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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4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2005 年 9 月 27 日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随函附上 2005 年 5 月 24 至 27 日在汉城举行的第六届政府改革全球论

坛通过的《关于参与型透明管治的汉城宣言》（见附件）。 

 由大韩民国在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支助下组织的本届论坛有

来自 140 个国家的 8 719 人参加，其中包括 7 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150 名政

府高级官员，以及数十名高层国际领袖、企业主管、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和学者。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届会议议程项目 41 的文件分发为荷。大

韩民国常驻代表团将与共同提案国在本议程项目下提交一项关于公共行政问题

的决议草案。 

 

               常驻代表 

               崔英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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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9 月 27 日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关于参与型透明管治的汉城宣言 

  大韩民国汉城，2005 年 5 月 24 至 27 日 
 
 

序言 

1． 由大韩民国政府与联合国合作组织的第六届政府改革全球论坛云集了政府、

国际组织、企业、民间社会组织和学术界的代表，探讨有关良好管治问题。在本

届论坛的四次全体会议和九次讲习班上，尊敬的发言者和专题讨论小组成员提供

了各自的经验、想法和见解。 

2． 2005年 5月24至27日在大韩民国汉城举行的第六届政府改革全球论坛主题

为“朝着参与型透明管治方向发展”。作为这次论坛的参与者，我们为本次论坛

的圆满筹备和我们受到的热情接待而向卢武铉总统阁下和大韩民国政府表示真

诚的谢意。我们还感谢联合组织者联合国秘书处及参加的国际组织给予本次重要

全球活动的宝贵支持。 

背景 

3． 由于深刻的变革继续影响许多国家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各国政府目前亟

需改变其活动的范围和实施方式，以应对这些国家、区域和国际问题。各国政府

正努力适应全球化造成的新环境、民主进程的推广、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以及

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其他种种挑战。政府在这方面的成功会促进社会经济

发展，增强人民对施政的信任和信心。 

4． 因此，许多政府正在进行改革、私有化、革新和规章制度改革，并建立公营

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这些转变应当以适应本国人民需要的方式进

行，尤其要适应穷人的需要，还要更加透明，参与性更强，反应更为敏捷。在这

方面，大韩民国政府和其他政府采取并实施了参与性管治，以此为其指导思想，

我们对此表示祝贺。 

5． 我们注意到为筹备第六届全球论坛而组织的六次政务革新问题区域论坛，并

同意必须有一个良好管治综合框架才能让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合作应对各种挑

战，从而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同意参与型透明管治及同时注重经济发

展和社会公平的做法是应纳入新框架的最重要内容，这些内容将有助于实现国际

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所载的目标。 

6． 因此，我们作为第六届政府改革全球论坛的参与者，通过了本《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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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7． 我们同意，参与型透明管治是政府改革全球论坛的一个适时的主题，因为它

对我们解决当前的政治、社会、经济和行政问题都有重要意义。每个国家都必须

评估自己的形势，确定促进参与型透明管治的最佳办法，然而社会中所有的行为

者也都应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合力扩大并促进参与型透明管治。 

8． 在这方面，我们同意，参与型透明管治的成功实施有赖于政府与社会中各类

行为者合作的能力。这些行为者包括企业、工会、民间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政

府如果鼓励联网以形成社会所有行为者之间建立相互增强的关系和基础广泛的

合作，就能增强管治能力，同时确保各行为者之间存在适当的制约和平衡。 

9． 我们承认，消灭贫穷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

的要求，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我们建议在每个国家内部和国际层面进行良好

管治，以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 

10． 我们相信，参与型透明管治的框架中的所有行为者对促进良好管治和人类发

展既有各自的责任，也有集体的责任。基于这一理解，我们根据以下四个主题列

出建议：⑴ 政府革新与社会融合，⑵ 市场经济与公司管治，⑶ 地方管治，⑷ 民

间社会。 

 1. 政府革新与社会融合 

11． 我们同意，各国政府必须将革新做法制度化，与社会中的各种行为者密切合

作，从而继续进行革新，以提高国家能力，扩展公共服务范围。为了实现这些目

标，政府应运用各种工具，如信息和通信技术，基于业绩的管理，按成果编制预

算，以及强化的监督。 

12． 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创新应用和电子政务的发展能够促进公民和民间社会

参与政治和决策过程，使政府机构更开放、更透明、更有效率。应当强化谋求公

共利益的机构，使它们能够更积极主动地促进参与型透明管治。这要求制订健全

的考绩指标，以评价规划、执行情况和成果。 

13． 各国政府必须缩小贫富、城乡、有门路者和无门路者之间不断加大的差距。

面临极端贫穷问题的政府应当制定并实施大胆的国家减贫战略，以便在 2015 年

底前将极端贫穷人数减半。此外，各国政府还必须尽最大努力平衡劳动与福利、

增长与分配，以便促进社会和谐、融合和公民的整体生活质量。 

14． 我们同意，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提高自身防止、管理并解决国内各集团

之间利益冲突的能力。这要求政府养成以相互理解和信任为基础的合作习惯，同

时培养对多元文化的宽容和尊重，促进社会各种行为者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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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市场经济和公司管治 
 

