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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8 

印度洋灾害：减少风险，共创更安全的未来 

 

  建立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监测、预防和评估区域

机制 

  中国提出的宣言草案 

  秘书处的说明 

 

 

世界减灾会议秘书处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要求，将所附文件作为减

灾会议正式文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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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向担任

2005年 1月 18日至 22日在日本神户举行的减少灾害问题世界会议秘书处的

国际减少灾害战略（减灾战略）机构间秘书处致意，并谨请贵秘书处将以下

文件转交减灾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团和减灾会议选出的主席团。 

作为 2005 年 1 月 11 日提交秘书处的题为“建立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监测、

预防和评估区域机制”提案的主要提案国，中国常驻团奉命通知如下，绝大

多数国家都认为，拟在 1月 20日举行的特别会议应发表一份成果文件，对外

发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信号。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各种磋商以及在日内瓦举

行的工作会议都曾提出过同样的意见。中国常驻团认为，中国提出的上述提

案是一个良好的讨论基础。有鉴于此，中国常驻团请主席团充分考虑上述提

案，迅速作出适当决定，建议减灾会议调整议程，以准确反映上述得到绝大

多数国家支持的意见。中国出席减灾会议的代表团愿以合作的态度，争取在

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到这一目标。与此同时，为了对所有支持中国提案的国

家及已承诺联署的国家负责起见，中国代表团可能会考虑要求减灾会议全会

就中国提出的提案采取行动。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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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草案（中文） 

我们，出席 2005年 1月 18日至 22日在日本神户世界减灾大会的代表， 

回顾联合国大会 2003年 2月 6日第 57/256号、2003年 12月 23日第 58/214

和 58/215号，以及 2004年 12月 22日第 59/233号关于自然灾害及脆弱性和

国际减灾策略的决议； 

又回顾 1994 年 5 月 23 日至 27 日在日本横滨召开的世界减灾大会通过的和

《建立更安全的世界横滨战略行动纲领》； 

向在近期海啸灾难中遭受巨大生命和财产损失的国家政府、人民、遇难者和

他们的家庭，致以我们最深切的哀悼和同情； 

表达我们对于海啸给受灾国经济、社会、民众心理、环境以及其他方面所带

来严重后果的深切关注； 

赞赏国际社会为救灾工作提供的及时和慷慨援助，充分显示了人类在应对集

体威胁挑战时所表现出的团结协作精神； 

注意到 2005年 1月 6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地震和海啸灾后问题领导人特别

会议商定建立一个区域预警系统，如印度洋和东南亚海啸预警区域中心， 

认识到地震、洪水、台风、飓风、干旱以及海啸等重大自然灾害没有国界，

是人类安全的主要威胁，对于相互依存不断深化的世界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负

面影响，严重阻碍了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强调

应加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应加强国际和区域间的

减灾合作与协调，包括强化区域层面的减灾机制安排： 

1.  强调区域减灾合作与协调对于有效应对自然灾害影响极其重要； 

2.  认识到当前最紧迫的需要，正如印度洋地震和海啸灾难所证明，是制定

区域减灾战略和建立灾害监测、预警、预防和评估，灾害救援以及灾后重建

的区域机制； 

3.  建议尽快建立必要的区域减灾机制，这一机制应包括专门的区域合作中

心、信息交换网络、早期预警系统、数据库和知识管理，应使用卫星、遥

感、地理信息系统、信息技术、气象学等手段，以有效应对自然灾害，减轻

灾害损失，特别是公共卫生和环境问题；这些行动需要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

的支持； 

4.  邀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联合国各基金、项目以及其他国

际组织和机构将区域减灾战略纳入工作计划，采取具体措施制定、协助和支

持这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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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求国际减灾战略秘书处考虑到在各区域和分区域提出的倡议和进行的

讨论或安排准备一份关于建立区域减灾机制的报告，提交给联合国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 2005年实质性会议和第 60届联合国大会审议； 

6.  要求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区域减灾机制纳入 2005 年实质性会议人

道主义事务部分议程； 

7.  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将区域减灾机制纳入第 60 届联合国大会议程，并向大

会提交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