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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盲 

1。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于1 9 8 7年 6月 8日至1 9日在 

内罗毕的环境署总部召开。理事会在1 9 8 7 年 6 月 1 9 日 的 第 1 6 次 会 议 上 通 

过了本报告。 



第 一 章 

本 届 会 议 的 组 织 

A .会议开幕 

2 . 第十四届会议由理事会第十三届会议副主席A*坎茨契夫先生（保加利亚） 

主持开幕。 

3 . 理事会在开始组织工作之前举行静默一分钟，悼念已故巴巴多斯总理埃 

罗尔.巴罗阁下相已故黎巴燉总理拉希德 ‧卡拉米阁下。 

B . 出席情形 

4 .规划理事会下列理事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阿 ^ 1 
哥伦比亚 

澳大利亚 刚果 

博茨瓦纳 捷克斯洛伐克 

巴西 丹麦 

保加利亚 法国 

布! t i t 
加蓬 

加拿大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智利 
加纳 

中国 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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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牙买加 

曰本 

约旦 

肯尼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毛里塔尼亚 

墨西哥 

荷兰 

尼日尔 

尼曰利亚 

阿曼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波兰 

大韩民国 

塞内加尔 

斯里兰卡 

斯威士兰 

瑞典 

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突尼斯 

土耳其 

乌干达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南斯拉夬 

礼伊尔 

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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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下列联合国会员国但非理事会理亊国的IS家派观察员出席了会 iX 

利亚 

孟加拉国 

比利时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矛口国 

科摩罗 

科特迪瓦 

塞浦路斯 

民主柬埔寨 

民主也门 

吉布提 

埃及 

埃塞俄比亚 

芬兰 

冈比亚 

德意志民主共相国 

几内亚 

圭亚那 

匈牙利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科咸特 

莱索托 

马 麵 

毛里求斯 

摩洛哥 

尼泊尔 

新西兰 

菲律宾 

卡塔尔 

沙牿阿拉伯 

新加坡 

索马里 

西班牙 

苏丹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乌拉圭 

也门 

津巴布韦 

及
拉
利
 

尔
哥
地
林
 

阿
安
奥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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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列非联合国会员囿的IS家派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相国 罗马教廷 

7. 下列联合国机枸和秘书处单位派代表出席了会i义： 

联合国IS际经济及社会事务都 

联合国新闻中心，內罗毕 

联合国发賡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厅 

联合国主管海洋法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 

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 

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人口活动基金) 

联合国难民事务ift级专员办爭处（难民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筝处（萨赫勒办事处） 

8 . 下列专门机构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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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 

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诲亭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9.下列其他政府间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非洲开发银行（非发银行） 

阿拉伯联盟教育、文化及科学组织（阿联教文科组织）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 

泛美开发银行 

经济互助委 a会（经互会） 

国际海洋学委员会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联） 

北欧理事会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 

优惠贸易区 

南大平洋常设委员会 

保护诲洋环境区域性组织 

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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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此 外 ， 2 5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派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11 . 下列其他组织派观察员出席了会i义： 

巴勒斯坦觯放组织（巴解组织）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泛非大会） 

12.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Ë会也派代表出席了会i义。 

c .选举主席团成员 

1 3 . 在1. 9 S Z 年 6 月 S日的开幕式上，理筝会以鼓掌方式选出下列主席团 

成员： 

主 席 : J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 

M f : Z. R .安萨里先生（印度） 

C" J -巴特尔先生（博茨瓦纳） 

D.普罗森科女士（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 

报告员: P .萨特先生（瑞士 ） 

D .全权证书 

1 4 . 主席团按照理事会事规则笫 1 7条第2款的规定审査了出席规划理筝会 

第十四届会议各代表团的全权证书。主席凼认为钦些全权证书均厲妥适，并就此 

向堙事会作了报告，^事会于6月IS日的第15次会 i义上核可了主席团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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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议 程 

15.理事会在本届会议开幕式上，通过了曾经笫十三届会i义核^I的本届会i义的 

i义程如下： 

1. 会 冊 幕 。 

2. 会议的安排： 

(a) 选举主席团戍员； 

(b) 会i义的议程和工作安排。 

3 . 代表的全权证书。 

4 。执行主任的报告 

5 „环境状况报告。 

6 .协调问题： 一 

(a)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之间的合作； 

(b)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报告. 

7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 

8 . 到公元2 0 0 0年及其后的环境展望. 

9 . 《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10. 方案事项。 

11. 环境基金. 

12. 其他行政和财务事项。 

13. 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日期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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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事项。 

15. 通过报告。 

16. 会议闭幕。 

ï".会议的工作安排 

16. 理事会在本届会议开幕式上，参照秘书处在临时议程说明内提出的建 

议审议并核可了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并核可了执行主任建议的会议时间表（ 

G C o 1 4 / l / A d d l / R e v . 1).在第四次会议上，理事会核可了一个修订的会议时 

间表（ U N E P / G C , , 1 4 / 1 / A d d . 2 ) . 

17. 在开幕式上，理事会决定设立一个会议期间的全体委员会，并将议程项目 

6(a), 9 和 1 0发交给该委员会审议。理*会议定由C. J.巴特尔先生(博茨瓦纳）担 

任全# ^员会主席， 

18. 理事会还决定设立一个不限定成员名额的非正式起草小组，甶D.普罗森 

科女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担任主席，其核心成员由每一区域集团各 

派两名代表组成，以确保提出有关全体会议所审议各项目的决定草案，并在从全体 

委员会产生的决定草案送交有关机构进行正式审议以前，对那些决定草案进行协调。 

19. 理事会还^定由 R .安萨里先生（印度）协助主席处理会务，特别是 

当*会议审议行 i t t财务事项的时候。 

20. 此外，理事会决定设立一个非正式特别工作组，审议拟订议程项目7 (世 

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和项目S (到公元2000年及其后的环境屣望〗之下的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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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工作组^由A.安尔一加思先生（沙特阿扭1白）扭任主席,由A.约翰森先生（牙头加) 

和A-文尔一沙克先生（瑞興)担任副主席。 

G .全体委员会的工作 

2 1 .全体委员会从6月 8 曰至 1 7曰共举行了 1 2 次 会 议 在 其 第 1 次 会 议 

上，全体委员会选举S.巴塔拉伊先生（尼泊尔）为碓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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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需要提请大会^(或）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特别注意的事项 

A . 理事会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日期湘地点 

22。 在 J « S 7 年 6 月 1 9 日举行的第 2 6次全佐会议上，理事会决定，按照 

年 6 月 J ( S 日 的 第 1 4 / 4 号 决 定 ， 将 于 ！ 年 3 月 至 日 在 

内罗毕召开第一届特别会议。 

B . 理事会笫十五届常会的日期和地点 

2 3 . 在 年 6 月 1 9 日 的 第 1 6 次 全 休 会 议 上 ， 理 事 会 决 定 ， 笫 十 五 届 

会议将于1 9 8 9 年 5 月 2 5日至2 6日在内罗毕召开， 

C . 与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项 

决议有关的行动 

2 40理事会！ 9 8 7 年 6 月 i 7日第1 4 / 1号决定第一节第 2段注意到大会 

第四十、笫四十一届会议以及关于非洲危急经济情况的大会特别会议^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 i 9 S 5 年 ^ i 9 S 6年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特别要求联合国环境 

觌划暑釆取行动-并注葛到执行主任针对其中某些决议已经采取或考虑来取的后续行动‧ 

P.理事会会议的周期及会期 

2 5 。 在 i 9 S 3 年 5 月 2 3日的第 2 1 / 2号决定中，除其他外，理事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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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试验，在1
 9
 S

 6
年将不举行理事会届会， i 7年，理事会将就其届会间隔 

时间作出最后决定。大会1 9 8 5 年 1
 2

月 1 7日第4 0 / 2 0 0号决议第
3
段请理爭会 

在,査其安排两年期工作方案的试验时,考虑到理事会执行职务其中包括其戍员任期 

可能因此必须做出的变动。在第十四届会议上，理事会裉据i 9 8 6年没有召开理事会 

的经验，伃细审议了两年一期届会的利弊。由于两年一期届会的建议牵涉到大会 

1 9 7 2年 1 2 月 2 5日第 2 9 9 7 ( X X V I I ) 号 ^ u 9 7 5 年 1 2 月 9 日 第 3 4 3 6 

( X X X )号决议，理事会 i 9 8 7 年 6 月 J 8日第4/4号决定第i段决定建议大 

会审议并通过一项附于该决定的决议草案，其中大会将为理事会向届会的两年周期过 

渡做出必要的安排，包括大会第4 0 / 2 0 0号决议提刭的，将理事会成员国的任期由 

三年改为四年的有关安徘声同一决定的第 5段中，理事会要求行政协调委员会按照大 

会第 2 9 9 7 ( X X V I I )号决定》继续每年向其作出报告。 

E c关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方面 

政府间结构湘职掌的深入研究 

2 6.作为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i 9 8 7 年 2 月 6 日 第 1 9 8 T/1 1 2 号决定 

第(i)段的响应，理事会:ï 年 6 月 I S 日 第 1 4 / 1 2 号 决 定 通 过 了 有 关 审 查 联 

合国行政与财政业务效率高级别政府间专家组的报告 2 mis所包括的目标的一项声 

明。据理解，该报告在通过后，将由执行主任在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闭会后的 3 0天 

内，转递给按照经济及社会理爭会第1 9 8 7 / 1 1 2号决议成立的经济及社会毪 

筝会关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方面政府间结构和职掌的深入研究特别委员会。 
‧ 

F。到公元 2 0 0 0年及其后的环境展望 

2 7 0 在 大 会 于 1 9 S 3 年 2 2 月 1 9日通过了第 3 * / 1 6 1号决议第2段以 

- 1 2 -



后，理事会2 9 8 7 年
6
月 i 9日第J( A/1 3号决定笫

5
和

6
段决定提交大会审议 

并通过同一决定第3段中通过的《到公元2 0 0 0年及其后的环境展望》，以及附于 

该决定的一项供大会遒讨决i乂草案茱文。《环境展望》全文载为本报告的附件二。 

G.世界环:É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 

2K大会1983年12月19日第38/161号决i义第1 1投决定，就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职责与权限范围以内的事项、埋事会应首先对世界环燎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 

进行审议，并连同自己的评论一起转递大会.按照那一决议，理事会在第十四届 

会议上审议了这一报告，，并在1 Q « 7 年 6 月 1 0 日 的 第 义 4 / 1 4号决定第3 

段中决定将其提交大会。在同一决定第4段中，理事会建议大会审议并通过一项附 

于该决定后的决议革案.此外，该决定的笫 5段还提请大会注意理事会第十四届 

会议记录笫六草（见附件三），其中总结了就这一裉告进行辩论时所，的各种观点。 

H . 沙 漠 化 

2 9.依照大会1 9 8 5 年 1 2 月 1 7 日 第 号 决 议 第 9 段 的 规 定 ， 理 

事会按照其i Q 8 7 年 6 81 8日笫i 4X1 5 A号决定第 2段，授权执行主任氏 

表理事会将他的i 9 S 5 年 ^ 2 9 S 6年关于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3 0。依照！ 9 S 5 年 i 2 月 2 7日大会第 4 0 / 2 决议第9段的规定，理 

事会按照其i 9 8 7 年 6 月 i 8日第1 4X15 B号决定第 5段，授权执行主任代 

表理事会将他的i 9 8 S 年 ^ U 9 8 6年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在苏丹萨赫勒地区的 

执行情况裉告，，谜讨经济及社会理爭会提芡大会集四十二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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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环垵.影响评价 

3 1 .理事会于其 2 7 年 6 月 2 7 日 第 2 4 / 2 5号决定第 5段里建议大会 

核可环境法专家工作组制订的、经理事会于上述决定第1段里通过的《环境影响评 

价的目标^原则》， 6并请大会核可理事会提出的、关于实施《目标^原则》的各 

项建议。 

J .环境方面的国际公约^议定书 

3 2.理事会于其1 0 S 7 年 6 月 1 7 日 第 1 4 / 2 9号决定第 Ï段里授权执行 

主任将他关于环境方面国际公约^议定书的报告， 7连同各代表团表示的意见，依 

照 1 9 7 5 年 1 2 月 Q 曰 大 会 第 3 4 3 6 ( XXX)号决议的规定，代褒理事会提交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K .共有自然资源及近海采矿 

^钻探的法律方面 

3 3.理事会于其1 年 6 月 第 i 4 / 3 ï 号 决 定 第 ！ 段 里 注 意 到 执 

行主任关于共有自然资源及近海釆矿和钻探的法律方面的报告， 8并授权执行主任 

代表理事会依照1 Q S 5 年 1 2 月 1 7 日 大 会 第 号 决 议 的 规 定 ， 将 该 报 告 

连同各代表团表示的意见，提交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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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通 过 决 定 * 

方案政策和执行问题（第1 A/I号决足A至C ) 

3 4 . 理事会在1 9 8 7 年
6
月 1 7日的第I

4
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个议题提 

芡的五项^定草案（ U i f E p / G C . 1 4 / 1 . 1 CL L 17、 二 221 lu 3 1 , 及 L 3 5 )。 

3 5 . 各项决足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报告（笫】 4 / 2号决足） 

3 6 . 理事会在 6月 1 S日的第i 5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议题提交的一 

项 决 足 草 案 （ U N E P / G C . H / L . W ) 。 

3 7 . 该决足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之间的合作（第 1 4 / 3号决足) 

3 8 . 理事会在 6月 1 8日的第；1 5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议题提交的 

一项决足草案（ U N E P / G C . : M / I < . 4 3 )。 

3 9 . 该决足草案以协苘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理亭会会议的周期及会期（第1 4 / 4 号 ^ ) 

4 0 . 理事会在 6月 1 5日的第i 5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议题提交的一 

项决足草案（ U N E P / G G . ) 。 

* 理：P会第十四届会货通讨的各项^定全X，见本裉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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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 理 箏 会 在 第 1 4次会议上按照议畢规则笫7 1条设立的由主席团组成的特 

别工作小组报告说，经对决足草案中包括的有关理箏会i义畢规则提议的修正作出审 

议之后，建议理爭会通过这些修正。 

4 2 .法国代彔在论到^定萆茱第3投时说，如果祆照埕畢会笫1 3 / 2号 ^定^ 

立的常驻代表委员会从体制上固定下釆，则应为其捷供充分的口译服务。莰照他 

的要求，对这一投逬行了 ^名表决。 ^定草案 , 3段以 3 6票对2票，9票弃权， 

获得遒讨。表决结果如下： 

赞戍:阿根廷、澳大利亚、博茨瓦纳、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 

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 

拉克、日本、约旦、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墨西哥、荷兰、尼 

曰利亚、阿曼、巴布亚新几内亚、波兰、大韩民国、斯里兰卡、斯威士 

兰、瑞典、瑞士、泰国、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南斯拉^。 

反对:塞內加尔、赞比亚 

弃权:保加利亚、刚果、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希腊、毛里塔尼亚、土耳其、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扎伊尔。 

4 3 . 墨西哥代表在对表决进行解释说，他投票赞成这一决足因为他认为常驻 

代表娈员会很重要。不过他的代表团同鬵法国代表声明中所包含的原则，卸在所有 

正式的联合国论坛中应当使用所有联合国的正式语言。 

4 4 . 法国代表在对表决进行觯释时说，他之所以在表决中弃权是因为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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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协商表明—不能为常驻代表委员会提供口译服务。他认为这是对那些英语不熟 

练而使用其他正式语文的代表团的一种歧视，这种情况的增加将会妨碍那些代表 

团充分参加有关的会议。这一问题并不是严格的仅只法文的使用，而是指联合国 

内的所有正式语文的使用。他表示希望秘书处将会采取措施结束这种局面。 

4 5 . 执行主任说他认识到法国的立场,并说他将是笫一个銨吹在联合国官方论 

坛使用所有联合国语言的人。不过秘书处确不能就此问题作出决足，因为它涉及 

到联合国经常预算项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目前在环境署常驻代表委员会中使用 

英语的作法，还将继续下去，致少要到下一次理爭会常会开幕以前，因为目前没有 

资金提供其他语言服务。鉴于联合国內的财务危机.大巧怀疑大会会否批准在 

两年期内额外增加 5 0 0 , 000美元，为环境署常驻代表委员会的会议提供语言服务。 

理事会会议文件的合理化（第j 4 / 5 号 决 足 ） 

4 6 . 理聿 é "在 6月 1 7日的第 1 4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议题提交的 

一 项 决 足 草 案 （ ) 。 

4 7 . 该决足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交 换 所 体 制 ( 笫 1 4 / Ô 号 决 定 ） 

4 8 . 理筝会在 6月 1 7日的第 1 4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议题提交的 

一 项 决 足 草 案 （ ) 。 

4 9 . 该项决足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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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资'金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国际开发机构环境事务委员会的合作（% 1 4 / 

7号决定） 

5 0 . 理事会在6月;Ï 7日第 1 4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议题提交的一 

项 决 足 草 案 （ U U E l ^ C j i / U i K 

5 1 . 该决足草案以协两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与 非 政 府 组 织 的 合 作 ( ^ 1 4 ^ 8 号 决 定 ） 

5 2 . 理事会在 6月 1 7日第 1 4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议题提交的一 

项决足草案（ U N E P / G C , 1 . 3 2 ) 。 

5 3 . 该决定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环 境 状 况 报 告 （ 第 ！ 4 7 9 号 决 足 A — E ) 

5 4 . 理筝会在 6月 i 8日第i 5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几个 

^定萆茱（ U Î I E P / G C 。 傘 o r r . ï )。 

5 5 . 各项决足草案以协苘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种族隔离对南非黑人农业的环境影响(第 1 4 / 1 0号决足 ) 

5 6 . 理 箏 会 在 6 月 1 S 日 第 1 5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议题提交的一 

项决足草案（ U H E P / G C , 1 ' 2 7 ) 。 

5 7 . 该项决足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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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 丹麦代表代表毪爭会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成负国及代隶加攀大，端士和美 

利坚合众国说他们同葛以协树一致的方式遒讨这一^定因为他们痛恨种族fi离。 

不过他们感到遗憾的走，决定內容中涉及了本应鶬于其他机构权限范a的奴治问题 

他们反对在环埂署的工作中渗入政治问题的内眷。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环境状况（%i A/ii号决足) 

5 9 . 理事会在 6月 1 s 日第 1
 5
次会议上收到了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民主 

也门、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曼. 

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和也门就这一议题提交 

的一项决足草案（U W E P / G C „ i 4 / L。 3 t f )。 

6 0 . 根据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要求，对该决足草案进行了唱名表决。该决 

定草案以2 S票对 ; Z票， 7票弃权，获得通过。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巴西、保加利亚、智利、中国、刚果、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印度尼西 

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旦、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毛里塔尼亚、墨西哥、尼日利亚、阿曼、波兰、大韩民国、塞内加尔、 

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乌干^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南斯拉夫、赞比亚。 

反 对 :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弃权:阿根廷、澳大利亚、博茨瓦纳、加拿大、哥伦比亚、丹麦、法国、德 

蕙志联邦共和国、希腊、日本、荷兰、巴布亚新几内亚、斯威士兰、 

瑞典、瑞士、大不列颠及北愛尔兰联合王国、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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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 丹麦代表代表理事会的;欧经共同体成员国和瑞士，对表决进行解释时说， 

这些国家在表决中弃权是因为政治问题应属于其它论坛的范围。给理筝会增加政 

治问题的压力不仅不合适也不符合环境署的最大利益。 

6 2 . 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说他的代表团赞同丹麦代表表示的观点，并且说环 

境署和开发署与巴勒斯坦觯放组织协调提供支助是极不恰当的，不过这一巩点并 

不表明美国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经济与社会福利状况麻木不仁或者是容忍以色列的^ 

民点政策。 

6 3 . 瑞典代表说他的代表团在对决足草案进行表决时弃权并不因为他不同意 

决足的内容，而是因为他怀疑理箏会是讨论这些亭.宜的恰当的联合国机构。 

6 4 . 委內瑞拉代表对联合国技术机构的不断政治化表示关注。 

6 5 . 随后接到叙利亚代表递来的一项通知说，如果他曾参加彔决的话，他会 

投票赞成该项决定.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方面政府间结构和执掌的深入研究（笫 1 4 X 12号决定， 

66 . 理箏会在 6月 1 S 日 第 1 5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议题提交的一 

项 决 定 草 案 （ U N E P Z G C . M / L . A I L 

6 7 . 该决足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6 8 . 澳大利亚的代表说他对附于本决足的声明中的一些语言不感满葛。并保 

留在联合国系统较高级机构提出这一问题的权利。按照他的观点， 正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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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这类声明无论如何不能预先断足各国政府在经济及社会理爭会特别委员会和大 

会上作出的决足， 

到公元2 0 0 0年及其后环境展望（第 ï 4 / 1 3号决足 ) 

6 9 . 理爭会在！ 年 6 月 I 9 日 第 1 6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议 

题提交的一项决定草案（ U i r a P / G C ^ d / L j ô )和^关这一i义题捷芡大会审i义和 

通:y"的一项建议的决议草案（UNEP/G C 。 1 4 / L 。 4 7 ) 。 

7 0 . 该决足草案丄乂及擠交大会*议和通讨的一项建议的决议草多均以协苘一致 

的方式获得通过。 

7 1 . 日本代表说他的代表团同协茼一致的方式决足向大会提交有关《到 

公元2 0 0 0年及其后环境展望》的建议的决议草案。不过他并不赞同环境展望 

中所表示的一些观点，尤其是有关能源问题和安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 

7 2 . 墨西哥代表说他的代表团本着和谐的精神，没有反对向大会提交环境展 

望供审议与通过。墨西哥政府将仔细审议这一文件，并将在下届联合国大会上采 

取其认为是必要的任何行动。他重申了他的政府的坚决信念,即核武器是对人类因 

此也是对环境的最大威胁。他的政府认为将用于军备竟赛的资源移向促进发展与 

环境活动将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墨西哥政府坚信有必要改组国际经济体制以减 

少不公平和目前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 

7 3 . 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说，鉴于这样多的理事会成员国都认为环境展望非 

常重要，并且也看到了政府间届会间筹备委员会在为具有各种各祥的优先考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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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与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各国拟订有关环境概念、愿望与目标的一份集体声明中 

所作出的努力，因此,美国代表团很高兴的参加了就环境展望达成的协茼一致。鉴于 

环 境 展 望 文 艮 可 能 会 获 得 的 重 要 性 ， 因 此 必 须 指 出 ， 在 赞 同 展 望 文 件 的 

精神以及基本方向与大部分的结论和建议的同时，美国代表团不能同意文件中的一 

些方面，诸如有关国际经济发展、贸易、跨国公司的待遇以及农业经济和贸易政策 

等项问题。 

7 4 . 法国代表说她的代表团赞同了对环境展望达成的协苘一致，尽管她很难 

接受在缚属技术与经济性质的联合国机构的文件內将环境问题与政治概念联系在一起, 

7 5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说，他的代表团决足参加就环境展望达成的协 

商一致，因它坚决相信这一文件是唤起所有有关各方对环境问题的更大警觉的宝贵 

工具，也是朝向环境保护与恢复的更加紧密更富有建设性的国际合作的重要的一步， 

他的代表团愿意再次强调他的政府对这一世界范围的任务所承担的责任。不 

过他的代表团不赞成文件中所表示的一些观点，尤其是有关经济与M务等项问题 

为这些应羼于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其他国际机枸的职贲范围，他的政府将继续为环境的保 

与陕复以及为进;对环境无害和可持久的发展而进行的国际合作出积极的贡献， 

7 6 . 联合王国的代表说，他的代表团从其原来的立场作出了很大让步，以便 

取得协商一致，他很高兴这一点得以实现。不过它和其他代表团一样对环境署的 

政治化危险表示关注。象以前的各种场合一样，她的代表团认为大会而不是环境 

署才，论诸如财经一类的问题的恰当论坛；当大会对环境展望进行辩论时，它还 

很可能回到这一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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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第 1 4 , 1 4号决足） 

7 7 . 理事会在I 9 S 7 年 6 月 ： I
9
日 的 笫 1 6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 

议题提交的一项决足草案（ U N E i y G G . : i
4
/ L . 1 5 ) 以及一项提交大会审议与 

通 弒 的 有 关 这 一 议 题 的 决 议 草 案 （ U N E ) 。 

7 8 . 该决足草案，以及作为附件提交大会审议与通过的建议的决议草案以协 

苘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7 9 . 澳大利亚代表说，虽然他的代表团一直积极参与决足草案和提交大会通 

过的建议的决议草案的起草工作，而且其很多关注在后者通过的文本中也都得到了 

体现，他仍然感到有购点问题.紫一，矢于决议草案中设想的在世界环歩与 

发糜委员会有关持久发賡的建i乂的后续工作中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的, 

用，他的代表团坚决相信，不应便行咴协调会如间建W的那样^开其主要的作用。 

第二，虽然澳大利亚政府赞成许穸人夭于应当锎俅维持世界娈员会报舌的势头的观 

点，他仍然不滴蒽建议的决i义草杗中第1 8和 1 9段夭于就这一i义题在大会连续逬 

行三次辩论的蕙见，在目ff联合国系统出现严直的赘源限锎的情况下，他的代表 

团认为环境及笮夫的W题应杏一个标题下及应在确定对环境问题逬行审议的^年度 

的框架內迸行，也就是说，应确定在大会笫4 2 和 4 4届会议上对其进行',议. 

不过澳大利亚代表团满：t地注意到，除了在联大第四十二届会议上对世界委员会的 

报告进行介绍以及在第四十三届联大会议上有关持久发展的一项新议程的确定以外, 

决议草案第 1 6和第 1 7段所设想的程序实际上意味着在 1 9 89年召开的联大第 

四十四届会议上将进行主要的后继讨论。 

8 0 . 日本代表说他的代表团赞成达成的协商一致，但对世界委员会的报告尤 

其是关于能源和政治问题的部分继续存有不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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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化（第 1 A / 1 5号决足A — D ) 

8 1 . 理事会在 6月 i 7 日 笫 2 4次会议上收到了全体委员会提交的有关对抗 

沙漠化国家行动计划的一项决足草案（ U N E P / G C . i 4 / L . 3 7 — C )。 委员会赞 

同了经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修正的由非洲集团提出的草案文本。 

8 2 . 该项决足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并成为第1 A/1 5号决定的 

第 c节。 

8 3 . 理事会在 6月 1 8日第1 5次会议上收到了全体委员会莰交的有关沙漠 

化议题的另外三项决定草案:（UUEIVGC. 14/Iu 3 7 / A d d . 1 - D F ) , 

8 4 . 这些决定草案均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并成为第1 4 / 】 5 号 决 足 

的 第 A 、 E 、 D节。 

促进环境保护技术的转让（第1 4 / 1 6号决定） 

8 5 . 理事会在6月;I S日的笫 I 5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对这一议题提交的 

一项决定草案（ U N E P / G C . 1 4 / L . 4 5 )。 

8 6 . 该项决足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1 9 8 8 -1 989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方案预算（第I 4 / 1 7号决足 ) 

8 7 . 理筝会在 6月 1
 7

日的第 i
 4

次会议上收到了全体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 

交 的 一 项 决 足 草 案 （ 】 4 / ^ . 3 7 — C ！ ) 。 

8 8 . 该项决足草案以协两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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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资料系统（査询系统)(第； I 4 / i s 号 决 定 ） 

8 9 . 理 筝 会 在 6 月 1
 7

日 第 ！
 4
次会议上收到了全体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交 

的 一 项 决 足 草 案 （ U E E P / G C . H / L . 3 7—D)。 委员会核可了由澳大利亚、中国、 

芬兰、冈比亚、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的代表提出的一项草案文 

本。 

9 0 . 该项决足草案以协商一致的万式荻得通过。 

可能有毒化学品国际登记中心（第i 4 / i ç号决足) 

9 1 . 理筝会在 6月 1 7日第 I 4次会议上收到了全体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交 

的一项决足草案（ U N E i y t 5 C . " / L . 3 7 —J )。 

9 2 . 该项决足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全 球 气 候 变 化 （ 第 J é / 2 0 号 决 足 ） 

9 3 . 理事会在 6月i S日的笫i 5次会议上收到了全体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 

交的一项决足草案（ U N E P / G C „ 1 4 / 1 . 3 7 / A d d . 2 ̃ C ) 。 委员会核可了经澳大 

利亚代表修正的由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提出的一项草案文本。 

9 4 . 该项决足草案在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建议下经口头修正后以协两一致的方 

式获得通过。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区域和分区域方案(第J 4 / 2 1号决足） 

9 5 . 理 畢 会 在 6 月 2 8日的笫】5次会议上收到了全体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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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一项决足草案（ U N E P / G C . 1 4 / < L 。3 7/Ad(i,;i—;B)。 委员会核可了由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集团提出的一项草案文本。 

9 6 . 该项决定草案以协两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关于共有赞比河系统环境无损管理的行动计划（第Î 4 / 2 2号决足） 

9 7 . 理事会在 6月 1 7日的第 1 4次会议上收到了全体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 

出的一项决足草案（ U U E P ^ C 。 ; ï 4 / L 。 3 7 _ I I )。 

9 8 . 该项决足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非洲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养护和管理（第i 4 / 2 3号决足） 

9 9 . 理事会在 6月 1 7日的第 1 4次会议上收到了全体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 

交的一项决足草案（ U N E P / G C , : i 4 / L . 3 7—工）。 

100.该项决定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环境测量的改进与.协调（笫1 4 / 2 4号决足） 

10 1 .理事会在6月：Ï 7日的第】 4次会i义上收到了全体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 

交的一项决定草案（ U U E P _ / G C . 2 4 / L。
3 7 — A ) 。 委员会核可了由加拿大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日本、瑞士、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提出的 

一项草案文本。 

1 0 2 .该项决足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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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估（第2 4 / 2 5号决足 ) 

1 0 3 . 理爭会在 6 月 2 7 日的笫 i 4次会议上收到了全体委员会就这一议M提 

交的一项决足草案（UNEP/tî C 。 2 . 3 7̶:Ê ) 。 

1 0 4 . 该项决足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生物多样性国际公约的合理化（笫j 4 , 2 Ô号决足） 

1 0 5 . 理箏会在 6月】 7日的第 Î 4次会议上收到了全体委员会就这一议超提 

交 的 一 项 决 定 草 案 （ U N E P ^ C 。 Î 4 ^ 。 3 7̶; E )。 委员会核可了经与国际养护 

自然和自然资源联合会的观察员协商后修正的由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和美利坚 

合众国的代表提出的一项草案文本。 

1 0 6 . 该项决足草案以协两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国际贸易中的化学品，尤其是被禁的和严格限制的化学品的环境安全管理(笫I 4 , 

2 7 号 决 定 ） 

1 0 7 . 理箏会在 6月： I S 日 的 第 1 4次会议上收到了全体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 

交的一项决足草案（U U E P / G C ^ i d / L J ? — F ) 。 委员会核可了由澳大利亚、 

加拿大、丹麦、法国、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匈牙利、毛里塔尼亚、墨 

西哥、荷兰、塞內加尔、瑞典、瑞士、突尼斯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 

提出的一项草案的文本。 

108..该项决足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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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9 . 联合王国的代表在强调有必要提供充分的防范措施以避免国际贸易尤其 

是有害化学品贸易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带来的风险时，对建立一项令人满意的事先知 

情的同葸体制的实际性表示怀疑。她说，联舍王ni政府在对决定里提议的新工作 

表示同葛以U,希望首先对《伦敦准则》的买施经验作出评估. 

