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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7月 24日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可持续发展问题 

世界首脑会议秘书长的信 
 
 
 

 我谨随函转交 2002年 6月14日在秘鲁瓦拉斯举行的山区生态系统问题世界

会议“山区走向 2020 年：水、生物和生产”通过的《关于山区生态系统可持续

发展问题的瓦拉斯宣言》（见附件）。来自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玻利维亚、

巴西、哥伦比亚、智利、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德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国、

意大利、墨西哥、尼泊尔、荷兰、秘鲁、西班牙、南非、瑞士和委内瑞拉的代表

和专家出席了这次会议。 

 请将此函及其附件作为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马尔科·巴拉雷索（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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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7月 24日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可持续发展问题世

界首脑会议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西班牙文] 

 

  关于山区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瓦拉斯宣言 
 
 

 2002 年 6 月 12 日至 14 日出席在瓦拉斯举行的山区生态系统问题世界会议

“山区走向 2020年：水、生物和生产”的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玻利维亚、

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法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

尼泊尔、荷兰、秘鲁、南非、西班牙、瑞士、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的代表和

专家拟定宣言如下： 

 欢迎联合国采取主动行动宣布 2002 年为国际山岳年，以提高人们对保护山

区生态系统以及促进山区人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 

 铭记过去旨在实现山区生态系统可持续的各种努力，包括 1991 年安第斯国

家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筹备委员会内提出的建议；1992年在《关于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会议的马瑙斯宣言》的框架内达成的各项协定；以及 1992年的《21 世

纪议程》中的第 13章（管理脆弱的生态系统：可持续的山区发展）， 

 认识到诸如粮食及农业组织和山区问题重点小组等联合国系统机构和其他

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国家、区域和国际团体所作的努力， 

 结合《关于山区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库斯科宣言》所产生的进程中 的各

项努力，以促进山区可持续发展， 

 加入将在南非共和国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筹

备会议旨在促进山区可持续发展在的国际进程， 

 认识到国际山岳年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筹备工作为推动山区国

家的环境、经济和社会议程提供了各种机会，尤其在这一世界会议框架内结成联

盟方面。 

 铭记： 

 1. 在以气候变化和全球化及它们对山区生态系统的影响为特点的时代里，

山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所有国家政府共同努力促进保护和可持续地利

用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 

 2. 山区生态系统多种多样并极易遭受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不利影响，因而

需要在地方一级和国家一级对水资源、生物和生产采用以生态系统为重点的综合

管理方式。 



 

 3 
 

 A/CONF.199/7

 3. 山区具有多种地理、气候、生物和社会特点，其生产活动多种多样，因

而需要在地方一级和区域一级采取可持续的进程以及查明能增加价值的产品，以

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和减轻贫穷。 

 特此声明： 

 在管理和可持续使用水资源方面，必须： 

• 认识到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共同战略物资。 

• 促进流域综合管理，认识到山区生态系统在产生水方面的功能。 

• 促进地方、区域和国家体制建设以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使用。 

• 促进参与性水资源管理进程，以使所有人都能公正和公平地获得水资源

和分享其惠益，同时认识到土著社区、农民和其他地方社区的重要性。 

• 把城市和农村人口以及不同的生产部门采用的不同办法纳入水资源管

理进程。 

• 帮助人们认识到流域、特别是山区所产生的水的价值。 

• 探讨奖励保护和可持续使用水资源的行为的方法。 

• 促进那些保证水质量及其可持续性并考虑到传统的使用方法和知识的

水资源使用技术。 

• 促进对养护山区生态系统问题进行研究。 

•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促进、执行并加强机构间合作方案。 

 关于生物和文化多样性，必须： 

• 鼓励保护和可持续使用山区的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资源。 

• 利用社会和文化多样性来促进山区人民的可持续发展。 

• 考虑到山区各自不同的情况、特点和具体问题以及山区人民的文化遗

产，包括他们的传统知识，可能提供的解决办法。 

• 推动教育系统和传授适合山区具体生活条件的技能。 

• 在山区国家间促进交流关于可持续发展和脆弱性问题的经验和知识。 

 关于山区生态系统的生产进程，必须： 

• 查明来自山区的具有竞争力、可持续的产品和生产链的相对优势。 

• 在山区促进能产生更大经济和环境惠益的可持续生产进程，并在整个生

产链中促进更公平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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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可持续生产链中所有各级的生产者协会，并同全球市场和金融机制

建立联系。 

• 促进山区国家的可持续旅游业，尽可能扩大为当地居民带来的惠益，并

保护自然和文化的遗产和价值。 

• 促进和鼓励获得各种信息和知识，适当地协调并综合传统和现代的知识

与技术。 

• 促进关于山区生态系统可持续生产的地方能力建设，把各种知识和做法

结合起来，并鼓励当地人民积极参与。 

• 鼓励对山区生态系统各种生产活动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进行研

究。 

 并建议： 

 1. 山区国家政府支持本《宣言》。 

 2. 采取符合本《宣言》的建议以及符合《21 世纪议程》第 13章的精神、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将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关于

山区问题的结果的行动。 

 3. 为了确定有利于执行《21 世纪议程》第 13章的具体承诺，应设立一个

山区生态系统问题工作组，利用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筹备工作提供的机

会，形成和加强各种联盟，协调各国政府和《21 世纪议程》中所述的主要群体所

作的努力，以便为实现山区可持续发展而共同奋斗。 

 

2002年 6月 14日于瓦拉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