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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至 19日在

曼谷和线上举行。本报告所述期间为 2022年 5月 28日至 2023年 5月 19 日，并载有

经社会得出的结论。会议记录另文记载(ESCAP/79/26)。 

第一章 

 

需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的事项 

 

2. 经社会第七十九届会议通过了 10项决议和 12项决定，现转载如下。提请经社

理事会注意这些决议。 

A． 经社会第七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决议 

第 79/1号决议 

亚洲及太平洋加快气候行动促进可持续发展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大会 2015 年 9 月 25 日第 70/1 号决议，其中大会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 

又回顾大会 2022 年 12 月 14 日关于为人类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第 77/165

号决议，其中大会回顾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
  和《巴黎协定》，

2
  肯定

它们是谈判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对策的主要国际政府间论坛，表示决心果断应对气

候变化和环境退化构成的威胁，认识到由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质，需要尽可能广泛开

展国际合作，以加快步伐，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并关

切地注意到，缔约方承诺减缓的总体成效，尤其是它们酌情作出的国家自主贡献，与

全部排放路径相比仍有巨大差距，大会还回顾根据《巴黎协定》第二条第二款，《协

定》的执行将按照不同的国情体现公平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

其中大会敦促会员国采取顾及气候和环境的做法努力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

疫情中恢复，以便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的复苏，加快向低排放、气候适应性

强、包容各方和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过渡， 

还回顾其 2022 年 5月 27日题为“纪念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立七十

五周年曼谷宣言：推进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议程”的 78/1号决议， 其中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和准成员重申致力于推动亚洲及太平洋的可持续

发展，并回顾 2016年 5月 19日关于促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以应对亚太区域气候变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2
 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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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挑战的第 72/8 号决议，以及 2020 年 5 月 21 日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加强合作推动养

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第 76/1号决议， 

回顾《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3
  及其在 2030年前采取紧急行动

制止并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使命，还回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环境大会 2022

年 3 月 2 日关于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第 5/5 号决议，
4
  其中环

境大会认识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可极大促进气候行动， 

还回顾大会 2022 年 12 月 14 日关于以推广零废物举措推进《2030 年议程》的

第 77/161 号决议，特别是第 7 段，并认识到必须提高对国家、国家以下各级和地方

举措的认识，以促进气候行动，包括通过创新的气候适应型废物管理举措，以此作为

推进《2030年议程》的一种手段， 

重申我们致力于促进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加强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维护国

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推动亚洲及太平洋的可持续发展， 

又重申其第 78/1号决议，其中承诺要保护我们的地球，指出如果不采取更加坚

决的行动，我们将更容易受到共同环境所面临的多重挑战的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以及各种自然灾害，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确认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对于享有人权

以及促进所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都很重要，指出人处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

有权与自然和谐相处，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还指出人类的福祉有赖于大自然

的健康，因此也有赖于我们可持续地利用、恢复和保护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回顾《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并就此注意到必须立即遏制温室气体排放，

根据现有的最佳科学知识，对气候变化的紧迫威胁作出有效和渐进的应对，并根据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形态等实现更平衡的增长，指

出我们还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加强国际合作，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

减少空气、海洋和淡水污染，减轻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并制止全球生物多样性的

下降， 

重申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是迫在眉睫的全球优先事项， 

重申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挑战之一，已经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多重不

利影响，强调迫切需要在自愿和相互商定的条件下扩大行动和支持，包括资金、能力

建设和技术转让，以加强复原力和减轻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同时考虑到发展

中国家的优先事项和需要， 

认识到根据国情以清洁、可持续、负担得起、可靠、公正、包容、公平和安全

的方式向使用和保护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过渡，将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和确保能源

安全， 

重申各国对其能源资源的主权权利以及为能源生产和使用制定适当政策的权

利，并认识到执行《2030年议程》应充分造福今世后代的所有人， 

 
3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15/4 号决定，附件。 

4
 UNEP/EA.5/Re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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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更好地利用国际融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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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缓解和适应工作至关重要，又认识到在这方面持续做出的努

力， 

还认识到有必要通过酌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促进提高能效，

加快转型和适当获取，以在公共交通中采用清洁能源技术和电动交通，实现可持续、

低排放和节能的交通方式，以及在交通运输中使用可再生能源，同时考虑到各国的优

先事项和国情，并进一步认识到有必要加强区域供应链的互联互通和多样化， 

重申国际贸易是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动力，有助于促进可持续发

展， 

又重申在《2030年议程》中作出的加强国内资源调动的承诺，包括通过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国际支持，以便从多种来源为它们调动更多财政资源，并重申全面执行《第

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5
  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至关重要， 

认识到迫切需要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广泛背景下，以综合和协同的方式应

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全球危机，并认识到保护、养护、恢

复和可持续利用自然和生态系统对于采取有效和可持续的气候行动至关重要， 

表示注意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所载 2023 年《综合报

告》中公布的调查结果， 

还注意到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加快气候行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专题研究摘要，
6
  

其中讨论了全球气候议程，并广泛侧重于经济、社会和环境惠益， 

1. 敦促其所有成员和准成员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2. 鼓励其所有成员和准成员加强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以加快亚洲及太平洋

的气候行动，促进所有成员和准成员的可持续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措施

包括： 

(a) 促进信息共享、政策对话和技术援助与合作，以制定支持落实国家自主贡

献以及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的政策； 

(b) 促进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清洁能源技术的研究，以及此类技术的

开发、部署、商业化、可用性、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并加强国际合作，以促进清洁能

源研究和技术的获取，包括可再生能源、能效、氢、能源储存，碳的捕获、利用和储

存，具有碳捕获和储存功能的生物能源，先进而清洁的化石燃料技术，如避免、减少

和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以及为所有人提供负担得起、可靠、可持续和现代能源

的改善基础设施，以及作为本区域能源转型一部分的先进能源效率系统； 

(c) 促进区域电力系统互联互通，以增强气候适应能力和可持续性； 

 
5
 大会第 69/313 号决议，附件。 

6
 ESCAP/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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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促进低排放的运输、清洁能源技术和物流； 

(e) 促进符合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路径的可持续社会经济政策

和投资； 

(f) 采取政府全方位参与办法，加强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统计数据的收集和使

用； 

(g) 促进实施和加强全民预警系统，以此作为本区域的主要适应战略； 

3. 请执行秘书： 

(a) 继续支持各成员和准成员加强合作努力，以期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

化及其影响，包括酌情推动各国政府、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伙伴关系，

以促进自愿信息共享、政策对话以及技术援助与合作，促进气候适应型和环境可持续

的发展； 

(b) 促进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包括支持在可持

续、低排放和高能效的交通运输模式方面开展区域合作，并酌情就气候适应型发展政

策提供区域评估、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 

(c) 酌情鼓励并协同相关联合国机构和专门机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非

政府组织，根据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现行任务规定，在其现有资源范围内，

开展成员和准成员的能力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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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在区域一级为所有国家建

立预警系统，并支持区域和次区域优先事项，以应对与气候有关的挑战； 

(d) 酌情在现有报告程序的背景下，继续向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提供关于秘

书处在执行 2020-2030年联合国秘书处气候行动计划方面所取得进展的信息； 

(e) 向经社会第八十一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 

2023 年 5月 19日 

第 9 次全体会议 

第 79/2号决议 

开展区域合作，加快亚洲及太平洋海洋的气候行动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重申大会 2015 年 9 月 25 日第 70/1 号决议，其中大会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 

回顾大会 2022 年 12 月 14日关于为人类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第 77/165号

决议，其中大会回顾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7
  和《巴黎协定》，

8
  肯定它

们是谈判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对策的主要国际政府间论坛，表示决心果断应对气候

 
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8
 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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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和环境退化构成的威胁，认识到由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质，需要尽可能广泛开展

国际合作，以加快步伐，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并关切

地注意到，缔约方承诺减缓的总体成效，尤其是他们酌情作出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全

