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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18、 50、 52、 82和86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 

停 止 一 切 核 W 

迫切需要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的组成问题 

为当代和后代人类保护全球气候 

1 9 8 9年 8月 1 1日 

所罗门群岛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秘书长的信 

谨以南太平洋论坛的七个联合国成员国，即渙大利亚、斐济、新西兰、巴布亚 

新几内亚、萨庫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的名义，请将随附文件，1 9 8 9年 7 

月 1 0日和 1 1日在基里巴斯塔拉瓦举行的第二十届南太平洋论坛的最后公报（见 

附件），作为大会临时"i义程项目1 8、 50、 52、 8 2和 8 6的正式文件分发。 

临时代办 

西西洛（签名） 

A/44/150 。 
89-19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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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9 8 9年 7月 1 0日和 1 1日 

在基里巴斯塔拉瓦举行的第 

二十届南太平洋论坛的最后公报 

1 -第二十届南太平洋论坛于1 9 8 9年 7月 1 0日和 1 1日在基里巴斯塔拉 

瓦举行，澳大利亚、库克群島、密克罗尼亚联邦、基里巴斯、新西兰、瑙鲁、纽 

埃岛、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图瓦卢和瓦努阿图政府首脑以及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 

和所罗门群岛副总理、汤加外交和国防部长、西萨摩亚司法部长兼副外交部长，出 

席了论坛.基里巴斯总统耶雷米亚 •塔巴伊（圣迈克尔和圣乔治一等勋章）阁下 

主持会议. 

对 话 

1 .论坛/^对雜#^议 

2 .按照 1 9 ，8年南太平洋论:所作的决定，邀请某些不属于该区域但对南 

太乎洋表示积极关法 ‧府参加有具代表性论坛领导小每出席的论坛后对话。论 

坛欢迎下列各,我表参加开幕对^: 

加 #大： 

外交部长私人犹表 

帕特‧卡尼阁下； 

法国： 

太 平 洋 , M 

菲利普*博德大使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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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曰本驻斐济大使 

远弘‧礒贝大使阁下；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国务大臣 

格茱纳琴大臣； 

美利坚合众国： 

国务院管理政策事务科助理秘书 

爱德华‧迪勒利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了参加对话的邀请，但无法出席。 

3. 论坛领导着重提出一些他们想同对话伙伴个别和集体讨论的问题。这些 

问题包括流网捕鱼及与捕鱼有关的其他问题、环境和孩问题、新?^里多尼亚、贸易 

和投资、区域运翰、发展援助、以及蕾要提高论坛岛国的生产能力和销售能力的问 

题。 

2.同非成员的捐助国对话 

4. 论坛对捐助国扩大参与该区域的事务和继续关切南太平洋国家的发展表示 

欢迎。鉴于新近实行的对话安排，论坛同意在论坛后对话中同那些捐助国和应邀参 

与该对话的组织进行重大的协商，论坛注意到并特别赞赏同加拿大、日本、联合王 

国、美国和欧洲共同体作出的宝贵合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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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南亚国家联盟 ' 

5. 论坛认为应当作出新的努力，同东南亚国家联盟发展更全面的关系. 

经 济 问 题 -

6. 第二十届论坛虽然讨论了一系列经济问题，但主要是集中讨论区域渔业问 

题和首次论坛后对话a 

1.区域经济问题委员会和贸易问题 

区域委员会的报告 

7. 论坛审议了区域经济问题委员会和贸,易问题区域委员会的裉告，这些报告 

载述了广泛系列会员国关切的经济和发展事项*论坛同意会员国政府必须寻求采取 

新贤易和投资政策方面的主动行动以促进国家的发展.它确认关柷和贸易总协定fê、 

协定）/马拉圭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的重要性*澳大利亚总理告知论坛关于同亚洲/ 

太平洋国家进行更紧密的经济合作的提议的进展情况，并表示他会同有关的政府的 

代表商讨是否可以邀请论坛列席拟议在堪培拉举行的会议.论坛表示，如果受到邀 

请，应由论坛秘书长作为代表出席会议。 

8. 论坛同意应举行论坛贸易和经济部长会议，以处理经济问题和有关事项。 

它对1 9 8 8年努库阿洛法论坛以来秘书处加强提供经济分析和咨询意见的能力表 

示满意。它指示区域经济问题委员会和贸易问题区域委员会先后接连开会，以处理 

经济和贸易问题. 

