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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明 

大会决议和决定采用下列方法编号，以资识别： 

常  会  

    到第三十届常会为止，大会决议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用罗马数字表示会议届次

(例如：第 3363(XXX)号决议)。几项决议通过后同列在一个号数之下时，则按每项决议，在两种数字

中间加一个英文大写字母，以资识别(例如：第 3367A(XXX)号决议，第 3411A 和 B(XXX)号决议，第

3419A 至 D(XXX)号决议)。各项决定都不编号。 

    从第三十一届会议起，大会的文件采用新的编号方法，其中决议和决定的编号方法是用一个阿拉伯

数字，表示会议届次，后面加一条斜线和另一个阿拉伯数字(例如：第31/1号决议，第 31/301号决定)。

几项决议或决定通过后同列在一个号数之下时，则按每项决议或决定，在第二个阿拉伯数字后面加

一个英文大写字母，以资识别(例如：第 31/16A 号决议，第 31/16A 和 B 号决议，第 31/406A 至 E 号

决定)。 

特别会议  

    到第七届特别会议为止，大会决议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用英文字母“S”(代表

英文“Special”)和罗马数字表示会议届次(例如：第 3362(S-VII)号决议)。各项决定都不编号。 

    从第八届特别会议起，决议和决定的编号方法是用英文字母“S”和一个阿拉伯数字表示会议届次，

后面加一条斜线和另一个阿拉伯数字(例如：S-8/1 号决议，S-8/11 号决定)。 

紧急特别会议 

    到第五届紧急特别会议为止，大会决议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用英文字母

“ES”(代表英文“Emergency Special”)和罗马数字表示会议届次(例如：第 2252(ES-V)号决议)。各项决定

都不编号。 

    从第六届紧急特别会议起，决议和决定的编号方法是用英文字母“ES”和一个阿拉伯数字表示会议

届次，后面加一条斜线和另一个阿拉伯数字(例如：ES-6/1 号决议，ES-6/11 号决定)。 

上述每种编号方法都按照通过的先后次序。 

＊      ＊      ＊ 

本卷载有大会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14 日期间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大会 2020 年 9 月 15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通过的决议载于第一卷。大会同一期间通过的决定载于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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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257 B 号决议 

 

2021 年 7 月 7 日第 90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107 和 A/75/L.107/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

澳大利亚、比利时、柬埔寨、捷克、丹麦、芬兰、法国、格鲁吉亚、日本、挪威、大韩民国、瑞典、乌克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75/257. 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余留职能 

 

B1 

 大会， 

 回顾其 2020 年 12 月 31 日第 75/257 A 号决议， 

 又回顾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费用应依照《联合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关于按照柬埔寨法律

起诉在民主柬埔寨时期实施的罪行的协定》(《协定》)2 的有关规定支付，以及依照 2003 年 5

月 13 日第 57/228 B 号决议，联合国根据这些规定支付的费用应由国际社会的自愿捐助支付， 

 欢迎秘书长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努力缔结特别法庭完成工作的框架，包括减少活动和需要履

行的余留职能，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3 

 1. 核准本决议附件所载的《关于特别法庭过渡安排和工作完成情况的协定增编》草案； 

 2. 敦促秘书长和柬埔寨王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第 1 段提及的《增编》草案及时

生效，并在其生效后予以充分执行； 

 3.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附件 

《联合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关于按照柬埔寨法律起诉在民主柬埔寨时期实施的罪行的协定》关

于特别法庭过渡安排和工作完成情况的增编草案 

 回顾 2003年 6月 6日在金边签订的《联合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关于按照柬埔寨法律起诉在

民主柬埔寨时期实施的罪行的协定》(以下简称为“《协定》”)； 

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纪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9 号》(A/75/49)第一卷第一节中第 75/257 号决议成为第 75/257 A

号决议。 

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29 卷，第 41723 号。 

3 A/75/809。 

https://undocs.org/zh/A/75/L.107
https://undocs.org/zh/A/75/L.107/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7
https://undocs.org/ch/A/RES/57/228b
https://undocs.org/ch/A/75/49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7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7
https://undocs.org/ch/A/7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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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协定》缔约方同意，《协定》第 1 条项下的所有司法程序一经完成，特别法庭需要

履行本增编中确定的若干基本余留职能； 

 鉴于《协定》缔约方确信，考虑到余留职能大幅减少，特别法庭的工作人员人数应与其减

少的职能相称； 

 鉴于《协定》缔约方已就完成特别法庭工作的过渡安排和履行余留职能问题进行了协商； 

 因此，联合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商定如下： 

第 1 条 

过渡安排 

 特别法庭任何分庭的诉讼程序完成后，该分庭的所有法官均应从特别法庭卸任。法官卸任

后，将根据所做工作按比例获得报酬并将远程开展工作，除非应分庭庭长的要求在法庭出席。 

第 2 条 

余留职能 

1. 《协定》第 1 条项下的诉讼完成之后，包括向最高法庭提出的任何上诉程序完成后，特别

法庭应在三年初始期内继续履行下列职能：审查申请并进行终局判决复查程序；为被害人和证

人提供保护；对故意干预司法或提供伪证的行为进行制裁或提请主管机构处理；监督判决的执

行并监测既决罪犯的待遇；维护、保存和管理法庭档案，包括解密文件和材料；回应查阅文件

的请求；向公众传播关于特别法庭的信息；视需要监测民事当事人所获赔偿判决的执行情况。 

2. 联合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应在三年初始期限之后审查这些职能的进展情况，之后特别法庭

将继续履行这些职能或其中部分职能，期限由双方决定。 

3. 对终局判决进行复查的申请只能在被定罪人在世期间由被定罪人或共同检察官提出。 

4. 如果被定罪人有资格减刑、提前释放或假释，柬埔寨王国政府应当相应通知特别法庭。只

有当最高法庭基于维护司法公正和一般法律原则决定减刑、提前释放或假释时，才能这样做。 

5. 法官、共同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民事当事人首席共同律师在按要求履行本条第 1 项规定的

余留职能时，将按比例获得报酬，并将远程开展工作，除非根据其职能的要求必须在特别法庭

出席，法官根据其各自分庭庭长的要求出席。任何全体庭议均应远程举行，对《内部规则》的

修订应通过书面程序远程作出决定。 

6. 在本条第 1 款确定的职能开始时，秘书长应承诺在《协定》第 3 条第 5 款之外，进一步提

供一份国际法官被提名人名单，以确保当任何已被任命的国际法官不能按要求任职时，有足够

数量的国际法官可以履行本条第 1 款规定的职能。柬埔寨王国政府同样应确保，当任何已被任

命的柬埔寨法官不能按要求任职时，有可用的柬埔寨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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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条 

档案 

1. 联合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一致认为，至关重要的是确保按照国际标准保存特别法庭的档案，

并提供档案以供尽可能广泛的查阅。 

2. 作为余留职能的一部分，为保存和推广特别法庭的遗产，法庭应向公众提供公开档案供电

子查阅，并提供印刷副本。 

3. 联合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各保有一套完整的特别法庭档案，包括所有文件和材料。《协定》

第 1 条项下诉讼完成后，联合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将各自收到一套完整的公开档案。在本增编

第 2 条规定的余留职能完成后，联合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将各自收到更多公开文件和资料，以

及一整套机要文件和材料。 

第 4 条 

核准 

 本增编须经联合国大会核准并经柬埔寨王国批准，才对缔约方具有约束力。柬埔寨王国政

府将尽最大努力争取本增编尽早获得批准。 

第 5 条 

在柬埔寨境内适用 

 本增编根据柬埔寨王国关于缔结条约权限的国内法有关规定获得批准后，在柬埔寨王国境

内作为法律加以适用。 

第 6 条 

生效 

 本增编自双方书面通知对方，表示已符合生效的法律要件之日起生效。 

 于 2021 年[日期]在[地点]，以高棉文和英文签订两份原件。如有分歧，以英文文本为准。 

 

 代表柬埔寨王国政府 代表联合国 

  
 

 

 

 

 

 

 

第 75/258 号决议 

 

2021 年 1 月 21 日第 50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54 和 A/75/L.54/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

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吉布提、埃及、赤道几内亚、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伊拉

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莱索托、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加拉瓜、尼

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苏丹、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

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也门、巴勒斯坦国 
 

 

https://undocs.org/zh/A/75/L.54
https://undocs.org/zh/A/75/L.54/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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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58. 促进和平与宽容文化以保护宗教场所 

 大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4 所载宗旨和原则，尤其是思想、良心和宗教自

由的权利，以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5 

 又重申对大会在 1981 年 11 月 25 日第 36/55号决议中宣布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

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以及大会在 1992年 12月 18日第 47/135号决议中宣布的《在民

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的承诺， 

 确认《和平文化宣言》和《和平文化行动纲领》6 具有重要意义，是在弘扬和平与非暴力

文化以造福人类、特别是造福后代方面赋予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系统的普遍任务， 

 回顾其 2017 年 12 月 1 日第 72/17号决议、2017年 12 月 8日第 72/130号决议、2019年 7 月

25 日第 73/328 号和第 73/329 号决议、2019 年 12 月 18 日第 74/145 号和第 74/164 号决议以及人

权理事会 2011年 3月 24日第 16/18号决议，这些决议敦促所有会员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打击

仇恨、仇恨言论、污名化、煽动暴力、基于宗教或信仰形成对人的负面成见、不容忍和其他暴

力行为，并为此鼓励在与宗教或信仰自由有关的事项上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相互尊重， 

 又回顾其 2001 年 5 月 31 日题为“保护宗教场所”的第 55/254 号决议以及世界人权会议

1993 年 6 月 25 日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7 其中强调需要打击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不

容忍和相关暴力行为，包括亵渎宗教场所， 

 表示赞赏地注意到 2010 年通过的关于在《世界遗产公约》框架内保护宗教财产的声明，

其中表示支持会员国制定宗教遗产管理总体指导方针， 

 确认宗教场所代表着全世界各国家和各社群民众的历史、社会结构和传统，因此应得到充

分尊重， 

 表示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制定的《联合国保护宗教场所行动计划：团结一致

促进安全与和平礼拜》， 

 表示深为关注世界上发生的不容忍和歧视及暴力行为，包括以歧视宗教少数群体成员为动

因的情况，以及对宗教信徒的负面描述和执行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而专门歧视他人的措施， 

 重申各国对保护其境内民众负有首要责任， 

 回顾各国负有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首要责任，包括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人权，特别是其自由

践行宗教和信仰的权利， 

_______________ 

4 第 217 A (III)号决议。 

5 见第 2200 A (XXI)号决议，附件。 

6 第 53/243 A 和 B 号决议。 

7 A/CONF.157/24 (Part I)和 A/CONF.157/24 (Part I)/Corr.1，第三章。 

https://undocs.org/ch/A/RES/36/55
https://undocs.org/ch/A/RES/47/135
https://undocs.org/ch/A/RES/72/17
https://undocs.org/ch/A/RES/72/130
https://undocs.org/ch/A/RES/73/328
https://undocs.org/ch/A/RES/73/329
https://undocs.org/ch/A/RES/74/145
https://undocs.org/ch/A/RES/74/164
https://undocs.org/ch/A/HRC/RES/16/18
https://undocs.org/ch/A/RES/55/254
https://undocs.org/ch/A/RES/217(III)
https://undocs.org/ch/A/RES/2200(XXI)
https://undocs.org/ch/A/RES/53/243
https://undocs.org/ch/A/CONF.157/24(PartI)
https://undocs.org/ch/A/CONF.157/24(PartI)/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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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深为关注文化财产、包括宗教场所和祭器日益成为恐怖主义袭击和非法民兵的目标，

往往遭致破损、完全毁坏及盗窃和非法贩运，并谴责此类袭击， 

 重申在处理破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时必须采取全方位做法，涵盖所有区域，兼顾

预防和追责，同时重点关注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冲突和非冲突局势中的行为以及恐怖主义行

为，  

 意识到列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中约有 20%与宗教或精

神有关， 

 强烈谴责违反国际法、尤其是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针对以及在宗教性地点、场所和神庙

进行的一切袭击，包括任何蓄意毁坏圣物和碑雕的行为， 

 认识到，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开展开放、具有建设性和相互尊重的思想辩论以

及宗教间、信仰间和文化间对话，可在打击宗教仇恨、煽动和暴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谴责任何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仇恨言行，无论是采用印刷、音像或电子媒

介、社交媒体或任何其他手段， 

 重申不能也不应把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与任何宗

教、国籍、文明或族裔群体联系起来， 

 确认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促进文化间对话方面的主导作用和联合国不同文明联

盟在这方面的工作及两者对宗教间对话的贡献，以及它们为促进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开展的活动

和对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各级具体行动的重视， 

 1. 呼吁加强国际努力，在尊重人权和宗教信仰多样性的基础上，促进在各级开展弘扬宽

容与和平文化的全球对话，并强烈谴责一切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对个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和对其

礼拜场所实施的此类行为，以及一切违反国际法，对宗教性地点、场所和神庙的袭击； 

 2. 谴责世界上继续发生的针对宗教场所本身进行的一切暴力、毁坏、破坏或危害的行为

或此类威胁，并谴责任何旨在摧毁任何宗教场所或强行改变其用途的做法； 

 3. 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区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酌情

支持《联合国保护宗教场所行动计划》，并更多地了解《宗教领袖和行为体防止煽动可能导致

残暴罪行的暴力行动计划》(又称《非斯行动计划》)、《打击仇恨言论行动计划》及其他促进

宽容和相互理解倡议； 

 4. 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召开一次由联合国实体、会员国、政治人士、宗教领袖、信仰组

织、媒体、民间社会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参加的全球会议，目的是促进带头为推进《联合国

保护宗教场所行动计划》的具体行动提供政治支持； 

 5. 表示关注世界各地与种族和宗教有关的不容忍、歧视和相关暴力事件以及负面的种族

和宗教成见继续增多，在这方面谴责任何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

仇恨行为，并敦促各国根据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和打击此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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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重申，行使意见和表达自由权以及充分尊重寻求、接受和传播信息的自由可对加强民

主、消除宗教不容忍现象起到积极作用，并进一步重申依照《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

九条，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 

 7. 强调宗教或信仰自由、意见和表达自由、和平集会权和结社自由权相互依存、彼此关

联并相辅相成，并强调指出这些权利在打击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不容忍和歧视行为

方面可以发挥作用； 

 8. 表示深为关注基于他人的宗教或信仰而对其实施贬低丑化、负面定性和冠以污名的严

重事件仍继续发生，以及一些极端主义分子、组织和团体尤其是在政府纵容下，推行旨在制造

和固化对一些宗教团体的负面刻板印象的计划和纲领； 

 9. 重申务必加强国际、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以增强会员国的国家能力，防止和有效制止

对礼拜场所的袭击； 

 10. 谴责对处在危机、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国家的文化遗产的破坏，特别是最近发生的对

世界文化遗产场址的袭击，要求立即停止这种行为，并提醒 1954 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

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及其两项《议定书》8 的缔约国注意其中关于保障和尊重文化财产，禁

止、防止及于必要时制止对文化财产任何形式的盗窃、抢劫或侵占以及任何破坏行为的条款； 

 11. 呼吁联合国继续拟定战略、教育倡议和全球性宣传运动和工具，以期加强保护宗教场

所和文化遗产，促进相互尊重和理解，提高媒体认识，打击宗教不容忍和仇恨言论； 

 12. 邀请所有会员国加强教育和能力建设，打击煽动暴力行为，为此努力发出促进团结、

相互支持及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的信息，在促进和平文化、非暴力和不歧视方面提高认识和增

进相互尊重，促进不同文化、宗教和信仰的人民之间的理解，以及加强对和平共处的重视； 

 13. 请联合国秘书长提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相关利益

攸关方注意本决议，并决定在题为“和平文化”的项目下继续审议促进和平与宽容文化以保护

宗教场所的问题。 

 

 

第 75/259 号决议 

 

2021 年 2 月 11 日第 53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57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几内亚(代表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 
 

 

75/259. 延长安哥拉从最不发达国家类别毕业前的准备期 

 大会， 

 回顾其 2016 年 2 月 12 日第 70/253号决议， 

_______________ 

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49 和 2253 卷，第 3511 号。 

https://undocs.org/zh/A/75/L.5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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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其关于从最不发达国家类别毕业的国家平稳过渡的 2004年 12月 20日第 59/209号、

2011 年 6 月 29 日第 65/286号和 2012 年 12 月 21 日第 67/221号决议， 

 重申致力开展脱离最不发达国家类别的工作，并鼓励为脱离这一类别的国家采取平稳的过

渡措施， 

 适当考虑到安哥拉作为一个依赖商品的最不发达国家，仍然特别容易受价格波动的影响，

已经连续六年面临反复出现的经济衰退， 

 强调指出安哥拉政府必须加快经济多样化，以减少对主要经济指标造成的负面影响，保障

减少社会脆弱性，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商品价格下跌导致收入减少，并且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

引发的全球危机对安哥拉脆弱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这些情况进一步扰乱了该国的可持续发展

进程， 

 1. 表示深为关切安哥拉一直面临长期经济衰退，而且 COVID-19 大流行引发的全球危机

加剧了其社会经济脆弱性； 

 2. 决定作为例外在实际毕业日期之前给予安哥拉三年额外准备期； 

 3. 再次邀请安哥拉在从本决议通过至该国从最不发达国家类别毕业的额外三年期间，在

联合国系统的支助下，并与其双边、区域和多边发展和贸易伙伴合作，制订国家平稳过渡战

略。 

 

 

第 75/260 号决议 

 

2021 年 2 月 23 日第 55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A/75/L.59 和修正的 A/75/L.60，经记录表

决，以 139 票赞成，零票反对，5 票弃权通过，*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安道尔、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不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

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佛得角、柬埔寨、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

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刚果民主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

瓦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斯威士兰、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

危地马拉、几内亚、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

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基里巴斯、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列

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墨西哥、摩纳哥、

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北马其顿、挪威、

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摩

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卢旺达、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

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瑞典、瑞士、泰国、东帝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

土耳其、图瓦卢、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

合众国、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无 

 弃权:阿尔及利亚、埃及、马达加斯加、俄罗斯联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https://undocs.org/ch/A/RES/59/20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6
https://undocs.org/ch/A/RES/67/221
https://undocs.org/zh/A/75/L.59
https://undocs.org/ch/A/75/L.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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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60. 2021 年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的安排 

 大会， 

 重申对《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9 以及 2006、10 2011 年11 和 2016 年12 

大会高级别会议通过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各项政治宣言的承诺， 

 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13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14 和大会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

高级别全体会议成果文件15 中与艾滋病毒/艾滋病有关的目标和承诺，并欢迎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 6 中关于到 2015 年遏止并开始扭转艾滋病毒/艾滋病蔓延的具体目标， 

 确认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 2015 年 9 月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6 及其各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了到 2030 年消除艾滋病流行病的大胆承诺，并强调该议程与《2030

年议程》其他目标和具体目标存在相互联系， 

 又确认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了《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

议程》，17 支持针对传染病和非传染病、特别是那些对发展中国家造成过度影响的疾病研发疫

苗和药品，以及提出预防措施和治疗方法， 

 重申致力于实施采取行动落实可持续发展十年，争取全面落实《2030 年议程》， 

 欢迎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时关切地注意到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进展参

差不齐，如不作出新的承诺和加快行动，这些成果仍然是脆弱的并可能发生逆转， 

 表示深为关切的是，在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暴发之前，全世界在实现 2016

年《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所载的有时限目标方面尚未步入轨道，错过了到

2020 年底实现这些目标的截止期限，而 COVID-19大流行又造成更多挫折，使艾滋病防治工作

进一步偏离轨道， 

 注意到 2021 年是报告发现第一个艾滋病病例的第 40 个年头，也是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

病联合规划署开始其可贵工作的第 25 个年头，又注意到在制定新的《2021-2026 年全球艾滋病

战略》方面正在开展的工作， 

_______________ 

9 第 S-26/2号决议，附件。 

10 第 60/262号决议，附件。 

11 第 65/277号决议，附件。 

12 第 70/266号决议，附件。 

13 第 55/2号决议。 

14 第 60/1号决议。 

15 第 65/1号决议。 

16 第 70/1号决议。 

17 第 69/313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S-26/2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2
https://undocs.org/ch/A/RES/65/27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55/2
https://undocs.org/ch/A/RES/60/1
https://undocs.org/ch/A/RES/65/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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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艾滋病仍然是一个紧迫的全球医药卫生和发展挑战，又认识到需要应对在包括初级

预防在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持续存在的挑战和差距，消除 COVID-19 大流行病在这方面产生

的影响，处理使这两种流行病得以肆虐的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根本性不平等问题， 

 1. 决定于 2021 年 6 月 8 日至 10 日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这次会议将全面审查在履行

2016 年《政治宣言》中关于到 2030 年消除艾滋病流行的承诺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应对措施

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如何继续以最佳方式促进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全球卫生目

标方面取得进展，尤其是成功事例、最佳做法、经验教训、障碍和差距、挑战和机遇，包括在

伙伴关系与合作方面，并将全面审查在指导和监测 2021年以后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工作(包括

就加快行动到 2030 年消除艾滋病流行作出新的具体承诺)方面以及在推动领导人、国家、社区

和合作伙伴就加快和执行全面、普遍、综合的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工作再次作出承诺方面提

出的建议； 

 2. 又决定为高级别会议作出如下安排： 

 (a) 高级别会议将包括： 

㈠ 开幕式：大会主席、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执行主任、一位公开表明

感染艾滋病毒者和一位积极参与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知名人士发言； 

㈡ 一般性辩论：会员国和大会观察员的发言，发言名单将按照惯例确定，单个代表团发言的时

限为三分钟，代表国家集团发言的时限为五分钟； 

㈢ 专题小组讨论：最多举行五次，应与一般性辩论连续举行； 

㈣ 闭幕式：小组讨论主席发言，总结讨论情况； 

 (b) 会议时间将于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和下午 3时至 6时举行； 

 (c) 会议无论采取到场、虚拟或混合形式，将由大会主席根据对卫生健康状况的评估并与会员国

密切协商后，于 2021年 4月决定； 

 3. 还决定高级别会议和多方利益攸关方听证会将进行网播，并鼓励大会主席和秘书长利

用所有相关媒体平台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使高级别会议得到最广泛的宣传； 

 4. 邀请会员国和大会观察员参加高级别会议并派最高级别代表出席； 

 5. 鼓励会员国在出席高级别会议的国家代表团中酌情包括所有相关部委的部长、议员代

表、受艾滋病毒/艾滋病影响严重的城市市长代表、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可以

代表艾滋病毒感染者、面临艾滋病毒风险和受艾滋病毒影响者、处境脆弱者和其他相关利益攸

关方的组织和网络； 

 6. 邀请联合国系统，包括各方案、基金、专门机构和区域委员会，以及全球抗击艾滋

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国际药品采购机制和包括亲善大使在内的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酌情

参加高级别会议并作出贡献，并敦促各方考虑采取举措支持筹备进程和会议； 

 7. 又邀请各国议会联盟为高级别会议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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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请大会主席至迟于 2021 年 4 月组织并主持一次多利益攸关方互动听证会，将此作为

高级别会议筹备进程的一部分，让艾滋病毒感染者、面临艾滋病毒风险和受艾滋病毒影响的人

(包括关键人群)、会员国代表和大会观察员、议员、地方政府代表、受邀民间社会组织(包括具

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慈善基金会、学术界、医学协会、私营部门和

更广泛的社区积极参与，并请大会主席在高级别会议之前编写一份听证会摘要； 

 9. 邀请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

划署方案协调委员会的非政府成员酌情参加高级别会议； 

 10. 决定，经与大会主席协商，高级别会议各次全体会议的发言名单也可包括具有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的代表，每组一人，于多方利益

攸关方互动听证会期间选定； 

 11. 请大会主席考虑到透明度和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并适当注意性别均等，拟订一份可参

加高级别会议(包括小组讨论)的其他相关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代

表的名单，将拟议名单提交会员国供其在无异议基础上审议，18 并提请大会注意该名单，由

大会就高级别会议参与者名单作出最后决定； 

 12. 又请大会主席在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的协助下并与会员国协商，至迟

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最后确定高级别会议和多利益攸关方互动听证会的组织安排，以及确定在

开幕式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一名公开表明感染艾滋病毒者和一名积极参与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

工作的知名人士的人选，至迟于 2021 年 5 月 7 日最后确定小组讨论的主题和安排； 

 13. 请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继续尽可能促进在国家和区域两级进行包容协

商，由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等相关利益攸关方参加，以审查在实

现 2016 年《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中提出的、应到 2020 年达到的有时限目

标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在应对差距、障碍和挑战方面存在的机遇； 

 14. 请秘书长考虑到上述进展情况审查协商的现有成果和结论，至迟在大会开始审议之前

六个星期提交一份综合分析报告，说明在履行《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和关

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各项政治宣言中所载承诺方面取得的进展和依然存在的挑战，以及

就克服这些挑战的可持续办法提出的建议； 

 15. 请大会主席与所有会员国进行及时、公开、透明、包容各方的协商，同时适当考虑到

秘书长的报告和对高级别会议筹备进程的其他建言，以期通过一项简明和注重行动的宣言，将

此作为高级别会议的成果文件，供会员国商定，该宣言将重申《承诺宣言》和关于艾滋病毒/

艾滋病问题的各项政治宣言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以指导和监测 2020 年以后的艾滋病毒/艾

滋病防治工作，争取到 2030 年实现消除艾滋病流行的承诺。 

 

 

_______________ 

18 该名单将包括拟议名单和最后名单。如一个或多个联合国会员国或专门机构成员国提出要求，应将任何反对

意见的大致理由告知大会主席办公室和提出要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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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261 号决议 

 

2021 年 3 月 3 日第 56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65 和 A/75/L.65/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

尔巴尼亚、安哥拉、亚美尼亚、奥地利、比利时、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

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印度、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

宛、卢森堡、马耳他、黑山、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

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津巴布韦 
 

 

75/261. 钻石在助长冲突方面所起的作用：切断毛坯钻石非法交易与
武装冲突之间的联系，以协助防止和解决冲突 

 大会， 

 认识到冲突钻石贸易仍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一个问题，这可能直接牵涉到武装冲突加

剧、反叛运动企图破坏或推翻合法政府的活动以及军备特别是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贩运和

扩散， 

 又认识到冲突钻石贸易所助长的冲突对受影响国家的和平及人民的安全与安宁造成破坏性

影响，以及在这类冲突中系统地实施了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指出这类冲突对区域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以及《联合国宪章》规定各国承担维护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义务，并认识到必须继续采取行动，遏制冲突钻石贸易， 

 赞赏地注意到金伯利进程作为由参与方主导的一项国际举措，一直以包容各方方式开展其

审议工作，让包括生产国、出口国、进口国、钻石业和民间社会在内的相关利益攸关方以及申

请国和国际组织参与， 

 欢迎由非洲钻石生产国发起的金伯利进程作出的重大贡献，并呼吁一以贯之地履行金伯利

进程参与方及作为观察员的钻石业和民间社会组织所作的各项承诺， 

 肯定钻石行业对于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这对于许多生产国、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实现减贫和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19 的各项要求必不可少， 

 指出世界上生产的绝大多数毛坯钻石拥有合法来源，在合法贸易中取缔冲突钻石是金伯利

进程的主要目标，并强调指出该进程必须继续开展活动，以实现这一目标， 

 确认金伯利进程可以推动合法毛坯钻石贸易，并回顾合法钻石贸易给生产国带来积极效

益，其中包括合法钻石贸易在整个钻石业中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及其对生产国、出口国和进口

国经济作出的贡献，因此着重指出必须在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进行毛坯钻石的开采、销售和贸易

方面继续采取国际行动， 

 欢迎中部非洲与马诺河联盟以手工和冲积方式生产钻石并面临同样挑战的国家就金伯利进

程事宜加强区域合作，并进一步鼓励与区域内外合作伙伴分享经验教训， 

_______________ 

19 见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5/L.65
https://undocs.org/zh/A/75/L.65/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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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金伯利进程在过去 18 年中成功发挥了阻止冲突钻石流通的作用，在改善依赖钻石贸

易谋生的许多民众的生活方面产生可贵的发展影响，并确认金伯利进程对在安哥拉、科特迪

瓦、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解决冲突和巩固和平作出贡献， 

 回顾《宪章》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冲突钻石的所有相关决议，并决心促进和支持这

些决议所规定措施的执行工作， 

 满意地注意到执行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20 对于减少冲突钻石在助长武装冲突方面发挥作

用的机会依然具有积极影响，并有助于保护合法贸易以及确保有关冲突钻石贸易的相关决议得

到有效执行， 

 认识到有必要对金伯利进程进行定期审查和改革，从而及时了解并力求应对钻石贸易中可

能不断出现的不稳定、冲突和当今挑战，并抓住当前机遇， 

 欢迎 56 个金伯利进程参与方代表 82 个国家(包括由欧洲联盟委员会代表的 27 个欧洲联盟

成员国)决定，将以参与金伯利进程和实施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的方式处理冲突钻石问题， 

 又欢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成为第五十六个金伯利进程参与方， 

 确认应充分尊重国家主权，并应恪守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等原则，并欢迎实施金伯利进

程证书制度的方式不会妨碍合法钻石贸易或者对各国政府或业界、尤其是小生产者造成过重负

担，也不会阻碍钻石业的发展， 

 又确认，2003 年 1 月 1日生效的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若要具有公信力，唯一途径是所有参

与方制定必要的国内立法并建立有效、可信的内部监管制度，以在本国境内的毛坯钻石生产、

出口和进口链中消除冲突钻石的存在并杜绝冲突钻石跨越本国边界的情况，同时考虑到由于生

产方式和贸易做法的差异以及在对此采取的制度性管控措施方面存在差异，可能需要采用不同

方法来达到最低标准，并鼓励所有参与方致力于全面遵守金伯利进程的各项标准， 

 欢迎参与方、各参与国的民间社会组织和钻石业对实现金伯利进程的各项宗旨已经作出并

将继续作出重要贡献，以协助国际社会制止冲突钻石贸易， 

 表示注意到世界钻石理事会于 2018 年颁布的最新担保制度准则， 

 极为关切地注意到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人类健康、安全和福祉造成威

胁，并严重扰乱社会和经济，对生活和生计造成破坏性影响，最贫困和最脆弱的人受到这一大

流行病的影响最大，重申回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轨道的雄心壮志，为此要制定可持续和包容

各方的复苏战略，以加快全面落实《2030年议程》的进展，并帮助降低发生未来冲击的风险，

认识到 COVID-19 大流行要求全球在团结一致、重振多边合作的基础上作出应对， 

 注意到世界各地为尽可能减少这一疾病的传播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包括对人员流动和大型

集会作出各种限制，这些措施严重影响了金伯利进程参与方和观察员的日常工作，完全排除了

在 2020 年以面对面方式组织和参加金伯利进程闭会期间会议和全体会议的可能性， 

_______________ 

20 见 A/57/489。 

https://undocs.org/ch/A/57/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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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参与方在观察员无异议的情况下达成协商一致决定，以书面程序通过 2020 年 8 月 21

日金伯利进程题为“关于将俄罗斯的主席任期推迟到 2021 年以及将博茨瓦纳的主席任期推迟

到 2022 年”的行政决定，并感谢俄罗斯联邦和博茨瓦纳展现的灵活性， 

 1. 注意到俄罗斯联邦和博茨瓦纳共和国的主席任期相应推迟至 2021 年和 2022 年； 

 2. 感谢金伯利进程各工作组主席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协调金伯利进程 2020 年的工作； 

 3. 赞赏俄罗斯联邦在 2020 年作为金伯利进程看守机构开展工作，确保了金伯利进程的

实效和连续性； 

 4. 注意到印度作为资格审查和主席职位委员会主席的作用延至 2021 年； 

 5. 确认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有助于确保切实执行载有制裁冲突钻石贸易措施的安全理事

会相关决议，而且有利于防止今后发生钻石贸易加剧冲突的情况，并呼吁全面执行安理会针对

毛坯钻石非法贸易、特别是具有加剧冲突作用的冲突钻石非法贸易制定的现行措施； 

 6. 重申金伯利进程的三方性质十分重要，强调指出尽可能广泛地参与金伯利进程证书制

度至关重要，鼓励参与方对金伯利进程的工作发挥促进作用，为此积极参与证书制度，确保遵

守其各项承诺和切实执行其各项措施，着重指出民间社会联盟及其成员对于金伯利进程的重要

性，并确认支持民间社会组织提出更多的加入申请的重要性；  

 7. 回顾采矿社群在金伯利进程中的核心地位，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让个体采矿者参与

治理结构，制定最佳做法，借鉴其他矿物和黄金的个体和小规模采矿方面的经验，以及促进

法治； 

 8. 欢迎就金伯利进程的各种事项加强同参与方的合作和向其提供的援助，包括在区域层

面，同时侧重落实最佳做法、开展能力建设以及遵守金伯利进程的标准、规则和程序； 

 9. 认识到与相关外部组织接触非常有益于支持金伯利进程及其办事机构的工作，并在这

方面欢迎金伯利进程通过的准则，这些准则将有助于促进本着透明和包容精神进行参与； 

 10. 鼓励进一步加强金伯利进程，以使之更有效地应对不稳定、冲突等因素对钻石业和有

关社群构成的挑战，确保金伯利进程在今后依然发挥实际作用并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实

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1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并期待进一步探讨和提出金伯

利进程促进建设和平和维持和平的各种途径； 

 11. 请金伯利进程主席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提交关于金伯利进程执行情况的报告； 

 12. 决定将题为“钻石在助长冲突方面所起的作用”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临时

议程。 

 

 

_______________ 

21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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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262 号决议 

 

2021 年 3 月 3 日第 56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62 和 A/75/L.62/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

尔及利亚、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贝宁、不丹、多民族

玻利维亚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喀麦隆、中非共和

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科特迪瓦、古巴、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

萨尔瓦多、厄立特里亚、斯威士兰、埃塞俄比亚、斐济、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格林纳达、危地马

拉、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以色列、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

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

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

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卡塔尔、卢旺达、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

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南非、西班牙、苏丹、苏里南、塔吉克斯坦、多哥、汤加、突尼

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干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兹别克斯

坦、瓦努阿图、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75/262. 国际阿甘树日 

 大会， 

 重申其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2015年 9月 25日第 70/1号决

议，其中大会通过了一套全面、意义深远和以人为中心的具有普遍性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和具体目标，承诺为在 2030 年前全面执行这一议程做出不懈努力，认识到消除一切形式和

表现的贫困、包括极端贫困是最大的全球挑战，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要求，并决

心采用均衡和统筹兼顾的方式，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千年发展目

标成就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争取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未竟事业， 

 又重申其关于《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 2015 年 7 月 27

日第 69/313号决议，该议程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支持和补充该项议

程，并有助于把作为执行手段的具体目标与具体政策和行动结合起来，并重申坚定的政治承

诺，本着全球伙伴关系和团结精神，应对筹资的挑战并在各级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 

 还重申其关于宣布国际年的 1998 年 12 月 15 日第 53/199号和 2006 年 12 月 20 日第 61/185

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国际年和周年纪念的 1980年 7月 25日第 1980/67号决议，

特别是该决议附件中关于宣布国际年商定标准的第 1 至 10 段以及规定在为国际年的组织工作

和经费筹措作出基本安排之前不应宣布国际年的第 13 和 14 段， 

 承认知识、教育、科学和新技术对可持续土地管理的价值，包括除其他外使用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可持续土壤管理自愿准则》， 

 回顾《营养问题罗马宣言》22 获得通过，其中重申国家卫生体系应采取连贯一致的护理

做法，将营养问题纳入工作范围，并确保为所有人提供综合性的卫生保健服务，还回顾其《行

动框架》，23 其中提出了一套供各国政府酌情采用的自愿政策选项和战略， 

_______________ 

22 世界卫生组织，EB136/8 号文件，附件一。 

23 同上，附件二。 

https://undocs.org/zh/A/75/L.62
https://undocs.org/zh/A/75/L.62/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RES/53/199
https://undocs.org/ch/A/RES/61/185
https://undocs.org/ch/A/RES/61/185
https://undocs.org/ch/E/RES/19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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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必须促进可持续耕作和农业，这将有助于可持续粮食生产系统及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养护，并有助于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 

 回顾 2017-2030 年联合国森林战略计划，24 并认识到森林中估计有 80%的陆地物种，北

方、温带和热带森林都对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并养护生物多样性大有助益， 

 认识到阿甘树(刺阿甘树)是见于 1998年被指定为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生物圈保护

区的摩洛哥阿甘树森林生物圈保护区的特有林地树种，是一种典型的多用途树木，对在地方一

级实现三个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欢迎 2014 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将“阿甘-与阿甘树相关的习俗和技能”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回顾基于阿甘树的摩洛哥农牧系统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确认为

全球重要农业传统体系内的一项举措， 

 表示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2019 年关于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全球报告》，并回顾可探索办

法，根据国情和优先事项，酌情将安全和循证的传统和补充医学服务纳入国家和(或)国家以下

各级卫生系统，特别是在初级保健层面， 

 进一步认识到阿甘油的多种特性，特别是用于传统和补充医学以及烹饪和化妆品行业的特

性， 

 关切地认识到气候变化是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的一个主要且日益严重的驱动因

素，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对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减少灾害

风险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大有助益， 

 欢迎对绿色气候基金作出的认捐，强调必须继续补充该基金，使其继续成为使财政资源能

够流向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项目的主要渠道之一， 

 强调需要促进贸易以实现阿甘生产的可持续增长，并认识到这有助于农村人口的社会经济

发展， 

 承认在阿甘林地劳作的合作社和其他社区支持的农业组织非常有助于促进当地就业机会，

并可在促进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进而有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认识到阿甘做法和可持续的阿甘生产部门有助于地方社区的经济赋权和金融普惠，特别是

对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妇女而言， 

 1. 决定宣布 5 月 10 日为国际阿甘树日，每年举行庆祝活动； 

 2. 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组

织、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私营部门、个人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酌情庆祝国际阿甘树日； 

_______________ 

24 见第 71/285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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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邀请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继续适当考虑加强国际合作，以支持保护阿甘树的努力，因

为它在维持生态平衡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4. 邀请联合国秘书处全球传播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念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0/67

号决议附件所载规定，为国际阿甘树日庆祝活动提供便利； 

 5. 强调指出执行本决议可能产生的所有活动费用均应由自愿捐款支付，包括来自私营部

门的捐款； 

 6. 请秘书长提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注意本决议，以适当举

办庆祝活动。 

 

 

第 75/263 号决议 

 

2021 年 3 月 3 日第 56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63 和 A/75/L.63/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

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白俄罗斯、不丹、多民族玻利维亚

国、巴西、喀麦隆、中非共和国、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古巴、埃及、厄立特里亚、斯威士兰、埃塞俄比

亚、斐济、格鲁吉亚、危地马拉、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列、日本、

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求

斯、蒙古、摩洛哥、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卡塔

尔、俄罗斯联邦、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南非、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多哥、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

南、赞比亚、津巴布韦 
 

 

75/263. 2023 国际小米年 

 大会， 

 重申其 2015 年 9 月 25日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1号决

议，其中所载大会通过的一套具有普遍性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内容全面、意

义深远、以人为中心，重申致力于通过不懈努力，到 2030 年全面执行这一议程，再次表示认

识到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极端贫困是世界最大的挑战，而且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必

不可少，并重申致力于采用统筹兼顾的方式，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千年发展目标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努力完成其未竟之功， 

 又重申其关于宣布国际年的 1998 年 12 月 15 日第 53/199号和 2006 年 12 月 20 日第 61/185

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国际年和周年纪念的 1980年 7月 25日第 1980/67号决议，

特别是该决议附件关于宣布国际年的商定标准的第 1 至 10 段，以及其中规定在为国际年的组

织工作和经费筹措作出基本安排之前不应宣布国际年的第 13 和 14 段， 

https://undocs.org/ch/E/RES/1980/67
https://undocs.org/ch/E/RES/1980/67
https://undocs.org/zh/A/75/L.63
https://undocs.org/zh/A/75/L.63/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53/199
https://undocs.org/ch/A/RES/61/185
https://undocs.org/ch/A/RES/61/185
https://undocs.org/zh/E/RES/19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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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 2019 年 6 月 28 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通过的第 10/2019 号决

议，25 

 考虑到迫切需要提高人们对小米的气候适应力和营养益处的认识，并通过扩大小米的可持

续生产和消费，倡导多样化、均衡和健康的饮食， 

 认识到小米对在不利气候环境下种植营养食物的重要贡献， 

 回顾其 2016 年 4 月 1 日关于宣布联合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2016-2025)的第 70/259 号决议

以及 2018 年 7 月 24 日关于十年实施情况的第 72/306号决议，并回顾需要推动建立可持续粮食

系统，以养成多样化、均衡、健康、包括多种食物的饮食习惯， 

 认识到农业部门与整个粮食系统密不可分，农业技术和数字化可通过改善储存、运输、贸

易、加工、转化、零售、减少损耗和废物、回收利用等流程的可持续性以及这些流程之间的相

互作用，使整个粮食系统实现增值， 

 回顾其 2017 年 12 月 20 日第 72/239 号决议，其中宣布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2019-2028)，

并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在罗马宣布在全球启动该十年，并认识到小米、特别是本土作物对农耕

家庭，特别是小规模农耕家庭的营养、生计和收入的重要贡献，因此可在促进粮食安全和消除

贫穷，从而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指出可持续耕作和生产做法对全世界数以百万计农村农耕家庭和小农户的生计具有重要

意义， 

 认识到小米在历史上对农耕家庭的粮食安全、营养、生计和收入的贡献， 

 关切当前需要加强市场对小米益处的认识，并推动建立具有效率的价值链， 

 促请会员国酌情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小户农民融入全球生产、价值和供应链，以实现小米

的可持续生产和消费， 

 认识到小米的巨大遗传多样性及其对各种生产环境的适应能力， 

 又认识到需要通过教育增强妇女的能力，倡导健康饮食， 

 还认识到国际社会在 2023 年举办国际小米年纪念活动在提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方面具有

巨大促进作用， 

 1. 决定宣布 2023 年为国际小米年； 

 2. 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包括民间社会、私营

部门和学术界在内的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酌情举办国际年纪念活动，为此开展各种活动，以期

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到食用小米的营养与健康益处以及小米适宜在不利和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下

种植并引导对这些方面的政策关注，同时又引导对提高价值链效率的政策关注； 

_______________ 

2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C2019/REP 号文件，附录 G。 

https://undocs.org/ch/A/RES/70/259
https://undocs.org/ch/A/RES/72/306
https://undocs.org/ch/A/RES/7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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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邀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0/67 号决议附件所载的规

定，为国际年的实施提供协助； 

 4. 又邀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0/67号决议附件第 23 至

27 段的规定，向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通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包括对国际年的评价； 

 5. 强调指出，因执行本决议而可能产生的所有活动费用应由自愿捐款、包括来自私营部

门的自愿捐款支付； 

 6. 邀请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为国际年捐款并提供支持； 

 7. 请秘书长提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以及包括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学术界

在内的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注意本决议，以适当开展纪念活动。 

 

 

第 75/264 号决议 

 

2021 年 3 月 3 日第 56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64 和 A/75/L.64/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

尔巴尼亚、安道尔、安哥拉、亚美尼亚、奥地利、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

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

本、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墨西哥、摩纳哥、黑山、荷兰、葡萄牙、摩尔多瓦共

和国、罗马尼亚、圣马力诺、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75/264. 联合国同欧洲委员会的合作 

 大会， 

 回顾 1951年 12月 15日签署的《欧洲委员会与联合国秘书处之间的协定》和 1971年 11月

19 日《联合国秘书处与欧洲委员会秘书处之间的合作和联络安排》， 

 又回顾 1989 年 10 月 17 日第 44/6 号决议，其中向欧洲委员会发出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

会议和参与大会工作的长期邀请，并回顾其以往关于联合国与欧洲委员会的合作的各项决议， 

 肯定欧洲委员会对加强多边主义以及通过其标准、原则、监测机制和技术合作对增进和

保护各项人权与基本自由、民主和法治作出贡献，并促进了联合国的相关国际法律文书的切

实执行，  

 又肯定欧洲委员会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贡献，并欢迎欧洲委员会开放其法律文书供其他区

域的国家参加， 

 欢迎欧洲委员会在建设没有分界线的统一欧洲方面发挥作用，并促进了欧洲的凝聚力、稳

定和安全， 

 赞扬欧洲委员会，包括在议会一级，对毗邻区域的民主过渡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以促

进民主体制和程序，并欢迎欧洲委员会随时准备根据需求，与有关国家进一步交流民主建设

的经验， 

https://undocs.org/zh/E/RES/1980/67
https://undocs.org/zh/E/RES/1980/67
https://undocs.org/zh/A/75/L.64
https://undocs.org/zh/A/75/L.64/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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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联合国与欧洲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赞扬欧洲委员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和维也纳办事处的代表团为联合国与欧洲委员会加强合作和实现更大的协同增效作出贡献， 

 认识到使用多种语文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的目标，欢迎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努

力在各自组织内加强使用多种语文，并鼓励它们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特别是通过交流经验和

最佳做法， 

 表示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与欧洲委员会的合作的报告，26 

 1. 欢迎欧洲委员会及其成员国在各个政府级别对欧洲及其他地区落实《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27 作出贡献，同时又认识到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需要在各自的任务范围内继续共

同努力，以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步伐，努力实现《2030 年议程》，在这方面认识到，自

2018 年以来，欧洲委员会的方案和预算设计特别重视欧洲委员会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

献，以及欧洲委员会的方案包括与具体目标的联系，又认识到自 2020 年以来，欧洲委员会的

各政府间委员会在职权范围中包括审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 

 2. 鼓励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在各级加强合作，以有效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

引发的医疗卫生危机及其对欧洲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严重后果，包括加深了已有的不平等现

象，依然决心通过多边对策和合作应对 COVID-19 大流行，欢迎两个组织在这方面采取的举

措，回顾大会就 COVID-19 的相关影响通过的各项决议，28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关于

COVID-19 相关问题的政策简报和声明，并表示注意到欧洲委员会秘书长的背景文件，这些文

件为其成员国为应对大流行病采取适度措施提供了指导； 

 3. 再次呼吁联合国与欧洲委员会在以下方面加强合作：促进和保护各项人权与基本自

由，在所有层面促进民主法治和善政(特别是防范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或处罚)，打击恐怖主义、人口贩运、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包括对所有妇女和儿童的暴力(包括

性虐待)，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仇外和不容忍，打击多重和交叉形式的歧视，保护残疾

人权利，促进表达自由及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毫无区别地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权利

和尊严，促进性别平等、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以及推动人权教育，促进与享有安全、清洁、

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以及与推动工商企业尊重人权和获得补救有关的人权义务； 

 4. 确切认识到欧洲人权法院在确保根据《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向欧洲委员会

47 个成员国逾 8.3 亿人提供切实人权保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感兴趣地注意到在保证该公约

制度的长期效力、确保迅速有效地执行法院判决以及尽早完成欧洲联盟加入《公约》的程序方

面所作的努力； 

_______________ 

26 见 A/75/345-S/2020/898，第二节。 

27 第 70/1号决议。 

28 第 74/270、74/274和 74/306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75/345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74/270
https://undocs.org/ch/A/RES/7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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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认识到欧洲委员会在维护法治和打击有罪不罚方面的重要作用，包括为此加强其成员

国国家司法机构的能力，特别是使其能够根据成员国的有关国际义务，并酌情根据《国际刑事

法院罗马规约》29 规定的义务开展工作； 

 6. 又认识到欧洲委员会发挥宝贵作用，可在维护涉及人权、民主和法治原则的宪法性法

律和基本法律方面向各国提供咨询和协助包括通过欧洲依法实现民主委员会(威尼斯委员会)，

并在这方面注意到联合国与欧洲委员会之间的合作； 

 7. 还认识到《欧洲社会宪章》修正本和欧洲社会权利委员会在保护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

的作用，在这方面注意到欧洲委员会与国际劳工组织之间的合作，并注意到欧洲委员会在确保

执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30 方面可以作出贡献，在这方面注意到《2017-2023 年欧洲委

员会残疾人权利战略》，确认大会支持两个组织开展合作，以保护和促进残疾人、包括残疾妇

女和女童及残疾人运动员的权利和尊严，消除贫穷，加强社会凝聚力和代际团结，确保保护所

有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并鼓励欧洲委员会与世界卫生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

域办事处)进一步开展合作； 

 8. 注意到关于加强欧洲委员会秘书处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之间合作的联合

宣言得到有效执行，在这方面鼓励联合国(包括人权理事会及其特别程序、高级专员办事处和

人权条约机构)与欧洲委员会(包括其人权专员)就促进可确保尊重人权和人权维护者的作用进一

步开展合作； 

 9. 赞赏地注意到欧洲委员会在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国际和区域机制之间的合作方面作出

贡献，并在这方面尤其欢迎欧洲委员会对其成员国人权状况普遍定期审查所作的贡献； 

 10. 鼓励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酌情通过其防范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或处罚方面的各种机制进一步开展合作； 

 11. 鼓励欧洲委员会继续在打击贩运人口方面与联合国开展合作，包括在打击贩运人口问

题机构间协调小组范围内，回顾《欧洲委员会打击人口贩运公约》开放供所有国家加入，并感

兴趣地注意到打击贩运人口行动专家组和公约缔约方委员会开展的监测活动取得的成果； 

 12. 赞赏地注意到欧洲委员会拟订《禁止贩运人体器官公约》，作为欧洲委员会/联合国关

于贩运器官、组织和细胞以及为摘取器官的目的贩运人口的联合研究报告的后续行动，并为此

回顾《禁止贩运人体器官公约》已开放供所有国家加入； 

 13. 又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与欧洲委员会在生物伦理领域开展的合作，特别是通过欧洲委

员会作为联合国机构间生物伦理委员会的准成员参与；在这方面注意到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

通过了《人权与生物医学技术战略行动计划(2020-2025 年)》，鼓励加强这一合作，同时考虑到

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等科学和技术突破；并继续回顾《在生物学和医学应用中保护人权和人类

尊严公约》(《人权和生物医学公约》)已开放供所有国家加入； 

_______________ 

29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87 卷，第 38544 号。 

30 同上，第 2515 卷，第 449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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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欢迎并鼓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人权理事会

关于买卖和性剥削儿童、包括儿童卖淫、儿童色情制品和其他性虐待儿童制品问题特别报告

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儿童权利委员会和欧洲委员会加强密切协作，以保护和

促进儿童权利，回顾欧洲委员会制定了《儿童权利战略(2016-2021 年)》，以促进其成员国执行

《儿童权利公约》31 的工作，在这方面继续回顾《欧洲委员会保护儿童不受性剥削和性虐待

公约》已开放供所有国家加入，并在这方面再次回顾“开始发声”倡议，其中呼吁政府部门和

体育界采取必要的预防和保护措施，制止对儿童的性虐待； 

 15. 认识到，欧洲委员会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在成立 25 年来，为执行《消

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32 和制定旨在在欧洲打击种族主义和不容忍的国内法律和政

策作出重要贡献，同时认识到依然存在各种挑战，并在这方面欢迎该制定未来几年的《切实平

等路线图》； 

 16. 欢迎欧洲委员会在保护少数民族成员方面的承诺；确认《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和

《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在保护少数民族成员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以及《在民族或族

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33 具有至关重要作用；赞赏地注意到欧洲

委员会设立了新的政府间机构，以指导今后的国家行动，并能够对打击歧视、促进社会包容和

尊重罗姆人的人权、保障属于少数民族者的权利和地区性语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打击仇

恨言论和促进包容社会等方面的经验和良好做法进行同行审查；鼓励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所有

相关机构在这些重要领域加强互动； 

 17. 确认欧洲委员会在制定促进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以及打击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包括家

庭暴力)的国际标准方面作出贡献，例如通过了部长理事会向成员国提出的关于防止和打击性

别歧视的第(2019)1 号建议，以及欧洲委员会定期、积极地参与妇女地位委员会届会以及欧洲

委员会与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之间开展具体商定的合作，其中包括

应请求支持成员国履行关于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的承诺以及推动落实欧洲委员会性别平等战

略；表示注意到《欧洲委员会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并邀请尚未签署

或批准《公约》的国家考虑这么做；在这方面鼓励上述机构在消除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方面继续

开展具体、富有成果的协作，包括与人权理事会暴力侵害妇女及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

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协作，以真正实现性别平等，并确认该公约的贡献以及采取行动打击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家庭暴力问题专家组和公约缔约方委员会对在消除这一祸害方面所开展的

监测活动作出的贡献； 

 18. 回顾其关于 COVID-19 大流行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的各项决议，34 特别是考虑到

COVID-19 大流行对妇女和女童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以及她们获得教育和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机

会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对有偿和无偿护理工作的需求增加，以及据报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激

_______________ 

31 同上，第 1577 卷，第 27531 号。 

32 同上，第 660 卷，第 9464 号。 

33 第 47/135号决议，附件。 

34 第 75/156和 75/157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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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这一情况可能使近几十年来在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取得的进展发生逆转，

在这方面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关于 COVID-19 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的政策简报； 

 19. 鼓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与欧洲委员会包括欧洲委员会开发银行继续合作，

特别是根据《欧洲人权公约》保护和促进难民、寻求庇护者、无国籍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人

权和基本自由，防止和减少无国籍状态；在这方面欢迎欧洲委员会对正在开展的《安全、有序

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35 执行工作以及对和《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执行工作所作的贡献，以

及欢迎在 2019 年 12 月 17 日和 18 日举行的全球难民论坛期间开展活动，以提出难民问题持久

解决办法，包括通过教育和创造就业机会促进保护和社会融入；在这方面感兴趣地注意到欧洲

委员会秘书长负责移民和难民事务特别代表的活动取得成果；欢迎欧洲委员会执行《欧洲委员

会保护欧洲境内难民和移民儿童行动计划》，并确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欧洲委员会设

立了驻斯特拉斯堡欧洲机构代表处，欧洲委员会设立了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此种

互设代表机构具有重要意义；欢迎欧洲委员会积极促进发放欧洲难民资格护照，以确保难民和

流离失所者的资格得到公平承认，以及制定新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承认高等教育

相关资历全球公约》；36 欢迎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通过了向成员国提出的关于支持年轻难民

向成人过渡的第(2019)4 号建议和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向成员国提出的关于对移徙中无人陪

伴和失散儿童的有效监护的第(2019)11 号建议； 

 20. 确认并鼓励联合国特派团与欧洲委员会外地办事处继续密切联络并开展富有成果的

合作； 

 21. 鼓励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在民主和善政方面进一步开展合作，包括为此积极参加斯特

拉斯堡世界民主论坛和南北中心里斯本论坛，酌情与议员、青年代表和民间社会合作，以及加

强欧洲委员会欧洲法律专业人员人权教育方案与联合国相关机构之间的联系； 

 22. 确认欧洲委员会在让年轻人参与促进人权教育方面的经验，并鼓励欧洲委员会与联合

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落实专门针对青年的世界人权教育方案第四阶段(2020-2024年)方

面加强合作； 

 23. 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欧洲委员会特别是通过执行《欧洲地方自治宪章》，在支

持良好地方民主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双方开展了富有成果的合作，鼓励进一步深化这

一领域的合作，并呼吁欧洲委员会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在可持续城市治理方面加

强合作，特别是通过欧洲委员会负责空间/区域规划问题部长会议以及通过其地方和区域当局

会议； 

 24. 又注意到欧洲委员会欧洲和地中海主要灾害协定与联合国、特别是与联合国减少灾

害风险办公室之间的合作，并进一步注意到欧洲委员会与联合国在自然领域的合作，特别是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与欧洲野生动植物和自然栖息地保护公约秘书处之间合作备忘录

加强版； 

_______________ 

35 第 73/195号决议，附件。 

36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记录，第四十届会议，2019 年 11 月 12 日至 27 日，巴黎》，第 1 卷，

《决议》，附件二。 

https://undocs.org/ch/A/RES/7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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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还注意到欧洲委员会在保护和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信息获取权、表达自由与意

见自由和线上线下媒体自由的权利)方面发挥促进作用，包括通过欧洲委员会促进保护新闻界

和记者安全平台，并继续鼓励欧洲委员会与联合国在这方面进一步开展合作，尤其是在实施

《联合国关于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问题行动计划》方面； 

 26. 注意到欧洲委员会继续制定开放供所有国家加入的《关于在自动处理个人数据方面保

护个人的公约》并使之现代化(《修正议定书》，欧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 223 号)，并重申随着信

息社会和因特网的发展，必须按照《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37 第 17 和 19 条的规定保护和

尊重隐私权和表达自由，包括与保护数据相关的权利；回顾对这些权利作出的任何限制必须完

全符合国际人权法；肯定欧洲委员会在线上线下保护人权、包括在打击仇恨言论方面所作的重

要工作；欢迎并鼓励联合国相关机构和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包括隐私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及促

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与欧洲委员会开展合作，最主要是在后续落实大会

2015 年 12 月 16日关于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执行情况全面审查的第 70/125号决议方

面，特别是在促进扩大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区域和国家一级因特网治理对话方面； 

 27. 鼓励联合国、特别是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与欧洲委员会通过其拟订数字时代尤其是

人工智能方面标准制定文书的各个机制开展进一步合作，并注意到欧洲委员会正在这一领域进

行的工作，特别是设立了人工智能特设委员会，以及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通过了向成员国提

出的关于算法系统对人权的影响的第(2020)1 号建议； 

 28. 欢迎并继续鼓励两个组织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犯罪、恐怖主义、洗钱和环境

犯罪方面以及在保护此类犯罪受害人的权利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并再次回顾《欧洲委员会网络

犯罪公约》及其《关于将通过计算机系统实施的、具有种族主义和仇外性质的行为定为刑事犯

罪的附加议定书》、《欧洲委员会关于涉及文化财产罪行的公约》和《欧洲委员会关于伪造医疗

产品和威胁公共健康方面类似犯罪的公约》以及欧洲委员会的若干其他相关公约均已开放供所

有国家加入； 

 29. 欢迎并支持双方在各个级别的预防和打击腐败机制开展合作并加强协同增效，特别是

为此审查并共同加强国际反腐败标准的执行工作； 

 30. 欢迎欧洲委员会致力于促进实施《联合国全球反恐怖主义战略》38 以及双方在打击

恐怖主义机制、包括在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方面相互协作，同时充分尊重人权和法治，确认

欧洲委员会通过《欧洲委员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附加议定书》和通过 2018年 4月 4日欧洲委员

会部长理事会向其成员国提出的关于单独行动恐怖分子问题的建议，以及通过 2017年 7月 5日

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向其成员国提出的关于严重犯罪、包括恐怖主义行为的“特别调查手

段”的建议和《欧洲委员会反恐战略(2018-2022 年)》，对执行安全理事会 2014 年 9 月 24 日关

于恐怖主义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第 2178(2014)号决议作出贡献，并回顾《欧洲委员

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包括其附加议定书)和《欧洲委员会关于犯罪收益的清洗、搜查、扣押

和没收以及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公约》均已开放供所有国家加入； 

_______________ 

37 见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 

38 第 60/288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0/125
https://undocs.org/ch/S/RES/2178(2014)
https://undocs.org/ch/A/RES/2200(XXI)
https://undocs.org/ch/A/RES/6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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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又欢迎欧洲委员会酌情并根据国际毒品管制公约，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继续合作，打击药物滥用和贩毒行为，特别是欢迎蓬皮杜小组在这方面发挥

的作用，并继续鼓励根据 2016 年大会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提出的建议进一步开展合作；39 

回顾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部长级通过的 2019 年《关于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加

大行动力度以加快履行我们对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共同承诺的部长级宣言》，40 

 32. 还欢迎欧洲委员会对大会第六委员会和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所作的贡献； 

 33. 注意到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和欧洲委员会在 2008年 9月 2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建

立合作关系，不同文明联盟加入了法鲁平台，并继续鼓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不

同文明联盟同欧洲委员会及其北南中心在文化间对话和全球发展教育方面努力开展协作并取

得成果； 

 34. 又注意到欧洲委员会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并进一步鼓

励扩大这种合作，而这一合作应继续注重教育在建立一个以个人参与和个人与社会能够进行文

化间对话为特点、公正和人道的社会方面的作用，并注重鼓励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化；  

 35. 欢迎欧洲委员会、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办公室、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开展合作，鼓励为促进和执行《世界青年行动纲领》41 继续开展合作，并表示

注意到部长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欧洲委员会 2030 年青年部门战略的第(2020)2 号决议； 

 36. 又欢迎欧洲委员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之

间开展合作，通过体育运动弘扬正直和包容精神，鼓励这些组织扩大合作，支持落实 2017年 7

月通过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喀山行动计划》，以巩固反对体育运动中腐败行为国

际伙伴关系并推动各国对与体育运动有关国际公约作出承诺，并回顾欧洲委员会《反兴奋剂公

约》、欧洲委员会《关于操纵体育比赛问题的公约》和欧洲委员会《足球比赛和其他体育运动

赛事安全、安保和服务综合办法公约》均已开放供所有国家加入； 

 37. 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和欧洲委员会秘书长在其各自权限内，协力寻求应对全球挑战的办

法，并促请所有相关联合国机构根据有关决议的规定，支持加强与欧洲委员会的合作； 

 38.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

的项目下列入题为“联合国同欧洲委员会的合作”的分项，并请秘书长就联合国与欧洲委员会

合作执行本决议的情况向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提交报告。 

 

 

第 75/265 号决议 

 

2021 年 3 月 3 日第 56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56 和 A/75/L.56/Add.1 经记录表决，以 109 票赞成，3

票反对，11 票弃权通过， * 提案国为：阿尔巴尼亚、安道尔、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

大、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

_______________ 

39 见 S‑30/1号决议，附件。 

40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19 年，补编第 8 号》(E/2019/28)，第一章，B 节。 

41 第 50/81号决议，附件；第 62/126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zh/A/75/L.56
https://undocs.org/zh/A/75/L.56/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S-30/1
https://undocs.org/ch/E/2019/28
https://undocs.org/ch/A/RES/50/81
https://undocs.org/ch/A/RES/6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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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兰、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黑山、荷兰、北马其顿、

挪威、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圣马力诺、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

瑞典、瑞士、土耳其、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 赞成:阿尔巴尼亚、安道尔、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比利时、不丹、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佛得角、加拿大、乍得、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

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

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圭亚那、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

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拉脱维亚、黎巴

嫩、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摩纳

哥、蒙古、黑山、摩洛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北马其顿、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

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瑞典、

瑞士、泰国、东帝汶、多哥、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

众国、乌拉圭、越南、也门 

 反对:中国、俄罗斯联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弃权:阿尔及利亚、安哥拉、白俄罗斯、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柬埔寨、科特迪瓦、古巴、马达加斯加、尼加

拉瓜、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津巴布韦 

 

 

75/265. 联合国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 

 大会， 

 回顾其关于联合国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的 2018 年 12 月 20 日第 73/258号决议， 

 收到了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

公约》执行情况的 2018 年年度报告和 2019 年报告草案，42 

 1. 表示注意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以该组织名义提交的 2018 年年度报告和 2019 年

报告草案；  

 2. 赞赏地注意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正在为执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

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43 开展工作； 

 3. 赞扬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继续努力提高缔约国和该组织将化学用于和平目的和应对涉及

有毒化学品的威胁的能力，包括为此建立化学与技术中心，作为平台供技术秘书处和缔约国开

展学习，交流意见，并同心协力进一步实现《公约》的目标和宗旨； 

 4. 欢迎联合国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按《联合国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间关系的协定》的规

定持续进行有效合作；44 

_______________ 

42 见 A/75/128。 

4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974 卷，第 33757 号。 

44 同上，第 2160 卷，第 1240 号。 

https://undocs.org/ch/A/RES/73/258
https://undocs.org/ch/A/7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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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回顾《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缔约国大

会关于 2018年 6月 26日和 27日在海牙举行的其第四届特别会议的报告，又回顾在谈判会议上

通过的题为“应对使用化学武器的威胁”的决定； 

 6. 注意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行理事会第九十一届会议在题为“C-SS-4/DEC.3 号决定

(2018 年 6 月 27 日)所设调查和鉴定小组的工作”的 2019 年 6 月 28 日技术秘书处说明 EC-

91/S/3 中宣布设立禁化武组织调查和鉴定小组，该说明向所有缔约国通报设立调查和鉴定小

组的情况，其目的是按照 C-SS-4/DEC.3 号决定查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使用化学武器的

肇事者； 

 7. 表示严重关切地注意到调查和鉴定小组根据 C-SS-4/DEC.3 号决定第 10 段于 2020年 4

月 8日发布的题为“应对使用化学武器的威胁：2017年 3月 24日、25日和 30日，拉塔米奈(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第一份报告，对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表示注意到执行理事会

2020 年 7 月 9 日题为“解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拥有和使用化学武器问题”的决定，并欢迎通

过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和大会转递该决定及其相关报告； 

 8. 回顾安全理事会 2013 年 9 月 27 日第 2118(2013)号决议，安理会在其中除其他外，请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每月通过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报告第 2118(2013)号决议和 2013 年 9 月

27 日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决定的执行情况，又回顾安全理事会 2015 年 3 月 6 日第 2209(2015)

号决议第 5 段，安理会在其中欢迎总干事打算将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实况调

查组的今后报告列入他提交安理会的月度报告，该调查组的任务是确定有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境内为敌对目的使用有毒化学品的指控的事实，在这方面注意到在报告所述期间，总干事转

递了所有月度报告，并注意到实况调查组的所有报告，对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 

 9.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

的项目下列入题为“联合国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的分项。 

 

 

第 75/266 号决议 

 

2021 年 3 月 3 日第 56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66 和 A/75/L.66/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奥

地利、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中国、格鲁吉亚、意大利、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联

邦、西班牙、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 
 

 

75/266. 联合国同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的合作 

 大会， 

 表示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与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的报告，45 

 提及《联合国宪章》中关于鼓励采取区域合作措施促进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各项条款， 

_______________ 

45 A/75/345-S/2020/898。 

https://undocs.org/ch/S/RES/2118(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118(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209(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09(2015)
https://undocs.org/zh/A/75/L.66
https://undocs.org/zh/A/75/L.66/Add.1
https://undocs.org/ch/A/7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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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提及大会 2008年 12月 11日第 63/133号决议，其中给予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大会观察员

地位， 

 还提及其 2019 年 5 月 28 日题为“联合国同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的合作”的第 73/297号决

议， 

 赞赏地回顾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元首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希的阿瓦萨国家旅游区举行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创始国元首理

事会会议期间通过的联合公报，46 

 承认咸海水域的悲剧在人道主义、环境和社会经济方面造成的不利影响远远超出该区域的

范围，并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 

 欢迎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成员国为实现与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相一致的各项目标所作的努

力， 

 回顾在联合国主持下设立了咸海区域人类安全多伙伴信托基金，该基金旨在克服咸海区域

的生态灾难所带来的不利情况，实施改善该区域社会经济状况的项目， 

 深信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及其各机构开展的活动应考虑到中亚所有国家的利益和需要， 

 重申为解决具有经济、社会或人道主义性质的国际问题开展国际合作是联合国的宗旨之

一， 

 提及安全理事会包括 2005 年 10 月 17 日第 1631(2005)号决议在内的相关决议以及安理会主

席的各项声明，其中强调了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按照《宪章》建立有效伙伴关系的

重要性， 

 欢迎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致力于加强和深化与联合国系统各机构、方案和基金的合作， 

 提及其 2018 年 5 月 31 日题为“在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背景

下重新定位联合国发展系统”的第 72/279 号决议，并呼吁中亚各国和联合国各机构开展更为有

效的相互合作，支持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47 

 深信加强联合国与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之间的合作将促进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1. 注意到需要进一步改进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的各项活动，以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环境

保护和应对自然灾害、水资源管理、适应气候变化和减轻其后果、交流信息、科学和创新等领

域及其他相关领域加强区域合作； 

 2. 又注意到必须加强联合国系统与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并邀请秘书

长利用适当的机构间论坛和形式，与国际基金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定期协商，包括秘书长与各区

域组织负责人进行协商； 

_______________ 

46 A/73/444，附件。 

47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63/133
https://undocs.org/ch/A/RES/72/273
https://undocs.org/ch/S/RES/1631(2005)
https://undocs.org/ch/A/RES/72/279
https://undocs.org/ch/A/73/444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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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还注意到关于有必要考虑制定一项联合国咸海水域特别方案的可能性并在 2022 年就

此与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执行委员会、会员国和联合国相关机构举行协商的提议； 

 4. 强调必须制定和有效执行中亚可持续发展区域环境保护方案，包括援助咸海水域各国

方案； 

 5. 邀请联合国系统专门机构及其他组织、方案和基金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与拯救咸海国际

基金会开展合作； 

 6.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7.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

的项目下列入一个题为“联合国同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的合作”的分项。 

 

 

第 75/267 号决议 

 

2021 年 3 月 25 日第 58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68 和 A/75/L.68/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

富汗、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孟

加拉国、比利时、不丹、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加拿大、智利、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

斯、捷克、丹麦、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爱沙尼亚、斐济、芬兰、法国、

格鲁吉亚、德国、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

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肯尼亚、拉脱维亚、黎巴嫩、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尔代夫、马耳

他、毛里塔尼亚、摩纳哥、黑山、摩洛哥、纳米比亚、瑙鲁、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北马其顿、帕劳、巴

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卡塔尔、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

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

亚、西班牙、斯里兰卡、苏里南、瑞典、瑞士、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图瓦卢、乌干

达、乌克兰 
 

 

75/267. 全球媒体与信息素养周 

 大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48 所载宗旨和原则， 

 回顾《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49 第十九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50 第十

三条， 

 又回顾其题为“信息为全人类服务”的 2020年 12月 10日第 75/101 A号决议和题为“联合

国全球传播政策和活动”的 2020 年 12 月 10 日第 75/101 B 号决议， 

 还回顾其 2020 年 12 月 21 日第 75/202 号决议，其中大会认识到人们需要具备媒体和信息

素养技能，并欢迎 2020 年 10 月 24 日至 31 日举办全球媒体与信息素养周， 

_______________ 

48 第 217 A (III)号决议。 

49 见第 2200 A (XXI)号决议，附件。 

50 同上。 

https://undocs.org/zh/A/75/L.68
https://undocs.org/zh/A/75/L.68/Add.1
https://undocs.org/zh/A/RES/75/101a-b
https://undocs.org/zh/A/RES/75/101a-b
https://undocs.org/ch/A/RES/75/202
https://undocs.org/ch/A/RES/217(III)
https://undocs.org/ch/A/RES/2200(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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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一致通过的第

56 号决议，其中宣布每年 10 月 24 日至 31 日庆祝全球媒体与信息素养周，51 

 重申大会关于宣布国际年的 1998 年 12 月 15 日第 53/199号和 2006 年 12 月 20 日第 61/185

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国际年和周年纪念的 1980年 7月 25日第 1980/67号决议， 

 重点指出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呈指数级传播和扩散的情况引起全球关切，因此更加需要传

播真实、及时、有针对性、明确、易获取、多语种和基于科学的信息，并强调所有会员国需要

团结起来应对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挑战， 

 强调媒体与信息素养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之所需， 

 认识到在国家和区域内部及国家和区域之间以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

数字鸿沟和数据不平等现象，包括性别数字鸿沟，涉及信息、媒体及数字和通信技术的获取和

使用等方面，这可能影响公共、私营或其他媒体和个人传播信息和传达观点的能力，进一步认

识到需要确保来源的多样性以及寻求、接收和传递信息的自由，并指出解决这些问题除其他外

可以借助于提高人们的能力，包括在终身学习的过程中提高能力， 

 又认识到获取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重要性，包括在连通性和发展宽带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的

重要性，特别是在疫情之后的世界，并强调指出需要确保所有国家都能获得这些技术的惠益， 

 重申需要确保实现平衡，使打击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斗争促进而不是侵犯个人表达自由

和获取信息的机会，并指出媒体与信息素养可通过提高认识和注重增强人们的能力来帮助实现

这一平衡， 

 表示注意到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主席题为“应对信息疫情——分享最佳做法”的讲话， 

 又表示注意到获得 130 个会员国以及一个观察员国和一个常驻观察员赞同的关于 2019 冠

状病毒病(COVID-19)背景下的信息疫情问题的跨区域声明， 

 还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在主题为“虚假信息的危险——后真相时代打击假新闻和保障健康”

的高级别会议上的致辞，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消除仇恨言论战略和行动计划》，其中提议联合国系统与新媒体和传

统媒体建立和加强伙伴关系，以促进宽容、非歧视、多元化以及意见和表达自由的价值观，并

消除仇恨言论，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努力帮助遏制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扩散，包括在 COVID-19 大

流行期间，为此分享准确、及时、相关和多语种的信息，这反映在秘书处全球传播部的

COVID-19 传播应对举措中，特别是秘书长 2020 年 4 月宣布的联合国认证信息运动和世界卫生

组织、联合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

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国际电信联盟、“全球脉动”计划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

_______________ 

51 见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记录，第四十届会议，2019 年 11 月 12 日-27 日，巴黎》，第 1 卷，

第四节。 

https://undocs.org/ch/A/RES/53/199
https://undocs.org/ch/A/RES/61/185
https://undocs.org/ch/A/RES/6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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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联合会题为“管理 COVID-19 信息疫情：促进健康行为，减轻错误和虚假信息的危害”的联

合声明， 

 表示赞赏主办或参与推动全球媒体与信息素养周的所有会员国和利益攸关方， 

 认识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与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合作，在协调世界各地的全球

媒体与信息素养周庆祝活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1. 宣布每年 10 月 24 日至 31 日为全球媒体与信息素养周； 

 2. 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其他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

和私营部门，以各自认为最适当的方式庆祝全球媒体与信息素养周，包括在其现有资源范围内

重点开展处理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问题的庆祝、教育和提高公众认识活动； 

 3. 鼓励所有会员国酌情制定和执行与促进媒体与信息素养有关的政策、行动计划和战

略，提高认识、预防能力和抵御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能力； 

 4. 又鼓励所有会员国将青年观点纳入媒体与信息素养政策、战略和举措，并积极让青年

参与促进媒体与信息素养； 

 5. 敦促会员国确保其打击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计划、政策和战略符合独立和多元媒体

的原则以及表达和意见自由权； 

 6. 鼓励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和所有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的协调下，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加强在媒体与信息素养方面的合作，并加强发展中国家的

传播能力，改善媒体基础设施和通信技术，特别是在培训和传播信息领域； 

 7. 促请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深化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这一领域的合

作，并应会员国要求支持其促进媒体与信息素养和庆祝全球媒体与信息素养周； 

 8. 鼓励相关私营部门组织，包括技术中介机构和社交媒体平台，促进媒体与信息素养，

以增强所有人的能力，促进数字包容和全球连通性，并协助打击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 

 9. 请秘书长提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注意本决议，以便开展

适当庆祝活动。 

 

 

第 75/268 号决议 

 

2021 年 3 月 25 日第 58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69 和 A/75/L.69/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

塞拜疆、白俄罗斯、柬埔寨、中国、哥斯达黎加、印度、哈萨克斯坦、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

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https://undocs.org/zh/A/75/L.69
https://undocs.org/zh/A/75/L.69/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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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68. 联合国同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 

 大会， 

 回顾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及解决属于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主义

性质的国际问题方面开展合作， 

 又回顾《联合国宪章》中的若干条款鼓励在区域合作基础上开展活动，以推进联合国的目

标与宗旨， 

 还回顾其 2004 年 12 月 2 日关于给予上海合作组织大会观察员地位的第 59/48号决议， 

 回顾其关于联合国同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的 2009 年 12 月 18 日第 64/183号、2010 年 12 月

13 日第 65/124号、2012 年 11 月 19 日第 67/15号、2014 年 11 月 11 日第 69/11号、2016 年 11 月

21 日第 71/14号和 2019 年 8 月 30 日第 73/334号决议， 

 又回顾 2010 年 4 月 5 日关于联合国秘书处同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合作的联合声明， 

 注意到上海合作组织承诺按照联合国的目标和原则行事， 

 又注意到上海合作组织在应对所有层面的区域安全问题方面已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区域组

织，其中包括通过与有关区域组织合作， 

 考虑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承诺努力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52 提出的目标， 

 回顾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承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和平解决区域争端， 

 确认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53 努力将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建设成一个持久和平、友好、繁荣、和谐的区域， 

 回顾大会在第 71/14 号决议中注意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促进稳定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愿望，并在这方面注意到 2018 年 6 月 9 日和 10 日在中国青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

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9 年 6 月 13 日和 14 日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的第十九次会议

和 2020 年 11 月 10 日由俄罗斯联邦以视频形式主持召开的第二十次会议， 

 考虑到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二十周年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并期待定于 2021年 9月 16日和 17

日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议， 

 欢迎上海合作组织中已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54 的成员国承诺充分遵守该条约，包

括在中亚地区， 

 确认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努力通过地区反恐机构等途径促进反恐合作，在这方面欢迎

2012 年 7 月 22 日签订的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之间合

_______________ 

52 第 70/1号决议。 

5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896 卷，第 50518 号。 

54 同上，第 729 卷，第 10485 号。 

https://undocs.org/ch/A/RES/59/48
https://undocs.org/ch/A/RES/64/183
https://undocs.org/ch/A/RES/65/124
https://undocs.org/ch/A/RES/67/15
https://undocs.org/ch/A/RES/69/11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
https://undocs.org/ch/A/RES/73/334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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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议定书，注意到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与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包括联合国反恐中心)在

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55 方面的合作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与反恐怖主义

委员会执行局的合作，并注意到这两个实体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又确认上海合作组织根据 2016年 4月 19至 21日在纽约举行的世界毒品问题大会第三十届

特别会议的成果文件56 在打击毒品方面发挥作用，并鼓励上海合作组织继续在此领域进行这

种合作， 

 回顾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于 2011年 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

以期通过与国际和区域相关行为体合作，有效解决毒品生产、交易和贩运问题，并欢迎上海合

作组织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进一步开展合作， 

 注意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合作态势有质的提高，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多边机制在

国际舞台上的潜力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并在这方面欢迎 2018 年 6 月 9 日和 10 日在青岛召

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这是上合组织扩大后的首次峰会，以及 2019 年 6 月

13 日和 14 日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20 年 11 月 10

日由俄罗斯联邦以视频形式主持召开的第二十次会议，  

 表示注意到上海合作组织为解决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安全和使用问题采取的举措以及其他各

方在此方面的努力，并认识到需要在相关论坛上开展进一步讨论， 

 注意到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秘书处于 2015 年 12 月

签署旨在加强贸易、运输、能源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联通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欢迎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于 2018 年 6 月签署合作谅解备

忘录，目的是通过开展教育、科学、文化、传播和信息领域的合作，加强和平、可持续发展和

文化间对话， 

 确认上海合作组织努力促进与包括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独立国家联合体、东南亚国家联

盟、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和经济合作组织在内的其他区域组织以及与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57 的合作， 

 考虑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包括经济转型国家，在这方面回顾大会 2006 年 12 月 20 日

第 61/210 号决议，其中建议联合国系统同其成员国中包括经济转型国家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组

织加强对话并向这些国家提供更多支持， 

 深信加强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同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有助于促进联合国的目标与

宗旨， 

 1. 承认上海合作组织在确保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促进区域合作、加强睦邻关系和相互信

任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并注意到上海合作组织开展各种活动，以加强该区域的和平、安全与

_______________ 

55 第 60/288号决议。 

56 第 S-30/1号决议，附件。 

57 2017 年 6 月 9 日在阿斯塔纳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谅解备忘录》。 

https://undocs.org/ch/A/RES/61/210
https://undocs.org/ch/A/RES/60/288
https://undocs.org/ch/A/RES/S-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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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贩运和其他具有跨国性质的各类犯罪活动，并促进贸易和经济发

展、能源、运输、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移民管理、银行业和金融、信息和电信、科学和新技

术、数字经济、海关、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减少自然灾害风险等各领域以及其他相关

领域的区域合作； 

 2. 强调加强联合国系统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合作与协调的重要性，并提议秘书长通

过现有机构间论坛和形式(包括联合国秘书长与区域组织和其他组织首长的高级别互动式对

话)，为此目的继续与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进行定期协商； 

 3. 提议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组织、方案和基金与上海合作组织合作，为实现其目标

共同执行各项方案，并在这方面建议这些实体的首长继续与联合国秘书长进行协商； 

 4.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提出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5.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

的项目下列入题为“联合国同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的分项。 

 

 

第 75/269 号决议 

 

2021 年 3 月 25 日第 58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70 和 A/75/L.70/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

尔巴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萨尔瓦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危地马拉、海地、

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约旦、基里巴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

堡、马耳他、墨西哥、黑山、纳米比亚、荷兰、新西兰、尼日尔、北马其顿、挪威、波兰、葡萄牙、大韩民

国、罗马尼亚、圣卢西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乌克兰、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 
 

 

75/269. 联合国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合作 

 大会， 

 回顾其 1998年 10 月 15 日第 53/6号决议，其中邀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作为观

察员参加其届会和工作，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71 年 5 月 20 日决定长期邀请经合组织派一名观察员出席理事

会今后的届会，并经理事会核准参加理事会关于经合组织关切问题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还回顾联合国所有相关决议，其中确认联合国与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可进一步

有助于应对若干具有经济、社会或环境等性质的挑战， 

 承认联合国与经合组织之间的合作发挥作用，在各自任务范围内促进会员国在以平衡和综

合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利益， 

 重申致力于在全球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多层面挑战

方面奉行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并承认联合国与经合组织之间的合作可有益于以可持续和包容

性方式开展疫后恢复工作， 

https://undocs.org/zh/A/75/L.70
https://undocs.org/zh/A/75/L.70/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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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经合组织成员国部长在 2015 年作出的促进经合组织为成功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58 作出贡献的承诺以及其后的经合组织《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计划》， 

 注意到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与经合组织之间以及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与经合组

织之间根据现有安排所作的合作与协调努力， 

 深信根据《联合国宪章》和《经合组织公约》增加和加强联合国与经合组织之间的合作将

有助于实现两组织各自的目标， 

 1. 欢迎联合国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按照会员国优先事项，在各自任务范围

内加强合作，加快执行《2030 年议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 强调联合国与经合组织之间必须进行最佳协调与合作，以便在各自任务范围内实现协

同增效； 

 3.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4. 决定在其第七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的

项目下列入题为“联合国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合作”的分项。 

 

 

第 75/271 号决议 

 

2021 年 4 月 16 日第 59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73 和 A/75/L.73/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

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不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中非共和国、智

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冈比

亚、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印度、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瑙鲁、尼泊尔、尼

加拉瓜、尼日利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圣卢西亚、圣文森特

和格林纳丁斯、塞内加尔、新加坡、塔吉克斯坦、多哥、突尼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越南、赞比

亚、津巴布韦 
 

 

75/271. 自然无疆界：跨界合作——养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
性的关键要素 

 大会， 

 重申其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2015年 9月 25日第 70/1号决

议，其中大会通过了一套全面、意义深远和以人为中心的具有普遍性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和具体目标，承诺为在 2030 年前全面执行这一议程做出不懈努力，认识到消除一切形式和

表现的贫困、包括极端贫困是最大的全球挑战，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要求，并决

心采用均衡和统筹兼顾的方式，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千年发展目

标成就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争取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未竟事业， 

_______________ 

58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5/L.73
https://undocs.org/zh/A/75/L.73/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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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以及恢复和维护健康的生态系统对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重要性， 

 回顾其题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执行情况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的 2020年 12月

21 日第 75/219 号决议，其中促请缔约方和利益攸关方加强国际合作措施，履行《公约》所载

义务， 

 又回顾其宣布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年)的 2019年 3月 1日第 73/284号决议， 

 还回顾其题为“山区可持续发展”的 2019 年 12 月 19 日第 74/227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

邀请各国加强合作行动，并鼓励共有山脉的国家酌情采取跨境合作办法和举措，促进山区可持

续发展， 

 回顾其题为“土著人民权利”的 2019 年 12 月 18 日第 74/135 号决议，并认识到土著人民

和当地社区对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贡献， 

 又回顾其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的 2012 年 7 月 27 日第 66/288号决议， 

 赞赏地注意到各国为实现关于保护区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1159 所作的努力，以及除其

他外多部门和多层次办法所作的贡献， 

 认识到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多边环境协定在促进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重要

作用，欢迎制定将于 2021 年在中国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

的《公约》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期待该框架的实施， 

 表示注意到《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缔约方大会 2015-2023 年迁徙物种战略计划》及

其第十三次会议成果、《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拉姆萨尔湿地公约)

缔约方大会 2016-2024 年战略计划》、《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方大会 2021-2030

年战略愿景》以及跨界合作和生物多样性养护、恢复和保护领域的其他国际倡议， 

 欢迎分布区国家合作区域倡议、跨界做法和区域一级多伙伴倡议、公约和机制的成果，如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喀尔巴阡山脉框架公约》、《保护阿尔卑斯山脉公约》(《阿尔卑斯山公

约》)、60 沙特阿拉伯和Panthera组织的阿拉伯豹倡议、《养护非洲-欧亚移徙水鸟协定缔约方会

议 2016-2024 年和 2019-2027 年战略计划》、全球珊瑚礁研发促进平台、减少土地退化和加强陆

地生境养护全球倡议、全球雪豹和生态系统保护方案、中亚哺乳动物倡议、中亚飞行路线、全

球老虎恢复方案、东亚-澳洲飞行路线伙伴关系、2030 年美洲虎计划：养护大陆最大猫科动物

及其生态系统区域计划、题为“关爱雪豹和山区：我们的生态未来”的 2017 年比什凯克宣

言、2010 年国际老虎保护论坛关于老虎保护的圣彼得堡宣言和 2022 年第二次国际老虎保护论

坛，并表示注意到领导人对自然的承诺， 

 认识到必须通过财政和技术援助、能力建设和基于双方商定条件的技术转让等领域的北

南、南南和三方合作，向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政策及活动提供支助， 

_______________ 

59 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CBD/COP/10/27 号文件，附件，X/2 号决定。 

6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917 卷，第 32724 号。 

https://undocs.org/ch/A/RES/75/219
https://undocs.org/ch/A/RES/73/284
https://undocs.org/ch/A/RES/74/227
https://undocs.org/ch/A/RES/74/135
https://undocs.org/ch/A/RES/66/288


一.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议 

 

39 

 重申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拥有根据各自的环境政策开发本国资源的主

权权利，并有责任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损害他国环境或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

的环境， 

 注意到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期间发起的山区可持续发展国际伙伴关系(山区伙伴

关系)作为一个多利益攸关方办法所开展的协作努力，致力于从经济、社会和环境这三个方面

促进山区可持续发展，并注意到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其他举措， 

 关切地注意到生态系统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侵害，重申必须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

物多样性，恢复和维持健康的生态系统，以保持复原力，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并确保

继续提供人们从健康和完整的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惠益，这些惠益对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至关

重要， 

 又关切地注意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的调查结果，并强调指

出迫切需要制止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下降，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包括其主要的间接

和直接驱动因素，特别是陆地和海洋利用的变化、生物的直接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和外来物

种的入侵， 

 欢迎《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四次缔约方大会提出倡议，推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61 《生物多样性公约》62 和《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

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63 之间采取协调一致的办法，以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以

及土地和生态系统退化问题， 

 强调应从整体上处理生物多样性与健康的联系，在这方面回顾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2018 年 11 月 30 日第 14/4 号决定64 和联合国环境大会 2018 年 1 月 30 日第 3/4 号决议，65 

 认识到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和其他大流行病突出表明需要养护、恢复和可

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加强行动和转型变革，以通过 2020 年后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该框架将有助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使全球社会走上实现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 2050 年生物多样性愿景的道路，强调指出 COVID-19 大流行突出表明迫切需要降低灾

害和未来大流行病爆发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风险，其中许多影响因生物多样性丧失、偷

猎、非法使用和交易野生动植物及野生动植物产品的规模扩大、荒漠化、土地退化、干旱和气

候变化而加剧，强调需要在各级提供支持和进行投资，加强努力建设复原力，降低人畜共患病

的可能性，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以便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和

重建得更好，表示注意到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其中概述了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

_______________ 

61 同上，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62 同上，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 

63 同上，第 1954 卷，第 33480 号。 

64 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CBD/COP/14/14 号文件，第一节。 

65 UNEP/EA.3/Res.4。 

https://undocs.org/zh/UNEP/EA.3/Re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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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进展情况，并强调 20 项目标中没有一项目标完全实现，尽管有 6 项目标已部分实现(目标

9、11、16、17、19 和 20)， 

 又认识到妇女在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并重申需要她们充分

参与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各级决策和执行工作， 

 1. 强调指出需要在所有适当级别以及相关利益攸关方之间开展国际和跨界合作，加强生

态系统之间的连通性和合作，以维持健康和完好的生态系统和生境，这是养护生物多样性和确

保自然能够继续为人类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之所需； 

 2. 又强调指出需要保持跨生态系统的连通性，这往往需要某一物种栖息的分布区国家之

间的合作； 

 3. 强调必须开展合作，以避免跨界生境的碎片化，维持和加强生态系统之间的连通性，

并强调指出酌情根据国家立法实施环境影响评估的重要性； 

 4. 欢迎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召开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别的生物多样性问题峰会，以强

调在最高级别采取行动支持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紧迫性，该框架将有助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66 并使全球社会走上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2050 年生物多样性愿景

的道路； 

 5. 鼓励使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范畴内的经济模式，这些模式旨在加快包容性和可持

续经济增长，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大幅减少环境退化和风险以及自然资源的稀缺，

以此作为促进执行《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手段； 

 6. 鼓励会员国并邀请国际组织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为实施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

(2021-2030 年)作出贡献； 

 7. 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强调保护脆弱生态系统及其连通性的重

要性，促进制定和通过适当级别的跨界合作办法和倡议，以养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

性，维持和加强生态系统服务，并酌情参与这类努力； 

 8. 承认必须保护所有物种，以确保它们所处的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好，并鼓励会员国在

保护所有物种及其生境和提高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方面进行合作； 

 9. 鼓励会员国维持和加强生境的连通性，包括但不限于受保护物种的生境和与提供生态

系统服务相关的生境，包括根据国际法和国家立法，酌情建立更多跨界保护区，并根据可获得

的最佳科学数据建立更多生态走廊，推动加强现有保护区和生态走廊的举措，改进其有效管理

和其他有效的区域养护措施，从而有助于维持其功能； 

 10. 鼓励会员国并邀请国际组织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整合和应用基于生态系统的办

法，并酌情将这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纳入生物多样性、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以及减少灾害

风险的计划和政策，以通过生物多样性养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实现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

协同效益； 

_______________ 

66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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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敦促会员国并邀请国际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在适当层面加强合

作，包括关于生物多样性养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公正公平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惠益的

跨界合作、协作和协同增效； 

 12. 邀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向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提供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资

料，作为其在题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题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分项目下所提报告的一

部分。 

 

 

第 75/272 号决议 

 

2021 年 4 月 16 日第 59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72 和 A/75/L.72/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

富汗、安哥拉、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白俄罗斯、比利时、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保加利亚、喀麦隆、加拿

大、中非共和国、中国、捷克、丹麦、吉布提、埃及、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冈比亚、德国、

几内亚、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黎巴嫩、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瑙鲁、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北马其

顿、挪威、巴基斯坦、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

亚、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玻

利瓦尔共和国、越南 
 

 

75/272. 联合国中亚地区预防外交中心的作用 

 大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 

 回顾其 2017 年 11 月 17 日第 72/7号决议， 

 又回顾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关于在阿什哈巴德建立联合国中亚地区预防外交中心的换

文，67 

 注意到预防外交是联合国的核心职能之一，而且在秘书长的职能中居于核心位置，为此确

认联合国特别政治任务和秘书长斡旋在建立和平、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重申预防外交对于支持联合国协助和平解决争端十分重要，并在这方面确认区域中心的作

用是根据其任务规定并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协助中亚国家应对跨国和平威胁，支持该区域的可

持续发展， 

 认识到中亚国家在确保该区域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以及促进区域和国际合作方面发挥

的重要作用， 

 了解必须在中亚建立和保持最稳定和最安全的空间，以支持该区域各国实现建立一个中亚

区域和平、安全、合作与发展区模式的愿望，同时考虑到在区域合作中取得的经验以及以联合

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给予的协助， 

_______________ 

67 S/2007/279和 S/2007/280。 

https://undocs.org/zh/A/75/L.72
https://undocs.org/zh/A/75/L.72/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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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区域中心侧重于支持中亚各国在反恐和预防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等领域开

展合作，以在该区域统筹均衡地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68 的所有支柱， 

 回顾关于在中亚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高级别联合国-中亚对话在 2017 年 6 月 13

日通过的《阿什哈巴德宣言》，69 以及 2011 年 11 月 30 日通过的《中亚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

略联合行动计划》， 

 欢迎区域中心努力加强中亚各国与阿富汗的合作， 

 又欢迎中亚各国随时准备为达成该区域水资源和能源的综合利用互惠协定作出努力， 

 还欢迎区域中心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及建设和平基金在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领域密切互

动，并指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这种互动， 

 认识到区域中心努力为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在该区域的预防活动提供政治框架和领导，支持

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系统(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作出努力，促进以统筹一致的办法开展预防发

展和人道主义援助， 

 着重指出必须打击该区域的非法毒品生产和贩运活动，并在这方面赞扬区域中心正在通过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设在塔什干的中亚区域办事处与该办公室及设在哈萨克斯坦阿拉

木图的中亚区域打击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非法贩运信息和协调中心共同作出努力， 

 注意到区域中心旨在增强妇女和青年权能的举措，诸如为年轻人提供预防外交培训的预防

外交学院以及中亚妇女领导人小组，该小组致力于推动和促进所有妇女在推动该区域可持续发

展和支持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并促进妇女在各级参与政治、社会和经济， 

 欢迎中亚各国努力协调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及其后果的联合预防措施

和区域中心在这方面的贡献， 

 1. 鼓励联合国中亚地区预防外交中心继续与该区域各国政府进行联络，并在各国政府同

意的情况下，就有关预防外交的问题与其他有关各方联系； 

 2. 欢迎区域中心协助执行中亚各国为建设一个稳定、和平、繁荣区域采取的举措； 

 3. 指出区域中心需要在其任务范围内继续与中亚各国合作，以减轻 COVID-19 大流行对

该区域的影响； 

 4. 鼓励区域中心继续与该区域各国政府密切合作，通过开展预防外交和对话，加强该区

域克服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挑战的能力。 

 

 

第 75/273 号决议 

 

2021 年 4 月 28 日第 62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76 和 A/75/L.76/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

尔及利亚、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巴林、孟加拉国、不丹、巴西、布基纳法索、佛得角、喀麦

_______________ 

68 第 60/288号决议。 

69 A/71/982-S/2017/600，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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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科摩罗、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塞浦路斯、吉布提、多米尼克、萨尔瓦多、

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斐济、冈比亚、加纳、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洪都拉斯、印度、

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黎巴嫩、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

夫、马里、毛里塔尼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纳哥、蒙古、摩洛哥、瑙鲁、尼泊尔、新西兰、尼日尔、帕

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俄罗斯联邦、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南非、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国、东帝汶、多

哥、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越南、赞比亚、津巴布韦 
 

 

75/273. 全球预防溺水 

 大会， 

 重申其 2015 年 9 月 25日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1号决

议，其中所载大会通过的一套具有普遍性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内容全面、意

义深远、以人为中心，重申致力于通过不懈努力，到 2030 年全面执行这一议程，再次表示认

识到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极端贫困是世界最大的挑战，而且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必

不可少，并重申致力于采用统筹兼顾的方式，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千年发展目标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努力完成其未竟之功，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又重申其关于《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 2015 年 7 月 27

日第 69/313 号决议，该议程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组成部分，支持和补充《2030 年

议程》，有助于将其执行手段的具体目标与具体政策和行动联系起来，并再次作出强有力的政

治承诺，将本着全球伙伴关系和团结精神，应对在各级为可持续发展筹措资金和创造有利环境

这一挑战， 

 回顾其 2016 年 12 月 21 日题为“2018-2028‘水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年”的第

71/222 号决议和 2018 年 12 月 20 日题为“2018-2028‘水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年执行

情况中期全面审查”的第 73/226号决议， 

 重申大会关于宣布国际年的 1998 年 12 月 15 日第 53/199号和 2006 年 12 月 20 日第 61/185

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国际年和周年纪念的 1980年 7月 25日第 1980/67号决议， 

 回顾其 2019 年 10 月 10 日第 74/2 号决议，在该决议中通过了全民健康覆盖问题高级别会

议题为“全民健康覆盖：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健康的世界”的政治宣言，其中认识到需要以更大

力度，通过预防措施和应急措施应对日益沉重的伤亡负担，包括与溺水有关的伤亡，并将此作

为提供综合医疗保健的一部分， 

 又回顾世界卫生大会 2011年 5月 24日题为“预防儿童伤害”的 WHA 64.27号决议，70 并

确认溺水是全球儿童因伤致死的主因，必须为此采取预防措施，包括提高认识， 

 深感关切的是，溺水在过去十年中造成 250 多万人死亡，这本来是可避免的，但人们在很

大程度上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产生的影响， 

_______________ 

70 见世界卫生组织，WHA64/2011/REC/1 号文件。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RES/7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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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RES/61/185
https://undocs.org/ch/A/RES/61/185
https://undocs.org/ch/E/RES/1980/67
https://undocs.org/ch/A/RES/74/2


一.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议 

 

44 

 认识到溺水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并注意到 90%以上的死亡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非洲的溺水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亚洲的溺水死亡人数是最高的， 

 注意到溺水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对农村地区儿童和青少年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许多

国家表示溺水是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而且溺水是全球 5 至 14 岁儿童死亡的 10 个主要原因

之一， 

 关切地注意到每年 235 000 人这一全球官方估计死亡数字不包括洪水相关气候事件和水上

交通事故造成的溺水，这导致一些国家的溺水死亡人数漏报多达 50%， 

 认识到预防溺水可以提高社会应对能力，并注意到溺水不仅波及沿海国家，而且经常发生

在许多其他国家的河流、湖泊、家庭蓄水池和游泳池， 

 着重指出，《巴黎协定》、71 《新城市议程》72 和《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73

等主要全球框架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具有现实意义，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因气候变

化的不利影响不断升级，与水有关的灾害日益影响到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而且洪灾殃及的

民众人数高于任何其他自然危害，而溺水又是洪灾期间发生死亡的主要原因，并指出国家在适

应方面作出规划对应对这些风险的重要性， 

 注意到预防溺水对落实《2030 年议程》的促进作用，尤其是预防溺水是一项有助于预防

儿童死亡的有效措施，可以保护对儿童成长的投资， 

 注意到一些会员国在采取政策和方案干预措施预防或减少溺水造成的死亡方面取得重大

进展， 

 申明溺水是可以预防的，而且存在可推广的低成本干预措施，并强调相关利益攸关方迫切

需要在这方面制定有效和协调的对策， 

 1. 鼓励所有会员国在自愿基础上，考虑根据本国情况采取以下行动： 

 (a) 指定一个国家预防溺水协调中心； 

 (b) 制定一项国家预防溺水计划，其中包括一套符合本国需要和优先事项的可衡量目标，包括将

此作为国家总体医疗卫生计划、政策和方案的一部分； 

 (c)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干预措施，即隔栏、监督、游泳技能、救援和复苏培训、划船管理

以及管理洪水风险和适应力，制定预防溺水方案； 

 (d) 确保所有相关部门酌情颁布和有效执行水上安全法，特别是在医疗卫生、教育、交通和减少

灾害风险领域，并考虑在尚未制定适当和相应法规的情况下制定这些法规； 

 (e) 将溺水纳入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登记册，并将所有溺水死亡数据汇总到国家估计数中； 

_______________ 

71 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附件。 

72 第 71/256号决议，附件。 

73 第 69/283号决议，附件二。 

https://undocs.org/ch/FCCC/CP/2015/10/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1/256
https://undocs.org/ch/A/RES/69/283


一.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议 

 

45 

 (f) 推动提高公众的预防溺水意识和开展改变行为运动； 

 (g) 鼓励将预防溺水纳入现有的减少灾害风险方案，特别是在有发生洪水和沿海被淹之虞的社

区，包括通过国际、区域和双边合作； 

 (h) 支持在区域内和区域间通过分享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开展国际合作； 

 (i) 促进创新型防溺水工具和技术的研发，并通过国际合作推动能力建设，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

能力建设； 

 (j) 考虑根据会员国的教育治理框架，将水上安全、游泳和急救课程作为学校课程的一部分； 

 2. 邀请世界卫生组织应请求协助会员国开展预防溺水工作，并在联合国系统内协调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等相关联合国实体的行动； 

 3. 决定宣布 7 月 25 日为世界预防溺水日； 

 4. 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相关组织和其他全球、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其他相关

利益攸关方，包括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和个人，每年以适当方式并根据国家优先事项

纪念世界预防溺水日，通过教育、知识共享和其他活动提高对预防溺水的重要性以及对紧急采

取多部门协调行动改善水上安全的必要性的认识，以期减少可预防的死亡； 

 5. 强调指出，世界预防溺水日纪念活动可能产生的所有活动费用均应根据国家能力，由

自愿捐款支付； 

 6. 邀请世界卫生组织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0/67 号决议附件所载的规定，协同

其他相关组织为世界预防溺水日纪念活动提供便利； 

 7. 请秘书长提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注意本决议，以适当开

展纪念活动。 

 

 

第 75/274 号决议 

 

2021 年 4 月 28 日第 62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81 和 A/75/L.81/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

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孟加拉国、伯利兹、不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博茨

瓦纳、喀麦隆、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克、冈比亚、加纳、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

那、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肯尼亚、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莱索托、利比

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蒙古、摩洛

哥、尼泊尔、尼日尔、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菲律宾、卡塔尔、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

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南苏丹、

斯里兰卡、苏里南、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库曼斯坦、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越南、赞比亚 
 

 

https://undocs.org/ch/E/RES/1980/67
https://undocs.org/zh/A/75/L.81
https://undocs.org/zh/A/75/L.81/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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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74. 女法官国际日 

 大会， 

 回顾其关于宣布国际年的 1998年 12月 15日第 53/199号决议和 2006年 12月 20日第 61/185

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0年 7月 25日关于国际年和周年纪念的第 1980/67号决议， 

 重申《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74 并重申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将对所有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的进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将性别平等视角系统地纳入

《2030 年议程》执行工作的主流至关重要， 

 注意到担任各级法官、包括高级司法领导职务的妇女的人数迄今较少，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球司法廉正网络努力将妇女任职人数问题纳

入司法系统， 

 重申，妇女在与男子平等的条件下积极参与各级决策对于实现平等、可持续发展、和平和

民主至关重要， 

 又重申致力于制定并实施适当和有效的国家战略和计划，以提高妇女在司法系统和机构的

领导层、管理层及其他层级的地位， 

 1. 决定宣布每年 3 月 10 日为女法官国际日； 

 2. 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包括非政

府组织、学术机构、已有的女法官联合会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每年以各自认为最适当的方

式(包括通过教育和提高公众认识活动)纪念女法官国际日，以促进妇女在各级司法机构中的充

分和平等参与； 

 3. 强调指出，因执行本决议而可能产生的一切活动费用应由自愿捐款支付； 

 4. 请秘书长提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注意本决议，以适当开

展女法官国际日纪念活动。 

 

 

第 75/275 号决议 

 

2021 年 4 月 28 日第 62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80 和 A/75/L.80/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

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

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喀麦隆、加拿大、乍得、

智利、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

里亚、爱沙尼亚、斯威士兰、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

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老

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

_______________ 

74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53/199
https://undocs.org/ch/A/RES/61/185
https://undocs.org/ch/A/RES/61/185
https://undocs.org/ch/E/RES/1980/67
https://undocs.org/zh/A/75/L.80
https://undocs.org/zh/A/75/L.80/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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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纳哥、蒙古、黑山、

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北马其顿、挪

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

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马力诺、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南苏丹、西班

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泰国、东帝汶、多哥、汤

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干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

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75/275. 声援和支持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和人民以及受苏弗里耶
尔火山喷发影响的邻国 

 大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重申大会 1991 年 12 月 19 日第 46/182 号决议及其附件所载的加强联合国系统紧急人道主

义援助协调的指导原则、以及大会题为“在自然灾害领域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国际合作：从救济

到发展”的所有决议，并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实质性会议人道主义部分的各项决议， 

 又重申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应遵循的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原则， 

 深为关切的是，自 2021 年 4 月 9 日以来，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境内苏弗里耶尔火山的

爆炸性喷发造成严重后果，居民因此流离失所，丧失生计、粮食安全和营养及健康保障，无法

使用社会基础设施，并深为关切迫切需要恢复民众的正常状况， 

 关切苏弗里耶尔火山的持续喷发对基础设施和其他领域以及对邻国经济的影响，这可能对

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产生不利影响， 

 关切地注意到，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境内外的避难者中发生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

传播的公共健康风险升高，特别是在没有公平分配 COVID-19 疫苗的情况下， 

 着重指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及受影响的邻国作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有其特殊需要和挑

战，并认识到这些国家在苏弗里耶尔火山喷发后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制约， 

 认识到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正在作出巨大努力，以改善本国所有民众的生活质量以

及更好地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75 执行该国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2013-2025)，但这场自

然灾害使这些努力受到阻碍， 

 欢迎加勒比共同体与邻国、其他国家以及各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系统)为

缓解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这一紧急状况立即提供的慷慨援助， 

_______________ 

75 见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46/182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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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欢迎联合国东加勒比小组发起了一项联合国筹资呼吁和应对计划，以动员国际社会团结

一致，向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及因苏弗里耶尔火山喷发受到波及的邻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和恢复方面的支持， 

 1. 表示声援和支持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和人民以及受影响的邻国； 

 2. 邀请国际社会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并鼓励各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以及受影响邻国处于紧急状况和恢复进程期间，继续慷慨地提供捐助和作出回应； 

 3. 请秘书长在其职权范围内支持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以及受影响邻国正在进行的

重建努力。 

 

 

第 75/276 号决议 

 

2021 年 4 月 28 日第 62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78 和 A/75/L.78/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安

哥拉、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塔吉克斯坦 
 

 

75/276. 联合国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合作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的报告，76 

 提及《联合国宪章》中关于鼓励采取区域合作措施促进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各项条款， 

 又提及其 2004 年 12 月 2 日第 59/50 号决议，其中大会给予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大会观察员

地位， 

 还提及其题为“联合国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合作”的 2010年 3月 2日第 64/256号、2010

年 12 月 13 日第 65/122号、2012 年 11 月 19 日第 67/6号、2014 年 11 月 11 日第 69/12号、2016

年 11月 21日第 71/12号和 2019年 7月 25日第 73/331号决议以及《关于增进联合国与区域安排

或机构之间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的宣言》，77 

 提及安全理事会以往所有相关决议，包括 2005 年 10 月 17 日第 1631(2005)号决议，以及安

全理事会主席各项相关声明，包括 2010 年 1 月 13 日78 和 2013 年 8 月 6 日79 的声明，其中着

重指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按照《联合国宪章》及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相关规