1 1 0 . 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说，序言第六段以及第3段的笫（a )和（ ID ) 小 

段似乎对特别工作小组有关事先知情的同意方式以及《伦敎准则》买施的评估工怍 

结果进行了事先评判。 

保护臭氧层(第 2 4 / 2 S 号 决 足 ) 

1 1 1 . 理事会在第14次会议上收到了全体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交的一项决足 

草案（ O T E P _ / ^ C 。 i 4 / l 。 3 7 - H ) 。 ： 

1 1 2 . 该项决足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环境方面的国际公约和议足书 (第 ï 4 / 2 g号决足） 

1 1 3 . 理箏会在 6月 1 7日的第 I 4次会议上收到了全体委员会就这一议题 

提 交 的 一 项 决 足 草 案 （ U N E P / G C . l d ^ J ? — K ) 。 

1 1 4 . 该项决足草案以协苘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对环境无害的危险废料管理（第i 4 / 3 0 号 决 定 ) 

11 5 . 理事会在 6月 1 7日的第 1 4次会议上收到了全体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 

交 的 一 项 决 足 草 案 。 1 4 / ^ . 3 7 —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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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6 . 按照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要求，理事会同意序言第一段第3行中以"处 

置 "一词代替"消除"一词。 

1 1 7 . 该项决足草案按照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的建议经口头修正后以协苘一致 

的方式获得通过。 

共有自然资源以及近海采矿和钻探的法律方面（第24 / 3 2号决足） 

1 1 8 . 理事会在第i 5次会议上收到了全体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交的一项决足 

# ( U N E P / G C . l 4 / L . 3 7 / A d d . l - A ) 。 委员会核可了经巴西代表修正的 

由主廉提交的一项草案文本。 

H 9 .该项决足草案以协苘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几种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危瞢环境的化学物质、化学讨程和化学现象清单(第1 4 / 3 2 

号 决 定 r ' ^ 

1 2 0 . 理事会在6月 1 7日的第2 4次会议上收到了由全体委员会就这一议题 

提交的一项决足草案（U N E P / G C 。：M/<L.3 7— I O。 

1 2 1 . 该项决足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荻得通过。 

额外资金来源（ % 1 4 / 3 3号决定） 

1 2 2 . 理事会在6月 1 6日的第1 3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就这一议题提交的一 

项决; E 草案（ U E E P / G C . 1 „ 2 1 )。 

1 2 3 . 该项决足草案以协诃一致的方式荻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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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基金及其他基金（第1 4 Z 3 4 号 决 定 ) 

1 2 4 . 理筝会在 6月 1 6日的笫！ 3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就这一议题提交的 

一项决足草案（ U N E V G C ‧ I 。 I 5 )。 

1 2 5 . 该项决足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莸得通过。 

万案及方案支助费用（第1 4 5号决足） 

1 2 6 . 理亭会在 6月 1 6日的笫 1 3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就这一议题提交的 

一项决足草案（UÎOIIP/GC ' 。 2 0 ) 。 

1 2 7 . 该项决足草案，经荷兰代表口头修正后，以协两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环境基金 ( % 1 4/3 6号决足) 

1 2 8 . 理事会在 6月 1 6日的笫 2 3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就这一议题提交的 

一项决足草案（UïîEP/G C , ：！ 。 2 5 ) c 

1 2 9 . 该项决足草案以协苘一致的方式荻#it过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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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理筝会理爭国系由第三十九庙联大于1 9 8 4 年 1 2 月 1 0 日 第 9 3 次 全 

体会议、第四十届联大于1 9 8 5 年 1 2 月 1 7日第 1 2 0 次 全 体 会 议 和 于 

1 9 8 6 年 4 月 2 8 日 第 1 2 3次 *会议、以及第四十一庙联大于1 9 8 6 

年1 2 月 5 日 第 9 8次全体会议经选举决定（第39/ 3 1 0、 4 0 / 3 1 6 和 4 1 / 

3 1 0 号决定）。 

见《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4 9号》（ A / 4 1 / 4 9 ) 。 

U N E P / Q C . 1 4 / 1 3 . 

U N E P / G C . 1 4 / 2 , 笫四章，第 2 3 4 - 2 5 3 段，及 U B E P / G C . 1 4 / 3 ，第四 

鞏，第2 2 2 - 2 5 7段， 

U U E P / G C . 1 4 / 2 , 第四草，第 2 5 4 - 2 7 1段，及 U N E P / G C . 1 4 / 3 第四章 , 

第 2 5 8 - 2 7 8段。 

U E E P / G C . 1 4 / 1 7 ,附件三。 

賴 P / G C . 1 4 / 1 8 ,及堉编一。 

U U E P / G C . 1 4 / 2 5^ 0 C o r r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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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环境规划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足 

决定编号 标 题 通过日期 页 次 

1 4 / 1 方案政策与执行 

A.政策事项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今后工作的方向 1 9 8 7 年 6 月 J ' 7 H 3 6 

B .新的主动行动 1 9 8 7 年 6 月】 7 0 37 

C .国际环境会议 1 9 8 7 年 6 月〗 7 H 3 9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报告 1 9 8 7 年 6 月〗 8 H 4 1 

1 4 / 3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人类住 

区（生境）中心之间的合作 ! 9 8 7年6 月】 [8 H 4 3 

2 4 / 4 理爭会会议的周期及会期 1 9 8 7 年 6 月】 [8 B % 

14/5 理事会会议文件的合理化 1 9 8 7 年 6 月】 1 7 H 49 

1 4 X 6 交换所体制 1 9 8 7 年 6 月】 1 7 H 5 0 

1 4 / 7 环境与资金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与国际开发机构环境事务委员会 

的 9 8 7 年 6 月 J 1 7 H 52 

1 4X8 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1 9 8 7 年 6 月】 1 7 曰 53 

环境状况报告 

A .健康与环境 1 9 8 7 年 6 月」 1 8 0 55 

B . 1 9 8 7年世界环境状况 1 9 8 7 年 6 月」 1 8 0 57 

C .出现中的环境问题 ！ 9 8 7 年 6 月 1 8 0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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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足编号 标 题 通过日期 页 次 

D . 环境箏件 

E . 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 

14/10种族隔离对南非黑人农业的环境影 

响 

1 4 / 1 1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 

领土的环境状况 

1 4 / 1 2关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方面政府 

间结构和职掌的深入研究 

1 4^13 到公元2 0 0 0年及其后的环境 

展望 

14X14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 

14/15沙漠化 

A .《防治沙漠化行动计划》的 

执行情况 

B . 苏丹一萨赫勒区域內《防治 

沙漠化行动计划》的执行情 

况 

C . 防治沙漠化国家行动计划 

D .为执行《防治沙漠化行动计 

划》筹资的特别帐户 

1 4 / 1 6促进环境保护技术的转让 

1 4 X 1 7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方案预算， 
1 9 8 8 — 1 9 8 9 年 

I 9 S 7 年 6 月 2 8 曰 

I 9 8 7 年 6 月 I S 日 

年 6 月 日 

9 8 7 年 6 月 J 8 B 

9 8 7 年 6 月 I S 日 

9 8 7 年 6 月 】 9 日 

9 8 7 年 6 月 2 9曰 

9 8 7 年 6 月 1 8 曰 

9 8 7 年 6 月 】 7 曰 

9 8 7 年 6 月 ！ 8曰 

9 S 7 年 6 月 " 曰 

9 8 7 年 6 月 1 7曰 

6 0 

6 1 

6 2 

6< 

6i 

74 

8 1 

8 6 

8 8 

9 1 

92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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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足编号 标 题 通过曰期 页 次 

i4yi8 国际环境资料系统（査询系统） 1 9 8 7 年 6 月 1 7 H 

1 4 / 1 9 可能有毒化学品国际登记中心 1 9 8 7 年 6 月 1 7 H 9 6 

2 4 X 2 0 全球气候变化 1 9 8 7 年 6 月 2 8 H 9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区域和分区 

域方案 1 9 8 7 年 6 月 1 8 H 9 9 

1 A/2 2 关于共有赞比西河系统环境无损 

管理.的行动计划 1 9 8 7 年 6 月 】 7 H 1Q3 

1 4 / 2 3 非洲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养护和管 

理 1 9 8 7 年 6 月 」 ！ 7曰 104 

1 4 / 2 4 环境测量的改进与协调 1 9 S 7 年 6 月 ， I 7曰 105 

1 4 / 2 5 环境影响评估 ï y s 7 年 6 月 z 7 B 106 

I 4 / 2 6 生物多样性国P示公约的合理化 1 9 8 7年 6月】 [ 7 B 108 

14X2 7 国际贸易中的化学品，尤其是被 

禁的和严格限制的化学品的环境 

安全管理 1 9 S 7 年 6 月 . I 7曰 
109 

保护臭氧层 1 9 S 7 年 6 月 ， I 7曰 112 

1 4/2 9 环境方面的国际公约和议足书 2 9 8 7 年 6 月 j I 7 H 1 1 4 

14^30 对环境无害的危险废料管理 2 9 8 7年 6月】 【7曰 115 

14^3 1 共有自然资源以及近海采矿和钻 

探的法律方面 1 9 8 7 年 6 月 」 I 8曰 1 1 7 

1 4^3 2 几项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危窨环境 

的化学物质、化学过程和化学现 

象清单: 
1 9 S 7 年 6 月 1 7曰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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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足編号 标 题 通过日期 页 次 

14X3 3 额外资金来源 

2 4 / 3 4 信托基金及其他基金 

14,3 5 方案及方案支助费用 

14X36 环境基金 

其 他 决 定 

理箏会笫一次特别会议临时议程、日期及地点 

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日期及地点 

9 S 7 年 6 月 " 曰 

9 S 7 年 6 月 1 6 曰 

9 8 7 年 6 月 1 5曰 

9 8 7 年 6 月 2 6日 

119 

121 

12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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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方案政笼与执行 

A.政策事项及联合国环埼.规划署今后工作的方向 

理事会， 

审议了执行主任《1 9 8 5 年 度 报 告 》 ' ^ 《 1 9 8 6 年 度 报 告 》 2 ,以及他 

的介绍性报告^增编- ,包括执行主任的介绍性发言在内， 

一 . 政 策 事 项 

1 .赞赏地注:t到执行主任的年度报告及他的介绍性报告所提供的关于理畢会第十 

三届会议所通过决足的实施情况的资料及所表示的：t见； 

2 ‧ 大会第四十和四十一届会议及大会#别会议通过的关于非洲危急经济 

情况的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I 9 8 5 年 和 i 9 8 6年会i义通过的决议，那 

些决议都特别要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采取行动，并注意到执行主任针对其中某些决 

议已经采取和考虑采取的后续行动； 

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今后工作的方向 

1 .表示赞赏执行主任所办理的对联合国环境署自成立以来的活动的详尽内部审f 

1 U N E P / G - C . 14/2 ..: 

2
 U N E r / G C ‧ i4/3及A d à .I ‧ 

> U S E P / G C ‧ 1 4 / 4 及 A d d . i — 3 和 A à d . 3 / C o r r 1 . A d d . 4 — 6 

和补编 1 和 2 、 A d d . 7和补编：！，及Ada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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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及其结果，其中突出指明了主要成就、失败与缺点及吸取的教训，详情具见关 

于环境署今后工作的方向的报告，* 

2 .认为评价工作是拟订方案过程中的一项必要组成部分，应茌讲行时使用联合国环 

垵,规划署与联合国系统內外的合作伙伴及与各 1 1 1政府协商后编制的一项增订完善的 

项目与方案评价方法； 

3 . 执行主任在其报告 5中所廷议的十^ È1标、他;Œ同一报告 6中所建议的二 

十项指标以及强调集中注意力于方案一级及选择项目集中国家的标准都应随时参酌 

变迁中情况加以审查，并作为理事会将于i 9 8 S年举行的特别届会上审议全系统 

中期环埼.方案和联合国中期计划关于环埼的一章时的有用参考， 

第 2 4次会议 

2 9 8 7 年 6 月 ！ 7 日 

B。新的主动行动 

理事会， 

- .森林生态系统 

注意到近来在森林、特别是热带森林、方面的种种发展，例如国际热带木材协 

定的生效，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的成立，以及热带森林行动计划，后者是响应2 9 7 9 年 

* U B E P / G C . 1 . 4 

-' U N E P / G C .14 /A/A dd .4,附件一 
6 U H E P / G C . I (id . 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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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第7/6号决定而采取的主动行动，现由联合国粮食如农业组织负贵协调， 

考虑到森林生态系统以及其资源的命运所引起的关注,以及有需要保证此种资 

源的持久利用及养护， 

注意到并欢迎执行主任报告的 7主动行动,要在拥有热带森林相其他森林生态 

系统的国家及木材主要使用者的国家之间进行协商，以期通过适当的国际体制找到 

方,法与途径，来探讨切实的合作行动，以谋达成重要森林生态地区及其遗传资源的 

持久利用;养护， 

二， 1 9 8 7年世界环境日 

祝贺执行主任关于"1987年世界环境g*的庆典以及逑立"全球5 0 0 "的主动 

行沩,后者旨在向全世界茌改善环境方面成, I t卓著的个人相组织、^括非政府组织,, 

表示崇敬。 

第 1 4 次 会 议 

年 6 月 1 7 H 

U N E P y G C . 14/4 , 第 2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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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国际环境会议 

理事会, 

- .非洲部长级环遭会议 

回顾其1 9 8 5年 5月2 3日关于召开非洲环境会议的笫1 3 Z 6 号决定， 

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执行上述决定的报告， 8 

1 ‧祝贺执行主任根据理事会第1 3/6号决定，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及 

非洲统一组织合作进行的工作； 

2 .注意到分别于1 9 8 5 年 1 2 月 1 6 日 至 1 8 日 在 开 罗 以 及 于 1 9 8 7年 

6月4日至6日在内罗毕举行的非洲部长级环境会议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的报告所 

载的各项决议，； 

3 .欢迎在开罗举行的非洲部长级环境会议第一届会议所通过的《非洲合作开 

罗方案》'：这个方案与联大第十三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联合国1 9 9 0年 

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的执行有直接的关系； 

4 ‧盧执行主任在可用资源范围内为《非洲合作开罗方案》中选定优先执行的 

各项活动提供技术相财政支助； 

8 U N E ? / G C。 j U / 2 ,第二章，第 6 5— 7 3段，第三耷，第 1 S段。 

， 见 U N E P / A E C , 2 / % 附 件 一 ， ^ P U E E P / G C • 2 4 / 4 X A d d • ô X S u p p i e m e n t 2 

， ° U H E 3 ? / G C 。 1 4 / 4 / A d d 。 6 , 附 件 一 。 

，'大会第S ̶ 1 3 / 2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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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届阿拉伯部长级发展活动中环境考虑会议 

回忆执行主任i 9 8 5年年度报告中关于召开制定阿拉伯世界环境战略的泛阿. 

会议的部分，' 2 

注意到执行主任的介绍性报告中关于第一届阿控伯部长级发展活动中环境考 

虑会议的有关各节，在报告中，他还向理事会转递了该会议通过的《闸拉伯环境与发 

展宣言》，'， 

1 执行主任关于‧国环境规划署在第一届阿拉伯部长鈥发展活动中环 

境考虑会议的筹备工作中发挥了自己的诈用； 

2 .豈执行主任在可用资源范围内对该会议的诸机构给予一切实际的支助，并 

参与贯彻其各项决定的执行。 

三.审查议会间环境会议所作建议执行情况特设委员会 

1 .满意地注意到1 9 8 7 年 2 月 2 3 日至 2 5日在内罗毕召开的审査1984 

年议会间环境会i义所作建议执行情况特设委员会的会议的结果； 

2 •进一步注意到特设委员会的结论扣建议；" 

， 2
 U N E P / G C 。 " / 2 , 第 三 耷 ， 第 " 段 ‧ 

, ， U H E F / G C . 1 4 / 4 / A d d ‧ 6 ,第二节及附件二 

'* E U N E P y G C . 1 4 / 4 / A d d . 6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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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赞扬许多国家的议员们在环境事项上正在发挥的积极作用； 

4 •请执行主任以现有资源改善环境署发起的现行国际资料系统，包括改善 

关于其他国家通过的环境法相关于国际法律文书的资料交流； 

5 .通过议会联盟呼吁各国议员,按审査委员会的建议所概述的方式，进一步 

加强他们在提高群众认识环境问题、在政府最髙层代表群众发出关切之声、在提倡 

旨在改善环境的稳健政策、在他们的选区内加强环境行动等方面以及在加速各国批 

准和执行有关的国际文书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14次会议 

年 6 月 1 7 日 

1 4X2.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报告 

理事会， 

回顾其1 年 s 月 2 3 日 第 2 3 / 3 号 决 定 ， 除 其 他 外 ， 其 中 建 议 行 政 协 

调委员会在1 Q 8 6^11 9 8 7年应继续每年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注意到行政协调委员会很重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催化、协调^促进的主要作 

用， 

1 。感谢行政协调会1 ^ S 5^11 9 8 6年有关环境领域协调工作的报é ， 5 

并欢迎行政协调会继续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表示关心^提供合作； 

， S
 U N E P / G C 1 4 / 8 和 U N E P / G C . 1 4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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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意到行政协调会很重视全系统中期环瑋.方案,并欢迎行政协调会议可执 

行主任每六年召开一次理事会特别会议以核准中期方案的提议' 

3 ‧ 承认确有必要如行政协调会所表明的,应在审议1 9 9 0-1 9 9 5 年 

期第二个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时，计及演进中的环境观念，并承认行政协调会对主 

要项目和方案以及全系统中期方案的联合评估工作所赋予的重要性； 

4 .，执行主任在编制笫二个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时，充分计及^筝会 

1 9 8 7 年 6 月 1 9日^于《到公元200 0年及其后的环境展望》文件的第1 4 / 2 3 

号决定； 

5 . 欢迎行政协调委员会对全球资源资料数据库的支持,请执行主任继续与 

联合国的适当机构^机关进行协商，以确保在全球资源资料数据库的工作中获得它 

们的参与相合作； 

6 - 确认环境与就业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并欢迎行政协调委员会建议由国际 

劳工组织起草一份文件，审査发展中国家和工化化国家的与环境和就亚有关的问题; 

7 '，执行主任发起与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和机关首长的双边会谈，以便就旨 

在榥高环境事务指定官员团作为联合国系统环境事务中有效协调工具的作用商足共同 

努力办法； 

8 .进一步请执行主任注意行政协调委员会的看法，即对发展项目的潜在环境 

影响分析应作为项目评价过程的一部分； 

9 . 请行政协调委员会继续每年向理事会就下列方面的协调事宜作出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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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环境领域； 

(b) 《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的执行。 

mi 5次会议 

1Q87 ^-6 M 1 8 B 

1 4/3.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 

人类住区（生境）中心之间的合作 

理事会， 

回顾其J 9 S 5 年 5 月 2 3日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 

中 心 之 间 * 的 第 1 3 X 1 2 号 决 足 ， 

又 回 顾 大 会 】 9 S 5 年 I 2 月 1 7日关于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与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合作的第4 0/ 1 9 9号决议.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执行主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 

主任的第一次联合提出的进度报告，' 7 

确认有必要继续并扩大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之间 

的合作，以便促进并实现对环境无害的人类住区和持久发展， 

' 6《联合国沙漠化会i父的报告，内罗毕，1977年8月29日至9月9日》（ 

74^36)，第一章。 

， 7 U N E P / G C . 1 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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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商同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执行主任，继 

续并扩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之间关于支持共同关切 

的全系统工作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执行主任及其s爭会主席团^生境中心执行主 

任及人类住区委a会主席团笫七次主席团联席会议所确定的下述四个专颞领域的合 

作 ；
1 8 

(a) 人类住区环境条件的评估； 

(b) 人类住区的政策、规划和管理中的环境考虑一包括农村和城市； 

( 0 恰 当 , ； ^ ； 錄 的 住 区 技 术 ； 

(d)对环宪无害的人类住区规划与管理方面的研究和训练及有关情报的分发。 

第 1 5次会议 

年 6 月 日 

1 4力。埋事会会议的周期及会期 

理事会， 

回忆其J 9 S 3 年 5 月 2 3 日 第 j 1/2号决定，其中除其他外，决定理事 

会将于2 9 8 7年最后夹决定其会议的周期， 

'8 U N E P / G C 1 3 / 6 , 第 1 8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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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忆其1 9 8 5 年 5 月 2 3日关于成立常驻代表委员会的第13/2号决定， 

考虑到执行主任关于理事会各届会议的相隔时间及会期的报告"及常驻代表 

委员会关于理事会两年届会周期的影响的讨论， 

仔细审査了从已得的经验来看两年届会周期的利弊， 

mi±^l 9 8 3年 1 1月 2 5日第 3 8 / / 3 2 D号决议及 1 9 8 5年1 2月 1 7 

日第40/200号决议， 

亦已考虑每两年举行一次届会的提案对大会1 9 7 2年 1 2 月 1 5日第 2 9 9 7 

(XXV工工）号决议和1 9 7 5年 1 2月 9曰第 3 4 3 6 ( m c )号决议、估计未来资 

源及其分配的条件、联合国环境署基金的财务细则以及理事会的议事规则的各种影 

响， 

1. 决定建议大会审议及通过本决定附件一里的决议草案; 

2. 决定在大会通过上文第1段所述的决议草案的条件之下: 

(a) 理事会经常届会的正常会期以十个工作日为限； 

(b) 核可本决定附件二所示对议事规则的各项修正； 

(c) 修正理事会于其1 9 7 4 年 3 月 2 1日第 1 0 (工工）号决定里核可的、 

及本决定附件二所示的估计未来资源及其分配的条件的第7段； 2。 

(d) 修正联合国环:^规划署基金的财务细则第2 0 9 • 2条，一如本决定 

19
 1 W A â d • 2 • 

2。参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环境基金的立法和财务条文》（内罗毕，环境署， 

1 9 7 6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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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所示； 

3 ‧ 决定依照第J 3 /2号决定成立的常驻代表委员会，应继续与执行主 

任每年至少举行四次会议，会议曰期由该委员会自行每年于九月间的会议上与执行 

主任协商决定； 

4 *J|执行主任继续每年发袠其年度报告及环境,状况报告； 

5 *请行政协调委员会继续每年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第 1 5 次 会 议 

1 9 S 7 年 6 月 2 S 日 

附 件 一 

供大会审议的决议草案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的两年届会周期 

大会， 

回忆其1 9 7 2 年 1 2 月 ！ 5 日 第 2 9 9 7 ( X X V I I )号决议 .其中决定成立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并规定理事会成员的任期， 

同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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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第 2 9 9 7 ( X X V I I )号决议里规足的理事会的主要职责之一是每年审査和 

核准该决议第三节所述的环境基金的方案和资源的利用， 

回忆第2 9 9 7 ( X X V I I )号决议笫 3段里规足理事会 H每年通过经济及社会理 

箏会向大会提出报^,以及"75年2 2 月 9 日 第 3 4 3 6 ( X X X ) 号 决 议 第 5 段 里 要 求 

理事会应每年向大会报告环境方面新订的任何国际公约及现有各公约的状况， 

者 虑 到 1 9 8 3 ^ 】 2 月 2 5 日 笫 3 8/3 2 D号决议,其牛要求大会的附属机构考 

虑每两年举行会议及提出报告的办法，以及JI 9 S 5年： Ï 2 月 】 7 日 第 4 0 X 2 0 0 

号决议，其中对理事会决定在试验基础上改用两年届会周期一事表示欢迎， 

满意地注意到理箏会1 y S 7 年 6 月 ^ « 0 关 于 理 事 会 会 议 的 周 期 及 会 期 . â 3 

第 号 决 定 ， 

考虑了鉴于理事会会议改为两年周期之.后可能要改变理事会戍员的任期， 

1 . 决足理事会于1 9 8 8年不举行常会，而从2 9 8 9年起，只在单数年 

举行常会； 

2 . 又决定理事会应于1 9 8 8年举行一次为期一周的特别会议，以全体会 

议为限，会期以五个工作日为限，来审议和核可下一个1 9 9 0 - 2 9 9 5年全系 

统中期环境方案草案，并审议同一期间联合国中期计划草案里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的一章，然后提交大会核可，又，从此以后，理,会应为此同一目的每六年举行 

一次为期一周的特别会议； 

3
 . 秘书长与各国政府进行协商，作出必要的过渡安排，以适H规划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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箏会成员的任期从三年改为四年，成员的半数每两年改选一次；. 

4 ‧ ^ ^ 第 2 9 9 7 (XXV工工）号决议第3段及第3 " " X X X ) 号 决 i 义 第 5 段 

里要求理事会提出的报告，H每两年而不是每年提出， 

附 件 二 

A . 修正理事4议事规则 

第 ！ 条 

理事会通常每两年举行常会一次。 

% 2 条 

除第3条所规定外，理筝会每届常会应依照理筝会上届会议所决定的日期举行 

所决定的日期H使经济及社会理爭会和大会能在同一年內审议理事会É勺报告。 

第 1 S 条 

1 . 理事会在常会第一次会议开始时，应就其成员中选举主席一人，副主席 

三人和报告员一人.这些职员组成理事会的主席团.主席团应协助主席执行理 

事会的一般事务。依照第 6 0条规足可能设置的会期委员会或工作组的主席，也 

应被邀参加主席团的会议。 

2 .理事会在选举其职员时， H充分顾到公平地域代表性的原则. 

