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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专题相关决议实施进展情况概要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本增编文件概要介绍经社会扶贫专题相关决议实施工作的最新进展，即，关于开展

区域一级信息和通信技术合作促进发展的 2001 年 4 月 25 日第 57/4 号决议，振兴联合国

亚太经社会太平洋业务中心的 2004 年 4 月 28 日第 60/6 号决议，太平洋城市议程的 2004

年 4 月 28 日第 60/7 号决议，亚洲及太平洋二类作物开发扶贫中心的 2005 年 5 月 18 日

第 61/5 号决议，《亚洲及太平洋走向一个包容、无障碍和以权利为本的残疾人社会琵琶

湖千年框架》实施中期审评的 2005 年 5 月 18 日第 61/8 号决议，关于第四次世界妇女大

会以及全面实施《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第二十三届联大成果的后续行动的 2005

年 5 月 18 日第 61/10 号决议。请委员会审评所取得的进展并对加强这些决议的切实实施

工作进一步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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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本文件是扶贫委员会报告(E/ESCAP/1364)的增编，简要介绍扶贫专题下 6 个决

议实施情况最新进展。 

2. 请委员会审评所取得的进展并对加强切实有效实施这些决议提出意见和进一

步指导。 

一、第 57/4 号决议，在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促进发展方面开展区域合作 

3. 第 57/4 号决议要求执行秘书，除其他事项外，加强官方统计信息网络联系并

分享和交流官方统计数据。为响应这一要求，亚太经社会成为全球性衡量信通技术促进

发展伙伴关系的成员之一。秘书处调查导致创建了一个关于本区域信通技术统计的超级

信息数据库，为筹备信通技术统计以及衡量信息社会的三份出版物提供反馈和投入：

“ 核心信通技术指标” 、“ 衡量信通技术：全球信通技术指标状况” 以及“ 信息社会衡量

指南” ，它们属于经合发组织信息社会指标工作组，并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第二阶段会

议期间发起。秘书处还着手主办一个关于信通技术统计的区域性互联网网址，

http://www.unescap.org/stat/ict/。 

二、第 60/6 号决议，振兴联合国亚太经社会 
太平洋业务中心 

4. 在 2004 年 4 月 28 日第 60/6 号决议中，经社会欢迎执行秘书决定设立“ 次级

方案 3，太平洋发展中岛国和领土的发展” 。该次级方案的实施工作已于 2006 年 1 月 1

日开始，由太平洋业务中心负责。预计这一次级方案将有助于太平洋次区域开展政策与

管理能力建设。为实现这一目标，太平洋业务中心计划 2006-2007 年两年期的重点为：

a) 加强国家在实现国际商定发展目标方面的决策和管理能力；b) 协助实施毛里求斯国

际会议成果；c) 协助太平洋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领土根据太平洋城市议程制订城市与乡村

综合规划。 

5. 在第 60/6 号决议中，经社会要求执行秘书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动员所需资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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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业务中心从瓦努阿图搬迁到斐济。实际搬迁日期起初未定，取决于圆满结束关于

总部协定的规定和条件的谈判、并由联合国以及斐济签字。关于总部协定的条款的谈判

在 2004 年和 2005 年展开。接近 2005 年底时，鉴于谈判大部分工作已经结束，而且搬

迁工作不再拖延的要求更为急迫以便从 2006 年开始实施新的次级方案 3，在预计将在合

理时间范围内达成《协定》的情况下，采取了具体步骤筹备业务中心搬迁工作。 

6. 2005 年 11 月底，维拉港办事处关闭，专业人员另行分配到斐济。2005 年 12

月 1 日，太平洋业务中心利用临时设施在苏瓦开始工作。招聘长期当地人员的工作已开

始，与此同时一名短期工作人员已立即录用，以协助设立办事处。之后，已确定合适的

常驻办事处用房并聘用建筑师设计室内隔断。预计办事处将于 2006 年 4 月底或 5 月初

搬入常驻办公地点，届时中心希望与东道国政府一起举办正式启用仪式。 

7. 截至本文件编写时，《总部协定》仍有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太平

洋业务中心及其工作人员根据 1946 年《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的规定在斐济工作，

斐济政府是该公约的成员国。只要双方继续抱有诚意致力于圆满解决剩余问题，亚太经

社会满怀希望，为所有相关各方利益考虑这一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从而使该办事处得

以集中精力成功实施该次级工作方案的实质性内容。 

8. 在本决议中，经社会要求执行秘书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动员资源以便在

2006-2007 年两年期加强该中心的专业工作人员。新设一名 P4 级别经济事务官员已得到

联合国 2006-2007 年两年期方案预算批准，这一员额的招聘工作已经开始。 

三、第 60/7 号决议，太平洋城市议程 

9. 太平洋业务中心实施 2004 年 4 月 28 日第 60/7 号决议，“ 太平洋城市议程” 的

各项活动一直旨在根据包括斐济、马绍尔群岛和瓦努阿图在内的太平洋岛国的要求提高

成员国处理城市贫困的能力，同时努力加强区域协作。 

10. 太平洋城市议程 2004 年 6 月经太平洋岛屿论坛经济部长会议核准之后，2005

年又得到太平洋领导人核准并作为优先实施领域纳入“ 太平洋加强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计

