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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54 

可持续发展 
 
 
 

  2007 年 9 月 27 日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的倡议下，热带雨林国家领导人

特别会议于 2007 年 9 月 24 日在纽约联合国举行。 

 出席领导人特别会议的有巴西、喀麦隆、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刚

果民主共和国、加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秘鲁的国家元

首、政府首脑和高级代表。 

 领导人特别会议结束时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应加强热带雨林国家之间的合

作，并强调了与可持续森林管理和森林在气候变化方面作用有关的重要原则（见

附件）。 

 为此，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54 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马蒂·穆利亚纳·纳塔莱加瓦（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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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9 月 27 日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热带雨林国家领导人联合声明 

  (2007 年 9 月 24 日，纽约) 

 我们，巴西、喀麦隆、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刚果民主共和国、加

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秘鲁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高

级代表，2007 年 9 月 24 日在纽约举行会议，决心加强拥有热带雨林资源国家之

间的合作。 

 我们决心促进持续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穷，加强所有类型森林管

理、养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集体努力，同时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 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关于所有类型森林管理、

养护和可持续开发全球共识的无法律约束力权威性原则声明》和《21 世纪议程》

以及千年发展目标。 

 我们重申和维护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和各国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

承认工业国家对目前导致全球变暖的大气干扰及其后果，包括由此产生的减缓和

适应问题负有首要责任。我们关切地注意到，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最近的调

查结果显示，森林可能成为气候变化的主要受害者，因此将对环境、生态系统和

生活，特别是直接依赖森林谋生的人民的生活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 

 我们注意到包括热带雨林在内的所有类型森林作为温室气体汇集处、来源地

和吸收库在保持生态平衡方面的关键作用，强调我们各国的热带雨林约占世界热

带雨林总面积的一半，既是广大人民的生活来源，也是文化遗产的宝库，而雨林

生态系统既孕育着多种生物物种，也蕴藏着人类今世后代赖以维系的食品、药品

和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基因资源。 

 我们并承诺与有关的利益攸关方和国家合作，就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开展建

设性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支持为解决冰川退缩所作的努力，冰川退缩对一些

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和大批民众从事耕种所需的供水构成了威胁。 

 我们认识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减少砍伐森林、森林退化和改变土地

用途产生的排放减缓气候变化；我们也认识到，一如发达国家减少工业和能源部

门排放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减少改变土地用途所产生的排放的挑战也具有多重性

和复杂性。我们承诺相互合作，减缓、制止和扭转森林覆盖面积减少的局面，促

进退化森林土地的恢复，促进森林管理和养护。 

 我们呼吁履行承诺，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一中各国所作承

诺，通过能力建设、研究与发展和转让适当环境友好型技术支持我们的自愿努力。 

 我们还呼吁充分调集新的和额外的财政资源，根据《公约》并在其他国际论

坛执行非限制性执行政策方法和积极的奖励措施，支持我们的自愿努力，通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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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森林管理和森林养护减少气体排放、加强固存，通过植树造林和重新造林增

加炭汇，包括在支持 2008 至 2012 年早期行动的同时扩大 2012 年后的活动。我

们并呼吁国际社会对保护区给予特殊考虑。 

 我们承诺努力合作，确保印度尼西亚政府将于 2007 年 12 月 3 日至 14 日在

巴厘承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三届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缔

约方会议的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此，我们将努力确保在气候变化

框架内公正、公平并以符合热带雨林国家共同利益的方式审议有关森林问题的路

线图。 

 我们充分认识到加强和持续进行对话与合作的价值，承诺加强热带雨林国家

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的纽带，并邀请其他热带雨林国家积极参与这一合

作努力。 

 我们还重申支持联合国涉及森林问题的各项进程和框架，包括《生物多样性

公约》、《联合国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

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森林论坛、以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的各项进程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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