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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说明 

 

1. 会议开幕 

(a) 开幕讲话 

文件 

暂定会议开幕日程 
E/ESCAP/CST/INF/1 

本届会议的暂定开幕日程届时将予公布。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文件 

暂定与会者名单 
E/ESCAP/CST/INF/2 

委员会将选出由一名主席、三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组成的主席团，负责指导本

届会议的工作。 

(c) 通过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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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临时议程 
E/ESCAP/CST/L.1/Rev.1 

临时议程说明 
E/ESCAP/CST/L.2/Rev.2 

委员会将审议并通过临时议程，同时视需要对之作出改动。 

2. 统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其各项职能的行使 

文件 

统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其各项职能的行使 
E/ESCAP/CST/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的议事规则。 
E/ESCAP/CST/INF/4 

经社会在其关于经社会会议结构改革问题的64/1号决议中确定，统计委员会应成

为经社会下属的一个独立机构，并授权本委员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 

文件E/ESCAP/CST/1中载列了经社会在其第64/1号决议中通过的、包括统计委员

会在内的所有八个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这八个委员会共同构成经社会的附属机构结

构。文件E/ESCAP/CST/1还提供了相关的背景资料，旨在便利各方就新的统计委员会

各项职能的行使问题开展辩论，其中包括统计委员会设想予以开展的工作与国际统计

系统、以及与各相关区域和全球机构和会议之间的相互关联问题，同时还提供了关于

亚太统计人员论坛方面的相关背景资料。亚太统计人员论坛一直作为在区域一级共同

审议那些各国决策人员所面对的统计发展方面的相关议题的工具、以及作为审议亚太

区域对2002年至2008年间进行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机构改组时期内在该委员会开展的全

球性讨论所提供的各项投入的手段发挥作用。自那时以来，亚太统计人员论坛分别于

2005年和2006年举行了会议。文件E/ESCAP/CST/INF/4中则载列了经社会的议事规

则，谨供统计委员会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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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不妨针对它应如何有效行使其各项职能问题提供指导，以便推动亚太区域

的统计工作不断向前发展。具体而言，委员会不妨围绕其职权范围审议以下事项：(a)

其作为在亚太区域内推动统计工作发展的主要政府间论坛所发挥的作用，同时考虑到

它与其他各论坛之间的关联，诸如南亚统计人员大会、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等；(b)在每

两年举行的各届会议之间安排其工作，其方式可包括诸如由某届会议的主席团在其下

届会议选出起新的主席团之前继续行使主席团职能、以及针对各不同专题设立工作小

组或特别议题小组等。 

3. 亚太区域的统计工作发展情况 

文件 

亚太区域统计工作发展情况综述 
E/ESCAP/CST/2 

太平洋次区域的统计工作发展状况 
E/ESCAP/CST/INF/5 
 
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间统计委员会开展活动的情况 
E/ESCAP/CST/INF/17 

东盟各国在统计领域内开展区域合作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及面对的挑战 
E/ESCAP/CST/INF/19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各成员国在统计领域内开展区域合作的情况 
E/ESCAP/CST/INF/23 

专门为讨论亚太区域统计工作发展情况提供的背景文件列于由秘书处编写的一份

区域综合报告 (E/ESCAP/CST/2)、以及一份由东南亚国家联盟、独立国家联合体、太

平 洋 共 同 体 秘 书 处 、 以 南 亚 区 域 合 作 联 盟 及 诸 组 织 提 供 的 资 料 性 文 件 汇 编

(E/ESCAP/CST/INF/5 、 E/ESCAP/CST/INF/17 、 E/ESCAP/CST/INF/19 、 以 及

E/ESCAP/CST/INF/23)之中--这些组织本别在其所属各不同次区域开展了重大的统计发

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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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不妨讨论在发展亚太区域统计工作方面所取得的各项关键成就、以及目前

面对的各种挑战。委员会还不妨特别就影响到对正式统计数据的需求的各种因素、以

及应如何在确定国家统计数据系统及相关的发展努力的各项优先重点过程中考虑到这

些因素事项向秘书处提供指导意见。 

此外，还将在本议程项目下对亚太区域统计发展情况汇报的筹备工作进行审查，

以期向订于2009年2月24 - 27日在纽约举行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作出汇报。 

4. 本区域在统计工作发展方面开展技术合作的情况 

文件 

本区域在发展统计工作方面开展技术合作的情况 
E/ESCAP/CST/3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在增强本区域统计能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E/ESCAP/CST/INF/6 

委员会将收到文件E/ESCAP/CST/3，其中概要总结了经社会各现行统计工作项目

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并概述了一项用以指导其技术合作活动的战略。委员会同时还将

收到一份由亚太统计所编写的一份相关资料性文件(E/ESCAP/CST/INF/6)，其中探讨了

亚太统计所在增强本区域统计能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亚太统计所理事会已在其 2008

