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办事处 
 

经联合国秘书长大会决议，亚太经社会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办事处于2010年5月17日在

韩国仁川市的松岛成立，旨在支持中国、朝鲜、日本、蒙古、韩国以及俄罗斯这六个成员

国。目前，办事处是唯一一个涵盖了全部六个东北亚国家的综合多边枢纽，同时还是东北

亚次区域环境合作机制（NEASPEC）的秘书处。 
 
办事处的主旨： 
 支持亚太经社会的工作 
 加强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合作 
 作为联合国在东北亚的分支机构支持发展领域的工作 
 作为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机制的秘书处执行促进环境合作的功能 
 

解决社会贫富差距 

近年来，尽管东北亚在整体上享受了巨大的经济繁荣，但是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不断加

剧。我们致力于惠及所有社会群体的包容性增长，并且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良好实践

的交流。 
 
 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 
 关注青年发展问题 
 致力于实现两性平等 
 帮助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患者 
 

加强区域内连通性 
东北亚由全球领先的贸易大国组成，并且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近年来，次区域一直面临

着包括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长放缓等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为了解决这些外部挑战，次区

域需要重新平衡从而实现更强劲进的国内需求和增长的区域内贸易。我们致力于通过加强

区域和次区域的连接与合作，来促进区域贸易。 
 
 促进次区域内贸易 
 促进整个亚太地区的交通联系 
 促进共享的经济增长 
 
通过NEASPEC提高环境可持续性 
自1993年以来，次区域的全部六个成员国一直在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机制

（NEASPEC）的框架下处理最紧迫的跨国境环境问题。 
 
 缓解跨国境空气污染 
 建设生态效率伙伴关系 



                                                       

                                                            

 促进跨国境地区的自然生态保护 
 防治沙尘暴 
 
提高社会的抗灾能力 
近年来，次区域接连遭遇重大自然灾害，造成大批人员死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我们以加

强政府能力建设为重点，促进各成员国的合作和信息交流，以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并

使政府能更好地应付灾难事件。 
 
 关注东北亚地区的自然灾害 
 将减少灾害风险纳入到发展领域的主流话题当中 
 

构建促进发展的伙伴关系 
在当今迅速变化的世界当中，发展合作的关注点已从输出资助的工业化国家 
转移到接受捐助的发展中国家。有效的伙伴关系将政府，国际组织，捐助方，民间组织，

私人企业，慈善基金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聚集在一起，不断地为发展合作提供基础。在

这方面，我们与合作伙伴一起，努力在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过程中缩小次区域内的

发展差距。 
 
 促进南南合作和三边合作 
 加强与所有利益相关方的伙伴关系 
 建立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的伙伴关系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 
 
亚太经社会是联合国在亚洲及太平亚地区致力于发展事务的分支机构。亚太经社会成立于
1947年，拥有62个成员国。这是亚太地区最大的联合国机构，拥有600多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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