部排放路径相比仍有巨大差距，大会还回顾根据《巴黎协定》第二条第二款，《协定》

的执行将按照不同的国情体现公平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其中

大会敦促会员国采取顾及气候和环境的做法努力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

中恢复，以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的复苏，并加快向低排放、气候适应性强、

包容各方和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过渡， 

又回顾大会 2017 年 7 月 6 日第 71/312 号决议和 2022 年 7 月 21 日第 76/296

号决议，其中大会核可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联合国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即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议通过的宣言，分别题为“我们的

海洋、我们的未来：行动呼吁”和“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责任”， 

还回顾其 2020 年 5月 21日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加强合作推动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第 76/1号决议， 

回顾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 年)及其使命，其中包括

生成和利用知识，以采取必要的变革性行动，到 2030 年及以后实现健康、安全、有

复原力的海洋，
9
  促进可持续发展， 并回顾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
10
  及其采取紧急行动到 2030年制止并逆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的使命， 

关切地注意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所载的结论，特别是第六次评估

报告和题为《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和《全球升温 1.5℃》的特别报告， 

承认低地沿海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尤为脆弱， 

1. 承认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 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加剧等挑战

影响到最贫困和最脆弱国家，并对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特别是阻碍了实现《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展； 

2. 又承认在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时，必须确保包括海洋和冰冻圈在内的

所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必须保护和养护生物多样性，并鼓励其成员和准成员考虑酌

情将基于海洋的行动纳入其国家气候目标； 

3. 还承认养护、恢复、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沿海资源的重要性，以及采

取基于生态系统的办法使海洋得以发挥最佳功能，包括调节全球气候的功能； 

4. 承认气候变化对海洋的健康、资源、可持续性、完整性和作为碳汇在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和建立气候变化抵御能力方面的效力产生了不利影响； 

5. 又承认气候变化是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的一个推动因素，旨

在养护、恢复、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沿海资源的努力大大有助于适应和减缓气候

变化，促进经济增长、粮食和营养安全，特别是在群岛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9
 见大会第 76/296 号决议，附件。 

10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15/4 号决定，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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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确认重振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促进

海洋行动和伙伴关系以加速气候行动方面的作用； 

7. 确认让海洋保持健康、多产，有可持续性、复原力，籍此恢复与自然界的

和谐，对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紧急

采取雄心勃勃的协调行动，加快执行工作，避免不当拖延，尽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4，以期加快气候行动； 

8. 鼓励其成员和准成员酌情与相关联合国机构和其他专门实体合作，加快

亚洲及太平洋的海洋行动，以期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3(气候行动)和目标 14(水

下生物)，并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世界大洋、海域及所有海洋和沿海资源，具体做法是： 

(a) 利用现有的国际和区域机构、论坛和平台，通过交流知识、经验和最佳做

法，在基于海洋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面，成员和准成员之间按照共同商定的条件促

进能力建设、创新和技术开发与转让； 

(b) 酌情定期收集数据和信息，以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 13 和 14 的执行进展

情况，促进系统思维和科学决策以及各级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重要性，以实现更加可持

续、包容和有韧性的基于海洋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c) 酌情加强联合合作、技术援助和资源调集，促进亚洲及太平洋以海洋为基

础、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海洋行动，以期突出海洋在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对气

候变化的抵御能力方面的作用； 

(d) 酌情促进相关的国际合作措施，支持并努力防止、减少和消除海洋环境中

的污染，因为这与减少和缓解气候风险有关； 

9. 请执行秘书： 

(a) 在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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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举行一次关于加快海洋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

对话，以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并举行对话，作为亚太海洋日的一部分； 

(b) 向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八十一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进展

情况。 

2023 年 5月 19日 

第 9 次全体会议 

第 79/3号决议 

支持亚洲及太平洋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支援最不发达国家多哈行动纲领》，
11
 

 
11
 大会第 76/258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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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顾《内陆发展中国家 2014-2024年十年维也纳行动纲领》，
12
  以及亚洲及

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2019年 5月 31日关于《维也纳行动纲领》欧亚区域中期审查

成果执行情况的第 75/1号决议， 

还回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
13
  以及经社会 2015

年 5月 29日关于其执行的第 71/4号决议， 

回顾大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关于第二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的后

续行动的第 77/246号决议，以及大会 2022年 12月 30日关于《萨摩亚途径》和《关

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的后续行动和

执行情况的第 77/245 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与各区域委员会协作，于 2023 年召开第

三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区域筹备会议，并于 2024 年召开第四次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问题国际会议， 

又回顾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
14
  并重申经社会致力于促进多边主义

和国际合作，加强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推动亚

洲及太平洋的可持续发展， 

认识到本区域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处境日益脆

弱，面临独特的挑战，并决心加快执行《多哈行动纲领》《维也纳行动纲领》和《萨摩

亚途径》，从而进一步加强这些国家的整体互联互通， 

重申每个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都面临具体挑战，最脆弱的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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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得到特别关注， 

着重指出南北、南南和三方合作对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至关重要，注意到南南合作和承诺不是南北合作的替代，而是补充，又注意

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伙伴显然需要作出更坚定的努力，加强对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

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强调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库的工作至关重要，它是最不发达国家加强科学、

技术和创新能力的协调中心，目的是按照《多哈行动纲领》的规定，建设可持续生产

能力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1. 鼓励每个最不发达国家政府按照《多哈行动纲领》的建议，就《支援最不

发达国家多哈行动纲领》制定雄心勃勃的国家执行战略，将《多哈行动纲领》的各项

规定纳入其国家政策和发展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 

2. 敦促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伙伴本

着共担责任和相互问责的精神，承诺为这些努力提供大量切实支持，特别是实现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疫后可持续和包容性复苏，建立抵御未来冲击的能力，

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通过促进可持续经济和数字化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

力，通过振兴和加强全球伙伴关系，发挥社会保护和教育的作用并解决不平等问题，

 
12
 大会第 69/137 号决议，附件二。 

13
 大会第 69/15 号决议，附件。 

14
 大会第 75/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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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铭记最不发达国家对其自身发展拥有自主权和领导权并承担首要责任，最不发达

国家应确定自己的国家优先重点，并制定和执行连贯一致的经济和发展政策与战略，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3. 鼓励最不发达国家受益于包括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库在内的所有相

关多边实体提供的服务和项目，并邀请成员国以及国际组织、基金会和私营部门向技

术库提供自愿财政和实物资源，以提高其能力和效力； 

4. 请执行秘书： 

(a) 继续协助亚洲及太平洋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开展能力建设和吸引投资，以实施相关行动计划并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 

(b) 继续分析这些组别的国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并提交一份载有分析

得出的主要结论和关键信息的报告，供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问题特别小组在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各届会议的部长级会议段期间

审议； 

(c) 利用现有资源，加强向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提供的区域援助方案，开展可持续互联互通和再造林举措，以减少对气候变化的脆

弱性； 

(d) 鼓励国际发展伙伴关注和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协助其收集和分析灾害风险数据，并在自愿基础上和以互相商定的条件转让

技术，并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增加减灾资金，以成功实施《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

险框架》《内陆发展中国家 2014-2024年十年维也纳行动纲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e) 向经社会第八十一届会议提交关于本决议执行进展情况的报告。 

2023 年 5月 19日 

第 9 次全体会议 

第 79/4号决议 

加快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创亚洲及太平洋更加美好的未来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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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顾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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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回顾其 2017 年 5 月 19 日第 73/1号、2019年 5月 31日第 75/2 号和 2022年

5月 27日第 78/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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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22年届会高级别会议段和在理事会主持下召开的 2022

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部长级宣言，
15
  部长和高级别代表在宣言中呼吁召开

第二次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将于 2023年 9月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工作

的中点举行，筹备这次会议标志着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阶段的开始， 

审议了第十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的报告及其增编，
16
 

对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有限表示关切，并认识到需要加大可持

续和包容性转型，以应对能源、气候、粮食、金融、数字事项、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经

