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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I 8 、

5 2 、82 和84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的执行情况

停止一切核武器试爆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常驻代表

弗朗西斯·约瑟夫·塞马拉(签名)

I 9 8 8 年I 0 月26 日

所罗门群岛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代表南太平洋论坛的七个联合国会员国一澳大利亚、斐济、新西兰、巴布

亚新儿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谨请将所附丈件一- 198 8 年9

月 2 0 日 和 2 I 日 在汤如努库阿洛法举行的第十九届南大平洋论坛的 《 最后公报 》

作为大会议程项目I 8、52、82和84 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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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南太平洋论坛会议公报

附

1 .第十九届南太平洋论坛会议于 1 9 8 8 年9 月2 a 日 和 2 1 日 在汤加努库 !

阿洛法举行.下述政府的首脑出席了论坛:澳大利亚、库克群岛、密克罗尼西亚

联邦、斐济、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纽埃、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图瓦

卢、瓦努网图和西萨摩亚。瑞鲁财政部长、新西兰副总理兼检察总长λ 汤如外交

和国防部长也出席了论坛.汤加代总理尊敬的巴伦·维伊亚主持了会议.

第 1 9 届论坛的讨论重点是经济问题. 此外还讨论 了 区域政治和安全事项，

并就如何加强南大经合局，即论坛秘书处的作用作出了决定.

区域经济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论坛审议了按照第 1 8 次论坛会议的指示而编制的报告. 该报告载述了促进

论坛各岛酬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广泛倡议，其中包括脱投资、小他的发展和 l
特别通过训练来加强经济规划能力.论坛指示秘书处着手执行它能胜任的各项建

议:向捐助国寻求援助，以执行它不能胜任的建议，如强秘书处进行经济分析和提

供咨询意见的能力，并向有关成员国政府提出需要它们作出政策决定的事项.论

坛还指示区域经济问题委员会于 1 9 8 9 年论坛会议召开前再次举行会议.

同日本和其他捐助国的对话

论坛对近年来加拿犬，特别是日本，大量增加对该区的经济载助水平表示赞赏.

论坛促请日本及其他捐助国确保在提供援助过程中考虑到论坛各岛国的能力、特点

和特殊需要.

区域民航

论坛极力赞成南太平洋区域民航项目，认为项目可以作为改进南大平洋民航敖

率的一项富有建设性的方式.它感谢澳大刑亚捐献 2 5 0万澳元，以设立一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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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专家，着手执行该项目.它指出，执行该项目需要更多额外的财源，并希望日

本及其他捐助国提供有力的财政支援.

大平洋经济合作会议

论坛决定研讨各种办法，使论坛各岛国能够更进一步参加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

的活动，并由此获得更多好处.它指出，区域成员国新西兰将为1 9 8 9 年太平

洋经济合作会议提供东道国便利，这将有助于论坛与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之间的合

作.

区域贸易委员会的报告

论坛核可了第七次区域贸易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审查了南太平洋区域贸易

和经济合作协定的执行情况和增强区域贸易及经济合作的提议.

论坛喜见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加入南太平洋区域贸易和经济

合作协定.但它指出，尽管按照该项协定，进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市场的机会将

会增加，但是，论坛的一些岛国特别是较小的岛国，生产能力仍然存在基本的问题.

论坛同意进一步研讨剌激生产包括吸引外来投资的方法.

贸易和经济部长会议

论坛欣悉新西兰建议于今年稍后期间在奥克兰充当论坛各国贸易和经济发展部

长会议的东道国.该次会议将提供机会讨论乌拉圭会谈以及与贸易和经济合作有

关的其他问题.

旅游

论坛指示秘书处编制一份关于在区域基础上处理和协调区域旅游问题的体制性

选择办法的丈件，以供论坛审议.

