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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与非国家行动方特别是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 
整个联合国的最新动态及其对委员会工作可能产生的影响 

 
秘书处的说明 
 
1. 本说明的目的是提请委员会注意秘书长给大会（2003 年）第五十八届会议
的题为“加强联合国与所有有关伙伴、特别是与私营部门合作”的报告

（A/58/227）1
和大会就该报告采取的行动。 

2. 秘书长在其报告（A/58/227）中回顾了联合国与非国家行动方之间伙伴关系
的最新动态；

2
其结论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已成为联合国多

个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伙伴关系能够补充本组织为实现其目标所作的努

力，与此同时，通过提出新的工作方法而有助于本组织的振兴；
3
秘书长拟订了

如何最好的利用伙伴关系潜在益处的各种提案；并强调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各组

织有必要继续鼓励并支持采取很有希望的做法和举措。
4
秘书长计划新设一个伙

伴关系办公室，确保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采取更为前后一致并更具系统性的做

法，以便在联合国与非国家行动方之间建立伙伴关系。 

3. 大会在审议秘书长报告（A/58/227）之后通过的第 58/129 号决议中鼓励联
合国有关的机关和机构并邀请布雷顿森林机构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继续研究是否

有可能利用伙伴关系来更好地执行其目标和方案。大会还就拟订指导此种伙伴

关系的原则和做法提供了政策性指导。
5
此种伙伴关系应尤其立足于《联合国宪

章》中所阐述的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在伙伴关系方面所采取的有系统的共同

做法应包括下述原则：㈠共同目的；㈡透明度；㈢对联合国的任何合作伙伴都

不给予不公平的利益；㈣互利和互敬；㈤问责制；㈥尊重联合国的行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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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相关合作伙伴有均衡的代表

性；㈧部门和地域平衡；㈨维持联合国系统，尤其是各机构的独立性和中立

性。大会还强调这些伙伴关系应符合各国的法律、发展战略和计划以及伙伴关

系执行国的优先安排，应该以透明和可问责的方式设计并执行这些伙伴关系。

大会吁请联合国系统内发展伙伴关系的所有各机构确保本组织的完整性和独立

性，酌情在网站上或通过其他手段将有关伙伴关系的资料列入其定期报告。 

4. 委员会与非国家行动方的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通常建立此种关系的目的
是使非国家行动方参与拟订其法规，为此，尤其邀请国际非政府组织参加委员

会及其政府间工作组的会议，宣传委员会通过的法规，就贸易法委员会的法规

提供技术援助。在这一过程中，经常有人指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委员会及

其工作组的审议对提高委员会拟订的法规的质量，使此类法规更易被接受是至

关重要的。 

5. 内部监督事务厅在其关于深入评估法律事务的报告中强调有必要使非国家
行动方更为积极地参与执行委员会各个方面的任务。

6
内部监督事务厅建议，为

加强与各贸易法组织的协调，确保用一致的方式处理共同的问题，委员会秘书

处应同处理贸易法问题的各主要组织每年举行会晤，以交流信息和工作计划。
7

该报告还建议，委员会秘书处拟订同支持与贸易有关的各方案筹资机构共同工

作的战略，增加其在贸易法改革领域提供技术援助的广度和深度，以促进对贸

易法委员会法规的理解和使用，拟订增加对贸易法委员会信托基金的捐款的战

略并从私营部门寻找新的资金来源。
8 

6. 正如秘书处在给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关于培训与技术援助的说明
（A/CN.9/560）中所提及的，最近已加强了贸易法委员会的资源，以便使秘书
处能够履行其在立法技术援助、国际贸易法领域法律动态信息传播方面的职能

并有效而及时的协调活跃于国际贸易法领域中的各国际组织的工作。
9
与非国家

行动方，包括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可能关系到这些职能的履行，尤其关系到

开展联合主办的活动以及获得资金来源和技术专长。而且，委员会凭借其召集

权、中立性、公正性、专长和动员国家和非国家行动方的能力，可以发挥框架

提供者和促进者的积极作用，既可以促进现有的伙伴关系，又可以促进建立新

的伙伴关系，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非国家行动方之间建立此种关

系，同时又可以成为就促进国际贸易法统一和现代化的伙伴关系展开讨论的协

调中心。联合国全系统的其他伙伴关系，尤其是与世界各地区的网络和活动有

关的伙伴关系也可能关系到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些伙伴关系当中，全球契约正

在成为联合国与企业界之间发展伙伴关系的总体价值框架。全球契约是 2000 年
7 月推出的，涵盖联合国五个核心机构（劳工组织、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开发计划署和工发组织，其他联合国机构为联系机构）、

