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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本文件载有贸易、投资、企业和商业创新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第一部分)和临时议程说明(第二部分)。 

一． 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a) 致开幕词；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c) 通过议程。 

2. 提高亚洲及太平洋的贸易竞争力、可持续性和包容性。 

3. 推进公私伙伴关系和私营部门网络，以加快气候行动和《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执行工作。 

4. 调动影响力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可持续发展。 

5. 为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促进企业创新。 

6. 推动新技术和新兴技术领域区域合作，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7. 其他事项。 

8. 通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报告。 

 

*
 文件迟交是由于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需要在 2022 年 12 月 8

日举行的第 403 次会议上审议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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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说明 

1. 会议开幕 

(a) 致开幕词 

执行秘书、其他高级官员和政府代表将致开幕词。 

将在线提供会议日程安排：www.unescap.org/events/CTIEBI1-2023。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委员会将为本届会议选出一名主席和若干名副主席。 

将在线提供与会者名单：www.unescap.org/events/CTIEBI1-2023。 

(c) 通过议程 

文件 

临时议程(ESCAP/CTIEBI(1)/1/Rev.1)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ESCAP/CTIEBI(1)/1/Add.1) 

说明 

委员会将审议和通过临时议程，视需要，临时议程可能会有变动。 

2. 提高亚洲及太平洋的贸易竞争力、可持续性和包容性 

文件 

提高亚洲及太平洋的贸易竞争力、可持续性和包容性(ESCAP/CTIEBI(1)/2) 

制订区域贸易协定中关于危机情况下贸易的示范章节(ESCAP/CTIEBI(1)/3) 

说明 

近年来的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和其他危机暴露了国际贸

易的弱点，各国都在努力应对供应链中断、运输成本波动以及在保障基本供

应方面的困难。展望未来，随着亚洲及太平洋各国的复苏，必须解决大流行

病暴露出的脆弱性，并做好准备以应对未来的危机，包括飙升的通货膨胀和

持续的气候危机。 

ESCAP/CTIEBI(1)/2 号文件审查了如何能使贸易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所确认的落实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手段，在亚太区域向前迈进和面对未来

挑战的过程中变得更具竞争力、可持续性和包容性。文件概述了贸易如何能

够有助于利用数字经济中新出现的机遇，通过数字贸易和一体化，帮助发展

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特需国家实现一揽子贸易的多样化。文件讨论了提

高贸易的气候智能化程度和可持续性所需的机会和步骤，例如通过贸易数字

http://www.unescap.org/events/CTIEBI1-2023
https://www.unescap.org/events/CTIEBI1-2023


ESCAP/CTIEBI(1)/1/Add.1 

 

B22-01211 3 

化以及消除环境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壁垒。文件还探讨了如何通过区域合

作等途径，将贸易纳入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从而利用贸易造福妇女和中小微

型企业等弱势群体。 

委员会不妨审议本文件中讨论的问题，分享国别经验和优先事项，并就

次级方案的今后工作向秘书处提供指导。 

ESCAP/CTIEBI(1)/3 号文件载有一个关于危机情况下贸易的示范章节，

可将其纳入现有和未来的区域及其他贸易协定。该章节建立了一个机制，以

确保协调一致地应对危机，并促进合作，为未来危机做好准备，同时还载有

关于危机情况下贸易的具体权利和义务的信息，有助于在危机期间减少不确

定性，保持贸易流动。委员会不妨就该章节的潜在适用问题以及秘书处今后

为支持贸易谈判而开展的工作提出其看法。 

委员会不妨鼓励各成员就其中一些政策问题交流看法。 

3. 推进公私伙伴关系和私营部门网络，以加快气候行动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执行工作 

文件 

推进公私伙伴关系和私营部门网络，以加快气候行动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执行工作(ESCAP/CTIEBI(1)/4) 

加强亚洲及太平洋的基础设施筹资和公私伙伴关系(ESCAP/CTIEBI(1)/INF/1) 

2022年亚太工商论坛的成果(ESCAP/CTIEBI(1)/INF/2) 

说明 

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对于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至关重

要。各国政府继续为取得此类进展提供动力和重要指导。然而，各国政府以

及更广泛的公共部门只有使私营部门行为体能够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并共同实现发展目标，才能取得重大进展。在整个亚太区域，都有公私伙伴

关系建设经济绿色转型所必需的基础设施的实例。还有一些实例表明，私营

部门网络和举措正在帮助企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例如致力于

脱碳，采纳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以及在公司和国家之间分享良好做法、

成功成果和知识。 

ESCAP/CTIEBI(1)/4 号文件概述了私营部门通过私私伙伴关系和公私伙

伴关系对取得更好成果的潜在贡献，以及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

经社会)在这方面开展的活动。虽然企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企业主赚取利润，但

在实践中，企业主和管理人员受到一系列因素的激励，包括为实现更好的社

会成果作出贡献。提供适当的激励措施和建立适当的伙伴关系，使私营企业

能够更充分地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基础设施伙伴关系是这方面

的一个绝佳实例，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进行能力建设，以了解与重大项目

有关的风险结构、成本和效益，可用于为更具变革性的绿色项目有效调动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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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议 ESCAP/CTIEBI(1)/4 号文件之际，委员会不妨就亚太经社会成员