2. 

9. 论坛注意到并感谢澳大利亚总理再次确定该国于南太平洋"^云在努街可洛法 

举行的第十九届会议上所作的承诺，即该国出资2 6 0万澳元援助太平洋地区合作 

电讯网。按照有兴趣参加该网的政府的请求，这些资会将用于修改在参与论坛的岛 

i l^国家上的国家地面站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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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渔业问题一流网 

10.论坛极为关注目前远洋流网捕鱼对南太平洋区域的经济和环境造成的损害 

鉴于这种捕鱼技术对南太平洋各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性影响，论坛通过了《塔拉瓦宣 

言》，论坛在宣言中表示： 

(a) 决心为了太平洋各国人民这一代和后代子孙的幸福，设法建立一个南太平 

洋长鳍金枪鱼管理机制，禁止在该区域流网捕鱼；这种禁令随后可以作为全面禁止 

这 类捕鱼活动的第一个步骤； 

(b) 决定为此召开一次区域外交和渔业法律专家的紧恚会议，拟定一项公约， 

实现建立一个禁止流网捕渔区的共同决心； 

( C )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加紧締结一项建立禁捕区的公约，并进行合作； 

(d) 决定南太平洋论坛个别成员国在过渡期间可以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阻 

止在其水域内流网捕鱼或积极阻止流网捕鱼者的捕鱼活动； 

(e) 又决定各成员国可以个别和集体的方式在各有关的国际组织内，采取任何 

可以有助于终止这种有害捕鱼方式的行动； 

( «赞扬大韩民国决定停止流网捕鱼； 

(g)呼吁日本和台湾依样立即停止其有害的流网捕鱼活动。 

11. 论坛接受新西兰政府提出的作为专家会议的东道国，以研拟流网捕鱼公约 

盼It慨提议， 

12. 论坛认识到所有的论坛成员国迫切需要进行密切合作，以尽可能用有效和 

成本效益的方法来保护和保存其渔业及其它海洋资源.因此论坛指示论坛渔业机构 

就有关计划和制定一项区域渔业监管综合方案，进行调查，宣传和执行。 

13. 论坛对日本同意就签订一项多边渔业安排的问题，与论坛渔业机构成员 

国进行讨论感到欣慰，但对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未获进展感到失望.论坛延长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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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渔业机构主任的任期，继续进行谈判，以便及早就多边渔业安排达成协议. 

4 .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 

14. 论坛赞成通过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工作组同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发展合作 

关系.工作组将审议在论坛各岛露内采取各项有'关创造商业机会的措施以及研拟各 

项加强;^区域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活动的机制.论坛指出即将于1 9 8 9年 1 1月 

在新西兰举行的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与论坛/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相连结的重要性. 

政策、安金间题和环境何题 

1 ‧非殖民化一醬噢里多尼亚 

15. 论坛审查了自上次论坛以来影响新噢里多尼！的近期发展。论坛对卡纳克 

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让—玛W.蒂伊鲍和耶温.耶温遭到暗杀深表悲痛， 

并促请各方伲进和解，并避免采取暴力行动* 

16. 论坛欢迎法厪政府在新瞜里多尼亚人民的合作下为促进领土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发展爾采取的积极措施*论坛表示继续支持1 9 8 8年 6月和 8月在巴黎缔 

结的协定，作为新瞜里多尼亚相平进展到&决的纲领。论坛迕意到罗卡尔总理的政 

麻《执#协定方醪所取得的进展,包胬 A近举行的选举，导致;^力下放领土的省 

议会和领i騮会.论坛促请各方继续本着建设性对话与和解的精神，为协定得到成 

功的执行而努力• 

17. 论坛希m联合厘非殖民化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对新^里多尼亚j'巧题的审议 

工作将继续具有1 9 8 8年采取的协商一致途径的特点. 