世界各地的私营公司、各种国际工会、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其目的是寻求

加强良好的企业公民意识，为此，通过各种活动和工作机制将人权、劳工和环

境领域得到普遍赞同的九条原则纳入企业活动。选定此类原则的依据是，首

先，通过国际政府间协议拟订此类原则，其次，此类原则在运作和战略上对私

营部门的适切性。根据在人权领域选定的原则，企业应：㈠支持并尊重对国际

上申明的人权的保护（原则 1）；㈡确保不参与侵犯人权（原则 2）。根据在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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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标准领域选定的原则，企业应维护：㈠结社自由和切实承认集体谈判权利

（原则 3）；㈡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和强制劳动（原则 4）；㈢切实废除童
工（原则 5）；㈣消除在就业和职业方面的歧视（原则 6）。所选定的最后三项
原则涵盖环境领域，规定企业应：㈠对环境挑战采取预防做法（原则 7）；㈡采
取各种举措，促进加强环境方面的责任（原则 8）；㈢鼓励开发并推广环境相宜
的技术（原则 9）。10 

7. 委员会似宜讨论委员会及其秘书处在非国家行动方作为观察员参加委员会
及其工作组会议的情况下的工作方法；为此，委员会似宜认识到，人们普遍认

为此种参与是有益的，其有助于提高委员会拟订的法规的质量并使这些案文更

容易被接受。此外，委员会似宜考虑在扩大委员会的立法技术援助活动方面与

非国家行动方结成伙伴关系。委员会还似宜提请各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家注意联

合国为设法协助私营公司实行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治理方法而采取的各种举

措。委员会宜建议各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家向本国的私营企业介绍此类举措，鼓

励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就全球企业责任问题展开讨论。 

注 

 1 该报告是根据题为“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的议程项目而提交的，这个议程项目自大会 2000 年
第五十五届会议以来一直列在大会的议程上。关于在该议程项目下通过的决议，见

A/RES/55/215、A/RES/56/76和 A/RES/58/129。 

 2 在联合国与非国家行动方之间发展伙伴关系的动力是《联合国千年宣言》（大会第 55/2 号决
议），在这份宣言中，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为加强联合国的效能，决心给私营部门、非政

府组织和整个民间社会更多的机会为实现本组织的目标和方案作出贡献（同上，第 30段）。 

 3 关于秘书长早先在本组织改革与振兴的背景下讨论伙伴关系的报告，见秘书长“振兴联合
国：改革方案”的报告（A/51/950），行动 17，秘书长“我们人民：二十一世纪联合国的作
用”的报告（A/54/2000），第六. B 节；秘书长“联合国与所有有关伙伴特别是私营部门的
合作”的报告（A/56/323）；秘书长“加强联合国：进一步改革纲领”的报告（A/57/387），
第四. C 节；秘书长提交大会的关于本组织工作情况的年度报告（A/56/1）（补编）、A/57/1
（补编）和 A/58/1(补编)。 

 4 A/58/227，概要。 

 5 秘书长将开发共同伙伴关系工具和拟订这方面的准则确定为今后面临的挑战之一。迄今为
止，伙伴关系一般是按照联合国各实体根据秘书长于 2000年 7月颁布的联合国与企业界之间
合作特别准则（A/56/323 号文件，附件三）而拟订的内部准则加以管理的。正在对这些准则
问世以来所获得的实际经验进行审查，以便补充这些准则，并最终推动伙伴关系的发展，同

时，保证本组织的安全和独立。由秘书长于 2003年 2月召集的知名人士小组正在对这些准则
进行审查。该小组的任务是审查以往和现在的做法，就如何使民间社会和联合国之间的互动

更有意义拟订一套切实可行的建议。 

 6 E/AC.51/2002/5。 

 7 同上，建议 13。 

 8 同上，建议 14。 

 9 A/CN.9/560，第 4段。 

 10 A/56/323，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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