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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第六十八届会议

第八十四次全体会议

2014年4月23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正式记录

主席： 约翰·阿什先生........................................................................................... (安提瓜和巴布达)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托莫•蒙特先生(喀麦隆)主
持会议。

下午3时15分开会

议程项目138（续）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

秘书长的说明（A/68/716/Add.10）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在着手审议我们议

程上的项目之前，按照惯例，我谨提请大会注意文

件A/68/716/Add.10。在这份文件中，秘书长通知大

会主席，自其载于文件A/68/716/Add.9的信印发以

来，瓦努阿图已缴付必要的款项，将其拖欠款额减

至低于《联合国宪章》第十九条规定的数额。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已适当注意到该文件所载

的情况？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7（续）

安排工作、通过议程和分配项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提请大会注

意在题为“《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十年度

全面审查会议”的议程项目22分项目(b)下分发的决

议草案A/68/L.38/Rev.1。各位成员记得，大会在

2013年9月20日第2次全体会议上决定把议程项目22

分项目(b)分配给第二委员会。为使大会能够就这项

文件快速采取行动，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在全

体会议上直接审议议程项目22分项目(b)并立即着手

审议？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22（续）

处境特殊的各国家组

(b)《 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十年度全面审查

会议

决议草案（A/68/L.38/Rev.1）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玻利维亚

多民族国代表发言，介绍决议草案A/68/L.38/Rev.1。

里奥斯·雷克纳女士（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发

言。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谨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向

参加和支持关于题为“第二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

家问题会议”的决议草案（A/68/L.38/Rev.1）的谈

判进程的各代表团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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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玻利维亚多民族国要感谢保加利亚代表

团主持非正式协商，感谢奥地利代表团将主办第二

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感谢赞比亚代

表团曾担任内陆发展中国家集团主席，感谢巴拉圭

代表团代表内陆发展中国家集团及77国集团和中国

协调非正式协商进程，以及感谢与内陆发展中国家

事业有联系的各国代表团在关于这项决议草案的非

正式协商进程期间作出贡献和提供支持。

此外，77国集团和中国主席呼吁把亚美尼亚、

哈萨克斯坦及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代表团列入该决议

草案提案国名单。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就题

为“第二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的决

议草案A/68/L.38/Rev.1作出决定。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通过决议草案

A/68/L.38/Rev.1？

决议草案A/68/L.38/Rev.1获得通过（第68/270
号决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赞比亚代

表发言，他希望在通过第68/270号决议之后发言。

卡塞瑟·博塔女士（赞比亚）（以英语发言）：我愿

感谢主席召开今天的会议，讨论题为“《阿拉木图行动

纲领》执行情况十年度全面审查会议”的议程项目22分

项目(b)。我要感谢巴拉圭代表团和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代表团所做的出色工作，它们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协调

了该决议草案。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伙伴作出贡献，达成

了刚才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这项决议（第68/270号决

议）。

通过这项以第二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

会议为重点的决议，对内陆发展中国家集团来说十

分重要，因为我们即将对《阿拉木图行动纲领》进

行审查。十年前通过的《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发挥

了作用，在执行过程中改善了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尽管各个内陆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

巨大差异。

在一些内陆发展中国家地区公路运输基础设施

的升级扩建方面取得了进展。在发展“软”基础设

施与协调运输和过境政策、法律、程序以及做法方

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在改善过境、运输以及贸易

便利化政策方面做出的这些努力已开始取得积极成

效，特别是就减少进出口商品和其它货物所需的时

间而言。

但是，内陆发展中国家集团仍然面临众多挑

战，其中包括内陆发展中国家的过境运输基础设

施，这些设施仍然不足，并且存在一些缺失环节。

内陆发展中国家在其产业基础不断萎缩的大环境

下，其生产能力有限，增加价值能力也受到制约，

特别是在农业和矿业部门。此外，由于新出现的多

重全球挑战，包括不断上涨的粮食和燃料价格、经

济和金融危机以及气候变化，而且，由于内陆发展

中国家应对这些挑战的复原力和减轻影响能力也有

限，这些困难已经加剧。

因此，加强与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伙伴关

系以及对这些国家的支持对增强努力，以便实现国

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满足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

强调的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来说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我们期望会议将全面评估《阿拉木图行

动纲领》的执行情况，分享最佳做法和汲取到的经

验教训，并且确定遇到的障碍和制约因素以及克服

这些障碍需要采取的行动与举措。会议也将制订并

通过一个新的未来十年发展伙伴关系框架，以便支

持内陆发展中国家，并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提供援

助。

特别是，我们希望，会议将讨论与基础设施发

展、过境问题、贸易便利化与发展、区域一体化以

及旨在减少限制性过境成本并为内陆发展中国家充

分参与全球贸易创造条件的政策框架等方面相关的

问题。我们也希望会议将讨论更广泛的问题，包括

结构转型、增加价值、出口多样化、提高生产能力

以及建设内陆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荒漠化

以及经济危机等冲击时的复原力，并且动员增加采

取有利于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支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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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期待会员国在2014年6月和10月积极

参加我们的筹备委员会会议以及将于11月3日至15日

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段对议程项目22分项目(b)的审议。

下午3时30分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