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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8 

全面审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执行情况 

 

  专题小组讨论摘要 
 
 

  秘书处的说明 
 

增编 

  第一专题小组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环境脆弱的问题 
 

  (2005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至 6 时) 
 
 

共同主席编写的关于讨论的摘要 

 

1. 第一专题小组讨论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环境脆弱问题。该小组由萨摩

亚自然资源和环境部部长塔盖罗阿·图阿拉·塔盖罗阿和新西兰环境部长兼外交

和贸易部副部长（主管官方发展援助）玛丽安·霍布斯担任共同主席，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执行主任克劳斯·特普费尔主持这次讨论。四位专题小组成员是：气候

变化问题政府间小组主席拉金德拉·帕查欧利；圣卢西亚基础设施发展、环境和

住房部长西奥菲勒斯·佛格森·约翰；国际减少灾害战略机构间秘书处主任萨尔

瓦诺·布里塞尼奥；加勒比共同体气候变化中心主任肯里克·莱斯利。 

2. 所有小组成员和发言者均对 近在印度洋遭受地震和海啸的国家政府及人

民表示 深切的慰问。这场灾难造成两个洲 13 个国家至少 160 000 人死亡，大

规模破坏了这些国家人民的生计和居住环境。在这一点上，向会议宣读了马尔代

夫总统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的致辞，他呼吁团结和全球合作建立各种机制来

应付未来的环境灾难（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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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组成员的发言使得共同主席和 20 多位会场的发言者进行互动的对话，包

括来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的

代表。小组的建议提交给高级别圆桌会议，以促进关于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议程的政府间对话，并将包括在这次国际会议报告中。 

4. 讨论集中在评估和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以控制它们的环境脆弱问

题，并建立它们在具体领域中的适应能力，包括应付气候变化；防备和减轻自然

灾害；促进废物管理的综合战略以及开发可再生能源。所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可以

归纳成以下三个主要标题，并说明需进一步审议的行动。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环境脆弱的问题 

5. 尽管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方面各不相同，它们却具有一些共同特点。面

积小，人口密度高，基础设施差，而且缺少自然资源，尤其是淡水资源。这些特

点不仅产生地域方面的影响，而且也产生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影响，由于气候反复

无常以及极端恶劣天气状况，这些影响变得更加严重。所有低地国的沿岸居民都

面临着海平面上升、飓风、水灾和海啸的危险，然而，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这

些威胁更大，因为它们很少有空间或机会能够重新安置灾民或提供其他生计。 

6. 岛屿生态系统的一些特色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没有规

划的经济增长的威胁，其中包括渔场、珊瑚礁和红树林。这对于诸如旅游和农业

等经济部门以及食物保障和营养会产生有害的影响。加勒比海地区特别关切的问

题是，格林纳达附近海底火山的威胁，以及该区域每年有六个月容易遭受飓风影

响。 

7. 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别容易遭受漏油的威胁，因为它们靠近大型油船及

其他船只的航线。佛得角和科摩罗特别强调该问题。游轮排放物对海滩和沿海地

区以及脆弱的生态系统及珊瑚礁也是一种威胁。 

应付脆弱程度的问题 

8. 许多与会者强调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脆弱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而且也会产

生巨大的社会及经济影响，从发展中国家发生的许多自然灾害，包括 近在东亚

发生的海啸所产生的毁灭性后果便是例证。同样，气候变化威胁不仅是地域问题，

而且也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及经济生存能力造成严重威胁。 

9. 如何对付脆弱环境和气候变化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在决策方面将不得不

作出困难的选择和权衡，例如是需要进一步加强沿岸的发展，还是加以限制。在

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没有内地，而且无法避免海岸，唯一的选择是留在海岛

或环礁上。 

10. 即使当自然灾害不断增加，由于贫穷程度加深、没有规划的都市化以及环境

退化等原因，脆弱程度也在扩大。正如一位发言者指出，“自然灾害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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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灾难并非如此”。应该审议毁林和使用土地使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更多地遭受自

然灾害威胁的问题。 

11. 与会者强调减少灾害危险战略的重要性，并强调需要从灾后反应转向建立预

防能力。一些与会者呼吁建立预警和情报系统，包括在区域和分区域各级。有些

与会者也提到需要建立区域气候观测系统，以便更好地监测气候变化。在这方面，

有人指出，袭击东亚的海啸使全世界团结起来，创造了一种政治势头，应当在更

为广泛的预防灾害努力的框架中，利用该势头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开发预警和情

报系统。然而，任何这种系统都必须能够考虑到满足小国、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的需求。 

12. 与会者也强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应在联合国系统的协助下，开发自

然资源核算系统，以便综合地处理生态系统中的经济、社会及环境价值观念的问

题。 

13. 许多与会者强调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以便交流经验和 佳做法，开发各

种技术，建立减少脆弱程度和控制灾害的管理能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建立这

种合作伙伴关系和参与开发各种技术方面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 

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来降低脆弱性 

14. 与会者指出，很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严重依赖进口的化石燃料，从而有必要

