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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说明 
 

1． 会议开幕 

届时将宣布开幕式的日程。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将选出一位主席、两位副主席和一位报告员。 

3． 通过议程 

委员会将审议和通过临时议程，并可作出必要修改。 

4． 小组专题讨论：“加强区域合作，应对社会方面新出现的挑战” 

请委员会就本区域社会发展方面新出现的挑战交换意见，并就如何加强区域

合作应对这些挑战提出措施。将邀请著名人士就这些问题发表他们的观点和专家意见。

将侧重于三个关键领域：社会弱势群体、性别与发展、以及卫生与发展。 

5． 社会弱势群体：选定问题 

(a) 社会弱势群体小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004 年 9 月 13-15 日)报告 

委员会将收到题为“ 社会弱势群体小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004 年 9 月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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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曼谷)报告” 的文件 E/ESCAP/CESI(2)/1。社会弱势群体小组委员会回顾了以往形

势并就以下方面提出建议：本区域落实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和联合国大

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成果的情况；太平洋区域的社会发展；国际迁徙和人口老龄化方

面新出现的人口学动态；增强残疾人的权利；以及本区域落实《北京行动纲要》以及区

域和全球会议成果的情况。 

将要求委员会核准社会弱势群体小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所载建议和结

论。委员会不妨为秘书处提供指导，并就小组委员会工作及相关事项采取行动进一步提

出建议。 

(b) 处理国际迁徙方面新出现的问题 

国际迁徙是全球化的一个后果，其动因有：经济和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人

口变化；以及专门从事派遣外劳的政府和私营机构的出现。迁徙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错综复杂。有许多迁徙通过非正规渠道，这就给那些处境脆弱、缺乏机会享受基本社会

服务的未注册登记或非正规流动人员带来不良后果。要评估迁徙的社会方面需要分别探

讨迁徙对健康、家庭凝聚力、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尤其要

注重特别需要保护的社会群体，如容易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 

文件 E/ESCAP/CESI(2)/2 探讨了国际迁徙方面的这些问题及其对范围更广的

发展进程的社会影响。该文件参考利用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就国际迁徙所进行的研究，

提出了旨在尽可能从迁徙中获益并尽量减少迁徙的负面影响的政策建议，供委员会探讨

和审议。 

(c) 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推动弱势群体进一步融入社会 

委员会将收到题为“ 推动弱势群体进一步融入社会：挑战与展望” 的文件

E/ESCAP/CESI(2)/3，它将结合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作的努力，就涉及社会弱势群体

的新出现的问题进行最新分析。文件回顾了本区域包括人口问题在内的形势，着重阐明

了本区域面临的关键挑战并探讨了今后如何想方设法来推动弱势群体进一步融入社会。

文件注意到，机会均等对社会融合和缔造“ 一个面向人人的社会” 至关重要，从而指出，

推动社会融合需要有效能更高的社会政策与法律手段来保护弱势群体不受歧视，并确保

他们在社会上，尤其是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等领域的权利和机会。文件



E/ESCAP/CESI(2)/L.2 
Page 3 

 
 

 

分析了包括残疾人、老年人、青年在内的弱势群体及家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挑战。文

件还提出了措施和政策选择来促进帮助这些群体的社会包容和发展。 

各国不妨交流它们在推动弱势群体进一步融入社会与发展方面的经验。请委

员会就本区域针对以往承诺采取后续行动为秘书处提供切实的指导，这些承诺有：在社

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上所作的相关承诺；与首脑

会议十年审评、“ 2002 年马德里老龄化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上海实施战略” 、“ 1999 年亚

洲及太平洋老龄化问题澳门行动计划” 、“ 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残疾人缔造一个包容、无

障碍和以权利为本的社会琵琶湖千年行动纲要” 、“ 2002 年及其后青年问题世界行动纲

领” 、“ 宣布第十个国际家庭年” 相关的承诺；以及包括千年发展目标的其它相关的国际

和区域任务。要求委员会审议并核准秘书处为筹备助残十年的中期审评拟议采取的战

略，该战略题为“ 琵琶湖会议五年后：面向 2012 年的前瞻性战略” 。 

委员会不妨就今后在推动弱势群体进一步融入社会这一领域的任何工作为经

社会提出建议。 

(d) 审评性别平等与社会方面取得的进展：新趋势和新挑战 

文件 E/ESCAP/CESI(2)/4 阐明了经社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对本区域在实现性别

平等和提高妇女地位方面面临的新老挑战的认识，以及它对秘书处的要求，即协助成员

国政府努力全面观察落实《北京行动纲要》和其他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 

经社会在 2005 年 5 月 18 日的第 61/10 号决议中吁请各成员和准成员推动落

实旨在保护和促进流动女工权益和福利的协调做法与战略；并推动在国际上认清并携手

打击拐卖妇女活动，以及继续实施精心设计的经济政策，并搞好监测，以便在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整体框架内全面平等地保护妇女。 

文件从性别角度探讨了贫困、发展、贸易与迁徙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了女

工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进一步流动的因果，尤其注重这给实现妇女的人权带来的迅速

变化或全新的挑战与机遇，这其中包括妇女和女童越来越多地非自愿或自愿地外出打工

对家庭照顾、迁徙法和多边及双边的贸易规则与协定产生的影响。讨论了能为女性正规

迁徙扩大空间的区域和次区域贸易协定的重大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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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卫生与发展：选定问题 

(a) 卫生与发展小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004 年 12 月 1-3 日)报告 

