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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通过 1996 年 12 月 16 日的第
51/183 号决议,它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a) 与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
署)和其他有关联合国和非联合国组织合作,于 1997 年
就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脆弱程度指数编写一份报告;(b) 
征求各国政府的意见,看看能否在现有的 国际减少自

然灾害十年行动纲领 的范围内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

的非正式工作组,以便保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全面加入
和参与制订减灾战略,同时使灾害和警报信息更容易取
用;(c) 在现已并入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政策协调和可
持续发展部(协调发展部)内按照 1994年 12月 19日的第
49/122 号决议维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适当员额人数
及改善其结构与组织;(d) 全面实施第 49/122 号决议的
有关规定,加强贸发会议的能力进行补充经济和社会事
务部的工作所需的研究和分析 此外,大会请协调发展
部发挥其协调作用,研究调动资源的适当方式,以便有效
地实施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行动纲领 , 下文称为 行

动纲领  

2.  大会在同一个决议请经社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开发计划署)与各国政府合作,继续充分实施第 49/122
号决议的所有规定,以使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方
案(小岛屿技援方案)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信息网发挥作
用 大 99会还呼吁国际社会,包括全球环境融资支助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进行商业能源开发,并请秘书长就实施
该决议的具体行动向其第五十二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

本进度报告是按照该项要求编写的 本报告以有关组织

提供的资料为根据并描述截至 1997 年 7 月止采取的行
动  

 二 审查进度 

 A.  脆弱程度指数 

3.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响应大会的要求,进行了初步研
究以便为脆弱程度指数的拟订提供一个概念框架 1996
年 12 月编写了一份背景文件并分发给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 联合国系统内的组织以及学术和研究所,供其提供
意见 该文件分析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固有的弱点,
讨论了对脆弱问题可能采取的办法并建议考虑制订一

个经济脆弱程度指数和一个环境脆弱程度指数,每一个
指数由若干适当的指示组成  

4.  截止 1997 年 3 月收到了各国政府 联合国组织和

专门机构 区域组织和研究所提供的 20 多项回答 这

些回答支持背景文件的主要目标 其中大部分回答也载

列意见以及关于可能列入脆弱程度指数内的具体指示

的建议  

5.  发展规划委员会第三工作组于 1997年 1月 22日至
24 日举行的会议审查了该背景文件,并就脆弱程度指数
的组成部分提出若干具体建议,这些建议载于委员会向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的报告  

6.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根据各评论者提供的意见和建
议修改了背景文件 征聘了两名顾问以评价获取数据的

情况 每一指数包括的最适量的可变因素 将包括的最

适当的可变因素以及各种累计方法 预计于 1997年 11
月完成这一阶段的技术性工作 计划于 12 月初在纽约
举行专家小组会议审查技术性工作的结果  

7.  发展规划委员会第三工作组将于 1997 年 12 月 17
日至 19 日在纽约开会审查技术性工作的结果以及专家
小组会议的结果,并按照大会在第 51/183 号决议的要求
向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六届会议和委员会第三十二届

会议提出它对该问题的意见和建议,这两个机构将通过
经社理事会向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提交它们的审查结

果  

 B.  调动资源的方法 

8.  关于调动资源以促进 行动纲领 的执行的问题,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与小岛屿国家联盟的代表在纽约进

行协商并于 1997 年第一季与联合国系统内的组织进行
协商 根据这些协商,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决定促进额外
外部资源的调动的一个办法是举行捐助国和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代表的会议 为了增加这一个会议取得有形结

果的可能,要求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搜集有关 行动纲领

各方案领域的优先项目的项目文件,这些项目除非得到
比当前预料更多的外部资源,否则无法获得实施  

9.  由于若干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低,经济和社
会事务部采取主动探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获得区域和

分区域政府间组织 从事有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工作

的一些联合国组织和研究机构的技术援助以编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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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可能性 该倡议得到令人鼓舞的反应 14 个组
织愿意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提供援助 开发计划

