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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发展 

  筹资委员会 

第三届会议 

2021年 10月 20日至 22日，曼谷和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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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会议的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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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走向包容、有复原力和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3. 振兴创新数字筹资战略，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 

4. 审查 2020 年和 2021 年针对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要求以及 2019 冠状病

毒病大流行而开展的活动，并审议本次级方案今后的重点。 

5. 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6. 其他事项。 

7. 通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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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说明 

1. 会议开幕 

(a) 致开幕词 

会议的日程安排将在线提供，网址是： www.unescap.org/events/ 

2021/committee-macroeconomic-policy-poverty-reduction-and-

financing-development-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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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者名单将在线提供，网址是：www.unescap.org/events/2021/ 

committee-macroeconomic-policy-poverty-reduction-and-financing-

development-third。 

(c) 通过议程 

文件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ESCAP/CMPF/2021/L.1) 

说明 

委员会将审议并通过临时议程，可能会有变动。 

2. 从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走向包容、有复原力和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文件 

从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走向包容、有复原力和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ESCAP/CMPF/2021/1) 

说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亚洲及太平洋民众、尤其是贫困

弱势群体民众的社会经济福祉造成了沉重打击，也暴露了本区域长期存在的

发展挑战。本区域立即采取了对策，缓解了直接冲击。然而，正如《2021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走向 COVID-19 之后有复原力的经济》重点

指出：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差距依然存在。 

首先，受财政和资金制约，亚太发展中国家对疫情后复苏的公共支持

力度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一些国家日益沉重的债务压力还威胁到必要财政支

出的连续性和对未来发展的投资。其次，COVID-19 疫苗获取机会的不均、

疫情对贫困弱势群体的过度影响以及疫情适应方面的机会不平等(如远程工

作和远程教学等)拉大了不平等差距，有可能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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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复苏。最后一点，在初期应对措施中，对有复原力和可持续经济的转型投

资十分有限。在经济复苏、绿色发展和加强复原力方面发挥协同作用的空间

很大，可推动亚太经济体更好地重建。 

该文件的目的是审查这些问题并讨论政策选项，帮助成员国进行经济

转型并使其走上包容、有复原力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鉴于其中有多项政策

的实施需要财政资源，文件还讨论了有助于加强公共财政、扩大财政空间和

填补筹资缺口的政策。 

委员会不妨向秘书处提供反馈和指导，说明在已讨论的政策中有哪些应

该进一步探讨，以加快必要的经济转型，加强公共财政并扩大财政空间，以

便使秘书处能够有针对性地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3. 振兴创新数字筹资战略，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 

文件 

振兴创新数字筹资战略，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ESCAP/CMPF/2021/2) 

说明 

COVID-19 疫情暴发至今已超过一年，对实现经济持续复苏和可持续发

展目标仍然构成重大威胁。通过增加可用的财政资源并提高公共投资和私人

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创新数字筹资战略具有应对这些挑战的潜

力。文件中讨论了亚太区域背景下选定的创新数字筹资机制和工具，并综述

了需要应对的监管和政策主要挑战，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机制和工具在

扩大可持续发展目标筹资方面的潜力。 

文件中讨论的创新数字筹资战略和相关政策措施方面的例子包括如下：

(1)发展绿色资本市场和创新金融机制，如绿色债券或可持续发展目标债

券；(2)落实债务换气候等机制，为重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资提供资

金；(3)加强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监管框架，支持扩大环境、社会和治理

投资市场；(4)将气候风险披露和报告纳入企业活动，对投资者和其他利益

攸关方提高透明度，并鼓励可持续投资；(5)发挥数字支付及其各种应用工

具的潜力，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 

委员会不妨审查创新数字筹资战略，并讨论亚洲及太平洋在落实这些

战略方面的良好做法以及面临的挑战。委员会还不妨向秘书处提供指导：如

何通过技术援助方案支持成员国建设国家能力，推进落实这些战略。 

4. 审查 2020 年和 2021 年针对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要求以及 2019 冠状病毒病

大流行而开展的活动，并审议本次级方案今后的重点 

文件 

报告 2020 年和 2021 年针对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发展筹资委员会第二届会

议的要求以及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而开展的活动，并审议本次级方案今

后的重点(ESCAP/CMPF/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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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该文件综述了秘书处对 2019年 11月举行的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提出的各

项要求的落实情况。当时，委员会请秘书处在下列几大领域采取行动：(1)

在评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需求和相关筹资战略以及共同的国内税收挑

战方面提供进一步的分析和能力建设支持；(2)通过研究和能力建设活动支

持特需国家落实其相关行动纲领，包括确保即将从最不发达国家类别毕业的

国家能够平稳过渡；(3)继续支持成员国开发能力，落实基础设施筹资公私

伙伴关系模式，促进创新筹资区域合作，并增加中小微型企业的融资机会。 

文件综述了本次级方案的工作，重点是次级方案对那些根据经社会会

议结构应纳入所有委员会工作主流的领域所作的贡献。 

鉴于 COVID-19 疫情给亚太经济体带来的空前挑战，在宏观经济政策、

减贫和发展筹资次级方案下开展了更多的研究和能力建设活动来支持成员

国。文件也对这方面的工作作了概述。 

委员会不妨就秘书处根据委员会的要求采取的步骤及其与 COVID-19 相

关的工作向秘书处提供反馈意见。考虑到疫情的影响以及迈向更加包容、有

复原力和可持续经济体的必要性，委员会还不妨根据成员国的反馈向秘书处

提供指导，使其了解哪些研究和能力建设活动最适合各国具体国情。 

委员会还不妨根据其审议情况，就 2023 年方案计划的编制工作向秘书

处提供指导。 

5. 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委员会不妨审议将于 2023年举行的第四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6. 其他事项 

委员会不妨审议上述议程项目未涵盖的其他事项。 

7. 通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报告 

文件 

报告草稿(ESCAP/CMPF/2021/L.2) 

说明 

委员会将审议并通过第三届会议的报告，并提交经社会第七十八届会

议。 

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