18. 论坛各躍政府重,愿意集体和个别地为和解进程，为导致于1 9 9 8年采 

取自决行动的训练新镶垔多尾‧！人的进程做出贡献。 

19. 论坛重申强烈支持采取符合联合国既定的非殖民化惯例和原则的自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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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有选择，包括独立,都将是公开的，并将导敎产生一项在多种族社会中能保 

障土著卡纳克人和所有新嘛里多尼亚人权利的解决办法. 

2.气候变化和海平面 

20. 论坛对勝全球转暖导敎海平面上升对匈国家可能产生的彰表示关泫， 

并强调对环境事项采取区域途径的重要性。论坛蔺定，论坛会员阖应采取夾定性行 

动，使全世界注意环境问题如何影响南太平洋，并在适当的国际性集会上陈述区域 

意见，可能的话包括在联合厘大会通过一项夾议,论坛支持新西兰在联合国环境规 

划理事会的提名候逸，作为实现上述目标的一种方法。 

21. 论坛欢迎澳大利亚总理认可该国政府在今后五年内资助一个核心项目，以 

便在区域内建立一个监溯站网，对海平面、气压和降雨规律的变化这类领域进行研 

%,包括设计阶段在内的费用总额为 8 2 5万澳元，将于1 9 9 0年初开始执行该 

项目。总理強调，将向所有论坛成员国提供该项研究的成果，并建议在资料交流方 

案的范围内进行这项工作.他还强调了埏大利亚对这个领域的一个长期方案承担的 

义务。 

3.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 

22.论坛赞赏地注意到所罗门群岛批准该条约，从而成为该条约的第十个締约 

国。论坛还赞赏地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批准该条约的第2号和第3号i义定书。 

论坛呼吁尚未加入该两项i义定书的核武器国尽快加入。论坛还授权秘书处同拉丁 

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拉美禁止核武组织）进行合作并交换资料。 

23 .论坛深为关注法亂继续在区域内进行核试验。论坛谋求的并不是减少试 

验的次数。论坛再次呼吁法国立：即停止在该区域的一切核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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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 

24 .论坛重申坚决支持《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公约》并欢迎论坛的几个成员 

国积极釆取措施批准该公约，论坛敦促论坛的其他成员国尽最大努力批准该公约 

并尽早使其生效。 -

机构问题 

南太平洋各组织协调委员会 

25 -论坛欢迎南太平洋各组织协调委员会确保该区域各机构进行合作和协调其 

活动，并确认这样作具有重要意义。该会议于1 9 8 9年3月成功地举行了第一 

次会议。 

论坛国家的倡议 

26. 论坛核可了澳大利亚总理关于采取行动消除一切形式的化学武器、召集该 

区域各国官员讨论加强执法合作问题、联合国与澳大利亚共同举办关于《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讨论会等项倡议。论坛还核可了即将由澳大利亚国民大学 

在堪培拉举办的大洋洲安全问题讨论会。 

27. 论坛认为，虽然该区域新闻媒介报道的公正性和准确性有待提高，但该区 

域各国都明确支持新闻自由的原则，而且绝不应当采取任何可以被解释为限制新闻 

自由的行动。'论坛授权秘书处调査是否有可能资助和举办一个讲习会，由政府和 

新闻界代表讨论采取何种措施鼓励该区域新闻媒介进行容翔实而全面公正的报道< 

28. 论坛赞扬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从论坛上次会议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论坛 

着重指出，秘书处为第一次对话会议作出了成功的安排、加强了在国际上宣传本区 

域的活动并且明显扩大了同本区域其他组织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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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渔业机构 