约发展有效伙伴关系十分重要， 

_______________ 

76 A/75/345-S/2020/898。 

77 第 49/57号决议，附件。 

78 S/PRST/2010/1；见《安全理事会决议及决定，2009 年 8 月 1 日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S/INF/65)。 

79 S/PRST/2013/12；见《安全理事会决议及决定，2013 年 8 月 1 日至 2014 年 7 月 31 日》(S/INF/69)。 

https://undocs.org/zh/A/75/L.78
https://undocs.org/zh/A/75/L.78/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59/50
https://undocs.org/ch/A/RES/59/50
https://undocs.org/ch/A/RES/64/256
https://undocs.org/ch/A/RES/65/122
https://undocs.org/ch/A/RES/67/6
https://undocs.org/ch/A/RES/69/12
https://undocs.org/ch/A/RES/71/12
https://undocs.org/ch/A/RES/73/331
https://undocs.org/ch/S/RES/1631(2005)
https://undocs.org/ch/A/75/345
https://undocs.org/ch/A/RES/49/57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0/1
https://undocs.org/ch/S/INF/65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3/12
https://undocs.org/ch/S/INF/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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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提及 2010 年 3 月 18 日《关于联合国秘书处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处的合作的联合宣

言》， 

 满意地注意到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自《集体安全条约》签署以来已转变成为一个多功能机

构，具有充分应对其责任范围内各种广泛威胁和挑战的潜力， 

 鼓励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努力实现符合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各项目标， 

 强调指出必须继续努力建立没有恐怖主义的世界，包括为此全面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

略》80 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在这方面又注意到会员国和区域组织的各种倡议， 

 赞扬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为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采取的实际步骤，包括联合国与集

体安全条约组织在反恐怖主义领域，尤其是根据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反恐怖主义

办公室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签署的《合作与互动谅解备忘录》开展的合作， 

 欢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为执行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通过的 2009 年至 2019 年期间《关于开

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81 以及 2016 年大会

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的成果文件82 作出切实贡献，特别强调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根据该组织

成员国 2021–2025 年禁毒战略实施了具有重大实际意义、代号“渠道”的区域行动，以打击

向欧亚区域各国领土走私产自阿富汗的鸦片制剂、大麻类毒品、可卡因和合成毒品，以及打击

有组织贩毒集团及其首领的各种活动， 

 注意到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通过其代号为“非法移民”的区域行动作出重大努力，以减少非

正常移民的发生和负面影响， 

 赞赏地注意到在根据 2012 年 9 月 28 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秘书处维持和平

行动部关于维持和平行动的谅解备忘录加强切实合作方面取得进展，包括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

员国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作出贡献，以及联合国代表参加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维持和平训练

演习， 

 欢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签署谅

解备忘录， 

 注意到两个组织有着进一步加强现有合作的坚定意愿，将为此在各个优先合作领域提出具

体建议， 

 1. 表示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的报告，尤其

是确认联合国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互利交往得到发展； 

_______________ 

80 第 60/288号决议。 

81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9 年，补编第 8 号》(E/2009/28)，第一章，C 节。 

82 见 S‑30/1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60/288
https://undocs.org/ch/E/2009/28
https://undocs.org/ch/A/RES/S-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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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赞赏地注意到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为加强其维持和平能力及区域安全与稳定系统、打击

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应对毒品和武器的非法贩运及非正常移民和人口贩运、抵御自然

灾害和人为灾害作出重大的实际贡献和努力，从而为实现联合国宗旨和原则发挥促进作用； 

 3. 欢迎联合国秘书处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处努力在双方共同关注的领域增强协调与

合作以及为此类合作拟定具体方式，并鼓励双方在信息交流等方面继续开展协作； 

 4. 邀请联合国秘书长通过双边接触和各种形式，包括通过联合国秘书长与各区域组织首

长的协商，继续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长定期协商； 

 5. 邀请联合国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继续开展互动，以利于全面一贯地执行《联合国全球

反恐战略》； 

 6. 邀请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方案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加强合作和协调，并在双方共

同关注的领域建立直接接触； 

 7. 鼓励两个组织继续探讨在维和领域进一步加强互动的可能方式； 

 8. 请联合国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提交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9.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

的项目下列入题为“联合国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合作”的分项。 

 

 

第 75/277 号决议 

 

2021 年 5 月 18 日第 66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82 和 A/75/L.82/Add.1 经记录表决，以 115 票赞成，15

票反对，28 票弃权通过， * 提案国为：阿尔巴尼亚、安道尔、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

拉国、比利时、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佛得角、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

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斐济、芬兰、法国、

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基里巴

斯、拉脱维亚、莱索托、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

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纳哥、黑山、摩洛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尔、北马其顿、挪威、巴拿马、巴布

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卢旺达、圣马

力诺、塞内加尔、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东帝汶、图瓦卢、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赞比亚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

巴林、孟加拉国、比利时、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佛得角、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

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

斐济、芬兰、法国、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

斯、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基里巴斯、科威特、拉脱维亚、黎巴嫩、列支

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

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瑙鲁、荷兰、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亚、北马

其顿、挪威、阿曼、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

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卢旺达、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斯洛伐

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东帝汶、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

图瓦卢、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也门 

 反对:白俄罗斯、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布隆迪、中国、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埃及、厄立特里亚、

印度尼西亚、吉尔吉斯斯坦、尼加拉瓜、俄罗斯联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津巴

布韦 

https://undocs.org/zh/A/75/L.82
https://undocs.org/zh/A/75/L.82/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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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权: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不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文莱达鲁萨兰国、喀麦隆、乍得、吉布提、埃

塞俄比亚、印度、伊拉克、哈萨克斯坦、肯尼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利比亚、马里、纳米比亚、尼泊尔、

巴基斯坦、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尔维亚、新加坡、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乌兹

别克斯坦、越南 

 

 

75/277. 保护责任与防止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 

 大会， 

 重申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 

 回顾《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83 特别是其中第 138 和第 139 段， 

 又回顾其关于保护责任的 2009 年 9 月 14 日第 63/308号决议，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保护责任的年度报告和其中所载的相关建议，包括会员国、政府间

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可采取哪些步骤来加强防止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 

 1. 决定将题为“保护责任与防止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的项目列

入其年度议程； 

 2. 请秘书长每年向大会提交关于保护责任与防止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

类罪的报告。 

 

 

第 75/278 号决议 

 

2021 年 5 月 18 日第 66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83 和 A/75/L.83/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

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白俄罗斯、布基纳法索、中国、刚果、哥斯达

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吉布提、埃及、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冈比亚、格鲁吉亚、几内亚、几内亚比

绍、匈牙利、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基里巴斯、黎巴嫩、莱索托、马

来西亚、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尼日尔、阿曼、巴基斯坦、巴拉

圭、菲律宾、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塞内加尔、新加坡、南苏丹、苏里南、塔吉克斯坦、多哥、土

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 
 

 

75/278. 宣布咸海区域为生态创新和技术区 

 大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其中鼓励采取措施改善生活水平、充分就业以及在经济和社

会方面取得进步与发展的条件， 

 回顾其 2021 年 3 月 3 日题为“联合国同拯救咸海国际基金的合作”的第 75/266 号决议，

并深信拯救咸海国际基金及其机构的活动应考虑到中亚所有国家的利益和需要， 

_______________ 

83 第 6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63/308
https://undocs.org/zh/A/75/L.83
https://undocs.org/zh/A/75/L.83/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5/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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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其 2019年 12月 19日题为“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第 74/229号决议， 

 又回顾其 2018 年 6 月 22 日题为“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确保中亚区域的和平、稳定和可

持续发展”的第 72/283 号决议，其中指出，兼顾中亚区域所有国家的利益，在合理、综合地利

用该区域的水资源和能源领域发展和加强双边与区域合作的重要性， 

 还回顾其 2019 年 12 月 19 日题为“中亚的可持续旅游业和可持续发展”的第 74/214 号决

议，其中认识到可持续旅游业作为改善所有人生活质量的积极手段发挥重要作用，并对可持续

发展和消除贫困和保护环境具有促进作用， 

 重申其 2015 年 9 月 25日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1号决

议，其中所载大会通过的一套具有普遍性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内容全面、意

义深远、以人为中心，重申致力于通过不懈努力，到 2030 年全面执行这一议程，再次表示认

识到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极端贫困是世界最大的挑战，而且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必

不可少，并重申致力于采用统筹兼顾的方式，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千年发展目标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努力完成其未竟之功， 

 回顾秘书长的报告，84 其中介绍了新技术和新兴技术的趋势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展示了发展中国家在加强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方面的经验教训和良好做法，并重点指出了关

于科学、技术和创新作为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因素的高级别政策讨论和研

究提出的结论， 

 又回顾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向秘书长提交的题为“数字相互依赖的时

代”的报告，并回顾秘书长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提交的题为“数字合作路线图”的报告， 

 认识到科学、技术和创新(包括无害环境技术)可在发展方面以及在促进应对保护环境、加

快经济多样化和变革的步伐、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最终支持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挑战方面发挥

至关重要的作用， 

 又认识到，与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开展合作与协作，对这些国家进行外国

直接投资，以及与这些国家和在这些国家之间开展贸易，对于提高其创造、获取、理解、选

择、改造和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知识的能力极为重要，  

 承认咸海水域的悲剧在人道、环境和社会经济方面造成的不利影响远远超出该区域的范

围，并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  

 回顾在联合国主持下设立了咸海区域人类安全多伙伴信托基金，该基金旨在克服咸海区域

生态灾难所造成的不利情况，实施改善该区域社会经济状况的项目， 

 注意到建立了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领导的咸海水域国际创新中心，该中心在国家一级

的活动旨在改善盐碱地的生态系统和可持续生活，并与国际组织开展伙伴关系合作，就咸海底

部干涸后盐碱环境带来的各种问题提出和实施创新办法和解决方案， 

 1. 支持将咸海区域从生态危机区改为生态创新和技术区的倡议； 

_______________ 

84 A/74/230。 

https://undocs.org/ch/A/RES/74/229
https://undocs.org/ch/A/RES/72/283
https://undocs.org/ch/A/RES/74/214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7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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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表示支持正在进行的旨在加强咸海区域环境、社会、经济和人口状况的区域努力和倡

议； 

 3. 鼓励开展研究和科学咨询活动，以进一步恢复和改善环境，保全自然资源，提高咸海

区域民众的生活质量； 

 4. 重申，在解决咸海区域和整个咸海水域具有经济、社会或人道性质的国际问题并同时

兼顾该区域所有国家的利益方面，国际拯救咸海基金仍然是主要的国际机构； 

 5. 邀请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基金、方案和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有关利益攸关方

在咸海区域与国际拯救咸海基金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领导的咸海水域国际创新中心等

国家倡议开展联合、协作性、跨学科研究以及科学和创新方面的合作，并在咸海已干涸底部建

立防护林种植园； 

 6. 强调必须在执行联合行动方面加强区域合作，以克服咸海危机的后果，稳定咸海区域

的生态状况，防止进一步荒漠化，减轻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的不利影响，方法是稳定咸海已干涸

底部(受到灰、盐和沙尘移动的影响)的森林改良方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适应气候变化，发

展生态旅游，实施其他措施； 

 7. 宣布咸海区域为生态创新和技术区，并在这方面呼吁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基金、方

案和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按照《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85 的目标

17.7，在咸海区域开发和实施无害环境技术以及节能和节水技术，实现长期、包容和可持续的

经济增长。 

 

 

第 75/279 号决议 

 

2021 年 5 月 18 日第 66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84 和 A/75/L.84/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巴

西、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厄瓜多尔、埃及、危地马拉、匈牙利、日本、基里巴斯、蒙古、俄

罗斯联邦、塞内加尔、斯洛伐克、西班牙、土耳其、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 
 

 

75/279. 2022 国际玻璃年 

 大会， 

 重申其 2015 年 9 月 25日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1号决

议，其中所载大会通过的一套具有普遍性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内容全面、意

义深远、以人为中心，重申致力于通过不懈努力，到 2030 年全面执行这一议程，再次表示认

识到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极端贫困是世界最大的挑战，而且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必

不可少，并重申致力于采用统筹兼顾的方式，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千年发展目标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努力完成其未竟之功， 

_______________ 

85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5/L.84
https://undocs.org/zh/A/75/L.84/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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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重申其关于《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 2015 年 7 月 27

日第 69/313 号决议，该议程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组成部分，支持和补充《2030 年

议程》，有助于将其执行手段的具体目标与具体政策和行动联系起来，并再次作出强有力的政

治承诺，本着全球伙伴关系和团结精神应对挑战，在各级为可持续发展筹措资金和创造有利

环境， 

 还重申《巴黎协定》，86 鼓励所有缔约方充分执行该协定，鼓励尚未交存批准书、接受

书、核准书或加入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87 缔约方酌情尽快交存， 

 重申其关于宣布国际年的 1998 年 12 月 15 日第 53/199号和 2006 年 12 月 20 日第 61/185号

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国际年和周年纪念的 1980年 7月 25日第 1980/67号决议，特

别是该决议附件关于宣布国际年的商定标准的第 1 至 10 段，以及其中规定在为国际年的组织

工作和经费筹措作出基本安排之前不应宣布国际年的第 13 和 14 段， 

 回顾其 2020 年 12 月 21 日第 75/231 号决议，其中确认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以及私营部

门、民间社会、科学界、学术界、慈善机构和基金会、议会、地方当局、志愿人员和其他利益

攸关方的资源、知识和聪明才智对调动和分享知识、专长、技术和财政资源以及补充各国政府

的努力至关重要， 

 又回顾其 2018 年 11 月 26 日第 73/17号决议，其中鼓励会员国继续审议关键的快速技术变

革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影响，以利用机遇并应对挑战，促进国家战略和公共政

策以及科学技术和创新路线图的拟定、能力建设及科学参与，分享最佳做法， 

 认识到玻璃已伴随人类走过许多世纪，改善了数以百万计民众的生活质量，并认识到玻璃

作为历史上最重要、用途最广和最具变革意义的材料之一，是许多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

航空航天和汽车部门、建筑、艺术、信息和通信技术、能源、医疗保健、实验室工作、光学以

及包装和储存等领域， 

 考虑到玻璃、玻璃相关技术和该领域的进一步创新可以在现代应用中提供各种机会，其中

包括但不限于显示面板和超薄传感器玻璃、光纤电缆、实验室设备、镜头和光学显微镜、医疗

设备、制药用途、光伏玻璃、强化塑料和绝缘， 

 认识到，虽然玻璃生产是一种能源密集型活动，在历史上并持续地对环境产生重大影

响，但玻璃可以用作塑料和其他材料的替代品，并有可能对落实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模式发挥

促进作用， 

 考虑到玻璃制造在减少能源消耗、大气排放和其他环境影响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在加强

玻璃产业的可持续性、提高玻璃生产效率、推进自然资源(包括沙子)的可持续利用和转向使用

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各种机会， 

_______________ 

86 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附件。 

8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RES/53/199
https://undocs.org/ch/A/RES/61/185
https://undocs.org/ch/E/RES/1980/67
https://undocs.org/ch/A/RES/75/231
https://undocs.org/ch/A/RES/73/17
https://undocs.org/ch/FCCC/CP/2015/10/Add.1


一.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议 

 

55 

 鼓励会员国根据联合国环境大会 2019 年 3 月 15 日第 4/1 号决议，88 推进实现可持续消

费和生产的创新途径，促进可持续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包括玻璃再利用和回收及其他相关

做法， 

 考虑到 2022 国际玻璃年将着重指出玻璃在各国社会的技术、科学、经济、环境、历史和

艺术领域中的作用，强调不断发展的各种技术带来的种种可能，以及这些技术可在以下方面发

挥的促进作用：迎接可持续发展和包容社会的挑战，实现世界经济复苏和在战胜 2019 冠状病

毒病(COVID-19)之后重建得更好，以及通过教育方案和博物馆展览融会贯通技术、社会历史

和艺术脉络， 

 又考虑到 2022 国际玻璃年庆祝活动将提供一个契机，可藉此传播科技界对可持续发展的

贡献，促进妇女并通过教育促进女童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赋权、参与和贡献， 

 欢迎 2022 国际玻璃年可有助于交流最佳做法和在主要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以

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玻璃工业的可持续性、创造就业机会和改善民生，并欢迎国际玻璃年可有

助于确定优先投资机会、能力建设需求和公平技术转让机制， 

 注意到国际玻璃委员会、玻璃协会共同体和国际玻璃博物馆和收藏委员会对促进 2022 国

际玻璃年的支持，在 78 个国家获得了 1 300 多项行业赞助， 

 1. 决定宣布 2022 年为国际玻璃年； 

 2. 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包括民间社会、私营

部门和学术界在内的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以适当方式并根据国家优先事项纪念国际年，并为

此开展活动，提高对玻璃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并引导对这一问题的政策关注； 

 3. 强调指出，因执行本决议而可能产生的所有活动费用应由自愿捐款、包括来自私营部

门的自愿捐款支付； 

 4. 邀请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为国际年提供自愿捐款及其他形式的支持； 

 5. 请秘书长提请全体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注意本决议。 

 

 

第 75/280 号决议 

 

2021 年 5 月 24 日第 69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88 和 A/75/L.88/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

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不丹、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加拿大、哥伦比亚、科摩罗、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埃及、萨尔瓦

多、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圭亚那、匈牙利、冰岛、印

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基里巴斯、拉脱维亚、利比亚、立陶宛、卢森堡、马拉维、马尔代夫、

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纳哥、蒙古、黑山、纳米比亚、荷兰、尼日尔、挪

威、秘鲁、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卢旺达、圣卢西亚、塞内加尔、新加坡、斯洛伐

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东帝汶、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_______________ 

88 UNEP/EA.4/Res.1。 

https://undocs.org/zh/A/75/L.88
https://undocs.org/zh/A/75/L.88/Add.1
https://undocs.org/ch/UNEP/EA.4/Res.1
https://undocs.org/ch/UNEP/EA.4/R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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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80. 题为“斯德哥尔摩+50：一个健康的地球有利于各方实现兴旺
发达——我们的责任和机遇”的国际会议 

 大会， 

 回顾 1972 年 6 月 5 日至 16 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斯德哥尔

摩宣言》，89 

 又回顾《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90 《21 世纪议程》、91 《进一步执行〈21 世纪议

程〉方案》、92 《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93 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

划》(《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94 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的成果文

件，95 以及联合国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所有主要大型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 

 重申《里约宣言》的各项原则， 

 又重申其 2015年 9月 25日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1号

决议，其中所载大会通过的一套具有普遍性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内容全面、

意义深远、以人为中心，重申致力于通过不懈努力，到 2030 年全面执行这一议程，再次表示

认识到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极端贫困是世界最大的挑战，而且对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不可少，并重申致力于采用统筹兼顾的方式，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

展，在千年发展目标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努力完成其未竟之功， 

 还重申其题为“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 2015 年 7 月 27

日第 69/313 号决议，该议程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组成部分，支持和补充《2030 年

议程》，有助于将其执行手段方面的具体目标与具体政策和行动联系起来，并再次作出强有力

的政治承诺，将本着全球伙伴关系和团结一致的精神，应对在各级为可持续发展筹措资金和创

造有利环境的挑战， 

 表示支持举办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环境署@50”)，纪念活动将在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内罗毕总部启动和结束， 

_______________ 

89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报告》，1972 年 6 月 5 日至 16 日，斯德哥尔摩(A/CONF.48/14/Rev.1)，第一部分，第

一章。 

90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2年 6月 3日至 14日，里约热内卢》，第一卷，《环发会议通过的决议》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3.I.8 和更正)，决议 1，附件一。 

91 同上，附件二。 

92 第 S-19/2号决议，附件。 

93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2002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4 日，南非约翰内斯堡》(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C.03.II.A.1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 1，附件。 

94 同上，决议 2，附件。 

95 第 66/288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CONF.48/14/Rev.1
https://undocs.org/ch/A/RES/S-19/2
https://undocs.org/ch/A/RES/6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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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决定，在世界环境日那一周，于 2022年 6月 2日和 3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题为“斯德

哥尔摩+50：一个健康的地球有利于各方实现兴旺发达——我们的责任和机遇”的国际会议，

纪念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并通过其成果文件五十周年，以期从环境层面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年的背景下加速履行各项承诺，包括以可持续方式战胜 2019 冠

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 

 2. 又决定，此次国际会议应与“环境署@50”相辅相成，避免重叠和重复； 

 3. 还决定，与此次国际会议及其筹备工作有关的所有费用应由预算外资源支付； 

 4. 欢迎瑞典政府慷慨提出，将在肯尼亚支持下主办此次国际会议并承担费用； 

 5. 决定，此次国际会议将产生一份讨论摘要，作为其成果文件； 

 6. 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挥协调中心的作用，在秘书处和其他相关联合国实体的适当支

持下，为此次国际会议的组办提供协助； 

 7. 邀请联合国环境大会在 2022 年第五届会议续会期间，包括通过其闭会期间附属机构

(即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委员会)和正在开展相关政府间进程的其他联合国机构，酌情在

“斯德哥尔摩+50”会议之前建言献策； 

 8. 决定，将在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结束前，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支持下、以最有效率

和成效的方式审议举行此次国际会议的方式。 

 

 

第 75/282 号决议 

 

2021 年 5 月 26 日第 71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87/Rev.1 和 A/75/L.87/Rev.1/Add.1和修正的 A/75/L.90

和 A/75/L.92，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加蓬、俄罗斯联邦 
 

 

75/282. 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 

 大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所载宗旨和原则， 

 注意到信息和通信技术虽然具有促进各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却为犯罪分子创造了新的机

会，可能导致犯罪率和复杂性上升， 

 回顾其 2019 年 12 月 27 日第 74/247 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拟订一项关于打击为犯罪目

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的全面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应商定其进一步活动的纲要和方式，提

交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审议和核准， 

https://undocs.org/zh/A/75/L.87/Rev.1
https://undocs.org/zh/A/75/L.87/Rev.1/Add.1
https://undocs.org/ch/A/75/L.90
https://undocs.org/ch/A/75/L.90
https://undocs.org/ch/A/75/L.92
https://undocs.org/ch/A/RES/7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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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欢迎拟订一项关于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的全面国际公约特设委员

会 2021 年 5 月 10 日组织会议选举主席团成员；96 

 2. 决定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担任特设委员会秘书处； 

 3. 赞赏地注意到 2021 年 5 月 10 日至 12 日在纽约召开的特设委员会组织会议； 

 4. 决定，从 2022 年 1 月开始，特设委员会应至少召开六届会议，每届为期十天，其后

结束工作以便向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提交公约草案； 

 5. 又决定，特设委员会将在纽约举行第一、第三和第六届谈判会议，在维也纳举行第

二、第四和第五届谈判会议，并采用大会议事规则，同时委员会所有未能以协商一致方式核准

的关于实质性事项的决定均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的三分之二多数作出，在此之前，主席

应根据主席团的决定通知委员会，已竭尽全力寻求以协商一致方式达成协议； 

 6. 还决定，特设委员会将在纽约举行最后一届会议，以便通过公约草案； 

 7. 决定酌情邀请感兴趣的全球和区域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包括联合国机构、专门机构和

基金的代表，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特设委员会的实质性

会议； 

 8. 重申根据理事会 1996 年 7 月 25 日第 1996/31 号决议，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

位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可向秘书处登记，以便参加特设委员会的届会； 

 9. 请特设委员会主席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协商，拟订一份可参加特设委员会

的其他相关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名单，包括具有网络犯罪

领域专门知识的代表，同时兼顾透明度和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并适当考虑到性别均等，将这

份拟议名单提交给会员国，供其在无异议基础上审议，97 此外提请特设委员会注意该名单，

由特设委员会就参与问题作最后决定； 

 10. 鼓励特设委员会主席主持闭会期间协商，以征求各利益攸关方对该公约草案制订工作

的意见； 

 11. 重申特设委员会应充分考虑到关于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的现有国

际文书及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现有努力，特别是全面研究网络犯罪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

专家组的工作和成果； 

_______________ 

96  法乌齐亚·布迈扎·迈贝基女士(阿尔及利亚)担任主席；阿尔西·德维努格拉·菲尔道希先生(印度尼西亚)

担任报告员；埃米勒·司多詹诺瓦斯基先生(澳大利亚)、吴海文先生(中国)、克劳迪奥·佩格罗·卡斯蒂略先

生(多米尼加共和国)、穆罕默德·哈姆迪·埃勒穆拉先生(埃及)、马尔科·库纳普先生(爱沙尼亚)、清水知足先

生(日本)、萨卜拉·阿毛里·穆里略·森特诺女士(尼加拉瓜)、泰卢蒙·乔治-马里亚·蒂恩代兹瓦先生(尼日

利亚)、多米妮卡·克罗伊斯女士(波兰)、安东尼奥·德阿尔梅达·里贝罗先生(葡萄牙)、德米特里·布金先生

(俄罗斯联邦)、基蒂·斯韦布女士(苏里南)和詹姆斯·沃尔什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担任副主席。 

97 该名单将包括拟议名单和最后名单。如一个或多个联合国会员国或专门机构成员国提出要求，应将任何反对

意见的大致理由告知特设委员会主席、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提出要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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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请秘书长在联合国方案预算内分配必要资源，以便组织和支持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13. 敦促会员国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预算外自愿捐款，确保提供资助，以

便发展中国家代表，特别是那些在维也纳没有驻地代表的国家代表，参加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包括支付其旅费和住宿费用； 

 14. 决定在其第七十六至七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中列入题为“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

通信技术行为”的项目。 

 

 

第 75/283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7 日第 73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A/75/L.93 未经表决而通过 
 

 

75/283. 评估《联合国打击人口贩运全球行动计划》大会高级别会议的
方式、形式和安排 

 大会， 

 回顾其在 2013 年 12 月 18 日第 68/192号决议基础上通过的 2019 年 12 月 18 日第 74/176号

决议，第 68/192 号决议决定利用现有资源，从第七十二届会议起每四年评估一次《全球行动计

划》的执行进展，以便评估在执行相关法律文书等方面的成就、差距和挑战，并至迟于 2021

年 12 月在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召开一次关于《联合国打击人口贩运全球行动计划》执行

进展情况的高级别会议， 

 又回顾其 2010 年 7 月 30 日第 64/293号决议，其中通过了《全球行动计划》， 

 还回顾其 2000 年 11 月 15 日第 55/25号决议，其中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98 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

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99 

 重申其 2017 年 9 月 27 日第 72/1号决议，其中通过了关于执行《联合国打击人口贩运全球

行动计划》的政治宣言， 

 回顾其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2015年 9月 25日第 70/1号决

议， 

 1. 决定，评估《联合国打击人口贩运全球行动计划》100 大会高级别会议将于 2021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一和 11 月 23 日星期二举行，会议包括：11 月 22 日上午 10 时至 11 时的开幕全体

会议，11 月 22 日上午 11 时至下午 1 时、11 月 23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和下午 3 时至 5 时 30

_______________ 

9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25 卷，第 39574 号。 

99 同上，第 2237 卷，第 39574 号。 

100 第 64/293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5/L.93
https://undocs.org/ch/A/RES/68/192
https://undocs.org/ch/A/RES/74/176
https://undocs.org/ch/A/RES/68/192
https://undocs.org/ch/A/RES/64/293
https://undocs.org/ch/A/RES/55/25
https://undocs.org/ch/A/RES/72/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64/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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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全体会议，下午 5时 30分的闭幕全体会议，以及 11月 22日下午连续举行的两场互动式小

组讨论； 

 2. 又决定： 

 (a) 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主席、秘书长、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人权理

事会贩运人口特别是贩运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一位积极参与打击人口贩运的知名

人士和一位民间社会代表(至少其中一人是幸存者，两人均由大会主席确定)将在开幕全体会议

上发言； 

 (b) 全体会议将听取会员国和大会观察员的发言，发言名单将按照大会议事规则和惯例确

定，单个代表团的发言以三分钟为限，代表国家集团的发言以五分钟为限； 

 (c) 高级别会议最终是采取到场、虚拟还是混合形式，将由大会主席根据对卫生健康状况

的评估并与会员国协商后，在 2021年 10月底之前决定； 

 3. 还决定网播高级别会议的进行过程，并鼓励大会主席和秘书长使高级别会议得到最广

泛的关注； 

 4. 还决定，由大会主席与各区域组协商，为定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下午举行的两场互

动式小组讨论各邀请一个会员国担任主持人，两场讨论的具体组织安排如下： 

 (a) 第一场互动式小组讨论将于下午 3 时至 4 时 30 分举行，讨论的主题是“《全球行动

计划》与持续存在的贩运问题和漏洞，包括为性剥削目的贩运妇女儿童、特别是女童问题”； 

 (b) 第二场互动式小组讨论将于下午 4 时 30 分至 6 时举行，讨论的主题是“《全球行动

计划》与新出现的问题，例如在 2019 冠状病毒病背景下的人口贩运，以及为便利贩运而滥用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行为(包括为性剥削目的通过互联网贩运儿童)”； 

 (c) 互动式小组讨论的主持人将在闭幕全体会议上宣读讨论摘要，然后由大会主席致闭幕

词； 

 (d) 为了推动开展互动式和实质性讨论，会员国、观察员、101 联合国各组织和实体代

表、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代表，以及包括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私营部门和媒体在内的

民间社会代表将参与每场小组讨论； 

 5. 邀请会员国和大会所有观察员尽可能派最高级别代表出席； 

 6. 鼓励会员国考虑在本国出席高级别会议的代表团中包括国家人权机构的成员和执法机

构的代表、议员、积极参与打击人口贩运的民间社会代表、人口贩运幸存者和私营部门代表； 

 7. 邀请联合国系统所有相关实体，特别是打击人口贩运机构间协调小组，包括各方案、

基金、专门机构和区域委员会，以及相关的政府间、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参加高级别会议； 

_______________ 

101  秘书处题为“得到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大会届会和工作的非会员国、实体和组织名单”的说明

(A/INF/75/3/Rev.1)。 

https://undocs.org/en/A/INF/75/3/Rev.1


一.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议 

 

61 

 8. 邀请拥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中有意出席的代表在秘书处登记，

以便参加高级别会议； 

 9. 请大会主席考虑到透明度和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并适当注意性别均等，拟订一份可参

加高级别会议(包括小组讨论)的其他相关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代

表的名单，将拟议名单提交会员国供其在无异议基础上审议，102 并提请大会注意该名单，由

大会就高级别会议参与者名单作出最后决定； 

 10. 还请大会主席通过由主席任命的两位共同协调人，与所有会员国举行公开、透明、包

容各方的政府间谈判，以期就执行《联合国打击人口贩运全球行动计划》提出一项简短精炼的

政治宣言，供高级别会议开幕全体会议通过； 

 11. 又请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主席在筹备高级别会议的过程中，至迟于 2021 年 8 月组织

并主持两次非正式、互动式多利益攸关方听证会，由会员国、大会所有观察员、符合《关于促

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103 的国家人权机构、具有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受邀的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出席，欢

迎它们对这一进程作出贡献，并请大会主席编写一份听证会摘要； 

 12. 鼓励会员国、联合国各实体、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实体以及其他相关利益

攸关方考虑协助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包括这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会议，以确保尽可能

广泛的参与，并请秘书长酌情为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13. 请大会主席与会员国协商，根据各次会议的持续时间最后确定会议的组织安排，确定

将在开幕全体会议上发言的知名人士和民间社会代表以及互动式小组讨论的主持人，同时兼顾

代表的级别及公平地域代表性； 

 14. 鼓励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继续向根据《联合国打击人口贩运全球行动计划》设立

的联合国援助人口贩运受害者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自愿信托基金提供捐助。 

 

 

 

 

第 75/284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8 日第 74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A/75/L.95 经记录表决，以 165 票赞成，4 票反

对，零票弃权通过， *  
 

*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

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贝宁、不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乍得、

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刚果民主共和国、丹麦、

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斯威士兰、埃塞

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

_______________ 

102  该名单将包括拟议名单和最后名单。如一个或多个联合国会员国或专门机构成员国提出要求，应将任何反

对意见的大致理由告知大会主席办公室和提出要求方。 

103 第 48/134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zh/A/75/L.95
https://undocs.org/ch/A/RES/48/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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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

加、日本、哈萨克斯坦、肯尼亚、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

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

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

比克、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亚、北马其顿、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

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

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瑞

典、瑞士、泰国、东帝汶、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玻利

瓦尔共和国、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白俄罗斯、尼加拉瓜、俄罗斯联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弃权:无 

 

 

75/284. 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结束不平等现象，进
入 2030 年之前消除艾滋病的轨道 

 大会， 

 通过本决议所附的题为“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结束不平等现象，进入 2030年

之前消除艾滋病的轨道”的政治宣言。 

附件 

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结束不平等现象，进入 2030年之前消除艾滋病的轨道 

 1. 我们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国家和政府代表，为使世界进入 2030 年之前消除艾

滋病这个公共卫生威胁的轨道，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关于健康与福祉的目标 3，

于 2021 年 6 月 8 日至 10 日齐聚联合国： 

 (a) 对于艾滋病全球疫情开始以来已有 7 500 多万人感染艾滋病毒、3 200 多万人死于与艾

滋病相关疾病的事实感到遗憾； 

 (b) 对于国际社会在拥有足够知识和工具预防每例艾滋病毒新增感染及每例艾滋病相关死

亡的情况下却未能实现 2016 年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104 所规定的 2020 年目

标这一情况深表关切和遗憾； 

 (c) 承诺紧急采取变革性行动，结束社会、经济、种族、性别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取消限

制性与歧视性的法律、政策、做法，杜绝污名化以及多种相互交织的歧视，包括对艾滋病毒感

染者的污名化与歧视，终结侵犯人权行为，因为这些情况导致全球艾滋病大流行长期延续； 

  

_______________ 

104 第 70/266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7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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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坚定承诺发挥更强的领导作用，通过开展国际合作、重振多边主义、使社区进行有意

义的参与，共同努力在国家、区域、全球三级紧急加快集体行动，实现全面的预防、治疗、护

理、支持，增加对研究、开发、科学、创新的投入，为所有人建设更健康的世界，发挥“采取

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年”的作用，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并首先尽力帮助落在最后面的人； 

 (e) 承诺在摆脱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及其对全球艾滋病疫情的影响这一过

程中以更公平、更包容的方式重建得更好，增强韧性以抵御未来的大流行病等全球卫生与发展

方面挑战，并继续利用应对艾滋病毒方面的投资和经验进一步改善公共卫生、加强卫生系统； 

 (f) 承诺今后五年紧急行动起来，以全球团结与分担责任为基础，协调一致地采取全球艾

滋病毒应对措施，充分履行本宣言所载各项承诺，紧急致力于开发艾滋病毒疫苗与治愈方法，

认识到履行这些承诺将在 2025 年前使每年艾滋病毒新增感染人数降至 37 万人以下，使每年艾

滋病相关死亡人数降至 25 万人以下，并将在消除一切形式的艾滋病毒相关污名化与歧视方面

取得进展。 

消除艾滋病的前景已在可及范围内，但仍需紧急采取行动 

 为此，我们： 

重申国际决心 

 2. 重申《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05 (包括关于 2030 年之前消除艾滋病疫情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下具体目标 3.3)、《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106 《北

京宣言》和《行动纲要》、107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108 及其审查会议的成果、阿

拉木图初级卫生保健宣言和阿斯塔纳初级卫生保健宣言、其他有关文书、协定、联合国成果、

行动纲领； 

 3. 重申 2001 年《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109 以及 2006 年、110 2011

年、111 2016 年《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 

_______________ 

105 第 70/1号决议。 

106 第 69/313号决议，附件。 

107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96.IV.13)，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和二。 

108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4 年 9 月 5 日至 13 日，开罗》(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95.XIII.18)，第一章，决议 1，附件。 

109 S-26/2号决议，附件。 

110 第 60/262号决议，附件。 

111 第 65/277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RES/S-26/2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2
https://undocs.org/ch/A/RES/6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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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还重申大会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112 大会防治结核病高

级别会议政治宣言、113 大会第三次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政治宣言、114 全

民健康覆盖问题高级别全体会议政治宣言；115 

 5. 回顾大会(包括人权理事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包括妇女地位委员会)、

世界卫生大会的所有相关决议和决定； 

 6. 注意到秘书长题为“应对不平等现象，重新走上到 2030 年消除艾滋病的轨道”的报

告116 以及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的“2021-2026 年全球艾滋病战略：终结不平等，

终结艾滋病”； 

 7.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117  承诺尊重、促进、保护、实现各项普遍拥有、不可分割、

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人权，包括在应对艾滋病毒方面做到这一点，并敦促将发展权等各项人

权与基本自由纳入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一切政策、方案； 

 8. 重申人人都无区别地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申明充分实现此权利的基

本要素包括使针对艾滋病毒的综合预防、检测、治疗、护理、支持、保健、社会等方面服务可

得、可及、可接受、可负担、高质量，服务范围包括性和生殖保健方面的服务、信息、教育，

且提供服务要做到不污名化、不歧视； 

 9. 重申在《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及其审查会议

成果文件中就性和生殖健康及生殖权利作出的承诺，重申人人都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

心健康，包括性和生殖健康； 

 10. 重申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的会员国主权权利，重申各国必须根据本国法律、国家

发展优先次序、国际人权规则履行在本宣言中作出的承诺和保证； 

 11. 强调文化、家庭、道德、宗教因素在预防全球艾滋病疫情以及治疗、护理、支持方面

的重要作用，包括宗教领袖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12. 认识到：要消除艾滋病，就必须结束一切不平等现象，就必须推动多部门为实现各项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采取行动，而且艾滋病毒应对工作正在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作出重要贡献； 

_______________ 

112 第 71/3号决议。 

113 第 73/3号决议。 

114 第 73/2号决议。 

115 第 74/2号决议。 

116 A/75/836。 

117 第 217 A (III)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1/3
https://undocs.org/ch/A/RES/73/3
https://undocs.org/ch/A/RES/73/2
https://undocs.org/ch/A/RES/74/2
https://undocs.org/ch/A/75/836
https://undocs.org/ch/A/RES/217(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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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又认识到：贫困与健康不良有密切关联，贫困可能增加艾滋病毒感染发展成艾滋病的

风险，因为贫困者难以获得与治疗相关的综合性服务，缺乏适足营养与护理服务，负担不起交

通费等与治疗服务相关的费用； 

 14. 注意到 2021 年是首次报告艾滋病病例 40 周年，是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

署作为领导联合国系统抗击全球艾滋病流行病的独特多利益攸关方及多部门方案开始工作 25

周年，也是 2001 年发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及决定设

立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 20 周年； 

进展与差距 

 15. 深表关切的是，全球艾滋病疫情继续影响世界每个区域，仍构成全球紧急情况，是对

健康、发展、人权、社会的最大挑战； 

 16. 认识到：尽管艾滋病是全球性疫情，在全世界有 3 800 万艾滋病毒携带者，但各国、

各区域疫情具有不同特点和驱动因素，需要根据不同的流行病学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与干预措

施； 

 17. 欢迎并鼓励各区域努力在应对艾滋病毒/艾滋病方面制定宏伟目标，设计并实施相关

战略； 

 18. 深为关切地重申，虽然非洲尤其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取得最大进展的区域，但该洲仍是

受影响最严重的区域，需要在各级紧急采取特别行动遏制此疫情的破坏性影响，特别是遏制其

对妇女、少女、儿童的影响； 

 19.深表关切的是，2019 年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影响了世界每个区域，欣见亚洲及太平洋、

加勒比、西欧和中欧、北美的艾滋病毒感染人数和艾滋病相关死亡人数最近有所减少，关切地

注意到尽管取得了进展，但加勒比地区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外感染率最高的地区，而东欧和

中亚、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的艾滋病毒新增感染者人数正在增加，并注意到仅 41 个国家就

占艾滋病毒新增感染者的 90%； 

 20. 欣见自 2001 年《宣言》发表以来取得的进展，包括全球艾滋病相关死亡人数减少了

54%，艾滋病毒感染人数减少了 37%，其中包含艾滋病毒母婴传播人数减少了 68%，同时关切

地注意到自 2016 年以来总体进展有所减缓这一危险情况； 

 21. 深表关切的是，在减少艾滋病毒感染方面未取得足够进展，2019 年新增感染人数达

170 万，而 2020 年全球目标是感染人数少于 50 万人，自 2016 年以来至少有 33 个国家的艾滋

病毒新感染人数有所增加； 

 22. 关切地注意到，多形式多层面的不平等现象在不同国情下有所不同，但可能包括因艾

滋病毒感染状况、性别、种族、族裔、残疾、年龄、收入水平、教育、职业、地理差异、移民

身份、被监禁状况而产生的不平等现象，而且这些不平等现象往往相互重叠、相互加剧，是

2020 年未能实现全球减少艾滋病毒感染人数目标的原因之一； 

 23. 震惊地注意到，COVID-19 大流行加剧了现存的不平等现象，造成了更多挫折，使艾

滋病应对工作进一步偏离正轨，特别是就获得药品、治疗、诊断而言，在本已严重不平等的世



一.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议 

 

66 

界上拉大了差距，暴露了在使人人享有公共卫生、卫生系统、其他基本公共服务、预防大流行

病方面投资不足的危险； 

 24. 欢迎各国近来努力采取社会推进措施，包括为推进目的颁布法律，制定政策，开展公

共教育运动，对卫生工作者、执法人员进行反污名化培训，以消除仍存在的与艾滋病毒相关的

污名化与歧视，按照《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及其审查

会议的成果文件使妇女及女孩在掌控自身性和生殖健康及生殖权利方面增强权能，并结束艾滋

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毒感染高危人群被边缘化的现象； 

 25. 注意到，每个国家应根据本地流行病学情况，确定对其疫情和应对措施而言处于核心

位置的具体人群，并关切地注意到，全球流行病学证据表明，关键人群更有可能接触或传播艾

滋病毒，其中包括艾滋病毒感染者、与男子发生性行为的男子(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比普通人

群高 26倍)、注射毒品者(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比普通人群高 29倍)、女性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

毒的风险比普通人群高 30 倍)、跨性别者(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比普通人群高 13 倍)以及处于监

狱和其他封闭环境中的人(艾滋病毒患病率比普通人群高 6 倍)，还关切地注意到，上述人群及

其性伴侣在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中所占比例在全球为 62%，在亚洲和太平洋为 98%，在加勒比

为 60%，在东欧和中亚为 99%，在东部和南部非洲为 28%，在拉丁美洲为 77%，在中东和北非

为 97%，在西部和中部非洲为 69%，在西欧、中欧和北美为 96%； 

 26. 注意到，根据具体国家的流行病学和社会背景，其他人群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可能较

高，其中包括妇女和少女及其男性伴侣、年轻人、儿童、残疾人、少数族裔和少数种族群体、

土著人民、地方社区、生活在贫困中的人、移民、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男女军警人员以及

处于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的人； 

 27. 表示关切的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每 6 名 15 至 19 岁新感染艾滋病毒的青少年中就

有 5名为少女，少女和年轻妇女(15至 24岁)尽管占人口的 10%，却占艾滋病毒感染者的 24%，

艾滋病是 15 至 49 岁少女和妇女死亡的主要原因； 

 28. 深为关切针对艾滋病毒感染者、易感染者和受影响者的污名化、歧视、暴力以及限制

性和歧视性法律和做法，包括针对不披露、致人暴露于和传播艾滋病毒行为制定的法律和做法，

以及限制艾滋病毒感染者、易感染者和受影响者的行动和获得服务的机会的法律，其中包括处

于不同境况和条件中的关键人群、年轻人、妇女和女童，并在这方面斥责世界各区域针对他们

的暴力和歧视行为； 

 29. 认识到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包括亲密伴侣的暴力)、妇女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增

强妇女经济权能方面存在的结构性障碍以及未根据《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北京宣

言》和《行动纲要》及其审查会议成果文件对妇女和女童性和生殖健康及生殖权利提供充分保

护，这损害了她们保护自己免受艾滋病毒感染的能力，并加剧了艾滋病的影响； 

 30.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艾滋病毒感染者、易感染者和受影响者以及妇女和年轻人的总体

需要和人权仍未得到充分落实，因为卫生服务、包括性和生殖保健服务与防治艾滋病毒服务的

整合不够充分，包括为遭受性暴力或性别暴力者提供的服务，如暴露后预防、法律服务和社会

保护； 

 31. 关切地注意到，在艾滋病毒检测和治疗服务链中，男子的结果通常比妇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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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关切地注意到艾滋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对年轻人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年轻人对艾

滋病毒和艾滋病的认识和了解、获得与艾滋病毒有关的基本服务的机会和利用服务的程度仍然

低得令人无法接受，避孕套使用率在下降，年轻人占全球人口的 16%，却占新的艾滋病毒感染

者的 28%，同时强调指出，需要创造一种环境，不允许传播关于艾滋病毒的科学上不准确的信

息，包括艾滋病毒否定主义； 

 33. 震惊地注意到，2019 年有 150 000 例艾滋病毒母婴感染，而 2020 年的目标是 20 000

人，850 000 名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没有接受治疗，部分原因是早期诊断覆盖范围不包括婴儿，

在母乳喂养期间感染艾滋病毒的大一些的儿童缺乏检测选择，因此，全球 47%的感染艾滋病毒

的儿童(其中三分之二为 5 岁或 5 岁以上儿童)无法获得挽救生命的治疗，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

此，原因是他们与成年人面临同样的社会和结构性障碍，也面临年龄特有的障碍，包括某些国

家和区域诊断率低，在母婴传播预防环境之外发现的儿童病例不足，儿童与治疗的联系薄弱，

有效的儿童友好型抗逆转录病毒配方数量有限、供应不足，存在污名化和歧视现象，以及儿童

和照顾者缺乏适当的社会保护； 

 34. 注意到由于获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机会增加，越来越多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寿命更

长，但关切地注意到，感染艾滋病毒的老年人可能面临特殊挑战，如卫生保健环境中的污名

化和歧视、获得治疗的机会和维持治疗以及患上精神健康疾病等非传染性疾病和其他合并症

的风险加大； 

 35. 特别指出，科学和技术，包括生物医学和临床科学、社会学和行为科学、政治学和经

济学以及循证办法，在确定艾滋病毒应对工作的方向和加快应对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36. 特别指出，艾滋病毒综合预防是有效开展艾滋病毒应对工作的基石，根据国家和区域

的疫情特点，包括以下循证干预措施：男用和女用避孕套和润滑剂、治疗即预防、暴露前预防、

暴露后预防、自愿医疗性男性包皮环切手术、根据国家立法减少危害、118 全面信息和教育，

包括学校内外的信息和教育、筛查和治疗性传播感染、优质中等教育、经济赋权、性和生殖健

康、减少冒险行为和鼓励更安全的性行为，包括正确、始终如一地使用避孕套、防止性暴力和

性别暴力、减贫和粮食安全以及血液安全，并在这方面震惊地注意到综合预防方案的规模有限； 

 37. 关切地注意到，大多数国家和区域未在依据国家法律扩大减少危害方案以及扩大抗逆

转录病毒疗法和其他防止艾滋病毒、病毒性肝炎和其他与吸毒相关、特别是与注射毒品者相关

的血源传播性疾病传播的相关干预措施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提请紧急注意此类方案和改善接

受艾滋病毒药物治疗服务情况的药物滥用治疗方案的覆盖面不足、通过实行有碍获得与艾滋病

毒相关服务机会的限制性法律对吸毒者特别是注射毒品者的边缘化和歧视问题，在这方面确保

在预防、治疗和外联服务、监狱和其他封闭场所等环境中有机会获得并利用整套此类干预措施，

在这方面促进酌情采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

_______________ 

118 在静脉注射吸毒者中预防、治疗和护理艾滋病毒的综合方案应包括以下九项干预措施：㈠ 针头和注射器方

案；㈡ 类阿片替代疗法和其他戒毒治疗；㈢ 艾滋病毒检测和咨询；㈣ 抗逆转录病毒疗法；㈤ 预防和治疗性

传播感染；㈥ 静脉注射吸毒者及其性伴侣的避孕套方案；㈦ 向静脉注射吸毒者及其性伴侣提供有针对性的信

息、教育和宣传；㈧ 病毒性肝炎的疫苗接种、诊断和治疗；㈨ 结核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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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联合规划署发布的技术指南，并关切地注意到基于性别和年龄的污名化和歧视往往增加了妇

女和年轻吸毒者特别是注射毒品者在获得和利用这些服务方面遇到的障碍； 

 38. 赞扬在创新型艾滋病毒干预措施的研发方面取得进展并且这些干预措施已证明有效，

包括在治疗即预防、暴露前预防、用于预防和治疗的长效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抗逆转录病毒杀

微生物剂和阴道环等其他由女性主导的降低艾滋病毒感染风险的选择方面取得进展，以及正在

进行的确定和解决与艾滋病毒及相关疾病、合并症和合并感染、特别是结核病有关的抗微生物

药物耐药性威胁的倡议； 

 39. 欢迎最近取得有关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疗法具有预防益处的科学证据，该证据表明，当

艾滋病毒抗体阳性的伴侣正在接受有效和持续的治疗时，没有证据表明艾滋病毒在成年夫妇中

通过性行为传播，病毒载量检测不到，这一点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定期例行检测得到证实，

并反映在其经更新的 2021 年指南中，指南题为“测不到=不传染”，同时认识到仍然需要开展

进一步研究； 

 40. 赞扬世界若干区域通过开展研究取得的进展，这一进展使得暴露前预防措施大规模和

迅速扩大，也推动暴露后预防措施与治疗即预防办法一起被采用，从而导致新的艾滋病毒感染

者人数迅速减少； 

 41. 欢迎超过 2 60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这一数字自 2010年以来增

加了两倍多，但注意到，尽管取得了这一进展，仍有 1 200 万艾滋病毒感染者无法获得治疗，

特别是在非洲，这 1 200 万人无法获得治疗的原因是不平等、多重交叉形式的歧视和结构性障

碍； 

 42. 重申所有人都能平等、不受歧视地获得负担得起的安全有效的药品和商品是充分实现

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权利的根本，但严重关切地注意到，许多人无法获得药品，

提供终生安全、有效和负担得起的艾滋病毒治疗的可持续性继续受到贫困等因素的威胁，强调

获得药品将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 

 43. 注意到结核病仍然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死亡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毒感染者中只有不到一

半的结核病病例得到适当诊断和治疗，并指出有必要为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结核病(包括耐多药

结核病)预防、诊断和治疗新工具研发提供更多资金，在 COVID-19 背景下也是如此； 

 44. 注意到，据报告在艾滋病毒感染风险较高的人群中、特别是在注射毒品者中发生病毒

性肝炎与艾滋病毒合并感染，包括病毒性肝炎合并感染导致死亡的情况； 

 45. 注意到艾滋病毒感染者患多种癌症(包括由人乳头状瘤病毒引起的癌症)的风险要高得

多，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患宫颈癌的可能性比艾滋病毒抗体阴性同龄人大约高 6 倍，感染艾滋

病毒男女的肛门癌发病率比艾滋病毒抗体阴性的同龄人高得多； 

 46. 认识到艾滋病毒应对工作改变了全球卫生对策，在很多国家加强了卫生系统，并促进

了社会经济发展； 

 47. 认识到社区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在向受影响者提供安全、负担得起和有效的服务

方面表现出的韧性和创新能力，这些服务包括 COVID-19 检测和疫苗接种、艾滋病毒预防、检

测和治疗以及其他卫生和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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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欢迎在领导力、专门知识、研发、社区应对措施、庞大的社区卫生工作者队伍、加强

卫生信息和实验室系统以及加强采购和供应链管理系统方面作出的艾滋病毒相关投资如今在

COVID-19 大流行病应对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在开发 COVID-19 疫苗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9. 注意到，国际社会对 COVID-19 应对工作的投资虽然前所未有，但依然不足，许多

国家的 COVID-19 应对工作证明，它们在加大对大流行病应对工作的投资方面具有潜力和紧

迫性，这突出表明，今后必须加大对公共卫生系统的投资，包括对艾滋病毒和其他疾病应对

工作的投资； 

 50. 欢迎国内艾滋病毒投资稳步增加，并注意到公共政策、财政和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可

促进更多调动国内资源，包括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和创新筹资机制调动国内资源，也可通过现代

化的累进税制、经改善的税务政策和更高效的税收加强收入管理； 

 51. 对用于应对艾滋病毒的国际资源停滞不前和减少表示关切，重申必须用国际公共资金

来补充国内资源，重申实现所有官方发展援助目标仍然至关重要，并回顾许多发达国家各自对

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包括将国民总收入的 0.7%用作官方发展援助，将国民总收入的 0.15%至

0.2%分配给最不发达国家； 

 52. 认识到在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防治筹资方面仍然存在很多缺口，必须进一步鼓励按共同

商定的条件转让技术，改善发展中国家获得药品的机会，并扩大能力建设和研发，包括扩大本

地药品生产； 

 53. 强调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以支持会员国努力实现卫生目标、包括在 2030 年之前消除艾

滋病疫情的具体目标，落实人人获得卫生服务并化解卫生方面的挑战； 

 54. 认识到每个国家都面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挑战。我们强调，最脆弱的国家，特别

是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具体挑战，中等收入

国家也面临具体挑战； 

 55. 震惊地注意到，如果我们不分担增加和公平分配资源以及大规模扩大覆盖面的责任，

我们将无法在 2030 年之前消除艾滋病疫情； 

承诺 

结束不平等现象，让利益攸关者参与到消除艾滋病的工作中来 

 56. 承诺到 2025年，将每年新增艾滋病毒感染人数减少到 370 000以下，将每年与艾滋病

相关的死亡人数减少到 250 000 以下，并消除与艾滋病毒相关的一切形式的污名化与歧视； 

 57. 保证结束艾滋病毒感染者、易感染者和受影响者及社区面临的所有不平等现象，并结

束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这些不平等现象是消除艾滋病毒的障碍； 

 58. 承诺通过强化与广大利益攸关方的互动协作，加强全球、区域、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

的艾滋病毒应对措施，这些利益攸关方包括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和倡议、艾滋病毒感染者、易感

染者和受影响者、重点人群、土著人民、地方社区、身处各种境况和条件的妇女和男子、包括

青春期少女少男在内的女童和男童、青年和老年人、难民、移民、境内流离失所者、政治领袖

和社区领袖、议员、法官和法院、社区、家庭。信仰组织、宗教领袖、科学家、卫生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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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者、慈善界、包括移民工人在内的劳动力、私营部门、媒体和民间社会、社区领导的组织、

妇女组织、女权主义团体、残疾人及其代表组织、青年领导的组织、可能的国家人权机构及人

权维护者、相关联合国实体和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等其他主要国际合作伙伴； 

 59. 承诺在艾滋病毒感染者、易感染者和受影响者及其他有关民间社会、学术界和私营部

门利益攸关方的积极参与下，建立有效、透明和包容各方的实证业务相互问责机制，支持履行

本《宣言》所载各项承诺并监测履行进展情况； 

有效实施艾滋病毒综合预防 

 60. 承诺将预防艾滋病毒作为优先事项，并确保到 2025 年，在所有流行病学相关群体、

年龄组和地理环境中，95%有感染艾滋病毒风险的人群能获得并利用适当的、优先的、以人为

本的、有效的综合预防方案，具体做法是： 

 (a) 根据国家立法，增强国家领导力，增加资源分配，强化其他实证有利措施，以促进行

之有效的艾滋病毒综合预防，包括推广和分发避孕套、暴露前预防用药、接触后预防、自愿男

性医疗包皮环切、减少伤害，提供性和生殖保健服务，包括性传播感染的筛查和治疗，营造有

利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在学校内外充分提供全面的信息和教育； 

 (b)有针对性地制定艾滋病毒综合预防方案，以满足重点人群的不同需求，包括性工作者、

男男性行为者、注射毒品者、变性人、监狱和其他封闭环境中的人以及所有艾滋病毒感染者的

需求； 

 (c) 确保到 2025 年，艾滋病毒风险高的人能获得暴露前预防用药，最近接触艾滋病毒的

人能获得接触后预防； 

 (d) 利用国家流行病学数据，确定有较高的暴露于艾滋病毒风险的其他优先群体，并与其

合作，设计和提供全面的艾滋病毒预防服务；这些群体可能包括妇女和青春期少女及其男性伴

侣、年轻人、儿童、残疾人、少数民族和少数种族、土著人民、当地社区、贫困人口、移民、

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男女军警人员以及处于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和冲突及冲突后局势的人； 

 (e) 提供预防艾滋病毒、合并症和合并感染、性传播感染及身处各种境况和条件的青春期

少女和妇女意外怀孕的综合服务，包括紧急扩大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所有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妇女

的此类服务，同时根据《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及其审

查会议的成果文件，努力确保女童获得优质中等教育的权利，消除童婚、早婚、逼婚及割礼等

一切伤害行为，保护、促进和实现妇女和女童的所有人权，包括其性和生殖健康及生殖权利，

确保所有妇女能够行使权利，在不受胁迫、歧视和暴力危害的情况下，自由和负责任地控制和

决定与其性行为有关的事项、包括其性和生殖健康，以提高其保护自身免受艾滋病毒感染的能

力，加强其经济独立性，并采取干预措施，挑战性别成见，纠正不良的社会规范； 

 (f) 加强教育部门作为了解和认识、预防、检测和治疗艾滋病毒以及消除污名化与歧视的

切入点的作用，同时发挥其在解决造成长期不平等和增加艾滋病毒风险的社会、经济和结构性

因素方面的作用； 

 (g) 承诺加紧努力，与青年、父母、法定监护人、提供照料者、教育工作者和保健服务提

供者开展全面伙伴合作，扩大顾及文化背景和科学上准确的全面适龄教育，根据校内校外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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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少女少男和青年男女不断变化的能力，向其提供关于性和生殖健康、艾滋病毒预防、性别平

等和增强妇女权能、人权、身心发展和青春期发育以及男女关系中权力的信息，使其能建立自

尊，培养作出知情决定、沟通交流和减少风险的技能，并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从而使其能够

保护自己免遭艾滋病毒感染； 

 (h) 考虑消除结构性障碍，以及须征得配偶同意才能获得性和生殖保健服务及艾滋病毒预

防、检测和治疗服务的要求； 

 (i) 开展大众宣传运动和有针对性的艾滋病毒教育，以提高公众对艾滋病毒的认识； 

艾滋病毒检测、治疗和病毒抑制 

 61. 承诺在包括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和青少年在内的所有人口、群体和地理环境中实现检

测、治疗和病毒抑制 95-95-95 目标，确保到 2025 年，至少有 3 400 万艾滋病毒感染者能获得药

物、治疗和诊断，办法是： 

 (a) 订立差异化艾滋病毒检测策略，其中利用多种有成效的艾滋病毒检测技术和检测方

法，包括在医疗点对婴儿早诊断、艾滋病毒自我检测、诊断后迅速启动治疗； 

 (b) 利用差异化服务提供模式进行检测和治疗，包括数字化、社区主导和基于社区的服

务，通过就地为最需要帮助者提供治疗和相关支持服务，克服各种挑战，如 COVID-19 大流行

带来的挑战； 

 (c) 实现公平可靠地获得安全、可负担得起、有效的高质量药品、诊断、保健商品和技

术，办法是加快开发，加快让其进入市场，降低成本，加强当地开发、制造和分销能力，包括

为此调整贸易规则和全球贸易，使其促进公共卫生目标，同时鼓励发展区域市场； 

 (d)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按适当的时间间隔定期对所有接受艾滋病毒治疗者进行

艾滋病毒血浆病毒载量检测和监测，包括为此采用医疗点病毒载量检测，在其就诊结束时提

供结果； 

 (e) 确保通过提供现有的、可接受的、可获得的、公平的、负担得起的和高质量的保健和

相关服务，满足感染艾滋病毒的老年人的需求，这些服务不被污名化、不带歧视，支持独立性

和社会交往、健康和福祉，包括精神健康和福祉，支持维持与艾滋病毒有关的治疗和护理，支

持预防和治疗合并症和合并感染； 

 (f) 扩大利用结核病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和疫苗接种最新技术的机会，确保到 2025

年 9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接受结核病预防治疗，到 2025 年将艾滋病毒感染者中与结核病有关

的死亡人数减少 80%(与 2010 年的基线相比)； 

艾滋病毒的母婴传播与小儿艾滋病 

 62.承诺通过以下办法，在 2025 年之前消除艾滋病毒感染的母婴传播，根除小儿艾滋病： 

 (a) 查明并填补预防育龄妇女、特别是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感染艾滋病毒的连续服务中的

空白，从而为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做出贡献，对感染艾滋病毒的孕妇和哺乳期妇女进行诊断和

治疗，防止艾滋病毒母婴传播给儿童，并采取措施，争取由世界卫生组织认证已消除艾滋病

毒母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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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确保到 2025 年，95%的孕妇有机会接受艾滋病毒、梅毒、乙型肝炎和其他性传播感

染产前检测，95%的艾滋病毒高载量环境中的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有机会在孕晚期和产后接受复

检，所有感染艾滋病毒的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都在接受终身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其中 95%的人在

分娩前和哺乳期实现并维持病毒抑制； 

 (c) 确保到 2025 年，在艾滋病毒高载量环境中的所有艾滋病毒抗体阴性孕妇和哺乳期妇

女，或在所有环境中拥有艾滋病毒高风险男性伴侣的妇女，都有机会得到包括暴露前预防用

药在内的综合预防，而且她们的男性伴侣中 9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持续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

法治疗； 

 (d) 按照 95-95-95目标，对 95%暴露于艾滋病毒的儿童在 2个月大时和停止母乳喂养后进

行检测，确保向所有被诊断出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提供最适合其需求的治疗方案和配方，并确

保到 2023 年所有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中 75%的病毒载量得到抑制，到 2025 年这一比例达到

86%； 

 (e) 识别和治疗未确诊的年龄较大的儿童，包括青少年，并向所有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和

青少年提供连续的、适合其发展的护理和社会保护，这些护理和社会保护已被证明可以改善他

们在成长过程中和进入成年后的健康和社会心理状况； 

 (f) 鼓励对卫生工作者进行适足的儿科艾滋病毒预防、检测、治疗、护理和支持培训； 

性别平等与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 

 63. 承诺通过以下办法，将性别平等和身处各种境况和条件的所有妇女和女童的人权放在

减轻艾滋病毒风险和影响工作的首位： 

 (a) 确保制定、资助和实施国家性别平等战略，挑战和应对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童

婚、早婚、逼婚及割礼等一切伤害行为、不良的社会规范和性别成见的影响，并增强妇女和女

童的发言权、自主权、能动性和领导力； 

 (b) 实现所有女童和青年妇女的受教育权，通过向妇女提供工作技能、就业机会、金融知

识和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增强妇女的经济权能，扩大针对女童和年轻妇女采取的社会保护干

预措施，并让男子和男童作为变革的推动者参与到加紧转变不良的社会规范和性别成见的努力

中来； 

 (c) 欢迎并支持各种旨在加快行动和投资以预防艾滋病毒、增强青春期少女和青年妇女的

权能、实现性别平等的区域和次区域举措，包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加快行动和投资的举措； 

 (d)消除一切形式的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包括亲密伴侣暴力，为此通过和执行法律，

改变有害的性别成见和不良的社会规范、观念和做法，并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解决艾滋病毒

感染者、易感染者和受影响者妇女面临的多重和交叉形式的歧视和暴力； 

 (e) 到 2025 年，将经历基于性别的不平等以及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妇女、女童及

艾滋病毒感染者、易感染着和受影响者的人数减少到不超过 10%； 

 (f) 确保到 2025 年，95%的育龄妇女和女童的艾滋病毒及性和生殖保健服务需求得到满

足，包括在产前和孕产妇护理、信息和咨询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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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到 2025 年，将青春期少女和青年妇女中新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减少到 50 000 人以下； 

社区领导作用 

 64. 承诺加强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和受影响者的参与原则，增强艾滋病毒感染者、易

感染者和受影响者社区，包括妇女、青少年和青年的权能，使他们能够在艾滋病毒应对工作中

发挥关键的领导作用，办法是： 

 (a) 确保相关的全球、区域、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网络和其他受影响社区被纳入艾滋病毒

应对决策、规划、实施和监测工作，并获得足够的技术和财政支持； 

 (b) 创造和维持一个安全、开放和有利的环境，使民间社会能够充分促进执行本宣言和抗

击艾滋病毒/艾滋病； 

 (c) 通过和执行法律及政策，从而能够通过社会契约和其他公共筹资机制等形式，为以人

为本的综合社区应对工作、包括同伴主导的艾滋病毒防治服务提供可持续的资金； 

 (d) 支持包括科学界在内的各社区进行监测和研究，并确保社区生成的数据被用于制定有

针对性的艾滋病毒应对措施，以保护艾滋病毒感染者、易感染者和受影响者的权利和满足他们

的需要； 

 (e) 提高社区提供艾滋病毒防治服务的比例，包括确保到 2025 年，在国家方案范围内酌

情由社区主导的组织提供： 

 • 30%的检测和治疗服务，重点是艾滋病毒检测、与治疗挂钩、为依从和保持治疗提供

支助以及普及治疗知识； 

 • 80%为艾滋病毒感染高危群体、包括这些群体中的妇女提供的艾滋病毒预防服务； 

 • 60%支持实现社会推进手段的方案； 

 (f) 鼓励加强同伴主导的应对工作，加大努力促进征聘和留用称职、熟练、有积极性的社

区卫生工作人员，并扩大基于社区的卫生教育和培训，以便为难以接触到的人群提供优质服务； 

实现人权和消除污名化与歧视 

 65. 承诺消除与艾滋病毒有关的污名化与歧视，尊重、保护和实现艾滋病毒感染者、易感

染者和受影响者的人权，为此进行具体资源投资并为卫生保健服务提供者制定准则和培训，办

法是： 

 (a) 创造有利的法律环境，根据需要审查和改革限制性法律和政策框架，包括造成障碍或

强化污名化与歧视的歧视性法律和做法，例如法定同意年龄法，有关不披露、造成接触和传播

艾滋病毒的法律，实施旅行限制和强制性检测的法律，以及不公平地针对艾滋病毒感染者、易

感染者和受影响者的法律，以确保到 2025 年，因具有限制性法律和政策框架而拒绝或限制获

得服务的国家低于 10%； 

 (b) 通过和执行法律、政策和做法，防止针对艾滋病毒感染者、易感染者和受影响者的暴

力和其他侵犯权利行为，保护他们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受教育权和适当生

活水准权，包括适当的食物、住房、就业和社会保障权，并防止采用歧视他们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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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到 2025 年，将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社会推进手段(包括保护人权、减少污名化与

歧视以及酌情进行法律改革)的投资扩大到 31 亿美元； 

 (d) 消除侵犯艾滋病毒感染者、易感染者和受影响者人权的行为不受惩罚的现象，让他们

有意义地参与，确保他们获得诉诸司法的机会，为此建立法律知识普及方案、增加他们获得法

律支持和代表的机会，并扩大对法官、治安人员、卫生保健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其他责任人

的宣传培训； 

 (e) 努力实现对艾滋病毒感染者、易感染者和受影响者零污名化与零歧视的愿景，利用

“测不到＝不传染”等倡议的潜力，确保到 2025 年，遭受污名化与歧视的人低于 10%； 

 (f) 确保最高级别的政治领导，以消除一切形式艾滋病毒相关污名化与歧视，包括通过全

政府、全社会和多部门应对行动促进加强政策一致性和协调行动； 

 (g) 确保所有服务的设计和提供不存在污名化与歧视，充分尊重隐私权、保密权和知情同

意权； 

投资和资源 

 66. 承诺加强和充分资助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应对工作，为此调动包括创新筹资在内的所有

来源的资金，并加强全球团结，到 2025 年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年度艾滋病毒防治投资

增至 290 亿美元，办法是： 

 (a) 利用广泛的战略和办法调动更多可持续的国内资源用于艾滋病毒应对工作，包括利用

公私伙伴关系、债务融资、债务减免、债务重组和健全的债务管理、累进课税、打击腐败和遏

止非法资金流动、查明、冻结和追回被盗资产并返还来源国，以及确保逐步将艾滋病毒应对筹

资纳入卫生、社会保障、应急和大流行病防治的国内筹资； 

 (b) 通过加强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同时考虑到南南合作补充而非替代南北合

作)，以及通过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美国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等双边和

多边捐助方作出新承诺，补充国内资源，为剩余的资源需求提供资金，特别是为财政能力有限

的国家和经济受到 COVID-19 大流行严重影响的国家提供艾滋病毒应对资金，并适当关注为被

甩在后面的群体的服务、同伴主导的艾滋病毒应对服务和社会推进手段提供资金； 

 (c) 鼓励和支持各国和各区域交流信息、研究、证据、最佳做法和经验，以履行本宣言所

载承诺； 

 (d) 通过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的充资会议为满足其需求充分调动资源，继

续优先关注全球基金对消除艾滋病的贡献； 

 (e) 认识到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国际药品采购机制

和药品专利池等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和倡议在卫生领域取得了成果，鼓励其更好地协调工

作，为加强卫生系统进一步作出贡献； 

 (f) 履行各自所有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包括许多发达国家承诺实现的将国民总收入的 0.7%

作为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以及将国民总收入的 0.15%至 0.20%作为对最不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

助的目标，并提高用于应对艾滋病毒的官方发展援助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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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加强发展合作，包括增加发展中国家获得优惠融资的机会，解决许多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债务可持续性挑战； 

全民健康覆盖和一体化 

 67. 承诺加快将艾滋病毒防治服务纳入全民健康覆盖以及强大、坚韧的卫生和社会保障系

统，以更公平、更包容的方式从 COVID-19 和人道主义局势中更好地重建，并加强公共卫生和

改进未来对大流行病的应对和准备工作，办法是： 

 (a) 利用在卫生、教育、法律和司法、经济、金融、贸易、信息技术和社会保障等不同部

门以及发展、人道主义和建设和平行动中开展艾滋病毒应对工作的经验、专门知识、基础设施

和多部门协调做法，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b) 投资建设健全、坚韧、公平、公共资助的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系统，到 2025 年，为

9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易感染者和受影响者提供以人为本和针对具体情况的综合服务，涵盖

以下范围：艾滋病毒和其他传染病、非传染性疾病、性和生殖保健及性别暴力问题、精神卫生、

缓和医疗、酒精依赖和毒品使用治疗、法律服务及这些人的整体健康和福祉所需的其他服务； 

 (c) 降低艾滋病毒与结核病、丙型肝炎和性传播感染(包括人乳头状瘤病毒和乙型肝炎)的

合并感染高发率，因为它们会助长艾滋病毒传播，并增加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d) 确保以科学和证据为基础的差异化艾滋病毒防治服务构成全民健康覆盖一揽子计划的

一部分，包括为艾滋病毒感染者、易感染者和受影响者提供的服务； 

 (e) 确保在应对大流行病的基础设施和安排中系统地融入艾滋病毒应对措施，利用国家艾

滋病毒战略计划为大流行病防备规划的关键要素提供指导，确保 95%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易感

染者和受影响者能够抵御 COVID-19 等大流行病的影响； 

 (f) 推进社区卫生系统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在向受影响社区提供基本的艾滋病毒防治

和卫生保健服务方面表现出的复原力和创新精神； 

 (g) 确保到 2025 年，45%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易感染者和受影响者按照国家立法可以获

得社会保障福利； 

 (h) 扩大初级卫生保健的提供，这是努力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基石，为此提供以人为本、

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并加强初级保健与其他各级保健服务之间的转诊制度； 

 (i) 投资于以社区为基础的应急基础设施，并在突发卫生事件和大流行病期间加强社区自

主权、外联、信息和同伴支持； 

 (j) 在充分尊重人权的情况下促进充分利用有效的卫生应急措施，确保 95%的艾滋病毒感

染者、易感染者和受影响者能够抵御突发卫生事件的影响，人道主义环境中 90%的人有机会获

得艾滋病毒综合防治服务，人道主义环境中 95%的艾滋病毒易感染者可采用适当、优先、以人

为本、有效的综合预防备选方案； 

 68. 承诺确保用于预防、诊断和治疗艾滋病毒感染、其合并感染及合并症的安全有效和质

量有保证的药品(包括仿制药)、疫苗、诊断手段和其他卫生技术在全球的可及性、可得性和可

负担性，为此在可行的情况下紧急消除所有障碍，包括与妨碍获得卫生技术和实现相关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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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政策和做法有关的障碍，并促进利用所有可用工具降低卫生技术的价格和慢性病终身护

理的相关费用，推动在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公正公平地分配卫生产品，从而推进努力，为充分

实现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提供保障，为此采取下列措施： 

 (a) 充分利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专门为促进药品的获得机会和药品贸易而规

定的现有灵活安排；在确认知识产权制度对于促进更有效防治艾滋病的重要性的同时，确保贸

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规定无损现有的这些灵活安排，这一点已在《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

权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中得到确认；呼吁及早接受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在 2005

年 12 月 6 日决定中通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 31 条修正案； 

 (b) 鼓励利用各种机制促进可负担的卫生产品(包括仿制制剂)进入市场，并激励开发创新

产品，包括抗艾滋病毒药品和护理点诊断，特别是针对儿童的药品和诊断，为此让药品专利池

等实体发挥作用； 

 (c) 通过生产可负担、质量有保证的创新产品仿制制剂，促进制药市场竞争； 

 (d) 加强关于采购和供应链管理的市场动态办法，包括实行集中采购； 

 (e)卫生部门中对创新的奖励独立于市场专营权，在市场激励无法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时，

通过探索新的替代模式来资助和协调卫生部门的研发活动，增加获得创新卫生技术的机会，包

括为此提供补助金和资金奖励及采用其他方法，使研发成本与卫生产品的最终价格脱钩，提升

市场透明度，并分享知识产权、专门知识、技术和数据； 

 (f) 通过南北、南南和三方技术转让合作平台等途径，提高中低收入国家在加强卫生监管

和在当地开发质量有保证的卫生技术方面的能力，同时考虑到南南合作补充而非替代南北合作，

并在这方面加强国际团结； 

 (g) 支持非洲努力加强自力更生，以便应对大流行病以及在当地研究、开发、生产和分配

药品、诊断手段和其他卫生技术，包括为此设立非洲药品管理局并使其有效运作； 

 (h) 根据各国和各区域的法律框架和具体情况，提高整个价值链中用于预防、诊断和治疗

艾滋病毒感染、其合并感染及合并症的各种药品、疫苗、医疗器械、诊断方法、辅助产品、细

胞疗法和基因疗法及其他卫生技术的价格透明度，包括改进法规以及与业界、私营部门、民间

社会等相关利益攸关方开展建设性互动协作并加强伙伴关系，以解决全球对某些卫生产品价格

过高问题的关切； 

数据、科学与创新 

 69. 承诺通过下列方式加强和增进对数据、创新、研发和科学技术的利用，加快消除艾滋

病： 

 (a) 加快努力收集、使用和分享按收入、性别、传播方式、年龄、种族、族裔、移民情

况、残疾情况、婚姻状况、地理位置以及与各国国情有关的其他特征分类的细粒度数据，在此

过程中充分尊重艾滋病毒感染者、易感染者和受影响者及其他受益者的保密性和人权，并加快

努力增强国家收集、使用、分析这类数据的能力，包括通过向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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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财政和能力建设支助，进一步加强国家统计主管

部门和机构的能力； 

 (b) 建立关于流行病学、行为、方案、资源跟踪、社区与参与式监测和评价的系统，用于

生成、收集、使用各类估计与细粒度分类数据，以便帮助、支持、赋权于所有民众，亟需重点

关注艾滋病毒感染者和其他仍落在后面的人； 

 (c) 利用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在创新和研发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与私营部门开展战略性互

动协作； 

 (d) 加强数字卫生技术和创新的潜力，以期推动艾滋病毒应对工作，增进享有能达到的最

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并促进以符合人权义务的方式获得有保障的服务； 

 (e) 扩大对科学技术包括研发的投资，加快在艾滋病毒疫苗和艾滋病毒功能性治愈方面取

得进展，以期推动创新，造福最需要帮助的人，包括艾滋病毒感染者、易感染者和受影响者、

青年、青少年、妇女和女童； 

 (f) 增进国际科学合作以加强全球艾滋病毒/艾滋病应对工作，包括按照相互商定的条件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 

 (g) 承诺建立有效体系，以监测、预防和应对人群中出现抗药性艾滋病毒变体的情况以及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 

 70. 承诺支持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利用联合规划署过去 25 年来的经验和

专门知识，并加强及扩大多部门、多利益攸关方且基于发展和权利的独特合作办法，以期消除

艾滋病，让人人享有健康这一全球公益物，为此采取下列措施： 

 (a) 支持联合规划署努力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后续落实和评估工作、包括为

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作出贡献，确保艾滋病毒应对工作及其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

的相互关联得到充分反映； 

 (b) 请联合规划署提升各国政府制定消除艾滋病综合国家战略的能力，并倡导全球加强对

于应对疫情的政治承诺，从而继续在自身任务范围内支持会员国应对艾滋病疫情的社会、经济、

政治和结构性驱动因素，包括为此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及人权； 

 (c) 为联合规划署提供充分资源，支持联合规划署努力改进和加强其独特的业务模式，使

之能够继续领导全球抗艾滋病工作，并支持防范大流行病和改善全球卫生的努力，在这方面重

申，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9年 7月 24日第 2019/33号决议指出，联合规划署的合办和治理模

式凭借其协调工作、对成果的侧重、包容性治理和国家一级影响力，为联合国系统提供了在战

略上协调一致、同时反映各国国情和优先事项的有益范例，并注意到联合规划署对重振的驻地

协调员系统作出的贡献； 

 (d) 每年自愿向联合规划署报告执行本宣言所载承诺的进展情况，利用强有力的监测系统

与国际后续落实和评估进程，查明在服务覆盖和艾滋病毒应对工作所取得进展方面的不平等差

距，并向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通报情况； 

https://undocs.org/ch/E/RES/20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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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行动 

 71. 请秘书长在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的支持下，在大会年度审查中向大会

提交一份年度报告，说明在实现本宣言所载承诺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促进在可持续发展高级别

政治论坛、2023 年结核病问题高级别会议、2023 年全民健康覆盖问题高级别会议和 2025 年非

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上评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展情况，从而确保在后续落

实和评估进程中评估艾滋病应对工作取得的进展； 

 72. 请秘书长推动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在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的领导下加

强合作，在终止艾滋病毒传播和消除艾滋病方面加快取得进展； 

 73. 决定于 2026 年召开一次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审查在实现本宣言所载

2025年目标和其他承诺方面的进展情况，并决定至迟于大会第八十届会议商定下次艾滋病毒和

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方式。 

 

 

第 75/285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16 日第 81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99 和 A/75/L.99/Add.1 经记录表决，以 80 票赞成，14

票反对，70 票弃权通过， * 提案国为：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

时、保加利亚、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捷克、丹麦、吉布提、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

亚、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基里巴斯、拉脱维亚、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纳哥、黑山、荷兰、新西兰、北马其顿、挪

威、巴布亚新几内亚、波兰、葡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圣马力诺、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

罗门群岛、西班牙、瑞典、汤加、土耳其、图瓦卢、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

国、瓦努阿图 
 

*赞成: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巴多斯、比利时、

伯利兹、保加利亚、加拿大、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捷克、丹麦、吉布提、爱沙尼亚、芬兰、法

国、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爱尔兰、

意大利、牙买加、日本、基里巴斯、拉脱维亚、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尔代夫、马耳他、

马绍尔群岛、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纳哥、黑山、荷兰、新西兰、北马其顿、挪威、帕劳、波兰、葡

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

圣马力诺、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西班牙、瑞典、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

图瓦卢、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 

 反对:白俄罗斯、布隆迪、科摩罗、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尼加拉瓜、俄

罗斯联邦、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津巴布韦 

 弃权: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巴林、孟加拉国、不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布基纳法索、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乍得、智利、中国、哥伦

比亚、塞浦路斯、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斐济、几内亚比

绍、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以色列、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利比亚、

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卡塔尔、大韩民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

尔、塞尔维亚、南非、苏里南、瑞士、塔吉克斯坦、泰国、多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

门、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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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85. 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茨欣瓦利地区/南奥塞梯境内流
离失所者和难民的境况 

 大会， 

 回顾其有关保护和援助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所有相关决议，其中包括 2007 年 12 月 18 日第

62/153号、2008 年 5 月 15 日第 62/249号、2009 年 9 月 9 日第 63/307号、2009 年 12 月 18 日第

64/162号、2010 年 9 月 7 日第 64/296号、2011 年 6 月 29 日第 65/287号、2011 年 12 月 19 日第

66/165号、2012 年 7 月 3 日第 66/283号、2013 年 6 月 13 日第 67/268号、2013 年 12 月 18 日第

68/180 号、2014 年 6 月 5 日第 68/274 号、2015 年 6 月 3 日第 69/286 号、2015 年 12 月 17 日第

70/165 号、2016 年 6 月 7 日第 70/265 号、2017 年 6 月 1 日第 71/290 号、2017 年 12 月 19 日第

72/182号、2018 年 6 月 12 日第 72/280号、2019 年 6 月 4 日第 73/298号、2019 年 12 月 18 日第

74/160号和 2020 年 9 月 3 日第 74/300号决议， 

 又回顾安全理事会述及所有各方必须努力实现全面和平并让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返回原

籍地的各项格鲁吉亚问题相关决议，并强调指出全面及时地执行这些决议的重要性， 

 确认《关于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是保护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主要国际框架，119 

 关切格鲁吉亚境内冲突迫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又关切 2008 年 8 月武装冲突引发的人道主义局势造成更多平民被迫流离失所， 

 意识到亟需找到格鲁吉亚境内被迫流离失所问题的解决办法， 

 着重指出 2008 年 10 月 15 日开始的日内瓦讨论的重要性，必须依照国际公认原则和解决

冲突惯例，继续处理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自愿、安全、有尊严、无阻碍地返回这一问题，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第 74/30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120 

 1. 确认所有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及其后裔，无论族裔归属，皆有权返回其在格鲁吉亚

各地包括在阿布哈兹和茨欣瓦利地区/南奥塞梯的家园； 

 2. 强调指出必须尊重所有受格鲁吉亚境内冲突影响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财产权，

不得通过侵犯这些权利而获取财产； 

 3. 重申迫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不可接受； 

 4. 着重指出迫切需要让人道主义活动不受阻碍地接触格鲁吉亚全境所有受冲突影响地区

的所有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和其他居民； 

 5. 促请日内瓦讨论的所有参与方加紧努力建立持久和平，致力于加强建立信任措施，并

立即采取步骤，以确保尊重人权，为所有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自愿、安全、有尊严、无阻碍

地返回原籍地创造有利的安全环境； 

_______________ 

119 E/CN.4/1998/53/Add.2，附件。 

120 A/75/891。 

https://undocs.org/ch/A/RES/62/153
https://undocs.org/ch/A/RES/62/249
https://undocs.org/ch/A/RES/63/307
https://undocs.org/ch/A/RES/64/162
https://undocs.org/ch/A/RES/64/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7
https://undocs.org/ch/A/RES/66/165
https://undocs.org/ch/A/RES/66/283
https://undocs.org/ch/A/RES/67/268
https://undocs.org/ch/A/RES/68/180
https://undocs.org/ch/A/RES/68/274
https://undocs.org/ch/A/RES/69/286
https://undocs.org/ch/A/RES/70/165
https://undocs.org/ch/A/RES/70/265
https://undocs.org/ch/A/RES/71/290
https://undocs.org/ch/A/RES/72/182
https://undocs.org/ch/A/RES/72/280
https://undocs.org/ch/A/RES/73/298
https://undocs.org/ch/A/RES/74/160
https://undocs.org/ch/A/RES/74/300
https://undocs.org/ch/A/RES/74/300
https://undocs.org/ch/E/CN.4/1998/53/Add.2
https://undocs.org/ch/A/75/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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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着重指出需要制订一个时间表，以确保所有受格鲁吉亚境内冲突影响的境内流离失所

者和难民自愿、安全、有尊严、无阻碍地返回家园； 

 7.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全面报告； 

 8. 决定将题为“古阿姆集团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第 75/286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18 日第 82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A/75/L.100 未经表决而通过 
 

 

75/286. 任命联合国秘书长 

 大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第十五章，并重申第九十七条关于大会的作用的规定， 

 欢迎依照其 2015 年 9 月 11 日第 69/321 号决议和之后各项相关决议述及的透明和包容原

则，开展并及时完成了遴选和任命秘书长的程序，包括与作为秘书长职位候选人的现任进行一

次非正式对话， 

 审议了安全理事会 2021 年 6 月 8 日第 2580 (2021)号决议所载的建议， 

 表示赞赏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卓有成效、尽职尽责地为联合国服

务， 

 任命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为联合国秘书长，任期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止。 

 

 

第 75/287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18 日第 83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85/Rev.1 和 A/75/L.85/Rev.1/Add.1 经记录表决，以

119 票赞成，1 票反对，36 票弃权通过， * 提案国为：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安哥拉、澳大利亚、奥地利、

比利时、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

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冈比亚、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

利、日本、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拉维、马耳他、马绍尔群岛、墨西哥、摩纳哥、黑

山、荷兰、新西兰、北马其顿、挪威、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圣马力诺、斯

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

阿塞拜疆、巴巴多斯、比利时、伯利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保加

利亚、佛得角、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斐济、芬兰、法国、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

地马拉、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

牙买加、日本、哈萨克斯坦、科威特、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

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纳哥、

https://undocs.org/zh/A/75/L.100
https://undocs.org/ch/A/RES/69/321
https://undocs.org/ch/S/RES/2580(2021)
https://undocs.org/zh/A/75/L.85/Rev.1
https://undocs.org/zh/A/75/L.85/Rev.1/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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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摩洛哥、缅甸、纳米比亚、荷兰、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亚、北马其顿、挪威、阿曼、帕劳、巴拿马、

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卢旺达、圣文森特

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新加坡、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南非、南苏丹、西班牙、苏丹、瑞典、瑞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越南 

 反对:白俄罗斯 

 弃权:阿尔及利亚、巴林、孟加拉国、不丹、文莱达鲁萨兰国、布基纳法索、柬埔寨、中国、科特迪瓦、古

巴、吉布提、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利比亚、马

里、毛里塔尼亚、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索马里、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泰国、东帝汶、多哥、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也门、津巴布韦 

 

 

75/287. 缅甸局势 

 大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宗旨和原则，121 

 回顾其关于缅甸的相关决议、人权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包括最近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2021

年 3 月 24 日第 46/21 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 2021 年 2 月 4 日关于缅甸局势的主席声明、122 安

全理事会 2021 年 3 月 10 日关于缅甸局势的主席声明以及安全理事会 2021 年 4 月 1 日和 30 日

关于缅甸局势的新闻谈话， 

 表示严重关切缅甸武装部队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宣布紧急状态以及其后针对民选文官政府

采取行动，这些行动也影响区域稳定，并强调安理会继续促请缅甸恪守法治原则、善治、民主

和宪法政府原则，尊重基本自由及促进和保护人权，正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宪章》123 中也规

定的那样， 

 强调其强烈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发挥核心作用以及该联盟以积极的方式继续与缅甸进行建

设性接触，推动为了缅甸人民的利益和生计而达成和平解决方案，欢迎 2021 年 4 月 24 日在该

联盟秘书处举行该联盟领导人会议并取得成果，尤其考虑到关于领导人会议的主席声明和会议

期间达成的五点共识，124 

 欢迎东南亚国家联盟轮值主席 2021年 2月 1日和 3月 2日发表的声明，其中轮值主席回顾

该联盟《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民主、恪守法治、善治、尊重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

原则，并促请所有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为了人民的利益和生计而努力通过建设性对话和

切实和解措施达成和平解决方案， 

_______________ 

121 第 217 A (III)号决议。 

122 S/PRST/2021/5。 

12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624 卷，第 46745 号。 

124 A/75/868，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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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7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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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深为关切任意拘留和逮捕温敏总统和昂山素季国务资政以及其他政府官员和政界人

士、人权维护者、记者、民间社会成员、外国专家和其他人， 

 强烈谴责针对和平示威者、民间社会成员、妇女、青年、儿童和其他人的致命武力和暴力

做法，此类武力和做法在许多情况下导致了伤亡，同时表示深为关切针对医务人员、民间社

会、工会成员、记者和媒体工作者以及保护和促进人权者实施的限制， 

 表示关切缅甸境内所有外国人的安全和权利， 

 表示明确支持缅甸的民主过渡，强调需要维护民主体制和进程，避免暴力，并充分尊重人

权、基本自由和法治， 

 在这方面注意到旨在表达人民对一个和平、民主缅甸的意愿的各种倡议、运动和结构， 

 强调缅甸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政治解决方案，包括根据缅甸人民的意愿和利益，通过所有

各方之间的包容性和平对话，重返民主过渡和民族和解道路， 

 重申支持秘书长缅甸问题特使，支持其努力与缅甸所有有关各方保持沟通和建设性接触，

欢迎她 2021 年 2 月 26 日的通报，并再次要求根据当地局势的需要，继续向大会提出报告， 

 关切缅甸境内族裔、宗教和其他少数群体，包括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状况，特别

是针对他们及其公民身份权利实施的侵害行为，并重申缅甸武装部队有责任尊重缅甸所有人的

人权， 

 表示关切最近的事态发展对罗兴亚难民和所有境内流离失所者(包括 2021 年 2 月 1 日以来

流离失所的人)的自愿、安全、有尊严和可持续回返构成特别严重的挑战，在这方面强调需要

解决若开邦危机的根源，并强调缅甸武装部队不得采取会导致罗兴亚穆斯林和其他少数群体在

国内和跨界进一步流离失所的措施， 

 关切缅甸武装部队与其他团体在克钦邦、克伦邦、若开邦、掸邦和南部钦邦的持续冲突，

以及缅甸武装部队所犯罪行持续不受惩罚现象， 

 回顾缅甸问题独立调查机制的任务是收集、整理、保存和分析 2011 年以来在缅甸境内所

犯最严重国际罪行和违反国际法行为(包括危害人类罪)的证据，并准备案卷，以便依照国际法

协助和加快进行公正和独立的刑事诉讼， 

 在这方面最强烈地谴责缅甸武装部队自 2021 年 2 月 1 日以来的过度和致命暴力行为，并

强调指挥责任原则， 

 确认伊斯兰合作组织在解决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民族困境方面的作用，包括采取措施确

保追究针对他们所犯罪行的责任， 

 注意到国际刑事法院已就孟加拉国和缅甸局势中属于法院管辖范围的涉嫌犯罪行为展开调

查，又注意到国际法院 2020 年 1 月 23 日在冈比亚诉缅甸的关于《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

约》125 的适用问题一案中发布的命令， 

_______________ 

125 第 260 A (III)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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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支持缅甸人民，重申坚定致力于缅甸的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 

 1. 促请缅甸武装部队尊重人民通过 2020 年 11 月 8 日大选结果自由表达的意愿，结束紧

急状态，尊重缅甸所有人民的所有人权，允许缅甸持续民主过渡，包括让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

投入工作，并为此努力将包括武装部队在内的所有国家机构置于一个充分包容、代表人民意愿

的文官政府之下； 

 2. 又促请缅甸武装部队立即无条件释放温敏总统、昂山素季国务资政和其他政府官员和

政界人士以及所有被任意拘留、起诉或逮捕的人，包括确保他们依法诉诸司法，并建设性地与

东南亚国家联盟进行接触并给予支持，以便通过一个由缅甸人民主导和掌握的政治进程中实现

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包容性和平对话，从而恢复民主治理； 

 3. 促请缅甸迅速落实 2021 年 4 月 24 日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会议达成的五点共识，以

推动为了缅甸人民的利益和生计而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为此呼吁缅甸所有利益攸关方与该联盟

和该联盟轮值主席特使开展合作，并表示支持这些努力； 

 4. 促请缅甸武装部队立即停止针对和平示威者以及民间社会成员、妇女、青年和儿童及

其他人的一切暴力，取消针对医务人员、民间社会、工会成员、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的限制以及

针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限制； 

 5. 又促请缅甸武装部队毫不拖延地同秘书长缅甸问题特使充分合作并立即为其访问提供

便利，鼓励她的工作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特使的工作形成彼此互补，在这方面呼吁确保能够无阻

碍地与联合国和其他人权实体和机制进行接触与沟通，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恐吓或攻击； 

 6. 呼吁为安全和畅通无阻地向所有有需要者，包括向被拘留者运送人道主义援助提供准

入，使人道主义援助能够畅通无阻，包括来自联合国、东南亚国家联盟灾害管理人道主义救援

协调中心和其他组织的人道主义援助，呼吁尊重医疗设施和工作人员的安全； 

 7. 回顾按照安全理事会 2020年 7月 1日第 2532(2020)号决议所支持的秘书长关于全球停

火的呼吁，有必要使暴力逐步降级，并在这方面促请所有会员国防止武器流入缅甸； 

 8. 促请缅甸继续与东南亚国家联盟进行接触，寻求一个持久的和平解决方案以化解当前

危机，同时考虑到该联盟在继续协助缅甸实现民主过渡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9. 决定除其他外根据秘书长、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和秘书长缅甸问题特使的报告，

并根据当地局势的需要，继续处理此案。 

 

 

第 75/288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22 日第 84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98 和 A/75/L.98/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

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布基纳法索、加拿大、智利、哥斯达黎加、

古巴、赤道几内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几内亚比绍、匈牙利、冰岛、印度、以色

列、意大利、日本、基里巴斯、拉脱维亚、黎巴嫩、列支敦士登、立陶宛、马尔代夫、马耳他、毛里求斯、墨

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纳哥、黑山、摩洛哥、瑙鲁、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

圭、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

门群岛、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东帝汶、汤加、土耳其、图瓦卢、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

坚合众国、瓦努阿图、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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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88. 同太平洋岛屿论坛的合作 

 大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所载宗旨和原则， 

 回顾其 1994 年 10 月 17 日第 49/1 号、2004 年 11 月 8 日第 59/20 号、2006 年 12 月 4 日第

61/48号、2008 年 12 月 19 日第 63/200号、2011 年 9 月 12 日第 65/316号、2013 年 9 月 16 日第

67/303号、2015 年 9 月 10 日第 69/318号、2017 年 7 月 19 日第 71/316号和 2019 年 8 月 1 日第

73/332号决议， 

 确认太平洋岛屿论坛继续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善政及和平与安全，以及在通过

开展区域合作支持综合海洋政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方面，表示注意到太平洋岛屿论坛领导人在 2014 年 7 月通过的《太平洋区域主义框

架》、在 2020年持续开展工作以就 2017年 9月关于太平洋区域采取集体行动共同管理太平洋以

使太平洋人民与其自然资源、环境、文化和生计挂钩的“蓝色太平洋”构想制定《2050年蓝色

太平洋大陆战略》、2017年 9月的《太平洋可持续发展路线图》、2018年 9月的《第四十九届太

平洋岛屿论坛公报》和太平洋岛屿论坛成员 2019 年 8 月通过的《关于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应对

气候变化的第二个凯纳基宣言》， 

 回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126《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27

《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128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通过的《巴黎协定》129 和《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130 

 确认联合国系统在太平洋岛屿论坛成员所在区域的重要作用和贡献， 

 回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有其独特的具体弱点，并回顾国际社会承诺紧急采取具体行动来消

除这些弱点，包括持续有效地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131 《关于进一

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132 和《萨摩亚途径》， 

 重申加强太平洋岛屿论坛成员与联合国之间的高级别对话，包括联合国秘书长与论坛领导

人之间的定期会晤，具有重要意义，并赞赏地回顾秘书长首次出席 2011年 9月 7日和 8日在新

西兰奥克兰举办的第四十二届论坛，秘书长和论坛领导人于 2012年 9 月 26日、2014年 9 月 26

_______________ 

126 第 69/15号决议，附件。 

127 第 70/1号决议。 

128 第 69/313号决议，附件。 

129 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附件。 

130 第 69/283号决议，附件二。 

131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全球会议的报告，1994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6 日，巴巴多斯布里奇敦》(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4.I.18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 1，附件二。 

132 《审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国际会议的报告，2005年 1月 10日至 14日，毛里求

斯路易港》(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5.II.A.4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 1，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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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2015 年 10 月 1 日、2016 年 9 月 23 日、2017 年 9 月 22 日、2018 年 9 月 28 日和 2019 年 9

月 21 日在纽约举行峰会，以及 2019 年 5 月 15 日在苏瓦举行特别领导人峰会， 

 意识到联合国最近出现让太平洋岛屿论坛成员特别感兴趣的动态，包括大会宣布联合国海

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133 和《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获得通过，134 

 表示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题为“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的报告，135 

 欢迎太平洋岛屿论坛领导人与秘书长继续进行互利对话， 

 1. 鼓励安排秘书长和太平洋岛屿论坛领导人在 2021 年 9 月一般性辩论的间隙举行下一

次会晤； 

 2. 回顾秘书长于 2019年 5月 12日至 18日访问太平洋岛屿论坛成员所在区域，以及太平

洋岛屿论坛领导人和秘书长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在论坛总部举行高级别政治对话； 

 3. 回顾太平洋岛屿论坛领导人和秘书长在 2011年 9月 7日、2012年 9月 26日和 2014年

9 月 29 日发表的联合声明，并敦促在切实和及时落实这些联合声明方面进一步取得进展； 

 4. 敦促联合国系统根据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136 调整其

在论坛成员所在区域的工作方案和业务，支持执行《萨摩亚途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通过的《巴黎协定》和《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等国际商定成果文件，同

时考虑到太平洋岛屿论坛成员的优先事项，包括相关区域协定述及的优先事项； 

 5. 欢迎在 2019 年 9 月 27 日召开高级别会议，对通过落实《萨摩亚途径》处理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优先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高级别审查，以及在 2019年 10月 10日通过其政治宣言，137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该宣言中重申致力于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根据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国家发展战略和优先事项，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和向其提供的支持；并期待落实在政治宣言

中发出的呼吁； 

 6. 回顾其 2020 年 12 月 21 日题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和

《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的后续行动和执行

情况”的第 75/215 号决议，其中极为关切地注意到，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COVID-19)对人

类健康、安全和福祉造成威胁并危及《萨摩亚途径》和《2030年议程》中设想的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_______________ 

133 第 72/73号决议，第 292 段。 

134 第 75/1号决议。 

135 A/75/345-S/2020/898。 

136 见第 75/233号决议。 

137 第 74/3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5/215
https://undocs.org/ch/A/RES/72/73
https://undocs.org/ch/A/RES/75/1
https://undocs.org/ch/A/75/345
https://undocs.org/ch/A/RES/75/233
https://undocs.org/ch/A/RES/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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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又回顾其关于在里斯本召开 2020 年联合国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即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高级别会议的决定，以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14，

还回顾关于推迟 2020 年会议的决定；138 

 8. 鼓励联合国系统继续支持太平洋国家和相关区域组织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呼吁在

联合国系统通过其区域和国家方案等方式向太平洋岛屿国家提供支持方面加强问责并定期提交

报告； 

 9. 确认 COVID-19大流行对《萨摩亚途径》和《2030年议程》所设想的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后果，包括其经济空前萎缩对消除贫穷、就业、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深远

和持久后果；关切地注意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存量自 2009 年以来增加 70 个百分点，

导致这些国家的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率上升 11 个百分点，在 2019 年达到 61.7%，而

这些国家对外部冲击进行自我保险的能力继续进一步恶化，这突出表明实现《2030年议程》提

出的目标和具体目标将更加困难，而且纳入适应力概念对于构建可持续未来和避免产生新的风

险至关重要；注意到联合国支持将太平洋岛屿论坛提出的《太平洋各国应对 COVID-19 的人道

主义途径》作为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的协调统一对策； 

 10. 又确认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包括与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

事件有关的影响，这些影响继续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及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努力构成重大风

险，而且对许多国家的存续和生存能力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包括一些国家面临丧失领土以及供

水、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威胁； 

 11. 欢迎在加强联合国同太平洋岛屿论坛及其联系机构的合作方面取得进展，并敦促它们

继续加强伙伴关系和区域协作，促进在论坛成员所在区域执行国际商定成果文件； 

 12. 又欢迎太平洋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中心自 2017 年在汤加成立以来取得实质性进

展，并着眼于建立一个由区域中心组成的新兴全球网络，从而扩大可持续能源方面的对话与

合作； 

 13. 回顾联合检查组根据 2015 年 6 月 8 日第 69/288 号决议编写的题为“全面审查联合国

系统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最后结论”的报告；139 

 14. 在这方面，强调指出联合国系统同太平洋岛屿论坛成员、论坛秘书处和联系机构(包

括太平洋专员办公室在内)在方案和活动方面加强密切合作和协调很有价值，欢迎联合国和太

平洋区域机构最近作出努力，通过联合活动、工作组和其他方式增强合作，并鼓励进一步采取

切实步骤，增强这种合作和协调； 

 15. 还强调指出，必须采取连贯一致的综合方法，在应对极端天气事件(包括缓发和速发

事件)以及在应对与整个太平洋的气候更加多变有关的压力因素方面建立适应力； 

_______________ 

138 见第 74/548 号决定。 

139 A/72/119。 

https://undocs.org/ch/A/RES/69/288
https://undocs.org/ch/A/7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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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重申在论坛成员所在区域加强应对能力和减轻风险的重要性，并鼓励联合国系统在这

方面与太平洋岛屿论坛和联系机构协同合作； 

 17. 强调指出，论坛成员所在区域的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必须根据其 2016 年

12 月 21 日第 71/243 号决议，加强与各国政府及太平洋岛屿论坛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协商，并

必须确保联合国所有方案和计划文件的制订及执行更加协调一致，支持各国的发展需要和优先

事项； 

 18. 重申必须依照第 71/243号决议继续巩固加强联合国在论坛成员所在区域的实地存在，

特别是在多国办事处的业务活动方面，同时酌情采用灵活、符合成本效益的协作模式； 

 19. 注意到正在进行的多国办事处审查，并再次请秘书长进行定期监测、报告和后续落

实，包括针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届会发展部分的年度业务活动，以考虑进行必要的调整，确保

提供可持续和有效的发展资源和服务，使多国办事处所服务的国家能够落实《2030 年议程》； 

 20. 欢迎在设立一个北太平洋多国办事处方面取得进展； 

 21.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提交报告； 

 22.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

的项目下列入题为“联合国同太平洋岛屿论坛的合作”的分项。 

 

 

第 75/289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23 日第 85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97 经记录表决，以 184 票赞成，2 票反对，3 票弃权通

过， * 提案国为：古巴 
 

*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

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多

民族玻利维亚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

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乍得、智利、中国、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

巴、塞浦路斯、捷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

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斯威士兰、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

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

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

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拉脱维亚、黎

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

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纳哥、蒙古、黑山、

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北马其顿、挪

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

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

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南非、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塔吉克斯坦、泰国、东帝汶、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

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以色列、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巴西、哥伦比亚、乌克兰 

 

 

https://undocs.org/ch/A/RES/71/243
https://undocs.org/ch/A/RES/71/243
https://undocs.org/zh/A/75/L.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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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89. 必须终止美利坚合众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 

 大会， 

 决心鼓励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所载宗旨和原则， 

 重申各国主权平等、不干预和不干涉各国内政、国际贸易和航行自由等原则，这些原则也

载于许多国际法律文书， 

 回顾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各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首脑

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必须终止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的声明， 

 关切仍有会员国颁布和实施法律法规，例如 1996年 3月 12日颁布的所谓“赫尔姆斯-伯顿

法”，其域外效力影响到其他国家的主权、这些国家管辖范围内实体或个人的正当利益以及贸

易和航行自由， 

 表示注意到不同政府间论坛、机构及政府在宣言和决议中表示，国际社会和公众舆论反对

颁布和实施上述这类措施， 

 回顾其 1992年 11月 24日第 47/19号、1993年 11月 3 日第 48/16号、1994 年 10 月 26日第

49/9号、1995年 11月 2日第 50/10号、1996年 11月 12日第 51/17号、1997年 11月 5日第 52/10

号、1998年 10月 14日第 53/4号、1999年 11月 9日第 54/21号、2000年 11月 9日第 55/20号、

2001年 11月 27日第 56/9号、2002年 11月 12日第 57/11号、2003年 11月 4日第 58/7号、2004

年 10 月 28 日第 59/11号、2005 年 11 月 8 日第 60/12号、2006 年 11 月 8 日第 61/11号、2007 年

10 月 30 日第 62/3号、2008 年 10 月 29 日第 63/7号、2009 年 10 月 28 日第 64/6号、2010 年 10

月 26 日第 65/6号、2011 年 10 月 25 日第 66/6号、2012 年 11 月 13 日第 67/4 号、2013 年 10 月

29 日第 68/8号、2014 年 10 月 28 日第 69/5号、2015 年 10 月 27 日第 70/5号、2016 年 10 月 26

日第 71/5 号、2017 年 11 月 1 日第 72/4 号、2018 年 11 月 1 日第 73/8 号和 2019 年 11 月 7 日第

74/7号决议， 

 又回顾美利坚合众国行政当局在 2015 年和 2016 年颁布措施，修改了实施封锁的某些内

容，而自 2017 年以来所实施的强化封锁措施与此形成反差， 

 关切自其第 47/19、48/16、49/9、50/10、51/17、52/10、53/4、54/21、55/20、56/9、57/11、

58/7、59/11、60/12、61/11、62/3、63/7、64/6、65/6、66/6、67/4、68/8、69/5、70/5、71/5、

72/4、73/8 和 74/7 号决议通过以来，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仍在实施，并关切这些措

施对古巴人民和居住在其他国家的古巴国民造成的不利影响，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第 74/7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140 