济，以及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的全球挑战，从而实现本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愿望， 

指出必须加强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建立灵活、有活力的机构，投资于并拥

抱创新，以促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速度和规模达成必要的变革， 

又指出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包容、循证和前瞻性的自愿国别评估作为评估进展、

找出差距、提高认识和确保弱势群体不掉队的机制的核心作用，并鼓励秘书处继续提

供支持，包括酌情通过结对和提供方法和工具分享经验，并考虑到国家自主权原则， 

还指出可利用次区域一级为建设抗灾能力、减缓和适应气候、为灾害管理调动资

源和提供技术援助而采取的集体行动，作为实现全区域无缝和可持续互联互通的基石， 

赞赏地指出联合国发展系统在区域一级为支持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执行《2030

年议程》而开展的集体工作，包括提供执行手段，包括在自愿基础上以相互商定的条

件进行技术转让、财政支持和能力建设援助， 

1. 重申《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考虑到各国国情不同、能力有别和发

展水平不一，尊重各国的政策和优先事项的基础上，为推动亚洲及太平洋实现必要的

转型以应对本区域面临的各种主要挑战，包括粮食、能源和金融多重危机，提供了一

个蓝图，并承认促进加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伙伴关系以及扩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雄心的重要性； 

2. 确认区域和次区域、南北、南南和三方合作和行动在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包

容、有复原力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包括通过影响力大的举措和转型行动来增强

健康和福祉，提供社会保障，促进性别平等和公平，应对气候变化，支持更可持续的

城市发展和本区域的能源转型，并又确认需要在各级促进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

善治和法治； 

3. 指出必须扩大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包括酌情通过国家激励措

施支持实现这些目标和创新的公共和私营部门融资，并解决债务可持续性问题； 

4. 重申承诺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将以人为本，同时根据《2030 年议程》，

将所有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亚太区域的优先事项，并首先尽力帮助落在最后面的

人，包括为此根据国家政策和优先事项，投资于包容性国家社会保护和全民健康覆盖，

 
15
 E/HLS/2022/1。 

16
 ESCAP/RFSD/2023/6 和 ESCAP/RFSD/2023/6/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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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性别平等和公平，并加速向包容性和可持续经济过渡，包括通过减缓和适应气候

变化以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5. 又重申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对于享有人权和实现所有方面的可持

续发展十分重要，决心加强环境保护方面的区域合作，包括气候行动、空气质量、生

态系统、森林和海洋保护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 

6. 请执行秘书： 

(a) 确保将第十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的报告及其增编提交至各可持续发展

全球对话审议，包括将于 9 月 19 日至 20 日在纽约举行的 2023 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

政治论坛和 2023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 

(b) 继续支持成员和准成员通过区域行动和举措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c) 向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八十一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进展

情况。 

2023 年 5月 19日 

第 9 次全体会议 

第 79/5号决议 

执行《2023-203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雅加达宣言》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其 2013年 5月 1日关于《2013-202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部长级宣

言》以及《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切实享有权利”仁川战略》的执行情况的第 69/13

号决议， 

又回顾其 2018 年 5月 16日题为“实现兼顾残疾问题的可持续发展：执行《北

京宣言》，包括《加快实施〈仁川战略〉行动计划》”的第 74/7号决议， 

欢迎由印度尼西亚政府主办、于 2022 年 10月 19日至 21日在雅加达和线上举

行的 2013-202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最后审查高级别政府间会议取得圆满成

果， 

满意地注意到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高级别参加了这次高级别政府间会议，并注

意到包括残疾人组织在内的利益攸关方为会议作出的贡献， 

1. 认可《2023-2032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雅加达宣言》；
17
 

2. 请执行秘书： 

(a) 优先执行《2023-2032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雅加达宣言》； 

 
17
 ESCAP/APDDP/2022/3/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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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向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八十四届和第八十八届会议报告本决

议的执行进展情况。 

2023 年 5月 19日 

第 9 次全体会议 

第 79/6号决议 

执行《亚洲及太平洋通过区域合作和团结保护我们的地球部长级宣言》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其 2018年 5月 16日关于执行《2017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宣

言》的第 74/4号决议， 

欢迎于 2022 年 11月 29日至 12月 1日在曼谷和线上举行的第七届环境与发展

委员会部长级会议取得的圆满成果， 

1. 认可《亚洲及太平洋通过区域合作和团结保护我们的地球部长级宣言》及

其所附《防治空气污染区域行动方案》；
18
 

2. 请执行秘书： 

(a) 优先执行《亚洲及太平洋通过区域合作和团结保护我们的地球部长级宣

言》； 

(b) 支持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和准成员实施《防治空气污染区

域行动方案》； 

(c) 向经社会第八十三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 

2023 年 5月 19日 

第 9 次全体会议 

第 79/7号决议 

推进区域合作，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土化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受国家、国家以下各级和地方政府在设计、规划和管理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的

变革作用之启发， 

强调国家、国家以下各级和地方政府本着统一、团结、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

精神，为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19
  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11并将其本土

化作出积极贡献， 

 
18
 ESCAP/CED/2022/4/Add.1。 

19
 大会第 7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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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亚洲及太平洋城镇、尤其是通常

居住在非正规住区的脆弱城市社区造成严重不利的健康、社会和经济影响，并认识到

各级政府和社会需要建设抵御能力，以实现可持续复苏，并应对未来的大流行病和其

他相互关联的危机， 

回顾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人居三)
20
  的成果和作出的全球承诺，

人居三是在所有相关行为体的参与下在全球、区域、国家、国家以下和地方各级统筹

协调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又回顾其 2014 年 8 月 8 日关于加强亚太区域人居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工作的第

70/12号决议，以及 2022年 5月 27日题为“纪念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立

七十五周年曼谷宣言：推进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议程”的第 78/1号决议，

经社会在该决议中承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以提高生活质量，建设健康的环境，并

更好地管理环境风险和资源， 

满意地肯定 2019 年在马来西亚槟城举行的第七届亚太城市论坛取得的成果，

该论坛促成建立了槟城可持续城市化平台，这是一个区域性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

支持地方、国家以下各级和国家政府在亚洲及太平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新城市

议程》，
21
 

1. 鼓励成员和准成员密切合作，并拟订有效的举措，以期在国家、国家以下

和地方各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目标 11 的本土化，包括酌情利用槟城可持

续城市化平台加快在亚洲及太平洋实施城市可持续发展； 

2. 欢迎定于 2023 年 10 月在大韩民国水原市举行的第八届亚太城市论坛将

提供机会(论坛将与世界城市日
22
全球纪念活动同时举行，世界城市日的宗旨是推动各

国合作应对城镇化和城市蔓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为全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作出贡

献)，重点关注地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行动，以便协助确保持续复苏，并提高本

区域人居和城镇抵御未来大流行病和其他相互关联危机的能力； 

3. 酌情邀请所有成员和准成员以及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其他利

益攸关方的代表积极参与第八届亚太城市论坛； 

4. 对所有成员和准成员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并将其作为亚太区域社会、经

济、环境和均衡国土发展加速器的现行努力表示赞赏； 

5. 重申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区域和次区域

合作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直接协助成员和准成员通过积极建立伙伴关系、包括与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努力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和《新城市议程》本土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20
 大会第 71/256 号决议，附件。 

21
 同上。 

22
 大会第 68/239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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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鼓励所有成员和准成员： 

(a) 除其他方式外，通过共享循证知识、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加强城市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区域合作，包括但不限于支持国家以下各级和地方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尤其是目标 11的自愿评估和报告，与自愿国别评估保持密切一致并以其为指导； 

(b) 视需要加强多利益攸关方城市论坛和对话的作用，以支持国家、国家以下

各级和地方城市政策和战略的包容性设计、实施和审查，从而推广整个政府部门一体

联动和全社会参与的做法，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目标 11本土化； 

7. 请执行秘书： 

(a) 继续与区域和次区域政府间机构和国际组织、区域地方政府协会、民间社

会网络、私营部门和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协作(包括在区域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级会