3 . 在正常情况下,理事会的主席勒报^应由载于大会第
2 9
9

7
( X X V I I ) 

号决议第一节第！段內的五组国家轮流担任• 

- 4 8 -



E .修正估计未来资源及其分配的条件 

将第iû( u )号决定(g)段改为下文： 

"理事会将审査中期计划的进展情况并采取因方案的优先次序或资源供应发生 

重大变动而必须采取的适当决足," 

c ‧ 修正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基金财务细则 

细 则 2 0 9 . 2 

应设 i f财务储备金，其数额不时由理事会根据执行主任的建议作出决足.财 

务储备金的用途应为保证基金的周转力和健全状况、补偿不平衡的现金出入.并用 

来应付理筝会可能决足的其他类似需要《 理事会应不断审査财务储备金的水 

平和组成.要计及下一个两年期的估计收支* 

! 4 / 5 . 理 事 会 会 议 文 件 的 合 理 化 

理事会， 

考虑到其 if用是作为一个战略性机构,赋有向执行主任提供指导的任务， 

强调必须拫据清晰的文件迅速处理其事务， 

强调需要简明的文件,其中应明确指出须作决定的事项并简洁说明所牵涉的必 

要考虑， 

直执行主任为今后埋事会届会,针对每一««lÉi义程项目提供一件单一的理事会业 

务文件，其中可酌情提到仅作为参^‧§的而提^^事会的各份背景文件。 

第 次 会 议 

年 6 月 1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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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交换所体制 

规划理事会， 

重申其 1 9 8 2年 5月】 S日特别会议通过的笫 1号决议第四节第 3段里表示 

的意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催化、协调和刺激作用依然适当， 

记得其JI 9 7 3 年 6 月 2 2日第！ （1>^决定笫一节和第四节， 

回 顾 其 1 9 S 2 年 5 月 3 1 曰 第 1 0 / 4 号 、 第 1 0 / 6 号 和 第 1 0 / 2 6 号 

决定，执行主任依照这三项决足在环境规划署以內在试验基础上成立交换所体制， 

X回顾其 J 9 5 4 年 5 月 2 S 日 第 1 2 / 4号决足，其中规足交换所的试验延 

长三年到第十四届会议，同时要求执行主任成立交换所单位，执行环境方案的交换 

所职责， 

' î î m i 2/4号决定，授权执行主任将交换所单位的职员水平定为五个专 

业人员，再加上支助服务， 

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交换所试验的报告". 

承认交换所体制进行的积极工作， 

考虑到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i}^元2000年及其后环境展望》文件" 

2 2 U N E P y a c . l W A d d , 3 和 C o r r . 1, 

"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Oxford,Oxford Uhiv^rsity Press, 1987) 

»参看本报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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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势头， 

1.证实继续维持环境规划署的交换所职务; 

2 , 又决足交换所体制应集中努力加强发展中 i l家的能力,通过政策规划和机构 

建立的途径促进持久发展，使发展中国家能够优先注意环境考虑，同时并应支持具 i 

有区域重要性的少数方案； 

3 ,要求执行主任利用预算外资金进行短期的专门知识研究及少数的试办项目; 

4 .强调执行主任应于接得请求时向各园政府就如何编制将请求交换所援助并向 

双边相多边捐款机构提出的项目提案以及方案经费W可能来源提供意见;/ 

5 .促请捐款机构支持执行主任与受援国密切合作执行交换所体制的职责,从而 

协坳各国政府寻求和提供援助，执行无损环境的发展项目； 

6.要求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支持执行受援国要求的、经交换所体制鉴定的无损 

环境的项目和方案提案； 

7 .鼓励执行主任考虑在可用资源范围内增加交换所单位的职员人数,使其职员 

水平符合其活动水平； 

S .并鼓励捐款机构以借调方式向交换所单位提供有经验的工作人员； 

9 .要求执行主任作出安排,对交换所体制进行外聘专家评价，并就评价结果向 

理亭会下一届常会汇报； 

1 0 . f多执行主任在其提交理事会的报告里报导交换所活动的进展情况。 

笫J 4次会议 

年 6 月 1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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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7 . 环 境 与 资 金 ^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与 

国际开发机构环境事务委员会的合作 

理事会, 

回颐其1 9 8 5 年 5 月 2 4 日第 1 3 7 1 6号决定，其中请执行主任对 i l际开 

发机构环境事务委员会工作进行定期审查，尤其是寻求增强环境署向这些机构提 

供索见和建议的能力的方法与途径， 

1 • 满意地注意到执行主任的报告"中为理爭会提供的有关委员会工怍^活 

动的情报； 

2 ‧ 也满意地注意到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北欧投资银行和中美洲经济一体化 

银行决定签署《有关经济发展的环境政策和程序宣言》 2 6从而分别戍为委员会的笫 

十二、十三和十四名戍员； 

3 • 欢迎成员机构采取的重大行动,在个自的财政政策和项目实施中，包括 

环境考虑的內容，并努力提高其业务职员的环境事务队识水平； 

4 . _^委员会的各成员机构愈加注重以具体方式协助各发展中国家拟订并 

汍行它们的全面发展政策，务使那些政策具有可持续性及对环境无损害； 

" U N E P / O C . 1 4 / 2 ,第四章，第2 6段； U 2 J E P X G C . 14/3,第四章，第22— 

2 7 段 ； U N E P X G C . 1 4 / 4 / A d d . 5 . 
2 6 U N E P / W G . 3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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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进一步欢迎该委员会决足在其工作和活动方面征求各有关多边开发供资 

机构和双边捐款机构的 ^ ^ 

6 . 促请该委员会的各成员机构继续同环境规划署协作,来促进并执行《有 

关经济发展的环境政策和程序宣言》的规足，务期实现将环境考虑充分地纳入它们 

的发展合作活动之中； 

7. 竺执行主任继续供给娄会秘书柳 f t^m靠它们的工作继^并加強同娄员 

会戍员机构的合作，并协助他们来审査并进一步改善它们的环境政策相程序，其目 

的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拟订对环境无损害及可持久的发展计划、方茱相项目，'并在这 

方 i l加强其能力湘专门知识； 

8 . 还请执行主任继续促便各有关多边开发供资机构相X边捐款机构遵守该 

《宣言》内制定的原则； 

9. 并请执行主任就委员会的工作向理事会下一届常会提出报告* 

第 1 4 次 会 议 

i 9 S 7 年 6 月 J 7 3 

1 与 非 政 府 组 织 的 合 作 

理事会， 

回顾其 1 9 8 5 年 5 月 2 3 日关于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笫 1 3 / 1 3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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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非政府缉织作为关于持久发展的生态相文化条件的侑报和知识来鎵并作为 

此种侑报相知识对公民、实业界、政府和发展援助机关的传播者、在促进民众眷加 

持久发展上的直要性， 

强调环境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环境署外联方案中的作用, 

1. 祝贺执行主任继续及更加直視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相主动将一些非政府组织 

荣列 " ^ 5 0 0 " 名单； 

2. ！执行主任采取步骤以保证； 

(a) 非政府组织一贯恭与联合国环境署方案的一切有关方面，自规划以至 

执行阶段； 

(b) 备有充足的人力资源相灵活的程序来与非政府组织合作； 

(c) 设法，一都分逋过环境署区域办事处，扩充少量补助金计划； 

3 . ^；执行主任顾到每一环境机构的活动与政策，设法由基金会相个别人士出 

资，成立一个基金，帮助合格的组织^个人在适当请形下经有关政府同意，继续相 

扩大他们的环境^外联活动； 

4. 并请执行主任: 

(a)与作为环境与发屦全球朕盟的环境联络中心合作，使其活动区域化， 

便其成6与赞助者春与联合国环境署的工作，确使其戍员尽量直接互 

相帮助，并便其少量助金计划区域化以增加其对于区域相地方非政府 

组织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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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继续与其他全球性非政府组织，如大自然养护会相环埂及发屦研究所 

等，在共同关切的领域合作，并在情报相计划执行上帮助世界各地的 

区域相地方非政府组织； 

(c) 支持区域非政府组织网络转别是在发屦中国家里逑立与工作； 

5. I执行主任向规划理事会下届常会报告本夾定的执行侑况. 

第 1 4 次 会 议 

】 " 7 年 6 月 " g 

14 A 环 境 状 况 报 告 

A 。健康与环境 

理事会， 

回忆其i 9 8 5 年 5 月 2 4日笫13/91)#决定，其中指定2 « 8 6年执行 

主任的环境状况报告应以健康与环境为主题， 

注 意 到 执 行 主 任 的 " " 年 环 境 状 况 报 告 2 7 

欣赏地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于笫三+力.届世界卫生女会上举行健康与环境的 

技术讨论，讨论结果进一步加强了对于有关经济发展活动的决定及有关健康与环 

U N E 。 1 4 / 5 湘 C o r r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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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决定两者之间密切关连的意识， 

表示感激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联合发起上述讨论， 

认识到极难得到可靠的相直要的健康统计,牿别是在多数发展中国家， 

亦认识到偶然的或经常的污染影响到全世界,而发展中世界的严重苦难，则悬 

与环境有关的传染病造成的， 

注意到对健康湘环境的某些潜在的主要不良影响，是由于能源^食物的缺乏或 

生产不良，以及住房湘家庭服务、特别是洁水^卫生设备的欠缺， 

认识到需要各国和国际间的协调行动,包括在顾到健康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情形 

之下，在所有各国采取保护工作环境及职业卫生与安全的行动， 

1 . M l 9 8 6年环境状况报告第四章里的结论^摘要，及第五章里的行动 

建议Ï 

2 .要求执行主任促请各国政府及有关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注意上述行, 

动建议，并监测其执行情况； 

3 . 再要求执行主任向理泰会下一届常会报告 上述行动建议的执行情况; 

4 . 请执行主任唤起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及其他有关的联合国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全国人人健康战略里部门间合作的作用的技术计沦报告》 

( A 3 o y T e c h n i c a l D i s c u s s i o n s / 4 a n d c o r r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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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注意，有需要进行合作，发展出简单的评价健康^环境的保护在进生产力^' 

生产成长的战略中所起诈用的费用利益^赛用有效的方法，并将此种方法在少数几 

个愿意合作的国家进行试验； 

5 . 适执行主任唤起有关的非政府组织注意，由于它们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 

系经验，有需要参与制订战略，以谋消除或减少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民集团的最重 

要的健康^环境危险，要优先注意综合的乡村发展方案； 

6. 要求执行主任在环境 方案范围以内继续优先注意与健康^环境有关的各项 

活动，加以综合调整，以便对报告里的各项结论作出更好的响应； 

7. 要求联合国区域委员会、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世界 

粮食方案、世界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以及其他有关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 

织、国际财务机构及政府发展机构的行政首长支持各国政府的努力，执行环境状况 

报告第五章里的各项行动建议。 第 " 次 会 议 

1QS7年 

B. 1 9 8 7年世界环境状况 

理事会， 

回忆其1 9 8 5 年 5 月 2 4曰第 1 3/9号决定，其中规定将来的环境状况报 

告应在环境的经社方面及环境数据和评价两者之间，每年轮流采用其一，作为环境 

状况报告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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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欣赏地注意到执行主任的1 9 8 7年世界环境状况报告，并要求予以广 

泛分发； 

2 . ，各国政府、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加强努 

力，改善其环境数据基的素质，特别是关于有助于国家一级或全球一级评价环境状 

况的时间系列数据； 

3 .再要求各国政府、有关的环境国机构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优先 

进行有关的研究工作，以期填补关于人类环境主要构成分子的^况以及各个构成分 

子之间相互作用的知识方面的缺陷； 

4 .要求各国政府优先注意各种环境保护措施的规划和执行，以期在国家一级 

和全球一级改善环境状况； 

5 ,亦要求各国政府切勿使用对人民及环境构成严重威胁的化学及其他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 

6 . 决定 1 9 8 8年环境状况报告的主题应为公众与环境，特别重视妇女的 

作用； 

7 .进一步决定1 9 8 9年的环境状况报告应为1 9 8 7年世界环境状况报告 

的增订本,^tÈX»入处理具体问题及（或)地理区域。 

第 i 5次会议 

1,9 5, 7 年 6 月 i S日 

. 1 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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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出现中的环境问题 

理亭会， 

回忆其 j 98 4 年 5 月 2 S 日 第 2 2 / 3 B号决定，其中要求执行主任为理事 

会每届会议订正出现中环境问题.清单， 

亦回忆其 1 9 8 5 年 5 月 2 4 S 第 J 3 / 9 B号决定，其中规定于执行主任的 

1987年环境状况报告关于出现中环境问颞的一节里详细阐述下面两个出现中的 

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固体废物及水产养殖， 

1 .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出现中环境问题的报告并要求予以广泛分发-. 

2 . ̂ 执 行 主 任 的 1 9 8 9年环境状况报告应详细阐述下面两个出现中环境 

问题：柴油机车辆对健康的危险及酸雾。 

第 1 5 次 会 议 

1 Q 8 7 年 6 月 I S 曰 

'° U N E P y G C 。 1 4 X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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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环境事件 

理事会， 

回忆其1 9 8 3 年 5 月 2 4日第 1 1 / 1号^定第二节笫 5段，其中要求执行主 

任在其每年的环境状况报告里叙述相分析任何非常重大的环境事件， 

1.注意到执行主任的宣大环境事件报告," 

2 •鼓励执行主任: 

(a) 继续就这些问题的环境方面与有关的国际机构进行合作，要铭记国际 

原子能机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核事务的主要机构； 

(b) 继续努力与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及世界工商界共同处理这些问题， 

及与它们合作，要考虑到其他国际组织在这一领域已经开展的工作； 

(c) 在接到请求时，对各S政府提供协助以处理与工业危险之确定有关的 

问题，对发展危险物质事故锉排放之风险的限制措施，遇严重的工业事故 

事件时的早期通知与协助等； 

(d) 就这些事项向理事会下届常会作出报告； 

3 , i 执行主任就任何重大的危险的环境事件向堙事会下屆常会作出报告； 

第 1 5次会议 

、 年 6 月 I S 曰 

J
« 力 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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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 

理事会， 

回忆其J 9 « 5 年 5 月 2 3 H关于发展中国家环境状况报告的第j 3 / 2 3 号 

决定, 

欣赏地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第I 3/2 3号决定执行情况的报昏," 

亦注意到各国需要关于它们的环境状况的资料,使它们能够致力于对环埼无害的 

发展， 

认识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环境状况的资料,因此极难进行区域^全球评价， 

要求执行主任继续优先援助发展中国家编制国家环埼.状况报告，特别是迄今未能 

编制此种报告的国家. 

第 1 5次会i义 

UJNfEP/GG, ！ 4/1 1 

- 6 1 -



1 4 力 0 . 种 族 隔 离 对 南 非 黑 人 农 业 

的 环 境 影 响 

理事会, 

回頋其1 年 5 月 2 6 日 第 9 / 9 号 、 1 9 8 2 年 5 月 2 3 日 第 J ft/7 

号 、 年 5 月 笫 号 、 年 5 月 日 第 1 2 / 6 号 及 

1 9 S 5 年 5 月 2 3 B 第 1 3 / 7 号决定， 

意识到种族隔离是一种危害人类的罪行,而且严重地威胁到和平；»人民和 

国家之间的国际谅解， 

重申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并认识种族隔离勒班图斯坦政策对南非人民及其邻国 

的人类环境，更具佑地说，对黑人农业、土地加自然资源所产生的不利彩响， 

严重关切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因继续推行可恶的种族隔离政策,从而除其他外， 

损害了黑人农业，进而危害了南部非洲数百万人的幸福和社会及经济条件， 

确信种族隔离政策对南非黑人农业造成的环境影响是一个需要国际社会极认 

真对待的事项. 

认识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专为黑人保留的所谓"本土"的有限地区仅容许从事 

最起码的糊口农作， 

由于南非白人少数派政权公然蔑视国际社会，《联合国宪章》湘大会 

的有关决议，顽固地坚持种族隔离政焚，导致南非的大片土地正在发生严重的环境 

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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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于执行主任关于种族隔离对南非黑人农业的环境影响的报告"中提到在南 

非的白人地区简直没有黑人农业的可能一事， 

1 .赞赏地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种族隔离对南非黑人农业的环境彩响的报告; 

2 .重申对饱受苦难和丧失权利的种族隔离受害者表示同情湘声援; 

3 .进一步重申极力谴责种族隔离制度的一切表现,并呼吁所有有关方面迅 

速而有效地履行其道义贵任使这^制度早日结束； 

4 .呼吁所有关方面尽最大努力,务使南非白 Â ^、数 W :权泫意洪 M行的黑 

人农业政策造成的有害环^长期影响，因为这项政策已经严重危害了十分有限的可 

利用农田的环境补救和恢复的机会； 

5 . 1执行主任继续监測与南非种族隔离的环境彩"^关的新发展,并就此向 

理事会提出报告， 

第 2 5次会i义 

2 9 3 7年 6月.！ 3日 

U N E F / G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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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1.被占领的^斯坦和 

其他阿拉伯领土的环境状况 

理事会， 

根拫《联合囿宪章》W宗旨勅原则、国际环境法的准则与原则，特别是1Q72 

年在斯德哥尔摩召»《联合囯人夹环境会议宣言>,"及〃"年联力通过的《世界自然 

宪隶》，" 

回忆联合 I S大会有关决议,尤 *是 1 9 8 6年 1 2月 3日关于世界裁军会议的 

笫 4 1 / 6 1号决议*a 1 9 8 6年 1 2月 8日关于支援巴勒斯坦人民 W笫 4 1 / 1 8 1 

号决议， 

人与公共土地和財产及水资源的措施， 

深切关注以色列当局W行为，诸如在所占领的包括耶賂撒冷在内W巴勒斯坦*o 

阿椬伯领土上，没收土地与水资源、建立定居点、大面积地铲除树木，并关注由此 

来的后杲， 

5 4《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 3 . I I . A . 1 4 

及更正.，笫一章， 

"；！ 9 S 2 年 ï 0 月 2 0日大会第 3 7 / 7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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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强调安全理事会1 9 S 0 年 3 月 i 日 第 4 6 5 ( 1 9 5 0 ) 号 决 i j ? 的 重 要 

性，该项决议是全体一致通过的，安全垤事会在其中第5段中确定"以色列为改变 

巴勒斯坦加i Q 6 7年以夹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其他拉伯领土或其任何部 

分的实际面貌、人口组成、休制结构或地位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无法律效力，而以 

色列将其都分人口^新来移民移居到被占瓴领土的政梵ifo措施悻然违反""年《 

月2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 

2 . 痛惜以色列推行此类措施,尤其是在所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瓴土 

上没收土地与水资源、建立定居点、及破坏树木与种植场； 

3 . 直执行主任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职权内，协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并与巴勒 

斯坦觯放组织联系，在可动用资金所容许范围內为巴勒斯坦人民、尤其为被占领的 

巴勒斯坦领土内市区提倂必要的支助，以帮助它们保护并改善被占领的G勒斯坦领 

i的环境； 

4 . ，行主任向理事会第十五届常会报告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 

土的环境状况； 

5. ^执行主任向理事会第十五届常会告知本决足的执行情况， 

第 1 5 次 会 议 

年 6 月 1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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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12 .关于联合国经济^社会方面政府 

间结构^职掌的深入研究 

理事会, 

回 顾 经 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1 9 8 7 年 2 月 6 日 第 1 9 8 7 Z 1 12号决定，题为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方面玫府间结构和职掌的深入研究"，其中决定成立-个联合 

国经济和社会方面政府间结构和职掌的深入研究特别委员会， 

特别回忆该决定的第H段，其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要求经社方面的大会附属机 

构以及经社理事会的所有附属机构，在其未来届会结束之后三十天内，就审査联合 

职掌的各项目标的达成，向特别委员会表示意见及提出建议， 

审议了高级政府间专家组建议8里提出的各项问题,特别关于现有的环境方面 

国际合作的体制安排， 

通过附件里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关于审査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 

率'高教政府间专家组报告内建议8所设想各项目标的声明"，请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执行主任转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特剁委员会。 ：、 

第 J 5次会议 

2 Q 8 7 年 6 月 " 曰 

a,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4 9号》（ A / 4 1 /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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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关于审査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高级政府间专家组报告内建议8所设想各项目标的声明 

1 . 大会通过第4 0 /2 3 7 ^41/21 3号决议，就提髙联合国效率、加强 

其处理政治、经济相社会问题的效能采取了步骤.大会在后一决议中，在不违背 

所列某些考虑的限制下，接受了审査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髙级政府间专家 

组的建议，包括专家组的建议 S .其中拟议对联合国的政府间结构进行审査. 

环境规划理事会是这一政府间结构的一部分，现按照大会、执行该审査任务的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及经社理事会为协助其工作而成立的特别委员会的要求，表明其如下 

观点. 理事会愿表明它决心致力于支持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特别委 

员会所作的努力.并完全同意它们提高效能的愿望.理事会本身曾以下述的办法. 

不断审查环境领域所要实现的各项目标以及这些目标与联合国经济*1社会的广泛目 

标之问的关系，在环境领域及为实现持久发展方面对国际行动不断增长的要求.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作为全系统活动的协调者及协助理亊会的秘书处是否发 

挥其有效功能等.理筝会还审查了其本身的业务，这也将在下面加以叙述... 

2 . 理亊会相信在这项审査工作中，考察一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直到目前的发展 

经历及其特殊的性质，并以此作为分析具体问题的背景，将是有助的.经过周密 

的准备工作，于2 9 7 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环境对无论 

是发达的还是发展中的所有国家的重要性荻得普遍认识.除了空气、水和陆地污 

染等促成环境会议召开的问题以外，人们还认识到"贫穷亦可造成污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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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很清楚，贫穷与不适应环境的发展，造成了自然资源基础的退化，因此适当调 

配的经济成长应可觯决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是整个联合国体制活动的一个领域， 

因此会议确定了处理环境问题的一项综合程《包括评价、管理和支助措施.会议通 

过了《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和《人类环境行动计划》. 

3 . 大 会 在 】 9 7 2 年 1 2月】 5日通过的第 2 9 9 7 ( XX V I I )号决译中表明， 

联合国体系内极需要一个保护和改善坏境的常设机构，并决定设置联合国环境规划 

理事会，负起决议确定的职责，每年编写报告，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亊会提交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需将该报告连同评语、特别是在协调问题方面，以及联合国体系 

内的环境政策^方案同全盘经济与社会政策和优先次序关系方面的评语一起转送大 

会.在同一决议中，大会还决足成立一个由执行主任领导的小规模的秘书处.作 

为联合国体系內环境行动和协调的中心，以确保高度的有效管理，并确定了执行主 

任应负的责任，包括他对理事会的及在理事会领导下的责任.为支助理箏会在联 

合国系统环境活动中的指导与协调的领导作用，该决议还设立了环境基金.决议 

还设立了在行政协调委员会主持下并在其体制以內，由执行主任担任主席的环境协 

调委员会.因此，联合国大会已将环境问题視作联合国系统发展活动的一个领域‧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负有一独特的功能，即明确环境犮展的趋势与问题，在联合国系 

统内外犮起并促进行动，值化这些行动并协调联合国系统内的环境活动.大 

会明确了环境署与科竽界及专业界之间的特殊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应予确保并应在 

全系统的环境努力中产生效果.环境署从此将成为世界环境的天良. 

4 .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决足对上述的机构安排进行审査,当时,它&1976^12月16 

日^31/112，中赞同规划理事会的意见，以为这些安排看来是适当而且健全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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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予以保持.这样，大会表明，它认识到联合国系统经济^社会部门的改组问 

题正在考虑之中.在同一届会决议的第 3 1/1 i 6号决议中，大会以这一理由 

决足推迟到第三十二届会议，才对人类住区领缚的国际合作的机构安排作出最后的 

决足. 

5 .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以1 9 7 7 年 1 2 月 1 9日第3 2 / 1 62号决i义通过了人 

类住区领域国际合作的机构安排。在1 9 7 7 年 1 2 月 1 9日第32/1 7 2号决议 

中，大会将贯彻和协调《防治沙漠化行动计划》的执行贲任交付环境规划理事会和 

执行主任。在同一届会议上，在有关改组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社会部门的1977 

年1 2 月 2 0日第32/197号决议中，除其他外，大会： 

(a) 要求考虑设立负责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单一理事机构，并且同意环境署将 

不在其内； 

(b) 在共同关心的领域日益采用联合规划办法，.并最终实现全系统的中期规划; 

(c) 将环境协调委员会并入行政协调委员会，由后者行使职贵. 

6 . 在大会通过第 3 2 / 1 9 7号决议以后，环境署开始了全系统的环境规划过 

程，其最显著的成果就是1 9 8 4 -1 9 8 9年期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 全舉统 

中期环境方案的基本理论根据是:在方.茱阶层的协调应于提交联合国系统名个理事 

机构的提案制订阶段开始，而为了有效利用环境署的资源，不应对项自提案作零零 

碎碎的响应，而应该在一个协议的总纲领范围以内，在优先集中领域智慧地利用环 

境署的有限资源。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是在行政协调委员会职权之下制订,执行主 

任是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于环境协调委员会与行协委会合并之后，后者授权执行 

主任负责编制行协委会每年提交理事会的环境与沙漠化问题报告草案，执行主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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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利用一个机构间协商系统，即环境事务指足官员团*执行主任亦积极参与行 

协委会的附属机构，特别是在管理、方案和技术阶层。可是这方面有限的人力资 

源，是更积极地参与专门机构和其他联合组织的会议的一个限制因素。环境署通 

过其常驻代表及联合国系统的常驻协调员参与实地活动。环境署的区域办亊处不 

仅与区域经济委员会及区域政府间和非政府机构积极合作，作为区域和全球之间的 

一个联络点，向时在得到要求时，还可在现有能力以内,向各国提供咨询服务，并 

可帮助它们进行进一步的区域合作。大会曾通过许多决议，对全系统中期环境方 

案表示赞赏.该方案在联合国系统中现仍是最先进的模式，也是环境署发挥自已 

协调作用的最有效的工具.在大会通过的这些决议之一，第 3 6 / 1 9 2号决议 

中，大会对环境署与全联合国系统合作，在制足方案中所作出的不断努力表示赞赏 

1 9 9 0 - 1 9 9 5 车 期 的 第 二 个 全 系 统 中 期 环 境 方 案 现 正 在 拟 足 之 中 ， 在 

本届会议上理事《编制了《iiJ2000^及其后年环境展望》文件，这是联合国大会第3 8 

/ 1 9 6号决议核可的程序产生的结果，涉及一特别委员会一世界环境与^展委员 

会一和理事会的政府间闭会期间委员会‧ 除其他以外，《展望》可为联合国系统 

编制；f 9 9 0 - 1 9 9 5年期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的工作提供指导. 

7,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是在行协委会杈力之下编制的，执行主任是行协委会 

的委员之一。在环境协调委员会与行协委会合并之后，行协委会授权执行主任负 

责协助编制行协委会每年提交理事会的关于环境和沙漠化问题的报告草案，执行主 

任在这方面利用一个机构间协商
7
本制，即环境事务指定官员团.执行主任亦在管：艮 

方案和技术阶层出席行协委会的附属机构。可是在这方面可用的人力资源有限， 

参与各专门组织及其他联合国机构的有关会议，亦受到限制。 

8 .环境署的区域办事处不但与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及区域政府间和非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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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在区域与全球关注领域之间^挥联系作用，同时还向各国提供咨询意见，并 

协助它们促进区域合作。在实地活动阶层，由联合国系统的常驻协调员及环境署的 

的常驻代表代表环境署参与活动。 

9. ^ 1 9 « z年召开的对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开放的特别会议上，环境规划理事 

审议了关于环境问题的新概念，主要的环境趋势和今后十年环境署的优先ë动. 

在同一次会议上,^t^F境署的机构安排进行审议以后，环境规划理事会宣布这些 

安 排 是 恰 当 和 健 全 的 . 1 9 S 2年 5月 I S曰通过的《內罗毕宣言》，重申了国 

际社会对加强联合国环境规雕作为全球环境^^的主雜化工具的支持。大会1982 

年12月20日关于特别会议的第37々财决讥.赞同了 < 内 罗 毕 宣 言 》 表 明 了 对 环 

境署的支持，同时还赞同了环境规划理事会有关环境署机构安排的结论. 

