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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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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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载有大会 2023 年 12月 23日至 2024年 9月 10 日期间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大会 2023 年 9月 5 日

至 12 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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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59 号决议 

 

2024 年 1 月 9 日第 52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34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古巴(代表属于 77 国集

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 
 

 

78/259. 南方科学、技术和创新国际日 

 大会， 

 回顾其关于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 2023 年 12 月 19 日第 78/160 号决议及其

以往关于这一议题的各项决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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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在各区域和机构建立协同增效、开发专门知识和增加资源的重要性，在这方面表示

注意到 2023 年 9 月 15 日至 16 日在哈瓦那举行的 77 国集团和中国科学、技术和创新峰会以及

《关于当前发展面临的挑战：科学、技术和创新的作用的哈瓦那宣言》2 作为为促进这一领域

合作所作出的努力， 

 强调指出科学、技术和创新对于支持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以及加快全面落实《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3 和《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4 以及 2023 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政治宣言5 的重要作用，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产生新的科学和技术知识的条件、可能性和能

力方面存在差距， 

 认识到与发展中国家开展科学、技术、创新合作与协作、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外国直接投

资、与发展中国家并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贸易以及提供国际支持，对于提高发展中国家从技

术进步中受益以及产生、培育、获取、理解、选择、改造、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知识的能力

至关重要， 

 强调需要鼓励促进南北合作项目和方案，使发展中国家有更多更好的机会获得用于实施科

学和技术举措的资源，并通过加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继续努力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和技

术，同时回顾南南合作不能取代南北合作而只能作为南北合作的补充， 

_______________ 

1 第 58/200、59/220、60/205、61/207、62/201、64/212、66/211、68/220、70/213、72/228、74/229和 76/213号决议。 

2 A/78/393，附件。 

3 第 70/1号决议。 

4 第 69/313号决议，附件。 

5 大会主持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政治宣言(第 78/1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zh/A/78/L.34
https://undocs.org/ch/A/RES/7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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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00
https://undocs.org/ch/A/RES/59/220
https://undocs.org/ch/A/RES/60/205
https://undocs.org/ch/A/RES/61/207
https://undocs.org/ch/A/RES/62/201
https://undocs.org/ch/A/RES/64/212
https://undocs.org/ch/A/RES/66/211
https://undocs.org/ch/A/RES/68/220
https://undocs.org/ch/A/RES/70/213
https://undocs.org/ch/A/RES/72/228
https://undocs.org/ch/A/RES/74/229
https://undocs.org/ch/A/RES/76/213
https://undocs.org/ch/A/78/393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RES/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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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库投入运作，邀请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向技术库信托基金提供

自愿资金，使其能够实现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为最不发达国家服务的目标， 

 促请国际社会为科学和技术发展营造开放、公平、包容、非歧视的环境，支持南方国家努

力发展和加强本国的科学、技术和创新体系， 

 1. 决定宣布 9 月 16 日为南方科学、技术和创新国际日，并在每年举办纪念活动； 

 2. 邀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专门机构成员和大会观察员以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其他国

际和区域组织、学术界、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以适当方式纪念南方科

学、技术和创新国际日，并提出举措，包括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合作项目，以促进发展中

国家在这些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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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私营部门的自

愿捐款支付； 

 4. 请秘书长提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各专门机构成员和大会观察员以及联合国系统各组

织、学术界、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注意本决议以便适当遵守。 

 

 

第 78/260 号决议 

 

2024 年 2 月 26 日第 57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42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尔及利亚、安道

尔、安提瓜和巴布达、亚美尼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不丹、多民族玻利维亚

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

亚、塞浦路斯、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几内亚比绍、洪都

拉斯、匈牙利、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约旦、哈萨克斯坦、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拉脱

维亚、莱索托、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摩纳哥、黑山、摩洛

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王国、新西兰、尼加拉瓜、北马其顿、挪威、巴基斯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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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

加尔、新加坡、斯里兰卡、苏里南、塔吉克斯坦、泰国、多哥、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克兰、美利

坚合众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赞比亚 
 

 

78/260. 2027年：可持续和具有复原力的旅游业国际年 

 大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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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基本安排之前不应宣布国际年的第 13 和 14 段， 

 回顾其各项相关决议，特别是 2015 年 12 月 22 日关于宣布 2017 年为可持续旅游业促进发

展国际年的第70/193号决议、2019年12月19日关于中亚可持续旅游业和可持续发展的第74/214

号决议、2020年 12月 21日关于全球旅游业道德守则的第 75/223号决议、2022 年 12 月 14 日关

https://undocs.org/zh/A/78/L.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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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93
https://undocs.org/ch/A/RES/74/214
https://undocs.org/ch/A/RES/74/214
https://undocs.org/ch/A/RES/7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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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为消除贫困和保护环境促进包括生态旅游在内的可持续、有复原力的旅游业的第 77/178 号决

议、2023 年 12 月 19 日关于中美洲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可持续和有复原力的旅游业和可持续发展

的第 78/145号决议以及其他相关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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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包括生态旅游在内的可持续旅游业是一项贯穿各领域的活动，可以对可持续发展的

三个方面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包括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创造充分的生

产性就业和使人人获得体面工作，加快向更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转变以及促进可持续利用

海洋和海洋资源，促进地方文化，改善生活质量和增强妇女、年轻人、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

经济权能，促进实现农村发展以及推动包括小户农民和农户在内的农村人口在生活条件方面得

到改善， 

 强调可持续和具有复原力的旅游业可通过各种活动和提高对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认识，直

接促进养护环境脆弱的自然区和生境，并强调指出迫切需要处理全球生物多样性空前下降的问

题， 

 欢迎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努力在世界各地促进生态旅游和可持续旅游业， 

 认识到国际旅游业，特别是指定可持续和具有复原力的旅游业国际年的重要性，这有助于

提高各地民众的认识，增进对各种文明丰富遗产的了解，更好地欣赏不同文化的内在价值，从

而推动加强世界和平， 

 又认识到旅游业中的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旨在通过改善整个旅游业价值链的资源利用并减少

生态系统退化和污染，增加经济活动的净福利收益，并认识到价值链上从旅游服务提供方到邻

近社区到游客这一系列参与运作的行为体采取系统做法和开展合作可确保旅游部门的可持续

性， 

 1. 决定宣布 2027 年为可持续和具有复原力的旅游业国际年； 

 2. 邀请世界旅游组织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0/67 号决议附件所载规定，与各国

政府、联合国系统相关组织、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协作，为国际年的组织

和落实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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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 

 4. 鼓励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和所有其他行为体在可持续和具有复原力的旅游业，包括生

态旅游举措框架内采取有效措施，在所有各级和所有领域决策进程中推动妇女的平等参与以及

青年、老年人、残疾人、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均衡参与，并主要通过创造体面工作机会和收

入，促进有效增强经济权能； 

 5. 鼓励各国、联合国系统和所有其他行为体利用国际年，通过国际合作等途径推动在各

级采取行动，并支持可持续和具有复原力的旅游业，以此促进和加快可持续发展； 

https://undocs.org/ch/A/RES/77/178
https://undocs.org/ch/A/RES/78/145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E/RES/19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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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邀请世界旅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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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会第八十三届会议通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详细说明对国际年的评价。 

 

 

第 78/261 号决议 

 

2024 年 2 月 26 日第 57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39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安道尔、奥地利、比

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保加利亚、佛得角、柬埔寨、智利、中国、克罗地亚、塞浦路斯、

捷克、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赤道几内亚、斯威士兰、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冰岛、爱尔

兰、意大利、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莱索托、卢森堡、马拉维、马尔代夫、马耳他、摩纳

哥、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荷兰王国、北马其顿、波兰、葡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圣马力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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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斯坦、多哥、土耳其、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越南、赞比亚 
 

 

78/261. 题为“第二次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社会问题世界
峰会” 

 大会， 

 回顾 1995 年 3 月 6 日至 12 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 2000年 6月

26 日至 7 月 1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题为“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及其后的发展：在全球化世

界实现惠及所有人的社会发展”的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 

 重申《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言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6 大会第二

十四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进一步倡议7 和社会发展问题全球持续对话共同构

成在国家和国际两级促进惠及所有人的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 

 又重申其以往关于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成果执行情况的

所有决议，包括 2023 年 12 月 19 日第 78/174号决议， 

 欢迎通过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协调行动，在充分执行《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方

面取得的进展，表示深为关切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召开 25 年多以来，进展缓慢且不均

衡，重大差距依然存在，并认识到社会发展的三个核心主题，即消除贫困、充分的生产性就业

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以及社会融合彼此关联且相辅相成，因此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同时谋求实

现所有这三项目标的环境， 

 回顾大会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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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作出不懈努力，使这一议程到 2030 年得到全面执行，以期不让任何一

_______________ 

6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1995 年 3 月 6 日至 12 日，哥本哈根》(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96.IV.8)，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和二。 

7 S-24/2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E/RES/1980/67
https://undocs.org/zh/A/78/L.39
https://undocs.org/ch/A/RES/78/174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S-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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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掉队，首先帮助落在最后面者，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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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顾其题为“落实秘书长题为‘我们的共同议程’8 的报告”的 2021 年 11 月 15 日第

76/6号决议，注意到该报告所载由会员国讨论和商定在 2025年召开一次社会问题世界峰会的提

议，包括峰会方式、名称、目标、范围和可能的成果，并强调可能举行的峰会的成果应采取社

会发展办法，其中包括必须将人置于发展的中心，并承诺将消除贫困、充分就业和社会融合作

为压倒一切的发展目标、并为执行《2030 年议程》提供动力， 

 还回顾去年 9 月在大会主持下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通过的《政治宣言》，9 各

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会上商定，期待拟于 2025 年举行的社会问题世界峰会，具体方式尚待大

会讨论并商定，并强调峰会的可能成果应包含社会发展办法，并为执行《2030年议程》提供动

力， 

 1. 决定在 2025 年召开题为“第二次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社会问题世界峰

会”，以解决差距，重新致力于《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及其执行工作，并

为执行《2030 年议程》提供动力； 

 2. 请大会主席按照大会规则，任命两名共同召集人，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一名来自发

达国家，负责推动首脑会议之前的政府间筹备进程，包括首脑会议的方式和成果，成果应为以

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简短政治宣言，并应采取社会发展办法，为执行《2030 年议程》提供动

力； 

 3. 又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向首脑会议政府间筹备进程提供适当支持。 

 

 

第 78/262 号决议 

 

2024 年 2 月 26 日第 57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38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古巴(代表属于 77 国

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 
 

 

78/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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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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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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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2 月 20 日题为“非洲发

_______________ 

8 A/75/982。 

9 第 78/1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76/6
https://undocs.org/zh/A/78/L.38
https://undocs.org/ch/A/RES/57/2
https://undocs.org/ch/A/RES/57/7
https://undocs.org/ch/A/75/982
https://undocs.org/ch/A/RES/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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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伙伴关系：执行进展情况和国际支持”的第 77/270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23年 6月

7 日关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的第 202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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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一议程到 2030 年得到全面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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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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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支持和补充后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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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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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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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回顾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存在巨大挑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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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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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

过了该战略的第一个十年执行计划(2014-2023年)，其中概述了十年期间将快速推进的主要旗舰

项目和方案；认识到对全面落实 2008 年 9 月 22 日通过的关于非洲发展需要的政治宣言10 的承

诺， 

 重申《巴黎协定》，11 鼓励所有缔约方充分执行该协定，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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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缔约方酌情尽早交存， 

 敦促尚未通报新的国家自主贡献或尚未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的缔约方，在作为《巴黎协定》

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议之前尽快通报或更新， 

 关切地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需求，特别是气候变化影响日益严重和债务增加带来的

需求，与为它们努力履行国家自主贡献义务而提供和调动的支持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重点指

出，2030 年之前这段时期的需求目前估计在 5.8 万亿至 5.9 万亿美元之间， 

 表示注意到《非洲海洋与气候行动莫罗尼宣言》，13 着重指出非洲国家的共同目标是利用

自身海洋资源潜力，加强可持续管理这些资源的能力，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复原力， 

_______________ 

10 第 63/1号决议。 

11 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附件。 

1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13 可参阅www.uneca.org/eca-events/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documents/sro-ea/blue-future-conference-2023/Declaration%20

English.pdf。 

https://undocs.org/ch/A/RES/77/270
https://undocs.org/ch/E/RES/2023/13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RES/63/1
https://undocs.org/ch/FCCC/CP/2015/10/Add.1
http://www.uneca.org/eca-events/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documents/sro-ea/blue-future-conference-2023/Declaration%20English.pdf
http://www.uneca.org/eca-events/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documents/sro-ea/blue-future-conference-2023/Declaration%20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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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 2022年 5月 9日至 20日在科特迪瓦阿比让举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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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回顾沙特阿拉伯政

府和蒙古政府分别主动提出于 2024 年和 2026 年主办缔约方会议第十六届和第十七届会议， 

 欢迎《多哈政治宣言》，14 重申《支援最不发达国家多哈行动纲领》，15 这是最不发达国家

与其发展伙伴，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之间持续而又强化的新一代承诺，意识到许多

最不发达国家是在非洲， 

 重点指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巴黎协定》、《新城市

议程》、16 《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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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行和落实有着协同增效作用， 

 欢迎在大会主持下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和 19 日在纽约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通过的政治宣言，18 敦促及时采取行动，确保该宣言得以充分执行， 

 非常关切地注意到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继续对非洲国家造成多层面后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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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造成社会

影响，包括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因而给非洲国家落实《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议

程》带来更多挑战，确认非洲国家在抗击冠状病毒病疫情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以期拯救生命

和实现可持续、包容和弹性复苏， 

 回顾大会 2023 年 12 月 19 日关于“推动国际合作打击非法资金流动和加强资产返还的良

好做法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第 78/140号决议， 

 着重指出需要推动构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在各级建立有效、

透明、负责任、包容的机构，重申善治、法治、人权、基本自由、诉诸公平司法系统的平等机

会以及为打击腐败和遏制非法资金流动采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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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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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议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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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秘书长将提交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的

关于审查对非洲发展所作承诺履行情况的第六次两年期报告， 

_______________ 

14  《第五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报告，2022 年 3 月 17 日纽约和 2023 年 3 月 5 日至 9 日多哈》

(A/CONF.219/2023/3)，第一章，决议 2。 

15 第 76/258号决议，附件。 

16 第 71/256号决议，附件。 

17 第 69/283号决议，附件二。 

18 第 78/1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78/140
https://undocs.org/ch/A/RES/71/254
https://undocs.org/ch/A/RES/66/293
https://undocs.org/ch/A/CONF.219/2023/3
https://undocs.org/ch/A/RES/76/258
https://undocs.org/ch/A/RES/71/256
https://undocs.org/ch/A/RES/69/283
https://undocs.org/ch/A/RES/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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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在 2023 年主题为“市场与规模：通过非洲内部贸易实现工

业化”的非洲对话系列期间与非洲联盟委员会以及其他联合国系统组织和非洲组织密切合作组

办高级别活动， 

 强调经济发展，包括包容型工业发展，并强调旨在提高非洲生产能力的政策，同时铭记非

洲国家对自身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负有首要责任，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的作用无论怎么强

调都不为过，回顾 2019 年通过的“非洲联盟中小企业/工业战略”及其实施框架， 

 欢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持续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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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冠状病毒病疫情的影响加剧了数字鸿沟造成的不平等，特别是在非洲国家，因为受

影响最严重的最贫困和最脆弱者也是在获取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落在最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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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影响，并严重扰乱社会和经济，对生活和生计造成破坏性影响，最贫困和最脆弱者受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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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要制定和实施可持

续和包容各方的复苏战略，以加快全面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展，并帮助降低未

来发生冲击、危机和大流行病的风险，增强相关抵御能力，包括为此加强卫生系统和实现全民

健康覆盖，认识到让所有人公平及时地获得安全、优质、有效和负担得起的冠状病毒病疫苗、

治疗和诊断是全球在同心同德、团结一致、重振多边合作和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这一原则的基

础上作出应对的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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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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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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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欢迎由乌干达政府主办于 2024年 1月 21日和 22日在坎帕拉召开第三次南方首脑会议，并

表示注意到会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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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伙伴关系规划和协调局改为非洲联盟发展

署，21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题为“解决非洲发展的矛盾：筹资、能源和粮食体系”的报告；22  

_______________ 

19 第 73/195号决议，附件。 

20 第 73/291号决议，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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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第十一届特别会议通

过的 Ext/Assembly/AU/Dec.1(XI)号决定。 

22 A/78/309。 

https://undocs.org/ch/A/RES/73/195
https://undocs.org/ch/A/RES/73/291
https://undocs.org/ch/A/7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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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又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审查对非洲发展所作承诺履行情况的两年期报告23 以及大会

主席为讨论报告所载主要结论和建议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组织的多利益攸关方互动对话； 

 3. 确认非洲联盟发展署-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努力，在这方面重申该署的国家元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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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署的合作，特别指出必须协

调一致地执行《2063 年议程》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4 同时承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以克服执行工作中的挑战； 

 4. 强调联合国发展系统有必要与非洲联盟和非洲各个区域经济共同体进一步合作，根据

《2030 年议程》和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关注可能需要联合国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提供财政

和技术援助的非洲发展优先事项以及旗舰方案，联合国各机构有必要根据各自任务，加强与非

洲联盟发展署-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之间的关系； 

 5. 欢迎非洲国家为深化民主、人权、善治和健全的经济管理，在履行承诺、实施非洲发

展新伙伴关系25 方面取得进展，鼓励非洲国家在民间社会、学术界和私营部门等利益攸关方的

参与下继续努力落实《2030 年议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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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确认可持

续、有韧性的城市化和优质、可靠、可持续和有韧性的基础设施及可持续城市化投资的重要

性，鼓励非洲国家继续分享最佳做法，以期加强区域和大陆一体化，并在这方面确认非洲的发

展伙伴需要协调一致地努力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 

 7. 鼓励努力改善非洲的商业和投资环境，努力吸引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所有来源的投

资，特别是对优质、可靠、可持续和有韧性的基础设施的投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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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实施符合国情的普惠社会保障制度和措施，包括社会保障最低标准，还必须实现对贫困者和

弱势群体的实质性全面覆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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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粮食体系，加快

在非洲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目标以及实现适足食物权，回顾 2021 年召开了联合国粮食体系峰

会，2023年 7月 24日至 26日由意大利政府主办在罗马召开了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2盘点时刻

会议，请秘书长加强与非洲联盟和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合作，促进非洲大陆的粮食安全、营养和

复原力； 

 10. 促请国际社会继续支持《非洲农业发展综合方案》的执行工作，该方案为投资方案的

规划和执行提供指导，呼吁迅速执行《非洲农业发展综合方案》及其成果框架；在此方面，欢

迎非洲开发银行设立 15 亿美元的非洲紧急粮食生产计划融资机制，进一步促请发展伙伴履行

_______________ 

23 A/77/908。 

24 第 70/1号决议。 

25 A/57/304，附件。 

https://undocs.org/ch/A/77/908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57/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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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3 年 1 月举行的“为非洲提供粮食：粮食主权和复原力”达喀尔+2 峰会上作出的 300 亿

美元认捐，以支持非洲提高农业生产力，感谢发展伙伴通过提供平行融资给予支持； 

 11. 又促请国际社会支持马拉博之后各个磋商和进程，以期在 2025 年制定新的非洲农业

发展综合方案框架； 

 12. 仍深为关切世界不同区域，包括非洲，一再出现粮食不安全和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情

形，对健康和营养持续产生不利影响，而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全球金融和商品市场的波动以

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形，在这方面着重指出，迫切需要在各级共同努力，

根据国家和区域应对计划采取行动，充分利用本地机制，包括地方、国家和区域储备，以协调

一致和有效的方式应对这一局面； 

 13. 欢迎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决定将“加速实现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定为

2023 年的主题，以促进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落实，造福非洲人民； 

 14. 呼吁采取有效措施和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以加强国家卫生系统，确保能够获得安全

饮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防止、防范和抗击埃博拉病毒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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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为依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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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消除疾病，同时肯定“同一健康”方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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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回顾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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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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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非洲减少疟疾阿布贾宣言》27 以及 2023 年 10 月 5 日第 78/3、78/4 和 78/5

号决议所载的大会关于大流行病预防、防备和应对、关于全面健康覆盖和关于防治结核病问题

的高级别会议政治宣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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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的行动方面的努力； 

 16. 注意到冠状病毒病对非洲大陆来之不易的发展和经济成果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欢迎

非洲各国领导人继续努力减轻这场疫情对各自国家和公民的风险和影响；表示最高度赞赏所有

相关伙伴和国际组织继续支持非洲大陆努力减轻冠状病毒病影响；指出需要提供更多支持，以

减少这场疫情对非洲大陆的影响，从中复苏，使该大陆能够实现《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

议程》，并支持实施《经修订的非洲大陆抗击 COVID-19 大流行共同战略》，使非洲药品管理局

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面运作并加强它们的能力，包括支持非洲生产冠状病毒病和其他病

毒病疫苗，在这方面呼吁全球团结一致，特别是在非洲促成全球公平、及时获得可负担的疫

苗、治疗、诊断和其他医疗产品，敦促会员国和国际社会支持非洲大陆开发和生产安全有效的

_______________ 

26 世界卫生组织，WHA58/2005/REC/1 号文件，第 58.3 号决议，附件。 

27 见 A/55/240/Add.1，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75/284
https://undocs.org/ch/A/RES/73/2
https://undocs.org/ch/A/RES/78/3
https://undocs.org/ch/A/RES/78/4
https://undocs.org/ch/A/RES/78/5
https://undocs.org/ch/A/RES/78/5
https://undocs.org/ch/A/55/240/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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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治疗、诊断和医疗产品，支持其他相关举措，包括非洲疫苗制造伙伴关系和非洲疫苗采

购信托基金等非洲举措，从而加速冠状病毒病疫后经济和社会发展； 

 17. 鼓励非洲国家继续努力加强教育以及技术和职业培训，在这方面强调指出，必须为科

学、技术和创新创造有利环境，利用前沿技术，投资于数字化以加强连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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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欢迎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决定将教育定为非洲联盟 2024 年主题，请秘

书长围绕教育主题组织 2024 年非洲对话系列； 

 19. 鼓励非洲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和各自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工业化发展计划和政策，促

进包容、可持续经济增长； 

 20. 又鼓励非洲国家加快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提高数字技术的可及性，抓住数字经济带来

的发展机遇，以弥合数字鸿沟； 

 21. 确认非洲各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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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拟订第二个十年执行计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方面鼓励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向各个区域经济共同体提供必要支持以增强其能力； 

 22. 重申需要支持非洲国家加强国家统计机构和数据系统的能力，以确保获得高质量、及

时、可靠的分列数据； 

 23. 确认非洲是需对气候变化成因承担责任最少的区域之一，但却极易遭受气候变化的不

利影响，表示深为关切干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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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及其对消除贫困、饥荒和饥饿的不利影响，在这方面促请国际社会包括发达国家依照现有承

诺，特别是通过按相互商定条件，包括减让和优惠条件开发、自愿转让和利用技术以及建设能

力和提供充足且可预测的资源等方式，继续支持非洲满足适应气候变化的需要；重点指出《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28 《生物多样性公约》29 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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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包括其 2018-2030 年战略框架32 )相应各个缔约方应充分落实这些文书的商定成

果，敦促发达国家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充分履行承诺，紧急且直至 2025 年实现

每年联合筹资 1 000 亿美元的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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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切实开展减缓行动，落实履约透明度； 

_______________ 

28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通过，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 

29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 

30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阶段会议上通过，2022 年 12 月 7 日至 19 日，加拿大蒙特

利尔。 

3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954 卷，第 33480 号。 

32 ICCD/COP(13)/21/Add.1，第 7/COP.13 号决定，附件。 

https://undocs.org/ch/FCCC/CP/2015/10/Add.1
https://undocs.org/ch/ICCD/COP(13)/21/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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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重申深为关切国际和国内非法资金流动，包括贸易定价偏差、开假发票和其他非法做

法所得资金的流动日益增多，强调非法资金流动减少了本可用于发展筹资等方面的宝贵资源，

在此方面欢迎大会第三十二届特别会议通过的题为“我们共同承诺有效应对挑战，采取措施预

防和打击腐败，加强国际合作”的政治宣言，33 再次承诺到 2030 年大幅减少非法资金流动，

以期最终消除非法资金流动，包括为此根据《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

议程》34 加强国家体制和政策框架以及国际合作，打击逃税、避税、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确认

需要强化资产返还和追索方面的良好做法； 

 25. 注意到国际金融问责、透明和廉洁以利实现 2030 年议程高级别小组的报告，35 确认

扩大国际税务合作的重要性，欢迎 2022年 12月 30日第 77/244号决议的通过，表示注意到 2023

年 12 月 22 日第 78/230号决议的通过，又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在联合国促进包容和有效的国

际税务合作的报告；36  

 26. 注意到非洲国家在 2023 年 10 月 12 日举行的关于加快为非洲崛起融资的高级别部长

级会议上通过的《马拉喀什宣言》，此次会议是在摩洛哥举行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

会期间举行，该宣言中呼吁建立一个公平和有利于非洲发展的全球金融架构； 

 27. 确认在此方面迫切需要实施大胆而雄心勃勃的改革，建立稳定、可持续和包容的国际

金融架构，重申国际金融架构，包括其业务模式和融资能力，必须更加符合目的、更为公平、

更能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需求，以扩大和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决策、规范制定和全球

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和参与度； 

 28. 敦促多边开发银行在各自任务范围内推进行动，调动并提供更多资金以支持发展中国

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支持多边开发银行的改革努力，呼吁在这方面不断取得切实进展，包

括为此确保增加赠款和优惠融资，更好地利用各自的资本基础并考虑各多边开发银行董事会如

何增加资本，鼓励多边开发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开展对话； 

 29. 欢迎 2021 年 8 月 23 日一轮相当于 6 500 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分配，赞扬实现了认捐

1 000 亿美元用于转让特别提款权或等值捐款的目标，建议探索可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

中成员国需求的与特别提款权有关的更多自愿办法，呼吁通过多边开发银行等渠道，紧急向最

需要的国家自愿转让特别提款权，同时尊重相关法律框架，维护特别提款权的储备资产性质，

并将探讨今后如何分配特别提款权以惠及最需要的国家； 

 30. 欢迎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决定增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在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为撒哈拉以南非洲设立第 25 个主席席位； 

 31. 又欢迎非洲联盟在 2023 年 9 月 9 日和 10 日新德里峰会上成为二十国集团常任成员； 

_______________ 

33 S-32/1号决议，附件。 

34 第 69/313号决议，附件。 

35 A/75/810/Rev.1，附件。 

36 A/78/235。 

https://undocs.org/ch/A/RES/77/244
https://undocs.org/ch/A/RES/78/230
https://undocs.org/ch/A/RES/S-32/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75/810/Rev.1
https://undocs.org/ch/A/7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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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特别指出必须紧急提供执行手段(能力建设、气候融资、技术开发和转让)以便利公正

转型路径，必须就公正转型路径加强国际合作和支持，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这么做；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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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承诺

采取和加强健全的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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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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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欢迎非洲同行审议机制落实工作取得进展，尤其是 42 个非洲国家自愿遵守该机制、

24个国家已完成同行审议进程，欢迎这些审议所产生的国家行动纲领执行工作取得进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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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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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努力执行各自的国家行动纲领； 

 35. 注意到冠状病毒病疫情改变了非洲发展筹资格局，回顾以国家自主原则为重点的公共

政策以及国内资源的调动和有效利用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包括为此使公共财政流程

数字化，提高公共支出效益，加强税收，健全债务管理，增强私营金融部门促进发展的权能，

打击非法资金流动，提高财政和债务透明度以及利用全球和区域伙伴关系，促请非洲国家利用

尚未开发或利用率不足的资金来源，在短期内大幅增加财政空间，承诺支持实施综合国家筹资

框架，使筹资政策和战略与国家投资优先事项、法律框架以及灾害风险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持

一致，并符合《2030 年议程》、《仙台框架》和《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 

 36. 强调债务可持续性对奠定增长基础必不可少，着重指出债务可持续性、债务透明度和

债务有效管理对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十分重要，强调指出需要继续帮助发展中国

家，包括非洲国家避免积累不可持续的债务，考虑到全球经济环境以及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

债务可持续性风险带来的挑战，因此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对策，确认根据个案情况减免债务，

包括酌情取消债务，以及债务重组作为预防、管理和解决债务危机的工具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37. 鼓励非洲国家响应非洲经济委员会 2023 年 3 月 21 日第 2023/7 号决议的呼吁，加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上设立的可持续债务联盟，倡导建立

一个更可持续和包容的框架，以处理气候变化与债务之间的联系，并确定有助于建设复原力的

解决方案； 

 38. 促请非洲国家继续努力为鼓励创业、支持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妇女和青年拥有的中小

微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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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非洲发展伙伴推动本国私营部门在非洲投资，便利

按照相互商定的条件开发和向非洲国家转让技术； 

_______________ 

37 见 Ext/Assembly/AU/Dec.1(XI)号决定，第 1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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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注意到 2022 年 12 月 5 日和 6 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非洲初创企业会议上通过的《初创

企业发展阿尔及尔宣言》，其中呼吁加快非洲初创企业生态系统的发展； 

 40. 欢迎 2023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13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大

会第十八届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五届会议，敦促执行

其各项决定； 

 41. 又欢迎 2023年 9月 4日至 6日在内罗毕召开非洲气候峰会，表示注意到《非洲领导人

关于气候变化和行动呼吁的内罗毕宣言》，重申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执行手段的重要性； 

 42. 还欢迎 2021 年 10 月 11 日至 15 日在中国昆明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

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2022 年 12 月 7 日至 19 日由中国担任主席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生物多

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阶段会议，欣见会议成果，包括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敦促早日、包容和有效地落实这些成果，期待将于 2024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 日在哥伦比亚举行缔约方大会第十六次会议； 

 43. 欢迎 2023 年 3 月 22 日至 24 日召开联合国 2018-2028“水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

十年目标执行情况中期全面审查会议； 

 44. 指出外国直接投资是发展筹资的一个主要来源，通过促进创造体面就业机会和消除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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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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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为此提供出口信贷和其他借贷手段、风险担

保和业务拓展服务；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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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建立非洲大陆自

由贸易区协定》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生效，并欢迎目前正在努力全面实施该协定，包括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实际开始贸易活动，旨在将非洲内部贸易翻一番，以加强非洲的复原力，从冠状病

毒病疫情中复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46. 关切地注意到非洲在国际贸易量中所占份额过低，重申所有国家和相关多边机构需继

续努力加强对非洲国家贸易政策的一致性，确认必须努力使非洲国家充分融入多边贸易体系并

通过促贸援助等举措建设其竞争力，而且鉴于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以及冠状病毒病疫情带来的

深刻社会经济影响，必须提供援助以应对贸易自由化调整方面的挑战；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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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助于它们全面融入多边贸易体系，在这方面敦促从技术和法律上并且以透明方式便利正在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洲国家的加入进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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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48. 促请会员国保持粮食市场开放，以维持粮食和化肥国际贸易，着重指出必须应对现有

和新出现的全球挑战，包括为此促进农业贸易，并纠正和防止世界农产品市场中不符合世界贸

_______________ 

38 2012 年 7 月 25 日 WT/L/508/Add.1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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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组织规则的贸易限制和扭曲现象，例如过度储存粮食，期待世界贸易组织关于改革农业贸易

规则的谈判继续进行，以期在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上取得切实进展，长期克服这

些全球性挑战； 

 49. 关切地注意到脆弱且高度不确定的全球社会经济前景、持续存在的冠状病毒病疫情不

利影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冲突、当前多重危机以及粮食、能源和金融方面的更多压力，这

些都影响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及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 

 50. 鼓励各国政府、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促进投资于可持续、可

靠、现代、包容和公平能源系统的发展，包括酌情通过跨境电网连通加强能源系统，并考虑酌

情将分散化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纳入能源规划，认识到世界不同地区的能源转型将采取不同路

径； 

 51. 重申我们正以均衡、统筹兼顾的方式共同走在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上，包括为此本着全球团结一致的精神，为了今世后代的共同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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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非洲国家的需求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实现； 

 52. 欢迎非洲国家与其发展伙伴之间订立的各项重大举措，强调需要予以有效落实，在这

方面确认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可在非洲已确定的需求和优先事项基础上支持非洲的

发展努力，特别是在落实新伙伴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铭记南南合作是补充而不是替代

南北合作；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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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几个国家已履行或超额履行其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

0.7%的承诺，达到或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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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目标

作出更多切实努力； 

 54. 强调需要继续就官方发展援助计量办法现代化问题和“官方可持续发展支助总量”的

拟议计量办法进行公开、包容、透明的讨论，同时重申任何此类计量办法都不应削弱已经作出

的承诺；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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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工作以支持《2063年议程》及相关旗

舰项目和第二个十年执行计划，在这方面促请联合国系统继续将非洲的特殊需要纳入所有规范

和业务活动的主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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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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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会主席在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

续会期间组织并主持一次多利益攸关方互动对话，讨论秘书长关于审查对非洲发展所作承诺执

行情况的报告所载的主要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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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决定将题为“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到《2063 年议程》：非洲可持续发展执行进展情

况和国际支持”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供该届会议主要会期期间审议和作

出决定； 

 58. 请秘书长每年根据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及新伙伴关系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的

信息，向大会提交一份注重行动的综合报告，包括提供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信息，为该议程

项目下的讨论提供参考。 

 

 

第 78/263 号决议 

 

2024 年 2 月 26 日第 57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37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古巴(代表属于 77 国

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 
 

 

78/263. 在非洲通过可持续发展促进持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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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其 1998 年 12 月 7 日第 53/92 号决议和其后各年度决议，包括 2023 年 2 月 20 日第 77/271 号决

议，以及其关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40 的所有决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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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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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顾《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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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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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与和平与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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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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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必须采取综合办法保持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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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尊重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以及致力消除经济

_______________ 

39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45 号》(A/56/45)。 

40 A/57/304，附件。 

41 第 6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8/L.37
https://undocs.org/ch/A/RES/53/92
https://undocs.org/ch/A/RES/77/271
https://undocs.org/ch/A/RES/66/293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5
https://undocs.org/ch/S/RES/2558(2020)
https://undocs.org/ch/A/RES/75/201
https://undocs.org/ch/A/56/45
https://undocs.org/ch/A/57/304
https://undocs.org/ch/A/RES/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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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差距、腐败、结构性不平等和边界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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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跨国和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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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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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重申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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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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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可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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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有能力消除非洲冲突的根源，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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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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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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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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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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欢迎 2022年 6月举行主题为“处于级联风险和气候脆弱性时代的非洲：建设一个和平、

有适应能力和可持续的大陆的途径”的第三届阿斯旺可持续和平与发展论坛，会上呼吁采取综

合的、符合实际情况的应对措施和大胆的行动议程，并强调必须加快落实全球气候承诺和允

诺，以及扩大对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持，因为非洲仍然是最容易受到其破坏性后果影响

的大陆之一，尽管非洲对造成气候危机的责任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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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打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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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促进非洲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42  

 2. 回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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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顾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及其第一个十年执行计划(2014-2023)获得通过，该

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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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会一致通过关于建设和平筹资的 2022 年 9 月 8 日第 76/305 号决议，敦促所有

相关利益攸关方确保该决议付诸实施，以期确保为建设和平，包括非洲的建设和平，提供适

足、可预测和持续的资金，在这方面注意到自愿捐款的数额不足以满足对建设和平基金日益增

加的支助需求，申明可通过大会确定的方式，利用包括摊款在内的其他资金来源为建设和平基

金筹措资金，以此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手段，并强调摊款不是要取代自愿捐款和创新筹

资，在这方面欢迎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通过第 78/257号决议； 

_______________ 

42 A/78/234-S/2023/553。 

https://undocs.org/ch/A/RES/7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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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又欢迎非洲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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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组织发挥的重要作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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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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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特别指出必须采取全面和综合办法应对非洲大陆面临的和平与安全挑战，并请秘书长

继续促进联合国各实体之间的协调，以支持对非洲的和平与发展挑战采取全面对策； 

 9. 敦促继续支持采取措施，应对在非洲消除贫困和饥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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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着重指出必须加强发展伙伴和多边体系的支持，以建立和加强复原力、国家机构和有

效的治理制度，特别是在受冲突影响和冲突后国家，包括为此增加财政援助、技术专门知识和

能力建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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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认识到气候变化、生态变化和自然灾害对非洲会员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产生的不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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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这方面欢迎 2022 年 11

月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取得的成

果、埃及作为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主席国和非洲联盟发起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促进保

持和平倡议”，以及 2023 年 12 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 

 13. 欢迎于 2023年 9月 4日至 6日在内罗毕召开非洲气候峰会，表示注意到《非洲领导人

关于气候变化和行动呼吁的内罗毕宣言》，并重申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执行手段的重要性； 

 14. 又欢迎 2021 年 10 月 11 日至 15 日在中国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

五次会议第一期会议和 2022年 12月 7日至 19日由中国担任主席国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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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期会议及其成果，包括《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敦促以包容方式及早、有效落实这些成果，并期待将于 2024 年 10 月 21日至 11 月 1日在

哥伦比亚举行的缔约方大会第十六次会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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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欢迎在改进分类移民数据的收集和使用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建立了移民数据及知识

中心和观察站，如非洲移民观察站，以及促进移民数据双边和区域交流和举措；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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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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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回顾其 2023年 12月 22日第 78/244号决议，其中核可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报告，44 该

报告请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探讨是否有可能制订促进青年并确保将其纳入《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45 和《2063 年议程》执行战略的交付成果和活动，特别指出应通过确保平等获得教

育、保健、就业、参与决策进程和满足其他发展需要，解决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特别侧重于妇

女和青年，重点指出需要加强国家机构和治理系统，包括为此提供能力建设举措、技术援助和

财政支助，在这方面还回顾其 2023年 12月 22日第 78/252号决议，并请秘书长在下一个拟议方

案预算中提出一项提议，以便在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的协调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设立非

洲青年研究金，以加强政策分析、设计和监测方面的机构能力； 

 20. 表示关切失业、就业不足和缺乏体面工作等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可能成为冲突的关键

诱因，包括加剧不平等、服务的提供不佳和复原力减弱，这些对和平、稳定和发展构成威胁，

特别是在冲突后和受冲突影响国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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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其预

防恐怖主义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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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43 第 73/195号决议，附件。 

44 《大会正式记录，第 78 届会议，补编第 16 号》(A/78/16)。 

45 第 70/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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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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2022 年 5 月 28 日在赤道几内亚举行的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第十六届特

别会议，并表示注意到其结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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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和预防和打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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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吉布

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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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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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回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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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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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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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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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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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欢迎设在阿尔及利亚的非洲联盟

警察合作机制(非洲警察合作组织)在打击非洲有组织犯罪方面发挥的作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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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表示关切几内亚湾的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对该区域和整个非洲大陆的安全和经济

活动构成的威胁，在这方面欢迎安全理事会通过关于几内亚湾海事安全的 2022 年 5 月 31 日第

2634(2022)号决议，赞扬几内亚湾区域各国和区域机构，包括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

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几内亚湾委员会，为处理和防止海盗行为作出集体努力，包括稳步减少该区

域海盗和武装抢劫、海上武装抢劫和其他海上犯罪的发生率，呼吁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以消

除对几内亚湾海上安全和安保的这些威胁； 

 29. 特别指出区域文书在解决非洲大陆海上不安全问题方面的关键作用，并指出雅温得方

案十周年纪念提供了机会，以弥补执行方面的差距，使其更能满足需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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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重申非洲联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在维护国际和区域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重要性，特别

指出必须加强有效执行各自任务的业务能力和机构能力，强调需要确保为非洲联盟领导的和平

支助行动提供充足、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资金，并在这方面欢迎安全理事会通过关于非洲联盟领

导的和平支助行动框架的 2023 年 12 月 21 日第 2719(2023)号决议； 

 32. 欢迎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和 6 日在加纳阿克拉举行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长级会议，并

注意到这是首次在非洲大陆举行这一部长级会议，会议为与会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分享对创新

方法的见解，以使现代的维持和平行动更加有效，并更好地应对当今时代的安全挑战，其中包

括非洲一些地区和全球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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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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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ndocs.org/ch/S/RES/2634(2022)
https://undocs.org/ch/S/RES/2719(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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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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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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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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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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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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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执行任务，包

括在非洲执行任务；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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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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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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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请秘书长与非洲同行审议机制一道制定一项倡议，通

过政策创新和变革性技术加强非洲电子政务；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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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领导人致力于落实非洲政治、社会和经济一体化议程及实现泛非主义和非洲复兴

理想，并且努力实现非洲无冲突的目标，表示随时愿意发挥促进作用，促请各方尤其是联合国

相关实体，根据其各自任务规定加强与非洲联盟机构、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区域机制的协作，从

而协助实现这一目标； 

 39. 欢迎非洲联盟委员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非洲联盟于 2023 年 7 月 15 日在内罗毕举

行的第五次年中协调会议期间启动了非洲支持包容性过渡机制； 

 40. 促请联合国系统和会员国、双边和多边伙伴迅速兑现承诺，为全面迅速地执行关于非

洲发展需求的政治宣言47 的各项规定以及落实《2030 年议程》和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提

_______________ 

47 第 63/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S/RES/2467(2019)
https://undocs.org/ch/S/RES/1325(2000)
https://undocs.org/ch/A/RES/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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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支持，同时认识到利用新的变革性技术推动非洲大陆的可持续发展和弥合有损非洲各国发展

努力的数字鸿沟的相关性； 

 41. 欢迎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在非洲联盟委员会总部举行第

六次联合国-非洲联盟年度会议，会议强调需要加强共同努力，推动有效执行妇女与和平与安

全议程和青年与和平与安全议程，消除贫困和饥饿，减少不平等，促进粮食和能源安全，改善

非洲公民的健康和福祉，回顾大会通过关于联合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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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2月 23日第 71/254号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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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议程》方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42. 决定将题为“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到《2063 年议程》：非洲可持续发展执行进展情

况和国际支持”的项目下题为“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分项列入

临时议程，供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主要会期审议并作出决定，请秘书长继续监测并至迟于2024

年 9 月向大会报告，此后每年报告促进非洲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持续存在和新出现的挑

战，包括冲突的根源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以及联合国系统采取的做法和给予的支持。 

 

 

第 78/264 号决议 

 

2024 年 3 月 15 日第 62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48 经记录表决，以 115 票赞成，零票反对，44 票弃权

通过， * 提案国为：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国、尼加拉瓜、巴基斯坦 (代表属于伊斯兰合作组织的联合国会

员国)、菲律宾、俄罗斯联邦、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津巴布韦 
 

* 赞成: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不丹、多民

族玻利维亚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文莱达鲁萨兰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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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科摩罗、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加蓬、

冈比亚、加纳、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洪都拉斯、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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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利比亚、

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蒙古、摩洛哥、莫桑比

克、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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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菲律宾、卡塔尔、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斯、萨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南非、斯里兰卡、苏丹、

苏里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

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越南、也门、津

巴布韦 

 反对:无 

 弃权:安道尔、阿根廷、亚美尼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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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黑山、荷兰王国、巴拉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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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苏丹、西班牙、瑞典、瑞士、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https://undocs.org/ch/A/RES/71/254
https://undocs.org/zh/A/78/L.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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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64. 打击伊斯兰恐惧症的措施 

 大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48 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49 促进和保护人人

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宗旨和原则，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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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并回顾《公约》第二十条第二款，其中规定，

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禁止之， 

 深为关切在处理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而公开及私下对他人实施暴力行为方面，既存在有些

情形下有罪不罚现象司空见惯的情况，也存在有些案件中缺乏问责的情况，强调必须作出必要

努力以提高认识，扼制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传播针对他人的仇恨言论， 

 回顾其 2022 年 3 月 15 日第 76/254 号决议，其中将 3 月 15 日定为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国际

日，并欢迎大会于 2023 年 3 月在联合国总部首次纪念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国际日， 

 又回顾其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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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981 年 11

月 25 日第 36/55 号决议、关于国际和平共处日的 2017 年 12 月 8 日第 72/130 号决议、决定将 8

月 22 日定为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暴力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的 2019 年 5 月 28 日第 73/296 号决

议、关于促进和平与宽容文化以保护宗教场所的 2021 年 1 月 21 日第 75/258 号决议，关于促进

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与容忍，打击仇恨言论的 2023 年 7 月 25 日第 77/318号决议和关于为了和

平而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了解与合作的 2023 年 12 月 18 日第 78/129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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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效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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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数字环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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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开展旨在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的活动，以增进和平和社会稳定、尊重多样性和相

互尊重，并在全球一级以及在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营造一种有利于和平与相互理解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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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宗教间对话的贡献，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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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48 第 217A (III)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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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见第 2200 A (XXI)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76/254
https://undocs.org/ch/A/RES/36/55
https://undocs.org/ch/A/RES/72/130
https://undocs.org/ch/A/RES/73/296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8
https://undocs.org/ch/A/RES/77/318
https://undocs.org/ch/A/RES/78/129
https://undocs.org/ch/A/RES/217(III)
https://undocs.org/ch/A/CONF.157/24(PartI)
https://undocs.org/ch/A/CONF.157/24(PartI)/Corr.1
https://undocs.org/ch/A/RES/2200(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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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谴责一切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宗教仇恨行为，不论其采用印刷、音像、

电子媒介还是任何其他手段； 

 2. 又谴责煽动对穆斯林的歧视、敌意或暴力，这表现为亵渎穆斯林圣书、袭击清真寺、

圣址和圣地的事件以及其他针对穆斯林的宗教不容忍、负面成见、仇恨和暴力日益增多； 

 3. 请秘书长任命一名联合国特使，打击伊斯兰恐惧症； 

 4. 促请会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立法和政策措施，打击针对穆斯林的宗教不容

忍、负面成见、仇恨、煽动暴力和暴力侵害行为，在法律上禁止因宗教或信仰煽动暴力和暴力

侵害他人的行为； 

 5.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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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同文明对

话、尊重和接受差异、宽容、尊重宗教和文化多样性、和平共存与共处、包容和尊重人权的益

处，并抵制传播构成煽动歧视、敌意和(或)暴力的仇恨言论； 

 6. 请秘书长编写并向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说明本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会

员国和联合国根据本决议为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伊斯兰恐惧症而采取的措施。 

 

 

第 78/265 号决议 

 

2024 年 3 月 21 日第 63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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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比利时、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佛得角、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

罗地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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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赤道几内

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海地、匈

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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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黎巴嫩、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拉维、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缅甸、尼泊尔、荷兰王国、新西兰、尼日利

亚、北马其顿、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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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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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南、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泰

国、多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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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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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赞比亚 
 

 

78/265. 抓住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机遇，促进
可持续发展 

 大会， 

 重申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并回顾《世界人权宣言》，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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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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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51 第 217 A (III)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8/L.49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217(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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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13 号决议和 2023 年 9 月 29 日大会第 78/1 号决议附件所载的、大会主持召开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通过的政治宣言， 

 回顾其 2023 年 7 月 25 日题为“快速技术变革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影响”

的第 77/320号决议、2023年 12 月 19日题为“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第 78/132号

决议、2023年 12月 19 日题为“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第 78/160号决议，2023

年 12 月 19 日题为“在数字技术背景下促进和保护人权”的第 78/213号决议、2022 年 12 月 15

日题为“数字时代隐私权”的第 77/211号决议、2015 年 12 月 16 日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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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高级别会议成果文件”的第 70/125 号决议，包括《日

内瓦原则宣言》、52 《日内瓦行动计划》、53 《突尼斯承诺》54 和《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55 

以及其 2020 年 9 月 21 日第 75/1号决议所载的《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 

 表示注意到，国际电信联盟与 40 个联合国机构合作，努力建立“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平

台，其中包括举办年度峰会和启动国际电信联盟人工智能资料库，以确定负责任和切合实际的

人工智能应用方式，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通过了其《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56 及其实施计划，包括“准备情况评估方法

和伦理影响评估”以及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全球论坛；人权理事会 2011 年 6 月 16 日第 17/4号决

议57 核可了《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58 联合国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人工智能方面开展工作， 

 又表示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题为“数字合作路线图”的报告，59 表示注意到为协调路线图

执行工作设立秘书长技术问题特使办公室、秘书长设立一个由多利益攸关方组成的人工智能问

题高级别咨询机构以及该机构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发表中期报告并期待收到其最后报告， 

 认识到，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就本决议而言，是指非军事领域的人

工智能系统，其生命周期包括前期设计、设计、开发、评价、测试、部署、使用、销售、采

购、运行和淘汰等阶段——必须以人为本、可靠、可解释、符合道德、具有包容性，充分尊

重、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国际法，保护隐私、面向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这些系统可以加速和推

动在实现所有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以及通过平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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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数字化转型；促进和平；克服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

的数字鸿沟；促进和保护人人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同时坚持以人为本， 

_______________ 

52 见 A/C.2/59/3，附件。 

53 同上。 

54 见 A/60/687。 

55 同上。 

56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2021 年 11 月 9 日至 24 日，巴黎》，第一卷，

《决议》，附件七。 

57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53 号》(A/66/53)，第三章，A 节。 

58 A/HRC/17/31，附件。 

59 A/74/82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RES/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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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RES/77/21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25
https://undocs.org/ch/A/RES/75/1
https://undocs.org/ch/A/HRC/RES/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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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60/687
https://undocs.org/ch/A/6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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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认识到，不当或恶意地设计、开发、部署和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例如在没有适当保障

措施或不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构成风险，而这些风险可能阻碍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不利于从经济、社会和环境这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

发展；扩大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数字鸿沟；强化结构性不平等和偏见；导致歧视；有损于信

息的完整性和获取信息的途径；削弱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保护、促进和享有，其中包括个人隐

私不受非法或任意干涉的权利；增加发生事故的潜在风险和来自恶意行为者的多重威胁， 

 还认识到，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开发、部署和使用迅速加快以及技术变革日新月异，这

对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潜在影响，因此强调指出迫切需要：就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

的人工智能系统达成全球共识；推动开展包容性国际合作，制定和使用有效、具有国际互操作

性的保障措施、做法和标准，以促进创新，防止对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治

理不成体系；认识到目前存在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方面的鸿沟，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技术发

展水平参差不齐，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跟上迅速加快的步伐方面面临独特挑战，这对可持续发

展造成障碍，认识到需要消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条件、可能性和能力方面的现有差

距，因此，又强调指出迫切需要加强能力建设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财政援助，以消除国

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数字鸿沟，支持发展中国家有效、公平、切实参与人工智能系统治理方面

的国际进程和论坛并拥有代表权， 

 又认识到，人工智能系统治理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领域，需要随着技术和我们对技术的

认识不断提高，继续讨论可能采取的适当治理办法，这些办法必须以国际法为基础，具有互操

作性、灵活性、适应性、包容性，能够满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需求和能力，并使所

有人受益， 

 1. 决心弥合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人工智能鸿沟和其他数字鸿沟； 

 2. 决心推广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以在全面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60 方面加快取得进展，进一步弥合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人工智能鸿沟和其他数字鸿

沟；强调指出需要为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制定标准，以促进而不是阻碍数字

化转型和公平获取这些系统所带来的惠益，从而实现所有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从经济、社

会和环境这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应对其他共同的全球挑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

挑战； 

 3. 鼓励会员国并邀请来自所有区域和国家的多利益攸关方，包括私营部门、国际和区域

组织、民间社会、媒体、学术界和研究机构、技术界及个人，在各自角色和职责范围内，制定

和支持与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有关的监管和治理办法和框架，在各级创造一

个有利的生态系统，包括促进创新、创业和按照共同商定条件传播知识与技术，同时认识到各

国政府和多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有效伙伴关系和合作对于制定此类办法和框架是必要的； 

_______________ 

60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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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促请会员国并邀请其他利益攸关方采取行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并向其提供援助，以

实现包容和公平地获得数字化转型以及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所带来的惠益，

包括为此： 

 (a) 扩大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数字化转型的参与，以利用安全、可靠和值得信

赖的人工智能系统所带来的惠益并有效参与其开发、部署和使用，包括为此开展与人工智能系

统有关的能力建设，同时认识到促进知识共享活动和按照共同商定条件转让技术是能力建设的

一个重要方面，并强调指出需要消除人工智能鸿沟和其他数字鸿沟，提高数字素养； 

 (b) 通过强化伙伴关系，增强数字基础设施的连通性和技术创新的获取，以帮助发展中国

家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有效参与，加快人工智能系统以包容方式对社会作出积极

贡献，包括促进全面实现《2030年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确保世界各地的人工智能

系统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都是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 

 (c) 增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应对主要的结构性障碍，消除在获得

新技术和新兴技术以及人工智能创新所带来惠益方面存在的障碍，以实现所有 17 项可持续发

展目标，包括以加强伙伴关系等方式扩大使用科学资源、可负担的技术、研究和开发； 

 (d) 力求提供更多资金，促进在数字技术和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方面开

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研究和创新，并在所有区域和国家开展能力建设，以促进这方面研

究并从中受益； 

 (e) 营造基于创新的国际环境，提高发展中国家发展技术专长和实力的能力，利用数据和

计算资源，制定国家一级监管和治理方法、框架和建立采购能力，并在各级建立包容有利的环

境，以提出基于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解决方案； 

 (f) 紧急动用各种执行手段，例如，按照共同商定条件进行技术转让，通过能力建设消除

人工智能鸿沟和其他数字鸿沟，以及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需求、政策和优先事项，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与人工智能系统有关的技术援助和融资； 

 (g) 促进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获取以及设计、开发、部署和使用，以

期从经济、社会和环境这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 

 5. 强调必须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尊重、保护和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促请

所有会员国并在适用情况下促请其他利益攸关方不要使用或停止使用无法按照国际人权法运作

的、或对享有人权构成过度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弱势的人而言，并重申

人们在线下享有的权利也必须在线上得到保护，包括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内；  

 6. 鼓励所有会员国酌情根据本国优先事项和具体情况以及在实施各自在国家一级的不同

监管和治理办法和框架时，并在适用情况下鼓励其他利益攸关方，以包容和公平的方式促进安

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造福所有人，并为这些系统营造有利环境，以应对世界

上最大的挑战，包括从经济、社会和环境这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具体考虑到发展中

国家以及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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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根据各自的国家一级政策和优先事项、相关的国家以下各级政策和优先事项以及国际

法规定的义务，促进制定和实施国内监管和治理办法和框架，以支持利用负责任和包容各方的

人工智能创新和投资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推广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 

 (b) 鼓励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创新，以便在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期间以及在部署和

使用之前，对脆弱性和风险采取具有国际互操作性的识别、分类、评估、测试、预防和缓解措

施； 

 (c) 鼓励纳入反馈机制，以使最终用户和第三方可在开发、测试和部署人工智能系统后，

以循证方式发现和报告技术漏洞，并根据情况发现和报告滥用人工智能系统的行为和人工智能

事件，以解决这些问题； 

 (d) 提高公众对人工智能系统的核心功能、能力、局限性和适当民用领域的认识和了解； 

 (e) 促进建立、实施和披露风险监测和管控机制、确保数据安全机制(包括个人数据保护

和隐私政策)以及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酌情开展的影响评估； 

 (f) 加大在制定和实施有效保障措施方面的投入，其中包括实体安全、人工智能系统安全

以及人工智能系统整个生命周期内的风险管控；  

 (g) 鼓励开发和部署有效、可获取、适应性强、具有国际互操作性的技术工具、标准或做

法，包括可靠的内容认证和来源识别机制——例如在技术上可行和适当的情况下使用水印或标

识，以使用户能够识别信息操纵行为，区分或确定真实数字内容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或经过处

理的数字内容——并提高对媒体和信息的认知度； 

 (h) 促进为人工智能系统的训练和测试制定和实施有效、具有国际互操作性的框架、做法

和标准，以加强决策，帮助保护个人免遭一切形式的歧视、偏见、滥用或其他伤害，并在人工

智能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避免强化或固化具有歧视或偏见的应用程序和结果，例如，为此分

析和减轻数据集中存在的偏见并以其他方式打击算法中的歧视和偏见，同时又不会无意或过度

地影响其他用户和受益方的正向发展、获取和使用； 

 (i) 在适当和相关的情况下，鼓励实施适当的保障措施，以尊重知识产权(包括受版权保

护的内容)，同时促进创新； 

 (j) 在测试和评估系统时维护隐私和保护个人数据，并遵守相关国际、国家和国家以下各

级法律框架中规定的透明度和报告要求，包括关于在人工智能系统整个生命周期内使用个人数

据方面的要求； 

 (k) 针对作出或协助作出影响最终用户的决定的人工智能系统，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促进

透明度、可预测性、可靠性和可理解度，其中包括提供通知和解释以及推动人类监督，例如，

通过审查自动化决定和相关流程，或在适当和相关情况下以人类决策替代，或为那些因人工智

能系统的自动化决策而受到不利影响的人提供有效补救措施和追责手段； 

 (l) 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加强对制定和实施有效保障措施、尤其是对风险

和影响评估的投资，以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使，并减轻对充分切实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

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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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推广可以促进、保护和保全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人工智能系统，在这些系统的训练数

据中以及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考虑到使用多种语言，特别在大语言模型方面； 

 (n) 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发挥作用的各个实体按照共同商定条件加强信息共

享，以确定、理解人工智能系统方面基于科学和证据的最佳做法、政策和方法，并将其用于采

取行动，以实现效益最大化，同时在人工智能系统(包括先进人工智能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内

减轻潜在风险； 

 (o) 鼓励开展研究和国际合作，以了解、平衡和应对与人工智能系统在弥合数字鸿沟和实

现所有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发挥作用有关的潜在惠益和风险，包括扩大开源人工智能

系统等数字解决方案所发挥的作用； 

 (p) 促请会员国采取具体措施，消除性别数字鸿沟，确保特别关注利用、可负担性、数字

素养、隐私和在线安全，加强数字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系统)的使用，并将残疾、性别和种族平

等视角纳入政策决定及其指导框架的主流； 

 (q) 鼓励开展研究和国际合作，以制定措施确定和评估人工智能系统的部署对劳动力市场

的影响；提供支持，减轻对劳动力，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产生

的潜在负面影响；促进旨在开办各种方案，以开展数字培训，建设能力，支持创新，让更多人

获得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惠益； 

 7. 又认识到数据是人工智能系统开发和运行的根本；强调公平、包容、负责和有效的数

据治理，数据生成、获取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数字公共产品的使用，对于利用安全、可靠

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潜力促进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并敦促会员国分享数据治理方面

的最佳做法，在数据治理方面促进国际合作、协作和援助，以在可行的情况下提高各种方法的

一致性和互操作性，从而推动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实现可以信赖的跨境数据

流动，使其开发更加包容、公平、有效和惠及所有人； 

 8. 确认必须继续讨论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发展动态，以使国际做法跟上人工智能系统及

其用途的演进步伐；并鼓励国际社会继续努力促进包容性研究、摸底和分析，以了解人工智能

系统和快速技术变革在现有技术、新技术和新兴技术的开发方面以及对加速实现所有 17 项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潜在影响和各种应用，使所有各方受益，并且为人工智能设计方、开发方、评

估方、部署方、用户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制定、促进和实施有效、具有国际互操作性的保障措

施、做法、标准和工具提供参考借鉴，以使人工智能系统做到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强调指

出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国际和区域组织、学术界和研究机构及技术界和所有其他

利益攸关方需要酌情继续共同努力；确认所有社群、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社群需要以更有凝聚

力、更有效、更协调和更包容的方式投入和参与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的包容

治理； 

 9. 鼓励私营部门遵守相关国际和国内法律，并按照《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行事；确认必须以更加包容公平的方式获得安全、可

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惠益；认识到需要加强合作，包括公共部门、私营部门、

民间社会、学术界和研究机构以及技术界之间和内部的合作，以在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

工智能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提供和促进公平、开放、包容和没有歧视的营商环境、经济和商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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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竞争性生态系统和市场；鼓励会员国制定政策和法规，以促进在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

人工智能系统和相关技术方面开展竞争，包括为此支持和推动为小企业、企业家和技术人才创

造新的机会，并通过关键投资、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关键投资，促进在人工智能市场上开展

公平竞争； 

 10. 促请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基金、方案、其他实体、机构和办事处以及相关组织在

各自任务和资源范围内，通过适当的机构间机制，继续评估和加强对策，以协作、协调和包容

的方式利用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机遇并应对这方面的挑战，其中包括就潜在影响和应用开展研

究、摸底和分析，使所有各方受益，报告在应对各种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挑战；与发

展中国家合作并协助它们进行能力建设，获取和分享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带

来的惠益，以实现所有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从经济、社会和环境这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

展；强调指出需要消除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人工智能鸿沟和其他数字鸿沟； 

 11. 回顾其题为“未来峰会的方式和范围”的 2022 年 9 月 8 日第 76/307号决议和 2023 年

9 月 1 日第 77/568 号决定，并在这方面期待制定一项全球数字契约； 

 12. 期待大会在 2025 年全面审查自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以来取得的进展； 

 13. 肯定联合国系统根据其任务规定，在根据国际法、特别是根据《联合国宪章》、《世界

人权宣言》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就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达成全球共

识方面作出独特贡献，其中包括推动包容各方的国际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审议中的融入、

参与和代表性。 

 

 

第 78/266 号决议 

 

2024 年 3 月 21 日第 63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47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富汗、阿尔及利

亚、亚美尼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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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中国、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塞浦路斯、吉布提、埃及、赤道几

内亚、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

色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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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索托、利比

里亚、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利亚、阿

曼、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卢旺达、

萨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新加坡、斯洛文尼亚、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

南、塔吉克斯坦、泰国、东帝汶、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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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津巴布韦 
 

 

78/266. 国际和平与信任年，2025 

 大会， 

 认识到联合国在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 

 重申《联合国宪章》及其宗旨和原则，特别是承诺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和决心欲免后世

再遭战祸， 

https://undocs.org/ch/A/RES/76/307
https://undocs.org/zh/A/78/L.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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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多边主义和外交办法可进一步推进联合国的三大支柱，即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安全及

人权，这三大支柱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同时遵守各自的任务规定和《宪章》， 

 回顾其 2019年 9月 12日第 73/338号决议，其中宣布 2021年为国际和平与信任年，并回顾

其 2022 年 7 月 28 日第 76/299号决议，其中注意到每五年宣布联合国国际和平与信任年，以集

中联合国及其会员国的各种努力，促进和平与信任的理想，并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展现它们对和

平与信任的承诺， 

 重申《联合国千年宣言》61 和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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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和平文化宣言》和《和平文化行动纲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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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确认联合国全系统和整个国际社会在国家和国际两级为防止冲突、和平解决争端、维持

和平、建设和平、调停、裁军、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的尊严和人权、社会包容、民主、法治、

善治和性别平等作出的一切努力对于形成一种和平文化具有巨大促进作用， 

 确认和平与信任的前提是接受差异，能够倾听、认可、尊重和欣赏他人，以及和平、团结

地相处， 

 认识到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根据各自任务规定在促进和维护和平方面发挥作用， 

 又认识到和平不仅是没有冲突，还需要一种积极、有力的参与进程，以藉此鼓励对话，本

着相互谅解与合作的精神解决冲突， 

 还认识到迫切需要通过多边主义和政治对话等途径推动和加强预防外交，而且联合国在这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强调指出预防外交对于支持联合国为维护和平而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其 2017年 12月 8日第 72/130号决议，其中宣布 5月 16日为“和平共处国际日”，以

此作为定期动员国际社会努力促进和平、宽容、包容、理解和团结的一种手段， 

 又回顾其 2021年 7月 21日第 75/309号决议，其中宣布 6月 18日为打击仇恨言论国际日，

作为一种纪念活动，每年动员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促进和平、宽容、包容、理解和团结， 

 强调妇女和青年在推进和平文化方面的作用以及儿童和老年人对此作出的贡献，特别强调

妇女积极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及促进和平文化活动的重要性，包括在冲突后局势中， 

 认识到必须通过推进平等、宽容、人类发展和促进人权，建立更加和平的社会，并在这方

面呼吁对教育进行投资，包括通过采取有效的政策和做法，以促进尊重、和解以及和平与非暴

力文化， 

_______________ 

61 第 55/2号决议。 

62 第 53/243 A 和 B 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3/338
https://undocs.org/ch/A/RES/76/299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72/130
https://undocs.org/ch/A/RES/75/309
https://undocs.org/ch/A/RES/55/2
https://undocs.org/ch/A/RES/5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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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世界各地的民间社会组织根据《和平文化宣言》和《和平文化行动纲领》的设想，在

推进和平文化方面继续开展更多的工作和活动， 

 强调联合国一些会员国宣布和奉行的中立政策在发展世界各国之间和平、信任、友好和互

利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在区域和全球层面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回顾其宣布中亚、63 南大西洋64 和印度洋65 为和平区的各项决议，强调这些和平区对维持

这些区域的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 

 确认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有能力消除非洲冲突的根源，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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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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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宣布 2025 年为国际和平与信任年； 

 2. 着重指出国际和平与信任年是一种手段，可鼓舞国际社会在政治对话、相互谅解与合

作基础上努力弘扬国家间和平与信任，以期构建可持续的和平、团结与和谐； 

 3. 重申有效执行《和平文化行动纲领》的目标是进一步加强促进和平文化的全球运动，

并促请有关各方继续关注这一目标； 

 4. 促请国际社会通过包容各方的对话和谈判解决冲突，确保加强各会员国彼此关系中的

和平与信任，以此作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安全及人权的一项价值观； 

 5. 邀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秘书处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考虑到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第 1980/67号决议附件所载规定，为落实国际年提供协助； 

 6. 鼓励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及其他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包括民间社

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和个人在内的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以适当方式举办国际和平与信任年纪

念活动，并通过教育和提高公众认识活动等方式宣传和平与信任的好处； 

 7. 赞赏地注意到土库曼斯坦提出由其于 2025 年 12 月主办国际和平与信任论坛，作为国

际年的最终纪念活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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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 

 9. 邀请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向国际年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捐款，并为开展国际年活动提供

其他形式的支持； 

_______________ 

63 第 76/299号决议。 

64 第 41/11号决议。 

65 第 2832(XXVI)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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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S/1980/67
https://undocs.org/ch/A/RES/76/299
https://undocs.org/ch/A/RES/41/11
https://undocs.org/ch/A/RES/2832(X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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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请秘书长提请所有会员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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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和个人在内的相关利益攸关方注意本决议，适当开展纪念活动。 

 

 

第 78/267 号决议 

 

2024 年 3 月 21 日第 63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45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尔巴尼亚、安道

尔、阿根廷、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白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柬埔寨、哥

伦比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格鲁吉亚、德

国、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匈牙利、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哈萨克斯坦、科

威特、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尔代夫、马耳他、摩纳哥、黑山、摩洛哥、缅甸、

荷兰王国、尼日利亚、北马其顿、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

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苏里南、突尼斯、乌克兰、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赞比亚 
 

 

78/267. 预防和打击一切形式跨国有组织犯罪国际日 

 大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 

 回顾大会以往相关决议，特别是 2000年 11月 15日第 55/25号和 2001年 5月 31日第 55/255

号决议，大会根据这两项决议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66 

以及大会题为“加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特别是其技术合作能力”的 2023 年 12

月 19 日第 78/229号决议，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缔约方会议的以往相关决议，特别是公约缔约方会议题为“庆祝《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公约》通过二十周年并推动其有效实施”的 2020 年 10 月 16 日第 10/4 号决议，67  

 严重关切跨国有组织犯罪对安全、稳定、法治和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 

 认识到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对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性，68  

 重申《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作为国际社会可用于预防和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跨国有组

织犯罪并保护受害人的主要全球工具的重要性， 

 强调《公约》作为引渡和司法协助方面的国际合作以及其他形式的司法和执法合作的法律

依据具有特殊意义， 

_______________ 

6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25、2237、2241 和 2326 卷，第 39574 号。 

