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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澳大利亚、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日本国、

大韩民国和新西兰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2007年11月21日在新加坡举行第三届东亚峰会之

际；

　　欢迎2007年1月15日发表的《东亚能源安全宿务宣言》、2007年9月8日在悉尼发表的《亚太

经合组织领导人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清洁发展的宣言》、2007年11月20日在新加坡发表的

《东盟关于环境可持续性宣言》和《东盟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会议和京都

议定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的宣言》所体现出的地区承诺；

　　重申我们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相关国家对《京都议定书》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核心机制的承诺；

　　欢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四次评估报告；

　　关注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健康和环境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因此应

强调提高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能力，并强　　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应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

　　认识到经济快速发展有助于本地区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同时也对处理能源消费增长、区域

和全球能源安全关切带来了新的挑战。预计亚洲17亿城市人口将在2000年至2030年间翻一番，城

市化发展将带来环境管理需求的增长；

　　重申在可持续发展以及制定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政策必须避免对贸易、投资及社会经济发展形

成障碍的情况下，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其他环境及卫生问题等相互关联

的挑战；

　　认识到东亚峰会参与国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各国经济不同程度地、很多情况下严重地依赖

化石燃料，任何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行动都应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考虑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情况以及我们各自的能力；

　　赞赏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新西兰以及日本在内的东亚峰会参与国，为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所作出的努力；

　　强调为互惠和共同利益，东亚峰会在采取集体行动应对上述挑战方面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

　　兹宣告如下：

　　一、强调所有国家应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根据各自的能力，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

挑战方面发挥作用，发达国家应在此方面继续发挥带头作用；

　　二、致力于长期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使其保持在可以防止人类对气候系统造成危险干扰的

水平这一共同目标；



　　三、支持就意向性长期全球减排目标取得共识所作的工作，以便为更有效地进行2012年后国际

气候变化安排铺平道路；

　　四、承认适应气候变化是本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同等重视减缓和适应措施，并认

识到可持续发展有助于适应；

　　五、考虑到平等、灵活、有效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以及各自的能力，并根据我们不同

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在广泛行业范围采取单独和集体行动，应对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在内的气候变化

问题；

　　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下，积极参与制定一个有效、全面和公平的2012年后

国际气候变化安排；为此，重申支持将于2007年12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十三次《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和第三次《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取得成果；

　　七、加深我们对本地区在气候变化方面脆弱性的理解，制定恰当的减缓和适应措施，包括：

　　（一）积极调动财政支持，并在加强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方面进行合作；

　　（二）鼓励本地区采取各种措施应用清洁技术，如投资、技术和财政支持，以及技术转让；

　　（三）与各国专家交流科技专业知识，加强在联合研发恰当的适应措施方面的合作，最大限度

降低气候变化的影响；

　　（四）授权开展各国的，或者根据需要进行联合研究，评估气候变化对本地区的影响以及在环

保方面取得的成效；

　　（五）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加强对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工作的参与；

　　（六）支持制定和扩展政策措施，包括环境管理的创新手段和融资机制，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

产方式；

　　八、在《东亚能源安全宿务宣言》和2007年8月23日第一届东亚峰会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宣

言》的基础上，加强现有合作以提高能效、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包括可再生和替代能源：

　　（一）努力实现能源强度显著降低;

　　（二）落实东亚峰会能源部长建议的措施，包括2009年前制定自愿性能效目标，支持在制定环

境、社会可持续型生物燃料参照标准方面和能源市场一体化方面进行合作；并适当利用地区研究机

构，如东盟能源中心、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

　　（三）鼓励技术的研究、开发、使用和传播，在包括建筑、工业设备以及加工、汽车和电器在

内的关键经济部门提高能效，强化节能；

　　（四）加强地区合作以开发有成本效益的减碳技术和清洁化石燃料技术，包括煤的清洁使用，

以及生产环境友好型和可持续性生物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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