10 . 在第十一届会iUl,规划理亊会审査了届会的会期和间RI时间的问题，包括 

由每年一期改为，两年一期的可能性。在第1^2号决定中，理亊会决定#届常会 

应有一个全体委员会,决定作为试验在1 9 8 6年将不召开理事会届会,败将于 1987 

年对届会的间隔问题作出决定。;^19 8 5^12月17曰第40/aOO号决^t^êé^一^ 

表示欢迎。在本届会议的第 1 4 / 4号决定中，规划理事会向大会建议，从 

1 9 8 9年开始，理事会的常会将只在奇数年召开，并且还建议从1 9 8 8年开始， 

每六年召开一次为期一周的特别会议，以便审议并批准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 

11. 在本届会议上，规划理事会审议了环境署今后的工作方向，这方面的有关建 

议是在对环境署成立以来支助的近一千个项目进行內部评价以后而制定的.理事 

会审i义并向大会转递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该委员会全体一致强调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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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问题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国际社会以最高优先处理对环境无害的持久犮展问题 

的绝对必要性，并呼吁加强环境署.规划理事会审议了以世界委员会的报告为基本射 

料编制的《到20 0 0年及其后的环境展望》文件并转递大会通过.该文件同样强 

调了迅速而急切增长的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及这些问题与犮展的紧要关系，并呼吁联 

合国系统加强环境署及其协调旨在确保对环境无窖的持久发展的努力. 

1 2 ,国际环境合作的机构安排几乎一直处在经常的审议之中，鉴于1 9 8 7 年 

6月第十四届会议上进行的关于环境合作以及环境署的任务、方案和结构的讨论， 

理事会作出下列结论： 

( a )环境问题以及用自然资源基础的、环境上可以持久的发展的重要性， 

呈现了比斯德哥尔摩会议预见的更大的幅度； 

0>)整个联合国系统负有重要责任，必须在全世界促进国际合作以谋改善 

环境。这一项责任不可能用其他方式充分完成； 

(c) 所有的联合国机构和方案都有责任從进环境进步，要在它们的玫策和 

方案里顾及环境因素.可是，除此之外，在这个系统以内显然需要 

一个致其全力于环境问题的单独机构，它的任务非其他机构所能执行. 

这个机构就是环境署，理事会重申其对环境署的全系统催化和协调作 

用的深刻信心； 

(d) 许多国家已经成立环境机构，因此增加了环境署作为全球一级联络点 

的直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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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环境署的任务、方向^方案应予维持相加强，它的资源应于可能时予 

以壻加，特别重要的是更广泛的泰与； 

(f) 环境署秘书处的行政结构和办事习例极为有效，不可能缩小其规模而 

对其重要作用和职责不发生不良^响。 

13.环境规划理箏会对高级别政府间专家组建议S中指明作为政府间结构研究对 

象的几个具体问题，提出下述看法： 

( a ) 政府间结构的合理化，署及其政府间结构的作用是独特的，它与整 

个联合国系统相关，而其性质和内容又与其他的政府间结构截然不同.因此会议 

认为环境署的作用及其政府间结构应当按照理事会提出的建议予以保持和加强，并 

特别注意更大的效率； 

附厲机构的标准湘期限,环境规划理事会的相隔时间、会期、决策与执 

行程序最近经过了审査.经过广泛的研究及一段试猃时期以后，理事会第十四届 

会议已向大会建议，理事会将实行两年一次的届会周期• 

( c )职责范围.理亊会同样审査了环境署的职责范围，尤其是通过（环境展 

望》文件和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的编制工作、通过考虑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关于 

环境署作用的诸项建议，以及通过环境署的內部评价等过程.环墁著强调应以全 

面的方针处理发展过程的问题，以使犮展得以持久，但在处理诸如沙漢化和森林砍 

伐的具体的环境问题时，它又将其全球考虑化为区域湘次区域的行动，在这一方 

面，环境署的区域存在非常重要. 

建议8提出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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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负责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单一的政府间机构.环境方案不是一项发展方 

面的业务活动，因此环境署不受到负责这些活动的单一的政府问理事机构问题的 

钐响‧ 大会第
3
 2 / 1 9

 7
号决议，也表明了这一立场‧ 如果一个单一的理事 

«1^**成立，规划理事会希望它能非常注意犮展方面业务活动中的环境问题• 

理事会并将在帮助催化该新机构的有关活动中，犮挥自己的作用， 

(e) 汇报制度，规划理亊会的汇报程序受益于大会最近关于审议问题的两年 

周期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笫二委员会日程和议程合理化的有关决足一据此 

对环境问题的审议将在奇数年进行一以及规划理事会最近作出的向大会建议'其常 

会也应在奇数年举行的决定. 

(f) 在秘书长领导下加强协调,鉴于环境规划理事会的职责主要是一协调机 

构，因此它极为重视加强协调的问题. à亊会认为在全系统的协调中加强秘书长 

的领导，将会在对环境活动和持久发展的努力进行全系统范围的协调中，在秘书处 

一级，加强环境署执行主任的作用.秘书长是行政协调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 

承接了原环境协调委员会的职责，所以每年负责向环境规划理箏会作出报告.因 

此环境规划理事会对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有效运行及对委员会煶供支持均给予极大的 

重视. 

1 4^13.《到公元2 0 0 0年及其后的环境展望》 

理事会， 

关切人类环谙自然资源的继续恶化, 

确认迫切需要在未来数十年中采取持续行动阻止此种趋势并达成持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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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确认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需要正本清源地处理环境问题，以及需 

要加紧努力恢复退化的环堉.； 

回顾其j 年 5 月 笫 r ï Z 3 号 , ! 9 S 4 年 5 月 : 2 9 号 

及 7 9 《 5 年 5 月 2 4 E f ^ J f 3 / 4 号 决 定 ， 湘 大 会 2 9 S 3 年 2 2 月 i 7日关于 

^制《剁公元 2 0 0 0年及其后环堍展望》文件的程序的第3 B/L 6 i号决议， 

又回顾《环燎展望》'文件的目的是阐明对于长期性环境问题的共同认识和处理 

保护及改进环埼.问题所需要的适当努力,帮助阐明未来数十年中的长期行动卄划及 

确定人类社会的期望目标； 

注意到《环境展望》文件已经考虑了世界环谠与发展委员会载在其报告《我们 

共同的未来》"中的煶议，并已依照大会在其笫3 8/161号决定中予期的方式 

利 用 了 该 告 ， 

确认《环境展望》文件对到公元 2 0 0 0年及其后保护并增进地球及人类福利 

的方法反映了广泛的多数意见，但同时也承认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不同看法， 

1 ‧ 表示赞赏政府间闭会期间筹备委员会帮助编制《到公元2 0 0 0年及其后环 

埼 *展望》文件的工作； 

2 ‧也表示赞赏世界环镜.与发展委员会^政府间闭会期间筹备委员会依照大会第 

3 8X161号决议及理事会的有关决定，履行它们在编制《到公元2 0 0 Û年及 

其后环it展望》文件过程中的责任的情形； 

3。 通过本决定附件所载《到公元 2 0 0 0年及其后环境展望》，并参照本 

决定序言部分第七段里的声明，认为这个文件可以作为一个广阔构架,就旨在 

实现环境上妥善的持久发展的政策^方案进行国家行动湘国际合作提供指导 

" U E E P X ^ C 1 4 /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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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应该作为一个基本文件，指导编制未来的《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联合 

国系统各组织各机构的中期方案； 

4 . 要求各国政府确保有系统地把环境.考虑 i fo目标订入各部门及经济部之内; 

并为达到此目的，加强机构能力，包括处理环境保护^改善事务的机构的能力 

在内； 

5 . 决定建议大会审议并通过本决定附载的决议草案; 

6 . 决定将《环境展望》文件连同本决定及其附件送交大会审议并通过； 

7 。 促请执行主任于进一步制定及执行《环境方案》时将《环境.展望》文件 

中所载的分析^建议作为基本纲领。 

第 i 6次会议 

年 6 月 1 9 日 

附 件 

建议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 

回 顾 其 1 9 8 3 年 1 2 月 1 9 日 关 于 编 制 《 到 公 元 2 0 0 0年及其后环境展望》 

文件的第3 S 6 1号决议-在其中除其他外，大会欢迎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愿 

意编制《环境展望》文件提交大会通过，并在执行这一任务时，^事会受惠于对定 

名为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妁一个特别委员会所提有关提议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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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ù 1号决议提到的政府间闭会期间筹备委员会编制的《到公元 

2 0 0 0年及其后环境展望》，该文件业经联合国环境规划理爭会第十四届会议审 

议并以其1 9 S
 7

年 6 月 ！
9
日 第 ： I 4 y 13号决足通过，作为今后进一步拟订其 

万案和作业的准绳， 

认识到世界委员会报告"所涵的概念、主意和建议已经纳入《环境展望》文件, 

1.表示赞赏理事会及其政府间闭会期间筹备委员会为编制《环境展望 >文 

件作出的努力； 

2 . M附于本决议的《到公元 2 0 0 0年及其后环境展望》，供作旨在实 

现对环境无损的发展的政策和方案方面的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的指南，特别是参照 

理畢会笫 I 4X13号决足供作编制《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及联合国系统各组 

织各机构的《中期方案》的准则； 

3 ‧ 注意到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性质、及它们与其他国际问题之间的相互 

关系、以及对处理环境问题的努力方面的共同认识，包括有下列部分： 

(a) 一种国际^平、安全相合作的空气，没有战争，特别是核战争，也没有战争 

的威胁，也没有一个国家在军蚤方面浪费智力相自然资源，可以大大伲进对环境无 

害的发展； 

" U E E F / G C 

"《环境展望》全文见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正 

式记录，朴编第2 5号》， A / 4 2 / 2 5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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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由于目前世界上存在不平衡的经济状况，因此极难对世界环境状况实现持久 

的改善.加快的、平衡的世界发展及全球环境的持久改善，都需要有公平合理的 

世界经济状况，特别是发屦中国竅； 

( c )
 由于大规模贫穷往往是造成环境退化的根由，因此消除贫穷及确保人民公平 

分享环境资源，是实現环境的持久改善的根本条件； 

(d) 环境对于经济增长及社会福祉提供了机会，同时也带来种制.各种形式的 

环境退化规模如此严重，极可能对生态系统造戍不可逆转的改变，从而危害到人类 

的福祉.不过，环境抑制一般来说是与技术状况和经济条件相对应的,.人们能够也 

H该对后者加以改善和管理，以求得世界经济的持久增长； 

(e) 环境问题与发展政策及作法密切交织.因此，确定环境目标和行动时必须 

参照发展目标和政策； 

(f) 虽然处理眼前急切的环境问题是重要的，但预测及预防政策乃是实现对环境 

无损的发展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方法； 

(g) —个部门的行动的环境钐响往往反映到其他部门；所以，部门性政策及方案 

把环境考虑内在化，并互相进行协调是实现持久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h)由于环境问题的性质往往必然带来居民集团之间、或国家之间的利益衡突， 

因此在确定有效的环境管理办法时，有关当事各方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要控制与扭转环境退化，唯一方法是确保造成损害的当亊方须对它们的行钫 

负责，并须在充分利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参与改善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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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可再生资源是复杂而相互连锁的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须在使用时 

考虑到其开发所产生的全生态系统影响，才能导致持久的产量； 

(k)物种的保护是人类的道义责任，应可改善湘维持人类的福祉； 

(I) 在各阶层通过提供资枓、教育和训练来激发对环境状况^环境管理的警 

觉，；1?床护和增进环境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m)处理环境挑战的战略必须具有灵活性，容许针对出现的问题和演变中的环 

境管理技术作出调整； 

(II) .在数目和形式上曰益增多的国际环境争端必须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 

4 . 欢 迎 根 据 妥善管理可利用的地球资源和环境能力、及恢复过去遭受破坏 

和滥用的环境，以谋实现持久发展，i作为世界社会总的期望目标，以及《环境展 

望》文件中所订到公元2 0 0 0年及其后的期望目标，即： 

(a) 逐渐在人口水平与环境负荷能量之间建立平衡，使能达成持久的发 

展，计及人口水平、消费模式、贫穷和自然资源基础之间的关系； 

(b) 达到粮食不虞缺乏而不耗竭资源或破坏环境的地步，重建已经发生 

环境损害的资源基础； 

( C ) 要以合理费用提供充分的能源，特别要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应, 

以满足扩展中的需求，同时务必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相危险.节 

约不可再生能源，及充分发挥可再生能源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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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通过能够防止或减轻环境损害和危险的工业发展方式，使所有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持续改善； 

(e) 在干净和安全的地方，提供改善的住房和基本设施，以促进健康， 

防止与环境有关的疾病，减轻环境退化； 

( f) 基于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并确保所有国家都有经济安全慼，建立 

公平的国际经济关系制度，以便特别在发展中国家促成相维持对环 

境无损的发展； 

5 ‧同意认为《环境展望》文件里所载的行动建议,应斟酌情形，由各国政 

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及科学界通过国家行动和国际行动予以执行； 

6 . 逸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经常审査《环境展望》文件中所建议的长期环境 

行动的执行进度，并辨明任何可能发生的新的环境关切事项； 

7 . 促请特别注意《环境展望》文件Ml第四节,其中叙述采取"环境行动的 

工具"，用来斟酌情况帮助处理《环境展望》前几节里提到的问题； 

8 .强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担负的在联合国系统中促进对环境无损的持久 

发展的主要任务，并同意规划垤事会的意见，即这项任务应予加强，环境基金的 

资源H予大大增加，参加程度应当扩大； 

9 . 赞同《环境展望》第 1 I 7段中所述环境署的优先次序和职务； 

1 0 .决定将《环境展望》文件递送所有各国政府以及联合国系统洛机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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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理事机构，作为一项广泛构架，供作旨在实现对环境无竭的持久发展的 

政策和方案方面的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的指南； 

11.促请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各组织的理爭机构审议《环境展望》文件,并 

在拟订它们自己的《中期计划和方案》时就与它们自己职权范围有关的部分，计及 

这个文件； 

1 2 .遵有关联合国组织的理事机构就它们按照《环境展望》第J I 4段，在 

实现对环境无损的持久发展的目标方面作出的进展经常向大会提出报告； 

13. i 环境署理筝会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报告本决议及《环境展望》文件 

中各有关部分的执行情况。 

"A4,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 

理事会， 

关心人类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不断恶化； 

深信人类社会的未来依赖于建立在对环境.无损的世界资源的持久利用基础 

上的经济增长； 

回忆大会在其2 9 S 3 年 1 2 月 1 9日通过的第 3 8X161号决议里， 

除其他外，欢迎建立后来定名为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 

认 为 提 交 理 事 会 第 十 四 届 会 议 的 世 界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是 分 析 国 际 

4 0 / U N E P / G C . l / t /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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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面临的环境问題的一项富有价值的文件，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除其： 

他外于持久发展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明确、积极的指导， 

1 委 员 会 的 工 作 表 示 热 烈 赞 赏 ; 

2‧接受该委员会的报告作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进一步工作中应当计及的 

一项准则； 

3•决定将委员会的报告提送大会; 

4‧建议本决定后附的决议草案由大会审议通过; 

5 »请大会注意理事会第十四届会"fe^i义录"的笫六耷,其中载有辩论世界委 

员会的报告时各方发表的意见摘要. 

第 1 6 次会议 

1 9 8 7 年 6 月 

附 件 

建 议 大 过 的 决 议 草 案 

大会， 

关心人类环境相自然资源的迅速恶化,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后果， 

认为持久发展的概念意味着既要满足目前需要,又要不危及后代能钛满足他们 

的需要，这项概念应该成为联合国、各国政府及私人机构、组织^企业的主要指导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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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国家相国际政策亟需走向持久发展的模式,至为直要， 

回忆在其1 9 8 3 年 1 2 月 1 9日关于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垤事会编制《fl^元 

2000年及其后环境袅望》文件的第38/161号^里,大会欢迎成立一个特别委爵会， 

钦个特别委员会其后定名为世界环境与发展委8会，从事编制一件关于芗讼元2000 

年及其后环境和全球性问颧的报告，其中要包括达成持久发展的战略建议， 

M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闭会期间政府间筹备委员会依照大会第 3 8力6 

号决议，在编制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所发挥的宝贵作用， 

， 曾 于 第 3 8 / 1 6 1号决议t决定，凡是属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职权范围 

的事项，世界委员会的报告应首先交由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审议，然后由理事会连同 

其评议一并提交大会，并将其充作编制供提交大会通过的《环境展望》文件的基本 

材料，又，凡是属于由大会本身审议或审査的事项，则世界委员会报告里的有关 

部分将由大会直接审议， 

注意到规划理事会1 9 8 7 年 6 月 ï 9日向大会递交世界委员会的报告' 2的第 

1 4 / 2 4号决定， 

又注意到《环境展望》文件已顾到世界委员会报告里的主要建议，° 

认识到世界委员会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振兴了关于环境和发展问题的讨论的生 

气及重定了方向，促进了对目前环境和发展问题的原因的理解，展示了这些问题超 

" U H E P / G C 

" 埋 事 会 第 H 々
3
号 决 定 ' 附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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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边界的情况以及对于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开启了新的认识，成为理解未来 

的指南， 

强调有必要建立一个达成经济成长的新对策，这是扫除贫穷及加强今代后世生 

存所依赖的资源基础的一个先决条件， 

1。 欢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 

2 . 赞赏地注意到世界委员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各国政府、政府间和非政府 

国际组织、工业界和其他各种形式经济活动的决策人员以及一般民众加强警觉， 

意识到迫切需要迈向持久发展，为此，促请所有有关各方在这方面充分利用世 

界委员会的报告； 

3 。 f亜世界委员会的意见，在对目前环境问题寻求补救办法的同时，绝对需 

要去影响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之中造戍此种环境问题的根源，从而为实现持 

久发展打下基础； 

4 .进一步同意在各国之间.各国内部及在今代与后世之间公平分摊环境费用并 

分享由经济发展产生的利益，乃是实现持久发展的关鍵； 

5.同意世界委员会的意见，凡基于达戍持久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环境和发 

展玫策，必需包括下列关键目标：维护和平，恢复经济成长并改变其质柰，克服贫 

穷及满类需要的问题，处理人口增长及养护并增进资源基础的问题，重新确定技 

术方向并管理风险，以及将环境和经济问题并合于决策过程之中； 

6 .决定将委员会的报告送交所有各国玫府以及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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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事机构，并谙它们在决定其政策和方案时考虑到委员会报告中所载的分析 

和建议；. 

7.促请所有政府请它们各自的中央经济机构和部门性机构确保其政策、方案 

和预算都鼓励持久发展，加强其环境和自然资源机构在这方面向中央及部门性 

机构提供咨询和帮助的作用； 

8 .促请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各组织和计划署的理事机构审査它们的旨在促进持 

久发展的政策、方案、预算相活动； 

9 .吁请其他多边发展援助机构和金融机构的理事机构更充分地致力于持久发 

展，在它们的政策和方案里订入此种目标相标准； 

10. ，行政协调委员会在秘书长担任主席之下定期审査并协调联合国系统所有 

组 织 相 机 构 所 作 的 促 进 持 久 ^ ' 展 方 面 的 努 力 ， 并 将 此 包 括 在 提 交 大 会 和 

联合国规划署理事会的报告之中； 

1 1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催化联合国系统谋求实现持久发屦方面的努 

力的关键作用，并同意世界委员会的意见必须加强这个作用，对环境基金的资源必 

须大大扩增，参加范围必须扩大； 

12. ！主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应定期审査实现持久发展的长期战略，并将其 

审査结果载入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大会的报告中； 

13. 同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催化相协调作用应在其关于环境 

相自然资源问IS:的未来工作中予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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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邀请各国政府协同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国环境规划署以及视情形,协同有 

关的政府间组织去支持并办理各项后续活动，例如召开国家、区域^全球各级的会 

ill 

15. 促请各国政府促使非政府组织、工业界及科学界更加充分地参与务国的和 

国际间的支持朝向持久发展的各项活动； 

16. ，合国各机构各组织的理事机构斟酌情形至迟于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向 

大会报告它们实现持久发展方面达成的进展，并将此类报告也提供规划理事会下届 

常会； 

17. 又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筝会就这些报告中属其职权范围内有关持久发 

展方面的进展以及其他发展提出评议，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至迟向联大第四十 

四届会i«提出； 

18. 1秘书长向大会笫四十三届会iX提交一件关于本决《执，进展的报告，并 

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交一件关于本颍目的综合报告； 

1 9 * M在其第四十三届会议议程中列入一个题为"一项达成可持久发展的长 

期战咯"的项目， 

2 A/l 5t沙漠化 

A.《防治沙漠化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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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頋大会1 9 7 7 年 1 2 月 1 9 曰 第 3 2 / 1 7 0 号 和 3 2 / 1 7 2 号 、 1 9 7 8 

年1 2 月 1 5 日 第 3 3 / 8 8 号 和 3 3 / 8 9 号 、 1 9 7 9 年 1 2 月 1 8 曰 第 3 4 / 

1 8 5 号和 3 4 / 1 8 7 号 、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 第 3 5 / 7 3 号 、 1 9 8 1年12 

3 1 7 日 第 3 6 / 1 9 0 号 、 1 9 8 2 年 1 2 月 1 7 日 第 3 7 / 1 4 7 号 和 1 9 8 2 

年1 2 月 2 0 曰 笫 3 7 7 2 1 6 号 、 3 7 / 2 1 8号和 3 7 / 2 2 0 号 、 1 9 8 2 年 

1 2 月 2 1曰第37 / 1 2 4 8号、19 8 3年1 2 月 1 9日第 3 8 / 1 6 0号、 1 9 8 4年 1 2月 

1 7曰第3 9 / 1 6 8 A 号和 1 9 8 4年 1 2 月 1 8曰第3 9 / 2 1 5号以及1 9 8 5 砵 1 2月 

月 1 7日第40/198 A号决议; 

又 回 頋 其 关 子 沙 漢 化 的 1 9 8 1 年 5 月 2 6 日 笫 9 / 2 2 A 号 和 B 号 ， 1 9 8 2 

年 5 月 3 1 日 笫 1 0 Z 1 4 号 ， « 七 节 ， 1 9 8 4 年 5 月 2 8日笫1 2 / 1 0号相1 9 8 5 

年 5 月 2 3日笫13 / 3 0号决定； 

1. 注紫到执行主任关于（防治沙漠化行动计划》1 9 8 5年相 1 9 8 6年执 

行Tf况的报告;" 

2. 授权执行主任代表规划埋爭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笫四十二届会 

W提交他的关于《防治.沙漠化行动计划》1 9 8 5 年 ^ 1 9 8 6年执行情况的报 

告。 

第J 5 次 会 ^ 

I Q 8 7 ̂ -ô'B 1 S B 

" U B E P / G C . " , / 2 第 四 耷 , 第 2 " — 2 5 3 段 ， 以 及 U B 2 ? Z G C 。 14/3,第, 

第 2 2 2 — 2 5 7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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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一萨赫勒区域《防治沙漠化: 

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理事会， 

醒 大 会 1 9 8 1年 1 2 月 1 7 日 ^ 3 6 / 1 9 0 号 、 1 9 8 2 年 1 2 月 2 0 日 

第 3 7 / 2 1 6 号 、 1 9 8 3 年 1 2 月 1 9 日 第 3 8 / 1 6 4 号 、 1 9 8 4 年 1 2 月 1 7 

日第 3 9 / 1 6 8号^ 1 9 8 5年 1 2 月 1 7 日 ^ 40/198B号)夫i« ; 

又回顾其关于苏丹一萨胁勒区域内《防治沙漠化,行^计划》执行情况的1983 

年 5 月 2 4日第 1 1 / ' 7号^定，第七部分， B节以及 1 9 8 5年 5月 2 3日1è 1 3 / 

3 0号决定 B节； 

1. 注意剁执行主任关于苏丹一萨赫勒区域内《I防治沙漠化行动计划》1985 

年:扣1 9 8 6年执行情况的报告； 4 ' 

2 . 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代表环境署已为苏丹一萨赫勒及 

其毗邻区域的2 2个国家执行《防治沙淇化行动计划》釆取了步猓； 

3 .，执行主任继续支助作为环境署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合办机构的萨赫 

勒办事处； 

4 .促请执行主任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进一步努力调动资源，以便继续帮 

助在萨赫勒办事处工作范;S内的国家对抗沙漠化； 

" U K E F / G C O 第四耷，第 2 5 4 — 2 7 J(段，以及UISIEP/GC" 2 4 / 3 , 

第四査，第 2 5 S — 2 7 S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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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授杈执行主任代表规划理事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四十二JS会 

议提交他的、关于苏丹—萨赫勒区域内《防治沙漠化,行动计划》1985年^ 1^86 

年执行情况的报告， 

第 1 5 次 会 议 

C.防治沙漠化国家行动计划 

理事会， 

考虑到执行主任1 9 8 6年度报告中涉及《防治沙漠化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 

章节," 

回顾脎合国沙漠化会所体现的積神，各次非洲政府间： i要会i«所邇过的决iX 

例如《秋行非洲经济发屦萦罗维亚战略的拉各斯行动计划》"，1 9 8 5年《非洲 

合作开罗方茱》"以及^大第十三届转别会所逋过的《联合国19 8 6— 1990年 

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屦行动纲领》，" 

*6 U U E P / G C 1 4 / 3，第四簟，第 2 2 2 — 2 7 8段。 

47 1 1 / 1 4 , 附件一。 

48 U N E P / G C 1 4 / 4 / A d d , 6，附件一。 

*，大会1 9 8 6 年 6 月 1 日 ^ S — . 1 3 / 2号％"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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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沙漠化的扩大是非洲最重大的环境问题，可能妨害到上述所有计划扣方案 

的执行； 

关切以往为协助各国政府制定相执行国家治沙行动计划所作的努力都没有戍钕， 

因为大多数受援国没有把治沙计划列入其国家全面发展计划之内； 

注意到1 9 8 6 - 1 9 8 7*1 1 9 8 8 - 1 9 8 9这两个两年期内分拨给防治 

沙漠化的资金数额没有改变； 

1 .，国家主任主持下锐合国环境规划署 ë ¥在⑤家、区域相全球各级防治 

沙漠化的努力； 

2 . mil^类行动计划及其实施的性质应面向基层以便于纳入各国的国家经济 

体制； 

3. ，执行主任继续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审査选定项目集中国家的标准，并顾及 

区域分布； 

4. 再请执行主任对环境署的方籴进行评价，包含治沙协商小组及供资执行治 

沙行动计划的特别帐户，并逑议更动^新方向，以加强环境署作为一个知识领袖、 

沙漠化问颧资枓的收稟^分折的协调者、以及长期治沙战硌的规划者的作用； 

5. 敦浞环境署通过朕合国组织相其他供资机狗，包括双边捐款机构和冬边发 

展银行，动员更多资金，并与有关各m政荮密切合作，规划治沙战唂及具体计划； 

、 b .请执行主任评估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的内容、相关性及将这些行动计划纳 

- 9 0 -



入各国的菌家发展计划的可行性； 

7.敦促各国政府全力支持这类防治沙漠化的行动计划。 

'第1 4次会议 

J 9 S 7 年 6 月 f 7 El 

D„为执行《防治沙漠化行动计划》等资的特别帐户 

理事会， 

回顾1 9 7 7 年 1 2 月 1 9日大会第 3 2/112号决议， 

1。 ！执行主任与各国政府讨论可否采取执行主任在提交埋事会的报告中，° 

建议的一个新的、实事求是的办法，夹鼓励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向 

特别帐户作出捐助； 

2 .再请执行主任将讨论的结果向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 1 5 次 会 议 

年 6 月 I S 曰 

14X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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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1 6,促进环境保护技术的转让 

理事会 

念及大会1 9 S 5年Jt 2 月 1 7日关于加强联合国在国际经济、科学技术相社 

会合作领域的作用的第4 0/1 7 8号决议，其中大会强调联合国各会员国愿意 

加强联合国系统，使之成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共同努力解决国际经济、科学技术 

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以便对全世界的和平、安全及信心作出贡献， 

念及大会1 9 8 5 年 1 2 月 1 7日关于环境领域国际合作的第 4 0 / 2 0 0 

号决议强调就环境保护的经验和知识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性， 

认识到全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对污染起源的国家并在许多情况下也对邻近 

国家，甚至对更远国家的日增威胁' 

回顾许多国际法律文书^如《i 9 7 9年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 1 " 9 

年 1 J月由欧洲经济委员会主持在日内瓦举行的环境保护高级会议所通过的《低废 

及无废技术宣言》以及《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均要求国际合作保护环境并促请 

各国采取共同措施以防止环境损害和环境退化。 

确认急需赶快采取国家和国际行动以迅速控制污染，要特别注意可能影响许多 

国家的各种污染物的排放， 

念及此种行动的效果有赖于采用环境上健全的技术程序相有效的管制措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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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a家，特别是发展中LI家，关于此种技术的知识以及取得此种技术的机会极为 

有限， 

ï.，各国政府促进环境保栌技术的商业交流相转让，并将工业方面的接触 

转向环境保护技术； 

2 . 促请各国政府及tl际政府间贸易组织审査污染控制技术的贸易条件，以期 

找出并力谋减少障碍； 

3 . 鼓励各国政府分享关于非主有的环境保护技术的公共研究、示范结果相资 

料； 

4 . ！执行主任与各国政府进行协商，找出它们缺乏的具体环境保护技术以及 

其理由，并就此事向理事会下一届常会提出报告，其*应包括向有关机构提出的、 

解决妨碍技术转让的各种问题的建议； 

5 . ，专门机构及联合!I系统内处理技术转让问题的其他成员，特别是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及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各在其活动领域内 

设法促进环境保护技术的转让， 

第 1 5 次 会 议 

1 9 8 7 年 6 月 1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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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1 7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方案预算19 8 8 — 1 9 8 9 ^ 

理事会， 

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1 9 8 8 — 1 9 8 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系统中期环境 

方案笫三小两年期方茱概算的报告，'， 

1 •赞扬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对编制1 9 8 8 — 1 9 8 9年第三个两年期全系统 

中期环境方案预算作出的贡献，并请求它们在编制未来的方案文件方面与执行主任 

充分合作； 

2.核可1 9 8 8 - 1 9 8 9年方案预算及其中所列各项活动; 

3 ‧促请执行主任裉据方案预算里规定的优先次序执行各项活动,要顾及理事 

会会议记录'挺反映的第十四届会议全体委员会的讨论经过，以及理事会通过的各项 

决定' 

第 1 4 次 会 议 

'i 9 8 7 年 6 月 " 日 

51/ UHEP/GC.14/16 and Corr. 