67 见 CTOC/COP/2020/10，第一.A 节。 

68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8/L.45
https://undocs.org/ch/A/RES/55/25
https://undocs.org/ch/A/RES/55/255
https://undocs.org/ch/A/RES/55/255
https://undocs.org/ch/A/RES/78/229
https://undocs.org/ch/CTOC/COP/2020/10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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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各国在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以及制定相关预防犯罪政策和战略方面的主要作

用和责任，并回顾《公约》缔约国承诺以符合《公约》第四条的方式履行这些义务， 

 强调在应对跨国有组织犯罪时必须充分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并遵循法治，以此作为综合对

策的一部分，通过增进人权和更公平的社会经济条件，促进问题的持久解决， 

 认识到技术援助和经济发展对于确保有效执行《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的规定至关重要，

并在这方面回顾《公约》第三十条规定， 

 纪念有组织犯罪的所有受害者，包括为打击此类犯罪而献出生命的人，特别是执法和司法

人员，并向乔瓦尼·法尔科内法官等所有这些人致敬，他们的工作和牺牲为《公约》的通过铺

平了道路，并申明他们的遗产将通过我们对预防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全球承诺而延续下去， 

 回顾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在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它们能够为此类努力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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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决定宣布 11 月 15 日为预防和打击一切形式跨国有组织犯罪国际日，以提高对一切形

式跨国有组织犯罪所构成威胁的认识，并加强这方面的国际合作； 

 2. 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及其他全球和区域组织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并邀

请包括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和媒体在内的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以适当方式纪念该国

际日，包括通过教育和提高公众认识活动，并分享这方面的最佳做法； 

 3. 邀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其他相关实体合作，为纪念该国际日提供协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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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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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该国际日纪念活动。 

 

 

第 78/268 号决议 

 

2024 年 3 月 25 日第 64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53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尔及利亚、安道

尔、安提瓜和巴布达、亚美尼亚、奥地利、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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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佛得角、柬埔寨、中非

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吉布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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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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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

冰岛、印度尼西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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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

比克、缅甸、尼泊尔、荷兰王国、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北马其顿、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拿

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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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78/L.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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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索马

里、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里南、瑞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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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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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 
 

 

78/268. 国际游玩日 

 大会， 

 回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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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69 《儿童权利公约》70 及其任择议定书71 和《残疾人权利公约》，
72 回顾所有其他相关国际人权文书， 

 又重申其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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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做出不懈努力，使这一议程到 2030 年得到全面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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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其题为“联合国促进老龄健康十年(2021-2030)”的 2020 年 12 月 14 日第 75/131 号决

议， 

 认识到游玩在培养各年龄段基本、可传授的身体、社会、认知、沟通和情感生活技能方面

的作用，以及对增进宽容和复原力，促进社会包容、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的积极影响， 

 又认识到儿童和青年不论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其他见解、民族、族裔

或社会出身、财产、残疾、出生或其他身份，均需有机会参加游玩和娱乐活动，而且需要使这

些活动有助于促进儿童和青年的身心健康和发展， 

 确认游玩和娱乐对儿童的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可促进创造力、想象力、自信、自我效能

感和责任感以及身体、社会、认知和情感力量和技能的培养， 

 1. 决定宣布 6 月 11 日为国际游玩日，每年举办纪念活动； 

_______________ 

69 第 217A (III)号决议。 

7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77 卷，第 27531 号。 

71 同上，第 2171、2173 和 2983 卷，第 27531 号。 

72 同上，第 2515 卷，第 449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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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
https://undocs.org/ch/A/RES/75/131
https://undocs.org/ch/A/RES/217(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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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邀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专门机构成员和大会观察员以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其他国

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学术界，通过旨在

宣传游玩活动重要性及提高这方面认识的活动，以适当方式纪念国际游玩日； 

 3. 邀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念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0/67号决议附件所载标准，为纪念国际游玩日提供协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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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私营部门自

愿捐款支付； 

 5. 请秘书长提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各专门机构成员和大会观察员以及联合国系统各组

织及包括民间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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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当举办国

际游玩日纪念活动。 

 

 

第 78/269 号决议 

 

2024 年 3 月 25 日第 64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提交并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 A/78/L.50 未经表决而通过 
 

 

78/269. 由大会主席召集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的范
围、方式、形式和安排 

 大会， 

 回顾其 2022 年 3 月 29 日题为“将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提升至最高政治领导级别”

的第 76/257 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在 2024 年举行一次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

并请大会主席任命两名共同协调人，协同世界卫生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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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四方组织”)并在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领导人小组的支

持下，提出举行这一会议的备选方案和方式，包括可能取得的成果， 

 再次申明对 2016 年《大会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73 的承诺，

大会在宣言中重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对防治传染病和流行病的公共卫生对策的可持续性和有

效性构成挑战，并危及卫生和发展领域的成就以及《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74 的实现， 

 承认由于对抗微生物药物产生耐药性，20 世纪取得的许多成就受到严重挑战，尤其是下

述成就：通过社会和经济发展减少感染病所致疾病和死亡，获得医疗保健服务以及优质、安

全、有效、可负担的药品，获得个人卫生、安全用水和卫生设施，在社区和医疗机构获得防病

服务(包括免疫接种)，获得营养和健康食品，在人类医学和兽医学方面的进步，采用新的抗微

生物药物和其他药物， 

_______________ 

73 第 71/3号决议。 

74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E/RES/1980/67
https://undocs.org/zh/A/78/L.50
https://undocs.org/ch/A/RES/76/257
https://undocs.org/ch/A/RES/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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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议 

 

41 

 认识到必须处理日益严重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以促进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 

 意识到需要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积聚和保持坚定的政治承诺，以全面和多部门的方式

处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还需要增进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的认识，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 2019 年关于《大会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

后续行动的报告、75 四方组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协作战略框架以及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四方联合秘书处开展的工作，该秘书处巩固了四方组织之间的合作， 

 又表示注意到大会主席 2021 年召集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互动对话以及

《2021 年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行动呼吁》，76  

 还表示注意到 2014 年和 2019 年在荷兰举行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部长级会议、2022

年在阿曼举行的第三届全球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部长级会议(其间 47 个会员国认可

了《马斯喀特部长级宣言》)、即将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第四届全球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

高级别部长级会议以及计划于 2024 年举行的其他部长级会议所作的贡献， 

 回顾举办了 2023 年大会关于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问题、关于全民健康覆盖问题和

关于防治结核病的高级别会议并通过了三项政治宣言，77  

 强调在预防、处理和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挑战方面，各国政府的重要作用和责任以及

相关政府间组织的作用，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相互协调，在各自任务授权范围内适当发挥的作用，还强调必须开展多部门

和跨部门努力，让包括人类医学和兽医学、农业、金融、环境、发展、研究、教育和消费者在

内的社会所有相关部门参与进来，以便拟订有效对策，包括实现“一体化卫生”办法， 

 回顾世界卫生大会 2015年 5月 26日题为“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的第 68.7

号决议78 和世界卫生大会 2019 年 5 月 28 日题为“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第 72.5 号决议，79 

其中反映了关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构成重大公共卫生挑战的全球共识，并强调实现全球行动

计划的五项战略目标至关重要， 

 表示注意到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机构间协调小组 2019 年 4 月的报告和向秘书长提出

的建议， 

 1. 决定由大会主席召集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

行，为期一天，时间是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的 2024年 9月 26日上午 10时至下

_______________ 

75 A/73/869。 

76 A/75/903，附件。 

77 第 78/3号决议，附件；第 78/4号决议，附件；第 78/5号决议，附件。 

78 见世界卫生组织，WHA68/2015/REC/1 号文件。 

79 见世界卫生组织，WHA72/2019/REC/1 号文件。 

https://undocs.org/ch/A/73/869
https://undocs.org/ch/A/75/903
https://undocs.org/ch/A/RES/78/3
https://undocs.org/ch/A/RES/78/4
https://undocs.org/ch/A/RES/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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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6 时，会议将包括开幕部分、进行一般性讨论的全体会议部分、两场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

讨论和一个简短的闭幕部分； 

 2. 又决定高级别会议的总主题是“投资当下，共护未来：加快全球、区域和国家多部门

行动，处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 

 3. 还决定： 

 (a) 开幕部分将在上午 10 时至 10 时 45 分举行，内容包括下列人士的发言：大会主席、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秘书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世界银行行长、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

领导人小组的一名代表，以及由大会主席与会员国协商并适当考虑性别均衡和地域代表性后选

定的一名受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影响者； 

 (b) 全体部分将在上午 10时 45分至下午 5时 30分举行，内容包括会员国和大会观察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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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一组国家的发言

以 5 分钟为限； 

 (c) 闭幕部分将在下午 5 时 30 分至 6 时举行，内容包括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讨论的总

结以及大会主席、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领导人小组的一名代表和一名受抗微生物药物耐药

性影响者的闭幕辞； 

 4. 决定两场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讨论的组织安排如下： 

 (a) 两场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讨论将与全体会议部分同时举行，一场从上午 11 时至下

午 1 时，另一场从下午 3 时至 5 时； 

 (b) 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讨论将探讨下列主题： 

专题小组 1：通过公平、获取、提高认识和创新，在人类、动物、植物和环境部门处理抗微

生物药物耐药性这一紧迫的全球风险； 

专题小组 2：通过监测、能力建设、可持续资源、融资和投资，处理人类卫生、动物卫生、

农业食品体系和环境保护问题，以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c) 两场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讨论将各由两名代表担任共同主席，其中一人来自发达国

家，一人来自发展中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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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大会主席可邀请议员、地方政府、联合国相关实体(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负责人或高级代表、国际金融机构、

发展伙伴、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医学和科学协会、土著人民、受抗微生物药物耐药

性影响者代表组织、残疾人和社区组织在专题小组讨论中发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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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又决定高级别会议应核准一项事先经政府间谈判一致同意的简明扼要、注重行动的政

治宣言，由大会主席提交大会通过，其中应阐明共同愿景，包括考虑订立可计量的具体目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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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除其他外涉及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调动政治意愿和促进采取行动，以处理抗微生物

药物耐药性问题的驱动因素、来源和挑战； 

 6. 请大会主席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和其他相关伙伴的协助下，在 2024 年 6 月底之前举办并主持一次多利益攸关方互动

听证会，让区域组织、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受邀请的民间社会组

织、慈善基金会、学术界、医学协会、包括农业和食品业在内的私营部门和更广泛的社区积极

参与进来，从而确保妇女、儿童、青年、土著人民和非洲人后裔能够参与并发表意见，此外还

让会员国的适当高级别代表、大会观察员、议员、地方政府代表和联合国相关实体积极参与进

来，将这次听证会作为高级别会议筹备进程的一部分，又请主席在高级别会议之前编写一份听

证会摘要； 

 7. 鼓励所有会员国和联合国专门机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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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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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邀请联合国系统(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

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以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领导人小组、各国

议会联盟、各区域委员会和秘书长相关特使酌情参加高级别会议，并敦促其考虑参与《2021年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行动呼吁》等相关举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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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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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听证会和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讨论； 

 10. 邀请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学术界(包括研究机构)、发展伙伴和其他相

关倡议的成员在提高对处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方面为这一进程作出基础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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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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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会员国和联合国专门机构成员在其参加高级别会议的代表团中酌情纳入所有相关

部委的部长，并纳入议员、市长和省长等代表，包括非政府组织、土著人民、非洲人后裔、社

区组织和信仰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代表，具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专门知识的学术机构和

私营部门，慈善基金会以及可以代表受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影响者的网络，同时适当顾及性别

均衡和地域代表性； 

_______________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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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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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决定对高级别会议和多利益攸关方听证会的活动过程进行网播，并鼓励大会主席、秘

书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和世

界动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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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关注。 

 

 

第 78/270 号决议 

 

2024 年 4 月 3 日第 65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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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智

利、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

希腊、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匈牙利、印度、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利比里亚、卢森堡、马拉维、马里、

马耳他、毛里塔尼亚、黑山、莫桑比克、纳米比亚、荷兰王国、尼加拉瓜、北马其顿、波兰、葡萄牙、俄罗斯

联邦、塞内加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瑞典、瑞士、东帝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津巴布韦 
 

 

78/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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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深为关切金伯利进程因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和冲突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注意到这类冲突对区域稳定造成的不利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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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注意到金伯利进程仍然是一个独特的三方倡议，汇聚政府、行业和民间社会的利益攸关

方，谋求防止冲突钻石进入钻石贸易，而且在改善一些钻石开采区人民生活方面产生了宝贵的

发展方面影响，有助于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81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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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指出，预防冲突以及在合法贸易中取缔冲突钻石是金伯利进程的首要目标，强调有必

要为实现这一目标继续开展该进程的活动， 

_______________ 

81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8/L.54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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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由非洲钻石生产国发起并得到金伯利进程其他参与方支持的金伯利进程做出的重大贡

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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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金伯利进程在过去 21 年中发挥了阻止冲突钻石流通的作用，对改善依赖钻石贸易谋

生的众多民众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发展方面影响，并注意到金伯利进程全体会议在展望未来时

承诺继续确保金伯利进程作为遏制冲突钻石流通的一个可靠工具发挥作用，反映不断变化的冲

突性质和实地的现实，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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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可少， 

 铭记合法钻石贸易给生产国、工人及其社群带来好处，并着重指出，合法钻石贸易对生产

国、出口国和进口国的经济有着重大贡献，因此需要继续采取区域和国际行动，防止冲突钻石

问题对合法钻石贸易产生不利影响， 

 注意到从钻石市场上彻底消除冲突钻石仍然是金伯利进程的首要目标，强调金伯利进程需

要继续发展，以根据《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对社会和环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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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经济做出的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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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赞赏博茨瓦纳继续努力支持设在哈博罗内的金伯利进程秘书处开始运作， 

 欢迎努力就金伯利进程事宜加强区域合作，包括中部非洲与马诺河联盟以手工和冲积方式

生产钻石的国家之间的合作，鼓励分享经验教训，加强证书制度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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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顾大会 2001 年 12 月 1 日第 55/56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 2003 年 1 月 28 日第 1459(2003)

号决议，其中大会和安理会表示坚决支持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认为它是对切断毛坯钻石非法

交易与武装冲突之间联系的宝贵贡献，有助于预防和解决冲突， 

 注意到执行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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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建设和平委员会的经验教训可能对一些金伯利进程参与方有用，一些金伯利进程参与

方也可能有建设和平方面的经验可酌情分享， 

 认识到必须不断定期审查和改革金伯利进程，以有效应对并谋求消除钻石贸易中持续存在

的不稳定威胁、冲突和当代挑战，使金伯利进程能够继续履行其监管毛坯钻石贸易和防止冲突

的任务， 

https://undocs.org/ch/A/RES/55/56
https://undocs.org/ch/S/RES/1459(2003)
https://undocs.org/ch/S/RES/1459(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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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59 个金伯利进程参与方代表 85 个国家(包括由欧洲联盟委员会所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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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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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按照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核心文件，通过保证制度实行自愿性行业自我监管制度，为

证书制度的效力提供支持， 

 注意到金伯利进程依照金伯利证书制度核心文件第 20 段的规定，设立了金伯利进程审查

和改革问题特设委员会， 

 表示赞赏津巴布韦作为金伯利进程 2023年主席努力推动继续开展工作，并于 2023年 11月

6 日至 10 日在维多利亚瀑布以混合形式主办金伯利进程第十九次全体会议， 

 遗憾地注意到 2023 年金伯利进程全体会议结束时未能就公报达成共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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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非法贸易制定的现行措施； 

 2. 又确认国际社会为解决冲突钻石问题所作的努力，包括金伯利进程，已经并能够为解

决冲突和巩固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3. 注意到关于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流程是了解各参与方执行金伯利

进程情况的主要、全面、定期信息来源，促请各参与方提交前后一贯、具有实质性的年度报

告，以遵守这项要求； 

 4. 又注意到通过了关于审查和改革问题特设委员会的行政决定，特别是第 4.1 段，其中

金伯利进程委托委员会： 

 (a) 审查并提出“冲突钻石”的定义，供全体会议通过，该定义应反映不断变化的冲突性

质和实地的现实； 

 (b) 在毛坯钻石开采和贸易参与方之间的技术援助方面，加强金伯利证书制度的实施； 

 (c) 考虑对金伯利进程进行一次结构审查，以便通过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对手工小矿社群的

支持，克服受钻石开采活动影响的社群所面临的挑战； 

 (d) 澄清金伯利进程对生产国完全遵守或部分遵守区划的立场； 

 (e) 考虑加强对金伯利进程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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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重申金伯利进程承诺继续与世界海关组织合作，并打算着力审查协调制度编码的解释

性说明，以便就目前用于钻石切割和抛光的工艺和技术，与世界海关组织进一步接触； 

 6. 欢迎金伯利进程 2022 年全体会议决定在哈博罗内设立金伯利进程秘书处； 

 7. 强调指出，全体会议决定，虽然金伯利进程成员对金伯利进程秘书处的捐款并非强制

性，但这种捐款对金伯利进程秘书处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因此鼓励会员国也自愿为该秘书处

的运作提供支持； 

 8. 回顾其 2023 年 3 月 29 日第 77/277号决议，其中注意到全体会议认为，金伯利进程在

遏制冲突钻石流动方面是一个有效的多边预防冲突工具，对改善一些钻石生产国人民的生活产

生宝贵的发展方面影响，并对《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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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鼓励参与方对金伯利进程的工作做出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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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回顾采矿社群在金伯利进程中的核心地位，需要特别注意让金伯利进程各利益攸关方

和社群，特别是手工采矿者，参与治理结构，制定最佳做法，促进法治； 

 11. 重申应欢迎努力就金伯利进程各种事项加强同参与方合作并向其提供援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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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鼓励继续为全球钻石业和社群的利益落实《关于支持负责任钻石采购原则作为最佳做

法的宣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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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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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实

现《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并期待进一步探讨和推动金伯利进程为建设和

平和维持和平作贡献的各种方式； 

 15. 非常赞赏地肯定津巴布韦作为金伯利进程 2023 年主席为遏制冲突钻石贸易的努力作

出的重要贡献，欢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接任金伯利进程 2024 年主席； 

 16. 请金伯利进程主席向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提交关于金伯利进程执行情况的报告； 

 17. 决定将题为“钻石在助长冲突方面所起的作用”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临时

议程。 

 

 

第 78/271 号决议 

 

2024 年 4 月 11 日第 69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A/78/L.58 未经表决而通过 
 

 

https://undocs.org/ch/A/RES/77/277
https://undocs.org/zh/A/78/L.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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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71. 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进一步安排 

 大会， 

 回顾其 2023 年 12 月 22 日第 78/231号决议，其中决定于 2025 年召开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

国际会议，并欢迎西班牙政府提出主办国际会议， 

 1. 决定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 

 (a) 应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3 日在西班牙举行，并应在尽可能高的政治级别举行，

酌情包括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和发展合作部长等相关部长以及特别代表

和其他代表； 

 (b) 应产生一项政府间谈判和商定成果，并应产生全体会议、圆桌会议和其他审议的摘

要，以列入会议报告； 

 2. 又决定会议及筹备进程应根据以往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所采用的安排，开放供联合

国所有会员国或专门机构成员国和大会观察员参加，并期待东道国政府和秘书处作出努力，为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或必要时酌情为专门机构成员和大会观察员参加会议提供便利； 

 3. 还决定： 

 (a) 邀请其他相关政府间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经认可参加以往在墨西哥蒙特雷、多哈和

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或其后续进程的其他有关国际机构，以及联合国系

统相关组织和机构，包括各区域委员会准成员，根据会议议事规则酌情参加会议审议工作及筹

备进程；82  

 (b) 邀请未获认可参加上文第 3(a)段所述会议的有关政府间组织按照既定认可程序提出认

可申请，但须经会议筹备委员会或大会核准； 

 4. 强调指出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民间社会、学术界和私营部门有效参与会议及筹

备进程的重要性，并决定： 

 (a) 邀请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以及经认可参加上文第 3(a)段所述

会议的非政府组织向秘书处登记，以便参加会议及筹备进程； 

 (b)请大会主席拟订一份可能参加会议及筹备进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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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同时考虑到透明度和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并适当顾及性别均等，

将拟议名单提交会员国供其在无异议基础上审议，并提请大会注意拟议名单以便大会就出席会

议事宜及会议筹备进程作出最后决定；83  

_______________ 

82 美属萨摩亚、安圭拉、阿鲁巴、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库拉索、法属

波利尼西亚、关岛、蒙特塞拉特、新喀里多尼亚、波多黎各、圣马丁、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及美属维尔京群岛。 

83 该名单将包括拟议名单和最终名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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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方。 

https://undocs.org/ch/A/RES/7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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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决定应以最有效、结构合理、广泛参与的方式进行实质性筹备，为此，秘书处经济和

社会事务部应通过其可持续发展筹资办公室和联合国系统相关组织，包括各区域委员会，在各

自任务规定和现有资源范围内向会议及筹备进程提供必要支持； 

 6. 邀请各区域委员会在区域开发银行和其他相关实体的支持下酌情举行区域协商，协商

结果可作为对会议筹备工作的投入； 

 7. 邀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酌情为会议的筹备作出贡献，包括通过其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

坛以及 2024 年在论坛期间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举行的高级别特别会议。 

 

 

第 78/272 号决议 

 

2024 年 4 月 24 日第 73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41 经记录表决，以 164 票赞成，2 票反对，2 票弃权通

过， * 提案国为：新加坡 
 

* 赞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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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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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乍得、智

利、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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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民主

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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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拉脱维亚、黎巴嫩、

莱索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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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

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王国、新西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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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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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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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

瑞典、瑞士、泰国、东帝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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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努阿图、越南、也门、赞比亚、

津巴布韦 

 反对:俄罗斯联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弃权:安哥拉、多哥 

 

 

78/27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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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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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6 月 19 日第 69/292号决议所设筹备委员会关于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联合

https://undocs.org/zh/A/78/L.41
https://undocs.org/ch/A/RES/72/249
https://undocs.org/ch/A/RES/6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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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洋法公约》8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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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书内容

的建议，并拟订文书案文，以尽早制定该文书，并回顾有关召开政府间会议第四和第五届会

议、第五届会议续会以及第五届会议再次续会的相关决议和决定，85  

 又回顾政府间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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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86  

 还回顾，根据《协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设立的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应按照《协定》第

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由联合国秘书长在不迟于《协定》生效后一年内召开， 

 注意到政府间会议主席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给大会主席的信中提请注意若干代表团表示希

望作出努力，包括通过筹备委员会等筹备进程，支持《协定》早日生效和早日执行，政府间会

议主席还指出，非常有助益的是在大会主持下设立一个筹备进程，为《协定》缔约方大会第一

次会议做必要的准备，并为《协定》下临时秘书处的工作提供指导，直至第一次会议召开，87  

 回顾其关于《协定》的 2023 年 8 月 1 日第 77/321号决议， 

 注意到《协定》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署， 

 又注意到《协定》迄今已有的签署国数目， 

 认识到需要为《协定》的生效和召开《协定》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做准备， 

 1. 欢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

续利用协定》开放供签署； 

 2. 强调《协定》早日生效和有效执行的重要性； 

 3. 决定设立一个筹备委员会，除非另有决定，该委员会应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会议

日期待定，以便为《协定》的生效做准备，并为召开《协定》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做准备，

委员会将在第一次会议结束时停止存在； 

 4. 又决定，委员会应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专门机构成员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

方开放； 

 5. 还决定邀请已收到大会根据其有关决议发出的长期邀请的组织和其他实体的代表以观

察员身份参加委员会届会和工作，但有一项谅解，即这些代表将以这一身份参加委员会工作，

并邀请获邀参加相关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88 的有关全球和区域政府间组织及其他有关国际机构

_______________ 

8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833 卷，第 31363 号。 

85 第 75/239号和第 77/248号决议，以及第 74/543 号、第 75/570 号、第 76/564 号和第 77/556 号决定。 

86 A/CONF.232/2023/4。 

87 见 A/77/945。 

88 提及下列相关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可持续发展问题联合国会议、联合国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会议、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审查会议以及联合国支持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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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ndocs.org/ch/A/RES/77/321
https://undocs.org/ch/A/RES/75/239
https://undocs.org/ch/A/RES/77/248
https://undocs.org/ch/A/CONF.232/2023/4
https://undocs.org/ch/A/77/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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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区域委员会准成员89 和联合国系统相关专门机构以及其他机构、组织、基金和方案代

表以委员会观察员身份参加； 

 6. 决定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6 年 7 月 25 日第 1996/31 号决议的规定，委员会也向

具有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有关非政府组织开放，并向已获得认可参加本决议第 5 段所述相关

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非政府组织开放，它们可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但有一项谅解，即除非

委员会在具体情况下另有决定，参与意味着出席正式会议，获得正式文件副本，将它们的材料

提供给代表，及酌情让它们当中数量有限的代表在会上发言； 

 7. 又决定，在符合本决议第 8 和 9 段规定的前提下，第 72/249号决议第 17、18 和 19 段

所反映的适用于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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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会议程序的规则和惯例，应

比照适用于委员会的程序，除非委员会另有商定； 

 8. 还决定，2025年 9月 20日或《协定》生效之日后(以较早者为准)，委员会的决定应只

由已签署《协定》或已批准、核准、接受或加入《协定》的国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作出； 

 9. 决定委员会将在其最后一次会议上就向《协定》缔约方大会提出的任何建议作出决

定； 

 10. 又决定委员会应由共同主席主持，其中一名来自发达国家，另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

同时考虑到性别均衡，并请大会主席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协商，以提名委员会候任共同主

席； 

 11. 还决定委员会应在 2024 年上半年举行一次为期三天的组织会议，向该会议提供包括

文件在内的全套会议服务，以讨论组织事项，包括选举共同主席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团由最

多 15 名成员组成，每个区域组最多 3 名成员，应考虑到性别均衡，并讨论委员会会议日期和

委员会工作方案； 

 12. 决定委员会应就其任务范围内的所有事项编写一份最后报告，提交《协定》缔约方大

会第一次会议； 

 13. 请秘书长向委员会提供开展工作所需的协助，包括提供秘书处服务和必要的背景资料

和相关文件，并安排由法律事务厅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与秘书处其他相关部门合作提供支持； 

 14. 又请秘书长继续管理第 69/292号决议为协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

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出席委员会会议而设立的自愿信托基金，并授权秘书长扩大该

信托基金提供的援助，除支付经济舱旅费外，还包括每日生活津贴，对于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

来讲，每个国家仅有一名代表可请求该信托基金提供援助； 

 15. 邀请会员国、国际金融机构、捐助机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自然人和法人

向自愿信托基金捐款； 

_______________ 

89 美属萨摩亚、安圭拉、阿鲁巴、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库拉索、法属

波利尼西亚、关岛、蒙特塞拉特、新喀里多尼亚、波多黎各、圣马丁、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及美属维尔京群岛。 

https://undocs.org/ch/A/RES/72/249
https://undocs.org/ch/A/RES/6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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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邀请各国向秘书长提供资料，说明它们为成为《协定》缔约方需要哪些能力建设和技

术援助，以便为海法司进一步开展和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活动提供信息，支持请求国成为

《协定》缔约方并有效执行《协定》； 

 17. 决定在其第七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海洋和海洋法”的项目下列入题为“《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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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的分项。 

 

 

第 78/277 号决议 

 

2024 年 5 月 2 日第 77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57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尔及利亚、安哥

拉、亚美尼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伯利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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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哥伦

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

亚、斐济、芬兰、冈比亚、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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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黎巴嫩、卢森堡、马拉

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尼

泊尔、荷兰王国、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北马其顿、阿曼、巴基斯坦、帕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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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

亚、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瑞典、塔吉克斯坦、泰国、

东帝汶、多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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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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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国 
 

 

78/277. 贯彻落实《和平文化宣言》和《和平文化行动纲领》 

 大会， 

 铭记《联合国宪章》，包括其中所载宗旨和原则，尤其是全力欲免后世再遭惨不堪言之战

祸， 

 回顾《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其中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

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确认大会 1999 年 9 月 13 日通过的《和平文化宣言》和《和平文化行动纲领》90 具有重要

意义，赋予了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系统弘扬和平与非暴力文化以造福人类、特别是造福后

人这一普遍使命， 

 回顾其以往关于和平文化的所有各项决议， 

 又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91 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92 其中呼吁积极促进和平文

化， 

_______________ 

90 第 53/243 A 和 B 号决议。 

91 第 55/2号决议 

92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8/L.57
https://undocs.org/ch/A/RES/53/243
https://undocs.org/ch/A/RES/55/2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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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回顾其关于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的 2020 年 12 月 21 日第 75/201号和 2016 年 4 月 27

日第 70/262 号决议、关于落实秘书长关于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的报告的 2018 年 4 月 26 日第

72/276号决议以及关于建设和平筹资的 2022 年 9 月 8 日第 76/305号决议， 

 回顾其宣布中亚、93 南大西洋94 和印度洋95 为和平区的各项决议，强调这些和平区对维护

这些区域的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 

 又回顾其关于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各项决议，包括关于构建一

个反对暴力和暴力极端主义的世界的 2017年 12月 20日第 72/241号决议和关于联合国全球反恐

战略第八次审查的 2023 年 6 月 30 日第 77/298号决议，回顾秘书长《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

划》和根据 2017 年 6 月 15 日第 71/291号决议设立反恐怖主义办公室， 

 还回顾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通过的《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96  

 欢迎在联合国宣布的 12 月 10 日人权日、97 12 月 9 日缅怀灭绝种族罪受害者、受害者尊严

和防止此种罪行国际日、98 10 月 2 日国际非暴力日、99 6 月 18 日打击仇恨言论国际日、100 5 月

16 日国际和平共处日、101 8 月 21 日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102 2 月 4 日人类博爱

国际日、103 8月 22日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暴力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104 4月 5日国际良心日、
105 3月 15日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国际日106 和 1月 27日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107 举办纪念

活动， 

 认识到联合国全系统和整个国际社会在国家和国际两级为防止冲突、和平解决争端、维持

和平、建设和平、调停、裁军、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的尊严和人权、社会包容、民主、法治、

善治和性别平等作出的一切努力对于和平文化具有巨大促进作用， 

_______________ 

93 第 76/299号决议。 

94 第 41/11号决议。 

95 第 2832(XXVI)号决议。 

96 第 60/1号决议。 

97 第 423 (V)号决议。 

98 第 69/323号决议。 

99 第 61/271号决议。 

100 第 75/309号决议。 

101 第 72/130号决议。 

102 第 72/165号决议。 

103 第 75/200号决议。 

104 第 73/296号决议。 

105 第 73/329号决议。 

106 第 76/254号决议。 

107 第 60/7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5/201
https://undocs.org/ch/A/RES/70/262
https://undocs.org/ch/A/RES/72/276
https://undocs.org/ch/A/RES/76/305
https://undocs.org/ch/A/RES/72/241
https://undocs.org/ch/A/RES/77/298
https://undocs.org/ch/A/RES/71/291
https://undocs.org/ch/A/RES/76/299
https://undocs.org/ch/A/RES/41/11
https://undocs.org/ch/A/RES/2832(XXVI)
https://undocs.org/ch/A/RES/60/1
https://undocs.org/ch/A/RES/423(V)
https://undocs.org/ch/A/RES/69/323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5/309
https://undocs.org/ch/A/RES/72/130
https://undocs.org/ch/A/RES/72/165
https://undocs.org/ch/A/RES/75/200
https://undocs.org/ch/A/RES/73/296
https://undocs.org/ch/A/RES/73/329
https://undocs.org/ch/A/RES/76/254
https://undocs.org/ch/A/RES/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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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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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为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所作的努力需要考虑到促进和平文化，反之亦然， 

 回顾其关于秘书长题为“我们的共同议程”的报告108 的 2021 年 11 月 15 日第 76/6 号决议

及其后续进程， 

 认识到我们各国和各国人民的集体福祉、安全、保障和繁荣深度交织在一起，这就需要我

们依照《宪章》紧急作出共同努力，应对全球风险和挑战，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加快实施商

定的框架，包括《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

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109 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10 和《巴黎协定》，111  

 又认识到在民间社会的参与下，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以开放、建设性和相互尊

重的方式进行思想辩论以及开展宗教间、信仰间和文化间对话，可发挥积极作用，促进民主参

与，确保妇女特别是女童平等获得教育机会，打击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仇恨、煽动和暴力行为以

及种族主义、仇恨言论和其他形式的不容忍，促进人类尊严、博爱、宽容和团结， 

 还认识到必须尊重和理解全世界的宗教与文化多样性，选择对话和谈判而非对抗，共同努

力而非相互对立， 

 回顾秘书长的报告，112 其中概述了自大会 2021 年 12 月 9 日第 76/68 号决议通过以来，整

个联合国系统和会员国为执行《行动纲领》和弘扬和平与非暴力文化而采取的行动， 

 又回顾宣布 2022-2032 年期间为国际土著语言十年， 

 还回顾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所作的各项宣布，特别是宣布 2 月 21 日为国际母语

日，旨在保护、促进和维护语文和文化多样性以及使用多种语文，以促进和丰富和平、社会和

谐、跨文化对话和相互了解的文化，宣布 4 月 30 日为国际爵士乐日，旨在发展和扩大不同文

化间的交流和了解，从而达到相互理解、宽容和促进和平文化的目的，以及宣布 3 月 21 日为

国际诺鲁孜节，旨在促进代际之间和家庭内部的和平与团结以及和解与睦邻友好的价值观，从

而促进各国人民和不同社群之间的文化多样性和友谊，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于 2022年 9月 16日至 19日在纽约召开教育变革峰会以及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至 30 日在巴黎主办峰会前会议， 

_______________ 

108 A/75/982。 

109 第 69/313号决议，附件。 

11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111 见 FCCC/CP/2015/10/Add.1，决定 1/CP.21，附件。 

112 A/77/614。 

https://undocs.org/ch/A/RES/76/6
https://undocs.org/ch/A/RES/76/68
https://undocs.org/ch/A/75/982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FCCC/CP/2015/10/Add.1
https://undocs.org/ch/A/7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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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表示注意到会员国在整个教育变革峰会进程中的参与，包括通过国家协商进行参与，邀

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 4-2030年教育高级别

指导委员会，应会员国请求支持它们在国家一级履行在教育变革峰会进程中作出的国家承诺， 

 欢迎国际社会努力通过各文明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增进了解，特别是通过在地方、国家、区

域和国际各级采取的各种举措， 

 表示赞赏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持续努力，与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基金会和民间社会团体

以及媒体和私营部门协作，在青年、教育、媒体和移民等领域开展一些实际项目，以此促进和

平文化， 

 表示注意到 2022 年 11 月 22 日和 23 日在摩洛哥非斯举行主题为“构建和平联盟：人类同

心共存”的第九届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论坛， 

 回顾 2019 年 9 月 13 日在《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二十周年之际，以“和平文化：赋

予人类权能和改造人类”为主题举办的大会高级别论坛会议和主席提交的会议摘要， 

 欢迎 2023 年 8 月 31 日举行关于和平文化的大会高级别论坛，主题为“在数字时代促进和

平文化”，大会会员国和观察员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如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其他相关利益

攸关方，再次承诺在飞速技术变革的背景下充分、有效地落实《宣言》和《行动纲领》， 

 表示注意到 2022年 12月 11日在阿什哈巴德举行的题为“对话是和平的保障”的国际会议

成果文件113 和 2022 年 9 月 14 日和 15 日在阿斯塔纳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宣

言，114  

 赞赏地注意到《宣言》和《行动纲领》对于联合国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三大支柱应对当

代全球挑战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回顾大会主席于 2018年 9月 24日召集的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又称纳尔逊·曼德拉和平峰

会)以及会议政治宣言的通过，115  

 认识到迫切需要通过多边主义、国际合作和政治对话等途径推动和加强预防外交，强调指

出联合国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 

 又认识到妇女和青年在推进和平文化方面的作用以及儿童和老年人对此作出的贡献，特别

是认识到必须确保性别平等以及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以期促进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意义地参

与预防和解决冲突、建设和平以及促进和平文化的活动，包括在冲突后局势中， 

 注意到青年对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以及促进和平与安全、可

持续发展和人权的各种努力所作的重要和积极贡献以及青年充分、有效、建设性、包容地参与

决策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注意到联合国青年问题办公室的设立， 

_______________ 

113 A/77/651，附件。 

114 A/77/360，附件。 

115 第 73/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77/651
https://undocs.org/ch/A/77/360
https://undocs.org/ch/A/RES/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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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了促进和平与非暴力文化行动

纲领，并注意到该行动纲领的目标与大会通过的《和平文化宣言》和《和平文化行动纲领》相

切合， 

 认识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开展的有关和平与非暴力文化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

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各级具体行动的重视，并注意到该组织应请求支持会员国在国家一级弘扬

和平文化，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导致仇恨言论、污名化、种族主义和仇

外上升，加剧了收入、机会、使用信通技术、医疗卫生覆盖和社会保护等方面原有的不平等，

加深了性别不平等，并在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和疫苗方面造成新的挑战， 

 认识到数字领域及其持续变革是建设和平文化全球行动的一个重要领域， 

 注意到民间社会与国家政府合作采取增强民事力量的举措，以加强弱势民众在暴力威胁面

前的人身安全，促进和平解决争端， 

 鼓励世界各地的民间社会组织继续并加紧开展各项工作和活动，推进《宣言》和《行动纲

领》所设想的和平文化， 

 1. 重申有效执行《和平文化行动纲领》的目标是进一步加强促进和平文化的全球运动，

促请有关各方继续关注这一目标； 

 2. 邀请会员国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继续进一步重视和扩大弘扬和平文化的活动，确

保在各级促进和平与非暴力； 

 3. 邀请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在各自现有任务范围内，酌情将《行动纲领》的八个行动领域

纳入各自的活动方案，着重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促进和平与非暴力文化； 

 4. 赞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更大力度动员联合国系统内外的所有相关利益攸

关方支持和平文化，邀请该组织利用和平文化网站等渠道继续加强沟通和外联活动； 

 5. 赞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和平大学

等联合国有关机构采取实际举措和行动，并为进一步促进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开展活动，特别是

推动和平教育以及与《行动纲领》中确定的具体领域有关的活动，鼓励它们继续进一步加强和

扩大努力； 

 6. 强调指出必须消除暴力和冲突的根本驱动因素，以促进和平文化； 

 7. 鼓励会员国、联合国各实体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对和平、发展、人道主义行动和人权的

交叉层面采取整体办法，以防止冲突和暴力复发，建设持久和平； 

 8. 着重指出儿童早期发展通过推进平等、宽容和人类发展及促进人权，有助于建立更加

和平的社会，呼吁投资于儿童早期教育，包括通过有效的政策和做法，以促进和平文化； 

 9. 鼓励会员国、联合国各实体、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及相关行为体考虑建立各种机制，使

青年参与弘扬和平、宽容、文化间和宗教间对话的文化，并酌情形成对尊重人的尊严、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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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样性的认识，包括酌情为此开办各种教育方案，以便能够说服他们不参与恐怖主义、助长

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暴力、仇外、一切形式的歧视等行为； 

 10. 鼓励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以和平教育和全球公民教育为重点开展更多活动，以加强青

年人对和平、宽容、开放、包容和相互尊重等价值观的了解，这对于发展和平文化至关重要； 

 11. 鼓励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继续按照大会第 72/276和 75/201号决议所述促进建设和平及

保持和平活动，并在国家一级冲突后建设和平工作中推进和平与非暴力文化，确认建设和平委

员会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 

 12. 强调以包容、有韧性和可持续方式从冠状病毒病疫情中恢复至关重要，在此方面促请

各国弘扬和平文化的价值观，特别是在打击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歧视、排斥、仇恨犯罪和暴力

方面； 

 13. 敦促有关主管部门在儿童所在学校提供有助于构建和平与非暴力文化的适龄教育，包

括开设关于相互了解、尊重、宽容、积极的全球公民意识和人权的课程； 

 14. 鼓励媒体、尤其是大众媒体参与弘扬和平与非暴力文化，特别是以儿童和年青人为对

象； 

 15. 赞扬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年轻人开展活动，进一步促进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包括

为此开展宣传和平文化及和平解决争端的运动； 

 16. 鼓励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加大力度促进和平文化，包括为此按照《宣言》和

《行动纲领》拟订各自的活动方案，以补充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及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所采取

的举措； 

 17. 邀请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和民间社会组织更加重视依照大会 2001 年 9 月 7 日

第 55/282 号决议，将 9 月 21 日国际和平日作为全球停火和非暴力之日，每年举办纪念活动，

以及依照大会 2007 年 6 月 15 日第 61/271号决议，在 10 月 2 日纪念国际非暴力日； 

 18. 注意到 2024 年将是 1999 年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和平文化宣言》二十五

周年； 

 19. 邀请会员国、联合国各组织、国际和区域组织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民间社

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和媒体，以适当方式开展周年纪念活动，包括通过教育和提高公众认识

活动； 

 20. 请大会主席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在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期间召开为期一天的高级别论

坛，以纪念《和平文化宣言》和《和平文化行动纲领》通过二十五周年； 

 21. 邀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与会员国协商并考虑到民间社会组织的意见，探索

《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实施机制和战略，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战略，并主动开展

外联，以提高全球对《行动纲领》及旨在推动其实施的八个行动领域的认识，包括通过秘书处

全球传播部开展宣传活动； 

https://undocs.org/ch/A/RES/72/276
https://undocs.org/ch/A/RES/75/201
https://undocs.org/ch/A/RES/55/282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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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向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根据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说明会员国为执行本决议所采取的行动以及联合国所有相关实体在全系统为执行本决议所采取

的行动； 

 23. 决定将题为“和平文化”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第 78/278 号决议 

 

2024 年 5 月 2 日第 77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60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富汗、阿塞拜疆、

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中国、古巴、埃及、德国、匈牙利、印度尼西亚、以色列、约

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利比亚、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拉圭、葡萄牙、塞内加尔、新加

坡、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78/278. 国际捻角山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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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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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重申野生生物的固有价值以及其对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的多种贡献，包括在生态、遗

传、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娱乐和审美方面的贡献，确认形式多样、绚丽多彩的野

生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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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指出迫切需要应对前所未有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减少问题，包括为此防止受威胁物种灭

绝，改善和维持物种的养护状况，恢复和保护提供基本功能及服务包括与水、健康、生计和福

祉有关的服务的生态系统， 

 着重指出捻角山羊是在包括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

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和南亚山区各地发现的一个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标志性物种，并认识到捻角

山羊在 2014 年被列为“近危”物种，被列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并自

1992 年起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16 附录一， 

 认识到保护捻角山羊及其自然生境是一项生态要务，并提供了重要契机，可借此加强区域

经济，推动养护工作，促进可持续旅游业和经济增长，而且养护工作将有益于生态系统， 

_______________ 

11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93 卷，第 14537 号。 

https://undocs.org/zh/A/78/L.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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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ES/19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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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指出捻角山羊除具有生态价值外，还是一个宝贵物种，有助于当地经济和养护举措， 

 认识到为促进保护捻角山羊而开展的推动分布区国家合作的国家和区域倡议、跨界做法和

区域一级机制， 

 注意到将于 2024 年 10 月 12 日至 15 日在杜尚别举行的第九次山区有蹄类动物世界会议， 

 认识到对捻角山羊生存的最大威胁是生境丧失、非法狩猎(包括偷猎)和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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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2 月

19 日第 78/155 号决议，其中促请《公约》缔约方和利益攸关方加强国际合作措施以履行《公

约》所载义务， 

 认识到为保护捻角山羊所作的努力，包括在一些分布区国家建立繁殖方案，制定关于保护

捻角山羊的区域战略和国家行动计划，以期在整个分布区为该物种提供保护， 

 1. 决定宣布 5 月 24 日为国际捻角山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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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非政府组

织、个人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酌情纪念国际捻角山羊日； 

 3. 邀请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适当考虑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考虑到捻角山羊在整个生态

系统中发挥的作用，支持保护捻角山羊的努力； 

 4. 邀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协助举办国际捻角山羊日纪念活动，同时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第 1980/67号决议附件所载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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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活动将取决

于是否有自愿捐款和自愿捐款的提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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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纪念活动。 

 

 

第 78/279 号决议 

 

2024 年 5 月 2 日第 77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59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尔巴尼亚、阿尔及

利亚、安道尔、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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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加

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刚果民主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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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斯威士兰、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

亚、格鲁吉亚、德国、希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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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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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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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马耳他、蒙古、黑山、摩洛

哥、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荷兰王国、新西兰、北马其顿、挪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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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圣马力诺、

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新加坡、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里南、瑞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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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也

门、赞比亚 
 

https://undocs.org/ch/A/RES/78/155
https://undocs.org/ch/E/RES/1980/67
https://undocs.org/zh/A/78/L.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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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79. 2026国际女农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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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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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其关于妇女参与发展的 2022 年 12 月 14 日第 77/181 号决议、关于农业发展、粮食安

全和营养的 2023年 12月 19日第 78/168号决议以及关于改善农村地区妇女和女童的境况的 2007

年 12 月 18 日第 62/136号和 2023 年 12 月 19 日第 78/181号决议， 

 又回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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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并于 2019 年 5 月 29日在罗马宣布在全球启动该十年，认识到女农民特别是小规模生产者

对加强各级粮食安全作出的重要贡献， 

 还回顾其 2022年 3月 17日第 76/253号决议，其中宣布 2026年为国际牧场和牧民年，承认

世界各地牧场和畜牧业目前面临各种紧迫挑战，并强调完善、着眼于公平生产的畜牧业价值链

可为所有人提供公平的经济机会，有助于消除极端贫困，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2023 年题为“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地位”的报

告， 

 又表示注意到 2023 年 10 月 23 日至 27 日和 11 月 25 日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核可的该委员会《粮食安全和营养背景下性别平等和妇女及女童赋权自愿准

则》， 

 表示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和 24 日召开的 2021 年联合国粮食体系峰

会、2021年 7月 26日至 28日在罗马举行的峰会前会晤以及秘书长于 2023年 7月 24日至 26日

召集并由意大利政府在罗马主办的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2 盘点时刻会议， 

 强调指出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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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

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的进展受到阻碍，部分原因是最近的全球冲击和压力因素加剧了整个农

业粮食体系中的性别不平等， 

 肯定在农业粮食体系整个价值链中工作的所有妇女为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以及消除包

括极端贫困和农村贫困在内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些妇女除其他外包括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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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产者、务农者、家庭和小户农民、渔民、渔业工人、养蜂人、牧民、加工者、贸易者、

正规和非正规工人、企业家、土著妇女和当地社区妇女， 

 强调指出务农妇女和其他农村妇女为确保家庭的经济生存、促进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发挥

着重要作用，包括在经济体系中无金钱交易的部门工作，但她们往往被剥夺土地保有权和所有

权以及获得土地、生产资源、金融服务、信息、就业或社会保护的平等权利，并且经常遭受各

种形式和表现的暴力侵害和歧视， 

 关切地注意到在各国和各区域之间及内部，女农民获得、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源、资产、投

入和服务，包括土地、培训和能力建设、信贷和技术的情况差别显著，重申解决这些关切问题

有望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各级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并刺激经济增长， 

 强调指出必须促进增强农村妇女的经济权能，办法包括实现她们的工作权和工作中权利，

培养她们管理企业及合作社的能力和技能，帮助实现正规化并确保金融普惠和数字包容能够覆

盖她们，让她们能够平等地获得自然资源以及经济和生产资源，包括获得、使用、拥有和控制

土地(包括各种土地保有权类型)、财产和适当新技术，维护她们的继承权，拟订具体援助方案

和咨询服务，以提高农村妇女在银行业务、现代贸易和财务程序包括基本金融知识和保护消费

者方面的经济技能，并向更多的农村地区妇女、尤其是女户主提供可负担的小额信贷和其他金

融及商业服务，以增强她们的经济权能， 

 认识到需要通过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和培训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以促进可改善

可持续生产和建设复原力的农场活动， 

 又认识到支持女农民对于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优化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农业可持续

性，从而加快向更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过渡至关重要， 

 还认识到国际社会在 2026 年举办国际女农民年纪念活动将大大有助于提高对这些问题的

认识， 

 1. 决定宣布 2026 年为国际女农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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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人民、地方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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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农民在整个农业粮食体系中面临的障碍和挑战，

并引导对这些方面的政策关注，同时推进正在开展和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在农业领域实现性

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权能的各项举措、政策和行动； 

 3. 邀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与设在罗马的联合国其他机构合作，同时考虑到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第 1980/67号决议附件中的各项规定，协助落实本决议及举办国际年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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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会第八十二届会议通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包括对国际年纪念活动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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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所有相关的利益攸关方为执行本决议做出贡献和提供支持； 

https://undocs.org/ch/E/RES/19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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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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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开展纪念活动。 

 

 

第 78/280 号决议 

 

2024 年 5 月 2 日第 77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62 和修正的 A/78/L.66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

安哥拉、巴西、柬埔寨、乍得、吉布提、萨尔瓦多、斯威士兰、法国、印度尼西亚、马里、挪威、菲律宾、卢

旺达、塞内加尔、南非、泰国、东帝汶、突尼斯、乌干达、越南 
 

 

78/280. 全球卫生与外交政策：应对外交政策领域中的全球卫生挑战 

 大会， 

 回顾其 2008 年 11 月 26 日第 63/33号、2009 年 12 月 10 日第 64/108号、2010 年 12 月 9 日

第 65/95号、2011 年 12月 12 日第 66/115号、2012年 12月 12 日第 67/81号、2013 年 12月 11日

第 68/98号、2014 年 12 月 11 日第 69/132号、2015 年 12 月 17 日第 70/183号、2016 年 12 月 15

日第 71/159号、2017 年 12 月 12 日第 72/139号、2018 年 12 月 13 日第 73/132号、2019 年 12 月

11 日第 74/20号、2020 年 12 月 14 日第 75/130号和 2022 年 3 月 29 日第 76/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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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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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再次承诺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而且首先努力帮助落在最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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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支持和补充后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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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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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全民健康覆盖的根本作用在于实现与健康和福祉，以及实现与消除所有形式和层面的

贫困、确保优质教育、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提供体面工作和经济增

长、以及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减少不平等现象、确保公正、和平和包容

的社会及建立和促进伙伴关系、认识到全球卫生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有关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同时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以健康成果为重心，达到《2030年议程》中提出的各项目标和具

体目标对于所有人享有健康生活和福祉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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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117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18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国际公约》、119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20 《儿童权利公约》、121 《残疾人权利公

约》、122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23 及国际人道法的有关规定， 

 认识到 2023 年是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人权宣言》七十五周年，也是《维也纳宣言和行

动纲领》三十周年，124  

 回顾卫生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所有三个层面的先决条件、成果和指标，并认

识到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全球卫生挑战，包括国家、区域和人口内部和之间的严重不平等

和脆弱性依然存在，必须予以持续关注， 

 又回顾《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125 对健康的定义是，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

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并宣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之一，不分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或社会状况， 

 还回顾《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指出，各国在增进健康及控制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方面

的不平衡发展是一种共同的危害， 

 确认世界卫生组织作为负责卫生事务的首要专门机构的主导作用，包括根据其任务规定在

卫生政策方面发挥的作用和职能，并欢迎目前为改善世界卫生组织的可持续供资而开展的进

程，包括通过第七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可持续筹资工作组的建议，126  

 着重指出外交政策与全球卫生倡议在促进外交政策与全球卫生之间的协同增效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并注意到 2007 年 3 月 20 日题为“全球卫生：我们所处时代的一项迫切外交政策问

题”的《奥斯陆部长级宣言》127 作出的贡献，而该倡议在 2017 年 9 月 22 日题为“继续十年的

协调努力，准备迎接新挑战”的部长级公报128 中重申了这项宣言，并阐述了新的行动和承

诺； 

_______________ 

117 第 217 A (III)号决议。 

118 见第 2200 A (XXI)号决议，附件。 

119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660 卷，第 9464 号。 

120 同上，第 1249 卷，第 20378 号。 

121 同上，第 1577 卷，第 27531 号。 

122 同上，第 2515 卷，第 44910 号。 

123 见第 2200 A (XXI)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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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4 卷，第 221 号。 

126 见世界卫生组织，WHA75/2022/REC/1号文件，第 75(8)号决定。 

127 A/63/591，附件。 

128 A/72/559，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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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着重指出《奥斯陆宣言》承认，卫生投资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在这方面，回顾

《关于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的里约政治宣言》指出，卫生不平等现象产生于人们出生、成

长、生活、工作和年龄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被称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 

 认识到外交政策与全球卫生之间的密切关系及其相互依存性，并指出外交政策有助于维持

政治势头，推动国际合作，并在全球团结和公平原则的基础上找到应对卫生和其他相互关联挑

战的办法， 

 特别指出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支持会员国努力实现医疗卫生目标，包括实现全民健康覆盖

的具体目标，特别是经济风险保护、提供优质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以及向所有人提供安全、有

效、优质、可负担的基本药品和疫苗， 

 着重指出各国承担的主要责任是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并着眼于让所有人，特别是妇女和儿

童等弱势或边缘化群体获得卫生保健服务，促进全民健康覆盖，让所有人公平享受高质量卫生

服务，并确保提供可负担、高质量的服务，特别是通过初级保健和社会保护机制， 

 重申国家自主权的重要性，各级政府在根据本国国情和优先事项确定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

路径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并承担主要责任，特别指出，在卫生部门以外展现对全民健康覆盖的政

治领导力，对于推行全政府和全社会办法以及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办法、基于公平的办法和

生命历程办法具有重要意义， 

 认识到初级卫生保健是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和与卫生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卫生系

统的基石，特别是 1978年《阿拉木图宣言》和《2030年议程》所宣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3.8，

并在阿斯塔纳全球初级卫生保健会议通过的 2018 年《阿斯塔纳宣言》中得到重申， 

 也认识到社会保护是一个重要工具，可就贫穷、不平等、社会排斥和社会不安全等健康的

社会和经济决定因素采取行动，并保护需要保健服务的人和社区，使其免于因疾病和残疾造成

的经济后果而陷入困境和更大的贫困风险， 

 还认识到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会对卫生系统造成破坏性影响，使人们、特别是处境脆弱群体

无法充分获得卫生保健服务，并使他们面临可预防的疾病和其他健康风险， 

 回顾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极端天气事件的不利影响以及清洁空气、安全饮用水、环境卫

生设施、安全、充足和有营养的食物、有保障的住所等其他决定健康的环境因素所带来的后

果，并在这方面特别指出需要在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中促进健康，同时着重指出必须建立有适

应力和以人为本的医疗卫生系统，以保护所有人的健康，特别是弱势或处境脆弱人群、尤其是

生活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的健康， 

 着重指出需要通过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加强大流行病的预防、防备和应对，包括对艾滋

病毒/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持续性全球流行病以及被忽视的热带疾病和可预防疾病进行预

防、防备和应对，并提高防备水平，包括对可能引起人畜共患病的动物中暴发疫情的驱动因素

进行诊断以及启动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对可能出现的任何疫情尽早采取最充分的应对措施，

同时认识到有必要采取“同一健康”做法，促进人类、动物和植物健康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

之间的合作，包括通过加强世界卫生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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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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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目前和不断增加的紧迫的全球抗生素耐药性风险，每年造成 127 万人死亡，其中约

20%是五岁以下儿童，并强调抗生素耐药性可能导致到 2050 年增加 1 万亿美元的医疗保健费

用，到 2030 年每年造成 1 万亿至 3.4 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 

 又认识到需要在《2030年议程》具体目标 3.d的指导下，加强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预警、减少风险和管理国家和全球健康风险的能力， 

 回顾《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框架中期审查高级别会议政治宣言》129 和第七次减少灾

害风险全球平台产生的《巴厘复原力议程》，其中强调必须加强社区参与防备和应对传染病等

灾害的爆发，包括加强地方政府和地方社区的能力建设和筹资，以预防、防备和应对疾病暴发

和其他灾害， 

 认识到健康是为了充分实现人的潜力而对人力资本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投资，而且对促进

和保护人权与人的尊严以及增强所有人的权能具有重大促进作用， 

 回顾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以《2030年议程》具体目标 3.c和《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人

员国际招聘行为守则》130 为指导，征聘、培训、发展和留住一支技能熟练的卫生工作人员队

伍—这是强大和有适应力的卫生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此作为卫生应急预防和防备战略

的一部分，关切地注意到，发展中国家训练有素和熟练的卫生人员继续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移民

到某些国家，从而削弱了原籍国的卫生系统，同时考虑到卫生人员拥有根据相关法律在任何国

家工作的个人权利，并考虑到不应将任何情况解释为对卫生人员自由移居到想要雇用他们的国

家的限制， 

 注意到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污名化对卫生紧急情况的防备和应对以及对人们的身心健康

的负面影响，需要消除卫生紧急情况中的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污名化，并认识到所有利益攸

关方都必须参与应对工作，他们需要获得及时和准确的信息，并参与影响他们的决定， 

 强调需要通过政治承诺、政策和国际合作，包括针对卫生保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以及其

他决定因素的政治承诺、政策和国际合作，解决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在卫生保健方面存在的不

公平和不平等以及因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而加剧的社会和经济不公正现象， 

 注意到关于创新办法的讨论，以加强全球努力，通过地方和区域生产，生产和公平分配药

品和其他卫生技术，欢迎建立 mRNA 疫苗技术转让中心，以发展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地方和

区域生产链，并强调需要在发达国家和先进工业支持下进行技术和专门知识的创新和转让，加

强各国的制造和研究能力， 

 着重指出迫切需要建立强大并具有适应力的卫生系统，以惠及那些弱势者或处于弱势境况

者，包括处于人道主义环境和卫生紧急情况下的群体，并能够在发生卫生突发事件时有效执行

_______________ 

129 第 77/289号决议，附件。 

130 世界卫生组织，WHA63/2010/REC/1号文件，附件 5。 

https://undocs.org/ch/A/RES/7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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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卫生条例(2005)》，131 同时确保预防、防备、发现和应对任何大流行病、传染病和其他

健康威胁的暴发， 

 认识到武装冲突对卫生系统造成破坏性影响，使人们，特别是处于弱势的人、难民、境内

流离失所者以及生活在被占领土或受冲突影响地区的人，无法充分获得基本保健，使他们面临

可预防的疾病和其他健康风险，并加剧了卫生需求，包括对精神健康和心理社会支持、康复以

及治疗慢性病和其他疾病，如癌症、艾滋病毒/艾滋病和结核病的需求， 

 重点指出 COVID-19 大流行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大的全球挑战之一，并深为关切地注意到这

一大流行病对健康和生命损失、精神健康和福祉的影响，以及对全球人道主义需求、性别平等

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享受人权和社会所有领域(包括生计、粮食安全和营养及教育)的

负面影响，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加剧，经济、贸易、社会和环境被破坏，国家内部和国家之

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这使来之不易的发展

成果发生逆转，阻碍了在实现《2030 年议程》及其所有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取得进展， 

 表示深为关切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获得安全、优质、灵验、有效、易得和负担得起

的 COVID-19 疫苗的机会不均，强调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能力，使之能公

平获得疫苗及卫生技术和手段，以应对 COVID-19 和其他大流行病并从中恢复，重申需要进一

步支持旨在加快开发和生产及公平获得 COVID-19 诊断手段、治疗工具和疫苗的国家、区域和

多边举措，并表示注意到《发展权利宣言》，132  

 回顾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结束 COVID-19 作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来

大流行病的威胁仍然存在，世界需要一个更强大、更协调、更具包容性和更灵活的全球卫生架

构来进行大流行病预防、防备、应对和恢复，以阻止未来疫情的严重影响， 

 认识到 COVID-19 大流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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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世界卫生大会 2021年 12月 1日 SSA2(5)号决定，该决定设立了一个政府间谈判机构，

负责起草和谈判一项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大流行病预防、防备和应对的公约、协定或其他国际文

书，目的是加强全球卫生架构，采取全政府和全社会的办法，并注意到所取得的进展，包括商

定新的国际文书应具有法律约束力，以公平和团结为指导， 

 强调需要普遍、公平和及时地获得负担得起的医疗和保健产品，以便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

突发卫生事件和大流行病，同时严重关切一些保健产品价格高昂，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获得

机会不公平，以及与价格高昂有关的财政困难，这些情况继续阻碍在实现全民健康覆盖方面取

得进展， 

 认识到 COVID-19 大流行突出了数字化在加强卫生系统和为所有人提供可获得和公平的保

健服务方面的重要性，以及数字化对通过支持临床和管理决策和规划的信息系统提高保健服务

_______________ 

131 世界卫生组织，WHA58/2005/REC/1号文件，第 58.3 号决议，附件。 

132 第 41/128号决议，附件。 

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58-REC1/chinois/REC1-Part5_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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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影响，通过创建纵向电子健康记录促进护理的连续性，实现实时监测，并作为精准医疗

和个性化医疗的基础， 

 注意到目前的法律框架和供资机制条块分割，严重依赖双边供资和债务，需要投资于公共

卫生，调动国际和国内资源，包括援助发展中国家， 

 欢迎于 2022 年 11 月启动大流行病基金，作为加强国家、区域和全球大流行病预防、防备

和应对能力的关键投资提供筹资的机制之一，重点是发展中国家，并回顾在为有效的国家、区

域和全球卫生突发事件防备提供筹资方面每年约需 300 亿美元，其中包括在目前官方发展援助

水平之外每年新的外部筹资中约有 100 亿美元的缺口， 

 鼓励推动让更多人获得负担得起、安全、有效、优质的药物(包括仿制药)、疫苗、诊断工

具和医疗卫生技术，重申经修正的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又重申 2001

年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其中确认知

识产权的解释和落实方式应支持会员国保护公众健康的权利，尤其是促进人人获得药品的权

利，并指出有必要对新医疗产品的开发提供适当激励， 

 重申有权最充分地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关

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所载条款，前者规定采取灵活方式

保障公共健康并增进人人获得药品的能力，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后者确认知识产权保护

对于新药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并确认知识产权保护对价格的影响令人关切，同时注意到世界贸易

组织和其他相关国际论坛的讨论，包括商讨可采取何种创新型办法加强全球努力，实现

COVID-19 疫苗、治疗方法、诊断工具和其他卫生技术的生产和及时公平分配(包括通过当地生

产)，并注意到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的成果，包括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协定》的部长级决定和关于世界贸易组织 COVID-19 疫情应对和未来疫情应对准备的部长宣

言，同时注意到世界贸易组织就可能将部长级决定扩大适用于 COVID-19 诊断工具和治疗药物

的生产和供应进行的讨论， 

 严重关切保健产品和技术的供应依赖于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制造设施，而且除其他因素

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缺乏国家或区域生产能力、充足的基础设施和物流专门知识来储存、分

配和交付诊断、药品、疫苗及其他保健产品和技术，阻碍了在适当时间、安全和高效地实现若

干疾病的诊断、治疗和疫苗接种目标的努力，特别是在卫生紧急情况下， 

 强调迫切需要加强行动和举措，包括研究和开发，以应对已知的卫生挑战，包括可预防的

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死亡，以及当前的流行病，如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以及非

传染性疾病和被忽视的热带疾病，这些疾病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特别大，一般来说是由与健康

有关的社会决定因素决定的， 

 认识到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人力和经济代价加剧了贫穷和不平等，威胁到人民的健康和国

家的发展，在这方面，重申承诺为国家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对策调集和分配充足、可预

测和持续的资源，包括为此开展国际合作和提供官方发展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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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组织 2023 年联合国大会关于大流行病预防、防备和应对、全民健康覆盖和防治结核

病的高级别会议，并回顾其《政治宣言》，133 其中强调了合作、公平和团结在扩大全球努力以

不让任何人掉队和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健康的世界方面的重要性， 

 回顾在大会主持下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通过的 2023年

政治宣言，134  

 注意到全球卫生挑战依然存在并需要给予持续关注，迫切需要为此履行加强全球发展伙伴

关系的承诺，尤其再次强调南北合作，南南合作、三角合作和最佳做法交流的重要性，以及能

力建设、研究和发展，按照共同商定条件开展技术转让，以根据各国的优先事项，应对在消除

贫穷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卫生保健不平等现象， 

 关切地注意到，获得研究和创新的惠益，如高质量、安全、有效和负担得起的诊断和治

疗，仍然是一项挑战，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欢迎世界卫生组织为在发展中国家开发和公平获得 COVID-19、疟疾、结核病、霍乱和艾

滋病毒/艾滋病疫苗而采取的国际合作举措，除其他外，通过设在南非的 mRNA 疫苗技术转让

中心，与世界各地的 15 个伙伴合作，并与药品专利库合作， 

 1. 敦促会员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考虑到卫生问题； 

 2. 鼓励会员国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多边主义、全球团结、协调和卫生治理，争取逐步

实现人人不加任何区别地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 

 3. 促请会员国继续积极协助政府间谈判机构起草和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世界卫生

组织关于大流行病预防、防备和应对的公约、协定或其他国际文书，以及《国际卫生条例

(2005)》修正案，以实现在 2024 年 5 月世界卫生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之前及时完成这两个进

程； 

 4. 敦促会员国开展合作，包括为能力建设和获取技术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承认各国的

发展水平和能力不同，以确保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能够根据《国际卫生条例

(2005)》，有效采取措施，预防、防备和应对大流行病和其他卫生紧急情况； 

 5. 也敦促会员国承诺加强妇女在各级充分、有效和切实参与大流行病和其他卫生紧急情

况的领导和决策进程，并将性别观点纳入所有政策和方案(包括预算对策)的主流； 

 6. 促请会员国酌情在研发、制造、监管和采购所需工具方面建立更强的区域能力，以便

公平有效地获得疫苗、治疗方法、诊断手段和基本用品以及进行临床试验，并通过在相关多边

协定框架内促进技术转让等方式增加全球供应，同时加强会员国的领导力、承诺和支持，促进

建立和加强遵循良好制造做法的优质和可持续的当地药品和其他卫生技术生产； 

 7. 敦促会员国根据本国国情酌情采取综合办法加强地方和区域生产，例如考虑促进研究

与开发，提高药品及其他保健产品和技术市场的透明度，加强监管制度，提供可持续和负担得

_______________ 

133 第 78/3号决议，附件；第 78/4号决议，附件；第 78/5号决议，附件。 

134 第 78/1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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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资金，开发熟练人力资源，根据相互商定的条件获得技术转让，以促进生产和基于需求的

创新，汇集国家和区域需求，并适当激励私营部门投资； 

 8. 又敦促会员国确保数字卫生干预措施通过加速信息交流等机制补充和加强卫生系统的

功能，确认数字卫生干预措施不能替代正常运作的卫生系统，数字卫生能够解决的问题有很大

的局限性，它永远不能取代卫生系统所需的基本组成部分，如卫生人员队伍、资金、领导和治

理以及获得基本药物的机会，在这方面承认迫切需要解决发展中国家在获得和开发数字技术方

面面临的主要障碍，并重点指出筹资和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9. 敦促以可持续、可负担、公平、公正、有实效、高效率、及时的方式提供医疗对策，

包括疫苗、治疗方法、诊断手段和其他医疗保健产品，并促请世界卫生组织将此与相关伙伴开

展协调，从而确保与政府间谈判机构和《国际卫生条例(2005)》修正问题工作组正在日内瓦进

行的讨论保持一致； 

 10. 促请会员国消除贸易壁垒、加强供应链以及促进医疗和公共卫生物资的流动，并实现

各区域的制造能力多样化，特别是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发生大流行病和其他卫生紧急情况期

间； 

 11. 敦促会员国通过酌情增加或维持国内和国际卫生筹资，将其列为优先事项，以促进包

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多边系统按照世界卫生大会的决定获得可持续供资，并继续支持规划世

界卫生组织的一轮投资，作为该组织资金更可预测和更可持续供资的一部分； 

 12. 鼓励会员国支持大流行病基金，为大流行病的预防、防备和应对调集更多外部资源，

包括从新的捐助者那里调集资源，并帮助各国提高抵御未来大流行病和其他卫生紧急情况的能

力； 

 13. 促请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手段，支持非洲预防、防备和应对疫情暴发和流行病的工作，

这些疫情和流行病每年造成 100 多起重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14. 促请会员国进一步实施和加强“同一健康”综合办法，以促进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

