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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系统内及与其它政府间组织的合作 

秘书处的报告 

引言 

1. 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的合作是以回溯至 1948 年的正式协议为基础的一项法定要

求。世界卫生组织与一些专门机构也有具体的正式框架协定。这奠定了世界卫生组织与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合作的基础。世界卫生组织强调合作关系，继续与联合国大家庭各成

员及其它重要的政府间组织密切合作以促进和保护健康。自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以

来，世界卫生组织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以及

联合国各种会议的讨论，并积极参与了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等其它政府间组织的会议。

本报告并不详述目前所有的合作，而将注重于上次向卫生大会提交报告1以来的重大结

果和要点；为有关的技术议程项目提供了关于具体合作的其它报告。本报告特别提及用

于机构间协调的两个重要工具：执行首长理事会和联合国发展小组。执行首长理事会是

联合国系统所有行政首长的论坛，每年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主持下召开两次会议，目前的

重点是实施《千年宣言》的目标。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发展小组的成员，该小组的目

的是使联合国在国家级的发展和业务活动在目的和一致性方面达到统一。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 按照经社理事会在其第 1998/36 号决议中的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向理事会提交了关

于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包括各伙伴的工作）的进展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向 2001 年理事

会关于联合国系统在支持非洲国家为实现持久发展所作努力方面作用的高级别部分会

议提交了题为“非洲的持久发展：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的文件。世界卫生组织正在领

导主题为“人力资源开发（包括卫生和教育领域）对发展过程的贡献”的 2002 年高级

别部分会议在发展中卫生与人力资源方面的筹备工作。 

                                                 
1 见文件 A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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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对联合国各会议和峰会的贡献要点 

3. 联合国第三届关于最不发达国家会议（2001 年 5 月 14 – 20 日于布鲁塞尔）所产生

的文件以及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2002 年 3 月 18 – 22 日于墨西哥蒙特雷）反映了宏

观经济和卫生委员会提供的信息，即增加资源和加强努力以改善穷人的健康将促进经济

发展。世界卫生组织在联合国大会关于 HIV/艾滋病的特别会议上提供了高层参与和技

术专长，在诸如关于母婴传播 HIV 的小组发言等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联合国关于小武

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的会议（2001 年 7 月 9 – 20 日于纽约）的报告中多次使

用了世界卫生组织汇编的关于小武器伤害和死亡的数据。世界卫生组织向联合国反对种

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会议（2001 年 8 月 31 日 – 9 月 7 日于

南非德班）提交了两份文件，一份涉及“健康与免遭歧视”，与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

方案一起编写的另一份涉及“抵制与 HIV/艾滋病相关的不容忍行为”。世界卫生组织关

于积极健康的老年生活的政策框架促进了一种设想，即国家能够承担维持老年人健康的

费用，并在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2002 年 4 月 8 – 12 日于马德里）的讨论中提供了

一种宝贵的观点。 

通过执行首长理事会和联合国发展小组实现机构间协调 

4. 实施《千年宣言》的目标和支持新非洲行动是各执行首长在 2001 年 10 月和 2002
年 4 月执行首长理事会会议上考虑的主要问题。总干事在执行首长理事会努力动员联合

国系统抵御 HIV/艾滋病、疟疾、结核及其它疾病的工作中起到了领导作用。联合国秘

书长向联大提交的关于实施《宣言》的第一份报告将注重于这一问题。执行首长理事会

还考虑了联合国系统在支持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方面的作用。 

5. 通过其在联合国发展小组中的成员身份，世界卫生组织参与联合国改革规划，为巩

固联合国在国家级的努力开展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利用其权力下放的结构和在 140 多个

国家中的工作人员，对统一国家评估工作以及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筹备工作的过程作出

了显著贡献。截至 2002 年 2 月，126 项此类评估和 78 个框架的工作已完成或正在开展。

世界卫生组织还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发展小组各分组的工作，形成了诸如消灭贫穷、冲突

后与恢复、对阿富汗的紧急和复兴援助等方面的行动战略。世界卫生组织还参加了挑选

驻地协调员和人道主义协调员的机构间咨询小组。世界卫生组织联合签署了关于“支持

HIV/艾滋病问题承诺宣言的国家级行动”以及“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的指

导说明。联合国发展小组还通过了用于“联合国减少贫困国家工作队的战略文件”和“关

于国家级千年发展目标的报告”的另外两份指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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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领域或实务工作领域内机构间合作的一些实例 

预防残疾和伤害以及康复 

6. 在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倡议以后，联合国 11 个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2001 年 11 月于

日内瓦），导致通过了联合国预防人际暴力的资源和活动草拟指南。该指南注重于涉及

肉体、心理和性侵犯与剥夺的日常暴力和犯罪行为，介绍了预防人际暴力的工作并确认

了今后合作的领域和活动。 

紧急情况中的卫生工作 

7. 在 2001 年 11 月，总干事代表整个联合国系统发起了 2002 年机构间综合呼吁。2002
年提出的目标是“向脆弱者伸出手”，所作的呼吁涉及 18 次重大人道主义危机并争取筹