52/ UKEP/GC.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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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国际环堉*资料系统(査询系统） 

理事会， 

赞赏地注意到环境资料査询系统近年来工作的进展， 

铭记着环境资料对促进可特续的发展能:起的:n要作用， 

1. 促请各国政府充分地利^环境资料査询系统提供的服务; 

2 . 并促请各国政府加强它们的査询系统IS家联络点，以期对环:^资料囯 

际交流作出有效的贡献； 

3. 鱼执行主任确保环境资料系统的踅要功用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各项活动, 

包括有关可持续的发展的活动中获得充分的利用； 

4. 并谙执行主任考虑^—步加强环境资料查询系统的各^可能性，要考虑到 

1987年4月在堪培拉举行的环埂资料査询系统顾问委S会第三届会i义提出的逑iS 。 

第 i 4次会议 

19 8 7 年 6 月 J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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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19,可能有毒化学品国际登记中心 

理事会 

重申其决心要防止化学物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任何不良影响， 

记得危险化学物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愈来愈多的长期不良影响. 

深信如果没有适当程度的国际合作,这种问题无法解决， 

回忆关于可能有毒化学品国际登记. 中 心 的 ！ 9 S 5 年 5 月 2 3 日 第 1 3 / 3 1 

号决足. 

满意地注意到登记中心在此重要行动领域的成就， 

深知登记中心在资料交流方面必须执行的任务增加. 

Ï为为了充分利用登《记中心,必须加强必要的资料交流以及与其他有关数据系 

统 的 M , 

鉴于登记中心的扩大的职责，对于它可用资源的实际数额表示关切, 

认识到,由于这种新发展，登记中心需要一个稳定的财务基础， 

1 ：.要求执行主任对可能有毒化学品国际登记中心的工作继续给予高度优先; 

2 . 要求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实业界继续积极参与登记中心的工作； 

3 .遮执行主任审査登记中心的短期和长期财务情况，包括预算外资金的 

可能安排，以期为登记中心提供一个稳足的财务基础.来执行它扩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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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请执行主任向理事会下一届常会报告本决定的执行情况. 

第 i 4次会议 

年 6 月 1 7 日 

1 4 / 2 0 .全球气蚨变化 

理箏会， 

意识到国家和国际研究继续得出结论显示人类活动所引起的温室气体浓度 

的增加造成全球性气侯变化， 

忧虑此种变化将具有对人类福利和自然环境的潜在严重后果， 

考虑到有必要迅速改进对气候变化、其原因和后果的科学了觯，以便据以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制定恰当的政策反应， 

认识到对巧能的政策反应开始圔际审iX的重要性， 

认识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其在"世界气侯方案"內办理气侯钐响研究 

的领导职责的有敢履行，并通过"全球环境监測系统"及其全球资源资料数据 

库"，可在这个领域作出重要的贡献， 

考虑到世界气象组织最近闭幕的笫十届大会强调了该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就全球气侯变化进行密切合作的重要性，特别要改善科 

学评估，包括钐响评估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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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给予全球气侯变化问题的重枧.包括其 

所进行的提高公众警觉和评估气候影响的努力在内； 

2 ‧ 促请执行主任确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科学联合会 

理事会特别是它的全球气候变化特别委员会密切合作，通过其对办理气侯影响研究 

的中心职责的履行，并确保世界气候研究方案包括关于大气变化的原因和影响、包 

括由社会和经济根源引起的变化原因和影响的研究工作，保持其在"世界气候方案" 

3 . 欢迎执行主任计划联合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足于 

年末或 1 9 9 0年初召开第二次世界气候会议，及计划支持加拿大政府拟于Ï 9 8 S 

年 6月召开的"世界大气变化：对全球安全影响会议"； 

4 . 促请执行主任对世界气象组织第十届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足作出积极响 

该项决定请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合作，探讨设立一个 

政府间特设机构的可能性，并在与各国政府适当磋商之后，设立这样的一个机构， 

以对气候变化的程度、时机和潜在影响进行国际协调的科学评估；" 

5 . ！执行主任就下列事项向理事会下届会议提出报告： 

(a) 气候影响研究的进度； 

(b) 特设政府间机制的工作； 

"第十届世界气象组织大会笫 3 . 2 0 / 1 (Cg—X)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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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各政府及国际机构对预料的气候变化的全部可能反应，包括减低气侯 

变化率的可能办法，除其他外，计及气象组织/科学联合会理事会/ 

环境署温室气体咨询小组的调査结果。 

第 1 5 次 会 议 

年 6 月 】 S 日 

14/2 1 .拉丁美洲相加勒比区域扣分区域方案 

理事会， 

回 顾 其 1 9 8 5 年 5 月 2 3 日 第 1 3 Z 2 1 号 决 定 及 1 9 8 5 年 5 月 2 4 日 笫 

1 3/3 2号决定， 

铭记1 987年3月在墨西哥墨西哥械举行拉丁美洲相加勒比环境问题第一 

届议会联盟大会的结果及1987年4胎乌蒙得维的亚举行的第五届拉丁美洲相加 

勒比环境问题政府间区域会议、1987年4月在哥伦比亚波哥大举行的保护东南 

太平洋海洋环境和沿海地区行动计划的政府间非常会议、及1 9 8 7 年 5 月 在 牙 买 

加金斯敦举行的加勒比环境方案行动计划监测委员会笫五届会议所通过的^：定， 

铭记外债和经济危机给拉丁美洲相加勒比经济带来的压力，从而又对居民的生 

活素质以及环境相自然资源的保护加上W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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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需要继续支持该区域各国为了加强其区域和区域间方案而作出的努力， 

回忆有迫切需要继续加强各届政府间会议产生的养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环境的 

区域和分区域合作系统， 

注意到决定于第六届政府间区域会议的议程里列入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外债 

对其环境政策和行政的影响的项目， 

1 . 感谢墨西哥、乌拉圭、哥伦比亚和牙买加政府担任上逑各项区域相分区域会 

议的东道国； 

2 .^；^专布相促进拉丁美洲相加勒比环境问题第一届会议联盟大会的宣言相建议， 

希望各国政府予以适当考虑； 

3 . 共 同 利 益 的 区 域 环 境 方 案 的 构 架 范 围 内 最 ： 优 先 重 视 拉 丁 美 洲 相 加 

勒比环境训练网络方案，并以^ 1动用资源提供资金补助该区域各政府的捐款； 

4 . 海洋和沿海地区方案范围内优先重视保护东南太平洋海洋环境相沿海 

地区的行动计划及加勒比环境方案的行动计划，并要求执行主任继续支持这两个行 

动计划的区域协调单位及各种优先项目； 

5 . 要求执行主任采取必要步骤,继续.扣加强下列符合共同利益的区域和分区域 

方案： 

( a ) 发展规划和环境： 

m制订环境立法和体制构架： 

( c )野地、保护区相野生物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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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环境教育 . 

( e )中美洲 W墨西哥及南锥（ S o u t h C o ne)热带扣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 

自然潜能和 IS家管理j 

e . 鼓励各国政府进行自然^:化遗产盘存清单方案,包括经济分析，以便不断 

评估此种资源并充作经济规划和决策机关的数据基i 

7 ‧ 要求每一正在执行或将执行的区域及分区域方案的负责组织将其识为全体中 

的一部分，并囡此建立必要的工作关系以确保各项活动上最大限度的一致，连贯和 

配合； 

8 . 请执行主任： 

(a) 支持环境署拉美加勒比办事处总部接触小组的工作以符合该区域各政府所 

表示的兴趣如第五届政府I'PJ区域会议最后报告所反映； 

(b) 继续促进该区域各国间的合作，特别是谋求环境事项上经验与成缋的传播 

以及职业专家的训练； 

(c) 执行区域海洋方案时在可能范围内雇用不同国家的技术顾问相专业人员； 

(d) 支持该区域各国政府以可动用资源进行发展中国家外债对环塽政策与督垤 

的,》响的研究； 

(e) 关于环境训练网络方茱： 

H延长计划项目 F P / 8 1 0 2 ~ 8 6 - 0 2 ( 2 6 7 6 )《对实施拉丁美洲相加勒 

比环境训练网络的区域合作计划的支持》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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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将区域环境方案 w计划的训练部分并入网络总方案，并通过其区域协 

调机构加以协调； 

曰继续支持该区域协调机构，使其得以有效履行网络咨询委员会付托它的 

职务； 

m该区域协调机构于19 8 8 年 9 月 2 2日由各国供给经费的办法尚未 

商定而墨西哥政府停止其慷慨捐助时，继续支助该机构； 

(f) 对各政府就如何自交换所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取得财务资源支持总括计划 

及国家分计划一事提供咨询意见； 

(g) 确保环境署可能在该区域推动的新计划及活动的一切将来请求均在拉丁美 

洲相加勒比各国政府通过政府间区域会议设立的环境事项区域合作系统里予以审议； 

(h) 确保环境署支持的新区域计划及活动的请求均识为属于各政府通过政府间 

区域会议设立的区域事项政府间区域合作系统的优先范围以内； 

(i) 计及该区域如何盼有一个新的关于农业和农工业剩余物的环境管理和利用 

的区域共同方案以及一个新的管理温带半湿润和湿润区草和生态系统的分区方案； 

(3)继续与这方面取得了进展的各国政府，以国家文摘和在区域内对此有兴趣 

的国家设立数据库的方法，促进环境立法的系统化； 

(k)特别注意可以应答关于环境系统的运行的诸多问题并可以创造用以评估环 

境影响和经济分析的法则的那种研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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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排撰写简单切实的指示，用作区域內各政府的模范，在各阶层传播，以 

防止具有优生潜能的物种或种子遭受不可弥补和不可倒转的毁坏； 

(m)确保上述指示包括关于适当的干燥、冻结和培养方法的情报以资补充每一 

国家和每一地区的基因库，协助为未来世代予备他们凭借现有优生工程技术和将来 

足当出现的新技术可以利用的无穷尽的可能品种来源； 

(n)继续依照目前计划的指导方针，支持粮农组织和环境署管理野地、保护区 

和野生物的计划，包括训练、支持拉丁美洲保护国家公园、其他保护区和野生动植 

物的技术合作网络，关于这个问题的技术合作和资料公报，以及关于下列事项的活 

动： 

H协调保护区的目标与这些区域的居民、当地社会和经济之间关系； 

a管理保护区与管理附近野地之间关系； 

Q自然和文化遗产并存的保护区在养护业务和法则上的协调。 

第 1 5 次 会 议 

2 年 6 月 I S 日 

1A/22 .关于共有赞比西河系统环境无损管理的行动计划 

理事会 

1 .满意地注意到《关于共有赞比西诃系,境无损害管理的行动计划协定》 

的签署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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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执行主任立即开始与赞比西诃沆域各国政府、南部非洲协调会i«,执行秘 

书、联合国系统的各组织及捐助机构就执行《赞比西行iïH十划》相募蘖外界资金进 

行磋商，以期确保于1 9 8 7年底之前开始实施该项《行动计划》， 

第】 4次会议 

年 6 月 1 7 日 

14/23 .非^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养护扣管理 

理事会, 

审议了联合检査组顚为"联合囿系统各组织对非洲文化相自然遗产的养护扣管 

理作出的贡献"的报告，" 

欣赏地注意到联合检査组的报告以^秘书长对该报告的评论‧ 

第】 4次会议 

1 9 8 7 年 6 月 1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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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 .环境测量的改进与协调 

理事会， 

重申其确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促进、协调及催化全球所关心的环境 

问题的监测与评估及发起与协调处理这些问题的国际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意识到在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的框架之内及在其他的国际组织^方案内 

正在进行旨在获得能够决定环璋.状况及其趋势的选定变数的有系统的、可 

靠的及là际性一致的有关情报的工作， 

注意到为便利^谐的环瑋.保护政策行动而改进获得国际性一致的环埼. 

数据及其解析的重要性^紧迫性， 

确认有必要加强进一步的国际合作,以改进国际一致性的环埼.数据之 

获得、交流与湘谐的解析，使稀有资源得以更有效的开发^使用， 

ï • 呼吁执行主任就确保环垵测量得以改进与jfo谐方面更有效的协调^不断进步 

展开活动； 

2 • f执行主任： 

(a)于;ï 9 S 7年、不可能时于1 9 8 8年早期、在地球观察主持下召开一次 

来自有关国家相主督国际组织，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科学联合会协进会的专 

家会iX,以考虑便环境测量的改进与和谐得以进步的最佳办法，包括建立一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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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相进行协商的论坛的—pj能性，并吁请有关各国政府艾持这个专家会iX ； 

(b) 在其继续作出的改进获得国际一致性的环境数据及其觯析的努力中，頋及 

^一会议的结果； 

(c) 向理事会下届常会裉告会议的结果。 

笫 1 4 次 会 议 

1 9 8 7 年 6 月 】 7 日 

14/25.环境钐响评估 

S事会， 

回顾其1 9 8 3年5月2 4日第 1 1 / 7号决定，第二部分，笫B III节， 

1 9 8 4年 5月 2 8日第 1 2 / i 4号9t定，第三节，及1 9 8 5 年 5 月 2 4日第 

1 3 / 1 8号决定第三C节， 

满t:地注意到按照上逑决定，刮、境法专家工作小组已制定了环境影响评估的宗 

旨与^则，'， 

" 。 " 力 7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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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发展活动的环境^响，有时会超出HI界，并能够明显地1>响砍类活动沩 

持久性， 

确信将环境与自然资^问颞并入规划与方条的实施之中在持久发展的过程中是 

必不可少的， 

jy^_环境影响评估是促进将环境与自然资源问题并入规划与方案实施之中的一 

项宝贵办法，并有助于避免潜在的不利影响， 

1 . ^^环境法专家工作组制足的《环^；影响评估的宗旨与原则》； 

2 . 着《宗旨与原则》的制足，工作组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己经圓满完 

成； 

3 . 直执行主任将《宗旨与原则》及工作组的报告一起转递所有国家和有关 

的国际组织，包括多边开发银行。与此同时，他应通知它们，理事会建i义：《宗 

旨与原则》应视为基础加以利用，以便利制足恰当的国家措施，包括立法，及在环 

境影响评估方面的国际合作，包括在适宜时达成进一步的国际协定； 

4 , 进一步请执行主任为此目的： 

(a) 酌情支持各国实施《宗旨与原則》； 

(b) 对各国及有关国际组织实施《宗旨与原则》的经验进行调査； 

(0调査可以采取什么措施，以促进在该领域，包括将环境影响评价应用于可 

能造成越界环境影响的发展项目的国际合作与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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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就这些事项向下届理事会常会作出报告； 

5 . 建议大会核可《宗旨与原则》以及理事会就其实施所提出的建议 

第 1 4 次 会 议 

1 9 8 7 年 6 月 1 7曰 

14/26.生物多样性国际公约的合理化 

理事会， 

!动植物物种因其生境遭受破坏及其商业利用而消失，表示关切, 

确认必须适当保护和养护生物多样性,因为有关物种既具有内在价值又具有经 

济价值， 

注 意 到 世 界 环 境 与 发 展 婺 i 会 有 关 i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建 i X ， 5 6 以及联 

合国各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包括各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的成就， 

特别注意到必须积极支持国际养护大自然及自然资源联合会內部目前正在进行 

的制定一项就地保存和养护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工作， 

意识到必须避免该领域工作的重复和必须协调其当前和未来的工作以便确^：可 

用财政资源的有功效和有效率的使用， 

" j L U E E P / G C 1 4 / 1 3号文件,第六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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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竺执行主任与各闳政^协商，在月用资源范围内，成立一个牿设专家工作 

组，同生态糸统养护小组相其他国际组织密切合作，从事研究^否应该制定关于合 

理化该领域目前活动并处埋可淤腐于其范围的其他方ffl的一项总括公约及其可涉.形 

式； 

2 . 又请执行主任就这项研究结果向理事会下届会^提出报告, 

% 1 4次会议 

1 9 8 7 年 6 月 1 7 H 

2 4 / 2 7 . tli际留^中的化学品，尤其是 

被禁的相严格限制的化学品的环境安 全管理 

理事会丄 

回顾其1 97 7年5月25日第85(v)号决定，其中促请各国政府釆取措施， 

保证在输出国'1内不许使用的潜在有害化学品，在输入!1有关当局未曾知悉及同意 

的情形之下不许输出， 

考虑到 1 9 8 2 年 1 2 月 1 7日大会'症3 7 / 1 3 7号决议> 

回 顾 其 1 9 8 3 年 5 月 2 4 日 第 1 7 号 决 定 第 二 部 分 ， B 二 节 ， 1 9 8 4 

年 5 月 2 8 3 第 1 2 / 1 4 号 决 定 第 二 节 ， 及 其 1 9 8 5 年 5 月 2 4 日 第 1 3 Z 1 8 

号决定第三B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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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地注意到，按照上述有关决定，潜在有害化学品匸特别是杀虫剂）国际贸 

易的资料交流特设专家工作组已完成了《关î"化学品国际贸B资料交流M伦敦准剁》的 

编制工作， " 

认为由于上述情况,需要进一歩釆取措施，以使输入国在接到输出国的充分情 

报以后，能够决定同意或不同:f、某种输出品的进入' 

^这些基于事先知情的同意原则制定的措协,，应尽快地收编在《*准则》之中j 

认为在通过这些措施以前，第8 5 ( v )号决定中确定的情报交流的目标可以通过 

继续实施《伦敦准则》的第二部分来得以充分的实现， 

1 . 通过《关于化学品国际贸易资料交流的伦敦准则》，这是全面实施第8 5(v)号决 

定的一个重要步骤； 

2 . 决定以《旨则》取代理事会于其笫12/14号决定第二节里通过的《关于被 

禁的和严格限制的化学品暂行通知计划》： 

3 . ^"足行主任召箅一小特设专家工作组，以便： 

(a) 制定能够有效地补充<»tiiiji;r式的事先知情的同意方式及其他方式； 

(b) 建议将事先知情的同意原则编入《准则》的措施； 

(c) 向理事会下届常会提出其调査报告； 

" U H E V G G ‧ 7，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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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敦促各国立即实施《伦敦准则》; 

5 . 建议各国考虑其他方法,来实现第25 (V)号决足和《伦敦准则》的目标，并通过 

制定关于被禁的和严格限制的化学鼻体制和替代程序 包括更频繁和更广泛的资 

料交流'与输入国的协^,或各种万式的筝先同意，取得适当经验；认识到某些方 

式可能超出资料交流的范围； 

6 •鼓励尚没有这皿的国家指足国家当局,并给予充分资源，以实施《伦敦准则》： 

7 . 进一步鼓励发达国家在技术人员的获.得、训练和发展方面协助发展中国家, 

以利《伦奪准则》效实施； 

8. ^发展中11家；利用发达国家提供的研究金方衆，以提嵩它们评估化学；â险 

的能力； 

9. 要求发达闳竅支助发^中SI家参与特设工作组的工作； 

1 0 . 竺执行主任： 

(a) 在可用资源的范围内协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实施《伦敦准则》的 

必要安排，并于适当时协助解释在《准则》范围內收到的资料； 

(b) 采取步骤，保证有关的国际组织之间的有效协调，以避免化学品国际贸易 

资料交流方面的工作重复； 

( e )向理事会下一届^会报，敦准则》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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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还请执行主任寻求便于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特设工作组工作的办法; 

U 决定在下一届常会上,在各国实施《‧准则》中获得的经验及特设工作组调査 

结果的基础上，审议通过一套更加详细的准则，同时审议将来制足一项化学品国际 

贸易公约的可能需要。 

第i 4次会议 

1 9 8 7 年 6 月 ！ 7日 

2 4 / 2 8 , 保护臭$、层 

理事会， 

对千负责制订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的关于含氯氟烃的 W定书的牿设法律 

和忮术专窠工作组的工作，以及关于未来工作方案导致通过一项含氯氟烃定书的 

夾定，表示满蒽, 

注 s m目前的科学知识显示除了全卤化，氯氟烃之外，另有其他物质，伊j 

如含溴化学物，哈龙（氯卤烃树脂），大有可能消耗臭氧，因此，如果大量排入大 

气，可能损害臭氧层， 

i»要求执行主任请特设工作组考虑所有的可能消耗臭氧的物质,以便决定什 

么化学物质应在议定书之下予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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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直申特设工作组向执行主任拔出的要求,请环境署迅速作出安徘，来改 

善铍、汰为威胁到臭氧层的各种物质的臭氧消耗潜能的计算方法，并将各种替代的含 

氯氟烃配方物质的臭氧消耗作用加以数量化，借以决定是否可予接受，同 

时也.作出安排，应将上述各种物质及替代的含氯氟烃配方物质的温室升温潜能加 

以数量化； 

3。 吁请各国政讶提供必要的财务资源，可便发展中il.家的代表^与导致通过 

含氯.氟烃议定书的各项活动； 

4 .要？It各国政府及有关的il际组织积极巷与上述活动； 

5 o欢迎加拿大政府提议该国作为】 9 8 7年关于该问题的外交会议的东道国； 
一 — J L - . 

6 . 并 请 执 行 主 任 向 会 下 一 ^常会报告保栌臭敏层维也纳公约及其议 

定书的情况。 

第 1 4 次 会 议 

1 9 8 7 年 6 月 1 7 H 

- 1 1 3 一 



14/29,环境方面的国际公约和议足书 

理事会， ' 

回忆J 9 7 5 年 1 2月 9日大会第 3 4 3 6 ( X X X )号决议 .其中对环境方面现 

有的S际公约相议定书尚未得到它们应得的广泛接受和适用表示关切,并要求理 

箏会就环境方面任何新的公约以及现有公约的情况每年向大会提出报告， 

亦 回 忆 其 1 9 7 5 年 4 月 3 0 日 第 2 4 ( W )号决定.其中促请有杈加入环境方 

面的现有公约和议足书的国家，尽早加入， 

1 . 注意直执行主任关于环境方面国际公约和议疋书的报告- 8 

2 . ^ 执 行 主 任 依 照 第 ( X X X ) 号 决 议 代 表 理 事 会 将 上 述 报 告 ， 连 同 

各国代表团表示的意见，呈交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3 . 要求所有有权加入而尚未加入的国家，签署、批准和执行环境方面的现 

有公约和议定书， 

第 1 4次会议 

9 S 7 年 6 月 1 7曰 

m U H E P / G C . 1 4 / l 8 ^ A d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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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3 0.,对环境无害的危险废料管理 

理箏会， 

1 9 8 1年1 0月2 8日至1 1月6日在萦得维的亚举行的环境法专家髙 

级政府宫员牿别会议的各项建i父，该会议认为有毒相危险废料的运输、处理和处置 

是一件优先箏项，并予期会在世界一级制订准则、原则或公约， 

又回忆其1 9 8 2年 5月 3 1 日 笫 1 0 / 2 4号决定，其中规定成立一个对环 

境无害的危险废料管理特设专家组，从亊拟订关于有毒和危险废料对环境无害的运 

输、处理（包括贮藏）相处置的准则或原W, 

审査了《对环境无害的危险度料瞀垤开罗准剡相尿则》，， 

1.表示赞赏《对环境无軎的危险废料昝理开罗准》J相原则》的制订完戍； 

2 ? .满蕙地注索到《开罗准则相原则》已分发给各 ( S政府,供其卷考;. 

3.核可《对环境无害的废料管理开罗准则和原剌》,以及转设专家组1985 

年 1 2月4日至9日在开罗举行的笫三届会i«通过并载在其工作报告 6°里的各项 

建议； 

4 .促请各国政府^有关的国际组织应用《开罗准则^原则》来制订关于对环 

境无害的危险废料管理的双边、区域和多边协定及国家立法； 

1 4 / 1 7 ,附件二， 

U B E ? / W G „ 1 2 2 / 3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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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满意地注意到特设专家组与其他眹合国机构、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及眹合 

国系疣以外其他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积极合作； 

6 . 欢迎上述各组织在危险废料对环境无粵管理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包括对 

此种废料越界运输的适当控制； 

7 . 强调有必要制订更多的国际措施，来保证危险废料对环境无害的管理，特 

别是对此种废料越界运输的管制； 

8 . 授权执行主任举办一小系列区域讲习班,讨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闳家之间 

在执行《开罗准则和原则》方面的进一歩合作，要特别着重危险废料管理的忮术方 

面； 

Q •还授权执行主任同各囿政府协商，并在可用资源范闱内于19 8 7 年 扣 

1 988年召集一个法律相技术专家工作组，负贵拟订一项关于管制危险废料越界 

运输的全球公约，拟订时应尽量参考特设专家组的各项结论以及^"国、区域相国际 

机构的有关工作； 

10 .要求执行主任向有能力捐献的国家筹款来支持上述各项活动; 

11。 欢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愿意为定于1 9 8 7 年 1 0 月 2 5 日 至 3 1 曰 在 布 

达佩斯举行的危险废料世界会议，担任上文第9段所述法律和技术专家工作组一次 

组织会议的东道国，该组织会议将进一步制定其职权范围并为其第一次实质会议准 

备工作方案和议事日程； 

1 2 . 要求执行主任在1 9 8 9年初召开一次外交会议,以期通过相签订一件管剞 

危险废料越界运输的全球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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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欢迎瑞士政府愿意为一次外交会议作东遛a，以期通过*D签订全j求公约； 

14.促请各国玫府积极参与本决定所设想的未来工作； 

1 5.进一步强调对危险废料管理有关的示组织^其他机构之间有必要进行密 

切合作，以期避免不必要的工作重复， 

第 1 4次会议 

年 6 月 1 7 B 

14/S1 ‧共有自然资源以及近海采矿相钻探的法律方面 

理事会， 

1. 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共有自然资^以及近海采矿相钻探的法律方ii的报告, 

弁衩 ^大会 1 & 8 5年1 2月 1 7 日 第 4 0 / 2 0 0 号 决 ^ ， 授 权 执 行 主 任 ^ 将 

该报告^同各代表 a i所作的任何评论提交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 

2. 呼吁各!n政府和谷a际组织采取逬一步行动,执行环現领域内指导各国养 

护 及 ^ i皆利用购个或两个以上HJ家共有自然资^的行为守则以及对近海采矿相钻探 

所涉环境问颍的法傘方 ' S所作研究的结论. 

U N E P / G C . i ( 力 5 及 C o r r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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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里执行主任继续审査此事并向理亊会下届常会提出报告. 