议上)，酌情支持成员和准成员在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土化方面的政

策和技术合作； 

(b) 根据请求协助成员和准成员提供政策研究和能力建设活动，为其推动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提供信息、包括政策和规划支持，以加快亚太区域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 11的进展； 

(c) 向经社会第八十一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 

2023 年 5月 19日 

第 9 次全体会议 

第 79/8号决议 

审议联合国咸海流域特别方案的设立模式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大会 2018 年 12月 20日关于 2018-2028“水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

年执行情况中期全面审查的第 73/226 号决议，并认识到《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

害风险框架》
23
  的实施有助于实现国际行动十年的目标， 

承认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且这种相互联系可推动在实现所

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24
  和相关具体目标方面取得进展， 

又承认咸海水域的悲剧在人道主义、环境和社会经济方面造成的不利影响远远

超出本区域的范围， 

注意到大会关于联合国与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之间合作的 2018 年 4 月 12 日第

72/273 号决议、2019年 5月 28日第 73/297 号决议和 2021年 3月 3日第 75/266 号

决议，以及大会关于宣布咸海区域为生态创新和技术区的 2021年 5月 18日第 75/278

号决议， 

 
23
 大会第 69/283 号决议，附件二。 

24
 见大会第 7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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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地回顾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元首于

2018年 8月 24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希的阿瓦扎国家旅游区举行拯救咸海国际基

金创始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通过的联合公报，
25
  又回顾在联合国主持下设立了咸

海区域人的安全多伙伴信托基金， 

注意到 2019 年 12 月 18 日在阿什哈巴德与拯救咸海国际基金执行委员会和相

关利益攸关方举行的、关于拟订联合国咸海流域特别方案
26
  的国际磋商的成果， 

1. 邀请其成员和准成员、捐助国、多边金融机构、联合国系统相关机构和组

织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和区域组织酌情在各自任务范围内继续努力审议联合国咸海

流域特别方案的设立模式； 

2. 确认有必要推动区域和国际合作，与相关国际专门组织协作研究、减轻和

尽量减少咸海水域灾害的后果； 

3. 提议酌情与相关区域和国际专门实体协商，就设立联合国咸海流域特别

方案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模式进行研究； 

4. 请执行秘书： 

(a) 酌情与相关专门实体协作，根据各自的任务规定并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

就加强区域合作的可行性和模式问题委托开展上述研究，以期减轻并尽量减少咸海水

域灾害的后果，同时避免工作重叠； 

(b) 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酌情与在这方面具有必要技术专长的相关组织一

道为举办一次关于预防和减轻咸海水域自然灾害的讲习班提供便利； 

(c) 向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八十一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进展

情况。 

2023 年 5月 19日 

第 9 次全体会议 

第 79/9号决议 

执行《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雅加达部长宣言》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其 2019年 5月 31日关于执行《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

长宣言》和《亚太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2018-2030年)》的第 75/6号决

议， 

欢迎 2022 年 10 月 26 日在雅加达和线上举行的第四次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

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取得圆满成果， 

 
25
 A/73/444，附件。 

26
 A/7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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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可《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雅加达部长宣言》；
27
 

2. 请执行秘书： 

(a) 优先执行《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雅加达部长宣言》； 

(b) 继续支持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和准成员执行《亚太空间应

用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2018-2030年)》；
28
 

(c) 支持在《亚太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2018-2030 年)》第二阶

段(2022-2026年)结束和第三阶段(2026-2030 年)开始之际，于 2026年举行第五次亚

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 

(d) 向经社会第八十三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 

2023 年 5月 19日 

第 9 次全体会议 

第 79/10号决议 

通过《2022-2026 年执行亚太信息高速公路倡议行动计划》促进数字合作和包容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其 2022年 5月 27日题为“纪念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立七十五

周年曼谷宣言：推进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议程”的第 78/1 号决议，其中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和准成员承诺加强数字合作，表示打算在包括部长

级在内的各个层面开展合作，并确认亚太信息高速公路倡议可成为促进数字合作的有

益区域平台之一， 

欢迎 2022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1 日在曼谷和线上举行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科

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第四届会议认可了《2022-2026年执行亚太信息高速公路倡议

行动计划》，
29
 

注意到大韩民国与经社会秘书处合作于 2022 年 11 月 10 日在首尔举办的亚太

数字部长级会议， 

赞赏地注意到哈萨克斯坦政府倡议建立可持续发展数字解决方案中心，以便在

中亚和其他地区提供实用的数字解决方案， 

1. 邀请其成员和准成员推动区域合作，以推进包容性数字互联互通和转型； 

2. 决定根据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会议结构的规定，召开一次关于

数字包容和转型的部长级会议，以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各项区域技术举措，包

括亚太信息高速公路倡议； 

 
27
 ESCAP/MCSASD/2022/3/Add.1。 

28
 ESCAP/75/10/Add.2。 

29
 ESCAP/CICTSTI/2022/6，第 1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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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欢迎哈萨克斯坦政府主动提出愿在 2024年主办这样一次部长级会议； 

4. 请执行秘书： 

(a) 通过协助成员和准成员执行《2022-2026年执行亚太信息高速公路倡议行

动计划》，酌情促进区域和次区域数字互联互通和转型； 

(b) 促进成员和准成员之间的数字合作，以弥合数字鸿沟，确保提供数字技能

培训，加强数字互联互通，解决和加强数字信任和安全，分享良好政策、做法和经验

教训，并促进包容性数字经济和社会； 

(c) 动员各成员和准成员在数字转型进程中开展协作，包括在《2022-2026年

执行亚太信息高速公路倡议行动计划》框架下开展协作； 

(d) 继续提供技术援助、政策分析和能力发展，并酌情通过区域合作，促进其

成员和准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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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在数

字互联互通和转型方面的知识共享； 

(e) 继续酌情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区域组织以及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

接触，以推进包容性数字互联互通和转型； 

(f) 支持在 2024年举行数字包容和转型部长级会议； 

(g) 促进本决议的执行，并向经社会第八十二届会议报告这方面的进展。 

2023 年 5月 19日 

第 9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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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经社会第七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第 79/1号决定 

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会报告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 2023年 5月 19日第 9次全体会议上注意到秘

书处关于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报告的说明(ESCAP/79/3)。 

第 79/2号决定 

开展次区域合作，加快亚洲及太平洋气候行动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 2023年 5月 19日第 9次全体会议上注意到秘

书处关于“开展次区域合作，加快亚洲及太平洋气候行动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说明

(ESCAP/79/4)。 

第 79/3号决定 

《2023年亚太特需国家发展报告：加强区域合作，促进无缝和可持续互联互通》 

摘要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 2023年 5月 19日第 9次全体会议上注意到秘

书处的说明，其中载有《2023年亚太特需国家发展报告：加强区域合作，促进无缝和

可持续互联互通》的摘要(ESCAP/79/5)。 

第 79/4号决定 

政府间机构和第七十八届会议以来举行的会议的报告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 2023 年 5月 19日第 9次全体会议上认可了以

下文件： 

(a)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报告(ESCAP/CSD/2022/5)； 

(b) 2013-202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最后审查高级别政府间会议报告

(ESCAP/APDDP/2022/3)； 

(c) 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心理事会第十八届会议报告(ESCAP/79/8)； 

(d)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报告(ESCAP/CED/2022/4)； 

(e) 交通运输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报告(ESCAP/CTR/2022/6)； 

(f) 第三届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部长级会议报告

(ESCAP/MCREI/2022/5)； 

(g) 贸 易 、 投 资 、 企 业 和 商 业 创 新 委 员 会 第 一 届 会 议 报 告

(ESCAP/CTIEBI(1)/8)； 

(h) 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理事会第十八届会议报告(ESCAP/79/15)； 

(i) 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报告

(ESCAP/CICTSTI/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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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关于第四次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的报告

