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代表唐晓妍在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 16 次会议 
小岛国日的发言 

（2008 年 5 月 12 日，纽约） 
 
主席先生， 

中国代表团感谢秘书长关于小岛国问题的报告，支持安
提瓜和巴布达代表 77 国集团加中国的发言。 

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挑战。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是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由于种种原因，全球化
的不平衡发展在他们身上表现更为集中；绝对贫困、全球变
暖、极端气候事件频发使社会与生态系统面临威胁。 

1994 年，联合国在巴巴多斯举行了旨在促进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会议，并通过《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可持续发展巴巴多斯行动纲领》。2005 年 1 月，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在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举行。
会议通过了《毛里求斯战略》和《毛里求斯宣言》，为推进
小岛屿国家可持续发展制定了面向行动的实质性措施。国际
社会应切实采取措施，落实会议成果，帮助小岛屿国家推进
可持续发展。中方愿就此提以下几点倡议： 

首先，应对共同威胁，为包括小岛屿国家在内的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落实国际社会在资金、技
术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承诺。要充分认识贸易对于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恢复经济活力和实现发展的重要性。发达国家有义务



进一步开放市场、取消贸易壁垒和农产品出口补贴，为小岛
屿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突出重点，解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关切。
由于特殊的自然和地理条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承受着气候
变化、海平面上升和极端气候事件等带来的恶性后果。国际
社会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采取切实措施，帮
助小岛屿国家应对挑战，克服困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建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机制。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履行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
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等严重自然灾害带来的
挑战。 

第三，加强能力建设，帮助小岛屿国家全面推进可持续
发展战略。国际社会应在技术转让和人员培训等领域加大投
入，提高小岛屿国家自身应对新旧挑战的能力；联合国和有
关国际机构应将其列为工作重点，并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和落
实机制。 

此外，还应继续深化发展伙伴关系，为小岛屿国家可持
续发展动员更多资源和力量。小岛屿国家的困难是多方面原
因造成的，需要各方结成紧密和有效伙伴关系，齐心协力，
共同应对。无论是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区域合作，还是政
府间合作、企业和民间社会参与，只要能为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动员更多资金、技术、智力和能力支持，我们都应该欢迎
和鼓励。 

主席先生， 
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小岛屿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

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感同身受。多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深化和
拓展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向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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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我们愿加强国际合作，同小岛屿国家及其他国家一道，
继续积极执行《毛里求斯战略》，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全球
可持续发展。 

谢谢主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