% 1 5次会议 

I 9 8 7 年 6 月 I S 日 

14/32.几项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危瞢环境^[fc学物质，化学过程和 

化学现象清单 " ' 、 

理事会， 

回 忆 其 1 9 S 4 年 5 月 2 S 日 第 1 2 / 1 1 号 决 定 ， 

考虑到执行主任关于几项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危箐环境的化学物质。化学过程和化 
É 

学现象清单的原先报告"及增订损告"， 

考虑到在1 9 8 5 ^1 9 8 6年内仅仅接得 2 S 国 政 府 、 1 2个国际组织及〃 

非 « 组 i 织 对 第 】 z y i 1号决定表示的意见， 

注憨到它们的答复中没有一个提及行动措施， 

亦考虑到某些化学品,虽已引起极大的关注，需要给予慎重考虑，可是，或者 

是因为目前还没有认为具有全球重要性，或者是因为现在已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 

(或）其他国际组织具体处理，因此未曾列入漬单， 

1 2 / 1 6 « 

U H E P / G C . 1 4 /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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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要 求 执 行 主 任 

(a) 将该报告递交各国政府，有关的国际组织、实业界和非政府组织，请它们 

^情进一步研究湘采取行动； 

(b) 请它们对该损告特别是对其中所载的各项建&及其执行袠^意见； 

I .要求、各国政府、有关的国际组织、实业界和非政府组织对执行主任的报 

告作出响应，特别要说明已经采取的或规划中的、防止这些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危害 

环境的化学物质，化学过程和化学现象对人类和环境引起严重影响的种种措施； 

3 „再请执行主任: 

(a) 就执行各项建议的进展情况并就可否在清单上增列少数具有全球重要 

学物质*，过程和化学现象向理事会下届常会提出报告； 

(b) 计及所收到的评论和建议，于1 9 9 1年向理事会提出一项增订报告‧ 

第 1 5次会议 

1 9 8 7 年 6 月 1 8 日 

H 》 3 * 额 外 资 金 来 源 

9 8 5 年 5 月 2 3 B 第 1 3 / 3 3号决定 

理事会, 

回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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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环境基金一向是而且将继续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各项活动的主要资金来 

源， 

注意到执行主任有关额外资金来源的报告 6 4 

满意地注意到,在 1 9 S 5 — ;I 9 8 6两年期间，通过报告中所叙述的各种办 

法，总共筹集了】，720万美元的资金， 

注意到交换所体制为环境事项的活动筹集额外资金的重要作用， 

1. ！各 I I I政府： 

(a)通过提供额外资金，继续并增加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具体活动，包括其方 

案预算中核准的那些活动的支持； 

0>)鼓励个人、私人和公共实体及非政府组织，为联合国环境规划薯方茱预算 

核准的那些环境活动中的具体活^提供財务和其他形式的支持； 

( c )支持按照第 1 3 / 3 3号决定笫 2 ( f )段,酌情^ t国家环境委员会，除其他外， 

可通过碉定愿素采取主动的适当组织和个人作为中心网点，以期提商对^境署所关 

切事务的认识，并为资助环境署活动进行募捐活动； 

2 . ， 执 行 主 任 ： 

( a )加强其从基金和实业公司等非政府渠道筹措资金的努力，注S到其各自 

关于环境事项的活动与政策，尝试从一批有限的可能捐助者开始，并探讨与这些渠 

道合作资助核定方案里的具体环境活动的可能性； 

6 4
 U N E P / G C • 1 4 /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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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继续努力为具体的活动从其他渠道荻得额外资金，例如使用本国货币、补 

充人员及顾问； 

(c) 继续就其他生利事业从事努力； 

(d) 进一步促进国家环境委员会的建立，其目标是，到下届理亭会常会时， 

存在的委员会越多越好； 

(e) 进一步考虑挑选有国际威望的知名人士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服务，并在 

一些有限的场合，利用现有资源，试验性地实施他的建议； 

(f) 就本决定的实施向理事会下届常会提出报告，并在中间时期斟酌 

情形就这些活动与常驻代表委员会进行协商。 

第 1 3 次 会 议 

1 9 8 7 年 6 月 1 6曰 

14X34.信托基金及其他基金 

理事会, 

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信托基金 6，及其他基金 6 6管理情况的报告， 

6， 1 4 / 2 ,第五章，第4 3—7 7段， U N E P / G C . 1 4 / 3 / A d d , 1，第 

一章,第3 4— 7 9段和 U l O J P / G C . 14/23 , 

6 6 U N E P / Q C 。 1 4 / 2 ,第五章,第7 8—8 0， U U E P / G C . 1 4 X 3 / A d d . 1 ,第一 

章，第8 0 — 8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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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到关于信托基金及其他基金管理情况的报告; 

2 。对按时交纳各项基金到期捐款的各国政府表示赞赏; 

3 .促请各国政府在年初或更早一些，交纳与其有关的信托基金捐款； 

4 .核可执行主任采取的寻求秘书长同意建立并随后在临时基础上建立野生 

动物移栖物种保护公约信托基金的行动； 

5 ，如果联合国秘书长同意，批准延长下述按照环境基金规则建立的一般信 

托基金： 

(a) 保护和开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科威特 -阿冕 " ^ 尔，沙特阿拉 

伯湘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海洋环境和沿海地区区域信托基金一延长至1 98 9 

年 6 月 3 0日； 

(b) 保 护 地 中 海 免 受 污 染 信 托 基 金 ~ ~ 延 长 至 年 1 2 月 3 J 曰 ； 

(c) 执行加勒比环境方案行动计划区域信托基金一-一延长至1 9 S 9年 

" 月 3 1 曰 ； 

(d) 执行保护和开发东亚海洋环境和沿海地区行动计划区域信托基金一一 

延长至1 9 S 9 年 1 2 月 3 1 日 ； 

(e) 野生动物移栖物种保护公约信托基金 延长至1 9 9 1年 1 2月 

3 1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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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批准经秘书长同意并于有关政府有此要求时，延长下述一般信托基 

(a) 野生动植物群中有灭绝危险物种的国际贸易信托基金，延至I 9 9 i 年 

1 2 月 3 i日，尚需 1 9 8 7年7月召开的野生动植物群有灭绝危险物种的 

国际贸易公约締约国.第六次会议，对一项此类要求作出确认； 

(b) 保护和开发西非湘中非地区海洋环境和沿海地区信托基金，延至2 9 8 9 

年 】 2 月 3 1日,尚需i 9 8 8年締约各方第二次会议对一项此类要求作出确 

认； 

( C )东非地区区域诲洋信托基金，延至 i 9 S 9年j[ 2 月 3 2曰，尚需！ 9 S 7 

年后期政府间会议对一项此类要求作出确认。 

7 , 注意到执行主任按照秘书长授予的权力所建立的下述各项技术合作信托 

基金： 

(a)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提供资金的控制对健康有损的环境公害和增 

进化学安全的忮术合作信托基金； 

m由挪威王国致府提供资金的、通过提供关于处理严重环境问题的策略性 

咨询服务，以支助交涣所体制的技术合作信托基金； 

(c) 由芬兰共和国政府提供资金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顾问服务的技术合作信 

托基金； 

(d) 由芬兰共和国政府提供资金的，向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秘书处提供专 

家的技术合作信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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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由日本政府出资提供初级专业人员的特设信托基金 

第 J 3 次会议 

I 9 8 7 年 6 月 J 6日 

14^3 5.方案及方案支助费用 

理事会， 

审议了 1 9 8 6 — 1 9 8 7两年期方案及方案支助费用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 6 7 

执行主任关予19 8 3—198 9两年期方案及方案支助费用的概rf
8以及行政问题. 

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6， 

1。 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1 9 8 6 — 1 98 7两年期方案及方案支助费用预算 

的执行情况报告； 

2 。 注意到拔行主任担心对环境基金的捐款既没有增加,他无法限制方案及方 

案支助费用预算于19 8 6- 1 9 8 7年捐款概算数额的3 3 %以内； 

3 . ̂ 2 1. 9 8 6 - 1 9 S 7两年期 2 3， 2 7 7 . 3 0 0美元 M订正拨款，连同执 

行主任所提出的方案相支出用途分&;" 

6 7 U N E P / G C . I4y^2 05fo C o r r . i 

" U N E P / G C,. i 4/2 1 和 C o r r • i 

?» U N E P / G C 。 i 4/2 0,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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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竺^;执行主任的提à义，即维持1 9 8 8 — 1 9 8 9年经常预簞与方案及方 

案支助费用预算的可比较性，并将后者分作三大项目：行政领导与管理、方案费用 

及方案支助； 

5 .核可于 1 9 8 8— 1 9 8 9 两 年 期 ： 

(a) 环境方案环境状况股的秘书职位改调到执行主任办公室； 

(b) 当地雇用人员三名自基金方案管理以及当地雇用人员一名自新闻 

处改调到执行主任办公室； 

(c) 当地雇用人员一名自环境方案改调到基金方案管理。 

6。 又核可按照所建议的次级方案相支出用途方式为 1 9 8 8— 1 9 8 9两年 

方案及方案支助费用预算拨款25， 846, 3 0 0 美 元 ； " 

7 . ，执行主任在有效执行方案的条件下，以最经济、最有节,]的方式经营 

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方案相方案支助费用预算的绂款，铭记«事会教2/1 g 

号决定所定的尺度，其中要求执行主任继续努力限制方案相方案支助费用于捐款慨 

算数额的 3 3 %以内； 

8 ‧又请执行主任审査区域办事处及联络处的支出以便裁减这些办箏处费用中 

由方案及方案支助费用项下担负的部分； 

7， X J H E i y G C 。"力 1 , 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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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登竺执行主任就1 9 8 8- 1 9 3 9两年期方案及方案支助费用预算^一 

年的执行情况并就区域办箏处和联络处的费用审査情况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第2 3次会议 

1 9 S 7 年 6 月 1 6 曰 

2 4 / 3 6 ，环境基金 

理事会， 

审议了执行主任的1 9 8 5 年 和 1 9 8 6年度裉告、"环境基金管理报告、"以及 

1984 — 1 9 8 5年^ 1986年的财务报告*o决算； 

注意到裉据环境基金到1 9 8 9年底时的结余预测，全部执行1988-1989 

年核准方案所需的&由兑换货币为数不足，而且在19 « 0年亦没有一个最低限度 

的结转余额,来支付该年度第一季的费用，除非对基金的捐款增加， 

1 ‧ 注意到执行主任对丼于1985年1 2月3 1日终了的1984 — 1985两年期 

环境规划署基金财务报告及审定结算的审计委员会报告以及对行政相预算问邇咨询 

委员会的有关意见所作的评论；" 

2 ‧ 注意到1 9 8 6年1 2月3 1日终了的1 9 8 6 — 1 9 8 7两年期第一年的 

7z U H E P / G C . " 力 ， 第 五 章 和 附 件 五 ， 和 U N E ï y G C . " / 3 / A à d ， ï ' 第 一 章 

和附件。 

" U N E P / G C , 1 4 / 2 2 和 A d d . 1 。 

" U N E P _ / G C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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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基金财务报告和决算 r未审定）；" 

3. ^ I S l ; 于 J 9 8 6年 ^ 1 987年及早缴付其捐款的各国政府，以及在这 

两年对环境基金作更高水平认捐的各国政府； 

4 ‧ 促请各国政府尽量在有关年度的年初缴付其捐款; 

5 . 吁请尚未为1 9 8 7年对环境基金认捐的各国政府尽速认捐，认捐额最好高 

于1 9 8 6年的捐款，至少与该年的捐款额相同； 

6. 进一步吁请各IS政府于1 9 8 7年内为19 8 8—19 8 9两年期对环境基 

金认捐，认捐额最好髙于1 9 8 6年扣1 Q 8 7年的数额，以便全部执行核准的方 

案活动，在决定认捐额时要记得需要改善基金捐款中自由兑换货币相不可兑换货币 

之间的比例； 

7. 核可执行主任的建议.‧ 1 9

 8 2 —1 98 3年期间的未付清的捐款，，应从估 

计资源中删去； 

8. 各国政府支持它们特别关心的基金方案活动，依照基金财务细则第 

2 0 4. 1条的规定，对个别项目作对应捐款； -

9 • & 1 为基金方案活动拨款60, 000,000錄计为,核心方案51, 000, 000美 

元，补充活动9》000, 000美元; 

10. 核准为19 8 8- 1 9 8 9两年期基金方案准备金活动拨款2； 000, 000美元, 

11. 决定为基金方案活动分配拨款如下 

" U N E P / G C . ; i 4 / I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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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相次级方案 1 9 8 8 — 1 9 8 9年 百 分 比 

地球观察 f 千 美 元 ） 

1。监测和评价 8, 300 1 3， 8 

2 •资料交流 5, 600 9 . 3 

环境管理 

3.海洋 6, 900 1 1. 5 

4 ‧ 水 3, 200 5. 3 

5.陆地生态系统管理 
6, 300 10. 5 

6.防治沙漠化 6» 000 1 0. 0 
7 .环境卫生 a loo 3. 5 

8。和平，军备竟赛与环境 350 Ô. 6 

9.技术与环境 4, 900 8. 2 

支助 

10.支助措施 11, 250 1 8. 8 

1 1 .技术和区域 4 # 5, 100 ». 5 

基金方案活动共计 60, 000 1 0 0. 0 

12„请执行主任不为补充活动分拔经费，除非他确信到1 9 8 9年终了时保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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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自由兌换货币结余，使他于1 9 9 0— 1 9 9 1年可以把活动水平维持在大 

约同于1 9 8 8 — 1 9 3 9年的执行水平上； 

13。 再次确认执行主任有权在19 8 8 — 1 9 8 9年基金方案活动的总拨款范围 

内对每个预算项目的分配数作2 0 %的调整； 

14. 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基金的清偿能力，并请执行主任调整19 8 8 

年环境基金财政筹备金，使其达到相当于理爭会核可的1 9 8 8—1 9 8 Q年环境 

基金方案总额的 7 . 5%； 

15. 授权执行主任为1990—1991年承付不超过16, 000, 000美元的预先承付 

款项，以便在该两年期继续进行在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核可的基金活动； 

16。 j|_执行主任为1 Q 9 0 — 1 9 9 1年度基金活动和基金准备金活动拟定一项 

方案，视预计资源水平，该方案应由数額大约为5, 000万美元的核心方案相数额 

不超过1, 500万美元的补充活动组成， 

笫 1 3 次 会 议 

年 6 月 1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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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决 定 

理事会第一届特别会议临时议程、日期及地点 

1 , 理 箏 会 在 】 9 S 7 年 6 月 1 9日的笫 1 6次全#^议上，决足于！ 9 S S 年 3 

月 2 4曰至】S日在內罗毕召开其笫一届特别会议。 

2，理事会核可特别会议的临时议程如下： 

1 . 会议开幕。 

2 . 通过议程和工作的组织。 

3 . 代表的全权证书。 

4 ‧ 1 9 9 0 — :Z995年期间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 

5 ‧ 联 合 国 ！ y 9 0 - 1 9 9 5年期间中期计划草案中关于联合国环 

境方案的那一章。 

6 。通过报告。 

7 . 会议闭幕。 

理事会笫十五届常会的临时议程、日期及地点 

1
 ‧ 理 事 会 在 7 年 6 月 1 9 日 的 篱 1 6 次 全 体 会 议 上 ， 决 定 按 照 议 事 规 则 

第 i、 2和 4条，于！ 9 S 9 年 5 月 i 5 日 至 2 6日在内罗毕举fi^十五届常会。 

2,.理事会还决足于该届会议开幕的前一天下午，即1 9 S 9 年 5 月 1 4日下午， 

举行各国代表团团长的非正式协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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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事会ft可笫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如下： -

1 . 会议开幕 

2 . 会 议 的 安 排 

(a) 选举主席团成员 

(b) 会议的议程和工作安排 

3 • 代 表 的 全 权 证 书 ^ 

4 • 执行主任的报告， 

5 • 环墁状况报告. 

6 • 协调问题： 

(a) 联合国环埭.规划署与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埼.)中心之间的合作; 

(b)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报告. 

7 ‧方案事项，包括《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8 . 环瑋基金及行政^其他财务事项， 

9 * 第十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日期及地点， 

10- 其他事项， 

11 ‧ 通过报告. 

12- 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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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2 0 Q 0年及其后的环境展望 

目 录 

段 次 页 次 

― , 导 言 1 —4 134 

二、部门性问题 

A - À 口 ― 9 137 

B - 2 5 139 

̶3 5 149 

D ― 4 7 153 

E .健康及人类住区 - 5 9 159 

一 68 164 

三、全球所关注的其他问题 

A - 7 3 168 

B - 7 5 169 

C -8 1 169 

D —8 6 170 

‧经环境规划理事会通过、现提请大会审议并通过的《环境展望》文件全文（见 

理事会第14/13号决定，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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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次 页次 

四、环境行动的工具 " 

A •评价 88 -93 171 

B .规划 94 -99 173 

C -立法和环境法 ' 100 -104 174 

D .促进警觉和训练 ; 1 0 5 — 2 0 9 176 

E .机构 11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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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去十年中对环境问题的警觉正在日益增长.各国政府之间和各国政府之 

内，随着它们单独地、双边地、区域地和全球性地处理环境问题过程中，都显示了 

这种警觉。设置环境保护和促进部只是这种共同关切心理的增长的一个迹象. 

此种关切大部分已经集中反映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理事会所通过的决定 

内。虽有这些值得注意的发展，并且世界社会虽对环境问题和行动显示出许多共 

同的认识，伹是环境退化现象继续有增无已，威胁到人类的福祉，甚至在有些事例 

上关系到地球上生命的绝续。 

2 . 为应付这个挑战，所希望实现的总目标必须是基于下述基础的持久性发展： 

(a渖慎管理现有的全球资源及环境负荷能量；（b)设法使遭受破坏和溢用的环境复原, 

发展若能满足今代的需要而不损害到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时才是持久性的发展。 

3 ‧ 以下是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性质及其与其他国际问题相互关系以处理这些问 

题的努力已存有的一些共同认识： 

(a) 一种和平、安全和合作的国际气氛，其中没有各种型式的战争、特别是核 

战争的存在和威胁，也没有任何国家把智力和自然资源浪费于军备之上，将可大大 

增进对环境无损的发展； 

(b) 目前世界经济状况的不平衡使得极难对世界环境状况作出持久的改善， 

加速和平衡的世界发展，及全球环境的持久改善，都需要世界经济状况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经济状况得到改善； 

(c>由于大规模贫穷常常是造成环境退化的根由，因此消除贫穷及确保人民公平 

分享环境资源，是实现环境的持久改善的根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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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 )环境对于经济增长及社会福社既提供了制约，也提供了机会。各种形式的, 

环境退化规模如此严重，极可能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从而危害到人类 

的福祉。不过，环境制约一般来说是与技术状，济条件相对应的，人们能够也 

应该对后者加以改善和管理，以求得世界经济的持久增长。 

( e) 环境问题与发展政策及作法密切交织。因此，确定环境目标和行动时必须 

参照发展目标和政策。 

(f) 虽然处理眼前急切的环境问题是重要的，但预测及预防政策乃是实现对环境 

无损的发展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方法。 

(g) 一个部门的行动的环境影响往往反映到其他部门；所以，部门性政策及方案 

把环境考虑内在化，并互相进行协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h>由于环境问题的性质往往必然带来居民集团之间、或国家之间的利益衡突， 

因此在确定有效的环境管理办法时，有关当事各方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i)要控制与扭转环境退变，唯一方法是确保造成损害的当事方须对它们的行动 

负责，并须在充分利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参与改善环境状况。 

(3)可再生资源是复杂而相互连锁的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须在使用时 

考虑到其开发所产生的全生态系统影响，才能形成持久的产量。 

(k)物种的保护不但是人类的道义责任，并且应能产生改善和维持人类福祉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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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各个级别上通过提供资料、教育和训练来激发对环境状况和环境管理的警 

觉，是保护和增进环境的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m)处理环境挑战的战略必须具有灵活性，应允许针对出现的问题和演变中的环 

境管理技术作出调整。 

国际环境争端在数目和形式上日益增多，H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 

4 . 环境问题牵涉到一系列广泛的政策领域，而多数是起源于不恰当的发展型式, 

因此，在确定环境问题及制订目标及行动的时候，不能脱离开它们的根由的领域， 

即发展及政策部门，而单独进行.在这^H f ^ l T ^ » :会1 9 8 3 ^ 1 2 ^ 1 9瞧8/ 1 6 1 

号决议，本文件反映了政府间对六个主要部门的至公元2 o o0年及其后的日益增 

长的环境挑战的协商一致意见。此外，本文件还简賅地叙述了为全i:界所关注的， 

但不易归入这些部门性标题内的其他问题；探讨了环境行动的工具，包括机构在处 

理环境问题中的作用，整个文件试图前后一致地反映环境问题相互依存和一体化 

的性质。在每个部门性标题之下，本文件內容分为症结问题；前景；处理这个问 

题所希望实现的目标；及建议采取的行动.本文件一方面吸取了世界环境和发展 

委员会的报告的要点，同时按照理事会和联大所设想的《3^望>内容,致力以组织 

化方式来分节叙述共有认识的要素，环境问题*希望实现的目标、及采取行动的议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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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门性问题 

A
、 人 口 

1.症结问题和前景 

5 . 症结问题:在取得持久性发展方面，人力资源目前仍未实现它所能作出的最 

适度贡献。然而，许多国家的人口数目、增长及分布将会继续超过其所处环境的 

负荷能力。人口的迅速增长是贫穷加深的因素之一。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反面相 

互作用往往造戍紧张的社会关系。 

6 . 皿:为改善经济及社会状况和生活素质，在任何地方，人是最可宝贵的财 

产。可是在若干国家，今天人口增长的势头，加上贫穷、环境退化及不利的经济 

形势，已经趋向在人口与环境之间形成严重的失调现象，并加剧"环境难民"问题。 

特别在乡村地区,传统和社会态度一直是计划生育的一项主要障碍。 

7 . 世界人口至2 0 0 0年可能会超过 6 0亿。几个国.家已经实现了人口平衡, 

即达到了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及高平均寿命，伹是，由于不利的经济条件，发展 

中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达到这点。从现在起到世界人口可能会超过S 0亿的 

公元 2 0 2 5年之间，世界上新增人口逾9 0 %将是在发展中世界。它们当中许 

多国家早已遭受沙漠化、木柴缺乏及森林损失之害。计划生育将协助、但本身不 

足以实现人口与环境能力之间的平衡。国家至今还没有把计划生育跟发展规划相 

结合，也还没有把人口跟环境行动的相互支持作用联系起来。同样地，在影响人 

力资源发展和环境改善的诸因素之中有必要更关注人类进步和社会正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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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标和建议釆取的行动 

s. @#；逐渐在人口数量与环境负荷能量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使能达成持久的 

发展，计及人口数量、消费模式、贫穷和自然资源基础之间的关系。 

9 . 建i义采取的行动: 

(a) 计及环境方面的发展规划应是实现人口目标的重要工具。国家应査明哪些乡 

村和城市地区的人口对环境造成特别严重的压力。应该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大城 

市的环境问题。由于贫穷使人口增长率增加，而经济发展减低人口增长率，因此 

发展计划应特别注意旨在改进地方一级环境条件的人口方案。 

( b ) 应对自然资源的显著改变加以监测及预测。这项资料应传递给国家之下一 

级和国家一级的发展计划，并把它们跟人口空间分布的规划联系起来。 

( c ) 水土使用和空间规划应求实现人口的平衡分布，其方法举例有，奖励工业布 

局、鼓励人口迁居及发展中型集镇，以顾到环境的负荷能量. 

( d ) 在环境受压力和有人口压力的地区，应设计并实施公共工程项目，包括以工 

代赈计划在内，以期提供號业机会，同时改善环境。 

( e ) 政府和志愿组织应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增进公众理解人口对环境改善的 

重要仏以及地方一级的行动的重要作用.妇女对改善环境和在计划生育中的作用， 

应受特别注意，正如社会变迁提高妇女地位能对降低人口增长率产生深远影响一样。 

( f )私营企业，特别是工业，应积极地参加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旨在减轻人口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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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压力的努力。 

(S)教育应面向使人民更能应对过分人口密度的问题。这种教育应帮助人民取 

得实际和职业技能以期更能自力更I并增进他们在地方一级上参与改善环境工作. 

(h) 国际机构，尤其是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人口活动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儿童基金会)、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及世界 

粮食计划署应优先注意人口对环境造成严重压力的地区.它们应在设计并执行其 

人口计划中对于环境改善工作表现 敏感。多边和双边发展援助应增加提供资金给 

那些把人口计划跟环境改善结合起来，从而使人口计划更加有效的创新项目. 

( i ) 人口政策的焦点必须不限于控制人口数目。政府应在几方面作出努力：实 

现并维持人口平衡；扩充环境的负荷能量及在地方各级上改善健康及卫生；通过教 

育和培训开发人力资源及确保由经济增长产生的利益得到公平分配。 

B . 粮食和农业 

1 . 症结问题和前景 

1 0 .症结问题:在许多国家粮食缺乏造成了不安全感和对环境的威胁。为了满 

^ 1 "粮食的迅增需求，加上没有充分注意农业政策和实践对环境的影响，以致一直 

在对环境造成重大的损害。这当中包括：退化和耗竭，表现为土壤和森林的损失; 

干旱和沙漠化；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损失和水质的变坏；遗传多样性Jfc鱼种的减少； 

海床的损害；水澇，盐化及淤积；土壤，水及空气污染，以及由于肥料和农药的不 

恰当使用和工业流出物造成的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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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前景：虽然在过去三十年中粮食生产能力已经大大增加，但在许多国家还一 

直没有能够达到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在缺乏适当的环境管理之下把森林和草原 

改成耕作地将会增加土壤退化，例如，在南撒哈拉非洲一项重大问题是沙漠化^ 

频繫的千旱，导致人口大量从乡村地区移出，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 

包括公有财产内的自然资源的压力是一项令人严重忧虑的事。在一些发达国家中， 

由于过度使用化学品导致土地生产力的丧失，及大量优质土地被城市化所吞噬，是 

一些严重问题。 

1 2 . 在所有区域土壤侵蚀现象都在增加：在小个体户农业中，对土地的密集使用 

使它们得不到休耕，转过来影响到土地养护，湿度管理，及对野草和疾病的控.制. 

主 要 原 因 是 砍 伐 森 林 、 放 牧 ^ 及 农 田 其 他 也 起 作 用 的 因 素 是 不 恰 当 的 

土地使用型式及对土地的通路不足。一些.较远的影响是泛滥，水电发电量减少， 

灌溉系统寿命缩'短，及鱼荻量下降.全世界河流每年可能向海洋输送2 4 0亿吨 

的沉积物。不过在一些地方，使用对自然资源作最佳利用的技术，浅耕、休耕， 

具有抗旱、抗虫和抗病特性的农作物品种，加上混合耕种，作物轮种，梯田耕作及 

农林作业，已经使土壤侵蚀荻得控制。 

2 3 .几乎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有变成沙漠化危险，过去二十五年中，干旱地区 

人口增加了 S 0 % 。 自从1 9 7 7 年 通 过 《 对 抗 沙 漠 化 行 动 计 划 》 后 ， 

对沙漠化的警觉已经增加，有组织的处理这个问题的努力也已展开。但是所需采取 

的行动之中的基本要素，即制止沙漠化推进，恢复已变坏的土地及确保它们得到有 

效的管理，这些都还没有得到亟需得到的注意。虽然控制干地变坏的投资具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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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期回收价值，可是供给这个用途的资源数量极为不够。 

14.森林复盖着全部土地的约三分之一。热带森林面积总共逾I 9 0亿公顷， 

其中1 2 (M乙公顷是密闭森林，其余则是开阔树丛。虽然热带地区的植树率近年 

来已经加快（约每年1 1 0万公顷），这只是森林砍伐率的约十分之一。通过轮 

耕或固定耕种把森林土地改为耕地、对薪木越来越大的需求、漫无管理的清除和 

伐木、焚烧森林把它改成牧场，这些都是热带森林损失的主要因素。在半潮湿和 

干燥气候，森林失火也是一项重要原因。广泛的森林破坏对热带森林生,系统已 

经带来影响深远的改变，使它们不再能够承负贮水，气候调节，土壤保养及提供―生 

计的重要任务。 

2 5 .木材，一项曰益稀少的商品，已成为国际广泛瘥商的题目。 1 9 8 5年已 

荻批准的《国际热带木材协定》（热带木材协定)旨在促进工业用木材的国际贸易 

及鳩带 «的 «蒈理。在 . ^ S ^ t t 组^ i 持下拟订的《热带森林行动计划》提出 

了需要集中注意的五个优先领域，它们是：森林土地使用规划，农林工业犮展，薪 

木和能源规划，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保养，及对较善的森林管理的机构支持。 

1 6 .部分由于森林和植被的损失，天气型态已经发生重要改变。这导致了河水 

流量减少，湖面下降，及农业生产力降低。在许多雨量不稳定或不足地区，灌溉 

已大大增进了可耕作性。灌溉也一直在"绿色革命"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可是 

不适当的灌溉不仅浪费了水，冲掉了营养素i而且通过盐碱化损害了数以百万公顷 

计的土地S3生产力。从全球讲，盐化作用损坏的土地几乎相当于受灌溉的土地面 

积，而地表灌溉的土地的约一半可能盐化或，。过度使用地下水供灌溉用途已 

一 1 4 1 一 



使水位降低及导致半千旱情况， 

27„渔业潜力尚未加以充分发挥，而且利用方式不是确保有可持久的鱼获量，这 

在沿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如此，因为它们不拥有必要的基础设施、技术或受过训练 

的人员，来在它们的"专属经济区"内开发及管理渔业。过分的渔业活动已对几 

种重要的鱼类捕捞过度，使有些濒于灭绝。至公元 2 0 0 0年每年鱼供应量可能 

较需求量短缺约1， 0 0 0 至 ^ 5 0 0万吨。一些关于协调国家渔业政策的下列方面 

的区域协定，即犮给许可证程序，鱼荻量报导，观察和监视等'已开始考虑怎样使 

鱼获量可以持久及使用恰当技术。世界渔业管理与犮展会议（】
9
 S

 4
年）已规 

定了一个进行渔业管理的构架和行动纲领。 

18 .淡水养鱼及水产养殖现在年产鱼约 S 0 0万吨。在欧洲，及南亚和东南亚，. 