(ESCAP/MCSASD/2022/3)； 

(k) 亚洲及太平洋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培训中心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报

告(ESCAP/79/17)； 

(l) 统计委员会第八届会议报告(ESCAP/CST/2022/8)； 

(m)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理事会第十八届会议报告(ESCAP/79/19)。 

第 79/5号决定 

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 2023年 5月 19日第 9次全体会议上认可了第

十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报告(ESCAP/RFSD/2023/6)，并注意到圆桌会议讨论摘要

(ESCAP/RFSD/2023/6/Add.1)。 

第 79/6号决定 

关于《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第四次审查和评价的亚太政府间会议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 2023年 5月 19日第 9次全体会议上认可了关

于《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第四次审查和评价的亚太政府间会议的报告

(ESCAP/MIPAA/IGM.3/2022/3)和题为“加快执行 2002 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

计划》，在亚洲及太平洋建设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可持续社会”的成果文件

(ESCAP/MIPAA/IGM.3/2022/3/Add.1)。 

第 79/7号决定 

亚洲及太平洋灾害信息管理发展中心理事会第七届会议报告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 2023年 5月 19日第 9次全体会议上认可了亚

洲及太平洋灾害信息管理发展中心理事会第七届会议报告(ESCAP/79/10)，并注意到

秘书处关于该中心最新财务状况的说明(ESCAP/79/10/Add.1)。 

第 79/8号决定 

关于亚洲及太平洋《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情况审查以及经社会各附属机构

相关议题的其他文件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 2023 年 5月 19日第 9次全体会议上注意到以

下文件： 

(a) 经社会各项相关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摘要(ESCAP/79/6)； 

(b) 社会发展趋势：亚洲及太平洋工作的未来(ESCAP/79/7)； 

(c) 扶持城市采取气候行动和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ESCAP/79/9)； 

(d) 到 2027 年为所有人提供预警和采取行动：应对亚太区域风险增加的变革

性适应措施(ESCAP/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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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亚洲及太平洋加快公正的能源转型，以在实现净零排放具体目标方面取

得进展(ESCAP/79/12)； 

(f) 加强亚洲及太平洋交通运输系统的环境可持续性以支持气候行动

(ESCAP/79/13)； 

(g) 在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确保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

(ESCAP/79/14)； 

(h) 利用贸易、投资、创新和技术转让促进气候行动(ESCAP/79/16)； 

(i) 通过《2022-2026年执行亚太信息高速公路倡议行动计划》促进亚洲及太

平洋的数字转型(ESCAP/79/18)； 

(j) 通过统计工作全民覆盖促进更有效的气候变化行动(ESCAP/79/20)； 

(k) 国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向经社会提交的年度报告(ESCAP/79/INF/1)。 

第 79/9号决定 

2024年拟议方案计划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 2023 年 5 月 19 日第 9 次全体会议上认可了

2024年拟议方案计划(ESCAP/79/21)。 

第 79/10号决定 

伙伴关系、预算外捐款和能力发展概况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 2023 年 5月 19日第 9次全体会议上注意到秘

书处关于伙伴关系、预算外捐款和能力发展概况的说明(ESCAP/79/22)，并对下列成

员和准成员为 2023年作出的认捐表示赞赏： 

1. 文莱达鲁萨兰国。秘书处收到文莱达鲁萨兰国政府将提供下列捐款的书面

通知： 

亚太统计所 15 000美元 

太平洋信托基金 1 000美元 

2. 柬埔寨。秘书处收到柬埔寨政府将提供下列捐款的书面通知： 

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 2 000美元 

亚太信通技术培训中心 2 000美元 

亚太灾害信管中心 2 000美元 

机械化中心 2 000美元 

亚太统计所 2 000美元 

3. 中国。中国代表团向秘书处提交了书面通知，并宣布中国政府将提供下列

捐款： 

中国-亚太经社会合作方案 1 000 000美元 

 和 1 500 000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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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让中心 27 000美元 

机械化中心 1 600 000美元 

亚太统计所 70 000美元 

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 10 000美元 

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计划 45 000美元 

4. 印度。印度代表团向秘书处提交了书面通知，并宣布印度政府将提供下列

捐款： 

亚太信通技术培训中心 20 000美元 

技术转让中心 870 000 美元 

机械化中心 15 000美元 

南亚和西南亚次区域办事处 79 000美元 

5. 日本。日本代表团向秘书处提交了书面通知，并宣布日本政府将在 2023

年 4月至 2024年 3月期间提供下列捐款： 

日本-亚太经社会合作基金 18 436美元 

亚太统计所 1 841 565美元 

此外，日本政府将在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3 月期间向亚太统计所提供相当于      

992 620美元的实物捐助。此外，作为其技术合作方案的一部分，该代表团宣布，日

本政府打算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亚太统计所合作，为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班

的 10名学员提供研究金。 

6. 中国澳门。秘书处收到中国澳门政府将提供下列捐款的书面通知： 

亚太信通技术培训中心 5 000美元 

技术转让中心 5 000美元 

亚太灾害信管中心 10 000美元 

亚太统计所 20 000美元 

7. 马来西亚。秘书处收到马来西亚政府将提供下列捐款的书面通知： 

技术转让中心 6 000美元 

亚太统计所 20 000美元 

此外，马来西亚政府将向机械化中心提供相当于 3 800美元的实物捐助，用于亚洲及

太平洋农业机械测试网络第九次会议的后勤、运输和文件包，并向亚太统计所提供   

6 500美元用于其培训方案。 

8. 大韩民国。大韩民国代表团向秘书处提交了书面通知，并宣布韩国政府将

提供下列捐款： 

韩国―亚太经社会合作基金 142 835 美元 

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 469 643 美元 

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 149 599 美元 

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计划 115 166 美元 



E/2023/39 

ESCAP/79/25 

 

B23-00537  21 

绿色增长首尔倡议网络 100 000 美元 

亚太信通技术培训中心 1 514 818美元 

技术转让中心 22 431美元 

机械化中心 10 000美元 

亚太统计所 98 698美元 

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办事处 1 141 000美元 

9. 新加坡。秘书处收到新加坡政府将提供下列捐款的书面通知： 

亚太统计所 15 000美元 

10. 泰国。秘书处收到泰国政府将提供下列捐款的书面通知： 

技术转让中心 15 000美元 

机械化中心 15 000美元 

亚太统计所 23 000美元 

太平洋信托基金 1 000美元 

第 79/11号决定 

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报告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 2023年 5月 19日第 9次全体会议上注意到常

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报告(ESCAP/79/23)。 

第 79/12号决定 

经社会第八十届会议(2024年)的日期、地点和主题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 2023年 5月 19日第 9次全体会议上注意到秘

书处关于经社会第八十届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主题的说明(ESCAP/79/24)，并决定经

社会第八十届会议将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至 26 日在曼谷举行。经社会又决定第八十

届会议的主题将为“利用数字创新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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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社会第七十九届会议安排 
 

A． 出席情况和工作安排 

3.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至 19 日在

曼谷和线上举行。 

4. 下列成员和准成员的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 

成员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阿塞拜疆 

孟加拉国 

不丹 

文莱达鲁萨兰国 

柬埔寨 

中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斐济 

法国 

格鲁吉亚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日本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马绍尔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蒙古 

瑙鲁 

尼泊尔 

荷兰王国 

新西兰 

巴基斯坦 

帕劳 

巴布亚新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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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大韩民国 

俄罗斯联邦 

萨摩亚 

新加坡 

所罗门群岛 

斯里兰卡 

塔吉克斯坦 

泰国 

东帝汶 

汤加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图瓦卢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 

越南 

准成员 

库克群岛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5. 根据经社会议事规则第 3条，白俄罗斯、芬兰、德国、意大利、尼日利亚、圣

马力诺、西班牙、瑞典和瑞士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6. 秘书处下列办事处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发展支助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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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7. 下列联合国专门机构、基金、方案和联合国其他实体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国际

