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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自巴林、孟加拉国、不丹、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度、印尼、伊朗、日本、哈萨克

斯坦、韩国、科威特、老挝、马来西亚、蒙古、缅甸、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俄罗

斯、沙特、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阿联酋和越南的28个亚洲合作对话（ACD）成员国的外交部

长或代表团团长们，在ACD第五次外长会议于卡塔尔多哈召开之际；

　　忆及我们秉持合作精神和良好意愿，于2002年首次齐聚泰国昌安，启动了ACD外长会议进程，

并相继于2003年在泰国清迈、2004年在中国青岛以及2005年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成功举行了外长

会议；

　　重申一贯的承诺，即为了亚洲地区和人民的利益，凝聚亚洲的力量和充分利用亚洲的多样性，

实现ACD关于建立一个团结、强大、具有竞争力和繁荣的亚洲共同体的目标；

　　同时重申将继续坚持ACD的核心价值，即积极探索、非正式形式、自愿原则、非机制化、对外

界开放、尊重多样性、舒适度原则以及逐步推进ACD进程；

　　决心通过合作与对话，为其他区域和次区域论坛增加价值，而非重复，使ACD成为亚洲地区合

作的重要环节，以实现ACD目标；

　　认识到ACD将成为亚洲地区的一个独特论坛，因为它地域广阔，具有崇高的理想，即要使亚洲

平等屹立于世界，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团结、负责、富有建设性、外向和受尊重的伙伴；

　　满意地注意到ACD迄今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在成员国数量方面，已由2002年的18个快速增长

到2006年的28个；在外长和高官层级已定期开展了对话；合作项目也已涉及19个领域；

　　认识到ACD正进入发展的第五个年头，既需要保持其与众不同的特色及核心价值，同时也要促

使其开展更为有效、更有侧重的合作，使整个亚洲及其人民获得实际利益和好处；

　　基于2005年4月6日ACD第四次外长会议通过的《伊斯兰堡宣言》；

　　兹宣告如下：

　　1、我们同意有必要推进ACD框架下的合作，确信其在合理期限内，最有可能取得实质性成果

和效益。这与具体领域合作牵头国磋商会报告提出的建议是一致的。我们鼓励所有成员国据此推进

有关合作，致力于为其他论坛增加价值，而非重复，特别是在以下相关领域开展合作：

　　1.1 能源：我们同意将ACD能源论坛作为ACD框架下开展能源合作的唯一平台,对2005年9月26

日至28日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首次ACD能源论坛及其成果表示欢迎。我们欢迎印尼和菲律宾提出愿

就起草ACD能源行动计划加强协调，该计划的重点将放在促进能源安全、能源研究和评估以及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鼓励ACD成员国探索将彼此间能源贸易所得进行再投资的可能性，以确保亚洲地区

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我们还支持之后于2006年11月在巴基斯坦举行第二次ACD能源论坛，同年



10月在哈萨克斯坦举办能源安全研讨会。我们欢迎哈萨克斯坦提出于2007年主办第三次ACD能源

论坛及菲律宾提出于2007年年中举办可再生能源和替代燃料研讨会；

　　1.2 金融：我们重申亚洲有必要更有效地利用包括能源贸易所得在内的丰富储蓄，通过向ACD

成员国投资，使本地区获益。我们认识到这可以通过发展亚洲债券市场予以实现，发展亚洲债券市

场有利于促进金融稳定，实现长时间的可持续增长，并为经济和金融一体化提供便利。为此，我们

注意到2006年3月24日至25日在泰国曼谷成功召开的“通过发展亚洲债券市场加强金融合作”高级

研讨会所取得的成果，这为泰国主办首次ACD财长会提供了有益的实质性建议。我们鼓励ACD成员

国财长们出席2006年7月在泰国举行的首次ACD财长会，探讨在ACD框架下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可

能性；

　　1.3 农业：我们同意合作的重点领域包括农业政策交流、农业技术转让、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开

展农村教育。为此，我们欢迎该领域在中国领导下所取得的进展，同意中方起草的“ACD农业领域

合作进展情况及相关合作建议”；

　　1.4 旅游：我们注意到2006年4月24日至25日在柬埔寨举行的第三次ACD旅游商务论坛所取得

的成果。该论坛讨论了泰方起草的“ACD旅游合作路线图”，我们同意将此路线图作为成员国进一

步就此加强合作的基础；

　　1.5 电子教育：我们支持建立亚洲电子大学。作为加强个人能力建设、缩小数字鸿沟、增加接

受高等教育机会和尝试开展电子教育的一种手段，它将使ACD所有成员国受益；

　　1.6 环境教育：我们重申ACD成员国将采取分享最佳做法和经验等措施，加强环境教育合作，

推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计划。为此，我们欢迎2006年6月14日至15日在日本仙台

召开第三次ACD环境教育对话，鼓励各方积极参与此次对话；

　　1.7 信息技术合作：我们支持韩国及其他ACD成员国根据各国具体需要，继续在信息技术领域

举办富有成效的中长期项目，尽最大努力使其他各类国际论坛（如东盟与中日韩合作、亚欧会议、

亚太经合组织等）与ACD框架下开展的信息技术项目实现互补，缩小ACD成员国之间的数字鸿沟；

　　1.8 自然灾害：我们强调ACD成员国在开展有效的早期预警和紧急救援措施方面具有潜力，原

则认可由俄罗斯为推进此领域合作而起草的“ACD早期预警和紧急救援合作”概念文件。我们鼓励

所有成员国共同努力落实此份文件；

　　1.9 扶贫：我们鼓励ACD成员国推进该领域合作，将重点放在农村发展、提供社会基础服务及

扶助弱势群体（妇女和儿童等）方面。为此，我们鼓励成员国考虑建立由两个ACD发展中国家和一

个国际组织或一个ACD发达国家组成的三方合作模式，建立共享信息、汇集来自ACD框架内外的最

佳做法并实现资金自由流动的网络；

　　1.10 人力资源开发：我们认识到人力资本在亚洲各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鼓励ACD成

员国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我们欢迎各方就此交换意见、分享经验及最佳做法，并将重点放在人

力资源开发和减贫之间的联系上。为此，我们注意到越南起草的“致力于人力资源开发和减贫的社

区职业培训中心”这一概念文件，认为这可作为此领域合作的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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