贸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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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指出成员国依赖对某些农产品及其他商品的出口.它关注地指出，当前

国际贸易制度有一种特点:贸易歪曲政策的现象日益增加，特别对语区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造成沉重的贸易和经济负担.论坛指出，乌拉圭会谈在处理农业和商品贸

易制度改革问题上的重要性 a它主张参加谈判的国家充分利用乌拉圭会谈的中期

审查结果，同意早日采取改革行动，特别是关于热带产品和农业的改革行动.

太平洋论坛航运公司支线

论坛欢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供协助从而使太平洋论坛航运公司支线能够将业

务扩大到图瓦卢和基里巴斯，并注意到，关于太平洋论坛航运公司支线开往回瓦卢

和基里巴斯业务的前景问题正在审议之中.论坛还注意到，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有兴趣便服务扩大到他们的国家.

区域石油处

论坛成员国对价格和供应感到关切，为此，论坛同意在论坛秘书处设立一个区

域石油处，以便在这些问题上协助成员国.

新喀里多尼亚

论坛审查了有关新喀里多尼亚的最近形势发展.论坛对自上次会议以来在新

喀里多尼亚发生的暴力事件、特别是由其造成的人员死亡深表遗嘱，并再次声明坚

决反对使用暴力来实现政治目的.

论坛注意到自 1 9 8 8 年 5 月 密特朗 总统再次当远以及髓后组成罗卡尔总理政

府以来法国对新喀里多尼亚政策中的动态.论坛欢迎法国玫府为1昌议和促进新喀

里多尼亚各社会集团间的对话和减少领土内的紧张局势所作的劳力.论坛注意到

该对话进桂的成果，并特别表示支持于 1 988 年8 月 在 巴黎达成的关于新喀呈多

尼亚前途的纲领性协定.论坛促请各党派本着协定听强调的和解精神为幽滴执行

《协定》而努力，并欢迎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 2 4 国 ) 8 月 前会议协商一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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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项关于新喀里多尼亚问题的决议.论坛表示，希望该决议所突出体现的态度

仍将明确地反映于 1 988 年联合国大会对该问题的审议之中 .

论坛对体现与法国关系的建设性对话的新精神感到鼓舞，并表示愿意保持已经

开始的对话.论坛的各国政府，无论集体或个剔，都愿意积极地促进目前在新喀

里多尼亚正在进行的和解与合作努力的进程.他们表示 J患意对法国政府宣布的在

实现 1 998 年的 《 自 决法案 》 之前培训处领导地位的克纳克人的工作提供协助.

论坛重申，坚决支持在新喀里多尼亚实现一项符合巳广为接受的联合国非殖民

化实践和原则的《自决法案) ，其中所有选择，包括独立，都应由人们自由决定，

并应能导致一项保障包括新喀里多尼亚原居民在内的所有人的权利的解决县法.论

坛促请法国确保提议中的 1 9 9 8 年 《 自 决法案 》 符合这些标准.

安全问题

论坛注意到，目前的国际和区域安全环境正变得日益复杂.论坛赞同区域安

全情报交流委员会关于建立一个系统以使论坛成员国更多和及时地就影响到其政治

和经济安全的广泛问题交流情报的建议.

论坛注意到，南太平洋已经不再能够避免令人憎恶的国际恐怖主义和武器非法

贸易的影响.论坛核准恐怖主义和劫持问题工作组提出的旨在改善区域防止和对

付恐怖主义和劫持事件能力的各项建议.

区域机构安排

论坛坚决支持区域机构安排委员会在同有关非论坛成员画政府和组织进行广泛

协商之后草拟的关于新的机构安排的建议.为了改善本区域机构间的合作与协调，

论坛闻意设立南太平洋机构协词委员会.论坛还同意加强南太经合局的政治和经

济能力.南大经合局由此被称为论坛秘书处.论坛同意，自第二十届论坛会议

起，在每届会议之后，邀请在本区域具有积极和建设性作用的某些国家和组织，在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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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级别上参加同论坛对话.论坛指示南太经合局监督执行新的区域机构安排，

并在必要时向论坛提出报告.

