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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94(d)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 

发展行动纲领》的进一步执行情况 

 

2004 年 4 月 6 日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 2004 年 3 月 1 日至 3 日在马耳他戈佐岛召开的小国家经济脆弱

性和复原能力问题国际研讨会的结论（见附件）。我代表参加研讨会的国家和组

织，并应它们的请求，要求把本函件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94(d)下的正式

文件分发为荷。 

 我们相信，这将为毛里求斯国际会议的成功作出重大贡献。 

 

大使 

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 

维克多·卡米莱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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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4 月 6 日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最后声明 
 

小国家经济脆弱性和复原能力问题国际研讨会的结论 
 

2004 年 3 月 1 日至 3 日 

马耳他，戈佐岛，戈佐大学中心 

 

导言 
 
 

1. 2004 年 3 月 1 日至 3 日，来自英联邦所有区域的 26 名专家参加了在马耳他

戈佐大学中心召开的小国家经济脆弱性和复原能力问题国际研讨会。他们有学术

人员、执行人员、决策人员、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代表等。 

2. 这一研讨会是在筹备《巴巴多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执

行情况国际会议的范畴内召开的。研讨会上讨论了小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经济脆弱性问题，以及发展这些国家复原能力的战略；还注意到了脆弱程度

指数特设专家组 1997 年 12 月在纽约开会时作出的结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作

为一个集团，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集团更加脆弱”。与会者还讨论了贸易作为增长

和发展的主要动力问题。 

3. 与会者指出： 

• 在萨摩亚、佛得角、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召开的各次国际会议区域筹备会

议确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集团，因其经济、环境和社会脆弱

性，面临特定的障碍。 

• 2004 年 1 月在巴哈马拿骚召开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国际筹备会议重申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脆弱性，呼吁制定经济复原能力指数。 

4. 与会者还考虑了小国家关注的若干问题，其中主要有： 

• 若干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摆脱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问题 

• 世界贸易组织内需要给小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

遇和必要的政策空间。 

5. 与会者承认，注重脆弱性和复原能力建设的理论框架有助于解决这些关注问

题和加强国家和区域政策。与会者还承认，需要制订参与和协作性的方案，调集

所有重要利益有关者，确保复原能力战略成功。 

小国家的脆弱性和复原能力 

6. 与会者重申，小国家固有的经济脆弱性已得到国际承认。这种脆弱性来自其

自身无法控制的外部不利冲击和结构性障碍，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这些国家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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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出口集中、高度依赖战略进口、地位偏远、运输费用高昂、容易遭受气候

变化和海平面上升所加剧的自然灾害等。这些情况都严重妨碍小国家的可持续经

济发展。 

7. 小国家在这方面并没有高枕无忧。有许多成功建立复原能力的例子，这些都

可以加以推广。在这方面，国际社会的技术和财政援助及合作极为重要，有助于

协助小国家建立能力，应对其脆弱性，建立复原能力。 

对小国家的建议 

8. 为建立复原能力，小国家应： 

(h) 采取步骤，促进善改，要执行适当政策，确保政治稳定，加强法治，解

决腐败问题，并促进公共服务中的问责制、透明度和效率； 

(i) 力求建立健全的宏观经济框架，包括低通货膨胀、稳定的汇率、可接受

的财政收支平衡和对外平衡； 

(j) 开展市场改革，推动公平贸易，促进竞争力； 

(k) 同社会合作伙伴和其他相关利益有关者合作，并在他们的参与下， 提

高劳动生产力和劳工市场灵活性； 

(l) 推动社会团结、支助消除贫穷和可持续生计，推动和谐的社会发展； 

(m) 保护并可持续地管理环境，主要是采取步骤，提高能源效率，推动废物

管理，改进淡水资源管理，鼓励可持续地使用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 

(n) 推广革新、研究和技术，作为竞争力的来源。 

9. 在这方面应当探索复原能力指数的有用程度。 

区域和国际方面 

10. 应通过适当的分析工具，如脆弱程度指数，来加强小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的谈判能力。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的支助将加强这一进程。 

11. 应支助小岛屿国家联盟开展的工作，拟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论坛上，

尤其是在谈判国际文书的国际论坛上的共同立场。还欢迎在建立小岛屿国家联盟

机构方面取得的进展。 

12. 与会者赞扬英联邦秘书处推动小国家相互之间协调努力，争取在世界贸易组

织内获得特殊待遇。 

13. 与会者感谢向小国家可持续发展工作提供支助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还感

谢各大学和研究所开展协助小国家的工作，其中主要有马耳他大学、西印度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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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南太平洋大学。与会者敦促在拟议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大学联合会范畴内

继续开展这项工作。 

对国际社会的建议 

14. 与会者敦促: 

(a)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其毛里求斯国际会议筹备会议（2004 年 4

月 14 日至 16 日）上注意到研讨会的结论，请国际捐助界支助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复原能力建设工作； 

(b) 联合国有关机构，包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继续向小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支助，以

期推动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复原能力建设； 

(c) 国际捐助界，包括多边金融组织，向小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支助，协助

它们克服固有的脆弱性，建立复原能力； 

(d) 世界贸易组织注意到小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别贸易关注

和需求，以及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给其造成的薄弱性，并相应考虑给予

它们特别和差别待遇。 

今后的工作 

15. 与会者承认必须制订一个有力的、建设复原能力的框架，并同意需要开展工

作，继续拟定复原能力指数和一套范围广泛的工具，用以支助国家和区域决策。 

致谢 

16. 与会者感谢马耳他政府和马耳他大学的盛情款待和热烈欢迎，感谢为会议的

圆满成功创造祥和环境。 

17. 与会者还感谢财政和经济事务部长及戈佐岛事务部长为会议讨论做出贡献，

感谢两位部长为推动小国家的事业给予的支助。 

18. 与会者请马耳他政府把研讨会结论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作为联合国正式文

件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