原子能机构、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库、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大学可持续性高等研究所、气象组织。 

8. 下列政府间组织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东盟、亚洲开发银行、孟加拉

湾多部门技术和经济合作倡议、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经济合作组织、

亚太经社会/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欧亚经济委员会、大图们江行动计划、内陆发展

中国家国际智库、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秘书处、上海合作组

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三国合作秘书处。 

9. 下列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实体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环太平洋大学协会、

与联合国有咨商关系的非政府组织会议、全球和平基金会、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商业和专业妇女联合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国

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关西学院大学、东北亚经济发展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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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太平洋和东南亚妇女协会、圣乔治神圣君士坦丁军事教团、SERAC－孟加拉国、国

际职业妇女福利互助会、青年气候行动平台。 

10. 与会者名单可在线查阅。
30
 

11. 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13 条，经社会在 2023 年 5 月 15 日第 1 次会议上选举费基

塔莫埃洛亚•卡托阿•乌托伊卡马努(汤加)担任第七十九届会议主席。 

12. 在同一场会议上，经社会还选出了下列副主席： 

Ly Thuch先生(柬埔寨) 

Rachmat Budiman 先生(印度尼西亚) 

Askar Zhambakin 先生(哈萨克斯坦) 

Ankhbayar Nyamdorj 先生(蒙古) 

Millicent Cruz-Paredes女士(菲律宾) 

Hyoeun Jenny Kim女士(大韩民国) 

Colonne Appuhamillage Chaminda Inoka Colonne夫人(斯里兰卡) 

13. 经社会成立了决议草案工作组，负责审议在会议前提交的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

Arman Issetov先生(哈萨克斯坦)当选工作组主席，Sukmo Yuwono先生(印度尼西亚)

当选副主席。 

14. 根据经社会议事规则第 12条，主席和副主席审查了所有代表的全权证书，并向

经社会汇报了审查情况。经认定，有 49个成员国的全权证书符合规定。主席团决定，

在联合国大会就缅甸的代表权作出决定之前，并根据大会 1950年 12月 14日第 396(V)

号决议，在确认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全权证书委员会报告的基础上，暂缓在经社会第

七十九届会议上对与缅甸代表有关的全权证书采取任何行动。
31
 

15. 经社会注意到主席和副主席关于全权证书的报告。 

B． 议程 

16. 经社会通过了下列议程： 

1. 会议开幕： 

(a) 致开幕词；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c) 通过议程。 

2. 主题是“亚洲及太平洋加快气候行动促进可持续发展”： 

(a) 一般性辩论； 

(b) 加强次区域合作； 

 
30
 见 www.unescap.org/events/commission79。 

31
 A/77/600。 

http://www.unescap.org/events/commission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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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促进气候融资和投资。 

3.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特别小组。 

4. 审查亚洲及太平洋《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执行情况以及与经社会

各下属机构相关的议题： 

(a) 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 

(b) 社会发展； 

(c) 环境与发展； 

(d) 减少灾害风险； 

(e) 能源； 

(f) 交通运输； 

(g) 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发展筹资； 

(h) 贸易、投资、企业和商业创新； 

(i) 信息和通信技术及科学、技术与创新； 

(j) 统计。 

5. 管理问题： 

(a) 2024年拟议方案计划； 

(b) 伙伴关系、预算外捐款和能力发展概况。 

6. 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的活动。 

7. 经社会第八十届会议(2024年)的日期、地点和主题。 

8. 其他事项。 

9. 通过经社会第七十九届会议报告。 

C． 会议开幕 

17. 2023 年 5 月 15 日，主席主持了第七十九届会议开幕式。播放了大会第七十七

届主席乔鲍·克勒希先生、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七十八届主席拉谢扎拉·斯托伊娃女

士、秘书长和泰国总理巴育·詹欧差上将(退役)的视频致辞。经社会执行秘书作了她

本人的欢迎词和政策陈述。 

18. 下列国家元首就气候行动发表了讲话：库克群岛总理兼太平洋岛屿论坛主席马

克·斯蒂芬·布朗先生、帕劳总统萨兰格尔·惠普斯先生和萨摩亚总理菲娅梅·内奥

米·马塔阿法女士。会议播放了下列国家元首的视频致辞：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

多多、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罗慕尔德兹·马科斯先生、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

娜女士、蒙古国总理罗布森那木斯莱·奥云额尔登先生、汤加总理肖西·奥法基瓦哈

福劳·索瓦莱尼先生和图瓦卢总理卡乌塞亚·纳塔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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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下列与会者作了主旨演讲：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兼可持续发展解

决方案网络主席 Jeffrey D. Sachs先生、亚太经社会可持续企业网主席、香港-东盟

经济合作基金会主席 George Lam先生、印度科学与环境中心总干事兼《脚踏实地》

杂志编辑 Sunita Narain女士、英联邦青年理事会主席 Kim Allen先生和第十届亚太

可持续发展论坛青年代表 Prim Rajasurang Wongkrasaemongkol女士。 

D． 通过经社会第七十九届会议报告 

20. 在 2023年 5月 19日第 9次全体会议上，经社会通过了第七十九届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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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经社会自第七十八届会议以来开展的工作 
 

A. 附属机构的活动 

2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举行了下列政府间会议和附属机构的会议： 

(a) 委员会： 

㈠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七届会议)； 

㈡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部长级会议(第七届会议)； 

㈢ 交通运输委员会(第七届会议)； 

㈣ 贸易、投资、企业和商业创新委员会(第一届会议)； 

㈤ 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第四届会议)； 

㈥ 统计委员会(第八届会议)； 

(b) 理事会： 

㈠ 亚洲及太平洋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培训中心理事会(第十七届

会议)； 

㈡ 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理事会(第十八届会议)； 

㈢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理事会(第十八届会议)； 

㈣ 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心理事会(第十八届会议)； 

㈤ 亚洲及太平洋灾害信息管理发展中心理事会(第七届会议)； 

(c) 其他政府间会议： 

㈠ 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 

㈡ 关于《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第四次审查和评价的亚太政

府间会议； 

㈢ 2013-202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最后审查高级别政府间会

议； 

㈣ 第三届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部长级会议； 

㈤ 第四届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 

㈥ 第十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 

22. 这些会议的日期、主席团成员及报告文号见附件二。其报告反映了讨论情况、

达成的协定和作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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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出版物 

23. 自经社会第七十八届会议以来发布的出版物清单和提交经社会本届会议的会前

文件列于附件三。 

C. 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关系 

24. 秘书处就共同关心的项目与总部各实务司和其他区域委员会秘书处保持密切和

经常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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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关于经社会的行动和提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 

1. 下列决议中的请求对已核定的 2023年方案预算
1
  和联合国 2024年拟议方案

预算
2
  没有方案预算方面的影响： 

(a) 第 79/1 号决议：亚洲及太平洋加快气候行动促进可持续发展； 

(b) 第 79/2 号决议：开展区域合作，加快亚洲及太平洋海洋的气候行动以促

进可持续发展； 

(c) 第 79/3 号决议：支持亚洲及太平洋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d) 第 79/4 号决议：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创亚洲及太平

洋更加美好的未来； 

(e) 第 79/5 号决议：执行《2023-203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雅加达宣

言》； 

(f) 第 79/6 号决议：执行《亚洲及太平洋通过区域合作和团结保护我们的地

球部长级宣言》； 

(g) 第 79/7 号决议：推进区域合作，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本土化； 

(h) 第 79/8 号决议：审议联合国咸海流域特别方案的设立模式； 

(i) 第 79/9 号决议：执行《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雅加达部

长宣言》； 

(j) 第 79/10 号决议：通过《2022-2026 年执行亚太信息高速公路倡议行动计

划》促进数字合作和包容。 

2. 将酌情为执行上述决议中所要求开展的活动寻求预算外资源。 

3. 关于第 79/10号决议，2024年拟议方案计划中提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

