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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事项：《阿拉木图行动纲领》 

 

(临时议程项目 7) 

 

经社会第 61/11 号决议“执行《阿拉木图行动纲领》： 

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运输合作 

全球新框架内处理内陆发展中国家 

的特殊需要”执行进展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本文件总结了 2005年 5月 18日第 61/11号决议“执行《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在内

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运输合作全球新框架内处理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的执

行进展情况。本报告重点介绍了秘书处为执行该决议开展的研究、讲习班和其它活动。 

请经社会审议所取得的进展，提出意见，并为秘书处有效地执行这一决议提供进一

步指导。 

 

 

 

LDC8_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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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 经社会在其第六十一届会议上，通过了第 61/11号决议“执行《阿拉木图行动

纲领》：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运输合作全球新框架内处理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

殊需要”。该决议要求执行秘书采取必要的措施，酌情进一步扩大方案，以支持内陆和

过境发展中国家努力改善其过境运输系统，并邀请各发展伙伴按《阿拉木图行动纲领》

第 47 段的要求在这方面提供适当的财政资助。该决议还请执行秘书就本决议的执行情

况以及在亚洲建立高效率过境运输体系的进展情况向经社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秘书处的活动 

2. 秘书处最近发布并分发了一份关于“亚洲公路网发展的优先投资需求”的研

究报告。该研究审议了亚洲公路网的状况，查明了网络基础设施发展和具有次区域重要

性的优先项目发展的投资需求。汇总的情况表明，目前正在投资或承诺投入约 260亿美

元建设、修复和升级改造成员国约 37,000公里的亚洲公路线路。该研究也确定在升级改

造和改进亚洲公路 26,000公里线路所需的资金中存在着 180亿美元的缺口，其中中亚国

家需要 60 亿美元。秘书处目前正在推动成员国和潜在捐助者和融资机构之间的磋商，

以促进对已查明需要投资的优先重点项目进行投资。 

3. 随着在制订亚洲公路网和泛亚铁路网并使之成型方面成功落实了亚洲陆运基

础设施发展项目，本区域为内陆国和过境国两者根据《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在内陆地点

扩大农业和制造业生产创造了新的机遇。 

4. 秘书处目前正在开展一项研究，其目的是从区域的角度提供有关海运集装箱

贸易和未来航运和港口吞吐量以及投资需求的不偏不倚的预报。这一研究被成员国广泛

利用，作为制订诸如基础设施发展公私营伙伴关系等方面的航运和港口发展政策和战略

的政策对话基础，许多国家一再要求秘书处定期更新这一预报就是证据。秘书处目前正

与韩国海事研究所合作，以扩大集装箱预报研究，将多式联运的内容包括在内，提供详

细的高质量和连贯一致的预报，使人们更好地了解连接主要港口与主要生产和消费的内

地地区之间的集装箱运输网络的结构，其中特别关注本区域发展中内陆国和过境国的多

式联接。 

5. 在这一研究的框架内，秘书处最近于 2006 年 12 月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德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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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组织了一次关于多式联运规划的次区域讲习班。来自中亚和高加索区域的发展中内陆

国和过境国的代表出席了讲习班，讲习班为讨论建设具有国际重要性的多式过境运输线

路的可能性提供了机会。 

6. 秘书处与欧洲经济委员会和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合作为执行发展帐户项目

“发展区域间陆运和海陆联运连接方面的能力建设”所开展的工作确定了区域间运输联

接网络。目前该项目开展的活动包括加强国家官员在查明选定线路货物移动的物质和非

物质障碍方面的能力。该项目将于 2007 年底完成，将举行一次区域间讲习班分享该项

目的成就并交流各区域委员会吸取的经验教训。 

7. 秘书处正在执行一个项目“促进亚洲公路和泛亚铁路的发展：作为促进发展

重点的多式联接点”。该项目审议了包括边界过境点在内的选定多式联接点的多式联运

设施和业务实践情况。这一项目将为发展中内陆国发展多式联运连接点以将此作为刺激

经济发展的节点提供指导原则。 

8. 秘书处与欧洲经济委员会合作，向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框架下的运输

和过境问题项目工作组提供了援助，其所有七个成员国都是内陆国。在 2006年 3月 29-30

日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的最近一次会议上，项目工作组继续其落实《阿拉木图行

动纲领》的活动。项目工作组特别进行了有关过境问题的双边磋商，通过了中亚经济体

特别方案道路网和铁路网，核准了五个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运输数据库的形式，并原则

上批准了两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项目。为推动设立国家贸易和运输便利化委员会，加入和

执行国际公约，以及分析主要线路，还开展了进一步的工作。 

9. 秘书处执行了一个司际项目(贸易和投资司、运输和旅游司、以及信息、通信

和空间技术司)，推动采用一种综合的做法来发展贸易和运输部门。这一项目除其它活

动外，对贸易和运输便利化的国家协调机制进行了研究。这一研究的建议在曼谷举行的

一次区域会议上作了交流，并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

古、塔吉克斯坦举行的讲习班暨咨询服务过程中作了进一步传播。参与者通过了载有为

国家贸易和运输便利化机制采取设想行动具体细节的国家行动计划。在阿塞拜疆和格鲁

吉亚也举行了有关建立或促进贸易和运输便利化机制的国家讲习班。 

10. 考虑到有关贸易和过境的国际公约和区域双边协定的重要作用，秘书处对国

际公约以及次区域和双边协定进行了初步审议和分析。研究的结果在 2006年 10月 26-27

日于曼谷举行的运输便利化法律制度研究评价专家组会议上进行了审议，研究结果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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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也在 2006年 10月 30日至 11月 1日于曼谷举行的第二次内陆国和过境国贸易和运输

便利化区域会议上作了介绍。提供适当的国际运输法律框架的重要性也在 2006年 11月

6-11日于大韩民国釜山举行的运输问题部长级会议上得到强调。秘书处目前正在进行一

项关于落实经社会 1992年 4月 23日第 48/11号决议“公路和铁路运输方式的手续简化

措施”以及可能包括更多公约的研究。 

11. 秘书处与亚洲开发银行协作，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

定的磋商进程中提供了援助。这一协定覆盖四个内陆国和两个过境国，即中国、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一协定目前正在谈

判中。 

12. 在发展中内陆国和过境国及捐助国和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过境运输合作国际

部长级会议(于 2003年 8月 28-29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的筹备进程中开发了亚

太经社会时间/成本—距离方法，这一方法正由发展中内陆国和过境国特别利用来查明和

找出贸易线路的延误和不确定因素。秘书处与一些国家合作，以查明将运用这一模式的

优先线路，并编写了问卷调查和模板，以便利数据收集。其目前应用重点放在由中亚经

济体特别方案运输和过境工作组查明的线路，以及由所有区域委员会执行的关于发展区

域间陆运和海陆联运联接方面能力建设的发展帐户查明的选定欧亚连接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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