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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5月 19日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决议 

79/2. 开展区域合作，加快亚洲及太平洋海洋的气候行动以促进可持续发

展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重申大会 2015 年 9 月 25 日第 70/1 号决议，其中大会通过了《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回顾大会 2022 年 12 月 14 日关于为人类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第

77/165号决议，其中大会回顾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
  和《巴黎协

定》，
2
  肯定它们是谈判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对策的主要国际政府间论

坛，表示决心果断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构成的威胁，认识到由于气候变

化的全球性质，需要尽可能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以加快步伐，减少全球温室

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并关切地注意到，缔约方承诺减缓的

总体成效，尤其是他们酌情作出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全部排放路径相比仍有

巨大差距，大会还回顾根据《巴黎协定》第二条第二款，《协定》的执行将

按照不同的国情体现公平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其中

大会敦促会员国采取顾及气候和环境的做法努力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

19)疫情中恢复，以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的复苏，并加快向低排放、

气候适应性强、包容各方和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过渡， 

又回顾大会 2017 年 7 月 6 日第 71/312 号决议和 2022 年 7 月 21 日第

76/296 号决议，其中大会核可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联合国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

目标 14 即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议通过的宣

言，分别题为“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行动呼吁”和“我们的海洋、我

们的未来、我们的责任”，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2
 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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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回顾其 2020 年 5 月 21 日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加强合作推动养护和可持

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第 76/1号决议， 

回顾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 年)及其使命，其

中包括生成和利用知识，以采取必要的变革性行动，到 2030 年及以后实现健

康、安全、有复原力的海洋，
3
  促进可持续发展，并回顾《昆明－蒙特利尔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4
  及其采取紧急行动到 2030年制止并逆转生物多样性

的丧失的使命， 

关切地注意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所载的结论，特别是第六

次评估报告和题为《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和《全球升温 1.5℃》的特

别报告， 

承认低地沿海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尤为脆弱， 

1. 承认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 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加剧

等挑战影响到最贫困和最脆弱国家，并对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特别是阻碍

了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展； 

2. 又承认在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时，必须确保包括海洋和冰冻圈

在内的所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必须保护和养护生物多样性，并鼓励其成员

和准成员考虑酌情将基于海洋的行动纳入其国家气候目标； 

3. 还承认养护、恢复、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沿海资源的重要

性，以及采取基于生态系统的办法使海洋得以发挥最佳功能，包括调节全球

气候的功能； 

4. 承认气候变化对海洋的健康、资源、可持续性、完整性和作为碳

汇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建立气候变化抵御能力方面的效力产生了不利影

响； 

5. 又承认气候变化是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的一个推动因

素，旨在养护、恢复、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沿海资源的努力大大有助于

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促进经济增长、粮食和营养安全，特别是在群岛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 

6. 确认重振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背景

下促进海洋行动和伙伴关系以加速气候行动方面的作用； 

7. 确认让海洋保持健康、多产，有可持续性、复原力，籍此恢复与

自然界的和谐，对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呼吁所

有利益攸关方紧急采取雄心勃勃的协调行动，加快执行工作，避免不当拖

延，尽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4，以期加快气候行动； 

8. 鼓励其成员和准成员酌情与相关联合国机构和其他专门实体合

作，加快亚洲及太平洋的海洋行动，以期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3(气候行

 

3
 见大会第 76/296 号决议，附件。 

4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15/4 号决定，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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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目标 14(水下生物)，并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世界大洋、海域及所有海洋和

沿海资源，具体做法是： 

(a) 利用现有的国际和区域机构、论坛和平台，通过交流知识、经验

和最佳做法，在基于海洋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面，成员和准成员之间按照

共同商定的条件促进能力建设、创新和技术开发与转让； 

(b) 酌情定期收集数据和信息，以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 13 和 14 的执

行进展情况，促进系统思维和科学决策以及各级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重要性，

以实现更加可持续、包容和有韧性的基于海洋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c) 酌情加强联合合作、技术援助和资源调集，促进亚洲及太平洋以

海洋为基础、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海洋行动，以期突出海洋在减缓温室气

体排放和提高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方面的作用； 

(d) 酌情促进相关的国际合作措施，支持并努力防止、减少和消除海

洋环境中的污染，因为这与减少和缓解气候风险有关； 

9. 请执行秘书： 

(a) 在 2025 年联合国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即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议之前，举行一次关于加快海洋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的对话，以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并举行对话，作为亚

太海洋日的一部分； 

(b) 向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八十一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

行进展情况。 

2023年 5 月 19日 

第 9次全体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