 2. 再次促请所有国家按照其根据《联合国宪章》和除其他外重申贸易和航行自由的国际

法所承担的义务，不要颁布和实施本决议序言部分提到的那类法律和措施； 

_______________ 

140 A/75/81和 A/75/81/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47/19
https://undocs.org/ch/A/RES/48/16
https://undocs.org/ch/A/RES/49/9
https://undocs.org/ch/A/RES/50/10
https://undocs.org/ch/A/RES/51/17
https://undocs.org/ch/A/RES/52/10
https://undocs.org/ch/A/RES/52/10
https://undocs.org/ch/A/RES/53/4
https://undocs.org/ch/A/RES/54/21
https://undocs.org/ch/A/RES/55/20
https://undocs.org/ch/A/RES/56/9
https://undocs.org/ch/A/RES/57/11
https://undocs.org/ch/A/RES/58/7
https://undocs.org/ch/A/RES/59/11
https://undocs.org/ch/A/RES/60/12
https://undocs.org/ch/A/RES/61/11
https://undocs.org/ch/A/RES/62/3
https://undocs.org/ch/A/RES/63/7
https://undocs.org/ch/A/RES/64/6
https://undocs.org/ch/A/RES/65/6
https://undocs.org/ch/A/RES/66/6
https://undocs.org/ch/A/RES/67/4
https://undocs.org/ch/A/RES/68/8
https://undocs.org/ch/A/RES/69/5
https://undocs.org/ch/A/RES/70/5
https://undocs.org/ch/A/RES/71/5
https://undocs.org/ch/A/RES/72/4
https://undocs.org/ch/A/RES/73/8
https://undocs.org/ch/A/RES/73/8
https://undocs.org/ch/A/RES/73/8
https://undocs.org/ch/A/RES/73/8
https://undocs.org/ch/A/RES/74/7
https://undocs.org/ch/A/RES/47/19
https://undocs.org/ch/A/RES/48/16
https://undocs.org/ch/A/RES/49/9
https://undocs.org/ch/A/RES/50/10
https://undocs.org/ch/A/RES/51/17
https://undocs.org/ch/A/RES/52/10
https://undocs.org/ch/A/RES/53/4
https://undocs.org/ch/A/RES/54/21
https://undocs.org/ch/A/RES/55/20
https://undocs.org/ch/A/RES/56/9
https://undocs.org/ch/A/RES/57/11
https://undocs.org/ch/A/RES/58/7
https://undocs.org/ch/A/RES/59/11
https://undocs.org/ch/A/RES/60/12
https://undocs.org/ch/A/RES/61/11
https://undocs.org/ch/A/RES/62/3
https://undocs.org/ch/A/RES/63/7
https://undocs.org/ch/A/RES/64/6
https://undocs.org/ch/A/RES/65/6
https://undocs.org/ch/A/RES/66/6
https://undocs.org/ch/A/RES/67/4
https://undocs.org/ch/A/RES/68/8
https://undocs.org/ch/A/RES/69/5
https://undocs.org/ch/A/RES/70/5
https://undocs.org/ch/A/RES/71/5
https://undocs.org/ch/A/RES/72/4
https://undocs.org/ch/A/RES/73/8
https://undocs.org/ch/A/RES/73/8
https://undocs.org/ch/A/RES/73/8
https://undocs.org/ch/A/RES/73/8
https://undocs.org/ch/A/RES/74/7
https://undocs.org/ch/A/RES/74/7
https://undocs.org/ch/A/75/81
https://undocs.org/ch/A/75/81/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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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再次敦促已制定并仍在实施此种法律和措施的国家依照其法律制度采取必要步骤，尽

早将其撤销或废止； 

 4. 请秘书长与联合国系统有关机关和机构协商，依照《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

法，编写一份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提交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 

 5. 决定将题为“必须终止美利坚合众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的项目列入大

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第 75/290 A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25 日第 87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A/75/L.101 和修正的 A/75/L.104，经记录表

决，以 90 票赞成，零票反对，47 票弃权通过，* 
 

* 赞成: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

斯、不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智利、中国、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

埃及、萨尔瓦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斐济、冈比亚、加纳、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

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肯尼亚、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黎巴嫩、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摩洛哥、尼泊尔、尼加拉瓜、

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卡塔尔、俄罗斯联邦、圣卢

西亚、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塞拉利昂、新加坡、所罗门群岛、南非、斯里兰卡、苏里南、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泰国、东帝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也门、津巴布韦 

 反对:无 

 弃权:阿尔巴尼亚、安道尔、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

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

本、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黑山、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

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圣马力诺、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乌克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75/290. 审查大会关于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第 72/305 号决议的执
行情况 

审查大会关于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形式和组织方面问题

的第 67/290 号决议和关于全球一级后续落实和评估《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299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大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其中规定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授权任务， 

https://undocs.org/zh/A/75/L.101
https://undocs.org/ch/A/75/L.104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0
https://undocs.org/ch/A/RES/7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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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其 2015 年 9 月 25日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1号决

议，其中所载大会通过的一套具有普遍性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内容全面、意

义深远、以人为中心，重申致力于通过不懈努力，到 2030 年全面执行这一议程，再次表示认

识到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极端贫困是世界最大的挑战，而且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必

不可少，并重申致力于采用统筹兼顾的方式，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千年发展目标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努力完成其未竟之功， 

 回顾《2030 年议程》遵循《联合国宪章》各项宗旨和原则，包括充分尊重国际法，并以

《世界人权宣言》141 和国际人权条约、《联合国千年宣言》142 和《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

果》143 为依据，同时还借鉴了《发展权利宣言》144 等其他文书， 

 又回顾其 2020 年 8 月 12 日标题为“审查大会关于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第 67/290

号、关于全球一级后续落实和评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299号决议和关于加强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第 72/305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第 74/298号决议， 

 还回顾其 2018 年 7 月 23 日题为“审查大会关于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第 68/1号决议的

执行情况”的第 72/305号决议和以前各项关于加强理事会的相关决议， 

 重申其 2015 年 7 月 27 日关于《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

第 69/313号决议，该议程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组成部分，为其提供支持和补充，有

助于将其执行手段的具体目标与具体政策和行动联系起来，并再次作出强有力的政治承诺，本

着全球伙伴关系和团结精神应对挑战，在各级为可持续发展筹措资金和创造有利环境， 

 1. 重申《联合国宪章》和大会赋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作用； 

 2. 确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作为一个负责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协调、政策审查和政

策对话并提出相关建议的主要机构需要加强工作力度，又确认理事会在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的

均衡整合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3. 重申致力增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审议职能，侧重建立问责制、共享知识和相互学

习，以取得更好成果，使其最大限度地支持《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45 的落实以及联合国

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统筹协调后续行动； 

 4. 确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作在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帮助各国重建得更好、降低风险、增强抵御未来冲击和危机的能力，为此着重促进可持

续、包容性地顽强复苏，为《2030 年议程》提供支持； 

_______________ 

141 第 217 A (III)号决议。 

142 第 55/1号决议。 

143 第 60/1号决议。 

144 第 41/128号决议，附件。 

145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0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0
https://undocs.org/ch/A/RES/70/299
https://undocs.org/ch/A/RES/72/305
https://undocs.org/ch/A/RES/74/298
https://undocs.org/ch/A/RES/68/1
https://undocs.org/ch/A/RES/72/305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RES/217(III)
https://undocs.org/ch/A/RES/55/1
https://undocs.org/ch/A/RES/60/1
https://undocs.org/ch/A/RES/41/128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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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指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是《联合国宪章》授权设立的机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

坛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主持下召开； 

 6. 宣布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应根据各自作用和授权进行密切

协调，以确保其相互关联和相互联系的工作在支持从现在到 2030 年整个“采取行动实现可持

续发展十年”期间加速落实《2030 年议程》方面保持一致和相辅相成； 

 7. 通过本决议所附关于审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附件，促请理事会、其附属机构以及联

合国系统其他有关机构和平台迅速执行其中所载的规定； 

 8.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审查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同时，审查本决议及其

附件所载各项安排，以便借鉴从高级别政治论坛此前各周期以及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后续

落实和评估《2030 年议程》的相关进程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9. 重申决定，在以后审查周期，对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问题的审查应与可持续发展高

级别政治论坛的审查进程同步进行，同时确认其各自不同的作用和授权； 

 10. 回顾其第 74/298号决议中载述的决定，决定在其第七十七届会议上商定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 2024年届会和 2024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年度主题以及 2024年将由高级别政治

论坛审查的整套目标，但不妨碍理事会和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在第七十八届会议期间彼此协同进

行的全面审查； 

 11. 决定第 72/305号决议和以前关于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问题的所有相关决议所载所有

任务授权均应继续有效，除非本决议或大会其后决议对其予以更新或取代，而且本决议所载任

务授权，包括其附件，应从理事会 2021-2022 年周期及其筹备期间开始执行。 

附件 

审查大会关于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第 72/305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1. 根据《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继续加强其领导和政策指导作用，及

其作为协调联合国发展系统及其各专门机构活动和监督其附属机构的中心机制的作用，同时将

这些机构所作的分析纳入理事会的各个部分。理事会还应处理经济、社会、环境和有关领域的

新问题和正在出现的问题，全面支持平衡达到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的统筹一致。 

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应结合其各自具体职能和授权，在“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

发展十年”期间进一步加强对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46 以及全球应对 2019 冠状病毒

病(COVID-19)大流行及其影响的贡献。理事会还应促进对整个《2030 年议程》以及联合国经

济、社会、环境及有关领域其他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采取协调一致的后续落实行动。

为此目的，理事会应确保其各部分、论坛和附属机构的议程、工作方案和讨论有助于各自执行

工作，也有助于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等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大挑战，同时确保附属机构

履行其具体授权和职能。 

_______________ 

146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4/298
https://undocs.org/ch/A/RES/72/305
https://undocs.org/ch/A/RES/7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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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会应继续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主持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采纳一个共同主题，

同时铭记 2016 年 7 月 29 日第 70/299号决议的规定以及 2018 年 7 月 23 日第 72/305号决议附件

第 4、5 和 6 段的规定。理事会各部分的专题应侧重于这个主题的某一特定方面，同时铭记各

部分的职能。人道主义事务部分在提出专题时应继续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因素并与理事会主题保

持一致。理事会各附属机构同样应决定其各自的专题，与这个主题保持一致，同时继续讨论履

行各自其他职能方面所必要的议题或专题。 

4.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铭记理事会作为受托协调联合国系统的宪章机构的独特作用，就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和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政府间谈判达成的部长级宣言以及高级别政治论坛

的结论，特别是其专题审查和自愿国别评估结论的后续落实和实施情况，提供综合政策指导。

为支持这项工作，秘书长应在 7 月高级别政治论坛结束后在其提交理事会关于主题的报告中列

入从专题审查和自愿国别评估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并就各国、理事会各部分和各论坛、联合国

系统和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后续落实提出建议。理事会还将讨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

方面的问题及其对理事会和高级别政治论坛主题以及《2030年议程》执行工作的影响。理事会

应重点关注包括处境脆弱群体在内的最贫困和最脆弱的人们，确保在执行《2030年议程》方面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部分及其报告、工作方案和成果应充分关注最脆弱国家，特别是非洲

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冲突中及冲突后局势国家在实现

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特殊挑战，中等收入国家在这方面也面临一些具体挑战。秘书长的报告

应酌情妥善解决这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各种需求和具体挑战。 

6.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周期应保持不变，为 7月至 7月。理事会各部分和各论坛应进行调整，

在每个理事会周期设四个组，以增进各部分和各论坛工作的相互联系以及提高理事会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鼓励突出重点、协调一致和实现效率。 

7. 第一组由合作伙伴论坛和协调部分组成，将于每年 2 月初举行。 

8. 第二组将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论坛组成。它将包括每年举行一次的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

坛、科学、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多利益攸关方论坛、青年论坛和授权举行的其他相

关会议。发展合作论坛仍将每两年一次在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之前举行，下一次论坛将于

2023 年举行。 

9. 第三组将由涉及联合国发展系统和其他行为体为执行《2030 年议程》所采取行动以及独

特的人道主义援助的部分组成。该组将包括发展方面业务活动部分、人道主义事务部分和关于

从救济走向发展问题的会议。这些活动将以独立、协调的方式举行。 

10. 组成第四组的各部分和各论坛，负责提供全面政策指导和推动在执行《2030 年议程》方

面取得进展，促进高级别政治论坛上对《2030年议程》的全面评估，并着眼于今后推进可持续

发展的工作。该组将包括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级别部分。 

11. 按照以往授权，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可以召开特别会议，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和相关领

域需要理事会指导和协调的紧急事态发展。它还应继续根据受影响国家的请求或主席团的建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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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关于具体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的特设会议。此类特设会议应提高包括联合国系统在内的所有

相关利益攸关方的认识，促进它们的参与，支持旨在应对这些紧急情况的国际救援努力。 

1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应立足于其会议的审议职能，遵循包容、透明和灵活原则。

理事会应该是讨论和交流各国经验的平台，其目标应是促成协同增效和连贯一致，避免工作重

复和重叠，从而确保效率和效力。 

13. 在支持落实《2030 年议程》和履行其他职能过程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努力消除一切

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极端贫困，因为这是全球最大的挑战，也是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

少的要求。理事会还应加强努力，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其议程、工作方案、会议和文件的主流。 

14. 为了确保简化对有关议程项目的审议并优化利用可用时间，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团制

定一项重点突出的工作方案，包括可能对有关项目进行的联合审议，以加强会员国之间的协商。

工作方案和各部分/论坛的议程应尽早分发。理事会主席团应努力确保计划在联合国工作时间

内举行会议和非正式磋商，以更便于所有常驻代表团积极和建设性地参与联合国的工作。 

1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合作伙伴论坛将于 2 月初在协调部分之后紧接着举行，论坛为期一天。

合作伙伴论坛将使各国、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在内的联合国系统以及国际组织、议员、地方政府、

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民间社会、科学家、学术界、妇女、青年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

合作伙伴论坛将与各利益攸关方协商组织，使所有利益攸关方能够就理事会和可持续发展高级

别政治论坛的主题进行互动讨论。合作伙伴论坛将侧重于就理事会周期和在理事会主持下举行

的高级别政治论坛今后的工作交流新的想法、期望和优先事项。合作伙伴论坛还将讨论各国和

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前瞻性行动，以及能够动员推进《2030年议程》的承诺和行动的创新伙

伴关系。 

16. 应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履行协调职能的方式，以帮助确保联合国系统和理事会附属机构

为“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年”和全球应对 COVID-19 大流行作出全面贡献。为此，协调

部分将取代整合部分和理事会与附属机构主席的非正式会议，并将每年在理事会附属机构第一

届会议之前，至迟于 2 月初举行最多两天的会议。通过这一部分，理事会将处理经济、社会、

环境和相关领域的附属机构、主要机关和专门机构提出的协调事项。它将引导理事会系统在举

行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之前整个理事会周期内实现高效和综合的工作流程。它将提供前

瞻性政策指导，确保附属机构和专门机构有关《2030年议程》以及理事会其他方面工作的政策

和规范工作的一致性和方向。 

17. 协调部分将就政策和规范领域内所有需要下列方面执行或协调努力的事项，制定以行动为

导向的共同政策指导：㈠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区域委员会和其他附属机构；㈡ 联

合国系统，特别是专门机构。此类指导包括关于执行上一年政府间谈判达成的部长级宣言的详

细指导。在按照《宪章》第六十三条的设想协调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实体的政策和规范

工作时，理事会将避免与为联合国发展系统的业务活动提供指导的发展方面业务活动部分重叠。 

18. 协调部分将审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附属机构、包括区域委员会在上一周期的工作中的主要

政策问题、经验教训、最佳做法和建议。理事会可藉此处理附属机构确定的、需要理事会在全

球一级关注的问题，并在其附属机构的政策结论以及联合国系统的投入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促

进平衡统筹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它还将为附属机构提供指导和协调，确保彼此之间有更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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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工，使其工作与落实《2030年议程》保持一致，并推动它们执行前一年经政府间谈判商定

的部长宣言，同时铭记这些机构各自的任务和职能。协调部分还将就理事会附属机构和联合国

系统即将展开的有关总主题的工作提供详细指导，并制定注重行动的评估意见和建议，以便这

些机构为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专题审查筹备工作作出最大贡献。它将审查附属机构和

联合国系统在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的彼此关联和综合落实《2030年议程》方面如何开展工作，

指导其在理事会周期剩余时间内的工作。 

19. 在协调部分期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可讨论迄今已在管理部分审议过的现有与协调有关

的已获授权议程项目。 

20. 秘书处将编写一份非正式说明，为协调部分的讨论提供信息。该说明应包括：㈠ 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附属机构在上一周期的工作所产生的综合政策分析，以及就其如何为落实《2030年

议程》和“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年”作出贡献提出的拟议指导意见；㈡ 附属机构的工

作以及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实体的政策和规范活动所产生的协调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

的建议；㈢ 关于执行理事会上一周期经政府间谈判商定的部长宣言的建议，以及从可持续发

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专题审查和自愿国别审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包括供各国、理事会各部分

和论坛、联合国系统和相关的利益攸关方采取后续行动的建议。 

21. 将邀请联合国系统各实体负责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附属机构主席和各区域委员会执行

秘书参加。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应参与协调部分，参与联合国系统和附属机构政

策和规范工作的私营部门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可参与协调部分，同时应保持理事会的政府间性质。 

2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将与理事会主席团协商编写一份不经谈判的事实摘要，以反映合作

伙伴论坛和协调部分期间的讨论情况以及协调部分期间提出的战略建议。 

2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级别部分将继续行使大会第 70/299和 72/305号决议规定的职能。 

24.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方面业务活动部分将继续行使大会 2016年 12月 21日第 71/243号、

2018 年 5 月 31 日第 72/279 号、第 72/305 号、2020 年 12 月 21 日第 75/233 号决议以及理事会

2019 年 7 月 8 日第 2019/15号和 2020 年 7 月 22 日第 2020/23号决议规定的职能。 

25. 为期一天的从救济走向发展会议将紧贴在人道主义事务部分之前召开，它将取代为讨论从

救济走向发展而举办特别活动，并在日内瓦和纽约轮流举行。该会议将探讨人道主义援助与发

展援助之间的联系。除其他相关问题外，它还可以讨论如何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其他政府

间机构的各自任务规定，推动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

司法。它将致力于建设复原力和防备能力，加强国际社会的努力，以更好地应对从救济走向发

展，并通过强化合作、协作和协调，为改善各国在实地的状况取得更好成果，最终目标是恢复

长期可持续发展。会议将侧重于处于冲突局势的国家、冲突后国家和面临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的

国家。会议还将审议理事会现有的与海地问题特设咨询小组、南苏丹、萨赫勒区域有关的议程

项目，以及冲突后非洲国家分项下任何针对特定国家的项目，以供深入讨论，指导国家一级的

协调支持。根据从救济走向发展特别活动的议事规则和以往惯例，所有相关的利益攸关方，包

括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区域组织、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均有可

能参加会议。应通过视频会议等方式，确保所有相关的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建设和平委员会主

https://undocs.org/ch/A/RES/70/299
https://undocs.org/ch/A/RES/72/305
https://undocs.org/ch/A/RES/71/243
https://undocs.org/ch/A/RES/72/279
https://undocs.org/ch/A/RES/72/305
https://undocs.org/ch/A/RES/75/233
https://undocs.org/ch/E/RES/2019/15
https://undocs.org/ch/E/RES/2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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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以及海地问题特设咨询小组主席和国家成员充分参与。会议将继续在人道主义事务部分和发

展方面业务活动部分的范围内举行，但不影响这些部分各自的任务。 

26.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人道主义事务部分将继续行使大会 1997 年 12 月 19 日第 52/12 B 号、

2006 年 11 月 20 日第 61/16号、2013 年 9 月 20 日第 68/1号、第 72/305号决议中规定的职能。 

27.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管理部分将继续行使大会第 72/305号决议规定的职能。 

28. 在 6 月的管理部分期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举行讨论，以整合理事会附属机构和联合国

系统就总主题发出的关键信息，为后续行动制定注重行动的建议，并将其提供给可持续发展高

级别政治论坛。这将参考秘书长综合了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及其他政府间机构和论坛对高级别

政治论坛专题审查的投入的现有报告。 

29. 秘书处将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管理部分介绍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的

年度概览报告。 

30. 按照《宪章》第六十五条的设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可向安全理事会提供信息，并在安全

理事会提出要求时给予协助。 

3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与建设和平委员会根据各自的任务规定，加强合作和对话。鼓励理事

会主席和委员会主席探讨如何改进这两个机构的年度联席会议，加强其对国家一级局势的影响。

为确保信息流通及理事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工作的互补性，理事会主席团可持续地与委员会的

一名指定成员一起工作。 

3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按大会第 72/305号决议附件第 28 和 29 段所述，继续加强对其附属机

构的监督、指导和协调作用。 

33. 邀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主席团与理事会各附属机构主席团一道工作，并在理事会

2022 年届会期间与各代表团协商，以确定为执行大会第 72/305号决议附件第 28 和 29 段的规定

可能采取的行动。 

34. 应继续按照大会第 72/305 号决议附件第 19、20 和 21 段的规定，安排民间社会和相关的利

益攸关方参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作。 

3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保持其政府间性质的同时，应努力推动国际和区域组织、国会议员、

学术界、科学家、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妇女、青年和主要群体及其他利益攸关

方积极参与理事会及其职司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以及其他附属机构的活动，但应遵守理事会及

所述各委员会和附属机构各自的议事规则的规定和大会第 67/290号和第 72/305号决议的规定。 

 

 

 

 

第 75/290 B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25 日第 87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A/75/L.102 未经表决而通过 
 

 

https://undocs.org/ch/A/RES/52/12B
https://undocs.org/ch/A/RES/61/16
https://undocs.org/ch/A/RES/68/1
https://undocs.org/ch/A/RES/72/305
https://undocs.org/ch/A/RES/72/305
https://undocs.org/ch/A/RES/72/305
https://undocs.org/ch/A/RES/72/305
https://undocs.org/ch/A/RES/72/305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0
https://undocs.org/ch/A/RES/72/305
https://undocs.org/zh/A/75/L.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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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90. 审查大会关于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第 72/305 号决议的执
行情况 

审查大会关于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形式和组织方面问题
的第 67/290 号决议和关于全球一级后续落实和评估《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299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B 

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大会， 

 重申其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2015年 9月 25日第 70/1号决

议，其中大会通过了一套全面、意义深远和以人为中心的具有普遍性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和具体目标，承诺为在 2030 年前全面执行这一议程做出不懈努力，认识到消除一切形式和

表现的贫困、包括极端贫困是最大的全球挑战，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要求，并决

心采用均衡和统筹兼顾的方式，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层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千年发展目

标成就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争取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未竟事业， 

 回顾其题为“审查大会关于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第 67/290号决议、关于全球一级

后续落实和评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299号决议和关于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

第 72/305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 2020 年 8 月 12 日第 74/298号决议， 

 又回顾其 2013 年 7 月 9 日题为“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形式和组织方面问题”的

第 67/290 号决议和 2016 年 7 月 29 日题为“全球一级后续落实和评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第 70/299号决议， 

 重申其 2019 年 10 月 15 日题为“大会主持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政治宣言”

的第 74/4号决议以及“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年”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从 2019 冠状病毒

病(COVID-19)大流行中恢复得更好这个背景下， 

 又重申其 2015 年 7 月 27 日关于《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的第 69/313号决议，该议程是《2030年议程》的组成部分，为其提供支持和补充，有助于将其

执行手段的具体目标与具体政策和行动联系起来，并再次作出强有力的政治承诺，本着全球伙

伴关系和团结精神应对挑战，在各级为可持续发展筹措资金和创造有利环境，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0
https://undocs.org/ch/A/RES/70/299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0
https://undocs.org/ch/A/RES/70/299
https://undocs.org/ch/A/RES/72/305
https://undocs.org/ch/A/RES/74/298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0
https://undocs.org/ch/A/RES/70/299
https://undocs.org/ch/A/RES/74/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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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2030 年议程》遵循《联合国宪章》各项宗旨和原则，包括充分尊重国际法，并以

《世界人权宣言》147 和国际人权条约、《联合国千年宣言》148 和《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

果》149 为依据，同时还借鉴了《发展权利宣言》150 等其他文书， 

 1. 重申会员国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51 中承诺按照商定指导原则，包括第 70/1

号决议第 74 段所列原则，系统地后续落实和评估《2030 年议程》的执行，并申明可持续发展

高级别政治论坛将与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其他相关机构和论坛按照现有任务规定一致协

作，在对《2030 年议程》全球一级各个后续落实和评估进程的监督方面发挥中心作用； 

 2. 宣布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应根据各自作用和授权进行密切

协调，以确保其相互关联和相互联系的工作在支持从现在到 2030 年整个“采取行动实现可持

续发展十年”期间加速落实《2030 年议程》方面保持一致和相辅相成； 

 3. 指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是《联合国宪章》授权设立的机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

坛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主持下召开； 

 4. 通过本决议所附关于审查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附件，促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以及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和平台迅速执行其中所载的规定； 

 5.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审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同时，审查本决议及其附件所载

各项安排，以便借鉴从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此前各周期以及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后

续落实和评估《2030 年议程》的相关进程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6. 重申决定，在以后审查周期，对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问题的审查应与可持续发展高

级别政治论坛的审查进程同步进行，同时确认其各自不同的作用和授权； 

 7. 回顾其第 74/298号决议中载述的决定，决定在其第七十七届会议上商定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 2024年届会和 2024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年度主题以及 2024年将由高级别政治

论坛审查的整套目标，但不妨碍理事会和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在第七十八届会议期间彼此协同进

行的全面审查； 

 8. 决定第 67/290号和第 70/299号决议中载述的所有任务授权均应继续有效，除非本决议

或大会其后决议对其予以更新或取代，而且本决议及其附件所载任务授权应从 2022 年可持续

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及其筹备期间开始执行。 

  

_______________ 

147 第 217 A (III)号决议。 

148 第 55/1号决议。 

149 第 60/1号决议。 

150 第 41/128号决议，附件。 

151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74/298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0
https://undocs.org/ch/A/RES/70/299
https://undocs.org/ch/A/RES/217(III)
https://undocs.org/ch/A/RES/55/1
https://undocs.org/ch/A/RES/60/1
https://undocs.org/ch/A/RES/41/128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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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审查大会关于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形式和组织方面问题的第 67/290 号决议和关于全球一

级后续落实和评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299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1. 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根据其普遍性的政府间性质，应在政治上领导和指导可持续发

展工作，并为此提出建议，跟进和评估落实整个《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52 和履行其他可

持续发展承诺的进展情况，在所有各级以平衡、综合和跨部门方式加强对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

的整合，同时也履行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承诺。它应制定一个重点突出、具有能动性、注重行动

的议程，确保妥善考虑新的和正在出现的挑战，并动员进一步开展行动，以加快落实《2030年

议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 大会重申其 2013 年 7 月 9 日第 67/290号、2016 年 7 月 29 日第 70/299号和 2020 年 8 月 12

日第 74/298号决议以及《2030年议程》中所设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在监督全球一级跟进

和评估《议程》方面以及在促进知识共享和建立协同增效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起的核

心作用。 

3. 根据 2019 年 9 月 24 日和 25 日可持续发展目标首脑会议(由大会主持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

级别政治论坛)的政治宣言，153 在全球一级对《2030 年议程》进行的跟进和评估应当支持加快

落实《2030 年议程》以及通过“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年”实现其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4. 《2030 年议程》中确立的指导各级跟进和评估工作的原则，包括《议程》第 74 段规定的

原则，应继续在所有各级加以落实。因此，各级后续落实和评估工作将遵循以下原则： 

 (a) 这些工作将是自愿性的，由国家主导，兼顾各国不同的现实情况、能力和发展水平，

并尊重各国的政策空间和优先事项。国家自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全球评估将主要以各

国提供的官方数据为依据，因此国家一级工作的成果将是区域和全球评估的基础。 

 (b) 这些工作将跟踪所有国家落实普遍目标和具体目标的进展，包括执行手段，同时尊重

那些目标和具体目标的普遍性、综合性和相互关联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 

 (c) 这些工作将长期进行，确定成绩、挑战、差距和重要成功要素，协助各国作出知情政

策选择。这些工作还将帮助调动必要的执行手段和伙伴关系，协助确定解决办法和最佳做法，

促进国际发展系统的协调与成效。 

 (d) 这些工作将对所有人开放，做到包容、普遍参与和透明，而且也将协助所有相关利益

攸关方提交报告。 

 (e) 这些工作将以人为本，顾及性别平等，尊重人权，尤其重点关注最贫困、最脆弱和落

在最后面的人。 

_______________ 

152 第 70/1号决议。 

153 第 74/4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0
https://undocs.org/ch/A/RES/70/299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0
https://undocs.org/ch/A/RES/70/299
https://undocs.org/ch/A/RES/74/298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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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这些工作将以现有平台和进程(如果有的话)为基础，避免重复，顺应各国的国情、能

力、需求和优先事项。这些工作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并考虑到新出现的问题和新制

定的方法，同时尽量减少国家行政部门提交报告的负担。 

 (g) 这些工作将保持严谨细致和实事求是，并参照各国主导的评价工作结果和以下各类及

时、可靠和易获取的高质量数据：收入、性别、年龄、种族、族裔、迁徙情况、残疾情况、地

理位置和涉及各国国情的其它特性。 

 (h) 这些工作将要求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支持，包括加强各国特别是非洲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数据系统和评价方案。 

 (i) 这些工作将获得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多边机构的积极支持。 

5. 高级别政治论坛及其工作方案和议事程序的筹备，包括专题审议和自愿国别评估，应体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普遍性、整体性、不可分割性和相互关联性，并在落实《2030 年议程》

的背景下，充分考虑到《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154 《巴黎

协定》155 以及联合国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其他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 

6. 高级别政治论坛应加强相互学习和落实，为分享与《2030 年议程》落实工作相关的最佳

做法和经验提供充足时间，并在自愿基础上分享知识和提出见解，包括关于成功与挑战的知识

和见解。它将探讨全球、区域、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执行和评估《2030年议程》的相互关联，

同时借鉴可持续发展区域论坛、自愿国别评估筹备工作以及高级别政治论坛之前各次专家和其

他筹备会议的成果。 

7. 在无损可持续发展目标统筹兼顾、不可分割和相互关联性的前提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

持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应继续在每次会议上审议代表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的一组

目标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包括与其他目标的关联，以便深入评估所有 17 项目标在四年周期

内的进展情况。执行手段、包括与目标 17 有关的执行手段则每年评估，包括根据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的成果进行评估。 

8.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应加强对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具体目标之间的关联性、包括协同效应和权衡取舍的政策影响的分析，并分析可持续发展的经

济、社会和环境层面，同时还应讨论涉及整个《2030年议程》和各项目标的问题以及不让任何

一个人掉队的原则。高级别政治论坛在尊重其普遍政府间性质的同时，将继续让各国政府、联

合国系统及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议员、地方政府、妇女、儿童和青年、残疾人、土著人民、

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工商界和私营部门、科学和学术界以及其他主要群体和相关利益攸关

方参加。 

9. 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努力在更加重视各项目标和具体目标的相互关联和确保对各项可持续发

展目标进行深入评估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为了更好地评估各项目标之间的协同作用和权衡取

_______________ 

154 第 69/313号决议，附件。 

155 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FCCC/CP/2015/10/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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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高级别政治论坛每年还应在政策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考虑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措施可

以对多个目标及具体目标产生最大、最具变革性影响的领域。 

10. 高级别政治论坛应加强科学与政策的衔接，以关于在执行《2030 年议程》及相关政策方

面进展和挑战的实证依据，为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行动提供支持。为此，论坛还将

审查文件，汇总分散的信息和评估资料、包括以《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形式提供的信息和评

估资料，借鉴现有的评估，并加强循证决策。论坛将专门关注与数据可得性及加强数据收集和

分析能力有关的问题。 

11. 高级别政治论坛当前周期剩余期间的主题是： 

 (a) 2022 年：在推动全面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同时克服 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重建得更好； 

 (b) 2023 年：加快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后复苏和在各级全面落实《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 

12. 将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召开的高级别政治论坛当前周期的剩余期间深入评估的各组可

持续发展目标是： 

 (a) 2022 年：目标 4、5、14、15 和 17； 

 (b) 2023 年：目标 6、7、9、11 和 17。 

13. 2022 年和 2023 年，高级别政治论坛应考虑到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对所有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不同及特殊影响。 

14. 2022 年和 2023 年，高级别政治论坛还将保持《2030 年议程》的整体性，并确保继续采取

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时限为 2020 年的具体目标，同时跟踪并充分考虑正在进行的相

关政府间进程，以便更新具体目标，反映 2030 年适当的目标水平。 

15. 2022 年和 2023 年，高级别政治论坛还应推动并审查 2019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大会主

持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通过的政府间谈判达成的政治宣言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主持召开的高级别政治论坛通过的政府间谈判达成的部长级宣言的落实情况，从而为落实

《2030 年议程》作出贡献。 

16. 在进行专题审查时，高级别政治论坛可以考虑政府间机构和论坛(包括相关的多方利益攸

关方论坛)向高级别政治论坛提供的意见，并酌情考虑联合国系统、秘书处组织的专家筹备进

程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和技术促进机制等专家和科学来源提供的可加强科学与政策衔

接的结论、研究、数据和建议。 

17. 高级别政治论坛应拨出充足时间专门评估特殊处境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

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处于冲突中和冲突后局势的国家落实《2030年议

程》的进展情况，特别是正在评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相互关联方面。以往高级别政治论坛

专为特殊处境国家举行的专题会议必须予以维持，特殊处境国家的情况和挑战也应在整个高级

别政治论坛专题审查期间进行讨论。还应考虑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具体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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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鼓励提交自愿国别评估的国家根据《2030年议程》和第 67/290号决议的规定，报告其落实

《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在铭记自愿国别评估的自愿性和国家主导性以

及以往提交此类评估的经验的同时，各国不妨分享最佳做法和经验，包括成功、挑战、差距、

教训以及下一步行动。这种前瞻性的加速行动也可为自愿国别评估国家对秘书长在 9 月份召开

的“聚焦可持续发展目标”活动建言献策提供信息。已进行自愿国别评估的国家可以考虑在下

一次评估期间重点讲述趋势、进展领域、仍然存在的挑战，并尽可能突出自上次评估以来所采

取的措施的影响。 

19. 在重申自愿国别评估的自愿性的同时，鼓励各国、包括特殊处境国家在方便的情况下，在

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四年周期期间进行一次评估。鼓励尚未进行自愿国别评估的国家在考虑到自

身能力和国情的情况下进行一次评估。 

2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理事会主席团应考虑如何在高级别政治论坛期间为自愿国别评估

分配尽可能多的时间，以加强互动、实质性讨论和同行学习。在自愿国别评估的基础上，鼓励

出席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国家继续分享自己的经验教训、建设性反馈和关于加快进展的想法。如

果在论坛期间因时间太短而无法提供详细的答复，进行自愿国别评估的国家也可在高级别政治

论坛之后继续提供书面答复。应继续按照第 67/290号决议和《2030年议程》的规定，确保主要

群体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高级别政治论坛自愿国别评估的讨论。应优先让进行自愿国别

评估的国家在论坛主要会议之外自愿组织会外活动。 

21. 《2030年议程》中决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召开的高级别政治论坛应根据第 67/290号

决议定期开展评估。评估应是自愿的，鼓励提交报告，且评估应让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联合国

相关实体和包括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在内的其他利益攸关方参加。评估应由国家主导，由部长

级官员和其他相关的高级别人士参加。评估应为各方建立伙伴关系提供平台，包括请主要群体

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2030 年议程》还确认各国议会在颁布法律、制定预算和确保在

国家一级有效落实《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执行和问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2. 鼓励各国努力加强其自愿国别评估的证据、科学、评价和数据基础，这可能需要加强国家

统计能力，以消除《2030年议程》方面的数据差距，获取高质量、及时、可靠的分类数据和统

计资料。应为发展中国家的此类能力建设提供支持。 

23. 又鼓励各国继续采用秘书长的自愿统一报告准则，作为筹备自愿国别评估的建议工具。请

秘书长酌情更新这套准则，特别是着眼于加强就所有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整个《2030年议程》

进行的分析和循证报告，同时考虑到参加高级别政治论坛国家的反馈以及从论坛中汲取的经验

教训，并将这套准则提供给会员国。 

24. 还鼓励各国参加由秘书处和其他相关伙伴组织的自愿国别评估筹备进程，以及在高级别政

治论坛期间举办的自愿国别评估实验室和其他会外活动，这些活动可帮助各国继续与其他国家

就本国的评估进行互动或讨论评估的具体专题。 

25. 在筹备自愿国别评估期间，请各国、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有能力这样做

的其他利益攸关方向请求支助开展自愿国别评估的国家提供这种支助。 

26. 为加强自愿国别评估后续行动，邀请和鼓励各国、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以及

其他利益攸关方，应自愿国别评估方案国家的请求并与这些国家协商，建立伙伴关系并提供支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0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0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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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包括能力建设支助，以帮助它们应对在落实《2030年议程》方面面临的挑战。请联合国发

展系统应发展中国家的请求支助这些国家的自愿国别评估后续行动，包括在可能情况下解决经

评估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的执行方面发现的差距和挑战。 

27. 各国可将自愿国别评估作为一个自愿、有效、综合的后续落实和审查框架，藉此提高对可

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各国在落实《2030 年议程》方面所作努力和所取得进展的认识。 

28. 各区域委员会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区域论坛对高级别政治论坛的筹备工作以及各区域的同行

学习和知识交流作出重要贡献。区域论坛应为高级政治别论坛上进行的专题审查和关于自愿国

别评估的互动提供信息。鼓励区域论坛准备高级别政治论坛的专题审查，讨论各区域的进展、

挑战、差距和方法，以及最佳做法、新出现的问题和创新想法，以加快落实《2030年议程》和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继续加强区域能力建设和联网。还鼓励区域论坛在筹备自愿国别评估

期间加强各国之间的同行学习和经验交流，并讨论和跟进处理从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同时避免

与高级别政治论坛重叠。区域论坛还应为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提供足够的空间。 

29.高级别政治论坛应继续在议事程序和政府间谈判商定的宣言中加强对区域论坛成果的关注，

根据需要吸纳区域委员会和其他区域和次区域实体的投入，同时改善跨区域对话并将区域层面

纳入审查范围。鼓励各区域论坛尽早提交各自的报告，以确保高级别政治论坛及时审议。 

30. 为表彰地方当局努力开展地方评估，高级别政治论坛应继续加强关注为支持地方一级根据

国情、政策和优先事项采取行动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所作的努力，鼓励区域论坛讨论自愿

地方评估的趋势和结果。 

31. 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召开的高级别政治论坛会议应继续参考秘书长根据全球指标框

架、各国统计机构提交的数据和各区域收集的信息编写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年度进展情况报告，

并参考其他相关投入。请秘书长考虑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中介绍数据差距和能力情

况以及消除能力差距的备选方案，并探讨如何报告当年评估的各项目标之间的相互关联，同时

保持报告的统计性质。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应在每年年初备妥，为在高级别政治论坛

召开之前商定宣言的政府间谈判提供信息依据。还将继续每四年向由大会主持召开的高级别政

治论坛提交《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鼓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理事会主席团邀请编写

《2023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科学家参加 2022 年和 2023 年由理事会主持召开的高级别政

治论坛，包括提请论坛注意与《2030年议程》相关的新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未经编辑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预发本应在 4 月备妥，以支持部长级宣言谈判；未经编辑的《全球可

持续发展报告》预发本应在 3 月备妥，为 2023 年由大会主持召开的高级别政治论坛会议(可持

续发展目标峰会)政治宣言政府间谈判提供信息依据。 

32. 高级别政治论坛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包括跨领域问题)的专题审查应继续参考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以及其他政府间机构和论坛的投入，并应表明各项目标的整体性和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专题审查还应继续吸引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 

33. 政府间谈判商定的高级别政治论坛宣言应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注重行动、具有前瞻性，

同时概述加快行动的优先领域。宣言应该展现各国落实《2030年议程》的共同政治意愿。高级

别政治论坛如在同一年两次举行会议，应仅有一项谈判商定的政治宣言，覆盖两次会议不同而

又互补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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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由大会主持召开的高级别政治论坛会议(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应在一般性辩论的第一天或

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前的星期一开始，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可见度和影响力。在峰会的前一年，

联合国系统应将全球公共传播工作重点放在 2030 年议程上。鼓励秘书长利用每年在大会一般

性辩论期间举办的有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的“聚焦可持续发展目标”活动，着重介绍

落实各项目标的鼓舞人心的行动。“聚焦可持续发展目标”活动不在由大会主持召开高级别政

治论坛会议的年份举行。 

35. 重申第 67/290号决议第 14、15 和 16 段关于主要群体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高级别政

治论坛的规定，论坛应确保各主要群体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广泛、有效和均衡地参与论坛所

有各方面的工作，包括自愿国别评估，为此利用信息技术和创新网络界面作为其他参与途径，

同时保持论坛的政府间性质。各国可考虑将主要群体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纳入本国出席论坛

的代表团，如一些国家过去所做的那样。 

36. 吁请各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继续按照《2030 年议程》第 89 段的规定，报告它们为

落实《2030年议程》作出的贡献，秘书处应继续汇编和提供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按照第

67/290号决议第 15(d)段提交的关于高级别政治论坛主题的文件。 

 

 

第 75/291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A/75/L.105 未经表决而通过 
 

 

75/291.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第七次审查 

 大会， 

 重申其 2006年 9月 8日第 60/288号决议所载《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回顾其 2018年 6月

26日第 72/284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要求审查秘书长关于《全球反恐战略》执行进展的报告以

及会员国执行《战略》的情况，并考虑修订《战略》，以应对出现的变化，此外又回顾其 2020

年 5 月 20 日第 74/556 号决定，其中考虑到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所带来的空前

技术和后勤挑战，决定将审查工作推迟到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 

 回顾大会在后续执行和更新《战略》方面的关键作用，深信采用普遍会员制的大会是处理

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主管机构， 

 重申坚定地致力于加强国际合作，防止和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并重申任何恐

怖行为，不论其动机为何、在何时何地发生、由何人所为，都是不可开脱的犯罪行为， 

 最强烈地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以及一切恐怖主义行为，包括基于仇外心理、种

族主义和其他形式不容忍的行为，或以宗教或信仰名义实施的此类行为，确认所有宗教对和平

的承诺，并决心谴责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以及唆使实施恐怖活动从而散布仇恨和威胁

生命的煽动行为，又重申不能也不应把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与任何宗教、

国籍、文明或族裔群体联系在一起，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0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0
https://undocs.org/zh/A/75/L.105
https://undocs.org/ch/A/RES/60/288
https://undocs.org/ch/A/RES/7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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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和平文化宣言》和《和平文化行动纲领》，156 

 感到震惊的是，世界不同地区仇外行为、种族主义行为、不容忍行为、助长恐怖主义的暴

力极端主义行为、包括教派暴力在内的暴力行为以及恐怖主义行为出现增多，导致无辜者丧

生，造成破坏和民众流离失所；反对使用暴力，不论其动机为何， 

 关切恐怖团体试图利用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导致的不满情绪，进行激进化

教唆、招募从事、鼓动实施和实际开展恐怖主义袭击，包括为此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等方式，

请会员国预测、监测和应对这一大流行病对全球恐怖主义威胁演变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影响， 

 重申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行为、方法和做法都是意图摧毁人权、基本自由和民主，

威胁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阻碍享有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生

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破坏政府的稳定，此外重申国际社会应采取必要步骤加强合作，

以果断、统一、协调、包容、透明、基于人权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消

除助长恐怖主义的状况， 

 重申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独立和统一， 

 重申会员国及其各自国家机构在反恐方面负有主要责任，关切恐怖分子继续图谋利用一些

国家的基本状况，例如政府覆盖范围有限以及执法和安全机构缺乏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强调

在适当情况下并应请求加强国家机构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和力量是成功打击恐怖主义的

关键要素， 

 意识到在受激进思想影响而走向恐怖主义这一现象背后有一系列驱动因素，而以社会公

正、包容和机会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发展，包括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有助于防

止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有助于通过教育等方式推动建立包容、开放和有

抗御力的社会；申明会员国决心努力解决冲突，反抗压迫，消除贫困，促进持久经济增长、可

持续发展、全球繁荣、善治、人人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法治，增进文化间了解，促进对所

有人的尊重， 

 认识到会员国为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以及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和消除助长恐怖主义的状况而

开展的国际合作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需要采取全面的办法和多层面战略，而且必须完全符合

其根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尤其是其宗旨和原则，及相关国际公约与议定书在内的国际法，

特别是国际人权法、国际难民法和国际人道法所承担的义务，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各实体，包括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及其反恐中心，以及安全理事会附属

机构继续为《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各实体支持会员国执行《战略》的工作作出贡献，并在这方

面注意到全球反恐协调平台业已设立， 

 意识到需要加强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根据各自授权范围在实施《战略》方面的作用，回顾

其 2017 年 6 月 15 日第 71/291号决议，其中决定设立反恐办公室，并回顾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

统应会员国请求协助其实施《战略》的能力的报告157 中所载述、经第 71/291 号决议核可的该

_______________ 

156 第 53/243 A 和 B号决议。 

157 A/71/858。 

https://undocs.org/ch/A/RES/71/291
https://undocs.org/ch/A/RES/71/291
https://undocs.org/ch/A/RES/53/243
https://undocs.org/ch/A/RES/53/243b
https://undocs.org/ch/A/7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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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权限和职能，其中包括：领导大会委托秘书长执行的反恐任务；加强《全球反恐协调契

约》各实体之间的协调一致，以确保平衡实施《战略》的四个支柱；加强向会员国交付联合国

反恐怖主义能力建设援助；改善联合国反恐工作的宣传、倡导和资源调动；确保在整个联合国

系统对反恐给予应有的优先重视，并确保为防止可能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而开展的重

要工作切实立足于《战略》， 

 回顾其 2011 年 11 月 18 日第 66/10号决议，确认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内所设联合国反恐中心

以及其咨询委员会开展的重要工作，确认反恐中心努力在建立会员国打击和应对恐怖主义能力

方面成为一个英才中心，赞赏地注意到反恐中心继续为加强联合国反恐努力作出贡献，鼓励会

员国在这方面向反恐中心提供资源和自愿捐助， 

 确认联合国在外地一级提供综合协调援助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注意到反恐怖主义

办公室努力增加其外地存在，包括通过设在匈牙利、肯尼亚、摩洛哥、卡塔尔和西班牙的方案

办事处在区域一级扩大其外地存在，以便利在更靠近受益者的地方交付方案，提高其影响力和

成本效益，并加强与国家和地方反恐行为体以及区域机构和其他援助方和受援方的合作，此外

提醒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外地单位在国家或区域一级与更广泛的联合国机构进行密切协调， 

 又确认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同联合国开展伙伴协作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发挥的作用，鼓励

《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各实体根据现有任务，在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打击恐怖主义的各项努力中

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与其密切合作和协调， 

 回顾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相关决议，注意到妇女对《战略》设计、执行和

监测的重要贡献，强烈谴责某些恐怖团体有计划地以妇女和女童及其权利为攻击目标，又注意

到恐怖主义和反恐措施对妇女和女童的不同影响，鼓励会员国、联合国实体以及国际、区域和

次区域组织确保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意义地参与并领导为防止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和

开展反恐工作而开展的努力，还鼓励会员国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开展伙伴协作， 

 表示深为关切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包括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已为人所知是某些恐怖主

义团体战略目标、战术手段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且被用来作为增强自身力量的一个工具，

一方面用于支持资助和招募活动，另一方面用于摧毁社区， 

 注意到青年对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以及促进和平与安全等

各种努力的重要积极贡献，并在这方面表示关切受招募和受激进思想影响走向恐怖主义的危

险，包括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在监狱中受到招募和影响， 

 强调指出，媒体、民间社会、宗教界、工商界和教育机构在努力加强对话和扩大了解，在

促进多元、宽容与共处，在帮助创建一个不利于煽动恐怖主义的环境以及在对付恐怖主义宣传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强烈谴责有计划招募和使用儿童实施恐怖袭击以及恐怖团体随时随地侵犯和残害儿童的行

为，包括杀害和致残、绑架和强奸以及其他形式性暴力，并注意到此类侵犯和残害行为可构成

https://undocs.org/ch/A/RES/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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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敦促会员国履行《儿童权利公约》158 规定的相关义务，强调必须追究

此类残害和侵犯行为的责任， 

 回顾其 2010 年 7月 9 日关于紧急情况中受教育权利的第 64/290号决议和 2020年 5 月 28日

关于保护教育免受攻击国际日的第 74/275 号决议，强调需落实所有儿童的受教育权，特别是采

取一切可行措施保护学校免遭有碍儿童接受教育的恐怖主义袭击， 

 确认与致力于《联合国宪章》原则与宗旨的民间社会行为体进行对话，酌情给予支持并与

其建立伙伴关系，作为全社会办法的一部分，是对会员国和《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各实体的反

恐努力的重要贡献，同样确认应进一步使民间社会行为体能够为《战略》目标作出贡献，在这

方面注意到秘书长对联合国系统的指导，159 

 申明必须寻求采取具体解决办法，以减轻因违反国际法适用反恐立法和其他措施而产生的

潜在负面影响，因为此种做法可能损害集体反恐努力并侵害人权，包括阻碍开展工作并危及发

展、建设和平和公正人道主义行动以及民间社会， 

 强调指出必须根据相关国际法，本着尊重人权和法治、正当程序和公平审判保证，建立和

维持有效、公正、人道、透明和负责任的刑事司法系统，除其他外同时考虑到儿童的权利和

需求，以此作为任何打击恐怖主义战略的一个基本依据，促请会员国继续努力通过国家立法

打击恐怖主义，建立和维持此类司法制度，此外强调需要应会员国请求为其培训刑事司法系

统专业人员，包括通过双边和多边方案及分享经验的方式，以期对各种威胁形成共识，并提

出有效对策， 

 回顾安全理事会 2020 年 7 月 1 日第 2532(2020)号决议，其中安理会要求在 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大流行期间全面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实行人道主义暂停，其中还肯定秘书长关于立即全

球停火的呼吁，并重申这一全面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不适用于安理会指定的针对恐怖主义团体的军事

行动，此外也考虑到大会 2020 年 4 月 2 日关于全球团结抗击 COVID-19 的第 74/270 号决议， 

 重申会员国有义务防止和制止资助恐怖主义行为，不向参与恐怖主义行为的实体或个人主

动或被动提供任何形式支持，包括制止招募恐怖主义团体成员和取缔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

蓄意提供或收集资金，意图将这些资金全部或部分用于或知晓这些资金将用于实施恐怖行为，

并且对滥用互联网及其他信息和通信技术，包括滥用虚拟资产、移动支付系统和众筹办法以及

其他形式资助恐怖主义行为表示关切， 

 提醒所有国家都有义务确保将资助、策划、筹备或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者或支持恐怖主义行

为者绳之以法，并确保除对其采取任何其他措施外，还在国内法律法规中将此类恐怖主义行为

定为严重罪行，确保所作惩处能恰当反映此类恐怖主义行为的严重性，以确保酌情实施有效、

相称和起阻遏作用的刑事制裁， 

_______________ 

15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77 卷，第 27531 号。 

159 《联合国关于保护和促进公民空间的指导说明》 

https://undocs.org/ch/A/RES/64/290
https://undocs.org/ch/A/RES/74/275
https://undocs.org/ch/S/RES/2532(2020)
https://undocs.org/ch/A/RES/74/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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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必须防止、打击和消除恐怖分子非法使用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情况，回顾在《从各个

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160 中，会员国普遍承诺颁布和

实施必要立法或其他措施，在国内法中把在其管辖地区内非法制造、持有、储存和买卖小武器

和轻武器，包括将其转给未经授权的接收者，定为犯罪，此外强烈敦促尚未履行这方面承诺的

会员国履行承诺， 

 强烈谴责包括小武器和轻武器在内的各类武器、军事装备、无人驾驶飞机系统及其部件以

及简易爆炸装置部件继续流向恐怖分子及在他们之间相互流通，并鼓励会员国防范和阻断恐怖

分子之间的此类武器采购网络， 

 深为关切互联网和包括社交媒体平台在内的其他信息和通信技术被用于恐怖主义目的，包

括继续传播恐怖主义内容，此外鼓励会员国彼此合作并与学术界、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等其他

相关利益攸关方协作，确保恐怖分子不会在网上找到安全避风港，同时促进建立一个开放、可

互操作、可靠和安全的互联网，进而增进效率、创新、交流和经济繁荣，并同时尊重包括国际

人权法在内的国际法，包括尊重表达自由的权利， 

 注意到“克赖斯特彻奇行动呼吁”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关于防范网络恐怖主义

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的声明》， 

 表示关切针对脆弱目标，包括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和公共场所(“软”目标)的恐怖袭击，确

认由会员国确定其关键基础设施或公共场所的构成，评估其脆弱程度，并确定以何种手段有效

保护其免受恐怖袭击， 

 表示尤其关切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可能严重扰乱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运作并在基础设

施部门以外造成连锁效应，因此着重指出，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遭恐怖袭击以及促进全面防范

此类袭击日益重要，包括酌情通过公私伙伴协作等方式， 

 强调需要加强努力，改善脆弱目标的安全和保护，并增强抵御恐怖主义袭击的韧性，特别

是在平民保护领域，同时认识到会员国可能需要这方面的援助， 

 表示严重关切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继续构成严重威胁，这类人员是指经空中、陆地或海

上渠道前往或转往居住国或国籍国之外的另一国实施、策划或准备或参与恐怖行为，或提供或

接受恐怖主义训练的个人，包括在涉及武装冲突时，以及特别是从冲突地区返回或迁往其原

籍国或国籍国或第三国的个人，强调各国必须处理这个问题，并着重指出联合国必须按照现

有任务开展能力建设及促进能力建设，以根据会员国包括受影响最严重区域的国家提出的请

求，向其提供协助，包括通过《联合国阻止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流动的能力建设执行计

划》提供协助， 

 着重指出必须根据适用的国际法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构成的威

胁，包括在信息共享、边境安全、调查、司法程序、引渡、加强预防及消除有利于恐怖主义蔓

延的状况、预防和制止煽动恐怖主义行为、防止因受激进思想影响而走向恐怖主义、防止招募

_______________ 

160 《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的报告，2001年 7月 9日至20日，纽约》(A/CONF.192/15)，

第四章，第 24 段。 

https://undocs.org/ch/A/CONF.1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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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阻止和防止为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提供资金支持、制定并实施外国

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家属回返或转移风险评估、以及起诉、恢复正常生活和重返社会等方面

的合作， 

 又着重指出按照安全理事会 2016 年 12 月 12 日第 2322(2016)号决议相关规定并根据相关国

际法和国内法分享信息和开展司法协助的重要性， 

 表示关切恐怖分子可能在一些区域通过跨国有组织犯罪得利，包括通过非法贩运军火、人

口、毒品和文化财产和通过非法买卖自然资源(包括石油、石油产品、模块化炼油厂和相关物

资、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和宝石、矿物、木炭和野生动植物)，以及通过绑票及勒索、洗钱和抢

劫银行等其他犯罪活动，又表示深为关切某些形式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在一些情况中

存在关联，强调有必要加强国家、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合作，以更强有力地应对这一挑

战，谴责恐怖主义团体在一些国家实施破坏文化遗产行为，在这方面回顾其 2018年 12月 13日

第 73/130号决议， 

 确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行为受害者可以发挥作用，包括在消除恐怖主义吸引力方

面，并强调需要促进国际团结，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此外也需要确保给予恐怖主义受害者尊

严和尊重，其根据相关国内法和国际法原则诉诸司法和补救机制的权利受到充分尊重，并且应

鼓励在国内法允许的情况下按照国际法原则设立、加强和扩大受害者赔偿或补偿基金，在这方

面回顾其已宣布 8 月 21 日为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以纪念和支持恐怖主义受害

者和幸存者，促进和保护他们充分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在这方面又回顾其 2019 年 6 月 28 日

关于在援助恐怖主义受害者方面加强国际合作的第 73/305号决议， 

 表示注意到反恐怖主义过程中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问题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的报

告，包括其中所载的结论和建议，鼓励各会员国与特别报告员进行合作， 

 重申会员国决心继续尽其所能解决冲突，结束外国占领，反抗压迫，消除贫困，促进持久

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全球繁荣、善治、人人享有人权和法治，增进文化间了解，并确保所

有宗教、宗教价值观、信仰或文化得到尊重， 

 重申会员国承诺采取措施消除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状况，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长期未解决

的冲突，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所受非人性化对待，法治不彰，侵犯人权，族

裔、民族和宗教歧视，政治排斥，社会经济边缘化，缺乏善治等，同时确认这些状况无一可作

为恐怖主义行为的借口或理由， 

 强调指出整个政府和全社会一起行动的重要性，强调指出必须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包

括与民间社会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并在这方面鼓励妇女和

青年充分、平等、切实参与这一进程， 

 认识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61 包含全球性目标和具体目标，涉及包括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2030年议程》的实现可有助于执行《全球反恐战略》，在这方面

_______________ 

161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S/RES/2322(2016)
https://undocs.org/ch/A/RES/7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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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做的工作，同时也认识到区域发展框架，例如非洲联盟《2063年议

程》，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指出继续努力实现没有恐怖主义的世界的目标十分重要， 

 1. 再次明确强烈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无论由何人所为、在何处所为、为

何目的所为； 

 2. 再次申明《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162 及其四大支柱，其实施工作是一项持续不断的

努力，必须统筹均衡地实施所有支柱，确认需要加倍努力使《战略》的所有支柱得到同等重

视、均衡实施，促请会员国、联合国和其他有关国际、区域、次区域组织加紧努力以统筹均衡

方式实施《战略》的所有方面； 

 3. 强调指出必须根据国际恐怖主义正在出现的新威胁和不断变化的趋势使《战略》合乎

实际，符合时代要求； 

 4. 确认会员国对实施《战略》担负主要责任，同时鼓励进一步酌情阐述和制定国家、次

区域及区域计划，以支持《战略》的实施工作； 

 5. 促请尚未参加现有国际反恐公约和议定书的国家考虑及时参加，促请所有国家作出一

切努力，缔结一项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并回顾会员国对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

国际恐怖主义的各项决议所作的承诺； 

 6. 回顾大会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所有各项决议和大会关于在反恐中保护人权

和基本自由的各项相关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所有相关决议，呼吁会员国同

联合国相关机构充分合作，以完成其任务，同时认识到许多国家在执行这些决议方面仍然需要

援助； 

 7. 强调指出至关重要的是要采取持久全面的办法，包括必要时要加大努力消除助长恐怖

主义蔓延的条件，同时铭记仅凭军事力量、执法措施、情报活动不会打败恐怖主义； 

 8. 又强调指出如果国家和国际两级的反恐努力忽视法治，违反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

章》、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难民法、人权与基本自由，那么反恐努力不仅背离了其所维护的

价值观，还可能进一步加剧恐怖主义和可能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 

 9. 重申会员国必须确保为打击恐怖主义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符合会员国根据国际法尤其

是国际人权法、国际难民法、国际人道主义法承担的所有义务，特别指出对人权、基本自由、

法治的尊重与有效的反恐措施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是成功的反恐努力的重要部分，指出必须

尊重法治，以有效地防止、打击恐怖主义，并指出不遵守这些义务和其他国际义务，包括不遵

守《联合国宪章》所定义务的做法，是加剧激进化走向暴力的原因之一，滋长有罪不罚意识； 

 10. 鼓励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酌情参与加强《战略》的实施工作，途径包括与会员国

和联合国系统互动，鼓励会员国和《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各实体根据各自的任务规定与民间社

_______________ 

162 第 60/288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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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继续接触，支持民间社会行为者为《战略》的设计、实施、监测发挥作用，并鼓励会员国为

民间社会创造、维持有利环境，其中包括一个依据国际人权法保护和促进人权的法律框架； 

 11. 促请所有会员国在当今错纵复杂的全球安全背景下，强调妇女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打击

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避免将妇女工具化，敦促会员国和联合

国各实体将妇女和男子因受激进思想影响而走向恐怖主义的驱动因素的性别分析纳入其相关方

案中，酌情考虑反恐战略对妇女和妇女组织的具体影响，在为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以及防止和

打击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而制定战略时努力与其加强协商； 

 12. 促请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各实体通过机构间的协商行动加强协

调性、一致性，在实地工作中按照本机构的任务规定与各自的东道国进行合作，与国家工作队

驻在人员展开互动，同时考虑到秘书长的改革； 

支柱一：采取措施消除助长恐怖主义的条件 

 13. 敦促所有会员国和联合国联手打击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鼓励相

关行为者包括各种信仰的宗教领袖努力在其社区中讨论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

义的驱动因素并制定应对战略，并着重指出会员国、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宗教机构、媒体

在倡导宽容、促进理解、开展包容各方的对话、尊重宗教和文化多样性、尊重人权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14. 确认会员国和国际社会在应对助长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和应对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

端主义方面遇到困难，敦促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根据国际法并在确保国家自主权情况下采取措

施，以平衡的方式应对国内外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的所有驱动因素； 

 15. 又确认必须防止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在这方面回顾 2016 年 2 月 12 日第

70/254 号决议，其中大会欢迎秘书长的倡议并表示注意到他提出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

划》，163 建议会员国根据国情考虑提出执行《行动计划》的相关建议，鼓励联合国各实体根据

各自的任务规定执行《行动计划》的有关建议，包括应会员国请求向其提供技术援助，请会员

国及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按照各自的优先重点并酌情考虑到秘书长的《行动计划》以及其他

相关文件，考虑就防止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制定国家行动计划和区域行动计划； 

 16. 鼓励会员国酌情与相关的地方社区和非政府行为体接触，以制定有针对性的战略，打

击可能煽动为恐怖主义团体招募成员和实施恐怖行为的暴力极端主义宣传，并消除促使恐怖主

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蔓延的条件； 

 17. 强调在促进合作、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和打击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等方面，

最重要的因素包括：宽容、多元、尊重多样性、文明间对话、增进各民族对彼此信仰和文化的

了解与尊重，包括在国家、区域、全球各级做到上述各点，同时避免仇恨升级，并在这方面鼓

励各组织，包括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等联合国各机构，开展举措促进多样性、多元和宽容； 

_______________ 

163 见 A/70/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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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又强调教育是促进防止恐怖主义和防止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的重要工具，欢

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协同会员国通过教育执行反对仇恨言论、打击助长恐怖主义的

暴力极端主义的战略，鼓励会员国在这方面为促进宽容和宗教间及文化间对话制定方案； 

 19. 鼓励会员国、联合国实体、区域组织、次区域组织、相关行为体考虑建立机制，让青

年参与弘扬和平、宽容、文化间对话、宗教间对话的文化，并酌情使青年对尊重人的尊严、多

元、多样性提高认识，包括酌情通过开办教育方案防止和劝阻青年参与恐怖主义行为、助长恐

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行为、暴力行为、仇外心理、所有形式歧视，又鼓励会员国如大会2021

年 3 月 25 日就全球媒体与信息素养周通过的决议所强调的那样，以增加机会和包容性以及增

进对媒体和信息的理解能力为途径增强青年的权能，包括让青年参与决策过程，以及考虑采取

务实方法让青年参与为防止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制定相关方案和倡议，敦促会员国根

据国际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受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影响或利用的青年人； 

 20. 强调指出必须应对恐怖分子宣传手段所构成的威胁，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应考虑准确把

握恐怖分子如何驱使他人实施恐怖行为和如何招募人员，并根据包括国际人权法在内的国际法

制定最有效的手段来打击通过互联网等信息和通信技术方式进行恐怖主义宣传、煽动、招募的

活动； 

 21. 重点指出私营部门的具体作用，要求托管服务供应商根据其业务所在国的立法和《工

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164 进行尽职调查，以解决通过其在线服务向公众传播恐怖主义内容

的问题，包括在尊重国际人权法特别是表达自由权的情况下合法删除恐怖主义内容，并回顾国

家在制止煽动他人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方面担负首要责任； 

 22. 注意到恐怖分子可能基于对宗教的曲解和误传编造为暴力辩护的扭曲性宣传内容，用

以招募支持者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调动资源、争取同情者的支持，特别是为此利用互联

网和社交媒体等信息和通信技术，在这方面又注意到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在全球打击此类活动； 

 23. 强调各国应考虑酌情与宗教权威人士和具有相关专门知识的社区领袖开展互动，包括

拟定和传播有效的反宣传内容，也包括对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的宣传予以反驳，还强调反宣传

内容不仅应反驳恐怖分子的信息，还应大力宣传正面内容，提供可信的替代内容，并为易受恐

怖主义宣传影响的弱势受众解决所关心的问题； 

 24. 对于通过互联网在全球传播恐怖主义内容包括有关真实袭击的材料表示关切，认识到

必须采取由政府、私营实体、民间社会、学术界等多利益攸关方参与的方式来应对此类威胁； 

 25. 促请会员国依照包括国际人权法、国际难民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内的国际法所规定

的义务，根据安全理事会 2017 年 5 月 24 日第 2354(2017)号决议以及反击恐怖主义宣传的综合

性国际框架165 开展协作，制定并执行有效的反宣传战略，包括制定并执行与外国恐怖主义作

战人员相关的反宣传战略；  

_______________ 

164 《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A/HRC/17/31，附件)。 

165 S/2017/375，附件。 

https://undocs.org/ch/S/RES/2354(2017)
https://undocs.org/ch/A/HRC/17/31
https://undocs.org/ch/S/201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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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二：采取措施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 

 26. 促请所有会员国依照《联合国宪章》等相关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不让恐怖主义团体获

得庇护所，不给其以行动、流动、招募的自由，不让其获得财务、物质、政治上的支持，因为

让恐怖主义团体获得这些便利威胁到国家、区域、国际的和平与安全，促请所有会员国将恐怖

主义行为实施者绳之以法或酌情根据引渡或起诉原则将其引渡，并将支持、协助、参与或企图

参与资助、策划或准备恐怖主义行为者绳之以法或酌情根据引渡或起诉原则将其引渡； 

 27. 敦促会员国确保绝不容忍恐怖主义，无论其袭击对象或动机为何，再次呼吁不组织、

煽动、便利、参与、资助、鼓励或容忍恐怖主义活动，并采取适当实际措施，确保各自领土不

被用于建立恐怖主义设施或训练营地，或用于准备、组织、煽动实施其意图为针对其他国家或

其他国家公民实施的一种或多种恐怖行为； 

 28. 深为关切地确认世界各地针对宗教社群和其他社群成员的歧视、不容忍、暴力事件，

包括动机出于仇视伊斯兰、反犹太主义、仇视基督教、歧视持有任何其他宗教或信仰者的事

件，不论何方所为，均在全面增多； 

 29. 敦促会员国根据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在有关资助或支助恐怖主义行为者的刑事调查或刑

事诉讼中充分开展协调、尽力互助，尤其是与发生恐怖行为或本国公民遭受恐怖行为的国家开

展协调、尽力互助，包括为涉及恐怖组织、恐怖实体或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诉讼程序获取

证据，并回顾所有国家必须根据相互法律援助和引渡或起诉原则全力开展反恐合作，同时欢迎

会员国详细说明现有的引渡与司法互助机制； 

 30. 敦促会员国根据国内法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加强执法组织之间的国际合作，特别是通

过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加强合作，包括收集数据，共享数据，或根据数据采取行

动，并促请所有国家有效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提供的数据库、分析工具和其他工具加强与恐怖主

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相关的刑事调查与诉讼； 

 31. 促请会员国确保按照其国际法义务，将恐怖主义违法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予以起诉，

并考虑促进国家量刑政策、做法或指导方针，从而在处置罪犯时按照国家立法使刑罚严重程度

与罪行严重程度相符，同时按照国际法人道地对待因恐怖主义违法行为被起诉或定罪者、尊重

其人权，考虑采取措施减少累犯率，包括酌情并根据适用国内法使囚犯获得改造自新、重新融

入社会； 

 32. 又促请会员国防止恐怖主义行为实施者、组织者、协助者滥用难民地位，还促请会员

国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在给予寻求庇护者庇护前确认其未策划、协助或参与实施恐怖主义行为，

同时重申各国须按国际法规定的义务特别是国际人权法、国际难民法、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

义务保护难民及寻求庇护者； 

 33. 谴责在有人将民用物体特别是学校和医院用于军事目的、例如用于发动袭击和储存武

器的情况下，不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来保护平民及民用物体免遭袭击的影响，并强烈谴责

利用平民掩护军事目标不受攻击的做法； 

 34. 深表关切的是包括宗教场所和祭器在内的文化财产日益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往

往导致其变形或遭到亵渎或彻底毁坏，还导致其被盗窃和非法贩运，谴责此类袭击，同时回顾

大会 2021 年 1 月 21 日关于和平与宽容文化的第 75/258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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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对独自行动的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表示关切，承认独自行动的恐怖

分子因其难以被发现而成为特殊挑战，确认有必要迅速应对这一问题； 

 36. 促请会员国采取适当措施应对基于仇外心理、种族主义和其他形式的不容忍或以宗教

或信仰为名实施的恐怖主义袭击日益增多所构成的新威胁和正在出现的威胁，包括为此展开调

查、交流信息、进行合作，请秘书长与会员国协商以更好地了解全球恐怖主义格局中此类团体

的动机、目标、组织形式、所构成的威胁，包括新威胁和正在出现的威胁，根据请求协助制定

这方面的有效反宣传内容、能力、战略，并在第七十七届会议之前报告相关情况； 

 37. 又促请会员国按照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包括表达自由权、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尊

重平等与不歧视原则，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66 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义务采取

必要措施，对于以直接和间接形式实施恐怖主义团体所鼓动的宗教歧视、种族歧视以及煽动敌

意、仇恨、暴力的行为给予打击，包括打击基于仇外心理、种族主义的不容忍行为和其他形式

的不容忍行为，并在这方面考虑到《联合国消除仇恨言论战略和行动计划》； 

 38. 反对为恐怖主义行为辩解或予以美化(找借口)的企图，因为此种企图可能会煽动起更

多恐怖主义行为，促请所有会员国家根据国际法规定的义务采取必要和适当措施，在法律上禁

止煽动实施一种或多种恐怖主义行为，并防止发生这类行为，对于根据可信的相关信息有充分

理由认为曾犯下此类行为者拒绝提供庇护所； 

 39. 表示关切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日益以快速演变的方式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

网等媒介实施、煽动、资助或策划恐怖主义行为或为此招募人员，指出包括会员国、国际组

织、区域组织、次区域组织、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在内的各利益攸关方必须为解决此问题而协

同实施《战略》，包括交流信息，相互协助，起诉为恐怖主义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者，并

采取适当合作措施，同时要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各项宗旨与原

则，再次申明上述技术在遏制恐怖主义蔓延和遏制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蔓延方面可成

为强大工具，包括可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宽容、多元与对话； 

 40. 又表示关切有人可能将新技术和新兴技术用于恐怖主义目的，在这方面促请所有会员

国考虑按照国际法规定的义务采取更多措施制止将此类技术用于恐怖主义目的，其中包括但不

限于人工智能、3D 打印、虚拟资产、无人驾驶飞机系统，还包括将商用无人机武器化，同时

在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 

 41. 请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其他相关的《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实体共同支持采用创新措施

和方法应会员国请求建设其能力，以应对新技术在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带来的挑战和机

遇，包括在人权方面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_______________ 

166 见第 2200 A (XXI)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2200(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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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回顾安全理事会2014年9月24日第2178(2014)号决议、2017年12月21日第2396(2017)

号决议，重申在应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不断变化的威胁方面需要加大力度，在这方面注意

到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指导原则(马德里指导原则)167 及其增编；168 

 43. 促请会员国在国际、区域、次区域、双边层面加强合作，打击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构成的威胁，包括酌情在业务上加强及时共享信息，在这方面回顾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96(2017)号决议，会员国如有合理理由相信被俘者或被拘留者是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则

在这些人旅行、离境、抵达或驱逐出境时应及时通知相关当局，并酌情提供后勤支持、开展能

力建设，以共享和采取用以识别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最佳方法，防止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

员出入或途经会员国旅行，防止资助、动员、招募、组织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并在信息共

享和取证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和区域合作，吁请执法和刑事司法当局更有力地消除返回原地点和

转移地点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所造成的威胁，制止可能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避

免其激进演化为恐怖主义，加大力度实施消除激进主义的方案，确保按照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及

适用的国内法将任何参与资助、策划、筹备或实施恐怖主义行为或支助恐怖主义行为或为恐怖

主义分子提供资金者绳之以法； 

 44. 认识到监狱中存在受激进思想影响走向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招募等重大挑战，承认需

要采取专门战略管理罪犯，设法防止监狱成为受激进思想影响走向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招募现

象的潜在孵化器，并努力确保监狱能够改造囚犯和帮助他们重返社会，这可能有助于减少累犯

现象和防止监狱中的恐怖主义激进化；促请会员国加强合作，根据国际法制订敏感对待性别和

年龄问题的改造和重返社会方案和战略以管理罪犯，确认民间社会组织在与受影响的个人和社

区合作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 

 45. 促请国际社会增强政治承诺力度，考虑调动更多可持续和可预测的资源和专门知识，

以加强会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的能力，包括应请求增强国家

执法机构和其他相关反恐机构的能力，同时促进分享信息和良好做法，通过教育和媒体提高公

众认识，加强国际合作机制，并将必要资源调集用于有需要之处； 

 46. 促请所有会员国酌情将它们加入的相关国际文书作为在恐怖主义案件中开展法律互助

和酌情进行引渡的依据，鼓励各国在没有适用公约或规定时，尽可能在对等或在逐案基础上开

展合作； 

 47. 又促请所有会员国根据所承担的国际法义务开展合作，努力应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

员构成的威胁，包括为此防止受激进思想影响走向恐怖主义和招募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通

过加强边界安全和控制发放身份证件和旅行证件等方式防止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跨越边界流

动，阻断和防止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资助，并针对回返和迁移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及其家属制定和实施起诉、改造和重返社会战略，同时考虑到性别和年龄因素；在这方面特别

指出采取政府总体做法的重要性，承认民间社会组织可能具体了解当地社区、可以接触当地社

区并与其互动，因此在面对恐怖主义招募和受激进思想影响走向恐怖主义现象构成的挑战时可

_______________ 

167 S/2015/939，附件二。 

168 S/2018/1177，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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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挥作用，并注意到儿童可能特别容易受激进思想影响而走向暴力，需要特殊的社会心理支

持，例如创伤后心理辅导，同时强调指出必须依照相关国际法，以尊重儿童权利、保护其尊严

的方式对待儿童；为此鼓励所有会员国根据相关的国际义务和国内法，制定处理回返者、包括

以遣返方式回返者的有效战略； 

 48. 强调指出，必须确保在根据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努力实施解除武装、复员和重

返社会方案时，铭记《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以及反恐方面的相关国际

文书； 

 49. 表示关切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各冲突区之间转移现象日增，恐怖组织建立了协助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前往冲突区的国际网络，促请所有会员国按照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采

取适当措施瓦解这些网络； 

 50. 又表示关切越来越多包括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内的国际招募人员流向恐怖组织，

这对包括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在内的全体会员国造成威胁；鼓励全体会员国应对这一威

胁，为此加强相互合作和制定相关措施，以防止并应对这一现象，包括共享信息、管理边境以

发现旅行情况，特别是履行使用预报旅客资料、旅客姓名记录和生物识别数据的义务，并充分

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进一步促请会员国酌情填充和有效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库，为此通

过国际刑警组织国家中心局与执法、边界安全和海关机构联网；请会员国应其他会员国请求，

帮助它们建设能力，以应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构成的威胁；在这方面注意到有些会员国可

能需要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协助，鼓励提供援助以帮助弥补此类不足，并考虑使用制裁制度等

联合国工具以及开展合作； 

 51. 欢迎联合国系统与国际刑警组织通过《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在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方

面开展合作，应请求协助会员国执行《战略》，包括为此分享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

回返或迁移情况的信息； 

 52. 强调与从冲突区回返或向冲突区迁移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有关联的妇女可能曾经

承担过许多不同角色，包括作为恐怖主义行为的支持者、协助者、实施者，在制定起诉、改造

和重返社会战略时应该考虑到这些情况，但也强调，必须援助可能是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妇女，

援助时应考虑到性别和年龄敏感问题； 

 53.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为加强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协调一致支持而提出的“与联合国列名的

恐怖主义团体有关联的妇女和儿童的保护、遣返、起诉、改造和重返社会的关键原则”，169 

并注意到联合国各实体在各自任务授权范围内应请求向会员国提供援助，包括帮助与联合国指

认的恐怖主义团体有家庭关系的儿童通过顾及性别和年龄问题的途径恢复正常生活和重新融入

社会，为这些儿童提供医疗保健、社会心理支持、教育课程和法律援助，开展提高认识宣传并

与社区合作，避免对这些儿童污名化，协助他们回返，同时考虑到男女儿童的具体需求，还包

括在请求国政府和当事方同意的前提下，并遵循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以及

_______________ 

169 A/74/677，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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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逐案帮助这

些儿童自愿遣返；170 

 54. 表示关切在一些区域发生恐怖主义团体为任何目的、包括为筹集资金或赢得政治让步

目的实施绑架和劫持人质的事件，注意到向恐怖分子支付的赎金被用作其活动资金的来源之

一，包括用来进行更多绑架，促请全体会员国根据相关法律义务，防止恐怖分子直接或间接受

益于赎金付款和政治让步，并确保人质安全获释，重申需要会员国在恐怖主义团体实施绑架和

劫持人质事件期间酌情密切合作； 

 55. 确认有必要继续采取防止和制止资助恐怖主义的措施，在这方面鼓励联合国各实体与

会员国合作，并继续应各国的要求向其提供援助，特别是帮助它们全面履行各自打击资助恐怖

主义活动的国际义务；鼓励会员国根据安全理事会 2019 年 3 月 28 日第 2462(2019)号决议，进

一步建设各国在世界各地的金融监督和监管制度的能力，不给予恐怖分子利用和筹集资金的空

间，具体方式包括通过与金融机构以及指定的非金融企业和行业建立的公私伙伴关系与私营部

门开展合作，以及借鉴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等相关实体对此作出的评估； 

 56. 敦促所有会员国使用相关公认标准具体评估各自国内的资助恐怖主义活动风险并查明

最易受资助恐怖主义活动影响的经济部门，促请各会员国与国内金融机构协作，分享有关资助

恐怖主义活动风险的信息，以便这些机构在通过执法、情报、安全机构和金融情报单位等多个

主管部门和渠道确定可能存在的资助恐怖主义活动时掌握更多情况，并促请会员国加强整合和

利用金融情报，更有效地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 

 57. 促请会员国加强努力，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方式包括应对匿名交易，追踪、侦

办、制裁和有效拆除非法汇款系统，及处理与使用现金、非正式汇款系统、预付信用卡和借记

卡、虚拟资产和其他匿名货币或金融交易手段有关的风险，以及酌情预测和应对新的金融工具

被滥用于资助恐怖主义的风险； 

 58. 确认各国政府必须根据国内法和国际法，在政府内部和相互之间分享信息，包括分享

业务信息和金融情报，以有效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促请会员国依照安全理事会 2017年 7月

20 日第 2368(2017)号、第 2462(2019)号和 2019 年 7 月 19 日第 2482(2019)号决议，继续对相关金

融交易保持警惕，增强各国政府内部及相互之间通过执法、情报、安全、金融情报单位等多种

渠道和机构分享信息的能力和方法； 

 59. 强调非营利组织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制度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促请会员国采取基于风险

的办法，与非营利组织合作防止这类组织被恐怖分子滥用或被滥用于为恐怖分子服务，并促请

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慈善组织酌情防止和反对恐怖分子滥用其地位的图谋，同时重申必

须充分尊重民间社会中个人的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权利以及所有人的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 

 60. 回顾会员国为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活动而采取的一切措施均应符合国际法，包括国际人

道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难民法规定的义务，敦促会员国在订立和适用这类措施时根据安全理

_______________ 

17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73 卷，第 275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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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第 2462(2019)号决议，考虑到这些措施对公正的人道主义行为体以符合国际人道法方式开

展纯属人道主义活动、包括医疗活动的潜在影响； 

 61. 确认有必要继续采取防止和制止资助恐怖主义的措施，在这方面鼓励联合国各实体继

续与会员国合作，并继续应各国的请求向其提供援助，帮助它们全面履行各自打击资助恐怖主

义行为的国际义务，促请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与其他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实体和国际金融机构密切

合作，加强协调，就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措施提供综合技术援助； 

 62. 鼓励会员国及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加强了解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

并支持在拟定和执行全球、区域和国家反恐战略时设法应对这种联系； 

 63. 回顾联合国关于非法贩运和买卖文化财产的相关决议，促请会员国加强努力，防止恐

怖分子从贩运文化财产活动中获益，并加强合作，确保被贩运、被非法进出口、被盗、被抢

掠、被非法挖掘或非法买卖的文化财产得以返还、归还或发还来源国； 

 64. 强调需要继续努力打击恐怖主义，根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加强海上安

全；认识到 COVID-19 大流行凸显了海上运输作为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基本部门的重要性； 

 65. 促请会员国加强努力并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以应对非法种植、生产、贩运和消费麻

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对国际社会构成的威胁，这一威胁在某些情况和具体背景下可能大大助长恐

怖主义团体的财政资源，并根据共同和分担责任的原则采取行动应对和打击世界毒品问题，包

括通过合作打击非法药物和前体化学品的贩运，还着重指出边境管理合作的重要性，在这方面

欢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作出努力； 

 66. 回顾联合国有关决议，重申会员国应取缔对恐怖分子的武器供应，包括小武器和轻武

器及其弹药，并防止、打击和消除与恐怖分子进行上述武器的非法买卖，包括向恐怖分子转移

此类武器；促请所有会员国想方设法，加紧和加快交换有关武器贩运活动的信息，并在国家、

次区域、区域和国际一级加强协调工作；在这方面强调指出，必须充分、有效地执行安全理事

会 2017年 8月 2日第 2370(2017)号、第 2462(2019)号和第 2482(2019)号决议所载措施，并适当处

理与缺乏这些措施有关的问题；在这方面还回顾《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

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以及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马德里指导原则》增编所载关于

取缔向恐怖分子供应武器的规定； 

 67. 敦促尚未采取和执行必要立法或其他措施的国家，为防止恐怖分子获取武器，采取和

执行必要的立法或其他措施，在本国法律中将本国管辖范围内发生的下列非法活动定为刑事犯

罪，以确保能够起诉从事此类活动者：非法制造、拥有、储存和交易小武器和轻武器以及所有

各类爆炸物，不论是军用还是民用，以及可用于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其他军用或民用材料和部

件，包括雷管、引爆线和化学成分；贩运可用于非法制造军火和军备、包括爆炸装置的军用和

两用材料和设备； 

 68. 回顾安全理事会 2004 年 4 月 28 日第 1540(2004)号决议，并促请所有会员国防止恐怖

分子获取核生化材料，并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展的国际努力，防止恐怖分子获取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敦促所有会员国酌情采取并加强国家措施，以防止恐怖分子获取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其运载工具和以及与制造这类武器有关的相关材料、设备和技术； 

https://undocs.org/ch/S/RES/2462(2019)
https://undocs.org/ch/S/RES/2462(2019)
https://undocs.org/ch/S/RES/246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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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强烈谴责一切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包括关键能源设施以及针对其他脆弱目标的恐怖主

义行为，敦促所有会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此类袭击及其可能造成的辐射、放射性和环

境后果，并打击此类恐怖主义行为，包括起诉犯罪者； 

 70. 表示关切恐怖主义活动继续广泛使用简易爆炸装置，包括用于袭击联合国维和人员，

注意到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实体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敦促各实体根据各自的任务授权进一步注

意简易爆炸装置问题，请秘书处加大力度减轻简易爆炸装置的威胁并支持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削

弱简易爆炸装置网络的能力，包括为此开展相关培训活动； 

 71. 促请会员国加强努力，改善对宗教场所、教育机构、旅游景点、城市中心、文化体育

活动、交通枢纽、集会、游行、车队等特别脆弱目标的安全和保护，并增强这些目标抵御恐怖

主义袭击的能力，特别是在民防领域；鼓励会员国考虑制定或进一步改进减少关键基础设施遭

受恐怖主义袭击的风险的战略，其中除其他外应包括评估和更好地认识相关风险，同时采取防

范措施，包括有效应对此类袭击，以及推动改善安保和后果管理方面的互操作性，并促进所有

相关利益攸关方的有效互动； 

 72. 又促请会员国确保根据安全理事会 2016 年 9 月 22 日第 2309(2016)号决议作出有效的

安全安排，保障民用航空免受恐怖主义袭击，并推动全面有效执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全球航

空安保计划，该计划通过一系列优先行动、任务和目标指导加强航空安全工作； 

 73. 还促请会员国酌情与公共和私营利益攸关方建立或加强国内、区域和国际伙伴关系，

以分享信息和经验，从而开展针对恐怖主义袭击的预防、保护、减轻、调查、应对以及恢复工

作，强调需要有能力的国家协助提供有效、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培训和其他必要资源以及技

术援助，以使所有国家都能够发展适当能力，在关键基础设施和公共场所(“软”目标)遇袭时

执行应急和应对预案，并促请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实体继续向提出请求的会员国提供能力建设支

持，帮助加强脆弱目标的复原力； 

 74. 鼓励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实体同会员国及相关国际、区域和次区域

组织密切合作，提出并分享关于防止特别脆弱目标包括关键基础设施和公共场所(“软”目标)

遭受恐怖袭击的最佳做法，并认识到在这一领域发展公私伙伴关系的重要意义； 

 75. 确认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者继续给反恐斗争构成广泛挑战，鼓励会员国将安全理

事会 1999年 10月 15日第 1267(1999)号、2011年 6月 17日第 1989(2011)号和 2015年 12月 17日

第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制裁制度纳入国家和区域反恐战略，包括为此提出将个人、团体、企

业和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并提交相关信息以保持制裁名单可靠和反映最新情况，正如安全理事

会 2020 年 12 月 29 日第 2560(2020)号决议所鼓励的那样；提醒会员国它们有义务确保其本国国

民和在本国境内者不向达伊沙、基地组织、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提供经济资源； 

 76. 表示注意到监察员办公室自成立以来在确保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制裁制度的公平性和透明度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强调指出有必要继续努

力确保各项程序做到公正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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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三：建立各国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以及加强联合国系统在这方面的作用的措施 

 77.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题为“联合国系统实施《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活动”的报告171 

及其更新资料，172 以及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实体所作各项努力，并着重指出务必为在所有四个

支柱领域均衡实施这些项目和活动提供必要资源； 

 78. 又表示注意到秘书长报告及其更新资料中述及会员国和有关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

在《战略》框架内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将在 2021 年 6 月 23 日关于《战略》的第七次两年度

审查中予以审议，所有这些措施可以加强反恐合作，包括通过交流最佳做法的方式； 

 79. 重申需要加强反恐官员之间、包括会员国执法实体和金融情报单位反恐官员之间的对

话与协调，促进国际、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和扩大对《战略》的了解，以打击恐怖主义，在这方

面回顾 2018年 6月 28日和 29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会员国反恐机构负责人高级别会议、作为

该会议后续行动由反恐怖主义办公室组织的区域高级别会议以及 2020 年 7 月 6 日至 10 日举办

的虚拟反恐周； 

 80. 又重申会员国对实施《战略》担负主要责任，同时确认需要酌情协同其他国际、区域

和次区域组织，增强联合国、包括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实体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促进和推动在

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协调一致地实施《战略》，并应会员国的请求提供援助，特别是在能力

建设领域； 

 81. 鼓励所有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相关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和论坛与联合国系统和会

员国在支持《战略》方面开展合作，交流最佳做法，并呼吁通过适当的渠道和安排共享以下信

息：涉入任何类型的恐怖主义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其策略和手法，提供武器和物资或任何其他

形式的支助的来源，与实施、策划或筹备恐怖主义行为有关的具体罪行，恐怖分子用来筹集资

源和争取同情者支持的叙事(包括为此将信息和通信技术用于恐怖主义目的)，还鼓励持续开展

国际反恐合作，尤其是在特种部门、安全机构和执法组织及刑事司法当局之间开展反恐合作； 

 82. 确认区域组织、结构和战略在根据国际法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发挥的作用，并鼓励这些

实体加强区域间对话和合作，考虑在反恐工作中酌情采用其他区域制订的最佳做法，同时兼顾

各自区域和国家的具体情况； 

 83. 强调仍需增强联合国反恐活动的可见度和成效，着重指出必须增强联合国各有关部门

和机构根据现有授权所开展的反恐工作，并鼓励反恐怖主义办公室继续与这些部门和机构协

作，同时确保联合国系统通过《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开展的反恐努力总体协调一致，以

期尽可能实现协同增效，提高透明度和效率，避免重复工作； 

 84. 欢迎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努力提高透明度、问责制和效力，以加强《全球反恐协调契

约》各实体之间的合作，并欢迎秘书长努力确保该办公室组织严密有序，从而继续推进实现这

些目标； 

_______________ 

171 A/74/677。 

172 A/75/729和 A/75/729/Corr.1。 

https://undocs.org/ch/A/74/677
https://undocs.org/ch/A/75/729
https://undocs.org/ch/A/75/729/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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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强调需要继续寻求适当的资金来源，以便在整个联合国系统高效、统筹、均衡地落实

《战略》的所有支柱，在这方面欢迎会员国继续提供自愿捐助，回顾其第 71/291 号决议，其中

大会强调需要确保向反恐怖主义办公室提供充足的能力和其他资源，以执行其已获授权的活

动，并在这方面邀请秘书长认真评估该办公室的财务状况，并在技术评估的基础上，视需要在

2022 年向大会提供预算建议； 

 86. 敦促秘书长评估是否需要将法治、人权和性别平等作为《战略》中贯穿各领域的要

素，进一步强化融入联合国系统的反恐努力，以加强其效力，包括是否需要为此设置内部咨询

或监督和评估能力，并且汇报其评估结果，作为本决议第 118 段所预见的报告的一个部分，供

会员国审议； 

 87. 请秘书长开展审查，确定向反恐怖主义办公室的执行伙伴提供赠款和付款的最具成本

效益的机制，以便其开展旨在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活动，并在 2022 年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88. 鼓励所有会员国与联合国反恐怖主义中心合作，并促进执行该中心的活动，包括通过

制定、资助和实施能力建设项目，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动员对恐怖主义采取更强有力和更

有系统的对策； 

 89.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秘书长与《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各实体负

责人订立的这一框架旨在加强共同行动做法，使联合国系统的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工作协调一

致，并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方面，应会员国的请求并与相关国际、

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加强对会员国的支持，以确定和分享最佳做法，帮助建设能力，同时

确保遵守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以及酌情遵守国际人道法，并期待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定期向

会员国通报《契约》各实体开展的活动； 

 90. 赞赏地注意到《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各实体，尤其包括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及其联合国

反恐怖主义中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协同其

他相关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能力建设领域开展活动，包括在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

边境管制、海上和航空安全、恐怖主义受害者、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相关家庭成员的

起诉、改造及使其重返社会、防止和打击轻小武器非法贩运及将其非法供应给恐怖分子、打击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流动、在反恐背景下促进人权和性别平等主流化等领域开展活动，以

便根据会员国的请求协助其执行《战略》，并鼓励《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各实体确保有重点地

统筹提供能力建设援助； 

 91. 强调指出需要根据会员国的请求，在反恐事务方面继续向其提供切实的能力建设援

助，在这方面认识到需要为《战略》四大支柱下的能力建设项目提供更多资源，在这方面表示

注意到，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协调发起了关于向提出请求的会员国提供能力建设援助的多年期呼

吁，并鼓励会员国向联合国反恐怖主义中心和《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各实体提供所需的财政和

其他援助，以便与会员国密切协商，有效执行该呼吁中提到的项目； 

 92. 呼吁会员国加强参与《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各实体的工作，请《全球反恐协调契约》

各实体继续积极努力与会员国互动，并请反恐怖主义办公室继续提供季度情况通报和提交定期

工作计划，其中包括联合国反恐怖主义中心的活动，以及继续使其工作和方案对所有会员国完

https://undocs.org/ch/A/RES/7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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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透明，包括在项目选择和供资、其成果和经验教训、将人权和性别平等纳入主流的努力以及

共同供资安排的效率方面保持完全透明； 

 93. 注意到秘书长在其关于评估联合国系统在支持执行《战略》方面所产生影响和所取得

进展的备选办法的报告，173 请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与会员国和《全球反恐协调契约》所有相关

实体密切合作，酌情评估建立成果框架所需的方法和工具，以确保大会下属各实体全面、均

衡、统筹地执行《战略》，并作为第 118 段所预见的报告的一个部分予以汇报； 

 94. 回顾其 2019 年 12 月 18 日第 74/175 号决议，并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正在开展工作，以支持会员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范围内努力预防和打击一切形式和

表现的恐怖主义，并在这方面欢迎第十四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通过《关于推进预

防犯罪、刑事司法和法治：努力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京都宣言》；174 

 95. 促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包括其预防恐怖主义处在其任务范围内，与反恐怖

主义委员会及其执行局密切协商，并与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开展协调，根据请求进一步加强向会

员国提供技术援助，以增强其加入和执行反恐相关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的能力及执行相关联合国

决议的能力，包括为此开展有针对性的方案，并根据请求对相关刑事司法和执法官员进行培

训，以增进他们有效应对、预防、调查和起诉恐怖主义行为的能力，制定和参与相关举措，以

及编制技术工具和出版物； 

 96.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酌情根据请求，在反恐技术援助中纳入建设国家能力

所需的内容，以加强刑事司法制度和法治； 

 97. 特别指出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在联合国内的作用，包括根据其任务规定和安全理

事会 2017 年 12 月 21 日第 2395(2017)号决议评估在执行安理会 2001 年 9 月 28 日第 1373(2001)

号、2005 年 9 月 14 日第 1624(2005)号、第 2178(2014)号、第 2396(2017)号和第 2462(2019)号决议

方面的问题和趋势，并酌情同相关的联合国反恐机构和相关的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分享信

息，又认识到执行局与会员国、相关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学术界、智囊团、民间社会和

私营部门的相关专家和从业人员之间的关系，鼓励执行局与反恐怖主义办公室确保协调联合国

系统的反恐努力，促请反恐怖主义办公室、所有其他相关的联合国基金和方案、会员国、捐助

方和受援方在筹划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工作，包括在推动均衡落实《战略》的所有四个支柱

时，使用执行局的专家评估和建议，但被评估会员国要求将特定资料保密的情况除外； 

 98. 又特别指出包括普遍定期审议、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人权理事会独立特别程序和联

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内的联合国人权机制在联合国内的作用，包括对打击恐怖主义

行动中的人权方面问题进行记录、分析及提出建议，鼓励反恐怖主义办公室、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以及所有其他相关联合国基金和方案在筹划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工作时，与会员

国协商，考虑相关分析、报告和建议； 

_______________ 

173 A/73/866。 

174 A/CONF.234/16，第一章，决议 1。 

https://undocs.org/ch/A/RES/74/175
https://undocs.org/ch/S/RES/2395(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1373(2001)
https://undocs.org/ch/S/RES/1373(2001)
https://undocs.org/ch/S/RES/1624(2005)
https://undocs.org/ch/S/RES/2178(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396(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462(2019)
https://undocs.org/ch/A/73/866
https://undocs.org/ch/A/CONF.2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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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呼吁联合国各实体在彼此之间以及与反恐能力建设捐助方、东道国和受援方等利益攸

关方增进协调一致，包括在发展和维持行之有效、基于法治的刑事司法制度方面，又呼吁所有

利益攸关方加强对话，将国家看法置于此类能力建设的核心，以期加强国家自主权，同时认识

到法治活动必须立足于国情，以及各国在发展刑事司法制度方面有不同的本国经验，特别是鉴

于各国的法律、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和其他地方特殊性，同时也认识到存在以国际规

范和标准为基础的共同特征； 

 100. 鼓励会员国支持制定自愿国家和(或)区域计划，以便全面执行《战略》，并在此过程

中遵循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通过国别访问作出的评估及其与受访会员国商定的后续建议，

内容涉及通过《全球反恐协调契约》提供优先和协调一致的联合国技术援助； 

支柱四：确保把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实行法治作为反恐斗争根基的措施 

 101. 促请会员国和参与支持反恐工作的联合国实体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继续协助促

进及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正当程序和法治，并在这方面表示严重关切在反恐背景下违反国

际法，包括违反国际人权法、国际难民法和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102. 呼吁在国家和国际两级进一步重视及采取行动，应会员国的请求协助其确保所有反

恐措施都符合法治和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和国际难民法，在这方面鼓励《全

球反恐协调契约》各实体在各自任务范围内与会员国互动协作，以及根据请求向会员国提供支

持，并请《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各实体在各自任务范围内，在《战略》所有四个支柱下的能力

建设项目和方案全过程中纳入促进及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内容并使其成为主流； 

 103. 敦促各国确保为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而采取的措施不存在歧视，并敦促其不要基于

国际法禁止的任何歧视性理由进行脸谱化； 

 104. 着重指出对恐怖主义行为嫌疑人的任何拘留都需符合会员国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

务，绝不能以安全或反恐目的为由任意剥夺自由，并重申不推回原则以及绝对禁止酷刑和其他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105. 促请会员国不要背离《世界人权宣言》第 15 条规定的国籍权，剥夺被控实施恐怖行

为者的国籍； 

 106. 敦促各国按照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在数字通信等方面以及在反恐工作中尊重

及保护《世界人权宣言》第 12 条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7 条所规定的隐私权，并

敦促各国采取措施，确保对隐私权的干涉或限制不是任意或非法的、受到有效监督并可妥善补

救，包括通过司法审查或其他法律途径这么做； 

 107. 促请各国在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的同时，审查其有关

通信监控、通信拦截和私人数据收集，尤其是大规模监控、拦截和收集的程序、惯例和立法，

以期通过确保各国充分、有效地执行其根据国际人权法承担的所有义务，依照《世界人权宣

言》第 12 条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7 条的规定维护隐私权； 

 108. 敦促会员国确保为反恐所采取的任何措施或手段，包括遥控飞机的使用，均符合

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所规定的义务，尤其是区别和相称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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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敦促各国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规所规定的义务，并在可适用国际人道法的任何时

候，确保反恐立法和措施不妨碍国际人道法所预见的人道主义和医疗活动或与所有相关行为体

的接触，并注意到国际人道法中关于不得因从事符合医德的医疗活动对任何人进行惩罚的适用

规则； 

 110. 重申各国负有保护本国境内民众的首要责任，在这方面回顾武装冲突所有各方必须

全面履行其根据国际人道法承担的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和医护人员、其交通工具和设备以及

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的相关义务； 

 111. 着重指出必须开展多边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同时不得采取有悖于国际法和《联合国宪

章》各项原则的任何做法和措施； 

 112. 强调指出各国必须按照其国内法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建立及维护有效、公正、人

道、透明和可问责的刑事司法制度，提供公正审判的保障和诉诸司法的机会并追究责任，促请

会员国确保任何声称其人权或基本自由因打击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的措施

或手段而受到侵犯的人均能诉诸司法，并获得有效的补救，确保人权受到侵犯和践踏的受害者

能够酌情获得充分、有效和迅速的补救和赔偿； 

 113. 深为痛惜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给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造成的痛苦，向他

们表示大力声援，并鼓励会员国根据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和适用的国内法，向这些受害者及其家

属，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以及恐怖分子实施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受害者提供适当的支持和援助，

确保满足其身体、医疗和社会心理需求，并承认及保护其人权，同时除其他外酌情考虑到确

认、承认、记忆、尊严、尊重、赔偿、追责、正义和真相等因素； 

 114. 确认必须加强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复原力，将此作为反恐战略的有机组成部

分，并鼓励会员国将这一内容纳入国家反恐战略，包括在袭击发生后立即及长期向受害者及其

家属提供适当的支持和援助，并自愿分享在提供法律、医疗、社会心理或经济支持等方面支持

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在这方面鼓励所有会员国依照国内法，为恐怖主义受

害者及其家属制定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全面援助计划，并发展本国实力和能力，以满足恐

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在救济和恢复方面的当前、短期和长期需要； 

 115. 确认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实体以及其他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已开展工作和作出努

力，以支持、承认和保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的权利，并敦促它们加紧努

力，根据请求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以加强其制订及执行恐怖主义受害者援助和支持方案

的能力； 

 116. 欢迎秘书长关于召开第一次全球恐怖主义受害者大会的倡议，鼓励《全球反恐协调

契约》各实体在其各自任务范围内，特别鼓励反恐怖主义办公室通过全球恐怖主义受害者支助

方案和联合国反恐怖主义中心的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网站，继续提高对恐怖主义受害者的认

识，促进及保护他们的权利包括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权利，进一步提高会员国援助恐怖主义受

害者的能力，并加强其与相关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组织的接触，这些组织可在援助和支持恐怖

主义受害者方面发挥宝贵作用； 

 117. 重申鉴于所有被指称、被指控或被认定触犯法律的儿童的主要身份是恐怖主义和其

他违反国际法行为的受害者，为此应依照适用国际法，特别是《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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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儿童的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虑，以符合儿童权利、尊严和需求(包括获得社会心理支持的需

求)的方式对待这些儿童，特别是其中已被剥夺自由的儿童，以及作为犯罪受害者和目击者的

儿童，并在这方面铭记司法工作中的相关国际人权标准，敦促会员国依照国内法，考虑采用其

他方式来替代起诉和拘留，并按照《关于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儿童的原则和准则》

(巴黎原则)采取相关措施，让曾与武装团体包括恐怖主义团体有关联的儿童切实重返社会； 

 118. 请秘书长至迟于 2023 年 2 月向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说明《战略》的

执行进展，载述对联合国系统今后执行《战略》的建议，以及说明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 

 119.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以

便最迟在 2023 年 6 月审查上文第 118 段中请秘书长提交的报告以及会员国实施《战略》的情

况，并考虑修订《战略》以应对各种变化。 

 

 

第 75/307 号决议 

 

2021 年 7 月 7 日第 90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103 和 A/75/L.103/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

阿尔巴尼亚、安道尔、亚美尼亚、奥地利、比利时、贝宁、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佛得

角、柬埔寨、加拿大、刚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厄瓜多尔、爱沙尼亚、斐济、芬

兰、法国、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几内亚、爱尔兰、拉脱维亚、黎巴嫩、列支敦士登、立陶

宛、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纳哥、摩洛哥、瑙鲁、尼日尔、帕

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舌尔、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士、泰国、多哥、突尼斯、乌克兰、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瓦努阿图 
 

 

75/307. 联合国同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合作 

 大会， 

 回顾其 1978 年 11 月 10 日第 33/18 号、1995 年 10 月 16 日第 50/3 号、1997 年 10 月 17 日

第 52/2 号、1999年 11月 15 日第 54/25号、2001年 12月 7日第 56/45 号、2002年 11月 21 日第

57/43 号、2004 年 11 月 8 日第 59/22 号、2006 年 10 月 20 日第 61/7 号、2008 年 12 月 22 日第

63/236 号、2011 年 1月 14 日第 65/263号、2012年 12 月 18日第 67/137号、2015 年 4月 2 日第

69/270 号、2017 年 5 月 24 日第 71/289 号和 2019 年 4 月 15 日第 73/290 号决议，以及 1998 年

12 月 18 日第 53/453 号决定， 

 又回顾其关于使用多种语文的 2007 年 5 月 16 日第 61/266 号、2009 年 9 月 9 日第 63/306

号、2011 年 7 月 19 日第 65/311号、2013 年 7 月 24 日第 67/292号、2015 年 9 月 11 日第 69/324

号、2017 年 9 月 11 日第 71/328 号和 2019 年 9 月 16 日第 73/346 号决议，同时认识到使用多种

语文作为本组织的核心价值之一，有助于实现《宪章》第一条述及的联合国目标， 

 还回顾其 2020 年 12 月 15 日第 75/144 号决议，其中请秘书长继续努力，确保为应对流

动性问题和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而采取的措施无损于使用多种语文这一联合国核心

价值， 

 考虑到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由占大会成员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 81 个联合国会员国组成，正

在共同关心的领域推动多边合作， 

https://undocs.org/zh/A/75/L.103
https://undocs.org/zh/A/75/L.103/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33/18
https://undocs.org/ch/A/RES/50/3
https://undocs.org/ch/A/RES/52/2
https://undocs.org/ch/A/RES/54/25
https://undocs.org/ch/A/RES/56/45
https://undocs.org/ch/A/RES/57/43
https://undocs.org/ch/A/RES/59/22
https://undocs.org/ch/A/RES/61/7
https://undocs.org/ch/A/RES/63/236
https://undocs.org/ch/A/RES/65/263
https://undocs.org/ch/A/RES/67/137
https://undocs.org/ch/A/RES/69/270
https://undocs.org/ch/A/RES/71/289
https://undocs.org/ch/A/RES/73/290
https://undocs.org/ch/A/RES/61/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3/306
https://undocs.org/ch/A/RES/63/306
https://undocs.org/ch/A/RES/65/311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2
https://undocs.org/ch/A/RES/69/32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24
https://undocs.org/ch/A/RES/71/328
https://undocs.org/ch/A/RES/73/346
https://undocs.org/ch/A/RES/7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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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记《联合国宪章》中鼓励通过区域合作促进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条款， 

 又铭记，依照在塔那那利佛举行的法语国家部长级会议于 2005年 11月 23日通过的《法语

国家宪章》，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目标是：协助建立和发展民主制度，预防、管控和解决冲

突，支持法治与人权，加强不同文化和文明间对话，通过促进相互了解在各国人民之间建立更

密切的联系，通过开展多边合作活动加强各国人民的团结以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促进教育和

培训， 

 欢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秘书长及其参与国和政府对法语国家国际组织进行的改革，以使这

一拥有 50 年历史的多边组织更加灵活、高效和切合实际， 

 又欢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为实现其目标，采取措施加强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以及与其他国

际和区域组织的联系，包括加强其外派代表机构的任务授权及这些代表机构在促进与联合国对

话方的伙伴关系方面的作用， 

 申明必须建立一个平衡有效、代表当今世界的多边体系，这个体系要以强大、重振的联合

国为基础， 

 重申致力于维护多边体系，尽管 COVID-19 大流行带来挑战，但这个多边体系仍然是可持

续地解决全球挑战的主要框架， 

 回顾法语国家组织秘书长在 2020年 11月 23日联合国秘书长与区域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人

互动对话期间发出的呼吁，即在多元文化、使用多种语文和团结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具

有辅助作用和行之有效的多边主义，并能够确保根据个人和各国民众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提出多

边对策， 

 满意地注意到法语国家国际组织致力于维护人权、促进性别平等、增强妇女、女童和青年

权能并使之积极参与社会、提供优质教育与培训、使用多种语文与多边合作促进和平、民主治

理和法治、经济治理和团结、可持续发展及其筹资(特别是消除一切形式和层面的贫困)、保护

环境、人人获得可负担和可靠的现代能源服务、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和逐步实现人人享有经

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防止种族灭绝、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以及防止和打击

激进化演变为恐怖主义现象， 

 欢迎以“团结共处，共享人文价值观，尊重多样性：法语社区和平与繁荣的源泉”为主题

的第十七届法语国家组织峰会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和 12 日在埃里温举行并通过了《埃里温宣

言》，175 并注意到 2021 年 11 月在突尼斯杰尔巴岛举行第十八届峰会的决定， 

 关注地期待着将于 2021 年 11 月在突尼斯杰尔巴举行的第十八届法语国家组织峰会，其主

题是“多样性中的连通性：法语国家空间中促进发展与团结的数字载体”， 

 回顾 2012年 6月 20日至 22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题为“我们

希望的未来”的成果文件，176 

_______________ 

175 A/73/596，附件。 

176 第 66/288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73/596
https://undocs.org/ch/A/RES/6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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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其 2015年 9月 25日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1号决

议，其中所载大会通过的一套具有普遍性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内容全面、意

义深远、以人为中心，重申致力于通过不懈努力，到 2030 年全面执行这一议程，再次表示认

识到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极端贫困是世界最大的挑战，而且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必

不可少，并重申致力于采用统筹兼顾的方式，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千年发展目标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努力完成其未竟之功， 

 满意地回顾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和成员政府承诺执行《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

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177 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178 法语为共同语言国家的国

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第十七届法语国家组织峰会上也对此予以重申，并承诺在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及决心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期对消除贫困、确保人人都能

