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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说明 

1. 会议开幕 

本届会议开幕式的具体安排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宣布。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将选举本届会议主席、副主席（若干名）和报告员。 

3. 通过议程 

委员会将在视情况对临时议程（E/ESCAP/CDR/L.1）作出其认为必要的修改和审

议后予以通过。 

4.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贯彻落实《兵库行动框架》的情况 

经社会在其 64/2号决议中要求执行秘书，除其他事项外，与国际减灾战略秘书处，

尤其是与其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密切合作，支持在本区域贯彻落实《兵库行动框架》

的工作，其中包括每两年举办 1次的减少灾害风险和减少灾害风险区域平台亚洲部长级

会议的组织工作。 

在此议程项目下，将向委员会提交两份文件，供其审议并给予指导。 

(a) 贯彻落实第三次亚洲减少灾害风险部长级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从区域平台

到全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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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ESCAP/CDR/1号文件 

继 2008年 12月 2日至 4日在吉隆坡举行了第三届减少灾害风险亚洲部长级会议

后，秘书处着重强调了该次会议所取得的各项成果，包括对与亚太区域减少灾害风险有

关的主要事项的审查。秘书处介绍了本区域出台的各种减少灾害风险举措的情况、回顾

了本区域为落实《兵库行动框架》所做的工作，并研究了在缅甸发生的纳吉斯热带气旋

风暴等近斯内发生的各种灾害、以及我们从此次气旋风暴和以往在亚洲发生的各种自然

灾害中汲取的经验教训。秘书处针对如何在亚太区域减少灾害风险方面努力提高人们的

认识并为此而加强区域合作问题，对亚太经社会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各项建议。  

委员会不妨在减少灾害风险领域对秘书处未来的战略方向给予指导。 

委员会不妨亦就向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提交的区域报告、以及就下一次减少灾

害风险亚洲部长级会议的举办工作给予指导。 

(b) 个案研究：中国国家灾害管理系统及其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采取的各种应对

措施 

第 E/ESCAP/CDR/2号文件 

在此项文件中，秘书处简要介绍了中国在减少灾害风险方面的相关国家政策、行

政框架和体制安排、及其对 2008 年 5 月间发生的灾难性汶川大地震作出的反应。进行

此项个案研究的目的是推动各方开展政策性辩论，尤其是针对以下事项开展政策性辩

论：国家灾害防范、应对和灾后恢复机制的发展、应在区域一级着手处理的相关事项、

以及旨在协助本区域发展和提高灾害管理能力的区域合作。  

5. 加强亚洲及太平洋为减少灾害风险而开展的区域合作 

在此议程项目下，将在 2009 年 3 月 25 日上午通过本届会议的议程后立即举行减

少灾害风险区域合作问题高级别圆桌会议。 

将向委员会提交三份文件，供其审议并给予指导。  

(a) 各类灾害管理知识交流和分析网络的联网 

第 E/ESCAP/CDR/3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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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项文件中，秘书处概要介绍了各类现行的合作机制—这些机制涵盖亚太区域

为减少灾害风险而提供的知识和信息交流和分析服务的各个相关领域。通过分析其所涉

活动及其领土覆盖面，文件讨论了区域合作问题和协调那些有待加强的领域、以及那些

区域合作机制有待发展的领域；探讨了弥补现存差距的益处、利用包容性知识和信息交

流和分析区域网络的联网问题，以期支持本区域各国在贯彻落实《兵库行动框架》的工

作中确保实行更有效的灾害信息管理。  

委员会不妨审议各个相关事项和政策，包括上述文件中提出的那些事项和政策，

以期针对本区域灾害知识和信息的交流和分析领域对秘书处未来的战略方向给予指导。 

(b) 社区一级的早期预警和防范工作 

第 E/ESCAP/CDR/4号文件 

在此项文件中，秘书处回顾了作为贯彻落实《兵库行动框架》工作的一部分，在

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为加强早期预警所做的各项工作。鉴于其地理位置和易受自然灾

害影响的特点，需要对各太平洋岛屿国家予以注意。对在此方面已经开展的工作作了总

结，而且就如何强化对此项工作的支持可能采取的办法提出了建议。在设计、规划、执

行和监测早期预警系统方面，尤其侧重以社区为基础的办法及其包容性，同时考虑到各

类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此问题上，秘书处研究了太平洋次区域关于早期预警问题的政策

框架、信息和通讯技术基础设施、体制安排和以往的经验，提出了供委员会审议的问题。 

委员会不妨就如何侧重社区一级的灾害早期预警和防范领域的工作对秘书处未来

的战略方向给予指导。 

(c) 如何利用各种信息、通信和空间技术来减少灾害风险 

第 E/ESCAP/CDR/5号文件 

在此项文件中，秘书处介绍了信息、通信和空间技术手段在高效的信息收集、处

理和分析、早期预警、应急通信、以及总体灾害管理工作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确了信息、通信和空间技术在支持作出明智的灾害风险管理决定和决策方面能够发挥

重大作用的发展趋势和相关经验；并讨论了可在哪些领域通过开展区域合作来促进信

息、通信和空间技术的应用以支持各国和本区域努力实现《兵库行动框架》的各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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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不妨审议各个相关事项和政策，包括上述文件中所提出的事项和政策，以

期针对此方面的工作对秘书处未来的战略方向给予指导。  

6. 亚太经社会各类减少灾害风险合作机制开展活动的情况 

在此议程项目下，将向委员会提交两份文件，供其审议并给予指导。此外，秘书

处将分发一份资料性文件（E/ESCAP/CDR/INF/4），其中强调了与为减少灾害风险而调

动资源有关的事项，同时还介绍了印度洋和东南亚海啸预警安排多方捐助者自愿信托基

金的现况及其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此项基金系 2004年 12月间发生极具破坏性的印度洋

海啸后由亚太经社会 2005 年设立，并由亚太经社会负责管理，其业务范围涵盖那些位

于印度洋沿岸和东南亚地区的亚太经社会成员国。 

(a) 台风委员会  

第 E/ESCAP/CDR/6号文件 

在此项文件中，秘书处介绍了台风委员会的现况及其所取得的各项成就。台风委

员会系于 1968 年由亚太经社会和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共同设立的一个政府间机

构，旨在促进和协调各项相关措施的规划和实施，以期尽量减少台风在亚洲及太平洋区

域造成的生命和物质损失。 

委员会不妨就与台风委员会有关的工作对秘书处给予指导。 

(b) 热带气旋风暴研究小组 

第 E/ESCAP/CDR/7号文件 

在此项文件中，秘书处介绍了气象组织/亚太经社会热带气旋风暴研究小组的现况

及其所取得的各项成就。这一研究小组系于 1970 年由亚太经社会和气象组织共同设立

的一个政府间机构，旨在促进和协调各项相关措施的规划和实施，以期尽量减少热带气

旋风暴在亚洲造成的生命和物质损失。 

委员会不妨就与热带气旋风暴研究小组有关的工作对秘书处给予指导。 

7. 2010-2011年工作方案草案的战略框架及其各项拟议产出 

第 E/ESCAP/CDR/8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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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不妨针对那些可列入 2010-2011 年工作方案的、与减少灾害风险有关的工

作，包括各项可能的工作方案产出，向秘书处提供指导。  

8. 其他事项 

委员会可提出未在上述各个议程项目下涵盖的任何事项。  

9. 通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报告 

报告草稿  
文件 E/ESCAP/CDR/L.3 

委员会提出的各项建议草案 
文件 E/ESCAP/CDR/L.3/Add.1  

委员会将通过其第一届会议的报告，供提交经社会第六十五届会议。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