植物健康部门以及环境和其他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同时考虑到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同一健康”四方合作机制建议的

相关指导意见，并及时交流可靠信息和科学知识； 

 15. 呼吁酌情根据《“同一健康”四方合作机制联合行动计划(2022-2026)》促进国际合作

与协调，以支持区域、国家和社区各级的能力建设，包括通过使用“同一健康”方法，并在大

流行病间隔期和大流行病期间启用全面应对动物、环境和人类中所发生疫情的诊断手段； 

 16. 促请会员国加强其卫生系统的复原力和全民健康覆盖，将其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以

有效和可持续地预防、防备和应对大流行病及其他公共卫生和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同时保持获

得基本卫生服务的机会，包括例行免疫接种，或在中断后迅速恢复这些服务； 

 17. 敦促会员国加强国际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在改善医疗保健设施中的供水、环境卫

生、个人卫生、废物管理和供电服务方面开展筹资，建设、加强和维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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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鼓励会员国加快行动，解决全球卫生工作者短缺问题，鼓励根据《卫生人力资源全球

战略：2030年工作者队伍》制定国家进行成本核算的卫生和照护工作者计划，为此对教育、就

业和人员留用进行投资，加强卫生工作者治理、领导、分类数据和规划、性别平等方面的机构

能力，应对卫生工作者移民海外和离开卫生人员队伍的原因，保护和支持所有卫生和照护工作

者免受一切形式的歧视、骚扰、暴力和攻击，在任何时候都促进体面和安全的工作环境和条

件，并确保他们的身心健康； 

 19. 敦促会员国履行承诺，为妇女提供更好的机会和体面工作，确保她们在卫生部门的作

用和领导地位，以增加所有妇女在各级劳动力队伍中实实在在的代表性、就业和参与，增强她

们的权能，包括担任决策职位，并采取措施实现公平就业做法和消除对妇女的偏见，通过为卫

生部门的卫生工作者和照护工作者，包括社区卫生工作者提供适当报酬，解决不平等问题，包

括性别工资差距； 

 20. 促请会员国加强国家努力、国际合作和全球团结，以加快到 2030 年实现全民健康覆

盖，并以初级保健为基石，不让任何人掉队，确保健康生活，促进所有人的终身福祉，同时到

2030 年减少不堪负荷的自费医疗支出，消除因医疗相关费用而导致的贫困； 

 21. 又促请会员国采取措施，大幅降低孕产妇、围产期、新生儿、婴幼儿死亡率和发病

率，增加新生儿、婴幼儿以及所有妇女在孕前、孕期和产后获得优质保健服务的机会，包括提

供产前和产后护理、足够数量的熟练助产士和供应充足的分娩设施； 

 22. 敦促及时、公平和不受阻碍地获得安全、负担得起、有效和高质量的药品、疫苗、诊

断手段和治疗方法以及其他保健产品和技术，作为充分实现人人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

康的权利以及不受歧视地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和人人享有健康的相应目标的基本要素之一，特别

注意首先帮助最落后的人； 

 23. 敦促会员国确保到 2030 年普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保健服务，包括计划生育、信息和

教育，将生殖健康纳入国家战略和方案，并根据《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135 和《北

京行动纲要》136 及其历次审查会议的成果文件，确保人人普遍享有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生殖

权利； 

 24. 又敦促会员国确保人道主义人员和应对大流行病及其他卫生紧急情况的医务人员及其

运输工具、用品和设备安全、及时、不受阻碍地通行，并支持、便利和启用运输和后勤补给

线，使这些人员能够高效、安全地执行援助受影响民众的任务，在这方面还重申需要采取必要

措施，按照国际人道法尊重和保护这类人员、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 

_______________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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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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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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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鼓励会员国加强卫生知识扫盲，并应对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包括社交媒体平台上的

此类信息)和污名化对公共卫生措施和人们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通过促进及时获得准

确信息，增强人们对卫生系统的信任和对疫苗的信心； 

 26. 促请会员国扩大对结核病应对、研究和创新的投资，以减少患病人数，包括吸取应对

COVID-19大流行的经验教训，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37 和《终结结核病战略》138 

中商定的目标； 

 27. 敦促会员国致力于通过改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结核病研究平台和网络，加强研究能力

和协作，同时注意到基础科学、临床研发(包括临床前和临床试验)以及业务、定性和应用研究

方面的平台和网络，比如金砖国家结核病研究网络，以推进有效的结核病预防、诊断、治疗和

护理以及为应对该疾病的经济和社会决定因素和影响采取的行动； 

 28. 促请会员国承诺加强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国际药品采购机制和全球

疫苗免疫联盟等行动和多边举措，包括与私营部门和慈善实体开展外联，以结束当前的卫生紧

急情况和卫生挑战，如结核病、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被忽视的热带疾病，以及其他严重

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可预防疾病； 

 29. 又促请会员国承诺加强议会、民间社会、教育系统和地方社区、青年、妇女甚至女童

在应对卫生挑战和卫生紧急情况的各个方面的切实参与，以确保防治工作公平、包容、以人为

本、促进性别平等并尊重人权，包括酌情在决策论坛、规划、护理的提供以及国家多部门问责

和审查机制方面做到这一点，并根据国情增加和维持对各项举措的投资，特别是社区一级的投

资； 

 30. 敦促会员国通过适当的预防措施、备灾、及时应对和有效管理自然灾害，加强卫生系

统监测和尽量减少气候变化对公共卫生影响的能力，并制定卫生措施，酌情将其纳入适应气候

变化的计划； 

 31. 邀请世界卫生组织继续应会员国请求，向其提供高质量和有效传播的规范性指导和技

术支持，以建设能力，加强卫生系统，预防、防备和应对突发卫生事件，促进培训、征聘、发

展和保留卫生系统的人力资源，并根据相互商定的条件进行技术转让，特别注重发展中国家，

赞赏在这方面创建世界卫生组织学院； 

 32. 请大会主席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于 2025 年召开为期一天的高级别互动对话，讨论健

康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决定因素，并起草和分发会议摘要； 

 33. 请秘书长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以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密切合作，在题为“全球卫生

与外交政策”的项目下向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提交报告，说明如何改进国际合作和多边努力，

以应对全球卫生挑战和促进卫生公平，从而实现《2030 年议程》。 

 

 

_______________ 

137 第 70/1号决议。 

138 见世界卫生组织，WHA67/2014/REC/1号文件，第 67.1 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7-REC1/A67_2014_REC1-ch.pdf#page=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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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281 号决议 

 

2024 年 5 月 7 日第 80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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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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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

乍得、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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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士兰、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加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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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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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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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

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王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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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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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

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泰国、东帝汶、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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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国 
 

 

78/281. 世界足球日 

 大会， 

 回顾其 2022 年 12 月 1 日第 77/27 号决议，其中重申体育运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量，确认体育运动对实现发展与和平、弘扬宽容和尊重、增强妇女和女童、青年、个人和社区

及残疾人的权能以及实现身心健康、教育和社会包容目标所作的贡献日益增大， 

 又回顾其关于体育运动促进教育、健康、发展与和平的各项决议，特别是宣布 2005 年为

体育运动国际年的 2003 年 11 月 3 日第 58/5号决议，以及 2004 年 10 月 27 日第 59/10号、2005

年 11 月 3 日第 60/9号、2006 年 11 月 3 日第 61/10号、2008 年 7 月 23 日第 62/271号、2008 年

12 月 11 日第 63/135号、2010 年 10 月 18 日第 65/4号、2012 年 11 月 28 日第 67/17号、2014 年

10月 31日第 69/6号、2016年 12月 16日第 71/160号、2018年 12月 3日第 73/24号、2020年 12

月 1 日第 75/18号和 2022 年 4 月 8 日第 76/259号决议， 

 认识到体育在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促进教育、可持续发展、和平、性别平等、合作、团

结、公平、社会包容和健康方面做出宝贵贡献，注意到《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139 表

示，体育可以有助于营造各族人民和各国之间的宽容与谅解气氛， 

 回顾其 2013 年 8 月 23 日第 67/296号决议，其中宣布 4 月 6 日为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国际

日， 

_______________ 

139 第 6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8/L.56
https://undocs.org/ch/A/RES/77/27
https://undocs.org/ch/A/RES/58/5
https://undocs.org/ch/A/RES/59/10
https://undocs.org/ch/A/RES/60/9
https://undocs.org/ch/A/RES/61/10
https://undocs.org/ch/A/RES/62/271
https://undocs.org/ch/A/RES/63/135
https://undocs.org/ch/A/RES/65/4
https://undocs.org/ch/A/RES/67/17
https://undocs.org/ch/A/RES/69/6
https://undocs.org/ch/A/RES/71/160
https://undocs.org/ch/A/RES/73/24
https://undocs.org/ch/A/RES/75/18
https://undocs.org/ch/A/RES/76/259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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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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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应本着和平、相互理解、国际合作、友谊与宽容的精神，并在没有歧视的情况下组

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并应尊重此类赛事的团结与和解性质， 

 又认识到国际足球联合会在促进足球运动发展方面的根本作用以及区域和国家足球联合会

及相关协会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 

 鼓励所有会员国及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为运动员参加体育赛事和竞赛提供便利， 

 认识到正如 2018 年纳尔逊·曼德拉和平峰会所通过的政治宣言140 所述，体育运动、艺术

和身体活动有能力改变人们的观念、偏见和行为，以及鼓舞人心，破除种族和政治藩篱，消除

歧视和化解冲突， 

 指出体育运动，包括残疾人体育运动在内，在促进和平、发展和尊重人权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 

 又指出，体育运动可以作为一种工具，通过高知名度的赛事、运动员和运动队提高公众对

气候变化和健康等问题的认识， 

 鼓励参与举办超大型体育赛事的会员国尊重相关的法律和国际原则，包括《工商企业与人

权指导原则：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以及奥林匹克主义和国际奥林匹克运

动及其他国际体育运动管理组织的根本价值观， 

 承认足球运动的全球影响力及其在商业、和平与外交等各个领域产生的影响，并认识到足

球运动可创造合作空间， 

 欢迎“足球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倡议，这是全球足球界参与和倡导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加

强可持续性做法的一个平台， 

 回顾设立国际日的目标是在世界各地开辟特别的时间和空间，就关切的问题教育广大公

众，调动政治意愿和资源应对全球性问题，以及庆祝和加强人类取得的成就，并认识到指定的

国际日作为提高认识行动的跳板所产生的全球影响， 

 1. 赞扬已经主办和将要主办重大国际足球赛事的国家，鼓励它们确保这些赛事为全球和

平、体育精神和公平竞赛留下持久遗产； 

 2. 强调体育运动，包括残疾人体育运动在内，特别是受到普遍欢迎的足球运动，在促进

和平与发展、尊重人权、打击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促进性别平等以及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 

 3. 鼓励所有会员国支持体育运动，包括足球运动，并将其作为促进和平、发展、增强妇

女和女童权能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具，促进社会包容、文化间对话和不同文明间对

话； 

_______________ 

140 第 73/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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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又鼓励会员国制定政策和计划，在国家和地方两级促进体育运动和身体活动，包括足

球运动，以此增进人民身心健康和福祉并在社会中营造体育运动文化； 

 5. 决定宣布 5月 25日为“世界足球日”，因为 2024年是作为 1924年巴黎夏季奥林匹克

运动会的一部分而举行的历史上第一次有所有区域代表参加的国际足球赛事 100 周年； 

 6. 邀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大会各专门机构成员和观察员以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特别

是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包容性社会发展司、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学术界、民间社会、私

营部门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以适当方式并根据国家优先事项庆祝世界足球日，并通过教育

和提高公众认识活动等途径，宣传足球运动对每个人的益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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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 

 8. 请秘书长提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注意本决议，以

适当开展庆祝活动。 

 

 

第 78/282 号决议 

 

2024 年 5 月 23 日第 82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67/Rev.1 经记录表决，以 84 票赞成，19 票反对，68

票弃权通过， * 提案国为：阿尔巴尼亚、安道尔、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克罗地亚、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冰岛、爱尔兰、意大

利、约旦、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来西亚、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荷兰王

国、新西兰、北马其顿、挪威、波兰、卢旺达、斯洛文尼亚、瑞典、土耳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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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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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丹麦、吉布提、

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爱沙尼亚、斐济、芬兰、法国、冈比亚、德国、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冰岛、印

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日本、约旦、科威特、拉脱维亚、利比亚、列支敦

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拉维、马来西亚、马耳他、毛里塔尼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黑山、缅甸、荷兰王

国、新西兰、尼日尔、北马其顿、挪威、巴基斯坦、帕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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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

瑞典、瑞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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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赞比亚 

 反对:安提瓜和巴布达、白俄罗斯、中国、科摩罗、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多

米尼克、厄立特里亚、斯威士兰、格林纳达、匈牙利、马里、瑙鲁、尼加拉瓜、俄罗斯联邦、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塞尔维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弃权: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亚美尼亚、巴哈马、巴林、巴巴多斯、贝宁、不丹、博茨瓦纳、巴

西、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刚果、科特迪瓦、塞浦路斯、多米尼加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

加蓬、格鲁吉亚、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海地、洪都拉斯、印度、牙买加、哈萨克斯坦、肯尼亚、

基里巴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墨西哥、蒙古、莫桑比克、纳米

比亚、尼泊尔、尼日利亚、阿曼、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

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塞舌尔、斯洛伐克、所罗门群岛、南苏丹、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塔吉克

斯坦、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图瓦卢、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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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82. 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罪国际反思和纪念日 

 大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141 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42  

 回顾安全理事会宣布斯雷布雷尼察为安全区的 1993 年 4 月 16 日第 819(1993)号决议、关于

设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 1993年 5月 25日第 827(1993)号决议和 2010年 12月 22日关于

设立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第 1966(2010)号决议， 

 又回顾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所有判决，特别是对 1995 年在斯雷布雷尼察对波斯尼

亚穆斯林犯下的灭绝种族罪作出有罪判决的八项判决，最值得注意的是法庭上诉分庭 2004年 4

月 19 日的判决(检察官诉克尔斯蒂奇案)、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上诉分庭 2021 年 6

月 8 日的判决(检察官诉姆拉迪奇案)和余留机制上诉分庭 2019 年 3 月 20 日的判决(检察官诉卡

拉季奇案)以及国际法院 2007 年 2 月 26 日的判决，其中国际法院裁定在斯雷布雷尼察实施的行

为构成灭绝种族行为， 

 重申坚决反对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或其他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行为

不受惩罚现象，在这方面强调各国有责任终止有罪不罚现象，并为此根据其相关国际法律义务

和国内法，彻底调查和起诉应对此类行为负责的人，以避免此类行为再次发生，并寻求可持续

的和平、正义、真相与和解，而受害者和幸存者及其家人的参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所在， 

 欢迎近年来国际性法院通过国际刑事司法系统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确保对灭绝种族罪、

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其他滔天罪行追责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认识到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在这方面的特殊贡献，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准备通过安全理

事会根据《宪章》逐案采取集体行动，进一步确保对灭绝种族罪追责并防止此种罪行， 

 重申根据国际法，对灭绝种族罪的刑事责任是针对个人，不能归咎于任何族裔、宗教或其

他群体或整个社区，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和秘书长保护责任问题特别顾问的作用，并

指出定期通报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以及仇恨言论和煽动行为对于提高对潜在灭绝种

族行为的早期认识非常重要， 

 注意到在国家司法系统中，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起诉应对灭绝种族罪和其他国际罪行负责的人仍然是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民族和解和建立信任进程以及恢复和维持和平的核心所在，并认识到各国检察

官办公室之间开展强有力的区域合作对于促进该区域各国之间的和平、正义、真相与和解至关

重要， 

 重申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维护稳定，促进在多样性中求统一， 

_______________ 

141 第 217A (III)号决议。 

142 第 260A (III)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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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 2025年是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发生三十周年，在该事件中，至少 8 372人丧

生，数千人流离失所，家庭和社区遭到破坏， 

 1. 决定将 7 月 11 日定为 1995 年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罪国际反思和纪念日，每年举行

纪念活动； 

 2. 毫无保留地谴责对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这一历史事件的任何否认，并敦促会员国维

护既定事实，包括通过其教育系统，制定适当的方案，也包括纪念方案，以防止否认和歪曲事

实，防止今后发生灭绝种族事件； 

 3. 又毫无保留地谴责采取行动，美化被国际性法院判定犯有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

绝种族罪的人，包括应对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罪负责的人； 

 4. 强调必须完成寻找和查明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罪其余受害者的工作，为他们举行有

尊严的葬礼，并呼吁继续起诉尚未受到法律制裁的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犯罪人； 

 5. 敦促所有国家充分遵守其根据适用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和关于防止及惩

治灭绝种族罪的习惯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同时适当考虑到国际法院的相关裁决； 

 6. 请秘书长设立一个题为“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与联合国”的外联方案，从筹备

2025年三十周年开始活动，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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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举办适当的纪念活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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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机构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纪念这一国际日，包括举办纪念和缅怀 1995 年斯雷

布雷尼察灭绝种族受害者的特别纪念活动和相关活动，以及适当的教育和提高公众认识活动。 

 

 

第 78/283 号决议 

 

2024 年 6 月 4 日第 85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74 经记录表决，以 103 票赞成，9 票反对，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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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得

角、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捷克、刚果民主共和国、丹麦、吉布提、爱沙尼亚、斐济、芬兰、法

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危地马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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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维、马耳他、马绍尔群岛、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纳哥、

黑山、荷兰王国、新西兰、北马其顿、挪威、帕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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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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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努阿图 
 

* 赞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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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

马、巴巴多斯、比利时、伯利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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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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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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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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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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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缅甸、荷兰王国、新西兰、北马其顿、挪威、帕劳、巴拿马、巴布亚

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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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圣马力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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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帝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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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努阿图、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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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白俄罗斯、布隆迪、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马里、尼加拉瓜、俄罗斯联邦、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津巴布韦 

 弃权:阿尔及利亚、巴林、孟加拉国、贝宁、不丹、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喀麦隆、中国、埃

及、萨尔瓦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几内亚比绍、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

拉克、以色列、哈萨克斯坦、肯尼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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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巴基斯坦、巴拉圭、卡塔尔、大韩

民国、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斯里兰卡、瑞士、塔吉克斯坦、泰国、多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也门 

 

 

7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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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3 日第 74/300号、2021 年 6 月 16 日第 75/285号、2021 年 12 月 16 日第

76/167号、2022 年 6 月 8 日第 76/267号、2023 年 6 月 7 日第 77/293号和 2023 年 12 月 19 日第

78/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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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是保护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主要国际框架， 

 关切格鲁吉亚境内冲突造成强迫性人口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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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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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93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144  

_______________ 

143 E/CN.4/1998/53/Add.2，附件。 

144 A/78/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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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85
https://undocs.org/ch/A/RES/76/167
https://undocs.org/ch/A/RES/76/267
https://undocs.org/ch/A/RES/77/293
https://undocs.org/ch/A/RES/78/205
https://undocs.org/ch/A/RES/77/293
https://undocs.org/ch/E/CN.4/1998/53/Add.2
https://undocs.org/ch/A/78/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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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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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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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强迫性人口结构变化是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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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请参与日内瓦讨论的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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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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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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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第 78/284 号决议 

 

2024 年 6 月 4 日第 85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68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富汗、阿尔及利

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巴林、白俄罗斯、中国、刚果、吉布提、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尼加拉瓜、阿曼、巴基斯坦、菲律

宾、卡塔尔、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乌兹别克斯坦 
 

 

78/284. 中亚同心协力有效处理和应对毒品相关挑战 

 大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 

 特别指出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45 1971 年《精神药物公

约》、146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147 及其他相关文书构成了

国际药物管制制度的基石， 

_______________ 

14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76 卷，第 14152 号。 

146 同上，第 1019 卷，第 14956 号。 

147 同上，第 1582 卷，第 27627 号。 

https://undocs.org/zh/A/78/L.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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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承诺恪守三项国际药物管制公约的宗旨和目标，包括关心人类健康与福祉，关切滥用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特别是儿童和青年滥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及涉毒犯罪造成的个人和公众

健康相关问题及社会和安全问题，并重申决心防止和处理此类药物的滥用问题，预防和打击其

非法种植、生产、制造和贩运行为， 

 又重申承诺在共同和分担的责任原则基础上，加快充分落实现有禁毒政策承诺，包括

200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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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麻醉药品委员会关于会员国执行《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149 情况的 2014 年高级别审查通过的

部长级联合声明以及 2016 年举行的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成果文件，150 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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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麻醉药品委员会关于 2024 年中期审查的 2024 高级别宣言重申，谋

求实现其中载列的所有禁毒政策承诺、行动建议和宏伟目标，贯彻落实 2019 年《部长级宣

言》，151  

 重申坚定承诺有效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这需要在国家和国际两级采取协调一致和持

续的行动，包括加快落实现有禁毒政策承诺，并确保完全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世

界人权宣言》152 的宗旨和原则处理减少需求和相关措施、减少供应和相关措施以及国际合作

的所有方面，充分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所有人权、基本自由、

所有个人固有的尊严以及各国享有平等权利和相互尊重的原则， 

 重申《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再次指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与有效处理世界毒

品问题的努力相辅相成，相互促进，153  

 欢迎该区域各国在各级加强双边和区域合作，以建立一个充满活力、重新焕发生机的中

亚，这为联合国的参与提供了新的机会， 

 注意到中亚各国决心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积极推动建设一个无药物滥用的社会，以

协助确保人人可以享有健康、有尊严、和平、安全与繁荣的生活，并应对吸毒造成的公众健康

问题、安全问题和社会问题； 

 回顾联合国相关决议，包括关于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决议，以及麻醉药品委员

会通过的相关决议和决定， 

 重申麻醉药品委员会作为主要负责毒品管制事项的联合国系统政策制定机构的主要作用，

以及大会支持和赞赏联合国相关实体的努力，特别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作为联合国

_______________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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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同上，《2014 年，补编第 8 号》(E/2014/28)，第一章，C 节。 

150 S-30/1号决议，附件。 

151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24 年，补编第 8 号》(E/2024/28)，第一章，B 节。 

152 第 217A (III)号决议。 

153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E/2009/28
https://undocs.org/ch/E/2014/28
https://undocs.org/ch/A/RES/S-30/1
https://undocs.org/ch/E/2024/28
https://undocs.org/ch/A/RES/217(III)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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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牵头实体所作的努力，又重申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和世界卫生

组织经条约授权的职责； 

 注意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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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击麻醉药

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的非法生产和贩运以及协调参加国主管当局打击其他毒品犯罪的努力方

面开展的活动和作出的贡献， 

 重申会员国在制定有效、全面办法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所有方面的关键作用， 

 特别强调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执法、司法和保健人员、民间社会、科学界和学术界

以及私营部门，在支持会员国努力在各级履行共同承诺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又特别强调促进

相关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再次承诺在共同和分担的责任原则基础上，对世界毒品问题采取平衡、综合、全面、多学

科和以科学证据为准的方法，并认识到必须将性别和年龄视角适当纳入禁毒相关政策和方案的

主流，而且应当适当重视个人、家庭、社区和整个社会，特别注重妇女、儿童和青年，以促进

和保护全人类健康，包括获得治疗的机会、安全和福祉， 

 表示关切非法贩毒，包括阿片剂和合成毒品特别是甲基苯丙胺，对中亚各国构成的严重挑

战， 

 认识到过境国仍然面临多方面挑战，并重申仍然需要进行合作和提供支助，包括提供技术

援助，从而除其他外提高过境国按照《1988 年公约》有效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能力； 

 关切贩毒与洗钱、贩运枪支和腐败等其他形式有组织犯罪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与恐怖主义

(包括与资助恐怖主义有关的洗钱)之间的联系所构成的持续和新出现的挑战， 

 注意到中亚各国正在协力打击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化学品的非法贩运和相关非法

资金流动，并注意到中亚各国承诺按照共同和分担的责任原则，采取平衡、综合、全面、多学

科和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方法应对区域毒品相关挑战， 

 认识到高质量、及时、相关、分列(包括按地域分列)和可靠的数据在推动以科学证据基础

的政策以更好地了解持续存在、新的和新出现的趋势、模式和动态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并认识到承诺在适当和可行的情况下分享数据，特别是通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年度报告调查表，以及该办公室、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其他工具， 

 又认识到必须利用技术创新和专门知识应对持续存在、新的和新出现的趋势和挑战，承认

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以有效应对和克服各级挑战、障碍和阻碍，从而利用这些进展开展共同努

力,并承认应对现有技术差距的重要性和加强会员国能力的必要性，为此，应会员国请求向其

提供专门、有针对性、有效和可持续的技术援助， 

 重申需要根据共同和分担责任的原则处理世界毒品问题的主要原因和后果，包括健康、社

会、人权、经济、司法、公共安全及执法领域的主要原因和后果，并认识到全面平衡的政策干

预措施包括在推广可持续可行生计领域的干预措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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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社会上对毒品相关风险的错误认识以及其他行为和社会经济因素可能导致更多或更

有害的非法吸毒，必须进行更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评价，并进一步采取系统和可持续的预防办

法，保护人们特别是儿童和青年免受非法吸毒之害， 

 1. 承认中亚各国努力积极促进无药物滥用的社会，为此考虑根据适用的国际法(包括三

项国际药物管制公约)规定的义务和国际禁毒政策承诺，制定、实施和评价全面、平衡、以科

学证据为基础的多学科战略，又承认该区域正在共同努力朝此方向采取具体的实际措施，同时

强调在制定实施禁毒政策时，必须尊重、保护和促进所有人权、基本自由和所有个人的固有尊

严以及法治； 

 2. 又承认中亚各国承诺继续充分履行其义务，实现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 1961 年

《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和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物公约》的目标和宗旨并执行其各项规定； 

 3. 承认中亚区域各国力图改进毒品相关事项方面的国家和区域合作，包括加强综合边境

管理及跨境信息交流，特别是在贸易和过境走廊沿线，以防止贩毒和相关非法资金流动，制定

统一的受管制物质列表方法，以及在执法和司法当局之间的区域互动网络内并在它们之间，引

入苯丙胺类兴奋剂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法医化学检验结果的区域电子数据库； 

 4. 邀请中亚区域会员国在制定实施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预防吸毒举措时，考虑增进公共

卫生机关、教育机关和执法机关之间的合作； 

 5. 特别强调必须加强中亚合作，考虑并制定战略举措和行动计划，在区域和国际层面应

对阿片剂和包括甲基苯丙胺在内的合成毒品及其前体化学品非法贩运构成的威胁； 

 6. 欢迎中亚国家努力促进为医疗和科研目的增加受管制物质的获取和供应，同时防止其

转用、滥用和贩运，以实现三项国际药物管制公约的宗旨和目标，并执行其中规定； 

 7. 吁请联合国相关机构应该区域各国的请求并在各自任务授权范围内，协助它们打击麻

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的非法生产和贩运以及毒品犯罪所得收益的洗钱活动，特别是在联

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各项方案以及中亚区域打击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非法贩运

信息和协调中心持续开展的活动框架内，并支持制定区域战略，通过信息共享和联合业务活动

加强区域合作，同时在可行的情况下利用区域组织的能力，并加强中亚国家方案，旨在为无歧

视自愿获得与毒品有关的预防、治疗、教育、照管、持续恢复、戒毒、重新融入社会和相关支

助服务提供便利，特别是帮助在获得这些服务时可能面临障碍的人，包括在相关情况下受社会

边缘化影响的人，同时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这些国家方案和服务的制定和落实工作的主流； 

 8. 吁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相关联合国实体协作，支持

该区域各国采取有效和切实可行的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措施，包括与预防、治疗、护理和康复

支助有关的干预措施以及其他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应对与非法吸毒有关的危害，这是全面、

系统和可持续减少需求举措的一部分，并应对吸毒病症和共存合并症带来的挑战； 

 9. 鼓励会员国促进与受非法作物种植以及非法生产、制造、转让、贩运、分销和滥用麻

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包括合成毒品)问题影响的国家，包括中亚国家，开展双边、区域和国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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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并向这些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协助制定并实施全面综合政策，包括分享情报、跨境合作，以

及加强着眼于预防、早期干预、治疗、护理、戒毒和重返社会的国家方案； 

 10. 鼓励中亚国家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其他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和捐助界的

支持下，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就非法毒品贩运和分销对包括青年和妇女在内的受非法毒品使

用影响者和易受影响者的影响，加强相关数据收集、研究和信息共享工作，支持全面、以科学

证据为基础的平衡决策和禁毒政策； 

 11. 欢迎设立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信息中心，研究和分析该区域与毒品有关的跨

国威胁，以加强数据收集和对毒品相关趋势的了解，并推动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政策； 

 12. 鼓励中亚国家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其他相关联合国实体、区域和国际组

织(包括毒品和犯罪相关跨国威胁研究和分析信息中心)的支持下，在各自任务授权范围内，酌

情与其他会员国和包括执法、司法和保健人员在内的相关利益攸关方建立伙伴关系，通过自愿

建立并加强与民间社会、学术界和私营部门实体的伙伴关系或合作，在相关情况下并根据国内

法开展研究和调查，以应对与毒品相关的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挑战，这些挑战涉及毒品的非法

生产和贩运以及中亚区域毒品问题的所有其他方面； 

 13. 又鼓励中亚国家考虑采取相关干预措施，包括在全面平衡减少毒品需求的努力中，预

防与吸毒有关的艾滋病毒、病毒性肝炎和其他血源性疾病的传播，并考虑确保在治疗和普及服

务中以及在监狱和其他拘禁环境中可获得这类干预措施，促进在这方面酌情利用世界卫生组

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印发的关于各国订立

指标向注射吸毒者普及艾滋病毒预防、治疗和护理的技术指南； 

 14. 进一步呼吁加强中亚国家的共同努力，促进利用新技术和手段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物及其前体化学品的非法贩运，包括通过暗网、表层网和社交网络，并防止为这些目的使用电

子支付系统及虚拟资产(包括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提供的虚拟资产)和非现金资产，特别是通过

继续制定实行旨在减轻这些资产相关风险的措施，还防止为非法涉毒目的误用和滥用这些资

产； 

 15. 邀请会员国、联合国相关实体、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在自愿和相互商

定的基础上，通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相关专门机构和机关，在其

各自任务授权和现有资源范围内，并通过国际和区域机制，应请求以培训、能力建设、提供设

备、分享知识和技术转让的形式，加强向中亚国家提供切合实际、有针对性、有效和可持续的

技术援助，在中亚执行本决议的各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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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85. 审查大会关于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第 75/290 A号决议和关
于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和全球一级后续落实和评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5/290 B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大会， 

 回顾其 2021 年 6 月 25 日第 75/290 A 和 75/290 B 号决议， 

 1. 决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2025年、2026年和 2027年届会

的专题重点为： 

 (a) 2025 年：推进可持续、包容、以科学和证据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助力实现《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b) 2026 年：采取变革、公平、创新、协调的行动，助力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所有人创造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c) 2027 年：扩大公正转型，力争实现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全面落实《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 

 2. 又决定，在不损害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综合性、不可分割性和相互关联性的情况

下，有待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召开的高级别政治论坛 2025 年、2026 年和 2027 年届会深入评

估的几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 

 (a) 2025 年：目标 3、5、8、14 和 17； 

 (b) 2026 年：目标 6、7、9、11 和 17； 

 (c) 2027 年：目标 4、10、12、15 和 17； 

 3. 同意在大会第八十届会议上一并全面审查第 75/290 A 和 75/290 B 号决议及其附件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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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决定，第 75/290 A 和 75/290 B 号决议及其附件以及以往关于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

关于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和全球一级后续落实和评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所有

决议的所载各项规定均应继续有效，除非本决议或大会其后决议对其予以更新或取代。 

 

 

第 78/286 号决议 

 

2024 年 6 月 7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75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富汗、阿尔及利

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文莱达鲁萨兰国、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中国、古巴、塞浦路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吉布提、

多米尼克、厄瓜多尔、埃及、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希腊、匈牙利、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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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里亚、利比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求斯、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

加拉瓜、尼日尔、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卡塔尔、俄罗斯联邦、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塞舌

https://undocs.org/ch/A/RES/75/290a
https://undocs.org/ch/A/RES/75/290b
https://undocs.org/ch/A/RES/75/290a
https://undocs.org/ch/A/RES/75/290b
https://undocs.org/ch/A/RES/75/290a
https://undocs.org/ch/A/RES/75/290b
https://undocs.org/zh/A/78/L.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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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苏丹、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

克斯坦、泰国、东帝汶、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津巴布韦 
 

 

78/286. 文明对话国际日 

 大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重申《世界人权宣言》，154 其中宣布人人有资格享有

《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而不受任何区别对待，并重申各国根据国际人权法所承担的义

务， 

 回顾大会以往关于促进文明文化之间的理解、发展和交流的各项决议，特别是大会宣布

2001年为联合国文明对话年的 1998年 11月 4日第 53/22号决议以及关于《文明对话全球议程》

的 2001 年 11 月 9 日第 56/6号决议及其所载行动纲领以及目标、原则和参加者， 

 注意到全球化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增加了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互动，感到欣慰

的是宣布 2001 年为联合国文明对话年并于该年举行庆祝活动，《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得以实

施，这促使我们接纳人类的相互依存性和人类文化的丰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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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顾大会以往相关决议，包括宣布 11月 16日为国际宽容日的 1996年 12月 12日第 51/95

号决议、宣布 5月 16 日为国际和平共处日的 2017年 12 月 8日第 72/130号决议、宣布 2月 4 日

为人类博爱国际日的 2020 年 12 月 21 日第 75/200号决议，以及宣布 6 月 18 日为打击仇恨言论

国际日的 2021 年 7 月 21 日第 75/309号决议， 

 铭记文明之间的对话在促进认识和了解《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载的普遍价

值观念方面可以做出宝贵贡献，并重申文明的成就构成人类集体遗产， 

 深信对话有助于国际社会形成合力，巩固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彼此信任的传统， 

 强调文明之间的对话应争取全球范围的参与且向所有人开放，并应有助于性别平等以及增

强来自不同背景和文化的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深为关切地认识到世界各地针对许多宗教社群和其他社群成员的歧视、不容忍和暴力事

件，不论何方所为，均在全面增多， 

 确认所有文化文明都有助于人类丰富多彩，鼓励不同文化、文明和民族之间的宽容、和平

共处、尊重、对话与合作，以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增进世界各地的人类福祉、自由和进步， 

_______________ 

154 第 217A (III)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53/22
https://undocs.org/ch/A/RES/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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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ES/51/95
https://undocs.org/ch/A/RES/51/95
https://undocs.org/ch/A/RES/7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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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 2000年 9月 8日《联合国千年宣言》，155 会员国在该宣言中除其他外认为容忍是二十

一世纪国际关系必不可少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应包括积极促进文明之间的和平与对话文化，

人类相互尊重，兼容所有不同信仰、文化和语言，既不惧怕也不抑制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之间

的差异，而是珍惜这种差异，将之视为人类的宝贵资产， 

 又回顾《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156 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该文件中重申《文明对话

全球议程》及其《行动纲领》，重申关于文化文明对话的各项倡议的价值，欢迎秘书长 2005 年

7 月 14 日宣布的联合国文明联盟倡议，并决心促进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和平与对话

文化， 

 强调所有文明均须颂扬人类的大同与多异，并通过与其他文明的对话丰富与发展自己，须

尊重人权，并且有必要承认并尊重所有文明的丰富内涵，并在文明之间寻求共同基础，以全面

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深信人人充分享有人权、促进文化多元、对各种文化文明秉持宽容及各种文化文明之间开

展对话，有助于所有民族和国家在知识及思想、道德和物质成就方面进行互利交流，丰富自身

文化和传统， 

 意识到尽管受到不容忍、争端和战争的阻碍，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文明之间一直有积极、

互惠的互动， 

 认识到文明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同其他文明文化

的交流互鉴中繁荣发展，因此应作为人类经历和愿望的见证得到保护、弘扬和传承，以造福今

世后代，并认识到捍卫文化多样性意味着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诺，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联合国其他相关实体在授权范围内为执行相

关决议和议程所发挥的宝贵作用， 

 又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文明联盟及其高级代表在促进文明、文化、宗教和信仰之间的理解

与尊重方面所发挥的宝贵作用， 

 还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文明联盟全球论坛是民间社会组织、宗教领袖、青年、媒体、学术

界以及艺术家和运动员等各利益攸关方开展对话的全球平台，并注意到相关利益攸关方为促进

文明、文化、宗教和信仰之间的跨文化对话和相互理解所做的努力， 

 注意到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为加强文明之间的对话、理解与合作所采取的各种举

措，以及各种会议在这方面发表的宣言和声明， 

 认识到各国议会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为文明之间的对话所发挥的作用和做出的积极贡

献， 

_______________ 

155 第 55/2号决议。 

156 第 60/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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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决定宣布 6 月 10 日为文明对话国际日，以提高人们对文明多样性价值的认识，并在

这方面促进对话、相互尊重、宽容和全球团结； 

 2. 邀请所有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并邀请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

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和媒体，以适当方式纪念该国际

日，包括为此开展教育和提高公众认识活动，并分享这方面的最佳做法； 

 3. 邀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联合国文明联盟与联合国其他相关实体一道，为

纪念该国际日提供便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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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邀请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为国际日捐款并提供支持。 

 

 

第 78/287 号决议 

 

2024 年 6 月 7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70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尔及利亚、安哥

拉、阿根廷、亚美尼亚、奥地利、巴哈马、白俄罗斯、博茨瓦纳、佛得角、中国、刚果、科特迪瓦、克罗地

亚、古巴、捷克、吉布提、埃及、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加蓬、格鲁吉亚、德

国、加纳、危地马拉、几内亚、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意大利、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黎巴

嫩、利比里亚、卢森堡、马来西亚、马里、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新西兰、巴基斯坦、秘鲁、

葡萄牙、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卢旺达、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

南非、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苏里南、泰国、突尼斯、土库曼斯坦、乌干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越南 
 

 

78/287. 2025年国际量子科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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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指出，加强量子科技方面的全球合作、认识和教育有助于应对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改善世界各国生活质量方面的挑战， 

 回顾需要调动和扩大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实施手段(包括融资)，包括在量子科技领域，特

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从而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 

 强调量子科技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其潜在应用可满足粮食、健康、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通信、清洁水和能源等基本需求，并支持气候行动， 

 承认需要集体应对量子科技带来的挑战， 

 认识到 2025 年恰逢量子力学方法发展 100 周年，正是量子力学方法的发展使其在当今科

学和技术中占有突出地位， 

https://undocs.org/zh/A/78/L.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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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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指出庆祝科学发现为促进全民，包括青年、女童和妇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青年、

女童和妇女在新兴技术领域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与研究提供了机会，并鼓励他们更

多地参与科学活动，包括职业发展机会，同时承认妇女在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 

 强调 2024-2033 年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的核心是推进基础科学，并认识到量子科

学为了解原子和亚原子层面的物质和能量行为提供了无可比拟的洞见， 

 知悉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建议联合国大会宣布 2025 年为国

际量子科技年，157  

 1. 决定宣布 2025 年为国际量子科技年； 

 2. 邀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担任国际量子科技年的牵头机构和协调中心，并邀

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专门机构成员、大会观察员以及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其他国际和区域

组织、学术界、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将 2025 年定为国际量子科技年； 

 3. 建议通过在各级开展活动庆祝国际量子科技年，提高公众对量子科学及应用的重要性

的认识；加强量子科技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和创新者之间的国际、多边和跨学科科学合作；确

保重点关注量子科技的应用，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4. 欢迎旨在利用量子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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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 

 6. 请秘书长提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包括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

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注意本决议，以促进庆祝 2025 年国际量子科技年。 

 

 

第 78/288 号决议 

 

2024 年 6 月 7 日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69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多米尼加共和国 
 

 

78/288. 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二十五周年 

 大会， 

 回顾其 1999年 12月 17日第 54/134号决议，其中大会指定 11月 25日为消除对妇女的暴力

行为国际日， 

_______________ 

157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2023年 11月 7日至 22日，巴黎》，第一卷，

《决议》，第 23 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8/L.69
https://undocs.org/ch/A/RES/5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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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158 和其他相关国际人权文书，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159  

 又重申《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160 以及《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161 《国际人口与

发展会议开罗行动纲领》162 及各审查会议的成果文件， 

 还重申 1993 年 12 月 20 日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163 及其各项规定，包括

第一条，其中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

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

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并注意到这种暴力行为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损害，  

 重申所有国家均有义务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认识到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

是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的主要障碍，会侵蚀、损害或剥夺她们充分享有所

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机会， 

 确认联合国各机构、实体、基金和方案及专门机构为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

为所作的努力以及开展的大量活动， 

 欢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64 中关于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的承

诺，强调指出防止和消除公共和私人领域一切形式暴力侵害所有妇女和女童行为，对于实现性

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以及促进妇女全面、平等和有效参与经济和政治生活等社

会所有领域的活动并发挥领导作用至关重要， 

 强烈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其中许多行为源自于历史和结构性的不平

等以及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并确认虽然取得了进展，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仍然普遍存在，并因

强化陈规定型观念和性别不平等的歧视性规范以及相应的有罪不罚和缺乏问责而得以滋生， 

 表示关切当前的全球挑战可能加剧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因此可能使近几十年来取得

的大部分发展进展付诸东流，并对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构成挑战，关切通过使用技

术和在数字环境中发生或扩大的新的和正在出现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形式所带来的挑战，特

别是针对公共和政治生活中的妇女的暴力侵害， 

_______________ 

158 第 217 A (III)号决议。 

159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249 卷，第 2037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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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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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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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第 48/104号决议。 

164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217(III)
https://undocs.org/ch/A/CONF.157/24(PartI)
https://undocs.org/ch/A/CONF.157/24(PartI)/Corr.1
https://undocs.org/ch/A/RES/48/104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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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是鉴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米拉巴尔三姐妹遇害而设立

的， 

 1. 欢迎将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纪念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二十五周年； 

 2. 承认在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需要在各级应对的

其余挑战； 

 3. 认识到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对于提高认识、教育社区和让社区参与、宣传和

动员决策者、政策制定者和全社会加紧努力防止和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重

要性； 

 4. 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全球、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包括民间社会、私

营部门、学术界和个人在内的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纪念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二十五

周年，以提高对防止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认识，实现性别平等与和平文化、非

暴力行为和相互尊重的关系； 

 5. 请大会主席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召开一次为期一天的高级别会议，纪念消除对妇女的暴

力行为国际日二十五周年，重点突出在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方面取得的成

就，分享最佳做法，查明差距和挑战，并在 2025 年《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通过三十周

年即将到来之际，激励加快努力，按照这两项文书防止和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

行为。 

 

 

第 78/289 号决议 

 

2024 年 6 月 19 日第 91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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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白俄罗斯、不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博茨瓦纳、布隆迪、佛得角、智

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冈比亚、德国、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

斯、匈牙利、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日本、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

托、卢森堡、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蒙古、摩洛哥、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拉

圭、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塞内加尔、斯洛文尼亚、南非、斯里兰卡、苏里

南、塔吉克斯坦、泰国、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兹别克斯坦、越

南、赞比亚 
 

 

78/289. 2025国际合作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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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ndocs.org/zh/A/78/L.7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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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重申《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165 其中承认合作社在执

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在发展筹资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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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定标准的第 1 至 10 段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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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均促进地方社区及所有人，包括妇女、青年人、老年人、残疾人

和土著人民尽可能充分地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他们的参与可加强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助于消

除贫困与饥饿， 

 回顾其 2009 年 12 月 18 日第 64/136号和 2010 年 12 月 21 日第 65/184号决议，其中大会宣

布 2012 年为国际合作社年， 

 又回顾其 2023 年 12 月 19 日第 78/175号决议，其中大会赞赏地注意到 2012 年庆祝了国际

合作社年，呼吁宣布 2025 年为另一个国际合作社年，鼓励全体会员国以及联合国和所有其他

相关利益攸关方利用国际年宣传合作社，并提高人们对合作社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全面社

会经济发展所作贡献的认识， 

 1. 宣布 2025 年为国际合作社年； 

 2. 邀请所有会员国考虑采取行动，酌情建立国家机制，如国家委员会，以筹备和庆祝国

际合作社年并采取后续行动，尤其是为了规划、促进和协调与筹备和庆祝国际年有关的政府和

非政府机构和组织的活动； 

 3. 邀请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与相关国际组织、专门机构及地方、国家和国际合作社

组织以及包括促进和推动合作社委员会在内的所有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推动落实国际

年，以此宣传合作社，提高人们对合作社为社会经济发展所作贡献的认识，并支持会员国规划

和协调庆祝国际年的活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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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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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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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开展庆祝活动。 

 

 

第 78/290 号决议 

 

2024 年 6 月 24 日第 92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78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安道尔、安哥拉、安

提瓜和巴布达、巴林、白俄罗斯、比利时、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哥伦比

亚、刚果、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

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匈牙利、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拉脱维亚、卢森堡、马来

_______________ 

165 第 69/313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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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ES/64/136
https://undocs.org/ch/A/RES/65/184
https://undocs.org/ch/A/RES/78/175
https://undocs.org/zh/A/78/L.78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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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摩纳哥、摩洛哥、巴拉圭、菲律宾、波兰、葡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

邦、圣马力诺、塞内加尔、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苏里南、塔吉克斯坦、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拉圭、越南 
 

 

78/290. 加强全球道路安全 

 大会， 

 回顾其关于加强全球道路安全的 2003 年 5 月 22 日第 57/309 号、2003 年 11 月 5 日第 58/9

号、2004 年 4 月 14 日第 58/289 号、2005 年 10 月 26 日第 60/5 号、2008 年 3 月 31 日第 62/244

号、2010 年 3 月 2 日第 64/255 号、2012 年 4 月 19 日第 66/260 号决议，2014 年 4 月 10 日第

68/269号、2016 年 4 月 15 日第 70/260号、2018 年 4 月 12 日第 72/271号和 2020 年 8 月 31 日第

74/299号决议及其中所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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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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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联合国住房和可持续城市发展会议(人居三)通过的《新城市议程》，166 该议程有鉴于

大多数道路交通死亡和重伤发生在城市地区，对道路安全以及获得安全、负担得起、无障碍和

可持续的公共交通和非机动化交通方式给予适当考虑到， 

 又回顾《2021-2030 年道路安全行动十年全球计划》，其中提出了一套可选方案和战略，供

各国政府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用于指导采取政策和行动以改善道路安全， 

 重申对 2022年 6月 30 日加强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政治宣言167 的承诺，其中确认道路

安全是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一项紧迫的发展挑战，需要各级政府作出承诺， 

 回顾其 2023 年 12 月 19 日通过的题为“加强所有运输方式之间的联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第 78/148号决议，其中大会宣布自 2026 年起为联合国可持续交通运输十年， 

_______________ 

166 第 71/256号决议，附件。 

167 第 76/294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57/309
https://undocs.org/ch/A/RES/58/9
https://undocs.org/ch/A/RES/58/9
https://undocs.org/ch/A/RES/58/289
https://undocs.org/ch/A/RES/60/5
https://undocs.org/ch/A/RES/62/244
https://undocs.org/ch/A/RES/62/244
https://undocs.org/ch/A/RES/64/255
https://undocs.org/ch/A/RES/66/260
https://undocs.org/ch/A/RES/68/269
https://undocs.org/ch/A/RES/70/260
https://undocs.org/ch/A/RES/72/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4/299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RES/78/148
https://undocs.org/ch/A/RES/71/256
https://undocs.org/ch/A/RES/76/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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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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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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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在 2030 年之前继续就《2030 年议程》中与道路安全相关的所有具体目标(如具体目标

3.6 和 11.2)采取行动的重要性，并认识到这些具体目标在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3 和 11 以

及促进就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消除贫困、性别平等、气候变化、体面工作、创新和运输

等相关目标)采取行动方面的重要性， 

 肯定世界卫生组织 2023 年 12 月发布的第五份《全球道路安全状况报告》，其中评估了会

员国在 2011-2020 道路安全行动十年期间取得的进展， 

 注意到虽然 2010年至 2021年期间死亡人数减少了 5%，但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3.6所

列的到 2020 年将全球道路交通事故死伤人数减少 50%的总体目标未能实现， 

 确认尽管 2010年至 2021年期间进展缓慢，但 35个会员国实现了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减

少 30%至 49%，10 个会员国169 在此期间令人称道地实现了道路交通死亡人数减少 50%的目

标， 

 关切地注意到，尽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立法的有效性，但只有 7 个国家的道路安全立法

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界定的所有五个主要风险因素(酒后驾驶、超速、不使用摩托车头盔、不使

用安全带、和不使用儿童约束系统)的最佳做法标准，只有 16 个国家加入了所有七项与道路安

全有关的联合国核心法律文书， 

 认识到道路交通碰撞事故继续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全球负担，一方面造成人类痛苦，每年发

生近 120 万例本可预防的死亡和约 5 000 万例受伤事故，另一方面给各国造成的平均损失占其

国内生产总值的 3%至 5%，这使道路安全成为公共卫生和发展的紧迫优先事项， 

 表示关切道路安全的公共和私人供资仍然严重不足，而且尽管大多数会员国制定了国家道

路安全战略，但其中多数战略没有资金，也没有执行， 

 考虑到交通运输的不断变化性质，关切地注意到这些变化带来的挑战，包括两轮和三轮机

动车、电动自行车和微型移动装置乘客死亡人数不断增多， 

 又考虑到非机动化交通的需求，同时认识到道路交通碰撞事故对儿童和青年的影响，强调

必须考虑到他们的需求以及包括老年人和残疾人在内处于弱势的道路使用者的需求， 

 还考虑到新出现的安全挑战以及包括网约车公司和外卖平台在内各种互联网运输服务的增

长对现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提出的更高要求， 

 认识到国家和地方政府当局在确保对道路安全采取安全系统办法方面，特别是在土地使用

规划和执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_______________ 

168 A/64/540，附件。 

169  白俄罗斯、文莱达鲁萨兰国、丹麦、日本、立陶宛、挪威、俄罗斯联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https://undocs.org/ch/A/6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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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道路治安和交通法规执法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因为全球近 90%的道路

伤亡事故发生在这些国家，为此应加强全球和区域道路治安合作举措，通过交流培训、能力建

设和执法活动方面的信息，发挥交通警察能力的杠杆作用， 

 又强调需要采取多部门办法，也需要包括工商业在内的各种行为体参与，因为它们可以通

过在其整个价值链中管理道路安全，为改善全球道路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赞扬世界卫生组织在预防道路交通伤害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并且发挥作用，执行大会赋予

它的任务，与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密切合作，充当联合国系统内道路安全问题的协调机构， 

 欢迎秘书长道路安全问题特使借助欧洲经济委员会提供的秘书处支持，通过倡导遵守联合

国道路安全法律文书并提高对这些文书的认识，卓有成效地调动对道路安全作出持续的高级别

承诺，通过参加全球和区域会议等方式分享良好做法，并倡导增加对全球道路安全的资金投

入， 

 赞扬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开展工作，举办更多的道路安全活动，主张加大对道路安全的政

治承诺，努力设定区域和国家减少道路交通伤亡的目标，特别是欧洲经济委员会开展工作，制

定全球道路安全相关法律文书，包括国际公约和协定、技术标准、决议和良好做法建议，并为

59个全球和区域法律文书提供服务，这些文书为发展国际公路、铁路、内陆水运和联运提供了

普遍接受的法律和技术框架， 

 赞许地注意到欧洲经济委员会在联合国发展账户下，与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和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协作开展道路安全绩效审查项目，以及在秘书长道路安全问题特使

支持下与非洲经济委员会开展项目，注意到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优先开展道路安全工作，以加

强某些国家的国家道路安全管理能力，并赞扬为不同类型的组织开发和实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系统，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制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统规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回顾 2026 年是 2021-2030 道路安全行动十年的中期里程碑以及实现到 2030 年将死伤人数

减少 50%的目标的时间轴， 

 1. 敦促会员国和相关行为体加快并加大努力执行《2021-2030 年道路安全行动十年全球

计划》，将道路安全作为一个政治优先事项，并确保其在更广泛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现实作

用； 

 2. 欢迎摩洛哥王国提出主办定于 2025年 2月 18日至 20日在马拉喀什举行的第四次全球

道路安全问题部长级会议，这将有助于扩大实行有效措施，以解决道路安全问题，确定未来几

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并加强与其他发展挑战的联系，以实现共同利益并提高效率； 

 3. 鼓励会员国建立部际协调机制，特别是卫生、交通、教育、基础设施、内务和环境等

部委之间的协调机制，以处理影响道路安全事务所涉所有部门的跨领域问题； 

 4. 又鼓励会员国采取步骤，确保按照国际标准和做法，在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的设

计、制造、使用、操作和维护阶段都内置安全功能，以尽量减少车辆运行对道路使用者，包括

对行人和骑自行车者以及基础设施的负面安全和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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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促请会员国通过促进城乡道路基础设施安全设计和工程的政策，实施安全系统办法；

设定安全适当的速度限制，并辅以适当的速度管理措施；促进实现多式联运和非机动出行；尽

可能建立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交通的最佳组合，特别重视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包括自行车

共享服务、安全的行人基础设施和平交道口，特别是在城市地区； 

 6. 邀请会员国和相关利益攸关方借助最近宣布的将于 2026 年开始的联合国可持续交通

运输十年，将其视作一个机会，把道路安全作为可持续交通运输议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

在当前可持续发展目标截止期限 2030 年之后； 

 7. 请尚未这样做的会员国考虑就不使用安全带、儿童约束系统和头盔、酒后驾车以及超

速等关键风险因素通过全面立法，并考虑就与驾驶分心或在身体控制力减弱的情况下驾驶有关

的其他风险因素实施适当、有效和以证据和(或)科学为基础的立法； 

 8. 鼓励尚未加入各项联合国道路安全法律文书的会员国考虑这样做，并在加入后适用、

执行和促进其规定或安全规范； 

 9. 邀请会员国和相关利益攸关方，特别是民间社会，与地方政府和当局协作实施针对具

体情况的干预措施和预防战略，包括针对所有道路利益攸关方开展大规模宣传，提高对道路安

全、安全习惯和行为的认识，以应对社区的道路安全需求和挑战； 

 10. 鼓励工商企业监测和报告其整个价值链业务活动对道路安全产生的影响或足迹； 

 11. 促请国际机构制定道路安全影响力投资准则，以此作为鼓励特别是私人投资者和捐助

者为道路安全提供大规模资金的手段； 

 12. 鼓励会员国和相关利益攸关方为联合国道路安全基金提供支持，2025 年第四次全球

道路安全问题部长级会议期间将为该基金举行一次认捐会议，此外也鼓励支持酌情为世界银行

全球道路安全基金充资； 

 13. 确认无条件提供充足、可预测、可持续和及时的国际资助对于为各国、特别是中低收

入国家调动国内资源的努力提供补充非常重要；鼓励酌情利用联合国道路安全基金和其他专门

机制，为发展中国家的供资要求提供支持，促进安全道路运输基础设施，并且支持采取必要措

施实现自愿性全球绩效目标，包括支持联合国系统所有道路安全基金和机制进行自愿充资； 

 14. 鼓励在道路安全领域促进相互商定的能力建设、知识共享、技术支持和技术转让方案

和举措，特别是在面临独特挑战的发展中国家，并尽可能通过北南、南南和三方合作模式以及

公私协作，将这些方案和举措纳入可持续发展援助方案； 

 15. 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建立国家道路安全机构全球网络的倡议，并鼓励会员国通过非

正式和正式方式积极参与知识交流和同行辅导； 

 16. 促请相关行为体和联合国实体监测和研究人工智能等各种不断发展的技术对陆运和道

路安全的影响，以便为制定准则和建议提供参考，进而应对这些问题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17. 促请会员国加强收集、报告和使用道路安全数据，以此作为产生实时反馈的一种手

段，为《2021-2030 年道路安全行动十年全球计划》的执行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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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请秘书长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相关机构协商，按照 2022 年政治宣言的规定，在大

会第八十届会议期间提交一份进度报告，为大会定于 2026 年召开的高级别会议提供参考。 

 

 

第 78/310 号决议 

 

2024 年 7 月 1 日第 97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85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尔巴尼亚、安道

尔、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阿塞拜疆、巴林、白俄罗斯、比利时、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文莱达鲁萨兰国、

保加利亚、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克罗

地亚、古巴、吉布提、多米尼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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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

吉亚、德国、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匈牙利、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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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卢森堡、马来西亚、马尔代

夫、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王国、

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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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塞舌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索马里、南非、斯里兰卡、苏里南、塔

吉克斯坦、泰国、多哥、土耳其、土库曼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

兹别克斯坦、越南、赞比亚 
 

 

78/310. 世界公平比赛日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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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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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其 2022 年 12 月 1 日第 77/27 号决议，其中大会重申体育运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量，确认体育运动通过弘扬宽容和尊重，在促进实现发展与和平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

用，还确认体育运动对增强妇女和女童以及青年、个人和社区、残疾人的权能、对实现身心健

康、教育和社会融合等目标作出贡献， 

 回顾其 2003 年 11 月 3日第 58/5号和 2004年 10月 27 日第 59/10号决议，大会宣布 2005 年

为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国际年以进一步通过体育促进教育、健康、发展与和平的决定，以及

2005 年 9 月 16 日第 60/1 号、2005 年 11 月 3 日第 60/9号、2006 年 11 月 3 日第 61/10号、2008

年 7 月 23 日第 62/271号、2008 年 12 月 11 日第 63/135号、2010 年 10 月 18 日第 65/4号、2012

年 11 月 28 日第 67/17号决议、2014 年 10 月 31 日第 69/6号、2016 年 12 月 16 日第 71/160号、

2018 年 12 月 3 日第 73/24号、2020 年 12 月 1 日第 75/18号和第 77/27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8/L.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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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s.un.org/doc/resolution/gen/nr0/644/04/img/nr064404.pdf?token=ZUL5twXdZeTxGgs89M&fe=true
https://undocs.org/ch/A/RES/77/27
https://undocs.org/ch/A/RES/58/5
https://undocs.org/ch/A/RES/59/10
https://undocs.org/ch/A/RES/60/1
https://undocs.org/ch/A/RES/60/9
https://undocs.org/ch/A/RES/61/10
https://undocs.org/ch/A/RES/62/271
https://undocs.org/ch/A/RES/63/135
https://undocs.org/ch/A/RES/65/4
https://undocs.org/ch/A/RES/67/17
https://undocs.org/ch/A/RES/69/6
https://undocs.org/ch/A/RES/71/160
https://undocs.org/ch/A/RES/73/24
https://undocs.org/ch/A/RES/75/18
https://undocs.org/ch/A/RES/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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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顾其关于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平而又更美好的世界的 2023 年 11 月 21

日第 78/10号决议，及此前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各项决议， 

 还回顾其 2013 年 8 月 23 日第 67/296号决议，其中宣布 4 月 6 日为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国

际日， 

 认识到正如 2018 年纳尔逊·曼德拉和平峰会所通过的政治宣言所述，体育运动、艺术和

身体活动有能力改变人们的观念、偏见和行为，以及鼓舞人心，破除种族和政治藩篱，消除歧

视和化解冲突，170  

 又认识到公平比赛精神深深植根于奥林匹克理想， 

 欢迎国际公平比赛委员会开展的工作，并注意到该委员会的目标是维护和促进对公平比赛

精神及其在精英体育和全民体育以及日常生活中所体现的价值观的尊重，特别是遵守规则、尊

重对手以及打击暴力和兴奋剂， 

 1. 决定宣布 5 月 19 日为世界公平比赛日； 

 2. 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特别是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包容性社会发展司及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相关国际组织、国际、区域和国家体育组织、民间社会(包括

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以及其他所有利益攸关方相互合作，纪念和宣传世界公平比赛日，以

促进本着友谊、团结、宽容、包容和不歧视精神开展体育运动； 

 3. 赞扬已经主办和将要主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的国家，鼓励它们确保这些赛事为全球和

平、体育精神和公平比赛留下持久遗产； 

 4. 强调指出，体育运动，包括残疾人体育运动受到普遍欢迎，因此在促进和平与发展、

社区凝聚力、尊重人权、性别平等以及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5. 重申体育运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支持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领导奥林匹克运动以及国

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领导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的使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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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 

 7. 请秘书长提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注意本决议，以

适当开展庆祝活动。 

 

 

第 78/311 号决议 

 

2024 年 7 月 1 日第 97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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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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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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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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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

_______________ 

170 第 73/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8/10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6
https://undocs.org/zh/A/78/L.86
https://undocs.org/ch/A/RES/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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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希腊、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匈牙利、冰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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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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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

里塔尼亚、摩纳哥、黑山、摩洛哥、缅甸、尼泊尔、荷兰王国、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

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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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卢旺达、沙特阿拉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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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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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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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11. 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的国际合作 

 大会， 

 重申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并回顾《世界人权宣言》，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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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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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 29 日大会第 78/1 号决议附件所载的、大会主持召开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通过的政治宣言和 2015年 12月 16日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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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高级别会议成果文件”的第 70/125号决议， 

 重申其 2024 年 3 月 21 日题为“抓住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机遇，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第 78/265 号决议、2023 年 7 月 25 日题为“快速技术变革对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影响”的第 77/320号决议、2023 年 12 月 19 日题为“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

可持续发展”的第 78/132 号决议和 2023 年 12 月 19 日题为“在数字技术背景下促进和保护人

权”的第 78/213号决议， 

 认识到快速的技术变革，包括人工智能的迅速进步，有可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

遇，加速推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通过平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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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认识到不当或恶意地设计、开发、部署和使用人工智能系统—

—例如在没有适当保障措施或不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可能构成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认识到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消除极端贫困，是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挑

战，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 

 强调指出人工智能系统应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其生命周期包括前期设计、设计、开

发、评价、测试、部署、使用、销售、采购、运行和淘汰等阶段，这些系统必须以人为本、可

靠、可解释、符合道德、具有包容性，充分尊重、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国际法，遵循人工智能造

福所有人的原则，符合以人为本、具有包容性、面向发展的信息社会的愿景，同时铭记本决议

着重于非军事领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的国际合作，不涉及为军事目的开发或使用人工智

能， 

_______________ 

171 第 217 A(III)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RES/78/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25
https://undocs.org/ch/A/RES/78/265
https://undocs.org/ch/A/RES/77/320
https://undocs.org/ch/A/RES/78/132
https://undocs.org/ch/A/RES/78/213
https://undocs.org/ch/A/RES/217(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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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会员国应在设计、开发、部署、淘汰和使用人工智能方面享有平等机会，同时尊重知

识产权和促进创新， 

 关切地注意到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人工智能鸿沟和其他数字鸿沟继续扩大，发展中国家

在跟上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加快的步伐方面面临独特挑战，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设计、开发、部

署和使用方面，因此强调指出迫切需要缩小差距和协助发展中国家进行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以

便它们不会进一步落在后面， 

 又关切地注意到不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行动可能阻碍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创新以

及全球合作， 

 注意到开源软件、开放模式和开放数据等方法和业务模式在传播人工智能惠益方面的积极

益处及潜在风险，并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参与相关全球合作的重要性， 

 认识到缺乏数字基础设施连通性和技能，包括缺乏教育、专门知识和人的能力，仍然是许

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一个根本挑战，这可能加剧人工智能鸿沟和其他数字

鸿沟，包括在利用和受益于人工智能方面的准备程度差异， 

 强调指出迫切需要弥合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人工智能鸿沟和其他数字鸿沟，强调获取人

工智能惠益的质量，因此强调指出必须提供充足的公共和私人资金，动用各种着重行动的执行

手段，例如开展知识共享活动和按照共同商定条件转让技术，以及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需

求、政策和优先事项提供能力建设援助， 

 注意到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及国际金融机构、私营部门、公司、民间社会、媒体、学

术界和研究机构、技术界和个人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可在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和推广安

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强调指出必须加强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协调与合作，增加对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投资，

同时具体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优先事项和条件，并鼓励发达国家和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

以及国际组织和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采取积极措施， 

 认识到联合国系统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强调必须加强能力建设方面

的国际合作和多方利益攸关方协作，支持发展中国家有效、公平、切实参与人工智能系统治理

方面的国际进程和论坛并拥有代表权， 

 1. 决心弥合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人工智能鸿沟和其他数字鸿沟，加强发展中国家能力

建设方面的国际合作，包括为此开展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同时充分考虑到发展中

国家的需求、政策和优先事项，以期利用人工智能的惠益，尽量减少其风险，加快创新，加速

在实现所有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 

 2. 鼓励会员国在充分尊重、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国际法的情况下，酌情并根据本国国情和

优先事项，将能力建设以及人工智能的设计、开发、部署和使用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和战略，并

在这方面进行必要投资，还鼓励国际社会以及相关利益攸关方在能力建设领域增加对发展中国

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包括为此利用自愿合作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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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促请国际社会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的国际合作营造有利环境，并强调必须尊重国

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以及人权和基本自由； 

 4. 促请会员国加强惠及所有人的合作和伙伴关系，应对主要的结构性障碍，消除障碍，

包括为此扩大获得基础设施、知识和技能的机会，以促进普遍和切实的数字连通，这有助于为

数字化转型以及公平和包容地获得数字和人工智能发展与创新的惠益奠定基础； 

 5. 鼓励会员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合作，包括政策交

流、知识共享活动和以共同商定的条件转让技术、技术援助、终身学习、人员培训、劳动力技

能发展、国际研究合作、自愿联合国际研究实验室和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中心，同时充分考虑到

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需求、政策和优先事项，并举办培训班、研讨会和讲习班等，以分享经验和

最佳做法； 

 6. 促请国际社会在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提供和促进

公平、开放、包容和没有歧视的营商环境； 

 7. 鼓励会员国在扩大负责任地使用开源人工智能和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等数字解决方案以

及其他方法和业务模式时考虑惠益和风险；促进、保护和保全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在其训练数

据中考虑到使用多种语言，特别在大语言模型方面；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消除种族主义、歧

视和其他形式的算法偏见；推动人工智能市场的公平竞争，促进创新环境和数字公共产品的使

用，以利用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潜力； 

 8. 鼓励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民间社会、媒体、学术界和研

究机构、技术界和个人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的国际合作，并酌情采取必要和积极的步

骤，消除所有人，包括妇女和女童、残疾人、土著人民、地方社区、儿童和青年、生活在贫困

中和生活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人以及处境脆弱者面临的障碍，并通过投资、教育、培训、技术

创新、使用和应用，确保所有人充分享受人工智能的惠益，提高数字包容性，实现性别平等并

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9. 促请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基金、方案、其他实体、机构和办事处以及相关组织在

各自任务和资源范围内，利用机会，应对挑战，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的国际合作，包括

为此利用适当的机构间机制，进行研究、摸底和分析，报告这一领域的进展和挑战，并利用其

资源和专门知识提供有针对性的援助； 

 10. 促请其他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及国际金融机构和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在各自任务

和资源范围内，充分利用现有国际和区域机制和平台，加强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智能能力建设，

并开展相关合作与协调； 

 11. 鼓励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利用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与人工

智能有关的能力建设资源，加强能力建设，包括支持根据本国需要、政策和优先事项拟订国家

数字和人工智能战略，确保这些投资产生长期和可持续的成果； 

 12. 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发挥核心和协调作用； 

 13. 促请联合国系统加强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着重行动的国际合作，包括通过自愿和

透明的合作框架或举措加强合作，这也会促进发展中国家切实参与人工智能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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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期待人工智能问题高级别咨询机构的最后报告，以及在《全球数字契约》、《未来契

约》和联合国相关后续进程的背景下就人工智能相关能力建设酌情进行的讨论； 

 15. 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程序和文件范围内，向大会第八十届会议报告发展中国家在人

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面临的独特挑战，并提出应对这些挑战的建议。 

 

 

第 78/312 号决议 

 

2024 年 7 月 1 日第 97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83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尔及利亚、安道

尔、安哥拉、奥地利、比利时、贝宁、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喀麦隆、加拿

大、中非共和国、乍得、中国、科摩罗、刚果、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刚果民主共和国、丹

