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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斐济：决议草案 

  托克劳问题 

 大会， 

 审议了托克劳问题， 

 表示注意到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2025 年

报告，1 

 回顾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大会 1960 年 12 月 14 日第

1514(XV)号决议和联合国关于非自治领土的所有决议和决定，尤其是大会 2024

年 12 月 4日第 79/110号决议， 

 赞赏地注意到新西兰作为管理国继续为特别委员会有关托克劳的工作提供

的合作，并随时准备允许联合国视察团访问该领土， 

 又赞赏地注意到新西兰和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及其他组织，特别是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协力为托克劳的发展作出贡献， 

 铭记托克劳作为小岛屿领土反映了大部分尚存非自治领土的典型状况，铭

记托克劳作为成功合作促进非殖民化的案例研究，对于联合国努力完成非殖民

化工作具有更广泛意义， 

 回顾托克劳作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系成员和太平洋岛屿论坛准成员

的地位， 

 承认领土及其人民的健康和福祉的重要性，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八十届会议，补编第 23 号》(A/80/23)。 

https://undocs.org/ch/A/RES/1514(XV)
https://docs.un.org/zh/A/RES/79/110
https://undocs.org/ch/A/7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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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新西兰和托克劳于 2003 年 11 月 21 日签署了题为“关于合作伙伴原

则的联合声明”的文件，其中规定了这两个伙伴的权利和职责，包括在托克劳

自决问题上的权利和责任， 

 铭记长老大会在所有三个村庄进行广泛磋商后，在 2003年 11月的会议上决

定，正式与新西兰探讨自由结合的自治备选方案，在 2005 年 8 月决定在托克劳

宪法草案和与新西兰自由结合的条约草案基础上于 2006 年 2 月举行一次关于自

决的全民投票，随后决定于 2007年 10月再次举行全民投票，又铭记两次全民投

票未能产生长老大会规定为改变托克劳作为新西兰管理的非自治领土地位所需

要的有效三分之二多数票， 

 回顾长老大会于 2022年 5月 23日决定在 2026年 2月新西兰管理托克劳一百

周年之前恢复关于托克劳自决问题的对话，这项决定得到管理国新西兰的支持， 

 又回顾领土于 2023年 1月 26日举行了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并注意到托克劳

乌卢于 2025 年 3月 17 日在长老大会期间换了任职者， 

 还回顾在托克劳人民推动下于 2013 年举行了宪政协商，旨在制定一种文化

上适当并符合其当前情况的政府结构模式，最终核准和批准了该领土的国家象

征以及宪法、国歌和国旗，这次协商将由宪法委员会予以进一步审议， 

 认识到 2014 年 5 月 21 至 23 日在斐济楠迪举行的第三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

十年执行情况太平洋区域讨论会上托克劳乌卢所作的发言，以及为 2018 年 5 月

9 日至 11 日在圣乔治举行的太平洋区域讨论会提出的书面发言，还有 2023 年 6

月 12 日在特别委员会续会上的发言，其中表示，在处理该领土的自决进程时，

不能不顾及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威胁以及对《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 的

挑战，并铭记以“人人享有机会的繁荣社区”为共同愿景的经修订的《2021-

2026 年国家战略计划》中表达的托克劳发展愿望，包括有志于自信地宣布托克

劳已在其发展进程中取得重大进展，准备而且有能力进而成为一个自治国家， 

 回顾 2017年 4月正式启动托克劳题为“与变化共存：2017-2030年增强托克

劳气候变化和相关灾害复原力综合国家战略”的气候变化战略，以及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该战略第一个五年执行计划，并回顾托克劳国家温室

气体清单报告于 2019 年 4月 11 日发布， 

 又回顾管理国宣布，应托克劳政府的要求，管理国已向联合国提交正式声

明，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3  和《巴黎协定》4  的适用领土范围延伸至

托克劳， 

 关切地注意到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对托克劳人民生计造成的影响以及由

此引发的人道主义、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后果， 

__________________ 

 2 第 70/1 号决议。 

 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4 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FCCC/CP/2015/10/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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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管理国新西兰政府代表在 2019 年 6 月 17 日举行的特别委员会会议和

2019 年 5 月在格林纳达大湾举行的加勒比区域讨论会上发言，其中强调了与托

克劳的共同愿景，即建立更强的伙伴关系，包括在治理和更有效地管理公共服

务、财政和基础设施资产方面，重点是优质保健和教育、性别赋权、减少灾害

风险和建设抗灾能力，以及加强环礁间连通，包括于 2019 年 4 月投入使用的船

只，用于支持搜索和救援任务、医疗后送及环礁间的一般交通运输，并在 2022

年 10 月 14 日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 9 次会议和在 2023 年 6 月 12 日给予