水产养殖有了重要犮展。无论作为增加农业收入和蛋白质摄取量的传统方式的一 

部分，或者是作为一项工业，在许多国家内：小心经营的水产养殖对于综合环境管理 

和乡村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 

19 .高产种子的使用使农亚产量成倍增加，但也导致农作物遗传多祥性的减少， 

并使它们易受疾病和害虫侵袭。新出现中的直接基因传递技术、或把豆类作物的共 

生固氮能力传递给谷类，可大大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另外，通过国际植物遗传 

资源委员会的努力使基因库在各处建立，及通过国际遗传工程学及生物技术中心的 

工作，.应增进遗传多样性的前景，从而增进农业生产力。 

20,农药的过度使用污染了水和土壤，损害了农业生态，及造成对人类健康和动 

物的危险。为增加农业产量非使用农药不可。但是农药的滥用毁灭了害虫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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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非对象物种，并增加了对象害虫的抵抗力。现在相信有4 0 0多个昆虫品 

种具有对农药的抗性，而且这个数目,还在增加中。 

21 . 自 1 9 S 0至；I 9 8 3年间，化学肥料的人均使用量增加了五倍。在一些 

国家，肥料的过度使用加上家庭和工业的流出物、通过氮化合物和磷酸盐的流失， 

造戍湖泊、运河及灌溉水库的沃化，甚至沿岸诲洋也是如此。在许多地方地下氷 

也受硝酸盐污染，而过去二十年中，河流内硝酸盐的浓度不断升高。由于化学品, 

包括硝酸盐，使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变坏对于发达国家相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是一项 

重要问题。 

2 2 . 在北美洲、西欧和若干其他地区，农产品价格津贴是造戍过剩粮食越积越多 

的原因之一，由于响应奖励而增加生产，加上大量使用肥料和农药，已在一些国 

家造成土质变坏和土地侵蚀。同样，一些国家对稂食谷物的出口津貼影响了其他 

国家的粮食外销，还导致对农田的环境状况的忽视‧ 不过'在若干国家，现在已 

显示一个趋向，是降低农耕规模，鼓励有机耕作'恢复乡村的天然风景'及促进乡 

村经济的多样化。 

2 3 . 在发展中国家，农民从其农产品得到的收入太低，从而影响生产。城市居 

民常按津贴价格购买粮食，而农民只得到市场价格的一小部分.有些国家，使农 

民开始从其农产品得到较好的价格后，农业产量增加了， 土壤和水管理的情况也改 

眷了, 一旦制定公平的农产品价格，加上对农耕的环境管理提供技术协助，就 

能帮助使乡村及城市的生活质素有所改进，一部，因是阻止了乡村人口移往械市。 

可是，粮价向上调整是一项政治敏感问题，在资源生产力低、收入低，大量失业及 

经济增长缓慢的地区，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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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目 标 和 建 议 釆 取 赘 ， 

24. _@#；实现粮食不虞缺乏而不耗竭资源或破坏环境，对已经发生环境损害的 

资源基础设法使其得以恢复。 

2 5 . 建议采取的行动 

(a)政府关于使用农田、森林和水资源的计划应考虑到环境退化的趋向'并应评估 

它们的潜力。农业政策应因地制宜，以反映不同地区的需要，并鼓励农民采用在 

其本区域生态内可以持久的作法，并促进本国粮食不虞缺乏• 应让地方社区参加 

设计并执行这种政策， 

(b) 应査明哪些政梵导致对贫瘠土地的过份压力，或者由于械巿化而占去优质农田, 

或者导致对自然资源的环境忽略，并应纠正这些失误。 

(c) 政府应设计并执行管制措施以及收税和价格政策及奖励，旨在确保对农田的所 

有权连带负有一项应维持其生产力的义务‧ 在提供长期农业信贷时，应要求农民 

实行土壤保养措施，包括适当时让一部分土地休耕在内. 

(d) 政府应在粮食生产工具及在粮食分配方面提倡公平合理。政府H设计执行全 

面土改，以改善无地农场雇工的生活水平.政府应采取决足性行动通过价格政策 

及政府支出的重新分配使"贸易条件"转为对农民有利. 

(e) 政府应査明各种作物、林业和土地使用型式对环境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应根据这1 

种环境评估来制定财政及贸易政策a 政府应优先注重订立国家政策及建立或加强 

机构使那些由于自然因素及土地使用惯例而导致生产力降低的地区得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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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遭遇沙漠化的国家应在其国家发展计划^农业方案中强调干地改造管理工作. 

必须同ir^#^B^、粮农组织、环境署及发挥适当作用的有关区域组织共同制定预报 

旱灾和其他干地灾情的更准确的系统， 

(g) 应分析森林及其底下土地执行各项职能的能量然后据以制订合理的森林政策。 

保养森林资源的方案应从地方人民做起。应逄商或重新磋商关于森林使用的合同以 

确保森林的持续力。应避免大幅度地砍伐森林地区；对已砍伐地区应要求再植树。 

可划定部分森林为保护区，以保养自然生境中的土壤、水、野生物及遗传资源。 

(h) 森林破坏，包括清除砍伐在内的社会和经济^价应在定期提出的关于全国森林 

经济绩效的报告的范畴里予以估计并报导.同样，水涝和盐化的损失必须与关于灌 

溉^农业产量的报导一并提出。土地的沙漠化损失及其对粮食生产.贸易、就业 

禾口收入的影响应作为关于经济增长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经济政策和规划应反映 

此种环境会计. 

(i)在遭到森林破坏和缺乏森林资源的地区，应从环境角度管理森林和木本植被并 

设置经济或其他奖励以鼓励树圃，植树园及薪木种植场.应当鼓励当地社区负起 

这类工作的主要责任。 

(J)应在一些环境遭受压力地区设计并执行特别项目，以增进植树造林、农林系统、 

水管理，土壤养护措施（如等髙耕种及梯田耕作）。这种项目应配合当地人民对: 

粮食、饲枓及燃料的需要，同时增进自然资源的长期生产力。在易遭干旱侵袭或 

其他有环境压力地区，环境改善计划应是全国救济、乡村就业及收入补助方案的一 

个经常部分，以支持这些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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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在一々促进跨部门和综合处理水资源开发和使用方针的国家水资源政策范畴內, 

促使技术、经济及组织手段必须朝向提髙耕作及畜牧业的用水效率a 在干燥地区 

强调地下水储存应可增进对水供应的保仏 应在缺水地区，改良用水技术以减少 

浪费、耕作型式应与水供应相协调、以及水价格定价应包括水的收集，贮存及供应 

的费用；这些措施都应当加以实施以节约用么 

( 1 )灌溉技术的选择及规模应考虑到环境成本湘效益。应特别重视分散化的、 

小规模的灌溉项目. 灌溉必须注意适当的徘水以防止盐化湘水涝。必须发挥 

发展援助的重要作用来改进现有灌溉的生产力，减轻它们对环境的损害，并使它们 

£合小规模、多样化农业的需要。 

(m)从事自然农业的农民，特别是轮换种植的农民、牧户及游牧人民，其传统杈利 

须受保护.不容侵犯。游牧生活方式历来与生态系统相^谐；向它们提供基础设施、 

服务及资料应可帮助趋向现代化'但要注意勿破坏此种^谐关系。土地清除和 

重新迁居方案，除要计及社会^经济影响外.还应评估它们的环境影响‧ 支农工 

业，采矿及住区布局都应顾到改善乡村地区的环境状况. 

(n) 7À、众教育、新闻宣传、技术协助、培训、立法、制定标准及设置奖励应朝向鼓励 

在农业使用有机物质。对月»和农药的卿'除她外,应通过i^)ll、建立警觉及恰当 

的价格政策加以指导.以便建立配合环境影响的一体化营养供应休系。同样的， 

导致化学肥料及农药过度使用或滥用的津貼制度必须逐歩取消。 

( 0 )在规划促进乡村^农业发展的支助性服务时，应注意储藏设施的分散化，并 

逐步改进传统的储藏方法，以避免贮粮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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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规划促进乡村^农业发展的支助性服务时，应注意储藏设施的分散化，并 

逐步改进传统的储藏方法，以避免^粮损害， 

(p)在一些漫无控制地扩充耕地的地区，政府应作出特别努力扩充林地及é然保护 

区。 

(<i)应使用供评价^监测用的卫星录象，空中摄影及地埋资料系统等方法来建立自 

然资源数据基。此种数据应免费或以极低廉费用供给需要国家。环境署应协调 

这方面的国际方案。此种数据收集及根据它们而作的社会和经济分析应可便利设 

计并执行土地使用和自然资源开发计划，及改善国际对跨边界自然资源的环境管理 

的 ^ # 。 

(r) 国际合作应优先着重旨在加强发展中11家在下列一些领域的技术^机构能力的 

方案，这些领域包括：应用遗传学、农林业、有机物再循环，综合害虫防治，农作 

物轮作，排水，土壤养护的耕作方式，沙丘稳定，小规模灌溉及淡水系统的对环境 

无损的管堙,， 

(s)在伃细评价其环境影响和费用效率后，应使用生物技术、包括组织培养、生物 

质的转化为有用产品，微电子学及信息技术，以便促进农业方面的环境管理。政 

府应通过国家政策和国际合作使农民能利用此种技术。应加紧研究雨量不可靠、 

地势不平坦、土壤贫瘠的地区所需的新技术。国家并应制定目标培养熟悉土壤、 

水和森林以及生物技术方面的环境管理，并善于使用多学科及综合性作业方法的专 

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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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应在可行的地区连同农业一起尽量发展水产养殖，要使用低成本、简单、密集 

劳力的技术• 应当通过技术协助以及么、约和协定，加紧进行关于海洋生物资源和 

渔业的环境管理的合作。 

(u)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里妇女在农亚方面的重要作用，她们应获得充分的教育和 

训练机会，她们亦应有必要杈力作出有关农业和森林方案的决定. 

(V) 应减轻世界粮食市场结构方面的偏差；生产的注意力应移向粮食短缺国家, 

在发达国家应改变奖励制度以劝阻过 分生产并增进对土壤和水的管理.政府必须 

认识到建立保护主义壁垒会使大家都受损失'并使用环境和经济标准来重订贸易和 

捐税政策， 

(W)应就农业价格政策締订国际协定，以期减低农业方面对粮食湘自然资源ft浪费 

^ 不 * 善 管 I 此种协定自的应是视各国长期性农业生产能力的不同，来实现国 

际农业分工。在这方面，还应考虑设置一 «界粮食银行'让各国遇紧急状况时 

可向之提取粮食供应，来加强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作。 

(X)应特别注意保护和审慎发展湿地，尤其因为它们具有长期经济价值。 

(y)参照野生物资源对实现粮食安全作出的贡献，应特别重视对该资源持久开发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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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能 源 

1.症结问题和前景 

2 6 . 症结问题：能源消费的形式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为加速经济的增长及满足 

日益增加的人口的需求，都需要迅速地扩展能源生产和消费.这方面的主要问题 

是：薪木的供应曰渐耗竭，得不到充分供应；矿物能源的生产、翰送及使用对环境 

造成影响，例如环境的酸化、温室气体的积累从而引起气候变化• 虽然能源是发 

展所不可少，但迄今还没有就如何平衡环境考虑和能源需求采取协调的行动。 

2 7 . 前景：世界能源消费的大约四分之三是矿物燃料（石油，煤及天然气）. 

其余部分主要来自生物质，水电和核能.使用矿物燃料所造成的主要问题是： 

空气污染、土壤、淡水及森林的酸化，及气侯变化，特别是大气温度升高.为控 

制这些问题及处理它们对环^健康的彩响，费用极为高昂.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正在 

得到开发，如太阳能、风能、海洋能及地热能，但是在本世纪的剩余期间这些能源 

不致能够作出重要的贡献. 

28. 国际石油价格涨落不定。较低的石油价格造成了重大的直接经济影响。 

然而，始于石油高价格的提高能源效率及开发其他能源取代矿物燃料的努力劲头就 

可能受到顿挫。 

2 9 . 虽然发展中国家占用世界能源消费量的约三分之一，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得不 

到充分的能源 供应。它们之中多数依赖石油进口及使用生物质能源及动物能源。 

世界上将近一半的人以日渐稀少的木柴为能源，过度砍伐已破坏了环境。有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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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一边改进环境，一边开发沼气，在这方面作出了进展，但是沼气的潜力大部分仍 

未得到开发。在今后几十年里，鉴于工业化需要及增长的人口趋势，对能源的需 

求将会大大增加。如果不推行提高能源效率的措施，有一日对能濂的需求将得不 

到满足。. 

30.为控制空气污染，许多国家已作出努力，对工厂及汽车制足标准，采用适当 

设备，并发展烹饪、取暖、工业制造及发电的洁净技术,但是，针对城市和工业空气 

污染的努力，往往把污染问题通过酸雨方式转嫁到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欧洲的 

森林至少有百分之五至六已毁于酸雨。若干欧洲国家已经议定了一项协作方案， 

来监测及控制空气污染物的长程传递.可是，要降低二氧化硫和氧化氮的排出， 

耗资极大，虽然有些国家已经采取有效的减降技术‧ 而对于可能显著改变气侯的 

二氧化碳的累积，现在尚无有效的控制技术，而且，现有的技术亦没有充分利用' 

症结困难在于确定矿物燃料造成污染损害的可容许水平，以及应作多少投资于科学 

研究来发展净化技术。 

31 .能源的使用方式往往极为浪费。这种浪费的代价人人都要分担，但穷人负 

担最重。尤有进者，这些费用的一部分将转嫁给子女，后代子孙湘其他国家. 

过去十年中，好几个国家已经尝试促进家庭节约使用能源，工农业提高使用能源效 

率，及混合能源使用以减轻对环境的损害，极为成功。在某些国家，工业成长的 

性质已有改变，其方式是节约使用能源，如通过电子、娱乐及服务工业的迅速增长. 

因此，历来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量增加之间的连带关系已有显著的脱离.能源节 

约、可再生能源及新技术可减低能源消费，同时仍能维持经济增长的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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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石油勘探和采煤已得到极大注意，但天然气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由于缺 

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投资，浪费了大量的天然气。世界上的水电资源也有相当部 

分尚未开发‧ 在过去，水电开发没有充分注意到环境规划.分散化的小规模水 

电系统没有在较大范围上使用，殊不知它们能提供经济、有效及对环境无损的能源* 

3 3
 .核能现已广泛用来发电，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已拟订确保安全开发 

与使用核能的准则.与核能偕来的问题是意外事故引起沾染的危险，会很快地长程扩 

散，及如何对放射性废料，包括废弃的核反应堆的安全搬移及处置， 

2 .目标^建议采取的行动 

34. 目标：要以合理费用提供充分的能源,特别要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供应， 

以满足扩展中的需求，同时务必尽量降低对环境的破坏和危险，节约不可再生能源, 

及充分发挥可再生能源的潜力. 

3 5 . 建议采取的行动： 

(a) 各国政府的能源计划应顾到环境需要，应实施能源有效政策'致力于对环境 

无害的能源生产及适当的能源混合，以达戍持久能源消费的模式.应实行国际合 

作，特别是通过科学研究、建立标准及转让技术和情报，来支持各个国家的努力。 

(b) 能源定价、征税，贸易及其他政策应考虑到各种能源引起的环境代价.对矿 

物燃料的津貼应遂步取消，应向私营企业、消费者，及政府机构提供经济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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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它们更多使用可再生能源，应视需要进行国际合作，以促进对环境无害的能源 

开发和生产。 

(c) 应向各方提供关于密集使用矿物燃料对环境的有害影响的资料。所有地区的 

城市空气污染，温室气体的累积及随之偕来的气候变化，空气污染物的越界传递， 

一切都急须给予注意，包括使用适当方法进行监测.必须在一国之内和各国之间 

制订并执行标准，并应締结公约和协定，来处理这些问题.在这个意义下E接受 

"污染费用归污染者担负"的原则.各国政府应确保在地方一级上比较过去更广 

泛地H用净化技术。联合国系统，连同其他政府间机构,应使各国更加容易取得 

关于再生能源和关于能源高效率使用的资料。 

(d) 鉴于薪木的重要性，各国的造林方案和林地环境管理方案应得到更多的资金， 

在面临薪木短缺的国家,农林方案，植树及村庄小片林地等等应受到特别鼓励. 

商业用途的砍伐薪木，由于其环境代价，应该给予严格的监视和控制.H鼓励使 

用具有高燃效率的柴炉及木炭。薪木的定价应顾到如何配合需求保证持久的供应。 

(e) 沼气可能是一种重要能源；应通过奖励和指导更广泛地应用关于利用农业废物 

和动物及人类粪便的现有技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应可在这方面起重要 

作用，要考虑到这种技术的卫生湘农业效益。 

(f) 对大规模水电项目在作决定时应考虑可能引起的环境影响来分析其社会代价和 

效益。小规模的水电系统应受到特别注意，因为它们可以同时促进环境、经济及 

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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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可再生能源应予优先重视，应较过去更加广泛地使用，要充分考虑到环境影响。 

应特别致力于开发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地热能及特别是太阳能的技术，国际合作 

应能在这方面有所贡献， k 

(h) 应推行国际合作旨在建立一个核能安全生产和使用及放射废料安全处理的制度, 

要考虑到——通过适当途径，例如事先协商一一已决定不生产核能的国家的利益 

和关注，特别是对于在其边界附近建立核厂的关注.这个制度应向全球推广，使 

各国都遵守关于反应堆管理的可资比较的标准和程序，并分享促进核安全的资料和 

技术.《核事故及早通知公约》及《关于遇有核事故或放射性紧急事件时提供援 

助公约》应以X边和次区域协定加以补充，应可导致各国之间对核能的环境管理实 

行密切的技术合作， 

D . X _ ± _ 

1.症结问题和前景 

3 6. 症结问题:工业发展带来显著的利益，但也常常招致对环境^人类健康的 

损害.主要的有害影响是：浪费使用和耗竭稀少的自然资源；空气水^土壤 

污染；拥挤，噪声及肮脏；危险废物的积聚；及对环境有重要影响的意外事故.工 

业化的型式及偕来的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环境破坏.表现出显著的不,平衡现象，如 

果不采取协调的S际行动，则既要世界工业发展加快.又要对环境不造成损害，前. 

景是很暗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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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前景：虽然曾经作出努力来处理工业的环境问题,如果现在不有系统地处理 

这个问题，其不利影响的程度会与日倶增.一项令人鼓舞的趋向是全世界人们日 

益警觉到工业对环境的危险，这种警觉正在日益以知识充实并影响公共政策，不 

过对环埤的知识在各处呈现显著的不均匀现象，如果没有知识自由交流的体制，一 

些政府和工业就会输入危险的物资及允许把剁处废弃的工业制造程序设于其国境之 

内。在基层一级缺乏对环境变化和其起因以及经济影响的充分知识，会使关心人 

士不能充分参加选择工厂厂址和工业技术的决策过程‧ 

38 .工业使用自然资源的方式趋于浪ft. 近来若千国家已经在发展与禾用低废 

及洁净工业技术、及在回收与再利用稀少的工业原料方面作出重要进展.新材料 

和新的加工技术已能节省原料及能源，并减轻对环境的压力.可是，在许多国家, 

由于缺乏适当的政策和技术，依然在使用需要密集资源的工艺 

39 .漫无控制的工业操作办法造成空气中有害或毒性物质浓度到达不可接受的高 

水平，污染河流、湖泊和沿岸诲洋及土壤，毁坏森林，累积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 

体，以致有可能导致气侯变化，包括全球大气温度上升.海洋水平面可能因此而 

升高.工业的生产和排出含氯氟烃,有可能大大地耗竭臭氧层，从而增加紫外线 

幅射。 > 

40.最近发生的工业（特别是化学工业）意外事故的严重性有所增加，即使在 

犮达国家，应付这种紧急事态的准备工作尚不够充分，另外，还没有发生这种事 

故时进行国际合作的构架.一个紧要问题是对地方及区域两级上危险的性质和 

程度，缺乏及早警报及消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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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随着工业的增长和扩散，化学、毒性及放射性废物的运输、储存及处置将构 

成一项曰益严重的挑战。在一些国家已经实行"污染费用归污染者负担"的原则, 

效果良好；但是在许多其他国家这个原则还没有实施，结果是造成环境损害者不负 

任何责任。为了急于追求工业化，可能会把某些'造污染的工业从其他国家移入。 

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尚不拥有分析或监测工业制造程序、产品或废物的环境影响的 

技术或机构能力，它们很容易遭受工业引起的环境损害。 

42. 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成功地应用技术，政策及机构和立法构架来处理工业污 

染。几个国家已经成功地创造或应用了低废或洁净技术。环境署的工业与环境 

处 已 出 版 刊 物 ， 内 载 特 定 工 业 的 对 环 境 无 损 技 术 的 详 尽 资 料 。 因 此 ， 工 

业的,造程序、.产品及废物对环境的危险虽然继续存在,但是S有可观数量的经 

验、专门知识^技术来防止工业意外事故，及执行在环境方面负责的做法‧ 

43 .技术的创新已经开辟了富有希望的机会，可以达成相辅相成的经济目标和环 

境目标.正确指导下的技术可能改变工业化的型式及改善国际分工。微电子学 

和光电子学方面的创新已使信息和通讯工业起了革命，并可导致工业的地碰分散。 

这些创新对于面对工业过度集中城市地区及忽略乡村地区的双重问题的发展中国家, 

带来了曙光。 

44.在今后数十年内，发展中国家将较过去更加依赖工业，包括本国原料的加工, 

提供收入和就业。与此对照，某些发达国家的工业型式正在变化，朝向密集知识、 

节省能源、节省原料的活动。尤有进者，闲暇工业和服务工业已开始在这个变化 

过 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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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各国都愿意合作，拟订关于预防措施的协足，来防阻工业产品和制造程序可 

能引起的全球、区域及越界环境影响，这项令人鼓舞的趋向可举下列例证：在各 

项《区域海洋方案》构架内订立的控制陆源海洋污染的公约及议定书；《关于保护臭 

约》，及正在成形中的关于控制含氯氟烃排放的国际共同意见；《1979 

年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及该公约的《欧洲监测及评估空气污染物长程传递合 

作方案》；环境署主持的《1 9 8 5年危险废物对环境无损管理的开罗准则及原则》。 

此种国际合作在许多工业环境管理领域及在各地理区域都可推广。而且，自从环 

境署召开的 " 2 9 S 5年世界环境管理工业会议"以来，工业界本身亦准备负起环 

境方面的职责。 

2.目标和建议采取的行动 

4 6 . §#；通过能够防止或减轻环境损害勒危险的工业发展方式，使所有国家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持续改善。 

47. 建议采取的行动 

(a)各国政府应实施政策，使浪费使用自然资源和原料及依赖出口的经济制度过渡 

到对环境无损的工业发展，各国应加紧努力，规划和实施对环境无害的工业政策。 

它们应该采取奖励办法，协助建立稀少原料的回收利用设施.发达国家向发展中 

国家转让工业技术，以阻止工业活动引起的环境损毁，应该得到国际间的支持， 

开发计划署、环境署、欧洲经济委员会（欧经委会）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 

组织应朝这个方向加强它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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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各国政府应在还没有监测方案的地方建立方案以监测(i)工业排出物对水、土壤. 

淡水及沿海的污染，及（il)危险性工业活动。 

(c) 各国政府H订立和执行环境标准，并对工业界采取财政及其他奖励办法，鼓励 

它们改装设备，以达成污染控制。它们亦应按照"污染费用归污染者负担，，的原 

则，对不遵守法规的工业予以处罚。国际组织应与各国政府合作，来建立全球或 

区域标准。 

(^)各国政府应要求工业、特别是那些对环境和健康有高度危险性的工业，就它们 

为保护与改善环境而执行的措施，定期提出报告。 

(e) 工业应先进行环境影响和社会利弊分析，然后再决定设厂地点及工厂设计。 

政府应确保工业进行这种分析并公布结果。政府的政策应便利工业的选择地点以 

减轻城市拥挤及助长乡村发展。凡使用彼此的产品和废料的工业，应彼此靠近设 

厂。 

(f) 政府和工业应听取公民团体、社区协会、劳工组织及专业和科学机构的意见， 

然后作出关于设厂地点、设计敎技术的决足，以符合人民的环境、经济及社会需要。 

(g) 商会^工业联合会应积极合作，来执行排放标准及污染控制措施'它们应设 

立体制来弥补其成员间在环境管理知识和能力方面的差距。在小规模制造商之间 

亦应鼓励此种合作。 

(h) 跨国公司应尊重东道国和其母国的环境立法。立法可包括对跨国公司和当地 

企业的活动进行公共环境审査。它们应依照建议的国际行动守则；甚至在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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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环境标准的立法的情况之下，在东道国促进工业的对环境无害的良好管理所需的 

技术能力。 

(i)国际间的工业合作，与国家工业一样，亦应遵守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定‧ 

(j)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设计并执行关于研究、训练和人力规划的方案'以加 

强对危险的工业制造程序和废物的管理. 

(k) 国际组织，包括开发计戈工犮组织、卫生组织、粮农组织、气象组织和 

劳工组织，及政府间组织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 

(经互会），应确保使它们的方案能逐步加强发展中国家朝着对环境无损的方向设 

计并实行工业操作的能力。它们还应帮助建立或加强关于工业制造程序、产品及 

废物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的情报服务。此化应促进发展中国家能接触到关于对环 

境无害技术的资料和数据，包括风险管理技术。 

(1)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来监测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积聚及其对气候和海 

平面的影响，要包括締结国际协足及制订工业战略，以谋减轻此种潜在改变的环境、 

经济及社会影响。在臭氧层构架公约之后继起进行的政府间磋商，应导致关于控 

制含氯氟烃的协定。 

N联合国各组织，特别是环境署当前的法律和技术活动，应在与区域组织更密切 

的协作之下逐步建立下列方面的国际协定和监测体制：（i)处理泄漏和其他工业事 

故，特别是化学品；（ i l )管制危险性工业废物的运输、储存、管理及处置" i i i )解 

决有关环境损害和赔偿要求的争端。联合国^区域组织应鼓励政府将"污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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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污染者负担"原则的适用范围推及跨界问题。 

( n ) 环境署的 "国际有毒化学品登记中心 "方案，应继续协助政府来评价任 

何工业物质包括化学品和废物的制造、销售、输送或处置是否对健康和生态育潜在 

的危险，并应改进此种协助。 

E。健康及人类住区 

1.症结问题和前景 

4 8 .症结问题：健康和人类住区问题的解决虽然有了可观的进展,但是进一步改 

善当前情况的环境基础却在恶化。住房不足、缺乏基本的舒适条件、乡村发展不 

足、城市过份拥挤和衰败、没有清洁的水、卫生设施恶劣，以及其他的环境缺陷目 

前继续在世界许多地区造成广泛流行的疾病、死亡、健康不良以及不能忍受的生活 

条件，再加上贫穷、营养不良和无知。 

49 .前景：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科学的成就和改善的卫生设施、清洁的水和安 

全废物处理等原因，人类防治疾病的能力已大大提高。在许多发达国家，较好的 

生活条件有效地防治了疾病，提高了人的平均寿命。但是发展中国家，则在技术 

成就方面大为落后。 

50.在发展中国家，有四百万五岁以下的孩子因患腹泻而死亡 虽然有时腹泻 

不会造成死亡，但也会耗尽精力，防碍身心的成长。疟疾也是一种水传疾病，每 

年约有1 0 0百万人染上疟疾。伤寒和霍乱同样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性疾病。 

此外，血吸虫病和河盲症也是由于水的管理不善而造成的常见疾病，釆采蝇传 

播的昏睡病使得非洲大片的土地不能用于放牧和居住。煤、油、木柴、畜粪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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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农业废料^燃烧，在住房和工厂中造成有毒气体的高度浓积，结果是带来了慢性 

心脏病、肺病、支气管炎、肺气肿、气喘病等等疾病。 

51 .在储存条件不隹的潮湿、温热的国家，食物中的黄曲霉毒素会引起肝癌。 

同时，过度施用化肥，会增地下水中的硝酸盐水平，危^;L童的健康，而硝酸盐的 

流失，又会使地表«份过高，毒害贝壳类动物。化肥中的磷酸盐使得食物中镉 

摄入增高。如果不在正确指导下使用，杀虫剂、除草剂和真菌杀剂也是对农村健 

康的直接威胁。过量使用杀虫剂亦会使其在食物中的残量增高。 

5 2 .约有十亿的人没有适当的住房，数百万人露宿街头。到 2 0 0 0年，约有 

2 0亿人，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百分之四十的人口，将生活在城镇里，为城市规划者 

和政府带来压力。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没有必需的资源为期待的人们提供住房和 

服务。某些发展中国家大批难民的涌入，使卫生、居住及环境条件益趋恶化。 

在农村住区广泛分散的地方，根本谈不上卫生、住房及其他基础服务. 

