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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环境日致辞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气候变化 

2014 年 6 月 5 日 

 2014 年适逢小岛屿发展中国家（PEID）国际年，当此之际，世界环境日

的意义尤为重大。这些“小岛屿”实为“大洋国”，其陆地面积只是其国土的

一隅，其经验与蓝色星球上的所有居民休戚相关。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组（GIEC）的最新报告强调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

对气候变化的极端脆弱性。频繁的飓风和沿海洪灾令这些岛屿居民的处境岌岌

可危。海洋的酸化加上因海平面上升导致的咸水对淡水层的日益入侵对于所有

直接向海求食的人的粮食安全造成巨大风险，也危及到世界上的 26 亿多人。 

 国际社会尚未尽其全力避免初露端倪的天灾人祸。我们的首要义务是通

过科学研究和知识共享，更好地理解眼前的现象。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

（PHI）的作用是收集 43 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含水层信息，以改善这些岛

屿和世界上的这一脆弱和生死攸关的资源的管理战略。第二项重要内容是改进

行动能力方面的知识。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COI）参与提高可持续管理海洋

和沿海地区的能力，帮助应对海啸、海平面上升或海洋酸化的威胁。 

 在这方面，传统知识是一笔远未受到重视和开发的知识和经验资源。教

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大学的一份联合出版物促使世人认识到这一巨大潜力，包括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组将其视为“一种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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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行动最终都要通过对所有公民从小进行可持续

发展教育方可实现。教科文组织的多项计划，如“观沙”，皆旨在加强儿童、

青年和成人的能力，在世界上 30 多个国家监督和分析沿海环境的变化。 

 任何国家，不论多么强大，都无法单独应对我们的共同环境的挑战。我

们应携起手来，持之以恒，尽可能贴近实际需求。这就是我们向 9 月份在萨摩

亚召开的第三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国际会议传递的信息。此次会议将指导

通过一项更加可持续和公正的全球发展议程。 

伊琳娜·博科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