可持续获得可负担、可靠、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服务及保护环境做出切实贡献；又满意地回顾

2018 年 12 月 2 日至 14 日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

届会议的成果，包括通过了关于《巴黎协定》工作方案的决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第 73/29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179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以及联合国其他机构和方案同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合作

取得很大进展， 

 深信加强联合国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合作有利于促进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注意到两个组织决心围绕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的各个支柱，巩固、发展和加强其

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现有联系， 

 满意地注意到，在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成立 50 周年的框架内已经制定一些倡议，特别是题

为“未来的法语国家”的倡议，尤其是与法语国家青年的广泛协商， 

 欢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秘书长在动员减免债务框架内作出承诺，以及通过设立“法语国家

国际组织援助她们”基金，调动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力量来应对 COVID-19 大流行，并欢迎为

提高认识和教育处于封锁中的民众、分享创新解决办法、建立旨在辅助和支持决策与国际合作

的经济监测机制而采取的行动以及打击不实信息倡议， 

 赞赏地表示注意到法语国家驻联合国大使小组发表声明，支持在 2019 冠状病毒大流行病

(COVID-19)背景下采取强有力和有效的多边应对措施， 

 欢迎法语国家部长级会议于 2020年 11月 25日通过一项关于在 COVID-19大流行期间和在

后 COVID-19 的世界中同存共处的决议，以及 2020-2025 年期间法语国家新经济战略——这是

一个具体的干预框架，有助于法语国家在大流行病造成的全球健康危机之后实现复原， 

_______________ 

177 第 69/313号决议，附件。 

178 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附件。 

179 见 A/75/345-S/2020/898，第二节。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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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联合国秘书长于 2020年 3月 23 日发出全球停火呼吁，安全理事会 2020年 7 月 1 日通

过的第 2532(2020)号决议和法语国家常设理事会在 2020年 7月举行的会议也对此给予支持，并

对在立即执行全球停火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表示关注， 

 欢迎尼日尔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身份于 2020 年 9 月 8 日组织了关于联合国与法语国家国

际组织之间合作的第一次公开辩论，在辩论期间强调了两个组织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实

质性合作，法语国家秘书长也呼吁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 

 注意到这次辩论让人们得以强调在这一领域形成的协同增效以及业已取得的切实和持久成

果，这特别是得益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相对优势，包括在调动调解专门知识、促进对话、为

和平解决争端加强互信等方面的应付裕如， 

 又注意到法语国家组织秘书长和科特迪瓦外交部长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在安全理事会设立

法语国家平台，以在法语国家外交大家庭中就安全理事会议程上共同关心的问题建立具有建设

性的协同增效，促进使用多种语文，增强法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和平与安全议程的规范和政治

框架方面的地位，包括按照安理会 2000年 10月 31日第 1325(2000)号决议和所有其他有关决议

增强青年、和平与安全以及妇女与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议程，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并欢迎联合国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得到加强并

取得成果； 

 2. 满意地注意到，根据以法语为共同语言的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第十七届法语

国家组织峰会上通过的《埃里温宣言》，法语国家组织积极参与联合国工作的目的，正如其

《宪章》所述，是为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以及尊重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为解决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主义性

质的国际问题开展国际合作，成为实现这些共同目标的各国行动协调中心； 

 3. 又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继续加强在人权和促进性别平等领域的合

作，赞扬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依照 2000 年 11 月 3 日关于法语国家民主、权利和自由状况的《巴

马科宣言》180 作出的、经 2006 年 5 月 13 日和 14 日在加拿大圣博尼法斯举行的冲突预防与人

类安全问题法语国家部长级会议重申的各项承诺，在预防、管控和解决危机与冲突、促进和

平、支持民主和法治、充分尊重人权与善政、打击有罪不罚和推动国际刑事司法等领域采取各

项举措，并注意到在《巴马科宣言》二十周年框架内组织的法语国家对话； 

 4. 回顾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与萨赫勒地区五国集团常设秘书处于 2018 年 12 月签署谅解备

忘录，并欢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参与萨赫勒问题高级别磋商，并与联合国等方面合作，通过采

取相关举措、包括开办萨赫勒青年电台项目(该区域性项目旨在通过让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有

主人翁意识、反映其现实生活以及提供真正、可信、可靠和鼓舞人心的内容，促进共同生活和

以建设性目光展望未来)，为解决冲突、恢复和建设和平作出切实贡献； 

_______________ 

180 A/55/731，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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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加强合作，包括在普遍定期

审查和其他人权机制方面向法语国家提供协助，又欢迎根据法语国家和政府的期望，将这一重

要合作的重点聚焦于两个领域，特别是支持联合国人权机制以及打击一切形式的歧视； 

 6. 回顾《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181 和国家人

权机构全球联盟的建立，又回顾第十七届法语国家组织峰会通过的关于《巴黎原则》二十五周

年的决议，并在这方面确认联合国、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和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可以利用这些

组织各自的具体专长，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加强互补合作； 

 7. 表示深为关切持续侵犯和践踏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包括在受冲突影响

或处于冲突后局势的国家，特别是侵害妇女和儿童以及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移民的行为，

并欢迎执行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协定； 

 8. 欢迎联合国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根据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决议并依照《联合国宪

章》，在其他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参与下，在预警以及预防危机和冲突等领域开展合作，鼓励

继续采取这一举措，以期拟定切实可行的建议，根据需要推动建立相关的行动机制，并邀请相

关利益攸关方加倍努力减少风险和潜在脆弱性，包括为此考虑制定风险管控和复原战略； 

 9. 确认，作为联合国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合作的一部分，有意愿加强努力，以实现快速

反应，并有必要促进妇女和青年充分参与预防冲突，确保妇女在预防、管控和解决冲突机制的

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充分、平等和有意义地参与和受到保护，包括根据安全理事会所有相关决

议，通过充分执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参与和平协定进程的谈判和执行过程； 

 10. 欢迎推动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成员国参与维持和平行动，同时回顾联合国有责任维护使

用多种语文以及秘书处有责任在维和行动活动中使用多种语文，并提请注意法语国家国际组织

同秘书处和平行动部和业务支助部之间已加强合作，以期在关于联合国工作人员甄选的现有相

关立法框架内，在秘书处已表示有此需要的情况下，使参与联合国在法语国家的维持和平行动

的讲法语人员人数(包括妇女人数)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 

 11. 又欢迎与法语国家组织成员国为发展法语技术和语言能力而开展的这种合作有助于

加强讲法语的人参加维持和平行动及充分参与维持和平问题战略讨论，并因此呼吁巩固这些

成就； 

 12. 回顾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是最早支持《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共同承诺宣言》的国际组织

之一，自愿促进讲法语人员的能力建设和法语技能的培养，并着重指出，“以行动促维和”倡

议确认语言技能是一种必要的专门能力，除其他外构成维持和平行动业绩的一部分； 

 13. 欢迎布特罗斯·加利维和观察站运作良好，特别是这个观察站已成为来自人员派遣国

的讲法语专家和人士进行交流的框架，并努力支持法语国家更好地准备参与维和行动，特别是

在法语环境中部署的维和行动； 

_______________ 

181 第 48/134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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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又欢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参与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工作，并大力鼓励法语国家国际组织

和建设和平委员会继续积极开展合作； 

 15. 注意到法语国家防止可能导致恐怖主义的暴力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网络

(FrancoPREV)的活动，该网络旨在汇集法语国家的专门知识，传播在法语国家所开展研究的成

果，交流预防领域的良好做法，同时尊重每个国家的当地情况； 

 16. 欢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与联合国、特别是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及其执行局合作，预防和

打击恐怖主义，打击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 

 17. 回顾以法语为共同语言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第十七届法语国家峰会上认可

《宣言》，其中赞扬 2017 年 6 月 15 日关于设立反恐办公室的大会第 71/291 号决议获得通过； 

 18. 欢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参与促进国际刑事司法，回顾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与国际刑事法

院签署伙伴关系协议，这表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在保护人权、恢复法治和消除有罪不罚方面发

挥作用； 

 19. 又欢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成员国重视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的合作，为防止灭绝种族

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以及打击此类罪行的犯罪人有罪不罚现象作出努力，在这方面强调指

出，必须促进建立国家间司法协助，以调查和起诉最严重的罪行； 

 20. 还欢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作出努力，对安全部门进行顺应民意的民主治理，阐明法语

国家对正义、真相与和解问题的立场，以支持处于危机或转型期的法语国家，并促进法律制度

的多样性； 

 21. 欢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根据在第十七届法语国家峰会上核可的决定，设立两个新的区

域办事处，一个于 2019 年设在突尼斯，负责北非事务，另一个于 2021 年设在贝鲁特，负责中

东事务； 

 22. 又欢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及其成员国和成员政府为促进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采取行

动，182 回顾在 2019 年和 2020 年为法语国家的气候、商业和数字谈判代表举办了两次联合培

训讲习班，欢迎在这次培训中普遍采用贯穿各领域的办法，从而突出了对考虑到克服世界面临

的多边挑战所需的综合办法的关切，又欢迎互补精神一直处于这次联合培训的核心地位，法语

国家国际组织为此与许多联合国机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欧洲办事

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和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结成伙伴关系； 

 23. 还欢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在促进教育和培训方面采取行动，包括将数字问题纳入这些

领域，并在这方面回顾纪念《关于设立促进非洲发展法语国际大学(埃及亚历山大的桑戈尔大

学)的议定书》签署三十周年及其在培训非洲国家行政人员和支持提高他们技能方面发挥的首

要且有效作用； 

_______________ 

182 见第 70/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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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欢迎设在达喀尔的法语国家教育和培训研究所的工作，其主要使命是向法语国家国际

组织的成员国和成员政府及其合作伙伴提供用于制定、执行、监测和评估其教育政策的技术专

长，以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享有终身学习的机会； 

 25. 又欢迎 2019 年 6 月 18 日和 19 日在恩贾梅纳举行主题为“女童教育和培训法语国家妇

女：挑战、良好做法和行动途径”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的建议促使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建立并

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在达喀尔启用了一个名为 RELIEFH 的免费教育资源数字门户，使成员国和

各国政府能够交流和分享资源和最佳做法，从而扩大从小接受平等教育的机会，同时充分考虑

到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成员国的教育制度各不相同，还欢迎《法语国家宪章》、法语国家教育联盟

的各行为体之间在教育领域进行协商和协调的做法，该联盟已将教师培训和流动、女童教育、

双语教育和数字教育确定为优先领域，还欢迎加强从越南进行部署的亚太区域法语教育中心

(CREFAP)、从保加利亚进行部署的中东欧区域法语教育中心(CREFECO)以及从吉布提进行部署

的东非和中东区域法语教育中心(CREF)，这些中心加强了法语优质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 

 26. 回顾 2018年 10月 9日和 10日在第十七届法语国家组织峰会的间隙在埃里温举办经济

论坛，这次论坛汇聚了法语国家的工商界领袖和国际经济组织的代表，并在这方面赞赏地回

顾，在此次经济论坛上启动了法语国家数字经济部长网络，并注意到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与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数字问题上开展定期合作和交流，以期让法

语国家能够利用数字机会； 

 27. 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和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加强合作，两个组织通过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

在日内瓦签署谅解备忘录而确立了这一合作； 

 28. 又欢迎法语国家组织秘书长为国际社会倡导普遍获得安全、有效和负担得起的疫苗和

全球获得治疗以及传染病、特别是 COVID-19 的诊断工具作出贡献，还欢迎 2019 年在世界卫

生大会间隙举行法语国家部长级协商，专门讨论防治疟疾问题； 

 29. 着重指出国际劳工组织和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在 COVID-19 背景下加强合作，特别是为

此交流信息，使法语国家能够掌握有关这一大流行病对工作场所造成的后果的最新数据，并通

过设在法国里昂的世界卫生组织学院获得在国际一级提出的克服这些后果的建议； 

 30. 欢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承诺利用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电信联盟开发的专门知识和工

具，实施其培训从事数字职业的青年人项目，并欢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在法语国家组织峰会间隙在法语国家经济论坛框架内采取联合行动，支持经济复兴举措； 

 31.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在选举监测和援助方面开展协作，鼓励两个

组织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欢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支持法语国家 2020 年的选举进程，即布

基纳法索、中非共和国、科特迪瓦、尼日尔和多哥的选举进程，其目标是在和平的环境下举行

选举，并欢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做出努力，打击可能影响享受人权和民主进程、包括选举进程

的不容忍、仇恨言论和错误信息，又欢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为应对 COVID-19 全球大流行做出

的贡献，特别是在着力遏制污名化蔓延、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传播方面做出的贡献； 

 32. 表示感谢联合国秘书长邀请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参与他与各国际和区域组织负责人定

期举行的会议，并请他继续这一做法，同时考虑到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在预防冲突和支持民主

与法治、性别平等、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并在这方面鼓励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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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同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开展实地合作，以期通过调停等方式促进和平

解决争端； 

 33. 请秘书长考虑到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知识专长以及 2006 年 9 月 26 日在布加勒斯特举

行的第二十二届法语国家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国际组织使用法语指导手册》及法语国家国际组

织法语观察站编写的后续文件，继续邀请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参与为促进使用多种语文这一联合

国核心价值观所作的努力，同时铭记在本组织内消除使用英文与使用其他正式语文之间的差距

这一目标，包括在与公共关系和信息、文件、语文服务和会议服务、人力资源管理和工作人员

培训有关的活动中，以及在外地办事处及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行动中受到上述差距影响的活动

中，并在这方面表示注意到法语国家国际组织通过提供高级专业知识，为在联合国执行使用多

种语文综合政策作出具体贡献； 

 34. 重申需要尊重秘书处两种工作语文的平等地位，还重申按照任务授权需要在特定工作

地点使用其他工作语文，并在这方面请秘书长确保在空缺通知中注明需要掌握秘书处两种工作

语文之一，除非该员额的职能要求掌握一种特定工作语文，欢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建立了法语

和国际组织使用多种语文的监测、警报和行动系统，又欢迎联合检查组于 2020 年 12 月发表关

于在联合国系统使用多种语文的执行情况报告，183 其中向联合国系统各机构的审议机构或理

事机构提出了 13 项建议，以加强这一原则的有效执行； 

 35. 认为联合国在实地与当地居民的互动交流必不可少，而语言技能是甄选和培训流程的

重要内容，因此申明，在这些流程中应将熟练掌握驻在国官方语言或口头语言作为一个重要技

能加以考虑； 

 36. 注意到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成员国致力于推动建立平衡的多边体系，确保非洲成员国在

各种决策机构中的长期和平等代表权； 

 37. 又注意到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成员国及成员政府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民主、人权、法

治、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善政、可持续发展以及弥合数字差距的坚定承诺，并在第十七届法语

国家峰会上予以重申，同时注意到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成员国承诺按照《埃里温宣言》和峰会通

过的各项决议，在第十七届首脑会议商定的下列领域采取具体行动： 

 (a) 防止可能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 

 (b) 促进性别平等并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 

 (c) 制止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 

 (d) 可持续管理水资源； 

 (e) 让地方当局参与在地方一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f) 促进教育以及专业和技术培训； 

 (g) 执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_______________ 

183 JIU/REP/2020/6和 JIU/REP/2020/6/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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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推动旨在可持续地管理自然资源的海洋经济，以及推动将绿色经济作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工具之一； 

 (i) 促进对卫生部门的投资； 

 (j) 促进不同文化间对话，将其作为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一个要素； 

 (k) 促进使用法语和语言多样性； 

 (l) 促进青年的作用、青年的就业和流动； 

 (m) 促进民主教育、公民教育和人权教育； 

 (n) 促进文化参与； 

 (o) 促进知识转让和研究商业化； 

 (p) 防治被忽视的热带疾病； 

 38. 邀请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各区域委员会，包括非洲经济委员会，

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秘书长加强合作，确定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协同行动新方式，特别是在消

除贫困、经济增长、能源、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文化、教育、培训和新信息技术开发等领

域，尤其是要促进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造福于包括儿童、青年和

妇女在内的所有人； 

 39. 欢迎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落实双方协

议，并开展合作，特别是在妇女参与政治决策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倡导男女平等、将性

别平等纳入可持续发展、打击暴力侵害及性剥削和性虐待妇女和女童等领域以及在执行题为

“到 2030 年实现妇女和女童法律平等：多利益攸关方加速行动战略”方面开展合作，并邀请

两个机构加强在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合作； 

 40. 注意到 2020 年 7 月启动了“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援助她们”基金，这是一个向受

COVID-19 大流行影响的妇女提供援助的基金，为处境脆弱的妇女和女童提供技术和财政援

助，以便她们在法语地区充分、平等地获得经济发展、教育、保健、公民身份和培训的机会，

并欢迎根据 2016 年 11 月 26 日和 27 日在塔那那利佛举行的第十六届法语国家峰会的决议在法

语国家国际组织内设立男女平等股，以落实 2018 年 10 月在埃里温举行的第十七届法语国家峰

会上通过的法语国家促进男女权利平等及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战略； 

 41. 又注意到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参加了关于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各种会议，特别

是通过相关多方利益攸关方倡议、包括由法国和墨西哥共同主持的“平等一代论坛”倡议参

加会议； 

 42. 回顾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 2018 年 10 月

10 日在埃里温签署《框架协定》，以在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方面加强合作； 

 43. 又回顾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与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在纽约签署《合

作框架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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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还回顾以法语为共同语言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第十七届法语国家峰会上通过

在法语国家促进男女平等及增强妇女和女童权利及其权能的战略，以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促进性

别平等，鼓励为女童和妇女提供优质和包容的教育、培训、体面工作和医疗保健的机会，推动

增强她们的权能，防止和打击对她们实施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虐待和歧视，推动她们充分、有

效、平等地参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公共生活，包括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 

 45. 欢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落实 2015 年 12 月 7 日签署的《框架协

定》，并开展合作，特别在和平与民主、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南南合作和支持

民间社会领域开展合作，并欢迎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同时优先重视创造就业和创

业，以及包容性、可持续和具有复原力的发展； 

 46. 又欢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和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加强伙伴关系，以利于落实可持续

发展目标，尤其回顾双方于 2018年 9月 25 日在纽约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 2018年 7 月在拉巴

特启动南南和三方合作法语行为体网络； 

 47. 还欢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开展合作，落实两个组织之间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在日内瓦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加强技术合作努力，惠及两个组织的成员； 

 48. 表示感谢法语国家国际组织近年来为促进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以及不同文化和文明间对

话所采取的行动，提及《埃里温同存共处呼吁》，法语为共同语言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在第十七届法语国家峰会上核可该呼吁，作为阐明法语国家共处原则并指导它们共同努力加强

合作、团结、对话和宽容的文件，鼓励联合国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进一步密切合作，确保充分

遵守关于使用多种语文的规定； 

 49. 表示赞赏联合国秘书长和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秘书长为加强两个组织的合作与协调作出

持续努力，从而促进两个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领域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在法

语国家国际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开展的联合活动的框架

内，以及在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与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之间开展交流的范围内； 

 50. 欢迎以法语为共同语言的国家参与、特别是通过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参与联合国主持举

办的国际会议的筹备、召开和后续工作，例如 2015年 3月 14日至 18日在日本仙台举行的第三

次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2015 年 5 月 4 日至 15 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森林论坛第十一届会

议、2015 年 7 月 13 日至 16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2015 年 9

月 25日至 27日在纽约举行的关于通过 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联合国峰会、2015年 11月 30日至

12 月 11 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2016 年 5 月 23

日和 24 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一次世界人道主义峰会、2016 年 5 月 27 日至 29 日在

土耳其安塔利亚进行的伊斯坦布尔《2011-202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执行情况

高级别全面中期审查、2016 年 9 月 19 日在纽约举行的解决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问题高级别

全体会议、2016 年 10 月 17 日至 20 日在基多举行的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人居三

大会)、2016年 11月 7日至 18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二十二届会议和 2017 年 6 月 5 日至 9 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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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高级别会议；注意到 2018年 12月 10日和

11 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政府间会议，通过了《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184 

 51. 又欢迎联合国秘书长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秘书长定期举行高级别会议，并请联合国

秘书长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秘书长合作，鼓励在双方代表之间以及与驻联合国总部法语国家

大使小组定期举行会议，以期利用法语作为发展动力，促进信息交流、活动协调和新合作领

域的确定； 

 52. 还欢迎法语国家组织参加联合国秘书长 2020 年 11 月 23 日举行的与区域组织和其他

组织负责人的高级别互动对话，此次对话旨在加强联合国与区域和国际伙伴之间的合作，并邀

请它们定期交流意见和经验，特别是在与和平与安全有关的领域； 

 53. 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协同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继续促进两个组织间

的合作； 

 54.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提交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55.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

的项目下列入题为“联合国同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合作”的分项。 

 

 

第 75/308 号决议 

 

2021 年 7 月 21 日第 92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A/75/L.109 和修正的 A/75/L.114 未经表决而

通过 
 

 

75/308. 加强全球道路安全问题高级别会议的范围、方式、形式和安排 

 大会， 

 认识到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 2015 年 9 月通过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85 及其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作出富于胆识的承诺，要把全球道路交通事故伤亡人数减半，并为所有人提

供安全、可负担、便捷、可持续的交通系统，从而加强道路安全， 

 回顾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兼顾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并确

认实现《2030 年议程》中与道路安全有关的具体目标意义重大， 

 认识到《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186 获得通过凸显了投资

于可持续和有适应力的运输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_______________ 

184 第 73/195号决议，附件。 

185 第 70/1号决议。 

186 第 69/313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zh/A/75/L.109
https://undocs.org/ch/A/75/L.114
https://undocs.org/ch/A/RES/73/195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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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人居三)通过的《新城市议程》187 支持采取措施

加强道路安全并将其纳入可持续出行和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和设计， 

 回顾全民健康覆盖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成果，并重申其题为“全民健康覆盖：共同构建一个

更加健康的世界”的政治宣言，188 其中除其他外重申，需要应对日益沉重的伤亡负担，包括

与道路交通事故有关的伤亡， 

 又回顾其 2010 年 3 月 2 日第 64/255 号决议，其中宣布 2011 至 2020 年为道路安全行动十

年，并确认从该十年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还回顾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 2004 年 5 月 22 日第 57.10 号决议189 和 2016 年 5 月 28 日第

69.7 号决议，190 其中述及道路安全和健康问题以及在联合国道路安全行动十年(2011-2020)期

间面临的挑战， 

 确认 2009 年第一届全球道路安全问题部长级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宣言》、191 2015 年第二

届全球道路安全问题高级别会议通过的《巴西利亚宣言》和 2020 年第三届全球道路安全问题

部长级会议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宣言》的重要性，  

 表示深为关切道路交通撞车事故的数量之高仍然令人无法接受，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并

表示深为关切撞车是世界各地发生死伤的主要原因，每年造成 135 万多人死亡，多达 5 000 万

人受伤，其中 90%的伤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回顾宣布 2021-2030年为第二个道路安全行动十年，目标是根据大会主持召开的 2019年可

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的承诺，在 2021 年至 2030 年将道路交通伤亡人数减少至少

50%， 

 又回顾其题为“加强全球道路安全”的 2020 年 8 月 31 日第 74/299号决议，其中决定至迟

于 2022 年底召开有史以来第一次大会加强全球道路安全问题高级别会议， 

 1. 决定，大会加强全球道路安全问题高级别会议应紧接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召开的

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之后于 2022 年在纽约举行，以在这方面应对差距和挑战，发

挥政治领导力，促进多部门和多利益攸关方协作，评估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与

道路安全相关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2. 又决定，高级别会议的总主题为“2030 年道路安全展望：确保行动和交付十年”； 

 3. 还决定，为高级别会议作出如下安排： 

_______________ 

187 第 71/256号决议，附件。 

188 第 74/2号决议。 

189 见世界卫生组织，WHA57/2004/REC/1 号文件。 

190 见世界卫生组织，WHA69/2016/REC/1 号文件。 

191 A/64/540，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64/255
https://undocs.org/ch/A/RES/74/299
https://undocs.org/ch/A/RES/71/256
https://undocs.org/ch/A/RES/74/2
https://undocs.org/ch/A/6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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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高级别会议将包括开幕式、全体部分、至多三个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讨论和一个简

短的闭幕式； 

 (b) 开幕式于第一天上午 10 时至 10 时 30 分举行，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主席、秘书长、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和秘书长道路安全问题特使将发言； 

 (c) 全体会议部分将于上午 10 时 30 分至下午 1 时和下午 3 时至 6 时以及第二天下午 4 时

30 分至 5 时 30 分举行，包括大会会员国和观察员发言；将按照大会议事规则和惯例确定发言

名单，单个代表团的发言以 3 分钟为限，代表国家组的发言以 5 分钟为限； 

 (d) 闭幕式将于第二天下午 5 时 30 分至 6 时举行，包括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讨论的总

结及大会主席致闭幕词； 

 4. 决定，两个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讨论的组织安排如下： 

 (a) 第二天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及下午 3 时至 4 时 30 分将举行至多三个多利益攸关方专

题小组讨论； 

 (b) 每个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讨论将由两位代表共同主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有

一位代表，由大会主席适当兼顾性别均衡、发展水平和地域代表性，经与会员国协商后从出席

高级别会议的会员国高级代表中指定； 

 (c) 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讨论的主题将考虑到《2030 年议程》中与道路安全有关的目

标以及互动式多利益攸关方听证会，以确保以最具有成效和效率的方式取得成果并完成可交付

的任务，就如何消除剩余的执行差距分享经验教训； 

 (d) 大会主席应考虑邀请议员、地方政府、会员国的负责人和高级代表、相关联合国实体

(包括世界银行)、发展伙伴、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学术界、青年领导的组织、医学协会、土

著领导人士和社区组织在专题小组讨论中发言，同时兼顾性别平衡、发展水平和地域代表性； 

 5. 又决定高级别会议应通过一份事先经政府间协商一致同意、注重行动的简明政治宣

言，由大会主席提交大会通过； 

 6. 邀请大会主席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的协助下，在 2021 年底之前协

同其他相关合作伙伴举办并主持为期一天的非正式辅助活动，将此作为高级别会议筹备进程的

一部分，并编写一份活动摘要，该活动将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a) 关于道路安全投资的互动专题对话，将于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举行，以讨论道路安

全方面的国内和国际融资对实现与道路安全相关的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的重要性及其在更广范

围内对公众健康和经济的积极影响； 

 (b) 将于下午 3 时至 6 时举行互动式多利益攸关方听证会，会员国代表、大会观察员、议

员、地方政府代表、相关联合国实体、受邀民间社会组织(包括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

位的非政府组织)、慈善基金会、学术界和医学会以及私营部门和广大社区将积极参加听证

会，同时确保妇女、儿童、残疾人、青年和土著领导人参与并发表意见； 

 7. 鼓励所有会员国尽可能派最高级别代表出席高级别会议，包括参加多利益攸关方专题

小组讨论，并邀请所有大会观察员尽可能派最高级别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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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邀请联合国系统(包括各基金、方案和世界卫生组织等专门机构)、各区域委员会以及

相关秘书长特使参加高级别会议，并敦促其考虑相关举措，例如联合国道路安全协作机制，以

支持筹备进程和会议，特别是分享证据与良好做法、挑战和经验教训，并展现雄心壮志，加快

全球道路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行动； 

 9. 邀请各国议会联盟为高级别会议作出贡献； 

 10. 邀请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并拥有相关专门知识的非政府组织向秘书处登

记，以便出席高级别会议和参加互动式多利益攸关方听证会和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讨论； 

 11. 请大会主席考虑到透明度和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并适当注意性别均等，拟订一份可参

加高级别会议(包括小组讨论)的其他相关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代

表的名单，将拟议名单提交会员国供其在无异议基础上审议，192 并提请大会注意该名单，由

大会就高级别会议参与者名单作出最后决定； 

 12. 鼓励会员国在适当兼顾性别公平的情况下，考虑在其出席高级别会议的国家代表团中

酌情包括：所有相关部委的负责人，议员、市长和省(州)长的代表，以及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

组织)、代表弱势道路使用者的组织和网络、其他利益攸关方(例如交警、雇主和受害者协会)、

土著领导人士、社区组织和信仰组织、学术界、慈善基金会、私营部门和全民健康覆盖网络的

代表； 

 13. 决定高级别会议的进行过程将予以网播，并鼓励大会主席和秘书长利用所有相关媒体

平台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使高级别会议得到最广泛传播； 

 14. 请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主席与会员国密切协商，最后确定高级别会议的组织安排，包

括根据本决议第 4 (c)段最后确定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讨论的主题。 

 

 

 

 

第 75/309 号决议 

 

2021 年 7 月 21 日第 92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115 和 A/75/L.115/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

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加拿

大、乍得、中国、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吉布提、多米尼克、埃及、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

亚、斯威士兰、加蓬、冈比亚、加纳、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印度、伊拉克、以色列、约

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马里、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

里求斯、摩纳哥、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尼日尔、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

宾、卡塔尔、圣卢西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

苏丹、苏里南、塔吉克斯坦、多哥、突尼斯、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兹别克斯坦、越

南、也门、赞比亚 
 

 

_______________ 

192  该名单将包括拟议名单和最后名单。如一个或多个联合国会员国或专门机构成员国提出要求，应将任何反

对意见的大致理由告知大会主席办公室和提出要求方。 

https://undocs.org/zh/A/75/L.115
https://undocs.org/zh/A/75/L.115/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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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09. 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与容忍，打击仇恨言论 

 大会， 

 重申全体会员国依照《联合国宪章》承诺增进和鼓励对所有人权及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

信守，而不分宗教、信仰或其他区别， 

 回顾《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3 第十八条、《世界人权宣言》194 第十八条和其他相

关人权规定， 

 又回顾其 1981 年 11 月 25 日第 36/55号决议，其中发布了《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

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 

 确认《和平文化宣言》和《和平文化行动纲领》195 具有重要意义，是在弘扬和平与非暴

力文化以造福人类、特别是造福后代方面赋予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系统的普遍任务， 

 重申各会员国有义务禁止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歧视和暴力，并执行措施，保障平等和有

效的法律保护， 

 在这方面欢迎所有国际、区域和国家倡议，以及宗教界和其他方面领导人为促进宗教间和

文化间对话所作的努力， 

 重申行使意见和表达自由权以及充分尊重寻求、接受和传播信息的自由，可对加强民主、

消除宗教不容忍现象起到积极作用，还重申依照《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言论

自由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 

 回顾《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0(2)条规定，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

张，凡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应依法禁止， 

 确认所有宗教都致力于追求和平，各宗教、团体和个人之间、特别是宗教领袖之间的宗教

间和文化间对话可有助于提高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认识和了解， 

 强烈谴责一切以他人的宗教或信仰为由而对其实施的暴力行为，以及对其住所、工商企

业、财产、学校、文化中心或礼拜场所实施的任何此类行为，以及一切违反国际法，针对宗教

场所、场址和圣祠以及在这些地方发动的袭击， 

 表示关切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不容忍表现形式日益增多，此类现象会引发不同国家个人

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个人之间的仇恨和暴力，可能会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产生严重影响，在

这方面强调必须尊重宗教和文化多样性，开展宗教间、信仰间和文化间对话，力求促成个人、

社会和民族之间相互宽容与尊重的文化， 

_______________ 

193 见第 2200 A (XXI)号决议，附件。 

194 第 217 A (III)号决议。 

195 第 53/243 A 和 B 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36/55
https://undocs.org/zh/A/RES/2200%20(XXI)
https://undocs.org/zh/A/RES/217%20(III)
https://undocs.org/ch/A/RES/5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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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努力通过分享准确、及时、相关和多种语文的信息，帮助遏制仇

恨言论、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扩散，包括在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期间，这反

映在秘书处全球传播部的 COVID-19 传播应对举措中， 

 铭记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暴力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它有助于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 

 表示深为关注所有破坏宽容和尊重多样性精神并应受到所有会员国共同严重关切的仇恨言

论，并深信仇恨言论无论其动机为何，均无可辩解， 

 重点指出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日益快速传播与扩散引起全球关切，因而更加需要传播真

实、及时、有针对性、明确、易获取、多种语文和基于科学的信息，并强调所有会员国需要团

结起来应对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挑战， 

 表示注意到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背景下“信息疫情”问题的跨区域声明，其中促请会员

国与“信息疫情”作斗争，建设一个更健康、更公平、更公正和更坚韧的世界， 

 强调各国、区域组织、国家人权机构、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媒体和整个民间社会可发

挥重要作用，促进宽容和尊重宗教和文化多样性，并在全世界促进和保护人权，包括宗教或信

仰自由， 

 确认许多宗教领袖和信仰组织发挥了作用，公开表示反对仇恨言论、错误信息和虚假信

息，声援那些成为此类言论攻击目标的人，并宣传有助于减少歧视和污名化现象的信息， 

 又确认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促进文化间对话方面的主导作用和联合国不同文明

联盟在这方面的工作及两者对宗教间对话的贡献，以及它们为促进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开展的活

动和对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各级具体行动的重视， 

 注意到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罪行特别顾问在发起《联合国消除仇恨言论战略和行动计划》

以及作为应对和打击仇恨言论努力的一部分所发挥的作用， 

 又注意到《关于禁止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言论的拉巴

特行动计划》，196 

 还注意到《宗教领袖和行为体旨在防止可能导致残暴罪行的煽动暴力行为的行动计划》

(又称《非斯行动计划》)以及《保护宗教场所行动计划》， 

 注意到秘书长特别呼吁宗教领袖联合起来，为和平而努力，致力于在全世界战胜疫情的共

同斗争，联合国关于应对和打击与 COVID-19 有关仇恨言论的指导说明，以及联合国不同文明

联盟事务高级代表发出的“相互尊重呼吁”， 

 确认文化多样性以及所有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发展追求是共同丰富人类文化生活的源泉， 

 1. 确认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的重要性及其对促进社会融合、和平与发展的宝贵贡献，促

请会员国酌情并适时考虑将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作为努力实现和平、社会稳定及全面实现国际

商定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 

_______________ 

196 A/HRC/22/17/Add.4，附录。 

https://undocs.org/ch/A/HRC/22/17/Ad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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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决定宣布 6 月 18 日为打击仇恨言论国际日，每年举办纪念活动； 

 3. 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组

织、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私营部门、个人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酌情举办打击仇恨言论国

际日纪念活动，费用完全由自愿捐款支付； 

 4. 邀请所有会员国进一步促进和平文化，帮助确保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包括为此举办国

际日、区域日和国家日活动，并动员国际社会努力促进和平、宽容、包容、理解和团结； 

 5. 谴责任何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宣扬仇恨言行，无论是采用印刷、音像或电子

媒介、社交媒体或任何其他手段； 

 6. 表示关切世界各地涉及种族和宗教不容忍、歧视和相关暴力以及负面种族和宗教成见

的事件继续增多，在这方面谴责任何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宣扬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

言行，并敦促各国根据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和打击此类事件； 

 7. 强调宗教或信仰自由、意见和表达自由、和平集会权和结社自由权相互依存、彼此关

联并相辅相成，强调指出这些权利在打击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不容忍和歧视行为方

面可发挥的作用； 

 8.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消除仇恨言论战略和行动计划》，其中提议联合国系统与新媒体

和传统媒体建立和加强伙伴关系，以促进宽容、非歧视、多元化以及意见和表达自由的价值

观，并消除仇恨言论； 

 9. 鼓励会员国酌情考虑采取主动行动，确定社会各部门和各阶层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对

话、宽容、理解与合作的实际行动领域； 

 10. 促请会员国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接触，宣传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尊重和接受差

异、宽容、尊重多样性、和平共存与共处、包容和尊重人权的益处，抵制传播那些构成煽动歧

视、敌意和暴力的仇恨言论； 

 11. 鼓励所有会员国和国际组织提高公众认识，让公众了解不容忍和教派暴力的危险性，

继续作出承诺并采取行动支持促进宽容和人权，并请它们继续重视相互合作、理解和对话对于

弘扬克制与宽容及尊重人权的重要性； 

 12. 请大会主席于 2022 年 6 月 18 日召集举行一次非正式高级别会议，纪念第一个打击仇

恨言论国际日，以帮助启动在政治上支持制定国家和全球两级识别、应对和打击仇恨言论的战

略，同时酌情考虑到《联合国消除仇恨言论战略和行动计划》； 

 13. 鼓励会员国注重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尊重多样性及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歧

视，同时强调教育、文化、和平、宽容、相互理解和人权的重要性； 

 14. 邀请会员国根据其相关国际义务，支持建立透明、可及的系统，酌情在国家各级辨别

和追踪面对面和数字背景下的仇恨言论，并收集相关数据，分析其趋势，以支持实行有效应对

措施； 

 15. 又邀请会员国进一步促进和解，以帮助确保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并鼓励宗教和社

区领袖参与宗教内和宗教间对话，以应对煽动暴力、歧视和仇恨言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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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促请对打击歧视和仇恨言论负有主要责任的会员国，以及包括政治和宗教领袖在内的

所有相关行为体，在抗击 COVID-19 疫情过程中弘扬包容和团结，公开反对并采取强有力行动

打击种族主义、仇外行为、仇恨言论、暴力、歧视(包括年龄歧视)和污名化； 

 17. 欢迎宣布每年 2 月的第一个星期为所有宗教、信仰与信念之间的世界不同信仰间和谐

周； 

 18. 表示注意到全球为支持执行秘书长的《宗教领袖和行为体旨在防止可能导致残暴罪行

的煽动暴力行为的行动计划》(又称《非斯行动计划》)、秘书长的《消除仇恨言论战略和行动

计划》以及秘书长的《保护宗教场所行动计划》所作的努力； 

 19. 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区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更多

地了解《宗教领袖和行为体旨在防止可能导致残暴罪行的煽动暴力行为的行动计划》(又称

《非斯行动计划》)、《消除仇恨言论行动计划》及其他促进宽容和相互理解的倡议。 

 

 

第 75/310 号决议 

 

2021 年 7 月 23 日第 93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108 和 A/75/L.108/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

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不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博茨瓦纳、巴

西、保加利亚、佛得角、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塞浦路斯、丹麦、多米尼

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斐济、法国、冈比

亚、格鲁吉亚、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

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莱索托、立陶宛、卢森堡、马

达加斯加、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蒙古、摩洛哥、纳米比

亚、瑙鲁、荷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

鲁、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圣卢西亚、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新加坡、西班牙、斯里兰卡、苏里南、泰

国、东帝汶、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干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

圭、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赞比亚 
 

 

75/310. 人人拥有视力：加快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大会， 

 重申其 2015 年 9 月 25日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1号决

议，其中所载大会通过的一套具有普遍性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内容全面、意

义深远、以人为中心，重申致力于通过不懈努力，到 2030 年全面执行这一议程并确保不让任

何一个人掉队，再次表示认识到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极端贫困是世界最大的挑

战，而且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并重申致力于采用统筹兼顾的方式，从经济、社会和环

境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千年发展目标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努力完成其未竟之功， 

 认识到增进眼睛健康可对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行动发挥重大促进作用， 

https://undocs.org/zh/A/75/L.108
https://undocs.org/zh/A/75/L.108/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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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认识到残疾人的贡献对全面有效执行《2030 年议程》具有重要意义，并指出会员国、

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需要按照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承诺，进一步加强关于残疾问题

的规范性框架，包括残疾人的权利，并将残疾视为贯穿联合国各个支柱的全球性问题， 

 注意到至少 20 亿人患有视力障碍或盲症，11 亿人患有本可预防或尚未解决的视力障碍，

并注意到全球眼保健需求根据预测将大幅增加，到 2050 年全球一半人口将患有某种视力障

碍，  

 重申人人无一例外地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的身心健康， 

 回顾 2019 年 9 月 23 日在纽约举行全民健康覆盖问题高级别会议，并重申其题为“全民健

康覆盖：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健康的世界”的政治宣言，197 其中承诺更加大力应对眼保健问

题，将此纳入全民健康覆盖的范围， 

 欢迎世界卫生大会 2020 年 8 月 3 日通过题为“以人为本的综合眼保健，包括可预防的盲

症和视力障碍”的第 73.4 号决议，198 其中敦促会员国在兼顾本国国情和优先事项的同时，采

取行动落实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视力报告》所载的各项建议，包括使眼保健成为全民健康覆盖

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从增进、预防、治疗、康复等各个方面的服务入手在卫生系统中实施以人

为本的综合眼保健，  

 确认，在眼保健需求方面，提高认识、让人们和社区参与并增强其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并

确认人人拥有视力的重要性， 

 关切地注意到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已在全球各地蔓延，对人类的健康、安

全和福祉造成威胁，而且大流行病已产生前所未有的多方面影响，包括扰乱了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并认识到 COVID-19 对患有盲症和视力障碍者的健康、社会和经济状况造成不成比例的影

响， 

 确认改善眼睛健康将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公平、更包容、更可持续和更具适应力的未来， 

 表示赞赏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伙伴近年来为预防和应对视力障

碍和眼睛健康问题所作的努力，但又意识到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 

 赞赏地注意到视力之友小组的工作，这是一个非正式的会员国网络，旨在分享有关眼睛健

康的知识和信息，并努力在《2030 年议程》范围内推动应对视力问题， 

 认识到，如果盲人或有视力障碍者得以改善视力和优化自理能力，就可以改善就业前景、

提高职场生产能力、增加家庭收入和支出以及提高经济生产力，并认识到这些经济效益，特别

是若能够在低资源地区实现这些经济效益，就可以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 (在全世界消除

一切形式的贫困)、目标 2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和目标

8 (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  

_______________ 

197 第 74/2号决议。 

198 世界卫生组织，WHA73.4 号文件。 

https://undocs.org/ch/A/RES/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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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眼保健服务作为全民健康覆盖的一部分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3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

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相关，注意到丧失视力不仅会导致死亡风险增加而且影响到精

神卫生和健康，并认识到必须确保拥有符合质量标准的眼保健以及其他可负担和可获得的辅助

技术，并确保医疗保健服务不仅包容各方，而且人人都可获得，  

 认识到获得眼保健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4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

享有学习机会)至关重要，并对入学率、受教育程度、学习和建立包容性教育系统具有积极影

响， 

 又认识到视力是儿童成长的重要促进因素，并特别指出需要适当的法律、社会和实体基础

设施，确保从每个儿童的最佳利益出发提供眼科医疗保健，同时意识到家庭成员、朋友和其他

照护者的支持给有视力障碍者带来积极影响， 

 表示关切眼睛健康问题的负担对包括妇女、儿童、青年、残疾人、老年人、土著人民、地

方社区、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移民在内的处境脆弱者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从而放缓了在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0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方面的进展，  

 又表示关切妇女中视力障碍的流行率较高，强调指出必须在眼睛健康和获得眼保健方面实

现性别平等，以确保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5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方

面取得进展， 

 认识到视力丧失的风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大，许多老年人患有视力障碍或盲症，同时注

意到 2021-2030 年为“联合国促进老龄健康十年”以及需要确保在执行《2030 年议程》时考虑

到与老年人相关的问题，  

 注意到良好视力对道路安全的重要性及其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建设包容、安全、有

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的促进作用，  

 申明实现“人人拥有视力”将对《2030 年议程》、对取得持续、包容和公平的经济增长和

发展以及对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做出至关重要的贡献， 

 1. 促请会员国确保为本国民众提供眼保健服务，并为此调动必要的资源和支持，以促进

全球努力，到 2030 年使至少 11 亿有视力障碍但目前无法获得所需眼保健服务的人受益； 

 2. 促请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政策拟定和决策的所有阶段包容残疾人(包括有视力

障碍的人)，并消除残疾人、特别是妇女和女童以及处境脆弱者在与其他人平等获得协助和医

疗保健服务方面面临的障碍和歧视；  

 3. 鼓励会员国对眼保健采取统筹兼顾、全政府一盘棋办法，与其他发展优先事项建立协

同增效关系，并加强与学术界、研究机构、科学界、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协作，改善获得安

全、可负担的眼保健服务的机会； 

 4. 邀请国际金融机构和捐助方提供适当、有针对性的资金，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

金，以应对丧失视力对可持续发展造成的日益严重影响，并开展一场促进眼睛健康的国际运

动，以期到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且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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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认识到需要进一步鼓励发达国家按照双方商定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推进眼保

健方面的服务和辅助技术的获得； 

 6. 注意到私营部门、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对增进眼睛健康的贡献，并鼓励根据国家政府的

计划、立法、背景和优先事项建立公私伙伴关系，并为促进人人拥有视力制定国家政策和确立

优先事项；  

 7. 鼓励会员国考虑在提交给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自愿国别评估报告中述及眼睛

健康情况；  

 8. 邀请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在将于 2025 年举行的统计委员会第五十

六届会议上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指标框架范围内，审查和审议世界卫生大会第 73.4号决议

所载的全球眼睛健康可行指标，并将此作为对“人人拥有视力”的进展情况及其对《2030年议

程》的贡献的监测和报告机制；199 

 9. 鼓励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发展系统其他相关实体，包括但不限于国际劳工组织、联

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

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以及联合国道路安全协作机制，在各自任务范围内支持为在落实

《2030 年议程》的过程中实现“人人拥有视力”所作的全球努力； 

 10.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步骤，有效协调和后续跟踪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在这方面考虑酌

情向大会通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 75/311 号决议 

 

2021 年 7 月 23 日第 93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116 和 A/75/L.116/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

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安哥拉、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比利时、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博茨

瓦纳、保加利亚、佛得角、加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

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

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匈牙利、印度、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约旦、肯尼亚、吉尔吉

斯斯坦、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来西亚、马里、马耳他、墨西哥、摩纳哥、黑山、摩洛

哥、纳米比亚、荷兰、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

亚、俄罗斯联邦、圣卢西亚、圣马力诺、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泰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75/311. 打击野生生物非法贩运 

 大会， 

 重申其关于打击野生生物非法贩运问题的 2015 年 7 月 30 日第 69/314号、2016 年 9 月 9 日

第 70/301号、2017 年 9 月 11 日第 71/326号和 2019 年 9 月 16 日第 73/343号决议， 

_______________ 

199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5/L.116
https://undocs.org/zh/A/75/L.116/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4
https://undocs.org/ch/A/RES/70/301
https://undocs.org/ch/A/RES/71/326
https://undocs.org/ch/A/RES/73/343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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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重申其 2015年 9月 25日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1号

决议，大会借此通过了一套全面、意义深远、以人为中心、具有普遍性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和具体目标， 

 还重申生物多样性的固有价值以及其对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的多种贡献，确认形式多

样、绚丽多彩的野生动植物是地球自然系统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必须加以保护，造福今世后

代， 

 严重关切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调查结果中所述的物种灭绝速

度，并强调指出迫切需要通过防止濒危物种灭绝等方式，应对前所未有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减少

问题，以改善和维持物种的养护状况，恢复和保护提供基本功能和服务的生态系统，其中包括

与水、健康、生计和福祉有关的服务， 

 因此，依然感到关切的是，偷猎及野生生物和野生生物制品非法交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并

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表示严重关切犀牛偷猎的规模达到极其有害的水平，大象屠杀数量令人震惊，穿山甲非法

贩运大幅增加，以及存在其他受保护野生生物物种的非法交易，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乌龟、海龟

和淡水龟、陆生和海生蜥蜴、其他爬行动物、鲨鱼、观赏鱼类、大猩猩、鹦鹉、猛禽、盔犀鸟

和包括雪豹在内的大型猫科动物，凡此种种可能导致这些物种在局部地区灭绝，有的甚至可能

在全球灭绝， 

 关切地注意到，除由来已久的非法市场外，新的非法市场不断出现，致使其他物种被列入

濒危类别，例如欧洲鳗鱼或因非法宠物交易而濒危的菲律宾森林龟和饼干龟， 

 注意到，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暴发以来，一些国家表示非法贩运野生生物的缉获

量有所下降，这可能是由于封锁、经济放缓以及人员和货物运输受到限制，同时也注意到报告

同时指出，非法野生生物及其制品的储存量在原产国相应增加， 

 认识到迅速而又深刻的社会-生态变化，包括生态系统的退化和不可持续利用、栖息地丧

失、野生生物贸易管理不善等其他因素，加剧了大规模物种灭绝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威

胁到大自然对人类及其生计作出的重要贡献，加大人畜共患病在野生生物、牲畜和家畜中出现

和传播的可能性，而这又使病原体从动物向人类传播的风险增加，从而导致人畜共患病暴发和

流行病，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导致大流行病， 

 又认识到活体野生动物和丛林野味的非法贩运不遵守卫生条例，规避进口检疫管制，因此

可能增加被贩运动物中出现新的感染的概率，加大传播人畜共患病的风险，并有可能对人类和

动物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决心降低今后暴发人畜共患病的风险，因为人畜共患病可能导致流行病，在极端情况下可

能导致大流行病，并对人类健康和生计产生破坏性影响，并认识到遏制非法野生生物贩运以及

养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和正常运作的生态系统有助于降低人畜共患病的出现和传播风险， 

 认识到野生生物犯罪可能导致疾病暴发、流行病，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导致大流行

病，这不仅可能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而且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经济发展构成威胁，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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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认识到人类、动物、植物和生态系统的健康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强调应全方位处理生物

多样性与健康的关联，在这方面回顾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2018 年 11 月 30 日第 14/4 号

决定200 和联合国环境大会 2018 年 1 月 30 日第 3/4 号决议，201 

 着重指出，非法木材采伐和相关贸易导致稀有木材品种特别是红木、沉香木和檀香木大量

减少，需要采取措施予以打击，并注意到来源非法的进口红木数量很大，需要防止非法采伐的

木材在全球供应链中被洗白， 

 确认野生生物非法贩运导致许多物种灭绝，损害生态系统和农村生计，包括那些以生态旅

游为依托的生计，破坏善治与法治，并在一些情况下危及国家稳定，因此需要通过加强跨国和

区域合作与协调加以应对， 

 强调必须把保护野生生物纳入为实现消除贫困、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包括生物多样性

的养护和可持续使用)、经济增长、社会福祉和可持续生计所采取的综合举措， 

 在这方面又强调，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为人类和野生生物在保护区内外以可持续、有适应

力的方式共存制定解决方案，以期促进改善生计和养护工作， 

 回顾其 2007 年 9 月 13 日题为“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第 61/295号决议，确认尊重

土著传统习俗有助于环境的可持续、公平开发和妥善管理，并确认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参与

在确保对非法野生生物交易问题提出可持续解决办法方面具有至关重要作用， 

 再次呼吁采取全方位、综合举措实现可持续发展，以此引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引领为

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性所作的努力，这将有助于落实《2030年议程》和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以构建今世后代的共同未来， 

 关切地注意到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在线市场等在线中介手段为贩运野生生物和野生生物制

品提供便利的情况有所增加，并认识到需要开发和利用相关技术打击在线非法野生生物贩运，

同时在这方面认识到需要加强技术和数字能力建设，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关切使用伪造或非法发放的许可证和证书、或欺诈性使用许可证和证书正本的行为持续存

在，这种行为的目的是不正当地利用国内合法市场，掩盖了非法获得的野生生物或野生生物制

品的买卖，或为此类非法获得的野生生物或野生生物制品进行洗白，并关切腐败行为在这方面

起到了提供便利的作用， 

 确认《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202 所提供的法律框架及发挥的重要作用，该

公约是规范其附件中所列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的主要机制，并在这方面欢迎 2019 年 8 月

17 日至 28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和决定， 

_______________ 

200 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CBD/COP/14/14 号文件，第一节。 

201 UNEP/EA.3/Res.4。 

20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93 卷，第 14537 号。 

https://undocs.org/ch/A/RES/61/295
https://undocs.org/ch/UNEP/EA.3/Res.4
https://undocs.org/ch/UNEP/EA.3/Re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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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确认《养护野生动物移栖物种公约》、203  《生物多样性公约》、204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205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的公约》206 等其他多边环境协

定十分重要，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3 年 7 月 25 日关于采取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行动打击受保护野

生动植物物种非法贩运的第 2013/40 号决议，经社理事会在该决议中鼓励会员国把有组织犯罪

团伙参与的受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非法贩运定为严重犯罪， 

 注意到野生生物贩运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形式，并可能与其他形式的跨国有

组织犯罪存在关联，并关切地注意到腐败对野生生物和野生生物制品的非法贩运可能起到提供

便利的作用， 

 重申《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7 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8 是有效的工具，

也是国际合作打击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非法贩运法律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铭记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交易以及其他形式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可能与野生生物非法贩运有

关，这可能对非洲一些地区的国家和区域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确认国际打击野生生物犯罪联盟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处、国际刑事警

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界银行和世界海关组织的一项协作

举措，通过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等方式开展了重要工作， 

 欢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环境大会 2016 年 5 月 27 日关于野生生物和野生生物制品非

法交易的第 2/14 号决议，209 

 又欢迎会员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防止和打击非法贩运野生生物作出的努力和开

展的合作，以及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实体为此开展的活动，并在这方面表示注意到 2013 年《巴

黎宣言》、2014 年《伦敦宣言》、2015 年《卡萨内声明》、2015 年《布拉柴维尔宣言》、2016 年

《河内声明》、2017 年《比什凯克宣言》、2018 年《伦敦宣言》、2019 年《利马宣言》、2019 年

《清迈声明》、作为《移栖物种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三次会议成果的 2020 年《甘地纳加尔宣

言》，以及 2020 年《领导人对自然的承诺》， 

 还欢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濒危物种公约

2021-2030 年战略愿景》， 

_______________ 

203 同上，第 1651 卷，第 28395 号。 

204 同上，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 

205 同上，第 1037 卷，第 15511 号。 

206 同上，第 996 卷，第 14583 号。 

207 同上，第 2225 卷，第 39574 号。 

208 同上，第 2349 卷，第 42146 号。 

209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25 号》(A/71/25)，附件。 

https://undocs.org/ch/E/RES/2013/40
https://undocs.org/ch/A/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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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2020 年 9 月 30 日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别举行生物多样性问题峰会，以强调在最

高级别为支持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采取行动的紧迫性，该框架有助于落实《2030 年

议程》，并使国际社会走上实现 2050 年生物多样性愿景(即“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 

 着重指出将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至 24 日在中国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十五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缔约方大会此次会议的任务是，考虑到当前战略计划中提出的题为

“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 2050 年愿景，审查《公约》的执行进展情况，并通过 2020 年后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 

 回顾其 2021 年 4 月 16 日题为“自然无疆界：跨界合作——养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生物

多样性的关键要素”的第 75/271号决议， 

 又回顾其 2013 年 12 月 20 日第 68/205 号决议，其中宣布把 3 月 3 日(即《濒危野生动植物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通过之日)定为世界野生生物日，并欢迎自 2014 年以来为赞美和宣传世界

上的野生动植物举办的国际纪念活动， 

 欢迎第十四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通过了《关于推进预防犯罪、刑事司法和法

治：努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京都宣言》，210 会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部长

及代表在该宣言中深表关切影响环境的犯罪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努力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打

击影响环境的犯罪，同时注意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 2019年 12月 20日题为“预防和

打击与影响环境的犯罪有关的腐败”的第 8/12 号决议211 以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缔约国会议 2020年 10月 16日题为“预防和打击属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范围

内的影响环境的犯罪”的第 10/6 号决议，212 

 重申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作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事项的主要决策机构发挥

的作用， 

 回顾其 2017年 4月 27日第 71/285号决议，其中通过了 2017-2030年联合国森林战略计划，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 2020 年编写的《世界野生生物犯罪报告：受

保护物种贩运问题》，213 

 又表示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9 年编写的题为“加强野生生物和森林产品合法和非

法交易的法律框架：自然资源管理、贸易监管和刑事司法部门的经验教训”的报告， 

 1. 强烈表示依然决心全面、毫不拖延地执行在其第 69/314、70/301、71/326 和 73/343 号

决议中所作的承诺； 

_______________ 

210 A/CONF.234/16，第一章，第 1 号决议。 

211 见 CAC/COSP/2019/17，第一节 B 部分。 

212 见 CTOC/COP/2020/10，第一节 A 部分。 

213 联合国出版物，2020 年。 

https://undocs.org/ch/A/RES/75/271
https://undocs.org/ch/A/RES/68/205
https://undocs.org/ch/A/RES/71/285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4
https://undocs.org/ch/A/RES/70/301
https://undocs.org/ch/A/RES/71/326
https://undocs.org/ch/A/RES/73/343
https://undocs.org/ch/A/CONF.234/16
https://undocs.org/ch/CAC/COSP/2019/17
https://undocs.org/zh/CTOC/COP/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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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认识到非法贩运野生生物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必须在供应、过境和需求

方面采取坚定有力的行动，并再次强调会员国、相关多边环境协定和国际组织之间有效开展国

际合作的重要性； 

 3. 敦促会员国加强努力并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制止影响环境、养护和生物多样性的犯

罪这一严重问题，例如非法贩运野生生物和野生生物制品，其中包括偷猎和非法采伐木材，尤

其是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的动植物； 

 4. 邀请会员国、相关联合国实体和其他国际组织加强伙伴关系与合作，通过采用全方

位、兼顾所有危害、“一体化卫生”等办法，促进以综合办法应对野生生物贸易涉及的卫生和

环境问题，认识到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健康与其共有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包括通过世界卫生

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之间的协作，并表示注

意到 2019 年 10 月举行的主题为“共同的地球、共同的健康、共同的未来”的柏林会议及其成

果； 

 5. 敦促会员国在国家一级采取果断措施，从供应、过境和需求等方面防止、打击、消除

野生生物非法交易，包括加强防止、调查、起诉和适当惩处这种非法交易的必要法律法规以及

加强执法和刑事司法对策，根据本国法律和国际法加强国家主管部门之间以及会员国和国际打

击犯罪主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和知识交流，同时确认国际打击野生生物犯罪联盟可以在这方面提

供有价值的技术援助，具体方式包括支持会员国实施“野生生物和森林犯罪分析工具包”，这

个工具包旨在酌情加强相关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调查、起诉和裁定野生生物相关犯罪的能力； 

 6. 促请会员国按照本国法律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2(b)条的规定，把

受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的非法贩运定为严重犯罪，以确保在犯罪具有跨国性质并涉及有组织犯

罪集团时，可根据《公约》提供有效国际合作，防止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7. 鼓励会员国进一步利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二条第 3 款，将其管

辖范围内可能因国际贸易而面临威胁的受保护物种列入《公约》附件三，并敦促会员国在管制

受《公约》保护物种(包括附录三所列物种)的交易方面提供援助； 

 8. 又鼓励成员国采取适当措施，执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规定，包

括对买卖或拥有此类非法交易标本的行为或对两者采取处罚措施，并在根据该公约提交的非法

贸易问题年度报告中报告所有缉获情况； 

 9. 促请会员国在必要时酌情审查和修订国家立法，以便把与野生生物非法贸易有关的犯

罪作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针对国内洗钱罪界定的“上游犯罪”，而且可以根据国

内刑事立法程序采取行动，并以便能够查获、没收、处置与野生生物和野生生物制品非法贸易

有关的资产； 

 10. 鼓励会员国尽可能利用国家层面的法律文书，保护受威胁的野生生物物种并打击野生

生物非法贩运，包括通过制定与洗钱、腐败、欺诈、勒索和金融犯罪有关的立法； 

 11. 促请会员国酌情将与野生生物贩运有关的金融犯罪调查纳入野生生物犯罪调查，并更

多地利用金融调查技术和公私合作查明罪犯及其网络，并酌情根据国内法加强相关机构、包括

执法和金融情报机构的能力，以开展和支持对野生生物贩运、包括对可能存在的此类犯罪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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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活动的金融调查，并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酌情向会员国提供这方面的技术

援助； 

 12. 鼓励会员国统一司法、法律和行政规章，支持就野生生物非法交易交换证据和提起刑

事诉讼，并在符合本国法律的前提下建立国家一级跨机构野生生物犯罪问题工作队，以利于不

同政府机构相互交换证据； 

 13. 又鼓励会员国通过记录和监测缉获情况和胜诉案件等方式，加强执法工作，以更有效

地打击和遏制非法野生生物交易； 

 14. 促请会员国加强关注和政府间合作，加强执法机构在监测和调查非法网上野生生物交

易、收集和分析相关证据(包括利用数字取证)、制定执法对策等方面的适当能力，包括在相关

情况下为此开展公私协作和减少供需，以制定防止非法交易战略； 

 15. 邀请会员国与相关组织合作，确定和推动各种解决方案，以利用技术(特别是在物种

识别、溯源和法医学应用认证方面)支持刑事起诉，并利用数据的分析和可视化，监测不断变

化的犯罪趋势和模式； 

 16. 敦促会员国加强努力和增加资源，通过改善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合作、吸引消费

者群体参与、消除需求驱动因素等方式，在非法野生生物制品的供应、过境和需求方面提高对

各种问题和风险的认识并加以处理；通过采取有针对性和基于证据的战略等方式，更有效地减

少需求，以影响消费者行为，同时为此带头倡导改变行为运动；提高对禁止野生生物非法交易

的法律和相关处罚的认识； 

 17. 促请会员国承认护林员和警卫在往往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条件下打击野生生物非法贩运

并发挥关键作用，加强和监测护林员在保护区的安全和活动，改善护林员的工作条件和福利，

为其提供体面的工资以及必要的培训、设备和机构支持； 

 18. 鼓励会员国提高当地社区寻求替代生计的能力，以减少发生野生生物非法贩运的风

险，并在这方面加强对原产国可持续生计的支持； 

 19. 促请会员国认识到研究的重要性，以了解偷猎和非法木材采伐的根本原因以及市场驱

动因素，包括原产国在 COVID-19 大流行病背景下面临的因经济损失、特别是旅游业和相关收

入下降而导致偷猎增加所带来的风险，并认识到需要根据非法使用某一物种或产品的具体驱动

因素进行研究，并进行工具、数据分析和资金方面的投入，在证据和最佳做法的基础上解决对

非法野生生物制品的需求问题； 

 20. 请会员国以提供财政或技术援助、支持通过全球环境基金获得资金、为这方面所需的

能力建设活动提供财政和实物资源等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努力加强打击野生

生物非法贩运的行动，特别是采取有效的综合政策打击此类贩运，执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包括执行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决定； 

 21. 鼓励会员国和有关联合国实体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加大对各国的支持力度，以解决偷

猎、非法采伐木材和非法买卖野生生物的问题，特别是在 COVID-19 大流行病的社会经济或财

政影响对继续开展现有相关国内项目和方案构成威胁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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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鼓励会员国以平衡、综合的方式，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推动可持续发展，这

需要采取全面、创新、协调、包容和环境可持续的办法，特别是要保护野生动植物，坚决打击

野生生物和野生生物制品的非法交易； 

 23. 促请会员国确保妇女在制定和执行处理非法贩运野生生物问题的相关政策和方案方面

充分有效地参与并拥有发挥领导作用的平等机会，并促请联合国各机构继续确保将性别平等观

点系统地纳入联合国系统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 

 24. 鼓励会员国提高地方社区努力获得可持续生计机会的能力(包括通过利用当地野生生

物资源)，消除贫困，尤其是推动建立创新型伙伴关系，促进以共同承担管理责任的方式养护

野生生物，包括社区养护、公私伙伴关系、可持续旅游业、收入分成协议和其他收入来源(如

可持续农业)； 

 25. 又鼓励会员国把应对非法野生生物交易的措施纳入发展政策和规划及发展合作活动的

方案拟订，并进一步以个人和社区为对象提高公众认识，以可持续地生活在一个野生生物和其

他生物物种受到保护的世界中； 

 26. 促请会员国发起或加强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一级发展和养护机构之间的协作伙伴

关系，以加强对社区主导的野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支持，并推动让当地社区保留各种收益，用于

野生生物的养护和可持续管理； 

 27. 大力鼓励会员国通过跨国和区域合作等方式加大支持力度，为那些受野生生物非法贩

运及其不利影响波及的社区发展可持续生计和适当的替代生计，并让野生生物生境内及周边的

社区全面参与，成为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积极伙伴，从而增强这些社区成员管理野生生物和野

生环境并从中受益的权利和能力； 

 28. 又大力鼓励会员国参与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捐助方协调，加强沟通，避免工作重

复，加强知识共享，以在防止和打击野生生物非法交易方面提高认识和增强双边、多边和私人

投资调动，目的是共同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并通过新合作伙伴的参与，最大限度地发挥未来

干预措施的效力； 

 29. 敦促尚未批准或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

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会员国考虑采取措施批准或加入上述公约，并促请缔约

方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切实履行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其他相关多边协

定承担的义务，包括通过适用后一个公约的缔约方大会通过的关于储藏、储存和处置非法野生

生物制品和违禁品国际商定原则，并考虑以何种方式彼此分享根据这些文书打击野生生物非法

贩运的最佳做法； 

 30. 促请会员国禁止、防止和制止任何助长野生生物和野生生物制品非法贩运的腐败行

为，包括通过在其与野生生物有关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方案中评估和减轻腐败风险、加强其

调查能力、起诉此类腐败行为等方式，促请缔约方执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

方大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所有有关决议和决定，并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应会

员国请求向其提供这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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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又促请会员国确保野生生物制品的合法国内市场不被用来掩盖非法野生生物制品交

易，并在这方面敦促缔约方执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七和十八次

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并在国内系统地监测其执行情况，其中建议各国政府紧急关闭国内合法象

牙市场，并在老虎和其他亚洲大型猫科动物标本的国内商业交易市场助长偷猎或非法贸易时关

闭这些市场； 

 32. 大力鼓励会员国根据其国情和优先事项、相关国际法和最佳做法，通过其国家主管部

门对市场上销售死活野生生物和野生生物制品的店家实施一切必要的卫生监测、措施和管制，

以保护人类或动物健康，并发现和打击非法野生生物贩运； 

 33. 鼓励会员国协助在加工或以其他方式使用野生生物制品的供应链安全方面实施专业标

准和相互监测方案，以防止将来源非法的野生生物引入合法贸易链； 

 34. 又鼓励会员国采取措施使许可证制度能够更好地抵御腐败，利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

改善对受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的管制和溯源，以防止在受保护物种国际贸易中使用伪

造文件； 

 35. 确认 20 国集团在全球和国家层面努力打击腐败；赞赏地表示注意到该集团 2016 年在

中国杭州、2017 年在德国汉堡、2019 年在日本大阪和 2020 年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各次

首脑会议期间所开展的工作，以及该集团不仅制定了《关于打击与野生生物和野生生物制品非

法交易有关腐败行为的高级别原则》，并表示注意到该集团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

帮助下，在 2018 年牵头对这些原则的落实情况进行调查；敦促该集团继续以包容透明方式让

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参与其工作； 

 36. 又确认非洲联盟和执行《非洲打击非法利用和非法买卖非洲野生动植物战略》专家组

通过共同、协调一致的对策，努力预防和减少非法利用和非法买卖非洲野生动植物的行为，以

期根除此种行为； 

 37. 大力鼓励会员国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3/40 号决议，尤其是通过《联合国打击

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书，开展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

防止、打击和消除野生生物和野生生物制品的国际非法贩运； 

 38. 邀请《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更有效地利用《公约》应对野生动物

非法贩运问题，并继续讨论用以打击野生动物贩运的其他可能国际工具； 

 39. 鼓励会员国在相关和适当的情况下，按照《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加强

合作，以及时和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归还被非法交易的活体野生生物(包括蛋卵)，并在相关和

适当的情况下，加强国家和国际主管部门在缉获非法交易的野生生物和野生生物制品方面的信

息交流，以便进行后续调查和起诉； 

 40. 促请联合国各组织在各自任务范围内并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3/40 号决议，通

过能力建设等方式继续支持会员国打击野生生物非法贩运的努力，改善与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合

作，以期促进在国际社会采取全方位、综合举措； 

https://undocs.org/ch/E/RES/20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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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在这方面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其任务和资源范围内并按照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第 2013/40 号决议，与会员国开展密切合作与协作，继续并加强有关野生生物非法贩运模

式和流动的信息收集，并每两年一次就此提交报告； 

 42. 请秘书长进一步改善对联合国系统专门机构、基金和方案在各自任务范围内并按照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3/40号决议开展的、与本决议有关的活动的协调； 

 43. 又请秘书长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3/40 号决议，向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报告

全球野生生物非法贩运(包括偷猎和非法交易)的情况；考虑到 COVID-19 大流行发生后野生生

物非法贩运的趋势，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为今后可能采取的行动提出建议； 

 44. 决定每两年一次审议这一议题和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将在第七十七届会议上进行下

一次审议。 

 

 

第 75/312 号决议 

 

2021 年 7 月 29 日第 96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113 和 A/75/L.113/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

安哥拉、阿根廷、博茨瓦纳、巴西、佛得角、喀麦隆、乍得、哥斯达黎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加

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巴拿马、菲律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

加尔、南非、多哥、土库曼斯坦、乌拉圭 
 

 

75/312. 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 

 大会， 

 回顾其 1986 年 10 月 27 日第 41/11号决议庄严宣告大西洋位于非洲和南美洲之间的区域为

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 

 又回顾其后来关于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的各项决议， 

 重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涉问题和发展方面问题相互关联，不可分割，认为各国特别是

该区域各国为促进和平与发展开展合作，对于推动实现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的各项目标至关

重要， 

 又重申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的宗旨和目标作为促进该区域各国间合作的基础所具有的重

要性， 

 回顾南大西洋对于该区域成员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巨大潜力，重申该区域是发展和加强

成员国在科技、教育、能力建设、沿海监测、环境、防务、加强国家机构、贸易、体育、旅

游、经济、通信、运输、文化和政治对话等领域相互合作的一个论坛， 

 赞赏地注意到会员国为实现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的各项目标做出承诺，并通过若干举

措，协力振兴和平与合作区，这些举措在 2013年 1月 15日和 16日蒙得维的亚和平与合作区第

七届部长级会议上得到了重申， 

https://undocs.org/ch/E/RES/20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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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根据《蒙得维的亚行动计划》214 以及在《罗安达倡议》基础上，2013 年于萨尔瓦多

举行了第一次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海上交通安全与监测研讨会，2015年又于萨尔瓦多举行了

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维持和平行动研讨会， 

 又赞赏地注意到该区域成员国在海事保安领域加强相互合作，包括通过联合海军演习、国

际研讨会和其他能力建设举措， 

 回顾其相关决议敦促该区域各国继续采取行动，特别是通过实施具体方案，实现南大西洋

和平与合作区的各项目标， 

 回顾秘书长关于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的最近一次报告，215 

 1. 强调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作为一个增进其成员国之间互动、协调与合作的论坛所起

的作用； 

 2. 赞赏地回顾 2013 年 1 月 15 日和 16 日在蒙得维的亚举行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第七

届部长级会议，并通过《蒙得维的亚宣言》216 和《蒙得维的亚行动计划》； 

 3. 促请各国合作促进大会第 41/11 号决议确定并得到《蒙得维的亚宣言》和《蒙得维的

亚行动计划》重申的和平与合作目标； 

 4. 请联合国系统相关组织、机关和机构，并邀请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在内的相关伙伴，提

供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成员国在共同努力继续执行《蒙得维的亚行动计划》时可能需要的一

切适当援助； 

 5. 鼓励按照《蒙得维的亚宣言》的决定，每两年举行一次部长级会议，每年在大会届会

间隙举行会议并设立后续机制； 

 6. 知悉第七届部长级会议期间推出了若干双边合作方案，对旨在加强南大西洋和平与合

作区内合作的各项努力形成了补充； 

 7. 又回顾佛得角政府表示愿意在不久的将来主办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第八次部长级会

议，并邀请该区成员国积极参与该会议的筹备进程； 

 8. 请秘书长继续审查关于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的第 41/11 号决议及其后各项决议的执

行情况，并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提交报告，其中除其他外应考虑到会员国表达的意见； 

 9. 决定将题为“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第 75/313 号决议 

 

2021 年 7 月 29 日第 96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117 和 A/75/L.117/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

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伯利兹、不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隆

_______________ 

214 A/67/746，附件二。 

215 A/69/973和 A/69/973/Add.1。 

216 A/67/746，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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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喀麦隆、中国、古巴、埃及、赤道几内亚、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印度尼西亚、约旦、哈萨克斯

坦、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蒙古、摩洛哥、纳米比亚、尼泊尔、尼加拉瓜、

尼日尔、巴基斯坦、巴拉圭、菲律宾、卡塔尔、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塞内加尔、斯里兰卡、苏里南、塔吉克

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赞比亚、津巴布韦 
 

 

75/313. 加强所有运输方式之间的联系，确保 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大流行期间和之后稳定可靠的国际运输， 
促进可持续发展 

 大会， 

 回顾其 2014 年 12 月 19 日题为“运输和过境通道在确保国际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

作用”的第 69/213号决议、2015年 12月 22 日题为“促进所有运输方式全面合作，推动建设可

持续多式过境通道”的第 70/197号决议以及 2017年 12月 20日题为“加强所有运输方式之间的

联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 72/212号决议， 

 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各项宗旨和原则的承诺， 

 重申在当前“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年”期间及时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17

和《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218 的重要性，并重申《巴黎协

定》，219 

 意识到 2019 年二十国集团《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原则》，这是一套自愿性、不具约束力的

原则，旨在反映对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愿望， 

 回顾 2016 年 11 月 26 日和 27 日在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

交通大会，还回顾其阿什哈巴德声明，220 

 注意到国际运输论坛和联合国系统内正在就实现可持续交通运输和确保稳定可靠国际运输

的机遇、挑战和解决方案进行讨论，确认联合国技术机构和区域机构已在开展各种努力，期待

即将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至 16 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的有助于实现可持续交通运输的第二届联合

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以及将于 2022年 4月 5日和 6日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内陆发展中国家部

长级交通大会， 

 回顾其题为“加强全球道路安全”的 2020 年 8 月 31 日第 74/299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至

迟于 2022 年底召开首次关于加强全球道路安全的大会高级别会议， 

_______________ 

217 第 70/1号决议。 

218 第 69/313号决议，附件。 

219 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附件。 

220 A/C.2/71/6，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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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必须采取更广泛和更加以人为中心的预防性方法应对灾害风险，而且为了做到切实

有效，减少灾害风险的做法必须着眼于防范多种灾患，调动多个部门，具有包容性并方便实

施， 

 指出必须继续开展国际合作，处理与运输和过境通道有关的问题，作为可持续发展和互联

互通的一个要素，并在这方面注意到有关国际机构和论坛在包括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

大流行等背景下进行了相关的政府间审议， 

 回顾秘书长关于运输和过境通道在确保国际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的报告，221 

 认识到可持续交通运输对于应对 COVID-19 疫情等局势的重要作用，包括通过便利及交付

援助和基本物资以及稳定全球供应链，尤其是在涉及医疗用品特别是优先诊断和治疗、药品和

疫苗的情况下，在这方面赞赏地注意到各国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和之后为确保运输通道顺畅

运营所作的努力， 

 重申必须保障运输和过境通道以促进国内线路的运输贯通和促进城乡连通的重要性，从而

促进地方和区域的经济增长，推动城市、人民和资源互联互通，并为区域内和区域间经济发展

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便利，强调运输和过境通道应是安全、负担得起、无障碍和可持续的，同时

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影响， 

 指出必须在未来几十年利用技术机遇，包括加速数字化、能效技术和低污染燃料技术，促

进将科学、技术和创新纳入可持续、综合、多模式和跨模式的交通运输系统，从而为交通运输

系统带来根本的转型变革，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支持， 

 确认必须消除内陆国家尤其是低、中收入国家的具体脆弱性，特别要为此建立和推广能将

它们与国际市场连接起来的高效过境运输系统，在这方面，重申《阿拉木图宣言》、222 《维也

纳宣言》和《内陆发展中国家 2014-2024年十年维也纳行动纲领》223 是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

与其发展伙伴在国家、双边、次区域、区域和全球各级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基本框架， 

 强调指出必须加强岛屿之间的连通，使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区域市场和全球供应链

相联系，包括为此将这些国家纳入现有和新出现的海运及多式联运和经济走廊，并鼓励在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框架范围内提出可持续交通运输倡议， 

 认识到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全球经济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可推动增长，帮助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与此同时基础设施需求依然巨大且紧迫，而且将继续扩大，认识到要弥补基础设施

融资的巨大缺口就需要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资金以及技术、专门技能和运营效率，此外也需要一

个有利的国内环境，在这方面确认需要强化基础设施投资和经验分享，而且基础设施必须高质

量、可靠、可持续和复原力强，以支持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 

_______________ 

221 A/70/262。 

222  《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与捐助国及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过境运输合作问题国际部长级会议的报告，2003

年 8 月 28 日和 29 日，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A/CONF.202/3)，附件二。 

223 第 69/137号决议，附件一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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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申致力于在各级推动国际合作和团结互助，认为这是全世界有效应对 COVID-19 疫

情等全球危机及其后果的唯一途径，并确认在推动和协调全球应对 COVID-19 疫情综合措施方

面，世界卫生组织发挥关键领导作用，联合国系统起着根本性作用，会员国为此做出的努力具

有核心作用； 

 2. 强调可持续、低污染和节能运输方式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贡献，并强调长期战略和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在提供这种可持续交通运输方式方面的重要

性； 

 3. 考虑到交通运输对于可持续发展以及恢复正常生活条件和畅通流动而言起着重要作

用，包括确保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和之后快速交付医疗用品，特别是提供基本诊断和治疗、

药品和疫苗、疗法和其他卫生技术； 

 4. 决心加强可持续交通运输和流动在创造就业、便利流动和改善物流链效率、将民众和

社区特别是弱势民众与就业、学校和保健相连通以及向城乡社区运送货物和提供服务方面的作

用，从而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5. 促请会员国在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所有相关方面保持运输系统和运输基础设施的持续运

作并予以加强，在这方面确认必须在无损一国债务可持续性情况下为运输部门创造有利的国内

环境和提供充足的国内资金，以确保稳定可靠的国内和国际运输； 

 6. 呼吁努力促进区域和区域间经济一体化与合作，包括为此改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流

动的规划； 

 7. 邀请会员国酌情借鉴国际社会在应对各种灾害方面取得的经验，加强有效执行涉及交

通运输和过境问题的相关国际公约和多边文书，从而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和之后确保稳定、

安全、可靠、负担得起和可持续的交通运输； 

 8. 着重指出必须在相关运输方式和运输相关行业之间开展国际合作，以减轻 COVID-19

疫情影响，包括通过交流信息、科学知识和最佳做法以及酌情分享执行国家运输发展方案和战

略的经验； 

 9. 重申全面致力于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年，并在这方面着重指出联合国系统需要

齐心协力支持各国政府； 

 10. 强调需要促进可持续交通运输部门的发展，这应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

境层面，将其所受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11. 建议随着高质量、可靠、可持续和复原力强的基础设施和多式联运通道的进一步发

展，可考虑使用基于相关数据数字传输的电子统一运输单据，发挥这种单据的潜力，因为它们

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对运输和跨境手续的介入，从而提高运输链和物流链的复原力； 

 12. 强调必须有可靠和可持续的渠道，便于相互交流在 COVID-19 疫情等情况下所有运输

方式对运输业务和人员流动的影响的信息； 

 13. 呼吁提高客运抵御任何疫情和其他公共卫生威胁的能力，以遏制传染病在所有运输方

式和运输基础设施中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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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确认需要提高运输系统抵御灾害威胁的能力，包括通过调动资源、利用伙伴关系和分

配技术资源，在这方面注意到联合国相关机制和倡议以及各国政府开展的工作； 

 15. 回顾需要调集足够的财政资源，以提高运输系统的抵御能力，以有效应对 COVID-19

疫情，包括在可能和可行的情况下通过促进研究协作和公私伙伴关系等办法，以确保全面、包

容和可持续的灾后恢复，重建得更好，并且把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 

 16. 强调必须支持目前正在进行的发展中国家现有所需体制、法律、技术和行政能力发展

工作，以确保一致实施适当的国际商定标准和高效的多式联运系统。 

 

 

第 75/314 号决议 

 

2021 年 8 月 2 日第 97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A/75/L.119/Rev.1 和修正的 A/75/L.121/Rev.1

并经口头修正，未经表决而通过 
 

 

75/314. 设立非洲人后裔问题常设论坛 

 大会， 

 秉承《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履行各国根据《宪章》承担的义务的诚意， 

 回顾其 1997年 12月 12日第 52/111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召开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

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并回顾其 2002 年 3 月 27 日第 56/266 号、2002 年 12 月

18 日第 57/195号、2003 年 12 月 22 日第 58/160号、2004 年 12 月 20日第 59/177号和 2005 年 12

月 16 日第 60/144 号决议，这些决议为世界会议的全面后续行动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224 

的有效执行提供了指导， 

 又回顾其 2013 年 12 月 23 日第 68/237 号决议，其中宣布非洲人后裔国际十年于 2015 年 1

月 1 日开始、2024 年 12 月 31 日结束，主题为“非洲人后裔：承认、正义与发展”，并在大会

第六十九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后立即正式启动，为此强调这是一个机遇，可通过有效开展国际十

年纪念活动，在打击种族主义所有各种祸害方面实现重大协同增效，从而为执行《德班宣言和

行动纲领》作出贡献， 

 还回顾其 2014 年 11 月 18 日第 69/16号决议，其中通过了落实非洲人后裔国际十年活动方

案并决定设立一个论坛作为非洲人后裔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协商机制，其中还决定，应当

考虑就促进和充分尊重非洲人后裔的人权拟订一项联合国宣言草案， 

 注意到相关利益攸关方、个人、团体和组织 2015 年 3 月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提交的关于其对新设非洲人后裔论坛的设想的呈件，又注意到 2019 年 5 月 10 日在日内瓦就

_______________ 

224 见 A/CONF.189/12和 A/CONF.189/12/Corr.1，第一章。 

https://undocs.org/zh/A/75/L.119/Rev.1
https://undocs.org/ch/A/75/L.121/Rev.1
https://undocs.org/ch/A/75/L.121/Rev.1
https://undocs.org/ch/A/RES/52/111
https://undocs.org/ch/A/RES/56/266
https://undocs.org/ch/A/RES/57/195
https://undocs.org/ch/A/RES/58/160
https://undocs.org/ch/A/RES/59/177
https://undocs.org/ch/A/RES/60/144
https://undocs.org/ch/A/RES/68/237
https://undocs.org/ch/A/RES/69/16
https://undocs.org/ch/A/CONF.189/12
https://undocs.org/ch/A/CONF.189/12/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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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后裔问题常设论坛的模式进行的建设性讨论，并表示注意到就非洲人后裔问题常设论坛

举行为期一天协商后产生的主席报告，225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表讲话指出，常设论坛将加入人权理事会下属其

他类似机制，那些机制都已证明是充满活力的机制，它们运用人权理事会之下联合国人权系统

的专门知识，而且得到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支持， 

 关切地认识到尽管作了各种努力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和相关不容忍现象，但各

种表现和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和相关不容忍行为依然普遍存在，确认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仇外和相关不容忍行为无论何时何地发生都应受到谴责，认识到非洲人后裔数世纪

来一直是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奴役行为的受害者，其许多权利被剥夺，申明他们应受到平等

对待，其尊严应受到尊重，而且不应遭受任何形式的歧视， 

 重申人皆生而自由，其尊严及权利均各平等且人人都具有为社会的发展和福祉作出建设性

贡献的潜力，而任何种族优越论以及试图断定存在不同人种的理论在科学上均属荒谬，在道义

上应予谴责，对社会而言不公正而且危险，必须予以摈弃， 

 注意到 2021 年是《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二十周年，回顾非洲人后裔国际十年及其

活动方案的中期审查本应在 2020 年进行， 

 承诺在非洲人后裔国际十年中期审查之前最后确定常设论坛的模式、形式以及实质性和程

序性内容，作为各国政府、非洲人后裔和相关利益攸关方结成伙伴关系推进实现国际十年目标

的手段之一， 

 铭记在全球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和相关不容忍行为及其一切丑恶和当代形式及

表现是国际社会的一项优先要务， 

 承诺维护奴隶制、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受害人特别是海外非洲人后裔的人格尊严与平等， 

 1. 决定根据执行非洲人后裔国际十年活动方案226 第 29(i)段并与现有机制密切协调，设

立非洲人后裔问题常设论坛，作为非洲人后裔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协商机制，并作为改善

非洲人后裔安全、生活质量和生计的平台，同时也作为人权理事会的咨询机构，其任务如下： 

 (a) 促进非洲人后裔在其所生活的社会中作为平等公民不受任何歧视地充分融入政治、经

济和社会生活，并促进确保平等享受所有人权； 

 (b) 与现有机制协调，向人权理事会、大会各主要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各机关、方案、基金

和机构提供专家咨询和建议，以应对挑战，消除非洲人后裔面临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

和相关不容忍行为及其所有当代形式和表现所带来的所有祸害，这些祸害妨碍充分有效地实现

和享受其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c) 考虑拟订关于促进、保护和充分尊重非洲人后裔人权的联合国宣言； 

_______________ 

225 A/PFPAD/2019/1。 

226 第 69/16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PFPAD/2019/1
https://undocs.org/ch/A/RES/6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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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确定和分析各种最佳做法、挑战、机会和举措，以酌情解决《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

条文中突出强调的与非洲人后裔相关的问题； 

 (e) 监测和审查有效执行非洲人后裔国际十年活动方案的进展情况，并为此从各国政府、

联合国机构和机关、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相关来源收集有关资料； 

 (f) 请联合国系统编写和传播有关非洲人后裔所涉问题的信息，推动增进对非洲人后裔多

种遗产和文化及其对社会发展所作贡献的了解和尊重； 

 (g) 提高认识，推动在联合国系统内整合和协调各机构、基金和方案的非洲人后裔相关活

动； 

 (h) 支持协调旨在促进非洲裔社区和非洲人后裔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方案，并探讨如何满

足迫切的全球需要，建立适当渠道以获取按收入、性别、年龄、种族、族裔、移民地位、残

疾、地理位置和其他与国情有关特征分列的数据，便于有系统地设计、收集和获取高质量、可

靠、及时的分类数据和性别统计，从而有助于更好地执行与非洲人后裔有关的公共政策； 

 (i) 就有关保护、促进和尊重非洲人后裔所有人权的事项提供咨询和建议，并承担人权理

事会或大会要求的任何特定任务； 

 2. 又决定常设论坛应由 10名成员组成：5名成员由各国政府根据公平地域分配提名，经

大会选举产生；5 名成员由人权理事会主席根据与非洲人后裔组织进行的广泛咨询，经与主席

团和各区域集团协商任命；成员组成应考虑到非洲人后裔在世界上的多样性和地理分布，确保

性别均衡以及为所有非洲人后裔落实透明度、代表性和机会平等原则，所有成员均应以其个人

身份担任非洲人后裔问题独立专家，任期三年，可连选或连任一次； 

 3. 还决定常设论坛应向各国、联合国各机制、机构及专门机构、各基金和方案、政府间

组织、人权领域区域组织和机制、国家人权机构和其他相关国家机构、非洲人后裔问题学者和

专家以及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开放供参加；常设论坛还应向其他非政

府组织开放，包括其目标和宗旨与《联合国宪章》精神、宗旨和原则相吻合的基层和社区组

织； 

 4. 决定常设论坛应向人权理事会和大会提交年度报告，汇报其活动，包括就未来专题提

出意见和建议，供其审议，并且参与互动对话；该报告应分发给所有会员国及相关联合国机

关、基金、方案和机构，以便除其他外促进联合国系统内就影响非洲人后裔的问题进行对话； 

 5. 又决定非洲人后裔问题常设论坛每届会议应在区域轮值基础上，并与各区域集团和非

洲人后裔组织协商，从非洲人后裔问题常设论坛成员中挑选常设论坛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席；

常设论坛应从常设论坛成员中任命报告员，报告员可留任连续多届会议，不进行轮换；主席、

副主席和报告员以个人身份任职，负责编写论坛讨论摘要，供论坛所有参与者查阅； 

 6. 还决定常设论坛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联合国总部之间轮流举

行，或者在常设论坛根据联合国现行财务细则和条例决定的其他地点举行，为期四个工作日，

用于进行专题讨论，并决定常设论坛应尽可能与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或有效落实《德班

宣言和行动纲领》政府间工作组的届会相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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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决定常设论坛将协助并促进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努力改善联合国各机制、普遍定

期审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条约机构、特别程序及专门机构、基

金和方案之间就促进和保护以及充分尊重非洲人后裔所有人权的活动开展的合作，包括在国家

和区域两级，确保相互补充、互不重复； 

 8. 请常设论坛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同那些与常设论坛任务相关的现有联合国机制进行协

调； 

 9. 请秘书长和高级专员通过经常预算和自愿捐款，向常设论坛提供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

必要资源，包括服务和设施，召集举行常设论坛会议，组织其届会以及便利各区域相关利益攸

关方参加会议，同时确保最广泛、公平的地域和多元参与，尤其包括妇女的充分和公平参与； 

 10. 决定常设论坛应在本决议通过后次年召开第一届会议，并在常设论坛举行四届年度会

议后，由大会根据人权理事会结合既有经验所作的评价，对其运作模式进行一次评价。 

 

 

第 75/315 号决议 

 

2021 年 8 月 17 日第 98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A/75/L.120 和修正的 A/75/L.124 未经表决而

通过 
 

 

75/315. 全民健康覆盖问题高级别会议的范围、方式、形式和安排 

 大会， 

 回顾 2019 年 9 月 23 日第一次全民健康覆盖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成果，并重申其题为“全民

健康覆盖：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健康的世界”的政治宣言，227 其中除其他外，重申必须在全球

加大力度，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为所有人构建一个更健康的世界，并加快努力，争取到2030

年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使人人在生命各阶段保持健康并增进福祉， 

 又回顾《政治宣言》决定于 2023 年在纽约召开一次全民健康覆盖问题高级别会议，目的

是对 2019 年《政治宣言》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审查，以找出差距和提出解决办法，加快

到 2030 年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进展，  

 认识到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 2015 年 9 月通过《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28及其可持续

发展目标，以此方式作出大胆承诺，到 2030 年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包括提供经济风险保护，

人人享有优质的基本保健服务，人人获得安全、有效、优质和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和疫苗，  

_______________ 

227 大会 2019 年 10 月 10 日第 74/2号决议通过。 

228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5/L.120
https://undocs.org/ch/A/75/L.124
https://undocs.org/ch/A/RES/74/2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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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认识到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

程》，229 以此方式支持疫苗和药品以及传染病和非传染病预防措施与治疗方法的研究与开发，

特别是对过度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疾病而言，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 2020 年关于《政治宣言》执行进展情况的报告，题为“在全民健康覆

盖的背景下，以包容性方式加强卫生系统”，230 

 重申致力于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年，以全面落实《2030 年议程》， 

 认识到健康是可持续发展所有三个方面——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先决条件、成果和指标，

并认识到尽管已取得进展，但各种全球性卫生挑战依然存在，包括国家、区域和人口内部和之

间存在的严重不平等和脆弱性，因此必须予以持续关注， 

 深为关切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前，全世界至少有一半人口无法获得基本保健服务，每年

近 1 亿人因自付款而陷入贫困，COVID-19 大流行病制造了更多挫折，并暴露了卫生系统的薄

弱之处， 

 认识到 COVID-19 大流行病对穷人和最弱势者的影响格外严重，波及在医疗卫生和发展方

面取得的成果，从而阻碍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全民健康覆盖的实现， 

 1. 决定由大会主席召集的全民健康覆盖问题高级别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为期一

天，时间是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一般性辩论第三天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包括开幕部分、全

体一般性讨论部分、两个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和一个简短的闭幕部分； 

 2. 又决定： 

 (a) 开幕部分将从上午 10 时至 10 时 30 分举行。届时将由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主席、秘

书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世界银行集团行长以及大会主席经与会员国协商并适当考虑性别

均衡后选定的一位倡导全民健康覆盖的高级别著名人士发表讲话； 

 (b) 全体部分从上午 10 时 30 分至下午 5 时 30 分举行。届时将由会员国和大会观察员发

言；发言名单将按照大会惯例确定，单个代表团的发言以 3 分钟为限，代表国家集团的发言以

5 分钟为限； 

 (c) 闭幕部分从下午 5 时 30 分至 6 时举行。届时将由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总结发言,并

由大会主席致闭幕词； 

 3. 还决定两个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的组织安排如下： 

 (a) 两个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将与全体部分同时开会，一个从上午 11 时至下午 1 时，

另一个从下午 3 时至 5 时； 

_______________ 

229 第 69/313号决议，附件。 

230 A/75/577，根据《政治宣言》第 82 段，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印发。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75/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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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两个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将各由两位代表担任共同主席，一名来自发达国家，一名

来自发展中国家。共同主席由大会主席与会员国协商，从出席高级别会议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

脑中指定，同时顾及性别均衡、发展水平和地域代表性； 

 (c) 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的主题将考虑以往其他健康进程和举措的方向和成果，并考虑

多利益攸关方互动听证会，以确保最有成效和效率地取得成果和可能交付的产出，并分享经验

教训，克服执行工作中依然存在的差距； 

 (d) 大会主席可邀请议员、地方政府、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的联合国相关实

体的负责人或高级代表、发展伙伴、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医学协会、土著领导人、

残疾人代表组织和社区组织在专题小组中发言，同时顾及性别均衡、发展水平、地域代表性以

及青年和老年人的代表性；  

 4. 决定高级别会议将核准一份事先经政府间谈判协商一致商定的简明扼要、注重行动的

政治宣言，由大会主席提交大会通过；  

 5. 请大会主席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相关伙伴的协助下，在 2023 年 6 月底之前组织并

主持一次多利益攸关方互动听证会，由会员国的适当高级别代表、大会观察员、议员、地方政

府代表、联合国相关实体、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积极参加，并邀请民

间社会组织、慈善基金会、学术界、医学协会、私营部门和更广泛的社区参加，同时确保妇

女、儿童、青年和土著领导人参加并发表意见，作为高级别会议筹备进程的一部分，又请大会

主席在高级别会议之前编写一份听证会摘要； 

 6. 鼓励所有会员国尽可能派最高级别的代表参加高级别会议，包括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

组，最好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邀请大会所有观察员尽可能派最高级别的代表参加； 

 7. 邀请联合国系统，包括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委员会和秘

书长的相关特使，酌情参加高级别会议，并敦促其考虑相关倡议，诸如 2030 年实现全民健康

覆盖国际卫生伙伴关系，以支持筹备进程和高级别会议，特别是分享证据和良好做法、挑战和

经验教训；  

 8. 邀请各国议会联盟为高级别会议作出贡献； 

 9. 邀请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并拥有相关专门知识的非政府组织向秘书处登

记，以便出席高级别会议，并参加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和多利益攸关方互动听证会； 

 10. 请大会主席考虑到透明度和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并适当注意性别均等，拟订一份可参

加高级别会议包括专题小组讨论的其他相关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

代表的名单，将拟议名单提交会员国供其在无异议基础上审议，231 并提请大会注意该名单，

由大会就高级别会议参与者名单作出最后决定； 

_______________ 

231  该名单将包括拟议名单和最后名单。如一个或多个联合国会员国或专门机构成员国提出要求，应将任何反

对意见的大致理由告知大会主席办公室和提出要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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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邀请民间社会成员、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学术界、发展伙伴和其他相关倡议在提

高对全民健康覆盖的重要性及其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促进作用的认识等方面对该进程作出

根本贡献； 

 12. 鼓励会员国考虑在其国家代表团中酌情包括所有相关部委的负责人，以及议员、市长

和省长中的代表及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土著领导人、社区组织和信仰组织、学术界、

慈善基金会、私营部门和全民健康覆盖网络中的代表，同时适当考虑到性别均衡； 

 13. 决定高级别会议和多利益攸关方听证会将进行网播，并鼓励大会主席、秘书长和世界

卫生组织总干事利用所有相关媒体平台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使高级别会议得到最广泛的宣

传； 

 14. 请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主席与会员国密切协商，最后确定高级别会议的组织安排，包

括根据本决议第 3(c)段最后确定高级别会议的总主题和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的主题。 

 

第 75/316 号决议 

 

2021 年 8 月 17 日第 98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123 和 A/75/L.123/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

安哥拉、亚美尼亚、孟加拉国、伯利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博茨瓦纳、喀麦隆、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

加、多米尼加共和国、斐济、格鲁吉亚、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以色列、基里

巴斯、黎巴嫩、马拉维、墨西哥、摩洛哥、尼泊尔、巴基斯坦、帕劳、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卢旺达、新加

坡、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赞比亚 
 

 

75/316. 快速技术变革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影响 

 大会， 

 考虑到技术变革包括那些可有助于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32 愿景的强大新工

具，意识到正在对快速技术变革给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影响、机遇和挑战作出评估，以期深化认

识，并回顾其 2018 年 11 月 26 日第 73/17号决议，其中决定继续讨论“快速技术变革对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这一专题， 

 注意到快速技术变革可通过提高实际收入，推动更快和更广泛采用新的解决办法消除经

济、社会和环境障碍，支持以更具包容性的形式参与社会和经济生活，用更可持续的生产模式

取代环境代价高昂的生产模式，并为决策者提供设计和规划发展干预措施的强有力工具，从而

推动加快实现《2030 年议程》， 

 回顾其 2015 年 7 月 27 日第 69/313号和 2015 年 9 月 25 日第 70/1号决议，其中设立并启动

了一个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技术促进机制，该机制关于这一专题的最新结论以及科学和技术

促进发展委员会的最新结论在科学、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多利益攸关方论坛上作了

介绍并经过了讨论， 

_______________ 

232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5/L.123
https://undocs.org/zh/A/75/L.123/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3/17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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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顾其 2020 年 12 月 21 日第 75/202 号、2019 年 12 月 19 日第 74/229 号、2019 年 12 月

27 日第 74/247号、2020 年 9 月 21 日第 75/1号、2020 年 12 月 16 日第 75/176 号和 2021 年 3 月

25日第 75/267号决议以及其他相关决议，包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发

展的 2020 年 7 月 17 日第 2020/13号决议及大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第 75/564 号决定，并注意到

联合国系统若干实体在新兴技术工作方面取得的进展， 

 还回顾承诺致力于发挥科学、技术和创新的作用，更加注重以数字化转型促进可持续发

展，促进研究、能力建设举措、创新和技术，以《2030年议程》各项目标和具体目标，并在这

方面确认快速技术变革除其他外可促进卫生、能源、农业和粮食安全、治理、教育、经济、金

融、就业、社会福利和包容、性别平等及增强妇女和女孩权能以及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等领

域的进步， 

 注意到秘书长技术问题特使办公室的设立， 

 赞赏地注意到科学、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多利益攸关方论坛年度会议的召

开，以及联合国科学、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跨机构任务小组正在开展的工作，包

括实施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路线图全球试点方案，以支持确保政策一致

性、衔接公私行动和优化投资的战略工具，期待 2030 年互联互通在线平台扩大运作，充当一

个信息门户，供交流现有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举措、机制与方案，作为技术促进机制的

三个组成部分， 

 表示注意到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向秘书长提交的题为“数字相互依赖的时代”的报告、秘

书长题为“数字合作路线图：执行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的建议”的报告、233 秘书长可持续发

展目标数字筹资工作队题为“人民的钱：利用数字化为可持续未来融资”的报告、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2021年技术和创新报告》以及《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

救”框架指导原则》，234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全世界近一半人口、最不发达国家超过五分之四的人以及处境脆弱民众

无法上网，而且众多的障碍，如安装昂贵宽带连接、难以为所需光纤技术融资、不利市场动

态、最不发达国家购买力偏低导致连接供应商面临限制以及缺乏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加剧了

数字鸿沟，并且可能使数字工具的采用受到局限， 

 强调需要弥合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因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而加剧的所有数

字鸿沟，包括城乡之间、青年和老年人之间以及性别之间数字鸿沟，需要促进数字包容，为此

要考虑到国家和区域背景，应对与普及程度、负担能力、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以及提高认识有

关的挑战，并确保所有人都能享受新技术的惠益，同时考虑到处境脆弱者的需求，此外注意到

为帮助弥合数字鸿沟和扩大普及面而做的各种努力，包括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实现(包括宽带在

内)全球电信/信息通信技术“连通目标 2030 议程”， 

_______________ 

233 A/74/821。 

234 A/HRC/17/31，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75/202
https://undocs.org/ch/A/RES/74/229
https://undocs.org/ch/A/RES/74/247
https://undocs.org/ch/A/RES/75/1
https://undocs.org/ch/A/RES/75/176
https://undocs.org/ch/A/RES/75/267
https://undocs.org/ch/E/RES/2020/13
https://undocs.org/ch/A/RES/75/564
https://undocs.org/ch/A/74/821
https://undocs.org/ch/A/HRC/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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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快速的技术变革具有支持推进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的巨大潜力，由

此缩小性别数字鸿沟，让她们有机会获取和分享信息，获得保健和教育服务，建立联系以及让

人们听到自己的呼声，并让妇女有机会获得就业和创造收入，同时还认识到这可能会对取得进

步带来困难，欢迎各项倡议均注重普及、技能和领导能力，以促进妇女和女童平等参与数字时

代，此外还认识到数字技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让妇女和女童能够行使所有人权，包括意见和

表达自由权，以及使妇女能够充分、平等和有效地参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 

 又认识到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库在便利获取和应用数字技术以及协助最不发达国家实

现数字化转型以促成可持续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确认该技术库可在缩小最不发达国家与发达

国家之间数字鸿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重申创造、开发和传播新的创新和技术及相关专门技能，包括以共同商定的条件转让技

术，是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强大驱动力， 

 又重申人们在线下享有的权利同样也须在线上受到保护，强调不仅应把适应快速技术变革

的问题视为取决于可持续发展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传播，而且也视为取决于人权和基本自由

的实现， 

 确认需要一个有效的互联网治理论坛和多方利益攸关方办法来推动数字过渡，以造福所有

人，并促进全球数字合作， 

 重申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进程自启动以来所体现的多利益攸关方合作互动的价值和原则，确

认所有利益攸关方在各自作用和责任范围内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享有均衡代表权前提下有效参

与、发展伙伴关系与开展合作对建设信息社会至关重要而且将继续如此， 

 回顾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主席 2020 年 6 月 11 日召集举行的快速技术变革对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影响问题高级别专题辩论，并注意到大会主席 2021 年 4 月 27 日在大会第七十五届会

议期间召集举行的为期一天关于数字合作和连通性的高级别专题辩论， 

 确认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国际组织、民间社会、技术界、学术界及其他利益攸关方需要

认识到快速技术变革的最新动态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因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依

然需要国际合作和多利益攸关方合作，包括在诸如互联网治理论坛等各种不同论坛开展合作，

以便利用全球开放互联网所带来的机遇并应对多层面的挑战，同时考虑到各国国情不同、能力

有别和发展水平不一，并且尊重各国的政策和优先重点， 

 1. 鼓励会员国继续审议关键的快速技术变革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影响，
235 以利用机遇并应对挑战，促进国家战略和公共政策以及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

目标路线图的拟定、能力建设及科学参与，分享最佳做法； 

 2. 敦促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采取行动弥合数字鸿沟和知识鸿沟，确认必须采取多层

面办法，其中包括逐步深化对接入要素的认识，强调接入质量，并承认速度、稳定性、可负担

_______________ 

235 见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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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语言、当地内容和方便残疾人使用现已成为核心要素，承认高速宽带已成为推动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手段； 

 3. 强调需要依照可持续发展目标，到 2030 年提供普遍、负担得起的互联网接入，包括

有意义地使用数字化服务，并欢迎联合国努力应会员国请求协助其实现这一目标； 

 4. 重申人民在网下享有的隐私权等各项权利在网上也应受到保护，并应特别注意保护儿

童； 

 5. 促请会员国考虑通过或维持符合本国国际人权义务的、包括数字通信数据在内的数据

保护立法、规章、政策，其中不妨包括建立拥有权力和掌握资源的国家独立机构负责监督数据

隐私做法，调查违规和侵犯行为，接收个人和机构投诉，并提供适当补救； 

 6. 敦促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缩小数字鸿沟，促进数字包容，为此要考虑到国家和区

域背景，应对与普及程度、负担能力、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包括与媒体与信息素养有关的挑

战，并确保所有人都能享受新技术的惠益，同时考虑到处境脆弱者的需求，此外还要应对交织

性、负面社会规范、语言障碍、结构性障碍和风险，鼓励联合国发展系统与方案国按照其国家

政策和优先重点开展合作，以促进和改善数字包容； 

 7. 鼓励会员国和所有利益攸关方缩小性别数字鸿沟，包括消除阻碍妇女充分、平等和有

效参与线下和数字环境活动的障碍，增加妇女和女童获得数字技术的机会，促进平等、安全和

可负担地获取信息和通信技术及使用互联网，提高妇女和女童数字素养和增进妇女创业，加强

数字合作并利用快速技术变革的潜力改善妇女和女童的生活，促进互联互通和社会经济繁荣，

此外消除发展鸿沟、数字鸿沟和性别数字鸿沟，消除数字技术对性别平等及增强妇女和女童权

能的任何潜在负面影响； 

 8. 敦促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加强快速技术变革在缓解 COVID-19 疫情对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负面影响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在电子商务、金融技术、数字能力建设、可负担和

可靠的互联网联通和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数字合作，以在 COVID-19 后时代实现包容、可

持续和顽强复苏并重建得更好，此外采取协调一致行动，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新兴技术和新

数据来源，在各国统计局的领导下建立有适应力、包容性、综合的数据和统计系统，从而能够

在发生灾害时应对更多而又紧迫的数据需求，确保走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道路； 

 9. 鼓励通过获取和使用数字公共品促进数字解决方案，其中可包括符合国际和国内法律

的开源软件、开放数据、开放人工智能模型、开放标准和开放内容，以充分释放快速技术变革

的潜力，促成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0. 确认需要加强协调和扩大开展全球数字能力建设努力，强化国家一级能力建设支持，

包括在诸如适当的有利环境、充足资源、基础设施、教育、投资、连通性、不断增长的数字经

济以及可持续和包容性数字发展等领域，因此鼓励秘书长继续与联合国所有实体和其他相关利

益攸关方合作，加强这方面努力； 

 11. 强调快速技术变革对确保到 2030 年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并鼓励在农业系统中采

用最先进和最适宜的信息技术，并呼吁依照《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 7，加强国际合

作，以便利获取和促进对清洁能源研究、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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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鼓励会员国继续并进一步加强与私营部门、特别是技术公司和金融机构、民间社会、

包括科学家和学术界在内技术界和研究界等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互动接触，认识到开放、包

容的多利益攸关方合作对于最有效利用急剧加速的技术的潜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

要，同时应对其可能的挑战； 

 13. 确认联合国系统不同部门需要根据各自的任务授权，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并在这方

面鼓励秘书长技术问题特使支持联合国系统内部和整个系统的协作，避免任何重复工作并提高

透明度； 

 14. 请技术促进机制及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继续在各自任

务授权和现有资源范围内协调一致地审议快速技术变革和前沿技术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

体目标的影响，并使这一努力与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后续审议周期保持一致，以便支

持所有国家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而开展的努力，包括为此与其他相关行为体、组织、倡议和论

坛建立伙伴关系，以及推广各种进展和最佳做法，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促进合作； 

 15. 重申科学、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多利益攸关方论坛的任务规定，236 鼓励

会员国和所有利益攸关方在相关论坛上审议其成果； 

 16. 请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和技术促进机制加强协同作用，相互加强在科学、技术