南太平洋元核区条约

论坛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的关于加入条约第 2和第 3议定书的决定，并政

迎苏联关于毫元保留或解释说明地批准这两项议定书的决定.

论坛仍然对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尚未签署和批准条约的第 1、第 2和第 3议

定书表示失望。

论坛还对法国不顾南太平洋各国政府首脑一致表明的南太平洋各国人民的意见

继续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验深表关切，并要求停止这些试验.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

论坛对于南太环境方案《行动计划》执行缓慢和方案面临种种财政困难表示关

切.论坛同意，有必要加强南太环境方案的财政基础，并考虑各国政府是否必绩

在方案方向方面发挥更有力的作用.论坛敦促成员国政府立即处理这一问题.论

坛指出，方案的未来问题应由南太平洋会议在其 1 0 月份于拉罗通加举行的会议上

讨论.论坛还同意，秘书处应继续积极参与南太环境方案和《行动计划》的活动.

《南太平洋环境方案公约》

论坛敦促那些有资格的国家尽快地加入《南太平洋地区自然资源和环境公约》

及其各份议定书。

南太经合局/拉美禁核组织合作

论坛宣布支持太平洋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对《拉罗汤加条约》和《特拉特洛尔

科条约》建议的一个无核武器环境所持的共同目标和愿望，并请主任就论坛同拉丁

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拉美禁核组织)合作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征求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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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平洋区域和内部卫星系统

论坛核准了关于建立一个南太平洋区域和内部卫星系统的建议。论坛认为，

该系统是向南太平洋岛国的农村地区提供电讯服务的技术上可行的手段B论坛敦

促成员国从本国利益和喜好出发参与这一服务.论坛欢迎澳大利亚主动提供 26 0

万澳元，便利向该地区进一步扩大电讯服务。

电讯联盟/开发计划署

开发计划署决定撤销对南太经合局/电讯联盟 1 9 8 9年发展和训练项目的资

助，论坛对此表示关注，并呼吁开发计划署同秘书处协商，重新考虑该署决定.

渔业

日本对就其同论坛渔业机构成员之间的一项渔业安排同该机构及其成员开始正

式讨论一直犹豫不决，论坛对此表示关注.论坛强调其高度优先考虑发展该地区

的渔业问题，并已延长了渔业机构主任为达成多边渔业安排，继续积极寻求同日本

对话的任务.论坛进一步责威主任将渔业保护和管理合作和向该地区增加同渔业

有关的援助问题列入对话。

论坛欢迎读年生效的同美国的《多边渔业条约》、《条约》缔约国已在获益。

南太平洋的气候变化

论坛对南太平洋的气候变化及其造成该地区各国的社会和经济严重混乱的可能

性表示关注。澳大利亚总理曾倡议就设立一个气候站网s监测该地区的气候变化

进行一项可行性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资助设立这样一个气候站网，论坛欢迎这一

倡议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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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联勘协委会

论坛注意到了南大联勘协委会主任的报告，主任强调了为保护论坛成员国专属

经济区内的海洋资源而尽早批准或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重要性.论坛敦

促还没有这样做的成员国批准或加入《公约儿

/

-
酒量

南太平洋大学

论坛注意到副校长的报告和该大学在该地区的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论坛 4

喜见该大学在斐济困难期间能够继续开课，并欢迎斐济当局向该大学所作的保证，

即该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将能够继续自由开课.

上诉法院法官区域小组

论坛核准设立一个上诉法院法官区域小组.这反映出论坛岛国缺少胜任的司

法人员.

南太经合局

论坛重新任命图瓦卢的H e nr y Naisali先生再担任南太经舍局局长三年 .

南太平洋论坛会议

论坛乐于接受基里巴斯的卫 e r e t i t e n t i关于主办 1 9 8~碎第 2 0 届论坛会议

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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