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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49 

可持续发展 
 
 
 

  2008 年 10 月 30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此转递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在合理使用中亚水资源问题上的立场(见附

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9 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常驻代表 

阿利舍尔·沃希多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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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0 月 30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在合理使用中亚水资源问题上的立场 
 
 

 合理使用自然资源，首先是水能资源，乃是中亚地区目前最严峻的问题之一。 

 在此领域不同的和复杂的办法阻碍了发展，导致冲突局势，有时甚至形成生

态灾难。咸海的命运就是例证。咸海干涸不仅对中亚各国人民产生悲剧性的影响，

而且殃及广大次区域、甚至于整个欧亚大陆。 

 咸海干涸破坏了咸海盆地的生命基础，造成灌溉用水和清洁饮用水的长期匮

乏。裸露的海床上生成沙尘暴，毁坏收获和植被。渔业、狩猎业遭受重大经济损

失，牧场生产力和农作物产量均有降低。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伊斯拉姆·卡里莫夫在大会第四十八届和第五十届会议

上发言时指出，咸海的危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生态灾难和人道主义灾难，

咸海盆地数千万人身受其害。 

 咸海流域的水资源来自自然形成的可再生地表水和地下水，以及经济活动产

生的循环水。本区域所有水资源均同锡尔河与阿姆河流域有联系。 

 源自跨界水的水资源现状一旦改变，人口超过 5 000 万的中亚各国就将面临

更大的生态灾难：要解决不断为本区域各国居民和农业经济提供饮用水和灌溉用

水的问题，还要面对系统性干涸的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关于利用跨界河水建造水电站的决定绝不应破坏环境或损害毗连国土上各

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必须强调，问题实质是跨界河流的资源与水的利用，而这些

河流若干世纪以来一直保障着沿岸各国及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1991 年 2 月 25 日《越境环境影响评估公约》、1992 年 3 月 17 日《跨界水道

和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以及 1997 年 5 月 21 日《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

约》明确强调合理利用跨界河流水资源；这些文书规定各缔约方应当以公平、合

理的方式审查跨界水问题，在开展具有或可能具有跨界影响的活动时，须特别顾

及其跨界性质。 

 就损害而言，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消除所造成的损害或减轻其影响；

必要时应当审视赔偿问题。 

 在这些决定中，联合国强调流域各国在主权平等、领土完整、互利和真诚的

基础上，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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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照联合国公约的这些基本要求，国际权威专家应当给予保证，确保本区域

建造水电工程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弥补的影响，也不会破坏跨界河流流域各国

在跨界水利用方面的平衡。在跨界河流流域新建水电工程的技术依据和经济理

由，务必要由独立的国际审计机构客观加以分析。 

 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采取了类似的原则立场。乌兹别克斯坦表示希望这

些具有高度权威的国际金融机构的立场能成为其它组织和国家的表率。追根究

底，这将使得我们能够加强本区域社会经济的安全稳定。 

 投资国希望参加实施此类项目者，也要牢记必须遵守这些条件。 

 这一立场并不是申明在优先利用跨界河流水资源方面、乌兹别克斯坦拥有特

权。乌兹别克斯坦的立场不仅完全符合国际法准则，而且是以国际法准则为依据

的；这一点很重要。 

 每个国家都有权实施有关利用跨界河流资源的项目，包括兴建水电工程，但

必须要在有关各方公开和完全提供资料的基础上，在技术、经济和环境方面接受

独立的详细评估。 

 此外，要保障两项基本条件：一，不得降低下游国家的水位；二，不应破坏

本区域的生态安全，否则生态安全状况会很不稳定。 

 乌兹别克斯坦继续采取连贯措施，保障本区域水能源的平衡，以保持中亚和

平稳定，加强中亚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