和创新方面的工作，并请秘书处协调两个实体的会议日期，以避免重叠并确保彼此之间的协调

一致； 

 17. 再次呼吁公共和私营部门提供自愿捐款，支持技术促进机制所有组成部分充分投入运

作，特别是加强国家能力，通过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路线图以及在线平台促

进边缘化社群获益于科学、技术和创新，并请会员国向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库提供自愿财

政和技术援助，使其能够充分发挥潜力，这也将强化其在缓解 COVID-19 疫情所带来挑战方面

的效力； 

 18. 呼吁包括秘书长技术问题特使、技术促进机制、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以及联合

国其他机构和国际组织在内的现有机制在各自任务范围内加强协调一致，在快速技术变革领域

向会员国提供支持，促成实现优先发展目标和满足发展需求； 

 19. 提请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注意包括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在内的不同联合

国实体在各自任务授权范围内考虑快速技术变革问题的重要性，同时铭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

体目标涉及三个方面而且具有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 

 20. 决定，除非另有商定，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内列入题为“快速技术变革对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影响”的项目，以讨论本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包括介绍技

术促进机制的工作； 

_______________ 

236 同上，第 7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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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请秘书长与其技术问题特使协作，在现有资源范围内，考虑到其他相关进程和文件，

向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注重行动的报告，说明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 75/317 号决议 

 

2021 年 8 月 30 日第 99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125 和 A/75/L.125/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

阿尔及利亚、安道尔、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保加

利亚、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中非共和国、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多米尼加共和

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加蓬、冈比亚、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

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列、日本、约旦、肯尼亚、黎巴嫩、马达加

斯加、马来西亚、马里、马耳他、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

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卡塔尔、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斯洛

文尼亚、南非、苏里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东帝汶、乌干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越南、津巴布韦 
 

 

75/317. 世界湿地日 

 大会， 

 重申其 2015 年 9 月 25日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1号决

议，其中大会通过了一套全面、意义深远、以人为中心的具有普遍性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和具体目标，重申致力于通过不懈努力，到 2030 年全面执行这一议程，再次表示认识到消

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极端贫困，是最大的全球挑战，而且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

少，重申致力于采用统筹兼顾的方式，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千年

发展目标既有成就的基础上努力完成其未竟之功， 

 又重申其关于宣布国际年的 1998 年 12 月 15 日第 53/199号和 2006 年 12 月 20 日第 61/185

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国际年和周年纪念的 1980年 7月 25日第 1980/67号决议，

特别是该决议附件中关于宣布国际年的商定标准的第 1 至 10 段以及其中规定在为国际日或国

际年的组织工作和经费筹措作出基本安排之前不应宣布国际日或国际年的第 13 和 14 段， 

 还重申湿地对人类和自然至关重要，这是因为湿地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以及其所提供的惠

益和服务，包括在环境、气候、生态、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娱乐和审美方面对可

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的贡献， 

 确认湿地是萎缩、丧失和退化速度最快的生态系统之一，同时考虑到由于人口的快速增

长、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相关的技术发展等直接和间接驱动因素以及气候变化的不利影

响，预计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负面趋势指标将会持续， 

 考虑到湿地对于实现与消除贫困、粮食和营养、健康生活、性别平等、水质和供水、能源

供应、减少自然灾害、创新和发展适当基础设施、可持续和有抵御能力的人类住区、减缓和适

应气候变化、海洋和海洋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

重要， 

https://undocs.org/zh/A/75/L.125
https://undocs.org/zh/A/75/L.125/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53/199
https://undocs.org/ch/A/RES/61/185
https://undocs.org/ch/A/RES/61/185
https://undocs.org/zh/E/RES/19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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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重点是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和可持续管理水和卫生设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6，及其旨

在保护和恢复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的具体目标 6.6；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14，包括其旨在可持续管理和保护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的具体目标

14.2；涉及陆地生物的目标 15，以及其旨在根据国际协议规定的义务，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

用包括湿地等陆地和内陆淡水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具体目标 15.1， 

 重申《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237 (《拉姆萨尔公约》)在通过

地方和国家行动及国际合作确保养护和合理利用所有湿地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其对全世界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考虑到《拉姆萨尔公约》秘书处是监测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范围随时间的变化的指标

6.6.1 的共同监管机构，以及《公约》是指标 6.5.1、14.5.1 和 15.1.2 的伙伴机构， 

 注意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1996 年 11 月 15 日第 III/21 号决定，238 回顾《拉姆

萨尔公约》作为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239 所述与湿地有关活动的牵头伙伴的作用，确认

《拉姆萨尔公约》对《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作出的重要

贡献，240 

 认识到截至 2021 年 7月，171 个国家已成为《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

公约》缔约方，而且《拉姆萨尔公约》秘书处每年 2月 2日，即 1971年《公约》获得通过的周

年纪念日，提供宣传材料，帮助提高公众对湿地重要性和价值的认识， 

 表示注意到 2018 年 10 月 21 日至 29 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举行的关于特别是作为水

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三届会议的成果，特别是第 XIII.1 号决议，其中

缔约方大会邀请联大确认每年 2 月 2 日，即《湿地公约》通过之日，为世界湿地日， 

 1. 决定宣布 2月 2日，即《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拉姆萨

尔公约》)通过之日，为世界湿地日； 

 2. 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及其他全球、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包括民间社

会、国际和国家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在内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根据国家优先事项，以适当方式

开展世界湿地日纪念和宣传活动； 

 3. 强调指出，因执行本决议而可能产生的所有活动费用均应由自愿捐款支付，此类活动

须以能否获得和提供自愿捐款为前提； 

 4. 邀请《拉姆萨尔公约》秘书处与联合国系统相关组织协作，为落实世界湿地日提供便

利，同时铭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0/67 号决议附件所载规定，又邀请《拉姆萨尔公约》秘

书处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通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_______________ 

23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96 卷，第 14583 号。 

238 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CBD/COP/3/38 号文件，附件二。 

239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 

240 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CBD/COP/10/27 号文件，附件，第 X/2 号决定，附件。 

https://undocs.org/zh/E/RES/19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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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请秘书长提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以及包括民间社会组织、学术界和私营

部门在内的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注意本决议，以适当开展纪念活动。 

 

 

第 75/318 号决议 

 

2021 年 8 月 30 日第 99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126/Rev.1 和 A/75/L.126/Rev.1/Add.1 未经表决而通

过，提案国为：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伯利兹、贝宁、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布基纳法

索、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中国、科摩罗、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刚果民主共和国、

吉布提、埃及、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圭亚那、海地、印度、印度尼西亚、约

旦、肯尼亚、黎巴嫩、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尼日利亚、巴

基斯坦、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帝汶、土

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越南、津巴布韦 
 

 

75/318. 世界棉花日 

 大会， 

 重申其 2015 年 9 月 25日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1号决

议，其中大会通过了一套全面、意义深远、以人为中心的具有普遍性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和具体目标，重申致力于通过不懈努力，到 2030 年全面执行这一议程，再次表示认识到消

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极端贫困，是最大的全球挑战，而且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

少，重申致力于采用统筹兼顾的方式，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千年

发展目标既有成就的基础上努力完成其未竟之功， 

 又重申其关于宣布国际年的 1998 年 12 月 15 日第 53/199号和 2006 年 12 月 20 日第 61/185

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国际年和周年纪念的 1980年 7月 25日第 1980/67号决议，

特别是该决议附件中关于宣布国际年的商定标准的第 1 至 10 段以及其中规定在为国际日或国

际年的组织工作和经费筹措作出基本安排之前不应宣布国际日或国际年的第 13 和 14 段， 

 还重申其关于《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 2015 年 7 月

27日第69/313号决议，该议程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组成部分，支持和补充《2030

年议程》，有助于将其执行手段的具体目标与具体政策和行动联系起来，并再次作出强有力

的政治承诺，本着全球伙伴关系和团结精神应对挑战，在各级为可持续发展筹措资金和创造

有利环境， 

 考虑到棉花作为一种全球商品的历史重要性以及棉花在若干会员国发挥的至关重要作用，

因为棉花是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计来源和维生作物，而且有着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并认

识到与棉花生产有关的地方和文化遗产以及当地生产方法与棉花品种质量之间的相互联系， 

 认识到宣布世界棉花日将有助于使国际社会更加意识到可持续棉花部门对实现《2030 年

议程》的贡献的重要性， 

 重申世界贸易组织 2003 年发起的“棉花部门倡议”的现实意义，该倡议的目的是改善最

不发达国家棉花和棉花相关产品的市场准入机会，大幅减少国际棉花贸易中不当措施造成的任

何贸易扭曲影响，并加紧探讨对棉花贸易和市场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 

https://undocs.org/zh/A/75/L.126/Rev.1
https://undocs.org/zh/A/75/L.126/Rev.1/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53/199
https://undocs.org/ch/A/RES/6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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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重申有必要实施发展援助方案和努力提高发展中国家棉花生产能力，以促进其棉花供应

链产业， 

 考虑到国际社会提供的与棉花生产、加工、销售和消费有关的发展援助活动，这些活动旨

在促进减贫战略和其他面向发展的项目，并提高棉花价值链部门以及棉花副产品领域最贫穷和

最脆弱者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深信专门为棉花生产以及为促进可靠棉花价值链举办全球庆祝活动的重要性，这将有助于

提请关注世界各地数亿通过棉花生产和相关产业工作谋生的人， 

 1. 决定宣布每年 10 月 7 日为世界棉花日； 

 2. 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

的民间社会，通过适当方式并根据国家优先事项举办世界棉花日活动，使人们更加意识到棉花

生产、加工、销售和消费的重要性、具体的相关挑战和新出现的机遇，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而言； 

 3. 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与所有相关组织，特别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协

作，为庆祝世界棉花日提供便利，同时铭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0/67 号决议附件所载各项

规定； 

 4. 确认妇女在棉花部门的作用以及生物技术在可持续棉花生产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强调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增加种植有机棉和实施性别敏感的技术援助方案和项目； 

 5. 请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和有关组织提高棉花部门的可见度，宣传棉花部门在经济发

展、国际贸易和减贫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强调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充分和生产性

就业以及人人获得体面工作的重要性； 

 6. 鼓励会员国通过世界棉花日纪念活动，展开讨论以确保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

发达国家的人民以适当方式受益于棉花生产和棉花加工的收益和成果； 

 7. 请联合国系统所有相关组织、其他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

私营部门，推动其专长领域的协同增效，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并尽可

能减少棉花和棉花相关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消费的负面影响； 

 8. 强调指出执行本决议可能产生的所有活动费用均应由自愿捐款包括私营部门捐款支

付； 

 9. 请秘书长提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其他机构、组织和实体以及民间社会

组织、私营部门和学术界注意本决议，以有效、适当地开展纪念活动。 

 

 

第 75/319 号决议 

 

2021 年 8 月 30 日第 99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127 和 A/75/L.127/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

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

https://undocs.org/ch/E/RES/19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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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

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斯威士兰、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

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

岛、印度、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黎

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

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

克、缅甸、瑙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北马其顿、挪威、阿曼、巴基斯

坦、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

联邦、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

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南非、西班牙、苏里南、瑞典、瑞士、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泰国、东帝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克兰、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津巴布韦 
 

75/319. 在海地最近遭受地震后对其政府和人民表示声援和支持 

 大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重申大会 1991 年 12 月 19 日第 46/182 号决议及其附件所载的加强联合国系统紧急人道主

义援助协调的指导原则、以及大会题为“在自然灾害领域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国际合作：从救济

到发展”的所有决议，并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实质性会议人道主义部分的各项决议， 

 又重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21 年 7 月 21 日第 2021/18 号决议，其中理事会决定延长海地

问题特设咨询小组的任务期限，以就海地促进社会经济复原、重建和稳定的长期发展战略提供

咨询意见，特别注意必须确保向海地提供的国际支助协调一致而且可持续，依据国家长期发展

优先事项， 

 还重申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原则， 

 深为关切的是，海地于 2021 年 8 月 14 日发生地震，随后又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遭遇热带

风暴，受到了破坏性影响，这些灾害造成了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居民因此流离失所，丧失生

计、粮食安全和营养及健康保障，无法使用社会基础设施，并深为关切迫切需要恢复民众的正

常状况， 

 强调海地恢复和重建工作取得进展对于实现持久稳定、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重申当前人道主义救援阶段、早期恢复、善后、重建和发展活动(包括中期和长期活动)需

要继续获得高度支持和承诺，以体现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抗击自然灾害的精神， 

 认识到迫切需要扩大提供和加紧接种疫苗，以化解目前由 2019 冠状病毒病造成的公共卫

生危机，并减轻与封闭地区流离失所个人有关的风险， 

 重申联合国系统需要确保所提供的人道主义、早期恢复和重建援助是及时、充分、有效和

一致的，经过所有人道主义和发展行为体之间相互协调，与海地政府协调并支持海地政府，而

且符合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的原则， 

https://undocs.org/ch/A/RES/46/182
https://undocs.org/ch/E/RES/20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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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加勒比共同体以及其他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特别是加勒比灾害

应急管理机构和联合国系统为减轻这场危机对海地的破坏性影响而承诺并提供的慷慨援助， 

 1. 表示声援和支持海地政府和人民； 

 2. 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海地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善后力度，以恢复和加强该国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前景； 

 3. 敦促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继续慷慨解囊，提供紧急救济，并通过优先采取行动，有系

统地促进海地长期社会经济发展，降低该国的脆弱性，从而持续支持海地的长期恢复； 

 4. 请秘书长在其职权范围内支持海地政府正在进行的重建努力。 

 

 

第 75/320 号决议 

 

2021 年 9 月 2 日第 100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A/75/L.128 未经表决而通过 
 

 

75/320. 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二十周年大会高级别会议的
范围、方式、形式和安排 

 大会， 

 回顾其以往关于全面跟进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

和有效执行世界会议通过的《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241 的所有决议， 

 重申普遍遵守和充分切实执行大会在 1965年 12月 21日第 2106 A (XX)号决议中通过的《消

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对于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祸害至关重要， 

 回顾其 2020 年 12 月 31 日第 75/237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促请纪念反对种族主义、种

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通过《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二十周年，并决定

在第七十六届会议一般性辩论的第二天举行为期一天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大会高级别会

议，主题为“非洲人后裔的赔偿、种族正义和平等”， 

 1. 决定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二十周年大会高级别会议将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星期三举行，包括上午 9 时至 11 时的开幕全体会议、上午 11 时至下午 1 时和下午 3 时

至 5 时的两场连续圆桌会议以及下午 6 时至 7 时的闭幕全体会议，此外还决定当日的一般性

辩论将于上午 11 时至下午 2 时 45 分、下午 3 时至 6 时以及晚 7 时至 9 时进行，但这种安排

不构成先例； 

 2. 又决定大会主席、秘书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南非国家元首、每个区域集团

各一位代表以及由大会主席挑选的积极参与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

行为的一个非政府组织一名代表和一名青年代表将在开幕全体会议上发言； 

_______________ 

241 见 A/CONF.189/12和 A/CONF.189/12/Corr.1，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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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还决定，在不对未来大会高级别会议构成先例的情况下，在开幕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会

员国可提交其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代表团团长或其他政要预先录制的发言，经其亲赴大会堂

的代表介绍后，在大会堂播放； 

 4. 决定，应邀在开幕全体会议或闭幕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不属于会员国代表的其他发言者

可提交预先录制的发言，经大会主席介绍后在大会堂播放； 

 5. 又决定，除高级别会议逐字记录外，大会主席还将把高级别会议期间以预先录制方式

所作的、至迟于在大会堂播放预先录制发言的当天提交主席的发言汇编成一份文件，作为大会

文件分发，这些预先录制的发言将附在会议逐字记录之后； 

 6. 还决定大会在开幕全体会议上通过旨在调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政治意愿以充分有

效执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及其后续进程的政治宣言； 

 7. 决定圆桌会议的组织安排如下： 

 (a) 圆桌会议将讨论的总主题为“非洲人后裔的赔偿、种族正义和平等”； 

 (b) 每场圆桌会议由大会主席经与会员国磋商后任命的一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主持； 

 (c) 为了促进开展实质性和建设性对话，参加圆桌会议的将包括会员国、观察员、联合国

系统各实体代表和专家、议员、地方政府代表、国家人权机构(如有)、私营部门、学术界以及

积极参与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的民间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的选定代表，例如青年和社区组织以及土著人民代表和机构，同时考虑到透明度、包容性(包

括性别平衡)和地域代表性原则； 

 8. 邀请会员国、观察员国和大会观察员派尽可能高级别的代表，包括国家元首和政府首

脑出席高级别会议； 

 9. 邀请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酌情参加高级别会议； 

 10. 请大会主席考虑到透明度和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并适当注意性别均等，拟订一份可参

加高级别会议(包括其圆桌会议)的其他相关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

代表的名单，将拟议名单提交会员国供其在无异议基础上审议，242 并提请大会注意该名单，

由大会就高级别会议参与者名单作出最后决定； 

 11. 决定闭幕全体会议将包括由各圆桌会议主席对讨论情况作出总结，随后是主管人权事

务助理秘书长和常务副秘书长发言； 

 12. 又决定高级别会议的议事过程，即开幕和闭幕全体会议以及圆桌会议，将进行网播，

鼓励大会主席和秘书长以及所有相关联合国实体尽可能广泛宣传这次高级别会议； 

 13. 请大会主席与会员国协商确定高级别会议的组织安排。 

 

 

_______________ 

242  该名单将包括拟议名单和最后名单。如一个或多个联合国会员国或专门机构成员国提出要求，则任何反对

意见的大致理由都将告知大会主席办公室和提出要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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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321 号决议 

 

2021 年 9 月 2 日第 100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129 和 A/75/L.129/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

安哥拉、阿根廷、孟加拉国、不丹、巴西、布基纳法索、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吉布提、埃及、赤道几内

亚、冈比亚、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约旦、黎巴嫩、马来西亚、摩洛哥、

莫桑比克、尼泊尔、尼日利亚、巴拿马、秘鲁、菲律宾、卢旺达、塞内加尔、泰国、东帝汶、突尼斯、土库曼

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75/321. 联合国就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采取的行动 

 大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 

 又回顾其题为“联合国就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采取的行动”的 2017 年 3 月 10 日第 71/278

号、2018 年 9 月 13 日第 72/312 号和 2019 年 6 月 20 日第 73/302 号决议、题为“整个维持和平

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查”的 2018 年 7 月 13 日第 72/304 号、2019 年 5 月 20 日第 73/293

号、2020 年 6 月 18 日第 74/277 号和 2021 年 5 月 24 日第 75/281 号决议、题为“防止性剥削和

性虐待特别措施”的 2017 年 6 月 30 日第 71/297 号决议以及题为“追究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

的刑事责任”的 2017 年 12 月 7 日第 72/112 号、2018 年 12 月 20 日第 73/196 号、2019 年 12 月

18 日第 74/181 号和 2020 年 12 月 15 日第 75/132 号决议，并表示注意到安全理事会 2015 年 10

月 13 日第 2242(2015)号和 2016 年 3 月 11 日第 2272(2016)号决议， 

 强烈谴责并表示深为关切整个联合国系统内的人员以及根据安全理事会的任务规定任职的

非联合国人员所实施的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并特别指出会员国承诺在应对性剥削和性虐待方

面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 

 承认联合国全系统所有联合国人员、包括维和人员为服务于《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开展工

作，并强调指出不要让少数人的行为给所有人的成绩抹黑， 

 关切地注意到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正在加剧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风险，影响处理

和调查指控并向受害人提供援助的能力，进一步强调每个人都应免遭性剥削和性虐待，包括在

接受联合国系统及其执行伙伴的任何一种救助、援助、保护或服务的期间，并注意到必须保证

保密的报告渠道和支助服务迅速畅通， 

 欢迎联合国在 COVID-19 大流行的挑战面前依然承诺消除性剥削和性虐待， 

 1. 再次承诺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包括在各机构、基金和方案执行对性剥削和性虐待零容忍

政策，并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243 

 2. 关切地注意到 COVID-19 大流行使处境脆弱者面临更大的性剥削和性虐待风险并限制

了本组织向受害人和相关会员国提供援助和调查指控的能力，敦促秘书长继续在整个联合国系

统、特别是在整个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的行动中优先采取预防行动，并促请秘书长继续积极

_______________ 

243 A/75/754。 

https://undocs.org/zh/A/75/L.129
https://undocs.org/zh/A/75/L.129/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1/278
https://undocs.org/ch/A/RES/71/278
https://undocs.org/ch/A/RES/72/312
https://undocs.org/ch/A/RES/73/302
https://undocs.org/ch/A/RES/72/304
https://undocs.org/ch/A/RES/73/293
https://undocs.org/ch/A/RES/73/293
https://undocs.org/ch/A/RES/74/277
https://undocs.org/ch/A/RES/75/281
https://undocs.org/ch/A/RES/71/297
https://undocs.org/ch/A/RES/72/112
https://undocs.org/ch/A/RES/73/196
https://undocs.org/ch/A/RES/74/181
https://undocs.org/ch/A/RES/75/132
https://undocs.org/ch/S/RES/224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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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并通过与会员国协作，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以更大力度制定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的统一办

法，包括为此加强本组织政策和做法的协调一致； 

 3. 重申必须以同样的行为标准要求所有类别的联合国人员，以免使人遭到伤害，同时维

护联合国的公信力、公正性、完整性和声誉，并继续致力于进一步审议以何种方式确保对管理

人员、指挥员和个人进行问责； 

 4. 强调指出会员国必须及时和适当地对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人追究责任，并强调指出预

防和问责对于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展示其对零容忍政策的集体承诺以及对于维持对国际社会的信

任和为受害人伸张正义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强调问责有赖于会员国的合作，并强调需要加强这

方面的国际合作； 

 5. 重申支持联合国努力执行零容忍政策，特别是努力加强本组织的预防、报告、执行和

补救行动，以进一步强化问责，并在这方面请秘书长通过与会员国密切协商，为切实执行该政

策继续作出努力； 

 6. 强调指出，在各个级别、包括在高级领导层加强问责制和透明度，有助于打击性剥削

和性虐待； 

 7. 确认有罪不罚风气会导致性剥削和性虐待加剧，并在这方面着重指出有必要立即采取

安全、适当措施，包括酌情进行调查和起诉，以及有必要迅速向联合国报告所采取的行动； 

 8. 特别指出，在部署前和执行任务期间开展关于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的培训，对于在联

合国对此类行为的零容忍政策方面提高认识可以发挥有效作用，并鼓励包括会员国和秘书处在

内的相关利益攸关方根据其不同职责继续合作，确保实施强制、有效、加以监测和有针对性的

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培训； 

 9. 又特别指出，部队派遣国负有调查责任，而且部队和警察派遣国有责任根据本国法律

追究其人员对实施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承担的责任，在这方面表示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第

2272(2016)号决议，并请秘书长就《安全理事会第 2272(2016)号决议执行工作业务指导》的执行

工作酌情与会员国、特别是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协商； 

 10. 强调指出必须进一步改善秘书长、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和会员国(包括部队和警察派遣

国)在防止和应对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上的协作，以增强问责制和透明度及对受害人的支助，

并强调需要持续频繁交流与性剥削和性虐待有关的所有方面的信息； 

 11. 请秘书长和所有相关实体继续立即向有关会员国通报联合国各实体可能知晓的对全系

统内联合国人员及根据安全理事会任务规定任职的非联合国人员所实施的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

提出的指控，并请秘书长确保有关会员国收到已经掌握的所有信息，以便这些会员国的国家主

管部门采取适当后续行动； 

 12. 赞扬冒着生命危险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服务的所有维持和平人员，特别指出性剥削

和性虐待行为损害联合国的公信力、效力和声誉，在这方面赞扬那些在预防和调查性剥削和性

虐待行为、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及追究此类行为实施者的责任方面已采取有效步骤的部队和警察

https://undocs.org/ch/S/RES/227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27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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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国，重点指出在联合国系统内确立最佳做法的重要性，并在这方面欢迎联合国于 2021年 6

月 28 日召开题为“通过分享良好做法加强维持和平人员行为的”高级别会议； 

 13. 促请部署安全理事会授权批准的非联合国部队的会员国采取适当步骤，调查关于性剥

削和性虐待的指控，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并敦促安全理事会授权批准的所有非联合国部队采取

适当措施，防止所辖人员实施性剥削和性虐待，消除此类行为不受惩罚的现象； 

 14. 特别指出性剥削和性虐待受害人应是联合国在整个联合国系统执行零容忍政策工作的

核心，在这方面重点指出向受害人提供迅速支持的重要性，并欢迎向支助性剥削和性虐待受害

人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捐款；鼓励秘书长加强联合国各实体之间的协调，以使受害人能够立即安

全获得符合个人需要的基本援助和支持；鼓励根据安全理事会任务规定任职的非联合国人员所

隶属的有关当局向其人员所实施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的受害人立即提供适当的援助和支持； 

 15. 表示注意到受害人权利倡导者办公室于2020年5月完成了对倡导受害人权利的服务、

能力和做法进行的试点摸底调查，其中特别指出，没有一个连贯的全系统工具来跟踪受害人获

得的服务和援助，并请秘书长分析通过摸底调查发现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可能的解决办法，以

支持受害人获得和利用服务并进行情况跟踪； 

 16. 决定将题为“性剥削和性虐待：执行零容忍政策”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议

程，并请秘书长根据 2003 年 4 月 15 日第 57/306号决议继续提交年度报告，说明防止性剥削和

性虐待的特别措施，包括在联合国系统内执行零容忍政策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有关 COVID-19 的

影响的信息，以及说明新的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供大会根据现有任务规定和程序，在上述项

目下进行审议。 

 

 

第 75/322 号决议 

 

2021 年 9 月 9 日第 102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111/Rev.1 和 A/75/L.111/Rev.1/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

提案国为：几内亚(代表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和土耳其 
 

 

75/322.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执行进展情况和国际支持 

 大会， 

 回顾其 2002 年 9 月 16 日题为“联合国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宣言”的第 57/2号决议， 

 又回顾其 2002年 11月 4日题为“最后审查和评价 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及支持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第 57/7 号决议及其后各项决议，包括其 2020 年 9 月 3 日题为“非洲

发展新伙伴关系：执行进展情况和国际支持”的第 74/301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20年 6

月 18 日题为“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的第 2020/6号决议， 

 重申其 2015 年 9 月 25日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1号决

议，其中所载大会通过的一套具有普遍性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内容全面、意

义深远、以人为中心，重申致力于通过不懈努力，到 2030 年全面执行这一议程，再次表示认

识到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极端贫困是世界最大的挑战，而且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必

https://undocs.org/ch/A/RES/57/306
https://undocs.org/zh/A/75/L.111/Rev.1
https://undocs.org/zh/A/75/L.111/Rev.1/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57/2
https://undocs.org/ch/A/RES/57/7
https://undocs.org/ch/A/RES/74/301
https://undocs.org/ch/E/RES/2020/6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一.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议 

 

179 

不可少，并重申致力于采用统筹兼顾的方式，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千年发展目标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努力完成其未竟之功， 

 又重申其 2015 年 7 月 27 日题为“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的第 69/313号决议，该议程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支持和补充该项议

程，有助于将其执行手段方面具体目标与具体政策和行动联系起来，并再次作出强有力的政治

承诺，本着全球伙伴关系和团结一致的精神，应对在各级为可持续发展筹措资金和创造有利环

境的挑战， 

 回顾《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指出了最脆弱国家、包括非洲国家所面临的特殊挑

战，并回顾在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仍然存在巨大挑战，以及必须履行所有承诺，推动在对

非洲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各个领域采取行动， 

 认识到 2015年 1月 30日和 31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

第二十四届常会通过了《2063 年议程》，将其作为非洲联盟促进非洲发展长期政治战略及其第

一个十年执行计划(2014-2023)，其中概述了十年期间将快速推进的主要旗舰项目和方案，并确

认致力于全面执行 2008 年 9 月 22 日通过的关于非洲发展需要的政治宣言，244 

 重申《巴黎协定》，245 鼓励所有各方充分执行该协定，并鼓励尚未交存其批准书、接受

书、核准书或加入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46 缔约方酌情尽早交存， 

 指出所有缔约方都需要根据现有最佳科学知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会议缔约方大会第

二十六届会议之前尽早提交加强版国家自主贡献，并保护处境脆弱的民众，特别是在非洲， 

 重点指出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巴黎协定》以及

联合国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各次会议和首脑会议的其他相关主要政府间成果之间存在协同增

效作用，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非洲国家造成多层面影响，包括

在贫困、粮食安全、失业、贸易、供应链中断、旅游业和资金流动方面的严重影响以及社会影

响(包括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从而给非洲国家落实《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议程》带

来更多挑战，并认识到非洲国家在抗击 COVID-19 大流行方面作出巨大努力，以期拯救生命和

实现可持续、包容和弹性复苏， 

 回顾其 2020 年 12 月 21 日题为“推动在打击非法资金流动和加强资产返还的良好做法方

面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第 75/206号决议， 

 着重指出需要推动构建和平和包容社会以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在各级建立有效、透

明、负责任、包容的机构，并重申善政、法治、人权、基本自由、诉诸公平司法系统的平等机

_______________ 

244 第 63/1号决议。 

245 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附件。 

24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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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及为打击腐败和遏制非法资金流动采取的全球协作和相互问责措施将是我们工作的有机组

成部分， 

 回顾其 2016 年 12 月 23 日题为“联合国-非洲联盟关于 2017-2027 年非洲一体化和发展议

程的新伙伴关系框架”的第 71/254号决议及其 2012 年 9 月 17 日第 66/293号决议，后者规定设

立一个审查对非洲发展所作承诺的联合国监测机制， 

 欢迎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与非洲联盟委员会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密切合

作，在主题为“文化认同和主导权：重塑思维模式”的 2021 年非洲对话系列期间举办颂扬非

洲文化和历史的高级别活动和艺术展览， 

 强调经济发展(包括包容性工业发展)和旨在提高非洲生产能力的政策，同时铭记非洲国家

对其自身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负有主要责任，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的作用无论怎么强调都

不为过， 

 欢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2063 年议程》、《非洲农业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加速发展倡

议》、《非洲药品制造计划》和非洲联盟旨在进一步加强非洲工业化进程的其他方案给予持续支

持， 

 注意到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加剧了数字鸿沟造成的不平等，特别是在非洲国家，因为

最贫困和最脆弱的人受影响最严重，也是在获取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落在最后的人， 

 重申 2018 年 12 月 10 日和 11 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政府间会议召开，并回顾《安

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又称《马拉喀什移民问题契约》)247 获得通过， 

 又重申 2019年 3月 20日至 22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

议的成果，248 

 表示赞赏地注意到根据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关于将非洲联盟发展署改名为非

洲联盟发展署-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决定，将新伙伴关系规划和协调局改为非洲联盟发展

署，249 

 1. 表示注意到题为“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关于执行情况和国际支持的第十八次综合进

度报告”的秘书长报告及其增编，250 以及秘书长关于审查对非洲发展所作承诺执行情况的第

四次两年期报告；251 

_______________ 

247 第 73/195号决议，附件。 

248 第 73/291号决议，附件。 

249 见 2018 年 11 月 17 日和 18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第十一届特别会议通

过的 Ext/Assembly/AU/Dec.1(XI)号决定。 

250 A/75/918。 

251 A/7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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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RES/73/195
https://undocs.org/ch/A/RES/73/291
https://undocs.org/ch/A/75/918
https://undocs.org/ch/A/75/950


一.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议 

 

181 

 2. 确认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努力252 并在这方面重申新伙伴关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指导委员会发挥的重要作用，欢迎发展伙伴努力加强与新伙伴关系的合作，并特别指出必须协

调一致地执行《2063 年议程》和《2030 年议程》，同时了解到若要克服该议程落实过程中的挑

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3. 欢迎非洲国家为深化民主、人权、善政和健全的经济管理，在履行关于实施新伙伴关

系的承诺方面取得进展，并鼓励非洲国家在包括民间社会、学术界和私营部门在内的利益攸关

方的参与下，继续努力落实《2030 年议程》； 

 4. 鼓励非洲国家通过外来和国内投资加强和扩大地方和区域基础设施，同时确认高质量

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并继续分享最佳做法，以期加强区域和大陆一体化，并在这方面确认

非洲的发展伙伴需要在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方面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 

 5. 强调指出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消除一切形式和层面的贫困(包括极端贫困)，必

须根据国情制定普惠社会保障制度和措施(包括社会保障最低标准)，还必须实现对穷人和弱势

群体的实质性全面覆盖； 

 6. 鼓励非洲国家在非洲发展伙伴的支持下通过健康饮食和可持续粮食体系，加快实现非

洲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目标，并欢迎秘书长关于在 2021 年召开一次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的

倡议； 

 7. 促请采取在加强国家卫生系统和确保获得安全饮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有效

措施和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以防止、防范和抗击埃博拉病毒病、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

等各种疾病的暴发，在这方面认识到人类、动物、植物和生态系统的健康相互依赖，邀请发展

伙伴继续协助非洲国家努力加强国家卫生系统，扩大、加强和维护卫生部门的监测系统，以实

施和遵守《国际卫生条例(2005)》，253 消除疾病，并在这方面促请发展合作伙伴支持实施

《2016-2030 年非洲卫生战略》以及在非洲逐步实现全民健康覆盖； 

 8. 回顾其 2018 年 10 月 10 日第 73/3 号决议所载的《大会防治结核病问题高级别会议政

治宣言》、其 2021 年 6 月 8 日第 75/284 号决议所载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

言》、其 2018 年 10 月 10 日第 73/2号决议所载的《大会第三次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

级别会议政治宣言》以及《非洲减少疟疾阿布贾宣言》254 获得通过，并促请发达国家、国际

卫生基金和其他发展伙伴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支持(包括财政和技术支持)，以加强这些国家在

酌情全面落实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其代表所承诺的行动方面进行的努力； 

 9. 注意到 COVID-19 对非洲大陆来之不易的发展和经济成果构成空前威胁；欢迎非洲各

国领导人努力减轻这场大流行病对各自国家和公民的影响；表示最高度赞赏支持非洲大陆减轻

COVID-19 影响的所有伙伴和国际组织；注意到需要提供更多支持，以降低大流行病对非洲大

_______________ 

252 A/57/30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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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见 A/55/240/Add.1，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73/3
https://undocs.org/ch/A/RES/75/284
https://undocs.org/ch/A/RES/73/2
https://undocs.org/ch/A/57/304
https://undocs.org/ch/A/55/240/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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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55 和《2063 年议程》的影响，支持实施《经修订的非洲大

陆抗击 COVID-19 大流行共同战略》，加强非洲药品管理局制造预防 COVID-19 大流行疫苗的

能力；在这方面呼吁全球团结一致，特别是在非洲公平获得疫苗方面；敦促成员国和国际社会

促成在全球公平、可负担和及时地获得安全有效的 COVID-19 疫苗、疗法、诊断和医疗保健服

务，包括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和 COVID-19 疫苗全球获取(COVAX)机制以及非洲疫苗采购工作组

等其他相关举措提供支持，从而加速疫情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0. 鼓励非洲国家继续努力加强教育和职业培训，并在这方面强调指出，必须通过利用前

沿技术和投资于数字化，加强互联互通，从而为技术创新创造有利环境；敦促所有相关利益攸

关方考虑确保为数字发展提供适当资金并制定充分的实施手段，包括加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非洲国家的能力建设； 

 11. 确认非洲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可通过与非洲联盟密切合作，在执行新伙伴关系的任务和

《2063年议程》及其第一个十年执行计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在这方面鼓励非洲国家和国际

社会向各区域经济共同体提供必要支持，以增强其自身能力； 

 12. 重申需要支持非洲国家加强国家统计局和数据系统的能力，以确保获得高质量、及

时、可靠的分列数据； 

 13. 确认非洲是在气候变化成因方面承担最少责任的区域之一，却极易遭受气候变化的不

利影响，深表关注干旱、土地退化、荒漠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洪水带来的日益严重的挑战及

其对消除贫穷、饥荒和饥饿的不利影响，并在这方面促请国际社会包括发达国家依照现有承

诺，特别是通过按共同商定条件(包括减让和优惠条件)开发、自愿转让和利用技术、建设能力

和提供充足且可预测的资源等方式，继续支持非洲满足其适应气候变化的需要；并重点指出各

缔约国应充分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商定成果(包括《巴黎协定》）、《生物多样性

公约》256 以及《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

约》257 (包括其 2018-2030 年战略框架)，258 期待《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敦促发达

国家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履行承诺，实现到 2020 年每年筹资 1 000 亿美元、直到

2025年的目标，以满足发展中国家采取气候行动、特别是气候适应行动的需求，帮助其切实开

展减缓行动，提高履约的透明度； 

 14. 再次深表关切国际和国内非法资金(包括犯罪所得非法资金)流动日益增多，欢迎大会

第三十二届特别会议于 2021年 6月 2日通过的题为“我们共同承诺有效应对挑战和采取措施，

预防和打击腐败，加强国际合作”的政治宣言，259 再次承诺将根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

程》及其执行情况加倍努力，到 2030 年大幅减少非法资金流动，以期最终消除非法资金流

_______________ 

255 第 70/1号决议。 

25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 

257 同上，第 1954 卷，第 33480 号。 

258 ICCD/COP(13)/21/Add.1，第 7/COP.13 号决定，附件。 

259 S-32/1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ICCD/COP(13)/21/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S-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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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包括通过加强国内监管和国际合作来打击逃税和腐败，确认需要强化资产返还和追索方面

的良好做法，强调非法资金流动会减少本可用于资助发展等方面的宝贵资源； 

 15. 注意到设立了国际金融问责、透明和廉洁以利实现 2030 年议程高级别小组； 

 16. 再次申明，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及充分实现其人权，对于实现

持续、包容和公平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重申需要实现性别平等主流化，包括在

制订和执行所有金融、经济、环境和社会政策方面有针对性地采取行动和进行投资，并再次承

诺采取和加强完善的政策、可执行的立法和变革行动，在各级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

权能，以确保妇女拥有参与和领导经济的平等权利、途径和机会，消除性别暴力、性剥削和性

虐待及一切形式的歧视； 

 17. 欢迎落实非洲同行审议机制的工作取得进展，尤其是 41 个非洲国家自愿遵守该机制

及 23 个国家已完成同行审议进程，欢迎在落实这些审议所产生的国家行动方案方面取得进

展，在这方面敦促尚未加入该机制进程的非洲国家按照《2063年议程》第一个十年执行计划的

设想考虑在 2023 年年底前加入，表示注意到关于该机制体制改革的决定，260 并强调非洲对该

进程的自主权；邀请国际社会应非洲国家的要求，支持其执行各自国家行动纲领的努力； 

 18. 表示深为关切许多非洲国家更为沉重的债务负担因 COVID-19 大流行而加剧，着重指

出保持非洲债务可持续性、透明度和流动性、预防债务危机和审慎管理债务的重要性，欢迎将

“暂停偿债倡议”最后延长六个月，延至 2021年 12月底，并确认根据具体情况减免债务(包括

根据“暂停偿债倡议之外的债务处理统一框架”减免债务)，包括取消债务、债务重组以及任

何其他机制(如酌情采用债务互换倡议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气候行动)对于全面和可持续地解决非

洲国家外债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19. 促请非洲国家继续努力为鼓励创业、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妇女拥有的中小企业)、促

进非洲非正规部门活动的正规化和吸引投资创造有利的国内环境，为此除其他外建立透明、稳

定、可预测的投资环境，并邀请非洲的发展伙伴推动其私营部门在非洲的投资，并按照相互商

定的条件促进开发和向非洲国家转让技术； 

 20. 指出外国直接投资是发展筹资的一个主要来源，不仅通过促进创造就业机会和消除贫

困与饥饿等方式，在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关键作用，而且有助于非洲经

济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并在这方面促请发达国家酌情继续拟订

来源国措施，鼓励和便利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特别是通过提供出口信贷和其他借贷手段、风险

担保和业务拓展服务； 

 21. 确认在确保非洲人员以及货物和服务自由流动方面取得进展，并在这方面欢迎非洲大

陆自由贸易区于 2021年 1月 1日开始贸易活动；特别指出必须加强努力，实现非洲内部贸易翻

一番的目标； 

 22. 关切地注意到非洲在国际贸易额中所占份额过低，重申所有国家和相关多边机构需继

续努力加强其对非洲国家贸易政策的一致性，并确认必须努力使非洲国家充分融入多边贸易体

_______________ 

260 见 Ext/Assembly/AU/Dec.1(XI)号决定，第 1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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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通过贸易援助等举措建设其竞争能力，而且鉴于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以及 COVID-19 大流

行带来的深刻社会经济影响，必须提供援助以应对贸易自由化在作出调整方面面临的挑战； 

 23. 强调必须在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方面取得进展，同时确认这些国家的加入将

有助于它们全面地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在这方面敦促在技术和法律上并且以透明的方式促进正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洲国家逐步加入，并重申世贸组织关于最不发达国家加入问题的决定

的重要性；261 

 24. 重申我们正共同走上以统筹兼顾方式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包括为此本着全球团结一致的精神，在互信和各方全面受益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和

建立伙伴关系，构建今世后代的共同未来，同时重点关注非洲国家的需求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实现； 

 25. 欢迎非洲国家与其发展伙伴提出的各种重大举措，强调需要有效执行这些举措，并在

这方面确认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可在支持非洲的发展努力，特别是在执行新伙伴关

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铭记南南合作是南北合作的补充而非替代； 

 26. 重申履行所有官方发展援助承诺依然至关重要，包括许多发达国家承诺实现官方发展

援助占国民总收入 0.7%以及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 0.15%至 0.20%的

具体目标；感到鼓舞的是，少数几个国家已达到或超过其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 0.7%的

承诺以及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 0.15%至 0.20%的具体目标；敦促所

有其他国家加大力度，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并且为实现官方发展援助的具体目标作出更多具体

努力； 

 27. 强调需要继续就官方发展援助计量的现代化问题和“官方可持续发展支助总量”的拟

议计量办法举行公开、包容、透明的讨论，同时重申任何此类计量办法都不会削弱已经作出的

承诺； 

 28. 请联合国系统继续协助新伙伴关系和非洲国家在新伙伴关系优先事项范围内制定项目

和方案，并请秘书长推动联合国系统更加协调一致地支持《2063 年议程》，并在这方面促请联

合国系统继续将非洲的特殊需要纳入其所有规范和业务活动的主流；262 

 29. 邀请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所有相关实体，包括各基金、方案、专门机构和区域委员

会，特别是非洲经济委员会和所有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通过合作开展数据收集和绩效评估，

继续为联合国监测机制进程的实效和可靠性作出贡献； 

 30. 请秘书长根据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及新伙伴关系其他利益攸关方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每年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提交一份着重行动的综合报告。 

 

_______________ 

261 2012 年 7 月 25 日 WT/L/508/Add.1 号决定。 

262 根据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于 2018年 1月 27日签署的《非洲联盟-联合国执行<2063年议程>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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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323 号决议 

 

2021 年 9 月 9 日第 102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132 和 A/75/L.132/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

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博茨瓦纳、

加拿大、乍得、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赤道几内

亚、格鲁吉亚、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印度、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

加、肯尼亚、拉脱维亚、卢森堡、马拉维、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新西兰、尼加

拉瓜、尼日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葡萄牙、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新加坡、

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75/323. 联合国同加勒比共同体的合作 

 大会， 

 回顾其 1991 年 10 月 16 日第 46/8 号决议及其后关于联合国同加勒比共同体的合作的各项

决议，包括 2019 年 9 月 16 日第 73/347号决议， 

 铭记《联合国宪章》第八章规定，可设立区域办法或区域机构，以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

则，应对宜于区域行动和其他活动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事项， 

 欣见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继续承诺将联合国作为多边合作的主要论坛， 

 回顾联合国秘书处与加勒比共同体秘书处之间的合作协定，263 并铭记根据该协定开展的

合作活动，  

 强调两组织保持定期接触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分别与加勒比共同体各国

政府首脑和加勒比共同体秘书长进行接触，以期加强合作和协作， 

 在这方面回顾加勒比共同体和联合国系统的代表 2019年 7月 23日和 24日在乔治敦举行的

第十次大会， 

 深为关切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及其对全球经济的严重破坏正在显著影响依

赖旅游业、商品、稳定的全球供应链和汇款的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的可持续发展和人道主义需

求，使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64 的前景更不容乐观， 

 仍深为关切新的挑战和持续存在的挑战，包括外国直接投资下降、贸易失衡、债务增加、

缺乏足够的交通、能源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网络、人力和机构能力有限、无法有效融入

全球经济、去风险化对加勒比地区金融机构的影响、沉重的债务、逐步取消优惠发展资金、缺

乏能源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服务、犯罪和暴力、毒品和武器非法贸易、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

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威胁、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粮食不安全和包括缓发性自然灾害在内

的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及相关损失和损坏，以及进口能源价格昂贵、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退化

_______________ 

26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978 卷，第 1197 号。 

264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5/L.132
https://undocs.org/zh/A/75/L.132/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46/8
https://undocs.org/ch/A/RES/73/347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一.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议 

 

186 

及海平面升高，所有这些使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变得更加脆弱，严重加剧了其可持续发展努力

面临的挑战， 

 特别指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有和特别的脆弱性以及有关采取紧急具体行动以解决这些脆

弱性的全球承诺，包括为此持续有效地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国际会议的成果文件及其后

续行动，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265 《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266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

径)》，267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体成员国之间持续开展协作、协商和信息交

流，以加强在可持续发展、非传染性疾病、毒品和犯罪、统计、自由和公正选举、动植物健康

和食品安全等一系列广泛领域的合作和区域能力， 

 欢迎加勒比共同体与邻国、其他国家以及各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系统)立

即、持续提供慷慨援助，向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及因苏弗里耶尔火山喷发受到波及的邻国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恢复方面的支持，包括发起了一项联合国筹资呼吁和应对计划，  

 又欢迎安全理事会于 2021 年 7 月 7 日迅速强烈谴责暗杀海地总统若弗内尔·莫伊兹先生

的行为268 并承诺继续声援海地人民，强调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需要在总统遇刺后继续为满足海

地人民的需求提供支持，并鼓励联合国海地综合办事处和联合国海地国家工作队继续密切合作

协调，以期帮助海地政府担起责任，实现海地的长期稳定、发展和经济自给自足， 

 深为关切海地于 2021 年 8 月 14 日发生地震，受到了破坏性影响，这些灾害造成了重大生

命和财产损失，居民因此流离失所，丧失生计、粮食安全和营养及健康保障，无法使用社会基

础设施，强调指出迫切需要恢复民众的正常状况， 

 申明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加勒比共同体与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之间的已有合

作，以提高联合国、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体成员国之间伙伴关系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深信有必要协调利用现有资源，促进两个组织的共同目标，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与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的报告，269 尤其是关

于加勒比共同体的第 34 至 36 段，其中述及为加强和深化合作而作出的努力； 

 2. 促请联合国秘书长协同加勒比共同体秘书长及有关区域组织，继续协助推动加勒比区

域内的发展并维护区域内的和平与安全； 

_______________ 

265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全球会议的报告，1994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6 日，巴巴多斯布里奇顿》(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4.I.18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一，附件二。  

266 《审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国际会议的报告，2005年 1月 10日至 14日，毛里求

斯路易港》(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5.II.A.4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一，附件二。 

267 第 69/15号决议，附件。 

268 见安全理事会 SC/14574 号新闻稿。 

269 A/75/345-S/2020/898。 

https://undocs.org/ch/A/RES/69/15
https://undocs.org/ch/A/7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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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注意到联合国与加勒比共同体最近的互动协作，又注意到于 2021年 7月 21日和 22日

以虚拟方式举行的加勒比共同体和联合国系统代表第十一次大会最近结束以及会议结束时通过

的联合声明，其中着重强调了继续合作和加强协作的领域和机会； 

 4. 期待将于 2023 年召开加勒比共同体和联合国系统代表第十二次大会； 

 5. 请联合国秘书长和加勒比共同体秘书长在其各自权限内继续合作并加强他们互动协作

的一致性，以提高两组织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努力提出各种全球性挑战的应对办法，包括气候

变化、降低灾害风险、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以及可持续发展挑战，特别是贫困和不

平等、去风险化、非传染性疾病、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 

 6. 促请联合国及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基金和方案铭记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的特殊脆

弱性，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力度，使其能够应对这种脆弱性给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各种挑

战，包括为此持续有效地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

斯亚贝巴行动议程》、270 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的《巴黎协定》、271 《2015-

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272 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人居三大会)2016 年在

基多通过的《新城市议程》273 和联合国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即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

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议通过的行动呼吁，274 

 7. 欢迎 2019年 9月 27日召开审查落实《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

过程中处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优先事项方面进展情况高级别会议，并于 2019年 10月 10日通过

其《政治宣言》，275 其中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重申致力于根据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发展战

略和优先事项，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加强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给予的支持，期待落实

《政治宣言》所作的呼吁； 

 8. 注意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承诺改进政策和方案，以满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

要，特别是在获得国际优惠融资方面，包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

会议框架内； 

 9. 认识到大规模接种 COVID-19 疫苗作为一种全球医疗卫生公共产品，在预防、遏制

和阻断传播从而结束这一大流行病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的作用，赞扬世界卫生组

织和泛美卫生组织发挥重要的辅助作用，为加勒比共同体、包括加勒比公共卫生机构提供技

术和其他资源，敦促在防治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方面进一步合作，包括在获得和传播安全

有效的 COVID-19 疫苗、疗法和诊断方法方面，以及在提高全球预防、防备和应对大流行病

的能力方面； 

_______________ 

270 第 69/313号决议，附件。 

271 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附件。 

272 第 69/283号决议，附件二。 

273 第 71/256号决议，附件。 

274 见第 71/312号决议，附件。 

275 第 74/3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FCCC/CP/2015/10/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69/283
https://undocs.org/ch/A/RES/71/256
https://undocs.org/ch/A/RES/71/312
https://undocs.org/ch/A/RES/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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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关切地注意到因 COVID-19 大流行导致学校关闭而造成学业退步，在这方面鼓励联合

国系统与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进一步合作，促进所有儿童和青年，包括处于弱势境地的儿童和

青年，不论性别、年龄、种族或族裔，都充分发挥其潜力，应对男生学业成绩低于预期的现有

挑战，并推动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教育和远程学习解决方案，以便在幼儿、小学、中学、大学

和远程教育、包括技术和职业培训等各级教育提供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 

 11.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第一工作组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提供的

材料，其中重申人类影响致使气候变暖的速度至少是过去 2 000 年中前所未有的，除非二氧化

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在今后几十年内大幅减少，否则 21 世纪全球变暖将超过 1.5 和 2 摄氏

度，在这方面强调指出迫切需要加大减缓力度，提高适应能力，增强复原力，降低易受气候变

化和极端天气事件影响的脆弱性，并鼓励联合国系统与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进一步合作，为气

候行动筹集资金，以满足加勒比区域的需要； 

 12. 肯定联合国系统为该区域受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不利影响的国家提供的支持，并敦促

进一步开展合作，加大力度协助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根据本国优先发展事项，通过将救济、恢

复和重建纳入全面可持续发展办法，执行各自的防灾、备灾、减灾、管理、救济和恢复长期方

案； 

 13. 强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与加勒比共同体之间现有的积极合作，包括目前在

债务和气候适应方面的工作，如“债务换气候适应”倡议和设立加勒比复原力基金，并进一步

鼓励继续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合作； 

 14. 鼓励联合国及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基金和方案在各自任务范围内进一步加强活

动，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包括加快采取相关行动遏制贫困和促进区域粮食安全，抑制全

球减贫放缓，为此采取行动扭转粮食不安全和粮食浪费与损失状况，鼓励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模

式，促进更健康的饮食，并应对 COVID-19、冲突和气候变化的三重威胁； 

 15. 重申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提供连贯和可持续的支持，以加强海地政府根据国家

优先事项确保长期安全、稳定、尊重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16. 欢迎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与加勒比共同体犯罪和安全问题执行机构结成伙伴关系，支持

执行加勒比共同体反恐怖主义战略； 

 17.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与加勒比共同体在支持统计能力建设和数据获取方面已开展合

作，以应对在编制、收集、分析和使用优质、及时、可靠和分类数据和统计资料方面的挑战，

这些必要的数据和统计资料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商定发

展目标方面作出有效规划、进行后续落实、评价执行情况和跟踪成果，鼓励采取进一步的实际

步骤加强这种合作； 

 18. 表示赞赏秘书处全球传播部根据大会相关决议，为每年 3 月 25 日举办奴隶制和跨大

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活动提供持续合作，并在落实永久纪念碑倡议方面提供支

持与合作； 

 19. 注意到正在进行的多国办事处审查，并再次请秘书长进行定期监测、报告和后续落

实，包括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届会每年的发展方面业务活动部分，以考虑进行必要的调整，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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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提供可持续和有效的发展资源和服务，使多国办事处所服务的国家能够落实《2030 年议

程》； 

 20. 肯定联合国系统根据大会 2020 年 12 月 21 日第 75/215 号决议的规定为分析和制定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多维脆弱性指数正在开展的工作，其中涉及近期债务脆弱性、更长期的债务可

持续性以及扩大它们获得优惠融资的机会等问题； 

 21.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提交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22.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

的项目下，列入题为“联合国同加勒比共同体的合作”的分项。 

 

 

第 75/324 号决议 

 

2021 年 9 月 9 日第 102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131 和 A/75/L.131/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

阿富汗、阿塞拜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土库

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75/324. 联合国同经济合作组织的合作 

 大会， 

 回顾其关于给予经济合作组织观察员地位的 1993 年 10 月 13 日第 48/2号决议， 

 又回顾其以往关于联合国与经济合作组织的合作的决议，其中邀请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

以及其他组织和方案及相关金融机构共同努力，实现大会的目标和经济合作组织的目标， 

 赞赏经济合作组织努力加强与联合国系统及相关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关系，促进制定和

执行共同关注领域的项目和方案， 

 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及相关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努力向经济合作组织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

用于制定和执行与社会经济进步相关的方案和项目，并鼓励它们继续给予支持， 

 1. 表示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第 73/33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276 

肯定两个组织的合作不断增强； 

 2. 表示注意到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或)政府首脑 2017年 3 月 1 日在伊斯兰堡

举行的第十三届首脑会议上发表的《经济合作组织 2025 年愿景》和《伊斯兰堡宣言》； 

 3. 又表示注意到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或)政府首脑在 2012年 10月 16日于巴

库举行的第十二届首脑会议上发表的《巴库宣言》；277 

_______________ 

276 见 A/75/345-S/2020/898，第二节。 

277 A/67/581，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75/215
https://undocs.org/zh/A/75/L.131
https://undocs.org/zh/A/75/L.131/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48/2
https://undocs.org/ch/A/RES/73/330
https://undocs.org/ch/A/75/345
https://undocs.org/ch/A/6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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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还表示注意到 2018 年 4 月 17 日在杜尚别举行的第二十三次经济合作组织部长理事会

会议上发表的《杜尚别公报》； 

 5. 表示注意到在 2019 年 11 月 9 日于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第二十四次经济合作组织部

长理事会会议上发表的《安塔利亚公报》； 

 6. 注意到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或)政府首脑 2021 年 3 月 4 日以虚拟方式举行

的第十四届首脑会议的成果，并欢迎即将于 2021年 11月 28日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第十五届首

脑会议； 

 7. 赞赏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经济合作组织继续努力加强现有合作，特别是加强在成员

国贸易能力建设领域的合作，满意地注意到两个组织于 2017 年完成实施联合方案第三阶段，

以提升成员国加强标准、计量、检测和质量基础设施的能力，并邀请联合国有关机关和机构考

虑支持该项目第四阶段的实施； 

 8. 邀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贸易中心为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制

定贸易自由化和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战略，推动成员国经济融入全球和区域体系； 

 9. 注意到经济合作组织贸易便利化方案所取得的进展，并邀请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有

关机关和机构，特别是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和联合国亚洲及

太平洋无纸贸易与运输专家网络支持经济合作组织制定贸易便利化战略和协议，在成员国发展

单一窗口，建设贸易网门户网站，建立统一签证制度，以便于该区域的工商界人士开展工作，

促进区域贸易； 

 10. 赞赏经济合作组织为加强区域内贸易而努力执行其《经济合作组织贸易协定》，278 并

邀请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及国际贸易中心考虑在执行《贸易协定》及制定和

执行全面战略方面向经济合作组织提供技术援助，以协助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实施贸易便利化

进程，从而使其经济融入区域和全球体系； 

 11. 欢迎 2018 年 5 月 3 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希举行的第九次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交

通运输部长会议的成果，该会议指出，经济合作组织区域过境运输有所改善，近期重点项目受

到优先重视，同时在该区域有效落实了关于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目标 9和 17)279 以

及大会 2017 年 12 月 20 日题为“加强所有运输方式之间的联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

72/212号决议； 

 12. 注意到内陆国家的基本发展需求，包括需要克服其地理位置、没有入海口和缺乏海港

设施所造成的限制以及妨碍其促进过境运输合作的其他挑战，并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

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

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及其他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协助经济合作组织并与之

_______________ 

27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562 卷，第 45696 号。 

279 见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2/212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一.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议 

 

191 

合作，以开展该办公室和该组织拟议的研究项目，探索能否在该区域过境国的一些港口为内陆

国提供优惠服务，包括在该组织的主要海港与内陆国家的陆港之间建立有效的物流网络； 

 13. 鼓励所有相关的国际金融和专业机构在兼顾该区域的铁路网和公路网作为亚洲和欧洲

间陆桥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的同时，考虑参与执行第九次经济合作组织交通运输部长会议的决

定，以解决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方面的投资缺口，满足为支持经济合作组织区域的区域交通

运输走廊和连通性而调动优惠财政资源的需要，并邀请经济合作组织贸易和开发银行、伊斯兰

开发银行和欧洲经济委员会协调建立一个金融机构伙伴关系/协调平台； 

 14. 满意地注意到就《过境运输框架协定》海关条款和经济合作组织区域过境点现代化进

行的可行性研究，并鼓励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继续在国家一级采取行动，执行经济合作组织成

员国海关过境点现代化五年行动计划，以使现有过境点服务实现升级和现代化，改善与海关有

关的基础设施，加强体制和法律，从而达到国际标准； 

 15. 欢迎重新启动阿富汗的《关于国际公路货运通行证制度下国际货运海关公约》(《国

际公路货运公约》)280 成员资格并完成巴基斯坦加入《国际公路货运公约》的手续，鼓励尚未

加入《国际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公约》281 的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加入该公约，并鼓励已加入该

公约的成员国也加入其附加议定书282 和其他相关的便利货物流动国际文书，并邀请联合国相

关机关和机构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向该组织成员国提供必要支持，特别是在开展能力建设活动方

面； 

 16. 鼓励最后确定关于通过建立一个共同走廊管理机制使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铁

路线路投入运作和实现商业化的政府间框架协定，以通过提高沿线国家之间基础设施和铁路运

营的互操作性，提高运营效率，并注意到亚太经社会、伊斯兰开发银行和经济合作组织共同走

廊管理机制在投入运作后，将适用于该组织的所有其他铁路线路； 

 17. 感到满意的是，完成了第一次经济合作组织信息通讯技术部长会议所赋予的任务，其

中包括两项区域性研究(一项是“经济合作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关于该组织成员国信通技术需求

的联合研究”，另一项是在国际电信联盟的技术协助下进行的关于经济合作组织区域信息社会

服务的研究)，从而提出 2025 年经济合作组织促进信息社会发展区域战略草案及其行动计划，

将此作为促进成员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一体化与合作的路线图，并请国际电信联盟在实施该行动

计划的行动导向阶段继续向经济合作组织的活动提供机构指导和援助； 

 18. 邀请欧洲经济委员会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与经济合作组织合作，促进该组织成员

国之间的过境贸易，并促进实现其边界过境点的现代化； 

 19. 注意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采取举措，为在世界银行管理的全球农

业及粮食安全计划框架下执行经济合作组织区域粮食安全方案拟定一项技术援助项目提案，并

邀请联合国相关机关和机构、特别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考虑向经济

_______________ 

28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079 卷，第 16510 号。 

281 同上，第 399 卷，第 5742 号。 

282 同上，第 2762 卷，第 574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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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组织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以便在适合成员国需要的方案组成部分内制定和执行详细的项

目提案； 

 20. 确认旅游业在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中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促进可持续经济方面

具有潜力，并邀请联合国有关机关和机构及其他组织，特别是世界旅游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考虑在制定有关促进旅游业的区域项目方面向经济合作组

织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并支持其各项方案； 

 21. 注意到经济合作组织正在把更加清洁的可持续能源纳入主流作为支撑，努力在经济合

作组织区域构建更为多样化、更具适应力的能源架构，这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人人享有

可持续能源”，因此促请联合国有关机构考虑向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能效与节能、能源与

环境的关系等领域的经济合作组织区域项目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 

 22. 欢迎经济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最近为启动建立经济合作组织清洁能源中心

的筹备阶段开展合作，并呼吁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特别是全球环境基

金、伊斯兰开发银行和与欧洲联盟有关的来源向该项目的不同实施阶段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 

 23. 重点指出必须开展统一和协调，以在经济合作组织区域内建立区域电力市场，鼓励该

组织成员国通过实施关于建立经济合作组织区域电力市场的倡议，获得扩大区域电力贸易和整

合电力系统带来的好处，并邀请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国际组织、特别是能源宪章秘书处对这些努

力给予支持； 

 24. 确认联合国与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相互合作对于应对大会 2015 年 9 月 25 日题为“变

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1号决议所述的各项全球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并强调两个组织有必要为实现上述决议所提出的各项目标开展经常性合作； 

 25. 欢迎加强经济合作组织同与环境相关的联合国机构、公约和论坛的合作，特别是与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森林论坛、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

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秘书处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加强合作； 

 26. 注意到防治荒漠化项目的项目拟定阶段已经完成，其中特别重视经济合作组织区域的

雾霾和沙尘暴问题，并请联合国相关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

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秘书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生物多样性公

约秘书处和联合国森林论坛在为该项目调动财政资源方面提供必要支持； 

 27. 满意地注意到 2016 年 9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德黑兰举行的经济合作组织-联合国森林论

坛关于加强区域和次区域参与国际森林安排工作的专家会议取得的成果和 2016年 12月 12日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三届缔约方会议间隙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经济合作组织会外活动，并促请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和森林论坛考虑支持为该组织在可持续森林管理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相

关项目筹措资金； 

 28. 重点指出经济合作组织和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在战胜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

大流行和实现与卫生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加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并鼓励联合国有关实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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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联合国

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考虑在这方面酌情向经济合作组织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 

 29. 赞赏经济合作组织与各国际组织和专门机构，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输血学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协作，努力加强在该区域卫生领域的

合作，鼓励它们继续支持经济合作组织在卫生领域的各项活动； 

 30. 注意到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并敦促联合国有关机关和机构，包括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考虑在减少自然和人为灾害风险领域扩大

与经济合作组织的合作，并考虑为该组织在该区域减少自然灾害风险领域的活动提供技术和财

政支持，包括最近制定旨在促进在该区域落实《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283 的

《经济合作组织减少灾害风险区域框架》，并邀请相关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协助实施该区域框

架； 

 31. 重点指出高质量统计数据作为实现发展目标的一个工具所具有的重要性，经济合作组

织和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今后务必在这方面开展合作并发展伙伴关系，并鼓励该司

考虑在统计领域酌情向该组织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 

 32. 赞赏经济合作组织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共同合作，于 2016年 7月 24日至 28日在

德黑兰举办国别统计数据库培训班，将此作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经济合作组织区域协助

执行和制定国别统计框架项目第二阶段的一部分； 

 33. 又赞赏经济合作组织作出努力并开展活动，编制和传播与毒品有关的数据，并举办各

种讲习班和培训班，以提高成员国相关缉毒部队和机构的官员的技术和专业知识，并鼓励联合

国机构和捐助界，例如欧洲联盟委员会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向该组织打击涉

毒犯罪和其他相关犯罪的努力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 

 34. 知悉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正在努力加强区域合作，打击毒品犯罪和有组织犯罪，包括

设立一个警务机制、一个区域司法/法律合作机制和经济合作组织反腐败机构和监察员区域合

作中心，并邀请联合国系统相关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其中包括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

组织)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向这些努力提供协助和支持； 

 35. 赞赏经济合作组织对阿富汗重建和发展作出贡献，赞扬该组织对关于阿富汗的各种区

域和国际举措的积极参与和建设性贡献，特别赞赏该组织支持 2010 年 7 月 19 日区域机构会议

所设立的区域论坛秘书长高级别核心小组、阿富汗问题区域经济合作会议和关于加强区域安全

与合作实现阿富汗安全稳定的伊斯坦布尔进程，284 并邀请相关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协

助经济合作组织执行在杜尚别举行的该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所通过的经济合作组

织阿富汗宣传方案，以期协助阿富汗实现稳定、重建、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工作； 

_______________ 

283 第 69/283号决议，附件二。 

284 A/66/601-S/2011/767，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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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赞赏地注意到作为经济合作组织的专门机构的文化学会、科学基金会和教育学会为促

进成员国分别在文化、科学和教育领域的区域合作开展活动，并鼓励联合国系统有关专门机

构，特别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其任务规定和现有资源的范围内与这些机构开展

合作，制定和执行旨在推动该区域的科学与教育的适当项目； 

 37. 确认经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在加强该区域的多层面区域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8.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提交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39.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

的项目下列入题为“联合国同经济合作组织的合作”的分项。 

 

 

第 75/325 号决议 

 

2021 年 9 月 10 日第 103 次全体会议根据振兴大会工作特设工作组的报告 A/75/973，第 27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5/325. 振兴大会工作 

 大会， 

 铭记大会作为联合国主要机关的作用和权威及大会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有成效、高效

率地履行所承担职能的重要性， 

 重申振兴大会工作是联合国全面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欢迎呼吁通过精简大会议程，包括消除议程项目的重复和重叠，提高大会的工作效率， 

 又欢迎大会主席在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努力推动和促进振兴大会工作进程，以利加强

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 

 回顾作为 2020 年 9 月 21 日第 75/1号决议通过的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其中重

申大会工作的总体优先事项，包括致力于多边主义，并继续努力振兴大会， 

 认识到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大会第七十四和七十五届会议工作的影响，欢迎

大会第七十四和七十五届会议主席在疫情造成各种限制的情况下，努力确保大会继续运作， 

 念及继续指导其工作的大会议事规则的重要性， 

 认识到秘书处因 COVID-19 疫情进行临时调整而没有开创先例，显示了秘书处在特殊情况

下的适应性和韧性，并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就 COVID-19 疫情对大会工作的影响所作分析，以及

在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向振兴大会工作特设工作组通报有关情况， 

 又认识到使用多种语文是本组织的核心价值，有助于实现《宪章》第一条规定的联合国目

标， 

 着重指出需要进一步加强大会的作用、权威、效力和效率，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挑战， 

https://undocs.org/zh/A/75/973
https://undocs.org/ch/A/RES/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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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申其 2019年 9月 12日第 73/341号决议和 2020年 9月 4日第 74/303号决议及以往以

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关于振兴大会工作的所有其他决议； 

 2. 欢迎振兴大会工作特设工作组在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发布的报告及其所附关于振兴大

会工作的大会决议更新目录，285 该目录仍构成会员国在关于振兴大会工作项目下开展审议工

作的基础； 

 3. 请秘书处继续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并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定期、平等地继续更新以

所有六种正式语文制作的振兴大会工作专用多语种网页及其实质性内容，包括为此利用自动化

翻译等现有能力，同时确保翻译的准确性； 

 4. 决定在第七十六和七十七届会议上设立一个振兴大会工作特设工作组，并向所有会员

国开放： 

 (a) 进一步确定如何在往届大会取得的进展和以往各项决议的基础上，包括通过评价这些

决议的执行情况，增强大会的作用、权威、效力和效率，主要侧重于以下工作： 

 ㈠ 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大会的作用和权威及工作方法； 

 ㈡ 第七十七届会议期间：加强大会主席办公室的问责制、透明度和机构记忆，以及秘书

长和其他行政首长的遴选和任命； 

 (b) 在七十六届会议期间还主要侧重于执行本决议，并就此向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提出报

告； 

 5. 又决定下个决议在第七十七届会议期间审议，此后每两年审议一次； 

 6. 还决定特设工作组继续审查它向第七十五届会议提交的特设工作组的报告所附关于振

兴问题的大会决议目录，随后继续更新该目录，并附在向大会第七十六和七十七届会议提交的

报告之后，包括单独说明有哪些相关规定未得到执行及其理由； 

 7. 请秘书长提交关于振兴大会工作的大会决议中要求秘书处执行但尚未执行的那些规定

的最新情况，说明造成任何规定未得到执行的限制因素和理由，供特设工作组在第七十六和七

十七届会议上进一步审议； 

 8. 重申其决定，在特设工作组工作期间，按照 2017年 9月 8日第 71/323号决议的规定，

每年在各常驻代表团和秘书处之间举行互动式全面对话，并大力强调就对话期间提出的问题采

取后续行动的重要性，以改善秘书处与常驻代表团的互动工作，包括向各常驻代表团分发这些

后续措施的资料； 

大会的作用和权威 

 9. 重申大会的作用和权威，以及严格尊重《宪章》规定的联合国各主要机关的特权和分

工； 

_______________ 

285 A/75/973。 

https://undocs.org/ch/A/RES/73/341
https://undocs.org/ch/A/RES/74/303
https://undocs.org/ch/A/RES/71/323
https://undocs.org/ch/A/75/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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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欢迎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主席决定选择“我们想要的未来，我们需要的联合国：重申

我们对多边主义的集体承诺——通过有效的多边行动抗击冠状病毒病”作为大会一般性辩论的

主题，又欢迎大会当选主席决定选择“锻造韧性，永怀希望——走出疫情实现复苏，致力于可

持续重建，珍惜地球家园，尊重人民权利，振兴联合国”作为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一般性辩论

的主题； 

 11. 强调指出必须无选择性地执行大会各项决议，包括特设工作组的报告所附关于振兴问

题的大会决议更新目录所列与振兴大会工作有关、需要贯彻落实或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决议； 

 12. 欢迎大会主席努力加强大会议程及其各主要委员会议程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附属

机构议程之间的协同增效、一致性和互补性，并鼓励大会主席、安全理事会主席和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主席为此开展定期互动和继续进行协调； 

 13. 强调指出联合国政府间机构需要切实应对整个《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86 包括

其可持续发展目标，以便在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年期间有实效、高效率地为加速落实该

议程提供支持； 

 14. 考虑到每个政府间机构各自的任务和不同职能，确认有必要进一步使大会及其主要委

员会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议程与《2030年议程》协调对接，同时考虑到各议

程的全面和整体视角，又确认大会的协调对接进程要以均衡方式、根据个案情况查明且同时消

除缺口、重叠和重复； 

 15. 着重指出大会议程协调工作并不损害任何会员国在考虑到本决议与协调对接有关的原

则和目标情况下提出新议程项目或新决议的主权权利； 

 16. 邀请提出决议草案的代表团尽可能考虑在决议中列入加快执行《2030 年议程》的规

定，又邀请这些代表团考虑到协调进程中商定的原则和目标； 

 17. 邀请大会及其主要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考虑如何处理有限的或没

有涉及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如何避免重叠和重复，同时铭记各自的任务规定，并提出建议

供会员国审议； 

 18. 邀请提交各代表团审议的决议草案主要提案国审议以往届会会议适用的程序性惯例，

以提高大会及其主要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效率； 

 19. 着重指出迫切需要维护大会一般性辩论的主导性、重要性和既定做法，并且： 

 (a) 强调指出需要限制一般性辩论期间高级别活动的数量，仅限举行需要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立即注意的重大活动，并促请大会主席、各会员国与秘书长和联合国其他相关机构负责人

密切协调，在规划 9 月份高级别周活动时高度注意这些方面，并以会员国商定的现有任务授权

为指导； 

_______________ 

286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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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鼓励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单独和集体限制与一般性辩论同时举行或在一般性辩论期间

举行的会外活动和其他高级别会议的数量，包括通过相互协商确定类似专题的会外活动，以尽

量减少重叠，并向秘书处通报计划中会外活动的详细安排； 

 (c) 请秘书处按主办方的表示将会外活动信息上载《联合国日刊》； 

 (d) 邀请会员国继续讨论为限制在一般性辩论和其他高级别会议同时或期间举行的会外活

动数量所作努力，以期在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进行评估，必要时探讨如何进一步改进； 

 20. 确认就当前对国际社会至关重要的议题举行互动包容的专题辩论具有重要作用，呼吁

使此类辩论合理化，以确保高级别出席，促请大会主席在组织此类辩论时注意大会正常议程，

并敦促会员国在审议举办大会会议的新任务授权时念及现有任务，并在这方面尽可能避免授权

重复举行高级别纪念会议； 

 21. 鼓励大会主席在会员国的支持下，在出席大会高级别会议和其他有关会议的应邀发言

者和专题讨论嘉宾中实现性别均等； 

 22. 请大会主席继续与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密切协调，安排大会审议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工作的报告和审议安全理事会报告的全体会议会期，确保对这两份重要报告的讨论不会敷衍

了事； 

 23. 确认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三项及时向大会提交报告，回顾

2015 年 9 月 11 日第 69/321 号决议和大会其他相关决议，并重申安全理事会继续努力按照 1996

年 12月 17日第 51/193号决议和 2003年 12月 19日第 58/126号决议向大会提交年度报告的重要

性； 

 24. 注意到在提高大会在媒体报道中的可见度以及向更广泛受众宣传大会优先事项方面

(包括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取得的进展，以确保相关性并及时向全球公众提供准确可靠的信

息，请秘书处全球传播部继续采取适当措施，在大会整个届会期间以所有六种正式语文，包括

在尽可能多的平台上，进一步增进公众对大会作用和活动的了解，请秘书长和大会主席继续努

力确保为应对流动资金情况和 COVID-19 疫情而采取的措施不会削弱使用多种语文，并请秘书

处继续探讨这方面不产生费用的选项； 

工作方法 

 25. 强调指出大会应进一步精简议程，并花更多时间进行对话和审查其通过的各项决议的

执行情况； 

 26. 重申与改进各主要委员会工作方法有关的现有相关任务规定； 

 27. 注意到信息和通信技术为联合国(包括大会)在 COVID-19 疫情期间破例开展工作发挥

重要作用，而且： 

 (a) 确认 COVID-19 疫情期间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举行互动包容的专题辩论，鼓励大会主

席注意适当使用这类技术，以确保会员国在举办此类活动时能够充分、平等地参与； 

 (b) 请秘书处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特设工作组通报 COVID-19 疫情的经验教训，包括信

息和通信技术使用情况，以确保更好地准备应对各种非常情况； 

https://undocs.org/ch/A/RES/69/321
https://undocs.org/ch/A/RES/51/193
https://undocs.org/ch/A/RES/5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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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请秘书处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特设工作组通报以往关于精简大会议程的决定执行情

况，以进一步解决大会议程日益超负荷问题； 

 29. 请各主要委员会进一步讨论各自工作方法，在这方面，邀请各主要委员会主席在第七

十六届会议期间继续向特设工作组通报任何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以期除其他外，通过可能找

出工作方法和经验教训的共同点，改进工作方法，协调通报安排； 

 30. 强调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及其主要委员会应在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与会员国协

商，在一个或多个提案国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并考虑到特设工作组的相关建议，继续审议将大

会议程项目进一步改为两年一审、三年一审、集中审议或取消审议并提出具体提案，包括引入

日落条款，鼓励总务委员会根据大会议事规则在这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31. 请各主要委员会酌情考虑到特设工作组的建议，在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向特设工作组

提交一份书面最新情况报告，说明迄今在努力改进各自委员会的工作方法方面取得的进展，并

鼓励特设工作组在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任命两名联络人，与各主要委员会主席和主席团、大会

主席和秘书处密切合作，协助特设工作组共同主席拟订切合实际的提案，供工作组审议以执行

本决议第 29 和 30 段及审议各主要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32. 注意到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为深入审议可持续发展目标 2 (零饥饿)的实施范围而对目

标 2 进行的试点分析，以及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期间进行的排查工作及试点分析仍是相关参考

文件，供会员国在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期间审议； 

 33. 确认在审议政府间机构未充分实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时，应适当考虑如何落实这些目

标，为此要采取跨政府间机构的综合办法而非各行其是； 

 34. 重点指出 COVID-19 疫情正在影响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间机构需要集中精力处

理这些影响，特别是对受波及最严重的目标和由此产生的缺口，还必须密切监测《2030 年议

程》的各个方面，使各国政府能够对疫情及其影响作出回应，确定前进方向，力求重建得更好

并加强国际合作； 

 35. 邀请总务委员会在其任务范围内考虑在大会议程范围内，以尽可能最佳方式讨论

COVID-19 疫情影响，并提出建议供会员国审议； 

 36. 强调消除大会及其主要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议程中的重叠和重复

将为议程腾出时间和创造空间，并使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也可使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和更全面地

落实整个《2030 年议程》，处理新出现的重大紧迫全球问题； 

 37. 注意到，为查明政府间机构议程中的重复和重叠，应鼓励大会及其主要委员会和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按照决议和议程项目的宗旨、相关性和内容，逐一审查专注同一领

域的所有决议和议程项目； 

 38. 同时确认一些问题可能需要由不同的政府间机构从各自具体视角、并根据各自的任务

规定加以处理，这应反映在议程制定工作和秘书长的报告中，同时适当考虑到各决议的彼此协

同作用和任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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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邀请大会及其主要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在酌情讨论关联问题时，

根据第 73/341号决议酌情加强各自工作和成果的协同增效与互补； 

 40. 重申大会各主要委员会各自的任务规定，并在此基础上促请各委员会与所有相关机构

协商，继续审议如何消除各自议程中与整个《2030年议程》有关的差距、重叠和重复，在这方

面，邀请大会有关主要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主席团协助各自政府间机构

审议协调对接原则，并提出具体提案供会员国审议； 

 41. 请总务委员会在行使大会议事规则第四十条规定的职能时，并在其任务范围内，还考

虑讨论差距、重叠和重复问题，并向会员国提出建议供审议； 

 42. 鼓励大会主席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继续举办年度联席通报会，重点说明议程项目

之间的联系及其与《2030 年议程》的相互关联性； 

 43. 又鼓励大会主席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协助大会各主要委员会主席团和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主席团举行非正式联席会议，讨论各自工作与《2030年议程》执行工作的关系，并按照

第 73/341 号决议和本决议的规定，确保各自工作和成果之间持续不断和完全透明的协同增效，

包括定期向全体会员国报告联席会议的情况； 

 44. 请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主席吸取关于振兴大会工作的本决议第 13 至 18 段和第 32 至

44段所载规定执行工作的经验教训，并提出进一步协调对接提案，在这之前，请特设工作组在

第七十六和七十七届会议期间视需要就落实上述规定的进展情况举行一至两次专门会议； 

 45. 欢迎大会附属机构努力促进性别均衡，使被提名女性候选人数不断增加，并鼓励会员

国继续这样做； 

 46. 重申需要继续严格遵守大会议事规则第五十五条，以所有六种正式语文编制《联合国

日刊》，在这方面，强调《日刊》以六种正式语文发布更多信息的重要意义，再次请秘书长每

年向特设工作组通报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请秘书处继续探讨这方面不产生费用的选项； 

 47. 请秘书处继续改进、协调和统一 e-deleGATE 门户网站向会员国提供的电子服务，以

期建立一个使用所有六种正式语文而且成熟完备的代表在线工作场所，从而节省费用，减少环

境影响，改善文件分发； 

 48. 确认有必要开放以往发言档案，请秘书处确保至迟于第七十六届会议结束时开放查阅

上传到节纸服务网站的所有文件，并进一步确保以《联合国日刊》的电子版发言模块取代节纸

网站； 

 49. 重申第 73/341号决议第 33 至 37 段，并请秘书处在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向特设工

作组通报迄今取得的进展，以及改进联合国总部房地残疾人无障碍环境的办法； 

 50. 回顾秘书长根据 2018 年 9 月 17 日第 72/313号决议提交的题为“大会常会开幕”的报

告，287 并决定为即任大会主席及其办公室有更多时间筹备一般性辩论而修订大会议事规则第

一条如下，自第七十八届会议开幕之日起生效： 

_______________ 

287 A/73/723。 

https://undocs.org/ch/A/RES/73/341
https://undocs.org/ch/A/RES/7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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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常会每年在九月从至少有一个工作日的第一个星期起算的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二开始举行。 

 大会一般性辩论在九月从至少有一个工作日的第一个星期起算的第四个星期的星期二开始，在九

个工作日内不间断举行。 

秘书长和其他行政首长的遴选和任命 

 51. 重申秘书长在当前全球挑战背景下以及在执行联合国三大支柱(即和平与安全、人权

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52. 再次承诺按照《宪章》第九十七条规定，继续在特设工作组范围内全面审议工作组第

三专题组关于振兴大会工作的问题，包括审查全面改进秘书长及其他行政首长遴选和任命程序

各个方面的创新方法，并回顾所有相关决议，包括 1946 年 1 月 24 日第 11(I)号、1991 年 12 月

12日第 46/77号、1993年 8月 17日第 47/233号、1994年 7月 29日第 48/264号、1997年 7月 31

日第 51/241号、1997年 12月 15日第 52/163号、2000年 11月 3日第 55/14号、2001年 9月 7日

第 55/285号、2002 年 7 月 8 日第 56/509号、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300号、2003 年 3 月 13 日

第 57/301号、2003 年 12 月 19 日第 58/126号、2004 年 7 月 1 日第 58/316号、2005 年 9 月 12 日

第 59/313号、2006 年 9 月 8 日第 60/286号、2007 年 8 月 2 日第 61/292号、2008 年 9 月 15 日第

62/276号、2009 年 9 月 14 日第 63/309号、2010 年 9 月 13 日第 64/301号、2011 年 9 月 12 日第

65/315号、2012 年 9 月 17 日第 66/294号、2013 年 8 月 29 日第 67/297号、2014 年 9 月 10 日第

68/307 号、2015 年 9 月 11 日第 69/321 号、2016 年 9 月 13 日第 70/305 号、2017 年 9 月 8 日第

71/323号、2018年 9月 17日第 72/313号和 2019年 9月 12 日第 73/341号决议，同时重申大会议

事规则特别是第一四一条规定的适用程序，并肯定大会现行相关做法； 

 53. 鼓励今后各届大会主席积极推动执行所有相关决议尤其是第 69/321号和第 70/305号决

议中关于指导下任秘书长遴选和任命的各项规定，强调指出秘书长和其他行政首长的甄选和任

命程序必须遵循透明和包容原则； 

 54. 欢迎协商一致达成的充分遵守《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七条规定的大会职责的第

69/321、70/305、71/323和 72/313号决议在秘书长甄选和任命程序方面取得进展，重申提及物色

和任命最佳合格和有经验的秘书长职位候选人过程中性别均衡和区域轮换的以往各项决议； 

 55. 建议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在今后关于秘书长遴选和任命程序的联名信中，鼓励

会员国公开征集提名，包括向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征集提名，以找到潜在候选人； 

 56. 决定，为了按照第 69/321号决议规定的程序在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联名信中分

发提名资料，候选人提名必须按照现行做法至少由一个会员国提交； 

 57. 又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期间，进一步评估秘书长遴选和任命流程，巩固在大会

相关决议中取得的进展，并探讨根据《宪章》第九十七条可能改进未来流程的步骤，包括大会

与安全理事会的协作； 

https://undocs.org/ch/A/RES/11(I)
https://undocs.org/ch/A/RES/46/77
https://undocs.org/ch/A/RES/47/233
https://undocs.org/ch/A/RES/48/264
https://undocs.org/ch/A/RES/51/241
https://undocs.org/ch/A/RES/52/163
https://undocs.org/ch/A/RES/55/14
https://undocs.org/ch/A/RES/55/285
https://undocs.org/ch/A/RES/56/509
https://undocs.org/ch/A/RES/57/300
https://undocs.org/ch/A/RES/57/301
https://undocs.org/ch/A/RES/58/126
https://undocs.org/ch/A/RES/58/316
https://undocs.org/ch/A/RES/59/313
https://undocs.org/ch/A/RES/60/28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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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RES/67/297
https://undocs.org/ch/A/RES/68/307
https://undocs.org/ch/A/RES/69/321
https://undocs.org/ch/A/RES/70/305
https://undocs.org/ch/A/RES/71/323
https://undocs.org/ch/A/RES/72/313
https://undocs.org/ch/A/RES/73/34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21
https://undocs.org/ch/A/RES/70/305
https://undocs.org/ch/A/RES/6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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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RES/71/323
https://undocs.org/ch/A/RES/7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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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赞赏地注意到现任秘书长发布愿景陈述，并就其内容按照大会主席 2021 年 4 月 26 日

的信与会员国和大会观察员288进行非正式对话，包括让民间社会参与，鼓励继续采取这种做

法； 

 59. 重申根据其第 72/313 号决议第 72 段为秘书长甄选和任命程序提出一个临时时间表的

可能性，并决定特设工作组在第七十七届会议期间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60. 注意到候任秘书长应按照本决议附件的详细规定，在宣誓就职仪式上向大会作就职宣

誓； 

 61. 再次欢迎秘书长不断努力在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及本组织高级管理小组的性别和区域

平衡方面实现平等和公平分布，同时根据《宪章》第一百零一条及大会 1992 年 3 月 2 日第

46/232 号、第 51/241 号和 2016 年 12 月 23 日第 71/263 号决议达到效率、才干及忠诚之最高标

准，特别赞扬高级管理小组已实现性别均等，要求在这方面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 

 62. 支持秘书长要求会员国提交可考虑担任秘书处行政首长和高级管理人员职位的本国国

民的姓名和简历； 

 63. 重申需要在所有高级人员的任命中遵循最佳做法，包括公开征集候选人，包括女性候

选人； 

 64. 重申任何员额都不得被视为哪个会员国或国家集团的专属职位，重申秘书长应确保按

照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忠实适用这一原则； 

 65. 欢迎高级管理小组已实现性别均等，并赞扬秘书长承诺在整个联合国组织实现性别均

等并在尽可能广泛的地域征聘工作人员； 

 66. 再次请秘书长继续不断努力，确保秘书处实现公平地域分配，并确保秘书处所有部厅

和所有级别工作人员、包括主任及以上级别人员的地域分配尽可能广泛； 

 67. 重申必须在性别平衡和尽可能广泛的地域基础上确保平等和公平分布，还要从使用多

种语文的视角达成多样性，在这方面，回顾其未经表决通过的第 46/232号和第 51/241号决议，

其中载有把效率、才干和忠诚之最高标准作为国际公务员征聘和业绩的最高考量原则，还应考

虑候选人的独立性； 

 68. 注意到尚未有女性秘书长，邀请会员国今后在提名秘书长职位候选人时将此铭记于

心； 

 69. 请秘书处人力资源厅沿用向特设工作组通报情况的惯例，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期

间，通报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和本组织高级管理小组成员的性别和地域平衡情况，并开列细目

显示来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任职人员。 

加强大会主席办公室问责制、透明度和机构记忆 

 70. 强调大会主席在联合国组织内以及在大会工作取得全面成功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_______________ 

288 见 A/INF/75/3/Rev.1。 

https://undocs.org/ch/A/RES/72/313
https://undocs.org/ch/A/RES/46/232
https://undocs.org/ch/A/RES/51/241
https://undocs.org/ch/A/RES/71/263
https://undocs.org/ch/A/RES/46/232
https://undocs.org/ch/A/RES/51/241
https://undocs.org/ch/A/INF/75/3/Rev.1


一.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议 

 

202 

 71. 邀请会员国平等考虑让妇女作为大会主席职位的候选人，并鼓励当选主席继续努力在

大会主席办公室内实现性别和地域平衡； 

 72. 赞赏地回顾会员国决定为过渡期、支助大会主席办公室信托基金、借调本国工作人员

以及召开年度务虚会提供资金； 

 73. 欢迎向大会主席办公室提供上岗方案，促请秘书处通过丰富内容和增加交付时间加强

该方案； 

 74. 又欢迎会员国为支持加强大会主席办公室的效率和成效采取各项举措，包括举办大会

年度务虚会以及包括振兴大会工作等核心内容在内的过渡期讲习班； 

 75. 确认大会主席办公室严重依赖自愿捐助履行大会所赋予的越来越多的任务； 

 76. 请秘书长继续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向大会主席提供适足的行政、技术、后勤和礼宾支

助，以便大会主席有效执行其作为联合国一个主要机关的主席所承担的任务； 

 77. 回顾大会主席的活动近年来持续显著增加，又回顾以往决议中关于支助大会主席办公

室的规定，并表示仍愿意根据现有程序、特别是大会议事规则第一五三条，设法进一步支持和

加强该办公室； 

 78. 请秘书处向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期间特设工作组提出书面最新情况报告和建议，并通

报大会主席办公室的运作情况，作为 2016年 3月 11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的信289 所载附件中分

发的秘书长 2015 年 11 月所设工作队的报告的后续更新，同时考虑到大会以往相关决议； 

 79.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通过利用现有的联合国记录和存档设施，特别是达格·哈马

舍尔德图书馆、秘书处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以及全球传播部，保存和进一步加强大会主席办公室

和大会振兴进程的机构记忆； 

 80. 请秘书处在第七十七届会议期间，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与大会主席办公室协调，印发一

份有助于加强该办公室机构记忆的历任主席最佳做法简编； 

 81. 强调根据第 69/321号决议和关于振兴大会工作的各项决议所规定的其他相关任务，交

接报告对于大会主席办公室的机构记忆十分重要； 

 82. 欢迎大会主席在民间社会参与下组织会员国与大会主席职位(一名或多名)候选人在其

愿景陈述基础上进行非正式互动对话的良好做法。 

附件 

秘书长就职誓言 

 我，(姓名)，谨庄严宣誓：秉持绝对忠诚、谨慎和良心，履行赋予我的联合国秘书长职务；

律己从公，唯以联合国利益为重，遵守《联合国宪章》；在履行职责时，不寻求、也不接受任

何政府或本组织以外其他机构的指示。 

 

 

_______________ 

289 A/7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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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326 号决议 

 

2021 年 9 月 10 日第 103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A/75/L.135 未经表决而通过 
 

 

75/326. 题为“斯德哥尔摩+50：一个健康的地球有利于各方实现兴旺
发达——我们的责任和机遇”的国际会议举办方式 

 大会， 

 回顾其 2021 年 5 月 24 日第 75/280号决议全文，包括其下列决定：在世界环境日那一周，

于 2022 年 6 月 2 日和 3 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题为“斯德哥尔摩+50：一个健康的地球有利于各

方实现兴旺发达——我们的责任和机遇”的国际会议，纪念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并通过其

成果文件五十周年，以期从环境层面促进可持续发展，在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年的背景

下加速履行各项承诺，包括以可持续方式战胜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 

 1. 欢迎瑞典政府慷慨提出，将在肯尼亚政府支持下主办题为“斯德哥尔摩+50：一个健

康的地球有利于各方实现兴旺发达——我们的责任和机遇”的国际会议并承担费用； 

 2. 决定，此次国际会议应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环境署@50”)

相辅相成，避免重叠和重复； 

 3. 又决定此次国际会议及其筹备进程应让联合国所有会员国、联合国各专门机构成员以

及各多变环境协定缔约方切实参与；290 

 4. 鼓励尽可能派最高级别代表出席国际会议； 

 5. 决定国际会议应从与会国代表中选举产生以下主席团成员：2名主席(瑞典和肯尼亚各

一人)和 8 名副主席，291 指定其中一名副主席为报告员； 

 6. 又决定，国际会议定于 2022年 6月 2日和 3日举行，应包括一个开幕部分、四次全体

会议和三次领导力对话以及一个闭幕部分； 

 7. 还决定，国际会议的开幕部分应包括专门纪念 1972 年 6 月 5 日至 16 日在斯德哥尔摩

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纪念时刻； 

 8. 决定全体会议的具体安排如下： 

_______________ 

290  就此次国际会议而言，多边环境协定应理解为指以下条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

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京都议定书》；《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巴黎协定》；《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关于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

的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 

291  下列各国家组每组两名：非洲国家；亚洲-太平洋国家；东欧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西欧和其他国

家。但在选出两名主席后，分配给每位当选主席所属区域的副主席名额就将减少 1 个。 

https://undocs.org/zh/A/75/L.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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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日，星期四：上午 9时 30分至下午 1时；下午 3至 6时 

 6月 3日，星期五：上午 10至下午 1时；下午 3至 7时； 

 9. 又决定领导力对话与全体会议并行举行，具体安排如下： 

 6月 2日，星期四：下午 3至 6时； 

 6月 3日，星期五：上午 10至下午 1时；下午 3至 6时； 

 10. 还决定，领导力对话应是协作和多利益攸关方性质，将聚焦有助于从环境层面促进可

持续发展的建议，在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年的背景下加速履行各项承诺，包括以可持续

方式战胜 COVID-19 大流行，包括通过加强合作战胜大流行，与此同时，应考虑到国际会议的

主题； 

 11. 决定，领导力对话的组织安排如下： 

 (a) 领导力对话将讨论以下主题： 

 领导力对话 1：反思采取行动、建设一个有利于各方实现兴旺发达的健康地球的紧迫必要

性； 

 领导力对话 2：以可持续和包容各方的方式战胜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 

 领导力对话 3：在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年的背景下加快行动，从环境层面促进落实

可持续发展； 

 (b) 每次领导力对话都由国际会议两名主席任命的两名共同主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各一人)主持； 

 12. 邀请与会者分享经验和倡议，介绍他们如何保护我们的地球，促进可持续发展，包括

如何以可持续、有复原力和包容各方的方式战胜 COVID-19 大流行； 

 13. 邀请妇女、青年、老年人、残疾人、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等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为国

际会议的讨论及其筹备工作建言献策，并为建设一个有利于各方实现兴旺发达的健康地球创造

势头； 

 14. 邀请秘书长任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担任国际会议秘书长； 

 15. 请国际会议秘书长在筹备会议之前，最迟于 2022 年 3 月底为国际会议的每一次领导

力对话编写一份概念说明和背景文件草稿； 

 16. 请大会主席最迟于 2022 年 4 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集一次为期一天的筹备会议，由

国际会议共同举办方主持，并在“有资源可用”基础上提供口译服务，以期审议领导力对话筹

备情况和国际会议其他筹备情况； 

 17. 推荐本决议附件一所载临时议程，供国际会议通过； 

 18. 决定国际会议应按照本决议附件二所载工作安排进行； 

 19. 又决定，有关大会程序和惯例的规则比照适用于国际会议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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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请国际会议两位主席在国际会议秘书长的支持下编写一份讨论摘要，提交给国际会

议； 

 21. 请大会主席在联合国环境署的协助下，最迟于 2022 年 4 月最终确定国际会议的组织

安排； 

 22. 决定邀请收到大会根据其有关决议发出的长期有效邀请的组织和其他实体的代表出席

国际会议及其筹备会议，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和工作，但有一项谅解，即这些代表将以观察

员身份参加国际会议； 

 23. 邀请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并拥有相关专门知识的非政府组织向秘书处登

记，以便参加国际会议及其筹备会议； 

 24. 又邀请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政府间组织、国际金融

机构、其他有兴趣的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包括对环境领域有兴趣的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

织、民间社会组织、土著人民组织、学术机构、科学界、私营部门和慈善组织，按本决议附件

二所载规定寻求资格认可，以便作为观察员参加国际会议及其筹备会议； 

 25. 决定参加国际会议的资格认可应按照本决议附件二所载规定进行； 

 26. 鼓励各国和国际捐助方以及私营部门、金融机构、基金会和其他有能力的捐助方通过

向支持国际会议筹备工作的信托基金自愿捐款，支持国际会议筹备工作，并支持发展中国家代

表参加国际会议； 

附件一 

题为“斯德哥尔摩+50：一个健康的地球有利于各方实现兴旺发达——我们的责任和机遇”的

国际会议临时议程 

2022 年 6 月 2 日和 3 日，斯德哥尔摩 

1. 国际会议开幕。 

2. 选举两名主席。 

3. 通过国际会议议程。 

4. 选举主席以外的其他主席团成员。 

5. 工作安排。 

6. 出席国际会议代表的全权证书： 

(a)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b)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7. 一般性辩论。 

8. 领导力对话。 

9. 国际会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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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通过国际会议报告。 

11. 国际会议闭幕。 

附件二 

题为“斯德哥尔摩+50：一个健康的地球有利于各方实现兴旺发达——我们的责任和机遇”的

国际会议拟议工作安排 

2022 年 6 月 2 日和 3 日，斯德哥尔摩 

1. 题为“斯德哥尔摩+50：一个健康的地球有利于各方实现兴旺发达——我们的责任和机遇”

的国际会议将于 2022 年 6 月 2 日和 3 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一. 工作安排 

A. 全体会议 

2. 国际会议将包括总共四次全体会议，具体安排如下： 

 6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 9 时 30 分至下午 1 时；下午 3 至 6 时 

 6 月 3 日，星期五：上午 10 至下午 1 时；下午 3 至 7 时 

3. 全体会议将专门用于发言。 

4. 全体会议发言名单将依照确保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先发言、其他代表团团长后发言的礼宾

惯例，按先到先得方式决定。欧洲联盟将列入发言名单。详细安排将通过秘书处的说明及时发

布。单个代表团的发言时限为 3 分钟，代表国家集团的发言时限为 5 分钟。 

5. 国际会议将在 6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开幕，届时将审议所有程

序和组织事项，包括通过议程、选举国际会议两名主席、酌情选举主席团成员、任命全权证书

委员会成员、作出编写国际会议报告的安排以及处理其他事项。开幕部分应包括专门纪念1972

年 6月 5日至 16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纪念时刻；在 6 月 2 日星期四上

午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国际会议两位主席、联合国秘书长、大会主席、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主席和国际会议秘书长将发言。 

6. 根据大会惯例，全体会议还将听取其他政府间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国际机构、联合国专

门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代表的发言。 

7. 在 6 月 3 日星期五举行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国际会议两位主席将提出讨论摘要。 

8. 除非本决议另有规定，全体会议将与领导力对话并行举行。 

B. 领导力对话 

9. 国际会议将包括三次领导力对话，对话与全体会议并行举行，具体安排如下： 

 6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 3 至 6 时； 

 6 月 3 日，星期五：上午 10 至下午 1 时；下午 3 至 6 时； 



一.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议 

 

207 

10. 领导力对话摘要将在国际会议全体会议闭幕会议上提交国际会议，并列入国际会议的最后

报告。 

二. 国际会议代表的全权证书：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11. 全权证书委员会将按照大会议事规则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的组成应以大会第七十六届会

议全权证书委员会的组成为基础。 

三. 资格认可：机构利益攸关方 

12. 有资格参加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

会、关于通过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联合国首脑会议、联合国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即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议高级别会议、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国际文书政府间会议、联合国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即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

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议 2020 年筹备会议和在巴巴多斯、毛里求斯和萨摩亚举行的前

几次联合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会议以及应邀参加各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的相关政府间

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机构可酌情参加国际会议及其筹备会议的审议工作。 

13. 未获参加上文第 12 段所述会议和首脑会议资格认可、但有兴趣的政府间组织可根据既定

资格认可程序向大会提出认可申请。 

四. 资格认可：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 

14. 《21 世纪议程》确定的非政府组织和主要群体、292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

政府组织和主要群体、获得参加上文第 12 段所列各会议和首脑会议资格认可的非政府组织和

主要群体以及对环境领域感兴趣并受邀参加以往各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会议的非政府组织和主要

群体可在登记后参加。 

15. 大会主席应考虑到透明度和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并适当注意性别均等，拟订一份可参加国

际会议和筹备会议的其他相关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科学界、私营部门和慈

善组织的名单，将拟议名单提交会员国供其在无异议基础上审议，293 并在筹备会议之前、无

论如何最迟于 2022 年 2 月提请大会注意名单，由大会就参加国际会议和筹备会议的名单作出

最后决定。 

16. 大会 2013 年 7 月 9 日第 67/290号决议第 15 段的规定应比照适用于此次国际会议及其筹备

进程。 

  

_______________ 

292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2年6月3日至14日，里约热内卢》，第一卷，《环发会议通过的决议》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3.I.8 和更正)，决议 1，附件二。 

293  该名单将包括拟议名单和最后名单。如果一个或多个联合国会员国或专门机构成员提出请求，应向大会主

席办公室和请求方公布任何异议的一般依据。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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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秘书处 

17. 国际会议秘书长将担任秘书处内部协调人，负责与两位主席和各位副主席的代表合作，为

国际会议组织工作提供支持。 

六. 文件 

18. 国际会议的正式文件将包括国际会议之前、期间和之后发布的文件。 

19. 建议国际会议通过一份报告，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程序性决定、会议记录的简要说明以及

关于国际会议工作和全体会议采取的行动的报告。 

20. 全体会议和领导力对话摘要也应列入国际会议报告。 

七. 国际会议各并行会议和其他活动的组织 

21. 如果场地允许，并行会议和其他活动，包括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会议和活动，应

与全体会议和领导力对话同时举行。如能够提供，将为这些会议提供口译服务。 

八. 会外活动 

22.国际会议与会方将举办会外活动，包括与国际会议主题相关的各项议题的简报会、研讨会、

讲习班和小组讨论会。安排这些活动的导则和这些活动的日历将在国际会议网站上提供。 

九. 媒体采访 

23. 秘书处全球传播部将为采访这次国际会议的记者准备新闻材料。此外，将定期发布关于全

体会议、领导力对话和其他活动成果的新闻稿。所有相关文件均将在国际会议网站上提供。 

24. 将向媒体区直播全体会议、领导力对话和新闻发布会实况。将公布特别媒体简报会和新闻

发布会的安排。 

 

 

第 75/327 号决议 

 

2021 年 9 月 13 日第 104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112/Rev.1 和 A/75/L.112/Rev.1/Add.1 未经表决而通

过，提案国为：几内亚(代表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和土耳其 
 

 

75/327. 秘书长关于促进非洲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所载建议的
执行情况 

 大会， 

 回顾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的报告，294 

大会 1998 年 12 月 7 日第 53/92 号决议和其后各年度决议，以及其关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295 

_______________ 

294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45 号》(A/56/45)。 

295 A/57/304，附件。 

https://undocs.org/zh/A/75/L.112/Rev.1
https://undocs.org/zh/A/75/L.112/Rev.1/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53/92
https://undocs.org/ch/A/56/45
https://undocs.org/ch/A/57/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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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决议，并回顾关于联合国同非洲联盟之间合作特别是两组织之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所

有决议和决定， 

 重申以往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所

有其他决议和成果文件，包括安全理事会关于非洲和平与安全、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关于

青年、和平与安全、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关于安理会在预防武装冲突方面作用、关于加强安

理会在预防冲突尤其是在非洲预防冲突方面所起作用的效力以及关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的决议， 

 又重申大会 2015 年 9 月 25 日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1

号决议，其中大会通过了一套全面、意义深远和以人为中心的具有普遍性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和具体目标，承诺做出不懈努力，使这一议程在 2030 年前得到全面执行，认识到消除

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消除极端贫困，是世界的最大挑战，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

少，并决心采用统筹兼顾的方式，从经济、社会和环境这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巩固实

施千年发展目标成果的基础上，争取完成它们尚未完成的事业， 

 还重申大会 2015 年 7 月 27 日题为“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第 69/313 号决议，该议程有助于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执行手段与具体政策和行动联系起来，也有助于应对挑战，在各级为可持续发展筹措资金和创

造有利环境， 

 回顾《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296 其中世界各国领导人重申致力于满足非洲的特殊

需求，并回顾大会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60/265号决议， 

 尤其确认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有能力消除非洲冲突的根源，确认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需要

提供支持，同时考虑到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在这方面所承担的责任，此外重申各国政府

和主管部门对建设和平负有主要责任， 

 回顾大会 2012 年 9 月 17 日第 66/293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设立一个监测机制，负责审查

对非洲发展所作承诺， 

 重申必须使国际支持与非洲国家自身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以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和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这包括但不限于工业化、平等获得工作机会、青年就业、

获得优质教育及高质量和有适应能力的基础设施、消除贫困、具有环境可持续性和气候适应能

力经济和社区以及减少不平等现象， 

 特别指出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必须继续努力在非洲预防和解决冲突，促进人权、民主、

法治和宪政秩序，同时继续发展非洲的能力，包括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的那些能力，特别是在

正摆脱冲突的国家， 

 再次承诺确保不容忍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及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和严重

违反人权法行为有罪不罚的情况，并确保通过国家司法机制和机构或者酌情通过区域或国际司

_______________ 

296 第 6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5
https://undocs.org/ch/A/RES/66/293
https://undocs.org/ch/A/RES/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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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机制依法调查此类违法行为并进行适当起诉和制裁，为此鼓励各会员国加强国家司法制度和

机构， 

 强调必须采取综合办法维持和平，尤其是通过预防冲突和消除所有冲突根源，包括为此加

强法治、善治、民主、问责、性别平等，强化尊重和促进人权与基本自由，以及致力消除经济

和社会差距、腐败、结构性不平等、武器非法贸易和扩散以及非法开采自然资源，从各个方面

促进非洲的和平、安全与发展，着重指出，通过经济发展，包括跨国和跨区域基础设施发展、

工业化、消除贫困、创造就业、实行农业现代化和促进创业，实现可持续、包容性社会经济发

展，对于保持非洲和平至关重要，表示有必要继续支持非洲国家，考虑到它们各自国内的优先

事项和需求， 

 知悉冲突地区卫生系统经常受到损害而且没有能力应对传染病暴发构成的威胁，因此，各

种传染病的暴发，尤其是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在受冲突影响地区构成

特殊挑战并对卫生紧急情况和危机的管理造成影响，强烈谴责针对医务人员和医疗设施的暴力

袭击和暴力威胁，这些袭击和威胁对有关国家的平民人口和医疗系统以及对邻近地区产生长期

后果，并对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重申需要使所有人，包括最脆弱群体，能够公平获得高质量、安全、有效和负担得起的

COVID-19 诊断、治疗、药物和疫苗，同时支持加强卫生系统以确保有效落实，尤其是在受冲

突影响地区，邀请发达经济体和有能力的所有国家继续、增加并加快向有需要的非洲国家提供

更多安全有效的疫苗，特别是通过获取COVID-19工具(ACT)加速计划、COVID-19疫苗全球获

取(COVAX)机制捐赠疫苗及酌情提供其他相关用品和援助，赞扬会员国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

同时强调 COVID-19 疫苗接种作为一种全球卫生公益的作用， 

 欢迎建设和平委员会开展的工作以及其在动员各方注意并承诺在国际建设和平工作中采取

战略性做法并保持一致性，确认在国别、区域和专题会议，包括在该委员会国别组合中所做的

宝贵工作， 

 重申 2020 年 12 月 21 日关于审查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的安全理事会第 2558(2020)号决议和

大会第 75/201 号决议，其中强调必须持续执行关于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的各项决议，重点关注

在外地一级产生的影响， 

 欢迎 2021年 3月以虚拟方式举行主题为“塑造非洲新常态：恢复得更强大，重建得更好”

