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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本文件载有减少灾害风险委员会第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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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联风险的出现和灾害风险局面的扩大。 

3. 扩大次区域和区域合作框架以管理级联风险。 

4. 综述秘书处和联合国系统在区域一级的工作。 

5. 审议次级方案的未来重点。 

6. 其他事项。 

7. 通过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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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ster-risk-reduction-seventh-session。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委员会将为会议选举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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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名单将在线提供，网址是： www.unescap.org/events/ 

2021/committee-disaster-risk-reduction-seventh-session。 

(c) 通过议程 

文件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ESCAP/CDR/2021/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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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级联风险的出现和灾害风险局面的扩大 

文件 

《2021年亚太灾害报告》摘要(ESCAP/CDR/2021/1) 

说明 

委员会面前将有 ESCAP/CDR/2021/1 号文件，其中审查了《2021 年亚

太灾害报告》的调查结果。 

这份文件介绍了在既有多学科研究基础上对区域风险局面进行的一

项扩展分析。文件中找出了各种灾害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以及其

他生物危害、气候及卫生紧急情况发生碰撞的风险热点，介绍了系统性级联

风险的出现及其对民众和经济的影响。此外，该文件还根据区域和次区域在

建设抵御灾害、卫生和气候风险交汇的能力方面的差距，在政策行动和业务

解决方案的机会方面因地制宜地为各个次区域提供了启示，以便更好地重建

并建设抗灾能力。文件将审议在查明并满足日益扩大的风险局面中最落后人

群尚未满足的需求方面的能力，还将审议为本区域制定复原力议程的财政成

本。 

秘书处先作介绍，然后由政府、学术界和政策智库的专家组成的专

题小组讨论文件中提出的问题，提出政策应对建议，并确定亚洲及太平洋经

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在这方面的作用。 

委员会不妨就政策应对和确定亚太经社会在这方面的作用提供进一

步指导。 

3. 扩大次区域和区域合作框架以管理级联风险 

文件 

扩大合作框架以管理级联风险(ESCAP/CDR/2021/2) 

秘书处和联合国系统在区域一级的工作概览(ESCAP/CDR/2021/IN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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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区域不断扩大的风险局面需要新的区域和次区域复原力建设战

略。在第 77/1 号决议“亚洲及太平洋通过区域合作在危机后重建得更好”

中，经社会请秘书处推动区域讨论《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卫生层面的实施工作，包括为此注意到关于落实《仙台框架》卫生层面工作

的《曼谷原则》以及其他相关区域和次区域框架和倡议。 

ESCAP/CDR/2021/2 号文件审查了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秘书处、孟加

拉湾多部门技术和经济合作倡议秘书处、经济合作组织秘书处以及其他发展

伙伴协调扩大次区域合作以应对自然灾害和生物危害交汇级联风险取得的进

展情况。该文件将审议制定新的区域合作框架和行动计划的相关要素，按照

可持续发展目标、《巴黎协定》和《仙台框架》制定一种长期、全面、协调

和更具战略性的抗灾能力建设方法。 

东南亚方面，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关于加强适应干旱的宣

言》的一项后续行动，将审查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和东盟秘书处合作制定次区

域行动计划的进展情况。东北亚方面，将分享在适应气候变化、尤其是缓发

性灾害方面的经验，并将提出开展新的研究，支持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计

划在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方面的工作。北亚和中亚方面，将审查在落实减少和

减缓内陆流域灾害风险的能力建设举措方面取得的进展，具体重点是咸海流

域。太平洋方面，将介绍亚太经社会将如何应萨摩亚、库克群岛和纽埃政府

的请求在这些国家开展应对灾害的社会保护工作。 

目前正在扩大亚太经社会秘书处的次区域工作方案，以便应对新出

现的迫切需求，即根据每个次区域的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协调，以管理系统

性级联风险。如 ESCAP/CDR/2021/INF/1 号资料文件所述，目前正在亚太抗

灾能力网络的支持下实施这方面的举措。 

委员会不妨就拟议工作方案和扩大区域合作的优先事项提供进一步

指导。 

4. 综述秘书处和联合国系统在区域一级的工作 

文件 

秘书处和联合国系统在区域一级的工作概览(ESCAP/CDR/2021/INF/1) 

扩大合作框架以管理级联风险(ESCAP/CDR/2021/2) 

说明 

ESCAP/CDR/2021/2 号文件中介绍的秘书处在支持区域和次区域减少

灾害风险和建设复原力战略方面的工作，现正通过亚太抗灾能力网络推动的

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活动并通过地理空间数据应用管理级联风险区域合作予

以落实。 

ESCAP/CDR/2021/INF/1 号资料文件旨在重点介绍灾害风险建模、测

绘和监测如何在面临共同跨境灾害、包括 COVID-19 带来的挑战时加强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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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种预警系统。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干预，其挑战在于为每个次区域量身

定制多灾种预警系统。国际多灾种预警系统网络等国际合作机制以及广泛的

伙伴关系倡议已经为开发成员国在自然和生物多灾种综合预警系统领域的能

力提供了重要机会。成员国通过该网络分享了信息、专门知识、资源和良好

做法。 

资料文件回顾了亚洲及太平洋灾害信息管理发展中心在信息和数据

管理促进减少灾害风险方面提供服务的里程碑，尤其是介绍该中心最近对灾

害风险信息和数据管理平台的缺口和需求以及区域沙尘暴风险进行评估的结

果和建议。文件旨在重点指出数据管理改进之后如何通过《仙台框架》监测

系统加强了对沙尘暴影响的监测和报告。 

委员会还将听取关于由亚太经社会共同领导的建设复原力专题联盟

在其灾害和气候风险分析工作流下的交付成果的介绍。 

委员会不妨就文件中介绍的活动向秘书处提供进一步指导。 

5. 审议次级方案的未来重点 

秘书处将综述次级方案的工作，重点是次级方案对应根据经社会会

议结构纳入所有委员会工作主流的领域所作的贡献。 

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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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他事项 

委员会不妨审议提请其注意的其他事项。 

7. 通过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报告 

文件 

报告草稿(ESCAP/CDR/2021/L.2) 

说明 

委员会将审议并通过第七届会议的报告，并提交经社会第七十八届

会议。 

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