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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说明 

1. 会议开幕 

大韩民国政府一位要员将宣布会议开幕。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将向会议致词。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会议将选出一名主席、数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 

3. 通过议程 

会议将在经过必要修订后，通过临时议程。 

4. 审评《亚洲及太平洋发展基础设施新德里行动计划》区域行动方案第二阶段

(2002-2006 年)实施情况 

项目 4 将包括审评《亚洲及太平洋发展基础设施新德里行动计划》区域行动方案第

二阶段(2002-2006 年)实施情况。 

5. 运输领域新出现的问题 

(a) 亚洲运输部门发展前景 

过去十年，亚太区域许多国家都在产出、贸易和投资方面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

长。在这一增长背后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是运输部门的迅速改善。然而，随着增长的持续，

需要进一步扩大能力并改善运输服务，满足需求并扩大覆盖面以包括内陆地区。 

在本议程项目之下编写的文件提出了在这一飞速变化和极具竞争力的全球化时

代亚洲的运输“前景”以及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挑战。本文件还提出建议，设立诸如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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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仓库和内陆港的多式联运设施，以作为国际一体化多式联运系统的增长中心，还

提出了通过基础设施开发、融资、便利化和物流来提高运输能力和效率的其它方式。文

件最后提议设立一个亚洲运输部长会议，为推动运输部门区域合作定期举行会议并及时

提供政策指导。 

(b) 为在亚洲实现国际一体化多式联运系统开展基础设施发展区域合作 

文件审议了各成员国与秘书处在建立区域运输网络，特别是亚洲公路网络和泛

亚铁路网方面所取得进展，这些网络是朝向实现亚洲一体化多式联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一系统将与港口和海上运输相连接。 

文件还讨论了多式联运界面作为生产网络潜在中心点的特点与经济收益，而且

在这里可以推动与海港相同的经济活动。为满足 2015 年之前本区域预计交通量增长的

情形，本文件还提出了运输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估计数字。 

文件提出了在基础设施开发方面的主要合作领域，以期实现本区域的运输前景。 

(c) 通过综合性便利化措施实现货物和人员顺畅流动 

随着公路网和铁路网的开发，亚太经社会区域各国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有必要

消除货物和人员顺利流动方面的障碍。要实现有效国际运输，就必须通过双边、次区域

和国际协定以及明确的国家政策和法律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文件概述了国际运输便利化所需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制订或加强国家协调机

制，改进国际便利化安排和采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和便利化工具以对国际运输线路作

出评估和分析。文件阐述了解决便利化问题的一种综合办法，以实现跨区域的货物和人

员通畅流动，并提出建议供会议审议。 

(d) 为运输物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物流方面的主要趋势为：(a) 全球化的生产与分销；(b) 信息技术发展；(c) 专

业物流服务供应商的出现和(d) 物流中心的设立。 

许多因素促成了物流服务的发展和强化。其中包括由各国政府创造的有利环境

和由公营和私营部门行业从事的日常业务。 

本文件探讨了将内地和海港附近物流服务分组、进一步了解物流趋势和行业需

求的必要性、加强多式联运公司与物流服务供应商的能力，以及设立适当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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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还审查了在提出建设性反馈和技能开发方面行业所发挥的作用。 

(e) 运输基础设施筹资与公私营伙伴关系 

最近的研究报告指出目前用于运输部门基础设施开发的资金尚未达到投资要求

的数额。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经成功地采取措施，通过诸如直接收费、设立专款、开发资

本和债券市场渠道，设立投资促进基金和公私营伙伴关系等机制，动员更多资金。本文

件审议了从这些来源获取资金的区域经验。 

考虑到公私营伙伴关系在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及其可能作出的贡献，本文件还

审议了各种趋势并审查了扩大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和运营的一些主要障碍，并概要提

出了各国政府为解决公私营伙伴关系中主要问题而需采取的举措。 

最后，文件提出了秘书处可以通过预算外机制与成员国进一步开发资源的各个

领域。 

(f) 运输与《千年发展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是世界各国领导人在 2000 年 9 月的千年峰会上商定的一项联

合国议程，其意图是扶贫和改善生活。文件讨论了运输发展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

面的作用，并提出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各级的可能行动方案供审议。 

6.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道路安全和“改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道路安全部长宣言草案” 

题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道路安全”的文件说明并分析了：(a) 亚太经社会区域

道路安全状况，以及(b) 国家和区域在改善局势中的工作经历。文件概述了亚太经社会

成员国的道路安全任务、趋势和共同问题，并说明了从国家和区域活动中吸取的一些教

训。 

根据 2005 年 12 月 1 日关于改进全球道路安全的联大决议，本文件还为关于改进亚

洲和太平洋地区道路安全计划签定的部长宣言进行讨论，提供了基本背景资料。政府高

级官员预备会议将审议部长宣言草案，并提交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 

7. 运输问题部长宣言草案(含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2007-2011 年)) 

根据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编写的初稿，高级政府官员

会议将制订运输问题部长宣言草案，并提交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宣言将重申亚太经社

会成员和准成员通过运输部门的措施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承诺。宣言还将既有效率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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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效地实施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2007-2011 年)提供框架。 

8. 其它事项 

在这一议程项目下，会议可审议其它事项。 

9. 通过会议报告 

会议将审议并通过报告，报告将随后提交部长级会议予以认可。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