的第二届阿斯旺可持续和平与发展论坛，会上强调必须优先重视受冲突影响国家的体制建设，

特别是考虑到 COVID-19 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 

 重申坚定地致力于加强国际合作，防止和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并重申任何恐

怖行为，不论其动机为何、在何时何地发生、由何人所为，都是不可开脱的犯罪行为，此外确

认会员国为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以及防止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必

须完全符合其根据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尤其是《宪章》所载宗旨与原则)及相关国际

公约和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包括与国际人权法、国际难民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相关的义务， 

 鼓励联合国系统、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在促进非洲和平、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上

增强与包括妇女和青年组织、学术界和研究机构在内的民间社会的互动，赞赏地注意到正在为

此作出的各项努力，包括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和建设和平委员会所作的努力， 

https://undocs.org/ch/S/RES/255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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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在 2021 年非洲对话系列期间与非洲联盟委员会和联合国教

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密切合作，举办庆祝非洲文化和历史高级别活动，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就其关于促进非洲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所载建议执行情况

提交的报告；297 

 2. 又表示注意到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给大会主席的信中所载 2021 年建设和平委员会首

次就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提出的咨询意见，进一步鼓励

建设和平委员会继续这一良好做法，以期加强合作和协同作用，支持消除非洲冲突的根源； 

 3. 回顾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及其第一个十年执行计划(2014-2023)获得通过，其中

概述了主要的非洲龙头项目、“快速道”方案、优先领域、具体目标以及非洲各级战略和政策

措施，并敦促进一步开展努力，支持该计划实施工作； 

 4. 欢迎非洲国家、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在预防冲突、建立和平、维持和平、建设和平

及发展方面取得进展，呼吁各国政府、非洲联盟、次区域组织、联合国系统和相关合作伙伴为

应对各种挑战而加紧努力，提供支持并协调行动，以期在实现非洲无冲突这个目标方面进一步

取得进展，并在这方面确认包括妇女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组织发挥重要作用； 

 5. 重申我们正共同走上以统筹兼顾的方式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包括为此本着全球团结一致的精神，在互信和各方全面受益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

作和建立伙伴关系，构建今世后代的共同未来，同时重点关注非洲国家的需要和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6. 确认非洲各国需要继续努力为包容性增长创造有利环境，以支持可持续发展，促请国

际社会在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加大支持力度并履行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承诺； 

 7. 敦促继续支持采取措施，应对在非洲消除贫穷和饥饿、创造体面就业及实现可持续发

展方面的各种挑战，其中酌情包括调动国内资源、减免债务、改善市场准入、区域一体化和非

洲内部贸易(包括通过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支持私营部门和创业、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

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以及按照共同商定的条件转让技术； 

 8. 敦促会员国致力于加强与非洲的公共卫生合作，支持非洲加强和改善卫生体系，亦即

通过开展能力建设； 

 9. 认识到气候变化、生态变化和自然灾害对非洲会员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其

中包括干旱、荒漠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退化、洪涝和粮食不安全，强调需要有适当的风

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战略，着重指出必须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而且有必要支持努力强化实施

旨在增强非洲适应能力的举措，特别是“非洲农业发展综合方案”及在非洲联盟委员会领导下

发起的其他倡议，例如“绿色长城与土地政策倡议”和非洲联盟《绿色复苏行动计划》，以及

非洲国家发起各项倡议，例如“非洲农业适应倡议”及“非洲安全、稳定和可持续性倡议”，

欢迎非洲联盟关于应对非洲大陆气候变化问题的举措；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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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重申必须有效促进和保护所有移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不论其移民

身份为何，并通过国际、区域或双边合作处理国际移民问题，确认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

在促进和保护所有移民人权方面的作用和责任，此外呼吁尊重非洲难民保护原则并解决难民困

境，包括为此支持开展努力，以消除难民流动的起因，实现难民自愿、体面、安全、持久回返

并重新融入社会，又呼吁尊重不推回非洲难民原则； 

 11. 重申 2018 年 12 月 10 日和 11 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政府间会议召开，并回顾这

次会议通过了《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又称《马拉喀什移民问题契约》)；298 

 12. 注意到非洲人口结构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强调必须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社会经济层

面并促进青年在决策进程中的进一步参与，重申青年对维护和促进和平与安全工作的重要而

积极贡献以及青年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发挥的作用，包括通过宣传和平，而这是维持和平

及建设和平努力可持续、包容和成功的一个关键方面，此外还关切地注意到儿童在非洲冲突

局势中的悲惨遭遇，特别是武装冲突各方非法招募和使用儿童行为、性暴力以及其他侵害和

虐待儿童行为； 

 13. 表示严重关切恐怖主义以及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对非洲和平、安全及社会和

经济发展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促请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相关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实体在其现有

任务范围内加强面向非洲会员国、非洲联盟和非洲各次区域组织的合作、援助和能力建设，同

时确保遵守国际法，并鼓励联合国系统和会员国支持开展努力，设立非洲联盟预防和打击非洲

境内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特别基金； 

 14. 促请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相关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实体在其现有任务范围内，通过执行

相关国际和区域条约及议定书，在打击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方面应请求加

强面向非洲会员国、非洲联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的合作、援助和能力建设，同时确保遵守国

际法，并在这方面尤其欢迎非洲的各项举措，即非洲联盟制定的《预防和打击非洲境内恐怖

主义行动计划》、设在阿尔及尔的非洲恐怖主义问题学习和研究中心、政府间发展管理局预防

和打击非洲之角暴力极端主义英才中心以及设在开罗的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反恐怖主义

中心； 

 15. 表示注意到在摩洛哥拉巴特和肯尼亚内罗毕设立了非洲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区域方案办

事处，欢迎它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还表示注意到现已设立这些办事处，负责预防和打击助

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并应有关会员国请求，在其同意情况下与其进行协调，加强对该

区域会员国的反恐培训和能力建设支持，以便在更靠近受益者地方交付方案，此外请反恐怖主

义办公室与从事反恐工作的相关地方、次区域和区域机构以及与相关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实体开

展密切协作，另外还请处理反恐问题的相关机构与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区域方案办事处协调，以

确保更新和定制培训材料与方案，同时强调需要按照其各自任务授权，在联合国所有此类实地

工作中坚持东道国同意原则，并与各自的东道国进行合作；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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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注意到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第十四届特别会议决定在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范围内，将《非洲联盟平息非洲枪炮声的实际步骤总路线图》的实施期限延长 10 年

(2021-2030年)，每两年进行一次定期审查，并决定将每年 9 月的非洲大赦月纪念活动和举办期

限延长 10 年(2021-2030 年)，促请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酌情加大力度支持非洲各国、非洲联

盟、非洲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和相关区域机制并与其加强合作，以如期实现这一目标； 

 17. 强调武器特别是小武器和轻武器向反叛武装团体、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的非法流动大

大加剧了非洲各地的不安全局势和暴力，破坏了社会融合、公共安全、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机

构正常运作，强调必须推动执行相关国际文书和加强执法机制，并在这方面敦促会员国采取有

效措施，全面消除冲突的所有根源，加倍努力有效遏制常规武器非法流入非洲和在非洲境内非

法流动，包括在国家一级采取必要步骤，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

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299 

 18. 强调指出极有必要采用区域方法预防冲突，包括采取早期行动应对不断加剧的冲突风

险和新出现的暴力冲突，特别是对于处理各种跨界问题，例如跨国有组织犯罪、贩毒、解除武

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方案，防止并打击非法开采和贩运自然资源及高价值商

品的行为，以及制止所有方面的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而言，并在这方面强调国家政府、非

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可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19. 注意到在一些武装冲突局势中，自然资源的非法开采、贩运和贸易导致此类冲突的爆

发、升级或持续，呼吁执行为支持防止非法开采自然资源而就这一问题通过各项决议； 

 20. 欢迎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规定并与联合国密切协调，

正在通过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努力加强其在非洲大陆维持和平行动中的能力，在这方

面注意到经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核可的《强化维持和平行动开罗路线图：从授权到撤

离》，认为它是非洲对推进与秘书长以行动促维和倡议有关的联合国维持和平改革努力的一个

贡献，此外还欢迎公报中的措辞，欢迎目前正在努力发展非洲大陆预警系统，加强非洲待命部

队的战备状态，并通过智者小组等手段增强调解能力和预防外交； 

 21. 确认建设和平委员会在确保接受审议的国家掌握本国建设和平进程的自主权以及确保

在接受审议的国家开展国际和区域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工作时以国家所确定优先事项为核心方

面所发挥的作用，欢迎该委员会作为一个专门的政府间咨询机构发挥桥梁作用，根据其任务规

定为联合国系统所有相关行为体以及国际和金融机构、各国政府代表、民间社会代表以及区域

和次区域组织牵线搭桥，以促进在国际建设和平努力中采取战略性做法和保持一致性，促请建

设和平委员会进一步强化其与非洲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关系，欢迎建设和平基金作为一个适

时、起催化作用、具有风险承受能力的机制参与强化联合国建设和平支助活动的影响力和连贯

一致，包括参与实施那些确认诸如萨赫勒等地区冲突所产生复杂动态和区域影响的跨界举措，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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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请整个联合国系统制定各种彼此连贯一致的跨界举措(包括国际金融机构供资)并消除区域紧

张状况和冲突的根本原因； 

 22. 在这方面回顾 2019 年 2 月 11 日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关于振兴和实施

《非洲联盟冲突后重建与发展政策》的 Assembly/AU/Dec.729(XXXII)号决定，同时使之其与不

断变化的建设和平与维持和平问题国际讨论以及非洲冲突后国家的实际需要保持一致，并促请

联合国系统和会员国支持巩固和平机制和进程，其中包括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非洲治理架

构、非洲联盟冲突后重建与发展框架和非洲联盟冲突后重建与发展中心，以全面促进预防冲

突、建立和平倡议、建设和平和冲突后重建； 

 23. 关切地注意到即使武装冲突行将结束，冲突中性暴力行为依然持续存在并可能增多，

敦促在执行关于保护和协助非洲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性暴力受害者的政策和准则方面取得进一

步进展，包括开展更为系统的监测和报告，注意到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相关决议，包括安理

会 2019 年 4 月 23 日第 2467(2019)号决议，鼓励参加联合国制止冲突中性暴力行动的各个实体

以及联合国系统其他相关部分协助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执行任务，包括在非

洲执行任务； 

 24. 再次呼吁按照安全理事会 2000 年 10 月 31 日第 1325(2000)号决议以及其后安全理事会

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各项决议，促进妇女全面、平等、有实质意义地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

及建设和平，回顾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持续作出努力，包括非洲联盟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特

使开展工作，确保处于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得到保护，又回顾《非洲人权和

民族权宪章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获得通过并生效，并回顾关于加强妇女在非洲大陆的

和平及预防冲突中作用的所有其他相关文书，在这方面回顾若干非洲国家实行了“妇女、和平

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并回顾非洲联盟的各项倡议，此外敦促为执行这些计划提供充分的国

际支持； 

 25. 确认非洲同行审议机制自成立以来在非洲国家改进治理和支持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作出

重要贡献，表示注意到非洲联盟国家元首会议在 2017年 1月通过关于重振非洲同行审议机制、

扩大该机制的监测和评价任务的决定，并邀请联合国系统和会员国自愿为重振该机制提供大量

财政和能力建设支助，推进其各项活动； 

 26. 敦促所有利益攸关方考虑确保为数字发展提供适当资金，并确保提供适当的执行手

段，包括加强非洲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支持增加国内资源分配； 

 27. 回顾其 2016 年 12 月 23 日题为“联合国-非洲联盟关于 2017-2027 年非洲一体化和发

展议程的新伙伴关系框架”的第 71/254 号决议获得通过，促请秘书长酌情提供可预测的支助，

以全面、有成效、有效率地执行该框架； 

 28. 又回顾 2013 年 5 月 26 日在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成立五十周年之际通过的庄严宣

言中申明，非洲领导人致力于实现非洲政治、社会和经济一体化议程及泛非主义和非洲复兴理

想，以及他们为实现非洲无冲突的目标所作的努力，表示随时愿意发挥促进作用，并促请各方

尤其是联合国相关实体协助实现这一目标； 

https://undocs.org/ch/S/RES/2467(2019)
https://undocs.org/ch/S/RES/1325(2000)
https://undocs.org/ch/A/RES/7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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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促请联合国系统和会员国、双边和多边伙伴以及新伙伴迅速兑现承诺，为全面迅速地

执行关于非洲发展需求的政治宣言300 的各项规定以及落实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和非洲联盟

《2063 年议程》提供支持； 

 30. 欢迎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第四次联合

国-非洲联盟年度会议，并再次承诺继续深化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处理和平与安全、可持

续发展和人权问题以及执行《2063 年议程》方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31. 请秘书长继续进行监测，并每年向大会报告在促进非洲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方面长

期存在和新出现的挑战，包括冲突的根源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以及联合国系统所采取的

做法和给予的支持。 

 

 

第 75/328 号决议 

 

2021 年 9 月 13 日第 104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5/L.136 和 A/75/L.136/Add.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

为：肯尼亚(代表属于非洲国家组的联合国会员国)、新加坡、泰国、土耳其 
 

 

75/328. 巩固成果，加紧努力到 2030 年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防治
和消除疟疾 

 大会， 

 重申《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301 包括会员国到 2030 年消除疟疾的决心，并重申《第

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302 

 回顾大会宣布 2001-2010 年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减少疟疾十年，303 以及防治艾滋病

毒/艾滋病、疟疾、结核病和其他疾病已被列入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内的国际商定发展目

标， 

 又回顾 2020 年 9 月 11 日第 74/305号决议和之前所有关于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防治疟

疾的决议， 

 还回顾世界卫生大会 2007 年 5 月 23 日第 60.18 号决议和 2011 年 5 月 24 日第 64.17 号决

议，其中敦促广泛采取国家和国际行动扩大疟疾防治方案，304 回顾 2008年 5月 24日关于监测

_______________ 

300 第 63/1号决议。 

301 第 70/1号决议。 

302 第 69/313号决议，附件。 

303 见第 55/284号决议。 

304 见世界卫生组织，WHASS1/2006‑WHA60/2007/REC/1 和 WHA64/2011/REC/1 号文件。 

https://undocs.org/zh/A/75/L.136
https://undocs.org/zh/A/75/L.136/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4/305
https://undocs.org/ch/A/RES/63/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RES/55/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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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卫生有关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的第 61.18 号决议305 和 2015 年 5 月 22 日关于 2016-2030

年全球防治疟疾技术战略和指标的第 68.2 号决议，306 

 赞赏地回顾 2016年 7月 10日至 18日在基加利举行的非洲联盟第二十七届首脑会议通过了

《非洲到 2030 年消除艾滋病、结核病和消灭疟疾促进框架》， 

 回顾大会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获得通过，307 并在这方面注意

到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影响， 

 又回顾非洲领导人在《2015 年后发展议程非洲共同立场》中承诺消除疟疾这一流行病，

为此确保人人公平获得优质医疗保健，改善卫生系统和卫生筹资， 

 铭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防治疟疾和腹泻疾病的各项相关决议，特别是 1998 年 7 月 30

日第 1998/36 号决议， 

 回顾非洲统一组织和非洲联盟通过的关于卫生问题、特别是与疟疾有关的宣言和决定，包

括《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和其他有关传染病的阿布贾宣言》，其中承诺将国家预算的

至少 15%划拨给卫生部门；2006 年 5 月 2 日至 4 日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阿布贾举行

的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问题特别首脑会议发布“关于加速行动以在非洲普及艾滋

病毒和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防治服务的阿布贾呼吁”；2010 年 7 月 25 日至 27 日在坎帕拉举

行的非洲联盟大会第十五届常会决定将阿布贾呼吁延长至 2015 年，以使其与千年发展目标保

持同步；2013 年 7 月 12 日至 16 日在阿布贾举行的非洲联盟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

问题特别首脑会议的宣言， 

 确认非洲领导人防治疟疾联盟发挥领导作用并继续承诺帮助到 2030 年根除疟疾，鼓励该

联盟成员继续在最高级别发挥政治领导作用，以在非洲开展疟疾防治工作， 

 回顾 2018年 7月 1日和 2日在努瓦克肖特举行的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第三十

一届常会作出认可“根除疟疾从我做起”运动的决定，这场覆盖整个非洲大陆、面向公众的运

动效法塞内加尔的成功经验，以期让每个国家每个部门的每个人都参与防治和消除疟疾， 

 又回顾 2017 年 7 月 3 日和 4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第二十九届常会通过的决定，其中核可了 200 万社区卫生工作者倡议，并请联合国艾滋病毒/

艾滋病联合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合作伙伴(例如二十国集团)支持和促进该倡议的实施

工作， 

 还回顾英联邦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于 2018 年 4 月在伦敦举行，成员国在会上承诺到

2023年将英联邦国家的疟疾减半，包括利益攸关方在履行防治和消除疟疾方面的新承诺中矢言

筹集 40 亿美元， 

_______________ 

305 见世界卫生组织，WHA61/2008/REC/1 号文件。 

306 见世界卫生组织，WHA68/2015/REC/1 号文件。 

307 第 71/3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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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亚太领导人防治疟疾联盟发挥领导作用并承诺到 2030 年在亚太区域消除疟疾，鼓励

联盟成员继续在最高级别发挥政治领导作用，以在该区域开展疟疾防治， 

 回顾为及时有效地应对卫生突发事件，于 2017 年 1 月启动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建

立预警和应急监测系统，应对突发事件，建设能力，提供技术专门知识， 

 重申 2015 年 5 月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2016-2030 年全球防治疟疾技术战

略》308 以及 2015 年 7 月 13 日至 16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上

启动的旨在消除疟疾的遏制疟疾伙伴关系《2016-2030 年消除疟疾行动和投资计划》，这两份文

件共同为按照《2030 年议程》到 2030 年把全球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至少 90%提供框架， 

 又重申世界卫生组织在 2013 年 4 月推出东南亚大湄公河次区域紧急应对青蒿素耐药性问

题行动框架， 

 还重申 1978 年 9 月 6 日至 12 日在阿拉木图举行的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通过的《阿拉木

图宣言》及其在启动世界卫生组织人人享有健康愿景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 

 回顾当前为实现 2000年 4月 24日和 25日在阿布贾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

脑特别会议所订具体目标而进行的各项努力相互关联，而且对于到 2010 年和 2015 年分别实现

“减少疟疾”目标309 和千年发展目标的各项具体目标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并在这方面欢迎

会员国承诺满足非洲的具体需求， 

 肯定全球疟疾防治工作在 2000 年至 2015 年取得显著进展，东南亚、非洲和美洲的死亡率

在此期间分别下降 44%、37%和 27%，但又关切地指出，近年来一些国家、特别是疟疾负担沉

重的国家的死亡率呈停滞趋势，全球疟疾防治界需要更加重视向消除疟疾难度最大的国家提供

支持， 

 确认在负担最重的国家不断扩大面向 5 岁以下儿童的疟疾、肺炎和腹泻社区病例综合管

理，以及加强疟疾预防工具综合交付系统，将是一个符合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在卫生

系统得到进一步加强之前缩小系统差距，310 同时还有助于覆盖染疟风险最高的人群， 

 回顾千年发展目标 6 下的减少疟疾具体目标业已实现，2000 年至 2015 年期间全球发病率

下降 18%，每 1 000 名有风险人口的发病率从 76 例下降至 63 例， 

 确认非洲在扭转疟疾负担方面已取得重大成果，例如 2000 年至 2015 年期间疟疾发病率下

降 42%，疟疾死亡率下降 66%，311 

_______________ 

308 见世界卫生组织，WHA68/2015/REC/1 号文件。 

309 见 A/55/240/Add.1，附件。 

310 见 A/71/881，第 39 段。 

311 见世界卫生组织《2016 年世界疟疾报告》。 

https://undocs.org/ch/A/55/240/Add.1
https://undocs.org/ch/A/7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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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非洲部分地区通过政治参与和可持续的国家防治疟疾方案，在减轻沉重疟疾负担方面

取得进展，以及在实现世界卫生大会、旨在消除疟疾的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和《非洲减少疟疾阿

布贾宣言》制订的 2015 年防治疟疾目标方面取得成功，312 

 又肯定由于各国致力于改善获得药品和医疗保健服务的情况及坚持开办预防方案，拉丁美

洲在降低疟疾发病率方面取得进展，21 个国家中有 15 个国家到 2015年把发病率降低 75%，疟

疾死亡人数自 2000 年以来大幅下降 79%， 

 确认尽管对疟疾防治的全球和国家投资增加，在减轻许多国家的疟疾负担方面取得很大成

果，并确认一些国家正在朝消除疟疾的方向迈进，但许多国家的疟疾防治负担仍然很重，令人

无法接受，这些国家若要实现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内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就必须迅速加强

疟疾防控工作，而这些工作又严重依赖药物和杀虫剂，由于对抗疟药剂产生耐药性、蚊子对杀

虫剂产生耐药性以及蚊子转为室外叮咬和休息，药物和杀虫剂的效用不断受到威胁， 

 意识到近期在防控工作方面取得的成就尚不稳固，只有通过进行足够、持久的国家和国际

投资，为全球防治疟疾工作提供充足资金，才能得以保持这些成就， 

 对大量民众仍然无法获得药品感到遗憾，并特别指出，改善药品获得可每年拯救数百万人

的生命， 

 确认各种假冒伪劣药品、疟疾诊断手段薄弱以及病媒控制产品质量低下构成严重挑战， 

 表示关切疟疾不断引起发病、死亡和致残，并回顾正当各国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着力实

现《2016-2030 年全球防治疟疾技术战略》和《2016-2030 年消除疟疾行动和投资计划》中提出

的到 2030 年把疟疾死亡率降低 90%的目标之际，需要作出更大努力， 

 意识到需要作出协调一致的全球努力，到 2030 年大幅减少疟疾传播、发病率和死亡率，

并实现《2016-2030 年全球防治疟疾技术战略》中提出的各项具体目标， 

 认识到可以通过多管齐下的对策加快取得进展，为此扩大目前现有的拯救生命干预措施，

把疟疾作为一个更高的政治优先事项并将疟疾防治视为卫生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强问责，

强化区域和跨界协作，确保最大限度地发展和使用新工具和新办法， 

 严重关切疟疾给全世界带来的卫生负担，据报告仅在 2018 年就发生 2.28 亿起病例并造成

405 000 人死亡，313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尤为严重，该地区约占死亡人数的 94%，其中幼儿

居多， 

 表示注意到《2020年世界疟疾报告》，其中回顾了过去 20年中有助于制定全球防治疟疾对

策的主要阶段性成果以及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疟疾的影响， 

_______________ 

312 见 A/55/240/Add.1，附件。 

313 见世界卫生组织《2019 年世界疟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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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关切儿童在全球范围内每年与疟疾相关的死亡人数中占近 70%，并注意到撒哈拉以南

非洲的疾病中度和高度传播地区约有 1 100 万孕妇在 2018 年感染疟疾(约占该区域所有孕妇的

29%)，导致近 90 万儿童出生时体重不足——这是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 

 确认“高负担到高影响”倡议作为一种国家主导的做法可以再次启动进展步伐并重回正

轨，在高负担国家实现《2016-2030 年全球防治疟疾技术战略》的各项目标， 

 严重关切 COVID-19 疫情对医疗卫生系统和疟疾的影响，据世卫组织的一项模拟分析预

测，由于驱虫蚊帐运动受到严重干扰和缺乏抗疟药物，202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与疟疾相关的死

亡人数可能增加一倍， 

 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关于支持各国努力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安全维持疟疾服务的指导

意见，尤其是旨在消除疟疾的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对各国提供业务支持，以期维持计划在长效驱

虫蚊帐、季节性疟疾化学预防和室内滞留喷洒方面开展的运动，同时为控制 COVID-19 疫情保

持社交距离，解决与病例管理有关的缺货和瓶颈问题， 

 强调必须加强卫生系统，有效地坚持防治和消除疟疾工作，认识到现在有各种机会，通过

在提供预防性医疗保健服务以及消除疟疾和被忽视的热带病的传播方面采取综合做法，控制各

种病媒传播疾病，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3.3)方面取得更大进展，并能够对其他卫生

问题和紧急情况采取适当对策，包括在昆虫学和病媒控制方面进行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投资， 

 认识到迫切需要在所有疟疾流行区域加强疟疾监测和提高数据质量，以准确衡量进展，防

止疟疾卷土重来，有针对性地使用资源，特别是在对治疗和预防措施的耐抗性日益严重的情况

下，并认识到需要筹集更多资金来加强国家和区域监测系统，支持分享和分析最佳做法，以应

对方案所面临的紧迫挑战，改进监测和评价，定期进行财务规划和差距分析， 

 确认可以把扩大疟疾防治干预措施作为切入点，更广泛地加强卫生系统，包括妇幼保健服

务和实验室服务，并建立更强大的卫生信息和疾病监测系统，此举将进一步有助于进行有效的

疟疾病例管理， 

 赞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旨在消除疟疾的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全球抗击艾

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世界银行和其他合作伙伴多年来为防治疟疾作出努力， 

 注意到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是防治和消除疟疾的主要多边供资方，消除疟

疾方面的持续进展将尤其有赖于全球基金的成功充资以及继续在国家一级优先重视疟疾防治，

以维持和扩大疟疾防治干预措施，实现《2030 年议程》的具体目标， 

 又注意到现有的双边捐助方为防治和消除疟疾方面的进展作出重大贡献，并认识到其他捐

助国需要在防治疟疾方面增加投资，包括增加官方发展援助， 

 认识到疟疾流行国承诺防治这一疾病，并认识到这些国家需要进一步增加为防治这一疾病

提供国内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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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欢迎秘书长转递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314 并呼吁为执行报告所载各项建议提供支

持； 

 2. 呼吁加大支持力度，以落实有关防治疟疾的各项国际承诺和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目

标 3 具体目标 3.3和世界卫生组织《2016-2030 年全球防治疟疾技术战略》中提出的有关目标； 

 3. 鼓励疟疾流行国增加为防治这一疾病提供的国内资源，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建

议审查和加强国家战略计划，将这些计划牢固地纳入国家卫生部门和发展计划； 

 4. 又鼓励疟疾流行国在防治疟疾方面采取多部门办法，利用全政府参与办法全面应对疟

疾防治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决定因素，并加强与其他发展优先事项的协同作用，包括逐步实现

全民健康覆盖，并确认几个国家设立消除疟疾理事会和基金，为各国如何实施这一方法提供范

例； 

 5. 还鼓励疟疾流行国扩大疟疾预防、诊断和治疗的覆盖范围，尽可能利用现有渠道提供

综合服务，并通过加强各个系统满足地方社区的需求； 

 6. 促请会员国在发展伙伴支持下，普遍提供在疟疾预防、诊断和治疗方面已有的拯救生

命工具，特别是采取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一揽子核心干预措施，315 并通过加强相互合作等

方式，确保全部有染疟风险者，特别是弱势或处境困难的人群和边远地区的民众，都能公平获

得医疗保健服务；316 

 7. 鼓励会员国、联合国系统相关组织、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继

续在 4 月 25 日举办世界防治疟疾日活动，以使公众更好地了解和认识疟疾预防、控制和治疗

工作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并强调指出让地方社区参与这方面工作的重要性； 

 8. 确认迫切需要全面优化现有的卫生筹资，包括通过使用监测手段支持疟疾防治，以提

高方案的影响力和效率，同时还认识到，若要实现《2016-2030 年全球防治疟疾技术战略》中

提出的到 2021 年每年 64 亿美元的阶段性目标，就应大幅增加供资； 

 9. 又确认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提供财政支助的承诺，并认识到需要大量增加财政支助，

以实现《2016-2030 年全球防治疟疾技术战略》的具体目标，把每年的投资从 2017 年的 31 亿

美元增加到 2030 年的 87 亿美元； 

 10. 欢迎作出提供财政支助的承诺，同时确认国际社会需要通过多边和双边供资以及私营

部门供资，并通过与各国优先事项保持一致、适当有效的援助模式和国内卫生筹资机制提供可

预测资金，为实现消除疟疾目标提供额外经费、采取疟疾防治干预措施以及开展预防、诊断和

控制工具的研发，这对于加强卫生系统(包括疟疾监测)以及对于促进人人公平获得高质量疟疾

_______________ 

314 A/75/854。 

315  这一揽子核心干预措施包括有质量保证的病媒控制、化学预防和诊断测试和治疗，可以大幅降低发病率和

死亡率(见《2016-2030 年全球防治疟疾技术战略》第 36 段)。 

316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疟疾规划呼吁，普遍获得预防、诊断和治疗以及公平地获得各种服务也是《2016-2030 年

全球防治疟疾技术战略》的关键支柱。 

https://undocs.org/ch/A/7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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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诊断和治疗服务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注意到，对有染疟风险者的人均外部援助保持在较

高水平与疟疾发病率下降有关； 

 11. 敦促国际社会、联合国机构及私营组织和基金会支持实施《2016-2030 年全球防治疟

疾技术战略》，包括通过支持具有补充作用的《2016-2030 年消除疟疾行动和投资计划》以及支

持国家一级的方案和活动，以实现与疟疾防治有关的国际商定目标； 

 12. 促请国际社会继续支持旨在消除疟疾的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和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

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内的伙伴组织，将其作为支持疟疾流行国防治疟疾工作的重要补

充； 

 13. 敦促国际社会本着合作精神，努力切实、统一、持久地为防治疟疾提供更多可预测的

双边和多边援助和研究，包括支持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以协助各国特别是疟

疾流行国持久、公平地实施稳健的国家计划，特别是医疗保健计划和环卫计划，包括有证可

循、成本效益高和适合具体情况的环境管理解决方案等防治和消除疟疾战略和儿童疾病的综合

防治，以除其他外推动加强区级卫生系统发展做法； 

 14. 促请国际社会协助疟疾流行国加强其医疗卫生系统、药品生产和医疗卫生人力资源，

实现全民健康覆盖； 

 15. 呼吁疟疾防治合作伙伴只要因资金、供应链和交货出现瓶颈，在国家一级造成长效驱

虫蚊帐、室内滞留喷洒灭虫喷剂、快速诊断检测和青蒿素类联合疗法断货时，随时消除瓶颈，

包括通过加强国家一级的疟疾方案管理； 

 16. 欢迎会员国集团自愿采取创新筹资举措，协助筹集更多可预测的研发资金，在这方面

注意到国际药品采购机制(UNITAID)、国际免疫融资机制、疫苗捐助预先市场承诺、全球疫苗

和免疫联盟的贡献，并表示支持创新发展筹资领导小组及其创新保健筹资专责小组的工作； 

 17. 敦促疟疾流行国努力实现财政可持续性，增加国家划拨给疟疾防治工作的资源，创造

有利于同私营部门合作的条件，以增加获得优质疟疾防治服务的机会，增进与其他发展优先事

项的协同增效，包括加强卫生系统及协同发展伙伴实施有效的病媒控制对策，317 为实现全民

健康覆盖作出贡献； 

 18. 敦促会员国评估和满足各级卫生系统的综合人力资源需求，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酌情采取行动以有效管理技能娴熟的医疗保健人员的招聘、培训和留用，并随着疟疾防治方案

资金的增加，特别着重提供技能娴熟的各级人员以满足技术和业务需要； 

 19. 强调指出必须改善社区防治疟疾系统，铭记在儿童发烧时有效健康护理往往从家庭开

始，并鼓励疟疾流行国通过培训和部署社区医疗保健人员，特别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采取这一

做法，扩大公共卫生服务的覆盖范围，并扩大对疟疾、肺炎和腹泻的社区病例综合管理，把重

点放在 5 岁以下儿童； 

_______________ 

317 见 A/72/822，第 44 段。 

https://undocs.org/ch/A/7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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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申明与社区领袖以及包括非政府组织、医疗保健工作人员和志愿人员在内的执行伙伴

密切合作，是疟疾防治取得成功的根本性因素，并促请会员国协同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医疗

保健服务提供方提供以人为本的综合社区服务，继续努力与非政府合作伙伴、医护人员和志愿

人员协作，落实基于社区的做法，以服务于边远偏僻地区的民众； 

 21. 促请会员国扩大药品获得，并强调在患病时以及在预防、治疗和控制疾病时获得可负

担的优质药品和医疗服务的机会，对于实现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至关重要； 

 22. 敦促国际社会除其他外支持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的工作，使之能够满

足其资金需求，并通过国家主导并获得国际社会充分支持的举措，进一步普及可负担、安全、

有效的抗疟治疗，包括青蒿素类联合疗法、孕妇及五岁以下儿童和婴儿间歇预防性疗法、适当

的诊断设施、长效驱虫蚊帐，包括酌情免费发放这种蚊帐，并酌情进一步普及用来防治疟疾的

室内滞留喷洒灭虫喷剂，同时考虑到相关的国际规则，包括《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

尔摩公约》318 的标准和指导方针； 

 23. 敦促相关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进一步协助各国政府

作出努力，在疟疾流行国、特别是非洲国家尽快普及疟疾防治干预办法，以满足全部有风险人

口、尤其是儿童和孕妇的需求，同时适当注意确保长效驱虫蚊帐等干预办法的正确使用，并确

保通过社区的充分参与而获得可持续能力和通过卫生系统加以落实； 

 24. 促请会员国、特别是疟疾流行国在国际社会的支助下，制订和(或)加强国家政策、行

动计划和研究，以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建议，进一步努力实现有关疟疾防治的国际商定

目标； 

 25. 赞扬一些非洲国家实施 2000 年阿布贾首脑会议关于对蚊帐和防治疟疾所需其他产品

减免税收和关税的建议，319 并鼓励其他国家采取这一做法； 

 26. 促请各联合国机构及其合作伙伴继续提供必要的技术支助，建立和增强会员国实施

《2016-2030 年全球防治疟疾技术战略》和《2016-2030 年消除疟疾行动和投资计划》的能力，

以实现国际商定目标； 

 27. 表示深为关切世界上数个区域正在出现药物和杀虫剂耐药性，促请会员国在世界卫生

组织和其他合作伙伴的支持下，执行《控制青蒿素耐药性全球计划》和《疟疾病媒的杀虫剂耐

药性管理全球计划》，加强和落实监测系统，以监测和评估药物和杀虫剂耐药性不断变化的规

律，促请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会员国拟订杀虫剂耐药性管理国家战略，协调国际层面对各国的支

持，确保全面开展药物疗效和杀虫剂耐药性测试，以更好地使用青蒿素类联合疗法和杀虫剂，

并强调指出应利用收集的数据为地方决策提供依据，以及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安全有效的疗法及

新的病媒控制手段； 

_______________ 

31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56 卷，第 40214 号。 

319 见 A/55/240/Add.1，附件。 

https://undocs.org/ch/A/55/240/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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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敦促所有会员国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禁止销售和使用口服青蒿素类单一疗法，

代之以口服青蒿素类联合疗法，并建立必要的财政、立法和监管机制，从而在公共和私营设施

内以可负担的价格推行青蒿素类联合疗法； 

 29. 认识到必须为防治疟疾开发安全、可负担、符合成本效益的疫苗、新药和诊断手段，

并认识到需要按照严格标准进一步开展并加快研究，包括对安全、有效和优质疗法的研究，尤

其是为此支持热带病研究和训练特别方案，320 建立有效的全球伙伴关系(例如各种疟疾疫苗举

措和抗疟新药研发公司)，在必要时为确保进行这些开发而提供新的奖励措施，并为新的防治

疟疾药物及其联合疗法的资格预审提供及时有效的协助； 

 30. 又认识到创新在消除疟疾挑战方面的重要性，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特别是其 Re: 

Search 平台的作用； 

 31. 促请国际社会，包括通过现有的伙伴关系，增加投资和加大力度，研究如何充分利用

现有工具，开发和批准与疟疾有关的安全和可负担的新药、新产品和新技术，例如疫苗、快速

诊断检测、杀虫剂及其使用方法，以预防和治疗疟疾，特别是对于面临风险的儿童和孕妇而

言，并测试各种综合办法，以提高功效和推迟耐药性的产生； 

 32. 促请疟疾流行国确保为研究机构提供有利条件，包括酌情划拨足够资金以及制订国家

政策和法律框架，以便除其他外为有关疟疾防治的政策制订和战略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33. 重申各方有权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 2003

年 8月 30日关于执行《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第 6段的

决定以及 2017 年 1 月生效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 31 条最新修正案所载各项条

款，后者为保护公共健康，特别是为促进人人获得药品的机会提供了灵活性，并鼓励在这方面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呼吁广泛、及时地接受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 2005 年 12 月 6 日决定

中提出的《协定》第 31 条修正案，同时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新药开发的重要性； 

 34. 确认世界卫生大会 2008 年 5 月 24 日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

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对疟疾防治至关重要；321 

 35. 促请疟疾流行国、发展伙伴和国际社会以杀虫剂抗药性研究为指导并按照世界卫生组

织关于长效驱虫蚊帐使用寿命的建议及时替换此类蚊帐，以防止出现疟疾卷土重来并迄今取得

的成果发生逆转的风险，并进一步在蚊帐标准化方面取得进展，以降低蚊帐生产成本； 

 36. 注意到科学界和私营部门的重要贡献，并强调指出各种新产品(例如改良型诊断工

具、更有效的药品和疫苗、新的杀虫剂和更耐用的驱虫蚊帐)对于确保这一疾病的防治工作取

得持续进展至关重要；322 

_______________ 

32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联合方案。 

321 见世界卫生组织，WHA61/2008/REC/1 号文件。 

322 见 A/73/853，第 48 段。 

https://undocs.org/ch/A/7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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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促请国际社会支持通过各种途径，让更多人可以获得有效、可负担、安全的产品和治

疗，例如室内滞留喷洒、长效驱虫蚊帐等病媒控制措施，包括为此在疟疾流行国、特别是非洲

国家免费发放这种蚊帐、提供适当的诊断设施、为孕妇及 5 岁以下儿童和婴儿提供间歇性预防

疗法以及为有感染恶性疟原虫风险的民众提供青蒿素类联合疗法，其中包括增加资金和采用创

新机制，尤其是酌情为青蒿素的生产和采购提供经费并扩大其规模，以满足更大的需求； 

 38. 确认旨在消除疟疾的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影响力，并欢迎疟疾控制和预防方面的公私

伙伴合作水平得到提高，包括在非洲开展业务的私营部门伙伴和公司提供捐款和实物捐助，以

及非政府服务提供方扩大参与，包括设立各种消除疟疾基金； 

 39. 鼓励长效驱虫蚊帐和杀虫剂生产商加快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并邀请世界银行和区

域发展基金考虑支持在疟疾流行国建立工厂，以酌情扩大长效驱虫蚊帐和杀虫剂以及抗疟药物

和诊断手段的生产； 

 40. 促请会员国和国际社会，特别是疟疾流行国，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现行指导方针和建

议以及《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中有关滴滴涕等的规定，充分了解世界卫

生组织的技术政策和战略以及《斯德哥尔摩公约》的条款，包括有关室内滞留喷洒、长效驱虫

蚊帐和病例管理、孕妇及五岁以下儿童和婴儿间歇性预防疗法、青蒿素类联合疗法活体耐药性

研究监测、杀虫剂耐药性监测和管理以及室外疟疾传播的规定，并提高能力，以便按照国际规

则、标准和指导方针，登记和使用新的病媒控制工具，安全、有效和审慎地使用室内滞留喷洒

和其他病媒控制办法，包括质量控制措施； 

 41. 请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各捐助机构向那些仍在使用滴滴涕作为室内滞

留喷剂的国家提供支助，以确保滴滴涕的使用符合国际规则、标准和指导方针，并向疟疾流行

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支助，以有效管理这一干预措施和防止一切污染，特别是防止用作室内滞留

喷剂的滴滴涕和其他杀虫剂对农产品造成污染； 

 42. 确认推进全球防治工作必须采取多部门战略，邀请疟疾流行国考虑通过和执行由旨在

消除疟疾的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定的《多部门方式防治疟疾行动框架》，

并鼓励在各级公共和私营部门开展区域协作和部门间协作，特别是在教育、卫生、农业、经济

发展和环境领域，以推进防治疟疾的目标； 

 43. 又确认需要在所有流行地区加强疟疾监测和提高数据质量，这对于后续落实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 3相关的具体目标 3.3及审查其进展情况至关重要，也是《2016-2030年全球防治疟疾

技术战略》的一个关键支柱，从而使会员国能够将财政资源用于需求最迫切的民众，有效应对

疾病暴发，特别是在对治疗和预防措施的耐抗性日益严重的情况下； 

 44. 促请会员国和国际社会加强以国家为基础的技术援助协调机制，以在执行世界卫生组

织技术指导意见的最佳做法方面实现协调一致，并动员对分享和分析最佳做法的支持，以应对

紧迫的方案挑战，改进监测和评价，并定期进行财政规划和差距分析； 

 45. 鼓励各区域特别是非洲、亚太和拉丁美洲区域彼此分享控制和消除疟疾方面的知识、

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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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促请国际社会支持加强卫生系统和国家农药和(或)药品政策及国家药物和农药监管机

构，监测和打击低劣抗疟药品、农药和(或)蚊帐等假冒伪劣医疗用品的买卖，防止经销和使用

假冒伪劣医疗用品，并支持协调努力，特别是为遵守关于农药使用的现有承诺和国际条例提供

技术援助，改进监督、监测和评价系统，使之与国家计划和国家系统保持一致，以便更好地跟

踪和报告覆盖范围的变化、推广建议采取的干预措施的必要性以及之后减轻疟疾负担的情况； 

 47. 鼓励会员国、国际社会和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所有相关行为体，按照符合世界卫生组

织技术建议的国家政策和行动计划以及近期努力和举措，其中酌情包括按照对作出承诺国的努

力作出重要贡献的《援助实效问题巴黎宣言》、2008 年 9 月 2 至 4 日在阿克拉举行的第三次援

助实效问题高级别论坛通过的《阿克拉行动议程》323 和有效发展合作釜山伙伴关系，以及第

二届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324 推动协调开展与疟疾有关的活

动并提高活动的质量； 

 48. 认识到需要作出政治承诺和提供财政支持，以维持和扩大在疟疾防治方面取得的成

就，并通过努力防控疟疾来消除这一流行病，实现国际疟疾防治目标，同时肯定迄今在防治疟

疾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 

 49. 促请所有会员国在 COVID-19 疫情期间确保疟疾和其他方面的基本服务得以持续，并

吸取经验教训，努力建立具有适应力、可持续的医疗卫生系统； 

 50. 请秘书长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密切协作并与会员国协商，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报

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_______________ 

323 A/63/539，附件。 

324 第 73/291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63/539
https://undocs.org/ch/A/RES/73/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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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281 号决议 

 

2021 年 5 月 24 日第 69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413/Add.1，第 6 段)1 未经表决而通过 
 

 

75/281. 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查 

 大会， 

 回顾其 1965 年 2 月 18 日第 2006(XIX)号决议和所有其他有关决议， 

 特别回顾其 2020 年 6 月 18 日第 74/277号决议， 

 申明联合国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努力，包括通过其维持和平行动所作努力，是不可或缺

的， 

 深信联合国需要继续提高其在维持和平领域的能力，并加强其维持和平行动的切实有效和

高效率部署， 

 考虑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对维持和平作出的贡献， 

 注意到会员国，特别是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广泛表示，有意对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工

作作出贡献， 

 铭记继续有必要保持特别委员会工作的效率并加强其效力， 

 1. 欣见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2 

 2. 认可特别委员会报告第五章中所载提案、建议和结论； 

 3. 敦促会员国、秘书处和联合国有关机关采取一切必要步骤，落实特别委员会的提案、

建议和结论； 

 4. 重申，今后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派遣人员或今后连续三年作为观察员参加特别委员

会的会员国，在向特别委员会主席提交书面请求后，即可成为特别委员会下届会议成员； 

 5. 决定特别委员会应根据其任务规定，继续努力对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进行

全盘审查，并应审查其以前各项提案的落实情况和审议任何新的提案，以提高联合国在此领域

履行职责的能力； 

 6. 请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提交工作报告； 

 7. 决定将题为“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查”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六

届会议临时议程。 

_______________ 

1 报告中建议的决议草案由下列提案国在委员会提出：阿根廷、加拿大、埃及、日本、尼日利亚和波兰。 

2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9 号》(A/75/19)。 

https://undocs.org/zh/A/75/413/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2006(XIX)
https://undocs.org/ch/A/RES/74/277
https://undocs.org/ch/A/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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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242 B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665/Add.1，第 6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5/242. 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B1 

 大会， 

 回顾其 2020 年 6 月 30 日第 74/249 B号和 2020 年 12 月 31 日第 75/242号决议， 

 审议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12 个月期间的财务报告

和已审计财务报表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报告、2 秘书长关于审计委员会就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

财务期间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所提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3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的相关报告，4 

 1. 表示注意到审计委员会报告所载审计意见和结果，认可报告所载建议； 

 2.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 

 3. 赞赏审计委员会提出质量上乘、格式简化的报告； 

 4. 重申审计委员会可就本组织的财务程序、会计制度、内部财务控制及其总体行政和管

理的效率发表意见，并确认审计委员会的建议是以审计委员会作为独立审计员的身份提供给秘

书长的，对秘书长所提建议的接受并不否定大会现有的特权和立法责任； 

 5. 注意到审计委员会关于维持和平行动的报告中有某些事项涉及政策事项，并重申会员

国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在政策事项上的专属职权； 

 6.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审计委员会就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务期间联合国维持和平

行动所提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7. 请秘书长确保迅速及时地充分执行审计委员会的各项建议以及行预咨委会的有关建

议； 

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纪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9 号》(A/75/49)第一卷第六节中的第 75/242 号决议成为第 75/242 

A 号决议。 

2 《大会正式纪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5 号》(第二卷)(A/75/5 (Vol. II))。 

3 A/75/793。 

4 A/75/829。 

https://undocs.org/zh/A/75/665/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4/249B
https://undocs.org/ch/A/RES/74/249B
https://undocs.org/ch/A/RES/74/249B
https://undocs.org/ch/A/RES/75/242
https://undocs.org/en/A/75/49%20(vol.%20I)
https://undocs.org/ch/A/RES/75/242
https://undocs.org/en/A/RES/75/242
https://undocs.org/ch/A/75/5(Vol.II)
https://undocs.org/ch/A/75/793
https://undocs.org/ch/A/7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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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强调审计委员会与行政当局在进行审计和编写各自报告时进行畅通无阻的沟通与合作

对于大会作出知情决策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9. 回顾其 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 号决议第三节第 43 段，请秘书长继续加强问责、

监督和内部控制，包括在各维持和平特派团的采购和资产管理领域； 

 10. 请秘书长继续说明执行审计委员会建议的预计时限和执行建议的优先次序，包括接受

问责的主管官员和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 

 11. 又请秘书长在其关于审计委员会就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所提建议执行情况的下次报告

中充分说明为何未及时执行审计委员会所有尚未执行的建议、一再出现各项问题的根本原因以

及将采取的措施。 

 

 

第 75/245 B 号决议 

 

2021 年 4 月 16 日第 59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670/Add.1，第 7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5/245. 联合国共同制度 

 

B5 

 大会， 

 回顾其 2019 年 12 月 27 日第 74/255 B 号和 2020 年 12 月 31 日第 75/245 A 号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对联合国共同制度管辖设置的初次审查的报告6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

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7 

 重申决心维持一个单一、统一的联合国共同制度，作为规定和协调联合国共同制度服务条

件的基础， 

 强调维持一个协调统一的联合国共同制度的重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惠益， 

 再次要求联合国共同制度所有组织在与薪金、津贴和服务条件相关事项上与国际公务员制

度委员会合作， 

_______________ 

5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9号》(A/75/49)第一卷第六节中的第 75/245号决议成为第 75/245 

A 号决议。 

6 A/75/690。 

7 A/75/79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zh/A/75/670/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4/255a-b
https://undocs.org/ch/A/RES/75/245
https://undocs.org/ch/A/75/49
https://undocs.org/ch/A/RES/75/245
https://undocs.org/ch/A/RES/75/245
https://undocs.org/ch/A/75/690
https://undocs.org/ch/A/75/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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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关切联合国共同制度各工作地点对 2016 年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结果的实施持续不一

致的情况， 

 强调司法独立原则的重要性，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 

 3. 肯定秘书长在编写报告过程中努力与多个利益攸关方接触，并鼓励继续与所有相关利

益攸关方进行外联和协商； 

 4. 再次要求共同制度各组织行政首长在处理联合国系统各法庭接手的与国际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建议和决定相关的案件时，征求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意见，并再次敦促各组织理事机构

确保其行政首长遵守这一要求； 

 5. 请秘书长在其下一次报告中提供详细最新资料，说明两个法庭在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

员会有关事项上的判例分歧，并评估其对联合国共同制度一致性的影响； 

 6. 回顾咨询委员会报告第 24 段，鼓励联合国共同制度各法庭之间加强交流，保持沟

通； 

 7. 强调指出，尽管联合国共同制度的一致性实际经常受到挑战，维护共同制度的一致性

仍然是一个原则问题； 

 8. 请秘书长再提交一份报告，就现实可行的备选方案提出详细建议和透彻分析，重点是

秘书长报告第四节所列备选方案 D所述涉及对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事项相关案件的裁定作出

改变的措施、备选方案 B 所述仅限于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研究法庭判决并发布指导意见的措施以

及增加两个法庭间交流的措施，并至迟于第七十七届会议提交大会审议； 

 9. 又请秘书长在进一步分析报告第四节中的备选方案D时，考虑如何利用两个法庭的现

有框架、基础设施和法官，使联合分庭仅在需要时才投入运作，从而尽量减少与这一备选方案

有关的费用，并确定各组织为承认联合分庭的管辖权或接受其管辖而可能需要采取的措施； 

 10. 还请秘书长在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主要会期期间，非正式通报关于联合国共同制度司

法架构的报告的编写进展情况。 

 

 

第 75/250 B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664/Add.1，第 12 段)经记录表决，以 133 票赞成，

3 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 * 8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

巴巴多斯、比利时、不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

保加利亚、柬埔寨、喀麦隆、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

路斯、捷克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

_______________ 

8 报告中建议的决议草案由提案国几内亚(代表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在委员会提出。 

https://undocs.org/ch/A/75/664/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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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法国、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

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国、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

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

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北马其顿、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

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

斯里兰卡、苏里南、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东帝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乌干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

尔共和国、越南、也门、津巴布韦 

 反对:加拿大、以色列、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无 

 

 

75/250.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的筹措 

 

B9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筹措的报告10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

委员会的有关报告，11 

 回顾安全理事会关于建立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 1978年 3月 19日第 425(1978)号决议

和安理会其后延长该部队任务期限的各项决议，最近的是 2020 年 8 月 28 日第 2539(2020)号决

议，其中安理会将该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又回顾其关于该部队经费筹措的 1978年 4月 21日 S-8/2号决议及其后各项有关决议，最近

的是 2020 年 12 月 31 日第 75/250 A 号决议， 

 重申其 1997 年 6 月 13 日第 51/233号、1998 年 6 月 26 日第 52/237号、1999 年 6 月 8 日第

53/227号、2000 年 6 月 15 日第 54/267号、2000 年 12 月 19 日第 55/180 A 号、2001 年 6 月 14 日

第 55/180 B 号、2001 年 12 月 21 日第 56/214 A 号、2002 年 6 月 27 日第 56/214 B 号、2003 年 6

月 18 日第 57/325号、2004 年 6 月 18 日第 58/307号、2005 年 6 月 22 日第 59/307号、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60/278号、2006 年 12 月 22 日第 61/250 A 号、2007 年 4 月 2 日第 61/250 B 号、2007

年 6月 29日第 61/250 C 号、2008年 6月 20日第 62/265号、2009年 6月 30日第 63/298号、2010

年 6 月 24 日第 64/282号、2011 年 6 月 30 日第 65/303号、2012 年 6 月 21 日第 66/277号、2013

年 6 月 28 日第 67/279号、2014 年 6 月 30 日第 68/292号、2015 年 6 月 25 日第 69/302号、2016

_______________ 

9 《大会正式纪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9 号，第一卷》(A/75/49)第六节第 75/250 号决议成为第 75/250 A

号决议。 

10 A/75/612和 A/75/772。 

11 A/75/822/Add.14。 

https://undocs.org/ch/S/RES/425(1978)
https://undocs.org/ch/S/RES/2539(2020)
https://undocs.org/ch/A/RES/S-8/2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0
https://undocs.org/ch/A/RES/51/233
https://undocs.org/ch/A/RES/52/237
https://undocs.org/ch/A/RES/53/227
https://undocs.org/ch/A/RES/54/267
https://undocs.org/ch/A/RES/55/180
https://undocs.org/ch/A/RES/55/180
https://undocs.org/ch/A/RES/56/214
https://undocs.org/ch/A/RES/56/214
https://undocs.org/ch/A/RES/57/325
https://undocs.org/ch/A/RES/58/307
https://undocs.org/ch/A/RES/5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60/278
https://undocs.org/ch/A/RES/61/250
https://undocs.org/ch/A/RES/61/250
https://undocs.org/ch/A/RES/61/250
https://undocs.org/ch/A/RES/62/265
https://undocs.org/ch/A/RES/63/298
https://undocs.org/ch/A/RES/64/282
https://undocs.org/ch/A/RES/65/303
https://undocs.org/ch/A/RES/66/277
https://undocs.org/ch/A/RES/67/279
https://undocs.org/ch/A/RES/68/292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2
https://undocs.org/en/A/75/49%20(vol.%20I)
https://undocs.org/en/A/RES/75/250
https://undocs.org/en/A/RES/75/250
https://undocs.org/ch/A/75/612
https://undocs.org/ch/A/75/772
https://undocs.org/ch/A/75/822/Ad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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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 15日第 70/280号、2017年 6月 30日第 71/307号、2018年 7月 5日第 72/299号、2019年

7 月 3 日第 73/322号和第 75/250 A 号决议， 

 又重申其 1963 年 6 月 27 日第 1874(S-IV)号、1973 年 12 月 11 日第 3101(XXVIII)号和 2000

年 12 月 23 日第 55/235号决议阐述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一般原则， 

 赞赏地注意到已向该部队作出的自愿捐助， 

 意识到必须为该部队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使其能够履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职

责， 

 1. 请秘书长责成该特派团团长完全依照大会 2005 年 6月 22日第 59/296号、2006年 6 月

30 日第 60/266号、2007 年 6 月 29 日第 61/276号、2010 年 6 月 24 日第 64/269号、2011 年 6 月

30 日第 65/289号、2012 年 6 月 21 日第 66/264号、2015 年 6 月 25 日第 69/307号和 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号决议以及其他相关决议的规定编制今后的拟议预算； 

 2.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的摊款缴纳情况，包括未

缴摊款 1.142 亿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1.1%，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99 个会员国已足额缴纳摊

款，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尤其是拖欠国，确保缴纳未缴摊款； 

 3. 表示赞赏已足额缴纳摊款的会员国，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尽力确保足额缴纳为该部

队分摊的款项； 

 4. 表示深为关切以色列未遵守第 51/233号、第 52/237号、第 53/227号、第 54/267号、第

55/180 A 号、第 55/180 B 号、第 56/214 A 号、第 56/214 B 号、第 57/325 号、第 58/307 号、第

59/307号、第 60/278号、第 61/250 A号、第 61/250 B号、第 61/250 C号、第 62/265号、第 63/298

号、第 64/282 号、第 65/303 号、第 66/277 号、第 67/279 号、第 68/292 号、第 69/302 号、第

70/280号、第 71/307号、第 72/299号、第 73/322号和第 75/250 A 号决议； 

 5. 再次强调指出，以色列应该严格遵守第 51/233 号、第 52/237 号、第 53/227 号、第

54/267 号、第 55/180 A 号、第 55/180 B 号、第 56/214 A 号、第 56/214 B 号、第 57/325 号、第

58/307号、第 59/307号、第 60/278号、第 61/250 A号、第 61/250 B号、第 61/250 C号、第 62/265

号、第 63/298 号、第 64/282 号、第 65/303 号、第 66/277 号、第 67/279 号、第 68/292 号、第

69/302号、第 70/280号、第 71/307号、第 72/299号、第 73/322号和第 75/250 A 号决议； 

 6. 表示关切维持和平活动的财政状况，特别是向部队派遣国偿还费用的情况，这些国家

因会员国逾期未缴摊款而承受额外负担； 

 7. 强调对今后和现有的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在财政和行政安排方面应予平等对待、一

视同仁； 

 8. 又强调应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完成各自

的任务； 

 9. 请秘书长确保拟议维持和平预算以相关立法授权为依据； 

 10.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落

实；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0
https://undocs.org/ch/A/RES/71/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2/299
https://undocs.org/ch/A/RES/73/322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0
https://undocs.org/zh/A/RES/1874(s-iv)
https://undocs.org/ch/A/RES/3101(XXVIII)
https://undocs.org/ch/A/RES/55/235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ch/A/RES/51/233
https://undocs.org/ch/A/RES/52/237
https://undocs.org/ch/A/RES/53/227
https://undocs.org/ch/A/RES/54/267
https://undocs.org/ch/A/RES/55/180
https://undocs.org/ch/A/RES/55/180
https://undocs.org/ch/A/RES/56/214
https://undocs.org/ch/A/RES/56/214
https://undocs.org/ch/A/RES/57/325
https://undocs.org/ch/A/RES/58/307
https://undocs.org/ch/A/RES/5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60/278
https://undocs.org/ch/A/RES/61/250
https://undocs.org/ch/A/RES/61/250
https://undocs.org/ch/A/RES/61/250
https://undocs.org/ch/A/RES/62/265
https://undocs.org/ch/A/RES/63/298
https://undocs.org/ch/A/RES/63/298
https://undocs.org/ch/A/RES/64/282
https://undocs.org/ch/A/RES/65/303
https://undocs.org/ch/A/RES/66/277
https://undocs.org/ch/A/RES/67/279
https://undocs.org/ch/A/RES/68/292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2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0
https://undocs.org/ch/A/RES/71/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2/299
https://undocs.org/ch/A/RES/73/322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0
https://undocs.org/ch/A/RES/51/233
https://undocs.org/ch/A/RES/52/237
https://undocs.org/ch/A/RES/53/227
https://undocs.org/ch/A/RES/54/267
https://undocs.org/ch/A/RES/55/180
https://undocs.org/ch/A/RES/55/180
https://undocs.org/ch/A/RES/56/214
https://undocs.org/ch/A/RES/56/214
https://undocs.org/ch/A/RES/57/325
https://undocs.org/ch/A/RES/58/307
https://undocs.org/ch/A/RES/5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60/278
https://undocs.org/ch/A/RES/61/250
https://undocs.org/ch/A/RES/61/250
https://undocs.org/ch/A/RES/61/250
https://undocs.org/ch/A/RES/62/265
https://undocs.org/ch/A/RES/62/265
https://undocs.org/ch/A/RES/63/298
https://undocs.org/ch/A/RES/64/282
https://undocs.org/ch/A/RES/65/303
https://undocs.org/ch/A/RES/66/277
https://undocs.org/ch/A/RES/67/279
https://undocs.org/ch/A/RES/68/292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2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0
https://undocs.org/ch/A/RES/71/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2/299
https://undocs.org/ch/A/RES/73/322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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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赞赏地注意到黎巴嫩政府提供支助，为该部队开展工作提供便利； 

 12. 关切地注意到地雷行动司与联合国项目事务署之间的伙伴协作业务存在缺陷，请秘书

长对项目署和选定实施地雷行动活动的合作伙伴所提供服务的使用情况进行独立审查，包括评

估每个特派团在执行那些活动方面的相对优势，并在其提交第七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分析

结果； 

 13. 再次表示严重关切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生命、健康、安全和安保带

来持续威胁，必须确保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安保和健康，包括为文职人员和军警人员施打安

全、有效的疫苗，持续不断地执行保护平民等关键任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特派团活动传播病毒

的风险，并酌情在任务范围内，应国家当局的请求，与驻地协调员和在该国的其他联合国实体

合作，支持国家当局应对 COVID-19； 

 14. 注意到已采取各项措施，以减轻 COVID-19 疫情对维持和平行动的影响，包括为继续

执行特派团任务提供便利，同时确保维持和平人员和东道国当地社区的健康和安全，请秘书长

在下次该部队执行情况报告和预算报告中提供最新信息，说明这场疫情所产生影响、经验教

训、最佳做法以及该部队如何改进防备工作和应对能力并与东道国政府及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

合作应对疫情； 

 15. 关切地注意到 COVID-19 大流行对冲突中国家、区域和次区域的中长期影响，强调联

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必须在各自任务范围内，酌情与国家当局和其他联合国实体进行协调，促进

冲突中国家和区域的冲突后重建、建设和平和疫后恢复； 

 16. 回顾其 2015年 4月 2日第 69/273号决议第 16和 18段，在这方面再次请秘书长继续探

索更多的创新途径，促进总部和外地办事处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采购，并鼓励有兴趣

的当地供应商申请在秘书处供应商名册中注册，以扩大名册的地域范围； 

 17. 鼓励秘书长按照《联合国采购手册》利用当地的材料、能力和知识，实施维持和平行

动的建设项目； 

 18. 请秘书长制定明确的框架和准则，以确定除其他外用以购买包括航空服务在内的不同

类型的货物和服务所应采用的招标程序(招标书或征求建议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

册》； 

 19. 又请秘书长采取措施，确保本组织遵循公共采购在透明度方面的最佳做法，包括在公

共域登载更多信息，说明航空服务等采购领域活动的结果，进一步提高本组织采购活动的透明

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册》； 

 20. 确认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在维持和平行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鼓励秘书长

根据相关任务授权，深化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的伙伴关系、合作和协调，并在下次报

告中提供信息，介绍这种深化的关系； 

 21. 重申其第 61/276号决议第十八节的规定，进一步确认速效项目在支持特派团执行任务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指出，必须以负责任和接受问责的方式及时地执行所有这类项目，

并请秘书长增强项目的影响，处理潜在挑战； 

https://undocs.org/ch/A/RES/69/273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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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重申外部咨询人的使用应保持在绝对最低限度，本组织应利用内部能力开展核心活动

或履行长期性的经常职能； 

 23. 强调指出，在面临严峻安全局势的情况下，必须优先考虑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和保障以

及保护平民活动，要求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履行

各自的任务，包括按照任务规定保护平民； 

 24. 确认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面临日益增加的安全挑战，再次强调以综合方式加强维持和

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安全和安保的重要性，包括通过加强培训和能力建设、联合国营地的部队

保护规划和对局势的认识，请秘书长和东道国政府履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责

任，加强联合国维护和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的安全和安保，并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报告有关

情况，赞赏地注意到会员国在这方面努力促进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25. 再次表示关切文职人员编制中存在大量职位空缺，再次请秘书长确保迅速填补空缺员

额，请秘书长审查空缺时间已达或已超过 24 个月的员额，在下次预算报告中提出建议，或保

留这些员额并且提出明确的需要保留的理由，或裁撤这些员额； 

 26. 请秘书长在编制预算报告时，根据特派团任务和需求，考虑将更多职能本国化的各种

备选方案； 

 27. 请秘书长继续当前努力，确保秘书处实现公平地域分配，确保秘书处所有部厅和所有

级别工作人员、包括主任及以上级别人员的地域分配尽可能广泛，并请秘书长在下一次概览报

告中就此提出报告； 

 28. 表示深为关切延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偿的情况，再次请秘书长尽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

偿，最迟于提出索偿之日后的三个月内结清； 

 29. 注意到作为全面业绩评估系统实施工作的一部分，正在制定基于影响的业绩指标，并

在这方面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资料，说明这些指标将如何衡量该部队执行授权任务的情

况、资源分配对该部队执行授权任务的影响以及这些指标将如何帮助确定每项授权任务所需的

资源； 

 30. 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新的全面业绩评估系统的实施计划和实施情况分析，包括

该系统与特派团规划和预算编制的关联，以便于大会审议为实施该系统而提出的资源请求； 

 31. 注意到在执行多年期环境战略、减少维持和平行动足迹方面取得的进展，请秘书长按

照五大战略支柱和立法授权，根据实地的特殊情况，并充分遵守相关细则和条例，加强各项措

施，促进在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执行该战略，并在下次概览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32. 又注意到行预咨委会关于使用虚拟平台和收回非联合国人员空运费用的建议，并敦促

在执行这些建议时考虑到每个特派团的具体情况，不得影响执行任务； 

 33. 强调秘书处问责制的重要性，请秘书长在管理维持和平预算方面继续加强风险管理、

透明度和内部控制，促进执行任务，并在下次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34. 又强调各维持和平行动全面执行预算的重要性，请秘书长继续加强对维持和平特派团

活动的监督，执行各相关监督机构的建议，并在这方面避免管理失误和经济损失，以确保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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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财务条例和细则，同时应适当考虑大会给予的指导和建议，并在执行情况报告中报告这方

面的情况； 

 35. 强调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重要性，并着重指出，特派团全面执行该议程可促进实

现可持续和平和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36. 表示关切关于维持和平特派团性剥削和性虐待指控的报告，请秘书长继续对所有文职

和军警人员执行其关于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并在下次关于共有问题的报告中报告这

方面的情况； 

 37. 请秘书长确保充分执行大会第 59/296、60/266、61/276、64/269、65/289、66/264、

69/307和 70/286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38. 又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以最有效率、最节省的方式管理该部队； 

 39. 再次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充分执行第 51/233号决议第 8段、第 52/237号决议

第 5 段、第 53/227 号决议第 11 段、第 54/267 号决议第 14 段、第 55/180 A 号决议第 14 段、第

55/180 B 号决议第 15 段、第 56/214 A 号决议第 13 段、第 56/214 B 号决议第 13 段、第 57/325号

决议第 14 段、第 58/307号决议第 13 段、第 59/307号决议第 13 段、第 60/278号决议第 17 段、

第 61/250 A 号决议第 21 段、第 61/250 B 号决议第 20 段、第 61/250 C 号决议第 20 段、第 62/265

号决议第 21 段、第 63/298 号决议第 19 段、第 64/282 号决议第 18 段、第 65/303 号决议第 15

段、第 66/277 号决议第 13 段、第 67/279 号决议第 13 段、第 68/292 号决议第 13 段、第 69/302

号决议第 14 段、第 70/280 号决议第 13 段、第 71/307 号决议第 14 段、第 72/299 号决议第 14

段、第 73/322 号决议第 16 段和第 75/250 A 号决议第 3 段，再次强调指出以色列应支付因 1996

年 4 月 18 日卡纳事件而引起的 1 117 005 美元，并请秘书长就此事项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提

交报告；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40.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该部队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12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41. 决定批款 510 251 500 美元给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特别账户，充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该部队的维持费 476 842 000美元，给维持和平

行动支助账户的 28 203 700 美元以及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5 205 800 美元；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批款的筹措 

 42. 决定考虑到大会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1号决议规定的 2021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

员国按照大会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2 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85 041 900 美元，充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 

_______________ 

12 A/75/612。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ch/A/RES/51/233
https://undocs.org/ch/A/RES/52/237
https://undocs.org/ch/A/RES/53/227
https://undocs.org/ch/A/RES/54/267
https://undocs.org/ch/A/RES/55/180
https://undocs.org/ch/A/RES/55/180
https://undocs.org/ch/A/RES/56/214
https://undocs.org/ch/A/RES/56/214
https://undocs.org/ch/A/RES/57/325
https://undocs.org/ch/A/RES/58/307
https://undocs.org/ch/A/RES/5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60/278
https://undocs.org/ch/A/RES/61/250
https://undocs.org/ch/A/RES/61/250
https://undocs.org/ch/A/RES/61/250
https://undocs.org/ch/A/RES/62/265
https://undocs.org/ch/A/RES/62/265
https://undocs.org/ch/A/RES/63/298
https://undocs.org/ch/A/RES/64/282
https://undocs.org/ch/A/RES/65/303
https://undocs.org/ch/A/RES/66/277
https://undocs.org/ch/A/RES/67/279
https://undocs.org/ch/A/RES/68/292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2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2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0
https://undocs.org/ch/A/RES/71/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2/299
https://undocs.org/ch/A/RES/73/322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0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A/7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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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又决定根据 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2 段规定的会员国

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2 761 1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

核定给该部队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2 279 90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

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391 300 美元以及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

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89 900 美元； 

 44. 还决定考虑到第 73/271 号决议规定的 2021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员国按照第 73/272 号

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170 083 800 美元，即每月 42 520 958 美元，充作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但以安全理事会决定延长该部队的任务期限为前提； 

 45. 决定根据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4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

衡平征税基金内 5 522 1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核定给该部队的工作

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4 559 60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

例应分的数额 782 600 美元以及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

应分的数额 179 900 美元； 

 46. 又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2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13 分摊 255 125 800 美元，

即每月 42 520 958 美元，充作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但以安全理事会决定

延长该部队的任务期限为前提； 

 47. 还决定根据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6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

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8 283 3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核定给该部队的工

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6 839 50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

比例应分的数额 1 173 900 美元以及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

比例应分的数额 269 900 美元； 

 48. 决定对于已经履行对该部队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考虑到大会第 73/271号决议规定的

2020 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73/272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42、44 和 46 段规定的

摊款中减除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 5 809 400美元中各自应分的

数额； 

 49. 又决定对于尚未履行对该部队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按照上文第 48 段规定的办法，

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0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 5 809 400 美元中各

自应分的数额； 

 50. 还决定上文第 48 和 49段提及的 5 809 400 美元贷项应加上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

期间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的增加额 902 200 美元； 

 51. 鼓励秘书长铭记安全理事会 2003 年 8 月 26 日第 1502(2003)号决议第 5 和 6 段，继续

进一步采取措施，确保在联合国主持下参与该部队的所有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_______________ 

13 尚待大会通过。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S/RES/150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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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邀请各方向该部队自愿捐助现金以及秘书长可以接受的服务和用品，这些捐助将按照

大会规定的程序和做法适当管理； 

 53. 决定在其第七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联合国中东维持和平部队经费的筹措”的项

目下列入题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分项。 

 

 

第 75/251 B 和 C 号决议 

 

75/251. 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经费的筹措 

 

B14 

2021 年 5 月 18 日第 66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681/Add.1，第 6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2021年 1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经

费筹措的说明15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报告，16 

 回顾安全理事会 2007年 7月 31日第 1769(2007)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决定自 2007年 7月 31

日起设立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最初为期 12 个月，并回顾安理会其后延长混合

行动任务期限的各项决议，最近的是 2020年 12月 22日第 2559(2020)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决定

自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起终止混合行动的任务， 

 又回顾大会关于混合行动经费筹措的 2007年 12月 22日第 62/232 A号决议及其后各项有关

决议，最近的是 2020 年 12 月 31 日第 75/251 A 号决议， 

 1.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落

实； 

2020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期间经费估计数 

 2. 授权秘书长，考虑到大会此前已分别在其 2020年 6月 30日第 74/261 C号以及第 75/251 

A 号决议中授权为混合行动承付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 240 182 900 美元和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 198 779 900美元的款项，再为混合行动承付不超过 45 724 300美元的

款项，充作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 

_______________ 

14 《大会正式纪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49号》(A/75/49)第一卷第六节所载第75/251号决议成为第75/251 

A 号决议。 

15 A/75/800。 

16 A/75/839。 

https://undocs.org/zh/A/75/681/Add.1
https://undocs.org/ch/S/RES/1769(2007)
https://undocs.org/ch/S/RES/2559(2020)
https://undocs.org/ch/A/RES/62/232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1
https://undocs.org/ch/A/RES/74/261c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1
https://undocs.org/ch/A/75/49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1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1
https://undocs.org/ch/A/75/800
https://undocs.org/ch/A/75/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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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付款的筹措 

 3. 决定，考虑到已分别根据大会第 74/261 C号和第 75/251 A号决议为 2020年 7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分摊 240 182 900 美元，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分摊 198 779 900 美

元，而且考虑到大会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1号决议规定的 2021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员国

按照大会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2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45 724 300 美元，充作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 

 4. 又决定根据其 1955年 12月 15日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3段规定的会员国

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6 806 7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是混

合行动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核定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的增加额； 

 5. 还决定在其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继续审议题为“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经费的筹措”的项目。 

C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681/Add.2，第 6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经费筹措的报告17 以及行政和预算

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18 

 又审议了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在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协作支持达尔富尔从维持和平向建设和平过渡方面的相关性、效力和效率的评价的报告，19 

 回顾安全理事会 2007年 7月 31日第 1769(2007)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决定自 2007年 7月 31

日起设立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最初为期 12 个月，并回顾安理会其后延长混合

行动任务期限的各项决议，最近的是 2020年 12月 22日第 2559(2020)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决定

自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起终止混合行动的任务， 

 又回顾大会关于混合行动经费筹措的 2007年 12月 22日第 62/232 A号决议及其后各项有关

决议，最近的是 2021 年 5 月 18 日第 75/251 B 号决议， 

 重申大会 1963年 6月 27日第 1874(S-IV)号、1973年 12月 11日第 3101(XXVIII)号、2000年

12 月 23 日第 55/235号决议阐述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一般原则， 

 意识到必须向混合行动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使其能够履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职

责， 

_______________ 

17 A/75/865和 A/75/867。 

18 A/75/822/Add.13。 

19 A/75/787。 

https://undocs.org/ch/A/RES/74/261c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zh/A/75/681/Add.2
https://undocs.org/ch/S/RES/1769(2007)
https://undocs.org/ch/S/RES/2559(2020)
https://undocs.org/ch/A/RES/62/232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1b
https://undocs.org/zh/A/RES/1874(s-iv)
https://undocs.org/ch/A/RES/3101(XXVIII)
https://undocs.org/ch/A/RES/55/235
https://undocs.org/ch/A/75/865
https://undocs.org/ch/A/75/867
https://undocs.org/ch/A/75/822/Add.13
https://undocs.org/ch/A/75/787


三．根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241 

 注意到该行动属混合性质，为此强调指出必须确保非洲联盟与联合国在战略层面充分协调

努力，在行动层面统一指挥，还须具有明确的授权和问责线， 

 1. 表示注意到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摊款的缴纳情

况，包括未缴摊款 1.688 亿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1%，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79 个会员国已足额

缴纳摊款，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尤其是拖欠国，确保缴纳未缴摊款； 

 2. 表示赞赏已足额缴纳摊款的会员国，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尽力确保足额缴纳为混合

行动分摊的款项； 

 3. 表示关切维持和平活动的财政状况，特别是向部队派遣国偿还费用的情况，这些国家

因会员国逾期未缴摊款而承受额外负担； 

 4. 强调对今后和现有的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在财政和行政安排方面应予平等对待、一

视同仁； 

 5. 又强调应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完成各自

的任务； 

 6. 请秘书长确保拟议维持和平预算以相关立法授权为依据； 

 7.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

提，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落实； 

 8. 请秘书长确保在清理结束期间维持混合行动的三方性质； 

 9. 注意到该行动属混合性质，在这方面，强调指出必须确保非洲联盟、联合国和东道国

在混合行动缩编阶段充分协调努力； 

 10. 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8 段，表示关切混合行动的未清余额数目，敦促所有会员国按

时、足额和无条件地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财政义务； 

 11. 请秘书长根据相关的工作人员和财务条例和细则，在今后特派团清理结束计划中载述

对风险的评估、防止任何可能资产被盗案件的缓解措施以及追回被盗资产的适当步骤； 

 12. 回顾审计委员会关于资产处置的建议，请秘书长审查混合行动在这一事项上的遵守情

况，并请秘书长完全遵循相关条例和细则确定适当的处置方法； 

 13. 强调秘书处问责制的重要性，请秘书长在管理维持和平预算方面继续加强风险管理、

透明度和内部控制，促进执行任务，并在下次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14. 又强调各维持和平行动全面执行预算的重要性，请秘书长继续加强对维持和平特派团

活动的监督，执行各相关监督机构的建议，并在这方面避免管理失误和经济损失，以确保充分

遵守财务条例和细则，同时应适当考虑大会给予的指导和建议，并在执行情况报告中报告这方

面的情况； 

 15. 请秘书长确保作出必要安排，以酌情向苏丹政府、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联合国苏丹过

渡时期综合援助团移交余留活动，并在最后执行情况报告中就此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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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要求在清理结束过程中与联合国相关实体进行有效协作，同时考虑到从以往清理结束

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包括在有效和及早处置资产和财产以及减轻对环境不利影响方面的经验教

训，鼓励秘书长继续总结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供在今后缩编和关闭工作中采用； 

 17. 确认拟议的清理结束期限为 12 个月，注意到混合行动的运作环境充满挑战，请秘书

长确保尽可能迅速、高成效和高效率地完成缩编和清理结束工作以及向联合国苏丹过渡时期综

合援助团移交活动； 

 18. 重申在任务授权发生变化，要求特派团考虑缩编或清理结束的各项办法并且筹备或开

始缩编或清理结束时，必须与联合国系统所有相关实体、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东道国政

府协商，根据汲取经验教训和考虑到具体情况的业务缩编和过渡计划，对任何特派团过渡进程

进行全面、积极和预先规划，以确保及时、高效率和高效力地移交相关作用、责任和活动，完

全按照相关条例和细则，以最小损失和最佳可行成本效益处置资产和财产； 

 19. 鼓励内部监督事务厅继续确保通过审计和调查对即将结束的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进

行监督，并在下次报告中报告有关情况； 

 20. 欢迎混合行动和苏丹政府于 2021 年 3 月 4 日达成关于移交政府的队址和资产的民事

最终用途框架协定； 

 21. 确认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在维持和平行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鼓励秘书长继

续根据相关任务授权，深化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的伙伴关系、合作和协调，并在下次

报告中提供信息，介绍这种深化的关系； 

 22. 表示深为关切在死亡和伤残索偿理赔方面出现拖延； 

 23. 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11 段，请秘书长采取措施，尽速解决任何剩余死亡和伤残偿

金索偿，并在下次报告中向大会报告有关情况； 

 24. 注意到混合行动努力协助本国工作人员发展技能和寻找就业机会，以备混合行动缩编

和撤离，并请秘书长继续协助本国工作人员寻找未来就业机会； 

 25. 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33 段，并再次请秘书长确定人力资源战略，以便从包括本国

工作人员在内的现有工作人员中保留专门人才，直至清理阶段结束； 

 26. 请秘书长继续当前努力，确保秘书处实现公平地域分配，确保秘书处所有部厅和所有

级别工作人员、包括主任及以上级别人员的地域分配尽可能广泛，并请秘书长在下一次概览报

告中就此提出报告； 

 27. 关切地注意到 COVID-19 疫情对冲突中国家、区域和次区域的中长期影响，强调联合

国维持和平行动必须在各自任务范围内，酌情与国家当局和其他联合国实体进行协调，促进冲

突中国家和区域特别是非洲国家和区域的冲突后重建、建设和平和疫后恢复； 

 28. 注意到在执行多年期环境战略、减少维持和平行动足迹方面取得的进展，请秘书长按

照五大战略支柱和立法授权，根据实地的特殊情况，并充分遵守相关细则和条例，加强各项措

施，促进在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执行该战略，并在下次概览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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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确认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面临日益增加的安全挑战，再次强调以综合方式加强维持和

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安全和安保的重要性，包括加强培训和能力建设、联合国营地的部队保护

规划和对局势的认识，请秘书长和东道国政府履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责任，加

强联合国维护和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的安全和安保，并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报告有关情况，

赞赏地注意到会员国在这方面努力促进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30. 请秘书长制定明确的框架和准则，以确定除其他外用以购买包括航空服务在内的不同

类型货物和服务所应采用的招标程序(招标书或征求建议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

册》； 

 31. 又请秘书长采取措施，确保本组织遵循公共采购在透明度方面的最佳做法，包括在公

共域登载更多信息，说明航空服务等采购领域活动的结果，进一步提高本组织采购活动的透明

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册》； 

 32. 回顾其 2015年 4月 2日第 69/273号决议第 16和 18段，在这方面再次请秘书长继续探

索更多的创新途径，促进总部和外地办事处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采购，并鼓励有兴趣

的当地供应商申请在秘书处供应商名册中注册，以扩大名册的地域范围； 

 33. 鼓励秘书长按照《联合国采购手册》，利用当地的材料、能力和知识，实施维持和平

行动的建设项目； 

 34.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地雷行动活动，特别是对剩余队部

和区办事处进行勘察、清理、核查和核证，并在下次报告中提供最新资料； 

 35. 表示关切关于维持和平特派团性剥削和性虐待指控的报告，请秘书长继续对所有文职

和军警人员执行其关于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并在下次关于共有问题的报告中报告这

方面的情况； 

 36. 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向会员国收取未缴摊款； 

 37. 又请秘书长确保充分执行大会第 59/296、60/266、61/276、64/269、65/289、66/264、

69/307和 70/286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38. 还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以最有效率、最节省的方式管理混合行动；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39.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混合行动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20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40. 决定批款 84 952 600 美元给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特别账户，充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混合行动的维持费 78 855 900 美元、

_______________ 

20 A/75/865。 

https://undocs.org/ch/A/RES/69/273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ch/A/7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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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 4 664 100 美元、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860 900 美元

和给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的 571 700 美元； 

批款的筹措 

 41. 决定考虑到大会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1号决议规定的 2021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

员国按照大会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2 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42 476 300 美元，充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 

 42. 又决定根据大会 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1 段规定的会

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2 930 25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

包括混合行动的核定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2 662 250 美元、支助账户的核定工作人员薪

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194 150 美元、联合国后勤基地的核定工作人员薪金税收

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44 650 美元和区域服务中心的核定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

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29 200 美元； 

 43. 还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2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21 分摊 42 476 300 美元，

充作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 

 44. 决定根据其 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3 段规定的会员国

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2 930 25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

核定给混合行动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2 662 25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

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194 150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

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44 650 美元以及核定给区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

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29 200 美元； 

 45. 又决定对于已经履行对混合行动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考虑到第 73/271号决议规定的

2020 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73/272 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41 段规定的摊款中减

除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14 944 9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

额； 

 46. 还决定，对于尚未履行对混合行动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按照上文第 45 段规定的办

法，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0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14 944 9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 

 47. 决定上文第 45 和 46 段提及的 14 944 900 美元贷项应加上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

期间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增加额 2 462 900 美元； 

 48. 鼓励秘书长铭记安全理事会 2003 年 8 月 26 日第 1502(2003)号决议第 5 和 6 段，继续

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在联合国主持下参与混合行动的所有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49. 邀请各方向混合行动自愿捐助现金以及秘书长可接受的服务和用品，这些捐助将按照

大会规定的程序和做法适当管理； 

_______________ 

21 尚待大会通过。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S/RES/1502(2003)


三．根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245 

 50. 决定将题为“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经费的筹措”的项目列入其第七十

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第 75/253 B 和 C 号决议  

 

75/253. 与 2021 年方案预算有关的特别专题 

 

B22 

2021 年 4 月 16 日第 59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682/Add.1，第 6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大会， 

 

一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所引起的订正估计数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引起的订正估计数：人权理事会第十五个周期组

织会议通过的题为“人权理事会咨商小组的工作方法”的主席声明引起的订正估计数的报告，23 并审

议了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24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 

 3. 追加批款 154 800 美元，包括 2021 年方案预算第 2 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

和会议管理)下 126 800 美元(其中 25 700 美元为非经常资源)、第 24 款(人权)下 10 000 美元(全

部为非经常资源)、第 29E 款(行政，日内瓦)下 18 000 美元，在应急基金中列支； 

 4. 又核准在 2021 年方案预算第 36 款(工作人员薪金税)下批款 17 400 美元(其中 3 100 美

元为非经常资源)，由收入第 1 款(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下的相同数额抵销； 

 

_______________ 

22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9 号》(A/75/49)第一卷第六节所载的第 75/253 号决议成为第

75/253 A 号决议。 

23 A/75/588/Add.2。 

24 A/75/7/Add.38。 

https://undocs.org/zh/A/75/682/Add.1
https://undocs.org/ch/A/75/49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3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3
https://undocs.org/ch/A/75/588/Add.2
https://undocs.org/ch/A/75/7/Add.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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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秘书处官员以外其他官员的服务条件和报酬 

回顾其 1982年 12月 21第 37/240号、1985年 12月 18日第 40/257 A至C号、1990年 12月 21日第 45/250 

A至 C号和 1994年 5月 26日第 48/252 A至 C号决议、1998年 12月 18日第 53/214号决议第八节、2001

年 4月 12日第 55/249号、2002年 6月 27日第 56/285号、2002年 12月 20日第 57/289号、2003年 12月

23 日第 58/264 号决议、2005 年 4 月 13日第 59/282 号决议第三节、2007 年 4 月 4 日第 61/262 号、2008

年 12月 24日第 63/259号、2010年 3月 29日第 64/261号、2010年 12月 24日第 65/258号决议以及 2016

年 12月 23日第 71/272 A号决议第六节和 2020年 4月 13日第 74/540 B号决定， 

 又回顾《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二条以及大会关于国际法院法官、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

制主席和法官的服务条件和报酬的相关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秘书处以外官员：国际法院法官、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和

法官的服务条件和报酬25 以及行预咨委会的有关报告，26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认可行预咨委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 

 3. 决定维持对国际法院法官、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和法官的服务条件和

报酬的三年审查周期，并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上进行下次全面审查； 

 4. 赞赏秘书长努力就国际法院法官、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和法官的养恤

金办法提交全面审查报告，请秘书长进一步完善对养恤金办法的审查及拟议备选办法，并就此

向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其中除其他外考虑到以下因素： 

 (a) 将国际法院法官的正常退休年龄提高到 65岁的可能性； 

 (b) 将重点置于设定受益计划； 

 (c) 在办法中引入缴款成分的可能性； 

 (d) 对当前参与者适用既往福利的方案； 

 (e) 其他表明严格平等对待国际法院所有法官的方案； 

 (f) 向拟议的新计划过渡的可能方式(如有必要)； 

 (g) 每种备选办法相对于现行养恤金办法给本组织造成的预计费用估计数； 

《国际法院规约》和其他相关法律规定的完整性、国际法院的普遍性、独立和平等原则、法院法官的

独特性； 

 

_______________ 

25 A/74/354。 

26 A/74/7/Add.20。 

https://undocs.org/ch/A/RES/37/240
https://undocs.org/ch/A/RES/40/257
https://undocs.org/ch/A/RES/4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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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RES/57/289
https://undocs.org/ch/A/RES/58/264
https://undocs.org/ch/A/RES/59/282
https://undocs.org/ch/A/RES/61/262
https://undocs.org/ch/A/RES/63/259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1
https://undocs.org/ch/A/RES/6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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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解决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会议服务设施条件日益恶化和容纳能力有限问题 

 回顾大会 2018年 12月 22日第 73/270号决议、2019年 12月 27日第 74/263号决议第十四节，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27 和行预咨委会的相关报告，28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认可行预咨委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 

 3. 核准设立 1 个项目协调员临时员额(P-4)； 

 4. 在 2021 年方案预算第 29G 款(行政，内罗毕)下批款 494 000 美元，在应急基金中列

支； 

 

四 

申请为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提供补助金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29 和行预咨委会的相关报告，30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认可行预咨委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 

 3. 特别指出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的工作为高度优先事项； 

 4. 赞赏地欢迎黎巴嫩政府多年来为该特别法庭提供 49%的资金并不断予以支持，感谢该

国政府在面临特殊情况、包括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和财政危机使其对法庭维持财政支持的能力

受到挑战的情况下致力于法庭的成功； 

 5. 表示感谢该特别法庭的捐助者，请秘书长加紧筹款工作、包括扩大捐助者群体，鼓励

所有会员国为法庭 2021-2022 年期间活动提供自愿支助； 

 6. 敦促该特别法庭确保 2022 年之后除遗留活动经费外不再需要其他资源； 

 7. 强调指出对该特别法庭 2019 年财务报表完成审计核证的重要性，也强调指出全文提

供法庭 2020 年预算和 2021 年预算的重要性； 

 8. 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15 段，鼓励该特别法庭继续努力进一步减少费用、提高效

率； 

_______________ 

27 A/75/716。 

28 A/75/7/Add.37。 

29 A/75/763。 

30 A/75/7/Add.40。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0
https://undocs.org/ch/A/RES/74/263
https://undocs.org/ch/A/75/716
https://undocs.org/ch/A/75/7/Add.37
https://undocs.org/ch/A/75/763
https://undocs.org/ch/A/75/7/Ad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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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在 2021 年方案预算第 8 款(法律事务)下追加批款 15 503 355 美元，作为援助金补充该

特别法庭的自愿财政资源； 

 

五 

飞机舱位标准 

 回顾大会 1982年 12月 21日第 37/240号和 1987年 12月 21日第 42/214号决议、1998年 12月 18日

第 53/214 号决议第四节第 14 段、2007 年 12 月 22 日第 62/238 号决议第十五节、2009 年 4 月 7 日第

63/268号决议第二节、2011年 4月 4日第 65/268号决议第四节、2013年 4月 12日第 67/254 A号决议第

六节、2015年 4月 2日第 69/274 A号决议第四节、2017 年 4月 6日第 71/272 B号决议第六节、2018年

4月 4日第 72/262 B号决议第一节以及 2003年 6月 18日第 57/589号决定，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31 和行预咨委会的相关报告，32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认可行预咨委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提； 

 3. 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12 段，请秘书长继续限制对例外做法的使用，就如何确定杰

出人士和著名人士以及如何给予例外处理制定详细规则，鼓励杰出人士自愿从其应得舱位级别

降级，并在秘书长关于飞机舱位标准的下次报告中就此作出说明； 

 4. 又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21 段，请秘书长在其下次报告中提出备选建议，以改进目

前的旅行审批程序，使管理人员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旅行预算； 

 5. 请秘书长进一步努力鼓励各位有资格乘坐联合国付费的头等舱或商务舱的个人尽可能

自愿从其应得舱位级别降级，并请秘书长在下次关于飞机舱位标准的报告中报告有关情况； 

 6. 决定本决议所述变动不得影响联合国各机关和/或附属机构、各委员会和理事会成员

的现行飞行舱位和每日生活津贴标准，包括适用于最不发达国家代表团的标准； 

 7. 再次请秘书长在合理使用旅行资源方面对管理人员进行问责，尤其是通过不断强化鼓

励在通信和派代表出席活动方面采用替代办法，并且着重考虑只有在直接面对面接触为执行授

权任务所必需时才批准公务差旅； 

 8. 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4 段，认识到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使 2020、

2021 年旅行数据的统计学价值不大，也期待下次报告介绍疫情给航空旅行管理带来的经验教

训； 

 9. 重申严重关注所有旅行类别对预购机票政策指示的遵守程度均较低，请秘书长加紧改

善此情况，以降低飞行费用，包括考虑到公务旅行的模式和性质，并考虑到各部厅、外地特派

团为何不遵守该指示； 

_______________ 

31 A/75/654/Rev.1。 

32 A/75/7/Add.39。 

https://undocs.org/ch/A/RES/37/240
https://undocs.org/ch/A/RES/42/214
https://undocs.org/ch/A/RES/53/214
https://undocs.org/ch/A/RES/62/238
https://undocs.org/ch/A/RES/63/268
https://undocs.org/ch/A/RES/65/268
https://undocs.org/ch/A/RES/67/254
https://undocs.org/ch/A/RES/69/274
https://undocs.org/ch/A/RES/71/272b
https://undocs.org/ch/A/RES/72/262b
https://undocs.org/ch/A/75/654/Rev.1
https://undocs.org/ch/A/75/7/Add.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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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请秘书长制定准则，确保由本组织出资购买的回籍假旅行机票和探亲旅行机票始终符

合预购机票政策； 

 11. 欢迎采用区域办法购买机票，包括利用当地折扣和安排的潜力，同时努力利用区域一

级的规模经济，并确保购买过程符合联合国采购原则； 

 12. 再次请秘书长确保所有航空旅行管理服务合同采购流程的进行均完全符合财务条例

5.12 所述的一般采购原则，即：(a) 获得最高性价比；(b) 公平、诚信、透明；(c) 开展有效的

国际竞标；(d) 符合联合国利益，33 并确保采购流程包含可将一份合同授予多个供应商的选

项，以增强获选供应商之间的竞争； 

 13.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上审议秘书长关于公务旅行实行单一门槛值的提议以及酌

情提供的任何最新情况； 

 14. 表示注意到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29 段，请秘书长审查根据限制最少的经济舱票价确定

回籍假旅行费用一次总付额的做法(包括工作人员对非随身载运行李的接受度以及此做法是否

适当)，考虑替代办法，并在下次报告中就此提出结论； 

 15. 请秘书长鼓励工作人员使用回籍假费用一次总付办法，并请秘书长探讨用哪些替代措

施提高对一次总付办法的接受率，并就此提出报告。 

C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682/Add.2，第 6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大会， 

 

一 

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引起的订正估计数 

 回顾其 2021年 4月 16日第 75/245 B号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34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报告，35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 

 3. 核准在 2021 年方案预算第 29A 款(管理战略、政策和合规部)下追加批款 212 000 美元

(非经常性)； 

_______________ 

33 见 ST/SGB/2013/4。 

34 A/75/845和 A/75/845/Corr.1。 

35 A/75/7/Add.41。 

https://undocs.org/zh/A/75/682/Add.2
https://undocs.org/ch/A/RES/75/245
https://undocs.org/ch/ST/SGB/2013/4
https://undocs.org/ch/A/75/845
https://undocs.org/ch/A/75/845/Corr.1
https://undocs.org/ch/A/75/7/Add.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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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又核准在 2021 年方案预算第 36 款(工作人员薪金税)下追加批款 25 200 美元，由收入

第 1 款(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下的相同数额抵销； 

 

二 

联合国总部灵活工作场所的实施进度 

 回顾其 2012 年 12 月 24 日第 67/246 号决议第五节、2013 年 4 月 12 日第 67/254 A 号决议第三节、

2014年 4月 9日第 68/247 B号决议第四节、2015年 4月 2日第 69/274 A号决议第七节、2016年 12月 23

日第 71/272 A 号决议第十六节、2017年 12月 24 日第 72/262 A 号决议第十一节、2018 年 12 月 22日第

73/279 A号决议第六节、2019年 12月 27日第 74/263号决议第九节和 2020年 12月 31日第 75/253 A号

决议第十三节，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总部灵活工作场所实施进度的报告36 以及行预咨委会的相关报告，37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认可行预咨委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提； 

 3. 赞赏地注意到在联合国总部实施灵活工作场所项目实现了效率，包括在秘书处大楼增

加了 1 291 个容纳空间，该项目到 2021 年将实现全额投资回报； 

 4. 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13 和 16 段，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综合报

告，对联合国总部工作场所作出前瞻性评估，其中除其他外涵盖本组织不断变化的需求、当前

为确定未来工作方式所做工作的结果、从灵活工作场所项目吸取的经验教训、2019冠状病毒病

(COVID-19)大流行方面的经验教训、任何新工作方式包括灵活工作安排的影响、秘书长对本

组织纽约不动产组合进行的战略评估和成本效益分析、其他联合国办事处所受的影响、实现更

多增效、与生产率、健康和职业安全及工作人员福祉有关的考虑因素以及关于未来任何灵活员

工队伍需求(包括费用和效益)的建议，该报告将与内部监督事务厅拟提交同届会议的对已完成

灵活工作场所项目所作评价的报告一并审议； 

 5. 考虑到大会 2021 年已为该项目批款 145 700 美元，核准追加批款 237 200 美元，其中

包含 2021年方案预算第 29B款(业务支助部)下 192 600美元和第 36款(工作人员薪金税)下 44 600

美元，以此筹供项目管理经费 352 900 美元，用于续设 1 个 P-5 职位至 2021 年 12 月以及续设

1 个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职位至 2021 年 8 月，以便开展剩余的项目活动，以及筹供 30 000

美元，用于 2019 年和 2020 年完工的所有楼层的占用后调查。 

 

 

 

 

第 75/270 号决议 

 

2021 年 4 月 16 日第 59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830，第 6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_______________ 

36 A/75/342/Add.1和 A/75/342/Add.1/Corr.1。 

37 A/75/7/Add.42。 

https://undocs.org/ch/A/RES/67/246
https://undocs.org/ch/A/RES/67/254
https://undocs.org/ch/A/RES/68/247
https://undocs.org/ch/A/RES/69/274
https://undocs.org/ch/A/RES/71/272
https://undocs.org/ch/A/RES/72/262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9
https://undocs.org/ch/A/RES/74/263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3
https://undocs.org/zh/A/75/830
https://undocs.org/ch/A/75/342/Add.1
https://undocs.org/ch/A/75/342/Add.1/Corr.1
https://undocs.org/ch/A/75/7/Add.42


三．根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251 

75/270. 联合检查组 

 大会， 

 回顾其以往关于联合检查组的各项决议，特别是 1976 年 12 月 22 日第 31/192 号、1996 年

6 月 7 日第 50/233号、1999 年 10 月 29 日第 54/16号、2001 年 12 月 24 日第 56/245号、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284 A 和 B 号、2004 年 4 月 8 日第 58/286号、2004 年 12 月 23 日第 59/267号、

2006 年 5 月 8 日第 60/258 号、2006 年 12 月 22 日第 61/238号、2007 年 4 月 4 日第 61/260号、

2007 年 12 月 22 日第 62/226号、2008 年 4 月 3 日第 62/246号、2009 年 4 月 7 日第 63/272号、

2010 年 3 月 29 日第 64/262 号、2011 年 4 月 4 日第 65/270 号、2012 年 4 月 9 日第 66/259 号、

2013 年 4 月 12 日第 67/256 号、2014 年 4 月 9 日第 68/266 号、2015 年 4 月 2 日第 69/275 号、

2016年 4月 1日第 70/257号、2017年 4月 6日第 71/281号、2018年 4月 4日第 72/269号和 2019

年 4 月 15 日第 73/287号决议， 

 重申联检组章程38 以及联检组作为开展全系统检查、评价和调查的唯一外部独立机构的

独特作用， 

 审议了联检组 2020 年报告和 2021 年工作方案39 以及秘书长关于联检组 2020 年报告的说

明，40 

 1. 表示赞赏地注意到联合检查组 2020 年报告和 2021 年工作方案； 

 2.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检组 2020 年报告的说明； 

 3. 强调指出联检组所负监督职能的重要性，联检组受托查明各参加组织内部的具体管

理、行政和方案问题并向大会和其他参加组织的立法机关提出改进和加强整个联合国治理的切

实可行和着眼于行动的建议； 

 4. 确认联检组、会员国和各参加组织秘书处负有共同责任，确保联检组在全系统发挥效

力； 

 5. 又确认有必要继续加强联检组对联合国系统内各参加组织的管理效率和透明度的影

响； 

 6. 欢迎联检组与审计委员会和秘书处内部监督事务厅协调，并鼓励这些机构继续与联合

国其他审计和监督机构以及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共享经验、知识、最佳做法和所汲取教训，以

避免工作重叠或重复，并进一步提高协同效应、加强合作以及提高成效和效率，同时又不损害

审计和监督机构各自的任务； 

 7. 鼓励联检组继续努力加强联合国的问责制、监督和治理； 

_______________ 

38 第 31/192号决议，附件。 

39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34 号》(A/75/34)。 

40 A/7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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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邀请各参加组织立法机构有效利用联检组的报告，并根据联检组章程第 11 条第 4 段

的规定，及时适当审议联检组的建议，并请秘书长以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主席身

份，邀请联合国系统各参加组织定期审查接受和执行联检组建议的情况，特别是接受和执行与

全系统协调和一致性有关的建议的情况，并考虑向联检组报告不接受和不执行建议的原因； 

 9. 欢迎联合检查组执行 2020-2029 年期间战略框架，41 强调需要不断更新和改进战略框

架，同时考虑到各种动态和挑战，包括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和正在进行的改

革努力有关的各种动态和挑战，并请联检组报告其外联战略，以使各参加组织的领导层熟悉战

略框架，并交流信息，说明各参加组织为支持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42 而开展的工

作以及新出现的挑战； 

 10. 赞赏地注意到为监测和评估战略框架执行情况而制定的业绩计划，以及联检组打算在

2024年进行一次全面中期评估，鼓励联检组每年报告战略框架的进展情况，包括报告其具体目

标的进展情况，并考虑改进各项业绩措施； 

 11. 请联检组及时向秘书处提供报告，以确保在参加组织立法机关会议之前及早将报告同

时翻译成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以便立法机关在审议时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利用这些报告； 

 12. 赞赏地注意到联检组努力提高报告质量，包括提高报告可读性和及时性，并鼓励联检

组定期征求各参加组织对其产品质量和效用的反馈意见，并利用这些反馈意见提高工作效率； 

 13. 鼓励联检组继续寻找能够支持整个联合国系统改善治理和监督、不断改进和加强协作

的项目； 

 14. 再次请联检组继续将报告重点放在各参加组织和联合国会员国的优先事项上，包括考

虑大会的工作方案，以便向大会和其他参加组织的立法机关提供可发挥最大作用的联检组专题

报告； 

 15. 赞赏地注意到联检组利用容易使用的网基跟踪系统监测各项建议的情况，鼓励联检组

在现有资源范围内继续加强该系统，包括使用统计分析，改进各项建议的接受和执行情况，并

请联检组在其年度报告附件中按照网基跟踪系统确定的预期影响类别，列入关于各参加组织接

受和执行情况的年度统计数据； 

 16. 再次请各参加组织的行政首长充分遵守审议联检组报告的法定程序，特别是提出评论

意见，包括提供信息，说明打算对联检组建议采取的行动，及时将报告分发立法机关审议，并

提供信息，说明将采取哪些步骤，执行参加组织立法机关和行政首长接受的建议； 

 17. 再次请秘书长和其他参加组织的行政首长充分协助联检组，及时提供其索取的所有信

息。 

 

 

_______________ 

4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34 号》(A/74/34)，附件一。 

42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74/34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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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292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935，第 6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5/292. 借调现役军警人员 

 大会， 

 回顾其 2013年 6月 28日第 67/287号、2013年 12月 27日第 68/252号、2016年 12月 23日

第 71/263号、2019 年 12 月 27 日第 74/254 A 号和 2020 年 8 月 6 日第 74/254 B 号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借调现役军警人员的报告43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报

告，44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

提； 

 3. 注意到联合国就该事项与会员国进行的外联和接触，以及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提出的解

决聘用借调现役军警人员所涉问题、特别是解决国家立法与《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45 

之间冲突的各项备选方案，并请秘书长加紧这方面的努力； 

 4. 回顾其第 74/254 B 号决议第 4 段，强调指出，选择包括借调现役军警人员在内的工作

人员时，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再次请秘书长让所有会员国都能参与借调现役军警

人员，并敦促秘书长尽一切努力，为借调军警人员及时入职和任满回国提供便利； 

 5. 敦促秘书长通过适用适当和相关的标准和进行监督，继续确保对借调现役军警人员问

责，并确保他们保持公正立场； 

 6. 确认借调现役军警人员在完成联合国任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提供的专门知识的重要

性，请秘书长继续积极作出努力，使他们能够更及时地入职，利用他能够利用的各种工具，解

决获选的现役军警人员无法控制、妨碍他们及时入职的各种挑战，并在下次报告中报告有关情

况； 

 7. 请秘书长加紧努力，确保所有会员国都有提供借调现役军警人员的平等机会； 

 8. 又请秘书长在解决了获选的现役军警人员无法控制、导致他们不能及时赴任的入职挑

战后，考虑为他们在同一工作地点安排类似职位； 

 9. 表示注意到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23 段，请秘书长全面评估其报告概述的不同方案和可

能的方案组合的实际影响，包括对会员国的影响，同时应考虑到从执行现有协议中吸取的经验

_______________ 

43 A/75/646。 

44 A/75/796。 

45 ST/SGB/2018/1/Rev.1。 

https://undocs.org/zh/A/75/935
https://undocs.org/ch/A/RES/67/287
https://undocs.org/ch/A/RES/68/252
https://undocs.org/ch/A/RES/71/263
https://undocs.org/ch/A/RES/74/254
https://undocs.org/ch/A/RES/74/254
https://undocs.org/ch/A/RES/74/254
https://undocs.org/ch/A/RES/74/254
https://undocs.org/ch/A/75/646
https://undocs.org/ch/A/75/796
https://undocs.org/ch/ST/SGB/2018/1/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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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以及确保持续保护借调人员养恤金权利的必要性，并将评估报告提交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

审议； 

 10. 授权秘书长继续与会员国签订协议，防止向借调现役军警人员重复支付薪金、福利和

津贴，并在向大会提交的下次报告中报告有关情况，包括吸取的经验教训； 

 11. 请秘书长与未与秘书处达成协议的会员国联系，如果他们的国家立法与《联合国工作

人员条例和细则》有冲突，则鼓励他们签署此类协议； 

 12. 表示注意到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27 段，决定授权秘书长将关于借调现役军警人员的例

外措施延长至 2024 年 7 月 1 日；  

 13. 请秘书长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续会第一期会议期间提出非正式通报，介绍执行双边

协议的情况和初步结果，并介绍秘书长报告概述的各种备选方案和备选方案组合的分析和评估

报告编制进展情况。 

 

 

第 75/293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936，第 15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5/293. 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 

 大会， 

 回顾其 1991 年 5 月 3 日第 45/258号、1992 年 12 月 23 日第 47/218 A 号、1993 年 12 月 23

日第 48/226 A 号、1994 年 7 月 29 日第 48/226 C 号、1995 年 7 月 20 日 49/250号和 1996 年 6 月 7

日第 50/221 B 号决议、2000 年 12 月 23 日第 55/238 号决议第一节、2001 年 6 月 14 日第 55/271

号、2001 年 12 月 24日第 56/241号、2002年 6 月 27日第 56/293号、2003 年 6月 18 日第 57/318

号、2004 年 6 月 18 日第 58/298号、2005 年 6 月 22 日第 59/301号、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60/268

号、2007 年 6 月 29 日第 61/279号、2008 年 6 月 20 日第 62/250号、2009 年 6 月 30 日第 63/287

号、2010 年 6 月 24 日第 64/271号、2011 年 6 月 30 日第 65/290号、2012 年 6 月 21 日第 66/265

号、2013 年 6 月 28 日第 67/287号、2014 年 6 月 30 日第 68/283号、2015 年 6 月 25 日第 69/308

号、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7 号、2017 年 6 月 30 日第 71/295 号、2018 年 7 月 5 日第 72/288

号、2019 年 7 月 3 日第 73/308号、2020 年 6 月 30 日第 74/280号决议及其他有关决议，并回顾

其 1994年 12月 23日第 49/469号、1995年 12月 23日第 50/473号、2018年 7月 5日第 72/558

号、2019 年 7 月 3 日第 73/555 号和 2020 年 9 月 3 日第 74/571 号决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 年 6 月 30日期间预算执

行情况的报告、46 关于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的

_______________ 

46 A/75/656。 

https://undocs.org/zh/A/75/936
https://undocs.org/ch/A/RES/45/258
https://undocs.org/ch/A/RES/47/218
https://undocs.org/ch/A/RES/48/226
https://undocs.org/ch/A/RES/48/226c
https://undocs.org/ch/A/RES/49/250
https://undocs.org/ch/A/RES/50/221b
https://undocs.org/ch/A/RES/55/238
https://undocs.org/ch/A/RES/55/271
https://undocs.org/ch/A/RES/55/271
https://undocs.org/ch/A/RES/56/241
https://undocs.org/ch/A/RES/56/293
https://undocs.org/ch/A/RES/57/318
https://undocs.org/ch/A/RES/57/318
https://undocs.org/ch/A/RES/5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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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47 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关于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维持和平行动支助

