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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作为可持续发展问题 

世界首脑会议筹备委员会 

第二届筹备委员会 

2002年 1月 28日至 2月 8日 

  区域筹备会议的成果 

  秘书长的说明 

  增编 

  小岛屿国家联盟新加坡宣言 

  （在 2002年 1 月 7日至 11 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小岛屿国家联盟关于可持续发展

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区域间筹备会议上通过） 

  小岛屿国家联盟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区域间筹

备会议的新加坡宣言 

 小岛屿国家联盟， 

 已于 2002年 1月 7日至 11 日在新加坡开会； 

 重申《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和《21 世纪议程》、《布里奇敦原则宣言》

和《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巴巴多斯行动纲领》的各项目标和承诺，

以及联合国大会（大会）第二十二届特别会议的成果； 

 认识到分析和评估作为约翰内斯堡首脑会议起源的《21 世纪议程》的进程，

对国际社会履行和落实以前在里约商定的承诺和措施，以缓和并处理可持续发展

的迫切问题十分重要； 

 认识到《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巴巴多斯行动纲领》是《21

世纪议程》的具体表现，认识到《21 世纪议程》、《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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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巴巴多斯行动纲领》和大会第二十二届特别会议的成果体现了许多原则，

这些原则给为国际社会促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提供了明确的

准则，同时考虑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独特特点与情况、考虑到它们经济、社会

和环境的脆弱状态； 

 注意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区域提交社发首脑会议的分区域和区域文件中对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可持续发展的优先问题具有的共同特征； 

 回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被确认情况特殊，值得特别对待，因为它们生态上脆
弱、经济上易受伤害，在其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特殊限制，而且其具体

的有形情况往往使它们难以从全球经济发展中受益； 

 认识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拥有独特的人文、自然和文化的财富，并且构成世
界遗产的关键部分； 

 还认识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本身执行了落实《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
发展的巴巴多斯行动纲领》的主要工作； 

 强调《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巴巴多斯行动纲领》中列举供采
取行动的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海洋、能源、运输、旅游、自然资源和生物多

样性、自然和人为的灾害以及土地退化，都仍然是有待执行的优先事项； 

 关切新出现和正在出现的挑战，尤其是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艾滋病毒/艾

滋病的扩散、以及持续缺少财政资源及机构能力和人的能力、无法取得和利用信

息和通信技术，在在都削弱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强调贫穷仍然是主要问题，它影响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能力，削弱其提供基本的有形服务和社会服务诸如基本教育、保健、营养、水和

卫生和可持续的人类住区的能力； 

 重申加紧现有的努力和新的努力来促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是极
重要的； 

 强调需要根据《里约宣言》所述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来恢复国际行动，
重申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和区域挑战需要各国协调立场的看法； 

 确认好几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已作出一些发展选择，特别是国际金融服务，
以使其经济多样化及参加全球的服务贸易； 

 铭记将于 2002年 3月 12日至 18日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高级别发展筹资

国际会议，预期其成果将对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作出积极的贡献； 

 重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积极参加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筹备进程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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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小岛屿国家联盟继续努力，促进小岛屿国家参加多边环境和贸易协定的
谈判及促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参加执行《关于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巴巴多斯行动纲领》； 

 还欢迎新加坡政府在其努力帮助提高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能
力、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管理领域的能力方面，倡议设立一个环境学院； 

 肯定同私营部门和当地社区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同时确认所有主要团体在
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可发挥的作用； 

表示同意： 

 吁请国际支持促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积极参加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
议的筹备进程和首脑会议本身； 

 加速国家和区域执行《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巴巴多斯行动纲
领》，并请国际社会按照《21 世纪议程》和《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

的巴巴多斯行动纲领》和大会第二十二届特别会议的成果商定的，提供足够的财

政资源、转让适当的、无害环境的技术以及协助建立能力，以便在国家和区域一

级付诸执行； 

 吁请在 2003 年年底前拟订和确定提出一项全球能力建设倡议所需的资源，

并从正在进行的倡议包括 21 世纪能力方案、全球基金和能力建设的倡议汲取经

验。这项倡议应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取得协调，并应得到国家、分区域和区域的机

构和机制的参加，以促进执行和提供支助； 

 支持在执行《21 世纪议程》和《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巴巴多

斯行动纲领》方面，加强和进一步促进民间社会和公共部门间重要的伙伴关系； 

 鼓励立即采取国际和本国行动，处理气候变化及其后果，特别是通过尽早批
准、生效和执行《京都议定书》，提高群众认识，调动资源以适应并推动可再生

能源和能源效率的措施并进行能力建设； 

 重申吁请国际社会支持和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所有方面的现有和新的能
力建设工作，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特别是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技术

合作领域，方法是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倡议，例如新加坡倡议的设立环境学院，

该学院将促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关于环境培训的区域间协作； 

 敦促国际社会建立适当机制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努力适应全球化和贸易
自由化，并吁请世贸组织确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及确保在研拟其《小

经济体工作方案》作为《多哈部长宣言》的后续行动时，适当顾及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遇到的困难，包括切实落实特殊和差别的待遇和能力建设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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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求制订一项全球的可持续能源方案，以确保能获得适当、负担得起和环境
上安全的能源，促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加强联合国系统内的

体制安排，以协助和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努力实现可持续能源发展和促进可再

生能源和能源效率； 

 吁请调动新资源和额外资源，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官方发展援助和减免债务
以及各种创新机制，以资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还吁请采用特别的金融机制或工具，使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能提高其本国能
力，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或开发其资源； 

 制订政策和框架，为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培育创新的伙伴关系，包括通过
特别指定的循环金融机制和支助性的人力资源发展倡议，恢复农村生产能力的活

力，提高农村部门和竞争力和刺激就业机会； 

 吁请制订或加强政策和方案，以可持续方式管理海洋资源和管辖区域，在国
家一级发展全面的岛屿系统管理和重视生态系统为管理办法，通过区域性的海洋

政策，以及利用适当技术、数据管理系统和有关的研究和能力建立，促进综合管

理办法； 

 还吁请为了促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脆弱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尽早落
实经济和环境脆弱程度指数，以及在政府间机构和国际机构中使用这些指数，同

时提供国际支持制订社会脆弱程度指数，作为这项工作的补充； 

 进一步吁请国际社会提供技术和金融援助，以提高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信息
和通信技术基本设施，并且进一步发展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信息网和其他区域倡议

和网络； 

 请筹备进程建议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重申，必须作为迫切事项充分
执行《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巴巴多斯行动纲领》； 

 还请筹备进程建议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一项决定，在 2004 年

召开对《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巴巴多斯行动纲领》的综合审查会

议（巴巴多斯＋10）； 

 同意设立一个不限成员人数的小岛屿国家联盟协商联络小组，以便根据小岛
屿国家联盟区域间筹备会议期间开始的工作，进一步拟订一套优先问题和倡议； 

 提交本宣言给筹备进程，供其进行充分的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