麦、吉布提、埃及、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斯威士兰、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德国、加

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肯尼

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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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秘鲁、菲律

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卢旺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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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索马里、南非、南苏丹、西班牙、苏丹、苏里南、瑞典、泰国、多哥、突尼斯、乌干达、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赞比亚、津巴布韦 
 

 

78/312. 世界斯瓦希里语日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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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使用多种语文是本组织的核心价值，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宪章》第一条规定的联合国

目标， 

 又确认联合国力求使用多种语文，以此在全球促进、保护和保存语文和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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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重申其关于使用多种语文的 2022 年 6 月 10 日第 76/268号决议，其中鼓励秘书长以不增

加费用的方式加强对世界各地使用的非正式语文的支持，以宣传和增进认识这些语文的历史、

文化和使用情况， 

https://undocs.org/zh/A/78/L.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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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S/1980/67
https://undocs.org/ch/A/RES/7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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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 2021 年 11 月 23 日通过的 41C/53 号决议，其中宣

布每年 7 月 7 日为世界斯瓦希里语日，172  

 注意到斯瓦希里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 10 种语言之一，有 2 亿多人使用，是东非、中

非、南部非洲和中东许多国家的通用语，此外确认斯瓦希里语在促进和平、团结和文化多样

性，提高意识和促进人民之间对话方面发挥的作用， 

 表示注意到非洲联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东非共同体已批准并采用斯瓦希里语作为正

式语文和工作语文，以之作为促进区域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工具， 

 确认需要提高对斯瓦希里语多重经济和文化价值及其作为和平、团结和社会经济发展催化

剂所作贡献的认识，以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1. 决定宣布每年 7 月 7 日为世界斯瓦希里语日，自 2024 年起每年举行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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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民间社会

组织、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私营部门和个人在内的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酌情纪念世界斯瓦

希里语日，借此提高对该语言历史、文化和使用情况的认识； 

 3. 邀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秘书处全球传播部与联合国系统其他相关组织合

作，为世界斯瓦希里语日纪念活动提供协助，同时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0/67 号决议

附件中的规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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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为纪念世界斯瓦希里语日提供捐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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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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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开展纪念活动。 

 

 

第 78/313 号决议 

 

2024 年 7 月 1 日第 97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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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乍得、智利、

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古巴、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冈比

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匈牙利、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吉

尔吉斯斯坦、科威特、拉脱维亚、黎巴嫩、利比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摩洛

哥、纳米比亚、尼泊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帕劳、秘鲁、菲律宾、卡塔尔、俄罗斯联邦、圣文森特

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新加坡、南非、苏里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

坦、泰国、突尼斯、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也门、赞比亚 
 

 

_______________ 

172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2021年 11月 9日至 24日，巴黎》，第一卷，

《决议》，第八节，第 53 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E/RES/1980/67
https://undocs.org/zh/A/78/L.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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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13. 世界连体双胞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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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做出不懈努力，使这一议程在 2030 年前得到全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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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重申决心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包括为此加强卫生系统，实

现全民健康覆盖和其他所有与健康有关的目标，并且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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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需要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并首先尽力帮助落在最后面的人，满足所有人的身心

健康需求，同时尊重和促进人权和人的尊严以及平等和不歧视原则， 

 重申需要加大力度建设和加强以人为本、可持续和适应力强的优质卫生系统，促进与所有

相关利益攸关方建立强有力的全球伙伴关系，酌情协力支持会员国努力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中与健康有关的其他具体目标， 

 又重申需要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多边主义、全球团结、协调和卫生治理，争取逐步实现

人人不加任何区别地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 

 认识到连体双胞胎是一种罕见病，估计发生率为每 50 000例分娩中就有 1例，死产率高，

估计约为 60%，同时注意到在这方面缺乏优质、及时和可靠的数据， 

 强调需要解决连体双胞胎的状况问题，为此需要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合

作，在各级提高对连体双胞胎病情的认识，采取生命全程方法，并倡导连体双胞胎的福祉和对

他们的社会包容，同时考虑到相关的商定国际标准、规范和原则， 

 1. 决定宣布 11 月 24 日为世界连体双胞胎日，并自 2024 年起每年举行纪念活动； 

 2. 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相关组织、其他国际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

织和私营部门，以适当方式举办世界连体双胞胎日活动，以提高人们对连体双胞胎状况的认

识，促进连体双胞胎的人权、福祉和对他们的社会包容； 

 3. 请秘书长提请所有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注意本决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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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活动将取决

于是否有自愿捐款和自愿捐款的提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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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ES/19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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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314 号决议 

 

2024 年 7 月 10 日第 98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88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白俄罗斯、吉尔吉斯

斯坦、乌干达(代表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乌兹别克斯坦 
 

 

78/314. 联合国防治沙尘暴十年(2025-2034年) 

 大会， 

 回顾其关于防治沙尘暴的 2015年 12月 22日第 70/195号、2016年 12月 21日第 71/219号、

2017 年 12 月 20 日第 72/225 号、2018 年 12 月 20 日第 73/237 号、2019 年 12 月 19 日第 74/226

号、2020 年 12 月 21 日第 75/222 号、2021 年 12 月 17 日第 76/211 号、2022 年 12 月 14 日第

77/171号决议和 2023 年 12 月 19 日第 78/158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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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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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其 2023 年 6 月 8 日第 77/294号决议，其中宣布每年 7 月 12 日为国际防治沙尘暴日，

以进一步提高国际社会对沙尘暴的认识，并强调指出需要在全球和区域两级开展合作，管理并

减轻沙尘暴的影响， 

 又回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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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议及其

关于经济及社会领域国际十年指导方针的 1989 年 5 月 24 日第 1989/84号决议， 

 认识到沙尘暴是一个国际范围的关切问题，其代价以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计量，而且沙

尘暴在继续加重，对实现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 11 个目标及其执行手段造成不利影响， 

 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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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秘书处为推动在源头减缓沙尘暴问题而开展的工作，又肯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继续支

_______________ 

17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954 卷，第 33480 号。 

https://undocs.org/zh/A/78/L.88
https://undocs.org/ch/A/RES/70/195
https://undocs.org/ch/A/RES/71/219
https://undocs.org/ch/A/RES/72/225
https://undocs.org/ch/A/RES/73/237
https://undocs.org/ch/A/RES/74/226
https://undocs.org/ch/A/RES/74/226
https://undocs.org/ch/A/RES/75/222
https://undocs.org/ch/A/RES/76/211
https://undocs.org/ch/A/RES/77/171
https://undocs.org/ch/A/RES/78/158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RES/77/294
https://undocs.org/ch/A/RES/5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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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受沙尘暴影响国家，为此促进可持续土地使用管理、复合农林业、防护林带、植树造林/再

造林和土地恢复等均有助于从源头减缓沙尘暴的方案， 

 注意到沙尘暴是一项挑战，对基础设施、交通、通信、农业、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等方面

产生影响，并具有跨界影响，需要在体制、技术和科学方面采取应对措施，并注意到过去十年

全球沙尘暴的频率和强度有所增加，对受影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构成重大挑战， 

 确认沙尘暴在全球不同地区、特别是干旱、半干旱以及亚湿润干旱地区造成许多人类健康

方面的问题，需要加强保护战略，减少沙尘暴对人类健康和福祉的不利影响， 

 强调指出需要在全球和区域两级开展合作，以期通过加强预警系统和分享预报沙尘暴的气

候和天气信息，管理沙尘暴并减轻其影响，申明为了采取顽强行动防治和预防沙尘暴，需要更

好地了解沙尘暴的多层面严重影响，包括使民众的健康、福祉和生计恶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

情况日趋严重，毁林，生物多样性和土地生产力丧失及其对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影响， 

 重申气候变化是当今时代的最大挑战之一，除其他因素外，也是对各国包括受沙尘暴影响

的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严重挑战，强调气候变化等是未来风蚀和沙尘暴风险特别是发生更多

极端风力事件和使气候变得更加干燥的重要潜在推动因素，尽管逆向效应也有可能， 

 1. 决定在现有结构和可用资源范围内，宣布 2025-2034 年为联合国防治沙尘暴十年，目

的是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支持和加大努力，预防、制止和减轻沙尘暴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

受影响国家的不利影响； 

 2. 强调指出防治沙尘暴有助于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74  

 3. 回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75 及《巴黎协定》、176 《生物多样性公约》177 及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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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土地退化零增长

目标设定方案，以及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成果； 

 4. 强调需要进一步采取步骤，加快并持续采取行动，调动执行手段，并在共同利益和互

利的基础上，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各级加强防治沙尘暴的科学、研究和创新方面的国际合作与

协作，包括为此建立公私伙伴关系和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 

 5. 邀请秘书长在联合国防治沙尘暴联盟的支持下，采取适当步骤，在全球、区域和国家

各级规划和组织该十年的活动； 

 6. 邀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各专门机构成员和大会观察员以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其他

国际和区域组织、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学术界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为联合国防治沙尘暴

十年作出贡献； 

_______________ 

174 第 70/1号决议。 

17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176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通过，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 

17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FCCC/CP/2015/10/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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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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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私营部门的自

愿捐款支付； 

 8. 决定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9/84 号决议，在大会第八十四届会议上审查联合国

防治沙尘暴十年的执行情况，并就此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八十四届会议报告该十年的执行情况，

包括该十年对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第 78/315 号决议 

 

2024 年 7 月 10 日第 98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87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亚美尼亚、保加利

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希腊、意大利、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拉脱维亚、卢森堡、荷兰王国、北马其顿、波兰、葡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瑞

典、乌干达(代表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 
 

 

78/315. 第三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的进一步安排 

 大会， 

 回顾其 2021年 12月 17日第 76/217号、2022年 12月 30日第 77/246号和 2023年 8月 25日

第 77/329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于 2024年 6月 18日至 21日在基加利召开由包括国家元首和政

府首脑在内最高级别代表出席的第三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 

 又回顾其 2024 年 5 月 7 日第 78/550 号决定，其中大会决定第三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

问题会议应推迟举行， 

 1. 欢迎并赞赏地接受博茨瓦纳政府关于主办第三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的

慷慨提议，并决定该会议将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至 13 日在哈博罗内举行，为期四天，由包括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最高级别代表出席，主题为“通过伙伴关系推动进步”； 

 2. 大力鼓励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主要群体和其他捐助方及时向支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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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信托基金捐款，以支持

第三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的筹备工作以及内陆发展中国家参加会议。 

 

 

第 78/316 号决议 

 

2024 年 7 月 11 日第 99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90 经记录表决，以 99 票赞成，9 票反对，60 票弃权通

过， * 提案国为：阿尔巴尼亚、安道尔、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伯利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保加利亚、佛得角、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斐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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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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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荷兰王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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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马力诺、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

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汤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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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ndocs.org/ch/E/RES/1989/84
https://undocs.org/zh/A/78/L.87
https://undocs.org/ch/A/RES/76/217
https://undocs.org/ch/A/RES/77/246
https://undocs.org/ch/A/RES/77/329
https://undocs.org/zh/A/78/L.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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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巴多斯、比利时、

伯利兹、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保加利亚、佛得角、加拿大、智利、科摩罗、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刚果民主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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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马拉、圭亚那、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

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肯尼亚、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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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缅甸、荷兰王国、新西兰、北马其顿、挪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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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基茨和尼维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苏里南、瑞典、瑞士、东帝汶、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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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努阿图、赞比亚 

 反对:白俄罗斯、布隆迪、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厄立特里亚、马里、尼加拉瓜、俄罗斯联邦、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弃权: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亚美尼亚、巴林、孟加拉国、不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文莱达鲁萨兰

国、柬埔寨、中非共和国、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几内

亚、几内亚比绍、海地、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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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蒙古、莫

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泊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南非、斯里兰卡、苏丹、

塔吉克斯坦、泰国、多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也门、津巴布韦 

 

 

78/316. 乌克兰核设施、包括扎波里日亚核电站的安全和安保 

 大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所载宗旨和原则， 

 又回顾所有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均有义务在国际关系中避免通过使用或威胁使

用武力，或以任何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其他方式，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并有

义务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重申不得承认任何以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方式取得的领土具有

合法性， 

 还回顾国际法院 2022 年 3 月 16 日的临时措施命令，178  

 回顾其第十一届紧急特别会议通过的相关决议179 以及 2014年 3月 27 日第 68/262号、2023

年 11 月 8 日第 78/8号和 2023 年 12 月 19 日第 78/221号决议， 

 最强烈地谴责俄罗斯联邦违反《宪章》第二条第四项，对乌克兰进行侵略，包括俄罗斯联

邦持续暂时控制或占领乌克兰部分领土，其中包括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以

及赫尔松州、扎波里日亚州、顿涅茨克州和卢汉斯克州的某些地区，并重申企图非法吞并这些

州不具任何国际法效力，也不构成改变乌克兰这些州地位的依据， 

_______________ 

178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4 号》(A/77/4)，第 189-197 段。 

179 第 ES-11/1、ES-11/2、ES-11/4和 ES-11/6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68/262
https://undocs.org/ch/A/RES/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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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攻击不得把平民或民用物体作为目标，又回顾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为缔约国的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 1977 年《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 56 条第 1 款，180 其中规定含有危

险力量的工程或装置，如堤坝和核发电站，即使这类物体是军事目标，也不应成为攻击的对

象，如果这种攻击可能引起危险力量的释放，从而在平民居民中造成严重的损失， 

 表示注意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 2009 年 9 月 18 日题为“禁止武装攻击或威胁攻击运行中

或建造中的核设施”的第 GC(53)/DEC/13 号决定，以及原子能机构大会的相关决议， 

 又表示注意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 2023 年 9 月 28 日题为“乌克兰的核安全、核安保和核

保障”的第 GC(67)/RES/16 号决议以及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题为“乌克兰局势对安全、安保和保

障监督的影响”的 2022 年 3 月 3 日第 GOV/2022/17 号、2022年 9 月 15 日第 GOV/2022/58 号和

2022年 11月 17日第 GOV/2022/71号决议及题为“乌克兰的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保障”的 2024

年 3 月 7 日第 GOV/2024/18 号决议， 

 谴责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重要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这种袭击增加了乌克兰所有核设施发

生核事故或核事件的风险， 

 又谴责非法和前所未有地强行夺取乌克兰扎波里日亚核电站，强调指出俄罗斯军事人员和

其他未经授权人员留在该站已逾两年，回顾对该站及其文职人员的安全和安保的直接威胁极大

增加了发生核事故或核事件的风险，危及乌克兰民众、邻国和国际社会， 

 表示严重关切扎波里日亚核电站岌岌可危的核安全和核安保局势，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

干事提出的“确保武装冲突期间核安全和核安保的七个不可或缺的支柱”在该站均已“全部或

部分受损”，包括拒绝乌克兰运行人员进入，日常维护活动存在差距、缺乏可靠的供应链、由

于关键能源基础设施遭到袭击而导致水和场外电力的供应处于脆弱状态、在该设施内部和外部

围栏之间缓冲区埋设杀伤人员地雷以及驻该站的俄罗斯军方和其他未经授权人员的其他行动， 

 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根据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和核安保指南提出的“确保武装冲突

期间核安全和核安保的七个不可或缺的支柱”以及五项具体原则对于帮助确保扎波里日亚核电

站核安全和核安保的重要性，并强调指出必须在充分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落实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和核安保指南， 

 表示注意到 2024年 6月 15日至 16日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会上除其他外强调，对核能

和核设施的任何使用都必须做到安全安保、接受保障监督和无害环境，并强调按照国际原子能

机构的原则，乌克兰的核电站和核设施，包括扎波里日亚核电站，必须继续处于乌克兰的完全

主权控制下， 

 1. 重申其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包括其领水内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

承诺； 

 2. 要求俄罗斯联邦立即停止其对乌克兰的侵略，无条件地将其所有军事力量从乌克兰国

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撤出； 

_______________ 

18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125 卷，第 175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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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又要求俄罗斯联邦从扎波里日亚核电站紧急撤出其军事人员和其他未经授权人员，立

即将该站交还至乌克兰主权和主管当局的全面控制之下，以确保该站的安全和安保，并使国际

原子能机构能够按照原子能机构大会和理事会的一再呼吁，根据乌克兰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和

附加议定书安全、高效和有效地执行保障监督； 

 4. 谴责俄罗斯联邦未能执行大会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和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5. 呼吁俄罗斯联邦立即停止对乌克兰重要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这种袭击增加了乌克兰

所有核设施发生核事故或核事件的风险； 

 6. 欢迎并鼓励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继续努力，包括通过继续保持和加强国际原子能机

构赴扎波里日亚核电站支持和协助团的实际存在，消除俄罗斯联邦侵略乌克兰对扎波里日亚核

电站的核安全和核保安以及保障监督执行工作造成的风险； 

 7. 促请俄罗斯联邦在将乌克兰扎波里日亚核电站交还至乌克兰主权和主管当局的完全控

制下之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赴扎波里日亚核电站支持和协助团及时和全面地进入对核安全

和核安保至关重要的该站所有区域，以便原子能机构全面报告该站的核安全和核安保情况； 

 8. 促请武装冲突各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尊重国际人道法； 

 9. 又促请武装冲突各方全面落实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提出的“确保武装冲突期间核安

全和核安保的七个不可或缺的支柱”及五项具体原则，以帮助确保扎波里日亚核电站的核安全

和核安保； 

 10. 敦促俄罗斯联邦立即清除在扎波里日亚核电站周边埋设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 

 11. 促请会员国继续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努力维护乌克兰所有核设施的核安全、核

安保和保障监督执行工作； 

 12. 请秘书长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密切合作进行斡旋； 

 13.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题为“乌克兰暂时被占领土局势”的议程项目下继续审议

这个问题。 

 

 

第 78/317 号决议 

 

2024 年 7 月 16 日第 100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A/78/L.80 未经表决而通过 
 

 

https://undocs.org/zh/A/78/L.80


一.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议 

 

109 

78/317. 安提瓜和巴布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议程：实现韧性繁荣的 
新宣言 

 大会， 

 回顾其 2021 年 12 月 17 日第 76/203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于 2024 年以尽可能最高级别召

开第四次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国际会议，并回顾其 2022 年 12 月 30 日第 77/245号和 2023 年

8 月 25 日第 77/328号决议， 

 1. 深切感谢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和人民于 2024年 5月 27日至 30日在安提瓜和巴布达主

办第四次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国际会议并提供所有必要支持； 

 2. 认可本决议所附题为《安提瓜和巴布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议程：实现韧性繁荣的新宣

言》的会议成果文件。 

 

附件 

安提瓜和巴布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议程：实现韧性繁荣的新宣言 

一.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叙事 

1. 在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我们国际社会正式宣布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是环境与

发展的一个特例，承诺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994年，巴巴多斯举行的

第一次十年期联合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并随后在 2005 年毛里

求斯第二次十年期会议和 2014 年萨摩亚第三次十年期会议上加以重申。 

2. 在三个十年和三个行动纲领之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因独特的脆弱性，仍然是可持续发展

的一个特例。我们注意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多年来取得的显著成就和进步，为此欢迎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展现的自主权、领导力和巨大努力以及国际社会给予的支持。 

3. 在此期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为国民提供并继续提供稳定和民主治理，并在全球动荡不安

的时代努力提供生产性经济和安全社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受到 2008 年和 2020 年两次“一代

一遇”危机的严重影响，同时应对更加严重和频繁的灾害和自然危害。此外，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在金融、气候变化和塑料等领域发挥领导作用，成为海洋的管理者，管理着世界 19.1%的专

属经济区及资源。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为这些领域的许多最进步的进程铺平了道路，并在多边舞

台上制定政策和确立具体行动。 

4. 我们仍然感到关切，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污染、灾害和

自然危害、卫生及其他社会相关挑战和经济脆弱性的持久且复杂影响，抵御外部冲击和增强韧

性的能力逐渐减弱。接连发生的全球危机以及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进一步限制了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并造成不利影响。 

5.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积小，地理位置偏远，人口高度分散，经济单一且规模有限，高度依

赖外部市场，极易遭受灾害和自然危害及气候变化影响，以固有和独特的方式易受外来冲击的

影响。承认脆弱性并不意味着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具有弱点或缺乏发展潜力。相反，它意味着承

https://undocs.org/ch/A/RES/76/203
https://undocs.org/ch/A/RES/77/245
https://undocs.org/ch/A/RES/7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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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物质破坏以及非经济和经济损失方面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严重程度远

非其他地方可及。 

6.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如降雨量不稳定，极端天气现象日

益频繁，热带气旋更加频繁和严重，洪水和干旱频发，淡水资源减少，以及荒漠化、海岸侵

蚀、土地退化和海平面上升等，对人民的生存和生存能力、自然生态系统和整体可持续发展构

成最严重威胁。我们注意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表示关切，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对其在人道主

义、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并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在安全方面产生影响。 

7. 为使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韧性繁荣，我们必须帮助其实现经济多样化，加

强国家能力和生产能力。同时，国际金融架构应进一步全面应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独特的发展

情况，降低获得优惠融资的难度，减轻财政制约，降低债务风险，特别是重债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防止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出现倒退。因此，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承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

殊情况，必须考虑到这些新的和正在出现的挑战。 

8. 我们认识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可持续的现代能源，特别是可

再生能源。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获得资金、资本成本、市场准备以及为实现公正、包容和韧性

能源转型所需要的劳动力进行技能提升和再培训方面面临重大障碍。 

9. 我们重申自由、和平与安全，尊重所有人权，包括发展权和适当生活水准权(包括食物

权)、法治、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减少不平等以及对公正和民主社会的总体承诺的重要

性。 

10. 我们认识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充分实现妇女和女童的人权对可持续发展具有变

革和倍增效应，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妇女可以成为变革的强大推动力。 

11.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渴望实现韧性繁荣，这种繁荣体现于人人享有可持续发展，即实现持久

的经济增长和福祉、强劲的经济、多样化、适应并抵御冲击，确保社会公平，促进环境可持续

性。 

12. 今后十年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十年。一种新的情况正在出现，对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地缘政治构成巨大威胁。要减轻威胁，就必须振兴有利环

境，对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意义的扶持。没有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将承受潜

在的深远后果。 

13. 我们重申，1994 年通过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巴巴多斯行动纲

领》)、181 200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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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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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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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战略》)182 和 2014 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183 仍

然适用，并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描绘了蓝图。 

14. 我们再次承诺全面及时地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84 《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

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185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86  和《巴黎协定》、 187 

《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188 《新城市议程》、189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和其他相关政府间商定的发展成果、框架和文书。 

15. 我们重申《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190 的各项原则，特别是原则 7提出的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 

16. 我们，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别代表 2024年 5月 27日至 30日在圣约翰举行第四

次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国际会议——民间社会、私营部门、青年、学术界和其他相关利益攸

关方将参加会议，坚定重申致力于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走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韧性繁荣的道

路，今天的进展不损及明天的可能性。我们将通过注重成果的干预措施和投资支持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充分自主地实施新议程，寻求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维护公平、国家所有、相互信任、透

明度和问责制等价值观，开展合作，增进新十年议程优先领域的惠益。 

 

二.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愿望 

A. 建设韧性经济 

17. 加强岛屿之间的连通性，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区域市场和全球供应链联系起来，

包括纳入现有和新出现的海运和多式联运及经济走廊，鼓励采取可持续运输举措支持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仍然是关键所在。 

18. 我们强调，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建设必要的生态系统、机构和能力以推广利用科学、技

术、创新和数字化推动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重大的结构性挑战。 

_______________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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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第 69/15号决议，附件。 

184 第 70/1号决议。 

185 第 69/313号决议，附件。 

18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187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通过，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 

188 第 69/283号决议，附件二。 

189 第 71/256号决议，附件。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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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ndocs.org/ch/A/RES/69/15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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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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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数据收集、分析、技术和机构能力方面面临重大挑战，阻碍了循证决

策、监测进展和获得发展融资，我们强调，进行能力建设加强数据治理和管理将使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能够改进数据收集、保护、透明度和数据共享。 

20. 我们欢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安提瓜和巴布达设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英才中心并呼吁为此

提供支持，英才中心将在第四次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国际会议上启动，除其他外中心将包含

一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数据中心、一个技术和创新机制、一个岛屿投资论坛。 

21. 认识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度依赖进口，出口能力低下，面临经常账户赤字，财政空间有

限，获得优惠融资机会不足，因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寻求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以： 

 (a) 发展和扩大生产能力，为此： 

 ㈠ 开展国家生产能力差距评估； 

 ㈡ 落实全面的生产能力发展方案； 

㈢ 投资高生产力部门，包括先进技术和数字经济，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提供报酬更

高的工作，减少人才外流和劳动力流动； 

 (b) 增加贸易和投资，为此： 

㈠ 制定优先的贸易和投资战略，巩固现有部门和市场的市场机会，查明经济多样化的机

会，减少脆弱性； 

㈡ 酌情考虑顾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殊情况的贸易规则，使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货

物和服务的市场准入，并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通过改善贸易规则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的适用和贸易规则的透明度，鼓励充分利用优惠市场准入； 

 ㈢ 加强地方、国家和区域机构以及监管和国内政策环境和贸易便利化机构； 

㈣ 为私营部门投资、创业精神，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合作社和企业发展创造有利的营商

环境； 

 ㈤ 加强调集资源、投资流动监测以及公司一级数据收集、分析和使用的能力； 

㈥ 支持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英才中心设立两年举办一次的岛屿投资论坛，作为促进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专门平台，促进投资机会、知识交流和协作举措，应对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独特挑战，并促进长期韧性和繁荣； 

㈦ 酌情审查和改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加入的老一代投资条约，以保障政策空间，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 

 (c) 促进具有韧性和可持续的旅游业，为此： 

㈠ 尽量减少污染和废物，增进环境意识，养护和保护环境，尊重野生动植物、生物多样

性、生态系统和文化多样性； 

㈡ 实现投资去风险化，加强旅游业和其他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合作，实现旅游业及其相关的

上下游服务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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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 提高对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旅游业重要性的认识，包括通过韧性旅游业全球日；191  

㈣ 制定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就业解决方案，包括为非正规工人制定解决方案，增强劳动力的

韧性，并考虑到各国的国情； 

 ㈤ 加强文化和遗产管理保护以及创意产业具体领域的创业、教育和培训； 

 ㈥ 增进并投资文化遗产、传统与习俗、资产和基础设施的韧性； 

 (d) 促进可持续海洋经济，为此： 

㈠ 协助在可持续渔业、水产养殖、海产养殖、海洋和沿海旅游业、海洋可再生能源、矿产

及其他相关资源、可持续航运和海上运输及港口等领域发现机会； 

㈡ 建立公私部门伙伴关系，打造适当的资本市场工具，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市场监管机构

提供技术援助，提高项目的可融资性和可行性； 

㈢ 营造并支持有利的政策环境，充分增加侨民汇款、投资、技能和经验，促进研究、创

新、经济发展和多样化，向环境可持续做法和技术过渡。 

 

B. 促进安全、健康和繁荣的社会 

 22. 我们强调，必须促进和平、繁荣、包容的社会和安全的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在

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善政、法治、人权、基本自由、平等诉诸公正司法制度以

及打击腐败、遏制非法资金流动的措施，将成为我们努力的组成部分。 

 23. 我们仍然感到关切，贫困，包括极端贫困、失业、不平等和排斥继续不成比例地影响

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儿童、青年、残疾人和老年人，并削弱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潜在生

产能力。青年失业、劳动力流动造成的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流失以及包括无酬照护和家务工作

在内的性别不平等使这些挑战变得更为严峻。 

 24.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缺乏适足的卫生和社会保障系统，传染病和非传染病流行，对可持

续发展和经济生产力构成威胁，对最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 

 25. 认识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努力改善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公共部门的国家能力，

减少贫困、失业、不平等和排斥现象，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寻求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以： 

 (a) 加强卫生系统，为此： 

㈠ 促进并确保公平、及时获得负担得起的优质保健服务，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不让任何人

掉队，并指出外部供资应与国家和区域优先事项对接； 

㈡ 发展适合本国的包容性社会保障制度，包括通过“同一健康”办法和其他整体办法，并

实现气候和卫生政策一体化； 

_______________ 

191 见第 77/269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7/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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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加强预防、准备和应对，更好地应对突发卫生事件、流行病、大流行病和与气候变化有

关的卫生影响，为此开展能力建设，升级监测和预警系统，改造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和设备，

使其能够抵御气候、实现温室气体低排放并具有可持续性； 

㈣ 将基本的非传染性疾病和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初级保健和全民健康覆盖； 

㈤ 加强卫生知识普及，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加强预防措施，应对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因

素，包括肥胖、不健康饮食、缺乏体育活动、酗酒、吸烟和接触空气污染，并解决环境与营

养的联系； 

㈥ 建立综合的全政府方法，应对视力障碍，特别是近视和其他可预防疾病日益严峻的挑

战，包括将眼科综合保健服务纳入初级卫生保健和全民健康覆盖； 

㈦ 建立并巩固一支训练有素、技术熟练、高效、积极主动的卫生工作队伍，满足各级人口

的卫生需求； 

 (b) 建立强大机构，为此： 

㈠ 增加公众参与和协商，促进公民教育，让民间社会组织积极、有意义地参与政策和预算

决定，包括建立公民参与机制，为包容性对话创造空间； 

㈡ 加强政府机构的协调与合作，超越传统界限，实现机构、部门、社会能力一体化； 

㈢ 通过国家筹资综合框架加强公共政策规划与筹资的协同作用，提高公共资源的支出效

率，作为对所有来源资源调集的补充； 

㈣ 投资公务员的继续教育和培训以及专业发展方案，并为未来建立公共部门技能组合，包

括提高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采购的灵活性； 

㈤ 为政府机构设计系统，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投资决定； 

㈥ 通过加强公共部门改革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包容的机构，提高透明度，加强问责

制，提升国家有效执行政策的能力； 

㈦ 纳入并加强电子政务和数字解决方案，解决无障碍环境、人口规模和人口分散问题，弥

合数字鸿沟，支持地方和国家政府机构的体制能力； 

㈧ 协助国家和区域机构打击跨国犯罪和暴力，包括贩毒和轻小武器非法贸易，同时考虑到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国情； 

 (c)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青年权能，不让任何人掉队，为此： 

㈠ 促进和保护所有妇女和女童充分实现人权，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和暴力侵害所有妇女和女

童行为，除其他外包括制定执行促进性别平等的行动计划； 

㈡ 加强妇女的领导作用，促进妇女在决策进程各个阶段和各个级别充分、平等、有意义的

参与和代表； 

㈢ 投资生产能力、教育、技能方面的政策和方案，同时解决儿童、青年、特别是男童和青

年男子新出现的问题并考虑到各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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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酌情让青年有意义地参与决策进程，包括通过青年理事会和倡导委员会，支持青年主导

的举措，并为青年参与可持续发展创造机会； 

㈤ 促进并保护充分实现残疾人的人权，使残疾人能够充分、平等、有意义、有效地参与决

策，实现决策中的代表性和领导作用，解决污名化和歧视问题，消除暴力，增加残疾人的经

济机会以及获得教育和保健的机会； 

㈥ 加强适应性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全面风险管理战略扩大国家社会保障方案覆盖，促进实

现公平和平等，特别是妇女、儿童、青年、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 

㈦ 投资开发灾害导致流离失所社区的技能并创造机会寻求替代生计，许多灾害因气候变化

而加剧，同时认识到保护和传承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并确保社区财政、经济和社会包容性的

重要性，使其能够利用自己的才能和想法为新社区作出贡献并从中受益； 

㈧ 支持促进体育，把体育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包括体育通过促进容忍和尊重

对实现发展与和平作出更大贡献，并为增强妇女、青年、儿童(特别是女童)、个人和社区的

权能、为实现卫生、教育和社会包容目标作出贡献。 

 

C. 安全的未来 

 26. 认识到各种人为压力和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以及全球冲击继续阻碍水供应以及粮食和

能源安全，进一步认识到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可持续的现代能源和实现连通性的重要性，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寻求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以： 

 (a) 促进可持续能源转型，提高能源效率，确保获得以所有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为基础

的负担得起、可靠、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为此： 

㈠ 紧急加强支持、投资和伙伴关系，促进公正、包容、公平、具有韧性的能源转型和能源

效率，包括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技术和培训，实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下一个十年大

胆、宏伟的可再生能源目标； 

㈡ 消除在获取和调动资金部署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潜在障碍，包括营造有利环境和建立政

策、法律、监管框架； 

㈢ 开发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应用并纳入电力系统，降低可再生能源

的资本成本； 

㈣ 提供支持以克服阻碍公正、包容、韧性能源转型的结构性障碍，包括机构能力，特别是

技能差距，以及电网稳定和升级； 

 (b) 发展水资源综合管理，为此： 

㈠ 制定政策和立法框架，开发机构和人员能力，实现有效、包容、可持续和综合的水资源

管理，促进扩大废水处理、回收和再利用； 

㈡ 通过增强气候对水灾害的抗御能力，支持具有抗御气候和灾害能力的供水和卫生设施，

以及人人享有安全、负担得起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大幅减少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短缺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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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为安全饮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以及废物管理系统提供适当的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

识和残疾包容的设施和基础设施； 

 (c) 加强粮食安全，为此： 

㈠ 制定实施适应和缓解战略，考虑到粮食、水和能源之间的联系，例如整合具有气候抗御

能力的基础设施，推广可持续农业做法，采用能够抵御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农业技术； 

㈡ 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农业与渔业、粮食安全与营养和生计，帮助适应气候、

减少排放，促进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包括通过孵化、多样化、地方增值、具有气候抗御

能力的最佳做法，推广、扩大、复制地方想法，加快实现可持续农业和渔业、粮食安全、良

好营养和更好营养，改善总体健康和福祉； 

㈢ 发展能够抵御气候变化影响的可持续粮食和农业生产，解决水供应问题，有效利用水资

源，改善粮食的供应和分配，包括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提高抵御潜在粮食价格过度波动和

粮食危机的能力； 

 (d) 打造韧性基础设施，为此： 

㈠ 加强规划、发展和管理优质、可靠、可持续和有韧性的基础设施以及高能效的陆地、海

洋和空中运输系统； 

㈡ 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施《韧性基础设施原则》，在运输、能源、通信、水、卫生和教

育等部门制定风险知情政策、投资决策并建立制度，培养维护韧性社会的文化； 

 (e) 加强运输和连通性，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与区域市场和全球供应链联系起来，

为此： 

㈠ 投资健全、安全、可持续、具有气候抗御能力和负担得起的陆地、空中、海上和岛屿间

交通基础设施，包括传统、可持续的模式，使所有人进行参与并以社区参与和增强权能为重

点； 

㈡ 根据《韧性基础设施原则》，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包括为偏远和服务不足的社区，开

发实施具有气候和灾害抵御能力、安全、负担得起、无障碍、维护良好的可持续交通基础设

施，同时考虑到气候变化对当地的影响，确保交通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 

㈢ 建立综合、可持续的海运和空运系统，促进区域经济和价值链一体化，改善岛屿间的连

通性，实现运输船队和设备的现代化； 

㈣ 发展协调的区域交通运输，促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与邻近区域之间的连通性，以加强经

济联系，便利货物和人员的流动。 

 

D. 环境保护和地球可持续性 

 27. 我们确认，气候变化广泛、迅速和不利的影响继续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及其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努力构成日益严重的风险，同时对人民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生存和生存能力构成最大威

胁。即使将全球升温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1.5 摄氏度的范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仍将遭受

严重损失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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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严重关切，全球排放量不符合《巴黎协定》气温目标的全球减缓路

径模型，而且到 2030 年提升雄心和履行现有承诺将升温幅度保持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1.5 摄

氏度的范围的窗口期正在迅速缩小。这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29.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拥有非凡的海洋和陆地生物多样性，在许多情况下对自身的生计、

文化和认同至关重要，但脆弱性严重限制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资源

和手段。海洋及其资源受到人类活动的巨大压力，对特别依赖海洋资源保障粮食安全和生计的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造成影响。 

 30.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寻求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以： 

 (a)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为此： 

㈠ 在科学和商定原则的指导下，加快有效实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

定》的行动； 

㈡ 支持利用和开发技术专门知识，便利制定损失损害应对计划和行动，包括风险评估、损

失建模、治理、管理、支付、监测、评价和报告损失损害解决办法及影响； 

㈢ 认识到森林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包括通过促进通过和实施减少毁林

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在发展中国家保护和可持续管理森林的作用，以及根据《巴黎协

定》第 5.2 条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包括在森林覆盖率高而毁林率低的国家，在国家或临时

在国家以下管辖范围内采取其他替代政策办法，可以促进信息交流，分享专门知识和集体解

决问题，促进共同实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并注意到几十年来一直保持森林覆盖和

红树林、海草、泥炭地、原始森林和沼泽等其他生态系统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必须寻找机会

为此筹集资金； 

 (b)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及资源，为此： 

㈠ 确保海洋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包括对水产养殖、海产养殖、旅游业和渔业进行可

持续管理，例如采取措施制止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实现经济和环境效益互

补； 

㈡ 应对有害人类活动造成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包括废物管理不足和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

费，包括塑料；过度捕捞；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引进外来入侵物种；噪音和

光污染；珊瑚白化、海洋酸化、富营养化和有害藻华；海岸侵蚀，包括采取卫星监测等措

施，建立和加强划区管理工具的管理，包括海洋保护区和沿海区综合管理；以及其他有效的

划区养护措施和地方管理的海洋区域； 

㈢ 加强次区域、区域和国际伙伴关系，防止和减少海洋环境中的塑料污染，支持对现代综

合固体废物管理系统的投资； 

 (c) 保护、恢复、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为此： 

㈠ 在国家统计系统中制定、加强和采用环境统计框架，如自然资本核算框架，包括生态系

统服务估值，评估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的贡献，并为政策决定和发展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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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查明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方面的资金和能力差距，发展伙伴关

系，特别是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以制定创新战略弥合差距； 

㈢ 更新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192 通过的关于岛屿生物多样性的工作方案，特别是在目

前查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科学和技术需求进程的范围内；  

㈣ 根据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和技术吸收及维持能力的审查，并按照岛屿生物多样性

工作方案，制定岛屿生物多样性能力建设和发展行动计划； 

㈤ 承认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作为生物多样性监护人以及作为生物多样性养护、恢复和可持

续利用伙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作出的重要贡献；在征得其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情况

下，包括通过其充分和有效参与决策，根据相关国家立法、国际文书，包括《联合国土著人

民权利宣言》193 和人权法，确保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知识，包括与生物多样性、

创新、世界观、价值观和习俗有关的传统知识； 

 (d) 将减少灾害风险纳入主流，为此： 

㈠ 加强地方、国家和区域能力，特别是国家主要机构的能力，酌情改善与国际、区域和人

道主义伙伴及捐助国政府的协调，预防和减少灾害风险，应对日益加剧的灾害； 

㈡ 建立更有力的多重灾害风险治理，包括制定减少灾害风险的国家立法框架，加强地方当

局和基于社区的灾害风险管理办法，这些办法能够体现整个政府和整个社会的行动，并能促

进性别平等和残疾人包容； 

㈢ 加强备灾工作，包括多种灾害预警系统和及早采取行动的能力，为此采取的举措包括人

人享有早期预警和气候风险和预警系统、及时疏散规划、社区搬迁规划以及开展灾后需求评

估； 

㈣ 实施创造性安排和减少风险机制，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获得低利率和优惠利率的融

资，包括酌情获得政府担保和保险计划； 

㈤ 减少灾害风险，包括建设保护性基础设施，提高淡水和其他水系统的韧性，利用灾后恢

复、复原和重建阶段增强韧性，建立疏散管理和基本救济支持分配系统。 

 

三.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如何达成愿望？ 

 31. 我们承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对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负有首要责任，认识到为应对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持续面临的发展挑战，需要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充分提供和调动一切执行手

段，并继续提供国际支持，实现国际商定的目标。 

 32. 因此，为了到 2034 年实现《安提瓜和巴布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议程》，我们国际社会

承诺采取以下行动： 

 

_______________ 

19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 

193 第 61/295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6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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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设经济韧性 

 (a) 改革国际金融结构，弥合差距、补充不足，为更易获得负担得起的优惠资金提供便利，

为此： 

㈠ 考虑如何以最佳方式将多层面脆弱性纳入债务可持续性和发展支持方面的现行做法和政

策，包括获得优惠资金，期待开展政府间进程，审议制订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多维脆弱性指数

制定问题高级别小组最后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同时为朝这一方向迈进提供基础； 

㈡ 增加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多边贷款，同时保持多边发展机构的财政可持续性，注意到

多边开发银行行长小组确定了资本充足措施，可能在今后十年产生约 4 000 亿美元的额外借

贷空间，以加强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现韧性繁荣的支持； 

㈢ 确保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中的代表

性和参与，建立更有效、更可信、更负责和更合法的机构，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适当考虑到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优先事项、需求和观点； 

 (b) 提高发展筹资的效力，为此： 

㈠ 根据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和区域优先事项和需求，包括酌情通过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发展实效原则，加强捐助方的援助实效、发展合作和捐助方协调； 

㈡ 促进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融资采取风险知情办法，以便所有发展资金都能加强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韧性，加快实现发展愿望； 

 (c) 支持债务的可持续管理，为此： 

㈠ 考虑设立专门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债务可持续性支持服务，实行健全的债务管理，为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短期债务脆弱性和长期债务可持续性制定有效解决办法，同时借鉴相关专

门举措并避免重复； 

㈡ 考虑使用国家应急工具，加强借贷韧性，提高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抵御经济冲击的能力； 

 (d) 增加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为此：加强资源调动、投资流动监测、公司数据收集

和分析以及贸易相关支持的能力，以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促进机构，根据国情、优先事

项和立法吸引稳定和有利于发展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其他私人资本流动； 

 (e) 使青年参与经济，为此： 

㈠ 通过向青年提供教育和技能，包括采取能力建设和培训举措，利用人口红利，在传统、

新兴和创新经济体中寻求机会； 

㈡ 支持青年驱动的创业公司，提供财政支持、辅导和资源，培养新一代企业家，并引导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通过创新实现经济韧性和多样化； 

 

B.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下的现有承诺和义务，扩大气候行动和

支持，包括气候融资 

 (a) 加快采取行动，全面有效地实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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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采取紧急行动，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2 摄氏度的范围

内，将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摄氏度的范围内，并根据现有最佳科学

在这一关键的十年中加快行动，根据不同国情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体现公平和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努力消除贫困； 

㈡ 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

约》缔约方大会各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㈢ 及时支持适应行动，除其他外，通过实施和执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全球气候抗御能力框

架，指导实现全球适应目标，审查实现这一目标的总体进展，以减少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日益

严重的不利影响、风险和脆弱性，并加强适应行动和支持； 

㈣ 尽快以国家自主方式逐步取消不能解决能源贫困或转型问题的低效化石燃料补贴，同时

考虑到《巴黎协定》的不同国情、途径和方法； 

㈤ 在考虑到《巴黎协定》、不同国情、路径和方法的基础上，以国家自主方式在 2030 年前

加快并大幅减少全球非二氧化碳排放，特别是甲烷排放，同时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帮助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解决非二氧化碳排放问题； 

㈥ 发达国家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规定的现有义务和承诺向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融资； 

㈦ 加强现有的多边气候基金，包括绿色气候基金、全球环境基金及其气候变化特别基金和

适应基金，并筹集和提供资金； 

㈧ 酌情统一和简化气候融资工具的申请要求以及获取和批准程序，继续倡导为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提供专项融资和方案，包括倡导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酌情制定最低资金分配标准，解

决目前的高壁垒和交易成本等问题，特别是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小型项目提供资金； 

㈨ 根据《巴黎协定》第六条，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发展碳市场提供技术支持，并进一步开

发绿色和蓝色债券等私人金融产品； 

㈩ 提供资源，认识到迫切需要新的、额外、可预测和充足的资金，协助特别易受气候变化

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应对与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的经济和非经济损失和损害，并特别考

虑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十一) 紧急启动新基金并进一步提供资本以应对损失和损害，确保在获取和资源分配以及制定

国家主导方案办法方面也考虑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优先事项和需求，同时适当考虑到基金

的管理文书并特别考虑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十二) 应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气候融资以执行国家适应计划方面面临的重大挑战； 

(十三) 激活私营部门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的资金，以加强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现韧性

繁荣的财政支持； 

 

C. 扩大生物多样性行动 

 (a) 加快采取紧急行动，制止并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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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全面有效地执行《公约》缔约方大会的各项决定，包括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㈡ 确保向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财政和技术支持，并确保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

及时投入运作和资本化； 

 

D. 保护并可持续利用海洋及资源 

 (a) 支持海洋行动，为此： 

㈠ 建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使其了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4 规定的权利、义务

和责任，包括有效参与《公约》规定的活动；  

㈡ 建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批准和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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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195 的能力； 

㈢ 探索、制定和推广创新融资解决方案，推动向可持续海洋经济转型，推广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和基于生态系统的办法，支持沿海生态系统的韧性、恢复和养护，包括通过公私部门

伙伴关系和资本市场工具，提供技术援助以提高项目的银行担保能力和可行性，以及将海洋

自然资本的价值纳入决策的主流，消除获得融资的障碍，同时认识到需要发达国家提供进一

步支持，特别是在能力建设、融资和技术转让方面； 

㈣ 在与海洋有关的行业寻求研究和创新机会，探索新技术、可持续做法和创新解决方案； 

㈤ 协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根据国家立法和国际法，规划实施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有效和公

平管理、具有生态代表性和连通良好的海洋保护区，以及其他有效的划区养护措施、沿海区

综合管理和海洋空间规划； 

 ㈥ 鼓励增加对信托基金196 的供资，以便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切实有效地开展工作； 

 

E. 将减少灾害风险纳入主流 

 (a) 建设抗灾能力，为此： 

㈠ 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开展能力建设，减少灾害风险，加强对多种灾害风险的治理； 

㈡ 协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灾害，通过国际金融机构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建设和设计

抗风险基础设施，并加快灾后支持的速度； 

 ㈢ 预先分配资金，以便系统地减少灾害风险并建设韧性，包括披露灾害风险； 

_______________ 

19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833 卷，第 31363 号。 

195 A/CONF.232/2023/4。 

196  为支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成员参加委员会会议的费用而设立的自愿信托基金，以及为促

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编写提交委员会的划界案和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七十六条而设立的自愿信托基金。 

https://undocs.org/ch/A/CONF.232/2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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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继续支持发展旨在向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的工具和手段，包括通过所需的紧急流

动资金和灾后重建供资； 

㈤ 增加支持，包括提供资金，改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对危害、灾害事件及影响，包括对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损失和损害的数据收集、治理、管理、分析和评估； 

 

F. 安全和健康的社会 

 (a) 加强卫生系统，为此： 

㈠ 根据国家和区域优先事项，增加卫生系统获得援助，包括筹资的机会； 

㈡ 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以及能力建设支持，预防和应对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健康状况的影

响，包括酌情支持《关于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健康的布里奇敦宣言》； 

 

G. 数据收集、分析和使用 

 (a) 加强数据收集、储存和分析，为此： 

㈠ 投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人力和机构能力建设，根据国情收集高质量、可获取、及时、

可靠的分类数据，计量进展，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 

㈡ 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和系统并使之现代化，以便更好地将数据纳

入发展规划，并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统计局的能力； 

㈢ 在充分尊重、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国际法的情况下，加强基于科学的创新办法，包括在非

军事领域以面向可持续发展、包容、负责任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以收集、储存、分析、分

类、传播和使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数据，包括使用地理空间技术； 

㈣ 加强伙伴关系以及最佳做法、专门知识、数字公益物和数据分享，促进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的同行学习，包括通过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英才中心和现有统计举措，包括通过区域组织； 

㈤ 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质空间数据，努力缩小全球数据集的规模，为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提供准确信息； 

 

H. 科技创新和数字化 

 (a) 发掘科技创新潜力，增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数字化的惠益，为此： 

㈠ 向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执行手段加强科技能力； 

㈡ 采取行动，通过加强数字合作、开发数字基础设施、弥合数字鸿沟、确保人人享有开

放、包容的数字未来，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㈢ 协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制定数字化和科技创新国家路线图，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建设

国家能力，开发和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包括可再生能源技术、海洋经济的海洋技术和对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其他领域，包括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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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协助制定政策和法律，营造有利环境，促进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连

通性，弥合数字鸿沟，提高数字技能，支持政府数字服务和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利用科学技

术，包括新兴技术和人工智能，同时考虑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独特需求； 

㈤ 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英才中心通过创新和技术机制提供学习机会、交流经验和支持创

新，加强能力建设，缩小数字鸿沟； 

㈥ 创建和支持包容性数字社会，在各级实施举措，开发科技、工程、艺术和数学方面的人

力资源，特别是促进儿童，包括女童、青年、妇女、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利益，并通过

学校课程现代化，提高这些领域的教育质量和技能再培训； 

㈦ 制定扩大商业的数字解决方案，支持克服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地处偏远和其他结构性制约

因素不利影响的努力； 

㈧ 支持建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能力，以获得新的和正在出现的技术创新，提高数字

和金融知识和技能，确保人人，特别是最脆弱群体，获得线上线下服务，从经济机会中受

益； 

 

I. 生产人口 

 (a) 增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和生产能力、就业、平等和包容性，为此： 

㈠ 增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权能，利用数字技术和资源的惠益，促进包容、公平、优质的

教育和终身学习机会，包括通过远程学习； 

㈡ 通过多部门行动和加强卫生系统，促进、保护、改善人口的健康和营养，以支持教育水

平、不断增长的生产性劳动力、减贫和抵御冲击的能力； 

㈢ 为面临风险的儿童和青年提供优质教育机会，制定战略提升成绩，特别是在校男童的成

绩，确保接受技能教育，能够在考虑到国情的情况下成功进入劳动力市场； 

㈣ 制定政策、战略和规范，促进就业，减少失业和就业不足，为此促进技能开发和生产

力，根据相互商定的条件转让技术，交流经验，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减少就业障碍，

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就业障碍； 

㈤ 增加对教育质量、再培训和终身学习机会的投资，特别是对儿童、青年、妇女、土著人

民、地方社区、残疾人、移民和流离失所者以及其他弱势群体； 

 

J. 伙伴关系 

 (a) 在相互协作和自主、信任、对接、协调、尊重、注重成果、问责制和透明度的基础上，

包括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建立新的、创新、大胆的伙伴关系，并开展合作利用全政府和全社会的办

法，为此： 

㈠ 扩大与地方当局、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和国际金融机构

的伙伴关系并使其多样化，以执行《安提瓜和巴布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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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之间特别是其机构之间的合作、能力建设和知识交流，包括巴巴

多斯西印度群岛大学开佛希尔校区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绿色-蓝色经济知

识转让中心； 

㈢ 利用南北合作、三方合作和南南合作，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合

作，调动人力、财政、技术和工艺资源，同时回顾南南合作不是南北合作的替代，而是对南

北合作的补充。 

 

四. 加强联合国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实效 

 33. 我们重视联合国系统在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作用，请联

合国发展系统所有实体根据任务规定，为执行《安提瓜和巴布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议程》作出

贡献，并将《议程》纳入战略和工作计划。 

 34. 我们强调，必须在联合国所有相关主要会议和进程以及联合国发展系统的相关工作中

适当考虑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和关切。 

 35. 我们呼吁联合国系统确保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的所有联合国实体的国家办事

处和多国办事处拥有充足资源，工作人员具备适当的技能、经验、国情和有效运作的能力，避

免国家一级特别是驻地协调员办事处出现空缺。 

 36. 我们请秘书长在提交大会第八十届会议的关于《安提瓜和巴布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议

程》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中提出建议，确保联合国全系统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采取协调一致和

有效的能力发展办法，加强《议程》的执行、监测和评价，包括可能在秘书处设立一个专门负

责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单一实体。 

 37. 我们还请秘书长与各国协商，包括通过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指导委员会，提出

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框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全球商业网络及其论坛的建议。 

 

五. 监测和评价 

 38. 我们承诺在今后 10 年中系统地监测和评价《安提瓜和巴布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议

程》。我们请秘书长召集一个机构间工作队，制定监测和评价框架，提出明确的目标和指标，

至迟于 2025 年第二季度完成。框架应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和指标，以《萨摩亚途

径》的监测和评价框架为基础，并尽可能利用现有报告机制的数据，不应给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增加过重负担，也不应创造新的进程或提出新的要求。 

 39. 我们呼吁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

级代表办公室举办讲习班，使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熟悉框架的应用，并建设数据收集和提交能

力。 

 40. 我们呼吁调整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下举办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年度部分，以便每年审查《安提瓜和巴布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议程》中与正在审查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的承诺的进展。为此，我们请秘书长利用监测和评价框架提供的数据，

编写一份关于《议程》执行进展的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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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我们呼吁从 2026 年开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

员会、非洲经济委员会对各自区域每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进展进行一次全面的两年期审查，

并为秘书长关于《安提瓜和巴布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议程》后续行动的报告提供信息。在这方

面，我们注意到为大西洋、印度洋和南海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建立区域协调机制的呼吁，以支持

《议程》的执行，并为《议程》的监测和审查作出贡献。我们请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和非洲经济委员会在现有资源范围内设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司，协调对大西洋、印度洋和南中

国海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监测、评价和报告工作。 

 42. 我们呼吁大会在区域筹备会议的基础上，对《安提瓜和巴布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议

程》进行全面中期审查，以强调执行《议程》差距和挑战的解决方案，并确定执行《议程》最

后五年的优先事项。 

 

 

第 78/318 号决议 

 

2024 年 7 月 16 日第 101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A/78/L.93 未经表决而通过 
 

 

78/318. 题为“第二次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社会问题世界
峰会”的方式 

 大会， 

 回顾 1995 年 3 月 6 日至 12 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 2000年 6月

26 日至 7 月 1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题为“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及其后的发展：在全球化世

界实现惠及所有人的社会发展”的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 

 重申《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言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197 大会第二

十四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进一步倡议198 和社会发展问题全球持续对话共同

构成在国家和国际两级促进惠及所有人的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 

 又重申其以往关于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成果执行情况的

所有决议，包括 2023 年 12 月 19 日第 78/174号决议， 

 还重申其题为“题为‘第二次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社会问题世界峰会’”的

2024 年 2 月 26 日第 78/261号决议，其中决定在 2025 年召开题为“第二次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

脑会议”的“社会问题世界峰会”，以解决差距，重新致力于《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言和

行动纲领》及其执行工作，并为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99 提供动力， 

_______________ 

197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1995 年 3 月 6 日至 12 日，哥本哈根》(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96.IV.8)，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和二。 

198 S-24/2号决议，附件。 

199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8/L.93
https://undocs.org/ch/A/RES/78/174
https://undocs.org/ch/A/RES/78/261
https://undocs.org/ch/A/RES/S-24/2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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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通过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协调行动在充分执行《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方面

取得进展，并表示深为关切在举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逾 25 年之后，进展依然缓慢且

参差不齐，仍然存在巨大差距， 

 认识到社会发展的三个核心主题，即消除贫困、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以

及社会融合彼此关联且相辅相成，因此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同时谋求实现所有这三项目标的环

境， 

 共同秉持信念，即要在国家内和国家之间实现并维持和平与安全，就必须有社会发展和社

会公正，反之，没有和平与安全，不尊重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就不能实现社会发展和社会公

正， 

 重申社会发展委员会继续在贯彻和审查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

会议成果方面承担首要责任，委员会是联合国推动加强社会发展问题全球对话的主要论坛， 

 承认国际劳工组织及其成员方，即各国政府、雇主和工人，在促进社会公正和人人获得体

面工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作出的积极贡献， 

 回顾大会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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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作出不懈努力，使这一议程到 2030 年得到全面执行，以期不让任何一

个人掉队，首先帮助落在最后面者，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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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顾其题为“落实秘书长题为‘我们的共同议程’的报告”200 的 2021 年 11 月 15 日第

76/6号决议，注意到该报告所载由会员国讨论和商定在 2025年召开一次社会问题世界峰会的提

议，包括峰会方式、名称、目标、范围和可能的成果，并强调可能举行的峰会的成果应采取社

会发展办法，其中包括必须将人置于发展的中心，并承诺将消除贫困、充分就业和社会融合作

为压倒一切的发展目标、并为执行《2030 年议程》提供动力， 

 1. 决定于 2025 年 11 月 4 日至 6 日在卡塔尔举行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级的题为“第二次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社会问题世界峰会”，并欢迎卡塔尔政府提出在 2025 年主

办题为“第二次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社会问题世界峰会”； 

 2. 又决定峰会将通过一份简明扼要、注重行动的政治宣言，该宣言应通过在纽约举行的

政府间谈判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事先商定，包含社会发展办法，并为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提供动力； 

 3. 还决定，根据大会议事规则，峰会将由以下各部分组成： 

 (a) 全体会议：上午 9 时至下午 1 时和下午 3 时至 6 时； 

 (b) 开幕部分：第一天上午 9 时至 10 时 30 分举行，届时将通过政治宣言，随后由大会主

席、秘书长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发表讲话； 

_______________ 

200 A/75/982。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76/6
https://undocs.org/ch/A/75/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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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闭幕部分：第三天下午 5 时至 6 时举行，大会主席将发表讲话； 

 4. 决定峰会将举行两次高级别圆桌会议，每次圆桌会议由两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共同

主持，一名来自发达国家，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由大会主席与会员国协商后指定，确保地域

平衡，圆桌会议主题如下： 

圆桌会议 1：加强社会发展的三大支柱：消除贫困、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

作，以及社会融合 

圆桌会议 2：评估在落实《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各项承诺方面取得的进

展，消除差距，应对挑战，为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动力； 

 5. 鼓励会员国、联合国专门机构成员和大会观察员派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级或尽可能最

高级别的代表出席，并在全体会议上发言，发言时间不超过五分钟； 

 6. 邀请联合国系统，包括各基金、方案、专门机构和区域委员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参

加峰会，并在各自任务规定范围内为峰会的筹备工作作出贡献； 

 7. 邀请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按照大会有关规则和程序参

加峰会； 

 8. 鼓励会员国和联合国专门机构成员在其参加峰会的代表团中酌情包括相关利益攸关方

的代表，如议员、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代表、土著人民、残疾人、非洲人后裔、青年代

表、青年主导的组织、社区组织和信仰组织、学术机构、工人、雇主及私营部门代表，并适当

考虑到性别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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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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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并提请大会注意该名单，由大会就峰会参与者名

单作出最后决定； 

 10. 决定应以最有效、井然有序和广泛参与的方式进行筹备，为此，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

务部和联合国系统相关组织，包括各区域委员会，应在各自任务规定和现有资源范围内，向峰

会及其筹备进程提供必要支持； 

 11. 请秘书长为峰会的组织和筹备工作提供必要的协助和支持； 

 12. 鼓励有能力的国家和国际捐助方以及私营部门、金融机构、基金会和其他捐助方通过

向支持峰会筹备工作的信托基金自愿捐款，支持峰会的筹备工作，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

加峰会，优先考虑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包括支付参加峰会会议的经济舱

机票、每日生活津贴和机场费用。 

 

 

_______________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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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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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319 号决议 

 

2024 年 8 月 1 日第 102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A/78/L.100 未经表决而通过 
 

 

78/319. 关于应对海平面上升构成的生存威胁的高级别全体会议的范
围、方式、形式和安排 

 大会， 

 回顾其 2024 年 1 月 16 日第 78/544 号决定，其中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高级别周期

间，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在纽约举行一次关于应对海平面上升构成的生存威胁的大会高级别全

体会议， 

 又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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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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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做出不懈努力，使这一议程在 2030 年前得到全面执行， 

 回顾其关于为人类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 2023 年 12 月 19 日第 78/153号决议， 

 又回顾其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 2023 年 12 月 5 日第 78/69号决议， 

 还回顾其关于《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情况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的 2023年 12月 19日

第 78/155号决议， 

 承认国际法委员会不限成员名额研究小组就“与国际法有关的海平面上升”这一专题开展

的持续工作，203 鼓励各国就该专题的各个方面与该委员会交流意见， 

 表示关切地注意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近报告中的研究结果，包括第六次评估报

告的综合报告以及题为《全球升温 1.5℃》、《气候变化与土地》和《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

圈》的特别报告中的研究结果，还注意到，除其他外，气候变暖加剧增加了小岛屿、低洼沿海

地区和三角洲遭受与海平面上升和极端海平面事件相关的风险， 

 表示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最近关于气候状况的全球和区域报告，其中发现，除其他外，全

球平均海平面创历史新高，包括发现过去十年(2014-2023年)海平面上升速度比有卫星记录的第

一个十年(1993-2002 年)翻了一番多， 

_______________ 

202 第 66/288号决议，附件。 

203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4/10)；同上，《第七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76/10)；同上，《第七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7/10)；同上，《第七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78/10)。 

https://undocs.org/zh/A/78/L.100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78/153
https://undocs.org/ch/A/RES/78/69
https://undocs.org/ch/A/RES/78/155
https://undocs.org/ch/A/RES/66/288
https://undocs.org/ch/A/74/10
https://undocs.org/ch/A/76/10
https://undocs.org/ch/A/77/10
https://undocs.org/ch/A/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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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必须进一步了解气候变化对海洋的影响，并回顾各国在“我们希望的未来”中注意

到，海平面上升和海岸侵蚀对许多沿海地区和岛屿都是严重威胁，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以

及各国为此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努力应对这些挑战，并注意到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

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 2017 年第十八次会议和 2021 年第二十一次会议分别对“气候变化对海洋

的影响”和“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主题给予的关注，除其他外强调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沿海

国家(包括低洼沿海地区)面临的海平面上升问题的紧迫性， 

 回顾太平洋岛屿论坛领导人于 2021 年 8 月 6 日在第五十一届太平洋岛屿论坛上核可关于

面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海平面上升问题保护海区的宣言，小岛屿国家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核可领导人宣言，其中除其他外针对面临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海平面上升的

长期关切，论述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海平面上升与论坛和联盟各成员海区之间的关系， 

 又回顾太平洋岛屿论坛领导人于 2023 年 11 月 9 日在第五十二届太平洋岛屿论坛上核可关

于面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海平面上升问题国家地位存续和人员保护宣言，其中除其他外论述了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海平面上升与论坛成员的国家地位、主权和人员保护之间的关系， 

 表示注意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五届会议上首次设立的海洋

与气候变化对话， 

 肯定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 年)在支持为我们希望的海洋提供我

们需要的科学所作必要努力和承诺方面的重要作用， 

 认识到必须为应对海平面上升加强国际合作和集体行动，并决心加强全球应对，加大力度

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特别容易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和沿海社区建设韧性，

适应海平面上升的后果， 

 1. 决定将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举行的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的总主题为“应对海平面上升

构成的威胁”； 

 2. 又决定高级别会议将侧重于建立共识、发挥政治领导力、促进多部门和多利益攸关方

协作和国际合作，力争实现应对海平面上升构成的威胁的目标； 

 3. 还决定高级别会议的安排如下： 

 (a) 高级别会议将包括开幕部分、全体部分、四场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讨论和简短的闭

幕部分； 

 (b) 开幕部分将于上午 10时至 10时 20分举行，将由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主席、秘书长、

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主席和受海平面上升不利影响的会员国的一名代表发言；  

 (c) 全体部分将于上午 10时 20分至下午 1时和下午 3时至 5时 40分举行，将由会员国和

大会观察员以及联合国专门机构成员发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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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国家组的发言以五分钟为限； 

 (d) 闭幕部分将于下午 5 时 40 分至 6 时举行，将由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共同主席就专

题小组讨论作总结发言，并由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主席致闭幕词； 

 4. 决定四场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讨论的组织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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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两场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讨论将于上午 10 时 30 分至 11 时 45 分和上午 11 时 45 分

至下午 1时连续举行，两场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讨论将于下午 3时至 4时 15分和下午 4时 15

分至 5 时 30 分连续举行，专题小组讨论均与全体会议并行举行； 

 (b)四场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讨论将各由两名代表担任共同主席，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

一名来自发达国家。共同主席由大会主席与会员国协商，从出席高级别会议的代表中指定，同

时顾及性别均衡和地域代表性； 

 (c) 四个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的讨论和共同主席的总结发言将不影响现有进程，专题小

组的标题如下： 

 ㈠ “为海平面上升风险评估和决策提供依据的知识、数据和科学”； 

 ㈡ “与海平面上升有关的适应、融资和韧性”； 

 ㈢ “与海平面上升有关的生计、社会经济挑战以及文化和遗产”； 

 ㈣ “海平面上升及其法律层面问题”； 

 (d) 大会主席应考虑邀请会员国元首或高级代表、会员国议员或地方政府、相关联合国实

体、发展伙伴、民间社会、区域和次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土著人民代表、地方社区代表、

私营部门、慈善组织、学术界、科学界、青年主导的组织和社区组织在专题小组讨论中发言，

同时兼顾他们的相关专长以及性别均衡、发展水平和地域代表性； 

 5. 请秘书长编写一份简明的高级别会议纪要； 

 6. 鼓励所有会员国和大会观察员以及联合国专门机构成员派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级或尽

可能最高级别的代表出席； 

 7. 邀请联合国系统，包括各基金、方案、专门机构和区域委员会，参加高级别会议并支

持会议，包括支持会议筹备工作，特别是在分享证据和良好做法、挑战和经验教训方面，并展

现就会议总主题加快行动的雄心壮志； 

 8. 邀请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按照大会有关规则和程序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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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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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上文第 6、7、8 和 9 段所述代表参加多利益攸关方专题小组讨论； 

 11. 鼓励所有会员国和大会观察员以及联合国专门机构成员为青年参加高级别会议提供便

利； 

_______________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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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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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鼓励上文第 7、8 和 9 段邀请的所有代表为青年、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参加高级别会

议提供便利； 

 13. 请大会主席和秘书长为高级别会议的组织和筹备工作提供充分支持； 

 14. 回顾大会议事规则第 52 条，重申使用多种语文是本组织的核心和基本价值观，再次

强调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地位平等至关重要，并请秘书长为高级别会议提供联合国六种正式语

文的口译服务； 

 15. 鼓励各国和国际捐助方以及私营部门、金融机构、基金会和其他捐助方支持发展中国

家代表参加高级别会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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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其筹备工作得到最广泛的宣传。 

 

 

第 78/320 号决议 

 

2024 年 8 月 13 日第 103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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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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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布隆迪、佛得角、乍得、中国、哥伦比

亚、刚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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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希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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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约旦、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卢森堡、毛里求斯、摩纳哥、蒙古、黑山、

摩洛哥、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王国、尼加拉瓜、北马其顿、阿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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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圣基茨和尼维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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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斯里兰卡、苏里南、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东帝汶、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津巴布韦 
 

 

78/320. 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包括在包括旱地在内的退化土地上植树
造林和重新造林，有效应对环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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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ndocs.org/zh/A/78/L.95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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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5 和《巴黎协定》、206 《生物多样性公约》207 和公约

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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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包括《土地退化零增

长目标设定方案》，以及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成果， 

 欢迎《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 2022 年 12 月 19 日第 15/4 号决定通过

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209 及其目标和具体目标， 

 回顾 2017-2030 年联合国森林战略计划210 及其全球森林目标以及国际森林安排实现目标效

力中期审查和联合国森林论坛第十九届会议高级别部分的宣言， 

 强调指出森林和森林外树木的可持续管理对于统筹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目标 15 至关重要， 

 强调继续需要提高森林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惠益的可见度，将其作为应

对全球挑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这方面注意到最近与森林有关的宣言、承诺和动态，包括但

不限于《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和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

中与森林相关的贡献， 

 认识到森林提供木材、食物、燃料、饲料、非木材产品和住所等基本的生态系统服务，有

助于水土保持和清洁空气、防止土地退化和荒漠化、减少洪水、山体滑坡、雪崩、干旱、尘

暴、沙暴和其他自然灾害的风险，并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作出重大贡

献， 

 又认识到土著人民以及适当情况下地方社区对可持续森林管理，包括在退化土地、包括旱

地植树造林和重新造林作出的宝贵贡献，因此还认识到需要促进他们充分、有意义地参与与森

林有关的决策，为更好地养护和管理森林作出贡献，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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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需要让妇女充