委员会将收到载有 2004 年 12 月 1-3 日在曼谷举行的卫生与发展小组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报告的文件 E/ESCAP/CESI(2)/5。小组委员会通过了“ 区域战略行动框架：

促进卫生和可持续发展” 。许多卫生问题的解决办法超出了卫生部门的范围。要从根本

上解决卫生薄弱这一问题，关键是要转变公共卫生的做法，从生物医学手段转向一种包

容的、全社会参与和发展的做法。区域框架旨在找出增进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制订供各

国实施的可行的政策与方案方面的共性。2005 年 5 月，经社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总体核

准了该区域框架。 

小组委员会请秘书处协助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落实该区域框架，尤其是

公共卫生部门的能力建设、面向贫穷和处境不利群体的卫生工作及卫生的性别方面。请

委员会审议秘书处可采取哪些后续行动，作为其在倡导并促进围绕卫生与发展问题的区

域合作方面应发挥作用的一部分。 

(b) 为实现与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而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 

文件 E/ESCAP/CESI(2)/6 讨论了旨在(特别是通过增强初级卫生保健来)提高

卫生公平性的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工作。 

经社会在其 2005 年 5 月 18 日的第 61/12 号决议“ 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区

域行动倡议” 要求执行秘书特别在加强公共卫生领域能力建设方面促进协调的区域行

动，尤其是扩大人力资源开发，以及支持初级卫生保健和部门间行动，以便根据“ 区域

战略行动框架：促进卫生与可持续发展” 来处理卫生与发展的紧要问题。 

加强初级卫生保健对实现与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极为重要。国家之间和

国家内部的差距妨碍了本区域在那方面取得进展。就是有进展，也只是造福于可方便地

求医问药的人群，尤其是在通过能对公共卫生产生积极影响的设施通常能提供较好服务

的城区。 

建议亚太经社会区域各国应着手缩小造成享受卫生服务机会不平等的现有差

距。请委员会审议这一建议，即在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方面加强区域合作，以便特别

是通过重新把重点放在初级卫生保健上，实现与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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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处理卫生方面新出现的风险：加强卫生促进 

文件 E/ESCAP/CESI(2)/7 探讨了亚太经社会区域因非传染病和伤害无声息大

规模流行而给卫生带来的新风险。它分析了它们与发展工作中卫生决定因素的联系。 

人口变化、全球化和都市化均改变了人们生活、工作和迁徙的方式。这亦改

变了亚太经社会区域发病的情况。以往，在亚太经社会区域，传染病是主要死因。而到

了今天，对亚太经社会所有次区域和本区域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情况已大不一样。本区

域死亡病例中有近 70%归因于非传染疾病和伤害。 

值得严重关切的是非传染病和伤害在贫穷和处境不利群体中越来越常见。出

现这一现象，最根本的风险因素有：在高风险的条件下工作和生活、较贫穷人群中吸毒

与不健康饮食。非传染病和伤害是个人及家庭进一步变穷的重要因素。另外，治疗非传

染病的医疗成本越来越高，也抢占了为努力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所需的稀缺的财力与人

力。因劳动生产率下降而造成的间接成本也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 

文件汲取了先进做法，提出了旨在处理上述卫生风险的建议供委员会审议。

最关键的一项建议是倡导身心健康，以便活得更健康和更长。 

7． 方案规划和评估 

(a) 结合次级方案 3，社会发展、包括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审评 2008-2009 两年

年期战略框架 

文件 E/ESCAP/CESI(2)/8 详细介绍了亚太经社会结合“ 社会发展，包括新出

现的社会问题” 这一次级方案为落实 2008-2009 两年期战略框架而作的准备。战略框架

提供了两年期的方案规划，其中包括该次级方案在 2008-2009 年期间的目标、预期成绩

和战略。为使经社会能确保两年期方案规划充分切合所有成员的优先事项，一个由专题

委员会、咨委会和经社会组成的政府间审评过程将提供一种反应更灵活的做法，来迎合

亚太经社会各成员的新要求。因此，请委员会审评文件，并就进一步制订好两年期方案

规划，尤其是结合次级方案的目标、预期成绩和战略提出建议。 

(b) 监测和评估 

(i) 亚太经社会方案监测、审查和评估的指导原则 

各成员和准成员重视亚太经社会有必要将注意力进一步集中于监测和评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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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作用，以支持立足收效的管理，为此，文件 E/ESCAP/CESI(2)/9 载有对亚太经社

会监测、审查和评估系统的综述。该系统迎合全球政府间关切，即进一步强调对各组织

的总体收效的评估，伴之以对具体次级方案业绩的评价。监测和评估将使成员和准成员

为兑现自身承诺而采取后续行动；评价秘书处落实战略框架的工作；并为秘书处提供反

馈与方向。请委员会审评该文件，并就进一步开发该系统作评论。 

(ii) 审评一个选定的旗舰项目 

文件 E/ESCAP/CESI(2)/10 载有一份对秘书处的一个旗舰项目、即“ 对

2003-2012 年助残十年琵琶湖千年行动纲要的区域监测和落实” 的评估报告。报告评价

了秘书处在实现该项目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分析了项目执行过程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并审议了项目活动对受益对象的影响。请委员会审评该项目的执行情况并提供进一步指

导，作为对未来项目规划的一项投入。 

8． 其他事项 

委员会可提出上述议程项目未涉及的任何其他事项。 

9． 通过报告 

委员会将通过第二次会议的报告，供提交经社会第六十二届会议。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