划” 。一些次区域机构、联合国机构和捐助方已响应着手处理议程中查明的各种问题的

要求，并把议程作为指导项目工作的总体框架。 

11. 2004 年 12 月在苏瓦举行地方政府区域研讨会之后，太平洋业务中心与英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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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论坛(地方政府论坛)举行了磋商，进而帮助论坛的技术咨询小组于 2005 年开展

“ 太平洋地区推动善政并提高能力以便更好提供地方政府服务区域项目” 。太平洋城市

议程是该区域项目的组成部分之一，并涉及太平洋业务中心与地方政府论坛在项目活动

期间(2005-2010 年)协调开展实施工作。 

12. 太平洋业务中心已计划在 2006 年上半年与太平洋岛屿论坛和其他区域性机构

和捐助方进一步磋商，以便针对具体太平洋岛国城市发展与地方管理方案开展协作，同

时筹备 2007 年上半年将举行的第二期次区域城市发展讲习班，从而响应太平洋岛国论

坛秘书处的“ 太平洋计划” 的呼吁，审评太平洋城市议程中列举优先项目的实施进展。 

13. 2004/2005 年两年期已编制了太平洋城市管理与扶贫项目简介并与一些捐助方

开展讨论。该文件经过修订以反映出上述次区域各项举措并已提交寻求资金。项目的主

要目的在于协助太平洋岛屿发展中国家制订共同行动计划，以便管理太平洋岛国从以农

村为主转向城市社会的过渡工作，并确保切实开展区域协调与协作。定于 2006-2007 年

两年期开展的项目实施活动包括提供技术协助并举办国家级讲习班以提高规划与决策

能力(尤其是城市穷人的住房政策)。 

四、第 61/5 号决议，亚洲及太平洋 
二类作物开发扶贫中心 

14. 在 2004 年 4 月 28 日第 61/5 号决议中，经社会要求执行秘书在亚太经社会

2006-2007 年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草案范围内为该中心寻求包括员额在内的经常预算资

源，为此秘书处向联大请求设立 1 个 P5 级别的经常预算员额。2005 年 12 月，大会批

准设立该员额，秘书处将把它交给该中心使用。 

15. 在决议中，经社会还要求执行秘书寻求更多的资源。为此，执行秘书和二类

作物中心主任访问了亚太经社会成员国。结果，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扩大了其 2005 年对

该中心的捐助，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保证将恢复捐助，而另一些国家则承诺提供捐助。

然而，为使该中心保持良好财务状况，仍然需要数目庞大的更多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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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 61/8 号决议，《为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缔造一个 
包容、无障碍和以权利为本的社会琵琶湖 

千年行动框架》执行情况期中审评 1 

16. 在 2004 年 4 月 18 日第 61/8 号决议中，经社会要求执行秘书向本区域各国政

府提供技术支助，以便在 2007 年期中审评之前继续监测《琵琶湖千年框架》执行情况。

对此，秘书处与世界卫生组织及澳大利亚统计局协作实施了一项改善残疾衡量的项目。

根据新的国际功能、残疾与健康分类制定了数据收集工具并投入试用，还编写了残疾统

计的培训教材。该项目为国家统计部门参加者汇集了一套关于残疾衡量的技能并促进制

订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收集残疾数据。还将通过各种调查以及 2010 年一轮人口与住房

普查收集有关残疾人人口特征和生活状况的国际可比资料。 

六、第 61/10 号决议，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续行动 
以及全面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 

和第 23 届特别联大的成果 2 

17. 在 2005 年 5 月 18 日第 61/10 号决议中，经社会呼吁所有成员和准成员加强和

改进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对按性别分类的数据和性别统计资料的收集、处理和

分析，以有效评价成就和差距。还要求执行秘书将性别评估纳入所有方案的主流，将其

作为援助成员国，使它们能够让妇女参与经济、社会、政治决策的一种手段。作为主导

机构，亚太经社会为 2006-2007 年区域间发展账户项目，“ 为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以

事实为依据的社会政策，改进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数据，” 落实了资金。在发展中

国家，非正规部门雇用了数目庞大的妇女。但其规模，就业条件、社会保障和对经济的

贡献人们却大体上不为人所知。该项目旨在培养衡量和理解非正规部门的能力并支持对

性别、增权和贫困问题之间固有的联系进行评估。这又反过来强化了相关领域的知情决

策。 

                                                 
1  还见关于琵琶湖千年框架的 2003 年 9 月 4 日经社会第 59/3 号决议。 
2  还见关于同一主题的 2001 年 4 月 25 日经社会第 57/3 号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