分、平等、有效、有意义地参与各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以及恢复生态系统的决策和

执行工作， 

 认识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2020 年在利雅得通过的《减少土地退化和加强陆地生境养护全

球倡议》，以防止、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并认识到《利雅得领导人宣言》， 

 欢迎 2023 年 11 月 13 日至 17 日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召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执行情况审查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 

_______________ 

20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206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中通过。 

20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 

208 同上，第 1954 卷，第 33480 号。 

209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CBD/COP/DEC/15/4 号文件，附件。 

210 见第 71/285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FCCC/CP/2015/10/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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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 2024 年 12 月 2 日至 13 日在利雅得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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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大会第十六届会议， 

 又期待 2024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 日在哥伦比亚卡利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

会第十六次会议， 

 1. 强调可持续森林管理，包括通过在包括旱地在内的退化土地上植树、播种和再生来植

树造林和重新造林，可以产生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特别是通过增加生物多样性，为各种动

植物物种提供生境，防范自然危害和灾害，极大地促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特别是通过吸收

和储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以及为农林业和生态旅游提供机会； 

 2. 又强调需要确保植树造林和重新造林活动按照可持续森林管理进行，并且不会导致无

林自然生态系统的退化； 

 3. 鉴于可预测性对森林养护、恢复和可持续管理的重要性，努力加强从所有来源提供、

调动和获取新的和更多的资源，特别是通过创新机制，并努力促进投资、创新筹资机制以及在

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和不让任何人掉队的背景下，为到 2030 年制止和扭转毁林和森林退化

的努力提供科学、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包括通过基于成果的支付，为森林的养护、恢复和可

持续管理提供积极的激励措施，并采取替代政策办法，使参与可持续森林管理和利用的利益攸

关方，包括森林所有者、小农户、土著人民、当地社区、妇女和青年能够获得这种支持并使这

种支持对其具有吸引力； 

 4. 邀请会员国酌情执行、参与和支持可持续森林管理，包括酌情在包括旱地在内的退化

土地上开展保护、恢复、植树造林和重新造林项目和举措，同时考虑到本国的国情、政策、优

先事项、能力、发展水平和森林条件； 

 5. 强调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包括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以及各级公私伙伴关

系和跨部门合作，以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 

 6. 重申根据联合国环境大会 2022 年 3 月 2 日第 5/5 号决议，211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以及其他可持续管理和保护方法对防治荒漠化、扭转土地退化以及制止和

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贡献； 

 7. 强调森林和森林外树木在减轻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影响方面的作用，及其作为抵御风

暴、沙暴和尘暴、防止土壤侵蚀和进一步荒漠化的天然屏障的作用； 

 8. 认识到植树造林和重新造林，包括植树、播种和再生方案的价值，为此应仔细规划和

考虑当地环境和生态系统，使用适应当地气候、土壤条件和环境条件的非侵入性、抗旱和多产

植物物种； 

 9. 又认识到森林和森林外树木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对消除贫困和实现粮食安

全的重大贡献； 

_______________ 

211 UNEP/EA.5/Res.5。 

https://undocs.org/ch/UNEP/EA.5/Re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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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指出必须通过制定可持续和有效的养护战略，选择适当的树种，并确保对在包括旱地

在内的退化土地上种植、播种或再生的树木进行长期养护、照料和监测； 

 11. 认识到需要根据全球森林目标和所有相关多边协定及相关进程，协力保护、养护、可

持续管理和恢复森林和森林生态系统，包括与森林所有者、土著人民、地方社区、地方当局、

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妇女、儿童、青年以及各级科学、学术和慈善组织等伙伴和利益攸关

方进行有意义的接触，并支持他们作出贡献； 

 12. 强调必须开展教育和提高认识方案，使公众了解可持续森林管理，包括森林保护、恢

复、植树造林和重新造林的惠益； 

 13. 鼓励联合国相关实体在各自任务范围内，在向受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影响的国家提供支

持时，酌情将可持续森林管理，包括植树造林和重新造林纳入其方案和报告，以加快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12  

 

 

第 78/321 号决议 

 

2024 年 8 月 13 日第 103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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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奥地利、巴林、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佛得角、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吉布提、

多米尼加共和国、爱沙尼亚、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圭亚那、洪都拉斯、印度、爱尔兰、意大

利、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黎巴嫩、卢森堡、马来西亚、马耳他、摩纳哥、黑山、摩洛哥、

尼泊尔、荷兰王国、北马其顿、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塞内加

尔、塞尔维亚、塞舌尔、新加坡、斯洛伐克、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士、塔吉克斯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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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越南、津巴布韦 
 

 

78/321. 2025-2034年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 

 大会， 

 回顾其 2022 年 12 月 14 日第 77/158 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宣布 2025 年为国际冰川保护

年，并决定宣布每年的 3 月 21 日为世界冰川日，从 2025 年开始庆祝， 

 又回顾其关于 2024-2033 年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的 2023 年 8 月 25 日第 77/326 号

决议， 

 还回顾其关于山区可持续发展的 2022 年 12 月 14 日第 77/172号决议，其中宣布 2023-2027

年为山区发展行动五年， 

 回顾其 2017 年 12 月 5 日第 72/73 号决议，其中宣布了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

年， 

_______________ 

212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8/L.99
https://undocs.org/ch/A/RES/77/158
https://undocs.org/ch/A/RES/77/326
https://undocs.org/ch/A/RES/77/172
https://undocs.org/ch/A/RES/72/73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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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宣布的 1965-1974 年国际水文十年期间首次审议了

盘点全球现有的常年冰雪总量的必要性， 

 注意到冰川和冰盖是水文循环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目前冰川的加速融化和消退以及冰盖

的融化对气候、全球海平面、环境、人类福祉和健康的维护以及可持续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确认包括冰川、雪、冰和永久冻土在内的冰冻圈在维持提供基本服务的生态系统方面的重

要作用，这些服务是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特别是最脆弱人口福祉的重要基础， 

 又确认与地球冰冻圈有关的举措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13 和对于实施 2018-2028“水促

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年的重要性， 

 关切地注意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及其题为《全球升温 1.5℃》和

《不断变化的气候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的特别报告所载研究结果， 

 又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题为《世界

遗产冰川：气候变化的哨兵》的 2022 年报告中关于世界遗产地冰川加速融化的结论，其中三

分之一的遗产地的冰川预计到 2050 年将消失， 

 还关切地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题为《2023 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中关于冰冻圈发生的深

刻变化的结论，这些结论说明了气候变化的全球规模， 

 忆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许多世界遗产地、生物圈保护区和全球地质公园都有

冰川，意识到有必要评估该组织指定的这些遗产地，包括当地社区，如何面对冰川和生物多样

性的丧失，以及科学数据和当地知识如何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对山区冰川和生态系统的

影响， 

 知悉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为促进落实国际冰川保护年和协调相关

活动所作的努力， 

 表示注意到大会第 77/158号决议邀请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主要群体、其

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和捐助方向支持冰川保护活动的信托基金自愿捐款，这些活动将由秘书长协

调，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等联合国系统相关机构合作实施，以支持

各国应对与冰川加速融化及其后果有关的问题， 

 欢迎塔吉克斯坦倡议于 2025 年在塔吉克斯坦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冰川保护问题的国际会

议，并承担会议费用，确认该会议对推动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的贡献， 

 期待将由塞内加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共同主办的 2026 年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 即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的联合国水事会议，以及将由塔吉克斯坦在

杜尚别主办的 2028 年联合国 2018-2028“水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年目标执行情况最后

全面审查会议， 

 认识到国际社会举办“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活动将大大有助于提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_______________ 

213 大会第 70/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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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决定宣布 2025 年至 2034 年期间为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在现有结构、可用资源和自

愿捐款的范围内，根据 2024-2033 年国际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所阐明的推进全球科学合作

和可持续发展努力的总体目标，通过推进相关的科学研究和监测，应对与冰川融化和冰冻圈变

化有关的挑战； 

 2. 邀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所有相关组织和其他全球、区域和次区域组织、

土著人民以及包括学术界、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和个人在内的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在各

级酌情庆祝行动十年，开展推广活动，提高人们对行动十年的认识，以及对冰川、雪和冰在气

候系统和水文循环中的重要性以及对地球冰冻圈迫在眉睫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

响的认识，并分享这方面的最佳做法和知识，包括关于建设抵御相关风险的能力的最佳做法和

知识； 

 3. 邀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与联合国系统其他相关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包

括参与 2025 年国际冰川保护年的利益攸关方合作，在各自任务范围内确定和制定活动和方

案，并利用自愿捐款牵头落实行动十年。 

 

 

第 78/322 号决议 

 

2024 年 8 月 13 日第 103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A/78/L.98 未经表决而通过 

 

78/322. 多维脆弱性指数 

 大会， 

 回顾其 2020 年 12 月 21 日第 75/215号、2021 年 12 月 17 日第 76/203号、2022 年 12 月 30

日第 77/245号和 2023 年 12 月 22 日第 78/232号决议， 

 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是多维的，受到多重、相互交叉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易受不利的

外部冲击和压力因素影响的脆弱性对可持续发展构成风险， 

 又认识到基于收入的衡量标准可能无法充分反映所有的发展现实、脆弱性和挑战， 

 强调指出需要加强国家统计系统的能力，并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以改进发展中国家的数

据收集和统计分析， 

 注意到缺乏一个普遍接受的国际量化基准，用以衡量国家层面在可持续发展多个维度面临

的外生结构脆弱性和缺乏抵御外生冲击的复原力情况，而这一基准可用来补充人均国民总收

入， 

 认识到该小组及其报告以秘书长的报告214 为指导，包括关于多维性、普遍性、外部性、

可获得性和可读性的指导， 

_______________ 

214 A/76/211和 A/76/211/Corr.1。 

https://undocs.org/zh/A/78/L.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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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RES/7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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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第 77/245 号决议第 10 段，其中大会，除其他外，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多维脆弱性

指数制定问题高级别小组临时报告中提出的关于结构脆弱性和复原力的拟议定义和两级结构，

以此作为高级别小组继续工作的基础，指导选择适当指标为所有可持续发展部门的脆弱性、拟

议的治理结构和编制国家脆弱性-韧性概况提供信息， 

 注意到高级别小组制定的多维脆弱性指数有两级结构，包括对结构脆弱性的普遍水平定量

评估(结构脆弱性被理解为遭受不利的外部冲击和压力源以及缺乏复原力的风险)，以及脆弱性-

复原力国家概况(可以提供更详细、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对一个国家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脆弱

性和复原力的描述)， 

 认识到多维脆弱性指数不涉及内在因素， 

 注意到维护多维脆弱性指数中数据所有权、完整性、可靠性、准确性和简单性很重要， 

 又注意到该小组的结论，即收入水平与脆弱性和缺乏复原力之间的相关性很弱，即使对于

一些有足够资源投资于复原力建设并可能达到高收入地位的国家，其脆弱性仍然对其可持续发

展构成威胁，以及即使在国民收入相对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也必须衡量和应对脆弱性问题， 

 还注意到该小组的结论，即很难确定任何类似于收入截止点的脆弱性门槛或截止点， 

 注意到多维脆弱性指数通过衡量因不利的外部(外源)冲击和压力因素遭受伤害的风险，从

而对脆弱性进行评估，旨在反映结构性挑战，而不是对发展或政策绩效进行一般性的衡量， 

 确认联合国编制的各种指数，包括发展政策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编制的那些指数， 

 又确认多维脆弱性指数是一个活的工具，是对现有指数和衡量标准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它

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发展现实， 

 认识到有可能进一步改进多维脆弱性指数，特别是考虑在今后该指数迭代中列入更多的指

标以及可能加以改进或删除的指标，以有效反映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 

 又认识到多维脆弱性指数可为今后超越国内总产值的倡议提供信息， 

 

最后报告 

 1. 欢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多维脆弱性指数制定问题高级别小组”的工作，表示注意到

其最后报告，并决定推进多维脆弱性指数； 

 

范围 

 2. 注意到虽然多维脆弱性指数最初是由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议的，但其目的是在秘书长

报告提供的指导下，反映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脆弱性和缺乏抵御外部冲击的复原力情况，以

确保可信度和可比性； 

 

适用性 

 3. 着重指出多维脆弱性指数的使用是自愿的，以最终用户的具体需要为指导，并考虑到

各国的具体情况； 

https://undocs.org/ch/A/RES/7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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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又着重指出不应直接或间接地将多维脆弱性指数用作限制或阻碍任何发展中国家获得

发展合作的能力，包括通过现有安排和做法获得发展合作的能力的一个标准； 

 5. 请联合国发展系统各实体在各自任务范围内酌情考虑在其相关工作方案和报告中使用

多维脆弱性指数，包括国家脆弱性-复原力概况，重点关注有兴趣使用该指数的国家，以此作

为对现有的各种衡量的补充； 

 6. 鼓励联合国发展系统各实体收集关于早日实施多维脆弱性指数的数据和经验教训，并

分享这一信息，以期改进该指数； 

 7. 注意到国际金融机构、国际组织和多边开发银行为审议结构脆弱性而开展的工作，并

邀请它们根据各自的任务规定，酌情考虑使用多维脆弱性指数，作为对其现行做法和政策的补

充； 

 8. 邀请发展伙伴探讨如何利用多维脆弱性指数，作为对现有政策的补充，为发展合作政

策和做法提供信息，同时考虑到有兴趣使用该指数的那些国家的优先事项； 

 

监管和治理 

 9. 决定多维脆弱性指数将由下列机构维持： 

 (a) 一个相关的现有联合国实体，它将作为多维脆弱性指数秘书处，定期计算该指数，并

履行维持、维护、改进和报告该指数所必需和适当的其他职责和责任，包括向会员国提供能力

建设支持； 

 (b) 一个独立专家咨询小组，负责就今后对多维脆弱性指数的技术更新提出建议，以反映

结构脆弱性和缺乏结构复原力等新的和正在出现的概念及其相关指标，以及新的数据； 

 (c) 统计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对多维脆弱性指数今后的技术改进进行技术审查； 

 10. 又决定多维脆弱性指数秘书处将从第八十届会议开始，在相关议程分项目下，根据独

立专家咨询小组和统计委员会分别提供的及时技术投入和建议，就今后如何改进该指数向大会

提交三年期报告； 

 11. 还决定由秘书长与会员国协商，至迟于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结束前任命一个相关的现

有联合国实体，作为多维脆弱性指数秘书处，并任命独立专家咨询小组成员； 

 12. 决定独立专家咨询小组将： 

 (a) 由十五名独立专家组成，其中至少五名来自会员国，他们将以个人身份任职，不领报

酬，具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各种专门知识，以避免需要聘请顾问协助，并

充分体现地域和性别平衡； 

 (b) 酌情以虚拟方式开展工作； 

 (c) 由任期四年并可再次接受委任的成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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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又决定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秘书处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高级代表办公室应在各自任务范围内继续担任多维脆弱性指数临时秘书处，直至秘书长任命

一个相关的现有联合国实体担任多维脆弱性指数秘书处； 

 14. 请秘书长确保提供充足的资源，以支持有关多维脆弱性指数的工作，包括其定期审

查，特别是在需要亲自出席会议时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成员提供差旅费； 

 15. 请参与多维脆弱性指数的所有实体确保与数据、指标、指数和衡量标准等方面现有的

政府间商定安排以及酌情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15 有关的安排保持一致性和互补性； 

 

进一步改进多维脆弱性指数的各种方法 

 16. 请独立专家咨询小组每三年就今后如何改进多维脆弱性指数提出建议，以确保继续具

有相关性、稳健性和可获取性，并确保可能增加或删除的指标应符合高级别小组报告中建议的

数据来源标准，以确保多维脆弱性指数继续具有相关性和有效性； 

 17. 请统计委员会推进对今后改进多维脆弱性指数的技术审查，包括对可能增加或删除指

标的技术审查，并视需要每三年提出建议； 

 18. 请独立专家咨询小组还考虑从利用脆弱性-复原力国家概况以及在联合国系统内初步

应用多维脆弱性指数中获得的数据和经验教训； 

 19. 邀请联合国系统通过专门活动、讲习班、培训班和在线介绍，促进各利益攸关方，包

括多边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国际组织、研究机构、智囊团、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更好

地了解脆弱性，分享执行多维脆弱性指数中获得的数据和经验教训； 

 20. 又邀请联合国系统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方案，以改善其国家统计系统，包括收

集高质量、可获取、及时、可靠、可比数据，包括分类数据的能力； 

 

国家脆弱性-复原力概况 

 21. 强调指出国家脆弱性-复原力概况应由国家主导，并严格自愿； 

 22. 又强调可考虑国家脆弱性-复原力概况，以加强、通报和促进国家发展计划和进程，

包括酌情制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 

 23. 请秘书长： 

 (a) 根据高级别小组报告中提出的原则，编写一份电子手册，为编写国家脆弱性-复原力

概况提供指导，包括概况的标准结构，以确保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b) 在至少四个感兴趣的来自不同区域、具有不同背景和特点的发展中国家对国家脆弱性

-复原力概况进行试点测试； 

 (c) 举办在线研讨会，让发展中国家熟悉国家脆弱性-复原力概况的制定； 

 

_______________ 

215 大会第 70/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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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脆弱性指数报告 

 24. 决定在其第八十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下，列入题为“多维脆弱

性指数”的分项目，每三年审议一次。 

 

 

第 78/323 号决议 

 

2024 年 8 月 13 日第 103 次全体会议根据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 A/78/L.96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尔

巴尼亚、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奥地利、巴巴多斯、比利时、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巴西、保加利亚、布隆迪、佛得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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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圭

亚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卢森堡、马耳

他、马绍尔群岛、墨西哥、纳米比亚、荷兰王国、尼日尔、北马其顿、巴基斯坦、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

兰、葡萄牙、圣基茨和尼维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苏里南、瑞

典、多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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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玻利瓦

尔共和国 
 

 

78/323. 非洲裔妇女和女童国际日 

 大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216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17 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218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219 特别是其中谴责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相关条

款、《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220 《儿童权利公约》、221 《残疾人权利公约》222 及

其他有关妇女和女童权利的国际文书，回顾必须促进采取行动，防止和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和暴

力侵害妇女行为； 

 又回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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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充分实现她们的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与

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23 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并在这方面注意到可持续发展

_______________ 

216 第 217 A (III)号决议。 

217 见第 2200 A (XXI)号决议，附件。 

218 同上。 

219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249 卷，第 20378 号。 

220 同上，第 660 卷，第 9464 号。 

221 同上，第 1577 卷，第 27531 号。 

222 同上，第 2515 卷，第 44910 号。 

223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8/L.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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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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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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5和 10，这两项目标力求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

之间的不平等，包括采取具体措施解决种族歧视问题， 

 重申《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224 以及《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225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

议行动纲领》226 及其审查会议的成果， 

 指出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一般性建议，特别是关于种族歧视与性别有关方面的一般性建

议 25(2000)227 和关于对非洲人后裔种族歧视的一般性建议 34(2011)，228  

 回顾大会 2013 年 12 月 23 日第 68/237号决议，该决议宣布非洲人后裔国际十年从 2015 年

1 月 1 日开始，到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结束，主题是“非洲人后裔：承认、正义与发展”，在这

方面为执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作出贡献， 

 认识到所有非洲裔妇女和女童对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以及必须确保非洲裔妇女充分、平

等、有意义地参与社会各方面的事务和决策； 

 1. 决定宣布 7 月 25 日为非洲裔妇女和女童国际日，以凸显这一国际日在纪念全球反对

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实现两性平等的决心以及所有非洲裔妇女和女童对社会发展重大贡

献方面的重要性； 

 2. 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国际和区域组织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

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和媒体，以适当方式纪念国际日，促进彰显世界各地非洲裔妇女

和女童历史、文化和斗争的活动； 

 3. 鼓励所有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采取具体措施，处理和防止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消除

一切形式暴力侵害所有非洲裔妇女和女童的行为，确保非洲裔妇女和女童充分享有人权； 

 4. 强调因执行本决议而可能产生的所有活动的费用应由自愿捐助、包括私营部门的自愿

捐助支付； 

 5. 请秘书长提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专门机构成员和大会观察员以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

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注意本决议，以适当纪念非洲裔妇女和女童国际日。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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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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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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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8 号》(A/55/18)，附件五，A 节。 

228 同上，《第六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8 号》(A/66/18)，附件九。 

https://undocs.org/ch/A/RES/68/237
https://undocs.org/ch/A/CONF.157/24(PartI)
https://undocs.org/ch/A/CONF.157/24(PartI)/COrr.1
https://undocs.org/ch/A/55/18
https://undocs.org/ch/A/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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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324 号决议 

 

2024 年 8 月 13 日第 103 次全体会议根据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 A/78/L.104/Rev.1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

为：阿尔巴尼亚、阿根廷、奥地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佛得角、加拿大、智利、哥伦

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德国、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拉脱维

亚、卢森堡、马耳他、缅甸、北马其顿、巴拉圭、秘鲁、菲律宾、葡萄牙、圣基茨和尼维斯、斯洛伐克、斯洛

文尼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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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24. 审议老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题为“关于找出在保护老年
人人权方面可能存在的差距并确定如何最好地解决这些差距的
建议”的第 14/1号决定 

 大会， 

 回顾其 2010年 12月 21日第 65/182号决议，依据该决议设立了一个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开放，负责审议现有的老年人人权国际框架，找出可能的差距并确定如何

最好地解决这些差距，包括酌情审议制定其他文书和措施的可能性，以期加强保护老年人的人

权，并回顾其后关于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后续行动的各项决议，包括 2023年 12月 19日第

78/177号决议， 

 表示注意到老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第 13/1 号决定，229  

 又表示注意到老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题为“关于找出在保护老年人人权方面可能存

在的差距并确定如何最好地解决这些差距的建议”的第 14/1 号决定，230  

 表示赞赏地注意到老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工作，并确认会员国以及联合国系统相

关机构和组织，包括相关人权任务负责人和条约机构、各区域委员会，以及国家人权机构、关

心此事项的政府间组织和相关非政府组织及受邀专题讨论嘉宾在工作组过去 14 个工作会议期

间作出的积极贡献， 

 1. 决定，鉴于老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 14/1 号决定的通过，老龄问题不限成员

名额工作组根据第 65/182 号决议和其后关于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后续行动的所有各项决

议、包括 2023年 12月 19日第 78/177号决议所述任务开展的工作已完成，决定结束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包括与世界社会状况以及与青年、老龄、残疾人和家庭有关

的问题”下老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任务； 

 2. 敦促相关联合国机构遵循相关任务规定，进一步审议老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在

其第 14/1 号决定中通过的各项建议； 

_______________ 

229 A/AC.278/2023/2，第 30 段。 

230 A/AC.278/2024/2，第 28 段。 

https://undocs.org/zh/A/78/L.104/Rev.1
https://undocs.org/ch/A/RES/65/182
https://undocs.org/ch/A/RES/78/177
https://undocs.org/ch/A/RES/65/182
https://undocs.org/ch/A/RES/78/177
https://undocs.org/ch/A/AC.278/2023/2
https://undocs.org/ch/A/AC.278/2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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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请大会主席在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期间举行一次高级别会议，以公平和非排他的方式

就老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 14/1 号决定所载各项建议交换意见、分享经验，并就老年

人权利和福祉方面的挑战和机遇确定今后的步骤。 

 

 

第 78/325 号决议 

 

2024 年 9 月 6 日第 107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107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尔巴尼亚、安哥

拉、亚美尼亚、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文莱达鲁萨兰国、布隆迪、佛得角、柬埔

寨、中非共和国、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古巴、塞浦路斯、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多米尼克、

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圭亚那、

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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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脱维亚、利比里亚、利比亚、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黑山、摩洛哥、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尼加

拉瓜、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卢旺

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新加坡、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南苏丹、斯里兰

卡、苏丹、苏里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东帝汶、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

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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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25. 联合国运动会 

 大会， 

 回顾其 2003 年 11 月 3日第 58/5号和 2004年 10月 27 日第 59/10号决议，大会宣布 2005 年

为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国际年以进一步通过体育促进教育、健康、发展与和平的决定，以及

2005 年 9 月 16 日第 60/1 号、2005 年 11 月 3 日第 60/9号、2006 年 11 月 3 日第 61/10号、2008

年 7 月 23 日第 62/271号、2008 年 12 月 11 日第 63/135号、2010 年 10 月 18 日第 65/4号、2012

年 11 月 28 日第 67/17号决议、2014 年 10 月 31 日第 69/6号、2016 年 12 月 16 日第 71/160号、

2018年 12月 3日第 73/24号、2020年 12月 1日第 75/18号和 2022年 12月 1日第 77/27号决议， 

 认识到正如 2018 年纳尔逊·曼德拉和平峰会所通过的政治宣言231 所述，体育运动、艺术

和身体活动有能力改变人们的观念、偏见和行为，以及鼓舞人心，破除种族和政治藩篱，消除

歧视和化解冲突， 

 又认识到体育对在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促进教育、可持续发展、和平、合作、团结、公

平、社会包容和健康作出宝贵贡献，注意到《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232 表示，体育可以

有助于营造各族人民和各国之间的宽容与谅解气氛， 

 还认识到体育运动，包括残疾人和罕见疾病患者的体育运动，在促进和平与发展、身心健

康、性别平等、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尊重人权以及打击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方面可发挥重要

作用， 

_______________ 

231 第 73/1号决议。 

232 第 6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8/L.107
https://undocs.org/ch/A/RES/58/5
https://undocs.org/ch/A/RES/59/10
https://undocs.org/ch/A/RES/60/1
https://undocs.org/ch/A/RES/60/9
https://undocs.org/ch/A/RES/61/10
https://undocs.org/ch/A/RES/62/271
https://undocs.org/ch/A/RES/63/135
https://undocs.org/ch/A/RES/65/4
https://undocs.org/ch/A/RES/67/17
https://undocs.org/ch/A/RES/69/6
https://undocs.org/ch/A/RES/71/160
https://undocs.org/ch/A/RES/73/24
https://undocs.org/ch/A/RES/75/18
https://undocs.org/ch/A/RES/77/27
https://undocs.org/ch/A/RES/73/1
https://undocs.org/ch/A/RES/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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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聋人奥运会、世界土著人运动

会、欧洲运动会、法语国家运动会、泛美运动会、泛美残疾人运动会、非洲运动会、亚洲运动

会、太平洋运动会、亚洲室内与武道运动会、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英联邦运动会和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等国际性、大陆性、区域性体育赛事对促进教育、卫生、发展、和平和国家间团结互

助具有重要意义， 

 欢迎将 4 月 6 日指定为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国际日， 

 确认土库曼斯坦倡议在大会可持续发展周框架内于 2024 年 4 月 11 日至 5 月 8 日在纽约举

办的首届驻纽约使团联合国运动会(联合国运动会)取得了成功，该运动会是专门为纪念体育促

进发展与和平国际日举办的， 

 欢迎联合国运动会对增进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与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之间的

友谊、协作和对话产生了积极影响， 

 1. 赞扬澳大利亚、萨尔瓦多、印度、哈萨克斯坦、卡塔尔和土库曼斯坦为举办首届联合

国运动会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2. 认识到联合国运动会具有潜力，可作为体育外交平台，培养体育文化，促进以体育运

动为工具推动发展与和平； 

 3. 呼吁每年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代表、专门机构成员和大会观察员均可进入的场地举办

联合国运动会，并于 2025 年 4 月在纽约举办第二届联合国运动会，鼓励所有代表团与秘书处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协作，支持举办这些运动会； 

 4. 邀请五个区域组及时提名各自的第二届联合国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候选人，每个区域组

一人，以便他们能够非正式地参加 2025 年 1 月在纽约举行的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5. 邀请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向专门为联合国运动会设立的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捐款，并为

其庆祝活动提供其他形式的支持； 

 6. 强调指出，因执行本决议而可能产生的所有活动费用应由提供给联合国运动会信托基

金的自愿捐款、包括来自私营部门的自愿捐款支付； 

 7. 请第二届联合国运动会组织委员会与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协作，以非正式摘要的

形式收集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专门机构成员和大会观察员对首届联合国运动会的反馈意见，以

便将经验教训纳入今后运动会的规划； 

 8. 请秘书长提请所有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注意本决议。 

 

 

第 78/326 号决议 

 

2024 年 9 月 6 日第 107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84/Rev.2 并经 A/78/L.92/Rev.1 订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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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孟加拉国、白俄罗斯、不丹、佛得角、柬

埔寨、中国、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利比里亚、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蒙古、缅甸、尼泊尔、尼日利亚、巴

https://undocs.org/zh/A/78/L.84/Rev.2
https://undocs.org/ch/A/78/L.92/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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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坦、秘鲁、菲律宾、卡塔尔、俄罗斯联邦、圣基茨和尼维斯、塞内加尔、新加坡、斯里兰卡、塔吉克斯

坦、泰国、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78/326. 世界农村发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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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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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其附件中关于宣布国际年的商定标准的第 1至第 10段以及第 13和第 14段，其中指出，

在国际年的组织和经费筹措的基本安排作出之前，不应宣布国际年， 

 还重申 2015 年《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233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234  

 注意到其 2018 年 12 月 17 日第 73/165 号决议，其中通过了《联合国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

劳动者权利宣言》， 

 注意到《发展权利宣言》，235  

 关切地注意到农村贫困人口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包括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不成比例地

遭受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 

 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一体性质，重申消除农村贫困和饥饿对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应通过涵盖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的统筹办法实现农村发展， 

 又认识到农村妇女，包括小户农民和女农民、渔民、土著妇女及其传统知识和地方社区妇

女，在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消除农村贫困方面的关键作用和贡献，

因此强调必须促进增强他们的经济权能，促进他们充分获得土地所有权、体面工作和经济机

会，促进他们参与决策， 

_______________ 

233 第 69/313号决议，附件。 

234 第 217 A (III)号决议。 

235 第 41/128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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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ES/1980/67
https://undocs.org/ch/A/RES/73/165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RES/217(III)
https://undocs.org/ch/A/RES/4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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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重指出投资农村地区的关键设施和服务将有效应对农村贫困和饥饿，创造生产性就业和

企业，促进农村社区以及社区组织和合作社等农村机构的数字普惠金融，特别是对农村青年和

妇女而言，包括通过区域和国家举措， 

 认识到分享地方驱动的发展方法和途径对于促进农村发展和加快落实《2030 年议程》的

重要性， 

 注意到包括亚洲及太平洋农村综合发展中心在内的区域组织在协助国家行动和促进与农村

综合发展有关的区域合作方面所作的努力， 

 相信举办这一国际日将为评估农村发展的挑战和机遇提供一个全面的平台， 

 1. 决定宣布 7 月 6 日为世界农村发展日，以彰显农村发展和转型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重大意义；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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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个人和

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民间社会、农民组织、土著人民、地方社区、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及

学校，举办世界农村发展日，并酌情在国家和区域范围内开展和宣传有关农村地区和社区可持

续发展的具体活动； 

 3. 邀请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与各国政府、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专门机构和所有其

他利益攸关方合作，并铭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0/67 号决议附件所载规定，协助组织和落

实世界农村发展日，以此促进农村发展，提高人们对农村发展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的

认识，并支持会员国规划和协调该国际日的活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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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 

 5. 邀请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为世界农村发展日作出贡献并提供支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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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组织、土著人

民、地方社区、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在内的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注意并适当遵守本决议。 

 

 

第 78/327 号决议 

 

2024 年 9 月 6 日第 107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110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尔巴尼亚、安哥

拉、安提瓜和巴布达、奥地利、巴林、比利时、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

国、乍得、科摩罗、刚果、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赤道几内

亚、爱沙尼亚、斯威士兰、芬兰、法国、加蓬、德国、加纳、希腊、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匈牙利、

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拉脱

维亚、莱索托、利比亚、立陶宛、卢森堡、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纳哥、摩洛哥、尼泊

尔、荷兰王国、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卢

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所罗门群岛、西班牙、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东帝汶、突尼斯、乌克兰、塞内加

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也门 
 

 

_______________ 

236 见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E/RES/1980/67
https://undocs.org/zh/A/78/L.110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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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27. 2026年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即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
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的联合国水事会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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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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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议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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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再次作出坚定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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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挑战， 

 回顾其 2023 年 9 月 1 日第 77/334号决议，其中决定召开 2026 年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 即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的联合国水事会议， 

 又回顾其关于享有水和环境卫生的人权的 2010 年 7 月 28 日第 64/292号决议，以及关于享

有安全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的人权的 2019年 12月 18日第 74/141号和 2021年 12月 19日第 76/153

号决议， 

 强调水对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与饥饿至关重要，水、生态系统、能源、粮食安全和营养

相互关联，水对健康、福祉和人类发展包括增强妇女权能不可或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

及社会、环境和经济领域其他相关目标的重要因素， 

 关切地注意到，按照目前的进展速度，世界无法如期到 2030 年在全球一级实现与水有关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这对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产生巨大影响，  

 又关切地注意到气候变化是加剧全球水患的因素之一，需要采取气候适应战略解决水问

题，并认识到许多灾害因气候变化而加剧，次数和强度增加，严重阻碍可持续发展取得进展， 

 强调指出采用生态系统方法综合管理土地、水和生物资源的重要性，需要加大力度解决荒

漠化、土地退化、干旱、缺水、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等问题， 

 注意到水生态系统和水质对于按照“同一健康”方针和为人类、动物、植物和生态系统的

健康和福祉带来多重惠益的其他整体方法减轻健康挑战风险十分重要， 

 认识到需要在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议程中更好地反映与水有关的问题，包括相关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RES/77/334
https://undocs.org/ch/A/RES/64/292
https://undocs.org/ch/A/RES/74/141
https://undocs.org/ch/A/RES/76/153
https://undocs.org/ch/A/RES/7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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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认识到《2030 年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巴黎协定》237 和《2015-2030 年仙

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238 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 

 强调实现与水有关的目标和具体目标将有助于成功执行《新城市议程》、239 《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240 和《巴黎协定》、《生物多样性公约》241 和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通

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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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支援最不发

达国家多哈行动纲领》、243 题为“安提瓜和巴布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议程：实现韧性繁荣的新

宣言”的第四次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国际会议成果文件，244 以及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

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

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

议第五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包括根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共识通过的决定， 

 认识到需要开展国际合作，包括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各级开展国际合作，以加强旨在实

现与水和环境卫生有关的目标和具体目标，包括《2030年议程》所载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各项行

动和方案之间的互补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回顾在大会主持下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和 19 日在纽约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通过的政治宣言，245 其中各国领导人承诺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强调并

推动从全球水危机转变为一个水成为可持续资源的世界，确保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

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欢迎 2023 年 3 月 22 日至 24 日召开联合国 2018-2028“水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年

目标执行情况中期全面审查会议，这为加强各级水行动和政治承诺以应对与水有关的挑战创造

了重大势头， 

 又欢迎决定将于 2028 年在杜尚别召开联合国 2018-2028“水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

年目标执行情况最后全面审查会议，期待将于 2025 年在法国尼斯举行由哥斯达黎加和法国共

同主办的第三次海洋会议和将于 2025 年在西班牙举行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 

 表示注意到《2024 年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水问题高级别小组题为“珍惜每一滴：水

行动议程”的成果文件、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6 的审查结果、《加速

_______________ 

237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通过，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附件。 

238 第 69/283号决议，附件二。 

239 第 71/256号决议，附件。 

24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241 同上，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 

242 同上，第 1954 卷，第 33480 号。 

243 第 76/258号决议，附件。 

244 第 78/317号决议，附件。 

245 第 78/1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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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58
https://undocs.org/ch/A/RES/78/317
https://undocs.org/ch/A/RES/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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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图：可持续发展目标 6——2023 年水和环境卫生综合报告》、2024 年 5 月 18 日至 25 日在印

度尼西亚巴厘举行的第十届世界水论坛的成果、2024年 6月 10日至 13日在杜尚别举行的 2018-

2028“水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年第三次高级别国际会议的最后宣言、246 联合国水和

灾害特别专题会议的成果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6 全球加速框架， 

 回顾必须加强提供和动员公共和私人来源以及国际和国内来源的资金，弥合水资金缺口，

以促进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6 以及与水有关的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取得进展，  

 1. 决定将于 2026 年 12 月 2 日至 4 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由塞内加尔和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共同主办的 2026 年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 即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

行可持续管理的联合国水事会议，以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6； 

 2. 又决定与会议及其筹备工作有关的所有费用均由预算外资源供资；  

 3. 还决定会议将产生一份由会议主席编写的会议纪要，反映会员国观点的多样性，并提

出一种平衡的方法，作为会议的成果文件，重点阐述需要在哪些领域加快采取集体行动以支持

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6； 

 4. 决定会议将： 

 (a) 重点讨论如何采取行动以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

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同时重申国际商定的与水有关的目标和具体目标，包括《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247 所载目标； 

 (b) 确定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 方面可能面临的挑战和障碍以及支持落实目标和加快进

展的机遇和创新办法，以帮助实现国际商定的与水有关的目标和具体目标，包括《2030年议程》

所载目标； 

 (c) 交流意见并制定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 所需的行动和举措； 

 (d)支持进一步采取具体行动和举措，加强执行手段和伙伴关系，并在有关各级开展合作，

包括开展国际合作，以加速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6，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 6 全球加速框架； 

 (e) 介绍和分享在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6 方面正在进行的努力、最佳做法和积累的经

验，如《水行动议程》的自愿承诺； 

 (f) 邀请会员国和相关利益攸关方宣布自愿承诺，以促进实现会议的目标； 

 (g) 让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其中，将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政府间组织、国际金融

机构、其他有意愿的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科学界、土著人民和

地方社区、私营部门、慈善组织和其他行为体汇聚在一起，评估在加速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6

和《2030年议程》中与水有关的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的挑战和机遇，并支持采取进一步行动加

速落实这些目标； 

_______________ 

246 A/78/955，附件。 

247 第 70/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78/955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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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促进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确保人人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工作的主流，为此增强

妇女和女童权能，因为她们的充分、平等和切实参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 的关键； 

 (i) 按照 2013 年 7 月 9 日第 67/290 号、第 70/1 号、2016 年 7 月 29 日第 70/299 号和 2021

年 6 月 25 日第 75/290 B 号决议，向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提供投入，从而也为《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后续落实和评估进程作贡献； 

 5. 又决定会议应从与会国代表中选出 2 名主席(塞内加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各 1 名)、

13 名副主席248 (指定其中一名副主席担任总报告员)和 2 名来自主办国的当然副主席； 

 6. 还决定根据本决议附件二，会议应包括开幕和闭幕部分、7 次全体会议和 6 次互动对

话； 

 7. 决定根据本决议附件二，互动对话应与全体会议并行举行； 

 8. 请秘书长任命一名会议秘书长担任秘书处内的协调人，为会议提供支持； 

 9. 决定，为加速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6，如可持续发展目标 6 全球加速框架所述，互动

对话的组织安排如下： 

 (a) 会议秘书长与会员国协商，在联合国水机制和联合国相关实体的支持下，在背景说明

中拟定互动对话的主题提案；  

 (b) 互动对话应具有合作和多利益攸关方性质，适当考虑性别和地域平衡； 

 (c) 每次互动对话将由两名共同主席主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一人，共同主席由两

位会议主席任命，并由会议的两个主办国在会议召开至少六个月前确定； 

 (d) 会议的两个主办国将与会议秘书长协调，为每次互动对话指定 1 名主持人和至多 4 名

专题讨论嘉宾，在任命共同主席、主持人和讨论嘉宾时应考虑到性别平衡和公平地域代表性； 

 (e) 会议秘书长将就互动对话的每个主题编写概念文件； 

 (f) 在由主持人主持互动对话后，各国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将进行互动讨论； 

 (g) 互动对话摘要应在闭幕会议上提交会议； 

 10. 鼓励尽可能派最高级别代表出席会议； 

 11. 建议会议通过本决议附件一所载临时议程； 

 12. 决定会议应按照本决议附件二所载工作安排进行； 

 13. 建议会议通过本决议附件三所载根据大会及其会议惯例制定的暂行议事规则； 

_______________ 

248 以下国家组各有 3 名副主席：非洲国家组、亚洲-太平洋国家组、东欧国家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

西欧和其他国家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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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ES/67/290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70/299
https://undocs.org/ch/A/RES/75/290


一.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议 

 

151 

 14. 决定会议之前应酌情举行区域和全球筹备会议，与会议及其筹备工作有关的所有费用

均应通过自愿捐款供资，在这方面请秘书长协调筹备进程，并邀请联合国系统所有相关组织、

包括区域委员会和其他相关组织在各自任务范围内为审查进程和会议提供支持； 

 15. 又决定 2025 年在纽约举行为期一天的组织会议，就互动对话的主题向大会提出最新

建议，以便日后在大会主席召集的为期一天的会议上通过这些建议，以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 6，并商定互动对话的主题； 

 16. 指出会议将借鉴联合国 2018-2028“水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年目标执行情况

中期全面审查会议互动对话期间的讨论；  

 17. 欢迎塞内加尔政府慷慨提出于 2025 年在达喀尔召开一次高级别国际会议，以支持有

效筹备此次会议，审查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6 方面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差距，探讨如何加速

实现国际商定的与水有关的目标和具体目标，包括《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载目标； 

 18. 考虑与水有关的其他现有会议的贡献，可为此次会议的筹备进程提供投入，并考虑会

员国在组织各种会议以便为 2026 年会议提供投入方面作出的贡献；  

 19. 鼓励会员国、联合国相关机构、专门机构、区域委员会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以及包

括私营部门在内的其他相关伙伴继续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 作出贡献，包括开展能力建设，

以支持落实《2030 年议程》； 

 20.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全系统水和环境卫生战略，其目的是加强整个联合国系统水事优先

事项的协调和落实，并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与水有关的需求，包括与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

设有关的需求；  

 21. 决定会议及其筹备进程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专门机构成员开放； 

 22. 邀请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联合国各组织和机构以及从事与会议有关的工作、按

本决议附件二所载规定获得认可的政府间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其他感兴趣的国际机构以及非

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科学界、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残疾人、私营部门和慈

善组织，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及其筹备会议；  

 23. 决定参加会议和筹备会议的资格认可应按照本决议附件二所载规定进行； 

 24. 请秘书长通过秘书处各相关部门并与联合国系统其他相关部门合作，为会议工作提供

适当支助，为此目的促进机构间合作，并确保有效利用资源，从而使会议的目标得以实现； 

 25. 鼓励有能力的国家和国际捐助方以及私营部门、金融机构、基金会和其他捐助方向支

持会议筹备工作的信托基金自愿捐款，以支持筹备这次会议，并支持发展中国家代表参加会议

及其筹备会议，优先考虑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包括支付经济舱机票、每

日生活津贴和机场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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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6 年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 即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的联合国

水事会议临时议程 

2026年 12月 2日至 4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两名主席。 

 3. 通过议事规则。 

 4. 通过会议议程。 

 5. 选举主席以外的其他主席团成员。 

 6. 工作安排，包括设立附属机关及其他组织事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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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一般性辩论。 

 9. 互动对话。 

 10. 会议成果。 

 11. 通过会议报告。 

 12. 会议闭幕。 

附件二 

2026 年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 即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的联合国

水事会议拟议工作安排 

2026年 12月 2日至 4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 2026年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即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

理的联合国水事会议将于 2026 年 12 月 2 日至 4 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 

一. 工作安排 

 

A. 全体会议 

 2. 会议将包括总共 7 次全体会议，具体安排如下： 

 12月 2日星期三：上午 9时至 10时；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下午 3时至 6时 

 12月 3日星期四：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下午 3时至 6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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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4日星期五：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下午 3时至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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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会议将在 12 月 2 日星期三上午 9 时至 10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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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秘书

长和联合国水机制主席将发言。 

 6. 全体会议还将按照大会惯例，听取政府间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国际机构、专门机

构、基金和方案以及根据本附件经认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的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代

表的发言。 

 7. 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定于 12 月 4 日星期五下午举行，预计在会议结束时将除其他外报

告互动对话的情况，随后通过会议报告。 

 8. 除非本决议另有规定，全体会议将与互动对话并行举行。 

 

B. 互动对话 

 9. 会议将包括与全体会议并行举行的 6 次互动对话，具体安排如下： 

 12月 2日星期三：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下午 3时至 6时 

 12月 3日星期四：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下午 3时至 6时 

 12月 4日星期五：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下午 3时至 5时。 

 10. 互动对话摘要应在闭幕全体会议上提交会议，随后以书面形式提交供列入会议的最后

报告。 

C. 主要委员会 

 11. 除了在会议开幕和闭幕期间，依照会议议事规则设立的主要委员会将在必要时与全体

会议并行开会，并将负责敲定任何未决事项。 

二. 会议代表的全权证书：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12. 全权证书委员会将按照会议议事规则任命。 

三. 资格认可：国际组织和其他实体 

 13. 收到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工作或经认可参加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

议、联合国 2018-2028“水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年目标执行情况中期全面审查会议、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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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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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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跨界

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会议、执行 1982年 12月 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

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审查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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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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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在巴巴多斯、毛里求斯、萨摩亚及安提瓜和巴布达举行的联合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

展会议的相关政府间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机构可根据会议议事规则参加会议的审议工作

并酌情参加筹备会议的审议工作。 

 14. 未获认可参加上文第 13 段所述会议和首脑会议但有兴趣参会的政府间组织可根据既

定认可程序向大会提出认可申请。 

四. 资格认可：非政府组织和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 

 15. 《21 世纪议程》249 确定的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以及曾获认可参加上文第

13 段所述会议和首脑会议的非政府组织和主要群体，在登记后方可参加。 

 16. 大会主席还应考虑到透明和公平地域代表原则，为从事与会议有关的工作、并可作为

观察员参加会议及其筹备会议的其他有关非政府组织，包括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科学

界、私营部门和慈善组织拟订一份名单，并向会员国提交该拟议名单，供其在无异议基础上审

议。大会主席应在筹备会议之前并不得迟于会议召开前 6 个月提请大会注意另一份名单。250  

 17. 2013 年 7 月 9 日大会第 67/290 号决议第 15 段的规定应比照适用于此次会议及其筹备

进程。 

五. 秘书处 

 18. 会议秘书长将担任秘书处内的协调人，负责与两位主席的代表合作，为会议组织工作

提供支持。 

六. 文件 

 19. 按照联合国以往各次会议遵循的惯例，会议正式文件将包括会前、会间和会后发布的

文件。 

 20. 按照联合国以往各次会议遵循的惯例，建议会议通过一份报告，内容为会议的决定、

开会情况简要记述、关于会议工作和全体会议所采取行动的情况报告。 

 21. 会议报告还应列入会议全体会议和互动对话的摘要以及在会上宣布的自愿承诺清单。 

_______________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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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名单将包括拟议提名和最后提名。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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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的大致理由都要告知大会主席办公室和要求方。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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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并行会议和会议其他活动的安排 

 22. 如场地允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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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与全体会议和互动对话在同一时段举行。如能够提供，将为这些会议提供口译服务。 

八. 会外活动 

 23. 与会方将举办会外活动，包括就可持续发展目标 6 执行工作的相关问题举办简报会、

研讨会、讲习班和专题小组讨论会。安排这些活动的导则和这些活动的日历将在会议网站上提

供。 

九. 媒体报道 

 24. 秘书处全球传播部将为报道这次会议的记者准备新闻材料。此外，将定期发布关于全

体会议、互动对话和其他活动成果的新闻稿。所有相关文件均将在会议网站上提供。 

 25. 将向媒体区直播全体会议、互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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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2026 年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 即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的联合国

水事会议暂行议事规则 

一. 代表和全权证书 

第 1条 

代表团的组成 

 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和欧洲联盟代表团由代表团团长及其他必要的代表、副代表和顾问组

成。 

第 2条 

副代表和顾问 

 代表团团长可指定一名副代表或顾问行使代表职权。 

第 3条 

全权证书的提交 

 代表的全权证书以及副代表和顾问的名单应尽可能于会议预定开幕之日一星期前提交联合国

秘书长。全权证书应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签发。欧洲联盟的全权证书由欧洲联盟委

员会主席签发。 

第 4条 

全权证书委员会 

 会议开始时应任命由 9 名成员组成的全权证书委员会。委员会的组成应以大会第八十一届会

议全权证书委员会的组成为基础。委员会应审查各代表的全权证书，并尽快向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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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条 

临时参加会议 

 在会议就代表全权证书作出决定以前，代表应有权临时参加会议。 

二. 主席团成员 

第 6条 

选举 

 会议应从参会国代表中选举下列主席团成员：2 名主席(塞内加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各一

人)，分别主持会议。会议还应选出 13 名副主席，251 指定其中一人为总报告员，并选出 2 名来自

主办国的当然副主席；此外还应选出第 46条所设主要委员会的主席。主席团成员应根据确保总务

委员会具有代表性的原则选出。会议也可以选举其认为执行会议任务所需的其他主席团成员。 

第 7条 

主持会议的主席的一般权力 

 1. 两主席应轮流主持会议的全体会议。除行使本议事规则其他条款赋予的权力外，主持

会议的主席还应宣布每次会议开会和散会，将问题付诸表决，并宣布决定。主持会议的主席应

就程序问题作出裁决，并在本议事规则的限制下，全面掌控会议的进行和维持会场秩序。主持

会议的主席可向会议建议截止发言报名、限制发言者的发言时间和每一代表就一个问题发言的

次数、暂停或结束辩论以及暂停会议或休会。 

 2. 主持会议的主席始终在会议授权下履行职能。 

第 8条 

代理主席 

 1. 两主席都不能出席某次会议或其中任何一部分时，可指定副主席一人主持会议。 

 2. 副主席代理主席时，其权力和职责与主席相同。 

第 9条 

主席的替换 

 两主席或其中一位主席不能履行职能时，应另选新主席。 

第 10条 

主持会议的主席的表决权 

 主持会议的主席或代行主席职责的副主席不得参加会议表决，但可指定其所属代表团的另一

成员代为投票。 

  

_______________ 

251 以下国家组各有 3 名副主席：非洲国家组、亚洲-太平洋国家组、东欧国家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

西欧和其他国家组。但在选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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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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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总务委员会 

第 11条 

组成 

 总务委员会由两主席、副主席、总报告员和主要委员会主席组成。两主席经商定后，应由其

中一人担任总务委员会主席，或在两主席不能出席时，由他们指定一名副主席担任。全权证书委

员会主席和会议按照第 48条设立的其他委员会主席可以参加总务委员会，但无表决权。 

第 12条 

替代成员 

 会议主席或副主席不能出席总务委员会会议时，可指定其所属代表团一名成员到会并参加表

决。主要委员会主席缺席时，应指定该委员会副主席替代。主要委员会的副主席参加总务委员会

工作时，如与总务委员会另一成员同属一个代表团，则无表决权。 

第 13条 

职能 

 总务委员会协助两主席掌握会议的一般议事程序，并根据会议所作决定，确保会议工作的协

调。 

四. 会议秘书处 

第 14条 

联合国秘书长的职责 

 1. 联合国秘书长或其指定的一位代表应以此身份参加会议及其附属机构的所有会议。 

 2. 联合国秘书长或其指定的一位代表应为会议所需工作人员提供指导。 

第 15条 

会议秘书处的职责 

 会议秘书处应依照本议事规则： 

 (a) 为会议发言提供同声传译； 

 (b) 接受、翻译、印制和分发会议文件； 

 (c) 出版和分发会议的正式文件； 

 (d) 编制和分发公开会议的记录； 

 (e) 制作和安排保管会议录音； 

 (f) 安排将会议文件交予联合国档案库保管和保存； 

 (g) 总体担负会议所要求的一切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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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条 

秘书处的说明 

 联合国秘书长或为此目的指定的秘书处成员，可随时就任何审议中问题提出口头或书面说

明。 

五. 会议开幕 

第 17条 

临时主席 

 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应由联合国秘书长或在其缺席时由其为此目的指定的秘书处成员宣布开会

并主持会议，直至会议选出主席为止。 

第 18条 

关于工作安排的决定 

 会议应在第一次会议上： 

 (a) 通过议事规则； 

 (b) 选举主席团成员并组成其附属机构； 

 (c) 通过议程，议程草案在通过前应为会议的临时议程； 

 (d) 就工作安排作出决定。 

六. 议事方式 

第 19条 

法定人数 

 主持会议的主席在至少有三分之一参会国代表出席时方可宣布开会并准许进行辩论。任何决

定须有过半数参会国代表出席才能作出。 

第 20条 

发言 

 1. 任何代表如未事先征得主持会议的主席允许，不得在会议上发言。在不违反第 21、

22 和 25 至 27 条规定的情况下，主持会议的主席应按请求发言的先后次序请发言者发言。秘书

处应负责拟定发言名单。 

 2. 辩论应以会议正在讨论的问题为限。如发言者的言论与所讨论的问题无关，主持会议

的主席可敦促发言者遵守议事规则。 

 3. 会议可限制允许每个发言者发言的时间和每一参会者可就某一问题发言的次数。对于

设定此种限制的动议，应只准许两名赞成和两名反对此限制的代表发言，然后立即将该动议付

诸表决。无论如何，经会议同意，主持会议的主席应将关于程序问题的发言限为每次五分钟。

在有时间限制的辩论中，如某一发言者发言超过规定时间，主持会议的主席应立即敦促发言者

遵守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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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条 

程序问题 

 在讨论任何事项时，代表可随时提出程序问题，主持会议的主席应立即按照本议事规则就程

序问题作出裁决。代表可对主持会议的主席作出的裁决提出申述。此一申述应立即付诸表决。除

非被过半数出席并参加表决的国家所推翻，主持会议的主席的裁决继续有效。代表提出程序问题

时不得就所讨论事项的实质发言。 

第 22条 

优先发言 

 主要委员会的主席或报告员，或其他附属机构的主席或报告员，为了解释有关机构作出的结

论，可以获准优先发言。 

第 23条 

截止发言报名 

 主持会议的主席可在辩论过程中宣布发言名单，并可在得到会议同意后宣布截止发言报名。 

第 24条 

答辩权 

 1. 虽有第 23 条的规定，在任何参会国的代表或欧洲联盟的代表要求答辩时，主持会议

的主席应准许其行使答辩权。一国的任何其他代表也可获得答辩机会。 

 2. 依据本条进行的发言一般应在当天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前进行，如有关项目的审议先于

该次会议结束，则在结束审议前进行。 

 3. 一个国家或欧洲联盟的代表依据本条在一次会议上就一个项目发言的次数不得超过两

次。第一次发言以五分钟为限，第二次发言以三分钟为限。无论如何，代表的发言应尽量简

短。 

第 25条 

暂停辩论 

 参会国代表可随时提出动议，要求暂停关于讨论中问题的辩论。除提出动议者外，应只准许

两名赞成和两名反对暂停辩论的代表就该动议发言，然后依照第 28条的规定，立即将该动议付诸

表决。 

第 26条 

结束辩论 

 参会国代表可随时提出动议，要求结束关于讨论中问题的辩论，不论是否有任何其他代表要

求发言。应只准许两名反对结束辩论的代表就该动议发言，然后依照第 28条的规定，立即将该动

议付诸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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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条 

暂停会议或休会 

 在不违反第 38 条规定的情况下，参会国代表可随时提出动议，要求暂停会议或休会。对此

种动议不得进行讨论，而应依照第 28条的规定，立即将其付诸表决。 

第 28条 

动议的先后次序 

 下列动议依其排列次序应优先于提交会议的所有提案或其他动议： 

 (a) 暂停会议； 

 (b) 休会； 

 (c) 暂停关于讨论中问题的辩论； 

 (d) 结束关于讨论中问题的辩论。 

第 29条 

提案和实质性修正案的提交 

 提案和实质性修正案通常应以书面形式提交秘书长或其指定代表，由秘书长或其指定代表以

会议语文向各代表团分发文本。除非会议另有决定，如在会议前一天之前未向所有代表团分发文

本，则不得讨论实质性提案或就其作出决定。但是，即便没有分发或当天才分发修正案，主持会

议的主席仍可允许讨论和审议这些修正案。 

第 30条 

提案和动议的撤回 

 一项提案或动议，只要未经修正，可在就其作出决定前由原提案人随时撤回。已撤回的提案

或动议可由任何代表重新提出。 

第 31条 

关于权限的决定 

 在遵守第28条规定的情况下，任何要求决定会议是否有权通过向其提交的某项提案的动议，

应在就该提案作出决定前付诸表决。 

第 32条 

提案的重新审议 

 已被通过或否决的提案不得重新审议，除非会议经出席并参加表决的国家三分之二多数票决

定重新审议。应只准许两名反对重新审议的发言者就该动议发言，然后立即将该动议付诸表决。 

七. 作出决定 

第 33条 

一致同意 

 会议应尽最大努力确保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完成会议的所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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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条 

表决权 

 每一参加会议的国家应有一票表决权。 

第 35条 

法定多数 

 1. 在不违反第 33 条规定的情况下，会议关于所有实质事项的决定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

的国家三分之二多数票作出。 

 2. 除本规则另有规定外，会议关于所有程序事项的决定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国家过半

数票作出。 

 3. 如果出现争议某一事项是程序事项还是实质事项的问题，应由主持会议的会议主席就

该问题作出裁决。对该裁决提出的申述应立即付诸表决。除非被过半数出席并参加表决的国家

推翻，主持会议的主席所作裁决继续有效。 

 4. 如果赞成和反对票数相等，提案或动议应视为被否决。 

第 36条 

“出席并参加表决的国家”一语的含义 

 就本议事规则而言，“出席并参加表决的国家”一语是指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的国家。弃权的

国家应视为未参加表决。 

第 37条 

表决方法 

 1. 除第 44 条的规定外，会议通常应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除非有代表请求以唱名方式

进行表决。唱名表决应从主持会议的主席抽签决定的代表团开始，按参加会议的国家的国名英

文字母顺序进行。唱名表决时，每一国家的国名均应唱出，由该国代表回答“赞成”、“反

对”或“弃权”。 

 2. 会议用机械设备进行表决时，应以无记录表决代替举手表决，以记录表决代替唱名表

决。代表可请求进行记录表决。除非代表另有请求，记录表决时不必唱念参会国国名。 

 3. 参加唱名表决或记录表决的每一国家的投票都应列入会议记录或会议报告。 

第 38条 

表决中的行为 

 主持会议的主席宣布表决开始后，除与表决的实际进行有关的程序问题外，任何代表不得打

断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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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条 

解释投票 

 1. 代表可在表决开始前或表决结束后作简短发言，但仅以解释投票为限。主持会议的主

席可限制解释投票的时间。提出提案或动议的国家的代表不得发言解释投票，除非该提案或动

议被修正。 

 2. 如同一事项接连在会议的几个机构中审议，一国应尽量只在其中一个机构解释投票，

除非其在不同机构中的表决立场有所不同。 

第 40条 

提案的分部分表决 

 代表可提出动议，要求就提案的各个部分分别作出决定。如有代表反对，应将主张分部分表

决的动议付诸表决。应只准许两名赞成和两名反对分部分表决的代表就该动议发言。如该动议获

通过，提案中后来获得核准的各部分应作为一个整体提交会议作出决定。如提案的所有执行部分

均被否决，则应视该提案已整个被否决。 

第 41条 

修正案 

 仅对一项提案作增删或部分修改的提案，应视为对原提案的修正案。除非另有规定，本规则

内的“提案”一词应视为包括修正案。 

第 42条 

修正案的表决次序 

 如对某项提案提出修正案，修正案应先付诸表决。当某项提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修正案

时，会议应先就实质内容与原提案差别最大的修正案进行表决，然后就差别次大的修正案进行表

决，以此类推，直至将所有修正案付诸表决为止。但如一个修正案的通过必然意味着另一修正案

被否决，则后一修正案不应再付表决。如有一个或多个修正案获得通过，随后应将经修正的提案

付诸表决。 

第 43条 

提案的表决次序 

 1. 除修正案外，如对同一问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提案，除非会议另有规定，应按照提出

提案的先后次序付诸表决。会议可在每表决一个提案后决定是否将下一个提案付诸表决。 

 2. 订正提案除非与原提案有实质上的差异，应按照原提案提出的先后次序付诸表决。如

有实质上的差异，原提案应视为已被撤回，订正提案应作为新提案处理。 

 3. 要求不就一项提案作决定的动议应在就该提案作出决定之前付诸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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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条 

选举 

 所有选举均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除非会议在无异议情况下决定不对已商定的候选人或

候选人名单进行投票。 

第 45条 

投票 

 1. 当需要同时在同样条件下填补一个或多个选任空缺时，应由在第一次投票中得票过半

数且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但当选人数不得超过应补空缺数。 

 2. 如获得过半数票的候选人少于应补空缺数，应再进行投票至补足余缺为止，但每次投

票只限于在上一次投票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而且人数不超过应补空缺数的两倍。 

八. 附属机构 

第 46条 

主要委员会 

 会议可设立一个主要委员会。 

第 47条 

参加主要委员会的代表 

 每一参会国和欧洲联盟可派一名代表参加主要委员会，并可视需要指派副代表和顾问参加主

要委员会。 

第 48条 

其他委员会和工作组 

 1. 除上文所述的主要委员会外，会议可视需要设立履行其职责所需的委员会和工作组。 

 2. 经会议全体会议决定，各委员会可设立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 

第 49条 

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成员 

 1. 除非会议另有决定，第48条第1款所述会议各委员会和工作组成员应由两主席任命，

但须经会议核可。 

 2. 除非委员会另有决定，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成员应由委员会主席任命，但须

经该委员会核可。 

第 50条 

主席团成员 

 除第 6条另有规定外，每一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应自行选举其主席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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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条 

法定人数 

 1. 主要委员会主席在至少有四分之一参会国代表出席时才可宣布开会并准许进行辩论。

任何决定须有过半数参会国代表出席才能作出。 

 2. 总务委员会或全权证书委员会或任何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的过半数成员构成

法定人数。 

第 52条 

主席团成员、议事方式和表决 

 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议事程序比照适用上文第二节、第六节(第 19 条除外)和第

七节各条规则，但是： 

 (a) 总务委员会和全权证书委员会的主席及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主席可行使表

决权，但他们须为参会国的代表； 

 (b) 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决定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过半数作出，但提案

或修正案的重新审议则须获得第 32条所规定的多数。 

九. 语文和记录 

第 53条 

会议语文 

 会议语文为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第 54条 

口译 

 1. 以一种会议语文所作的发言应口译成其他五种语文。 

 2. 代表可用会议语文以外的语文发言，但有关代表团须提供口译，将其发言译成会议语

文中的一种。 

第 55条 

正式文件所用语文 

 会议的正式文件应以各种会议语文提供。 

第 56条 

会议的录音 

 应依联合国惯例，对会议的全体会议、互动对话以及主要委员会各次会议制作并保存录音。

除非会议或主要委员会另有决定，对会议期间举行的任何其他会议均不作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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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公开和非公开会议 

一般原则 

第 57条 

 会议的全体会议和任何委员会的会议均应公开举行，除非有关机构另有决定。会议的全体会

议在非公开会议上作出的所有决定应及早在公开全体会议上宣布。 

第 58条 

作为一般规则，总务委员会、全权证书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的会议应非公开举行。 

第 59条 

非公开会议的公报 

 非公开会议结束后，有关机构的会议主持人可通过联合国秘书长或其指定代表发表公报。 

十一. 其他参会者和观察员 

第 60条 

获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届会和工作的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实体252  

 获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届会和工作的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实体指定的代表有权作为

观察员参加会议、主要委员会以及在适当情况下参加任何其他委员会或工作组的讨论，但无表决

权。 

第 61条 

区域委员会准成员253  

 下列脚注所列各区域委员会准成员指派的代表可以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主要委员会以及在

适当情况下参加任何其他委员会或工作组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第 62条 

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的代表254  

 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指派的代表可就其组织活动范围内的问题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主要委

员会以及在适当情况下参加任何其他委员会或工作组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_______________ 

252  就本议事规则而言，“其他实体”一词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国际奥

林匹克委员会、各国议会联盟和马耳他主权骑士团。 

253  美属萨摩亚、安圭拉、阿鲁巴、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库拉索、法

属波利尼西亚、关岛、蒙特塞拉特、新喀里多尼亚、波多黎各、圣马丁岛、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和美属维尔京

群岛。 

254  就本议事规则而言，“有关组织”一词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刑事法院、国际移民组织、国际海底管

理局、国际海洋法法庭、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和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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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3条 

其他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的代表 

 除本议事规则对欧洲联盟另作出具体规定外，获邀参加会议的其他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国际机

构指定的代表可就其组织活动范围内的问题，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主要委员会以及在适当情

况下参加任何其他委员会或工作组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第 64条 

联合国有关机构的代表 

 联合国有关机构指定的代表可就其组织活动范围内的问题，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主要委

员会以及在适当情况下参加任何其他委员会或工作组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第 65条 

非政府组织的代表255  

 1. 经认可参加会议的非政府组织可指定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和主要委员会的公开

会议。 

 2. 经会议的会议主持人邀请并在得到会议同意后，上述观察员可就其组织拥有专长处理

的问题作口头发言。如要求发言者过多，应请有关非政府组织自行组成相关小组，推选发言人

代表小组发言。 

第 66条 

书面发言 

 第 60 条至第 65 条所述指定代表提出的书面发言应由秘书处按其收件份数及语文，分发给在

会场的所有代表团，但以非政府组织名义提出的书面发言必须与会议工作有关，而且针对该组织

拥有专长处理的问题。书面发言的制作费用不应由联合国承担，也不得作为正式文件印发。 

十二. 议事规则的暂停适用和修正 

第 67条 

暂停适用的方法 

 会议可暂停适用本议事规则的任何规定，但须提前 24 小时就暂停适用的提议发出通知；如

无代表反对，可免去通知手续。任何此种暂停适用应以说明的具体目的和为达成此目的所需要的

时间为限。 

  

_______________ 

255 《21 世纪议程》第 23.3 段规定：“凡涉及非政府组织过问或参与联合国机关或机构有关执行《21 世纪议

程》工作的任何政策、定义或规则应对所有主要群组一律适用”。《21 世纪议程》将主要群组界定为妇女、儿

童和青年、土著人民、非政府组织、地方当局、工人及其工会、工商业、科学和技术界以及农民。因此，根据

《21 世纪议程》，第 65 条应同等适用于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主要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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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8条 

修正的方法 

 在总务委员会就拟议修正案提出报告后，会议可根据出席并参加表决国家的三分之二多数

票，决定对本议事规则作出修正。 

 

 

第 78/328 号决议 

 

2024 年 9 月 6 日第 107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A/78/L.106 未经表决而通过 
 

 

78/328. 促进土著人民代表和机构参与相关联合国机构关于影响其自身
问题的会议 

 大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宗旨与原则， 

 又重申《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256 并重申庄严承诺尊重、促进、推动且绝不减损土

著人民各项权利以及坚持《宣言》各项原则，包括有权通过其根据自己订立的程序选出代表，

参与对事关自身权利的事务的决策， 

 还重申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又称世界土著人民大会)的成果文件，257 并回顾会员国承诺审

议如何使土著人民代表和机构能够参与相关联合国机构关于影响其自身问题的会议， 

 回顾其 2015 年 12 月 23 日第 70/232 号决议，其中请大会主席与会员国、全世界所有区域

土著人民代表和团体以及联合国现有相关机制进行及时、包容性、有代表性而且透明的协商，

探讨可采取哪些必要措施，包括程序性和体制性措施及认证标准，使土著人民的代表和团体能

够参加就影响土著人民的问题举行的联合国相关机构会议， 

 又回顾其 2017年 9月 8日第 71/321号决议，其中会员国确认有必要寻找各种途径和方式，

促进土著人民代表和机构参与联合国系统内影响其自身问题的讨论，回顾其 2022年 12月 15日

第 77/203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按照最初在第 71/321号决议中提出的要求，在第七十八届会议

上继续审议可能采取的进一步必要措施，以促进土著人民代表和机构参加就影响他们的问题举

行的联合国相关会议，此外回顾大会 2023 年 12 月 19 日第 78/189号决议， 

 1. 决定在第八十届会议上继续审议可采取哪些进一步必要措施来促进土著人民代表和机

构参与相关联合国机构关于影响其自身问题的会议，同时考虑到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和组织在