年11月间举行的第四届会议上对该文件作了审查。 

委员会不妨审查列于文件E/ESCAP/CST/3中的各项相关提议，并针对这些提议的

具体执行工作提供指导。 

5. 改进关于两性问题的数据统计工作：测量妇女遭受暴力行为侵害的程度 

文件 

测量妇女遭受暴力行为侵害的程度：努力制定更好的指标 
E/ESCAP/CS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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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统计系统为汇编两性问题统计数据而做出的努力 
E/ESCAP/CST/INF/7 

柬埔寨在测量妇女遭受暴力行为侵害程度方面取得的经验 
E/ESCAP/CST/INF/22 

改进两性问题数据统计工作不仅仅限于收集和传播各种按两性划分和制订的指

标，而是同时亦需要针对主要涉及妇女的、而且通常在常规性官方统计数字中未予涵

盖的主题编制数据。 

文件E/ESCAP/CST/4中综合概述了关于妇女遭受暴力行为侵害方面的数据的可得

性问题，并探讨了亚太区域在相关的数据收集、使用和传播方面面对的各种主要挑

战。文件中还载列了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主席之友小组针对用以测量妇女遭受暴力行

为侵害程度的各种指标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拟提交给订于2009年2月间举行的联合国

统计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 

为此，已在两份相关的资料性文件中分别介绍了两个成员国在收集用以制订关于

两性问题以及妇女遭受暴力行为侵害程度的指标所需要的数据方面的具体和实际经验

(E/ESCAP/CST/INF/7和E/ESCAP/CST/INF/22)。委员会不妨审议亚太区域应针对联合

国统计委员会的主席之友小组就制订妇女遭受暴力行为侵害程度的指标问题提出的相

关建议采取何种共同立场。 

委员会不妨就其今后在如何测量妇女遭受暴力行为侵害的程度方面的拟开展的工

作向秘书处提供指导。 

 

6. 努力制订一项旨在推动亚太区域经济数据统计工作的行动计划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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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制定一项关于发展亚太区域经济统计数据的行动计划 
E/ESCAP/CST/5 

在经济统计工作领域内开展能力建设活动：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 
E/ESCAP/CST/INF/8 

努力制定一项关于编制本区域经济统计数据的行动计划：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
所的意见和看法 
E/ESCAP/CST/INF/15 

工业统计工作的新的国际标准及优先重点 
E/ESCAP/CST/INF/16 

东盟各国为增强1993年版国民核算体系的施行而开展的区域合作 
E/ESCAP/CST/INF/20 

在其于2008年2月间举行的第三十九届会议上，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原则上通过了

2008年国民核算体系的第1卷，并将之确定为此方面新的国际标准，同时重申国民核算

体系作为经济数据统计工作的一个综合框架所发挥的作用。国民核算问题秘书处间工

作组将向订于2009年2月间举行的统计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提交经过增订的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执行战略。然而，亚太区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尚无法采用和遵循先前在

1993年版国民核算体系中规定的那些最低标准。 

文件E/ESCAP/CST/5系由经社会秘书处统计司编写，其中评估了1993年版国民核

算体系施行工作进展速度缓慢的主要原因，并概述了全球及亚太区域为改进本区域的

经济数据统计工作、以及国民核算而提供支持的各种备选办法。 

资料性文件 E/ESCAP/CST/INF/15 讨论了与从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的视角编

制一项关于改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统计工作的行动计划有关的议题。 

分别由亚洲开发银行和东盟秘书编写的资料性文件处E/ESCAP/CST/INF/8和

E/ESCAP/CST/INF/20则讨论了其自身的统计能力建设方案所取得的各项成果、以及它

们分别为协助亚太区域各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数据统计工作中采用相关国际标准而制

订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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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文件E/ESCAP/CST/INF/16系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制，其中扼要列述了

本区域各国似可为之编制工业统计数据的一组扩大指标所涉及的各个新的优先重点领

域。文件还着重强调，需要在亚太区域改进经济统计工作行动计划的范畴内施行关于

工业统计数据问题的2008年国际建议。 

委员会不妨讨论那些妨碍各方采用1993年国民核算体系的因素、施行2008年版国

民核算体系的可行性、以及讨论如何制订一套关于在亚太区域各发展中国家内编制经

济数据统计工作的行动计划。 

7. 编制年度人口估算数据：生命统计系统所发挥的核心作用 

文件 

用以更好地编制出生、死亡和死亡原因数据的手段和解决办法 
E/ESCAP/CST/6 

努力改进生命统计数据：由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资助的各项新的区域性举措 
E/ESCAP/CST/INF/14 