技术与创新委员会第五届会议将改为关于数字包容和转型的部长级会议，这是根据亚

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会议结构，即如果在某些年份部长级会议或政府间会议

所讨论的议题与某一委员会通常讨论的议题相同，则在这些年份无须召开相应的委员

会会议。
3
 

 
1
 大会第 77/264 号决议，A–C。 

2
 A/78/6 (Sect. 19)。 

3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 78/2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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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自经社会第七十八届会议以来举行的各附属机构及其他政府间机构的会议 

附属机构和官员 届会 文号 

委员会 

一. 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七届会议 

曼谷和线上 

2022 年 9 月 6 日至 8 日 

ESCAP/CSD/2022/5 

主席： Ariunzaya Ayush 女士(蒙古国)   

副主席： Boros Samheng 先生(柬埔寨) 

Suzilah Mohd Sidek 女士(马来西亚) 

  

二.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部长级会议 第七届会议 

曼谷和线上 

2022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 

ESCAP/CED/2022/4 

主席： Bat-Ulzii Bat-Urdene 先生(蒙古)   

副主席： Vilaykham Phosalath 女士(老挝人民民主共
和国) 

Zulfiya Suleimenova 女士(哈萨克斯坦) 

  

三. 交通运输委员会 第七届会议 

曼谷和线上 

2022 年 11月 23日至 25日 

ESCAP/CTR/2022/6 

主席： Min Meanvy 女士(柬埔寨)   

副主席： C.A. Chaminda I. Colonne 女士(斯里兰卡) 

Arman Issetov 先生(哈萨克斯坦) 

  

四. 贸易、投资、企业和商业创新委员会 第一届会议 

曼谷和线上 

2023年 2月 22日至 24日 

ESCAP/CTIEBI(1)/8 

主席： Amarsanaa Tumur 先生(蒙古)   

副主席： Noor Md. Mahbubul Haq 先生(孟加拉国) 

Nurbolat Alimbayev 先生(哈萨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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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机构和官员 届会 文号 

五. 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 第四届会议 

曼谷和线上 

2022 年 8月 30日至 9月 1
日 

ESCAP/CICTSTI/2022/6 

主席： Ivan John E. Uy 先生(菲律宾)   

副主席： Mohamed Shareef 先生(马尔代夫) 

Chaiwut Thanakamanusorn 先生(泰国) 

  

六. 统计委员会 第八届会议 

曼谷和线上 

2022 年 8 月 23日至 25日 

ESCAP/CST/2022/8 

主席： Batdavaa Batmunkh 先生(蒙古)   

副主席： Maria Musudroka 女士(斐济) 

Gobinda Prasad Samanta 先生(印度) 

Bakhodir Begalov 先生(乌兹别克斯坦) 

  

成员： Piyanuch Wuttisorn 女士(泰国)   

报告员： Eng Chuan Koh 先生(新加坡)   

区域机构理事会 

一. 亚洲及太平洋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培训中心理事会 第十七届会议 

首尔 

2022 年 11 月 9 日 

ESCAP/79/17 

主席： Jeffrey Ian Cardano Dy 先生(菲律宾)   

副主席： Ishariyaporn Smiprem 女士(泰国)   

二. 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理事会 第十八届会议 

曼谷和线上 

2022 年 12 月 7 日至 8 日 

ESCAP/79/15 

主席： Olimjon Alijonovich Tuychiev 先生(乌兹
别克斯坦) 

  

副主席： Md. Selim Reza 先生(孟加拉国)   

三.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理事会 第十八届会议日本千叶和
线上 

2022 年 12 月 12 日至 13 日 

ESCAP/79/19 

主席： Mohd Uzir Mahidin 先生(马来西亚)   

副主席： Orie Hirano 女士(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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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机构和官员 届会 文号 

四. 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心理事会 第十八届会议 

北京和线上 

2022 年 12 月 9 日 

ESCAP/79/8 

主席： Azman bin Hamzah 先生(马来西亚)   

副主席： Shyam Narayan Jha 先生(印度)   

五. 亚洲及太平洋灾害信息管理发展中心理事会 第七届会议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2022 年 12 月 7 日 

ESCAP/79/10 

主席： Muhammet Maruf Yaman 先生(土耳其)   

副主席： Vafo Ashurzoda 先生(塔吉克斯坦)   

其他政府间会议 

一. 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会 第十七届会议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和线
上 

2022 年 11 月 18 日 

ESCAP/79/3 

主席： Abzal Abdikarimov 先生(哈萨克斯坦)   

二. 关于《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第四次审查和评
价的亚太政府间会议 

曼谷和线上 

2022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 日 

ESCAP/MIPAA/IGM.3/
2022/3 

主席： Aishath Mohamed Didi 女士(马尔代夫)   

副主席： Millicent Cruz-Paredes 女士(菲律宾) 

Maziah Che Yusoff 女士(马来西亚) 

  

三. 2013-2022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最后审查高级别政
府间会议 

雅加达和线上 

2022 年 10 月 19 日至 21
日 

ESCAP/APDDP/2022/3 

主席： Tri Rismaharini 女士(印度尼西亚)   

副主席： Rosy Akbar 女士(斐济) 

Aishath Mohamed Didi 女士(马尔代夫) 

  

四. 第三届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部长级会议 曼谷和线上 

2022 年 9 月 28 日至 30 日 

ESCAP/MCREI/2022/5 

主席： Loknath Sharma 先生(不丹)   

副主席： Munkhjin Batsumber 先生(蒙古) 

Arman Issetov先生(哈萨克斯坦) 

Fakhriddin Sultanov先生(乌兹别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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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机构和官员 届会 文号 

五. 第四届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
议 

雅加达和线上 

2022 年 10 月 26 日 

ESCAP/MCSASD/2022/3 

主席： Laksana Tri Handoko 先生(印度尼西亚)   

副主席： S.A.D. Susil Premajayantha 先生(斯里兰
卡) 

Joel Joseph S. Marciano, Jr.先生(菲律宾) 

  

六. 第十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 曼谷和线上 

2023 年 3 月 27 日至 30 日 

ESCAP/RFSD/2023/6 

主席： Mohamed Aslam 先生(马尔代夫)   

副主席： Min Bahadur Shreshtha 先生(尼泊尔) 

Fidélis Manuel Leite Magalhães 先生(东帝

汶) 

Pagnathun Theng先生(柬埔寨) 

Shehan Asanka Semasinghe先生(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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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经社会发布的出版物与文件 

 

一. 自第七十八届会议以来发布的出版物 

行政指导和管理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年度报告》，2021年 4月 30日至 2022年 5月 27日

(E/2022/39)。 

《亚太经社会未来展望》。 

《2023 年亚太特需国家发展报告：加强区域合作，促进无缝和可持续互联互通》。

ST/ESCAP/3083(出售品编号：E.23.II.F.4)。 

《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学报》。第 29卷，第 2期，2022年 11月。ST/ESCAP/3056(出

售品编号：E.22.II.F.17)。 

《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学报》。第 30卷，第 1期，2023年 5月。ST/ESCAP/3083(出

售品编号：E.23.II.F.5)。 

《通过能源、粮食和金融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亚洲及太平洋经

济社会委员会、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出版)。 

《实现净零的竞赛：加快亚洲及太平洋气候行动》。ST/ESCAP/3079(出售品编号：

E.23.II.F.3)。 

次级方案 1 

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发展筹资 

《2023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重新审视公共债务，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

ST/ESCAP/3080(出售品编号：E.23.II.F.2)。 

《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司政策简报》：
*
 

第 123期，2022 年 9月：“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债务换气候”。 

第 124期，2022 年 12月：“亚太的公共支出和不平等：了解其关系”。 

第 125期，2022年 12月：“确保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债务可持续性”。 

《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筹资司工作文件》：
*
 

WP/22/04，2022年 12月：“加强亚洲最不发达国家的数字政府向民众转移能力”。 

WP/23/01，2023 年 2月：“扩大财政空间，确保可持续筹资”。 

 