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以期采取程序性和体制性措施； 

_______________ 

256 第 61/295号决议，附件。 

257 第 69/2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A/78/L.106
https://undocs.org/ch/A/RES/70/232
https://undocs.org/ch/A/RES/71/321
https://undocs.org/ch/A/RES/77/203
https://undocs.org/ch/A/RES/71/321
https://undocs.org/ch/A/RES/78/189
https://undocs.org/ch/A/RES/61/295
https://undocs.org/ch/A/RES/69/2


一.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议 

 

168 

 2. 请大会主席在第八十届会议开始时从会员国中任命两名共同召集人，并从土著人民中

任命两名顾问，负责上述进程，其中包括与世界所有区域的土著人民代表和机构进行协商，作

为对政府间进程的一种投入； 

 3. 继续鼓励作出进一步努力，促进土著人民代表和机构按照会议各自的议事规则，参与

相关联合国机构关于影响其自身问题的会议，尤其是通过让土著人民代表和机构根据举办会议

的相关机构和组织所作的有关决定，参与讨论联合国召开关于影响其自身问题的大型会议、首

脑会议和其他会议的方式； 

 4. 敦促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继续向联合国援助土著人民自愿基金捐款，

以协助土著人民代表和机构参加关于程序性和体制性措施的协商过程，使土著人民的代表和机

构能够参加联合国有关机构关于影响土著人民的问题的会议，并请联合国援助土著人民自愿基

金在该基金规则和既定程序范围内，为土著人民代表和机构参加此类会议提供便利，促进区

域、性别和代际代表性的平衡。 

 

 

第 78/329 号决议 

 

2024 年 9 月 6 日第 107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105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尔及利亚、安哥

拉、白俄罗斯、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布基纳法索、中国、刚果、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赤道几内

亚、厄立特里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里、尼加拉瓜、俄罗斯联邦、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斯、塞内加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津巴布韦 
 

 

78/329. 每两年审议一次题为“消除以单方面治外强制性经济措施作为
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手段”的议程项目 

 大会， 

 回顾其 2004 年 7 月 1 日关于振兴大会工作的进一步措施的第 58/316号决议， 

 决定： 

 (a) 将题为“消除以单方面治外强制性经济措施作为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手段”的议程项目

列入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供大会全体会议审议； 

 (b) 自第七十九届会议起，大会全体会议每两年审议一次该议程项目。 

 

 

第 78/330 号决议 

 

2024 年 9 月 6 日第 107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108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阿尔巴尼亚、安道

尔、安哥拉、阿根廷、亚美尼亚、奥地利、巴哈马、孟加拉国、比利时、贝宁、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智

利、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刚果民主共和国、丹麦、吉布

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斯威士兰、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

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约旦、

https://undocs.org/zh/A/78/L.105
https://undocs.org/ch/A/RES/58/316
https://undocs.org/zh/A/78/L.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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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

堡、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摩纳哥、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阿曼、巴

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卢旺

达、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拉利昂、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苏里南、瑞士、塔吉克斯坦、东帝

汶、多哥、突尼斯、土库曼斯坦、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赞比亚 
 

 

78/330. 使用多种语文 

 大会， 

 确认使用多种语文是本组织的核心价值，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宪章》第一条规定的联合国

目标， 

 铭记使用多种语言是多边外交的促进因素，有助于弘扬联合国的价值观，并增强我们的人

民对《宪章》所载宗旨和原则的信念， 

 确认联合国力求使用多种语文，以此在全球促进、保护和保存语文和文化的多样性，并提

高本组织的效率、业绩和透明度， 

 在这方面，又确认使用多种语文有助于在多样性中求统一，增进国际了解、容忍和对话，

并确认能够用世界人民自己的语言，包括以残疾人可以采用的形式，与他们进行沟通非常重

要，为此促进联合国行动的主导权和可持续性， 

 回顾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是大会包括其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

的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258 也是安全理事会的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259 阿拉伯文、中文、英

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正式语文，而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是其工

作语文，260 英文和法文是秘书处的工作语文，261  

 确认联合国除使用六种正式语文外，还努力酌情使用非正式语文与当地特定目标受众进行

沟通， 

 强调指出必须严格遵守为联合国不同机构和机关规定语文安排的各项决议和规则， 

 强调在联合国的活动中使用多种语文的重要性， 

 确认使用多种语文对通过联合国各部厅的工作推动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具有促进

作用， 

 强调在筹备及举行多边会议和进程及采取后续行动时，应充分尊重使用多种语文这一核心

价值观， 

_______________ 

258 大会议事规则第 51 条。 

259 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41 条。 

26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32 条。 

261 见第 2(I)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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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国际法院根据其《规约》第三十九条，也核准任何当事方在提出请求后使用法文或英

文以外的语文， 

 认识到对在国际法院使用其他语文、包括西班牙文的需求日益增加， 

 重申大会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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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申大会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实现《2030 年议程》，并以此为契机，到 2030 年把我们的

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回顾其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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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 年 12

月 18日第 47/135号决议，以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62 特别是其中关于在族裔、宗教

或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的第二十七条， 

 又回顾其 2019 年 12 月 18 日第 74/135 号决议，其中宣布 2022-2032 年为国际土著语言十

年，以提请关注土著语言严重丧失问题以及保护、振兴和促进土著语言的迫切需要，2020 年 2

月 27 至 28 日在墨西哥城通过的《洛斯皮诺斯宣言》中提到该十年， 

 还回顾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于 1999 年 11 月 17 日决定，应宣布 2 月 21 日为

国际母语日， 

 回顾其 1946 年 2 月 1 日第 2(I)号、1968 年 12 月 21 日第 2480 B (XXIII)号、1987 年 12 月 11

日第 42/207 C 号和 1995 年 11月 2 日第 50/11号决议及其他与使用多种语文有关的后续决议，包

括 2002 年 2 月 15 日第 56/262 号、2017 年 5 月 24 日第 71/288 号、2017 年 9 月 11 日第 71/328

号、2017 年 12 月 7 日第 72/90 A 和 B 号、2017 年 12 月 19 日第 72/161号、2018 年 7 月 13 日第

72/304号、2018 年 9 月 17 日第 72/313号、2018 年 12 月 7 日第 73/102 A 和 B 号以及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70号、2019 年 9 月 12 日第 73/341号、2019 年 12月 27 日第 74/252号、2020 年 9

月 4 日第 74/303 号、2020 年 12 月 10 日第 75/101 A 和 B 号、2021 年 9 月 10 日第 75/325 号、

2021年 12月 9日第 76/84 A和 B号、2021年 12月 24日第 76/237号、2022年 6月 10日第 76/268

号、2022年 12月 12 日第 77/128 A 和 B号、2022 年 12 月 30日第 77/255号、2023 年 9月 1 日第

77/335号、2023 年 12 月 7 日第 78/80 A 和 B 号以及 2023 年 12 月 22 日第 78/245号决议，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263  

 2. 支持秘书长提出的办法，在公平基础上将使用多种语文作为本组织的一项核心价值观

纳入秘书处活动； 

 3. 强调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地位平等至关重要； 

  

_______________ 

262 见第 2200 A (XXI)号决议，附件。 

263 A/78/790。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47/135
https://undocs.org/ch/A/RES/74/135
https://undocs.org/ch/A/RES/2(I)
https://undocs.org/ch/A/RES/2480(XXIII)
https://undocs.org/ch/A/RES/42/207
https://undocs.org/ch/A/RES/50/11
https://undocs.org/ch/A/RES/56/262
https://undocs.org/ch/A/RES/71/288
https://undocs.org/ch/A/RES/71/328
https://undocs.org/ch/A/RES/71/328
https://undocs.org/ch/A/RES/72/90a-b
https://undocs.org/ch/A/RES/72/161
https://undocs.org/ch/A/RES/72/304
https://undocs.org/ch/A/RES/72/313
https://undocs.org/ch/A/RES/73/102a-b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0
https://undocs.org/ch/A/RES/73/341
https://undocs.org/ch/A/RES/74/252
https://undocs.org/ch/A/RES/74/303
https://undocs.org/ch/A/RES/75/101a-b
https://undocs.org/ch/A/RES/75/325
https://undocs.org/ch/A/RES/76/84a-b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7
https://undocs.org/ch/A/RES/76/268
https://undocs.org/ch/A/RES/76/268
https://undocs.org/ch/A/RES/77/128a-b
https://undocs.org/ch/A/RES/77/255
https://undocs.org/ch/A/RES/77/335
https://undocs.org/ch/A/RES/78/80a-b
https://undocs.org/ch/A/RES/78/245
https://undocs.org/ch/A/RES/2200(XXI)
https://undocs.org/ch/A/7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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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普遍使用多种语文和秘书处的作用 

 4. 赞赏地注意到 2024 年 3 月 27 日以六种正式语文发布了《联合国使用多种语文战略框

架》，这是秘书处和全系统范围内的首个此类框架； 

 5. 关切地注意到秘书长为应对当前流动性状况所采取措施对提供语文服务和会议管理造

成的影响以及冠状病毒病(COVID-19)对这些工作造成的残余影响，包括对征聘新工作人员以

填补六个正式语文服务部门空缺员额造成的影响，并请秘书长继续努力，确保使用多种语文这

一本组织的基本价值观不会受到损害； 

 6. 请秘书长确保对通过翻译工具提供多语文在线内容的工作进行充分的人力监督和适当

的质量控制，以有效利用这些工具可能带来的益处，同时考虑到未经编辑的机器翻译中存在的

固有错误会带来传播和声誉风险； 

 7. 请秘书处继续以会议主持人所用的联合国正式语文，向各主要机关主席、大会各主要

委员会主席、其附属机构主席以及秘书处代表提供程序性说明、发言和讲话； 

 8. 请秘书长确保在适当时限内，在所有六种正式语文版本中反映对《采购手册》的进一

步更新，并欢迎迄今以各种语文举办的采购业务研讨会； 

 9. 注意到很大比例的招标仅以英文发布，因此请秘书处利用现行的使用多种语文政策，

为当地供应商参与联合国采购招标程序提供便利； 

 10. 又注意到联合国发展业务(全球传播部)在 2021 和 2022 年以阿拉伯文、英文、法文、

葡萄牙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发布了 30 425份采购通知，并请联合国发展业务在秘书长关于使用

多种语文的下一次报告中提供最新资料，说明如何确保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发布采购通知；

注意到思爱普寻源管理云将支持多种语文，进一步鼓励及时测试新工具的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

版本； 

 11. 赞赏地回顾秘书长已任命使用多种语文问题协调员，负责在全秘书处全面协调使用多

种语文并推动其落实到位，促请秘书处各部厅全力支持协调员落实关于使用多种语文的相关任

务规定； 

 12. 欢迎指定使用多种语文问题协调员为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一级的使用多种

语文牵头实体，并欢迎协调员和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秘书处共同努力，在协调理事会各成员组

织之间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使用多种语文办法，分享关于采用创新办法应对共同挑战的信息； 

 13. 请秘书长实施《联合国使用多种语文战略框架》； 

 14. 确认需要加强使用多种语文问题协调员办公室的人力资源能力，以促进在整个秘书处

及时成功实施《联合国使用多种语文战略框架》，并请秘书长根据现有程序、特别是大会议事

规则第 153 条就此提交提案，包括说明 2025 年订正估计数和 2026 年及其后的拟议方案预算； 

 15. 欢迎继续发展协调人网络，协助使用多种语文问题协调员在秘书处所有实体和整个联

合国系统有效和协调一致地执行有关决议，满意地注意到协调员在 2023 年邀请所有实体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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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指定的协调人设定目标，以期制定一项有利于使用多种语文的业务行动计划，并鼓励协调员

跟进为所有指定的协调人设定目标的工作； 

 16. 请秘书长发布实施《联合国使用多种语文战略框架》的相关行政和业务准则； 

 17. 强调使用多种语文的战略远景和《联合国使用多种语文战略框架》中提出的各个行动

领域的重要性，请使用多种语文问题协调员和秘书处所有实体为执行框架作出贡献； 

 18. 注意到秘书处各实体表示，由于缺乏按语文分类的数据等原因，在为秘书长的报告汇

编准确和全面数据时遇到各种困难，并欢迎使用多种语文问题协调员努力解决秘书处各实体存

在的这一问题； 

 19. 欢迎使用多种语文问题协调员努力鼓励秘书处各实体推动为每个联合国正式语文的专

门语文日举办庆祝活动，以宣传和进一步认识每个语文的历史、文化和使用情况，鼓励秘书长

用六种正式语文提供关于每个语文日的文函，并进一步加强这种办法，在必要时通过伙伴组织

包括会员国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等机构的参与，还鼓励秘书长考虑以不增加费用的

方式把这一重要举措扩大到世界各地使用的其他非正式语文； 

 20. 赞赏地欢迎联合国新闻团队在 2022 年荣获联合国秘书长奖，奖项类别为使用多种语

文，旨在表彰工作人员或团队在促进联合国使用多种语文方面的最佳做法和创新办法； 

 21. 欢迎各国际组织以共同语文为基础，在使用多种语文方面努力加强与联合国的合

作；264  

 22. 促请会员国和秘书处促进世界各地人民使用的所有语文的保存和保护工作，包括在 2

月 21 日举行庄严的国际母语日庆祝活动； 

 23. 欢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其他国际组织和所

有其他参与机构开展活动，促进尊重、弘扬和保护所有语文(尤其是濒危语文)、语言多样性和

使用多种语文； 

 24. 重申语文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元素，强调指出充分和有效执行 2007 年 3 月 18

日生效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65 的重要性，并回顾 2003年10月 15日《普

及网络空间及促进并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266  

 25. 回顾其 2021 年 12 月 24 日第 76/242 号决议第 9 段，并赞赏地欢迎秘书长继续采取措

施，在内部司法系统内使用多种语文； 

  

_______________ 

264 例如见关于联合国同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的合作的第 77/331号决议和关于联合国同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

的合作的第 77/14号决议。 

26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440 卷，第 43977 号。 

266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2003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7 日，巴黎》，第

一卷，《决议》，第四节，决议 41，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76/242
https://undocs.org/ch/A/RES/77/331
https://undocs.org/ch/A/RES/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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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传播部在使用多种语文方面的作用 

 26. 重申秘书处全球传播部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其外联活动，向公众提供关于联合国任务和

责任的准确、公正、全面、均衡、及时、相关的多种语文信息，以最透明的方式加强国际上对

联合国活动的支持； 

 27. 请秘书长加紧努力，确保全面执行在使用多种语文方面与信息和通信有关的现有任

务，在这方面请秘书处探索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所提供的机会； 

 28. 又请秘书长确保全球传播部作出的任何决定，包括因预算的限制或削减作出的决定，

均不损害使用多种语文的原则； 

 29. 回顾其第 76/237号决议第 51 和 52 段，感到遗憾的是，全球传播部在消除在将正式会

议网播存档方面英文与其他五种正式语文在使用上存在的不平等方面出现延误； 

 30. 强调必须在全球传播部的所有活动中使用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确保对各正式语文完

全一视同仁，以消除英文与其他五种正式语文在使用上的不平等，在这方面重申请秘书长确保

该部在所有正式语文方面具有开展其所有活动所必需的人员配置； 

 31. 欢迎全球传播部不断努力在其所有活动中加强使用多种语文，并强调指出必须确保通

过联合国网站提供联合国所有新公开文件的所有正式语文文本、宣传资料和所有联合国旧文

件，供会员国及时取用； 

 32. 感到遗憾的是，会议报道和每日新闻稿迄今仅以英文和法文发布，重点指出在充分遵

守所有六种正式语文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以所有正式语文发布这些内容的重要性； 

 33. 又感到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新闻谈话迄今仅以英文和法文发表，重点指出在充分遵

守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以所有正式语文发表这些谈话的重要性，请秘书长研究以所有正式语文发

表新闻谈话的可行性，并在即将对全球传播部进行的审查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34. 鼓励全球传播部继续不带偏向地按照目标受众的需要和大会有关决议，酌情使用正式

语文以外的其他语文，以便尽可能向最广大的受众传播信息，并将联合国信息传播到世界每一

角落，从而加强国际社会对本组织活动的支持； 

 35. 赞赏地注意到，继 2021 年启动新的联合国网络电视网站英文版后，全球传播部于

2023年初推出其他五种正式语文版本，从而实现了对联合国会议和活动的多语文流媒体直播报

道； 

 36. 欢迎联合国新闻中心网络，包括联合国区域新闻中心，为发布联合国新闻材料并将重

要文件翻译成联合国正式语文以外的其他语文所做的工作；鼓励各新闻中心继续在其互动性和

主动性工作中开展重要的多种语文活动，并用当地语文制作网页和社交媒体账户内容，并鼓励

全球传播部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技术设施，以期面向尽可能广大的受众，把联合国的讯息传播到

全世界每个角落，从而增强国际社会对本组织活动的支持；鼓励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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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鼓励全球传播部继续通过其旗舰社交媒体账户，以所有六种正式语文以及印地语、斯

瓦希里语和葡萄牙语传播原创内容，并在这方面请该部继续努力调动充足资源，包括探索创新

筹资办法和自愿捐助，以期纳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以外的更多语文； 

 38. 强调联合国新闻中心网络在以下方面的重要性：提升联合国的公共形象；向当地民众

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民众传播关于联合国的讯息，同时考虑到以当地语文传播信息对当地民众

影响最大；在地方一级动员支持联合国工作； 

 39. 欢迎作出持续努力，使用传统传播方式以正式语文，以及除正式语文外，以非正式语

文在全球传播信息，在这方面表示特别赞赏联合国电台目前开展的工作； 

 40. 回顾其第 78/80 B 号决议第 111 段，并请秘书长继续支持这些努力； 

 41. 感兴趣地注意到秘书处通过采取不增加费用的举措，编制正式和非正式语文出版物，

增加翻译出版物的数量，鼓励联合国图书馆采取多语文采购政策，并请秘书处继续采取这些举

措； 

 42. 肯定联合国各图书馆在促进使用多种语文方面的作用； 

 43. 赞赏地注意到全球传播部努力在地方一级与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和机构协作，加强传

播活动的协调，并敦促该部鼓励联合国传播组在自身工作中促进使用多种语文； 

 44. 表示赞赏全球传播部努力重点传播秘书长最近一些重要通信和致辞，而且除使用正式

语文外，还使用孟加拉语、印地语、斯瓦希里语、波斯语、葡萄牙语和乌尔都语等非正式语

文，旨在促进使用多种语文，并鼓励传播部根据大会相关决议，以所有六种正式语文以及在适

当情况下以非正式语文予以传播； 

 45. 回顾其第 78/80 B 号决议第 116 段，并鼓励全球传播部优先制订合作安排，实现联合

国视听档案的数字化，同时保留它们的多语文特点； 

 46. 欢迎全球传播部与各大学建立无偿笔译服务伙伴关系，并请秘书长增加这种伙伴关系

的数量； 

 47. 请秘书长继续全力确保秘书处出版物和其他信息服务，包括联合国网站、社交媒体平

台和联合国新闻服务处，以所有正式语文提供与联合国当前所关切问题有关的全面、均衡、客

观和公平的信息，并保持编辑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完全遵守大会的决议和决定； 

 48. 重申全球传播部在应对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信息操纵的传播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

在支持联合国系统努力消除仇恨言论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请秘书长确保将使用多种语文纳入这

方面的努力，并在即将对全球传播部进行的审查中报告有关情况； 

三 

网站、社交媒体和其他网基传播工具 

 49. 重申联合国网站和社交媒体是会员国、媒体、非政府组织、教育机构和公众的重要工

具； 

https://undocs.org/ch/A/RES/78/80a-b
https://undocs.org/ch/A/RES/78/80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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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强调指出需要在网站、社交媒体和其他基于网络的传播工具上平等对待六种正式语

文，对于秘书处各实体在 un.org网域内创建和维护网站的情况，决定将全球传播部给予其豁免

做法的最长期限设为六个月，并强调指出必须在秘书长的下一次报告中列入给予豁免的数目和

豁免到期后对网站采取的后续行动； 

 51. 欢迎秘书长继续努力对联合国网站进行全面审查，包括审查各正式语文之间的内容差

异，并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使用多种语文的报告中提议的创新构想、潜在协同增效办法和

其他措施，以实现六种正式语文的完全同等使用； 

 52. 又欢迎秘书长继续努力对联合国网站进行全面审查，介绍非正式语文内容情况，并赞

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使用多种语文的报告中提议的创新构想、潜在协同增效办法和其他不增

加费用的措施，以便酌情加大力度，以多种语文更广泛开发和充实联合国网站； 

 53. 回顾大会第 76/268 号决议第 49 段，关切地注意到秘书处维持的网站上英文和非英文

的使用不平等，敦促秘书长率领秘书处各部厅努力采取实际行动解决此类不均衡情况，为此促

请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全球传播部、提供内容的秘书处实体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厅，继续在

各自任务范围内开展协作，以便在秘书处所有实体开发和维持的联合国所有网站上实现六种正

式语文之间的完全平等，充分遵循使用多种语文的原则，遵守关于使用多种语文和残疾人无障

碍问题的相关决议，为此作出一切努力，对目前仅有英文的材料进行翻译，并向各部厅提供符

合平等原则的技术解决方案； 

 54. 再次请秘书长确保在网站和社交媒体上提供最新和准确信息的同时，充分尊重六种正

式语文的需要和各自特点，在所有六种正式语文之间公平分配全球传播部内部拨给联合国网站

和社交媒体的资金和人力资源，以确保参与； 

 55. 关切地注意到在以多种语文发展和充实联合国网站和社交媒体账户的工作中，若干正

式语文的改进速度大大低于预期，为此请全球传播部与提供网站内容的部门协调，推动开展旨

在实现联合国网站上六种正式语文充分平等的行动，特别是加快填补一些科室的空缺员额； 

 56. 请全球传播部与信息和通信技术厅合作，继续努力确保技术基础设施和辅助应用程序

充分支持拉丁、非拉丁和双向书写文字，以加强联合国网站上所有正式语文的平等使用； 

 57. 确认 un.org 网域的语文着陆页是使联合国网站得以使用多种语文的一种解决办法，并

鼓励秘书长继续探索创新解决办法，增强秘书处网站使用多语文的能力； 

 58. 强调秘书长必须确保全球传播部关于使用多种语文最低标准的准则作为网站开发人员

和管理人员指南，确保在上述网域内的网站上充分、公平使用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 

 59. 欢迎秘书长在 un.org 发布的一些任命通知中提到高级领导层成员的语文技能，并鼓励

秘书长将其语文技能列入通知； 

 60. 又欢迎全球传播部为提高以正式和非正式语文提供的网页数量与学术机构达成的合作

安排，请秘书长铭记恪守联合国标准和准则的必要性，与提供网站内容的部门协调，将这些合

作安排扩大到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 

https://undocs.org/ch/A/RES/76/268
https://www.un.org/zh/
https://www.un.or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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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着重指出采用社交网络等新通信工具必须顾及语文层面，以确保本组织所有正式语文

的充分平等使用； 

 62. 承认社交媒体对于尽可能广泛地接触受众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欢迎联合国官方

社交媒体的各语种账户越来越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并鼓励全球传播部加强社交媒体活动的多语

文多样性； 

四 

文件和会议服务 

 63. 再次请秘书长优先完成将联合国所有重要旧文件以所有六种正式语文上传到联合国网

站的任务，从而使会员国也可通过这个途径查阅这些档案； 

 64. 请秘书长继续在会议管理工作中，通过提供文件服务和会议与出版服务，包括提供高

质量的笔译和口译服务，确保各政府间机关中的会员国代表和联合国专家机构的成员平等地使

用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有效地用多种语文进行沟通； 

 65. 注意到创新在线语文工具和翻译技术的使用，比如有助于提高人工翻译的效率和一致

性的 eLUNa，以及联合国术语数据库(UNTERM)，并鼓励秘书处探索其他技术，供联合国各实

体在有适当质量控制的前提下使用； 

 66. 着重指出所有酌情借力技术的举措，包括试行举措，都应符合本组织各正式语文平等

原则，以保持和提高秘书处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和范围，并鼓励秘书长继续开展这些努力，以此

对实现使用多种语文的目标作出实际贡献； 

 67. 再次关切地请秘书长确保依照大会 2000年 12月 23日第 55/222号决议第三节第 5段，

在以印本分发会议文件以及在正式文件系统和联合国网站张贴会议文件方面，严格遵守以所有

六种正式语文同时分发文件的规定； 

 68. 承认应执行和遵守大会议事规则第 55 条，该条规定在大会届会期间，《联合国日刊》

应以大会使用的语文印发； 

 69. 着重指出有关工作方法演变的所有举措包括试行举措，都应遵守本组织正式语文平等

的原则，以保持或提高秘书处的服务质量和范围； 

 70. 重申会员国满意度是会议管理和会议服务的一项关键业绩指标； 

五 

人力资源管理和工作人员培训 

 71. 回顾其 2023 年 4 月 18 日第 77/278 号决议，特别是其中第 34 段，其中重申需要尊重

秘书处两种工作语文的平等地位，重申按照规定在特定工作地点增用其他工作语文的做法，为

此请秘书长确保在空缺通知中具体说明需要秘书处两种工作语文中的任何一种，除非有关员额

的工作需要某种特定的工作语文； 

 72.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处愿意鼓励工作人员在提供口译服务的会议上，使用六种正式语文

中他们所掌握的任何一种语文； 

https://undocs.org/ch/A/RES/55/222
https://undocs.org/ch/A/RES/7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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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鼓励联合国工作人员继续积极利用现有培训设施，掌握一种或多种联合国正式语文，

并提高其熟练程度； 

 74. 请秘书长继续努力确保向所有工作人员平等提供六种正式语文的培训机会，并继续努

力扩大向工作人员提供的专业发展机会，包括语文培训和六种正式语文培训，以满足秘书处工

作人员的能力需求； 

 75. 回顾其 2016 年 12 月 23 日第 71/263号决议第 11 段，其中确认联合国在实地与当地居

民的互动交流必不可少，而语文技能是甄选和培训进程的重要元素，因此申明，在这些进程中

应将熟练掌握驻在国官方语文作为一个补充优势加以考虑； 

 76. 欢迎秘书长在其与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外地高级管理人员订立的所有契约中列入有关

使用多种语文的管理指标，要求在所有工作计划以及适用的特派任务计划和预算中纳入使用多

种语文和(或)语文考虑因素，并要求各文件编写实体及时提交所有大会文件并遵守字数限制，

以进行多种语文处理； 

 77. 强调指出应继续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一条并根据大会各项决议的相关规

定雇用工作人员； 

 78. 关切地注意到由秘书处管理战略、政策和合规部人力资源厅编写的一些征聘手册只有

英文版，鼓励秘书长确保即将进行的审查和更新，特别是对申请人手册的审查和更新，将同时

以各工作语文出版； 

 79. 欢迎使用多种语文问题协调员努力在审查如何在工作人员甄选过程中评估语文技能方

面向秘书处管理战略、政策和合规部人力资源厅和业务支助部人力资源服务司提供支持； 

 80. 请秘书长采取适当措施，在为雇用联合国工作人员组成面试小组时考虑到空缺通知中

提到的特定语言要求，注意到在组成其成员通晓另一种语文的面试小组方面存在困难，并在这

方面请秘书长考虑在中期内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 

 81. 欢迎《联合国语文框架》定稿并在题为“《联合国语文框架》和语文能力水平”的秘

书长公报267 中发布，这确保了整个秘书处和联合国所有六种正式语文的语文学习、教学和评

估更加一致，并请秘书长相应地适用该框架； 

 82. 确认语言与沟通培训股协同秘书处其他实体对在联合国内部促进使用多种语文作出主

要贡献，为本组织总部和外地的语文需求提供支持，请秘书长确保全面执行现有的语文培训任

务，继续提供适应联合国需要的服务，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八十届会议进一步提供这方面的情

况； 

六 

语文事务工作人员 

 83. 回顾其 2011年 12月 24日第 66/233号决议，尤其是其中第三节第 7段，再次请秘书长

确保对各语文服务部门一视同仁，向其提供同等有利的工作条件和资源，以便在充分尊重六种

_______________ 

267 ST/SGB/2023/2。 

https://undocs.org/ch/A/RES/71/263
https://undocs.org/ch/A/RES/66/233
https://undocs.org/ch/ST/SGB/2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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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语文各自特点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语文服务质量，在这方面回顾 1999 年 12 月 23 日第

54/248号决议 D 节第 11 段； 

 84. 承认秘书长根据大会各项决议为解决替换退休的语文事务工作人员问题所采取的措

施，请秘书长保持并加强这些努力，包括加强与语言专家培训机构的合作，以便满足联合国对

六种正式语文的需求； 

七 

在联合国三大支柱内使用多种语文 

 85. 注意到秘书长在提供有关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68 的多语种信息、技术援

助和培训材料方面的工作，并鼓励秘书长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86. 强调指出尽可能以受惠国当地语文提供联合国信息、技术援助和培训材料的重要性，

包括通过联合国当地网站予以提供； 

 87. 表示注意到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报告所载与使用多种语文有关的建议、269 

秘书长此后的报告270 以及审查建设和平架构专家咨询小组的报告；271  

 88. 回顾其 2021 年 5 月 24 日第 75/281 号决议，其中核可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提

案、建议和结论；272  

 89.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报告所述与外地行动有关的持续举措，请秘书长继续他在这方面正

在进行的努力，并在不妨碍《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的前提下回顾大会 2012年9月 17日第 66/297

号决议； 

 90. 敦促秘书处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把所有维持和平培训文件翻译成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

促使并方便所有会员国，特别是部队派遣国和警察派遣国，以及其他有关机构都能使用这些文

件； 

 91.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八十届会议提交一份全面报告，说明如何充分执行大会关于使用多

种语文的决议，包括《联合国使用多种语文战略框架》的执行情况以及就秘书长本次报告所述

专题采取的进一步后续行动；； 

 92. 决定将题为“使用多种语文”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八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_______________ 

268 第 70/1号决议。 

269 见 A/70/95-S/2015/446。 

270 A/70/357-S/2015/682. 

271 见 A/69/968-S/2015/490。 

272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9 号》(A/75/19)，第五章。 

https://undocs.org/ch/A/RES/54/248
https://undocs.org/ch/A/RES/75/281
https://undocs.org/ch/A/RES/66/297
https://undocs.org/ch/A/RES/66/297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70/95
https://undocs.org/ch/A/70/357
https://undocs.org/ch/A/69/968
https://undocs.org/ch/A/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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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331 号决议 

 

2024 年 9 月 6 日第 108 次全体会议根据决议草案 A/78/L.109 未经表决而通过，提案国为：孟加拉国、巴西、

埃及、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摩洛哥、菲律宾、泰国、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

和国 
 

 

7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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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0 日第 73/302 号、2021 年 9 月 2 日第 75/321

号、2022 年 9 月 2 日第 76/303号和 2023 年 8 月 25 日第 77/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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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24 日第 75/281号、2022 年 5 月 10 日第 76/263号、

2023 年 6 月 29 日第 77/302 号和 2024 年 6 月 28 日第 7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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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议和 2022年 6月 29日第 76/274号决议(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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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15 日第 75/132号、2021

年 12 月 9 日第 76/106号、2022 年 12 月 7 日第 77/98 号和 2023 年 12 月 7 日第 78/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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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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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加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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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注意到必须确保保

密报告渠道和支助服务做到迅速畅通， 

 欢迎联合国承诺消除性剥削和性虐待， 

https://undocs.org/zh/A/78/L.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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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21
https://undocs.org/ch/A/RES/75/321
https://undocs.org/ch/A/RES/76/303
https://undocs.org/ch/A/RES/77/333
https://undocs.org/ch/A/RES/7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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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63
https://undocs.org/ch/A/RES/77/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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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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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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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系统优先采取预防行动，并促请秘书长继续积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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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民众免遭伤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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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适当的措施，包括酌情进行调查和起诉，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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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更好

地了解联合国对此类行为的零容忍政策可以发挥有效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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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督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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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究其人员对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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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受害人的支

助，并强调需要就有关性剥削和性虐待的各方面信息保持频繁交流； 

_______________ 

273 A/78/774。 

https://undocs.org/ch/S/RES/227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27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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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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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的所有信息，以便于其国家主管部门采

取适当的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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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遣国，并重点指出在联合国系统内确立最佳做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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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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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注意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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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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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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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ndocs.org/ch/A/RES/57/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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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291 号决议 

 

2024 年 6 月 28 日第 95 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422/Add.1，第 6 段)1 未经表决而通过 
 

 

7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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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6 月 29 日第 77/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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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努力，是不可

或缺的， 

 深信联合国需要继续提高在维持和平领域的能力，并加强其维持和平行动的部署工作的效

力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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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部队派遣国和警察派遣国都普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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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在特别委员会下届会议成为成员； 

 5. 决定特别委员会应根据其任务规定继续努力全盘审查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的所有方

面，并应审查其以前各项提议的执行情况和审议任何新的提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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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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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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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9 号》(A/78/19)。 

https://undocs.org/zh/A/78/422/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2006(XIX)
https://undocs.org/ch/A/RES/77/302
https://undocs.org/ch/A/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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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99.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经费的筹措.................................................................................................................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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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01.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 213 

78/302.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 216 

78/303. 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 219 

78/304. 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经费的筹措 ..................................................................................................... 220 

78/305.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的筹措 ......................................................................................................... 222 

78/306.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226 

78/307.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 230 

_______________ 

* 除非另有说明，报告中建议的决议草案由委员会主席或另外一名主席团成员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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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242 B 号决议 

 

2024年 6 月 28日第 95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644/Add.1，第 6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8/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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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6 月 30 日第 77/253 B号和 2023 年 12月 22 日第 78/242 A号决议， 

 审议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12 个月期间财务报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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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

政期间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所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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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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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审计委员会每年在审计报告中

提出的审计结果是本组织监督框架的一个重要支柱，并鼓励审计委员会继续集中努力，确保维

持和平行动行政和财务事项透明和接受问责； 

 4.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审计委员会就 2023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联合国维持和平

行动所提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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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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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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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49 号》(A/78/49)第一卷第六节中的第 78/242 号决议成为第 78/242 

A 号决议。 

2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5号》，第二卷(A/78/5 (Vol. II))。 

3 A/78/773。 

4 A/78/804。 

https://undocs.org/zh/A/78/644/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7/253B
https://undocs.org/ch/A/RES/78/242
https://undocs.org/ch/A/78/49
https://undocs.org/ch/A/RES/78/242
https://undocs.org/ch/A/RES/78/242
https://undocs.org/ch/A/78/5(Vol.II)
https://undocs.org/ch/A/78/773
https://undocs.org/ch/A/78/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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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250 B 号决议 

 

2024年 6 月 28日第 95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647/Add.1，第 6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8/250. 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经费的筹措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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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

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7  

 回顾安全理事会 2013 年 4 月 25 日关于设立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第 2100(2013)

号决议及其后安理会延长稳定团任务授权的各项决议，最近的是 2023年 6月 30日第 2690(2023)

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决定自 2023年 6月 30日起终止 2022年 6月 29日第 2640(2022)号决议规定

的稳定团任务授权， 

 又回顾大会关于稳定团经费筹措的 2013 年 6 月 28 日第 67/286 号决议及其后各项有关决

议，最近的是 2023年 12 月 22 日第 78/25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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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的摊款缴纳情况，包

括未缴摊款 3.749 亿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3.3%，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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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

团分摊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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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5 《大会正式纪录，第七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49 号》(A/78/49)第一卷第六节中的第 78/250 号决议成为第 78/250 

A 号决议。 

6 A/78/635、A/78/761和 A/78/763。 

7 A/78/744/Add.11和 A/78/821。 

https://undocs.org/zh/A/78/647/Add.1
https://undocs.org/ch/S/RES/2100(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100(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690(2023)
https://undocs.org/ch/S/RES/2690(2023)
https://undocs.org/ch/S/RES/2640(2022)
https://undocs.org/ch/A/RES/67/286
https://undocs.org/ch/A/RES/78/250
https://undocs.org/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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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49
https://undocs.org/ch/A/RES/78/250
https://undocs.org/ch/A/RES/78/250
https://undocs.org/ch/A/78/635
https://undocs.org/ch/A/78/761
https://undocs.org/ch/A/78/763
https://undocs.org/ch/A/78/744/Add.11
https://undocs.org/ch/A/78/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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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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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15段，8 请秘书长继续与马里过渡政府协调，确保联合国所属

装备和特遣队所属装备及稳定团营地不会被转给非预定接收方； 

 9. 强调指出在缩编、撤离和清理结束期间必须根据《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适当处置

稳定团资产； 

 10. 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23 段，9 认识到马里过渡政府要求至迟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完成加奥和巴马科的清理结束进程，请秘书长继续与东道国并酌情与该区域其他国家政府密切

合作，努力在该时限内完成实地撤离和清理结束工作； 

 11. 又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26 段，10 鼓励稳定团充分遵照《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继

续协助本国工作人员向稳定团以外的未来职业过渡； 

 12. 重申清理和补救活动的重要性，并请秘书长在下一份报告中纳入有关这些活动的信

息； 

 13. 注意到在实施稳定团缩编和撤离方面作出的集体努力，请秘书长努力确保剩余联合国

维和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14.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稳定团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11  

捐赠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资产 

 15.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捐赠稳定团资产的报告；12  

 16. 核准将稳定团购置成本为 94 735 900 美元、账面净值为 42 497 800 美元的资产捐赠给

马里过渡政府；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17. 决定批款 222 11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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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稳定团的维持费 202 783 500 美

_______________ 

8 A/78/821。 

9 同上。 

10 A/78/744/Add.11。 

11 A/78/635。 

12 A/78/763。 

https://undocs.org/ch/A/78/821
https://undocs.org/ch/A/78/744/Add.11
https://undocs.org/ch/A/78/635
https://undocs.org/ch/A/78/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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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给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 14 735 600 美元、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2 572 100美元和给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的 2 024 300 美元；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批款的筹措 

 18. 决定考虑到大会 2021 年 12月 24 日第 76/238号决议规定的 2024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

员国按照大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第 76/239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111 057 800 美元，充作

2024 年 7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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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段规定的会

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4 71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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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81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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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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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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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700 美元； 

 20. 还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5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13 分摊 111 057 700 美元，

充作 2025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日期间的经费； 

 21. 决定根据大会第 973 (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20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

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4 71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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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81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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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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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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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700 美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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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38号决议规定

的 2023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76/239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18和 20段规定的摊

款中减除 2023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109 285 600美元中各自应

分的数额；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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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段规定的办法，

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会员国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109 285 6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 

 24. 决定上文第 22和 23段所述 109 285 600美元贷项应减去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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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000美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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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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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13 尚待大会通过。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8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9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8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9
https://undocs.org/ch/S/RES/150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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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经费的筹措”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九届

会议临时议程。 

 

 

第 78/273 号决议 

 

2024年 4 月 24日第 73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662/Add.1，第 15 段)14 经记录表决，以 80票赞

成，12票反对，37票弃权通过* 
 

* 赞成:阿尔巴尼亚、安道尔、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

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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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危地马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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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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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莫桑比克、缅甸、荷兰王国、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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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马力诺、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苏里南、瑞典、瑞士、泰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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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反对:中国、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厄立特里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

里、尼加拉瓜、俄罗斯联邦、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津巴布韦 

 弃权: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巴林、孟加拉国、文莱达鲁萨兰国、刚果、埃及、加纳、几

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约旦、肯尼亚、莱索托、马来西亚、蒙古、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利亚、

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南非、南苏丹、斯里兰卡、

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 

 

 

78/273. 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失踪人员问题独立机构有关的订正
估计数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15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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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段； 

 4. 核准在 2024 年方案预算第 24 款(人权)下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失踪人员问题独

立机构设立 28 个员额(1 个助理秘书长、1 个 D-1、3个 P-5、7 个 P-4、9 个 P-3、4 个 P-2、1个

一般事务人员(特等)和 2 个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_______________ 

14 报告中建议的决议草案由阿尔巴尼亚在委员会提出。 

15 A/78/706。 

16 A/78/7/Add.43。 

https://undocs.org/zh/A/78/662/Add.1
https://undocs.org/ch/A/78/706
https://undocs.org/ch/A/78/7/Add.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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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追加批款 2 991 700美元，包括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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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500 美元和第 24 款(人权)下 2 967 200 美元； 

 6. 还在 2024 年方案预算第 36 款(工作人员薪金税)下批款 278 600 美元，由收入第 1 款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下的同等数额抵消。 

 

 

第 78/274 号决议 

 

2024年 4 月 24日第 73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662/Add.1，第 15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8/274. 与 2024年方案预算第 3款(政治事务)和第 36款(工作人员薪金
税)有关的订正估计数：特别政治任务-专题群组三：区域办事
处、支助政治进程办事处和其他政治任务-联合国苏丹过渡时期
综合援助团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17 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报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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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为联合国苏丹过渡时期综合援助团的过渡和清理结束工作编列经费 22 162 600 美

元，这些资源将取代大会 2023年 12月 22日第 78/253号决议第十七节第 4段和 2023年 12月 22

日第 78/254 C 号决议第 2 段核准的需摊款的 21 500 000 美元授权承付数额； 

 4. 在 2024 年方案预算第 3 款(政治事务)下追加批款 22 162 600 美元； 

 5. 还在 2024 年方案预算第 36款(工作人员薪金税)下追加批款 1 021 400 美元，由收入第

1 款(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下的相同数额抵消。 

 

 

第 78/275 号决议 

 

2024年 4 月 24日第 73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825，第 7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_______________ 

17 A/78/6(Sect.3)/Add.8。 

18 A/78/7/Add.44。 

https://undocs.org/zh/A/78/662/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8/253
https://undocs.org/ch/A/RES/78/254a-c
https://undocs.org/zh/A/78/825
https://undocs.org/ch/A/78/6(Sect.3)/Add.8
https://undocs.org/ch/A/78/7/Add.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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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75. 《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修正案 

 大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第八、九十七和一百条， 

 又回顾《宪章》关于工作人员任命、雇用和征聘的第一百零一条， 

 还回顾其 1987 年 12 月 21 日第 42/220 A 号、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222 A 号、1995 年 7

月 20 日第 49/222 B 号、1997 年 4月 3 日第 51/226号、1997 年 12 月 22 日第 52/219号、1999年

4月 7日第 53/221号、2001年 6月 14日第 55/258号、2003年 4月 15日第 57/305号、2004年 12

月 23日第 59/266号、2005年 4月 13日第 59/287号、2005年 9月 16日第 60/1号、2005年 12月

23日第 60/238号、2006年 5月 8日第 60/254号、2006年 5月 8日第 60/260号、2006年 12月 22

日第 61/244号、2008年 4月 3日第 62/247号、2008年 12月 24 日第 63/250号、2010 年 12月 24

日第 65/247 号、2011 年 12 月 24 日第 66/234 号、2013 年 4 月 12 日第 67/255 号、2013 年 12 月

27 日第 68/252号、2014年 4月 9日第 68/265号、2015 年 12 月 23 日第 70/244号、2016年 12月

23 日第 71/263号和 2023 年 4 月 18日第 77/278号决议以及其他有关决议和决定，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19 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20  

 1. 重申联合国工作人员是本组织的宝贵资产，赞扬他们为促进联合国宗旨和原则做出的

贡献； 

 2. 缅怀所有为联合国事业献出生命的工作人员； 

 3.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 

 4. 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15 段，并据此决定不核准对《工作人员条例》的拟议修正

案，并指示根据条例 12.3 撤销暂行工作人员细则； 

 5. 指示撤销对第 3.3 条规则的临时修正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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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透彻分析和核准

人力和财政资源及政策，以确保高成效和高效率地全面执行所有已获授权的方案和活动以及执

行各项政策，并重申对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的任何修改都必须提交大会审议； 

 7. 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8 段，并请秘书长确保对《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的修订始终

尊重既定的联合国规范等级制度，根据这一等级制度，《工作人员条例》的职能是制定《联合

国宪章》和大会确立的广泛政策和原则，而《工作人员细则》在详细程度上应当统一，以便能

够执行《条例》的业务规定。 

 

 

_______________ 

19 A/78/177。 

20 A/78/671。 

https://undocs.org/ch/A/RES/42/220
https://undocs.org/ch/A/RES/49/222
https://undocs.org/ch/A/RES/49/222
https://undocs.org/ch/A/RES/51/226
https://undocs.org/ch/A/RES/52/219
https://undocs.org/ch/A/RES/53/221
https://undocs.org/ch/A/RES/55/258
https://undocs.org/ch/A/RES/57/305
https://undocs.org/ch/A/RES/59/266
https://undocs.org/ch/A/RES/59/287
https://undocs.org/ch/A/RES/60/1
https://undocs.org/ch/A/RES/60/238
https://undocs.org/ch/A/RES/60/254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0
https://undocs.org/ch/A/RES/61/244
https://undocs.org/ch/A/RES/62/247
https://undocs.org/ch/A/RES/63/250
https://undocs.org/ch/A/RES/65/247
https://undocs.org/ch/A/RES/66/234
https://undocs.org/ch/A/RES/67/255
https://undocs.org/ch/A/RES/68/252
https://undocs.org/ch/A/RES/68/265
https://undocs.org/ch/A/RES/70/244
https://undocs.org/ch/A/RES/71/263
https://undocs.org/ch/A/RES/77/278
https://undocs.org/ch/A/78/177
https://undocs.org/ch/A/78/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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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276 号决议 

 

2024年 4 月 24日第 73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826，第 6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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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15 日第 73/287号、2021 年 4 月 16 日第 75/270号、2022 年 4 月 13日第 76/261号和 2023

年 4 月 18日第 77/279号决议， 

 重申联检组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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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审议了联检组 2023 年报告和 2024 年工作方案22 以及秘书长关于联检组 2023 年报告的说

明，23  

 1. 表示赞赏地注意到联合检查组 2023 年报告和 2024 年工作方案； 

 2.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检组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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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21 第 31/192号决议，附件。 

22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34 号》(A/78/34)。 

23 A/78/731。 

https://undocs.org/zh/A/78/826
https://undocs.org/ch/A/RES/31/192
https://undocs.org/ch/A/RES/50/233
https://undocs.org/ch/A/RES/54/16
https://undocs.org/ch/A/RES/56/245
https://undocs.org/ch/A/RES/57/284
https://undocs.org/ch/A/RES/58/286
https://undocs.org/ch/A/RES/59/267
https://undocs.org/ch/A/RES/60/258
https://undocs.org/ch/A/RES/61/238
https://undocs.org/ch/A/RES/61/260
https://undocs.org/ch/A/RES/62/226
https://undocs.org/ch/A/RES/62/246
https://undocs.org/ch/A/RES/63/272
https://undocs.org/ch/A/RES/64/262
https://undocs.org/ch/A/RES/65/270
https://undocs.org/ch/A/RES/66/259
https://undocs.org/ch/A/RES/67/256
https://undocs.org/ch/A/RES/68/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9/275
https://undocs.org/ch/A/RES/70/257
https://undocs.org/ch/A/RES/71/281
https://undocs.org/ch/A/RES/72/269
https://undocs.org/ch/A/RES/73/287
https://undocs.org/ch/A/RES/75/270
https://undocs.org/ch/A/RES/76/261
https://undocs.org/ch/A/RES/77/279
https://undocs.org/ch/A/RES/31/192
https://undocs.org/ch/A/78/34
https://undocs.org/ch/A/7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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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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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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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指出联检组作为外部和独立的全系统检查、评价和调查机构的独特作用，并强调

指出联检组的建议对提高联合国系统效率和成效做出的重要贡献； 

 8. 重申联检组章程第7条规定的联检组独立性，并强调指出，按照联检组章程第20条，

应以透明和一致的方式编制预算估计数，提交大会； 

 9. 鼓励联检组继续确定哪些项目有助于提高联合国的效力，使其能够为当前和今后的挑

战提供相关的单一和全系统解决办法，并强调所有参加组织都应遵守联检组概述的启动和审查

程序； 

 10. 再次请各参加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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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接受的建议； 

 11. 再次请秘书长和其他参加组织行政首长充分协助联检组，及时提供联检组索取的所有

信息； 

 12. 恳请各参加组织的立法机构切实有效地大量利用联检组的报告，按照联检组章程第

11 条第 4 款的规定，不加选择地适当考虑联检组的建议，并定期审查联检组各项建议的接受和

执行情况，努力最佳利用联检组的各项建议； 

 13. 回顾其第 77/279 号决议第 15 段，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系统一些参加组织对联检组建

议的接受率和执行率仍然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请联检组在不损害各项建议力度的情况下继续审

查和改善现状； 

 14. 又回顾其第 77/279 号决议第 16 段，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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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恳请各参

加组织向联检组报告不接受和不执行建议的情况； 

 15. 还回顾其第 77/279 号决议第 18 段，再次极力鼓励联检组加强对已执行建议长期效力

的审查，并期待在 2024 年全面中期评估期间和今后的全面中期评估期间就此向大会提供最新

情况； 

 16. 确认联检组努力加强外联工作，改进宣传产品以突出其工作，加强与各参加组织和会

员国的互动接触，并鼓励联检组继续此类努力； 

 17. 恳请联合国系统各参加组织的行政首长及时执行联检组提出的已获接受的建议； 

 18. 回顾其第 77/279 号决议第 19 段，并期待在联检组下一次报告中进一步提供最新资

料，说明已获接受的联检组自我评估建议的执行情况，包括行动计划的最新情况。 

 

 

https://undocs.org/ch/A/RES/77/279
https://undocs.org/ch/A/RES/77/279
https://undocs.org/ch/A/RES/77/279
https://undocs.org/ch/A/RES/7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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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292 号决议 

 

2024年 6 月 28日第 95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825/Add.1，第 6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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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6 日第 74/254 B 号和 2021年 6 月

30 日第 75/292号决议以及 2024 年 4月 24 日第 78/542 C号决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借调现役军警人员的报告24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报

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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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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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请秘书长继续努力与会员国接触，以确定解决薪酬或福利重叠问题的最佳途径，包括

通过双边协议； 

 5. 认识到在执行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有关借调现役军警人员的规定方面存在挑战，请秘

书长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备选方案，根据条例 1.2(m)确保借调现役军警人员的公正性并减少

利益冲突； 

 6. 表示注意到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32 段，决定授权秘书长将有关借调现役军警人员的特

别措施延长至 2027年 7月 1日，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八十一届会议报告所有可行方案，以解决

《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与一些会员国关于本国借调到秘书处的现役军警人员的国家立

法或做法之间的冲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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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作为例外和临时措施且不构成先例，为其

在其他工作地点安排类似职位。 

 

 

_______________ 

24 A/78/602。 

25 A/78/762。 

https://undocs.org/zh/A/78/825/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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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92
https://undocs.org/ch/A/78/602
https://undocs.org/ch/A/78/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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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293 号决议 

 

2024年 6 月 28日第 95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920，第 13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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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30 日第 75/293

号、2022年 6月 29日第 76/279号、2023年 6月 30日第 77/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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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

行情况的报告、26 关于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的

报告、27 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关于 2024年 7 月 1 日至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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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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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

间预算的报告和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关于 2024 年 7月 1 日至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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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26 A/78/638。 

27 A/78/746。 

28 A/78/788。 

29 A/78/820。 

https://undocs.org/zh/A/7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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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26
https://undocs.org/ch/A/RES/49/250
https://undocs.org/ch/A/RES/5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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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ndocs.org/ch/A/RES/59/301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8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8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9
https://undocs.org/ch/A/RES/62/250
https://undocs.org/ch/A/RES/63/287
https://undocs.org/ch/A/RES/63/287
https://undocs.org/ch/A/RES/64/271
https://undocs.org/ch/A/RES/6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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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RES/66/265
https://undocs.org/ch/A/RES/67/287
https://undocs.org/ch/A/RES/68/283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8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8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7
https://undocs.org/ch/A/RES/7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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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RES/73/308
https://undocs.org/ch/A/RES/74/280
https://undocs.org/ch/A/RES/75/293
https://undocs.org/ch/A/RES/75/293
https://undocs.org/ch/A/RES/76/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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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78/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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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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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主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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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

号和 2022年 6 月 29 日第 76/274号决议以及其他相关决议的相关规定； 

 9.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执

行； 

 10. 决定在 2024年 7 月 1 日至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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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7月 1 日至 2024年 6 月 30 日期间使用的支助账户筹资机制；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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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

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财政期间预算估计数 

 12. 核可支助账户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所需资源 384 229 600 美

元，其中包含企业资源规划项下的 18 318 600 美元、用于已结束维持和平行动死亡和伤残索赔

的 518 400 美元、用于管理服务增效模式(前全球服务提供模式项目)的 868 500 美元、用于维和

能力准备的 3 326 800 美元、用作“团结”系统维护和支助费用的 19 493 600 美元以及用于离

职后健康保险费用的 13 332 200 美元，其中包括用于支付下列费用的资源：续设 1 336 个员额

和新设 2 个临时员额，裁撤、调动、改派和改叙员额，续设 75 个和新设 4 个一般临时人员职

位，52 个人月的费用，并包括相关所需员额资源和非员额资源；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和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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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财政

期间所需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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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74
https://undocs.org/ch/A/RES/50/221


三．根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199 

 (a) 将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 3 234 100美元用作 2024

年 7 月 1日至 2025 年 6月 30 日财政期间所需经费； 

 (b) 将共计 6 117 400 美元用作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所需经费，

包括 2022年 7 月 1 日至 2023年 6 月 30 日期间投资收入 4 065 200 美元、其他杂项收入 269 000

美元和上期债务核销额 1 783 200 美元； 

 (c) 将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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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39 200美元

用作 2024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所需经费； 

 (d) 缺额 370 038 900 美元由各在役维持和平行动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财

政期间预算按比例分摊； 

 (e)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净额 30 163 300 美元，即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日财政期间的 29 083 900美元加上 2023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的增加额 1 079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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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8/294 号决议 

 

2024年 6 月 28日第 95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920，第 13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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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6 月 30 日第 77/306号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区域服务中心经费筹措的报告30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

报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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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号

和 2022 年 6 月 29 日第 76/274号决议，并请秘书长确保全面执行这些决议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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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30 A/78/601和 A/78/722。 

31 A/78/744/Add.6。 

https://undocs.org/zh/A/78/920
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7/306
https://undocs.org/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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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76/274
https://undocs.org/ch/A/78/601
https://undocs.org/ch/A/78/722
https://undocs.org/ch/A/78/744/Ad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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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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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决定设立两个规划干事(P-4)员额，专门用于为和平行动部借调现役军官；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6.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区域服务中心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

行情况的报告；32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7. 核准 48 004 100美元，作为区域服务中心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的

维持费；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的筹措 

 8. 决定按下列方式筹措区域服务中心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的经费： 

 (a) 将 2023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1 914 700美元用作 2024

年 7 月 1日至 2025 年 6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 

 (b) 由各在役客户维持和平行动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按比例分摊

43 790 600美元； 

 (c) 各客户特别政治任务的份额 2 298 800 美元将从有待大会核准的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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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79 100 美元，即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期间的 4 823 500美元加上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的增加额 355 600美元，将

按比例分配给各在役客户维持和平行动预算，部分抵冲上文(b)分段所述差额； 

 9. 又决定在其第七十九届会议期间审议区域服务中心经费的筹措问题。 

 

 

第 78/295 号决议 

 

2024年 6 月 28日第 95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920，第 13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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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32 A/78/601。 

https://undocs.org/zh/A/78/920
https://undocs.org/ch/A/RES/49/233
https://undocs.org/ch/A/RES/62/231
https://undocs.org/ch/A/78/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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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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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6月 30 日第 77/305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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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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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

关报告，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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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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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

号和 2022年 6 月 29 日第 76/274号决议以及其他相关决议的相关规定；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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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

执行情况的报告；35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5. 核准联合国后勤基地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期间费用估计数 67 935 300

美元；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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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

费： 

 (a) 将 2023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3 346 100美元用作 2024

年 7 月 1日至 2025 年 6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 

 (b) 64 589 200 美元差额由各在役维持和平行动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期间

预算按比例分摊； 

_______________ 

33 A/78/613和 A/78/735。 

34 A/78/744/Add.5。 

35 A/78/613。 

https://undocs.org/ch/A/RES/77/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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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RES/77/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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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RES/64/269
https://undocs.org/ch/A/RES/65/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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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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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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5 890 000 美元，即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期间的 6 569 300美元减除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的减少额 679 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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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决定在其第七十九届会议期间审议联合国后勤基地经费的筹措问题。 

 

 

第 78/296 号决议 

 

2024年 6 月 28日第 95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920，第 13 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8/296. 已结束的维持和平特派团 

 大会， 

 回顾其 2022年 6 月 29 日第 76/280号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已结束维持和平特派团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最新财务状况的报告36 以

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报告，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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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8/297 号决议 

 

2024年 6 月 28日第 95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921，第 6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8/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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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

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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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决议，最近的是

_______________ 

36 A/78/689和 A/78/689/Corr.1。 

37 A/78/791。 

38 A/78/597和 A/78/737。 

39 A/78/744/Add.4。 

https://undocs.org/zh/A/78/920
https://undocs.org/ch/A/RES/76/280
https://undocs.org/zh/A/78/921
https://undocs.org/ch/S/RES/1990(2011)
https://undocs.org/ch/A/78/689
https://undocs.org/ch/A/78/689/Corr.1
https://undocs.org/ch/A/78/791
https://undocs.org/ch/A/78/597
https://undocs.org/ch/A/78/737
https://undocs.org/ch/A/78/744/Ad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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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1月 14日第 2708(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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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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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6 月 30 日第 77/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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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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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号和 2022 年 6 月 29 日第 76/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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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4 月 30 日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摊款的缴纳情况，包

括未缴摊款 7 510万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2%，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105个会员国已足额缴纳摊

款，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特别是拖欠国，确保缴付其未缴摊款； 

 3. 表示赞赏已足额缴纳摊款的会员国，并促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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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状况，特别是在偿还费用给部队派遣国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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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秘书长作出更大努力，减少该部队的环境足迹，特别是在特遣队住宿和管理由此产

生的废物方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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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86和 76/274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11. 还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以最有效率、最节省的方式管理该部队； 

 

  

https://undocs.org/ch/S/RES/2708(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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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90
https://documents.un.org/doc/resolution/gen/nr0/054/61/pdf/nr005461.pdf?token=RYGzpqHRoAGGhyyH1X&fe=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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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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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RES/69/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s://undocs.org/ch/A/RES/76/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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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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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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12.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该部队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40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13. 决定为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特别账户批款 326 164 100 美元，充作该部队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该部队的维持费 297 776 200 美

元、给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 21 638 400 美元、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3 776 900美元和给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的 2 972 600 美元；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批款的筹措 

 14. 决定考虑到大会 2021 年 12月 24 日第 76/238号决议规定的 2024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

员国按照大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第 76/239 号决议修订的缴款等级分摊 122 311 500 美元，充作

2024 年 7月 1 日至 11 月 15 日期间的经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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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段规定的会

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2 566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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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43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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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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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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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800 美元； 

 16. 还决定考虑到第 76/238 号决议规定的 2024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员国按照第 76/239 号

决议修订的缴款等级分摊 40 770 500美元，即每月 27 180 342美元，充作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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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决定根据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16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

衡平征税基金内 855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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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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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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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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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000 美元； 

 18. 又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5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163 082 100 美元，即

每月 27 180 342 美元，充作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41 但以安全理事会决定

延长该部队的任务期限为前提； 

_______________ 

40 A/78/597。 

41 尚待大会通过。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8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9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8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9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78/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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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还决定根据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18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

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3 421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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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91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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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1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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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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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800 美元； 

 20. 决定，对于已经履行对该部队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考虑到第 76/238 号决议规定的

2023 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76/239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14、16和 18 段规定的

摊款中减除 2023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6 770 700美元中各自应

分的数额；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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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段规定的办

法，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3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6 770 7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 

 22. 还决定，上文第 20和 21段所述 6 770 700美元贷项应加上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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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900 美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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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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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经费的筹措”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九届

会议临时议程。 

 

 

第 78/298 号决议 

 

2024年 6 月 28日第 95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922，第 6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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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以及行政和预算

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43  

_______________ 

42 A/78/631和 A/78/760。 

43 A/78/744/Add.10。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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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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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会其后延长稳定团任务期限的各项决议，最近的是 2023 年 11 月 14 日第 2709(2023)号决议，

其中安理会将稳定团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4 年 11 月 15 日， 

 又回顾大会关于稳定团经费筹措的 2014 年 6 月 30 日第 68/299 号决议及其后各项有关决

议，最近的是 2023年 6 月 30 日第 77/3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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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号和 2022 年 6 月 29 日第 76/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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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4 月 30 日的摊款缴纳情

况，包括未缴摊款 3.982 亿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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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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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由于稳定团无法使用无人驾驶航空系统资产，将预算再减少 24 700 000 美元； 

 10. 注意到燃料交付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影响业务并导致重大财务损失，强调需要改进

燃料的管理和采购，并请秘书长在下一次报告中报告为评估供应商财务健康状况而采取的措

施； 

https://undocs.org/ch/S/RES/2149(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709(2023)
https://undocs.org/ch/A/RES/68/299
https://undocs.org/ch/A/RES/77/307
https://undocs.org/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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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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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13 段，注意到即将举行选举，请稳定团在其任务和资源范围

内，继续协助中非共和国当局筹备选举，并就国际选举援助问题与相关机构、基金和方案及总

部进行协调； 

 12. 注意到稳定团国际员额和本国员额的数目差异，请秘书长根据大会相关决议，在编制

预算报告时，根据稳定团的任务和需求，酌情考虑将更多职能本国化的各种备选方案，并增加

外联活动，以解决本国工作人员入职方面的困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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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86和 76/274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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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15.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稳定团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44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16. 决定批款 1 283 314 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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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7月1日至2025年 6月 30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稳定团的维持费 1 171 619 700

美元、给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 85 137 700 美元、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14 860 500美元和给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的 11 696 100 美元；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批款的筹措 

 17. 决定考虑到大会 2021 年 12月 24 日第 76/238号规定的 2024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员国

按照大会 2021 年 12 月 24日第 76/239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481 242 700 美元，充作 2024

年 7 月 1日至 11 月 15 日期间的经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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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段规定的会

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10 468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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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3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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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02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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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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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800美元； 

 19. 还决定考虑到大会第 76/238号决议规定的 2024年分摊比额表，由会员国按照第 76/239

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160 414 300 美元，即每月 106 942 800 美元，充作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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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44 A/78/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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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74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8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9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8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9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9
https://undocs.org/ch/A/78/631


三．根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208 

 20. 决定根据大会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19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

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3 489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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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79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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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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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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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900 美元； 

 21. 又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5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45 分摊 641 657 000 美

元，即每月 106 942 800美元，充作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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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还决定根据大会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21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

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13 95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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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18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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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7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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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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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 600美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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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38号决议规定的

2023 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76/239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17、19和 21 段规定的

摊款中减除 2023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35 229 600 美元中各自

应分的数额； 

 24.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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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段规定的办法，

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3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35 229 600 美

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 

 25. 还决定上文第 23 和 24 段提及的 35 229 600 美元贷项应加上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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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97 800 美元；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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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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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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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_______________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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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38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9
https://undocs.org/ch/S/RES/150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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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299 号决议 

 

2024年 6 月 28日第 95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923，第 6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8/299.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经费的筹措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的最后执行情况报告46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

员会的有关报告，47  

 1. 表示注意到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摊款的缴纳情况，包括未缴摊

款 40 万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0.01%，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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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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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的最后执行情况报告以及关于截至 2024

年 4 月 30日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特别账户内可用现金净额 6 481 000 美元的最新资料； 

 4. 表示注意到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9 段； 

 5. 决定对于已经履行对联科行动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考虑到 2015 年 12 月 23 日第

70/245 号决议规定的 2017 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 2015 年 12 月 23 日第 70/246号决议更新的缴

款等级，将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该行动特别账户内可用现金净额 6 481 000美元中各自应分的

数额贷记其账下； 

 6. 鼓励欠其上文第 5 段所述贷项的会员国将这些贷项适用于其有未缴摊款的任何账户； 

 7. 促请所有会员国尽一切努力，确保足额缴纳摊款； 

 8. 决定对于尚未履行对联科行动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按照上文第 5 段规定的办法，从

其所欠款项中减除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该行动特别账户内可用现金净额 6 481 000美元中各自

应分的数额； 

 9. 又决定在关于已关闭维持和平特派团最新状况的报告中列入联科行动财务状况的最新

资料，供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在题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的议

程项目下审议； 

 10. 还决定将题为“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经费的筹措”的项目从大会议程中删除。 

 

 

_______________ 

46 A/74/711。 

47 A/74/785。 

https://undocs.org/zh/A/78/923
https://undocs.org/ch/A/RES/70/245
https://undocs.org/ch/A/RES/70/246
https://undocs.org/ch/A/74/711
https://undocs.org/ch/A/7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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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300 号决议 

 

2024年 6 月 28日第 95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924，第 6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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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

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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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1月 30日第 2723(2024)

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将该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5 年 1 月 31 日， 

 又回顾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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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6 月 30日第 77/3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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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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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号和 2022 年 6 月 29 日第 76/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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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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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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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48 A/78/592和 A/78/719。 

49 A/78/744/Add.2。 

50 S/1994/647。 

https://undocs.org/zh/A/78/924
https://undocs.org/ch/S/RES/186(1964)
https://undocs.org/ch/S/RES/186(1964)
https://undocs.org/ch/S/RES/2723(2024)
https://undocs.org/ch/S/RES/2723(2024)
https://undocs.org/ch/A/RES/47/236
https://undocs.org/ch/A/RES/77/308
https://undocs.org/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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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74
https://undocs.org/ch/A/78/592
https://undocs.org/ch/A/78/719
https://undocs.org/ch/A/78/744/Add.2
https://undocs.org/ch/S/199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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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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落

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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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86和 76/274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10. 又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以最有效率和最节省的方式管理该部队；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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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队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51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12. 决定批款 61 252 900美元给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特别账户，充作 2024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该部队的维持费 56 436 100 美元、给维持

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 4 101 000 美元以及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715 800 美元；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批款的筹措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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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429 967美元，希腊政府将通过自愿捐款承担 650万美元； 

 14. 决定考虑到大会 2021 年 12月 24 日第 76/238号决议规定的 2024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

员国按照大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第 76/239 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17 661 466 美元，充作

2024 年 7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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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段规定的会

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1 481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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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81 700 美元、核定给支助账户的工作人员

_______________ 

51 A/7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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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74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8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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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167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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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650 美元； 

 16. 还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5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52 分摊 2 943 578 美元，充

作 2025 年 1 月 1日至 31日期间的经费；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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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段规定的会员

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246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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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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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8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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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42 美元； 

 18. 又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5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14 717 889 美元，即

每月 2 943 578美元，充作 2025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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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还决定根据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18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

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1 234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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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68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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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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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08 美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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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38号决议规定的

2023 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76/239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14、16和 18 段规定的

摊款中减除 2023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 1 259 112美元中各自应分的

数额；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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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段规定的办法，

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3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1 259 112美元

中各自应分的数额； 

 22. 还决定上文第 20和 21段提及的 1 259 112美元贷项应减除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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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100 美元； 

 23. 决定考虑到塞浦路斯政府对 2023年 6 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的自愿捐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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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 600 美元，应退还塞浦路斯

政府； 

 24. 又决定考虑到希腊政府对 2023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的自愿捐款，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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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088 美元，应退还希

腊政府； 

_______________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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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38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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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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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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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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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经费的筹措”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九

届会议临时议程。 

 

 

第 78/301 号决议 

 

2024年 6 月 28日第 95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925，第 6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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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以及行政和预

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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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团任务期限的各项决议，最近的是 2023 年 12 月 19 日第 2717(2023)号

决议，其中安理会决定将稳定团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4 年 12月 20 日， 

 又回顾大会关于稳定团经费筹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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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6 月 30 日第 77/309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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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53 A/78/640和 A/78/741。 

