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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对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的 
发展目标作出的贡献 

总干事的说明 

 
1. 在其第一 O 九届会议上，执行委员会通过了 EB109.3 号决议，建议第五十五届世界

卫生大会通过关于世界卫生组织对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的发展目标作出贡献的决议。作

为卫生大会审议决议草案的背景，本说明概述了这方面正在开展的工作。 

2. 自 2000 年 9 月经各国首脑通过以来，《宣言》的目标呈现出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这

些目标涉及的领域包括和平、安全与裁军；发展与消除贫穷；保护共同环境；人权、民

主和善政；保护易受伤害者；以及满足非洲的特殊需要。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责任是会

员国义不容辞的义务。联合国系统、布雷顿森林机构及其它国际组织在它们与国家合作

实现这些目标时，也已开始把这些目标纳入其自己的计划、目标和活动中。 

3. 《宣言》关于发展与消除贫穷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过去 10 年中各次国际会

议的工作，而且也体现在各国最近为形成全球共识以处理发展议程所作出的努力中。向

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2001 年）提交了关于完善这些目标的进一步工作情况，把

目标归类为八项“千年发展目标”（见附件）。其中三项与卫生直接相关，其它各项也都

涉及卫生问题。 

4. 联合国秘书长将每年向联合国大会就选定的目标进行报告，以便在数年之内涉及所

有各项目标。今年他将就治疗和预防疾病以及防止武装冲突进行报告。作为准备工作，

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1在秘书长的主持下于 2002 年 4 月中旬在罗马召开的会

议上审议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一份报告，其中涉及这两个主题中的第一个。审议的

                                                 
1 原行政协调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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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涉及直接卫生目标的现状；宏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关于实现这些目标的分析和费

用估算1；以及协调联合国系统与国家合作实现这些目标的措施的工作。 

5. 此外，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还审议了开发计划署制定的计划，其中涉及整个联合国

系统协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战略。讨论的问题包括利用全球知识分析和宣传在国家级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战略的一个项目（在某些方面类似宏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为确

定指标和监测进展在全球以及与国家开展的一项行动；以及为协助提高认识、传播信息

和形成新的行动联盟开展的大众宣传运动。 

6. 在世界卫生组织内，在目前的工作中以及在制定 2004 – 2005 年战略规划预算中本

组织的目标时，已考虑到千年发展目标。当各国利用现有工作内容形成《千年宣言》时，

已对直接卫生目标作了相当程度的调整。此外，提交卫生大会的决议草案中承认，《宣

言》中未直接提及的生殖卫生等领域内的工作将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 

卫生大会的行动 

7. 请卫生大会审议 EB109.3 号决议中包含的决议草案。 

                                                 
1 见文件 A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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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1 消灭极端贫穷和 
饥饿 

· 将每日收入低于 1 美元的人口比率减半。 

· 将挨饿的人口比例减半。 

2 普及初等教育 · 确保所有儿童完成全部初等教育课程。 

3 促进男女平等并赋

予妇女权力 
· 最好到 2005 年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消除两性差距，

并到 2015 年在各级教育中消除此种差距。 

4 降低儿童死亡率 · 将 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 

5 改善产妇保健 · 将产妇死亡率降低四分之三。 

6 与艾滋病毒 /艾滋

病、疟疾和其他疾

病作斗争 

· 制止并开始扭转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 

· 制止并开始扭转疟疾和其他主要疾病的发病率增长。 

7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

能力 
· 将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国家政策和方案；扭转环境资源的

损失。 

· 将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减半。 

· 到 2020 年使至少 1 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有明显改善。 

8 全球合作促进发展 · 进一步发展开放的遵循规则的可预测的非歧视性的贸易

和金融体制。包括在国家和国际两级致力于善政发展和减

轻贫穷。 

· 满足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包括对最不发达国家出口

免征关税和不实行配额；加强重债穷国的减债方案；注销

官方双边债务；以及向致力于减贫的国家提供更为慷慨的

官方发展援助。 

· 满足内陆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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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国家和国际措施全面处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以

便使债务可以长期持续承受。 

· 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为青年创造体面的生产性就业机会。

· 与制药公司合作在发展中国家提供负担得起的基本药物。

· 与私营部门合作普及新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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