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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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讨论摘要 
 
 

  秘书处的说明 
 

  增编 
 

  第四小组 

因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新趋势和社会挑战 
 

（2005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二，下午 5时至 7时） 

  共同主席编写的讨论摘要 
 
 

1． 第四小组讨论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新趋势和社会挑战。

该小组由巴哈马参议员兼环境和卫生部长马库斯•贝瑟尔和澳大利亚负责外交和

贸易事务的政务次官布鲁斯·比尔森担任共同主席。东加勒比国家组织总干事

伦·伊斯梅尔主持讨论。四名小组成员为：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长格雷格·厄温、

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纽约办事处主任德斯蒙德·约翰斯的联络官

索尼亚·埃利奥特、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顾问柯蒂斯·沃德和西印度群

岛大学荣誉教授瑞克斯·内特尔福德。 

2． 小组成员的论述引发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代表、组织和民

间社会之间的交互对话。正向各个高级别圆桌会议推出小组的建议，以促进关于

推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纲领的切实措施的政府间对话。这些建议将作为此次国际

会议正式报告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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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组讨论的重点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若干社会挑战和

新趋势。参加讨论者强调指出，就这些新趋势而言，《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

发展行动纲领》依然具有针对性。 

4． 关于使每日收入低于一美元的人口比例降低一半这一目标，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正朝此方向迈进，但减缓贫穷仍是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人口比例高，这些国家日益城市化，与其自然资源相比，

它们的人口密度高。就业和高等教育机会有限，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这依然是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高失业率和城市化的双重压力使服务供应不堪

重负，非正规住房和切实贫穷的现象日趋严重。 

5． 参加讨论者指出，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社会影响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尤为

显然，因为那些不考虑这些国家的特殊情况的贸易政策和税率制度对这些国家的

地方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将地

方文化规范和实践融入继承于殖民时期的那些管理框架和体制。国际政策和制度

迫使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从传统资源型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这一变化对社

区、劳务和就业有着重大的过渡时期影响，不应低估。全球市场不会迎合社会福

利，因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难以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网。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地方土地拥有和使用制度是它们的社会基础，但全球贸易制度使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日益难以限制外国拥有权。在有些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对旅游业的

直接投资，使土地的外国拥有量增加，更使地方社区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拥有和使

用比例消减。这些因素使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确保自给自足和自决方面所面临的

挑战更加严峻。 

6． 那些不考虑环境和自然资源基础的保护问题的短视发展计划也可能使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保护社区健康和福利的能力受损。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需要集中精力

开发利基市场。如果人民能得到充分的支助和资源，成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增长

动力的将是他们，而不是私营部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在政策和方案中

反映这一点，以期促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各个社会的独特文化资产，以自决需要、

而不是以外部强加的需要为依据。 

7． 艾滋病毒/艾滋病并非一个新问题，但在 10 年前，人们尚未充分认识到它是

一个发展挑战。艾滋病毒/艾滋病是一个严峻、日益扩大的威胁，而频繁的人员

流动和在公开讨论性行为问题上顽固存在的文化禁忌使这一威胁更加严重。艾滋

病毒/艾滋病不仅仅是一个令人关切的健康问题；其影响波及各个方面，是发展

的一个持续挑战。教育和经济机遇的缺乏助长了不良的卫生行为和选择。 

8． 艾滋病毒/艾滋病日益威胁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劳动力，加重了本己

勉为其难的健康服务部门的负担。城市中年轻、而且大多是在业的那一年龄组所

受的冲击特别严重，年轻妇女尤其面临危险。加勒比是世界上第二个受重创区域。

拒绝面对现实、保健服务和教育的匮乏、高度贫穷，这些都使脆弱性增加。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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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有力的政治决心和领导以及良好的规划和交付制度。解决办法需针对具体的

国家、区域和文化背景，并需为之妥善提供资金。 

9． 艾滋病毒/艾滋病并非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唯一一个重大健康问题。糖

尿病、肥胖症、肺结核和疟疾等其他慢性病也是重大关切问题，同样需要协调一

致的综合解决办法。 

10. 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之后，由于必须打击恐怖主义和资助恐怖主义的行

为，对执法机构、资源和基本设施提出了新的要求。虽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改

进全球安全和对付恐怖主义的国际努力中是心甘情愿的伙伴，但是对于这些问题

与减缓贫穷、环境退化、自然灾害、各种大流行病和债务负担沉重等其他迫切问

题相比较的轻重缓急，这些国家面临一场艰巨的斗争。不解决内部和外部安全问

题，对财政、人力和体制资源造成的影响方面代价很高。然而，为了设法处理安

全和恐怖主义问题，特别是执行联合国关于安全的决议问题，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正在承担更多的债务。为了确保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能够在不损害它们的其他发展 

要务的情况下满足安全需要，急需建设能力。这点表明各国之间需要建立规章制

度化的合作与协调框架，以建立国家和全球安全的能力。与会者指出，应该考虑

设立一个全球安全信托基金，这个基金可通过世界银行设立，并通过各区域开发

银行管理。 

11. 除了恐怖主义外，其他的跨国犯罪也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造成严峻的挑战。

它们特别容易成为进行跨国犯罪的定点，这些犯罪包括人口和毒品贩运，破坏了

社区稳定和影响到旅游经济，并削弱施政能力。 

12. 为加强区域合作所做的努力已越来越有力地证明有助于统一更为综合的施

政框架。为了设法克服本身的很多缺陷，包括规模经济有限和地理偏僻造成的高

昂成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正向联盟、集中资源和对区域基本设施投入资金这个

进程过渡。 

供进一步审议的各种可行行动 

13.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一直致力于将千年发展目标纳入其规划和发展进程。以人

为中心的、共同参与的发展办法，特别是妇女参与各级施政，对于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仍然是不可或缺的。2004 年的印度洋海啸强调了长期可持续发

展办法的重要性，因为这种办法是建立在真正的伙伴关系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而不是建立在短期伸手救济的基础上。小组重点介绍了以下要素，作为可行的行

动进一步审议： 

• 与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合作，向治理艾滋病毒/艾滋病的

各种方案提供更多国际支助 

• 设立一个由世界银行和各区域开发银行管理的全球安全信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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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社区，特别是妇女和青年对决策、规划和方案拟定的参与 

• 改善贫弱民众的就业和教育机会，以确保经济和社会的持续能力，并创

造知识资本 

• 呼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确保公平分配收入、创造和维持就业以

及通过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公约确保工人的权利得到保护 

• 建立培训当地民众的体制能力，使他们能够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建立利

基市场，此举长期也会有助于保留就业机会和支持退休的可选办法 

• 对政策和方案采取更为综合的办法，以解决众多的保健问题，同时确认

对经济生产力和社会凝聚力造成的更广泛影响 

• 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制订国家执行计划以及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

续发展行动纲领》进行性别影响评估 

• 建立预警系统监测粮食安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