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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22(a) 

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联合国在全球化和 

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促进发展的作用 

 

也门：* 决议草案 

 

联合国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背景下促进发展的作用 

 

 大会， 

 回顾其关于联合国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背景下促进发展的作用的 2007 年 12

月 19 日第 62/199 号、2008 年 12 月 19 日第 63/222 号和 2009 年 12 月 21 日第

64/210 号决议， 

 又回顾《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蒙特雷共识》
1
 和《发展筹资问题多哈宣

言》，
2
 

 还回顾其关于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问题会议成果的 2009

年 7 月 9 日第 63/303 号决议， 

 回顾大会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 2010 年高级别全体会议，
3
 

__________________ 

 
*
 代表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 

 
1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报告，2002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墨西哥蒙特雷》(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C.02.II.A.7)，第一章，决议 1，附件。 

 
2
 第 63/239 号决议，附件。 

 
3
 见 A/65/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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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其关于以社会公正推动公平的全球化的 2008 年 12月 19日第 63/199号

决议，
4
 其中大会表示感兴趣地注意到《以社会公正推动公平的全球化宣言》获

得通过， 

 又回顾《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5
 及大会在经济、社会和相关领域的所

有相关决议，特别是在《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基础上通过的决议，包括题

为“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的发展方面成果、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商定的

发展目标的后续行动”的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60/265 号决议， 

 重申联合国在推动国际合作促进发展以及推动全球发展问题的政策协调方

面可发挥核心的领导作用，包括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背景下发挥这种作用， 

 又重申在《联合国千年宣言》
6
 中表达的确保全球化成为造福世界人民的积

极力量的决心， 

 认识到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主要由经济自由化和技术驱动，这就意味着，一国

的经济情况正日益受其地理边界之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要公平地实现全球化惠

益的最大化，就必须制定对策，通过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应对全球化，以实现

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 

 重申坚决支持公平的、包容性的全球化，必须将增长转化为减少贫穷，在这

方面，重申决心使包括妇女和青年的充分生产性就业和人人均享体面工作的目

标，成为国家和国际相关政策以及包括减贫战略在内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目

标，以此作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工作的一项努力， 

 1. 认识到有些国家成功地适应了变化并受益于全球化，但许多其他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仍然在全球化世界经济中处于边缘地位，并认识到，如《联

合国千年宣言》
6 
所述，全球化惠益的分享和代价的分担极不均匀； 

 2. 重申联合国需要发挥基本作用，推动国际发展合作，促进国际社会各项

商定发展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和落实，并决心与所有其他多边金融、贸易

和发展机构密切合作，加强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以便支持经济持续增长、消除

贫穷和可持续发展； 

 3. 认识到推广在落实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的成功政策和办法，需要得

到更有力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补充； 

__________________ 

 
4
 A/63/538-E/2009/4，附件。 

 
5
 见第 60/1 号决议。 

 
6
 见第 55/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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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重申加强联合国在强化发展伙伴关系方面的核心作用，以期为实现千年

发展目标，包括加速努力兑现和充分落实已在千年发展目标 8 下作出的各项承诺

创造有利的全球环境； 

 5. 强调指出区域、次区域和区域间合作可以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

济和实现发展目标以及促进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6. 重申，在全球化世界上，各国经济日益相互依存，有章可循的国际经济

关系体制正在形成，这意味着，当前的国家经济政策空间，即特别是贸易、投资

和国际发展领域的国内政策的回旋余地，往往受到国际规章制度、承诺和全球市

场因素的制约，对于接受国际规则和承诺带来的好处与丧失政策空间造成的制约

之间的利弊得失，应由每个国家的政府自己作出评价； 

 7.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由于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失业率及就业不足和就

业无保障的比例继续居高不下，认识到体面工作仍是摆脱贫穷的最佳途径之一，

为此敦促会员国推行全球就业契约，作为一个总体框架，每个国家可以在这一框

架内制定符合本国国情和国家优先目标的一揽子政策，以便促进就业密集型复苏

和可持续发展，并进一步敦促捐助国、多边组织和其他发展伙伴加紧援助发展中

国家，以落实《全球就业契约》； 

 8. 认识到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挂钩的政策，可以减少国家内和国家间的

不平等现象，以保证贫困者和处境最脆弱者最大程度地受益于经济增长和发展； 

 9. 着重指出在处理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时，应当特别注重确定和执

行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相辅相成的政策和做法，这就需

要国家和国际两级都作出努力； 

 10. 强调指出所有国家都需要利用知识和技术，鼓励创新，以便提高本国的

竞争力，从贸易和投资活动中受益，并促进可持续发展，在此方面，着重指出须

采取具体行动，推动以公平、透明和相互商定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支

持这些国家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11.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主题是“全球化和相互

依存：实现持续、包容性和公平的经济增长，推动人人受惠的公正、更加公平的

全球化，包括创造就业”； 

 12. 决定在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项目

下，列入题为“联合国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背景下促进发展的作用”的分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