 仅在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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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 2 

贸易、投资和创新
1
 

《2022/2023年亚太贸易和投资趋势》：
*
 

2022年 9月：“亚洲及太平洋卫生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和政策”。 

2022 年 11 月：“亚洲及太平贸易协定：更大、更深、数字化和更支持可持续发

展？” 

2022年 11月：“亚太的商品和服务贸易趋势”。 

2022年 12月：“亚洲及太平洋的外国直接投资趋势和展望”。 

《贸易、投资和创新研究系列》：
*
 

第 96号，《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东盟投资便利化框架和世贸组织发展投资

便利化框架草案的背景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投资便利化》。ST/ESCAP/3063(出

售品编号：E.23.II.F.1)。 

《贸易、投资和创新研究工作文件系列》：
*
 

第 1 期，2022 年 3 月：“支持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区域合作和一体

化”。 

第 2 期，2022 年 7 月：“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是否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事

后分析”。 

第 3期，2022年 9月：“亚太区域卫生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投资与合作”。 

第 1期，2023 年 1月：“农业贸易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对亚太的影响和潜在机会”。 

次级方案 3 

交通运输 

《亚洲及太平洋交通运输与通信公报》：第 92期。ST/ESCAP/SER.E/92。
* 

次级方案 4 

环境与发展 

《亚太城市向可持续未来转型：加快可持续城市化行动》。ST/ESCAP/2990。 

次级方案 5 

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 

《2022年亚太数字化转型报告：塑造我们的数字未来》。(出售品编号：E.22.II.F.13)。 

 

1
  包括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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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促进东南亚可持续发展的地理空间做法：简编》。ST/ESCAP/3052(出售品编

号：E.22.II.F.16)。 

《东亚和东北亚的适应和复原力之路：次区域报告》。ST/ESCAP/3012。 

《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适应和复原力之路：次区域报告》。ST/ESCAP/3012。 

《东南亚的适应和复原力之路：次区域报告》。ST/ESCAP/3012。 

次级方案 6 

社会发展 

《迈向包容的三十年之旅：亚洲及太平洋包容残疾人的发展状况评估》。

ST/ESCAP/3055(出售品编号：E.22.II.F.18)。 

《2022年亚太人口老龄化报告：关于老年人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政策和良好做法》。

ST/ESCAP/3041。 

《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展望：我们需要的劳动大军》。ST/ESCAP/3038(出售品编号：

E.22.II.F.11)。 

次级方案 7 

统计 

《2023 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在逆境中倡导可持续性》。

ST/ESCAP/3078(出售品编号：E.22.II.F.12)。 

《统计司工作文件汇编》：
*
 

工作文件系列(SD/WP/14/May 2022)：“超越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可持续性核算的

理念”。 

工作文件系列(SD/WP/15/April 2023)：“估算进出口伪报造成的非法资金流动：

‘灰色再出口'方法介绍(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 

《统计简报》：
*
 

第 32期，2023年 1月：“实现死亡登记完整性的区域估计”。 

次级方案 8 

促进发展的次区域活动 

《2022年太平洋展望：加速气候行动》。ST/ESCAP/3062。 

次级方案 9 

能源 

《<2030年议程>的能源转型之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7路线图》。

ST/ESCAP/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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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议程>的能源转型途径：泰国清莱府可持续能源转型路线图》。

ST/ESCAP/3034。 

《<2030 年议程>的能源转型途径：泰国素叻他尼府可持续能源转型路线图》。

ST/ESCAP/3036。 

《<2030 年议程>的能源转型途径：泰国乌隆府可持续能源转型路线图》。

ST/ESCAP/3035。 

《2022年区域趋势报告：亚洲及太平洋实现可持续能源互联互通》。ST/ESCAP/3046(出

售品编号：E.22.II.F.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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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交经社会第七十九届会议的文件一览表 

文号 文件标题 议程项目 

有限分发文件 

ESCAP/79/L.1 报告草稿：经社会第七十九届会议安排 9 

ESCAP/79/L.1/Add.1 报告草稿：关于经社会的行动和提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的说明 

9 

ESCAP/79/L.2 决定草案 9 

ESCAP/79/L.3 决议草案：执行《2023-203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

年雅加达宣言》 

4(b) 

ESCAP/79/L.4 决议草案：执行《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

展雅加达部长宣言》 

4(i) 

ESCAP/79/L.5 决议草案：推进区域合作，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城市可持

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土化 

4(c) 

ESCAP/79/L.6 决议草案：执行《亚洲及太平洋通过区域合作和团结保

护我们的地球部长级宣言》 

4(c) 

ESCAP/79/L.7 决议草案：通过《2022-2026 年执行亚太信息高速公路

倡议行动计划》促进数字合作和包容 

4(i) 

ESCAP/79/L.8 决议草案：支持亚洲及太平洋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

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3 

ESCAP/79/L.9 决议草案：审议联合国咸海流域特别方案的设立模式 4(d) 

ESCAP/79/L.10 决议草案：亚洲及太平洋加快气候行动促进可持续发展 2 

ESCAP/79/L.11 决议草案：开展区域合作，加快亚洲及太平洋海洋的气

候行动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2 

ESCAP/79/L.12 决议草案：加快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创

亚洲及太平洋更加美好的未来 

4(a) 

常规文件 

ESCAP/79/1/Rev.2 临时议程 1(c) 

ESCAP/79/1/Add.1/Rev.1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1(c) 

ESCAP/79/2 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加快气候行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专题

研究摘要 

2(a)和(c) 

ESCAP/79/3 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报告 2(b) 

ESCAP/79/4 开展次区域合作，加快亚洲及太平洋气候行动以促进可

持续发展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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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文件标题 议程项目 

ESCAP/79/5 《2023年亚太特需国家发展报告：加强区域合作，促进

无缝和可持续互联互通》摘要 

3 

ESCAP/79/6 经社会各项相关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摘要 4和 4(b) 

ESCAP/79/7 社会发展趋势：亚洲及太平洋工作的未来 4(b) 

ESCAP/79/8 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心理事会第十八届会议报告 4(c) 

ESCAP/79/9 扶持城市采取气候行动和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4(c) 

ESCAP/79/10 亚洲及太平洋灾害信息管理发展中心理事会第七届会议

报告 

4(d) 

ESCAP/79/10/Add.1 亚洲及太平洋灾害信息管理发展中心的最新财务状况 4(d) 

ESCAP/79/11 到 2027年为所有人提供预警和采取行动：应对亚太区域

风险增加的变革性适应措施 

4(d) 

ESCAP/79/12 亚洲及太平洋加快公正的能源转型，以在实现净零排放

具体目标方面取得进展 

4(e) 

ESCAP/79/13 加强亚洲及太平洋交通运输系统的环境可持续性以支持

气候行动 

4(f) 

ESCAP/79/14 在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确保公共债务的可持

续性 

4(g) 

ESCAP/79/15 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理事会第十八届会议报告 4(h) 

ESCAP/79/16 利用贸易、投资、创新和技术转让促进气候行动 4(h) 

ESCAP/79/17 亚洲及太平洋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培训中心理事会

第十七届会议报告 

4(i) 

ESCAP/79/18 通过《2022-2026年执行亚太信息高速公路倡议行动计

划》促进亚洲及太平洋的数字转型 

4(i) 

ESCAP/79/19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理事会第十八届会议报告 4(j) 

ESCAP/79/20 通过统计工作全民覆盖促进更有效的气候变化行动 4(j) 

ESCAP/79/21 2024年拟议方案计划 5(a) 

ESCAP/79/22 伙伴关系、预算外捐款和能力发展概况 5(b) 

ESCAP/79/23 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报告 6 

ESCAP/79/24 经社会第八十届会议(2024 年)的日期、地点和主题 7 

资料文件 

ESCAP/79/INF/1 国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向经社会提交的年度报告 4(c)和(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