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续会上发言，其中进一步重申

新西兰与托克劳之间强化伙伴关系，包括在抗击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

方面，并承诺与联合国开展三边合作，以实现托克劳人民所希望的自决成果， 

 又回顾 2021 年 9 月 20 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条国际海底光缆连接到托克

劳，以加强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托克劳可持续发展， 

 表示注意到托克劳乌卢 2025 年 3 月宣布托克劳成立特别委员会，以确保所

有居民在可能举行的第三次关于其政治地位的全民投票前充分了解相关信息，

其宗旨是收集关于托克劳人民可有的选项的全面详情，同时强调了解公投结果

对托克劳人民的影响十分重要； 

 1. 表示赞赏地回顾长老大会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决定，在 2026 年 2 月新

西兰管理托克劳一百周年之前再次审议托克劳人民的意见，并恢复关于托克劳

自决问题的对话； 

 2. 欢迎托克劳 2004 年以来在向三个长老会(村委员会)下放权力方面取得

进展，注意到计划根据 2012 年汇编的权力下放审查报告的建议举行进一步讨论，

注意到最近在托克劳为解决未来治理模式所作的更多努力，该模式特别考虑到

领土的宗教信仰、文化和特性； 

 3. 满意地回顾托克劳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举行了第十届长老大会民主选

举，随后托克劳乌卢于 2021 年 3 月 8 日宣誓就职，以及其后托克劳乌卢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在长老大会上换了任职者，并注意到最近于 2023 年 1 月 26 日举行

了长老大会选举，其后托克劳乌卢于 2025 年 3 月就职； 

 4. 认识到 COVID-19 大流行对托克劳社会经济发展构成持续挑战，包括

在 2023 年 5 月首次记录到社区传播病例，肯定与管理国新西兰、邻国和世界卫

生组织密切合作，成功应对托克劳疫情； 

 5. 赞赏地注意到托克劳和新西兰继续坚定致力于托克劳的不断发展，以

促进托克劳人民的长远利益，尤其强调进一步发展每个环礁的设施，以满足当

前的要求，包括进行投资，使托克劳能够于 2021年 9月 20日通过一条海底光缆

直接连通，以提供更快、更可靠的互联网服务，以及改善海运基础设施和服务、

提供优质医疗保健和教育、支持渔业部门；鼓励管理国与托克劳合作，加快执

行托克劳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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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表示注意到托克劳《2021-2026 年国家战略计划》，其中进一步优先重

视善治、人类发展、基础设施发展、电信、运输、可持续性和适应气候变化，

这是领土可持续未来的一个重要框架，以“人人享有机会的繁荣社区”为共同

愿景； 

 7. 肯定新西兰始终如一地致力于满足托克劳人民的社会和经济要求，包

括为此提供新的航运服务资产、促进航运基础设施发展以及为儿童早期教育到

大学本科基础课程的教育服务提供预算支持，并肯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

卫生组织的支持与合作； 

 8. 回顾托克劳 2013 年在管理国的支持下完成了托克劳可再生能源项目，

领土政府获得新西兰能效和节能局授予的可再生能源奖； 

 9. 又回顾托克劳采取措施保障人民健康，包括在管理国、联合国系统和

相关利益攸关方的支持下继续实施全民健康覆盖； 

 10. 承认托克劳需要国际社会的持续支助并渴望参加关于《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环境和海洋保护的讨论，在这方面鼓励酌情协

助执行题为“与变化共存：2017-2030 年增强托克劳气候变化和相关灾害复原力

综合国家战略”的托克劳气候变化战略； 

 11. 赞赏管理国努力将托克劳采取的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纳入管理国提交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国家报告，又回顾托克劳在 2019 年 4 月

11 日发布托克劳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取得里程碑式成就； 

 12. 满意地回顾托克劳国际信托基金的建立和营运，以支持托克劳持续的

需求，并促请会员国和国际及区域机构向该基金捐款，以便提供切实的支持，

协助托克劳克服地域狭窄、孤悬海隅和资源匮乏等问题； 

 13. 欢迎太平洋区域其他国家和领土持续对托克劳采取合作态度，对其经

济和政治愿望以及进一步参与区域和国际事务给予支持，包括托克劳作为准成

员、由托克劳乌卢作为代表参加 2019 年 8 月在图瓦卢举行的第五十次太平洋岛

屿论坛领导人会议； 

 14. 促请管理国和联合国各机构在托克劳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继续向其提供

援助； 

 15. 促请管理国考虑优先发展气候相关项目，如避难所和海岸防御设施，

以应对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16. 确认管理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采取积极行动，向秘

书长递送关于托克劳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资料； 

 17. 赞扬托克劳和新西兰再次坚定承诺继续为托克劳及其人民的利益共同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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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促请管理国加强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方案，以提高托克劳的人力资源

能力； 

 19. 请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继续审查托克

劳非自治领土问题，并就此向大会第八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