和准成员在利用其经济和具体部门或垂直行业中私营部门企业的现有举措和

项目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提供指导，亚太经社会可以通过亚太经社会可持续

企业网将这些举措和项目作为优先行动事项，并在执行最近通过的《亚太企

业绿色协议》过程中加以实施。委员会还不妨就亚洲及太平洋基础设施融资

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联络网的目标和优先事项提供指导。此外，委员会不

妨考虑如何利用该网络作为实现选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手段，并使之与亚

太经社会可持续企业网的活动保持一致。 

委员会不妨就亚太经社会支持的以下伙伴关系网络目前的工作提出评论

意见：基础设施融资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联络网以及亚太经社会可持续企

业网。此外，委员会不妨指出可在哪些方面加强这些网络的工作，并确定各

成员在基础设施筹资和私营部门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方面的特殊需要。 

委员会将收到关于加强亚洲及太平洋的基础设施筹资和公私伙伴关系的

ESCAP/CTIEBI(1)/INF/1号资料文件。 

委 员 会 还 将 收 到 载 有 2022 年 亚 太 工 商 论 坛 成 果 的

ESCAP/CTIEBI(1)/INF/2号资料文件。 

4. 调动影响力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可持续发展 

文件 

调动影响力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可持续发展(ESCAP/CTIEBI(1)/5) 

说明 

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前，据估计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额外投

资 1.5 万亿美元，才能在 2030 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大流行后的世

界，这一数字可能会高得多，私营部门投资者是弥合这一差距的关键所在。

然而，调动这一投资将需要投资者的做法从为利润投资转向为影响力投资。 

ESCAP/CTIEBI(1)/5 号文件概述了借鉴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实施的政策和

做法，在促进影响力投资方面新出现的政策选择。 

尤其是，ESCAP/CTIEBI(1)/5 号文件的具体重点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外

国直接投资，因为这是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资金来源之一。外国直接投资

为影响并帮助国家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提供了前途光明的、尚未开发

的潜力。然而，对关键可持续发展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尚未从疫情中反弹，

仍然不足以满足亚太区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筹资需求。鼓励企业将其跨境

投资投向本区域的优先可持续发展部门，需要本区域各东道国采取果断的政

策行动和措施。 

此外，文件还概述了外国直接投资在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以下三个领域

取得的进展：性别、数字经济和气候变化。文件概述了上述每个领域的主要

投资趋势、机遇和挑战，然后确定了本区域投资促进机构为吸引、促进和便

利对这三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的投资可以采取的主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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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不妨分享各国经验，包括有效做法和经验教训，以便为可持续发

展调动影响力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委员会还不妨指出秘书处为促进影响力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以实现包容

和可持续的发展所需的支助；向秘书处提出建议，以便在国家和区域两级推

进这些议程；并确定秘书处可更详细处理的与这些议程有关的新的优先政策

问题。 

5. 为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促进企业创新 

文件 

为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促进企业创新(ESCAP/CTIEBI(1)/6) 

说明 

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了企业运作方式的转变。面对消费者、投资者和员

工不断变化的需求，企业也开始重新调整各自的优先事项。此外，创新企业

模式不断出现，如社会企业和包容性企业，这些企业有意识地通过市场办法

应对社会挑战和环境挑战，并向经济金字塔底层的人群提供生计机会、产品

和服务。 

亚 太 区 域 各 国 政 府 率 先 制 定 政 策 推 动 这 些 企 业 创 新 。

ESCAP/CTIEBI(1)/6 号文件借鉴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实施的政策和做法，综述了

在推动企业创新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方面新出现的政策选项。 

此外，ESCAP/CTIEBI(1)/6 号文件重点指出了区域合作和南南合作在推

动商业创新以促进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委员会不妨分享与国家和区域合作以及南南合作有关的经验，包括在推

动商业创新以促进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方面的有效做法和经验教训。 

委员会还不妨指出秘书处需要提供哪些支助，以推动关于扶持商业创新

促进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议程；在国家和区域两级，就如何推动企业创新促

进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向秘书处提出建议；并确定秘书处应更详细处理的、

与业务创新促进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新的优先政策问题。 

6. 推动新技术和新兴技术领域区域合作，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文件 

推 动 新 技 术 和 新 兴 技 术 领 域 区 域 合 作 ， 以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ESCAP/CTIEBI(1)/7) 

说明 

技术发展被视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取得进展的关键动力。技术，特别是新

兴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机器学习、区块链、大数据等第

四次工业革命技术，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大机



ESCAP/CTIEBI(1)/1/Add.1 

 

6 B22-01211 

遇。加快采用和推广新技术和新兴技术取决于是否具备有可行的政策备选方

案和工具、能力、投资、创新商业模式和伙伴关系的有利的生态系统。区域

合作在促进和加快采用和传播新技术和新兴技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SCAP/CTIEBI(1)/7 号文件概述了跨境合作在亚太区域采用和推广新技

术和新兴技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重点是气候变化。特别是，文

件审查了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在促进新技术和新兴技术区域合作方面的作

用。文件还概述了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 2020年至 2022年期间在这方面

向成员国提供的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 

委员会不妨分享各国成功采用和推广新技术和新兴技术的观点、经验和

良好做法，并确定可通过区域合作加以解决的新的优先政策问题，以支持本

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还不妨就如何在本区域推广这些技术提供指导，

并指出可能需要秘书处提供哪些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以促进在可持续发展

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用和推广这些技术。 

7. 其他事项 

委员会不妨审议上述项目未涉及的其他事项。 

8. 通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报告 

文件 

报告草稿(ESCAP/CTIEBI(1)/L.1) 

说明 

委员会将审议并通过其第一届会议的报告，以提交经社会第七十九届会

议。 

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