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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8 

印度洋灾害：减少风险促进世界安全  

  关于自然灾害预警问题的决议内容和要点草案 

  德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以下决议草案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建议减少灾害问题世界会议通过。 

德国为预警问题第三次国际会议提出一项决议，以进一步推动世界领导人要

在全世界自然危害方面实行预警制度的日益强烈的愿望。这次会议将于 2006

年初在德国波恩举行，由减少灾害国际战略秘书处通过其促进预警论坛召集

主办，并由德国政府供资。 

为简便起见，本决议草案基本采用联大第 58/214 号决议在决定召开减少灾害

问题世界会议时商定的用语。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提出本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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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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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在自然灾害方面预警能力的报告》(A/52/526)

和《关于改进自然灾害和类似灾害方面预警系统的效率的报告》(A/52/561)， 

又审议了世界气象组织以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召开的减少自然灾

害问题世界会议技术委员会 F 的报告(A/CONF.172/9，第五章，第 39-46

段)、1998 年《地球观测卫星灾害管理支持项目问题委员会的进度报告》、

1999年 7月 5日至 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减少自然灾害国际十年方案论坛上提

出的《关于减少自然灾害国际十年的未来的预警方案行动计划》、减少自然

灾害国际十年科技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

文化组织举行的关于科技支持减少自然灾害的次级论坛的报告、联大题为

“国际合作减少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的第 52/200号决议， 

特别审议了 2004年 8月 26 日至 9 月 4 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

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第二、第

四、第七和第九章(A/CONF.199/20，第一章，决议 2)， 

忆及 1998年在德国波茨坦举行的关于减少自然灾害预警系统的国际会议是预

警方面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它以这个问题的技术方面为重点， 

又忆及 2003年由联合国主持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二次预警问题国际会议首次

将科学家、实际工作者和政治人物汇集在一起，他们呼吁所有国家、区域和

国际当局坚决地行动起来，执行会议的建议，特别是执行预警方案，并将该

方案纳入各级的减少灾害战略和政策， 

还忆及联大第 58/215 号和第 59/231 号注意到第二次预警问题世界会议的成

果，第 58/214 号决议建议执行会议的成果，会议成果有以下五个行动重点，

以推进全世界预警系统的发展：(a)将预警纳入有关的发展政策和方案，(b)改

进数据收集，促进获得有关的数据和预报，(c)提高预警能力，(d)以人为中心

的预警系统，特别是确保男女的平衡，(e)今后维持预警对话的平台(组织能

力)， 

赞扬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

组织、世界粮食方案、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秘书处、联合国大学、联合国人道

主义援助协调员办事处以及欧洲委员会等其他国际机构在发展公用预警或提

供国际和内部使用的预警方面所从事的出色工作， 

特别赞扬根据联大第 54/219 号和第 56/195 号决议建立的国际分工减少

灾害战略协调所有减灾活动，吸取上述忠于职守的联合国机构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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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门知识，并迅速制定了一项《国际减少灾害战略》促进预警论

坛，  

1.  请秘书长在 2006 年初召开一次预警问题世界会议，并邀请国际社

会和联合国所有有关机构和方案以及金融机构和有关国际组织的高级

官员参加，以推动专门的讨论、并产生具体变化和成果，其目标如

下：  

(a) 执行 2005 年 1 月 18 日至 22 日在神户举行的减少灾害问题世界

会议上发起并通过的《国际预警方案》； 

(b) 查明执行预警系统的优先领域，同时考虑各国面对不同危

害的脆弱性，它们的警报系统的现状和能力以及迅速提高这

种系统的效力的潜力；  

(c) 评估并监测预警系统的执行情况，同时考虑有效的预警系

统的标准和准则，当前的支持、技术和体制能力，有关行

为者的参与情况以及妨碍执行工作的不足之处、缺陷和障

碍；  

2. 感谢地接受德国政府担任这次会议东道国的提议，在国际减少灾害战

略促进预警论坛所在地波恩的联合国大院举行这次会议； 

3. 决定为这次会议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政府间筹备委员会，负责审

查会议的组织安排和实质筹备工作，核准会议的工作方案，建议议事规则，

以供会议通过，并且决定筹备委员会将在减少灾害机构间工作队 2005年半年

期会议后在日内瓦或波恩举行会议，每次会议至多为期两天，筹备委员会并

将在待定的会议日期内在波恩举行为期一天的会议； 

4. 又决定政府间筹备委员会将设立一个主席团，按照公平地域代表性选

出会员国五位代表为主席团成员； 

5. 邀请各区域组在 2005 年 8 月底以前提名其筹备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人

选，以使其能够参与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应将这些提名人选

通知会议秘书处； 

6. 请国际减少灾害战略机构间秘书处通过促进预警论坛担任会议的秘书

处，在联合国秘书处各有关部门通力支持下，与东道国和会议筹备委员会密

切合作协调各项筹备活动，这些活动的经费将通过国际减少灾害战略信托基

金由预算外资源提供； 

7. 邀请会员国、联合国各机关和专门机构以及其他有关的政府间机构和

组织，特别是减少灾害机构间工作队的成员，积极参加这次会议以及其筹备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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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欢迎各区域作出贡献，为筹备进程和会议本身提供实质性投入； 

9. 鼓励《21 世纪议程》 所指认的各主要群体作出有效贡献，邀请它们谋

求认可以参加会议及其筹备进程，并决定其认可和参加应符合可持续发展问

题世界首脑会议议事规则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关于主要群体参加和介入的

既定惯例； 

10. 决定筹备进程和会议本身的实际额外费用应在不损及已列入方案的活

动的情况下，由预算外资源以及对该战略信托基金的特定自愿捐款提供经

费； 

11. 请秘书处为筹备进程和会议本身提供会议服务，其费用由东道国承

担，但有一项谅解，即秘书处将确保尽可能利用其现有人力资源而不给东道

国带来额外的费用； 

12. 鼓励国际社会向战略信托基金提供必要的资金，并且提供必要的科

学、技术、人力和其他资源，以确保战略机构间秘书处和减少灾害机构间工

作队及其工作组的活动获得充足的支助以及促进会议的筹备工作； 

13. 对那些通过向战略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捐款、资助国际减少灾害战略活

动的国家表示感谢； 

14. 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分配充足的财政和行政资源，使国际减少

灾害战略机构间秘书处有效地运作； 

15. 又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特别是预警问题世界会议的筹备情

况，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