开发各种替代能源。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潜力来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利

用，挑选那些适合本国具体情况的能源。与会者还指出，在开发替代能源时有必

要考虑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规模有限。 

15. 虽然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已采用一系列可再生能源技术，但还需要采取更

多的行动，以建立适当和支持性的法规框架并促进技术转让。与会者指出，在向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引入可再生能源技术时，需要克服能源利用方面的传统观念。 

16. 虽然可再生能源在很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总能源生产中所占份额有所增

加，但仍有必要调动政治支持来进一步开发这些能源，将其作为一种重要手段来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利用自然资源的潜力来生产能源和减少高昂的能源/燃料

进口成本。与会者强调指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的重要性，并指出了这些国家在开发可再生能源技术以及进行有关的财

政、人力和体制能力建设方面开展合作和建立伙伴关系的范围。 

17. 与会者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实例。毛

里求斯扩大了对制糖工业长期以来以于联合发电的蔗渣的使用范围，在燃煤发电

厂将其用于助燃，以取代对化石燃料的使用。巴巴多斯政府则通过制定鼓励措施，

成功地促进了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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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进一步审议的行动 

18. 讨论小组建议进一步审议下列行动： 

 • 建立和/或加强区域和次区域早期预警系统和信息系统。 

 • 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潜力，将其作为一种能源来减少温室气体，并以更可

持续的方式满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的能源需要。 

 • 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进行减灾防灾的人力、技术和管理能力建设，包括

为此开展国际合作和建立国际伙伴关系。 

 • 保证把人道主义和减灾方面的努力和资源联系起来。 

 • 在即将于 2005 年 1 月 18 日至 20 日在日本神户举行的减少灾害问题世

界会议上特别顾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 

 • 满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克服脆弱性和自然灾害方面的特殊需要，以实

现千年发展目标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中的各

项总目标和具体目标。 

 • 把减灾问题纳入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就水、环境卫生和人类

住区作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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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5 年 1 月 10 日马尔代夫总统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 

对国际会议第一讨论小组的致词 
 

1. 2004 年 12 月 26 日，可怕的现实惊醒我们，使我们目睹了环境的脆弱。当天

上午，苏门答腊地震造成的海啸排山倒海地席卷了整个马尔代夫群岛，夺走生命，

摧毁基础设施，使我国经济陷入瘫痪，我国人民几十年来的辛勤劳动成果因此荡

然无存。这场海啸灾难确实史无前例，是马尔代夫遭受的 严重的自然灾害，我

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打击。 

2. 我们现已开始执行极其艰巨的任务，提供紧急救济，恢复我们的生活和生计，

并重建我们的国家。这些任务确实是非常巨大的挑战：现在已知有 82 人丧生，

26 人仍然失踪，并有 13 个岛屿完全消失。有 15 000 多人无家可归，很多人面临

着食物和水的短缺。我国的旅游业和渔业已陷入瘫痪。在 87 处渡假胜地中，19

处已经关闭。这些渡假胜地需要付出巨大的重建努力才能够重新营业。很多岛屿

丧失了自己的渔船，因此失去了 基本的维生资产。我国遭受的全部损失据估计

大大超过 10 亿美元。我们当前仍把精力集中于救济和恢复，因此没有机会来评

估这场灾害对我国脆弱的环境造成的影响。然而，迹象显示这一影响非常严重。

由于洪水泛滥和咸水进入地下水，我国岛屿的植被逐渐枯萎。植被的丧失进一步

加剧了我国这些非常小的岛屿的环境脆弱性。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家们指出，我

国这些小岛屿的地下淡水储藏可能需要几年的降雨才能恢复、得到补充和可以饮

用。 

3. 这场海啸灾害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仔细考虑小岛屿国家和其他低海拔沿海

地区的脆弱性。我们现在还应作出重大的决定，用以在今后避免这样的灾害或尽

量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12 月 26 日的海啸浪潮在几个小时内就退却了。然

而，全球升温导致海平面上升所引起的海浪和洪水却不会消退。由此造成的破坏

将极其可怕，会把我们都变成环境难民。 

4. 《京都议定书》将于 2005 年 2 月 16 日生效，使我们能够加强环境合作，并

实现为减少温室气体所确定的具体目标。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来保护全球环

境。单靠《京都议定书》不足以应付我们各国所面临的暗淡的环境前景。 

5. 这场海啸灾难使全世界达到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的团结程度。应该

利用这样的团结来建立应付今后自然灾害的机制。这场灾害还显示，生态灾难没

有国界，而且在小岛屿国家造成的破坏更大。这场海啸影响到两个大陆上的十三

个国家，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公民在这次灾难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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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值此举世哀悼之际，让我们更加大张旗鼓地建立一个全球伙伴关系，以便保

护我们共同的环境。我希望这次国际会议取得成功，并希望对行动纲领的审查将

使我们获得一份蓝图，用以在 21 世纪处理小岛屿国家关注的问题，满足这些国

家的需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