54 A/78/744/Add.9。 

https://undocs.org/ch/S/RES/1502(2003)
https://undocs.org/zh/A/78/925
https://undocs.org/ch/S/RES/1925(2010)
https://undocs.org/ch/S/RES/2717(2023)
https://undocs.org/ch/A/RES/54/260
https://undocs.org/ch/A/RES/77/309
https://undocs.org/ch/A/RES/58/315
https://undocs.org/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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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640
https://undocs.org/ch/A/78/741
https://undocs.org/ch/A/78/744/Ad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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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请秘书长责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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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 号和 2022 年 6 月 29 日第 76/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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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4 月 30 日的摊款缴纳

情况，包括未缴摊款 4.070 亿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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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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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稳定团保护平民的广泛任务，并请秘书长继续在稳定团任务规定范围内部署其

特别部队，以便有效执行任务； 

 10. 又注意到南基伍的大量本国员额因稳定团撤离而被裁撤，并请秘书长与联合国国家工

作队和在该国的其他国际机构协作，协助本国工作人员过渡到未来的专业职业，包括填补稳定

团的空缺职位； 

 11. 还注意到稳定团开展行动的环境复杂，并鼓励秘书长继续加强与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组

织的接触和联络，确保按照稳定团的任务规定与稳定团保持一致和协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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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86和 76/274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13. 又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以最有效率和最节省的方式管理稳定团；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14.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稳定团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55  

_______________ 

55 A/78/640。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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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15. 决定批款 994 544 400 美元给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特别账户，充作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稳定团的维持费 907 983 500 美

元、给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 65 980 100 美元、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11 516 600 美元和给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的 9 064 200 美元；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批款的筹措 

 16. 决定考虑到大会 2021 年 12月 24 日第 76/238号决议规定的 2024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

员国按照大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第 76/239 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467 544 000 美元，充作

2024 年 7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期间的经费；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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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段规定的会

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 14 836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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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31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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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28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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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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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 000 美元； 

 18. 还决定考虑到第 76/238 号决议规定的 2024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员国按照第 76/239 号

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29 728 200美元，即每月 82 878 700美元，充作 2024年 12月 21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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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决定根据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18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

衡平征税基金内 943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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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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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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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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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000 美元； 

 20. 又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5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497 272 200 美元，即

每月 82 878 700 美元，充作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56 但以安全理事会决定

延长稳定团的任务期限为前提； 

 21. 还决定根据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20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

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15 7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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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029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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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8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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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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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 000 美元； 

_______________ 

56 尚待大会通过。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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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8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9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三．根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216 

 22. 决定，对于已经履行对稳定团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考虑到第 76/238 号决议规定的

2023 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76/239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16、18和 20 段规定的

摊款中减除 2023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55 662 100 美元中各自

应分的数额； 

 23. 又决定，对于尚未履行对稳定团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按照上文第 22 段规定的办

法，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3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55 662 1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 

 24. 还决定，上文第 22 和 23 段所述 55 662 100 美元贷项应减除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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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 100美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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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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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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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第 78/302 号决议 

 

2024年 6 月 28日第 95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926，第 6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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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

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报告，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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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议及其后各项有关决

议，最近的是 2023年 6 月 30 日第 77/311号决议， 

 知悉该特派团任务的复杂性， 

_______________ 

57 A/78/581和 A/78/721。 

58 A/78/744/Ad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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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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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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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号和 2022 年 6 月 29 日第 76/274号决议以及其他相关决议的规定编制今后的拟议

预算； 

 2.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的摊款缴纳情

况，包括未缴摊款 3 610万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1%，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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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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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将设在普里什蒂纳的社区支助和促进办公室的民政干事员额从 P-4 改叙为 P-5 职

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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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86和 76/274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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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12.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该特派团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59  

_______________ 

59 A/78/581。 

https://undocs.org/ch/A/RES/1874(s-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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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13. 决定批款 47 413 200 美元给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特别账户，充作该特派

团 2024 年 7月 1 日至 2025 年 6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该特派团的维持费 43 684 700

美元、给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 3 174 400 美元以及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554 100 美元；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批款的筹措 

 14. 决定考虑到大会 2021 年 12月 24 日第 76/238号决议规定的 2024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

员国按照大会 2021年 12月 24日第 76/239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23 706 600美元，充作至

2024 年 7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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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段规定的会

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2 307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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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52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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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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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300 美元； 

 16. 还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5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23 706 600 美元，充

作 2025 年 1 月 1日至 6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60  

 17. 决定根据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16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

衡平征税基金内 2 307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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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52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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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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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00 美元； 

 18. 又决定，对于已经履行对该特派团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考虑到第 76/238号决议规定

的 2023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76/239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14和 16段规定的摊

款中减除 2023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1 446 900美元中各自应分

的数额；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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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段规定的办

法，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3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1 446 9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 

 20. 决定，上文第 18和 19段所述 1 446 900美元贷项应减除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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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400美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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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60 尚待大会通过。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8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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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邀请各方向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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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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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第 78/303 号决议 

 

2024年 6 月 28日第 95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927，第 6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8/303. 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的最后执行情况报告61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

委员会的有关报告，62  

 1. 表示注意到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的摊款缴纳情况，包括未缴

摊款 450 万美元，约占摊款总数的 0.05%，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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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执

行； 

 3.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的最后执行情况报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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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 23 日第

70/245 号决议规定的 2018 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2015 年 12 月 23 日第 70/246 号决议更新的

缴款等级，将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特别账户内可用现金净额 12 337 0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贷记其账下； 

 5. 鼓励欠其上文第 4 段所述贷项的会员国将这些贷项适用于其有未缴摊款的任何账户； 

 6. 促请所有会员国尽一切努力，确保足额缴纳摊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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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段规定的办法，从

其所欠款项中减除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特派团特别账户内可用现金净额 12 337 000 美元中各

自应分的数额； 

_______________ 

61 A/75/684。 

62 A/75/823。 

https://undocs.org/zh/A/78/92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45
https://undocs.org/ch/A/RES/70/246
https://undocs.org/ch/A/75/684
https://undocs.org/ch/A/7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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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又决定在关于已关闭维持和平特派团最新状况的报告中列入该特派团财务状况的最新

资料，供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在题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的议

程项目下审议； 

 9. 还决定将题为“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经费的筹措”的项目从大会议程中删除。 

 

 

第 78/304 号决议 

 

2024年 6 月 28日第 95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928，第 6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8/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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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

委员会的有关报告，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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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2 月 21日第 2718 (2023)号

决议，其中安理会决定将该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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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6 月 30 日第 7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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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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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号和 2022 年 6 月 29 日第 76/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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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4 月 30 日的摊款缴纳情况，包括

未缴摊款 2 760万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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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63 A/78/582和 A/78/720。 

64 A/78/744/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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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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落

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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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86和 76/274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10. 又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以最有效率和最节省的方式管理该部队；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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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队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65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12. 决定批款 74 611 100美元给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特别账户，充作 2024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该部队的维持费 68 743 800 美元，给维持和平

行动支助账户的 4 995 400 美元，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871 900 美元；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批款的筹措 

 13. 决定考虑到大会 2021 年 12月 24 日第 76/238号决议规定的 2024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

员国按照大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第 76/239 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37 305 500 美元，充作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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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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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段规定的会

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1 062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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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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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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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700 美元； 

_______________ 

65 A/78/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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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还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5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66 分摊 37 305 600 美元，

即每月 6 217 592 美元，充作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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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决定根据大会第 973 (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15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

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1 06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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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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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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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800 美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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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38号决议规定

的 2023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76/239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13和 15段规定的摊

款中减除 2023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 2 374 100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

额；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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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段规定的办法，

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3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2 374 100美元

中各自应分的数额； 

 19. 决定上文第 17和 18段所述 2 374 100美元贷项应加上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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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200 美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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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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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决定在其第七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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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05 号决议 

 

2024年 6 月 28日第 95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929，第 12 段)67 经记录表决，以 129 票赞成，2票

反对，1票弃权通过* 
 

* 赞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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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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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文

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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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加

纳、希腊、危地马拉、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

_______________ 

66 尚待大会通过。 

67 报告中建议的决议草案由乌干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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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8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9
https://undocs.org/ch/S/RES/1502(2003)
https://undocs.org/zh/A/7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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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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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尼泊尔、荷兰

王国、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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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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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苏里南、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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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越南、也门 

 反对:以色列、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巴拉圭 

 

 

78/305.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的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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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

员会的有关报告，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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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8 月 31 日第 2695(2023)号决

议，其中安理会将该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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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6 月 30 日第 77/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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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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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月 31 日第 75/250 A号、2021年 6 月 30 日第 75/250 B号、2022

年 6 月 19日第 76/290号和第 77/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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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68 A/78/596和 A/78/725。 

69 A/78/744/Add.3。 

https://undocs.org/ch/S/RES/425(1978)
https://undocs.org/ch/S/RES/2695(2023)
https://undocs.org/ch/A/RES/S-8/2
https://undocs.org/ch/A/RES/7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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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80B
https://undocs.org/ch/A/RES/56/214
https://undocs.org/ch/A/RES/56/2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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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50B
https://undocs.org/ch/A/RES/61/2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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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0B
https://undocs.org/ch/A/RES/76/290
https://undocs.org/ch/A/RES/77/313
https://undocs.org/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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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96
https://undocs.org/ch/A/78/725
https://undocs.org/ch/A/78/744/Ad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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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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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 号和 2022 年 6 月 29 日第 76/274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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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4 月 30 日的摊款缴纳情况，包括未

缴摊款 1.34 亿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1.1%，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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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250 A号、第 75/250 B号、第 76/290

号和第 77/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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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250 A 号、第 75/250 B

号、第 76/290号和第 77/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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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

提，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执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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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86和 76/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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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ndocs.org/ch/A/RES/76/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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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80B
https://undocs.org/ch/A/RES/56/214
https://undocs.org/ch/A/RES/56/2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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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50B
https://undocs.org/ch/A/RES/61/2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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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50B
https://undocs.org/ch/A/RES/76/290
https://undocs.org/ch/A/RES/76/290
https://undocs.org/ch/A/RES/7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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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80B
https://undocs.org/ch/A/RES/56/214
https://undocs.org/ch/A/RES/56/2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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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50B
https://undocs.org/ch/A/RES/61/2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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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0B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0B
https://undocs.org/ch/A/RES/76/290
https://undocs.org/ch/A/RES/7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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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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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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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再次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充分执行大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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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250 A号决议第 3段、第 75/250 B号决议第 39段、第 76/290

号决议第 15 段和第 77/313 号决议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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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14.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该部队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70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15. 决定批款 582 625 000 美元给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特别账户，充作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该部队的维持费 536 808 200美元，给维持和平

行动支助账户的 39 008 100美元以及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6 808 700 美元；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批款的筹措 

 16. 决定考虑到大会 2021 年 12月 24 日第 76/238号决议规定的 2024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

员国按照大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第 76/239 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97 104 200 美元，充作

2024 年 7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 

 17. 又决定根据 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16 段规定的会员国

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3 65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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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19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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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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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600 美元； 

 18. 还决定考虑到第 76/238 号决议规定的 2024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员国按照第 76/239 号

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194 208 300 美元，即每月 48 552 083 美元，充作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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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决定根据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18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

衡平征税基金内 7 305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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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70 A/7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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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6 03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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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59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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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900 美元； 

 20. 又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5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71 分摊 291 312 500 美元，

即每月 48 552 083 美元，充作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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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还决定根据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20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

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10 958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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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058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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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89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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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400 美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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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38号决议规定

的 2023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76/239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16、18和 20段规定

的摊款中减除 2023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9 368 800美元中各自

应分的数额；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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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段规定的办法，

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3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 9 368 800美元中各

自应分的数额； 

 24. 还决定上文第 22和 23段提及的 9 368 800美元贷项应加上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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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23 000美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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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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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决定在其第七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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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06 号决议 

 

2024年 6 月 28日第 95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930，第 6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_______________ 

71 尚待大会通过。 

https://undocs.org/ch/A/RES/973(X)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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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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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的相关报告，73  

 又审议了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评价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对加强南苏丹法治和问责制的贡献

的报告，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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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4月 29 日第 2729 (2024)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将该特派团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 

 又回顾大会关于该特派团经费筹措的 2011年 12月 24日第 66/243 A号决议及其后各项有关

决议，最近的是 2023 年 6月 30 日第 7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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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号和 2022 年 6 月 29 日第 76/274号决议以及其他相关决议的规定编制今后的拟议

预算； 

 2.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的摊款缴纳情况，包括未缴摊

款 3.327 亿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2.4%，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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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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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72 A/78/629和 A/78/754。 

73 A/78/744/Add.13。 

74 A/78/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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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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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为部署新的军事特遣队和建制警察部队拨款 100万美元； 

 10. 表示注意到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41 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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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86和 76/274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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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13.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该特派团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75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14. 决定批款 1 355 899 200 美元给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特别账户，充作特派团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特派团的维持费 1 237 887 300 美元、给维

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 89 953 100 美元、给联合国意大利布林迪西后勤基地的 15 701 200 美元

和给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的 12 357 600美元；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批款的筹措 

 15. 决定考虑到大会 2021 年 12月 24 日第 76/238号决议规定的 2024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

员国按照大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第 76/239 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677 949 600 美元，充作

2024 年 7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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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段规定的会

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21 053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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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94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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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66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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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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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800 美元； 

_______________ 

75 A/7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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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还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5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76 分摊 451 966 400 美元，

充作 2025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日期间的经费； 

 18. 决定根据大会第 973 (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17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

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14 035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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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62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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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4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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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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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 200 美元； 

 19. 又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5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225 983 200 美元，

即每月 112 991 600 美元，充作 2025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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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还决定根据大会第 973 (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19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

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7 017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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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13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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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2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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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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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500 美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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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38号决议规定

的 2023年分摊比额表，按照大会第 76/239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15、17和 19段规

定的摊款中减除 2023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23 487 900 美元中

各自应分的数额；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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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段规定的办

法，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3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23 487 9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 

 23. 还决定上文第 21 和 22 段提及的 23 487 900 美元贷项应加上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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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27 800 美元；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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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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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经费的筹措”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临时

议程。 

 

 

_______________ 

76 尚待大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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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307 号决议 

 

2024年 6 月 28日第 95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931，第 6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8/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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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

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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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决议，最近的是 2023 年 10 月 30 日第 2703(2023)

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决定将该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延至 2024 年 10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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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议及其后各项有关决

议，最近的是 2023年 6 月 30 日第 77/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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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决议规定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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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号和 2022 年 6 月 29 日第 76/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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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4 月 30 日的摊款缴纳情况，

包括未缴摊款 4 980万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3.1%，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116个会员国已足额缴

纳摊款，并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特别是拖欠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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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77 A/78/590和 A/78/723。 

78 A/78/744/Add.12。 

https://undocs.org/zh/A/78/931
https://undocs.org/ch/S/RES/690(1991)
https://undocs.org/ch/S/RES/690(1991)
https://undocs.org/ch/S/RES/2703(2023)
https://undocs.org/ch/S/RES/2703(2023)
https://undocs.org/ch/A/RES/45/266
https://undocs.org/ch/A/RES/77/314
https://undocs.org/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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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74
https://undocs.org/ch/A/78/590
https://undocs.org/ch/A/78/723
https://undocs.org/ch/A/78/744/Ad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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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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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请秘书长确保予以充分执

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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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86和 76/274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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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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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该特派团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79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12. 决定批款 75 349 100美元给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特别账户，充作 2024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该特派团的维持费 68 791 100 美元、给维

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 4 998 800 美元、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872 500 美元和给

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的 686 700美元；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批款的筹措 

 13. 决定考虑到大会 2021 年 12月 24 日第 76/238号决议规定的 2024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

员国按照大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第 76/239 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25 116 400 美元，充作

2024 年 7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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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段规定的会

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1 13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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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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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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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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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100 美元； 

 15. 还决定考虑到第 76/238 号决议规定的 2024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员国按照第 76/239 号

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12 558 200美元，即每月 6 279 100美元，充作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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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79 A/78/590。 

https://undocs.org/ch/A/RES/59/296
https://undocs.org/ch/A/RES/60/26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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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决定根据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15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

衡平征税基金内 569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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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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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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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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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500 美元； 

 17. 又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5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37 674 500 美元，

即每月 6 279 100 美元，充作 2025 年 1 月 1日至 6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80 但以安全理事会决定

延长该特派团的任务期限为前提； 

 18. 还决定根据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17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

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1 708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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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24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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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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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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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600 美元；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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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38号决议规定的

2023 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76/239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13、15和 17 段规定的

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 2023年 6月 30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3 657 200美元

中各自应分的数额；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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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段规定的办

法，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3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3 657 2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 

 21. 还决定，上文第 19和 20段提及的 3 657 200美元贷项应减除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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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700美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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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邀请各方向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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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经费的筹措”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九

届会议临时议程。 

 

 

_______________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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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38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9
https://undocs.org/ch/S/RES/150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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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308 号决议 

 

2024年 6 月 28日第 95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932，第 6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8/308. 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经费的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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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以及行政和预算

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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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月 29 日第 76/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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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表示注意到截至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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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5 亿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0.6%，关切地注意到只有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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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努力确保足额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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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并请秘书长确保充分落实； 

 5. 注意到该特派团的外地清理结束活动已经完成； 

 6. 授权秘书长在特殊情况下，经行预咨委会事先同意，按照相关细则和条例，承付混合

行动关闭后确定的授权行动和清理结束工作相关支出，在必要时，为现金流目的动用维持和平

准备基金，并在最后执行情况报告中报告有关情况； 

_______________ 

81 A/77/638和 A/78/702。 

82 A/77/780和 A/78/803。 

https://undocs.org/zh/A/78/932
https://undocs.org/ch/S/RES/176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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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RES/3101(XXVIII)
https://undocs.org/ch/A/RES/55/235
https://undocs.org/ch/A/77/638
https://undocs.org/ch/A/78/702
https://undocs.org/ch/A/77/780
https://undocs.org/ch/A/78/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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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请秘书长在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期间提交最后执行情况报告；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8.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混合行动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的预算执行

情况报告； 

 9. 又表示注意到 54 105 800 美元的数额，即 2022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

13 974 200 美元和同期其他收入 40 131 600 美元，决定在审议混合行动最后执行情况报告后再

决定如何处理该数额； 

 10. 还表示注意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减少额

2 900 800美元，决定在审议混合行动最后执行情况报告后再决定如何处理该数额； 

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资产最后处置情况 

 1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资产最后处置情况的报

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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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第 78/309 号决议 

 

2024年 6 月 28日第 95次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A/78/933，第 6段)未经表决而通过 
 

 

7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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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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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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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特派团一揽子后勤支助的各项决议，最近的是 2023 年 11

月 15 日第 2710(2023)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将一揽子后勤支助延长至 2024年 6 月 30 日， 

_______________ 

83 A/78/622和 A/78/734。 

84 A/78/744/Add.8。 

https://undocs.org/zh/A/7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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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回顾大会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863(2009)号决议引起的活动经费筹措的 2009 年 4月 7 日第

63/275 A 号决议及其后各项有关决议，最近的是 2023年 6 月 30日第 77/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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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索马里支助办公室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的摊款缴纳情况，包括未

缴摊款 2.823 亿美元，约占摊款总额的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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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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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24 段，请秘书长继续努力加强本国工作人员的甄选和内部晋

升，酌情增加本国工作人员，包括本国联合国志愿人员的参与，并请即将进行的文职人员配置

审查对此进行审查； 

 4. 又回顾行预咨委会报告第 36 段，并请秘书长考虑到联索支助办的现有情况，进行即

将进行的文职人员配置审查； 

 5. 请秘书长确保充分执行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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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7 日第 70/286

号和 2022年 6 月 29 日第 76/274号决议以及其他相关决议的相关规定；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6.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索支助办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行

情况的报告；85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7. 决定批款 547 409 500 美元给联合国索马里支助办公室特别账户，充作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的经费，其中包括给联索支助办的维持费 499 765 200美元、给维持

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 36 316 300 美元、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6 338 900 美元和

给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的 4 989 100 美元；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批款的筹措 

 8. 决定考虑到大会 2021 年 12月 24 日第 76/238号决议规定的 2024 年分摊比额表，由会

员国按照大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第 76/239 号决议修订的缴款等级分摊 273 704 800 美元，即每

月 45 617 458 美元，充作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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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揽子后勤支助为前提； 

_______________ 

85 A/7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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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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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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74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8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9
https://undocs.org/ch/A/7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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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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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段规定的会员

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6 169 2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这笔款项包

括核定给支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4 104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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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8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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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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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100 美元； 

 10. 还决定由会员国按照 2025 年分摊比额表和更新的缴款等级分摊 273 704 700 美元，即

每月 45 617 458 美元，充作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86 但以安全理事会决定

延长一揽子后勤支助为前提； 

 11. 决定根据第 973(X)号决议的规定，从上文第 10 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

衡平征税基金内 6 168 9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基金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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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4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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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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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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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000 美元； 

 12. 又决定，对于已经履行对支助办公室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应考虑到第 76/238号决议规

定的 2023 年分摊比额表，并按照第 76/239号决议更新的缴款等级，从上文第 8 和 10 段规定的

摊款中减除 2023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24 738 700 美元中各自

应分的数额；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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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段规定的

办法，从其所欠款项中减除 2023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和其他收入共计

24 738 700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 

 14. 决定，上文第 12 和 13 段所述 24 738 700 美元贷项应加上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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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700 美元； 

 15. 邀请各方向联合国支助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信托基金作出自愿捐助；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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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_______________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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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38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9
https://undocs.org/ch/S/RES/186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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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选举和任命 

 

 

78/409. 选举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成员 

 

B1  

 2024 年 1 月 16 日，大会第 53 次全体会议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提名，2 并按照经社理事

会 1976年 5月 14日第 2008(LX)号决议的附件和大会 1987年 12月 17日第 42/450号决定，选举保

加利亚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成员，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 

 因此，自 2024年 1月 16日起，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由下列 34个会员国组成：阿根廷、** 亚美

尼亚、*** 比利时、* 博茨瓦纳、* 巴西、*** 保加利亚、*** 喀麦隆、*** 智利、* 中国、** 哥斯

达黎加、*** 科特迪瓦、*** 法国、* 德国、*** 印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肯尼亚、* 利比里亚、** 墨西哥、*** 摩洛哥、** 巴基斯坦、*** 巴拉

圭、* 菲律宾、** 波兰、*** 大韩民国、** 俄罗斯联邦、* 卢旺达、*** 南非、*** 突尼斯、** 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和乌拉圭。*** 

__________________  

*   2024年 12月 31日任满。 

**  2025年 12月 31日任满。 

*** 2026年 12月 31日任满。 

 

 

78/412. 延长对主管安全和安保事务副秘书长的任命 

 2024 年 3 月 21 日，大会第 63 次全体会议根据秘书长的提议，3 尽管 2004 年 12 月 23 日第

59/276 号决议第十一节第 22 段作出规定，但仍核准破例将吉勒·米肖(加拿大)担任主管安全和安

保事务副秘书长的任期延长两年，至 2026年 6月 30日。 

 

 

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49 号》(A/78/49)第二卷 A 节所载第 78/409 号决定成为第 78/409 

A 号决定。 

2 见 A/78/519/Add.1；另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24/204 号决定。 

3 A/78/785。 

https://undocs.org/ch/A/RES/2008(LX)
https://undocs.org/ch/A/RES/59/276
https://undocs.org/ch/A/78/49
https://undocs.org/ch/A/78/519/Add.1
https://undocs.org/ch/A/78/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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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413. 任命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十年方案框架理事会成员 

 

A 

 2024年 3月 21日，大会第 63次全体会议决定，考虑到 2014年 12月 19日第 69/214号决议，

决定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十年方案框架理事会成员两年任期自 2024年 3月 21日任命之日起。 

 

B 

 2024年 3月 21日，大会第 63次全体会议根据 2012年 12月 21日第 67/203号和 2014年 12月

19日第 69/214号决议以及 2024年 3月 21日第 78/413 A号决定，决定任命巴西、芬兰、俄罗斯联

邦、塞内加尔、南苏丹和美利坚合众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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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3月 21日起，至 2026年 3月 20日止。 

 因此，自 2024 年 3 月 21 日起，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十年方案框架理事会由下列 6 个会员

国组成：4 巴西、* 芬兰、* 俄罗斯联邦、* 塞内加尔、* 南苏丹* 和美利坚合众国。* 

 2024年 4月 3日，大会第 65次全体会议根据第 67/203和 69/214号决议以及第 78/413 A号决

定，决定任命巴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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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4 月 3

日起，至 2026年 3月 20日止。 

 2024年 8月 13日，大会第 103次全体会议根据第 67/203和 69/214号决议以及第 78/413 A号

决定，决定任命印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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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8 月 13

日起，至 2026年 3月 20日止。 

 因此，自 2024 年 8 月 13 日起，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十年方案框架理事会由下列 8 个会员

国组成：5 巴巴多斯、* 巴西、* 芬兰、* 印度、* 俄罗斯联邦、* 塞内加尔、* 南苏丹* 和美利坚

合众国。* 

__________________ 

* 2026年 3月 20日任期届满。 

 

 

_______________ 

4  巴西、塞内加尔和美利坚合众国是第二次连任。亚太国家的两个成员空缺、东欧国家的一个成员空缺以及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一个成员空缺尚待填补，任期自任命之日起，至 2026 年 3 月 20 日止。 

5  巴西、塞内加尔和美利坚合众国是第二次连任。亚太国家的一个成员空缺和东欧国家的一个成员空缺尚待填

补，任期自任命之日起，至 2026 年 3 月 20 日止。 

https://undocs.org/ch/A/RES/69/214
https://undocs.org/ch/A/RES/67/203
https://undocs.org/ch/A/RES/69/214
https://undocs.org/ch/A/RES/67/203
https://undocs.org/ch/A/RES/69/214
https://undocs.org/ch/A/RES/67/203
https://undocs.org/ch/A/RES/6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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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414. 选举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 

 2024年 6月 6日，大会第 86次全体会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大会议事规则第一

四二条和大会 2014年 9月 10日第 68/307号决议第 17段，选举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

索马里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自 2025年 1月 1日起任期两年，以填补厄瓜多尔、日本、马

耳他、莫桑比克和瑞士任满而出现的空缺。 

 因此，自 2025年 1月 1日起，安全理事会由下列 15个会员国组成：阿尔及利亚、* 中国、丹

麦、** 法国、希腊、** 圭亚那、* 巴基斯坦、** 巴拿马、** 大韩民国、* 俄罗斯联邦、塞拉利

昂、* 斯洛文尼亚、* 索马里、**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__________________  

* 2025年 12月 31日任满。 

** 2026年 12月 31日任满。 

 

 

78/415. 选举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主席6  

 2024年 6月 6日，大会第 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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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议附件第 1段，选举喀麦隆的菲勒蒙·扬为大会第七十九

届会议主席。 

 

 

78/416. 选举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副主席 

 2024 年 6 月 6 日，大会第 87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条和 1978 年 12 月 19 日第

33/138号决议附件第 2和第 3段，选举下列 21个会员国为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副主席：阿尔及利

亚、安哥拉、奥地利、巴巴多斯、中国、法国、加纳、危地马拉、意大利、吉尔吉斯斯坦、马达

加斯加、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泰国、汤加、土库曼斯

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78/417. 选举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主任 

 2024 年 6 月 7 日，大会第 88 次全体会议根据秘书长的提名，7 选举阿纳克劳迪娅·马林涅

罗·森特诺·罗斯巴赫(巴西)为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执行主任，任期四年。 

 任命的生效日期将在稍后通知大会。 

_______________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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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78/890。 

https://undocs.org/ch/A/RES/68/307
https://undocs.org/ch/A/RES/33/138
https://undocs.org/ch/A/RES/33/138
https://undocs.org/ch/A/7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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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418. 选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 

 2024年 6月 7日，大会第 88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一四〇条，选举下列国家为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成员： 

 (a) 澳大利亚和芬兰，任期为新西兰和丹麦的剩余任期，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b) 奥地利，任期为德国的剩余任期，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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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亚美尼亚、阿塞拜疆、

孟加拉国、加拿大、科特迪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意大利、墨西哥、荷兰王国、沙特阿

拉伯、南非、斯里兰卡、瑞士、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

自 2025年 1月 1日起任期三年，以填补因阿富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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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满而出现的空缺。 

 因此，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由下列会员国组成：9 阿尔及利亚、*** 安

提瓜和巴布达、***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奥地利、** 阿塞拜疆、*** 孟加拉国、*** 博茨

瓦纳、* 巴西、* 佛得角、* 喀麦隆、*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

瓦、*** 吉布提、*** 多米尼加共和国、*** 赤道几内亚、* 芬兰、* 法国、** 海地、** 意大

利、*** 日本、** 肯尼亚、**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列支敦士登、** 毛里塔尼亚、** 墨西

哥、*** 尼泊尔、** 荷兰王国、***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巴拉圭、** 波兰、** 卡塔尔、* 

大韩民国、*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南非、*** 

斯里兰卡、*** 苏里南、** 瑞典、* 瑞士、*** 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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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赞比亚。** 

___________ 

* 2025年 12月 31日任满。 

** 2026年 12月 31日任满。 

*** 2027年 12月 31日任满。 

 

 

_______________ 

8 见 A/78/876。 

9 东欧国家的一个成员空缺尚待填补，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https://undocs.org/ch/A/RES/68/307
https://undocs.org/ch/A/78/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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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419. 选举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各主要委员会主席 

 2024年6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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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6月 7日，大会主席在第 88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下列人士当选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第一

委员会、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第二、第三、第五和第六委员会的主席： 

第一委员会： 玛丽察·陈·巴尔韦德(哥斯达黎加) 

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 

委员会(第四委员会)： 

萨尼塔·帕夫乌塔-德斯兰德斯(拉脱维亚) 

第二委员会：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穆希特(孟加拉国) 

第三委员会： 泽普希林·马尼拉坦加(布隆迪) 

第五委员会： 埃格里塞尔达·洛佩斯(萨尔瓦多) 

第六委员会： 鲁伊·维尼亚斯(葡萄牙) 

 

B.  其他决定 

1.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定 

 

78/504. 通过议程和分配议程项目 

B10  

 2024 年 2 月 7 日，大会第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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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中题为“减少灾害风险”的分项(c)，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定草案。11  

 2024年 2月 26日，大会第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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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议程项目 24 中题为“社会

发展，包括与世界社会状况以及与青年、老龄、残疾人和家庭有关的问题”的分项(b)，直接在全

体会议上审议该项目，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议草案。12  

_______________ 

10  《大会正式纪录，第七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49 号》(A/78/49)第二卷 B.1 节中的第 78/504 号决定成为第

78/504 A 号决定。 

11 A/78/L.36/Rev.1。 

12 A/78/L.39。 

https://undocs.org/ch/A/78/49
https://undocs.org/ch/A/78/L.36/Rev.1
https://undocs.org/ch/A/78/L.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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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3月 21日，大会第 63次全体会议决定重新审议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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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并迅速着手审议

一项决议草案。13  

 2024年 4月 11日，大会第 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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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和

执行情况”的议程项目 17，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该项目，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议草案。14  

 2024年 4月 24日，大会第 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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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

程项目 108，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定草案。15  

 2024 年 5 月 2 日，大会第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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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议程项目

23 中题为“农业发展、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分项(a)，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该分项，并迅速着手

审议一项决议草案。16  

 2024 年 6 月 7 日，大会第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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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妇女地位”的议程项目

25，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议草案。17  

 2024年 7月 10日，大会第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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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中题为“防治沙尘暴”的分项(i)，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议草案。18  

 2024 年 8 月 13 日，大会第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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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议程项目 18 中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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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分项(b)，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

议草案。19  

 大会同次会议决定重新审议标题 F(促进司法和国际法)下题为“海洋和海洋法”的议程项目

75 中题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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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协定》”的分项(c)，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定草案。20  

_______________ 

13 A/78/L.45。 

14 A/78/L.58。 

15 A/78/L.46。 

16 A/78/L.59。 

17 A/78/L.69。 

18 A/78/L.88。 

19 A/78/L.98。 

20 A/78/L.102。 

https://undocs.org/ch/A/78/L.45
https://undocs.org/ch/A/78/L.58
https://undocs.org/ch/A/78/L.46
https://undocs.org/ch/A/78/L.59
https://undocs.org/ch/A/78/L.69
https://undocs.org/ch/A/78/L.88
https://undocs.org/ch/A/78/L.98
https://undocs.org/ch/A/78/L.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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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9月 6日，大会第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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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促进发展与和平：通过体育运动

和奥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平、更加美好的世界”的议程项目 11，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议草

案。21  

 大会同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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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议程项目 18，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议草案。22  

 同样在这次会议上，大会决定重新审议标题 D (促进人权)下题为“土著人民权利”的议程项

目 68，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该项目，并迅速着手审议一项决议草案。23  

 

 

78/528. 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参加第三次
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 

 

B24 

 2024年 2月 7日，大会第 55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的提议，25 回顾其关于第二次联合国内

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后续行动的 2022年 12月 30日第 77/246号决议第 51(c)段，决定核准本决定

附件清单所列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参加根据第 77/246号决议和 2023

年 8月 25日第 77/329号决议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及其筹备进程。  

 

附件 

Action Contre la Pauvreté (ACP) 

Association des Femmes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AFDD) 

Association des Jeunes Humanitaires Panafricains (HUMANUS) 

Association Harmonie pour l’assainissement et le développement (ONG-ASHAD)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Schools of Planning 

ASSOCIATION POUR LE DEVELOPPEMENT DE MOURTCHA (ADM) 

_______________ 

21 A/78/L.107。 

22 A/78/L.110。 

23 A/78/L.106。 

24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49 号》(A/78/49)第二卷 B.1 节中的第 78/528 号决定成为第

78/528 A 号决定。 

25 A/78/L.40。 

https://undocs.org/ch/A/RES/77/246
https://undocs.org/ch/A/RES/77/246
https://undocs.org/ch/A/RES/77/329
https://undocs.org/ch/A/78/L.107
https://undocs.org/ch/A/78/L.110
https://undocs.org/ch/A/78/L.106
https://undocs.org/ch/A/78/L.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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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ys and Girls Educational Foundation 

Brain Builders Youth Development Initiative 

Center for Peace Building and Democracy in Liberia (CEPEBUD-Liberia) 

Centre International Actions Technologiques Economiques Energétiques et Environnementales (CIAT3E) 

Chambre de Commerce, d’Industrie, d’Agriculture, des Mines et d’Artisanat 

Christian Care Foundati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id 

Conseil National du Patronat du Mali 

Coopératif Agro Sylvo-Pastorale des Amis pour la Solidarité 

DECENT WORK FOR ALL BURUNDI 

Earth Regenerative Project Sierra Leone 

Employers Consultative Association of Malawi 

Gender and Development for Cambodia (GADC) 

Ghana Russia Center for Commerce and Relations 

Global Energy Interconnection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Global Good Net Works Ltd. 

Hazras Charity Foundation 

Hope for Humanity International 

Instituția Privată Keystone Moldova 

KALKAL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KAHRDO) 

Kikandwa Environmental Association 

LADLAD CARAGA INC. 

Manzil Pakistan 

Nash Vek Public Foundation 

National Civil Society Council of Liberia 

National Women Empowerment and Rehabilitation Organization (NWERO) 

New World Hope Organization (NWHO) 

Organisation d’intégration et de promotion des personnes atteintes d’albinisme (OIPPA) 

Plateforme de la Société Civile Rwandaise (Rwanda Civil Society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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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Sector Foundation of Lesotho 

Réseau des Jeunes pour le Climat au Tchad (REJEC-T) 

RESEAU POUR LA RECHERCHE INTERNATIONALE SUR LA DESERTIFICATION (DesertNET 

International) 

Rwanda Women Community Development Network 

S&I STEP FORWARD Ltd. 

Sea Rail (Botswana) (Proprietary) Limited 

SINA (SOCIAL INNOVATION ACADEMY) 

SOCIAL FORUM – ZAMSOF 

Somaliler İş Adamları Derneği (Somali Business Association in Turke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UNCIL 

TRUE PROPHEC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CTORS (TIDA) 

UNIVERSITY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WELFARE 

Women and Modern World Social Charitable Center (CWMW) 

WOMEN IN PRESBYTERIAN MINISTRY UGANDA 

World Future Active 

 

C 

 2024年 5月 2日，大会第 77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的提议，26 回顾其关于第二次联合国内

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后续行动的 2022年 12月 30日第 77/246号决议第 51(c)段，决定核准本决定

附件清单所列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参加根据第 77/246号决议和 2023

年 8月 25日第 77/329号决议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及其筹备进程。 

附件 

Action pour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et la Promotion des Filières Agricoles (APEFA)  

AeTrade Group PLC  

Africa-Europe Foundation  

Agrodealers Association  

_______________ 

26 A/78/L.61。 

https://undocs.org/ch/A/RES/77/246
https://undocs.org/ch/A/RES/77/246
https://undocs.org/ch/A/RES/77/329
https://undocs.org/ch/A/78/L.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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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FOR COMPETITIVE TECHNOLOGY  

Bank of Kigali PLC  

BETTER EDUCATION FOR DEPRIVED KIDS  

BK GROUP PLC  

Botswana Council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BOTSWANA GENDER BASED VIOLENCE PREVENTION AND SUPPORT CENTRE  

CAYO – Concerned African Youth Organization  

Chambre de Commerce et d’Industrie du Mali – CCIM  

Chengeto Zimbabwe Organization  

Chyau Bio Technologies Private Limited  

Daka Space Technologies Ltd.  

David Mogoma Foundation  

Development Bank of Rwanda PLC  

East African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Renewable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Ecobank Rwanda PLC  

Farmer’s Pride international  

FÉDÉRATION DES ASSOCIATIONS DES FEMMES ENTREPRENEURES DE LA RÉPUBLIQUE 

CENTRAFRICAINE  

Global Impact, Co-Develop  

gold Youth Development Agency  

Hear Their Voice Initiative (HTVI)  

House of Mediation & Law  

IMPRESSION STUDIO Ltd.  

InspireLearn Limited  

J.M. G Construction & General Trading Co. Ltd.  

LE PARLEMENT EUROPEEN POUR LE DEVELOPPEMENT ET LA PLANIFICATION  

Maison des Organisations de la Société Civile (MOSC) Anjouan  

Marie-Claire N.Kuja Foundation  

MASIELA TRUST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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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Talk Creative Communications  

Mouvement pour la Promotion de la Citoyenneté Responsable (MPCR)  

One Africa Trust  

Organization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EACE WORLD INTERNATIONAL  

Petrohyper (Pty) Ltd.  

PRIVATE SECTOR FEDERATION – RWANDA  

PRO-FEMMES/TWESE HAMWE  

Relief and Development Support Organization  

Rwandan Organisation of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SEWA-USA  

Tanshi Multiconcept Consults  

The National Forum of Human Rights  

Tongzhou Club (Beij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TRANSPORT CONSULT  

Uthando Pharmacy  

Water Access Consulting  

YOUTH AND WOMEN FOR OPPORTUNITIES UGANDA  

 

D 

 2024 年 9 月 6 日，大会第 107 次全体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27 回顾其关于第二次联合国内陆

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后续行动的 2022年 12月 30日第 77/246号决议第 51(c)段，决定核准本决定附

件清单所列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参加将根据第 77/246 号决议、2023

年 8月 25日第 77/329号决议和 2024年 7月 10日第 78/315号决议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

国家问题会议及其筹备进程。 

附件 

Abigail and Partners 

ACHAP 

_______________ 

27 A/78/L.111。 

https://undocs.org/ch/A/RES/77/246
https://undocs.org/ch/A/RES/77/246
https://undocs.org/ch/A/RES/77/329
https://undocs.org/ch/A/RES/78/315
https://undocs.org/ch/A/78/L.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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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 Place & Equity Cities Foundation 

African Landlocked Countries Research Centre 

African Sun Energy 

ASPIRING VISION IN SUPPORTING ADVANCEMENT ASSOCIATION (AVISA) 

Association au Secours des Filles Mères (ASFM) 

Association des Personnes Patriotes du Burundi (APPBU) 

Association pour le Développement Socio-Economique et Technologique de la Jeunesse (ADEJ-Mali) 

BARWAQA RELIEF ORGANIZATION 

BENJY POETRY AND MUSIC GLOBAL CONCEPTS 

Borderless Alliance 

BORN Like This P.A.G 

Botho University 

Botswana Centre for Public Integrity 

Botswana Exporters And Manufactures Association 

Botswana Network for Mental Health 

Botswana Organization for Sisters Empowering Junior Associates 

Botswana Society For Human Development 

Botswana Stock Exchange 

CELEBRONS LE COURAGE DE LA FEMME (CCF) 

Centre For Community Initiatives Against Human Trafficking (CIAHT) 

ChildSafeNet 

Culture Centre for the Deaf 

Cynthia’s Counselling and Empowerment Trust 

Dandemutande Investments Private Limited 

Dawn of Right 

Destiny Creek Pty Ltd 

Differently Abled Entrepreneurs Village 

DigiGaon Foundation 

디문파운데이션 DMU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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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Africa Job Center 

Empower Success Solutions 

Farmers Pride International 

Foresight Generation Club 

Formal Education Network for Private Schools (FENPS)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Demonstrations Preservation and Human Services (EDPAHS) 

FRIENDL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GÉANT 

Global Bank Ethiopia S.C 

Global Water Partnership Organization Botswana 

Good Samaritan Association 

Green Arrow (Pty) Ltd 

广西一带一路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Guangxi The Belt And Road Health Industry Investment Co., 

Ltd.) 

Holistic Innovation 

Horn of Africa Social & Development Centre 

iFirsh (Pty) Lt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isaster Management (IADM) 

Internet Society Botswana 

Jeunes Acteurs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au Burkina Faso 

JEUNESSE DU MONDE EN ACTION 

Jeunesse pour la paix et le développement du monde rural ( JPDMR ) 

JS Planning & Design 

Kalahari Floor Tiles (PTY) Ltd 

Lefifi Investments 

Letloa Trust 

Mobilisation pour le Developpement Integral du Niger (MDIN) 

Molao Matters 

MTN Group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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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ika Afrika 

Organisation pour la lutte contre les Stupéfiants, Boissons Prohibées, Tabagisme et Alcoolisme 

Powertel Communications 

Provincial Council For People of African Descent of New Brunswick INC 

PULA SPACE 

青岛夏洛克曼宁乐器有限公司(Qingdao Sherlock Manning musical instrument Co., Ltd) 

Queen Esther 

Refugee Talent Group 

Rewaste Solutions 

Rosana Empowerment Foundation (REF) 

Royal Academy 

Satcom Industry Association 

Sentebale 

深圳国联澳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Shenzhen GLAT Fu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 Ltd) 

SININATU Children Support Organisation Limited 

Société de Coopération pour le Développement Rural d’Afrique (SOCOODERA) 

Society of Gender Professionals 

Society of Road Safety Ambassadors 

Southern Africa Telecentre Network 

Stand As One 

Sustain267 

TANZANIA WOMEN AND YOUTH ADVISORY ORGANISATION 

Temo-Thuo Setho Society 

The Art Residency Center 

北京英国学校(顺义校区)(The British School of Beijing, Shunyi) 

The Clicking Generation 

The National Senior Citizens Organization of Liberia 

The Shipping and Forwarding Agents Association of Zimbabwe 

The Society For Children Orphaned By AID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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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pcycle Project 

UGANDA FREIGHT FORWARDERS ASSOCIATION 

ULAP Networks 

Vertex Special Technology Pvt. Ltd. 

Volunteer Hub International Trust 

Women Advancing Nations (WOMAN) 

Women for Development 

武汉卡贝尔能源科技有限公司(Wuhan Cabell Energy Technology Co., Ltd) 

Yes We Can Relief Organization 

Young Minds Africa 

Youth Care Network 

中泰基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Zhongtai Jiye Investment Group Co., Ltd)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ZTE Corporation) 

 

 

78/544. 关于应对海平面上升构成的生存威胁的高级别全体会议 

 2024年 1月 16日，大会第 53次全体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28  

 (a) 决定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召开为期一天的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讨

论应对海平面上升构成的生存威胁问题； 

 (b) 请大会主席通过与会员国进行公开、透明和包容各方的协商，最后确定高级别会议的

组织安排，包括关于可能的成果文件。 

 

 

78/545.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A 

 2024年 2月 7日，大会第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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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28 A/78/L.35。 

https://undocs.org/ch/A/78/L.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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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24年 2月 7日，大会第 55次全体会议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29  

 

 

78/546. 授权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主持避免、最大限度减少和处
理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的圣地亚哥网络秘书处的
工作 

 2024年 2月 7日，大会第 55次全体会议根据奥地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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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日本、肯尼亚、拉脱维亚、卢

森堡、马耳他、荷兰王国、挪威、波兰、葡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西

班牙、苏里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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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利坚合众国

的提议，30 回顾关于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的各项相关决议，包括1999年12月22日第54/219

号决议和 2001 年 12 月 21 日第 56/195 号决议，授权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根据第 6/CMA.5

和 2/CP.28 号决定，就避免、尽量减轻和处理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问题圣地亚哥网

络秘书处工作的主持事宜，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

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订立一项谅解备忘录。 

 

 

78/547. 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大会纪念会议 

 2024 年 3 月 21 日，大会第 63 次全体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在不构成先例的情况下，邀

请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伊尔泽·布兰兹·科里斯、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主席韦雷纳·艾伯

塔·谢泼德、非洲人后裔问题常设论坛候任主席琼·苏默以及促进卫生公平组织创始人兼首席执

行官乌谢·布莱克斯托克在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纪念会议上发言。 

 

 

78/548. 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大会纪念 
会议 

 2024 年 3 月 25 日，大会第 64 次全体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在不构成先例的情况下，邀

请西印度群岛大学副校长兼加勒比共同体赔偿委员会主席希拉里·比克尔斯和青年活动者约兰

达·勒妮·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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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_______________ 

29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号》(A/78/1)。 

30 A/78/L.36/Rev.1；另见 A/78/PV.55。 

https://undocs.org/ch/A/RES/54/219
https://undocs.org/ch/A/RES/54/219
https://undocs.org/ch/A/RES/56/195
https://undocs.org/ch/A/78/1
https://undocs.org/ch/A/78/L.36/Rev.1
https://undocs.org/ch/A/78/PV.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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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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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4月 24日，大会第 73次全体会议根据墨西哥的提议，31 回顾其 2019年 12月 27日第

74/247 号和 2021 年 5 月 26 日第 75/282 号决议，表示注意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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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在晚些时候恢复工作，以期完成工作并向大会

第七十八届会议提交公约草案，决定特设委员会尽早在纽约举行为期最多 10天的最后一届会议续

会，以便委员会可以完成任务，并请秘书长为此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服务。  

 

 

78/550. 推迟举行第三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和第三次联合
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 

 2024 年 5 月 7 日，大会第 80 次会议根据博茨瓦纳的提议，32 回顾其 2021 年 12 月 17 日第

76/217号和 2022年 12月 30日第 77/246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于 2024年上半年在基加利召开尽可

能最高级别、包括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别的第三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又回顾其

2023 年 8 月 25 日第 77/329 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于 2024 年 6 月 18 日至 21 日在基加利召开第三

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又决定于 2024年 2月 5日至 8日和 2024年 4月 29日至 5月

1 日在纽约举行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决定推迟召开第三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

家问题会议，并决定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推迟至 2024年 6月 3日至 5日举行。 

 

 

78/551. 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参加第四次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 

 2024 年 6 月 13 日，大会第 90 次全体会议根据以 59 票赞成、10 票反对、40 票弃权的记录表

决作出修正33 的主席提议，34 回顾其 2024 年 4 月 11 日题为“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进

一步安排”的第 78/271 号决议第 4(b)段，决定核准本决定附件清单所列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

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参加根据 2023年 12月 22日第 78/231号决议以及第 78/271号决议举行的

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及其筹备进程。 

  

_______________ 

31 A/78/L.46。 

32 A/78/L.63。 

33 见 A/78/PV.90和经口头订正的 A/78/L.79。 

34 A/78/L.76。 

https://undocs.org/ch/A/RES/74/247
https://undocs.org/ch/A/RES/75/282
https://undocs.org/ch/A/RES/76/217
https://undocs.org/ch/A/RES/77/246
https://undocs.org/ch/A/RES/77/329
https://undocs.org/ch/A/RES/78/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8/231
https://undocs.org/ch/A/RES/78/271
https://undocs.org/ch/A/78/L.46
https://undocs.org/ch/A/78/L.63
https://undocs.org/ch/A/78/PV.90
https://undocs.org/ch/A/78/L.79
https://undocs.org/ch/A/78/L.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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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lphaZULU倡导者组织 

亚洲土著国际网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 

加泰罗尼亚发展合作基金 

墨西哥全球责任中心 

女孩促进发展中心 

改变生活协会 

CLIMCOM Berlin——气候与公司组织 

发展与权利委员会 

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 

达雅世代网络 

利比里亚发展教育网 

德意志模拟联合国基金会 

塞拉利昂地球再生项目 

FACT宪政联盟/基金 

公平税收基金会 

加泰罗尼亚发展合作基金会 

德国发展与可持续性研究所 

德国观察 

全球基础设施、金融和发展管理局 

全球扶贫项目/全球公民组织 

IE大学变革治理中心 

全纳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组织 

计划生育国际青年联盟 

KND顾问私人有限公司 

扫盲与成人培训组织 

纳什维克公共基金会 

国际非暴力行动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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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促进积极和平组织 

斯塔琳计划 

拉丁美洲经济和社会公正网 

巴基斯坦农村援助组织 

智语咖啡馆 

SOAS可持续金融中心 

坦桑尼亚成功之手倡议 

可持续发展理事会 

布雷顿森林计划 

追寻肯尼亚组织 

大学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组织 

妇女积极行动组织 

青年企业发展和创新学会。 

 

 

78/552. 通过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平、更加美好的世界 

 2024 年 6 月 25 日，大会第 93 次全体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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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78/553. 秘书长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十二条第二项提出通知 

 2024年 6月 25日，大会第 93次全体会议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说明。36  

 

 

78/554.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2024年 6月 25日，大会第 94次全体会议表示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的报告。37  

 

_______________ 

35 A/78/917。 

36 A/78/300。 

37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2 号》(A/78/2)。 

https://undocs.org/ch/A/78/917
https://undocs.org/ch/A/78/300
https://undocs.org/ch/A/78/2


四.决定 

 

258 

 

78/555. 确定未来峰会的发言名单 

 2024年 7月 10日，大会第 98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的提议，38 回顾其 2022年 9月 8日第

76/307号决议，特别是其中关于全体会议的第 6至 9段和第 12段： 

 (a) 决定未来峰会的全体会议应每天举行两次会议，日程如下： 

  星期日，2024年 9月 22日，上午 9时39 至下午 3时，下午 3时至晚 9时； 

  星期一，2024年 9月 23日，上午 9时至下午 3时，下午 3时至晚 9时；40  

 (b) 又决定峰会的发言名单应根据本决定附件所述程序排定。 

 

附件 

1. 未来峰会全体会议的发言名单将在四次会议的基础上排定。在 2024 年 9 月 22 日上午 9 时

至 10时的开幕部分之后，上述全体会议的剩余部分将持续到下午 3时，其中将包括 300分钟的

发言。2024 年 9 月 22 日下午的会议和 2024 年 9 月 23 日上午的会议将各包括 360 分钟发言。

2024 年 9 月 23 日下午的会议将包括 330 分钟的发言，随后是晚上 8 时 30 分至 9 时的闭幕部

分。 

2. 未来峰会全体会议的发言名单将在以下基础上初步排定： 

 (a) 秘书长代表将从载有所有会员国、库克群岛、罗马教廷、纽埃和巴勒斯坦国以及欧洲联

盟(如果根据 2011 年 5 月 3 日第 65/276 号决议附件第 1(a)段介绍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所商定的立

场)国名的盒子中抽出一国名。将重复这一过程，直到所有国名都从盒中抽出为止，从而按照抽出

国名的次序邀请代表团选择在哪一次会议上哪一段时间发言； 

 (b) 将准备四个盒子，每一盒子代表一次全体会议，分别载有各次会议发言时段的号码，具

体如下：41 2024 年 9 月 22 日上午会议的 60 个发言时段；2024 年 9 月 22 日下午会议的 72 个发言

时段；2024年 9月 23日上午会议的 72个发言时段；2024年 9月 23日下午会议的 66个发言时段； 

 (c) 与会国或欧洲联盟一经秘书长代表抽到，将邀请该代表团选择一次会议，然后从适当的

盒子中抽出在会议上发言的时段号码。届时，该代表团将向秘书处说明发言者的代表级别，并告

知其是否将代表某个国家组发言。如果在选定发言时段时，一个代表团不能说明其发言者的级

别，秘书处将把其记为代表团团长级别； 

_______________ 

38 A/78/L.77。 

39 9月 22日上午的全体会议将于上午 9时开始，上午 9时至 10时为开幕部分。根据第 76/307号决议(第 6(a)段),

开幕部分将包括通过成果文件，随后大会主席、秘书长以及大会主席与会员国协商选出的青年代表发言。 

40 根据第 76/307号决议(第 6(b)段)，包括晚上 8 时 30 分至 9 时举行闭幕部分，大会主席将发表讲话。 

41 根据第 76/307号决议(第 7 段)规定的适用于与会国的 5 分钟时限计算。 

https://undocs.org/ch/A/RES/76/307
https://undocs.org/ch/A/RES/65/276
https://undocs.org/ch/A/78/L.77
https://undocs.org/ch/A/RES/76/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6/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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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如果在点到上述代表团名字时该代表团不在会议室，该代表团将有机会在抽签程序结束

后以及在下文第 3 段规定的特别会议结束前，从代表所选会议的盒子中选择发言时段(如果有空

位)。将按照最初抽中该代表团的顺序给予这一机会； 

 (e) 不能出席抽签特别会议的代表团可在抽签后七个日历日内与秘书处联系，在发言名单上

登记。这些代表团将有机会从其登记时剩余的发言时段中选择一个时段。在上述截止日期之后，

各国或欧洲联盟(如果根据第65/276号决议附件第1(a)段介绍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所商定的立场)不

得再登记。 

3. 将在本决定通过后一个月内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如上文第 2 段所述，排定峰会的初定

发言名单。 

4. 随后，在根据上文第 2 段所述选择过程所产生的次序安排各类发言人时，每次会议的发言

名单将按照大会惯例予以重新安排。因此，在每次全体会议上，国家元首将享有优先地位，其

次是副总统、王储或公主、政府首脑、副总理、部长和副部长，并在每个级别内进一步优先安

排国家组发言。这些级别之后是代表团团长级别。根据 2024 年 5 月 10 日第 ES-10/23 号决议附

件(k)段的规定，首先将在特定会议的特定级别内安排会员国的位置。 

5. 第一份暂定发言名单将在抽签结束后不久提供。后续变更将以下列方式进行： 

 (a) 如果代表级别发生变化，发言者将被移到同一会议适当类别最后一个发言时段； 

 (b) 与会国和欧洲联盟可安排交换发言时段。在代表级别相等的情况下，一个代表团将被移

到另一个代表团的确切位置。如代表级别不平等，一个代表团将被移到其所换会议的适当类别的

最后一个位置。只有在所有有关代表团向秘书处提交了关于上述交换的书面确认后，交换才被视

为完成。已完成的交换只有在所有有关代表团通知秘书处打算取消交换时才予以取消。 

6. 第二份暂定发言名单将在上文第 2(e)段所述截止日期后不久提供。 

7. 在第二份暂定发言名单分发后，秘书处将开放剩余的发言时段，供收到长期邀请以观察员

身份参加大会工作的实体42 以及联合国系统，包括各基金、方案、专门机构和区域委员会以及

布雷顿森林机构，43 登记，应邀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按先到先得的方式发言，时间不超过三

分钟。 

8. 在全体会议当天，每次会议的发言名单都应完成发言，不将任何发言者推迟到下一次会议

发言。发言时间已到而尚未到场的发言人将自动押后到同一次会议上其所属类别下一个未排定

发言人的发言时段。 

9. 根据第 76/307号决议第 7 段，为了让所有发言者都有机会在峰会上发言，与会国的发言将

限时 5 分钟，但有一项谅解，即这并不妨碍分发更长的发言稿。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72 条，

如果一位代表发言超过其分配的时间，主席应立即通过自动关闭麦克风的方式敦促其遵守规

_______________ 

42 第 76/307号决议，第 8 段。 

43 同上，第 9 段。 

https://undocs.org/ch/A/RES/65/276
https://undocs.org/ch/A/RES/ES-10/23
https://undocs.org/ch/A/RES/76/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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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了确保 2024年 9月 22日上午会议的发言名单上的发言在上午 10时准时开始，关于对成

果文件投票的解释性发言都应纳入国家发言，而不是在开幕部分上发言。 

 

 

78/556. 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参加高级别
未来峰会 

 2024年 7月 11日，大会第 99次全体会议根据经修正44 的大会主席提议，45 回顾其 2022 年 9

月 8日题为“未来峰会的举办方式”的第 76/307号决议第 11段，决定核准本决定附件所列非政府

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参加根据第 76/307号决议举行的高级别未来峰会。  

 

附件 

100 Million Campaign 

3 ideas 

89up 

Accountable Impact, Corp 

ACD – Agency for Cultural Diplomacy (Agentur für Kulturdiplomatie) 

ACTING FOR LIFE 

Action 237-Suisse 

ACTION DE DEVELOPPEMENT INTEGRAL POUR LA FEMME VEUVE, L’ENFANTA 

ABANDONNE ET  

LE JEUNE – ADIFEVEA World 

Action des Jeunes pour l’epanouissement Global 

Action for Youth Development Uganda (ACOYDE) 

Actions du Sud pour l’Environnement et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ASE2D) 

Action Solidaire pour la Paix et le Développement Intégré “ASPADI” 

Active Help Organization 

AC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ddictions Pre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Association of Kenya 

Aden network for humanitarian works 

_______________ 

44 见 A/78/PV.99和 A/78/L.91。 

45 A/78/L.89。 

https://undocs.org/ch/A/RES/76/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6/307
https://undocs.org/ch/A/78/PV.99
https://undocs.org/ch/A/78/L.91
https://undocs.org/ch/A/78/L.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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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amond in the Dirt Foundation 

Adjaristsqali Georgia LLC 

Adoptees With Guatemalan Roots 

Advocacy For Climate Change Education 

Advocacy Network Against Irregular Migration 

Advocates for Health and Rights of Women and Youths Initiative 

AEFA (Agribusiness and Environmental Focus for Africa) 

afflican company 

Afghanistan Relief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ARSDO) 

AfICTA – Africa ICT Alliance 

Aflatoun International 

Africa2World Foundation 

Africa Biodiversity Alliance 

Africa Center for Health Systems and Gender Justice 

Africa Communications Events France 

Africa Diaspora Network Japan (ADNJ) 

AFRICA DISASTER MANAGEMENT FOUNDATION 

Africa Europe Foundation 

Africa is Ready To Lead Foundation (ReadyToLeadAfrica) 

Africa Law Students’ Association (ALSA) 

Africa Matters Initiative 

African American Future Society 

AFRICAN COALITION FOR DEVELOPMENT 

African Diaspora Collective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Inc 

AFRICAN DIPLOMATIC-ORGANIZATION – ADO 

Africa Network Campaign on Education For All (ANCEFA) 

AFRICAN FILM INSTITUTE 

African Indigenous Governance Council 

African Leaders Factory Initiative (ALFI) 



四.决定 

 

262 

African Liberators Economic Institute 

African Network of Youth Policy Experts (AFRINYPE) 

African Renaissance Trust 

AFRICAN SCHOLARS CARE INITIATIVE 

African Woman Global Network 

AFRICAN WOMEN SOLIDARITY OF NEVADA INC 

African Young Leaders Foundation – AYLF 

African Youth Architects 

Africa Place & Equity Cities Foundation 

Africa Sustainable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Foundation (ASCEF) 

Africa Unite 

Afrivoices for Climate Change 

AGAPE EARTH COALITION 

Agbara Fund 

Agency for Community Empowerment against Poverty 

AgeWatch Africa Foundation 

Ahadi Achievers Empowerment CBO 

AIP-Kenya 

AIS LLC 

AKO Foundation 

AKOFF Organiz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BENA’A Development & Relief Organization (ADRO)  

ALLIANCE CONTRE LA PAUVRETE AU MALI 

Alliance for Accountability Advocates Zambia (AAAZ) 

Alliance for Vietnam’s Democracy 

All In Foundation (AIF) 

All Nations Arise and Manifest Initiative (ANAM Initiative) 

AlMortaqa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Alpha Development Model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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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aid Foundation 

Ambivium 

Amedine International Citizens Center 

AMERICAN AYUSH CORPORATION 

AMERICAN FOOTBALL FOR AFRICAN MISSION 

American Medical Women’s Association 

AMPLIFY GIRLS AFRICA 

AMREF Health Africa 

ANIJIE GLOBAL FOUNDATION 

Anjiro Initiative 

A PACK A MONTH 

Arab Center for Cyberspace Research – ACCR 

Arab Watch Coalition 

Arab Youth Climate Movement Qatar 

Arab You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twork 

Area Power (Alliance for Rural Energy and Agriculture) Inc 

Art Affair for Development Goals 

ARTYC STUDIO SPA 

ASFDH ONGDH/Action pour la Solidarité, la Formation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l’humain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Asian Indigenous International Network 

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s 

ASOCIACION CIUDADANA POR LOS DERECHOS HUMANOS 

ASOCIACION CIVIL POR DERECHOS DE NIÑOS, NIÑAS, ADOLESCENTES Y JOVENES DONCEL. 

Asociación Cooperativa de Investigación Estadística [ACIES-Venezuela] 

Asociación de Capacitación e Investigación para la Salud Mental 

ASOCIACION DE DESORDENES DEL CICLO UREA Y ENFERMEDADES METABOLICAS PERU – 

ADCU METABOLICAS DEL PERU 

Asociación Grupo de Pensamiento Afrodescendiente (G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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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ociación Instituto ipades para la Promoción de la Paz y el Desarrollo 

Asociación Latinoamericana Ímpetu 

ASOCIATION OF WOMEN I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AWEED) 

Aspiration 

Associação Casa Comum da Humanidade (Common Home of Humanity Association) 

ASSOCIACAO INSTITUTO IUNGO 

Associação InternetLab de Pesquisa em Direito e Tecnologia 

Associação para Integridade de Crianças e Jovens em Angola (AICJA) 

Association Club Amis de la Planète 

ASSOCIATION CONGOLAISE POUR LE BIEN ETRE FAMILIAL 

Association des Acteurs de Développement 

ASSOCIATION DES FEMMES ARCHITECTES DU CONGO (AFARC) 

Association des humanistes pour l’encadrement des filles mères et des personnes des œuvres 

ASSOCIATION DES JEUNES COURAGEUX DU CONGO 

Association des Personnes Patriotes du Burundi (APPBU) 

Association for Generational Equity (operating publicly as Generation Squeeze) 

Association for Long Term Existence and Resilience (ALTER) 

Association for Promotion of the Ideas and Valu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MUNA – United Nations Assoc. 

Association for Socially Applicable Research (ASAR) 

Association For Voluntary Action 

Association Global Humaniste 

Association Jeunesse Verte Mali 

Association Katawara 

ASSOCIATION KIRIKOU Maroc 

Association Maonah for Human Rights and immigration 

Association of Private Nature Reserves of Minas Gerais 

Association of Rwandan Female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of Uganda Professional Women in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 (AUPWAE) 

Association of Young Leaders United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JLU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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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of Young People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Guinea-Bissau 

ASSOCIATION PARLEMENT AFRICAIN DES JEUNES POUR L’EAU 

Association pour la Justice Climatique, l’Environnement et la Natur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Association pour le bien-etre familial Naissance desirable (ABEF-ND) 

Association pour le Développement Socio-Economique et Technologique de la Jeunesse 

Association SIRABA SCHOOL 

Association Women for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Moldova 

Astrea Media, Inc. 

Atlantic College, a United World College 

Atlantic State Legal Foundation Inc. 

.au Domain Administration Limited 

Authentic Caribbean Foundation Inc. 

Autonomisation des Femmes et des Jeunes filles par le Tricotage (AAFJ/Trico BF) 

Avandis Consulting 

Aviva Investors 

Awakening Africa Foundation Inc 

AYGF (AFRICA YOUTH GROWTH FOUNDATION) 

AYLF-AFRICAN YOUNG LEADERS FOUNDATION LBG 

Aysplash Connect Limited 

BAGMATI UNESCO CLUB 

B AGRO CROP GH 

Bajeti Hub (formerly International Budget Partnership Kenya) 

Bangladesh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BIGF) 

Bangladesh Youth Leadership Center 

Barguna nari Jagoran kormochuchi JAGO NARI 

Barranquilla+20 Foundation 

BARWAQA RELIEF ORGANIZATION 

Bays Planet Foundation 

BELEON HO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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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adir University 

Benevolence Coalition for Humanitarian Relief 

Berkeley Existential Risk Initiative 

BESMARK COFFEE COMPANY LIMITED 

Beyond Poverty Africa Network 

Bharatiya Stree Shakti 

Biodiesel Georgia LLC 

Biodiversity Hub International (BHI) 

BIOSPHERE FOUNDATION UGANDA 

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Oxford 

BLESSED TO TRANSFORM 

Blind Youth Association Nepal 

Bloodman 

Blue Heart International Org 

Blue Planet Alliance 

BMG3 Enterprises, Inc. 

Bootblack 

BORN Like This P.A.G 

Bouygues Sa 

boypro-ject consulting Inc. 

Brain Builders Youth Development Initiative 

Bridge 47 

Bridges of Peace Initiatives (BPI) 

Bridge That Gap Hope for Africa Initiative 

Brigada 12 

Bring Back Green Foundation 

BRING LIGHT SAVE LIFE 

Bui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Bunchful,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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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 de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des femmes – training 

BurnBright International 

Butterfly Network – Global Health 

Cadrell Advocacy Center 

Campaign for Soci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CSJHR) 

CANADA 2030 

CANEUS International 

Captain Planet Foundation 

Care About Climate 

Caregivers Asha Society 

Caring Hands Foundation INC 

Catálise Design e Inovação Social 

CATMO ENTERPRISES 

CAYO-Concerned African Youth Organization 

CELEBRONS LE COURAGE DE LA FEMME 

Cellfie Mobile LLC 

Center Countering Digital Hate 

Center For African Policy 

Center for Fiscal Transparency 

Center for Health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CEHURD) 

Center for Indonesia’s Strategic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Center for School Leadership 

Center for United Nations Constitu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Young Leaders in Africa (CYLA – Zambia) 

Centre de Recherche sur l’Anti-Corruption 

Centre for Education Policy and Climate Justice 

Centre for Nonviolence and Gender Advocacy in Nigeria (CENGAIN) 

CENTR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Centre for Sport and Human Rights 



四.决定 

 

268 

Centre for Strategy and Cultural Diplomacy 

Centr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entre for Synchronous Leadership 

Centro de Estudios en Libertad de Expresión (CELE) 

Centro de Estudios y Capacitación con Prospectiva CECAPRO 

Cercle des Filles pour le Développement (CFD) 

CFW – Culture Funding Watch 

Champ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Change For Planet 

Changing_Lives Verein 

Check My Ads Institute 

Chemichemi Foundation 

Cherish A Child 

Children Believe Fund 

CHILD RIGHT AND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FOUNDATION INC 

Child Rights International Network (CRIN) 

CHINA-EUROP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ONSULTING LIMITED 

China Green Carbon Foundation 

Christian Aid 

Christian Care Foundation Pakistan 

Christia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CEDO) 

Christian Fellowship and Care Foundation 

Chulaportraits-Multi Chula SL 

CIRA, the Canadian Internet Registration Authority 

Citizen Commons Advocacy International 

CITY OF KISUMU URBAN AREAS ASSOCIATION 

Civ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CCfA) 

Civics Unplugged 

Civil Society Network on Climate Change in Nig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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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Societ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Civil Society SDGs Campaign/GCAP Zambia 

Clean Air Fund 

Clean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Campaign Initiative 

Climate Action Network Canada 

Climate Action Network – CAN AFRICA 

Climate Governance Commission 

Climate Resolve 

Climate Science 

ClimateWorks Foundation 

Cloud Creative d.b.a The Convergence 

Cloud Security Alliance Greater China Region 

Club of Rome 

Coalición Nacional de Mujeres Rurales, A. C. 