账户下内部监督事务厅拟议预算的报告48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49 

 确认联合国必须有能力在安全理事会通过相关决议后迅速作出反应并部署维持和平行动，

传统维持和平行动在 30 天内部署，复杂维持和平行动在 90 天内部署， 

 又确认必须在维持和平行动的所有阶段，包括在清理和结束阶段，提供适当支持， 

 意识到支助账户的经费数额应与维持和平特派团的任务、数目、规模和复杂性大致相称，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

间预算的报告和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关于 2021 年 7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日期间维持和平行

动支助账户下内部监督事务厅拟议预算的报告； 

 2. 重申大会的作用是透彻分析及核准人力和财政资源与政策，以确保充分、高成效和高

效率地开展所有授权方案和活动以及执行这方面的政策； 

 3. 又重申第五委员会是大会授权主管行政和预算事项的主要委员会； 

 4. 还重申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 条； 

 5. 重申支助账户资金只能用于在总部为所需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提供资金，以支助和

支持维持和平行动，要改变这项限制，须经大会事先批准； 

 6. 又重申需要有适当经费支助维持和平行动，但在提出支助账户预算时需要就所要求的

经费提出充分理由； 

 7. 还重申维持和平行动需要高成效和高效率的行政和财政管理，并敦促秘书长继续确定

可提高支助账户成效和效率的措施； 

 8. 请秘书长确保充分执行其 2005 年 6 月 22 日第 59/296 号、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60/266

号、2007 年 6 月 29 日第 61/276号、2010 年 6 月 24 日第 64/269号、2011 年 6 月 30 日第 65/289

号、2012 年 6 月 21 日第 66/264号、2015 年 6 月 25 日第 69/307号和 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

号决议以及其他有关决议的相关规定； 

 9.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

提，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落实； 

 10. 决定 2021年 7月 1 日至 2022 年 6月 30日财政期间沿用经其第 50/221 B 号决议第 3 段

核准并在当前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使用的支助账户筹资机制； 

  

_______________ 

47 A/75/785。 

48 A/75/783。 

49 A/75/849。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ch/A/RES/50/221b
https://undocs.org/ch/A/75/785
https://undocs.org/ch/A/75/783
https://undocs.org/ch/A/7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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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1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

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财政期间预算估计数 

 12. 核可支助账户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所需资源 356 413 100 美

元，其中包含用于企业资源规划项目的 15 799 500美元、用于全球服务提供模式项目的 868 500

美元、用于维和能力准备的 3 881 600 美元以及用作“团结”系统维护和支助费用的 18 221 400

美元，这些资源用于支付本决议附件一所列 1 348 个续设员额和 8 个新设临时员额以及员额的

裁撤、调动、改派和改叙费用以及附件二所列 60 个续设一般临时人员职位及 50 个人月的费

用，并用作有关的所需员额资源和非员额资源；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及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财政期间维持和平行动支助

账户经费的筹措 

 13. 决定按下列方式筹措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财政

期间所需经费： 

 (a) 将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未支配余额 600 美元用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所需经费； 

 (b) 将包括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投资收入 1 211 100 美元、其他杂项

收入 560 500 美元和上期债务核销额 1 022 100 美元在内的总数额 2 793 700 美元用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所需经费； 

 (c) 将 2020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超出维持和平准备基金核定额的部分 3 738 600美元

用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的所需经费； 

 (d) 缺额 349 880 200 美元由各在役维持和平行动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财

政期间的预算按比例分摊； 

 (e)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净额 29 125 000 美元，即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的 27 361 700 美元加上 2020 年 6 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的增加额 1 763 300 美元，

将按比例分配给各在役维持和平行动预算，部分抵冲上文(d)分段所述缺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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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A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下设立的员额 

  员额   

部/厅 组织单位 数目 职等 职务 状态 

      
业务支助部      

支助业务厅 医疗保健管理与职业安全和 

健康司 

1 P-4 医务干事(医疗

质量与安全) 

从一般临时人员

改划 

 小计 1    

管理战略、政策和合规部      

方案规划、财务和预算厅 财务司 1 P-4 财务干事(会计

政策) 

从一般临时人员

改划 

 小计 1 
 

  

内部监督事务厅      

调查司 恩德培 1 NGS 行政助理 从一般临时人员

改划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 2 P-3 驻地调查员  

  1 NGS 行政助理  

内部审计司 

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 1 P-3 驻地审计师 从一般临时人员

改划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 

综合稳定团 

1 P-3 驻地审计师   

 小计 6    

 共计 8  
  

注：秘书长关于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日期间预算的报告(A/75/785)

列出了每个新员额的具体任务和地点，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A/75/849)援用了这

些资料。 

缩写：NGS，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https://undocs.org/ch/A/75/785
https://undocs.org/ch/A/7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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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下员额的调整、调动、改派和

裁撤 

调整 

和平行动部/军事厅/军事顾问办公室 

在军事顾问办公室设立军事业绩评价小组，办法是，在军事厅内调动 6 个员额(P-4)，改派 2 个

员额(高级军事事务干事(P-5)和信息系统干事(P-3)(借调的现役军事人员)) 

调动 

业务支助部/支助业务厅/人力资源服务司/人事档案管理股 

从能力发展和业务培训处调动 2 个员额(协理人力资源干事(P-2)和人力资源助理(GS(OL))) 

管理战略、政策和合规部/方案规划、财务和预算厅/财务司 

从外勤业务财务司调动 2 个员额(采购干事(P-4)和财务和预算助理(GS(OL))) 

管理战略、政策和合规部/方案规划、财务和预算厅/外勤业务财务司 

从财务司调动 2 个员额(财务和预算助理((GS(OL))) 

改派 

业务支助部/支助业务厅/能力发展和业务培训处/知识管理小组 

从业务培训科改派 2 个员额(财务和预算干事(P-3))，改派为方案管理干事(P-3) 

业务支助部/支助业务厅/能力发展和业务培训处/业务流程和系统支助科 

在业务流程和系统支助科内改派 1 个员额(高级人力资源助理(GS(PL)))，改派为高级管理和方

案助理(GS(PL)) 

业务支助部/支助业务厅/能力发展和业务培训处/业务培训科 

在业务培训科内改派 1 个员额(高级人力资源助理(GS(PL)))，改派为高级管理和方案助理

(GS(PL)) 

业务支助部/特别活动司/资源规划和分析科 

在资源规划和分析科内改派 3 个员额(财务和预算干事(2 个 P-4 和 1 个 P-3)，改派为方案干事(2

个 P-4 和 1 个 P-3)) 

内部监督事务厅/检查和评价司/恩德培区域检查和评价办公室 

从内部审计司/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驻地审计办公室改派 1 个员额(驻地审计师

(P-3)，改派为评价干事(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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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调 

业务支助部/供应链管理厅/采购司 

将 2 个员额(采购干事(P-4))转调到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下供资 

裁撤 

和平行动部/单一区域政治——业务结构/东非司 

裁撤 4 个员额(高级政治事务干事(P-5)、政治事务干事(P-4)、政治事务干事(P-3)和团队助理

(GS(OL))) 

 

缩写：GS(OL)，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GS(PL)，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附件二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下设立的一般临时人员职位 

 

  职位   

部/厅 组织单位 数目 职等 职务 状态 

      
和平行动部     

副秘书长办公室/ 

协调和共享服务 

主任办公室 

执行办公室 — 3 个月，P-3 替代休假工作人员 续设 

 — 3 个月，GS (OL) 替代休假工作人员 续设 

 1 P-4 人力资源干事 续设 

法治和安全机构厅 司法和惩戒处 1 P-4 司法事务干事 续设 

政策、评价和培训司 政策和最佳做法处 1 P-3 政治事务干事(以行动促维和) 续设 

综合培训处 1 P-3 培训干事 续设 

 小计 4    

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     

行政支助科  — 4 个月，FS 替代休假工作人员 续设 

  — 4 个月，NGS 替代休假工作人员 续设 

 小计 —    

业务支助部     

支助业务厅 医疗保健管理与职业

安全和健康司 

1 P-4 心理健康干事(创伤后应激障

碍) 

续设 

 人力资源服务司 10 P-3 人力资源干事(职组) 续设 

  3 GS(OL) 人力资源助理(职组) 续设 

供应链管理厅 辅助和外联处 1 GS (OL) 采购助理 续设 

 索偿申请管理和 

业绩科 

2 P-3 财务和预算干事 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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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位   

部/厅 组织单位 数目 职等 职务 状态 

      
  1 P-4 财务和预算干事(创伤后应激

障碍) 

续设 

  1 GS (OL) 财务和预算助理(创伤后应激

障碍) 

续设 

纽约行政司 总部客户支助处 — 6 个月，P-4 替代休假工作人员 续设 

 小计 19    

管理战略、政策和合规部   

副秘书长办公室 业务伙伴处 — 4 个月，P-3 替代休假工作人员 续设 

  — 4 个月，GS(OL) 替代休假工作人员 续设 

 管理评价股 1 P-3 法律干事 续设 

方案规划、财务和预

算厅 

财务司 1 GS (OL) 会计助理 续设 

人力资源厅 全球战略和政策司 1 P-4 方案干事(性别均等) 续设 

1 P-3 人力资源干事(流动) 续设 

 行政法司行为和 

纪律处 

1 P-3 方案干事 续设 

 行政法司申诉管理科 1 P-4 法律干事 续设 

 1 P-3 法律干事 续设 

业务转型和问责司 分析和项目管理处 1 P-4 管理和方案分析员 续设 

 小计 8    

信息和通信技术厅    

企业解决方案处 
 

企业应用程序 

中心——亚洲 

(曼谷办事处) 

1 P-4 项目管理人(口粮管理系统) 续设 

1 P-3 信息系统干事(燃料管理系统) 续设 

 企业应用程序 

中心——亚洲 

(纽约办事处) 

1 P-3 信息系统干事(部队派遣管理

项目客户关系管理) 

续设 

 小计 3    

内部监督事务厅     

执行办公室  — 4 个月，P-3 替代休假工作人员 续设 

  — 6 个月，GS (OL) 替代休假工作人员 续设 

调查司 纽约 1 P-4 调查员(性骚扰) 续设 

 2 P-3 调查员(性骚扰) 续设 

  1 GS (OL) 调查助理 续设 

 内罗毕 
 

1 P-4 调查员(性骚扰) 续设 

 2 P-3 调查员(性骚扰) 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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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位   

部/厅 组织单位 数目 职等 职务 状态 

      
 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

合稳定团 

1 P-5 首席驻地调查员 续设 

  1 P-4 驻地调查员 续设 

  2 P-3 驻地调查员 续设 

  1 NGS 行政助理 续设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

共和国稳定特派团 

1 P-3 驻地调查员 续设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

层面综合稳定团 

2 P-3 驻地调查员 续设 

内部审计司 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

合稳定团 

1 P-4 驻地审计师 续设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

层面综合稳定团 
3 P-4 驻地审计师 续设 

  1 P-3 驻地审计师 续设 

 小计 20    

秘书长办公厅     

  — 6 个月，GS (OL) 替代休假工作人员 续设 

 小计 —    

            联合国监察员和调解事务办公室  

恩德培区域监察员办公室 1 P-4 解决冲突干事 续设 

巴马科区域监察员办公室 1 P-4 解决冲突干事 续设 

 小计 2    

法律事务厅     

一般法律事务司 司法群组 — 3 个月，P-4 替代休假工作人员 续设 

 小计 —    

全球传播部  —   

执行办公室  — 1.5 个月，P-3 替代休假工作人员 续设 

  

— 1.5 个月， 

GS (OL) 

替代休假工作人员 续设 

 小计 —    

安全和安保部  

副秘书长办公室 执行办公室 1 P-3 行政干事 续设 

1 GS (OL) 行政助理 续设 

 小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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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位   

部/厅 组织单位 数目 职等 职务 状态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实地活动司 和平特派团支助科 

(亚的斯亚贝巴) 

1 P-3 人权干事 

(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 

续设 

专题参与、特别程序

和发展权利司 

方法、教育和培训科

(纽约) 

1 P-4 人权干事(性剥削和性虐待) 续设 

 小计 2    

 共计 60  职位和 50 个人月(任期少于 12

个月的职位)a 

 

注：秘书长关于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的报告(A/75/785)列出了

每个一般临时人员职位的具体任务和地点，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A/75/849)援用了这些

资料。 

缩写：FS，外勤事务人员；GS (OL)，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NGS，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a 人月数列于“职等”一栏。 

 

 

 

第 75/294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936，第 15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5/294. 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经费的筹措 

 大会， 

 回顾其关于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经费筹措的 2015 年 6 月 25 日第 69/307号决议以及

其后各项有关决议，最近的是 2020 年 6 月 30 日第 74/281号决议，并回顾其 2020 年 9月 3 日第

74/571 号决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区域服务中心经费筹措的报告50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

关报告，51 

 1. 重申其 2003 年 6 月 18 日第 57/290 B 号、2005 年 6 月 22 日第 59/296号、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60/266号、2007 年 6 月 29 日第 61/276号、2010 年 6 月 24 日第 64/269号、2011 年 6 月

30 日第 65/289号、2012 年 6 月 21 日第 66/264号、第 69/307号和 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号

决议，并请秘书长确保全面执行这些决议的相关规定； 

_______________ 

50 A/75/621和 A/75/770。 

51 A/75/822/Add.9。 

https://undocs.org/ch/A/75/785
https://undocs.org/ch/A/75/849
https://undocs.org/zh/A/75/936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4/281
https://undocs.org/ch/A/RES/74/281
https://undocs.org/zh/A/RES/57/290b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ch/A/75/621
https://undocs.org/ch/A/75/770
https://undocs.org/ch/A/75/822/Ad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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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3.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

提，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落实； 

 4. 肯定乌干达政府提供支助，为联合国在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开展工作提供便

利；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5.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区域服务中心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

行情况的报告；52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6. 核准 40 272 300美元，充作区域服务中心 2021年 7月 1 日至 2022年 6 月 30日期间的

维持费；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的筹措 

 7. 决定按下列方式筹措区域服务中心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的经费： 

 (a) 将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158 400 美元用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 

 (b) 由各在役客户维持和平行动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按比例分摊

38 293 700 美元； 

 (c) 各客户特别政治任务份额 1 820 200 美元将从有待大会核准的 2022 年拟议方案预算第

3 款(政治事务)项下支出； 

 (d)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3 910 300 美元，即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期间的 3 893 200 美元加上 2019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增加额 17 100 美元，将

按比例分配给各在役客户维和行动预算，部分抵冲上文(b)分段所述数额； 

 8. 又决定在其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审议区域服务中心经费的筹措问题。 

 

 

 

 

第 75/295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936，第 15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_______________ 

52 A/75/621。 

https://undocs.org/zh/A/75/936
https://undocs.org/ch/A/75/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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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95. 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经费的筹措 

 大会， 

 回顾其 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233 A 号决议第十四节和 2007 年 12 月 22 日第 62/231号决

议， 

 又回顾其关于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经费筹措的 1996年 9 月 17 日第 50/500号决

定及其后各项有关决议，最近的是 2020 年 6 月 30 日第 74/282号决议，并回顾其 2020 年 9 月 3

日第 74/571 号决定， 

 还回顾其关于建立战略部署物资储存的 2002 年 6 月 27 日第 56/292号决议及其后关于战略

部署物资储存落实情况的各项决议，最近的是第 74/282号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后勤基地经费筹措的报告53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

有关报告，54 

 再次申明准确清点资产的重要性， 

 1. 赞赏地注意到意大利政府为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提供设施以及西班牙政府

为西班牙巴伦西亚二级运行状态通信设施提供设施； 

 2.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

提，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落实； 

 3. 请秘书长确保充分执行其 2005 年 6 月 22 日第 59/296 号、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60/266

号、2007 年 6 月 29 日第 61/276号、2010 年 6 月 24 日第 64/269号、2011 年 6 月 30 日第 65/289

号、2012 年 6 月 21 日第 66/264号、2015 年 6 月 25 日第 69/307号和 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

号决议以及其他相关决议的相关规定；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4.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后勤基地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

执行情况的报告；55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5. 核准联合国后勤基地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费用估计数 65 694 700

美元； 

  

_______________ 

53 A/75/642和 A/75/744。 

54 A/75/822/Add.10。 

55 A/75/642。 

https://undocs.org/ch/A/RES/49/233
https://undocs.org/ch/A/RES/62/231
https://undocs.org/ch/A/RES/74/282
https://undocs.org/ch/A/RES/56/292
https://undocs.org/ch/A/RES/74/282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ch/A/75/642
https://undocs.org/ch/A/75/744
https://undocs.org/ch/A/75/822/Add.10
https://undocs.org/ch/A/7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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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的筹措 

 6. 决定按下列方式筹措联合国后勤基地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

费： 

 (a) 将 2020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1 114 400美元用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 

 (b) 64 580 300 美元差额由各在役维持和平行动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

预算按比例分摊； 

 (c)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6 695 400 美元，即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期间的 6 562 600 美元加上 2019年 7 月 1 日至 2020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增加额 132 800 美元，将

按比例分配给各在役维和行动预算，部分抵冲上文(b)分段所述差额； 

 7. 又决定在其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审议联合国后勤基地经费的筹措问题。 

 

 

第 75/296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936，第 15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5/296. 已结束的维持和平特派团 

 大会， 

 回顾其 2020 年 6 月 30 日第 74/278号决议和 2020 年 9 月 3 日第 74/571 号决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已结束的维持和平特派团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的最新财务状况的报告56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报告，57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

提； 

 3. 表示注意到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9 段和 10(b)段；  

 4. 着重指出所有会员国都应当按时、足额、无条件地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财政义

务； 

 5. 促请所有会员国尽一切努力，确保足额缴纳摊款； 

_______________ 

56 A/75/619。 

57 A/75/838。 

https://undocs.org/zh/A/75/936
https://undocs.org/ch/A/RES/74/278
https://undocs.org/ch/A/75/619
https://undocs.org/ch/A/7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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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指出使用未退还余额满足本组织临时流动性需要的做法不是既定机制，强调指出这一

做法是不可持续的； 

 7. 确认，由于缴款增加，本组织的财务状况正在改善，并指出，如果这种趋势得以持

续，就不应该保持使用未退还余额的做法； 

 8. 遗憾地看到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索偿和已结束的维持和平行动预算应付会员国款项尚未

结清，强调大会决心解决这一问题； 

 9. 请秘书长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任何维持和平特派团结束前向部队和警察派遣国

偿还费用。 

 

 

第 75/297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937，第 6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5/297. 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经费的筹措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经费筹措的报告58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

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59 

 回顾安全理事会 2011 年 6 月 27 日第 1990(2011)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决定设立联合国阿卜

耶伊临时安全部队，为期六个月，并回顾安理会其后延长该部队任务期限的各项决议，最近的

是 2021 年 5 月 11 日第 2575(2021)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将第 1990(2011)号决议第 2 段中规定的

该部队任务以及 2011年 12月 14日第 2024(2011)号决议和 2012年 11月 16日第 2075(2012)号决

议第 1段规定的修订任务的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 

 又回顾大会关于该部队经费筹措的 2011年 12月 24日第 66/241 A号决议及其后各项有关决

议，最近的是 2020年 6月 30日第 74/283号决议，并回顾其 2020年 9月 3日第 74/571号决定， 

 重申大会 1963 年 6 月 27 日第 1874(S-IV)号、1973 年 12 月 11 日第 3101(XXVIII)号和 2000

年 12 月 23 日第 55/235号决议阐述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一般原则， 

 意识到必须为该部队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使其能够履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职

责， 

 1. 请秘书长责成该特派团团长完全依照大会 2005 年 6月 22日第 59/296号、2006年 6 月

30 日第 60/266号、2007 年 6 月 29 日第 61/276号、2010 年 6 月 24 日第 64/269号、2011 年 6 月

_______________ 

58 A/75/595和 A/75/737。 

59 A/75/822/Add.3。 

https://undocs.org/zh/A/75/937
https://undocs.org/ch/S/RES/1990(2011)
https://undocs.org/ch/S/RES/2575(2021)
https://undocs.org/ch/S/RES/1990(2011)
https://undocs.org/ch/S/RES/2024(2011)
https://undocs.org/ch/S/RES/2075(2012)
https://undocs.org/ch/A/RES/66/241
https://undocs.org/ch/A/RES/74/283
https://undocs.org/ch/A/RES/74/283
https://undocs.org/zh/A/RES/1874(S-IV)
https://undocs.org/ch/A/RES/3101(XXVIII)
https://undocs.org/ch/A/RES/55/235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75/595
https://undocs.org/ch/A/75/737
https://undocs.org/ch/A/75/822/Ad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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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第 65/289号、2012 年 6 月 21 日第 66/264号、2015 年 6 月 25 日第 69/307号和 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号决议以及其他相关决议的规定编制今后的拟议预算； 

 2.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的摊款缴纳情况，包

括未缴摊款 5 900 万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2.2%，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99 个会员国已足额缴纳

摊款，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尤其是拖欠国，确保缴纳未缴摊款； 

 3. 表示赞赏已足额缴纳摊款的会员国，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尽力确保足额缴纳为该部

队分摊的款项； 

 4. 表示关切维持和平活动的财政状况，特别是向部队派遣国偿还费用的情况，这些国家

因会员国逾期未缴摊款而承受额外负担； 

 5. 强调对今后和现有的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在财政和行政安排方面应予平等对待、一

视同仁； 

 6. 又强调应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完成各自

的任务； 

 7. 请秘书长确保拟议维持和平预算以相关立法授权为依据； 

 8.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

提，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落实； 

 9. 关切地注意到地雷行动司与联合国项目事务署之间的伙伴协作业务存在缺陷，请秘书

长对项目署和选定实施地雷行动活动的合作伙伴所提供服务的使用情况进行独立审查，包括评

估每个特派团在执行那些活动方面的相对优势，并在其提交第七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分析

结果； 

 10. 再次表示严重关切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生命、健康、安全和安保带

来持续威胁，必须确保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安保和健康，包括为文职人员和军警人员施打安

全、有效的疫苗，持续不断地执行保护平民等关键任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特派团活动传播病毒

的风险，并酌情在任务范围内，应国家当局的请求，与驻地协调员和在该国的其他联合国实体

合作，支持国家当局应对 COVID-19； 

 11. 注意到已采取各项措施，以减轻 COVID-19 疫情对维持和平行动的影响，包括为继续

执行特派团任务提供便利，同时确保维持和平人员和东道国当地社区的健康和安全，请秘书长

在下次该部队执行情况报告和预算报告中提供最新信息，说明这场疫情所产生影响、经验教

训、最佳做法以及该部队如何改进防备工作和应对能力并与东道国政府及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

合作应对疫情； 

 12. 关切地注意到 COVID-19 疫情对冲突中国家、区域和次区域的中长期影响，强调联合

国维持和平行动必须在各自任务范围内，酌情与国家当局和其他联合国实体进行协调，促进冲

突中国家和区域特别是非洲国家和区域的冲突后重建、建设和平和疫后恢复；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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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回顾其 2015年 4月 2日第 69/273号决议第 16和 18段，在这方面再次请秘书长继续探

索更多的创新途径，促进总部和外地办事处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采购，并鼓励有兴趣

的当地供应商申请在秘书处供应商名册中注册，以扩大名册的地域范围； 

 14. 鼓励秘书长按照《联合国采购手册》，利用当地的材料、能力和知识，实施维持和平

行动的建设项目； 

 15. 请秘书长制定明确的框架和准则，以确定除其他外用以购买包括航空服务在内的不同

类型货物和服务所应采用的招标程序(招标书或征求建议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

册》； 

 16. 又请秘书长采取措施，确保本组织遵循公共采购在透明度方面的最佳做法，包括在公

共域登载更多信息，说明航空服务等采购领域活动的结果，进一步提高本组织采购活动的透明

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册》； 

 17. 确认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在维持和平行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鼓励秘书长继

续根据相关任务授权，深化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的伙伴关系、合作和协调，并在下次

报告中提供信息，介绍这种深化的关系； 

 18. 着重指出方案活动对执行该部队任务、包括对预防和解决冲突工作的重要贡献，并着

重指出，所有这些活动都必须与该部队任务直接挂钩； 

 19. 请秘书长确保该部队按照相关指示并铭记部队活动所处具体环境，以负责任和接受问

责的方式使用方案资金，并在下次预算报告和执行情况报告中提供详细信息，说明该部队的方

案活动，包括这些活动如何促进执行了该部队的任务，说明这些活动与任务规定的联系，并介

绍各执行实体的情况以及该部队进行的适当监督； 

 20. 重申其第 61/276号决议第十八节的规定，进一步确认速效项目在支持特派团执行任务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指出必须以负责任和接受问责的方式及时执行所有这类项目，并请

秘书长增强项目的影响，处理潜在挑战； 

 21. 重申外部咨询人的使用应保持在绝对最低限度，本组织应利用内部能力开展核心活动

或履行长期的经常性职能； 

 22. 强调指出在面临严峻安全局势的情况下，必须优先考虑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和保障以及

保护平民活动，要求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履行各

自的任务，包括按照任务规定保护平民； 

 23. 确认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面临日益增加的安全挑战，再次强调以综合方式加强维持和

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安全和安保的重要性，包括通过加强培训和能力建设、联合国营地的部队

保护规划和对局势的认识，请秘书长和东道国政府履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责

任，加强联合国维护和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的安全和安保，并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报告有关

情况，赞赏地注意到会员国在这方面努力促进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https://undocs.org/ch/A/RES/69/273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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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再次表示关切文职人员编制中存在大量职位空缺，再次请秘书长确保迅速填补空缺员

额，请秘书长审查空缺时间已达或已超过 24 个月的员额，在下次预算报告中提出建议，或保

留这些员额并且提出明确的需要保留的理由，或裁撤这些员额； 

 25. 请秘书长在编制预算报告时，根据特派团的任务和需求，考虑将更多职能本国化的各

种备选方案； 

 26. 请秘书长继续当前努力，确保秘书处实现公平地域分配，确保秘书处所有部厅和所有

级别工作人员、包括主任及以上级别人员的地域分配尽可能广泛，并请秘书长在下一次概览报

告中就此提出报告； 

 27. 表示深为关切延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偿的情况，再次请秘书长尽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

偿，最迟于提出索偿之日后的三个月内结清； 

 28. 注意到作为全面业绩评估系统实施工作的一部分，正在制定基于影响的业绩指标，并

在这方面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资料，说明这些指标将如何衡量该部队执行授权任务的情

况、资源分配对该部队执行授权任务的影响以及这些指标将如何帮助确定每项授权任务所需的

资源； 

 29. 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新的全面业绩评估系统的实施计划和实施情况分析，包括

该系统与特派团规划和预算编制的关联，以便于大会审议为实施该系统而提出的资源请求； 

 30. 注意到在执行多年期环境战略、减少维持和平行动足迹方面取得的进展，请秘书长按

照五大战略支柱和立法授权，根据实地的特殊情况，并充分遵守相关细则和条例，加强各项措

施，促进在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执行该战略，并在下次概览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31. 又注意到行预咨委会关于使用虚拟平台和收回非联合国人员空运费用的建议，并敦促

在执行这些建议时考虑到每个特派团的具体情况，不得影响执行任务； 

 32. 强调秘书处问责制的重要性，请秘书长在管理维持和平预算方面继续加强风险管理、

透明度和内部控制，促进执行任务，并在下次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33. 又强调各维持和平行动全面执行预算的重要性，请秘书长继续加强对维持和平特派团

活动的监督，执行各相关监督机构的建议，并在这方面避免管理失误和经济损失，以确保充分

遵守财务条例和细则，同时应适当考虑大会给予的指导和建议，并在执行情况报告中报告这方

面的情况； 

 34. 强调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重要性，并着重指出，特派团全面执行该议程可促进实

现可持续和平和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35. 重申在任务授权发生变化，要求特派团考虑缩编或清理结束的各项办法并且筹备或开

始缩编或清理结束时，必须与联合国系统所有相关实体、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东道国政

府协商，根据汲取经验教训和考虑到具体情况的业务缩编和过渡计划，对任何特派团过渡进程

进行全面、积极和预先规划，以确保及时、高效率和高效力地移交相关作用、责任和活动，完

全按照相关条例和细则，以最小损失和最佳可行成本效益处置资产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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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鼓励内部监督事务厅继续确保通过审计和调查对即将结束的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进

行监督，并在下次报告中报告有关情况； 

 37. 表示关切关于维持和平特派团性剥削和性虐待指控的报告，请秘书长继续对所有文职

和军警人员执行其关于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并在下次关于共有问题的报告中报告这

方面的情况； 

 38. 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14 段，表示关切该部队存在的警务人员职位大量空缺情况，

鼓励秘书长继续努力提高警务人员部署率，限制这种情况对执行任务的影响； 

 39. 请秘书长确保充分执行大会第 59/296、60/266、61/276、64/269、65/289、66/264、

69/307和 70/286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40. 又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以最有效率、最节省的方式管理该部队；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4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该部队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60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42. 决定批款 280 581 200 美元给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特别账户，充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该部队的维持费 260 445 300 美元、给维持

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 15 404 500美元、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2 843 300 美元以及

给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的 1 888 100 美元；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批款的筹措 

 43. 决定考虑到其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1号决议规定的 2021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员

国按照其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2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105 217 952 美元，充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11 月 15 日期间的经费； 

 44. 又决定根据大会 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3 段规定的会

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1 926 263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

包括核定给该部队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1 262 55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

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480 863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

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110 550 美元以及核定给区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

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72 300 美元； 

 45. 还决定考虑到其第 73/271号决议规定的 2021年分摊比额表，由会员国按照其第 73/272

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35 072 652 美元，即每月 23 381 767 美元，充作 2021 年 11 月 16 日

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但以安全理事会决定延长该部队的任务期限为前提； 

_______________ 

60 A/75/595。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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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决定根据大会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5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

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642 088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核定给该部队的工

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420 85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

例应分的数额 160 288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

分的数额 36 850 美元以及核定给区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

额 24 100 美元； 

 47. 又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2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61 分摊 140 290 600 美元，

即每月 23 381 767 美元，充作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但以安全理事会决定

延长该部队的任务期限为前提； 

 48. 还决定根据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7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

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2 568 349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核定给该部队的工

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1 683 40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

比例应分的数额 641 149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

应分的数额 147 400 美元以及核定给区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

的数额 96 400 美元； 

 49. 决定，对于已经履行对该部队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考虑到大会第 73/271号决议规定

的 2020 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73/272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43 段规定的摊款中

减除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7 557 500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

额； 

 50. 又决定，对于尚未履行对该部队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按照上文第 49 段规定的办

法，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7 557 5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 

 51. 还决定上文第 49 和 50段所述 7 557 500美元贷项应加上 2020年 6 月 30日终了财政期

间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的增加额 287 700 美元； 

 52. 鼓励秘书长铭记安全理事会 2003 年 8 月 26 日第 1502(2003)号决议第 5 和 6 段，继续

进一步采取措施，确保在联合国主持下参与该部队的所有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53. 邀请各方向该部队自愿捐助现金以及秘书长可以接受的服务和用品，这些捐助将按照

大会规定的程序和做法适当管理； 

 54.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经费的筹措”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六届

会议临时议程。 

 

 

第 75/298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938，第 6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_______________ 

61 尚待大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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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98.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经费的筹措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经费筹措的报告62 以及行政和预

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63 

 回顾安全理事会 2014年 4月 10日第 2149(2014)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决定从 2014年 4月 10

日起设立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任务期限初步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并回顾安

理会其后延长该稳定团任务期限的各项决议，最近的是 2020 年 11 月 12 日第 2552(2020)号决

议，其中安理会将该稳定团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 

 又回顾大会关于该稳定团经费筹措的 2014 年 6 月 30 日第 68/299号决议以及其后各项有关

决议，最近的是 2020 年 6 月 30 日第 74/284号决议，并回顾其 2020 年 9 月 3 日第 74/571 号决

定， 

 重申大会 1963 年 6 月 27 日第 1874(S-IV)号、1973 年 12 月 11 日第 3101(XXVIII)号和 2000

年 12 月 23 日第 55/235号决议阐述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一般原则， 

 意识到必须为该稳定团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使其能够履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职

责， 

 1. 请秘书长责成该稳定团团长完全依照大会 2005 年 6月 22日第 59/296号、2006年 6 月

30 日第 60/266号、2007 年 6 月 29 日第 61/276号、2010 年 6 月 24 日第 64/269号、2011 年 6 月

30 日第 65/289号、2012 年 6 月 21 日第 66/264号、2015 年 6 月 25 日第 69/307号和 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号决议以及其他相关决议的规定编制今后的拟议预算； 

 2.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的摊款缴纳情

况，包括未缴摊款 2.004 亿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3.2%，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99 个会员国已足

额缴纳摊款，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尤其是拖欠国，确保缴纳未缴摊款； 

 3. 表示赞赏已足额缴纳摊款的会员国，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尽力确保足额缴纳为该稳

定团分摊的款项； 

 4. 表示关切维持和平活动的财政状况，特别是向部队派遣国偿还费用的情况，这些国家

因会员国逾期未缴摊款而承受额外负担； 

 5. 强调对今后和现有的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在财政和行政安排方面应予平等对待、一

视同仁； 

 6. 又强调应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完成各自

的任务； 

_______________ 

62 A/75/620、A/75/760和 A/75/760/Add.1。 

63 A/75/822/Ad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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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请秘书长确保拟议维持和平预算以相关立法授权为依据； 

 8.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

提，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落实； 

 9. 赞赏地注意到中非共和国政府提供支助，为该稳定团开展工作提供便利； 

 10. 表示注意到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35 段，决定不裁撤一个 P-3 安保协调干事员额； 

 11. 又表示注意到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35 段，决定不裁撤政治事务协理信息分析员本国专

业干事员额； 

 12. 关切地注意到地雷行动司与联合国项目事务署之间的伙伴协作业务存在缺陷，请秘书

长对项目署和选定实施地雷行动活动的合作伙伴所提供服务的使用情况进行独立审查，包括评

估每个特派团在执行那些活动方面的相对优势，并在其提交第七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分析

结果； 

 13. 再次表示严重关切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生命、健康、安全和安保带

来持续威胁，必须确保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安保和健康，包括为文职人员和军警人员施打安

全、有效的疫苗，持续不断地执行保护平民等关键任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特派团活动传播病毒

的风险，并酌情在任务范围内，应国家当局的请求，与驻地协调员和在该国的其他联合国实体

合作，支持国家当局应对 COVID-19； 

 14. 注意到已采取各项措施，以减轻 COVID-19 疫情对维持和平行动的影响，包括为继续

执行特派团任务提供便利，同时确保维持和平人员和东道国当地社区的健康和安全，请秘书长

在下次特派团执行情况报告和预算报告中提供最新信息，说明这场疫情所产生影响、经验教

训、最佳做法以及特派团如何改进防备工作和应对能力并与东道国政府及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

合作应对疫情； 

 15. 关切地注意到 COVID-19 疫情对冲突中国家、区域和次区域的中长期影响，强调联合

国维持和平行动必须在各自任务范围内，酌情与国家当局和其他联合国实体进行协调，促进冲

突中国家和区域特别是非洲国家和区域的冲突后重建、建设和平和疫后恢复； 

 16. 回顾其 2015年 4月 2日第 69/273号决议第 16和 18段，在这方面再次请秘书长继续探

索更多的创新途径，促进总部和外地办事处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采购，并鼓励有兴趣

的当地供应商申请在秘书处供应商名册中注册，以扩大名册的地域范围； 

 17. 鼓励秘书长按照《联合国采购手册》，利用当地的材料、能力和知识，实施维持和平

行动的建设项目； 

 18. 请秘书长制定明确的框架和准则，以确定除其他外用以购买包括航空服务在内的不同

类型货物和服务所应采用的招标程序(招标书或征求建议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

册》； 

 19. 又请秘书长采取措施，确保本组织遵循公共采购在透明度方面的最佳做法，包括在公

共域登载更多信息，说明航空服务等采购领域活动的结果，进一步提高本组织采购活动的透明

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册》； 

https://undocs.org/ch/A/RES/69/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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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确认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在维持和平行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鼓励秘书长继

续根据相关任务授权，深化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的伙伴关系、合作和协调，并在下次

报告中提供信息，介绍这种深化的关系； 

 21. 着重指出方案活动对执行该稳定团任务、包括对预防和解决冲突工作的重要贡献，并

着重指出，所有这些活动都必须与稳定团任务直接挂钩； 

 22. 请秘书长确保稳定团按照相关指示并铭记稳定团活动所处具体环境，以负责任和接受

问责的方式使用方案资金，并在下次预算报告和执行情况报告中提供详细信息，说明稳定团的

方案活动，包括这些活动如何促进执行了稳定团的任务，说明这些活动与任务规定的联系，并

介绍各执行实体的情况以及稳定团进行的适当监督； 

 23. 重申其第 61/276号决议第十八节的规定，进一步确认速效项目在支持特派团执行任务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指出必须以负责任和接受问责的方式及时执行所有这类项目，并请

秘书长增强项目的影响，处理潜在挑战； 

 24. 重申外部咨询人的使用应保持在绝对最低限度，本组织应利用内部能力开展核心活动

或履行长期的经常性职能； 

 25. 强调指出在面临严峻安全局势的情况下，必须优先考虑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和保障以及

保护平民活动，要求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履行各

自的任务，包括按照任务规定保护平民； 

 26. 确认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面临日益增加的安全挑战，再次强调以综合方式加强维持和

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安全和安保的重要性，包括加强培训和能力建设、联合国营地的部队保护

规划和对局势的认识，请秘书长和东道国政府履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责任，加

强联合国维护和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的安全和安保，并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报告有关情况，

赞赏地注意到会员国在这方面努力促进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27. 再次表示关切文职人员编制中存在大量职位空缺，再次请秘书长确保迅速填补空缺员

额，请秘书长审查空缺时间已达或已超过 24 个月的员额，在下次预算报告中提出建议，或保

留这些员额并且提出明确的需要保留的理由，或裁撤这些员额； 

 28. 请秘书长在编制预算报告时，根据特派团的任务和需求，考虑将更多职能本国化的各

种备选方案； 

 29. 请秘书长继续当前努力，确保秘书处实现公平地域分配，确保秘书处所有部厅和所有

级别工作人员、包括主任及以上级别人员的地域分配尽可能广泛，并请秘书长在下一次概览报

告中就此提出报告； 

 30. 表示深为关切延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偿的情况，再次请秘书长尽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

偿，最迟于提出索偿之日后的三个月内结清； 

 31. 注意到作为全面业绩评估系统实施工作的一部分，正在制定基于影响的业绩指标，并

在这方面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资料，说明这些指标将如何衡量稳定团执行授权任务的情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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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资源分配对稳定团执行授权任务的影响以及这些指标将如何帮助确定每项授权任务所需的

资源； 

 32. 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新的全面业绩评估系统的实施计划和实施情况分析，包括

该系统与特派团规划和预算编制的关联，以便于大会审议为实施该系统而提出的资源请求； 

 33. 注意到在执行多年期环境战略、减少维持和平行动足迹方面取得的进展，请秘书长按

照五大战略支柱和立法授权，根据实地的特殊情况，并充分遵守相关细则和条例，加强各项措

施，促进在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执行该战略，并在下次概览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34. 又注意到行预咨委会关于使用虚拟平台和收回非联合国人员空运费用的建议，并强调

指出，在执行这些建议时应考虑到每个特派团的具体情况，不得影响执行任务； 

 35. 请秘书长确保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工作人员有能力从技术角度监督无人驾驶飞行系

统和无人驾驶飞机系统技术的使用情况； 

 36. 强调秘书处问责制的重要性，请秘书长在管理维持和平预算方面继续加强风险管理、

透明度和内部控制，促进执行任务，并在下次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37. 又强调各维持和平行动全面执行预算的重要性，请秘书长继续加强对维持和平特派团

活动的监督，执行各相关监督机构的建议，并在这方面避免管理失误和经济损失，以确保充分

遵守财务条例和细则，同时应适当考虑大会给予的指导和建议，并在执行情况报告中报告这方

面的情况； 

 38. 强调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重要性，并着重指出，特派团全面执行该议程可促进实

现可持续和平和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39. 表示关切关于维持和平特派团性剥削和性虐待指控的报告，请秘书长继续对所有文职

和军警人员执行其关于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并在下次关于共有问题的报告中报告这

方面的情况； 

 40. 回顾安全理事会 2021 年 3 月 12 日第 2566(2021)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决定增加稳定团

军事和警察部分核定人数，请秘书长确保稳定团预算关于增加部署人数的提议符合稳定团任务

规定； 

 41. 又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44 段，鼓励秘书长确保正确确定各类费用、特别是公务差

旅和培训活动费用的性质并进行正确分类； 

 42. 指出地方选举对于建设和巩固和平进程的重要性，当地人民高度期盼这类协商，希望

这些协商对其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并指出必须确保提供足够资源，支持即将举行的选举； 

 43. 确认稳定团在保护平民方面的重要作用，请秘书长继续与稳定团有关部分接触，帮助

他们有效实现稳定团的既定目标，并强调必须确保提供与增加部署的军警人员人数相匹配的足

够资源，使稳定团能够切实有效地执行保护平民的任务； 

 44. 请秘书长确保充分执行大会第 59/296、60/266、61/276、64/269、65/289、66/264、

69/307和 70/286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https://undocs.org/ch/S/RES/2566(2021)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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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又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以最有效率、最节省的方式管理该稳定团；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46.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该稳定团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64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47. 决定批款 1 116 738 700 美元给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特别账户，充作稳

定团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该稳定团的维持费 1 036 595 

600 美元、给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 61 311 500 美元、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11 316 800 美元和给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的 7 514 800 美元；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批款的筹措 

 48. 决定考虑到大会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1号决议规定的 2021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

员国按照大会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2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418 777 000 美元，充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11 月 15 日期间的经费； 

 49. 又决定根据大会 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8 段规定的会

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8 261 4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

包括核定给稳定团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5 619 90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

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1 913 900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

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440 000 美元和核定给区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

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287 600 美元； 

 50. 还决定，考虑到大会第 73/271 号决议规定的 2021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员国按照第

73/272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139 592 300 美元，每月 93 061 567 美元，充作 2021 年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但以安全理事会决定延长稳定团任务期限为前提； 

 51. 决定根据大会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50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

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2 753 8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核定给稳定团的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1 873 20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

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637 900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

例应分的数额 146 700 美元和核定给区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

的数额 96 000 美元； 

 52. 又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2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65 分摊 558 369 400 美

元，每月 93 061 567 美元，充作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但以安全理事会决

定延长稳定团任务期限为前提； 

_______________ 

64 A/75/620。 

65 尚待大会通过。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7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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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还决定根据大会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52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

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11 015 3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核定给稳定团

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7 493 10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2 551 900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

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586 600 美元和核定给区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

应分的数额 383 700 美元； 

 54. 决定，对于已经履行对该稳定团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考虑到大会第 73/271号决议规

定的 2020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73/272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48、50和 52段规

定的摊款中减除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42 322 900 美元中

各自应分的数额； 

 55. 又决定，对于尚未履行对该稳定团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按照上文第 54 段规定的办

法，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0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42 322 9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 

 56. 还决定上文第 54 和 55 段提及的 42 322 900 美元的贷项应加上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

财政期间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的增加额 1 011 600 美元； 

 57. 鼓励秘书长铭记安全理事会 2003 年 8 月 26 日第 1502(2003)号决议第 5 和 6 段，继续

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在联合国主持下参与稳定团的所有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58. 邀请各方向稳定团自愿捐助现金以及秘书长可接受的服务和用品，这些捐助将按照大

会规定的程序和做法适当管理； 

 59.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经费的筹措”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

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第 75/299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939，第 6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5/299.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经费的筹措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经费筹措的报告66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

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67 

_______________ 

66 A/75/630和 A/75/746。 

67 A/75/822/Add.2。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S/RES/1502(2003)
https://undocs.org/zh/A/75/939
https://undocs.org/ch/A/75/630
https://undocs.org/ch/A/7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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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安全理事会关于设立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 1964 年 3 月 4 日第 186(1964)

号决议及其后安理会延长该部队任务期限的各项决议，最近的是2021年1月29日第2561(2021)

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将该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 

 又回顾其关于该部队经费筹措的 1993 年 9 月 14 日第 47/236号决议及其后各项有关决议和

决定，最近的是 2020 年 6 月 30 日第 74/285号决议，并回顾其 2020 年 9 月 3 日第 74/571 号决

定， 

 重申大会 1963年 6月 27日第 1874(S-IV)号、1973年 12月 11日第 3101(XXVIII)号、2000年

12 月 23 日第 55/235号决议阐述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一般原则， 

 赞赏地注意到已有一些国家政府向该部队作出自愿捐助， 

 注意到自愿捐助不足以支付该部队的全部费用，包括部队派遣国政府 1993 年 6 月 16 日之

前产生的费用，感到遗憾的是各项自愿捐助呼吁，包括 1994 年 5 月 17 日秘书长给全体会员国

的信68 中所载呼吁，都未获得充分响应， 

 意识到必须为该部队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使其能够履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职

责， 

 1. 请秘书长责成该特派团团长完全依照大会 2005 年 6月 22日第 59/296号、2006年 6 月

30 日第 60/266号、2007 年 6 月 29 日第 61/276号、2010 年 6 月 24 日第 64/269号、2011 年 6 月

30 日第 65/289号、2012 年 6 月 21 日第 66/264号、2015 年 6 月 25 日第 69/307号和 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号决议以及其他相关决议的规定编制今后的拟议预算； 

 2.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的摊款缴纳情况，

包括未缴摊款 1 900万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2.6%，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101个会员国已足额缴

纳摊款，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尤其是拖欠国，确保缴纳未缴摊款； 

 3. 表示赞赏已足额缴纳摊款的会员国，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尽力确保足额缴纳为该部

队分摊的款项； 

 4. 表示关切维持和平活动的财政状况，特别是向部队派遣国偿还费用的情况，这些国家

因会员国逾期未缴摊款而承受额外负担； 

 5. 强调对今后和现有的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在财政和行政安排方面应予平等对待、一

视同仁； 

 6. 又强调应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完成各自

的任务； 

 7. 请秘书长确保拟议维持和平预算以相关立法授权为依据； 

 8.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

提，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落实； 

_______________ 

68 S/1994/647。 

https://undocs.org/ch/S/RES/186(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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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关切地注意到地雷行动司与联合国项目事务署之间的伙伴协作业务存在缺陷，请秘书

长对项目署和选定实施地雷行动活动的合作伙伴所提供服务的使用情况进行独立审查，包括评

估每个特派团在执行那些活动方面的相对优势，并在其提交第七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分析

结果； 

 10. 再次表示严重关切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生命、健康、安全和安保带

来持续威胁，必须确保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安保和健康，包括为文职人员和军警人员施打安

全、有效的疫苗，持续不断地执行保护平民等关键任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特派团活动传播病毒

的风险，并酌情在任务范围内，应国家当局的请求，与驻地协调员和在该国的其他联合国实体

合作，支持国家当局应对 COVID-19； 

 11. 注意到已采取各项措施，以减轻 COVID-19 疫情对维持和平行动的影响，包括为继续

执行特派团任务提供便利，同时确保维持和平人员和东道国当地社区的健康和安全，请秘书长

在下次特派团执行情况报告和预算报告中提供最新信息，说明这场疫情所产生影响、经验教

训、最佳做法以及特派团如何改进防备工作和应对能力并与东道国政府及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

合作应对疫情； 

 12. 关切地注意到 COVID-19 疫情对冲突中国家、区域和次区域的中长期影响，强调联合

国维持和平行动必须在各自任务范围内，酌情与国家当局和其他联合国实体进行协调，促进冲

突中国家和区域的冲突后重建、建设和平和疫后恢复； 

 13. 回顾其 2015年 4月 2日第 69/273号决议第 16和 18段，在这方面再次请秘书长继续探

索更多的创新途径，促进总部和外地办事处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采购，并鼓励有兴趣

的当地供应商申请在秘书处供应商名册中注册，以扩大名册的地域范围； 

 14. 鼓励秘书长按照《联合国采购手册》，利用当地的材料、能力和知识，实施维持和平

行动的建设项目； 

 15. 请秘书长制定明确的框架和准则，以确定除其他外用以购买包括航空服务在内的不同

类型货物和服务所应采用的招标程序(招标书或征求建议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

册》； 

 16. 又请秘书长采取措施，确保本组织遵循公共采购在透明度方面的最佳做法，包括在公

共域登载更多信息，说明航空服务等采购领域活动的结果，进一步提高本组织采购活动的透明

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册》； 

 17. 确认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在维持和平行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鼓励秘书长继

续根据相关任务授权，深化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的伙伴关系、合作和协调，并在下次

报告中提供信息，介绍这种深化的关系； 

 18. 重申其第 61/276号决议第十八节的规定，进一步确认速效项目在支持特派团执行任务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指出必须以负责任和接受问责的方式及时执行所有这类项目，并请

秘书长增强项目的影响，处理潜在挑战； 

 19. 重申外部咨询人的使用应保持在绝对最低限度，本组织应利用内部能力开展核心活动

或履行长期的经常性职能； 

https://undocs.org/ch/A/RES/69/273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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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强调指出在面临严峻安全局势的情况下，必须优先考虑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和保障以及

保护平民的活动，要求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履行

各自的任务，包括按照任务规定保护平民； 

 21. 确认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面临日益增加的安全挑战，再次强调以综合方式加强维持和

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安全和安保的重要性，包括加强培训和能力建设、联合国营地的部队保护

规划和对局势的认识，请秘书长和东道国政府履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责任，加

强联合国维护和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的安全和安保，并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报告有关情况，

赞赏地注意到会员国在这方面努力促进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22. 再次表示关切文职人员编制中存在大量职位空缺，再次请秘书长确保迅速填补空缺员

额，请秘书长审查空缺时间已达或已超过 24 个月的员额，在下次预算报告中提出建议，或保

留这些员额并且提出明确的需要保留的理由，或裁撤这些员额； 

 23. 请秘书长在编制预算报告时，根据特派团的任务和需求，考虑将更多职能本国化的各

种备选方案； 

 24. 请秘书长继续当前努力，确保秘书处实现公平地域分配，确保秘书处所有部厅和所有

级别工作人员、包括主任及以上级别人员的地域分配尽可能广泛，并请秘书长在下一次概览报

告中就此提出报告； 

 25. 表示深为关切延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偿的情况，再次请秘书长尽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

偿，最迟于提出索偿之日后的三个月内结清； 

 26. 注意到作为全面业绩评估系统实施工作的一部分，正在制定基于影响的业绩指标，并

在这方面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资料，说明这些指标将如何衡量该部队执行授权任务的情

况、资源分配对特派团执行授权任务的影响以及这些指标将如何帮助确定每项授权任务所需的

资源； 

 27. 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新的全面业绩评估系统的实施计划和实施情况分析，包括

该系统与特派团规划和预算编制的关联，以便于大会审议为实施该系统提出的资源请求； 

 28. 注意到在执行多年期环境战略、减少维持和平行动足迹方面取得的进展，请秘书长按

照五大战略支柱和立法授权，根据实地的特殊情况，并充分遵守相关细则和条例，加强各项措

施，促进在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执行该战略，并在下次概览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29. 又注意到行预咨委会关于使用虚拟平台和收回非联合国人员空运费用的建议，并强调

指出，在执行这些建议时应考虑到每个特派团的具体情况，不得影响执行任务； 

 30. 强调秘书处问责制的重要性，请秘书长在管理维持和平预算方面继续加强风险管理、

透明度和内部控制，促进执行任务，并在下次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31. 又强调各维持和平行动全面执行预算的重要性，请秘书长继续加强对维持和平特派团

活动的监督，执行各相关监督机构的建议，并在这方面避免管理失误和经济损失，以确保充分

遵守财务条例和细则，同时应适当考虑大会给予的指导和建议，并在执行情况报告中报告这方

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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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强调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重要性，并着重指出，特派团全面执行该议程可促进实

现可持续和平和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33. 表示关切关于维持和平特派团性剥削和性虐待指控的报告，请秘书长继续对所有文职

和军警人员执行其关于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并在下次关于共有问题的报告中报告这

方面的情况； 

 34. 注意到尚待处理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索赔的数目，强调必须及时解决这些积压索赔； 

 35. 请秘书长确保充分执行大会第 59/296、60/266、61/276、64/269、65/289、66/264、

69/307和 70/286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36. 又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以最有效率、最节省的方式管理该部队；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37.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该部队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69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38. 决定批款 57 567 300美元给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特别账户，充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该部队的维持费 53 798 000 美元、给维持

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 3 182 000 美元以及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587 300 美元；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批款的筹措 

 39. 赞赏地注意到塞浦路斯政府将通过自愿捐款承担此项批款净额的三分之一，即 18 171 067

美元，希腊政府将通过自愿捐款承担 650 万美元； 

 40. 决定考虑到大会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1号决议规定的 2021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

员国按照大会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2 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2 741 353 美元，充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31 日期间的经费； 

 41. 又决定根据 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0 段规定的会员国

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254 508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核

定给该部队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227 358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

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22 075 美元以及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

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5 075 美元； 

 42. 还决定考虑到其第 73/271号决议规定的 2021年分摊比额表，由会员国按照其第 73/272

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13 706 764 美元，每月 2 741 353 美元，充作 2021 年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但以安全理事会决定延长该部队的任务期限为前提； 

 43. 决定根据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2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

衡平征税基金内 1 272 542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核定给该部队的工作

_______________ 

69 A/75/630。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7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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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1 136 792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

例应分的数额 110 375 美元以及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

应分的数额 25 375 美元； 

 44. 又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2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70 分摊 16 448 116 美元，

即每月 2 741 353 美元，充作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但以安全理事会决定延

长该部队的任务期限为前提； 

 45. 还决定根据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4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

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1 527 05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核定给该部队的工

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1 364 15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

比例应分的数额 132 450 美元以及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

例应分的数额 30 450 美元； 

 46. 决定对于已经履行对该部队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考虑到大会第 73/271号决议规定的

2020 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73/272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40、42 和 44 段规定的

摊款中减除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 1 401 562美元中各自应分的

数额； 

 47. 又决定对于尚未履行对该部队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按照上文第 46 段规定的办法，

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0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 1 401 562 美元中各

自应分的数额； 

 48. 还决定上文第 46 和 47段提及的 1 401 562 美元贷项应减除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

期间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的减少额 124 300 美元； 

 49. 决定考虑到塞浦路斯政府对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的自愿捐款，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净额的三分之一，即 864 932 美元，应退还塞浦路斯

政府； 

 50. 还决定考虑到希腊政府对 2020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的自愿捐款，2020年 6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净额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即 328 306 美元，应退还希

腊政府； 

 51. 还决定为该部队 1993 年 6 月 16 日以前期间设立的账户应继续单独开设，邀请会员国

向该账户作出自愿捐款，并请秘书长继续努力，呼吁向该账户自愿捐款； 

 52. 鼓励秘书长铭记安全理事会 2003 年 8 月 26 日第 1502(2003)号决议第 5 和 6 段，继续

进一步采取措施，确保在联合国主持下参与该部队的所有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53. 邀请各方向该部队自愿捐助现金以及秘书长可以接受的服务和用品，这些捐助将按照

大会规定的程序和做法适当管理； 

_______________ 

70 尚待大会通过。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S/RES/150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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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经费的筹措”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六

届会议临时议程。 

 

 

第 75/300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940，第 6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5/300.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经费筹措的报告71 以及行政和

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72 

 回顾安全理事会 2010 年 5 月 28 日第 1925(2010)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决定自 2010 年 7 月 1

日起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改称为“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并

回顾安理会其后延长该特派团任务期限的各项决议，最近的是 2020年 12月 18日第 2556(2020)

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将该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20 日， 

 又回顾大会关于该特派团经费筹措的 2000年 4月 7日第 54/260 A号决议及其后各项有关决

议，最近的是 2020 年 6 月 30 日第 74/286号决议，并回顾大会 2020 年 9 月 3 日第 74/571 号决

定， 

 还回顾大会 2004 年 7 月 1 日第 58/315号决议， 

 重申大会 1963 年 6 月 27 日第 1874(S-IV)号、1973 年 12 月 11 日第 3101(XXVIII)号、2000

年 12 月 23 日第 55/235号决议阐述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一般原则， 

 赞赏地注意到已向该特派团作出的自愿捐助， 

 意识到必须为特派团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使其能够履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职

责， 

 1. 请秘书长责成该特派团团长完全依照大会 2005 年 6月 22日第 59/296号、2006年 6 月

30 日第 60/266号、2007 年 6 月 29 日第 61/276号、2010 年 6 月 24 日第 64/269号、2011 年 6 月

30 日第 65/289号、2012 年 6 月 21 日第 66/264号、2015 年 6 月 25 日第 69/307号和 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号决议以及其他相关决议的规定编制今后的拟议预算； 

 2.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的摊款缴纳

情况，包括未缴摊款 428 840 200 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1.9%，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89 个会员

国已足额缴纳摊款，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尤其是拖欠国，确保缴纳未缴摊款； 

_______________ 

71 A/75/605和 A/75/769。 

72 A/75/822/Add.6。 

https://undocs.org/zh/A/75/940
https://undocs.org/ch/S/RES/192(2010)
https://undocs.org/ch/S/RES/2556(2020)
https://undocs.org/ch/S/RES/2556(2020)
https://undocs.org/ch/A/RES/54/260
https://undocs.org/ch/A/RES/74/286
https://undocs.org/ch/A/RES/58/315
https://undocs.org/zh/A/RES/1874(S-IV)
https://undocs.org/ch/A/RES/3101(XXVIII)
https://undocs.org/ch/A/RES/55/235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ch/A/75/605
https://undocs.org/ch/A/75/769
https://undocs.org/ch/A/75/822/Ad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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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表示赞赏已足额缴纳摊款的会员国，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尽力确保足额缴纳为该特

派团分摊的款项； 

 4. 表示关切维持和平活动的财政状况，特别是向部队派遣国偿还费用的情况，这些国家

因会员国逾期未缴摊款而承受额外负担； 

 5. 强调对今后和现有的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在财政和行政安排方面应予平等对待、一

视同仁； 

 6. 又强调应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完成各自

的任务； 

 7. 请秘书长确保拟议维持和平预算以相关立法授权为依据； 

 8.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

提，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落实； 

 9. 赞赏地注意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提供支助，为该部队开展工作提供便利； 

 10. 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29 段，决定进一步裁撤工程科 1 个本国一般事务员额(设施管

理助理)，该员额到 2020/21 预算期结束时空缺时间已达或超过 24 个月； 

 11. 表示注意到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21 段，核准在稳定支助科设立特等协调干事(D-1)职

位； 

 12. 关切地注意到地雷行动司与联合国项目事务署之间的伙伴协作业务存在缺陷，请秘书

长对项目署和选定实施地雷行动活动的合作伙伴所提供服务的使用情况进行独立审查，包括评

估每个特派团在执行那些活动方面的相对优势，并在其提交第七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分析

结果； 

 13. 再次表示严重关切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生命、健康、安全和安保带

来持续威胁，必须确保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安保和健康，包括为文职人员和军警人员施打安

全、有效的疫苗，持续不断地执行保护平民等关键任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特派团活动传播病毒

的风险，并酌情在任务范围内，应国家当局的请求，与驻地协调员和在该国的其他联合国实体

合作，支持国家当局应对 COVID-19； 

 14. 注意到已采取各项措施，以减轻 COVID-19 疫情对维持和平行动的影响，包括为继续

执行特派团任务提供便利，同时确保维持和平人员和东道国当地社区的健康和安全，请秘书长

在下次特派团执行情况报告和预算报告中提供最新信息，说明这场疫情所产生影响、经验教

训、最佳做法以及特派团如何改进防备工作和应对能力并与东道国政府及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

合作应对疫情； 

 15. 关切地注意到 COVID-19 疫情对冲突中国家、区域和次区域的中长期影响，强调联合

国维持和平行动必须在各自任务范围内，酌情与国家当局和其他联合国实体进行协调，促进冲

突中国家和区域特别是非洲国家和区域的冲突后重建、建设和平和疫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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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回顾其 2015年 4月 2日第 69/273号决议第 16和 18段，在这方面再次请秘书长继续探

索更多的创新途径，促进总部和外地办事处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采购，并鼓励有兴趣

的当地供应商申请在秘书处供应商名册中注册，以扩大名册的地域范围； 

 17. 鼓励秘书长按照《联合国采购手册》，利用当地的材料、能力和知识，实施维持和平

行动的建设项目； 

 18. 请秘书长制定明确的框架和准则，以确定除其他外用以购买包括航空服务在内的不同

类型货物和服务所应采用的招标程序(招标书或征求建议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

册》； 

 19. 又请秘书长采取措施，确保本组织遵循公共采购在透明度方面的最佳做法，包括在公

共域登载更多信息，说明航空服务等采购领域活动的结果，进一步提高本组织采购活动的透明

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册》； 

 20. 确认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在维持和平行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鼓励秘书长继

续根据相关任务授权，深化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的伙伴关系、合作和协调，并在下次

报告中提供信息，介绍这种深化的关系； 

 21. 着重指出方案活动对执行特派团任务、包括对预防和解决冲突工作的重要贡献，并着

重指出，所有这些活动都必须与特派团任务直接挂钩； 

 22. 请秘书长确保特派团按照相关指示并铭记特派团活动所处具体环境，以负责任和接受

问责的方式使用方案资金，并在下次预算报告和执行情况报告中提供详细信息，说明特派团的

方案活动，包括这些活动如何促进执行了特派团的任务，说明这些活动与任务规定的联系，并

介绍各执行实体的情况以及特派团进行的适当监督； 

 23. 重申其第 61/276号决议第十八节的规定，进一步确认速效项目在支持特派团执行任务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指出必须以负责任和接受问责的方式及时执行所有这类项目，并请

秘书长增强项目的影响，处理潜在挑战； 

 24. 重申外部咨询人的使用应保持在绝对最低限度，本组织应利用内部能力开展核心活动

或履行长期的经常性职能； 

 25. 强调指出在面临严峻安全局势的情况下，必须优先考虑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和保障以及

保护平民的活动，要求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履行

各自的任务，包括按照任务规定保护平民； 

 26. 确认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面临日益增加的安全挑战，再次强调以综合方式加强维持和

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安全和安保的重要性，包括加强培训和能力建设、联合国营地的部队保护

规划和对局势的认识，请秘书长和东道国政府履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责任，加

强联合国维护和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的安全和安保，并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报告有关情况，

赞赏地注意到会员国在这方面努力促进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https://undocs.org/ch/A/RES/69/273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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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再次表示关切文职人员编制中存在大量职位空缺，再次请秘书长确保迅速填补空缺员

额，请秘书长审查空缺时间已达或已超过 24 个月的员额，在下次预算报告中提出建议，或保

留这些员额并且提出明确的需要保留的理由，或裁撤这些员额； 

 28. 请秘书长在编制预算报告时，根据特派团的任务和需求，考虑将更多职能本国化的各

种备选方案； 

 29. 请秘书长继续当前努力，确保秘书处实现公平地域分配，确保秘书处所有部厅和所有

级别工作人员、包括主任及以上级别人员的地域分配尽可能广泛，并请秘书长在下一次概览报

告中就此提出报告； 

 30. 表示深为关切延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偿的情况，再次请秘书长尽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

偿，最迟于提出索偿之日后的三个月内结清； 

 31. 注意到作为全面业绩评估系统实施工作的一部分，正在制定基于影响的业绩指标，并

在这方面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资料，说明这些指标将如何衡量特派团执行授权任务的情

况、资源分配对特派团执行授权任务的影响以及这些指标将如何帮助确定每项授权任务所需的

资源； 

 32. 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新的全面业绩评估系统的实施计划和实施情况分析，包括

该系统与特派团规划和预算编制的关联，以便于大会审议为实施该系统提出的资源请求； 

 33. 注意到在执行多年期环境战略、减少维持和平行动足迹方面取得的进展，请秘书长按

照五大战略支柱和立法授权，根据实地的特殊情况，并充分遵守相关细则和条例，加强各项措

施，促进在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执行该战略，并在下次概览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34. 又注意到行预咨委会关于使用虚拟平台和收回非联合国人员空运费用的建议，并敦促

在执行这些建议时考虑到每个特派团的具体情况，不得影响执行任务； 

 35. 请秘书长确保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工作人员有能力从技术角度监督无人驾驶飞行系

统和无人驾驶飞机系统技术的使用情况； 

 36. 强调秘书处问责制的重要性，请秘书长在管理维持和平预算方面继续加强风险管理、

透明度和内部控制，促进执行任务，并在下次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37. 又强调各维持和平行动全面执行预算的重要性，请秘书长继续加强对维持和平特派团

活动的监督，执行各相关监督机构的建议，并在这方面避免管理失误和经济损失，以确保充分

遵守财务条例和细则，同时应适当考虑大会给予的指导和建议，并在执行情况报告中报告这方

面的情况； 

 38. 强调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重要性，并着重指出，特派团全面执行该议程可促进实

现可持续和平和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39. 重申在任务授权发生变化，要求特派团考虑缩编或清理结束的各项办法并且筹备或开

始缩编或清理结束时，必须与联合国系统所有相关实体、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东道国政

府协商，根据汲取经验教训和考虑到具体情况的业务缩编和过渡计划，对任何特派团过渡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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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面、积极和预先规划，以确保及时、高效率和高效力地移交相关作用、责任和活动，完

全按照相关条例和细则，以最小损失和最佳可行成本效益处置资产和财产； 

 40. 鼓励内部监督事务厅继续确保通过审计和调查对即将结束的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进

行监督，并在下次报告中报告有关情况； 

 41. 表示关切关于维持和平特派团性剥削和性虐待指控的报告，请秘书长继续对所有文职

和军警人员执行其关于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并在下次关于共有问题的报告中报告这

方面的情况； 

 42. 确认该特派团在保护平民方面的重要作用，请秘书长继续与该特派团特种部队接触，

帮助其有效实现特派团的既定目标； 

 43. 请秘书长确保充分执行大会第 59/296、60/266、61/276、64/269、65/289、66/264、

69/307和 70/286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44. 又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以最有效率、最节省的方式管理该特派团；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45.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该特派团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73 

 46. 决定除先前根据大会 2019 年 7 月 3 日第 73/315号决议和 2019 年 7 月 3 日第 73/555 号

决定的规定为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特别账户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核准的 1 012 252 800 美元外，再批款 23 839 200 美元给该特派团特别账户，充作行预

咨委会先前根据大会第 64/269号决议第六节的规定核准的该特派团同一期间维持费；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追加批款的筹措 

 47. 决定考虑到先前根据大会第 73/315 号决议及其第 73/555 号决定的规定为 2019 年 7 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分摊的 1 012 252 800美元，并考虑到其 2018年 12月 22日第 73/271

号决议确定的 2019 年和 2020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员国按照大会 2018年 12月 22 日第 73/272号

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再分摊 23 839 200 美元，充作该特派团同一期间维持费； 

 48. 又决定从上文第 47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 2020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的其他

收入 14 822 300 美元； 

 49. 还决定根据其 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7 段所规定会员

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 5 933 1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此数额为该特派团

2019 年 6 月 30 日和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增加额；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50. 决定批款 1 123 346 000 美元给特别账户，充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经费，其中包括给该特派团的维持费 1 042 728 900 美元、给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

_______________ 

73 A/75/605。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ch/A/RES/73/315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73/315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7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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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74 200 美元、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11 383 700 美元和给乌干达恩德培区域

服务中心的 7 559 200 美元；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批款的筹措 

 51. 决定考虑到大会第 73/271 号决议规定的 2021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员国按照大会第

73/272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528 094 723 美元，充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期间

的经费； 

 52. 又决定根据其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51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

国在衡平征税基金 16 133 519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核定给该特派团的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12 802 329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

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2 413 491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

比例应分的数额 554 822 美元和核定给区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

分的数额 362 877 美元； 

 53. 还决定考虑到大会第 73/271 号决议规定的 2021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员国按照大会第

73/272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33 578 277 美元，每月 93 612 167 美元，充作 2021 年 12 月

21 日至 31 日期间的经费，但以安全理事会决定延长该特派团的任务期限为前提； 

 54. 决定根据大会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53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

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1 025 831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核定给该特派团

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814 021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

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153 459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

例应分的数额 35 278 美元和核定给区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

数额 23 073 美元； 

 55. 又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2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74 分摊 561 673 000 美

元，每月 93 612 167 美元，充作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但以安全理事会决

定延长该特派团的任务期限为前提； 

 56. 还决定根据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55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

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17 159 35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核定给该特派团的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13 616 35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

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2 566 950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

比例应分的数额 590 100 美元和核定给区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

分的数额 385 950 美元； 

 57. 鼓励秘书长铭记安全理事会 2003 年 8 月 26 日第 1502(2003)号决议第 5 和 6 段，继续

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在联合国主持下参与特派团的所有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_______________ 

74 尚待大会通过。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S/RES/150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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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邀请各方向特派团自愿捐助现金以及秘书长可接受的服务和用品，这些捐助将按照大

会规定的程序和做法适当管理； 

 59.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经费的筹措”的项目列入大会第

七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第 75/301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941，第 6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5/301.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经费筹措的报告75 以及行政和预算

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报告，76 

 回顾安全理事会关于设立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 1999 年 6 月 10 日第

1244(1999)号决议， 

 又回顾大会关于该特派团经费筹措的 1999 年 7 月 28 日第 53/241号决议以及其后各项有关

决议，最近的是 2020 年 6 月 30 日第 74/288号决议，并回顾其 2020 年 9 月 3 日第 74/571 号决

定， 

 确认该特派团任务的复杂性， 

 重申大会 1963年 6月 27日第 1874(S-IV)号、1973年 12月 11日第 3101(XXVIII)号、2000年

12 月 23 日第 55/235号决议阐述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一般原则， 

 意识到必须为特派团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使其能够履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职

责， 

 又意识到需要确保与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协调和合作， 

 1. 请秘书长责成该特派团团长完全依照大会 2005 年 6月 22日第 59/296号、2006年 6 月

30 日第 60/266号、2007 年 6 月 29 日第 61/276号、2010 年 6 月 24 日第 64/269号、2011 年 6 月

30 日第 65/289号、2012 年 6 月 21 日第 66/264号、2015 年 6 月 25 日第 69/307号和 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号决议以及其他相关决议的规定编制今后的拟议预算； 

 2. 表示注意到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摊款缴纳情况，

包括未缴摊款 3 440万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1%，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109 个会员国已足额缴纳

摊款，并促请所有其他会员国，尤其是拖欠国，确保缴纳未缴摊款； 

_______________ 

75 A/75/813、A/75/779和 A/75/779/Corr.1。 

76 A/75/822/Add.11。 

https://undocs.org/zh/A/75/941
https://undocs.org/ch/S/RES/1244(1999)
https://undocs.org/ch/A/RES/53/241
https://undocs.org/ch/A/RES/74/288
https://undocs.org/zh/A/RES/1874(s-iv)
https://undocs.org/ch/A/RES/3101(XXVIII)
https://undocs.org/ch/A/RES/55/235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ch/A/75/813
https://undocs.org/ch/A/75/779
https://undocs.org/ch/A/75/779/Corr.1
https://undocs.org/ch/A/75/822/Ad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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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表示赞赏已足额缴纳摊款的会员国，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尽力确保足额缴纳为该特

派团分摊的款项； 

 4. 表示关切维持和平活动的财政状况，特别是向部队派遣国偿还费用的情况，这些国家

因会员国逾期未缴摊款而承受额外负担； 

 5. 强调对今后和现有的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在财政和行政安排方面应予平等对待、一

视同仁； 

 6. 又强调应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完成各自

的任务； 

 7. 请秘书长确保拟议维持和平预算以相关立法授权为依据； 

 8.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

提，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落实； 

 9. 表示注意到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20 段，决定不将法治厅司法和惩戒科的协理法律干事

(P-2)员额改划为方案管理协理干事(本国专业干事)员额； 

 10. 再次表示严重关切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生命、健康、安全和安保带

来持续威胁，必须确保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安保和健康，包括为文职人员和军警人员施打安

全、有效的疫苗，持续不断地执行保护平民等关键任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特派团活动传播病毒

的风险，并酌情在任务范围内，应国家当局的请求，与驻地协调员和在该国的其他联合国实体

合作，支持国家当局应对 COVID-19； 

 11. 注意到已采取各项措施，以减轻 COVID-19 疫情对维持和平行动的影响，包括为继续

执行特派团任务提供便利，同时确保维持和平人员和东道国当地社区的健康和安全，请秘书长

在下次特派团执行情况报告和预算报告中提供最新信息，说明这场疫情所产生影响、经验教

训、最佳做法以及特派团如何改进防备工作和应对能力并与东道国政府及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

合作应对疫情； 

 12. 关切地注意到 COVID-19 疫情对冲突中国家、区域和次区域的中长期影响，强调联合

国维持和平行动必须在各自任务范围内，酌情与国家当局和其他联合国实体进行协调，促进冲

突中国家和区域的冲突后重建、建设和平和疫后恢复； 

 13. 回顾其 2015年 4月 2日第 69/273号决议第 16和 18段，在这方面再次请秘书长继续探

索更多的创新途径，促进总部和外地办事处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采购，并鼓励有兴趣

的当地供应商申请在秘书处供应商名册中注册，以扩大名册的地域范围； 

 14. 鼓励秘书长按照《联合国采购手册》，利用当地的材料、能力和知识，实施维持和平

行动的建设项目； 

 15. 请秘书长制定明确的框架和准则，以确定除其他外，用以购买包括航空服务在内的不

同类型的货物和服务所应采用的招标程序(招标书或征求建议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

册》； 

https://undocs.org/ch/A/RES/69/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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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又请秘书长采取措施，确保本组织遵循公共采购在透明度方面的最佳做法，包括在公

共域登载更多信息，说明航空服务等采购领域活动的结果，进一步提高本组织采购活动的透明

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册》； 

 17. 确认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在维持和平行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鼓励秘书长继

续根据相关任务授权，深化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的伙伴关系、合作和协调，并在下次

报告中提供信息，介绍这种深化的关系； 

 18. 重申其第 61/276号决议第十八节的规定，进一步确认速效项目在支持特派团执行任务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指出，必须以负责任和接受问责的方式及时地执行所有这类项目，

并请秘书长增强项目的影响，处理项目的潜在挑战； 

 19. 重申外部咨询人的使用应保持在绝对最低限度，本组织应利用内部能力开展核心活动

或履行长期的经常性职能； 

 20. 强调指出在面临严峻安全局势的情况下，必须优先考虑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和保障以及

保护平民的活动，要求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履行

各自的任务，包括按照任务规定保护平民； 

 21. 确认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面临日益增加的安全挑战，再次强调以综合方式加强维持和

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安全和安保的重要性，包括加强培训和能力建设、联合国营地的部队保护

规划和对局势的认识，请秘书长和东道国政府履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责任，加

强联合国维护和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的安全和安保，并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报告有关情况，

赞赏地注意到会员国在这方面努力促进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22. 再次表示关切文职人员编制中存在大量职位空缺，再次请秘书长确保迅速填补空缺员

额，请秘书长审查空缺时间已达或已超过 24 个月的员额，在下次预算报告中提出建议，或保

留这些员额并且提出明确的需要保留的理由，或裁撤这些员额； 

 23. 请秘书长继续当前努力，确保秘书处实现公平地域分配，确保秘书处所有部厅和所有

级别工作人员、包括主任及以上级别人员的地域分配尽可能广泛，并请秘书长在下一次概览报

告中就此提出报告； 

 24. 表示深为关切延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偿的情况，再次请秘书长尽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

偿，最迟于提出索偿之日后的三个月内结清； 

 25. 注意到作为全面业绩评估系统实施工作的一部分，正在制定基于影响的业绩指标，并

在这方面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资料，说明这些指标将如何衡量特派团执行授权任务的情

况、资源分配对特派团执行授权任务的影响以及这些指标将如何帮助确定每项授权任务所需的

资源； 

 26. 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新的全面业绩评估系统的实施计划和实施情况分析，包括

该系统与特派团规划和预算编制的关联，以便于大会审议为实施该系统提出的资源请求；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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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注意到在执行多年期环境战略、减少维持和平行动足迹方面取得的进展，请秘书长按

照五大战略支柱和立法授权，根据实地的特殊情况，并充分遵守相关细则和条例，加强各项措

施，促进在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执行该战略，并在下次概览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28. 又注意到行预咨委会关于使用虚拟平台和收回非联合国人员空运费用的建议，并敦促

在执行这些建议时考虑到每个特派团的具体情况，不得影响执行任务； 

 29. 强调秘书处问责制的重要性，请秘书长在管理维持和平预算方面继续加强风险管理、

透明度和内部控制，促进执行任务，并在下次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30. 又强调各维持和平行动全面执行预算的重要性，请秘书长继续加强对维持和平特派团

活动的监督，执行各相关监督机构的建议，并在这方面避免管理失误和经济损失，以确保充分

遵守财务条例和细则，同时应适当考虑大会给予的指导和建议，并在执行情况报告中报告这方

面的情况； 

 31. 强调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重要性，并着重指出，特派团全面执行该议程可促进实

现可持续和平和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32. 表示关切关于维持和平特派团性剥削和性虐待指控的报告，请秘书长继续对所有文职

和军警人员执行其关于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并在下次关于共有问题的报告中报告这

方面的情况； 

 33. 请秘书长确保充分执行大会第 59/296、60/266、61/276、64/269、65/289、66/264、

69/307和 70/286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34. 又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以最有效率、最节省的方式管理该特派团；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35.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该特派团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77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36. 决定批款 44 192 100 美元给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特别账户，充作特派团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该特派团的维持费 41 298 500 美

元、给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 2 442 700美元以及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450 900

美元；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批款的筹措 

 37. 决定考虑到大会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1号决议规定的 2021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

员国按照大会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2 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22 096 050 美元，充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 

_______________ 

77 A/75/813。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A/7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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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又决定根据大会 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37 段规定的会

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2 177 7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

包括核定给特派团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2 052 70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

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101 650 美元和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

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23 350 美元； 

 39. 还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2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22 096 050 美元，充

作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78 

 40. 决定根据其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39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

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2 177 7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核定给该特派团的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2 052 70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收入估计数中按

比例应分的数额 101 650 美元以及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

例应分的数额 23 350 美元； 

 41. 又决定对于已经履行对该特派团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考虑到大会第 73/271号决议规

定的 2020 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73/272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37 段规定的摊款

中减除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228 1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

数额； 

 42. 还决定对于尚未履行对该特派团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按照上文第 41 段规定的办

法，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228 1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 

 43. 决定上文第 41 和 42 段提及的 228 100 美元贷项应加上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

间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的增加额 44 600 美元； 

 44. 鼓励秘书长铭记安全理事会 2003 年 8 月 26 日第 1502(2003)号决议第 5 和 6 段，继续

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在联合国主持下参与特派团的所有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45. 邀请各方向特派团自愿捐助现金以及秘书长可接受的服务和用品，这些捐助将按照大

会规定的程序和做法适当管理； 

 46.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经费的筹措”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

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第 75/302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942，第 6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_______________ 

78 尚待大会通过。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S/RES/1502(2003)
https://undocs.org/zh/A/7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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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02. 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经费的筹措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经费筹措的报告79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

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报告，80 

 回顾安全理事会 2013年 4月 25日第 2100(2013)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决定自 2013年 4月 25

日起设立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并决定于 2013年 7月 1日将由非洲主导的马里国际支

助团的授权移交给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初步为期 12 个月，并回顾安理会延长稳定

团任务期限的其后各项决议，最近的是 2020 年 6 月 29 日第 2531(2020)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将

稳定团任务期限延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又回顾其关于稳定团经费筹措的 2013 年 6 月 28 日第 67/286 号决议以及其后各项有关决

议，最近的是 2020年 6月 30日第 74/290号决议，并回顾其 2020年 9月 3日第 74/571号决定， 

 重申其 1963 年 6 月 27 日第 1874(S-IV)号、1973 年 12 月 11 日第 3101(XXVIII)号和 2000 年

12 月 23 日第 55/235号决议阐述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一般原则， 

 赞赏地注意到已向稳定团作出的自愿捐助， 

 意识到必须为稳定团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使其能够履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职

责， 

 1. 请秘书长责成稳定团团长完全依照其 2005 年 6 月 22 日第 59/296 号、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60/266号、2007 年 6 月 29 日第 61/276号、2010 年 6 月 24 日第 64/269号、2011 年 6 月 30

日第 65/289号、2012 年 6 月 21 日第 66/264号、2015 年 6 月 25 日第 69/307号和 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号决议以及其他相关决议的规定编制今后的拟议预算； 

 2.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的摊款缴纳情况，包

括未缴摊款 2.595 亿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3.2%，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104 个会员国已足额缴

纳摊款，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尤其是拖欠国，确保缴纳未缴摊款； 

 3. 表示赞赏已足额缴纳摊款的会员国，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尽力确保足额缴纳为稳定

团分摊的款项； 

 4. 表示关切维持和平活动的财政状况，特别是向部队派遣国偿还费用的情况，这些国家

因会员国逾期未缴摊款而承受额外负担； 

 5. 强调对今后和现有的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在财政和行政安排方面应予平等对待、一

视同仁； 

_______________ 

79 A/75/623和 A/75/767。 

80 A/75/822/Add.8。 

https://undocs.org/ch/S/RES/2100(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531(2020)
https://undocs.org/ch/A/RES/67/286
https://undocs.org/ch/A/RES/74/290
https://undocs.org/ch/A/RES/74/290
https://undocs.org/zh/A/RES/1874(s-iv)
https://undocs.org/ch/A/RES/3101(XXVIII)
https://undocs.org/ch/A/RES/55/235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ch/A/75/623
https://undocs.org/ch/A/75/767
https://undocs.org/ch/A/75/822/Ad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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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又强调应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完成各自

的任务； 

 7. 请秘书长确保拟议维持和平预算以相关立法授权为依据； 

 8.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

提，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落实； 

 9. 赞赏地注意到马里过渡政府提供支助，为稳定团开展工作提供便利； 

 10. 决定裁撤在 2020/21 年度预算期结束时空缺时间已达或已超过 24 个月的 2 个员额，

即：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1 个本国一般事务员额(外勤语文助理)和基达尔区域办事处安保科 1 个

本国一般事务员额(安保信息助理)； 

 11. 关切地注意到地雷行动司与联合国项目事务署之间的伙伴协作业务存在缺陷，请秘书

长对项目署和选定实施地雷行动活动的合作伙伴所提供服务的使用情况进行独立审查，包括评

估每个特派团在执行那些活动方面的相对优势，并在其提交第七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分析

结果； 

 12. 再次表示严重关切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生命、健康、安全和安保带

来持续威胁，必须确保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安保和健康，包括为文职人员和军警人员施打安

全、有效的疫苗，持续不断地执行保护平民等关键任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特派团活动传播病毒

的风险，并酌情在任务范围内，应国家当局的请求，与驻地协调员和在该国的其他联合国实体

合作，支持国家当局应对 COVID-19； 

 13. 注意到已采取各项措施，以减轻 COVID-19 疫情对维持和平行动的影响，包括为继续

执行稳定团任务提供便利，同时确保维持和平人员和东道国当地社区的健康和安全，请秘书长

在下次稳定团执行情况报告和预算报告中提供最新信息，说明这场疫情所产生影响、经验教

训、最佳做法以及稳定团如何改进防备工作和应对能力并与东道国政府及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

合作应对疫情； 

 14. 关切地注意到 COVID-19 疫情对冲突中国家、区域和次区域的中长期影响，强调联合

国维持和平行动必须在各自任务范围内，酌情与国家当局和其他联合国实体进行协调，促进冲

突中国家和区域特别是非洲国家和区域的冲突后重建、建设和平和疫后恢复； 

 15. 回顾其 2015年 4月 2日第 69/273号决议第 16和 18段，在这方面再次请秘书长继续探

索更多的创新途径，促进总部和外地办事处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采购，并鼓励有兴趣

的当地供应商申请在秘书处供应商名册中注册，以扩大名册的地域范围； 

 16. 鼓励秘书长按照《联合国采购手册》，利用当地的材料、能力和知识，实施维持和平

行动的建设项目； 

 17. 请秘书长制定明确的框架和准则，以确定除其他外用以购买包括航空服务在内的不同

类型货物和服务所应采用的招标程序(招标书或征求建议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

册》； 

https://undocs.org/ch/A/RES/69/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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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又请秘书长采取措施，确保本组织遵循公共采购在透明度方面的最佳做法，包括在公

共域登载更多信息，说明航空服务等采购领域活动的结果，进一步提高本组织采购活动的透明

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册》； 

 19. 着重指出方案活动对执行稳定团任务、包括对预防和解决冲突工作的重要贡献，并着

重指出，所有这些活动都必须与稳定团任务直接挂钩； 

 20. 请秘书长确保稳定团按照相关指示并铭记稳定团活动所处具体环境，以负责任和接受

问责的方式使用方案资金，并在下次预算报告和执行情况报告中提供详细信息，说明稳定团的

方案活动，包括这些活动如何促进执行了稳定团的任务，说明这些活动与任务规定的联系，并

介绍各执行实体的情况以及稳定团进行的适当监督； 

 21. 重申其第 61/276号决议第十八节的规定，进一步确认速效项目在支持特派团执行任务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指出必须以负责任和接受问责的方式及时执行所有这类项目，并请

秘书长增强项目的影响，处理潜在挑战； 

 22. 重申外部咨询人的使用应保持在绝对最低限度，本组织应利用内部能力开展核心活动

或履行长期的经常性职能； 

 23. 强调指出在面临严峻安全局势的情况下，必须优先考虑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和保障以及

保护平民活动，要求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履行各

自的任务，包括按照任务规定保护平民； 

 24. 确认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面临日益增加的安全挑战，再次强调以综合方式加强维持和

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安全和安保的重要性，包括通过加强培训和能力建设、联合国营地的部队

保护规划和对局势的认识，请秘书长和东道国政府履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责

任，加强联合国维护和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的安全和安保，并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报告有关

情况，赞赏地注意到会员国在这方面努力促进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25. 再次表示关切文职人员编制中存在大量职位空缺，再次请秘书长确保迅速填补空缺员

额，请秘书长审查空缺时间已达或已超过 24 个月的员额，在下次预算报告中提出建议，或保

留这些员额并且提出明确的需要保留的理由，或裁撤这些员额； 

 26. 请秘书长在编制预算报告时，根据特派团的任务和需求，考虑将更多职能本国化的各

种备选方案； 

 27. 请秘书长继续当前努力，确保秘书处实现公平地域分配，确保秘书处所有部厅和所有

级别工作人员、包括主任及以上级别人员的地域分配尽可能广泛，并请秘书长在下一次概览报

告中就此提出报告； 

 28. 表示深为关切延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偿的情况，再次请秘书长尽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

偿，最迟于提出索偿之日后的三个月内结清； 

 29. 注意到作为全面业绩评估系统实施工作的一部分，正在制定基于影响的业绩指标，并

在这方面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资料，说明这些指标将如何衡量稳定团执行授权任务的情

况、资源分配对稳定团执行授权任务的影响以及这些指标将如何帮助确定每项授权任务所需的

资源；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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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新的全面业绩评估系统的实施计划和实施情况分析，包括

该系统与特派团规划和预算编制的关联，以便于大会审议为实施该系统而提出的资源请求； 

 31. 注意到在执行多年期环境战略、减少维持和平行动足迹方面取得的进展，请秘书长按

照五大战略支柱和立法授权，根据实地的特殊情况，并充分遵守相关细则和条例，加强各项措

施，促进在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执行该战略，并在下次概览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32. 又注意到行预咨委会关于使用虚拟平台和收回非联合国人员空运费用的建议，并敦促

在执行这些建议时考虑到每个特派团的具体情况，不得影响执行任务； 

 33. 请秘书长确保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工作人员有能力从技术角度监督无人驾驶飞行系

统和无人驾驶飞机系统技术的使用情况； 

 34. 强调秘书处问责制的重要性，请秘书长在管理维持和平预算方面继续加强风险管理、

透明度和内部控制，促进执行任务，并在下次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35. 又强调各维持和平行动全面执行预算的重要性，请秘书长继续加强对维持和平特派团

活动的监督，执行各相关监督机构的建议，并在这方面避免管理失误和经济损失，以确保充分

遵守财务条例和细则，同时应适当考虑大会给予的指导和建议，并在执行情况报告中报告这方

面的情况； 

 36. 强调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重要性，并着重指出，特派团全面执行该议程可促进实

现可持续和平和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37. 表示关切关于维持和平特派团性剥削和性虐待指控的报告，请秘书长继续对所有文职

和军警人员执行其关于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并在下次关于共有问题的报告中报告这

方面的情况； 

 38. 回顾其第 74/290 号决议第 22 段，其中大会确认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面临日益增加的

安全挑战，重申其改善稳定团人员、特别是改善军警人员安全和安保的承诺，再次请秘书长进

一步加强这方面的措施，并在下次稳定团预算报告中向大会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39. 确认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在维持和平行动马里共和国和平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

这方面鼓励秘书长继续根据相关任务授权，深化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的伙伴关系、合

作和协调，并在下次报告中提供信息，介绍这种深化的关系； 

 40. 重申保护平民是稳定团的一个关键目标，强调必须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足够的资源，

并请秘书长继续与稳定团相关部分接触，帮助他们有效执行保护平民的任务； 

 41. 请秘书长确保充分执行大会第 59/296、60/266、61/276、64/269、65/289、66/264、

69/307和 70/286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42. 又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以最有效率、最节省的方式管理稳定团； 

  

https://undocs.org/ch/A/RES/74/290
https://undocs.org/ch/A/RES/74/290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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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43.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稳定团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81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44. 决定批款1 262 194 200美元给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特别账户，充作稳定团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稳定团的维持费 1 171 612 500 美元、

给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 69 297 300 美元、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12 790 900 美

元和给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的 8 493 500 美元； 

批款的筹措 

 45. 决定考虑到其 2018年 12月 22日第 73/271号决议规定的 2021年分摊比额表，由会员国

按照其 2018年 12月 22日第 73/272号决议更新的等级分摊 631 097 100美元，即每月 105 182 850

美元，充作 2021年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的经费，但以安全理事会决定延长稳定团的任务

期限为前提； 

 46. 又决定，按照其 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5 段规定的会

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12 965 2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

包括核定给稳定团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8 984 30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

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2 884 200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

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663 000 美元和核定给区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

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433 700 美元； 

 47. 还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2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82 分摊 631 097 100 美元，

即每月 105 182 850 美元，充作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但以安全理事会决定

延长稳定团的任务期限为前提； 

 48. 决定根据其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7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

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12 965 3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核定给稳定团的工

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8 984 30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

比例应分的数额 2 884 200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

例应分的数额 663 100 美元和核定给区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

的数额 433 600 美元； 

 49. 又决定，对于已经履行对稳定团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考虑到大会第 73/271号决议规

定的 2020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73/272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45和 47段规定的

摊款中减除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28 820 900 美元中各自

应分的数额； 

_______________ 

81 A/75/623。 

82 尚待大会通过。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A/7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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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还决定，对于尚未履行对稳定团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按照上文第 49 段规定的办

法，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0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28 820 9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 

 51. 决定上文第 49 和 50 段所述 28 820 900 美元贷项应加上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

间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的增加额 1 083 500 美元； 

 52. 鼓励秘书长铭记安全理事会 2003 年 8 月 26 日第 1502(2003)号决议第 5 和 6 段，继续

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在联合国主持下参与稳定团的所有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53. 邀请各方向稳定团自愿捐助现金以及秘书长可接受的服务和用品，这些捐助将按照大

会规定的程序和做法适当管理； 

 54.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经费的筹措”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六届

会议临时议程。 

 

 

第 75/303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943，第 6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5/303. 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经费的筹措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经费筹措的报告83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

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84 

 回顾安全理事会关于设立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 1974年 5月 31日第 350(1974)号决

议及其后安理会延长该部队任务期限的各项决议，最近的是 2020年 12月 18日第 2555(2020)号

决议，其中安理会决定将该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又回顾大会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和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经费筹措的 1974 年 11 月 29

日第 3211 B (XXIX)号决议及其后各项有关决议，最近的是 2020 年 6 月 30 日第 74/291号决议，

并回顾其 2020 年 9 月 3 日第 74/571 号决定， 

 重申大会 1963 年 6 月 27 日第 1874(S-IV)号、1973 年 12 月 11 日第 3101(XXVIII)号和 2000

年 12 月 23 日第 55/235号决议阐述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一般原则， 

 意识到必须为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使其能够履行安全理事会

有关决议规定的职责， 

_______________ 

83 A/75/615和 A/75/685。 

84 A/75/822/Add.1。 

https://undocs.org/ch/S/RES/1502(2003)
https://undocs.org/zh/A/75/943
https://undocs.org/ch/S/RES/350(1974)
https://undocs.org/ch/S/RES/2555(2020)
https://undocs.org/zh/A/RES/3211(XXIX)
https://undocs.org/ch/A/RES/74/291
https://undocs.org/zh/A/RES/1874(s-iv)
https://undocs.org/ch/A/RES/3101(XXVIII)
https://undocs.org/ch/A/RES/55/235
https://undocs.org/ch/A/75/615
https://undocs.org/ch/A/75/685
https://undocs.org/ch/A/75/822/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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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请秘书长责成该特派团团长完全依照大会 2005 年 6月 22日第 59/296号、2006年 6 月

30 日第 60/266号、2007 年 6 月 29 日第 61/276号、2010 年 6 月 24 日第 64/269号、2011 年 6 月

30 日第 65/289号、2012 年 6 月 21 日第 66/264号、2015 年 6 月 25 日第 69/307号和 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号决议以及其他相关决议的规定编制今后的拟议预算； 

 2.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的摊款缴纳情况，包括

未缴摊款 2 120 万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0.9%，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94 个会员国已足额缴纳摊

款，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尤其是拖欠国，确保缴纳未缴摊款； 

 3. 表示赞赏已足额缴纳摊款的会员国，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尽力确保足额缴纳为该部

队分摊的款项； 

 4. 表示关切维持和平活动的财政状况，特别是向部队派遣国偿还费用的情况，这些国家

因会员国逾期未缴摊款而承受额外负担； 

 5. 强调对今后和现有的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在财政和行政安排方面应予平等对待、一

视同仁； 

 6. 又强调应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完成各自

的任务； 

 7. 请秘书长确保拟议维持和平预算以相关立法授权为依据； 

 8.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

提，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落实； 

 9. 再次表示严重关切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生命、健康、安全和安保带

来持续威胁，必须确保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安保和健康，包括为文职人员和军警人员施打安

全、有效的疫苗，持续不断地执行保护平民等关键任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特派团活动传播病毒

的风险，并酌情在任务范围内，应国家当局的请求，与驻地协调员和在该国的其他联合国实体

合作，支持国家当局应对 COVID-19； 

 10. 注意到已采取各项措施，以减轻 COVID-19 疫情对维持和平行动的影响，包括为继续

执行特派团任务提供便利，同时确保维持和平人员和东道国当地社区的健康和安全，请秘书长

在下次观察员部队执行情况报告和预算报告中提供最新信息，说明这场疫情所产生影响、经验

教训、最佳做法以及观察员部队如何改进防备工作和应对能力并与东道国政府及区域和次区域

行为体合作应对疫情； 

 11. 关切地注意到 COVID-19 大流行对冲突中国家、区域和次区域的中长期影响，强调联

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必须在各自任务范围内，酌情与国家当局和其他联合国实体进行协调，促进

冲突中国家和区域的冲突后重建、建设和平和疫后恢复； 

 12. 回顾其 2015年 4月 2日第 69/273号决议第 16和 18段，在这方面再次请秘书长继续探

索更多的创新途径，促进总部和外地办事处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采购，并鼓励有兴趣

的当地供应商申请在秘书处供应商名册中注册，以扩大名册的地域范围；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ch/A/RES/69/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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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鼓励秘书长按照《联合国采购手册》利用当地的材料、能力和知识，实施维持和平行

动的建设项目； 

 14. 请秘书长制定明确的框架和准则，以确定除其他外用以购买包括航空服务在内的不同

类型的货物和服务所应采用的招标程序(招标书或征求建议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

册》； 

 15. 又请秘书长采取措施，确保本组织遵循公共采购在透明度方面的最佳做法，包括在公

共域登载更多信息，说明航空服务等采购领域活动的结果，进一步提高本组织采购活动的透明

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册》； 

 16. 确认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在维持和平行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鼓励秘书长

根据相关任务授权，深化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的伙伴关系、合作和协调，并在下次报

告中提供信息，介绍这种深化的关系； 

 17. 重申其第 61/276号决议第十八节的规定，进一步确认速效项目在支持特派团执行任务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指出，必须以负责任和接受问责的方式及时地执行所有这类项目，

并请秘书长增强项目的影响，处理项目的潜在挑战； 

 18. 重申外部咨询人的使用应保持在绝对最低限度，本组织应利用内部能力开展核心活动

或履行长期性的经常职能； 

 19. 强调指出，在面临严峻安全局势的情况下，必须优先考虑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和保障以

及保护平民活动，要求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履行

各自的任务，包括按照任务规定保护平民； 

 20. 确认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面临日益增加的安全挑战，再次强调以综合方式加强维持和

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安全和安保的重要性，包括加强培训和能力建设、联合国营地的部队保护

规划和对局势的认识，请秘书长和东道国政府履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责任，加

强联合国维护和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的安全和安保，并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报告有关情况，

赞赏地注意到会员国在这方面努力促进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21. 再次表示关切文职人员编制中存在大量职位空缺，再次请秘书长确保迅速填补空缺员

额，请秘书长审查空缺时间已达或已超过 24 个月的员额，在下次预算报告中提出建议，或保

留这些员额并且提出明确的需要保留的理由，或裁撤这些员额； 

 22. 请秘书长在编制预算报告时，根据特派团任务和需求，考虑将更多职能本国化的各种

备选方案； 

 23. 请秘书长继续当前努力，确保秘书处实现公平地域分配，确保秘书处所有部厅和所有

级别工作人员、包括主任及以上级别人员的地域分配尽可能广泛，并请秘书长在下一次概览报

告中就此提出报告； 

 24. 表示深为关切延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偿的情况，再次请秘书长尽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

偿，最迟于提出索偿之日后的三个月内结清；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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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注意到作为全面业绩评估系统实施工作的一部分，正在制定基于影响的业绩指标，并

在这方面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资料，说明这些指标将如何衡量该部队执行授权任务的情

况、资源分配对该部队执行授权任务的影响以及这些指标将如何帮助确定每项授权任务所需的

资源； 

 26. 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新的全面业绩评估系统的实施计划和实施情况分析，包括

该系统与特派团规划和预算编制的关联，以便于大会审议为实施该系统提出的资源请求； 

 27. 注意到在执行多年期环境战略、减少维持和平行动足迹方面取得的进展，请秘书长按

照五大战略支柱和立法授权，根据实地的特殊情况，并充分遵守相关细则和条例，加强各项措

施，促进在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执行该战略，并在下次概览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28. 又注意到行预咨委会关于使用虚拟平台和收回非联合国人员空运费用的建议，并敦促

在执行这些建议时考虑到每个特派团的具体情况，不得影响执行任务； 

 29. 强调秘书处问责制的重要性，请秘书长在管理维持和平预算方面继续加强风险管理、

透明度和内部控制，促进执行任务，并在下次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30. 又强调各维持和平行动全面执行预算的重要性，请秘书长继续加强对维持和平特派团

活动的监督，执行各相关监督机构的建议，并在这方面避免管理失误和经济损失，以确保充分

遵守财务条例和细则，同时应适当考虑大会给予的指导和建议，并在执行情况报告中报告这方

面的情况； 

 31. 强调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重要性，并着重指出，特派团全面执行该议程可促进实

现可持续和平和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32. 表示关切关于维持和平特派团性剥削和性虐待指控的报告，请秘书长继续对所有文职

和军警人员执行其关于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并在下次关于共有问题的报告中报告这

方面的情况； 

 33. 赞赏秘书长采取措施，顺利结清观察员部队所有死亡和伤残索偿； 

 34. 请秘书长确保充分执行大会第 59/296、60/266、61/276、64/269、65/289、66/264、

69/307和 70/286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35. 又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以最有效率、最节省的方式管理该部队；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36.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该部队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85 

_______________ 

85 A/75/615。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ch/A/7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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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37. 决定批款 65 507 400 美元给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特别账户，充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该部队的维持费 61 218 200 美元，给维持和平

行动支助账户的 3 620 900 美元，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668 300 美元； 

批款的筹措 

 38. 决定考虑到其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1号决议规定的 2021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员

国按照其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2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32 753 700 美元，充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但以安全理事会决定延长该部队的任务期限为前提； 

 39. 又决定根据其 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38 段规定的会员

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958 9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

核定给该部队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773 60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税

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150 700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34 600 美元； 

 40. 还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2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86 分摊 32 753 700 美元，

即每月 5 458 950 美元，充作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但以安全理事会决定延

长该部队的任务期限为前提； 

 41. 决定根据其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0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

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958 9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核定给该部队的工作

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773 50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

应分的数额 150 700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

的数额 34 700 美元； 

 42. 又决定，对于已经履行对该部队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考虑到大会第 73/271号决议规

定的 2020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73/272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38和 40段规定的

摊款中减除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9 835 400 美元中各自应

分的数额； 

 43. 还决定，对于尚未履行对该部队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按照上文第 42 段规定的办

法，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9 835 4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 

 44. 决定上文第 42 和 43段所述 9 835 400 美元贷项应减除 2020 年 6 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的减少额 47 200 美元； 

 45. 鼓励秘书长铭记安全理事会 2003 年 8 月 26 日第 1502(2003)号决议第 5 和 6 段，继续

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在联合国主持下参与该部队的所有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_______________ 

86 尚待大会通过。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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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邀请各方向该部队自愿捐助现金以及秘书长可以接受的服务和用品，这些捐助将按照

大会规定的程序和做法适当管理； 

 47. 决定在其第七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联合国中东维持和平部队经费的筹措”的项

目下列入题为“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分项目。 

 

 

第 75/304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944，第 6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5/304.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经费筹措的报告87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

会的相关报告，88 

 回顾安全理事会 2011 年 7 月 8 日第 1996(2011)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决定于 2011 年 7 月 9

日起设立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并回顾安理会其后延长该特派团任务期限的各项决议，最近的

是 2021 年 3月 12日第 2567(2021)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将该特派团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2年 3 月

15 日， 

 又回顾大会 2011年 12月 24日关于该特派团经费筹措的第 66/243 A号决议及其后各项有关

决议，最近的是 2020 年 6 月 30 日第 74/293号决议，并回顾其 2020 年 9 月 3 日第 74/571 号决

定， 

 重申大会 1963 年 6 月 27 日第 1874(S-IV)号、1973 年 12 月 11 日第 3101(XXVIII)号和 2000

年 12 月 23 日第 55/235号决议阐述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一般原则， 

 意识到必须为该特派团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使其能够履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职

责， 

 1. 请秘书长责成该特派团团长完全依照大会 2005 年 6月 22日第 59/296号、2006年 6 月

30 日第 60/266号、2007 年 6 月 29 日第 61/276号、2010 年 6 月 24 日第 64/269号、2011 年 6 月

30 日第 65/289号、2012 年 6 月 21 日第 66/264号、2015 年 6 月 25 日第 69/307号和 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号决议以及其他相关决议的规定编制今后的拟议预算； 

 2. 表示注意到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摊款缴纳情况，包括未缴摊款

4.172 亿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3.9%，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75 个会员国已足额缴纳摊款，促请

所有其他会员国，尤其是拖欠国，确保缴纳未缴摊款； 

_______________ 

87 A/75/627和 A/75/762。 

88 A/75/822/Add.12。 

https://undocs.org/zh/A/75/944
https://undocs.org/ch/S/RES/1996(2011)
https://undocs.org/ch/S/RES/2567(2021)
https://undocs.org/ch/A/RES/66/243
https://undocs.org/ch/A/RES/74/293
https://undocs.org/zh/A/RES/1874(s-iv)
https://undocs.org/ch/A/RES/3101(XXVIII)
https://undocs.org/ch/A/RES/55/235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ch/A/75/627
https://undocs.org/ch/A/75/762
https://undocs.org/ch/A/75/822/Ad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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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表示赞赏已足额缴纳摊款的会员国，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尽力确保足额缴纳为该特

派团分摊的款项； 

 4. 表示关切维持和平活动的财政状况，特别是向部队派遣国偿还费用的情况，这些国家

因会员国逾期未缴摊款而承受额外负担； 

 5. 强调对今后和现有的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在财政和行政安排方面应予平等对待、一

视同仁； 

 6. 又强调应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完成各自

的任务； 

 7. 请秘书长确保拟议维持和平预算以相关立法授权为依据； 

 8.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

提，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落实； 

 9. 赞赏地注意到南苏丹共和国政府给予支持，为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工作提供便利； 

 10. 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25 段，并决定进一步裁撤到 2020/21 年度预算期结束空缺时

间已达或超过 24 个月的医务科 1 个司机员额(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11. 关切地注意到地雷行动司与联合国项目事务署之间的伙伴协作业务存在缺陷，请秘书

长对项目署和选定实施地雷行动活动的合作伙伴所提供服务的使用情况进行独立审查，包括评

估每个特派团在执行那些活动方面的相对优势，并在其提交第七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分析

结果； 

 12. 再次表示严重关切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生命、健康、安全和安保带

来持续威胁，必须确保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安保和健康，包括为文职人员和军警人员施打安

全、有效的疫苗，持续不断地执行保护平民等关键任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特派团活动传播病毒

的风险，并酌情在任务范围内，应国家当局的请求，与驻地协调员和在该国的其他联合国实体

合作，支持国家当局应对 COVID-19； 

 13. 注意到已采取各项措施，以减轻 COVID-19 疫情对维持和平行动的影响，包括为继续

执行特派团任务提供便利，同时确保维持和平人员和东道国当地社区的健康和安全，请秘书长

在下次特派团执行情况报告和预算报告中提供最新信息，说明这场疫情所产生影响、经验教

训、最佳做法以及特派团如何改进防备工作和应对能力并与东道国政府及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

合作应对疫情； 

 14. 关切地注意到 COVID-19 疫情对冲突中国家、区域和次区域的中长期影响，强调联合

国维持和平行动必须在各自任务范围内，酌情与国家当局和其他联合国实体进行协调，促进冲

突中国家和区域特别是非洲国家和区域的冲突后重建、建设和平和疫后恢复； 

 15. 回顾其 2015年 4月 2日第 69/273号决议第 16和 18段，在这方面再次请秘书长继续探

索更多的创新途径，促进总部和外地办事处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采购，并鼓励有兴趣

的当地供应商申请在秘书处供应商名册中注册，以扩大名册的地域范围； 

https://undocs.org/ch/A/RES/69/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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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鼓励秘书长按照《联合国采购手册》，利用当地的材料、能力和知识，实施维持和平