署同意负责在区域和分区域一级协调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提出的技术援助要求 根据该项决定,已请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通过开发计划署署长指定的开发计划署区域

或分区域办公室的渠道提出它们的要求 这些办公室还

负责协调协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制订方案文件的合作

组织的努力  

10.  1997年 7月秘书处写信给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请
它们搜集项目文件以便在捐助国会议上介绍情况 同时,
秘书处也将该项倡议通知可能的双边和多边捐助国 经

济和社会事务部与开发计划署一起计划召开的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代表和可能的捐助国会议的日期取决于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搜集项目文件的进展  

 C.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方案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信息网 

11.  开发计划署除了在国家 区域和区域间一级支持的

活动外,还进行 行动纲领 后续行动,这些活动包括:涉
及行动纲领 14个章节的技术援助方案的筹备工作;完成
4 卷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专家和结构名录,其目标是促进
使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能力来执行行动纲领以及评

价加勒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提高产量 工业标准化

电讯 海港管理 民航和计算机技术等方面的需要  

12.  在本报告审查期间,开发计划署也展开了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试验信息网,该信息网将使得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能够通过因特网络交换资料,例如交互式日历 论坛

邮寄名录 万维网名录 联络人数据库和其他特征 该

信息网络将注重 行动纲领 关于旅游资源 沿海和海

洋资源和能源的三个章节,并由每一区域的英才中心负
责管理 在提高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国家区域培训机构的

能力方面,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培训中心应开发计划署
的要求,与选定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区域机构举办了初
步的培训班 在这一方面确定了领导培训机构并在巴巴

多斯 斐济和塞舌尔群岛举办了训练班  

 D.  自然灾害 

13.  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就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减
灾十年)进行讨论后,减灾十年秘书处为十年剩余的时间

展开一个巩固进程,其办法是为 1997-1999 年拟订一个
全面和有结构的行动计划 该行动计划牵涉到减灾十年

国际行动纲领内的所有有关伙伴,其基础是与成员国
政府间组织 十年的科学和技术委员会 各国家委员会

和联络点以及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和科学和技术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进行的协商  

14.  联合国减灾十年机构间指导委员会在联合国系统
内负责密切协调巩固阶段的活动 对评价减灾十年的成

就和拟订 21 世纪的减灾战略所采取的区域办法是十年
全面成功的关键 对此,将根据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四
届会议和大会第 51/183 号决议提出的建议,优先考虑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脆弱程度以及它们所需要的有效减

灾能力和措施  

15.  就减灾十年巩固方案进行的协调特别重视 行动

纲领 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的成员也包括牙买加和汤加

作为减灾十年机构间协调活动的一部分,与经济和社会
事务部 世界气象组织及其台风委员会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世界卫生组织

和开发计划署合作提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具体的关切

减灾十年秘书处与泛美卫生组织 加勒比共同体 美洲

国家组织和南太平洋论坛等区域和政府间组织密切合

作  

16.  减灾十年执行大会关于自然灾害和危害环境的类
似灾害的预警能力的 1995年 12月 20日第 50/117 B号
决议时也考虑到 行动纲领 减灾十年秘书处就一些

项目提案与若干捐助国进行协商,这些项目提案是关于
减少脆弱程度以支助可持续发展和改善预警系统,其中
包括在发展中岛屿国家进行的具体试验活动 该项目将

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提出的意见  

17.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部的南太平洋项目处在太平
洋区域代表减灾十年,并在减灾十年的主持下举办了若
干区域灾害管理会议 南太平洋项目处在 18 个太平洋
国家执行的南太平洋减少灾害方案获得在太平洋进行

活动的所有双边捐助国的协调支持  

 E.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全球环境
  融资 

18.  全球环境融资的业务战略旨在指导国家推动的项
目的拟订 全球环境融资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业务战略顾

及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国会议在政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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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指导 全球环境融资资助的气候变化活动的战略

