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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39(b) 

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包括特别 

经济援助的协调：向个别国家或区域 

提供特别经济援助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贝宁、布基纳法索、刚果、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

吉布提、埃及、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肯尼亚、摩洛哥、

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卢旺达、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苏丹、突尼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也门和津巴布韦：决议草案 

  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帮助复原 

 大会， 

 回顾其 2003 年 12 月 5 日关于向埃塞俄比亚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第

58/24 号决议， 

 还回顾秘书长为改善粮食安全而提出的各项倡议，包括任命非洲之角人道主

义危机问题特使， 

 关切这些一再发生的旱灾，而由于该国基础设施薄弱、发展能力低的易受旱

灾地区以及畜牧区农作物严重歉收，受旱灾影响的人数仍以百万计， 

 铭记联合国和埃塞俄比亚政府为应付短缺户的粮食和非粮食需求以防止目

前的人道主义危机恶化而作出的向埃塞俄比亚提供紧急援助的2005年联合呼吁，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该国一些地区在保健、水和严重营养不良等方面依然存在

明显和持续的人道主义需要， 

 又严重关切地注意到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及其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长

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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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在处理这场危机时需要铭记从救济转向发展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导致埃

塞俄比亚一再发生旱灾的结构性根源， 

 确认改善人道主义状况以及为长期发展创造条件的主要责任在于埃塞俄比

亚政府，同时铭记国际社会发挥的重要作用， 

 强调为粮食和非粮食需要建立健全的预警系统，以便更好地尽早对灾害作出

预测和反应，将其后果减到最小的重要性，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1
  

 2. 欢迎埃塞俄比亚政府、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基金和方案、捐助界、非政

府组织和其他实体互相协调，协力对 2004 年的联合呼吁作出及时和慷慨的回应； 

 3. 吁请国际社会及时回应联合国和埃塞俄比亚政府作出的向埃塞俄比亚

提供紧急援助以解决粮食和非粮食需要的 2005 年联合呼吁； 

 4. 欢迎埃塞俄比亚政府、国际社会以及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作

出努力，加强各种现有机制来应付这类紧急状况，赞赏它们努力通过购买当地产

品增加粮食供应和确保短缺户享有粮食、保健和供水设施，并且鼓励埃塞俄比亚

政府继续此种努力； 

 5. 强调必须探讨粮食不安全的根本原因以及受影响地区的复原、保护资产

和可持续发展各项问题，在这方面欢迎埃塞俄比亚粮食安全联盟制订的方案，并

鼓励国际社会支持该联盟实现其主要目标，即在未来三至五年里打破依赖粮食援

助的循环，从而使 1 500 万经常受灾的人能够从事可持续生产活动； 

 6. 欢迎八国小组关于结束非洲之角的饥荒循环的行动计划，并期望充分执

行它； 

 7. 鼓励埃塞俄比亚政府继续加紧努力，探讨一再发生旱灾威胁的结构性根

源，作为其全面经济发展方案的一部分； 

 8. 吁请所有发展合作伙伴把救济努力与复苏、资产保护及长期发展结合起

来，特别是按照减贫战略文件，包括旨在预防今后发生这类危机和提高人们复原

能力的战略，解决导致埃塞俄比亚一再发生旱灾的结构性根源； 

 9. 欢迎秘书长提出的关于任命非洲之角人道主义危机问题特使的倡议，其

目的是调动资源探讨粮食不安全的根源和促进受影响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10. 邀请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继续考虑如何调动更多的紧急救济援

助，以解决埃塞俄比亚尚未得到满足的人道主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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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注意到非洲之角人道主义危机问题特使编制的关于评估对2002-2003年

埃塞俄比亚的紧急情况的回应的报告，敦促埃塞俄比亚政府、捐助者和所有其他

利益有关者执行其建议； 

 12.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