行动的建设项目； 

 17. 请秘书长制定明确的框架和准则，以确定除其他外用以购买包括航空服务在内的不同

类型货物和服务所应采用的招标程序(招标书或征求建议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

册》； 

 18. 又请秘书长采取措施，确保本组织遵循公共采购在透明度方面的最佳做法，包括在公

共域登载更多信息，说明航空服务等采购领域活动的结果，进一步提高本组织采购活动的透明

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册》； 

 19. 确认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在维持和平行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鼓励秘书长继

续根据相关任务授权，深化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的伙伴关系、合作和协调，并在下次

报告中提供信息，介绍这种深化的关系； 

 20. 着重指出方案活动对执行特派团任务、包括对预防和解决冲突工作的重要贡献，并着

重指出，所有这些活动都必须与特派团任务直接挂钩； 

 21. 请秘书长确保特派团按照相关指示并铭记特派团活动所处具体环境，以负责任和接受

问责的方式使用方案资金，并在下次预算报告和执行情况报告中提供详细信息，说明特派团的

方案活动，包括这些活动如何促进执行了特派团的任务，说明这些活动与任务规定的联系，并

介绍各执行实体的情况以及特派团进行的适当监督； 

 22. 重申其第 61/276号决议第十八节的规定，进一步确认速效项目在支持特派团执行任务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指出必须以负责任和接受问责的方式及时执行所有这类项目，并请

秘书长增强项目的影响，处理潜在挑战； 

 23. 重申外部咨询人的使用应保持在绝对最低限度，本组织应利用内部能力开展核心活动

或履行长期的经常性职能； 

 24. 强调指出在面临严峻安全局势的情况下，必须优先考虑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和保障以及

保护平民的活动，要求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履行

各自的任务，包括按照任务规定保护平民； 

 25. 确认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面临日益增加的安全挑战，再次强调以综合方式加强维持和

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安全和安保的重要性，包括加强培训和能力建设、联合国营地的部队保护

规划和对局势的认识，请秘书长和东道国政府履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责任，加

强联合国维护和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的安全和安保，并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报告有关情况，

赞赏地注意到会员国在这方面努力促进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26. 再次表示关切文职人员编制中存在大量职位空缺，再次请秘书长确保迅速填补空缺员

额，请秘书长审查空缺时间已达或已超过 24 个月的员额，在下次预算报告中提出建议，或保

留这些员额并且提出明确的需要保留的理由，或裁撤这些员额； 

 27. 请秘书长在编制预算报告时，根据特派团的任务和需求，考虑将更多职能本国化的各

种备选方案；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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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请秘书长继续当前努力，确保秘书处实现公平地域分配，确保秘书处所有部厅和所有

级别工作人员、包括主任及以上级别人员的地域分配尽可能广泛，并请秘书长在下一次概览报

告中就此提出报告； 

 29. 表示深为关切延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偿的情况，再次请秘书长尽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

偿，最迟于提出索偿之日后的三个月内结清； 

 30. 注意到作为全面业绩评估系统实施工作的一部分，正在制定基于影响的业绩指标，并

在这方面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资料，说明这些指标将如何衡量特派团执行授权任务的情

况、资源分配对特派团执行授权任务的影响以及这些指标将如何帮助确定每项授权任务所需的

资源； 

 31. 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新的全面业绩评估系统的实施计划和实施情况分析，包括

该系统与特派团规划和预算编制的关联，以便于大会审议为实施该系统提出的资源请求； 

 32. 注意到在执行多年期环境战略、减少维持和平行动足迹方面取得的进展，请秘书长按

照五大战略支柱和立法授权，根据实地的特殊情况，并充分遵守相关细则和条例，加强各项措

施，促进在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执行该战略，并在下次概览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33. 又注意到行预咨委会关于使用虚拟平台和收回非联合国人员空运费用的建议，并敦促

在执行这些建议时考虑到每个特派团的具体情况，不得影响执行任务； 

 34. 强调秘书处问责制的重要性，请秘书长在管理维持和平预算方面继续加强风险管理、

透明度和内部控制，促进执行任务，并在下次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35. 又强调各维持和平行动全面执行预算的重要性，请秘书长继续加强对维持和平特派团

活动的监督，执行各相关监督机构的建议，并在这方面避免管理失误和经济损失，以确保充分

遵守财务条例和细则，同时应适当考虑大会给予的指导和建议，并在执行情况报告中报告这方

面的情况； 

 36. 强调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重要性，并着重指出，特派团全面执行该议程可促进实

现可持续和平和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37. 表示关切关于维持和平特派团性剥削和性虐待指控的报告，请秘书长继续对所有文职

和军警人员执行其关于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并在下次关于共有问题的报告中报告这

方面的情况； 

 38. 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20 段，赞扬特派团进行其第一次人员配置审查，重申建设国

家能力的重要性，请秘书长在即将进行的人员配置审查的第二阶段列入将更多职能本国化的各

种备选方案； 

 39. 确认该特派团在保护平民方面的重要作用，请秘书长继续让其相关构成部分参与，以

帮助它们有效实现特派团的既定目标，又强调必须确保有足够资源用于有成效、有效率地执行

其保护平民任务； 

 40. 请秘书长确保充分执行大会第 59/296、60/266、61/276、64/269、65/289、66/264、

69/307和 70/286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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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又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以最有效率、最节省的方式管理该特派团；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42.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该特派团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89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43. 决定批款 1 201 887 500 美元给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特别账户，充作特派团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该特派团的维持费 1 115 633 900 美元、给

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 65 986 300 美元、给联合国意大利布林迪西后勤基地的 12 179 600 美

元和给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的 8 087 700 美元；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批款的筹措 

 44. 决定考虑到大会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1号决议规定的 2021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

员国按照大会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2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600 943 750 美元，充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 

 45. 又决定根据大会 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4 段规定的会

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16 902 8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

包括核定给特派团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13 112 05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

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2 746 450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

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631 350 美元和核定给区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

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412 950 美元； 

 46. 还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2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后的缴款等级90 分摊 248 777 789 美

元，充作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期间的经费； 

 47. 决定根据大会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6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

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6 997 395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核定给该特派团

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5 428 107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1 136 971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

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261 365 美元和核定给区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

应分的数额 170 952 美元； 

 48. 又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2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后的缴款等级分摊 352 165 961 美元，

每月 100 157 292 美元，充作 2022 年 3 月 16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但以安全理事会决定

延长该特派团的任务期限为前提； 

 49. 还决定根据大会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8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

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9 905 405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核定给该特派

_______________ 

89 A/75/627。 

90 尚待大会通过。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7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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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7 683 943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

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1 609 479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369 985 美元和核定给区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

例应分的数额 241 998 美元； 

 50. 决定对于已经履行对该特派团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考虑到第 73/271 号决议规定的

2020 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73/272 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44 段规定的摊款中减

除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12 778 3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

额； 

 51. 又决定对于尚未履行对该特派团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按照上文第 50 段规定的办

法，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 12 778 300 美

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 

 52. 还决定上文第 50 和 51 段提及的 12 778 300 美元贷项应加上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

政期间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的增加额 692 300 美元； 

 53. 鼓励秘书长铭记安全理事会 2003 年 8 月 26 日第 1502(2003)号决议第 5 和 6 段，继续

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在联合国主持下参与该特派团的所有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54. 邀请各方向该特派团自愿捐助现金以及秘书长可以接受的服务和用品，这些捐助将按

照大会规定的程序和做法适当管理； 

 55.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经费的筹措”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临时

议程。 

 

 

第 75/305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945，第 6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5/305.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经费筹措的报告91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

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92 

 回顾安全理事会关于设立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的 1991年 4月 29日第 690(1991)

号决议及其后安理会延长该特派团任务期限的各项决议，最近的是 2020 年 10 月 30 日第

2548(2020)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将该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延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 

_______________ 

91 A/75/805和 A/75/740。 

92 A/75/822/Add.5。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S/RES/1502(2003)
https://undocs.org/zh/A/75/945
https://undocs.org/ch/S/RES/690(1991)
https://undocs.org/ch/S/RES/690(1991)
https://undocs.org/ch/S/RES/2548(2020)
https://undocs.org/ch/A/75/805
https://undocs.org/ch/A/75/740
https://undocs.org/ch/A/75/822/Ad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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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顾大会关于该特派团经费筹措的 1991 年 5 月 17 日第 45/266号决议以及其后各项有关

决议，最近的是 2020 年 6 月 30 日第 74/294号决议，并回顾其 2020 年 9 月 3 日第 74/571 号决

定， 

 重申大会 1963 年 6 月 27 日第 1874(S-IV)号、1973 年 12 月 11 日第 3101(XXVIII)号和 2000

年 12 月 23 日第 55/235号决议阐述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一般原则， 

 赞赏地注意到已向该特派团作出的自愿捐助， 

 意识到必须为该特派团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使其能够履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职

责， 

 1. 请秘书长责成该特派团团长完全依照大会 2005 年 6月 22日第 59/296号、2006年 6 月

30 日第 60/266号、2007 年 6 月 29 日第 61/276号、2010 年 6 月 24 日第 64/269号、2011 年 6 月

30 日第 65/289号、2012 年 6 月 21 日第 66/264号、2015 年 6 月 25 日第 69/307号和 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号决议以及其他相关决议的规定编制今后的拟议预算； 

 2.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的摊款缴纳情况，

包括未缴摊款 5 880万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4.1%，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108个会员国已足额缴

纳摊款，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尤其是拖欠国，确保缴纳未缴摊款； 

 3. 表示赞赏已足额缴纳摊款的会员国，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尽力确保足额缴纳为该特

派团分摊的款项； 

 4. 表示关切维持和平活动的财政状况，特别是向部队派遣国偿还费用的情况，这些国家

因会员国逾期未缴摊款而承受额外负担； 

 5. 强调对今后和现有的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在财政和行政安排方面应予平等对待、一

视同仁； 

 6. 又强调应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完成各自

的任务； 

 7. 请秘书长确保拟议维持和平预算以相关立法授权为依据； 

 8.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

提，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落实； 

 9. 关切地注意到地雷行动司与联合国项目事务署之间的伙伴协作业务存在缺陷，请秘书

长对项目署和选定实施地雷行动活动的合作伙伴所提供服务的使用情况进行独立审查，包括评

估每个特派团在执行那些活动方面的相对优势，并在其提交第七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分析

结果； 

 10. 再次表示严重关切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生命、健康、安全和安保带

来持续威胁，必须确保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安保和健康，包括为文职人员和军警人员施打安

全、有效的疫苗，持续不断地执行保护平民等关键任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特派团活动传播病毒

的风险，并酌情在任务范围内，应国家当局的请求，与驻地协调员和在该国的其他联合国实体

合作，支持国家当局应对 COVID-19； 

https://undocs.org/ch/A/RES/45/266
https://undocs.org/ch/A/RES/74/294
https://undocs.org/zh/A/RES/1874(s-iv)
https://undocs.org/ch/A/RES/3101(XXVIII)
https://undocs.org/ch/A/RES/55/235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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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注意到已采取各项措施，以减轻 COVID-19 疫情对维持和平行动的影响，包括为继续

执行特派团任务提供便利，同时确保维持和平人员和东道国当地社区的健康和安全，请秘书长

在下次特派团执行情况报告和预算报告中提供最新信息，说明这场疫情所产生影响、经验教

训、最佳做法以及特派团如何改进防备工作和应对能力并与东道国政府及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

合作应对疫情； 

 12. 关切地注意到 COVID-19 疫情对冲突中国家、区域和次区域的中长期影响，强调联合

国维持和平行动必须在各自任务范围内，酌情与国家当局和其他联合国实体进行协调，促进冲

突中国家和区域特别是非洲国家和区域的冲突后重建、建设和平和疫后恢复； 

 13. 回顾其 2015年 4月 2日第 69/273号决议第 16和 18段，在这方面再次请秘书长继续探

索更多的创新途径，促进总部和外地办事处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采购，并鼓励有兴趣

的当地供应商申请在秘书处供应商名册中注册，以扩大名册的地域范围； 

 14. 鼓励秘书长按照《联合国采购手册》，利用当地的材料、能力和知识，实施维持和平

行动的建设项目； 

 15. 请秘书长制定明确的框架和准则，以确定除其他外用以购买包括航空服务在内的不同

类型货物和服务所应采用的招标程序(招标书或征求建议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

册》； 

 16. 又请秘书长采取措施，确保本组织遵循公共采购在透明度方面的最佳做法，包括在公

共域登载更多信息，说明航空服务等采购领域活动的结果，进一步提高本组织采购活动的透明

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册》； 

 17. 确认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在维持和平行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鼓励秘书长继

续根据相关任务授权，深化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的伙伴关系、合作和协调，并在下次

报告中提供信息，介绍这种深化的关系； 

 18. 重申其第 61/276号决议第十八节的规定，进一步确认速效项目在支持特派团执行任务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指出必须以负责任和接受问责的方式及时执行所有这类项目，并请

秘书长增强项目的影响，处理潜在挑战； 

 19. 重申外部咨询人的使用应保持在绝对最低限度，本组织应利用内部能力开展核心活动

或履行长期的经常性职能； 

 20. 强调指出在面临严峻安全局势的情况下，必须优先考虑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和保障以及

保护平民的活动，要求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履行

各自的任务，包括按照任务规定保护平民； 

 21. 确认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面临日益增加的安全挑战，再次强调以综合方式加强维持和

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安全和安保的重要性，包括通过加强培训和能力建设、联合国营地部队保

护规划和对局势认识，请秘书长和东道国政府履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责任，加

强联合国维护和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的安全和安保，并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报告有关情况，

赞赏地注意到会员国在这方面努力促进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https://undocs.org/ch/A/RES/69/273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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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再次表示关切文职人员编制中存在大量职位空缺，再次请秘书长确保迅速填补空缺员

额，请秘书长审查空缺时间已达或已超过 24 个月的员额，在下次预算报告中提出建议，或保

留这些员额并且提出明确的需要保留的理由，或裁撤这些员额； 

 23. 请秘书长在编制预算报告时，根据特派团的任务和需求，考虑将更多职能本国化的各

种备选方案； 

 24. 请秘书长继续当前努力，确保秘书处实现公平地域分配，确保秘书处所有部厅和所有

级别工作人员、包括主任及以上级别人员的地域分配尽可能广泛，并请秘书长在下一次概览报

告中就此提出报告； 

 25. 表示深为关切延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偿的情况，再次请秘书长尽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

偿，最迟于提出索偿之日后的三个月内结清； 

 26. 注意到作为全面业绩评估系统实施工作的一部分，正在制定基于影响的业绩指标，并

在这方面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资料，说明这些指标将如何衡量特派团执行授权任务的情

况、资源分配对特派团执行授权任务的影响以及这些指标将如何帮助确定每项授权任务所需的

资源； 

 27. 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新的全面业绩评估系统的实施计划和实施情况分析，包括

该系统与特派团规划和预算编制的关联，以便于大会审议为实施该系统提出的资源请求； 

 28. 注意到在执行多年期环境战略、减少维持和平行动足迹方面取得的进展，请秘书长按

照五大战略支柱和立法授权，根据实地的特殊情况，并充分遵守相关细则和条例，加强各项措

施，促进在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执行该战略，并在下次概览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29. 又注意到行预咨委会关于使用虚拟平台和收回非联合国人员空运费用的建议，并强调

指出，在执行这些建议时应考虑到每个特派团的具体情况，不得影响执行任务； 

 30. 强调秘书处问责制的重要性，请秘书长在管理维持和平预算方面继续加强风险管理、

透明度和内部控制，促进执行任务，并在下次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31. 又强调各维持和平行动全面执行预算的重要性，请秘书长继续加强对维持和平特派团

活动的监督，执行各相关监督机构的建议，并在这方面避免管理失误和经济损失，以确保充分

遵守财务条例和细则，同时应适当考虑大会给予的指导和建议，并在执行情况报告中报告这方

面的情况； 

 32. 强调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重要性，并着重指出，特派团全面执行该议程可促进实

现可持续和平和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33. 表示关切关于维持和平特派团性剥削和性虐待指控的报告，请秘书长继续对所有文职

和军警人员执行其关于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并在下次关于共有问题的报告中报告这

方面的情况； 

 34. 请秘书长确保充分执行大会第 59/296、60/266、61/276、64/269、65/289、66/264、

69/307和 70/286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35. 又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以最有效率、最节省的方式管理特派团；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4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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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36.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该特派团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93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37. 决定批款 60 908 900美元给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特别账户，充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该特派团的维持费 56 537 800 美元、给维持

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 3 344 000 美元、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617 200 美元以及给

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的 409 900 美元；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批款的筹措 

 38. 决定考虑到大会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1号决议规定的 2021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

员国按照大会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2 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20 302 966 美元，充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 

 39. 又决定根据大会 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38 段规定的会

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971 767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

括核定给该特派团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843 667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

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92 800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

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21 333 美元和核定给区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13 967 美元； 

 40. 还决定，考虑到其第 73/271 号决议规定的 2021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员国按照其第

73/272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10 151 484 美元，每月 5 075 742 美元，充作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但以安全理事会决定延长该特派团的任务期限为前提； 

 41. 决定根据大会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0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

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485 883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核定给该特派团的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421 833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

比例应分的数额 46 400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

分的数额 10 667 美元和核定给区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6 983 美元； 

 42. 又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2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后的缴款等级94 分摊 30 454 450 美

元，每月 5 075 742 美元，充作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但以安全理事会决定

延长该特派团的任务期限为前提； 

 43. 还决定根据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42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

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1 457 65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括核定给该特派团的

_______________ 

93 A/75/805。 

94 尚待大会通过。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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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1 265 50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

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139 200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

例应分的数额 32 000 美元和核定给区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

数额 20 950 美元； 

 44. 决定对于已经履行对该特派团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考虑到第 73/271 号决议规定的

2020 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73/272 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38 段规定的摊款中减

除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1 157 6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

额； 

 45. 又决定对于尚未履行对该特派团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按照上文第 44 段规定的办

法，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0 年 6 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 1 157 600 美元

中各自应分的数额； 

 46. 还决定上文第 44 和 45段所述 1 157 600美元贷项应减除 2020年 6 月 30日终了财政期

间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的减少额 43 500 美元； 

 47. 鼓励秘书长铭记安全理事会 2003 年 8 月 26 日第 1502(2003)号决议第 5 和 6 段，继续

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在联合国主持下参与该特派团的所有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48. 邀请各方向该特派团自愿捐助现金以及秘书长可以接受的服务和用品，这些捐助将按

照大会规定的程序和做法适当管理； 

 49.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经费的筹措”的项目列入其第七十六届

会议临时议程。 

 

 

第 75/306 号决议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5/946，第 6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5/306. 安全理事会第 1863(2009)号决议引起的活动经费的筹措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索马里支助办公室经费筹措的报告95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

委员会的相关报告，96 

 回顾安全理事会 2009 年 1 月 16 日第 1863(2009)号决议，其中安理会表示打算在索马里设

立一个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作为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的接替部队，但须安理会至迟于

_______________ 

95 A/75/607和 A/75/757。 

96 A/75/822/Add.4。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S/RES/1502(2003)
https://undocs.org/zh/A/75/946
https://undocs.org/ch/S/RES/186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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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 月 1 日作出进一步决定，并请秘书长为便于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部队并入联合国

维持和平行动，向该特派团提供一揽子联合国后勤支助，包括提供设备与服务， 

 又回顾安全理事会其后延长给该特派团的一揽子后勤支助的各项决议，最近的是 2021年 3

月 12 日第 2568(2021)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将一揽子后勤支助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还回顾其 2009 年 4 月 7 日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863(2009)号决议所引起活动经费筹措的第

63/275 A 号决议及其后各项有关决议，最近的是 2020 年 6 月 30 日第 74/295 号决议，并回顾其

2020 年 9 月 3 日第 74/571 号决定， 

 重申其 1963 年 6 月 27 日第 1874(S-IV)号、1973 年 12 月 11 日第 3101(XXVIII)号和 2000 年

12 月 23 日第 55/235号决议阐述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一般原则， 

 赞赏地注意到已向联合国支助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信托基金作出的自愿捐助， 

 意识到联合国索马里支助办公室是在具有敌意的环境中行动，必须向该办公室提供必要财

政资源，使其能够完成规定的任务， 

 1.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索马里支助办公室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的摊款缴纳情况，包括未

缴摊款共计 2.944 亿美元，约占摊款总数的 5%，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81 个会员国已足额缴纳摊

款，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尤其是拖欠国，确保缴纳未缴摊款； 

 2.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

提，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落实； 

 3. 表示注意到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21 段，决定将所述 P-3 职等财务和预算干事员额改叙

为 P-4 职等； 

 4. 关切地注意到地雷行动司与联合国项目事务署之间的伙伴协作业务存在缺陷，请秘书

长对项目署和选定实施地雷行动活动的合作伙伴所提供服务的使用情况进行独立审查，包括评

估每个特派团在执行那些活动方面的相对优势，并在其提交第七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分析

结果； 

 5. 再次表示严重关切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生命、健康、安全和安保带

来持续威胁，必须确保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安保和健康，包括为文职人员和军警人员施打安

全、有效的疫苗，持续不断地执行保护平民等关键任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特派团活动传播病毒

的风险，并酌情在任务范围内，应国家当局的请求，与驻地协调员和在该国的其他联合国实体

合作，支持国家当局应对 COVID-19； 

 6. 注意到已采取各项措施，以减轻 COVID-19 疫情对维持和平行动的影响，包括为继续

执行特派团任务提供便利，同时确保维持和平人员和东道国当地社区的健康和安全，请秘书长

在下次联索支助办执行情况报告和预算报告中提供最新信息，说明这场疫情所产生影响、经验

教训、最佳做法以及联索支助办如何改进防备工作和应对能力并与东道国政府及区域和次区域

行为体合作应对疫情； 

https://undocs.org/ch/S/RES/2568(2021)
https://undocs.org/ch/S/RES/1863(2009)
https://undocs.org/ch/A/RES/63/275
https://undocs.org/ch/A/RES/74/295
https://undocs.org/zh/A/RES/1874(s-iv)
https://undocs.org/ch/A/RES/3101(X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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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关切地注意到 COVID-19 疫情对冲突中国家、区域和次区域的中长期影响，强调联合

国维持和平行动必须在各自任务范围内，酌情与国家当局和其他联合国实体进行协调，促进冲

突中国家和区域特别是非洲国家和区域的冲突后重建、建设和平和疫后恢复； 

 8. 回顾其 2015年 4月 2日第 69/273号决议第 16和 18段，在这方面再次请秘书长继续探

索更多的创新途径，促进总部和外地办事处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采购，并鼓励有兴趣

的当地供应商申请在秘书处供应商名册中注册，以扩大名册的地域范围； 

 9. 鼓励秘书长按照《联合国采购手册》，利用当地的材料、能力和知识，实施维持和平

行动的建设项目； 

 10. 请秘书长制定明确的框架和准则，以确定除其他外用以购买包括航空服务在内的不同

类型货物和服务所应采用的招标程序(招标书或征求建议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

册》； 

 11. 又请秘书长采取措施，确保本组织遵循公共采购在透明度方面的最佳做法，包括在公

共域登载更多信息，说明航空服务等采购领域活动的结果，进一步提高本组织采购活动的透明

度，并相应更新《联合国采购手册》； 

 12. 确认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在维持和平行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鼓励秘书长继

续根据相关任务授权，深化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的伙伴关系、合作和协调，并在下次

报告中提供信息，介绍这种深化的关系； 

 13. 重申其第 61/276号决议第十八节的规定，进一步确认速效项目在支持特派团执行任务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指出必须以负责任和接受问责的方式及时执行所有这类项目，并请

秘书长增强项目的影响，处理潜在挑战； 

 14. 重申外部咨询人的使用应保持在绝对最低限度，本组织应利用内部能力开展核心活动

或履行长期的经常性职能； 

 15. 强调指出在面临严峻安全局势的情况下，必须优先考虑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和保障以及

保护平民活动，要求向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资源，使其能够有成效、有效率地履行各

自的任务，包括按照任务规定保护平民； 

 16. 确认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面临日益增加的安全挑战，再次强调以综合方式加强维持和

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安全和安保的重要性，包括通过加强培训和能力建设、联合国营地的部队

保护规划和对局势的认识，请秘书长和东道国政府履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责

任，加强联合国维护和平人员和特派团人员的安全和安保，并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报告有关

情况，赞赏地注意到会员国在这方面努力促进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17. 再次表示关切文职人员编制中存在大量职位空缺，再次请秘书长确保迅速填补空缺员

额，请秘书长审查空缺时间已达或已超过 24 个月的员额，在下次预算报告中提出建议，或保

留这些员额并且提出明确的需要保留的理由，或裁撤这些员额； 

 18. 请秘书长在编制预算报告时，根据特派团的任务和需求，考虑将更多职能本国化的各

种备选方案； 

https://undocs.org/ch/A/RES/69/273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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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请秘书长继续当前努力，确保秘书处实现公平地域分配，确保秘书处所有部厅和所有

级别工作人员、包括主任及以上级别人员的地域分配尽可能广泛，并请秘书长在下一次概览报

告中就此提出报告； 

 20. 表示深为关切延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偿的情况，再次请秘书长尽速结清死亡和伤残索

偿，最迟于提出索偿之日后的三个月内结清； 

 21. 注意到作为全面业绩评估系统实施工作的一部分，正在制定基于影响的业绩指标，并

在这方面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资料，说明这些指标将如何衡量联索支助办执行授权任务

的情况、资源分配对联索支助办执行授权任务的影响以及这些指标将如何帮助确定每项授权任

务所需的资源； 

 22. 请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新的全面业绩评估系统的实施计划和实施情况分析，包括

该系统与特派团规划和预算编制的关联，以便于大会审议为实施该系统而提出的资源请求； 

 23. 注意到在执行多年期环境战略、减少维持和平行动足迹方面取得的进展，请秘书长按

照五大战略支柱和立法授权，根据实地的特殊情况，并充分遵守相关细则和条例，加强各项措

施，促进在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执行该战略，并在下次概览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24. 又注意到行预咨委会关于使用虚拟平台和收回非联合国人员空运费用的建议，并强调

指出，在执行这些建议时应考虑到每个特派团的具体情况，不得影响执行任务； 

 25. 强调秘书处问责制的重要性，请秘书长在管理维持和平预算方面继续加强风险管理、

透明度和内部控制，促进执行任务，并在下次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26. 又强调各维持和平行动全面执行预算的重要性，请秘书长继续加强对维持和平特派团

活动的监督，执行各相关监督机构的建议，并在这方面避免管理失误和经济损失，以确保充分

遵守财务条例和细则，同时应适当考虑大会给予的指导和建议，并在执行情况报告中报告这方

面的情况； 

 27. 强调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重要性，并着重指出，特派团全面执行该议程可促进实

现可持续和平和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28. 表示关切关于维持和平特派团性剥削和性虐待指控的报告，请秘书长继续对所有文职

和军警人员执行其关于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并在下次关于共有问题的报告中报告这

方面的情况； 

 29. 注意到索马里即将举行的选举，请联索支助办酌情按照任务规定，与联合国索马里援

助团协作，向选举进程提供技术和后勤协助和支持，并在下次预算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30. 请秘书长确保充分执行其 2005 年 6 月 22 日第 59/296 号、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60/266

号、2007 年 6 月 29 日第 61/276号、2010 年 6 月 24 日第 64/269号、2011 年 6 月 30 日第 65/289

号、2012 年 6 月 21 日第 66/264号、2015 年 6 月 25 日第 69/307号和 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

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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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3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索支助办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

情况的报告；97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的预算估计数 

 32. 决定批款 560 067 900 美元给联合国索马里支助办公室特别账户，充作其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联索支助办的维持费 519 874 500 美元、给维

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 30 749 000 美元、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5 675 600 美元和

给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的 3 768 800 美元；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批款的筹措 

 33. 决定考虑到其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1号决议规定的 2021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员

国按照大会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2 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280 033 950 美元，充作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 

 34. 又决定根据其 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33 段规定的会员

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5 673 8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的这笔款项

包括核定给联索支助办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3 907 40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

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1 279 800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

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294 200 美元以及核定给区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薪

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192 400 美元； 

 35. 还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2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98 分摊 280 033 950 美元，

即每月 46 672 325 美元，充作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但以安全理事会决定

延长联索支助办的任务期限为前提； 

 36. 决定根据其 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35 段规定的会员国

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5 673 8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的这笔款项包

括核定给联索支助办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3 907 40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

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1 279 800 美元，核定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工作人员

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294 200 美元以及核定给区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薪金

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192 400 美元； 

 37. 又决定对于已经履行对联索支助办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考虑到大会第 73/271号决议

规定的 2020 年分摊比额表，按照第 73/272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33 段规定的摊款

中减除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63 378 900 美元中各自应分

的数额； 

_______________ 

97 A/75/607。 

98 尚待大会通过。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2
https://undocs.org/ch/A/7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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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还决定对于尚未履行对联索支助办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按照上文第 37 段规定的办

法，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0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63 378 9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 

 39. 决定上文第 37 和 38 段提及的 63 378 900 美元贷项应加上 202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

期间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增加额 844 900 美元； 

 40. 又决定将题为“安全理事会第 1863(2009)号决议引起的活动经费的筹措”的项目列入

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https://undocs.org/ch/S/RES/186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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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选举和任命 

75/407. 任命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成员 

B1 

 由于路易斯·马里亚诺·埃莫西利洛·索萨先生辞职，大会在其 2021年 4月 16日第 59次

会议上任命克劳迪娅·安热利卡·布埃诺·雷纳加女士为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成员，任期自

2021 年 4 月 16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2 

 因此，自 2021 年 4 月 16 日起，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由下列人士组成：拉尔比·贾克塔

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
 
阿尔多·曼托瓦尼先生(意大利，副主席)、*

 
安德鲁·贝巴

伊·班加利先生(塞拉利昂)、**
 
玛丽-弗朗索瓦·贝希特尔女士(法国)、**

 
克劳迪娅·安热利

卡·布埃诺·雷纳加女士(墨西哥)，* 卡琳·加德纳女士(牙买加)、**
 
伊戈尔·戈卢博夫斯基

先生(俄罗斯联邦)、***、金判锡先生(大韩民国)、***
 
隈丸优次先生(日本)、*

 
阿里·库雷先

生(利比亚)、**
 
杰弗里·芒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沃尔夫冈·施特克尔先生(德国)、*

 
王

晓初先生(中国)、***
 
博古斯拉夫·维尼德先生(波兰)**

 
和哈桑·扎希德先生(摩洛哥)。*** 

___________________ 

* 2021 年 12 月 31 日任满。 

**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任满。 

*** 2023 年 12 月 31 日任满。 

75/410. 选举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成员 

B3 

 2021 年 3 月 19 日大会第 57 次全体会议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提名，4 并根据经社理事

会 1976 年 5 月 14 日第 2008(LX)号决议附件和大会 1987 年 12 月 17 日第 42/450 号决定，选举

菲律宾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成员，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9 号》(A/75/49)，第二卷 A节中的第 75/407 号决定成为第 75/407 A

号决定。 

2 见 A/75/104/Add.1。 

3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9 号》(A/75/49)，第二卷 A节中的第 75/410 号决定成为第 75/410 A

号决定。 

4 见 A/75/248/Add.2；另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21/201 C 号决定。 

https://undocs.org/ch/E/res/2008(LX)
https://undocs.org/ch/A/75/49(Vol.II)
https://undocs.org/ch/A/75/104/Add.1
https://undocs.org/ch/A/75/49(Vol.II)
https://undocs.org/ch/A/75/248
https://undocs.org/ch/A/75/248/Ad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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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自 2021 年 3 月 19 日起，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由下列 32 个会员国组成：5 安哥拉、*
 

阿根廷、*
 
亚美尼亚、***

 
白俄罗斯、***

 
巴西、***

 
喀麦隆、***

 
中国、**

 
科摩罗、**

 
哥斯达

黎加、***
 
古巴、***

 
厄立特里亚、***

 
斯威士兰、***

 
埃塞俄比亚、*

 
法国、*

 
德国、***

 
印

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意大利、***

 
日本、***

 
利比里亚、**

 
马里、***

 
马耳他、***

 

毛里塔尼亚、**
 
巴基斯坦、***

 
巴拉圭、*

 
菲律宾、** 波兰、***

 
大韩民国、**

 
俄罗斯联邦、*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和乌拉圭。** 

__________________ 

* 2021 年 12 月 31 日任满。 

**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任满。 

*** 2023 年 12 月 31 日任满。 

 

 

75/414. 任命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十年方案框架理事会成员 

 2021 年 1 月 15 日，大会第 49 次全体会议根据 2012 年 12 月 21 日第 67/203 号决议和 2014

年 12 月 19 日第 69/214 号决议，决定任命毛里求斯为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十年方案框架理事

会成员，任期自 2021 年 1 月 15 日起，至 2021 年 9 月 15 日止。 

 因此，自 2021 年 1 月 15 日起，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十年方案框架理事会由下列四个会

员国组成：6 不丹、* 匈牙利、* 毛里求斯* 和瑞士。* 

__________________ 

* 2021 年 9 月 15 日任满。 

 

 

75/415. 任命联合检查组成员 

 2021 年 3 月 19 日，大会第 57 次全体会议按照 1976 年 12 月 22 日第 31/192 号决议附件所载

《联合检查组章程》第三条第 2 款，任命艾琳·克罗宁女士和卡罗琳娜·玛丽亚·费尔南德

斯·奥帕索女士为联合检查组成员，自 2022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任期五年。7 

_______________ 

5 西欧和其他国家成员的一个空缺有待填补，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国家成员的一个空缺有待填补，任期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6 不丹、匈牙利和瑞士正在连任第二个任期。非洲国家、亚洲-太平洋国家和东欧国家各有一个空缺、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国家有两个空缺、西欧和其他国家有一个空缺有待填补，任期自任命之日起，2021 年 9 月 15 日任满。

非洲国家、亚洲-太平洋国家、东欧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以及西欧和其他国家各有两个空缺有待填补，

任期自 2021 年 9 月 16 日起，2023 年 9 月 15 日止。 

7 见 A/75/758。 

https://undocs.org/ch/A/RES/67/203
https://undocs.org/ch/A/RES/69/214
https://undocs.org/ch/A/RES/31/192
https://undocs.org/ch/A/7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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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联合检查组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由下列人士组成：戈皮纳坦·阿恰姆哈拉先生(印

度)*
 
让·韦斯利·卡佐先生(海地)*

 
艾琳·克罗宁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卡罗琳娜・玛丽

亚・费尔南德斯・奥帕索女士(墨西哥)、**** 上冈惠子女士(日本)**
 
尼古拉·洛津斯基先生

(俄罗斯联邦)、*
 
赫苏斯·米兰达·伊塔先生(西班牙)、***

 
维克托·莫拉鲁先生(摩尔多瓦共

和国)、***
 
苏凯·伯劳姆-杰克逊女士(冈比亚)、*

 
贡科·罗舍尔女士(德国)***

 
和特斯法阿

莱姆·塞尤姆先生(厄立特里亚)。*** 

__________________ 

*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任满。 

**  2024 年 12 月 31 日任满。 

***  2025 年 12 月 31 日任满。 

****  2026 年 12 月 31 日任满。 

 

 

75/416. 认可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任命 

 2021 年 4 月 21 日，大会第 60 次全体会议认可秘书长任命德国的阿希姆·施泰纳先生为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任期自 2021 年 6 月 17 日起延续四年。8 

 

 

75/417. 选举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主席9 

 2021 年 6 月 7 日，大会第 72 次全体会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一条、大会议事规则

第三十条和 1978 年 12 月 19 日第 33/138 号决议的附件第 1 段，选举马尔代夫的阿卜杜拉·沙

希德先生为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主席。 

 

 

75/418. 选举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副主席 

 2021 年 6 月 7 日，大会第 75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条和大会 1978 年 12 月

19 日第 33/138 号决议的附件第 2 和 3 段，选举下列 21 个会员国为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副主

席：孟加拉国、比利时、中国、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赤道几内

亚、芬兰、法国、海地、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菲律宾、俄罗斯联邦、塞

拉利昂、斯洛文尼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_______________ 

8 见 A/75/855。 

9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八条，总务委员会由大会主席、21 位副主席和 6 个主要委员会主席组成。 

https://undocs.org/ch/A/RES/33/138
https://undocs.org/ch/A/RES/33/138
https://undocs.org/ch/A/7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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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19. 选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 

 2021年 6月 7日，大会第 73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一四〇条，选举丹麦、希腊、

以色列和新西兰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分别填补芬兰、瑞士、德国和澳大利亚剩余任期内

出现的空缺。10 

 在同次会议上，大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十一条、大会议事规则第一四五条和大会

2014年 9月 10日第 68/307号决议第 17段，选举阿富汗、比利时、伯利兹、加拿大、智利、科

特迪瓦、克罗地亚、捷克、斯威士兰、印度、意大利、哈萨克斯坦、毛里求斯、阿曼、秘鲁、

突尼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自 2022 年 1 月 1 日

起任期三年，以填补因安哥拉、亚美尼亚、巴西、加拿大、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牙买加、肯尼亚、卢森堡、马里、荷兰、巴基斯坦、巴拉圭、沙特阿拉伯、土库曼斯

坦、乌克兰和美利坚合众国任满而出现的空缺。 

 因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由下列 54 个成员国组成：阿富汗、*** 阿

根廷、** 奥地利、** 孟加拉国、* 比利时、*** 伯利兹、*** 贝宁、*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博茨瓦纳、* 保加利亚、** 加拿大、***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刚果、* 科特迪

瓦、*** 克罗地亚、*** 捷克、*** 丹麦、* 斯威士兰、*** 法国、** 加蓬、* 希腊、* 危地

马拉、** 印度尼西亚、** 印度、***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哈萨克斯坦、*** 拉

脱维亚、* 利比里亚、** 利比亚、** 马达加斯加、** 毛里求斯、*** 墨西哥、** 黑山、* 新

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利亚、** 挪威、* 阿曼、*** 巴拿马、* 秘鲁、*** 葡萄牙、** 大

韩民国、* 俄罗斯联邦、* 所罗门群岛、** 泰国、* 突尼斯、***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和津巴布韦。** 

__________________ 

*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任满。 

** 2023 年 12 月 31 日任满。 

*** 2024 年 12 月 31 日任满。 

 

75/420. 认可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的任命 

 2021 年 6 月 11 日，大会第 78 次全体会议认可任命哥斯达黎加的丽贝卡·格林斯潘女士担

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任期四年。11 

 此后，秘书长通知大会，格林斯潘女士的任期自 2021年 9月 12日至 2025年 9月 11日。12 

_______________ 

10 见 A/75/894。 

11 见 A/75/909。 

12 见 A/75/909/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68/307
https://undocs.org/ch/A/75/894
https://undocs.org/ch/A/75/909
https://undocs.org/ch/A/75/909/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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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21. 选举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 

 2021 年 6 月 11 日，大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大会议事规则第一四二条、大

会 2014 年 9 月 10 日第 68/307 号决议第 17 段，选举阿尔巴尼亚、巴西、加蓬、加纳和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自 2022年 1月 1日起任期两年，填补因爱沙尼亚、尼

日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突尼斯和越南任满而出现的空缺。 

 因此，安全理事会自 2022年 1月 1日起由下列 15个会员国组成：阿尔巴尼亚、** 巴西、** 

中国、法国、加蓬、** 加纳、** 印度、* 爱尔兰、* 肯尼亚、* 墨西哥、* 挪威、* 俄罗斯

联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__________________ 

*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任满。 

** 2023 年 12 月 31 日任满。 

 

 

75/422. 选举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各主要委员会主席 

 2021 年 6 月 7 日，大会第一委员会、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第二、第

三、第五和第六委员会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九十九(甲)和一〇三条，开会选举各自的主席。 

 2021 年 6 月 11 日，大会主席在第 78 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下列人士当选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第四委员会)、第二、第三、第五和第六委员会的主席： 

 

第一委员会： 奥马尔·海拉尔先生(摩洛哥)  

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 

委员会(第四委员会)： 

埃格里塞尔达·阿拉塞利·冈萨雷斯·洛佩斯女士(萨尔瓦多)  

第二委员会： 瓦妮莎·弗雷泽女士(马耳他)  

第三委员会： 穆罕默德·西亚德·杜阿莱先生(吉布提) 

第五委员会： 米海尔·马尔加良先生(亚美尼亚) 

第六委员会： 阿勒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女士(卡塔尔) 

 

  

https://undocs.org/ch/A/RES/68/307


四.决定 

 

329 

B.  其他决定 

1.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定  
 

75/504. 通过议程和分配议程项目 

B13 

 2021年 1月 15日，大会第 49次全体会议决定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标题 H(药物管制、预

防犯罪和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国际恐怖主义)下题为“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行为”的议程项目 112，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定草案。14 

 2021年 3月 25日，大会第 58次全体会议决定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标题 B(维持国际和平

与安全)下题为“与新闻有关的问题”的议程项目 56，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议草案。15 

 在同次会议上，大会决定再次审议在标题 G(裁军)下题为“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

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的议程项目 105 的题为“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的分项(b)，直接

在全体会议上审议该分项，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定草案。16 

 2021年 4月 16日，大会第 59次全体会议决定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标题 A(按照大会和最

近各次联合国会议的相关决议促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下题为“可持续发展”的议程

项目 19，并迅速着手审议决议草案。17 

 在同次会议上，大会决定再次决定审议标题 D(促进人权)下题为“土著人民权利”的议程

项目 69，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该项目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定草案。18 

 另在同次会议上，大会决定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标题 H(药物管制、预防犯罪和打击一

切形式和表现的国际恐怖主义)下题为“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议程项目 111，并迅速着手审

议一项决定草案。19 

_______________ 

13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9 号》(A/75/49)，第二卷 B.1 节中的第 75/504 号决定成为第

75/504 A 号决定。 

14 A/75/L.55。 

15 A/75/L.68。 

16 A/75/L.71。 

17 A/75/L.73。 

18 A/75/L.77。 

19 A/75/L.75。 

https://undocs.org/ch/A/75/49(Vol.II)
https://undocs.org/ch/A/75/L.55
https://undocs.org/ch/A/75/L.68
https://undocs.org/ch/A/75/L.71
https://undocs.org/ch/A/75/L.73
https://undocs.org/ch/A/75/L.77
https://undocs.org/ch/A/75/L.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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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28日，大会第 62次全体会议决定再次审议标题 A(按照大会和最近各次联合国

会议的相关决议促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下题为“消除贫困和其他发展问题”的议程

项目 24，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该议程项目，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议草案。20 

 在同次会议上，大会决定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标题 G(裁军)下题为“从国际安全角度看

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的议程项目 98，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定草案。21 

 2021 年 6 月 7 日，大会第 73 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第二次报告22 提出的建议，决定

将题为“任命联合国秘书长”的增列议程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议程，作为标题 I(组

织、行政和其他事项)下的项目 184，并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该项目。 

 2021年 7月 7 日，大会第 90 次全体会议决定在标题 D(促进人权)下再次审议题为“促进和

保护人权”的议程项目 72，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该项目，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定草案。23 

 2021年 7月 23日，大会第 93次全体会议决定再次审议标题 A(按照大会和最近各次联合国

会议的相关决议促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下题为“消除贫困和其他发展问题”的议程

项目 24，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议草案。24 

 2021年 7月 29日，大会第 96次全体会议决定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标题 A(按照大会和最

近各次联合国会议的相关决议促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下题为“各特殊处境国家组”

的议程项目 23 中题为“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后续行动”的分项(a)，并迅速

着手审议一项决定草案。25 

 2021年 8月 2 日，大会第 97 次全体会议决定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标题 D(促进人权)下题

为“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的议程项目 70 中题为“《德班宣

言和行动纲领》的全面执行和后续行动”的分项(b)，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议草案26 及其拟

议修正案。27 

 2021年 9月 9日，大会第 102次全体会议决定重新审议标题 A(按照大会和最近各次联合国

会议的相关决议促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下题为“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议程项目

25，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该项目，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定草案。28 

 

 

_______________ 

20 A/75/L.76。 

21 A/75/L.79。 

22 A/75/250/Add.1。 

23 A/75/L.106。 

24 A/75/L.108。 

25 A/75/L.122。 

26 A/75/L.119/Rev.1。 

27 A/75/L.121/Rev.1和 A/75/L.121/Rev.1/Add.1。 

28 A/75/L.134。 

https://undocs.org/ch/A/75/L.76
https://undocs.org/ch/A/75/L.79
https://undocs.org/ch/A/75/250/Add.1
https://undocs.org/ch/A/75/L.106
https://undocs.org/ch/A/75/L.108
https://undocs.org/ch/A/75/L.122
https://undocs.org/ch/A/75/L.119/Rev.1
https://undocs.org/ch/A/75/L.121/Rev.1
https://undocs.org/ch/A/75/L.121/Rev.1/Add.1
https://undocs.org/ch/A/75/L.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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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11. 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 

B29 

 2021年 9月 9日，大会第 102次全体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30 重申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

议的重要性，回顾其 1990 年 12 月 21 日关于认捐会议行政安排的第 45/215 号决议，确认需要

改善资金筹措做法，使自愿供资安排更可预测、更为透明、更加灵活、更有实效、效率更高，

减少指定用途，并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所载方案国国家优先事项和计划以及联合国

各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的战略计划和任务规定更加协调一致，以使联合国发展系统能在各

级以连贯、协调一致、高效的方式并酌情以综合方式开展工作，减少重复和增强效果，并注

意到秘书长关于驻地协调员系统运作情况审查的报告31 中呼吁考虑改变会议的宗旨和对其进

行调整： 

 (a) 决定在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范畴中纳入所有从事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联合国基

金、方案和专门机构，包括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的成员，以及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旨在取

得集体成果的全系统活动； 

 (b) 又决定每年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届会发展方面业务活动部分结束后不久，在现有资源

范围内召开认捐会议，以便了解讨论情况，并在必要时通过自愿捐款寻求更多资金； 

 (c) 敦促联合国发展系统各实体继续提高会员国捐款的可见度，包括对核心资源和集合基

金的捐款以及相关成果的可见度； 

 (d) 敦促会员国考虑增加对联合国发展系统活动的捐款。 

 

 

75/519. 裁军审议委员会 

B32 

 2021 年 3 月 25 日，大会第 58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的建议，33 回顾其 2020 年 12 月 7

日的第75/519 A号决定，决定推迟举行裁军审议委员会2021年实质性会议，日期由大会决定。 

 

 

_______________ 

29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9 号》(A/75/49)，第二卷 B.1 节第 75/511 号决定成为第 75/511 A

号决定。 

30 A/75/L.134。 

31 A/75/905。 

32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9 号》(A/75/49)，第二卷 B.2 节中的第 75/519 号决定成为第

75/519 A 号决定。 

33 A/75/L.71。 

https://undocs.org/ch/A/RES/45/215
https://undocs.org/ch/A/75/49(Vol.II)
https://undocs.org/ch/A/75/L.134
https://undocs.org/ch/A/75/905
https://undocs.org/ch/A/75/49(Vol.II)
https://undocs.org/ch/A/75/L.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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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55. 拟订一项关于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的全面
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 

 2021 年 1 月 15 日，大会第 49 次全体会议根据经口头订正的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

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多米尼克、爱沙尼

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

利、日本、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

威、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乌

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建议,34 回顾其 2019 年 12 月 27 日第

74/247 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拟订一项关于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的全面国

际公约特设委员会应于 2020 年 8 月在纽约召开为期三天的组织会议，以便商定其进一步活动

的纲要和方式，并提交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审议和核准，又回顾其 2020 年 8月 14日第 74/567

号决定，其中大会将第 74/247 号决议第 3 段规定的特设委员会组织会议推迟到条件允许的最

早日期，但不迟于 2021 年 3 月 1 日，关切地注意到有关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持续

情况： 

 (a) 决定再次将第 74/247 号决议第 3 段规定的特设委员会组织会议推迟到 2021 年 5 月 10

日至 12 日； 

 (b) 确认特设委员会组织会议的报告，包括委员会进一步活动的商定纲要和方式以及任何

所涉预算问题，应提交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审议和核准。 

 

 

75/556.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A 

 2021 年 1 月 28 日，大会第 51 次全体会议决定，秘书长离开之后，其代表可在主席台秘书

长席位就座。 

B 

 2021 年 1 月 29 日，大会第 52 次全体会议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35 

 

 

_______________ 

34 A/75/L.55和 A/75/L.55/Add.1。 

35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 号》(A/75/1)。 

https://undocs.org/ch/A/RES/74/247
https://undocs.org/ch/A/RES/74/567
https://undocs.org/ch/A/RES/74/567
https://undocs.org/ch/A/RES/74/247
https://undocs.org/ch/A/RES/74/247
https://undocs.org/ch/A/75/L.55
https://undocs.org/ch/A/75/L.55/Add.1
https://undocs.org/ch/A/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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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57. 2021 年联合国人口奖 

 2021 年 2 月 23 日，大会第 55 次全体会议根据科特迪瓦、斐济、冈比亚、冰岛、印度尼西

亚、黎巴嫩、利比里亚、巴拿马、罗马尼亚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建议,36 回顾其 1981 年 12

月 17 日第 36/201 号决议通过的《联合国人口奖规章》第 5 条第 2 款规定，该奖的提名至迟应

于审议提名年份的前一年的 12 月 31 日送达秘书长，并关切地注意到与 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大流行有关的情况，决定作为例外把 2021 年联合国人口奖提名截止日期延长至

2021 年 3 月 22 日。 

 

 

75/558. 参加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正式全体会议 

 2021年 3月 19日，大会第 57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的建议,37 关切地注意到与 2019冠

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相关的情况，并注意到作为遏制 COVID-19 传播的预防措施，对进

入联合国房地作出某些限制，包括检疫规定： 

 (a) 决定在不对今后的大会全体会议构成先例的情况下，在第七十五届会议剩余会期内，

在实施检疫规定或旅行限制的情况下，应大会邀请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或宣读报告者若非会员国

或观察员代表团代表，可各提交一份预先录制的发言，经大会主席在有关全体会议上介绍后，

在大会堂播放该发言； 

 (b) 又决定，除全体会议逐字记录外，大会主席还将把每一次正式全体会议上以预先录制

发言方式所作发言的汇编作为大会文件分发，汇编将附在该次会议逐字记录之后。 

 

 

75/559. 大会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纪念会议 

 2021 年 3 月 19 日，大会第 57 次全体会议决定在不构成先例的情况下，邀请非洲中心发起

人兼首席执行官乌佐丁玛·伊维拉先生在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纪念会议上作主旨发言。 

 

 

_______________ 

36 A/75/L.58。 

37 A/75/L.67。 

https://undocs.org/ch/A/RES/36/201
https://undocs.org/ch/A/75/L.58
https://undocs.org/ch/A/75/L.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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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60. 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的大会纪念
会议 

 2021 年 3 月 25 日，大会第 58 次全体会议决定在不构成先例的情况下，邀请纽约大学负责

全球包容、多样性和战略创新的资深副校长兼促进多样性首席官员丽莎·科尔曼女士在奴隶制

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纪念会议上作主旨发言。 

75/561. 与土著人民的非正式互动听询会 

 2021 年 4 月 16 日，大会第 59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的提议，38 回顾其 2017 年 9 月 8

日第 71/321号决议，其中请大会主席在第七十四届会议期间利用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届会的间隙

组织和主持一次与土著人民的非正式互动听询会并编写听询会摘要，同时尽可能确保有均衡的

区域代表性，又回顾，根据其 2020年 8月 12日第 74/565号决定，将组织与土著人民的非正式

互动听询会一事推迟到第七十五届会议，关切地注意到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引发的疫

情仍在持续，决定，将向大会主席提出的组织和主持一次与土著人民的非正式互动听询会并编

写听询会摘要的请求推迟到第七十六届会议。 

 

 

75/562. 反腐败问题大会特别会议 

 2021年 4月 16日，大会第 59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的提议，39 回顾其 2018年 12月 17

日第 73/191 号和 2020 年 6 月 1 日第 74/276 号决议以及 2020 年 8 月 31 日题为“关于防止和打

击腐败及加强国际合作方面的挑战和措施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第 74/568 号决定，关切地注意

到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相关的情况，并注意到作为遏制 COVID-19 传播的预

防措施，对进入联合国房地作出某些限制，其中包括检疫规定： 

 (a) 决定，在不对今后的大会特别会议构成先例的情况下，根据第 74/276号决议第 2(b)段

和第 17 段应邀参加特别会议开幕式的各方和根据第 74/276 号决议第 2(d)和(e)段应邀参加特

别会议的各方可提交一份预先录制的发言，经大会主席在特别会议上作出介绍后，在大会堂

播放； 

 (b) 又决定，会员国、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40 的国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

及大会观察员可根据大会第 74/276 号决议第 2(c)段，提交其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代表团团长

或其他政要预先录制的发言，这些发言在特别会议期间由各自亲赴大会堂的代表作出介绍后，

在大会堂播放； 

_______________ 

38 A/75/L.77。 

39 A/75/L.75。 

4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49 卷，第 42146 号。 

https://undocs.org/ch/A/RES/71/321
https://undocs.org/ch/A/RES/73/191
https://undocs.org/ch/A/RES/74/276
https://undocs.org/ch/A/RES/74/276
https://undocs.org/ch/A/RES/74/276
https://undocs.org/ch/A/RES/74/276
https://undocs.org/ch/A/75/L.77
https://undocs.org/ch/A/75/L.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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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还决定，除特别会议逐字记录外，大会主席还将汇编在特别会议期间以预先录制方式

所作的、至迟于在大会堂播放预先录制发言的当天提交主席的发言，作为大会文件分发，这些

预先录制的发言将附在特别会议逐字记录之后。 

 

 

75/563. 参与 2021 年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 

 2021 年 4 月 16 日，大会第 59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的提议，41 回顾其 2021 年 2 月 23

日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的第 75/260号决议，关切地注意到与 2019冠状病毒病

(COVID-19)大流行相关的情况，并注意到作为遏制 COVID-19 传播的预防措施，对进入联合国

房地作出某些限制，其中包括检疫规定： 

 (a) 决定，大会会员国和观察员可根据第 75/260号决议第 2(a)㈡段，提交其国家元首或政

府首脑、代表团团长或其他政要预先录制的发言，在高级别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这些发言由

各自亲赴大会堂的代表作出介绍后，在大会堂播放； 

 (b) 又决定，除高级别会议逐字记录外，大会主席还将汇编在高级别会议期间以预先录制

方式所作的、至迟于在大会堂播放预先录制发言的当天提交主席的发言，作为大会文件分发，

这些预先录制的发言将附在会议逐字记录之后。 

 

 

75/564. 大会 2018 年 12 月 5 日第 73/27 号决议所设的从国际安全角度
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 

 2021 年 4 月 28 日，大会第 62 次全体会议根据瑞士的提议，42 回顾其 2018 年 12 月 5 日第

73/27 号、2019 年 12 月 12 日第 74/29 号和 2020 年 12 月 31 日第 75/240 号决议，注意到从国际

安全角度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于 2019 年和 2020 年举行了组织会

议以及第一和第二次实质性会议，并根据大会 2020 年 12 月 31 日第 75/550 号决定于 2021 年 3

月 8 日至 12 日举行了第三次亦即最后一次实质性会议，决定核可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通过的最后报告43 及其中所载的建议。 

 

 

_______________ 

41 A/75/L.74。 

42 A/75/L.79。 

43 见 A/75/816。 

https://undocs.org/ch/A/RES/75/260
https://undocs.org/ch/A/RES/75/260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
https://undocs.org/ch/A/RES/74/29
https://undocs.org/ch/A/RES/75/240
https://undocs.org/ch/A/75/L.74
https://undocs.org/ch/A/75/L.79
https://undocs.org/ch/A/7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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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65. 关于题为“中东局势”的议程项目 37 和题为“巴勒斯坦问
题”的议程项目 38 的辩论 

A 

 2021 年 5 月 20 日，大会第 67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的提议，回顾大会在 2020 年 12 月

2 日第 34 次和 35 次全体会议上就题为“中东局势”的议程项目 37 举行辩论，并在 2020 年 12

月 2 日第 34 次全体会议上就题为“巴勒斯坦问题”的议程项目 38 举行辩论，决定再就议程项

目 37 和 38 举行一次联合辩论。 

B 

 在同次会议上，大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在联合辩论的既定阶段听取阿拉伯国家联盟观

察员的发言。 

 

 

75/566. 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参加艾滋病
毒/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 

 2021 年 5 月 24 日，大会第 69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的提议44 修订本45 回顾其 2021 年

2 月 23 日第 75/260 号决议第 11 段，决定核准本决定附件清单中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

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参加将根据第 75/260 号决议举行的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包

括小组讨论。 

附件 

ACNO New Century 

ACS 

Action for Health Initiatives, Inc. (ACHIEVE) 

Action on African women foundation Ghana 

Affirmative Action 

African Council on Narcotics (ACON) 

African Girl Child Development and Support Initiative 

African Palliative Care Association 

AID FOR AIDS PERÚ 

_______________ 

44 A/75/L.86。 

45 A/75/L.89和 A/75/L.89/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5/260
https://undocs.org/ch/A/RES/75/260
https://undocs.org/ch/A/75/L.86
https://undocs.org/ch/A/75/L.89
https://undocs.org/ch/A/75/L.89/Add.1


四.决定 

 

337 

AIDS Action Europe 

AIDS and Rights Alliance for Southern Africa (ARASA) 

Aids Healthcare Foundation Europe 

Aids Healthcare Foundation LAC 

AIDS Prevention Society 

AIDS-Fondet 

Aidsfonds 

Albanian Red Cross 

All-Ukrainian Network of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Alli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ASDO) 

Ambivium 

ANPUD 

Antigua & Barbuda HIV/AIDS Network Inc. 

Apoyo Positivo 

Asia Pacific Alliance for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Asociación Alfil Redlactrans Ecuador 

Asociación Ciclo Positivo 

Asociación Civil Angel Azul 

Asociación Civil de Mujeres Trans Amigas por Siempre 

Asociación Civil Mujeres Unidas por la Salud (MUSAS) 

Asociación de Investigación, Desarrollo y Educación Integral 

Asociación Foro Nacional de VIH/Sida 

Asociación Para Una Vida Mejor de Personas Infectadas/Afectadas por el VIH-Sida en Honduras 

(APUVIMEH) 

Asociación TransVida 

Aspire Youth Network Guyana 

Association de Lutte Contre le Sida (ALCS), Maroc 

ASSOCIATION EVA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Youth Leadership, Advocacy and Volunteerism Cameroon (APYL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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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of Nurses in AIDS Care 

Association pour le Bien-Être Familial et Naissances Désirables 

ASSOCIATION RAMA “APPUI AUX VICTIMES DU SIDA” 

ATHENA Network 

Australian Federation of AIDS Organisations (AFAO) 

Australian Injecting & Illicit Drug Users League (AIVL) 

Avenir Mère-Enfant 

Barbados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BD 

Belize Youth Empowerment for Change 

BlueCity Holdings, Ltd. 

Bolivian Network of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REDBOL) 

Cairo 52 Legal Research Institute 

Canadian Aboriginal AIDS Network 

CARE PERU 

Casa A+ 

CELDAR 

Center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CDP) 

Centre for Healthworks,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Initiative (CHEDRES) 

Centre for Peace across Borders (CePAB) 

Centre Stage Media Arts Foundation 

Centro de Atención Profesional a Personas con SIDA 

Centro de Atención Vive Aguascalientes Asociación Civil 

CEVVIH 

CO FREE ZONE 

COALITION PLUS 

Committee for Accessible AIDS Treatment 

Community Education Group 

Comunidad Lgbti+ Portovie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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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ng Dreams Foundation 

Convent Ave. Baptist Church 

Coordinadora Nacional Multisectorial en Salud (CONAMUSA) 

Corporación red somos 

CREA 

Development Agenda for Girls and Women in Africa Network (DAWA) 

Development Aid from People to People 

Diálogo Diverso 

EANNASO 

Ecology Africa Foundation 

EMPOWER CAMEROON 

enREDando Salud 

Equal Asia Foundation (Stichting EqualA Foundation) 

Eurasian Key Populations Health Network 

Eurasian Network of People who use Drugs 

Eurasian Union of adolescents and youth Teenergizer 

Falgbt Federación Argentina LGBT 

Fondation des œuvres pour la solidarité et le bien-être social 

Foundation for Social Education 

Fundación Chile Positivo 

Fundación de atención inclusiva Social y Humana FUVADIS 

Fundación Grupo Efecto Positivo 

Fundación Hábitat Verde 

Fundación Huésped 

Fundación Luchando Vencerá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 Rur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FHRRDA 

GATE 

Gender DynamiX 

General Welfare Pratis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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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A – German Health Alliance 

Global Alliance for Behavioral Health and Social Justice 

Global Black Gay Men Connect 

Global Fund Advocates Network Asia-Pacific 

Global Network of Black People working in HIV 

Global Network of Young People Living with HIV 

Gongshak Initiative for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GIFTHED) 

Grupo de diversidad sexual Peni Grupo de diversidad sexual Peñitas 

Grupo de Vigilancia del Abastecimiento de Antirretrovirales – GIVAR 

Health GAP 

Hepatitis Australia 

HIV Justice Network 

HIV Medicine Association 

HIV Survivors and Partners Network 

Hiv Vereniging Nederland 

Hivos Bolivia 

Hope For The Addicts Initiative 

Human Touch Foundation 

Humraz Male Health Society (HMHS) 

Identidad Asociación Civil 

Ihata Shelter for Abused Women and Children 

INDIA CARES 

Indian Drug Users Forum 

Indigenous Peoples of Africa Co-ordinating Committee 

Indonesia AIDS Coalition 

Inerela+gh 

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 

INITIATIVES COMMUNAUTAIRES (INCOM) 

INPUD 



四.决定 

 

341 

Inspira Cambio A.C. 

Institute of Analysis and Advocacy 

Institute of HIV Education & Research 

Instituto para el Desarrollo Humano, Bolivia 

Interfaith Health Platform 

International AIDS Vaccine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viders of AIDS Care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Palliative Care Network (ICPCN) 

International Drug Policy Consortium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s of Brazil (IFMSA Brazil)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African Children (IFAC) 

International Treatment Preparedness Coalition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IRGT 

ITPC-MENA 

Jamaican Network of Seropositives (JN+) 

Jamii Asilia Centre 

Japan Foundation for AIDS Prevention (JFAP) 

Jaringan Equals Indonesia 

Jhpiego 

JIP (Jaringan Indonesia Positif) 

Johnson & Johnson 

Jointed Hands Welfare Organisation 

JSI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 (JSI) 

Kawempe Youth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KYDA) 

KHANA 

Kuza Livelihood Improvement Projects 

L’Associació de Drets Sexuals i Reproductius 

La Casa de la Sal AC 

LAC Key Correspondent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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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PUD 

Latin American and the Caribbean Network of Trans People (RedLacTrans) 

LHL International 

Liberi Health Foundation 

Living Positive Victoria 

LVCT HEALTH 

Medical IMPACT 

MENA Rosa 

Metzineres 

MIT World Peace University 

mothers2mothers 

Movimiento de PVVS del Perú 

Mutapola Voices The Gambia 

MY World Mexico 

NADAM FOUNDATION 

Narconon Nigeria initiativ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eople with HIV Australia 

National Minority AIDS Council (NMAC) 

NCD Alliance 

New York NGO Committee on Drugs 

Nigerian Women Agro Allied Farmers Association 

ONE 

ONG “Plus de Sida dans les Familles” 

ONG VIHDA 

Out-Right Namibia 

Pan-African Treatment Access Movement 

Paradise Healthcare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itiative 

Parent-Child Intervention Centre 

Parkers Mobile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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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 In Health 

Patient Advocacy Alliance C.I.C. 

PeerNUPS 

Penabulu Foundation 

People’s Action For Social Service 

Positive vision Cameroon 

Positive Women Together in Action 

Presse Jeune Développement 

Preto Positivo 

Progrès Santé Sans Prix “PSSP” 

Public Association “Support for people living with HIV Kuat” 

RAP+30 Córdoba 

Red Centroamericana de Personas con VIH 

Red Comunitaria Trans del Ecuador Vivir Libre 

Red Latinoamericana y del Caribe de Mujeres Trans Migrantes “Red FemiTransLac” 

Regional Expert Group on Migration and Health 

Regional Inter Agency Task Team on Children and AIDS in Eastern & Southern Africa 

Réseau camerounais des adolescents et jeunes vivants avec le VIH 

Réseau National des ONG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Femme (RENADEF) 

RIHEB 

Rural Health Service Providers Network 

Rural Watch Ghana 

SAfAIDS 

SAVE THE DREAM INVITATION 

Scarlet Alliance, Australian Sex Workers Association 

SEISIDA 

Sexual Reproductive Health Rights Sexual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Africa Trust 

Show Me Your Number HIV Prevention Project NPC 

Si, Da Vida 



四.决定 

 

344 

Sindicato de trabajadoras sexuales trans y travestis Amanda Jofré 

SISTERLOVE, Inc. 

SOMOSGAY 

Southern Africa Embrace Foundation 

StarTimes 

Step up Campaign – Victory against HIV Discrimination 

STEPS Tanzania 

Taimako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itiative 

Taller Venezolano de VIH 

The Coalition for Children Affected by AIDS 

The Elizabeth Taylor AIDS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for a Drugs Free World Nigeria 

The Jamaican Network of Seropositives 

The Nigeria Network of People Who Use Drugs NNPUD 

The Nigerian Business Coalition Against AIDS 

The PACT 

Tianjin AIDS Care Home 

Tiaty Youth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 

TLF Sexuality Health and Rights Educators Collective Inc. 

TRIPLA DIFESA ONLUS GUARDIE SOCIALI ED ECOZOOFILE 

Ukrainian Network of People who Use Drugs (VOLNA) 

Ukrainian network of women who use drugs (UNWUD) 

Unemployed and vulnerable foundation trust 

Union Congolaise des Organisations des Personnes vivant avec le VIH (UCOP+) 

Union des Amis Socio Culturels d’Action en Développement (UNASCAD) 

UNITE Global Parliamentarians Network to End Infectious Diseases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HIV & AIDS Network 

United for Global Mental Health 

Universidad San Francisco de Qu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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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dade Federal de Minas Gerais 

Universo positivo 

Updating Medicina del Lavoro 

US People living with HIV Caucus 

Willi Johnson Foundation 

WoMandla Foundation 

Women and Harm Reduction International Network (WHRIN)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orld Harmony Foundation 

Wote Youth Development Projects 

Young Leaders Organization 

Youth Alive Uganda 

Youth Initiative for the Promotion of Good Leadership in Nigeria 

Youth RISE 

Youth training and empowerment network 

Yu Zixi Red Ribbon Charity Bank Volunteer Service Team 

 

 

75/567. 秘书长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十二条第二项提出通知 

 2021 年 6 月 11 日，大会第 78 次全体会议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说明。46 

 

 

75/568.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2021 年 6 月 11 日，大会第 79 次全体会议表示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的报告。47 

 

 

_______________ 

46 A/75/300。 

47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2 号》(A/75/2)。 

https://undocs.org/ch/A/75/300
https://undocs.org/ch/A/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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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69.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他与安全理
事会有关事项 

 2021 年 6 月 22 日，大会第 84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的提议,  

 (a) 决定重申大会在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他与安全理事会有

关事项上的核心作用，重申代表世界各国人民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为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

的讨论注入新活力所作承诺；  

 (b) 决定根据大会 2008年 9月 15日第 62/557号、2009年 9月 14日第 63/565 B号、2010

年 9 月 13 日第 64/568 号、2011 年 9 月 12 日第 65/554 号、2012 年 9 月 13 日第 66/566 号、

2013年 8月 29日第 67/561号、2014年 9月 8日第 68/557号、2015年 9月 14日第 69/560号、

2016 年 7 月 27 日第 70/559 号、2017 年 7 月 19 日第 71/553 号、2018 年 6 月 29 日第 72/557

号、2019 年 6 月 25 日第 73/554 号和 2020 年 8 月 31 日第 74/569 号决定的授权，在 2021 年 5

月 12 日共同主席的信中所述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举行的非正式会议的基础上，根据 2021 年 4

月 29 日分发的题为“共同主席关于在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事

项上的共识与分歧的要点文件”，并参考为指导今后工作而于 2015年 7月 31日分发的案文及其

附件中所述会员国的立场和建议，在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非正式全体会议上立即继续进行关于

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 

 (c) 欢迎大会主席的积极参与、倡议和密集努力，并赞赏地注意到共同主席以协商方式发

挥的积极作用和做出的具体努力，以期早日进行安全理事会全面改革； 

 (d) 决定，如果会员国作此决定，在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召开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

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他与安全理事会有关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会议； 

 (e) 又决定将题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他与安全理事会有

关事项”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议程。 

 

 

75/570.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
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国际文书政府间会议 

 2021 年 6 月 22 日，大会第 84 次全体会议根据新加坡的提议,48 回顾其 2017 年 12 月 24 日

第 72/249号决议，其中决定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政府间会议，审议筹备委员会关于案文内

容的建议，49 并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50 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

_______________ 

48 A/75/L.96。 

49 大会关于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

题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第 69/292号决议所设筹备委员会。 

5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833 卷，第 31363 号。 

https://undocs.org/ch/A/RES/72/249
https://undocs.org/ch/A/75/L.96
https://undocs.org/ch/A/RES/6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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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编写案文，以尽早制定该文

书，又决定政府间会议最初在 2018年、2019年和 2020年上半年召开四届会议，每次会期为 10

个工作日，又回顾其 2020 年 3 月 11 日第 74/543 号决定，其中大会决定将政府间会议第四届会

议推迟到有待大会决定的尽可能早的日期，还回顾其 2020 年 12 月 31 日第 75/239 号决议，其

中请秘书长于 2021年 8月 16日至 27日召集政府间会议第四届会议，关切地注意到与冠状病毒

病(COVID-19)大流行有关的持续现状： 

 (a) 决定将政府间会议第四届会议推迟到 2022年尽可能早的日期，最好是在上半年举行； 

 (b) 请秘书长与政府间会议主席协商，在秘书长确定的日期召集政府间会议第四届会议，

为期 10 天，届时提供全套会议服务，包括所需的文件； 

 (c) 又请秘书长为政府间会议主席将于 2021 年召集的在线讨论提供必要支持和服务。 

 

 

75/571. 实现无酷刑贸易：审查可能制定的共同国际标准的可行性、范
围和规范 

 2021 年 7 月 7 日，大会第 90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的提议,51 回顾其 2019 年 6 月 28 日

第 73/304号决议，其中请秘书长设立一个政府专家组，专家组的甄选应基于公平地域分配，并

确保所任命人员必须体现效率、人权和(或)国际贸易领域的能力及诚信方面的最高标准，以便

自 2020 年起审查可行性、拟列入的货物范围以及就此事项制定共同国际标准的一系列备选办

法的规范草案，并将专家组的报告转递大会，供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审议，表示注意到秘书处

的说明，52 秘书长在说明中告知大会，由于在设立政府专家组的过程中出现延误，政府专家

组的报告将提交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决定推迟到第七十六届会议审议第 73/304号决议要求的

政府专家组的报告。 

 

 

75/572. 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 

 2021年 7月 8日，大会第 77次全体会议(续会)表示注意到大会主席就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发

出的郑重呼吁。53 

 

 

_______________ 

51 A/75/L.106。 

52 A/75/908。 

53 A/75/956。 

https://undocs.org/ch/A/RES/75/239
https://undocs.org/ch/A/RES/73/304
https://undocs.org/ch/A/RES/73/304
https://undocs.org/ch/A/75/L.106
https://undocs.org/ch/A/75/908
https://undocs.org/ch/A/7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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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73. 第七十六届会议一般性辩论 

 2021 年 7 月 14 日，大会第 91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的提议，54 关切地注意到目前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相关的情况： 

 (a) 决定在不对未来一般性辩论构成先例的情况下，每个会员国、观察员国和欧洲联盟55 

可提交预先录制的国家元首、副总统、王储或女王储、政府首脑、部长或副部长发言。这些预

先录制的发言将在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一般性辩论上，由各自亲赴大会堂的代表作出介绍后，

在大会堂播放。 

 (b) 又决定，除一般性辩论逐字记录外，大会主席还将汇编以预先录制方式所作的、至迟

于在大会堂播放预先录制发言的当天提交主席的发言，作为大会文件分发，这些预先录制的发

言将附在会议逐字记录之后。 

 

 

75/574. 延长第五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政府间筹备委员会的
工作 

 2021 年 7 月 29 日，大会第 96 次全体会议根据孟加拉国、加拿大、捷克、埃塞俄比亚、海

地、马拉维、尼泊尔、巴拉圭、卡塔尔、土耳其和乌干达的提议，56 回顾其 2018 年 12 月 20

日第 73/242 号、2019 年 12 月 19 日第 74/232 A 号、2020 年 8 月 11 日第 74/232 B 号和 2020 年

12 月 21 日第 75/227 号决议， 其中大会决定设立第五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政府间筹

备委员会，并授权筹备委员会举行一次组织会议和一次分两部分举行的筹备委员会会议(2021

年 2 月 8 日以及 2021 年 5月 24 日、25 日、27 日和 28 日及 2021 年 7月 26 日至 30 日)，并注意

到会议成果文件草稿的审议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授权筹备委员会另外举行一次为期不超过半天

的会议，该次会议将以现有资源为限，在有服务可提供的基础上，于秘书处确定的 2021 年 12

月中旬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之间某一天组织举行，目的是就建议第五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

题会议通过的成果文件草稿采取行动。 

 

 

_______________ 

54 A/75/L.110。 

55 就欧洲联盟而言，预先录制的发言应为欧洲理事会主席、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或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

级代表所作的发言。 

56 A/75/L.122。 

https://undocs.org/ch/A/RES/73/242
https://undocs.org/ch/A/RES/74/232
https://undocs.org/ch/A/RES/74/232B
https://undocs.org/ch/A/RES/75/227
https://undocs.org/ch/A/75/L.110
https://undocs.org/ch/A/75/L.122


四.决定 

 

349 

75/575. 无核武器区和蒙古第四次会议 

 2021 年 7 月 29 日，大会第 96 次全体会议根据蒙古的提议，57 回顾其 2018 年 12 月 13 日

第 73/71 号决议，其中决定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为期一天的无核武器区

和蒙古第四次会议，又回顾其 2020 年 4 月 13 日第 74/549 号决定，其中决定，由于 2019 冠状

病毒病(COVID-19)疫情，将无核武器区和蒙古第四次会议推迟至 2021 年举行，具体时间由大

会第七十五届会议决定，决定再次推迟举行无核武器区和蒙古第四次会议，具体日期由大会第

七十六届会议决定。 

 

 

75/576. 纪念和宣传禁止核试验国际日高级别会议 

 2021 年 9 月 8 日，大会第 101 次全体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在不开创先例的情况下，

邀请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执行秘书罗伯特·弗洛伊德先生、国际原子能机构纽约联络处主

任维维安·奥凯克女士、澳大利亚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科卡塔核试验幸存者 Sue Coleman-

Haseldine 女士和马绍尔群岛学生会前成员 Danity Laukon 女士在纪念和宣传禁止核试验国际日

高级别会议上发言。 

 

 

75/577. 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的闭幕日期 

 2021年 9月 9日，大会第 102次全体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58 决定将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

的闭幕日期推迟到 2021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二。 

 

 

75/578. 2022 年联合国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即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议 

 2021 年 9 月 9 日，大会第 102 次全体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59 回顾其 2019 年 5 月 9 日第

73/292 号决议全文，其中决定于 2020 年 6 月 2 日至 6 日在里斯本召开 2020 年联合国支持落实

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即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议，支持落实可

持续发展目标 14，又回顾其 2020 年 4 月 13 日第 74/548 号决定，其中决定将会议推迟到大会

另行决定的一个更晚的日期举行，并决定日后设定该会议筹备进程新的最后期限： 

_______________ 

57 A/75/L.118。 

58 A/75/L.133。 

59 A/75/L.130。 

https://undocs.org/ch/A/RES/73/7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92
https://undocs.org/ch/A/75/L.118
https://undocs.org/ch/A/75/L.133
https://undocs.org/ch/A/75/L.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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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决定 2022 年高级别联合国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即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

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议将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1 日在里斯本举行； 

 (b) 又决定肯尼亚政府和葡萄牙政府继续承担共同主办方责任，并承担会议及其筹备工作

的费用； 

 (c) 还决定会议全体会议的日期和时间如下： 

 6 月 27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6 月 2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下午 3 时至 6 时 

 6 月 29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下午 3 时至 6 时 

 6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下午 3 时至 6 时 

 7 月 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下午 3 时至 6 时； 

 (d) 决定互动对话将与全体会议并行举行，具体安排如下： 

 6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3 至下午 6 时 

 6 月 2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下午 3 时至 6 时 

 6 月 29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下午 3 时至 6 时 

 6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下午 3 时至 6 时 

 7 月 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e) 又决定会议将在 6 月 27 日星期一上午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开幕，届时将审

议所有程序和组织事项，包括通过议事规则和议程、选举两名会议主席、选举主席团成员、酌

情设立附属机关、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安排会议报告的编写及其他事项。在第一次全体

会议上，两位会议主席、联合国秘书长、大会主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会议秘书长将发

言； 

 (f) 请大会主席任命两名共同协调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一人，负责至迟于 2022

年 5 月完成会议宣言的政府间磋商； 

 (g) 又请大会主席至迟于 2022 年 5 月最后确定会议的组织安排。 

 

 

75/579. 空间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因素 

 2021 年 9 月 9 日，大会第 102 次全体会议决定推迟审议题为“空间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驱动

因素”的项目，并将其列入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议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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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80. 加强调解在和平解决争端、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 

 2021 年 9 月 9 日，大会第 102 次全体会议决定推迟审议题为“预防武装冲突”的项目下题

为“加强调解在和平解决争端、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的分项，并将其列入大会第七十

六届会议议程草案。 

 

 

75/581. 科摩罗马约特岛问题 

 2021 年 9 月 9 日，大会第 102 次全体会议决定将题为“科摩罗马约特岛问题”的项目列入

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议程草案。 

 

 

75/582. 乌克兰暂时被占领土局势 

 2021年 9月 9日，大会第 102次全体会议通过记录表决，以 71对 12票、45票弃权60 决定

将题为“乌克兰暂时被占领土局势”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议程草案。 

 

 

75/583. 请求国际法院就 1965 年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裂的法律后
果提供咨询意见 

 2021 年 9 月 9 日，大会第 102 次全体会议决定将题为“请求国际法院就 1965 年查戈斯群

岛从毛里求斯分裂的法律后果提供咨询意见”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议程草案。 

 

 

75/584. 使用多种语文 

 2021 年 9 月 9 日，大会第 102 次全体会议决定推迟审议题为“使用多种语文”的项目以及

秘书长的报告61 和联合检查组的报告，62 并将其列入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议程草案。 

 

 

_______________ 

60 见 A/75/PV.102。 

61 A/75/798。 

62 A/75/960和 A/75/960/Add.1。 

https://undocs.org/ch/A/75/PV.102
https://undocs.org/ch/A/75/798
https://undocs.org/ch/A/75/960
https://undocs.org/ch/A/75/960/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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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85. 执行联合国决议 

 2021 年 9 月 9 日，大会第 102 次全体会议决定将题为“执行联合国决议”的项目列入大会

第七十六届会议议程草案。 

 

 

75/586. 联合国同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的合作 

 2021 年 9 月 9 日，大会第 102 次全体会议决定推迟审议题为“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

组织的合作”的项目下题为“联合国同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的合作”的分项，并将其列入大会

第七十六届会议议程草案。 

 

 

75/587. 联合国东帝汶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2021 年 9 月 9 日，大会第 102 次全体会议决定推迟审议题为“联合国东帝汶特派团经费的

筹措”的项目，并将其列入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议程草案。 

 

2.  根据第二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定  

 

75/548. 振兴第二委员会工作 

B63 

 2021 年 7 月 29 日，大会第 96 次全体会议根据第二委员会的建议,64 意识到同时不影响

大会、其他主要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在进行的更广泛的振兴和协调进程，注意到大

会之前商定的调整第二委员会工作方法的措施，包括第七十五届会议鉴于 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大流行情况破例通过的措施： 

 (a) 回顾其关于改进第二委员会工作方法的 2020 年 8 月 11 日第 74/537 B 号决定； 

_______________ 

63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9 号》(A/75/49)，第二卷 B.4 节中的第 75/548 号决定成为第

75/548 A 号决定。 

64 A/75/467/Add.1，第 8 段。 

https://undocs.org/ch/A/75/49(Vol.II)
https://undocs.org/ch/A/75/467
https://undocs.org/ch/A/75/467/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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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表示注意到第二委员会第七十五届会议主席团编写的关于振兴第二委员会工作的会议

室文件(A/C.2/75/CRP.5)； 

 (c) 赞扬主席团在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的工作，并邀请主席团与代表团协商，在近几届会

议改进工作方法的基础上，筹备和组织第二委员会在第七十六届会议的工作； 

 (d) 认识到第 74/537 B 号决定中的一些措施仍有待充分落实； 

 (e) 关于第二委员会的一般性辩论和各个议程项目的辩论： 

 ㈠ 邀请代表团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发言时，考虑到一般性辩论的主题； 

 ㈡ 邀请主席团继续提出提案，以联合审议一个或多个议程项目的方式精简委员会对各个

 议程项目的辩论，并与广大成员协商后决定； 

 (f) 关于第二委员会的专题小组讨论和会外活动，邀请主席团考虑在届会初期举办委员会

的会外活动，在大会一般性辩论结束后、委员会实质性会议开始前举办第一次会外活动，包括

为此根据需要使用现代技术； 

 (g) 关于向第二委员会提交报告： 

 ㈠ 回顾第 74/537 B号决定的相关规定，并请秘书长确保报告简明扼要，突出说明上次报

告以来的新情况，在其中包括可行建议，并包括大会 2020 年 12 月 31 日第 75/244 号决议

第 76 段规定的实质性摘要； 

 ㈡ 邀请主席团继续设法鼓励就委员会面前的与代表团协商确定的报告进行讨论时更多地

互动，包括在非正式通报会上互动； 

 (h) 关于提交第二委员会的决议草案： 

 ㈠ 邀请代表团继续审议决议草案的周期性，又邀请代表团考虑精简对决议草案的更新，

以强化委员会的总体工作方法； 

 ㈡ 同意开始讨论界定技术延期的共同定义； 

 ㈢ 邀请主席团在届会初期视需要为另行谈判提供便利，以利讨论将在委员会面前多个决

议草案中出现的共有问题，从而避免对各个决议草案的重复讨论； 

 ㈣ 邀请代表团在可能情况下自行考虑共同起草决议草案； 

 ㈤ 邀请委员会成员考虑就委员会面前的决议草案自愿提出主持谈判，作为改进委员会工

作的一种方式； 

 (i) 决定在今后届会上继续讨论和改进第二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并在采取行动落实可持续

发展十年将委员会实质性工作的重点放在最能影响《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65 执行工作的

决议上； 

_______________ 

65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C.2/75/CRP.5
https://undocs.org/ch/A/RES/75/244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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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在这方面请主席团继续更新关于振兴第二委员会工作的会议室文件 A/C.2/75/CRP.5，

并继续促进和指导这些努力； 

 (k)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上对本决定执行情况采取后续行动。 

3.  根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定  

75/553. 推迟到以后审议的问题 

B66 

 2021 年 4 月 16 日，大会第 59 次全体会议根据第五委员会的建议，67 

A 节 

 决定推迟到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续会第二期会议审议下列文件： 

项目 146 

人力资源管理 

借调现役军警人员 

 秘书长关于借调现役军警人员的报告68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69 

B 节 

 决定推迟到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续会第一期会议审议下列文件： 

项目 141 

2021 年方案预算 

审查应急基金的使用经验 

 秘书长关于审查应急基金使用经验的报告70 

_______________ 

66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9 号》(A/75/49)，第二卷 B.6 节中的第 75/553 号决定成为第

75/553 A 号决定。 

67 A/75/683/Add.1，第 6 段。 

68 A/75/646。 

69 A/75/796。 

70 A/70/395。 

https://undocs.org/ch/A/C.2/75/CRP.5
https://undocs.org/ch/A/C.2/75/CRP.5
https://undocs.org/ch/A/C.2/75/CRP.5
https://undocs.org/ch/A/75/49(Vol.II)
https://undocs.org/ch/A/75/683/Add.1
https://undocs.org/ch/A/75/646
https://undocs.org/ch/A/75/796
https://undocs.org/ch/A/70/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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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71 

项目 146 

人力资源管理 

 秘书长关于道德操守办公室的活动的报告72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73 

 秘书长关于 2019-2020 年期间人力资源管理改革概览及今后展望的报告74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75 

 秘书长题为“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为工作人员提供在职学习和技能发展机会，打造一个

灵活的本组织”的报告76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77 

 秘书长题为“秘书处的组成：工作人员情况统计”的报告78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79 

 秘书长题为“秘书处的组成：免费提供人员、退休工作人员及咨询人和个体订约人”的报

告80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81 

 秘书长关于 2019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秘书长处理纪律事项和可能犯罪行为案件的

做法的报告82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83 

_______________ 

71 A/70/7/Add.7。 

72 A/75/82和 A/75/82/Corr.1。 

73 A/75/515。 

74 A/75/540。 

75 A/75/765。 

76 A/75/540/Add.1。 

77 A/75/756。 

78 A/75/591。 

79 A/75/775。 

80 A/75/591/Add.1。 

81 A/75/771。 

82 A/75/648。 

83 A/75/776。 

https://undocs.org/ch/A/70/7/Add.7
https://undocs.org/ch/A/75/82
https://undocs.org/ch/A/75/82/Corr.1
https://undocs.org/ch/A/75/515
https://undocs.org/ch/A/75/540
https://undocs.org/ch/A/75/765
https://undocs.org/ch/A/75/540/Add.1
https://undocs.org/ch/A/75/756
https://undocs.org/ch/A/75/591
https://undocs.org/ch/A/75/775
https://undocs.org/ch/A/75/591/Add.1
https://undocs.org/ch/A/75/771
https://undocs.org/ch/A/75/648
https://undocs.org/ch/A/75/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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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关于 2018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秘书长处理纪律事项和可能犯罪行为案件的

做法的报告84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85 

 秘书长关于道德操守办公室的活动的报告86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87 

 秘书长题为“秘书处的组成：工作人员情况统计”的报告88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89 

 秘书长关于《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修正案的报告90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91 

 秘书长题为“2019-2021 年全球人力资源战略：建设一个更有效、透明和负责的联合国”

的报告92 

 秘书长关于 2017-2018 年期间人力资源管理改革概览的报告93 

 秘书长关于对适当幅度制度的评估的报告94 

 秘书长题为“秘书处的组成：工作人员情况统计”的报告95 

 秘书长题为“秘书处的组成：免费提供人员、退休工作人员及咨询人和个体订约人”的报

告96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97 

_______________ 

84 A/74/64。 

85 A/74/558。 

86 A/74/78。 

87 A/74/539。 

88 A/74/82。 

89 A/74/696。 

90 A/74/289和 A/73/378/Add.1。 

91 A/74/732。 

92 A/73/372。 

93 A/73/372/Add.1。 

94 A/73/372/Add.3。 

95 A/73/79。 

96 A/73/79/Add.1。 

97 A/73/497。 

https://undocs.org/ch/A/74/64
https://undocs.org/ch/A/74/558
https://undocs.org/ch/A/74/78
https://undocs.org/ch/A/74/539
https://undocs.org/ch/A/74/82
https://undocs.org/ch/A/74/696
https://undocs.org/ch/A/74/289
https://undocs.org/ch/A/73/378/Add.1
https://undocs.org/ch/A/74/732
https://undocs.org/ch/A/73/372
https://undocs.org/ch/A/73/372/Add.1
https://undocs.org/ch/A/73/372/Add.3
https://undocs.org/ch/A/73/79
https://undocs.org/ch/A/73/79/Add.1
https://undocs.org/ch/A/7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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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关于流动问题的报告98 

 秘书长关于流动问题的报告99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100 

 秘书长关于《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修正案的报告10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102 

 秘书长关于 2017年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秘书长对纪律事项及可能的犯罪行为案件的

处理办法的报告103 

 秘书长关于道德操守办公室的活动的报告104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105 

项目 147 

联合检查组 

 秘书长的说明，提请注意联合检查组题为“支持学习的政策和平台：提高一致性、协调性

和趋同性”的报告106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他本人和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对联合检查组题为“支持学

习的政策和平台：提高一致性、协调性和趋同性”的报告的评论意见107 

 秘书长的说明，提醒注意联合检查组题为“审查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变革管理”的报告108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他本人和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对联合检查组题为“审查联

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变革管理”的报告的评论意见109 

_______________ 

98 A/73/372/Add.2。 

99 A/72/767。 

100 A/73/569。 

101 A/73/378。 

102 A/73/622。 

103 A/73/71。 

104 A/73/89。 

105 A/73/183。 

106 A/75/713。 

107 A/75/713/Add.1。 

108 A/74/669。 

109 A/74/669/Add.1。 

https://undocs.org/ch/A/73/372/Add.2
https://undocs.org/ch/A/72/767
https://undocs.org/ch/A/73/569
https://undocs.org/ch/A/73/378
https://undocs.org/ch/A/73/622
https://undocs.org/ch/A/73/71
https://undocs.org/ch/A/73/89
https://undocs.org/ch/A/73/183
https://undocs.org/ch/A/75/713
https://undocs.org/ch/A/75/713/Add.1
https://undocs.org/ch/A/74/669
https://undocs.org/ch/A/74/669/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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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的说明，提请注意联合检查组题为“审查处理联合国系统利益冲突的机制和政策”

的报告110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他本人和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对联合检查组题为“审查处

理联合国系统利益冲突的机制和政策”的报告的评论意见111 

 秘书长的说明，提请注意联合检查组题为“联合国系统实习方案审查”的报告112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他本人和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对联合检查组题为“联合国

系统实习方案审查”的报告的评论意见113 

C 

 2021 年 6 月 30 日，大会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第五委员会的建议，114 决定推迟到大会第

七十六届会议续会第二期会议审议下列文件： 

项目 157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经费的筹措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最后执行情况的报告115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报告116 

项目 161 

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最后执行情况的报告117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报告118 

  

_______________ 

110 A/73/187。 

111 A/73/187/Add.1。 

112 A/73/377和 A/73/377/Corr.1。 

113 A/73/377/Add.1。 

114 A/75/683/Add.2，第 5 段。 

115 A/74/711。 

116 A/74/785。 

117 A/75/604。 

118 A/75/850。 

https://undocs.org/ch/A/73/187
https://undocs.org/ch/A/73/187/Add.1
https://undocs.org/ch/A/73/377
https://undocs.org/ch/A/73/377/Corr.1
https://undocs.org/ch/A/73/377/Add.1
https://undocs.org/ch/A/75/683/Add.2
https://undocs.org/ch/A/74/711
https://undocs.org/ch/A/74/785
https://undocs.org/ch/A/75/604
https://undocs.org/ch/A/7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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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62 

联合国海地司法支助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海地司法支助特派团 2019年 7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执行

情况的报告119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报告120 

 

项目 164 

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最后执行情况的报告12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报告122 

_______________ 

119 A/75/752。 

120 A/75/848。 

121 A/75/684。 

122 A/75/823。 

https://undocs.org/ch/A/75/752
https://undocs.org/ch/A/75/848
https://undocs.org/ch/A/75/684
https://undocs.org/ch/A/7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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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议程项目的分配a 

1. 下列已分配给第二委员会的项目和分项也由大会全会在第七十五届会议续会期间在标题 A(按照大会和最近

各次联合国会议的相关决议促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下直接审议：b 

 19. 可持续发展。 

 23. 各特殊处境国家组： 

(a) 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后续行动。 

 24. 消除贫困和其他发展问题。 

 25.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2. 下列已分配给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的项目也由大会全会在第七十五届会议续会期间在

标题 B(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下直接审议：b  

 56. 有关信息的问题。 

3. 下列已分配给第三委员会的项目和分项也由大会全会在第七十五届会议续会期间在标题 D(促进人权)

下直接审议：b  

 69. 土著人民权利。 

 70. 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 

(b) 《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全面执行和后续行动。 

 72. 促进和保护人权。 

4. 下列已分配给第一委员会的项目和分项也由大会全会在第七十五届会议续会期间在标题 G(裁军)下直接审

议：b  

 98. 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 

 105.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b)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a 议程项目按照与本组织优先事项对应的标题加以安排。 

b 见本卷第四.B 节第 75/504B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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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列已分配给第三委员会的项目也由大会全会在第七十五届会议续会期间在标题 H(药物管制、预防犯罪和

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国际恐怖主义)下直接审议：b  

 111.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112. 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 

6. 下列增列项目由全体会议在第七十五届会议续会期间在标题 I(组织、行政和其他事项)下直接审议：b、c 

 184. 任命联合国秘书长。 

 

c 见 A/75/251/Add.1。 

https://undocs.org/ch/A/75/251/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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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决议号数 标    题 项目 全体会议 通过日期 页次 

75/242. 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决议 B 138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234 

75/245. 联合国共同制度     

 决议 B 148 第 59 次 2021 年 4 月 16 日 235 

75/250.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的筹措     

 决议 B 166(b)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237 

75/251. 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经费的筹措     

 决议 B 169 第 66 次 2021 年 5 月 18 日 243 

 决议 C 169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244 

75/253. 与 2021 年方案预算有关的特别专题     

 决议 B 141 第 59 次 2021 年 4 月 16 日 249 

 决议 C 141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253 

75/257. 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余留职能     

 决议 B 92 第 90 次 2021 年 7 月 7 日 4 

75/258. 促进和平与宽容文化以保护宗教场所 15 第 50 次 2021 年 1 月 21 日 6 

75/259. 延长安哥拉从最不发达国家类别毕业前的准备期 9 第 53 次 2021 年 2 月 11 日 9 

75/260. 2021 年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的安排 10 第 55 次 2021 年 2 月 23 日 10 

75/261. 钻石在助长冲突方面所起的作用：切断毛坯钻石非法交易与

武装冲突之间的联系，以协助防止和解决冲突 
33 第 56 次 2021 年 3 月 3 日 14 

75/262. 国际阿甘树日 14 第 56 次 2021 年 3 月 3 日 17 

75/263. 2023 国际小米年 14 第 56 次 2021 年 3 月 3 日 19 

75/264. 联合国同欧洲委员会的合作 130(l) 第 56 次 2021 年 3 月 3 日 21 

75/265. 联合国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 130(n) 第 56 次 2021 年 3 月 3 日 28 

75/266. 联合国同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的合作 130(z) 第 56 次 2021 年 3 月 3 日 30 

75/267. 全球媒体与信息素养周 56 第 58 次 2021 年 3 月 25 日 31 

75/268. 联合国同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 130(s) 第 58 次 2021 年 3 月 25 日 34 

75/269. 联合国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合作 130(aa) 第 58 次 2021 年 3 月 25 日 36 

75/270. 联合检查组 147 第 59 次 2021 年 4 月 16 日 255 

75/271. 自然无疆界：跨界合作——养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

样性的关键要素 
19 第 59 次 2021 年 4 月 16 日 37 

75/272. 联合国中亚地区预防外交中心的作用 64 第 59 次 2021 年 4 月 16 日 41 

75/273. 全球预防溺水 24 第 62 次 2021 年 4 月 28 日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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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74. 女法官国际日 14 第 62 次 2021 年 4 月 28 日 46 

75/275. 声援和支持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和人民以及受苏弗里

耶尔火山喷发影响的邻国 
73(a) 第 62 次 2021 年 4 月 28 日 47 

75/276. 联合国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合作 130(t) 第 62 次 2021 年 4 月 28 日 49 

75/277. 保护责任与防止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 135 第 66 次 2021 年 5 月 18 日 51 

75/278. 宣布咸海区域为生态创新和技术区 19 第 66 次 2021 年 5 月 18 日 52 

75/279. 2022 国际玻璃年 136 第 66 次 2021 年 5 月 18 日 54 

75/280. 题为“斯德哥尔摩+50：一个健康的地球有利于各方实现兴旺

发达——我们的责任和机遇”的国际会议 
19 第 69 次 2021 年 5 月 24 日 57 

75/281. 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查 54 第 69 次 2021 年 5 月 24 日 232 

75/282. 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 112 第 71 次 2021 年 5 月 26 日 58 

75/283. 评估《联合国打击人口贩运全球行动计划》大会高级别会议

的方式、形式和安排 
111 第 73 次 2021 年 6 月 7 日 60 

75/284. 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结束不平等现象，

进入 2030 年之前消除艾滋病的轨道 
10 第 74 次 2021 年 6 月 8 日 63 

75/285. 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茨欣瓦利地区/南奥塞梯境内 

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境况 
35 第 81 次 2021 年 6 月 16 日 80 

75/286. 任命联合国秘书长 184 第 82 次 2021 年 6 月 18 日 82 

75/287. 缅甸局势 34 第 83 次 2021 年 6 月 18 日 82 

75/288. 同太平洋岛屿论坛的合作 130(p) 第 84 次 2021 年 6 月 22 日 86 

75/289. 必须终止美利坚合众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 42 第 85 次 2021 年 6 月 23 日 90 

75/290. 审查大会关于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第 72/305 号决议的执

行情况 

审查大会关于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形式和组织方面问

题的第 67/290 号决议和关于全球一级后续落实和评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299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决议 A 14 和 122 第 87 次 2021 年 6 月 25 日 92 

75/290. 审查大会关于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第 72/305 号决议的执

行情况 

审查大会关于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形式和组织方面问

题的第 67/290 号决议和关于全球一级后续落实和评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299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决议 B 14 和 122 第 87 次 2021 年 6 月 25 日 99 

75/291.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第七次审查 123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106 

75/292. 借调现役军警人员 146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257 

75/293. 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 154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258 

75/294. 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经费的筹措 154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267 

75/295. 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经费的筹措 154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268 

75/296. 已结束的维持和平特派团 154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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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97. 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经费的筹措 155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271 

75/298.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经费的筹措 156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276 

75/299.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经费的筹措 158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282 

75/300.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159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288 

75/301.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163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294 

75/302. 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经费的筹措 165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299 

75/303. 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经费的筹措 166(a)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305 

75/304.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167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310 

75/305.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168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315 

75/306. 安全理事会第 1863(2009)号决议引起的活动经费的筹措 170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320 

75/307. 联合国同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合作 130(j) 第 90 次 2021 年 7 月 7 日 127 

75/308. 加强全球道路安全问题高级别会议的范围、方式、形式和 

安排 
12 第 92 次 2021 年 7 月 21 日 137 

75/309. 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与容忍，打击仇恨言论 15 第 92 次 2021 年 7 月 21 日 140 

75/310. 人人拥有视力：加快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4 第 93 次 2021 年 7 月 23 日 144 

75/311. 打击野生生物非法贩运 14 第 93 次 2021 年 7 月 23 日 147 

75/312. 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 36 第 96 次 2021 年 7 月 29 日 156 

75/313. 加强所有运输方式之间的联系，确保 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大流行期间和之后稳定可靠的国际运输， 

促进可持续发展 

128(a) 第 96 次 2021 年 7 月 29 日 158 

75/314. 设立非洲人后裔问题常设论坛 70(b) 第 97 次 2021 年 8 月 2 日 161 

75/315. 全民健康覆盖问题高级别会议的范围、方式、形式和安排 131 第 98 次 2021 年 8 月 17 日 165 

75/316. 快速技术变革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影响 136 第 98 次 2021 年 8 月 17 日 167 

75/317. 世界湿地日 14 第 99 次 2021 年 8 月 30 日 172 

75/318. 世界棉花日 14 第 99 次 2021 年 8 月 30 日 174 

75/319. 在海地最近遭受地震后对其政府和人民表示声援和支持 73(a) 第 99 次 2021 年 8 月 30 日 176 

75/320. 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二十周年大会高级别会议

的范围、方式、形式和安排 
70(b) 第 100 次 2021 年 9 月 2 日 178 

75/321. 联合国就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采取的行动 134 第 100 次 2021 年 9 月 2 日 179 

75/322.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执行进展情况和国际支持 66(a) 第 102 次 2021 年 9 月 9 日 182 

75/323. 联合国同加勒比共同体的合作 130(h) 第 102 次 2021 年 9 月 9 日 189 

75/324. 联合国同经济合作组织的合作 130(i) 第 102 次 2021 年 9 月 9 日 193 

75/325. 振兴大会工作 126 第 103 次 2021 年 9 月 10 日 198 

75/326. 题为“斯德哥尔摩+50：一个健康的地球有利于各方实现兴旺

发达——我们的责任和机遇”的国际会议举办方式 
19 第 103 次 2021 年 9 月 10 日 207 

75/327. 秘书长关于促进非洲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所载建议

的执行情况 
66(b) 第 104 次 2021 年 9 月 13 日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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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28. 巩固成果，加紧努力到 2030 年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防治

和消除疟疾 
13 第 104 次 2021 年 9 月 13 日 219 

决定 

决定号数 标    题 项目 全体会议 通过日期 页次 

75/407. 任命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成员     

 决定 B 120(d) 第 59 次 2021 年 4 月 16 日 330 

75/410. 选举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成员     

 决定 B 119(a) 第 57 次 2021 年 3 月 19 日 330 

75/414. 任命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十年方案框架理事会成员 120(i) 第 49 次 2021 年 1 月 15 日 331 

75/415. 任命联合检查组成员 120(h) 第 57 次 2021 年 3 月 19 日 331 

75/416. 认可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任命 120(j) 第 60 次 2021 年 4 月 21 日 332 

75/417. 选举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主席 4 第 72 次 2021 年 6 月 7 日 332 

75/418. 选举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副主席 6 第 72 次 2021 年 6 月 7 日 332 

75/419. 选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 118(b) 第 73 次 2021 年 6 月 7 日 333 

75/420. 认可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的任命 120(k) 第 78 次 2021 年 6 月 11 日 333 

75/421. 选举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 118(a) 第 78 次 2021 年 6 月 11 日 334 

75/422. 选举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各主要委员会主席 5 第 78 次 2021 年 6 月 11 日 334 

75/504. 通过议程和分配议程项目     

 决定 B 7 第 49 次 2021 年 1 月 15 日 335 

   第 58 次 2021 年 3 月 25 日  

   第 59 次 2021 年 4 月 16 日  

   第 62 次 2021 年 4 月 28 日  

   第 73 次 2021 年 6 月 7 日  

   第 90 次 2021 年 7 月 7 日  

   第 93 次 2021 年 7 月 23 日  

   第 96 次 2021 年 7 月 29 日  

   第 97 次 2021 年 8 月 2 日  

   第 102 次 2021 年 9 月 9 日  

75/511. 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     

 决定 B 7 和 25 第 102 次 2021 年 9 月 9 日 337 

75/519. 裁军审议委员会     

 决定 B 105(b) 第 58 次 2021 年 3 月 25 日 337 

75/548. 振兴第二委员会工作     

 决定 B 126 第 96 次 2021 年 7 月 29 日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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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53. 推迟到以后审议的问题     

 决定 B 139 第 59 次 2021 年 4 月 16 日 360 

 决定 C 139 第 88 次 2021 年 6 月 30 日 364 

75/555. 拟订一项关于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的全

面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 
112 第 49 次 2021 年 1 月 15 日 338 

75/556.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决定 A 115 第 51 次 2021 年 1 月 28 日 338 

 决定 B 115 第 52 次 2021 年 1 月 29 日 338 

75/557. 2021 年联合国人口奖 9 第 55 次 2021 年 2 月 23 日 339 

75/558. 参加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正式全体会议 7 第 57 次 2021 年 3 月 19 日 339 

75/559. 大会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纪念会议 70 第 57 次 2021 年 3 月 19 日 339 

75/560. 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的大会 

纪念会议 
124 第 58 次 2021 年 3 月 25 日 340 

75/561. 与土著人民的非正式互动听询会 69 第 59 次 2021 年 4 月 16 日 340 

75/562. 反腐败问题大会特别会议 111 第 59 次 2021 年 4 月 16 日 340 

75/563. 参与 2021 年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 10 第 59 次 2021 年 4 月 16 日 341 

75/564. 大会 2018 年 12 月 5 日第 73/27 号决议所设的从国际安全角度

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 
98 第 62 次 2021 年 4 月 28 日 341 

75/565. 关于题为“中东局势”的议程项目 37 和题为“巴勒斯坦问

题”的议程项目 38 的辩论 
    

 决定 A 37 和 38 第 67 次 2021 年 5 月 20 日 342 

 决定 B 37 和 38 第 67 次 2021 年 5 月 20 日 342 

75/566. 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参加艾滋

病毒/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 
10 第 69 次 2021 年 5 月 24 日 342 

75/567. 秘书长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十二条第二项提出通知 117 第 78 次 2021 年 6 月 11 日 351 

75/568.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30 第 79 次 2021 年 6 月 11 日 351 

75/569.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他与安全

理事会有关事项 
127 第 84 次 2021 年 6 月 22 日 352 

75/570.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一份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政府间会议 

76(a) 第 84 次 2021 年 6 月 22 日 352 

75/571. 实现无酷刑贸易：审查可能制定的共同国际标准的可行性、

范围和规范 
72 第 90 次 2021 年 7 月 7 日 353 

75/572. 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 11(b) 第 77 次 

(续会) 

2021 年 7 月 8 日 353 

75/573. 第七十六届会议一般性辩论 7 第 91 次 2021 年 7 月 14 日 354 

75/574. 延长第五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政府间筹备委员会

的工作 
23 第 96 次 2021 年 7 月 29 日 354 

75/575. 无核武器区和蒙古第四次会议 103 第 96 次 2021 年 7 月 29 日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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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76. 纪念和宣传禁止核试验国际日高级别会议 103 第 101 次 2021 年 9 月 8 日 355 

75/577. 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的闭幕日期 7 第 102 次 2021 年 9 月 9 日 355 

75/578. 2022 年联合国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即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议 
19 和 76(a) 第 102 次 2021 年 9 月 9 日 355 

75/579. 空间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因素 29 第 102 次 2021 年 9 月 9 日 356 

75/580. 加强调解在和平解决争端、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 34(b) 第 102 次 2021 年 9 月 9 日 357 

75/581. 科摩罗马约特岛问题 41 第 102 次 2021 年 9 月 9 日 357 

75/582. 乌克兰暂时被占领土局势 65 第 102 次 2021 年 9 月 9 日 357 

75/583. 请求国际法院就 1965 年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裂的法律 

后果提供咨询意见 
91 第 102 次 2021 年 9 月 9 日 357 

75/584. 使用多种语文 129 第 102 次 2021 年 9 月 9 日 357 

75/585. 执行联合国决议 125 第 102 次 2021 年 9 月 9 日 358 

75/586. 联合国同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的合作 130(r) 第 102 次 2021 年 9 月 9 日 358 

75/587. 联合国东帝汶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160 第 102 次 2021 年 9 月 9 日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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