集 25 亿美元。世界卫生组织与受影响的国家协商后确认的关键性卫生要求在总金额中

占 8800 万美元。除了确保其会员国的卫生需求和意见在综合呼吁过程中得到体现，世

界卫生组织与其会员国及其合作伙伴在联合国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国际减灾战略及其它

有关机构间行动的框架内协调地开展工作。世界卫生组织还积极参与涉及综合呼吁过

程、国内流离失所者、HIV/艾滋病、冲突后重新融入社会、信息管理、和平建设、人员

安全、加强部门应急能力、远程通讯、培训、小武器、制裁、性别、人权、防范和应急

计划等方面的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其它咨询机构的工作。此外，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灾

害评估和协调小组、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军事和民防股以及地理信息支持小

组、国际减灾战略之下的减少灾害机构间工作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关于庞大人群

中卫生紧急情况的培训班开展合作。在 2001 年，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世界卫生组织、

泛美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组织的关于后勤支持系统的讲习

班，目的是对能有助于在紧急物资管理方面促进良好做法、透明性和责任制的信息技术

和能力建设活动进行研究。 

烟草 

8. 无烟草行动。为了强化联合国的联合反应，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下召开了联合国

机构间烟草控制特设专题小组第四次会议（2001 年 12 月 5 日于日本神户），以便为联合

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2 年实质性会议作准备。在会议之前召开了关于烟草控制中经

济、社会和卫生问题的国际会议，探讨了烟草控制对农业和加工部门的就业影响以及与

走私和私有化相关的问题。会上介绍了由世界卫生组织委派并以世界银行提供的框架为

基础的案例研究，其中涉及烟草控制政策在五个国家中对就业的可能影响。一个机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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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考虑了全球烟草经济各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减少全球需求对发展中国家中农业社区

的经济条件、收入和食品保障的潜在影响（如有）。该项目的指导委员会由粮农组织、

劳工组织、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农业部以及加拿大国际开发研究中心组成。世界

卫生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一起发表了关于烟草消费与贸易自由化之间联系的报告1。15
个地中海国家的财政部和卫生部参与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关于卫生与财务部门之

间烟草控制有效合作的联合协商会（2001 年 9 月 7 – 8 日于马耳他）。国家烟草信息在线

系统是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美国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美利坚合众国）

的一个合作项目，于 2001 年 10 月投入使用，以便把所有能获得的关于烟草的数据汇集

成一种资源。 

HIV/艾滋病 

9. 作为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的一个联合发起者并与预防母婴传播 HIV 机构间

专题小组其它成员合作，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管理患 HIV 感染孕妇的临床指导方针。在

区域和国家级，世界卫生组织正在与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密切合作；例如，东南

亚区域办事处正在与联合国亚洲 HIV/艾滋病护理和支持专题小组进行协调。西太平洋

区域办事处与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合作，协调和实施关于在高危地区散发避孕套

的规划。世界卫生组织与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各伙伴和秘书处正在开展深入

的工作。 

儿童与青少年卫生 

10. 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起开展工作，筹备联合国大会儿童问题特别会

议（2002 年 5 月 8 – 10 日于纽约）。例如，总干事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参与了

儿童与青少年卫生和发展全球协商会（2002 年 3 月 12 – 13 日于斯德哥尔摩）。 

生殖卫生 – 确保母婴平安 

11. 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一起支持技术咨询规划，建立该规划是为了向各国

政府提供咨询和支持以加强生殖卫生服务以及人口与发展规划。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

人口基金的合作包括在不同国家实施确保母婴平安行动的工作、关于生殖卫生远程教学

的工作（包括与世界银行的合作）以及制定包括“改进获取计划生育高质保健：避孕措

施的适用标准”2在内的两项以依据为基础的计划生育指导方针的工作。 

                                                 
1 《在贸易自由化时代抵御烟草流行》，宏观经济和卫生委员会工作文件系列，WG4:8 号文件，2001 年。 
2 文件 WHO/RHR/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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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 

12. 世界卫生组织和粮农组织作为食品法典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联合发起者，通过了

用于食品安全的重要标准和行为准则。世界卫生组织和粮农组织联合组织了第一届全球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论坛（2002 年 1 月 28 – 30 日于摩洛哥马拉喀什），有 300 多人与会，

代表了 104 个国家和约 25 个国际和非政府组织。其结果是明确认识到不安全食品造成

的日益增长的问题、相关的费用以及针对食品安全的全球性和多部门措施的必要性。 

卫生与环境 

13. 在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代表们讨论了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

的工作关系以及两个组织之间在 1959 年达成的协定1。世界卫生组织的内部审评认为，

该协定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之间的其它此类协定一致，可很好地作为继续保持关系的框

