级开展合作的方式。 

5. 亚太经社会东亚和东北亚区域办事处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6. 结论和建议。 

7. 闭幕讲话。 

7. 作为上述议程项目的背景资料，针对议程项目 8、各项次区域发

展活动、以及太平洋现有次区域办事处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会上对

2010-2011 年的战略框架作了介绍。 

8. 各位专家就其各自本国的优先需要发表了深入的评论和见解。会

议随后就新设次区域办事处的各项重点工作领域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议

最后就可考虑纳入次区域办事处工作方案的各个工作领域提出的相关建议

开展了讨论。 

9. 主管官员在其闭幕讲话中强调指出，将把专家组会议的各项建议

提交给定于 2010 年初举行的政府间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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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论和建议 

10. 各位代表在以个人身份发言时，计及亚太经社会的战略框架和各

项相关任务，就次区域办事处各重点工作领域表达了各自的意见，同时还

考虑到次区域的各种需要、以及亚太经社会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及其现有资

源。他们指出，各项千年发展目标和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是涉及到次区域办

事处工作的跨部门问题。若干专家指出，性别平等问题尤其具有相关性。

若干专家还强调了把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绿色增长)作为次区域办事处的

重点工作领域的重要性。大多数专家认为，能源和交通运输是次区域合作

的优先领域。一位专家强调了南南合作和三角式合作、以及把能力建设作

为次区域办事处开展工作的模式的重要性。另一位专家指出，应当根据不

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审查次区域办事处的工作重点。以下列表中的

内容反映了各位专家提出的意见。 

11. 一些专家指出，亚太经社会总部与该次区域办事处之间的关系中

必须包括与其他区域性机构之间的关系的内容。 

 



E/ESCAP/SRO/IGM/1/1 

Page 4 
 

 

列表 

与会专家提出的优先工作领域 

 

专家 优先领域 1 优先领域 2 其他领域 (备选) 评注 

Suh-Yong 
Chung 先生 

绿色增长  
(环境、气候变化和能源)

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方
案(环境、能源、气候变化
等) 

(a) 水 
(b) 加强与西北太平洋行动计
划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
环境基金黄海大型海洋生态系
统项目等其他次区域机制之间
的伙伴关系 

该次区域办事处应成为东北亚次
区域环境合作方案的常设秘书处。

丁统兵先生 经济复苏和粮食安全 交通运输 (a) 减少灾害风险 
(b) 实行各项千年发展目标 

该次区域办事处应通过提供贸易
便利化等领域的援助，在次区域级
别促进实现经济复苏。 
 
考虑到经济危机期间投资收缩，而
经济复苏期间需求增加，应与亚太
农工机械中心开展协作，采取防范
措施，以期预防今后可能出现的粮
食危机。 
 
该次区域办事处应跟进该次区域
不同国家在亚洲公路网和泛亚铁
路网方面取得的进展情况，并援助
相关成员国开展关于加快互联互
接进程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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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优先领域 1 优先领域 2 其他领域 (备选) 评注 

Namjildorj 
Enkhbayar先
生 

基础设施发展 (交通运
输与能源) 

环境问题 (空气污染和黄
沙) 

  需要处理能力问题、财政资源问
题、相关国家相关地区的毗邻交汇
问题。 

Jaiok Kim 女
士 

能源  
(制订绿色标准) 

环境  
(通过东北亚次区域环境
合作方案扩大环境活动) 

(a) 性别平等  
(b) 通过绿色贸易和绿色技术
投资，促进绿色增长 

该次区域办事处应成为东北亚次
区域环境合作方案的常设秘书处。
 
应确保各利益攸关方的参与。. 

Denis Nkala
先生 

能源与环境  
(低碳发展、可再生能源
和气候变化、清洁发展机
制) 

监测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
标的进展情况 

(a) 减少灾害风险 
(b) 绿色增长 

 

Nikolay N. 
Pomoshchnik
ov 先生 

可持续发展(促进最环保
的经济发展模式，确保可
持续发展) 

(a) 能源合作(该次区域办
事处应向东北亚能源协作
框架提供技术支助)  

(b) 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
作方案 

  应由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方案
的成员国决定是否将该次区域办
事处作为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
方案的常设秘书处。 
 
应明确亚太经社会总部与该次区
域办事处之间的互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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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优先领域 1 优先领域 2 其他领域 (备选) 评注 

Masatoshi 
Sato 先生 

绿化经济增长 
(加强各成员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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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促进经济增长
的 绿 化 ， 包 括 采 纳
mottanai 理念，即“减量
化、再利用、再循环”的
做法)。 

减少灾害风险 (提高成员
国以集体的方式评估、防
范和应对灾害风险的能
力) 

    

Oyu Vasha 女
士 

基础设施发展  
(能源与交通运输) 

环境 
(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
方案) 

(a) 贸易便利化 
(b) 预防灾害 

该次区域办事处应以亚太经社会
正在为能源协作框架提供的支助
为基础，继续为之提供支助。 
 
该次区域办事处应支持亚太经社
会总部所开展的分析和研究工作，
为亚太经社会所有相关领域的工
作增加深度，并更加突出本区域的
次区域工作重点，包括确保数据的
准确性等。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