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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0月24日至25日，我们16个亚洲国家和27个欧盟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欧盟

委员会主席和东盟秘书长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

　　认识到当前全球人口不断增长与环境持续恶化、资源迅速枯竭及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减弱的矛盾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日益凸显，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和重大紧迫任务；亚欧

会议成员愿本着互利共赢的精神加强合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重申可持续发展关系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关系各国的生存与发展，关系世界的稳定与繁荣，各

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努力保持和改善环境质量，充分考虑子孙后代的需求；

　　认识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三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强调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特别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应对气候变化和保证能源安全、社会和谐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需特别关注的问题；

　　重申必须全面实施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国际发展筹

资大会确定的《蒙特雷共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3届缔约方大会通过的“巴厘路线

图”以及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通过的《约翰内斯堡实施计划》等一系列文件中确定的目标、原则和

行动规划；

　　忆及第六届亚欧首脑会议将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千年发展目标、气候变化、环境和能源列为亚

欧会议第二个十年优先合作领域。

　　决定发表以下宣言：

　　一、千年发展目标

　　我们重申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约翰内斯堡目标是国际可持续发展合作的基础，欢迎亚欧会议

成员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所做努力，认识到全球如期实现目标所

面临的严峻挑战。

　　我们对粮价飙升加大全球减贫压力，阻碍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的步伐表示关切。我们呼吁从短

期及中长期出发，采取充分协调和综合的策略，并通过务实合作稳定国际商品市场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呼吁加强发展合作，从而促进农业生产、贸易便利化和技术转让。我们呼吁各方提高可持续农

业生产力和粮食生产，减少扭曲市场的农业补贴，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投入，为低收入者创造更

多就业机会，提高其收入水平，从而有效减少饥饿和贫困问题，确保粮食安全。

　　我们认识到，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特别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任重道远。我们欢迎联合

国9月举行的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所进行的实质性讨论和达成的共识，呼吁各成员显示更强政

治意愿，采取行动，切实兑现对目标的承诺，推动千年发展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如期实现。



　　我们重申对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的承诺，强调联合国在协调国际发展合作

和确定可持续发展问题国际共识中的主导作用。我们认识到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特别是联合

国千年发展目标需要各界广泛参与，鼓励民间社会和工商部门发挥积极作用。在此背景下，我们强

调应采用以性别为基础的方式应对发展问题。我们强调各国对自身发展负有首要责任，同时应辅之

以有利的国际发展环境。我们呼吁发达国家增加对发展的投入，落实２０１５年前官方发展援助占

国民总收入0.7%的承诺目标，提高援助有效性。我们强调亚欧会议是国际社会为加强全球发展伙伴

关系所作努力的一个重要补充，包括亚欧政府间和多部门的倡议。

　　我们强调发展筹资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因素，国际社会应尽快落实《蒙特雷共识》。我

们期待2008年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后续行动国际会议就发展筹资国际合作取得实质进

展。

　　二、气候变化及能源安全

　　我们重申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我们重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根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确定的最终目标应对气候变化。我们认识到气候变化政

府间委员会评估报告的重要性，尤其是第四次评估报告。

　　我们强调《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议定书》）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和合作的主渠道，重

申对《公约》和《议定书》的目标、宗旨和原则，尤其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

的承诺。我们认识到亚欧会议成员愿在《公约》和《议定书》框架下共同寻求长期多边的解决办

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我们欢迎巴厘行动计划的有关决定，它们包含了达成有雄心、有效和全面

的一致成果的所有要素，用于目前阶段、2012年前及2012年之后开展长期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

作。我们致力于在2009年底前结束有关谈判。

　　我们认识到妥善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强调发达国家应继续率先行动，采取可衡量、可报

告、可核实的适合本国国情的减缓承诺，包括进行量化的限排和减排目标，及在适当的情况下，以

行业方式作为实施其减排目标的工具，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转让技术。发展中国家则要在可

持续发展框架下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减缓行动，这种行动应得到可衡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技术、

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以实现有别于通常排放的结果。

　　我们强调需有一个进行长期合作行动的共同愿景，包括全球长期减排目标，以确保实现《公

约》最终目标，根据《公约》原则和规定，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和各自能力，并

在考虑到经济、社会条件和其他相关因素的条件下，使《公约》得以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我们

进一步强调，为使这个共同愿景可信，要求发达国家带头承诺有雄心的、具有可比性的、有法律拘

束力的减排目标。我们呼吁国际社会考虑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报告中的最具雄心的一系列

目标。

　　我们认识到减排行动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重要贡献。这些行动包括减

少毁林和森林退化，通过促进造林和再造林增加碳汇，实施森林可持续管理，促进合理使用土地，

采纳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采取适当措施打击非法采伐和相关贸易等。我们亦重申支持巴厘会

议的决定，即采取相关政策方法和激励措施，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排放并支持在发展中国家

实行森林保护和可持续管理及提升森林碳汇储存的作用。



　　我们认识到适应气候变化对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

对无法避免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造成的不良后果至关重要，强调亚欧会议成员应根

据《公约》承诺，共同努力提高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包括脆弱性评估，确定和加强实

施适应行动，评估资金需求，提供技术援助，加强能力建设，加强危机管理，制定应对策略，并将

适应纳入到发展政策和战略中。

　　我们强调技术，技术合作及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的关键作用。我们将共同致力于在特定经济

部门的技术合作，推动有关减缓信息和行业能效分析的交流，确定国家技术需求和自愿的、面向行

动的国际合作，根据《公约》研究合作性行业方法和行业行动的作用。我们呼吁加强技术开发和转

让，以支持减排和适应行动，并促进可负担的适应和减缓技术的开发、应用、推广和转让。我们欢

迎在现有、新型和创新的清洁技术方面的研究、开发、示范和运用方面的合作，开辟双赢合作。我

们强调，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合作与转让将为其应对气候变化创造必要条件。

　　我们注意到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筹集更多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国内和国际资金，我们支持加大对发

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我们还支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发展中国家实施国家减排和适应战略与行

动，促进公共和私营部门筹资和投资。

　　我们对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给成员国带来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表示关切，呼吁各成员落

实第六届首脑会议的决定，加强成员间应对自然灾害管理的信息交流体系建议，并探讨建立早期预

警机制的可能性。

　　我们强调在2008年波兰波兹南举行气候变化大会上下决心采取紧急行动，并为2009年底在丹

麦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就目前阶段、2012年前及2012年后长期合作行动达成有雄心、有

效和全面的一致成果。

　　我们认识到，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紧密相关，应统筹解决，充分考虑保障能源安全、改善能源

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和节约能源等问题。我们支持进一步开发安全、可持续的低碳发展模式以及如

何将其纳入可持续发展政策。

　　我们重申，能源安全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各国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强调各国应享有充

分以及可持续利用能源与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的权利，同时应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和地区环

境保护。我们鼓励亚欧会议成员加强能源开发利用的互利合作，为保障全球能源安全做出贡献。我

们欢迎将于2009年上半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一届亚欧能源安全部长级会议以及今年12月将在伦敦

举行的吉达国际能源大会后续会议。

　　我们呼吁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可持续性和安全性。

　　我们呼吁各成员努力提高能源节约和使用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开发和使用可再生和清洁

能源，包括不影响粮食安全、不造成环境危害的可持续生物能源，推动向发展中成员转让和推广先

进的环境友好型能源技术。

　　我们强调，能源合作需与国际扶贫合作及环境保护相结合，通过能源扶贫帮助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减少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认识到加强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在环保领域作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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