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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与经社会各附属机构相关的议题：减少灾害风险 
 

(议程项目 2(f)) 
 
 

报告草稿 

1． 委员会收到载有减少灾害风险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报告的文件

E/ESCAP/65/9、以及标题为“关于‘为落实《2005-2015 年兵库行动框

架》开展区域合作：建设亚洲及太平洋国家社区的抗灾能力’的经社会

第 64/2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概要”的文件 E/ESCAP/65/10。委员会还收到

两 份 与 减 少 灾 害 风 险 有 关 的 参 考 文 件 ： 台 风 委 员 会 报 告

(E/ESCAP/65/INF/2)和热带气旋风暴研究小组报告(E/ESCAP/65/INF/3)。 

2． 经社会确认，亚太区域是世界上灾害最频发的区域，并指出了

减少灾害风险对于本区域实现各项发展目标的重要性。若干代表团赞扬

亚太经社会设立了减少灾害风险委员会、并成功举行了减少灾害委员会

第一届会议，包括组织了减少灾害风险区域合作高级别圆桌会议。经社

会表示总体上支持委员会的各项调研结果和建议，并请秘书处考虑结合

其现行的和未来的工作方案落实这些建议。 

3． 一些代表团确认，亚太经社会在提供关于减少灾害风险、灾害

管理、救灾和灾后恢复的经验教训、知识和信息交流的区域合作平台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确认其在推动执行《兵库行动框架》以加强各国

减少灾害风险能力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代表团表示支持秘书处

在这些领域内开展的工作。 

4． 若干代表团强调了落实委员会关于秘书处应进一步加强与国际

减灾战略政府间秘书处和其他联合国实体、以及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

间的伙伴关系的要求的重要性(见 E/ESCAP/65/9，第 4 段)。一个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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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经社会通报了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属下的一个中心开发全

球水灾预警系统的情况，并说该代表团欢迎秘书处与该中心开展协作。 

5． 另一代表团还对在亚太经社会的主持下开展联合国相关机构之

间、以及与其他相关机构的国际合作表示了兴趣。该代表团还指出，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作为联合国系统的一个主要业务机构在这一领域发挥了

重要作用。该代表团重申全力支持各国开展合作，以便共同执行 2005 年

世界减灾会议和 2008 年第三次亚洲减少灾害风险部长级会议的成果，并

表示支持秘书处与全球减灾和灾后恢复基金开展合作。 

6． 经社会注意到，一些代表团对水灾、滑坡和由于太平洋气候变

化导致的岛屿“沉降”等自然灾害所构成的日益严重的威胁表示关切，

并指出，能力建设对备灾以及制订减少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

和行动计划十分重要性。一个代表团以太平洋次区域的名义指出，委员

会的各项建议中对太平洋目前情况的认识极为有限，并为此请秘书处协

助扩大减少灾害风险的活动和区域合作框架,例如太平洋哨兵预警方案。 

7． 一个代表团强调指出，讨论财政风险转移机制对于处理灾害后

果，例如灾害保险和分担风险等，是非常重要的，并建议各成员国相互

交流其在此方面的经验教训和方法，以便增加各社会对提高参保率的认

识。该代表团进一步建议，经社会应在今后的工作中处理这些问题。 

8． 一些代表团认为，秘书处应在其今后的工作中着眼于建立一个

与国际减灾战略全球机制相匹配的、有效的减少灾害风险的区域机制。

该代表团还指出，秘书处在开展工作时应利用现有的区域和国家机制和

能力来开展自然灾害预防工作。 

9． 日本代表团向经社会通报说，将在灾害管理方面开展合作，以

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应对大规模灾害的努力。这一合作包括为东

盟-日本一体化基金提供 1,300 万美元的新捐款，用以在东盟内建立互助

救济储备，其中约 600 万美元将用于在东盟成员国内发展灾害信息和电

信产业、并在未来五年内为 300 名学员开展灾害评估和分析方面的能力

建设工作。 

10． 泰国代表团建议将其紧急求救电话号码 192 作为区域自然灾害

报警号码，以期提高本区域对灾害的认识和减少灾害影响。泰国设立该

号码是为协调有关机构的行动、并使灾区能够立即作出反应。 

1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向经社会通报说，该国已采取了有关

设立亚洲及太平洋信息、通信和空间技术灾害管理中心的必要的行政措

施，并表示该国政府愿意成为这一管理中心的东道国，同时为其划拨必

要的资源，同时还表示，设立这一管理中心的目的是应对地震、水灾、

旱灾和台风等自然灾害。 

12． 中国代表团表示真诚感谢包括亚太经社会各相关成员国在内的

国际社会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所提供的援助。该代表团还对亚太经社会执

行秘书在发生特大地震后亲自前往灾区进行访问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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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亚洲备灾中心表示支持减少灾害风险区域合作高级别圆桌会议

提出的、关于印发亚太灾害情况报告的建议(见 E/ESCAP/65/9，附件

一，第 17 段)，并支持减少灾害委员会关于积极采取行动设立亚太减少

灾害风险与发展网关的要求(见 E/ESCAP/65/9，第 9 段)。备灾中心还承

诺继续与亚太经社会携手发展双方之间的伙伴关系，包括为执行这些重

要的和富有挑战性的项目而建立伙伴关系。 

14．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代表还表示希望能够通过减

少灾害委员会来推动开展更多的合作，以期有效应对各种灾害所导致的

人道主义后果、以及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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