架。正在开展技术咨询以改善合作。合作工作目前涉及共同感兴趣的广泛领域，包括放

射疗法、诊断程序、分子生物学、传染病、食品安全和营养以及放射防护中与卫生相关

的方面。 

14. 世界卫生组织为组织间健全管理化学品方案的组织间协调委员会提供了秘书处，并

作为共同发起者之一参加了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的常设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

银行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根据《斯德哥尔摩公约》的授权监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在 2001 年 12 月，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了关于针对化学品事件的公共卫生反应的协商会。

与会者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劳工组织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它们建议世界卫生

组织在联合国系统内带头处理化学品事件（包括故意造成的事件）的卫生问题。 

可持续发展 

15. 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健康风险及其影响，以便促进

更大程度的政策一致性，开展的活动包括两个组织理事机构的技术介绍会。世界卫生组

织参与了第四届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2001 年 11 月 9 – 14 日于多哈），其宣言包括

对保护公共卫生的关注。 

                                                 
1 见文件 WHA54/2001/REC/3，乙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摘要记录，第 167-168 页（仅有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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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战略 – 与布雷顿森林机构及其它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 

16. 与世界银行的长期合作，从提供技术专长以改进设计、监督和评价世界银行在国家

级资助的卫生项目到在全球级为使卫生在国际发展议程上得到更高度重视开展的联合

工作，涉及的范围很广泛。世界银行对世界卫生组织宏观经济和卫生委员会的报告给予

了支持并作出了贡献，它还积极参与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众多倡议和伙伴关系，例如疫苗

和免疫全球联盟、遏制疟疾、无烟草行动、控制结核、母亲安全、学校健康国际行动、

儿童期疾病综合管理、预防交通事故伤害、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人类生殖研究

和培训特别规划以及盘尾丝虫病控制规划等。 

17.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针对南撒哈拉非洲 22 个国家财政

和卫生官员的两次关于减贫战略文件中卫生内容的讲习班中开展了合作。世界卫生组织

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一起开展工作，发起编写该委员会关于减贫工作

中卫生问题政策的新准则。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分析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减贫

战略国际会议（2002 年 1 月 14 – 17 日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上提交的 10 国战略

文件中的卫生问题。 

与其它政府间组织和区域组织的合作 

18. 世界卫生组织与欧洲联盟各机构（尤其是欧洲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在过去一年中得

到了加强，其基础是 2000 年底与欧洲委员会议定的强化行动新框架。欧洲联盟各成员

国授权委员会在其权限范围内代表它们就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进行谈判。必

须以欧洲委员会关于与联合国建立有效伙伴关系的函件1为基础看待欧洲委员会与世界

卫生组织之间正在形成的伙伴关系。 

19. 世界卫生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举行了关于传染病的讲习班，审议了共同感

兴趣的重大问题，包括卫生信息、药品和烟草控制。确认了计划于 2002 年 6 月在布鲁

塞尔召开的第二次总干事和各专员高层会议审议的问题。 

20. 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和欧洲委员会制定了合作工作规划以加快针对传染病的行动。

在欧洲委员会发展司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强调了两个组织伙伴关系在过去两年中的成

果，包括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的建立以及药物价格承受能力问题方面的进展。

                                                 
1 COM（2001）231，2001 年 5 月 2 日，欧洲委员会送交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函件，“在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领

域内与联合国建立有效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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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组织对药品政策和惯例都有兴趣，其中包括贸易相关问题、监测和评价以及为配合

全球基金资助的国家工作而开展的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工作。 

21. 为了加强欧洲共同体、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之间的伙

伴关系，出版了一份实用指南，向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和区域办事处提供关于国家级发展

合作机构和计划机制的信息。根据《科托努协定》1的援助新措施以及国际上对减少贫

穷的承诺，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之间的合作将通过世界卫生

组织与该国家集团之间的一份谅解备忘录得到进一步加强。 

22. 世界卫生组织和欧洲理事会在欧洲卫生委员会中进行合作。近期的合作包括《欧洲

稳定公约》以及生物伦理学中的卫生问题。在 2001 年 6 月达成了理事会、欧洲委员会

和世界卫生组织之间的三方协定。 

23.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统一组织（自其第三十七届世界以后（2001 年 7 月于卢萨卡）

成为非洲联盟）开展了长期合作。非洲 HIV/艾滋病、结核及其它相关传染病问题首脑

会议（2001 年 4 月 26 – 27 日于阿布贾）为努力抵御这些疾病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世界

卫生组织被邀请与非洲联盟部长理事会合作，在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中实施这些规定。

在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重振卫生服务、抵御 HIV/艾滋病、疟疾、结核及其它传染病、减

少婴儿和孕妇死亡率以及提供充分的生殖卫生服务的全面政策框架中，非洲区域办事处

正在制定规划。 

卫生大会的行动 

24. 请卫生大会注意本报告。 

 

=      =      = 

                                                 
1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于 2000 年 6 月 23 日在科托努与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签署了一份合作伙伴协

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