目标是支持尽量减少破坏的可持续措施,其办法是减少
气候变化的危险或不利影响 全球环境融资资助长期措

施 有利活动和短期减缓项目  

19.  长期措施是气候变化方面的业务方案的一部分,这
些措施包括消除节用能源和能源效率的障碍 通过减少

实施费用提倡可再用能源以及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低

的能源技术的长期费用 这三个业务方案支持开发已证

明可行的无害环境的可再生能源的商业能源,并提高现
有技术和利用常规能源的最终使用设备的效率 全球环

境融资在上述领域资助了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执行的

两个项目:为牙买加执行的需求管理示范项目和为毛里
求斯执行的糖生物能源技术 全球环境融资也资助了直

接和/或间接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商业能源发展和
效率提高的若干其他项目和项目拟订活动 其中一些是

公约缔约国会议确定的有利活动--优先活动 迄今为止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从下列项目受益: 

    (a)  适应气候变化的区域规划:安提瓜和巴布达
巴哈马 巴巴多斯 伯利兹 多米尼加 格林纳达 牙

买加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b)  太平洋岛屿气候变化援助项目:库克群岛 斐

济 基里巴斯 瑙鲁 马绍尔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 萨

摩亚 所罗门群岛 图瓦卢和瓦努阿图; 

    (c)  国别项目:佛得角 马尔代夫 巴布亚新几内

亚和塞舌尔  

 F.  加强秘书处 

20.  大会在第 51/183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在现已成为经
济和社会事务部的部门的政策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部内

维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股的适当员额人数及改善其结

构与组织;并充分实施第 49/122 号决议关于加强贸发会
议的能力从进行补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工作所需的

研究和分析的有关规定 关于秘书长的报告(A/51/950)
所载的改革建议,重点放在加强有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的工作领域 因此,在组织新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时,建
议适当加强可持续发展司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股,并增
加其向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咨询服务的能力 贸发会

议于 1996年 4月和 5 月举行的第九次会议决定根据第
49/122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继续在 行动纲领 的框架

内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为此,贸发会议完成最近的

改组后,在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和岛屿发展中国家特别

协调员办公室设立了一个 P-4级的员额  

21.  贸发会议支持 行动纲领 的实施的工作包括:(a)
编写关于外部振动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脆弱程度的

背景研究,作为对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计划于 1997 年 12
月初举行的脆弱程度指数专家小组会议的投入;(b)编写
一份即将出版的出版物--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全球化
专业化和区域合作的问题 ;(c)拟订与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有关的贸易效率指数;以及(d)直接援助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拟订经济和贸易有关项目以提交经济和社会事务

部与开发计划署合办的捐助国会议  

 三 今后的工作方案 

22.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 1997 年的第五届会议上
通过了关于充分和全面审查 行动纲领 的第 5/1
号决议 在这一方面它决定在 1998 年举行的第六届
会议上审查 行动纲领 所有待决的其余各章和问题

此外,它建议大会在紧接着 1999年的第五十四届会议之
前召开为期两天的特别会议,以深入评价和衡量 行动

纲领 的执行情况 委员会也决定在其第七届会议核准

的工作方案范围内充分审查 行动纲领 ,这将发挥筹
备大会 1999 年的特别会议的作用 大会专门全面审查

和评价 21 世纪议程 的执行情况的第十九届特别会

议核准了委员会的建议并注意到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将对实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

持续发展全球会议的目标作出重要贡献  

23.  按照大会第 50/116 号决议第 10 段的要求,将向大
会在 1998 年的第五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说明为响应
行动纲领 而实施的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

展的计划 方案和项目,以及正在实施和设想在提出该
报告后五年内实施的计划 方案和项目  

注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全球会议的报告,布
里奇敦,巴巴多斯,1994年 4月 26日至 5月 6日 (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94.I.18和 Corr.1和 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正式记录,1997 年,补编第 15
号 (E/1997/35)  

  同上, 补编第 9号 (E/1997/29),第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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