29 •论坛就论坛渔业机构为该区域的福利所进行的许多有价值的活动向该机构 

的主任表示祝贺。它欢迎以即将举行的会议来纪念该机构十周年的概念，会议将 

审査它过去的方案，并将讨论它今后十年的活动计划，论坛赞赏地注意到，汤加 

已批准了美国的《多边渔业条约》，这意味着所有太平洋岛国家现在都是该《条 

约》的締约国和受益国。 

南太平洋岸外区域矿物勘探协调委员会 

30.论坛赞赏地注意到南太平洋岸外区域矿物勘探协调委员会（南太联勘协委 

会）目前正在管理的各项方案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旨在协助岛屿成员国査明、 

评估和管理其各自的专属经济区内的矿物、能源和其它潜在的非生物海洋资源，它 

还感谢南太平洋区域内外的各捐助国和机构在支助南太联勘协委会方面的慷慨贡献 

和援助。论坛指出，必须通过适当的立法，以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护本 

区域的海洋和矿物资源， 

南太平洋大学 

31 .论坛对南太平洋大学为各岛《1#国家的发展和教育所做的越来越多的贡献表 

示满意，并希望能够找到相应地增加其资源的途径。它还注意到，大学在本区域 

各地传播教育服务方面遇到了电讯和邮政上的困难。 

太平洋岛屿发展方案 

32.论坛感谢大平洋岛屿发展方案的主任，他是在南太平洋机构协调委员会设 

立之后被邀请来就其组织在本区蜮的工作向论坛发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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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项 

瑙鲁要求取得小岛国地位的提议 

3 3 . 论坛接受了瑙鲁提出的要求取得在论坛内小岛国地位的建议。 

第二十一届南太平洋论坛 

3 4 . 论坛高兴地接受了瓦努阿图关于主持第二十一届南太平洋论坛的邀请。它 

注意到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主动提出的愿在1 9 9 I年主办第二十二届南太平洋论坛 

的慷慨建议。 

《塔拉瓦宣言》 

南太平洋论坛，在1 9 8 9 年 7 月 1 0日至 1 1日在塔拉瓦举行的会议上， 

认识到太平洋岛》i»t人民对海洋资源的依赖程度极大， 

深为关注目前远洋流网捕鱼对南太平洋区域的经济和环境造成的损害， 

深信这种不加区别,不负贲任的破坏性捕鱼技术威胁到长鳍金枪鱼资源的生存， 

也威胁到论坛各岛国的经济福利， 

对日本和台湾未能对本区域各国关心的这个最严重问题作出回应深表遗憾， 

注意到保护鱼群数量对在本区域活动的各主要捕鱼国家及论坛彼此都有利, 

又注意到本区域内外各国都因世界海洋资源管理不善，流网捕鱼造成的环境危 

害以及对安全航行的威胁而受到影响， 

， 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各有关条款，特别是第63« 6《87、 116. 

117、 1 1 8和 1 1 9条， 

认识到目前在南太平洋利用流网捕捞长鳍金枪鱼不符合有关保护和管理公海渔 

业的权利和义务及各项环境原则的国际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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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为了太平洋各国人民这一代和后代子孙的幸福，设法建立一个南太平洋长 

餺金枪鱼管理机制，禁止在该区域流网捕鱼；这种禁令随后可以作为全面桀止这类 

捕鱼活动的第一个步骤； 

决定为此召开一次区域，外交和渔业法律专家的紧急会议，拟定一项公约，实 

现建立一4#止流调捕鱼区的共同决心； 

，5福际社会支持加紧鎊结一项建立禁捕区的公约，并逬行合作； 

决定南太平洋论坛个别成员国在过渡期间可以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P且止在 

其水域内流网捕â或积极阻止流网捕鱼者的捕鱼活动； 

又决定各成员国可以个别和集体的方式在各有关的国际组织内，采取任何可以 

有助于终止这秭有害捕鱼方式的行动； 

赞扬大韩民国决定停止流网捕鱼； 

呼吁日本和台湾依样立即停止其有害的流网捕鱼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