Coalition Climat pour la Biodiversité et le Développement (CCBD-Congo) 

Cochrane Collaboration (Cochrane) 

Coding Rights 

Columbia University 

Comite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para la Defensa de los Derechos de las Mujeres CLADEM 

Common awarenes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FUTURE” 

Community Action Against Plastic Waste (CAPws) 

COMMUNITY ACTION FOR HEALTH & DEVELOPMENT (CAHED) 

Community Advocacy and Awareness Trust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empowerment Initiative Programme (CDEIP)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EMPOWERMENT CENTRE 

Community Empowerment for Northern Development (CENOD) 

Community Hands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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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Healing Network 

CommUnity of the Deaf, Inc 

Community Organization Training Programma 

Community Restoration Initiative Project 

Community Safety Project 

Community United for Rural Development – CURD 

Comunitatea Internet 

Confederación de Nacionalidades Indígenas del Ecuador-CONAIE 

CONGO CONNEXION 

Congolese Young Leaders 

Connected Advocacy for Empowerment and Youth Development Initiative 

Connecticut Institute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ONSEIL PROVINCIAL DE LA JEUNESSE DE KINSHASA (CPJ-kin) 

Conservation Alliance of Kenya 

Conservation Biology Institute 

Consorcio para el Dialogo Parlamentario y la Equidad Oaxaca 

Converse International Travel Agency LTD 

Cooperation Canada 

Coordenação das Associações das Comunidades Remanescentes de Quilombos do Pará (MALUNGU) 

Coordination des Organisations des Peuples Autochtones de Guyane 

Copenhagen Institute for Futures Studies 

Corporación de Estudios y Desarrollo Norte Grande 

Corporacion Movilizatorio 

CorpsAfrica/Senegal 

Corps des Jeunes Volontaires de la RDC 

CORRE PRODUCOES SOCIOCULTURAIS LTDA 

Lisa Russell Films, LLC 

Creating Opportunities of Disadvantaged Persons (CODaP) 

Creats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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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P 

Culture All Nippon 

Culture Centre for the Deaf 

Customs Officers’ Wives Association 

Cysec Consulting Pvt Ltd 

DAAYYAA GENERATION NETWORK (DGN) 

Dalberg Catalyst 

Dalit lives Matter Global Alliance 

DAlpha, Inc. 

Darfur Youth Center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Dark Matter Labs 

DASTAK Women Rights and Awareness Foundation 

Data Privacy Brasil 

DATA -X- Tanzania 

Datta Infotech Consultants 

Daystar University 

DDX 

Democracy Without Borders 

Destination Zero 

Development Education Network-Liberia (DEN-L) 

Development Impact Pathfinders Initiative 

Development Reimagined 

Dhanshiri Communication Limited 

Dharma Alliance 

Dholakia Foundation 

Dhrubotara Youth Development Foundation 

Dialogue intergénérationnel Platform DR Congo 

DIAMS MultiCom International SARL 

Diaspora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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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Agenda for Tanzania Initiative 

Digital Citizen Fund 

Digital Empowerment Foundation 

DigitalSENSE Africa 

Digo Bikas Institute 

Diplomacy for World Peace 

DMS Academy 

디문파운데이션 DMUN Foundation 

Droits Humains Sans Frontières 

Duke University 

DUSHTHA SHASTHYA KENDRA (DSK) 

DW Akademie 

Dynamique des Femmes pour la Réforme de l’administration Publique 

eArtH Projects 

Earth Regenerative Project Sierra Leone 

East Africa Job Center 

Eastern Caribbean-Southeast Asia Chamber 

e-CAB 

ECB Sustainable Youth Foundation 

ECO CLEAN ACTIVE INITIATIVE 

EcoHarmony Eswatini 

ECOHUMANIT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of African Youth – ETCAY 

Eco Rafiki LLC 

Eco-Soc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ESDO) 

Ecosystem and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 

ECO-UNION 

ECUADORIAN RIVERS INSTITUTE 

Education Development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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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for All Coalition 

Effective Altruism Hong Kong 

EIA FEWA LTD (Effortless Insight Africa) 

Eko Fondation 

Elevate Young Minds 

Eliberare Association 

Emirates Human Rights Association 

Empathy for Lif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ELiDA) 

EMPOWER AND SERVE KENYA 

Empowered Women and Youth Globally 

Enact Earth Foundation 

Eniware, LLC 

Enroot Innovation Foundation 

Entreprise Forwar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EPDA) 

ENVIRONMENT AND JUSTICE SOCIETY (ENJUS) 

Enyuatta EcoJustice Centre 

Espace Information Jeunesse Congo 

Eureka soutien le bonheur 

Euro-Med Youth Federation e. V 

European Center for Not-for-Profit Law Stichting 

European Climate Foundation 

European Network of Medical Residents in Public Health (EuroNet MRPH) 

European Partnership for Democracy 

Eurovisioni AC 

Evergreen Initiative for Empowerment and Constructive Development 

Every Woman Treaty 

Evidence Action 

EY Georgia (EY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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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ADEV – African women for development 

Familiyaa Makers Services 

FAMILLE ASSOCIEE DES JEUNES POUR LA PROMOTION DE L’AUTOCREATION D'EMPLOI AU 

BURUNDI « FAJPACEBU » 

FAMILY GROWTH FOUNDATION 

FAWAN ACTION NETWORK 

FEDERACION DE COMUNIDADES NATIVAS FRONTERIZAS DEL PUTUMAYO 

Federated Commodities LTD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Jeunes Entrepreneurs du Congo 

Federation of African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s (FAMSA) 

Federation of Community Forestry Users, Nepal (FECOFUN) 

FEEDAR & HR COOPERATIVE AND MICROCREDIT UNIT WITH BOARD OF DIRECTORS 

Feminist Dalit Organization 

Feminists for Peace, Rights and Justice Center 

FMC Corporation 

FOGGS – Foundation for Global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ility 

FONDATION AGAPE POUR L’ENFANT AFRICAIN (FAEA) 

Fondation Culturelle Islamique de Geneve 

Fondation Kalipa pour le Développement 

Fondazione Think Tank ECCO ETS (ECCO) 

Fonden World Climate Foundation 

Footbridge Media Ltd 

Fora: Network For Change 

foraus 

FOREIGN INVESTMENT NETWORK FIN 

For The Fundamentals Limited 

Forum for African Women Educationalists 

Forum on Information and Democracy 

FOUNDATION FOR 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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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Foyer de l’humanite pour un futur meilleur 

Francis Koroma Foundation 

Free Press Unlimited 

French Solid Waste Partnership 

FRIENDL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FIIDIPA) 

Fundación Centro de Implementación de Políticas Públicas para la Equidad y el Crecimiento (CIPPEC) 

Fundacion Cultural Baur 

Fundación Fuerza Del Presente 

Humanidad Tecnológica 

Fundación Karisma 

Fundación Labradoras de San Isidro 

Fundación Nueva Generación Argentina 

Fundación para la Promoción del Conocimiento Indígena (FPCI) 

FUNDACION SUSTENTABILIDAD SIN FRONTERAS 

Fundacion Unimedicos 

FUTURE ADVENTURE 

Futur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Inc. 

Gabidezin House of Fashion 

Gargaar Organization 

GEADIRR 

Gender-Centru 

Gender in Geopolitics Institute 

Gender Media Connect 

General federation of NGOs in Egypt 

Generations Without Qat Organization 

Geoscience Society of Somalia GSS 

GEPHERRINI EXPORT LLC 

German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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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A – GROWING ECONOMIES AND SUSTANIBILITY ASSOCIATION 

Getlit Creative LTD/GTE 

GHANA HIV AND AIDS NETWORK 

Ghana Russia Center for Commerce and Relations 

GIBICTS CENTER FOR COMMUNITY AND YOUTH DEVELOPMENT 

Gingando pela Paz 

Girls Aid Movement 

Girls Health Ed 

GIRLS OUTLOUD LUWEERO-UGANDA 

GIRON INFRA 

Global Alliance for a Healthy Society 

Global Alliance for Behavioral Health and Social Justice 

Global Alliance for Surgical, Obstetric, Trauma, and Anaesthesia Care – G4 Alliance 

GLOBAL CENTRE FOR CLIMATE & SECURITY GOVERNANCE (GCSG) 

Global Challenges Foundation 

Global Citizen Capital 

Global Commission on Responsi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Military Domain 

Global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Resilience Fund (GCERF) 

Global Development Solutions 

Global Education Futures 

Global Energy Alliance for People and Planet (GEAPP), LLC 

Global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Conservation Initiative 

Globale Studerende Danmark 

Global Fund for Children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e (GGI) 

Global Greens (Verts Mondiaux) 

Global Infrastructure,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Inc. 

Global Initiative for Digital Rights 

Global Justic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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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Lighthouse Studios Foundation 

Global Optimism Impact 

Global Partners Digital 

Global Partnerships Forum 

Global Peace Initiative for the Poor 

Global Shield (a project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Entrepreneurs) 

GLOBAL SURGERY UMBRELLA 

Global Young Scientists π Community 

Global Youth Forum 

G N & Co Solicitors 

GOAL Global 

GobernArte 

Gorgia 

G P Y Recreational Services 

GrandHedge International 

GRAND SQUARED Corporation 

Great African Arts Banner 

Green Act for Fact Initiative 

Green Congress of Kenya 

Green Dimensions Network 

Green Economy Coalition 

Green Energy Mission Africa 

Green Future Foundation – Section 8 Company Act 

Green Growth Africa Sustainability Network (Green Growth Africa) 

GREENING MUA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 (GMEI) 

Greening the Islands Foundation 

Green Landscape Association (GrEEN) 

GreenLight Development Centre (GreenLight Initiative) 

Green Loop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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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REV GR 

Greenspring Development Initiative 

Grupo de Financiamiento Climático para Latinoamérica y el Caribe 

GSS THINK 

Gulf Research Center Foundation 

Habitat Defenders Africa 

Hablemos CO 

Hack for Earth Foundation 

Hainrichs Institut für Frieden und Nachhaltigkeitslösungen gUG 

HAMI IMANI AFRICA 

Hands of Help Children’s Organization 

Haraka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itiative (HEDI) Trust 

HARD WORKING FARMERS COMMON INITIATIVE GROUP 

Hargeisa National Travel And Tourism Agency 

Harvard Forest 

Hawaii Local2030 Hub 

Hazras Charity Foundation 

Heads and Hands Initiative 

HEAL Africa 

Health and Water Foundation 

Health & Help 

HELP 

Helping Africa Foundation 

Henry L. Stimson Center 

Her Dream Initiative 

Higher Education for Good Foundation 

HIGH LEVEL PROTOCOL SERVICES LIMITED 

HIPERDERECHO 

HIRED Con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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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U-NIKKA HUMANITARIAN FOUNDATION 

Horizon 2045 Foundation 

Hubei Shengze Carbon Technology Co., Ltd. 

Huesofthemind Mental Wellbeing Foundation 

Humana People to People 

Human Concern USA 

Humanitarian Enhancement Aid for Resilient Transformation-HEART 

Humanitarian Journalism and Media Interventions, Methodist University of São Paul 

Humanity For The World (HFTW)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Forum (FOHRID)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Services (HURDS) 

Human Touch Foundation 

Idec – Institute for Consumers Protection 

IFEX 

iLab 

iLEAD AFRICA 

illumine.earth 

IMAL Initiative for Climate and Development 

IMARISHA USAWA KENYA 

Impact Compact, llc 

Impactful Education 

Impact Tank Analysis Foundation 

Inclusive Society Institute 

India Child Protection Fund 

Indian National Trade Union Congress-INTUC 

Indian Social Responsibility Network 

India Youth For Society 

INDIGENOUS FRIENDS OF THE MAU FOREST 

Indigenous Women League Nepal – IWL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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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TIVE DE PROMOTION DE L’EDUCATION DES BATWA POUR LE DEVELOPEMENT 

DURABLE, IPREBAD 

INMATES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nnoignite 

INSTITUT DE DIPLOMATIE PUBLIQUE / INSTITUTO DE DIPLOMACIA PUBLICA 

Institut de la Culture Afro-Europeene a Paris (ICAEP) 

Institute for Climate and Peac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and Leadership in Africa (IDEA) 

Institute for future-fit economies 

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Institute for Law & AI 

Institute of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ICE Institute), SIMAD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Neurodiversity (ION) 

Instituto Alma Preta Jornalismo 

Instituto BR Arte 

Instituto de Referência Negra Peregum 

INSTITUTO DE TECNOLOGIA E SOCIEDADE (ITS) 

Instituto Haniel 

Instituto Panamericano de derecho Y Tecnología (IPANDETEC) 

Instituto VNDI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Center (IRDC) 

Intergenerational Center for Global Action 

INTERNATIONAL CARBON NEUTRALITY INDUSTRY RESEARCH ORGANIZATION LIMITED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Future Generations (ICFG)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Development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culture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ICR LLC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Traditional Sports and Games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oalitions for Cultural Diversity (IF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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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nsortium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urop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Governmental Science Advice (INGSA)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International social educational center “Barqaror Hayot”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Digital Earth (ISD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Diplomats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 – ITF 

International Treatment Preparedness Coalition Global NPC 

International WeLoveU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Youth Alliance for Family Planning 

International Youth Council Yemen (IYCY)  

International Youth Summit Sierra Leone 

Internet New Zealand Incorporated (InternetNZ) 

Intiative Bonne Gouvernance des Ressources Naturelles au Kivu 

Irish Dairy Milk Nigeria Limited 

ISA Sumak Kawsay 

ISHAKA 2250 

Istanbul Mineral and Metals Exporters’ Association 

Iswe Foundation 

iVoting 

iZone Hub Trust 

Jafari Jata Solution 

Jagaran Media Center (JMC) 

Jaggarta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 

Japan Youth Council 

JEHOVAH ALIVE FOR OLD AGE (JAFOA) 

Jesuit European Social Centre 

Jeunesse du Monde en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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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unesse pour la paix et le développement du monde rural (JPDMR) 

Jeunes Verts Togo 

Jhpiego 

Joep Lange Institute 

Journalists for Human Rights 

Jóvenes Articulando Territorios A.C. 

Joy for Children – Uganda 

JSC TBC Bank 

Jual Foundation Inc 

JUHUDI COMMUNITY SUPPORT CENTER (JUHUDI CENTER) 

Julie Ann Wrigley Global Futures Laboratory a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Juventud Poitica y Desarrollo JPD 

Juventud Unida en Accion 

kaalmo Community welfare 

Kajiado Disability Inclusion Forum 

Kamehameha Schools 

KATETA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KAPELA 

Keeping Marriage Alive Initiative 

Kelem Ethiopia 

KEN G MORKA FOUNDATION 

Kenya Institute of Puppet Theatre 

Kenya Model United Nations 

Kenya National Alliance of Street Vendors and Informal Traders (KENASVIT) 

Kenyan Youth Biodiversity Network 

Kenya Water and Sanitation Civil Society Network 

Kerry Inc. 

Kesharwani Shiksha Samiti 

Keystone Academy 北京市鼎石学校 

Kiiren AI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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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ELE YOUTH ORGANIZATION 

KOTHOWAIN (Vulnerable People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Bandarban Hill Tract, BANGLADESH 

Kunashe Foundation 

Kyoga Veritas Radio LTD 

Lab for Future Generations 

Labhya 

LabJaca 

L’AFRIKANA 

Lake Region Womxn Health and Equal Rights (LARHWER) Kajulu Womens Health Rights Cbo 

Land for Future 

Land Rights Defenders Inc 

Lanka Jathika Sarvodaya Shramadana Sangamaya 

Laudato Si’ Movement 

LAWYERS TECH HUB FOUNDATION 

LEADERS DE DEMAIN 

Learning Planet Institute 

Legal Aid Forum 

Leonardo/ISAST 

Les Amis du Bassin du Congo / Friends of the Congo Basin 

LES FEMMES DE LA DIASPORA TCHADIENNE 

LET US DREAM 

Lex Consulting 

L’humanité au cœur de nos actions (HU.CO.A.)  

Life Makers Egypt 

LIFT AFRICA FOUNDATION 

Light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LIMPS LTD 

LiveWell Initiative LWI 

Living Your Dream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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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try & The Family Foundation (dba Keep Families Giving Foundation) 

Lomisi JSC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 Tropical Medicine 

Love To Help Organization 

Machakos University 

Magical Motors 

Mahidol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Maltiti Foundation 

MAMA AKUAVI AGBEMALE MEMORIAL FOUNDATION 

MAPAS – Métodos de Apoio a Práticas Ambientais e Sociais 

Marginalized Communities Advocacy Network 

Marie-Claire N.Kuja Foundation 

Masculinity Institute 

Maseno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 Association 

MATERNAL CHILD HEALTH AND HIV AIDS FOUNDATION 

Mengo Youth Development Link-Uganda 

MENTAL RECOVERY INTERNATIONAL 

Mesa por la Vida y la Salud de las Mujeres 

METHADONE RECOVERY COMMUNITY EMPOWERMENT TANZANIA(MRCE-TZ) 

Mexican Center for Philanthropy (Cemefi) 

Microsoft Corporation 

Migrant Help 

Migration Action and Advocacy Foundation (MAF) 

Migration Youth and Children Platform 

milliongenerations foundation 

Minderoo Foundation 

Mission Exeko 

MIssion Foundation Movement 

Mizizi Afri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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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ash University 

Montagnards Indigenous Peoples 

Morningstar Sustainalytics 

Morob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Moroccan Association of Green Economy for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Justice.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of African Descent (MIPAD) 

Mother Earth Network 

MOTION YOUTH HUB 

Mouvement de la jeunesse Une et Indivisible de Djibouti 

Movement for Community-led Development 

Mtree Inc 

MuemAction Post 

MUHAMMAD AKRAM & SONS TRADING & INVESTMENT 

Muhammad Akram Sons Trading Investment 

Munansi Green Initiativ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MushinToTheWorld Foundation 

Mutual Productions 

My Empowerment Platform 

MY GOALS FOUNDATION; AFRICA FOR SDGS 

MY World Mexico: Hub of Ac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ACIONALINE NEVYRIAUSYBINIU VYSTOMOJO BENDRADARBIAVIMO ORGANIZACIJU 

PLATFORMA 

NAFAS 

Nahugombe CBO 

NairoBits Trust 

NAJIMUDU EMPOWERMENT INITIATIVE 

Nasco Foundation 

Nash Vek Public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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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entry Professionals Inc.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NATIONAL FORUM FOR ADVOCACY NEPAL (NAFAN)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Nepal (NHRC) 

National Senior Citizens Organization of Liberia 

National Youth Service A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Natural Capitalism Solutions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Institute 

Nawiri Foresight 

Neeman Global Capital 

NELIG GROUP LTD 

Nepal Peacebuilding Initiative 

Network of Young Key Populations 

Network of Youth for Sustainable Initiative 

NEURO KIDS WARRIORS 

New Lines Institute 

Next Gene 

NEXTGEN SCIENCE LTD 

Nicklaus Children’s Health System 

Nicole Ilunga Foundation 

Nile Girls Forum 

Nile Humanitarian Development Agency 

Nirwan University Jaipur, Rajasthan, India 

Nkunzi Foundation Limited 

Noble Citizen Foundation 

Nominet UK 

NOORNGESA 

northerrn aid development agency 

Novact Institute for Non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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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Aisbl 

Oando Foundation 

OBA Global Citizens Limited 

Ohana One International Surgical Aid & Education 

O’KANATA 

OLABODE YOUTH AND WOMEN INITIATIVES (OYAWIN) 

Olympes de la Parole Canada / Voices of Olympia Canada 

One Africa Trust 

ONE Campaign 

One Future Collective 

One World Trust 

ONG ASDEMIN 

ONG-ASHAD 

ONG FUTURE FOR FUTURE 

ONG Mutualité des Volontaires Africains pour le Développement 

ONG SOLIDARITÉ AUX ENFANTS DEMUNIS Fond 

ONG WOIYO KONDEYE 

Onyeisi Care Foundation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 

Ordre des Jeunes Leaders Africains (OJLA) / African Youth Leaders Order 

Organisation Humanitair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Lcal (OHDEL) 

ORGANISATION NATIONAL POUR LA DEFENSE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ES LIBERTES 

PUBLIQUES 

Organisation of Islamic Youth 

Organisation Paysann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OPDD) 

Organisation Pour la Promotion Agro-Pastorale et le Développement au Congo (OPADEC) 

Organisme à but non lucratif 

Organization for prevention rehabilit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female street children (OPRI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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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ON Expertise Consulting 

Our Kids’ Climate 

O-YES Global Foundation 

Pak Mission Society 

PALACE OF BREAKTHROUGH MINISTRIES 

Pan Africa ILGA 

Pan-African Council 

PAN AFRICAN LAWYERS UNION 

Pan African Womens Association (PAWA) 

Panel d’Experts de la Résolution 2250 

PANIER D’ASSISTANCE HUMANITAIRE AUX VULNERABLES EN SIGLE PAHV-ASBL 

Panorama Global 

Paradigm Initiative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arakerja 

Parents for Future UK 

Parity 

Parkers Mobile Clinic 

Parlement des Jeunes Leaders de la Société Civile Guinéenne 

Partnerships For Change 

Partners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finders Global 

Pathways for Women’s Empowerment and Development (PaWED) 

Pay-W Clinic 

PCU-Nagasaki Council for Nuclear Weapons Abolition 

Pea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ast and Horn of Africa 

PEACE WORLD INTERNATIONAL 

Pearlstone Associates 

PELSE CONSULTING 

Peoples Development Community (P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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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Trust Jaipur India 

Peregrine Ventures 

Perkins School For The Blind India Foundation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Sustainable Action Aid (PESAID) 

Piraporiando 

Planet Aid 

PLANT-FOR-THE-PLANET FOUNDATION 

Plataforma CIPÓ 

Ploughshares Fund 

POJAFCI 

Powerful Management Leadership & Technology Center 

Power House Youth Club  

Powering Young Initiatives 

Prakramika Vocational Institute 

Prime Demand Solution 

Professionals For Humanity (PROFOH) 

PROGRESPECT 

PROJECT 100 

Project Starling 

Promad Infotech Foundation 

Prometheus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Promocao do Ensino de Qualidade S/A  

Promo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Donga-Mantung Association 

PROSPEKTIKER – European Institute for Futures Studies and Strategy 

Psychology Of Winning 

Public Fund Fund for Support of Labor Initiatives 

QATAR CENTRE FOR PEACE AND DEMOCRACY LTD 

Qhala Ltd 

QS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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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 

RadicalxChange Foundation 

Rahmatullah Children’s Support and Advocacy Foundation (RACAS Foundation) 

Rainbow Refuge Africa 

Raising Star Africa Foundation 

Rangeen Khidki Foundation 

REACHOUT SALONE 

Recherches et Documentation Juridiques Africaines asbl 

Red de Mujeres Afrolatinoamericanas, Afrocaribeñas y de la Diáspora 

Red en Defensa de los Derechos Digitales (R3D) 

Red Mexicana de Estudios en Cooperación Internacional y Desarrollo (REMECID) 

Red Mundial de Jóvenes Políticos 

ReformWorks 

Refugee Consortium of Kenya 

Re-Imagining New Communities 

RELANCE ET RESTAURATION DE LA VIE SOCIALE “RESVISO” 

RENEW Advisory 

Reproductive Advocate Health Education Ghana 

Rescue Mission International (ReMI) 

Rescue Women Cameroon (REWOCAM)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ty and Nature 

Reseau Burkinabe Pour une Economie Circulaire 

RESEA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DEVELOPPEMENT DE LA FEMME 

SENEGALAISERECODEFSenegal 

Réseau des Hommes Engagés pour l’Egalité de Genre en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RHEEG-RDC PECS 

RESEAU DES JEUNES POUR LE CLIMAT AU TCHAD 

ReseaudesOrganisations des Jeunes Leaders Africains Des Nations Unies Section Cote D’IvoireROJALNUCI 

Réseau des organisations de solidarité internationale France-Esso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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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lient40 

Resilient Communities Building Initiative 

Res Non Verba – Civic House 

Resources Legacy Fund 

REVILA 

RIDING-UP 

ROLDÁN MILLÁN JOSÉ JOAQUÍN 2017 S.L. 

Role Model Maker 

ROOMS ART THERAPY LIMITED 

Rooms Hotels Lab LLC 

Rovira i Virgili University/Universitat Rovira i Virgili 

Royal African Society 

RUA PERU UCSM 

Rural Aid Pakistan 

Rural Area Development Programme (RADP) 

SaciWATERs 

Sadar Development Institute 

Saddle River Day School 

Safe Dada Foundation Kenya 

SAHRiNGON TANZANIA CHAPTER 

Saidika Organization 

Saint Louis University, Madrid 

salama women’s institute 

SAM Empowerment Foundation 

Samprity Aid Foundation 

Sarauniy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Scar Of Life Youth Organization 

School of Democracy Nepal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Fu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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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Undergraduate Society (SUS) of McGill University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SCRAP Weapons 

S.D.TALENTOS MÚLTIPLUS – COMÉRCIO E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SU), LDA 

SECURE LIVELIHOODS FOR WOMEN FORUM 

Security NextGen 

Senti Community Based Organisation 

SEPP Kenya International 

Set Free to Thrive 

Sex & Samfund / Danish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DFPA) 

Shallom Love and Care Foundation 

Sharjah Social Empowerment Foundation 

She Forum Africa Initiative 

SHIELDTHEM SUPPORT ORGANIZATION 

Signals from the Grassroots 

SilverLining 

Simon Institute for Longterm Governance 

Smart Talk Cafe 

Social Good Fund Inc. 

Social Linkages for Youth Development and Child Link 

Social Welfare Development Programme – ACES – Africa Center 

SOCIETE SOMMAC 

Society of Gender Professionals 

Solidaris – Union Nationale des Mutualités Socialistes – Solidaris (Solidaris) 

Solidarity and Action Against the HIV Infection in India 

Solutions for Our Climate 

Somali Vulnerable Actors (SOVA) 

Somali Youth Horizon 

SOON Future Studies 

Sortedlife Husika Afrik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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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lbeegood 

South African Parenting Programme Implementers Network 

Southern African AIDS Trust 

SOUTH WEST MULTIPURPOSE FARMERS COMMON INTIATIVE GROUP 

Soutien social 

Space Era Germany 

SPARK Foundation 

Speculative Futures Aotearoa New Zealand 

Stand As One 

Starlight Foundation 

STAR UP KOBIKA NA NDAKU SARL 

STAWISHA AFRICA INITIATIVE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Steve Global Adventures 

St. Gallen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 St. Gallen Symposium 

Stop TB Partnership-Kenya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Lab 

Student Energy 

Student Partnership Worldwide India Project Trust (Restless Development India) 

Student Platform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Development (SPEED) 

Success Hands Tanzania Initiative 

Sudanese Development Initiative 

Sunshinengirls USA  

Sustainability Week Pakist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Response (STAR) Found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UNCIL 

Sustainable Energy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for Communities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FOOD AND AGRICULTURE INITIATIVE 

SUSTAINABLE FUTURES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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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Green Future Foundation 

Sustainable Impact Capital & Holding 

Sustainera Consulting Services 

Swarovski Foundation 

SYNERGIE DES FEMMES DE LA SOCIETE CIVILE 

Tadamun Social Society (TASS) 

Tag a Life International 

Taha Enterprise 

Talento Incluir 

Talento Senior 45 

tandemLEAP 

TANGO 

Tanyak 

Tanzania Community Health Information and Support (TaCHIS) 

Tanzania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oalition (THRDC) 

TANZANIA WOMEN AND YOUTH ADVISORY ORGANISATION 

Tanzania Youths Behavioral Change Organization (TAYOBECO) 

TaYA 

Teaching Artist Institute 

Teach the Future 

Tears of the Earth Foundation 

TEDIC – TECNOLOGIA, EDUCACION, DESARROLLO, INVESTIGACION Y ASOCIACION TEDIC 

COMUNICACION 

Tegla Loroupe Peace Foundation 

Terra Marine Research Institute India 

Texas Women’s Alliance 

The African Youth Cafe 

The Amina Agbo Foundation 

The Assembly Innovation Hub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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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Futurists 

The B Team 

The Children of Ukraine Foundation 

The Club of Rome 

The Confederation of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 Kenya Chapter (CMSEOK) 

The Eagles for Life Kenya 

The Earth 

The Egyptian Food Bank 

The Engineering Organization For Development 

The Foundation for Post Conflict Development 

The Futures Forum 

The Global Listening Project 

The Grace Foundation Hope For The Hopeless 

The Green Economics Institute 

The Gulmit Educational and Social Welfare Society 

The Hack Foundation 

The Harbor House 

The Human Security Institute 

The Indegenous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 in North Africa (CIDH AFRICA) 

The Intelligent Indian 

The Interfaith Alliance for Safer Communities 

The Iraqi Institution for Development 

The IREDE Foundation 

The Jakaya Mrisho Kikwete Foundation 

The Kenya Pro-Ageing Organization 

The Light Millennium Inc 

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 

The Milken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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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llennials Movement 

The Millennium Project 

The National Forum of Human Rights 

The New Global Order ETS 

Theodora Anavhe Adamu Foundation (TAAF) 

The Open-Led Company 

The REACH Programme 

The Resiliency Initiative 

The Society For Children Orphaned By AIDS Inc. 

The Soil Solution 

The South Australian Youth Forum Inc. 

The special physically challenged care foundation  

The Strategic Priorities Hub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ponse Organization 

The Undivide Project 

Refugee Congress 

The Viden Fate Foundation 

The Winford Centre for Children and Women 

The Working Group on Girls 

The Young and Woman Initiative YAWI 

THE YOUNG CHANGEMAKERS 

The Youth Agenda 

The YP Foundation 

Think Tank 

Thriving Up Initiative 

Tiger Kim’s Academy (KIMHOSUL, Inc.) 

Tiriig Technology 

TITI FOUNDATION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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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Wild Foundation Limited 

TQH Consulting Private Limited 

TRACE KENYA 

Trailblazer For This Generation 

Trans*Alliance Kenya (TAK) 

Transcultural Psychosocial Organization Nepal (TPO Nepal) 

Transformative Leaders Network- Africa (TRANET-Africa)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UK 

TRIUNE FOUNDATION 

Trust for Indigenous Culture and Health (TICAH) 

Tuboreshe Pamoja CBO 

Turkish Academy of Sciences 

Twaweza Community Development Agenda 

UDGO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ITIATIVE 

Ujana You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twork 

Último Recurso 

UNDER PRIVIEGED EDUCATIONAL WELFARE SOCIETY 

Under Privileged Advancement by Youth (UPAY) 

UN Global Compact Network Georgia 

UNGP for SDGs 

UNICEF Sweden 

UNION DES JEUNES CONGOLAIS POUR LE CHNAGEMENT 

Union des Jeunes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UNITED INSTITUTIONS FOUNDATION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Indonesia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Chad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Ethiopia (UNA-ET)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South Sudan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Tanz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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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the USA Bronx Chapter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the USA – Capital Area Division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Uganda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Z) UNA 

United Voices For Global Impact Corporation 

United Youth Initiative for Africa 

UNITY AND SENDING PEACE TO ALL TRIBES 

Universal Farmers Association (UFA), Inc. 

Universal Greening Organistion 

Universidad del País Vasco/Euskal Herriko Unibertsitatea 

Universidad Externado de Colombia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Université Laval 

University for SDG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stilla-La Mancha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 Keough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University of Wales, Trinity Saint David 

Unlocking Communities 

Unlock Young Leaders Summit 

UN Youth Australia 

Urdd Gobaith Cymru 

URGENCE CONTRE LA FAIM (UCF) 

Usawa Agenda 

Ustawi Analytica Limited 

US Women’s Caucus 

UWEZO YOUT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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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FE-MALE NETWORK 

Vibrant Voices Villages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 

Victim Advocates International 

Vijana Amani Pamoja (VAP) 

Vijana Think Tank 

Village Farmers Initiative (VFI) 

Virgin Foundation, trading as Virgin Unite 

VIVA ART e.V. 

VIVA HUMAN INC. 

Voces de Mujeres Afrodescendientes en Panamá 

Voice Life Health Organization 

VolCare Foundation (VCF) 

VOLUNTARY ACTION NETWORK INDIA 

Voluntary Association for Peoples Service (VAPS) 

VOW Social Work Service Centre 

Vyaelea Organization (Vyaelea) 

Wa3i Foundation  

Wama Organization for 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  

Wangoh Dynamics Technologies, Inc-USA 

WANWO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Waso Trustland 

Water Witness International 

Wazi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 

Wellbeing Economy Alliance 

Welsh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Wemos 

Western States Legal Foundation 

We The World Botswana Chapter Proprietary Limited 

Wetlands Conservation Organisation 



四.决定 

 

300 

We Yone Child Foundation 

Winston-Salem Permaculture Collective 

Wissol Group 

Women and Children’s Legal Aid Organization 

Women and Girls Initiative Salone 

Women and Youth 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Empowerment Organisation 

Women EdTech 

WOMEN EMPOWERING WOMEN INITIAITVE (WEWIN) 

Women Empowerment Against Poverty of Nepal (WEAPoN) 

Women for Human Rights Single Women Group (WHR) 

Women for Peace and Gender Equality Initiative 

Women For Positive Actions (WOPA) 

Women In Crisis Movement (WICM) 

Women In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WIDAG) 

Women in Distress Organisation 

Women In Monitoring & Auditing Global Elections 

Women Inspiration Development Center (WIDC) 

Women’s Coalition of Zimbabwe (WCoZ) 

Women’s Counsil Denmark 

World Council on Intercultural and Global Competence 

World Digital Technology Academy 

WORLD FDEDERALST MOVEMENT – INSTITUTE OF GLOBAL POLICY 

World Humanitarian Forum 

World Institute on Disability 

World Mission Society Church of God 

Worldreader 

World Youth Forum 

World Youth Summit NPC 

Wote Youth Development Projects C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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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FANCHENG CULTURE STUDY CENTER 

Yanabia Al-Khair Charity Foundation 

Yayasan Kesehatan Perempuan (YKP) 

Yemenland for humanitaria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Ylva 

YOD-International 

York University 

Young African Policy Research Hub 

Young ChangeMakers Initiative (YALI RLC EA, Kenya) 

Young Diplomats of Canada 

Young Jewels Foundation 

Young Women Growing Initiative 

Young Wome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Youth4Nature 

Youth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foundation 

YOUTH AND WOMEN FOR OPPORTUNITIES UGANDA (YWOU) 

Youth Bridge Kenya 

Youth Building the Future Global 

Youth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Youth Empowerment and Artivism 

Youth Empowerment and Leadership Initiative (YELI) 

Youth for Darfur Organization 

Youth for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and Research 

Youth for Sustainable Travel 

Youth For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YOUTH INITIATIVE FOR LAND IN AFRICA (YILAA) / INITIATIVE DE LA JEUNESSE POUR LE 

FONCIER EN AFRIQUE 

Youth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Institute (YIL-Network) Inc. 

Youth Leaders Foundation (Y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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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Parliament Pakistan 

Youth Peace &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Youth Peer Education Association (YPEER Nepal) 

Youth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Society 

Youths for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Youth Vision the Gambia 

YPEER Pakistan 

Yuvsatta 

Zaina Foundation 

Zango Foundation 

Zanzibar Maisha Bora Foundation 

ZhongGuanCun Smarter City Information Industry Alliance 

Zimbabwe National Network of PLHIV 

ZuluLegacy Youth Leadership 8 Uganda  

 

78/557. 认可政府间组织参加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 

 2024 年 7 月 16 日，大会第 101 次全体会议根据大会主席的提议，46 表示注意到秘书处的说

明，47 决定认可秘书处说明中提到的组织，并根据大会 2024 年 4 月 11 日第 78/271 号决议第 3(b)

段，邀请该组织作为政府间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及其筹备进程的

工作。  

 

 

78/558. 加强应对海平面上升的行动 

 2024 年 8 月 1 日，大会第 102 次全体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48 回顾其 2024 年 1 月 16 日第

78/544号决定，其中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高级别周期间，于 2024年 9月 25日在纽约举行一

次关于应对海平面上升构成的生存威胁的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又回顾其 2024年 8月 1日关于应

_______________ 

46 A/78/L.94。 

47 A/78/958。 

48 经口头订正的 A/78/L.101。 

https://undocs.org/ch/A/RES/78/271
https://undocs.org/ch/A/RES/78/544
https://undocs.org/ch/A/78/L.94
https://undocs.org/ch/A/78/958
https://undocs.org/ch/A/78/L.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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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平面上升构成的生存威胁的高级别全体会议的范围、方式、形式和安排的第 78/319 号决议，

认识到必须为应对海平面上升加强国际合作和集体行动，并决心加强全球应对，加大力度支持发

展中国家、尤其是特别容易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和沿海社区建设韧性，适应海平

面上升的后果，决定： 

 (a) 承诺加强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更加全面、有效地应对海平面上升； 

 (b) 请秘书长编写一份报告(包括为此邀请会员国提供资料)，在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临近

结束时或第八十届会议初期提交，介绍与海平面上升有关的挑战以及应对海平面上升的方式和

方法； 

 (c) 请大会主席至迟于大会第八十一届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天，组织为期一天的大会

高级别全体会议，进一步审议海平面上升问题，会议将在不对类似会议构成先例的情况下，产

生一份经政府间谈判、以协商一致方式商定的简明扼要、注重行动的宣言。 

 

 

78/559. 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参加抗微生
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 

 2024年 8月 1日，大会第 102次全体会议根据经修正49 的主席提议，50 回顾其 2024年 3月 25

日题为“由大会主席召集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的范围、方式、形式和安排”的

第 78/269号决议第 11段，决定核准本决定附件清单所列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

私营部门参加将根据第 78/269号决议举行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 

附件 

Access to Medicine Foundation 

Action Coalition On Tuberculosis 

Action des Jeunes contre la Résistance aux Antimicrobiens 

Action for Health Initiatives, Inc. (ACHIEVE) 

Action on Antibiotic Resistance Africa 

Africa Coalition on TB (ACT) Swazi Chapter 

Africa Coalition on Tuberculosis 

Africa Public Health Students Network Initiative 

AFRICA SOCIETY FOR LABORATORY MEDICINE 

_______________ 

49 见 A/78/L.103。 

50 A/78/L.97。 

https://undocs.org/ch/A/RES/78/319
https://undocs.org/ch/A/RES/78/269
https://undocs.org/ch/A/RES/78/269
https://undocs.org/ch/A/78/L.103
https://undocs.org/ch/A/78/L.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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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 Sustainable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Foundation (ASCEF) 

Afro Global Alliance 

Alliance Myanmar 

AMBA TB Charity Association 

American Medical Women’s Association 

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AMR Action Fund 

Antibiotic Research UK 

ARMoR (Alliance for Reducing Microbial Resistance) 

Asian Indigenous International Network 

Asociacion de Personas Afectadas por Tuberculosis del Peru ASPAT PERU 

Associacao de Mineiros Mocambicanos – AMIMO 

Association Health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Exchange (HIEx) 

Associ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living with HIV(ADPHA) Uganda 

Aviva investors 

BEAM Alliance 

bioMerieux 

Branch of Caritas Internationalis in Tajikistan 

Bridge Consultants Foundation 

Brigada 12 

BUGWORKS RESEARCH INC 

Campaigns in Global Health 

CARB-X (Boston University) 

CaribVET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Center for New Democratic Processes 

Centre for Public Health and Zoonose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CHARITABLE FUND “TB EUROPE COALITIO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TB PEOPLE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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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MABA SANAA GROUP 

Club des Amis Damien 

Community Action Against Plastic Waste (CAPws) 

Community And Family Aid Foundation – Ghana 

Community Health and Inclusion Association 

Cystic Fibrosis Foundation 

DEBRICHE HEALTH DEVELOPMENT CENTRE 

Disaster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rust 

디문파운데이션 DMUN Foundation 

dsm-firmenich Animal Nutrition and Health 

Ducit Blue Foundation 

Ethiopian TB Association 

European Fed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and Associations (EFPIA) 

European Network of Medical Residents in Public Health – EuroNet MRPH 

European Public Health Alliance (EPHA) 

F. Hoffmann-La Roche 

Family Welfare Foundation 

FIND 

Focus Droits et Accès ONG 

FOR IMPACTS IN SOCIAL HEALTH 

Forum Ong Aids RS 

Foundation for Environmental Watch 

Friends of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GARDP Foundation 

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German Center for Infection Research – DZIF 

Ghana National TB Voice Network 

Global AMR Media Alliance (GAMA) and CNS (Citizen News Service) 

Global Environment & Technology Foundation 



四.决定 

 

306 

Global Health Strategies (India) 

Global Health Strategies (US) 

Global Health Technologies Coalition 

Global Institute for Disease Elimination (GLIDE) 

Global Strategy Lab at York University 

Good Samaritan University Hospital 

Great Lakes Peace Centre Organization Uganda 

Green Landscape Association 

GSK plc 

Gyals 

Health and Global Policy Institute 

Health Care Without Harm Europe 

Health Diplomacy Alliance 

HealthforAnimals 

Humanity For The World (HFTW) 

INDIGENOUS FRIENDS OF THE MAU FOREST 

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AND DEVELOPMENT 

Integrita Healthcare Foundation 

inter-governmental not for profit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Solutions (ICARS) 

International Livestock Research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ntimicrobial Chemotherapy (ISAC) 

International Vaccine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Veterinary Students’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WeLoveU Foundation 

IRD – 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the French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anna Health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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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Japan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Johnson & Johnson 

Khmer HIV/AIDS NGO Alliance 

Khulna Mukti Seba Sangstha (KMSS) 

Life Bliss Foundation Singapore 

Life Bliss Of New Zealand 

Mask Ethiopia 

Medical Impact 

Microbiology Society 

Migrant Clinicians Network 

MOLBIO DIAGNOSTICS PRIVATE LIMITED 

Most at Risk Young Mothers and Teenage Girls Living with HIV Initiative (MOYOTE) 

Mott MacDonald 

Mouvement Universel pour la Survie de l’Humanité (MUSUHUM) 

MOVEMENT OF MEN AGAINST AIDS IN KENYA (MMAAK) 

Mwitikio wa Kudhibiti Kifua Kikuu na Ukimwi Tanzania (MKUTA) 

NARI MAITREE 

National Ex-Miners and Allied Workers Association 

Nithyananda Dhyanapeetam of Houston 

NITHYANANDA DHYANAPEETAM OF SAN JOSE 

Nithyananda Dhyanapeetam of Seattle 

Nithyananda Dhyanapeetam Temple & Cultural Center 

Nithyananda Meditation Academy 

NOORNGESA 

Norwegian Cancer Society 

Nostics 

Novo Nordisk Fonden 

Nucleo de Advocacy em Sa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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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Health Society 

One Health Trust 

ONG-ASHAD 

Pak One Health Alline 

Pan-African Treatment Access Movement 

Panorama Global 

Paris Peace Forum 

Partners in Health 

PAY-W Clinic 

Philomera Hope Center Foundation 

PhRMA 

Positive Women Together in Action 

Professionals For Humanity (PROFOH) 

Public Citizen 

Rabin Martin 

REACH Ethiopia 

reach52 

Reaching Sky Foundation 

REACHOUT SALONE 

Results Education 

Roll Back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nitiative (RBA Initiative) 

Salma Attah foundation for women and girls support 

Samprity Aid Foundation 

Sepsis Alliance 

Servic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for People Living Positively with HIV/AIDs (SHDEPHA+) 

Shionogi & Co., Ltd. 

Sir Howard Dalton Centre University of Warwick 

Society for Family Health 

Sovereign Sustainability and Develo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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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hting TB Europe Coalition 

STOP TB PARTNERSHIP – KENYA 

STOP TB PARTNERSHIP GHANA 

Support to Health Public Union 

Sustainable Communication Response for Tuberculosis 

Tanzania TB Community Network 

TBpeople Global 

The AMR Narrative 

The Milken Institute 

The Swedish Cancer Society (Cancerfonden) 

Uganda Stop TB Partnership 

UNITE Parliamentarians Network for Global Health 

University of KwaZulu – Natal 

Uppsala Universistet (ReAct Europe) 

USK Foundation 

Usmanu Danfodiyo University Young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Stewards (UDUYARS) 

Volunteer Health Services 

WORLD FUTURE ACTIVE 

World Small Animal Veterinary Association 

Wote Youth Development Projects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 (CBO) 

Zihi Institute 

Zimbabwe National Network of PL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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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60.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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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 

 2024年 8月 13日，大会第 103次全体会议根据澳大利亚和伯利兹的提议，51 通过记录表决以

146票对 2票、1票弃权，52 回顾其 2024年 4月 24日第 78/272号决议，注意到《〈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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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生效及召开《协定》缔

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委员会组织会议于 2024年 6月 24日至 26日举行，请秘书长分别于 2025

年 4月 14日至 25日和 8 月 18日至 29日召开筹备委员会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并且于 2026年召

开至少一届会议，会期为 10个工作日，日期与共同主席协商确定，在实质性会议期间配备全套会

议服务，包括提供文件、平行会议经费和加班费、网播以及新闻和会议报道，又请秘书长在 2025

年拟议方案预算中提出建议，以加强秘书处法律事务厅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的能力，使其能够继

续为筹备委员会、包括共同主席可能启动的任何闭会期间工作给予开展工作所需的协助，包括提

供会议和秘书处服务、提供必要的背景资料和相关文件。 

 

 

7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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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8月 27日，大会第 104次全体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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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事项方面的核心作用，重申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代表世界各国人民作出的承诺，即为安

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讨论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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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8月 31日第 74/569号、2021年 6月 22日第 75/569

号、2022 年 7 月 12 日第 76/572 号和 2023 年 6 月 29 日第 77/559 号决定的授权，在 2024 年 4

月 29 日共同主席信件所述第七十八届会议期间举行的非正式会议的基础上，根据 2024 年 8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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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共识与分歧的订正要点文件”的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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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会第七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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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51 A/78/L.102。 

52 见 A/78/PV.103。 

https://undocs.org/ch/A/RES/78/272
https://undocs.org/ch/A/78/L.102
https://undocs.org/ch/A/78/PV.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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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欢迎大会主席积极参与、提出倡议和作出密集努力，并赞赏地注意到共同主席以协商

方式发挥的积极作用和作出的具体努力，以期早日进行安全理事会全面改革； 

 (d) 欢迎就会员国和国家集团提出的模式举行结构性对话，赞赏会员国的积极参与，并指

出这有助于增进总体共识和更好地了解各项提案； 

 (e) 注意到政府间谈判对《未来契约》提出的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意见； 

 (f) 决定，如果会员国作此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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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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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议程。  

 

 

78/562. 纪念和宣传禁止核试验国际日高级别会议 

 2024 年 9 月 4 日，大会第 105 次全体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在不构成先例的情况下邀请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执行秘书罗伯特·弗洛伊德、国际原子能机构纽约联络处主

任维维安·奥凯克(代表该机构总干事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军备控制协会研究助理和裁

军事务厅前青年倡导者仓光静和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莎伦·斯夸索尼在纪

念和宣传禁止核试验国际日高级别会议上发言。 

 

 

78/563. 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参加关于应
对海平面上升构成的生存威胁的高级别全体会议 

 2024 年 9 月 6 日，大会第 107 次全体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53 回顾其 2024 年 8 月 1 日题为

“关于应对海平面上升构成的生存威胁的高级别全体会议的范围、方式、形式和安排”的第

78/319 号决议第 9 段，决定核准本决定附件清单所列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

营部门参加将根据第 78/319 号决议举行的主题为“应对海平面上升构成的威胁”的高级别全体会

议。 

附件 

ACCOUNTABLE IMPACT CORP 

ADIFEVEA World 

Africa Youth Forum International 

African Health Innovation Centre 

_______________ 

53 A/78/L.112。 

https://undocs.org/ch/A/RES/78/319
https://undocs.org/ch/A/RES/78/319
https://undocs.org/ch/A/78/L.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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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Indigenous International Network 

Association Congolaise pour le Bien-Etre Familial 

CELEBRONS LE COURAGE DE LA FEMME (CCF)  

Center for Migration, Gender, and Justice 

Creats International 

Earth Regenerative Project Sierra Leone 

EarthEcho International 

Global Youth Parliament Botswana 

Hawaii Local2030 Hub 

REACHOUT SALONE 

Rosana Empowerment Foundation (REF) 

Society of Gender Professionals 

Sustainable Energy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for Communities, Inc. (Seed4com) 

The Alliance for Just Deliberation on Solar Geoengineering 

The National Senior Citizens Organization of Liberia 

We Are Forces of Nature  

 

 

78/564. 未来峰会开幕部分的发言者 

 

A 

 2024 年 9 月 6 日，大会第 107 次全体会议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81 条，决定重新审议 2024 年 7

月 10日第 78/555号决定(a)段第 1个脚注所载规定。 

 

B 

 2024年9月6日，大会第 107次全体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除了2022年9月8日第76/307

号决议和 2024 年 7月 10日第 78/555号决定所列人员外，未来峰会开幕部分还将由纳米比亚共和

国总统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发言，以此代替其在全体会议发言名单中的国家发言。 

 

 

https://undocs.org/ch/A/RES/76/307
https://undocs.org/ch/A/RES/7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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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65. 加强调解在和平解决争端、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 

 2024 年 9 月 6 日，大会第 108 次全体会议决定将题为“预防武装冲突”的项目中题为“加强

调解在和平解决争端、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的分项列入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议程草案。 

 

 

78/566. 科摩罗马约特岛问题 

 2024 年 9 月 6 日，大会第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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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第七十九届会议议程草案。 

 

 

78/567. 中亚和平、信任与合作区 

 2024年 9月 6日，大会第 108次全体会议决定将题为 “中亚和平、信任与合作区”的项目列

入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议程草案。 

 

 

7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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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9月 6日，大会第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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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议程草案。 

 

 

78/569. 执行联合国决议 

 2024年 9月 6日，大会第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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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九届会议议程草案。 

 

 

78/570. 联合国东帝汶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2024年 9月 6日，大会第 108次全体会议决定将题为 “联合国东帝汶特派团经费的筹措”的

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议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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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定 

 

78/542. 推迟到以后审议的问题 

B54 

 2024 年 1 月 16 日，大会第 53 次全体会议根据第五委员会的建议，55 决定将下列文件推迟到

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续会第一期会议审议： 

项目 139 

人力资源管理 

《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修正案 

秘书长关于《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修正案的报告56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57  

 

C 

 2024年 4月 24日，大会第 73次全体会议根据第五委员会的建议，58  

 

A节 

 决定将下列文件推迟到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续会第二期会议审议： 

项目 134 

2024年方案预算 

2024年方案预算第 1款(通盘决策、领导和协调)和第 29B款(业务支助部)的订正估计数 

秘书长的报告：2024年拟议方案预算第 1款(通盘决策、领导和协调)和第 29B款(业务支助部)

的订正估计数59  

_______________ 

54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49号》(A/78/49)第二卷B.6节中的第 78/542号决定成为第 78/542 

A 号决定。 

55 A/78/664，第 13 段。 

56 A/78/177。 

57 A/78/671。 

58 A/78/664/Add.1，第 6 段。 

59 A/78/753。 

https://undocs.org/ch/A/78/49
https://undocs.org/ch/A/78/664
https://undocs.org/ch/A/78/177
https://undocs.org/ch/A/78/671
https://undocs.org/ch/A/78/664/Add.1
https://undocs.org/ch/A/78/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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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60  

项目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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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62  

 

B节 

 决定将下列文件推迟到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续会第一期会议审议： 

项目 132 

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联合国秘书处的供应链活动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秘书处供应链活动的报告63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64  

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对联合国和平行动航空服务采购情况的审计的报告65  

项目 139 

人力资源管理 

秘书长的报告：秘书处的组成：工作人员情况统计66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67  

秘书长关于秘书处工作人员从一般事务职类转为专业职类的提议的报告68  

_______________ 

60 A/78/7/Add.46。 

61 A/78/602。 

62 A/78/762。 

63 A/78/679。 

64 A/78/805。 

65 A/78/767。 

66 A/78/569。 

67 A/78/745。 

68 A/78/569/Add.1。 

https://undocs.org/ch/A/78/7/Add.46
https://undocs.org/ch/A/78/602
https://undocs.org/ch/A/78/762
https://undocs.org/ch/A/78/679
https://undocs.org/ch/A/78/805
https://undocs.org/ch/A/78/767
https://undocs.org/ch/A/78/569
https://undocs.org/ch/A/78/745
https://undocs.org/ch/A/78/569/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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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69  

秘书长关于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秘书长处理纪律事项和可能犯罪行为案件的

做法的报告70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71  

秘书长关于监测工作人员出勤情况的说明72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73  

 项目 141 

 联合检查组 

秘书长的说明，提请注意联合检查组题为“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精神卫生和健康政策和做法审

查”的报告(JIU/REP/202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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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各组织精神卫生和健康政策和做法审查”的报告的评论意见75  

D 

 2024 年 6 月 28 日，大会第 95 次全体会议根据第五委员会的建议，76 决定将下列文件推迟到

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主要会期审议： 

项目 134 

2024年方案预算 

2024年方案预算第 1款(通盘决策、领导和协调)和第 29B款(业务支助部)的订正估计数 

秘书长的报告：2024年拟议方案预算第 1款(通盘决策、领导和协调)和第 29B款(业务支助部)

的订正估计数77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78  

_______________ 

69 A/78/745/Add.1。 

70 A/78/603和 A/78/603/Corr.1。 

71 A/78/756。 

72 A/78/604。 

73 A/78/759。 

74 A/78/695。 

75 A/78/695/Add.1。 

76 A/78/664/Add.2，第 5 段。 

77 A/78/753。 

78 A/78/7/Add.46。 

https://undocs.org/ch/JIU/REP/2023/4
https://undocs.org/ch/A/78/745/Add.1
https://undocs.org/ch/A/78/603
https://undocs.org/ch/A/78/603/Corr.1
https://undocs.org/ch/A/78/756
https://undocs.org/ch/A/78/604
https://undocs.org/ch/A/78/759
https://undocs.org/ch/A/78/695
https://undocs.org/ch/A/78/695/Add.1
https://undocs.org/ch/A/78/664/Add.2
https://undocs.org/ch/A/78/753
https://undocs.org/ch/A/78/7/Add.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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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下列已分配给第二委员会的项目和分项也由大会全体会议在第七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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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 

18. 可持续发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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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减少灾害风险； 

(i) 防治沙尘暴。 

23. 农业发展、粮食安全和营养： 

(a) 农业发展、粮食安全和营养。 

2. 下列已分配给第三委员会的项目和分项也由大会全体会议在第七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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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社会发展： 

(b) 社会发展，包括与世界社会状况以及与青年、老龄、残疾人和家庭有关的问题。 

25. 提高妇女地位。 

3. 下列已分配给第三委员会的项目也由大会全体会议在第七十八届会议续会期间在标题 D(促进人权)下直

接审议：b 

68. 土著人民权利。 

4. 下列已分配给第三委员会的项目也由大会全体会议在第七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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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108.  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 

 
a 按照与本组织优先事项对应的标题编排。 

b 见本卷第四.B 节第 78/504 B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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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决议号数 标    题 项目 全体会议 通过日期 页次 

78/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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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187 

78/250. 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经费的筹措     

 决议 B 155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188 

78/259. 南方科学、技术和创新国际日 13 第 52 次 2024 年 1 月 9 日 3 

78/260. 2027 年：可持续和具有复原力的旅游业国际年 18 第 57 次 2024 年 2 月 26 日 4 

78/261. 题为“第二次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社会问题世

界峰会” 

24(b) 第 57 次 2024 年 2 月 26 日 6 

78/262.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执行进展情况和国际支持 65(a) 第 57 次 2024 年 2 月 26 日 7 

78/263. 在非洲通过可持续发展促进持久和平 65(b) 第 57 次 2024 年 2 月 26 日 18 

78/264. 打击伊斯兰恐惧症的措施 14 第 62 次 2024 年 3 月 15 日 26 

78/265. 抓住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机遇，促

进可持续发展 

13 第 63 次 2024 年 3 月 21 日 28 

78/266. 国际和平与信任年，2025 14 第 63 次 2024 年 3 月 21 日 34 

78/267. 预防和打击一切形式跨国有组织犯罪国际日 107 第 63 次 2024 年 3 月 21 日 37 

78/268. 国际游玩日 14 第 64 次 2024 年 3 月 25 日 38 

78/269. 由大会主席召集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的范

围、 方式、形式和安排 

125 第 64 次 2024 年 3 月 25 日 40 

78/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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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第 65 次 2024 年 4 月 3 日 44 

78/271. 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进一步安排 17 第 69 次 2024 年 4 月 11 日 47 

78/27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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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 

75(c) 第 73 次 2024 年 4 月 24 日 49 

78/273. 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失踪人员问题独立机构有关的订

正估计数 

134 第 73 次 2024 年 4 月 24 日 191 

78/274. 与 2024 年方案预算第 3 款(政治事务)和第 36 款(工作人员薪金

税)有关的订正估计数：特别政治任务-专题群组三：区域办事

处、支助政治进程办事处和其他政治任务-联合国苏丹过渡时

期综合援助团 

134 第 73 次 2024 年 4 月 24 日 192 

78/275. 《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修正案 139 第 73 次 2024 年 4 月 24 日 192 

78/276. 联合检查组 141 第 73 次 2024 年 4 月 24 日 194 

78/277. 贯彻落实《和平文化宣言》和《和平文化行动纲领》 14 第 77 次 2024 年 5 月 2 日 52 

78/278. 国际捻角山羊日 13 第 77 次 2024 年 5 月 2 日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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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79. 2026 国际女农民年 23(a) 第 77 次 2024 年 5 月 2 日 59 

78/280. 全球卫生与外交政策：应对外交政策领域中的全球卫生挑战 125 第 77 次 2024 年 5 月 2 日 62 

78/281. 世界足球日 11 第 80 次 2024 年 5 月 7 日 72 

78/282. 1995 年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罪国际反思和纪念日 14 第 82 次 2024 年 5 月 23 日 74 

7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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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第 85 次 2024 年 6 月 4 日 76 

78/284. 中亚同心协力有效处理和应对毒品相关挑战 64 第 85 次 2024 年 6 月 4 日 78 

78/285. 审查大会关于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第 75/290 A 号决议和

关于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和全球一级后续落实和评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5/290 B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13 和 117 第 88 次 2024 年 6 月 7 日 82 

78/286. 文明对话国际日 14 第 88 次 2024 年 6 月 7 日 83 

78/287. 2025 年国际量子科技年 18 第 88 次 2024 年 6 月 7 日 86 

78/288. 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二十五周年 25 第 88 次 2024 年 6 月 7 日 87 

78/289. 2025 国际合作社年 13 第 91 次 2024 年 6 月 19 日 89 

78/290. 加强全球道路安全 12 第 92 次 2024 年 6 月 24 日 90 

78/291. 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查 51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184 

78/292. 借调现役军警人员 139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196 

78/293. 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 146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197 

78/294. 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经费的筹措 146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199 

78/295. 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经费的筹措 146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200 

78/296. 已结束的维持和平特派团 146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202 

78/297. 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经费的筹措 147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202 

78/298.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经费的筹措 148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205 

78/299.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经费的筹措 149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209 

78/300.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经费的筹措 150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210 

78/301.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151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213 

78/302.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153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216 

78/303. 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154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219 

78/304. 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经费的筹措 156(a)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220 

78/305.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的筹措 156(b)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222 

78/306.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157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226 

78/307.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158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230 

78/308. 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经费的筹措 159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233 

78/309. 安全理事会第 1863(2009)号决议引起的活动经费的筹措 160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234 

78/310. 世界公平比赛日 11 第 97 次 2024 年 7 月 1 日 95 

78/311. 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的国际合作 13 第 97 次 2024 年 7 月 1 日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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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12. 世界斯瓦希里语日 124 第 97 次 2024 年 7 月 1 日 100 

78/313. 世界连体双胞胎日 125 第 97 次 2024 年 7 月 1 日 101 

78/314. 联合国防治沙尘暴十年(2025-2034 年) 18(i) 第 98 次 2024 年 7 月 10 日 103 

78/315. 第三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的进一步安排 20(b) 第 98 次 2024 年 7 月 10 日 105 

78/316. 乌克兰核设施、包括扎波里日亚核电站的安全和安保 62 第 99 次 2024 年 7 月 11 日 105 

78/317. 安提瓜和巴布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议程：实现韧性繁荣的新

宣言 

18(b) 第 100 次 2024 年 7 月 16 日 108 

78/318. 题为“第二次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社会问题世

界峰会”的方式 

24(b) 第 101 次 2024 年 7 月 16 日 125 

78/319. 关于应对海平面上升构成的生存威胁的高级别全体会议的范

围、方式、形式和安排 

13 和 117 第 102 次 2024 年 8 月 1 日 128 

78/320. 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包括在包括旱地在内的退化土地上植

树造林和重新造林，有效应对环境挑战 

18 第 103 次 2024 年 8 月 13 日 131 

78/321. 2025-2034 年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 18 第 103 次 2024 年 8 月 13 日 134 

78/322. 多维脆弱性指数 18(b) 第 103 次 2024 年 8 月 13 日 136 

78/323. 非洲裔妇女和女童国际日 69 第 103 次 2024 年 8 月 13 日 140 

78/324. 审议老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题为“关于找出在保护老

年人人权方面可能存在的差距并确定如何最好地解决这些差

距的建议”的第 14/1 号决定 

119 第 103 次 2024 年 8 月 13 日 142 

78/325. 联合国运动会 11 第 107 次 2024 年 9 月 6 日 143 

78/326. 世界农村发展日 13 第 107 次 2024 年 9 月 6 日 144 

78/327. 2026 年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 即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

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的联合国水事会议的方式 

18 第 107 次 2024 年 9 月 6 日 146 

78/328. 促进土著人民代表和机构参与相关联合国机构关于影响其自

身问题的会议 

68 第 107 次 2024 年 9 月 6 日 167 

78/329. 每两年审议一次题为“消除以单方面治外强制性经济措施作

为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手段”的议程项目 

122 第 107 次 2024 年 9 月 6 日 168 

78/330. 使用多种语文 124 第 107 次 2024 年 9 月 6 日 168 

78/331. 联合国就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采取的行动 128 第 108 次 2024 年 9 月 6 日 179 

决定 

决定号数 标    题 项目 全体会议 通过日期 页次 

78/409. 选举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成员     

 决定 B 114(a) 第 53 次 2024 年 1 月 16 日 239 

78/412. 延长对主管安全和安保事务副秘书长的任命 115 第 63 次 2024 年 3 月 21 日 239 

78/413. 任命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十年方案框架理事会成员     

 决定 A 115(g) 第 63 次 2024 年 3 月 21 日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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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 B 115(g) 第 63 次 

第 65 次 

第 103 次 

2024 年 3 月 21 日 

2024 年 4 月 3 日 

2024 年 8 月 13 日 

240 

78/414. 选举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 113(a) 第 86 次 2024 年 6 月 6 日 241 

78/415. 选举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主席 4 第 87 次 2024 年 6 月 6 日 241 

78/416. 选举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副主席 6 第 87 次 2024 年 6 月 6 日 241 

78/417. 选举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主任 114(d) 第 88 次 2024 年 6 月 7 日 241 

78/418. 选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 113(b) 第 88 次 2024 年 6 月 7 日 242 

78/419. 选举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各主要委员会主席 5 第 88 次 2024 年 6 月 7 日 243 

78/504. 通过议程和分配议程项目     

 决定 B 7 第 55 次 

第 57 次 

第 63 次 

第 69 次 

第 73 次 

第 77 次 

第 88 次 

第 98 次 

第 103 次

第 107 次 

2024 年 2 月 7 日

2024 年 2 月 26 日

2024 年 3 月 21 日

2024 年 4 月 11 日

2024 年 4 月 24 日

2024 年 5 月 2 日

2024 年 6 月 7 日

2024 年 7 月 10 日

2024 年 8 月 13 日

2024 年 9 月 6 日 

243 

78/528. 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参加第三

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 

    

 决定 B 20(b) 第 55 次 2024 年 2 月 7 日 245 

 决定 C 20(b) 第 77 次 2024 年 5 月 2 日 247 

 决定 D 20(b) 第 107 次 2024 年 9 月 6 日 249 

78/542. 推迟到以后审议的问题     

 决定 B 132 第 53 次 2024 年 1 月 16 日 314 

 决定 C 132 第 73 次 2024 年 4 月 24 日 314 

 决定 D 132 第 95 次 2024 年 6 月 28 日 316 

78/544. 关于应对海平面上升构成的生存威胁的高级别全体会议 13 和 117 第 53 次 2024 年 1 月 16 日 253 

78/545.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决定 A 110 第 54 次 2024 年 2 月 7 日 253 

 决定 B 110 第 55 次 2024 年 2 月 7 日 254 

78/546. 授权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主持避免、最大限度减少和

处理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的圣地亚哥网络秘书

处的工作 

18(c) 第 55 次 2024 年 2 月 7 日 254 

78/547. 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大会纪念会议 69 第 63 次 2024 年 3 月 21 日 254 

78/548. 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大会纪念

会议 

118 第 64 次 2024 年 3 月 25 日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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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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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第 73 次 2024 年 4 月 24 日 255 

78/550. 推迟举行第三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和第三次联

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 

20(b) 第 80 次 2024 年 5 月 7 日 255 

78/551. 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参加第四

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 

17 第 90 次 2024 年 6 月 13 日 255 

78/552. 通过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平、更加美好的世

界 

11 第 93 次 2024 年 6 月 25 日 257 

78/553. 秘书长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十二条第二项提出通知 112 第 93 次 2024 年 6 月 25 日 257 

78/554.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26 第 94 次 2024 年 6 月 25 日 257 

78/555. 确定未来峰会的发言名单 122 第 98 次 2024 年 7 月 10 日 258 

78/556. 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参加高级

别未来峰会 

122 第 99 次 2024 年 7 月 11 日 260 

78/557. 认可政府间组织参加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 17 第 101 次 2024 年 7 月 16 日 302 

78/558. 加强应对海平面上升的行动 13 和 117 第 102 次 2024 年 8 月 1 日 302 

78/559. 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参加抗微

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 

125 第 102 次 2024 年 8 月 1 日 303 

78/560.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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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 

75 (c) 第 103 次 2024 年 8 月 13 日 310 

7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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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第 104 次 2024 年 8 月 27 日 310 

78/562. 纪念和宣传禁止核试验国际日高级别会议 99 第 105 次 2024 年 9 月 4 日 311 

78/563. 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参加关于

应对海平面上升构成的生存威胁的高级别全体会议 

13 和 117 第 107 次 2024 年 9 月 6 日 311 

78/564. 未来峰会开幕部分的发言者     

 决定 A 122 第 107 次 2024 年 9 月 6 日 312 

 决定 B 122 第 107 次 2024 年 9 月 6 日 312 

78/565. 加强调解在和平解决争端、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 31 (b) 第 108 次 2024 年 9 月 6 日 313 

78/566. 科摩罗马约特岛问题 37 第 108 次 2024 年 9 月 6 日 313 

78/567. 中亚和平、信任与合作区 64 第 108 次 2024 年 9 月 6 日 313 

7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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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第 108 次 2024 年 9 月 6 日 313 

78/569. 执行联合国决议 119 第 108 次 2024 年 9 月 6 日 313 

78/570. 联合国东帝汶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152 第 108 次 2024 年 9 月 6 日 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