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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本文件载有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发展筹资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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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对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新办法。 

3. 缩小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融资缺口：行动原则。 

4. 审查 2022年和 2023年根据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要求和决定开展的活动。 

5. 审议次级方案的未来重点。 

6. 其他事项。 

7. 通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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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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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选举主席团成员 

委员会将为本届会议选出一名主席和两名副主席。 

(c) 通过议程 

文件 

临时议程(ESCAP/CMPF(4)/1)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ESCAP/CMPF(4)/1/Add.1) 

说明 

委员会将审议并通过临时议程，视需要，临时议程可能会有变动。 

与 会 者 名 单 和 会 议 日 程 安 排 将 在 线 提 供 ， 可 查 阅

www.unescap.org/events/2023/committee-mpfd-fourth-session。 

2. 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对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新办法 

文件 

评 估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投 资 对 公 共 债 务 可 持 续 性 的 影 响 ： 新 办 法

(ESCAP/CMPF(4)/2) 

说明 

在亚太发展中国家公共债务困扰的风险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关键的政策挑

战是如何加快投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保持公共债务的长期可持续

性。目前，评估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常用方法都侧重于短期。因此，可能过分

强调减少短期债务困扰的风险，而不是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秘书处在本文件中

提出了新的评估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长期办法，通过考虑到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投资以及相关筹资战略对未来公共债务轨迹的影响，加强传统的短期分析。 

对蒙古的试点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会在短期内增加

政府债务水平，但旨在使蒙古经济更加绿色和多样化的一揽子政策将增加财政

资源，调动私人资本促进发展，这将有助于减少政府负债，特别是从长期来

看。这对所有国家都有若干政策影响。例如，各国政府应力求在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之间取得平衡，国际金融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可在

支持债务国实现这一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所有债权人和潜在贷款人

在作出贷款和投资决定时，应同时从短期和长期角度对公共债务可持续性进行

分析。 

请委员会在增加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的背景下，审查和讨论与文件中

提出的新的长期公共债务可持续性评估方法有关的政策问题。鼓励委员会分享

具体国家的经验和举措，并就这些问题提供反馈和指导，以帮助秘书处即将开

展的分析工作和技术援助。 

https://www.unescap.org/events/2023/committee-mpfd-fourth-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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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缩小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融资缺口：行动原则 

文件 

缩小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融资缺口：行动原则(ESCAP/CMPF(4)/3) 

说明 

由于目前的财政需求远远超过可用资源，亚太区域无法到 2030 年如期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无法实现其气候雄心。现在正是所有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各

国政府、监管机构和私营金融实体)加快变革的时刻，它们应承诺实现净零排

放，并转变其融资优先事项、流程和方案，以满足本区域日益增长的融资需

求。 

可持续融资泛指可持续活动的融资和以可持续方式管理的财政资源，秘书

处通过重点关注可持续融资，应对亚太区域各国政府、监管机构和私营金融实

体在缩小可持续融资差距方面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为便利关于政策和行动的讨

论，秘书处提出了 10项原则，以推动将财政资源用于气候行动。这 10项原则被

归入政府、监管机构和私营金融实体应采取的行动。 

请委员会就这 10 项原则提供反馈意见，并讨论如何加强区域合作，以弥合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可持续融资方面的差距。委员会还不妨讨论国家一级在加强

获得可持续融资方面的经验、挑战和机遇。 

4. 审查 2022 年和 2023 年根据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要求和决定开展的活动 

文件 

审查 2022年和 2023年根据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发展筹资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

要求和决定开展的活动(ESCAP/CMPF(4)/4) 

说明 

在本文件中，秘书处概述了其为落实 2021年 10月 20日至 22日在曼谷和线

上举行的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要求和决定所做的努力。委员会特别请秘书处：

(a)在疫后经济恢复、减贫和向包容、有复原力和可持续的经济转型等领域加强

其研究，并增加对成员国的技术援助；(b)继续开展分析并促进最佳做法和经验

教训分享，以期扩大财政空间并利用绿色创新数字筹资解决方案支持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c)继续支持在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发展筹资等领域开展多边发

展合作、结成伙伴关系和分享经验。
1
 

 
1
 ESCAP/CMPF/2021/4，第 2至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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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在第三届会议上还决定在现有资源范围内，设立可持续发展目标筹

资战略协商小组，以促进委员会、秘书处和相关政府部委之间进行更加定期的

实质性沟通。
2
 

委员会不妨就秘书处为落实上述请求和决定而采取的步骤提供反馈意见。

考虑到经济环境的迅速变化以及实现更具包容性、更有韧性和更可持续的经济

的必要性，委员会还不妨就成员国根据其具体情况认为最有用的研究和能力建

设活动提供指导。 

5. 审议次级方案的未来重点 

文件 

审议次级方案的未来重点(ESCAP/CMPF(4)/5) 

说明 

缺乏适当的财政资源是亚太国家在有效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

《巴黎协定》中与气候相关的共同目标方面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因此，鉴

于现有财政资源有限，审慎的做法是制定支持实现这两项议程的筹资战略。在

这方面，并考虑到最近收到的一些成员国的支助请求，秘书处在文件中概述了

近期将在本次级方案下开展的发展筹资工作。 

具体而言，秘书处确定了以下四个技术领域，正在并将在秘书处的这一次

级方案和其他次级方案下向成员国提供研究和技术援助支持：(a)为亚洲及太平

洋地区公正的能源转型提供资金；(b)发展可持续的资本市场，包括绿色债券框

架、债务换气候/自然以及金融监管机构对气候风险的管理；(c)根据《昆明－

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供资金；(d)建立符

合各种投资者，特别是亚洲及太平洋投资者投资条件的绿色后备项目。 

请委员会分享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制定旨在为《2030 年议程》和《巴

黎协定》的共同目标提供资金的战略方面的经验。这将有助于制定最佳做法并

建立区域伙伴关系。委员会不妨提供指导，介绍秘书处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更有

活力的平台，将亚太区域的声音传递给相关的全球进程，以及如何才能促进在

文件中确定的四个技术领域开展有效的区域和全球合作并达成共识。 

6. 其他事项 

委员会不妨审议上述项目未涉及的其他事项。 

 
2
 同上，第 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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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报告 

文件 

报告草稿(ESCAP/CMPF(4)/L.1) 

说明 

委员会将审议并通过第四届会议报告，以将其提交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

委员会第八十届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