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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22 

全球化和相互依存 

 
 
 

也门：
**
 决议草案 

 
 

  努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大会， 

 铭记《联合国宪章》关于推动各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宗旨和原则， 

 回顾 1974 年 5 月 1 日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第 3201(S-VI)号和第

3202(S-VI)号决议分别所载《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建立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行动纲领》的各项原则， 

 回顾其 2008 年 12 月 19 日第 63/224 号决议和 2009 年 12 月 21 日第 64/209

号决议， 

 重申《联合国千年宣言》，
1
 

 回顾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高级别全体会议及其成果，
2
 

 又回顾经济、社会和有关领域各次联合国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包括

其中所载发展目标和具体指标，并确认这些会议和首脑会议在勾画远大发展前

景、确定共同商定目标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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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重新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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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 

 
1
 见第 55/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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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第 65/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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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指出应履行所有发展筹资承诺，包括《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蒙特雷共

识》、
3
 审查蒙特雷共识执行情况的发展筹资问题后续国际会议通过的成果文件

《发展筹资问题多哈宣言》
4
 以及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其他相关成果

所载的承诺， 

 关切当前既相互关联又相互推波助澜的多重全球危机，特别是世界金融和经

济危机、能源价格波动、粮食危机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对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前景产生不利影响，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包

括技术和收入差距，并可能进一步妨碍实现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各项国际商

定发展目标； 

 着重指出必须实现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复苏，认识到除其他外通过《建立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载明的包容性多边行动以及所有国家的平等

参与，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认识到需要为发展融资采取富有创意的改进办法，以应对当前全球经济情

况、贫穷和实现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所带来的挑战，并强

调指出，这些新办法既不应替代也不应影响包括官方发展援助在内的传统来源的

发展筹资水平，而且此种办法应本着伙伴、合作与团结精神加以制定，同时应考

虑到共同利益和每个国家本国的优先事项， 

 又认识到《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所载的很多相关原则仍

未充分落实，需要加大工作力度，把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减少到 低

程度，确保全球化成为有利于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力量， 

 还认识到金融监管普遍放松，导致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净资本流出增加， 

 强调指出应为发展中国家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提供政策空间，以实现共同繁

荣， 

 重申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决策和规范制定工作中的声音和参与，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题为“从国际经济新秩序角度全面审视在实现公平和

普遍的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所面临的重大国际经济和政策挑战以及

联合国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的作用”的报告；
5
 

 2. 重申需要继续努力建立以各国公平、主权平等、相互依存、共同利益、

合作和团结等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__________________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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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第 63/239 号决议，附件。 

 
5
 A/6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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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决定继续审议国际经济情况及其对发展的影响，为此请秘书长铭记联合

国主要会议和在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的首脑会议成果及内载各项原则，并依照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动纲领》所载有关

原则，在题为“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项目下提交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中，

重新全面审视在实现公平和普遍的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所面临的重

大国际经济和政策挑战以及联合国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的作用，以及为克服这些

挑战可以采取的方式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