15． 为了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建立自由公平的

经济秩序。这要求政府放宽制约竞争的规章制度，并对企业限制竞争的做法加强

监督。应当通过政府和企业的联合努力，增强会计、审计和披露非财务资料的标

准和做法，以确保适当的公司治理。各国政府还应强化规范性的规则和有关披露

的规则，以确保小股东的利益得到充分保护。 

16． 地方公司应努力改善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多国公司应当促进并执行更高的公

司道德标准。各公司应进行公平交易，尊重地方法规和国际法，并时刻注意自身

的政策对周围的社区和环境造成的正面和负面后果。 

17． 我们同意，各国政府应当与企业合作，鼓励并促进私营部门进行反腐败努力

等举措，并确保公平应用法律法规。对各个公司进行有效的内部和外部监管和审

计，将有助于发现不道德的做法并将之减小到最低限度，防止其蔓延到整个公司、

行业或国家经济。 

18． 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包括决策过程现代化和采取革新做法以提高生产力。这要

求在国有企业内部推行新制度，注重责任、问责和基于业绩的管理评价。 

 3. 地方管治 
 

19． 我们同意，良好管治要求有适当水平的权力下放、革新和地方政府发展。通

过促进行政权与财政权下放、政府数字化和基于成果的绩效管理，可以使地方行

政更有效、更自主。我们欢迎大韩民国政府为建设区域创新制度所作的努力，在

这类制度中，各政府、行业和地方大学共同为区域发展而努力。 

20． 我们相信，加强对地方政府的问责并使之更透明，是在地方层面成功建设合

作与伙伴关系的关键因素。应当通过社会各种行为者的内部和外部控制来增强地

方政府的问责制。此外，为了改善效率和公共服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减少腐败，

我们支持采取措施增强地方政府的评价系统和透明运作。 

 4. 民间社会 
 

21． 各国政府在决策过程和公共政策实施中，应当承认民间社会为合作伙伴，并

使之参与进来。我们同意，构成国家、企业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是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这要求有关的所有行为者接受并促进社会性

别、种族、民族、阶级、宗教、教义、区域和文化的多样性。 

22． 我们承认，民间社会组织可以在确保政府接受问责、透明和负责上发挥适当

的作用。这种参与要求民间社会组织找到革新方法，将公民放在管治工作的中心。

我们还同意，民间社会组织需要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来改进生产力，并在接受人

民的问责和透明度方面有所加强。 



 

 5
 

 A/60/391

23． 我们认识到，要使现代社会适当运转，社会凝聚力和信任感是不可或缺的，

而民间社会组织对形成和保持社会凝聚力和信任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识到，

通过鼓励公民参与私营组织和志愿组织，可以增强对民间社会组织业务上所关注

的公共机构的信任。 

24． 民间社会应当寻求并形成新的国际层面上的公民参与形式，以便使政府间组

织所作的决定更加透明和民主。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每个国家内的民间社会与别

国的民间社会组织交流经验和建立网络关系之后将变得更为有效，同时还要接受

世界各地合作伙伴的多样性。 

后续措施 

25． 大韩民国行政自治部将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为在汉城设立联合

国管治问题中心进行可行性研究，我们对此表示欢迎。我们坚信，该中心设立后，

将成为重要的区域与国际协调中心，促进研究，传播必要信息，并为公务员、民

间社会和企业开办包括电子政务在内的政府改革培训课程。 

26． 我们相信，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时代，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在线系统，以传播政

府改革信息。在这方面，行政自治部承诺将考虑设立一个门户网站，以便在线交

流革新和良好管治最佳做法的相关信息，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第七届全球论坛 

27． 联合国秘书处将于 2006 年主办第七届政府改革全球论坛，我们对此盛情表

示感谢。我们感谢意大利政府对全球论坛讲习班作出的贡献，并鼓励它继续支持

第七届全球论坛。我们感谢大韩民国政府对第七届全球论坛的支持，并请联合国

其他会员国和国际组织给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