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 合 国   A/74/L.52 

  

大  会 
 

Distr.: Limited 

27 March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04688 (C)    300320    300320 

*2004688*  
 

第七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3 

加强联合国系统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亚美尼亚、阿塞拜疆、

巴林、孟加拉国、比利时、贝宁、不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加拿大、乍得、智利、哥伦比

亚、科摩罗、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刚果民主共

和国、丹麦、吉布提、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爱沙尼亚、斯威士兰、埃塞

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

几内亚、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爱尔兰、牙

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

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墨西哥、密克

罗尼西亚联邦、摩纳哥、黑山、摩洛哥、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

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亚、北马其顿、挪威、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布

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波兰、卡塔尔、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卢旺

达、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拉利

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苏丹、苏里

南、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泰国、东帝汶、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

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干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

也门和津巴布韦：决议草案 

  全球团结抗击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 

 大会， 

 极为关切地注意到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继续在全球蔓延，对

人类健康、安全和福祉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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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这场大流行病的空前影响，包括对社会和经济以及对全球旅行和商业

的严重干扰以及对民生的破坏性影响， 

 又认识到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受到这一大流行病的影响最大，危机的影响将

逆转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阻碍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 取得的进展， 

 还认识到联合国系统在促进和协调全球控制和遏制 COVID-19 传播的对策

方面具有核心作用，并在这方面确认世界卫生组织发挥的关键作用， 

 欢迎秘书长呼吁应对这一医疗卫生突发事件以及重点关注社会影响和经济

应对措施，并强调恢复需要具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 

 认识到世界各国的政府以及医护人员和其他必要工作人员努力通过采取保

护本国人民的健康、安全和福祉的措施来应对这一大流行病， 

 确认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需要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共同努力，确保不让

任何人掉队， 

 认识到必须在团结一致、重振多边合作的基础上提出一项 COVID-19 大流行

病全球对策，  

 1. 重申致力于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并坚决支持联合国系统在全球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2. 强调必须充分尊重人权，并强调指出在应对这场大流行病的过程中不允

许任何形式的歧视、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 

 3. 表示深切哀悼和声援那些有家人和民众因这一疾病丧生的家庭和社会、

那些正在为生存奋斗的人们以及那些生活和生计受到这场危机影响的人们； 

 4. 表示感谢和支持世界各地在艰难和充满挑战的环境下正在为应对这一

大流行病而工作的所有前线医护人员、医疗专业人员、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及其他

必要人员； 

 5. 呼吁为遏制、减轻和战胜这场大流行病加强国际合作，包括通过交流信

息、科学知识和最佳做法以及实施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相关指引； 

 6. 再次承诺帮助处境特殊的民众和社会、特别是最弱势和最易受伤害的人，

并认识到多国政府已本着团结和相互支持的精神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和支持； 

 7. 重申全面致力于采取行动落实可持续发展十年，并在这方面着重指出联

合国系统需要齐心协力支持各国政府； 

 8. 表示乐观地认为，通过领导力和持续的全球合作与团结，能够缓解和成

功扭转 COVID-19 大流行病造成的这一空前危机；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第 7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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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呼吁联合国系统在秘书长领导下，与所有相关行为体共同努力，提出一

项协调一致的全球对策，应对这场大流行病及其在社会、经济和金融方面对所有

社会的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