改进生命统计数据和死因统计数据：泰国的经验 
E/ESCAP/CST/INF/9 

亚太区域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编制可靠的年度人口估算数据方面遇到了各种重大挑

战。对按年龄和性别分类的人口及死亡原因方面的可靠和及时的数据的巨大需求，与

许多国家目前在此方面的资料极为匮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有些国家，甚至出生人

口和死亡人口的总数目也都含糊不清。过去数十年来，在改进民政登记系统的涵盖广

度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进行专门的人口住家情况

普查来获得所需要的数据，用以编制年度人口统计数据和规划其发展进程。这些临时

性的人口普查可在某种程度上提供对人口出生和死亡情况的计量，但由于其所涉费用

高昂，无法长期定期采用此种办法来用于获得年度人口估算数字，而且也无法由此获

得关于人口死亡原因方面的相关资料。因此，从长远观点看，努力改进民事登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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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以及生命统计系统的作用是唯一的可持续的解决办法，而且也是能够使个人和整

个社会获益的唯一手段。 

文件E/ESCAP/CST/6介绍了一些用以更好地和更完整地提供出生、死亡和死亡原

因方面的数据的新的手段和新的解决办法。文件讨论了由世界卫生组织、卫生计量系

统网络、以及其他合作伙伴所开展的、旨在协助各发展中国家改进其生命统计数据的

创新性工作。文件特别介绍了一种用以评估源自民事登记注册和生命统计数据的质量

的手段、以及各国可用以满足其在出生、死亡和死亡原因诸方面信息资料的需要的一

些暂行措施。 

文件E/ESCAP/CST/INF/14提供了由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资助的、关于生命统计数

据的新的区域举措方面的信息和资料。这一举措涉及如何更全面地增强用于改进卫生

和健康信息系统的知识和证据基础问题。 

文件E/ESCAP/CST/INF/9综合阐述了泰国在设法改进其在生命统计数据的涵盖程

度和完整性、以及死亡原因的统计数据的质量方面积累的经验。 

委员会不妨就秘书处参与旨在改进生命统计数据的各项区域和全球举措、以及就

利用世界卫生组织/卫生计量系统网络的准则和方法来增强国家统计系统的可行性等事

项提供指导。 

8. 衡量各社会所取得的进展 

文件 

测量各社会所取得的进展：与亚太区域有何相关性？ 
E/ESCAP/CST/8 

测量各社会所取得的进展：澳大利亚的经验 
E/ESCAP/CST/INF/10 

国民幸福总值：不丹的论断及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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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SCAP/CST/INF/18 

国民幸福总值指数：设法测量各社会所取得的进展 
E/ESCAP/CST/INF/2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是负责协调衡量各社会所取得的进展的全球项

目的牵头实体。这一全球性项目系于2008年7月间正式发起，主要源自于2007年6月间

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经合组织第二届世界统计、知识和政策论坛的一项主要

成果--《伊斯坦布尔宣言》。该《宣言》呼吁各方通过协调一致的努力，界定和衡量

各方在二十一世纪中所取得的进展，同时明确侧重各发展中国家国内的统计工作能力

建设。联合国是该《伊斯坦布尔宣言》的前六个签署方之一。 

在文件E/ESCAP/CST/8 中，经合组织介绍了这一全球性项目的各项最基本要素，

同时特别着重强调了其对于亚太区域的相关性，并列述了该项目如何针对相关的区域

和 全 球 举 措 发 挥 补 充 作 用 。 此 外 ， 澳 大 利 亚 （ E/ESCAP/CST/INF/10 ） 、 不 丹

（E/ESCAP/CST/INF/18）和菲律宾（E/ESCAP/CST/INF/21）还分别从各自的国家视角

针对这项议题提出了意见和看法。 

委员会不妨就秘书处应如何作为该全球项目的合作伙伴参与其间问题提供指导。 

 

9. 方案规划 

文件 

2010 - 2011 年拟议工作方案的战略框架及其各项拟议产出 

E/ESCAP/CST/9 

此项拟议战略框架中载有 2010 - 2011 两年期方案计划，其中囊括 2010 - 2011 年时

期的次级方案 7 − 统计工作 − 的目标、预期成果和战略。委员会不妨就列于标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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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 2011 年拟议工作方案的战略框架及其各项拟议产出” 的文件(E/ESCAP/CST/9)

中的、其两年期方案计划问题、特别是拟由秘书处开展的各个优先重点领域内的工

作，向秘书处提供指导。 

10. 审议各项可能的决议和决定草案，供提交经社会第六十五届会议 

谨此邀请各成员国提前分发涉及亚太区域统计工作发展的重点议题等的决议和决

定草案的案文。委员会将从技术角度对所提交的所有提议草案进行审查，并就应否把

这些草案提交经社会第六十五届会议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11. 其他事项 

委员会不妨审议会议提请它予以注意的其他事项。 

12. 通过统计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报告 

文件 

报告草稿 
E/ESCAP/CST/L.3 

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草案 
E/ESCAP/CST/L.3/Add.1 

委员会将审议并通过其第一届会议的报告，供提交订于2009年4月23 - 29日举行的

经社会第六十五届会议。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