5 3 .发展中国家三分之一的城镇居民生活在贫民区和棚户区，得不到帮助和基础 

设施，条件非常恶劣。由于人口继续向都市化发展，预计到2 0 0 0年，世界上 

# % 2 0个最大的大都市地区将会有1 5个是在发展中国家。同时，农村环境状 

况的不断恶化，促使人口向城市流动，尽管人们在城市的收入不足以支付象样的住 

房开支，而且城巿也不能满足人们的基础设施需要。 

54 .都市化有三个主要的环境问题方面：居住条件（居住空间、通风、卫生 

设施、供水、废物处 I娱乐场地、家庭能源等）；周围环境条件（空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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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污染、环境风险、噪音、压力湘犯罪等）；城巿中心周围的环境问题 

(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小气候的变化等）。发展-中国家械巿人口中有K分之一 

到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有损健康的恶劣住所。因此腹泻、痢疾湘伤寒等疾病非常普 

遍，并常常暴发肝炎和霍乱。结核病和其他呼吸道疾病极易在通风不良、潮湿禾口拥 

挤的地方流行， 

5 5. 工业和商业在少数几个城巿中心的过份集中，反映了忽视农村相农业发展 

的二元发展模式。人口、住区、收入^就业机会的集中等项原因相互加强，造成 

了这一情景。虽然估计收入不足以支付象样的住房开支，基础设施需要不可能满足， 

人们还是继续向城巿流动。因此带来了如何安全处理有毒的和危险的废物，如何 

控制水源^空气污染，如何收集^处理家庭废物.如何提供清洁的饮水等等重大 

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湘组织技术能力.光化学烟雾、氮琉氧化物、石油烃、铅、 

汞、镉、一氧化硪、石棉，其他与呼吸湘胃肠疾病相关的颗粒物质以及营养不良，, 

对公共健康带来严重的损害。这种情况之下的生活引起的压力又导致社会关系紧 : 

张.引起暴力^动乱的暴发.这种脆弱的拥挤社会.缺乏组织^技术能力，一旦 

发生工业事故或自然灾害，就会造成大量的死亡勒痛苦。 

5 6 . 人口在城市的大量集中，对自然资源的要求过份.同时使得周围地区受到污 

染，终而退化.由于土地价格的高涨，良好的农田被用作建筑^投机.械市对 

烧柴的需求造成了广泛的森林砍伐、水土疣失甚至小气侯的变化‧ 

5 7 . 发展中国家工厂附近的住区密集，使化学工业对健康带来的危险益趋恶化. 

有毒废物的集中和不恰当的处理威胁着数百万人的健康，人 们很了解环境污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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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危险，这种危险的产生部分由于缺乏环境法规和管理能力.大多数发达国 

家已减低环境污染及其 危险的影响，国际同的合作也在好些方面取得了进展，例 

如：在国际饮水供应^卫生十年活动中发起的国家方案，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初 

级保健方案.，非洲沃尔特河流域盘尾丝病控制方案,.环境署/卫生组织/劳工组织 

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通过环境署国际可能有毒化学品登记中心对有关环境的化学 

品情报的传播，粮农组织有关杀虫剤配备^使用的国际行为准则及萁技术指导方针 

粮农组织/环境署虫害综合控制专家小组，开发署/世界银行/卫生组织热带疾 

病研究与训练特别方案*卫生组织/粮农组织/环境署病媒控制环境管理专家小 

组.国际幅射保护委员会輻射剂量限制规足，以及最近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主持下通 

过的关于核事故情报交流和协助的两国际公约等。 

2.目标和建议釆取的行动 

58 .目标：在千净和安全的地方,提供改善的住房和基本设施，以进健康，防 

止与环境有关的疾病，减轻环境退化， 

5 9 .建i义采取的行动 

(a)各国政府应将健康和住区的发展，作为自然资源的环境管理和地理平蘅发展的 

计划的内在部分。它们应该有条理地觯决公平发展的问题，保证为其国民提供基 

本的健康、住房和舒适条件. 

m应在国际合作之下加强进行造戍热带疾病的环境条件的科，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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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农村发展'包括资源管理及't大水供应和卫生设施，在制足公共政策时，应得 

到有系统的考虑。各国政府应在有关团体的参与下，制定并施行改善供水管理、卫生 

设施和废物处理^综合方案， 

(d) 各国政府应在城市住房、净水供应、卫生设施和控制空气污染等优先方面，在 

国家、省和地区各级确定目标， 

(e) 为减少交通的不利环境影响，尤其在人口稠密地区，各国政府应创造便利，优 

先考虑居住区到工作区的交通问题，并为车辆制定排气标准，鼓励节油措施，改善 

交通管理政策和城市规划。 

(f) 在工业和住区发展方案中，应特别考虑到中等大小的城镇。 

(g) 各国政府应该创造一种"有利环境"，来动员人们的资源和创造力，以改善卫 

生条件、住房和地方一级的环境报导。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家庭、农业和人类废 

物的收集和处理、土地利用规划、地区发展以及自助建筑等等.应鼓励私人和非 

政府组织参与活动。 

(h) 工业、农业、能源、灌溉与土地发展及重新足居等项目，应包括环境与健康影 

响的部份，包括风险评估，根据这个评估结果来决足项目的地点、规模湘技术的选 

择。应制订规定,阻止在高环境风险地区定居，例如在化工厂^核工厂附近。 

执行这些规定的责任应*1私人部门共同承担. 

(i) 基础和职业教育应该包括环境资料。大众媒介应定期向人民传输情辑和技术, 

使他们能够不断改善卫生设施、废物处理湘饮水供应的质量.应该为地方提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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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和剌激，鼓励人们保持环境卫生. 

J )科学研究应针对恶化住区的环境情况 ^卫生 .的迅速改善问题，应发展 

有关技术，解决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用最少的水安全处理废物、改善水的质量、废水再 

利用^雨水收集等项问题.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生境中心）卫生组织. 

和儿童基金会应该加强努力、促进这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 

械巿规划和自然资源的合理管理应得到优先注意， 在人员配备、财政管理 

矛口组织工作等方面应休现这一高度优先地仏 为满足不同收入阶层的需要，城巿 

中心应有计划地提供工业、商业、娱乐湘空间场地。这方面的技术合作应该在生 

境中心的领导下大力发展. 

(1)接待大批难民的国家，应通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髙级专员办事处和其他机构，得 

到更多的国际援助，以改善难民住区的环境条件。 

：F ‧ 国际经济关系 "； 

1.症结问题和前景 

60.症结问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加上许多发达国家和犮展中国家的不适 

当的经济政策，继续影响到持久的发展，并造成环境衰退。.由于日益恶化的贸易条件 

部分是保护主义造成的长期贸易赤字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许多国家，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难以拨出资金，供环境保护及改善用途，具体问题包括：发展合作没 

有充分考虑环境影响，对稀少的自然资源和危险物品的贸易没有^分的管制；跨国 

投资^技术转让在进行时没有关于环境标准的充分资料或不遵守环境标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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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前景：对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环境因素的警觉已经提高,佴是还没有在国家政 

策中充分反映出来。 

6 2 .发展合作项目也没有帮助受援国家显著地建立它们本国防止环境灾祸的能力. 

人们现在对一些大型项目所导致的环境损害较前有更好的理解.并且较前更加认 

识到有必要拨出额外资金，来重建已损坏的环境。 

6 3 . 商品价格的长期下跌，以及其不公平和不稳定，对自然资源的环境管理引起 

不良影响，商品价格也没有充分反映资源耗竭的环境代价.为了增加收益，过 

度地开采肥沃的土地、鱼类和其他自然资源，热带森林也受到损害，种植外销用 

的农作物以代替糊口农作物，使小农户及小牧户离开优质土地，并导致贫瘠土地及 

自然资源遭受过章的压力。 

64. 人们越来越警觉到化学品、农药及一些其他产品的贸易所带来的危险，但是 

关于危险化学品的运输的国际管制惯例，还没有系统化地考虑到环境因素. 

6 5 . 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偿款义务，节约措施，以及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 

^mm\妨碍了、甚至阻止了持久的发展，引起不利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 

6 6 . 近年国际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发展中国家所受影响最为严重.发展中国 

家缺乏经济成长可以产生严重后果， 

2.目标和建议采取的行动 

6 7 . @#：基于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建立以谋求实现所有国家继续不断的经济 

进展为的公乎ta际经济关系制度，以便促成和维持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环境无 

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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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逢议采取的行动: 

( a ) 在正在进行中的寻求协调行动来处理国际经济问题之际，必须认识到亟需改 

善世界的环埂状况，及亟需确保有一个坚实的环境基础，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改 

善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通过国际商品协定（例如商品综合方案）把国际商品价格 

稳定在公平合理的水平，连同生产国适当的环境管理作法，这些均应在这一方面发 

挥重要的作用‧ 

( b ) 特别是在环境受压力的地方，发展合作的长期目标应是改进自然资源的生产能 

力和环境卫生。哪些针对贫穷兼且改善环境的项目应在发展合作之中受到更大的 

注意。鉴于环境恢复的需要越来越大，犮展合作的规模必须大大增加。 

( c ) 发展合作机构应大大增加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协助，以便它们进行环境恢复， 

保护及改善工作。 

( d ) 多边和双边性的发展合作机构，所编制的据以分配援助资源的国别计划和政 

策性文件，应规定要对受援国家的环境需要进行分析，特别着重重大问题（如沙漠 

化、森林损失、污染）。在需要时，应协助发展中国家办理环境会计.并将环境 

会计同关于全国经济福利的报导联系一起。 

( e ) 评估发展合作项目的制度，应规定也要评估可替代的设计和地点的环境及社 

会和经济影响。特别是地区开发方案，应致力在环境自标同社会经济目标之间建立 

相辅相成的关系。犮展合作机构应按照这些目标训练它们的工作人员。 

( f )危险性工业产品、包括一些有毒化学品^农药、及一些其他产品如药物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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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遵守一些规章，务使贸易各方、政府及消费者都能得到关于这些产品对环境和健 

康的影响，及关于它们的安全使用和处置的资料。产品标签应使用当地文字。 

出口国豉府及进口国政府应在这方面互相协作。它们并H协议选足一些化学品在 

优先基础上进行检验。 

( g ) 适当时，国际贸易湘商品协定内应规定环境防范措施.它们应鼓励生产者 

采取长远的观点，在适合时规定对多种经营方案给予支持。政府应研究其贸易惯 

例对环境的影响并将结论告知负责进行贸易磋商的机构，由后者加以考虑。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应制定并买施 

有效的政策^手段，以便将环境*发展方面的考虑并入国际贸易之中。 

( h ) 有关环境的规定和标准不应用于保护主义用途。国际贸易中心应帮助各国 

满足这些要求。如果此种规定^标准适用于商品及制成品，贸发会议应提供有关 

它们的资钭‧ 

U ) 有关东道国应制定政荧与规定，确保跨国投资的良好环境管毪。在有关跨 

国投资、包括联合投资的协定中，政府应通过适宜的控制办法，确保环境瞀理情报 

^技术的擭供，同时还应订明有关各方的贵任。按照^ S W A ^ 4 <、提出的《行为 

准则》，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应执行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他们的活动而带给环境 

的危害的方案，包括进行人员培训。跨国公司中心为便利这一点的实施应发挥自 

己的作用。 

( J )应逋过国际合作促进非污染技术、低废技术及污染控制技术的转让。应探 

讨可在什么程度上以减让性价格向需要国家提供此种技术.受援国政府应确定必 

一 167 一 



要程序以确定所引进的技术的环境意义。 

( k )国际金融机构在处理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与世界经济改革的问题的同时，应 

将短期的金融稳定与持久发展的问题联系起夹。 

三.全球所关注的其他问题 

60. 本部分摘要谈一下前几部》没有谈到的全球所关心的主要环境问题. 

70. 拾洋受到了广泛的污染,污染程度不断加：I；沿岸生态系^I化海洋维持生命 

的能力，损害了它们在，链中的作用；环^其他国际组身海洋状况的监测证实，我 

们有理由对此引起关注.在沿海水域和瀕临人口、工业髙度集中地区的半封闭海 

域，这一问题特别严重，除非现在采取一致行动，否则这一情况会更加恶化.正 

在进行中的监测努力远远不够全面，即使在有些进展的地方，也未能使损害环境的 

作法有足够的改变， 

71. 控制并减少海洋污染，通过国际合作^国家行动建立海洋环境管理休系，这 

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72. 应当建立综合的数据基准，使其成为恢复湘保持世界海洋环境平衡行动方案 

的基础，除其他机构以外,全球环境监测系统（监测系统）、全球资源资枓数据 

库（资源数据库）以及环境署的海洋勒沿岸海方案应加强这方面的努力. 

73. 旨在海洋环境保护、对人类活动进行监测^管理的公约和协定，应该得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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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关国家的批准^执行.在尚没有这类法律文书的地方，则应开始进行磋商，政 

府应该加强或制定政策湘措施，制止危害海洋生态系统的作法，并确保内陆地区的 

环境无害的发展.这些政策湘措施应包括对污水^工业废水排放的控制、废物倾倒， 

包括危险^放射性物资倾倒、危险残余物和作业废料的处置、海上焚烧和公海平台及 

油船漏油等诸方面• 应发展和促进有利环境的以陆地为基础处理危险废物的技未• 

环境署在其工作中应与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海洋学委员会）和国际诲事组织（海 

事组织)及其他适当国际组织继续合作。 

s ‧ 外 空 

7 4 ‧外空已成为公认的人类活动区域。随着未来几十年这一活动的发展'对外 

空良好管理的问题会愈发显得重要.为此，国际和平利用外空的合作非常重要， 

特别是对那些现在有能力从事外空活动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7 5 所有国家，尤其是有主要能力利用外空效益的国家，应该为国际间为和平目 

的探索和利用外空的广泛合作创造条件，包括明确地保持外空的非军事化，此项 

还应包括利用空司技术对地球环境的监測.国际社会应可随时得到和平利用外空 

的利益，包括在天气预报、遥感和医药中的利用，尤其是通过援助，使发展中国家 

获得这些利益。 

c .生物多样性 

7 6 传统的作物和牲畜种类正,在让位给高产出的品种和种类。由于植物、动物 

和微生物遗传基础变窄，一些遗传物质无法挽回地在消失，到？ 0 0 0年，全世界 

将会失去五百万至一千万生物种类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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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协调的全球方案项下，有 

一百多个国家为保护作物遗传资源正在进行合作。全球基因库网络包含了一百多 

万种作物种质标本。但是，在许多国家，国家的保护努力仍然组织不善，缺乏资 

£ ,而且，常不能系统地解决计划、训练、教育和研究等项问题。这方面的国际 

合作和技术援助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78 .为改变生物种类消亡的趋势，应当建立环绕世界土地面积百分之十的国际动 

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区网络，应当准备保护作为种类多样 库的生态系统的管理计划, 

7 Q ,应当扩大保护作物遗传资源的努力，扩大全球数据库网络，以便充分包括具 

有经济潜力的种质，用于生产食物、饲料、蜡、油、树脂、医药、能源和杀虫药剤 

等。鉴于自然保护和遗传多样化的相互依赖性，原地保护和异地保护H该相互补 

充发展， 

80 .应建立机构'提供遗传资源利用率情报，以确定保护种类的选择. 

81 .生物种类保护与经济利用之间的关系应通过国际间最大努力的合作来加以解 

决，有关遗传物所有和取得的协议，包括研究成果，应会有利这种合作 ‧ 

受保护的遗传资源应视为人类的共同利益‧ 

D .安全和环境 

82 .战争和毁灭性武器的积累和部署对环境构成极严重的威胁.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的使用，包括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使用'将会给全球环境造成深远 

的、甚至不可逆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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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3 .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按照目前水平的发展和积累，正从技术上使得人类具有 

结束自己的生存的能力.此外，有些国家对环境从筝有意操纵的能力不断增加， 

也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威胁.如果将用于军火的物质、资金和知识用于解决诸如食 

品安全和住房等人类环境问题，#续发展的可能将会有可观的加强， 

84 .世界自然宪韋宣称："应保证大自然不因战争或其他敌对活动而退变"， 

国际安全的全面体系是保证这一宣言得以实现的首要一环。 

85 .为最大限度减少与武裴冲突有关的环境风险，H通过缓和、谈判及避免使用 

武力解决冲突，来实现逐步裁军。在有关的谈判场合，各国gc^应当继续为取締 

能够改变环境的武器作出努力。 

86.环境署的任务之一是促进与和平及安全谐和一致的无损环境的发展，为此目 

的，裁军和安全等问题，在其涉及环境的范围内，应继续得到适当注意。 

四.环境行动的工具 

87. 上面笫一、二"三节主要是说明应该&何审査政荧夹源 3来有效处理环垸问' 

题‧ 可是，这些行动，还需要某些贯穿性的^动予以加强.本节要讲的就是达 

类行动， 

A . 评 价 

8 8 ' 环境的复兴^t理，必须以关于环境状I环境趋向及其与社经囡素的关系 

等等方面的完签资料为依据‧可是，许多决策还是在不理解环境的改态及其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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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福利的影响的情形之下作出。因此'必须向规划和管理人员提供便于使用的、 

以^代技术取得、分折的可靠环境资料。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因不能得到现代化 

的技术^收集与解释环境数据的必要知识而受到限制‧ 

8化.联合国和各国际m织在各国政府合$下，目前已在全球和区域一级收集环境 

和资源数据。此外，各国亦持有一些零星的数据，但是往往缺乏可把这类资料综-

合贯穿，再在现行作法和政策的范畴內加以分析的体制安排，政府湘区域一级政 

府间组织应加强收集与分析尤其是有关共同的环境问题的数据。 

90 .环境署通过联合国系统对某些环境变数的资料收集、监测和评价进行协调， 

并通过下 «道将这类资料分散到全世界：全球环境监测系统包括：H有关气候、 

卫生和自然资源的监测和评价系统；和(^全球资源资料数据基；关于遗传资源的养 

护和管理的数据基湘系统；可能有毒化学品国际登记中心（化学品登记中心）管理 

着一个全球资枓交流网络，通过咨询服务，以及化学品对环境的影响评价提供化学 

品及其对健康^环境的影响的有关情报査询系统，即国际环境资料系统'以及环境 

署的环境状况报告，讨论重要的环境问题， 

91, 通过对数据的更好搜集与分析，并向可能的使用者进行广泛的分发，这对各 

国及国际组织应是一项有用的服务，环境署应能成为，并且也会被接受为环境评估 

方面的主要权威。 

9 2 .有联合国系统参与并在环堉署领导之下的环境评价方面的国际合作， B柳 

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立有效的国家监测系统、地理资料系统和评价能力， 

并改善资斜的可比较性，为此目的，各国之间应在区域^全球一级大力推动技 

术 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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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 某些11家拍.卩非：政府组织，最近进行了一些极有成就的与社经因素有关的环 

境评价活动，有助于提高环境意识，推动保护翱改善环境的行动a各U政府应该鼓励 

这种活动。 

s ， 规 划 

94. 环境规划应该提供一个概念、方法和体制构架，在这个构架范围以內使环境 

因素逐渐成为发展决策 i港的一个内在部分.每一个国家应该铳定它的环境目标， 

并将这些目标疋为社经发展计划的组戍部分，就象每个国家规定各部门的增长目 

标一样，在攸关的环境资源和环境指标方面，亦应规定有时限的目标,。国家以下. 

一级的计划和政策，也^该规定具体的、步伐一致的环境和发展目标。 

9 5. 各国豉府应建立体制^程序，来促进各部门之间政策的协调并为使环境因 

素成为发展规划的一个内在部分进行统一的指导• 应该使用分析方法来决定各种 

行动途径的环境^社经含义，据以作出明智的方案决定，同时亦将有助于觯决各部 

门之间、各人民集团之间及各地区之间的利害冲突. 

96 .在二个(1家计划之下，在各地区之间和各部门之问分配投资资源时，必须注 

意到环境限制和环境目标。为了方便这方面的工作，应在国家一级和省一级，对 

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趵演变的社经意义，定期进行分.折.同时亦应作出努力，编 

制稀少自然资源的使用记录，要特别注意国内的主要环境问题（例如沙漠化）,并 

在国民收入和国民福利的定期报告中指出与主要环境问题的关系. 

97.应鼓励各部，在就发展方案作出决足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社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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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析，应该利用 t税和经济政策来鼓.励各部门作出有利于使用对环境有益 

的技术与地点、废料的IU收利用与处置、自然资源的养护，并有利于在环境目标和 

经济目标之间建立相互文持关系的各项决足，土地的使用必须制订计划，并监测 

其执行情况，某些国家巳经相当成功地'在地区一级进行规划，以反映环境需要， 

98.在环境影响和危险评价的分析性方法、环境措施的社会费用利益分析、以及 

物质规划和环境会计等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关于涉及多项目标的^限制条件的 

决定模型的埋论工作，亦已取得进展• 环境署、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及经合发组 

织，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不过还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其在决策中产生更大 

的影响。 

QQ. 环境行动与经济规划，在多数国家里依然是彼此隔离，风马牛不相及。因 

此必需在国际阶层和国家阶层大力促进适当的方法、程序湘体制安排的应用，要使 

经济规划完全符合环境方面的限制^机会.环境署在这方面的指导作用H包括向发 

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必须在环境署、开发计划^^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 â界 

银行之间，在工作阶层作出合作安排。它们应该戍立或加强负责对发展方案和项 

目进行环境分析，并与环境署一起协助各国政府有系统地考虑发展规划的环境因素 

的有关单位。 

c . 立法与环境法 

100,愈来愈多的环境立法在国家一级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框架，以便执行环境标 

准，并参酌环境目标，昝制企业和人民的活动，在国际一级，一些公约、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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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已为各国在汉边、区域^全球各级进行环境风险管理、控制污染^自然资源养 

护等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基础。 

101. 必须促进对这些公约的加入^批准，并在国家一级建立有关的机构，以确保 

它们的实施。目前针对化学品公害、危险废物的处理与国际运输、工业事故、气 

候改变、保护臭氧层、保护海洋环境免于陆源污染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达成各种 

公约的势头应该保持下去，环境署在这一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 

102. 在环境署领导之下，于过去十五年内已经奠定了区域海洋管理方面的法律休 

制。各国政府应加紧努力，在国家一级执行立法措施及其他政策，以期有效处理 

区域海洋环境问题的政策来源，河流、湖泊^森林的环境管理、愈来愈显明地成 

为一项对国际合作的挑战。各国政府，在环境署以及所有有关国际组织的合作之 

下，应加紧努力，在国际湘国家阶层建立法律体制，来大大改善河流、湖泊^森林 

的环境管理。环境署在淡水系统环境管理方面发起的新方案，是一个极有希望的 

出发点。 

1 03.在环境署主持下制定的《环境法发展湘定期审査蒙得维的亚方案》应该全 

面执行。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应该继续，以期提供国际合作的坚实基础.应该成 

立机构休制，来保证环境法的执行。国际法院及区域机构应该促进争端的加平解 

决。一般性环境规范^原则的逐步出现以及对现行协定的编纂工作可能导致締结 

一项关于保护^改善环请.的全球公约。 

104.各国政府应利用现有的^正在締结的协定^公约，以湘平的方式解决环境争 

端。国际法院、常设仲裁院及各个区域机构均应浞进环境争端的和平觯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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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促进昝觉和训练 

105. 要、希望民众参加环保活动，首先应该明了环境方面的种种问题和可能、 

环境方面的变化如何可以影响他们的福利，他们的生活方式如何可以影响环境等等, 

人民是否能够有效应付环境问题，完全要看他们是否有技术^组织能力，来规划^ 

执行必要的措施。 

i06 .自从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
 9 7 2

 )以来，对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相 

互关系的认识不断地提高'社区阶层的志愿团体，国家^全球阶层的非政府组织， 

科学团体'名.级学校，新闻界，以及各国政府，对这个提高认识的«都曾作出贡 

献。同时环境署通过自己的方案^情报活动也帮助提高了环境认识. 

2 07 . ^很多发展中国家，千千万万的人民受到环境衰退的危害，可是他们至今 

未曾取得适当环境詧理的知识技裨.人民是发展活动的最珍贵资源.但是如杲要 

他们有？甚设性地参与促进持续发展的活动，则必须向他们提供环境知识，用的文字 

要简单明暸，用的形式要使他们容易与自己的情形联系起来,. 各a政府应在这 

方面加紧努力.非政府组织在环境署的恰当支助下应在这一方面负起积极任务， 

尤其是通过提供必要的资料等办法。 

108.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与环境署一起合作在各级学 

校的教育中应确保有系统地包括环教需要方面的内容'特别在发展中国家。同时 

在特定专业人员一一例如工程师、建筑商、森林服务人员、农业辅导人员加经理人 

员一的专业训练中，应注意并促进包括环请内容的教材编纂工作。对环境方面 

的考虑与经济和其他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的人员训练还应得到更多的注意。 

各国政府应将环璜训练作为它们教 ; t ̂ 通讯政策^方案的一个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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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环境评价^环境管理人员的训练活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国际支持 

不断地增加。可是务必保证，训练方案的内容*方式符合准备实施这些技术的有关 

国家的需要。国际合作及各国政府的努力，亦应保证逐步加强发展中国家本身的休 

制能力，使它们能够利用这种训练. 

110. 环境方面的考虑必须在部门性的政梵^习例中内部化，以保证实现环境目 

标^持久的发展"部门性的机构应该对这种内部化负贵。现有的.环境何题亦应 

通过一致行动^资源分配，来谋求解决。这个办法在11家一级^国际一级都应适 
用̂ a 

1U. 在国家一级，各个部会湘其他政府机抅应对它们职掌范图以内的持久发展 

湘环境保护说明它们的具体贵任。它们的政梵，职掌、结抅以及预算资源的分配， 

均应符合这个原则。这个同一办法，亦应斟酌情况在省阶层 i f p地方阶层适用。需 

要有权威的机构和程序，来督察^保证整个政府休制遵循环境目标。各 I S政府应 

成立或加强环境部，来刺激、指导、支持^监测达成此种目标的种种行动 a 为此 

目的，基本的任务应包括：环境评价，规划^奖励，关于立法湘规耷的咨询，提高 

警觉^训练，鼓励研究及应用其结果。环境部对处理环境问题，包括环境的复兴 

的直接行动亦应进行领导和协调。双边^多边机构，以及国际组织，应在这彌对 

发展中国家给予协助。 

112.联合国系统内外致力于粮食^农业、卫生、工亚、能源、科学贸易、财政^ 

发展援助等等的国际机构，应调整其政策与方案，以求稳步地走向环境'无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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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这些机构应在它们的政策、预算和人员编制里，综合兼顾持久发展的目标' 

各国政府应向这些机构提供一贯的政策指示，务使它们的使命湘方案符合这个目标。 

114. 联合国各组织'的理爭机构应疋期向大会报告达成持久发展目标的逬展情况， 

此种报告亦应提交环境署规划理事会，使它能就它职掌范围內的事项，向大会表示 

意见。行政协调委员会应在秘书长的主持之下，有效督察联合国系统所有方案里 

持久发展的执行，其途径是审査和协调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各机构在这方面的努力， 

并在提交大会及环境署规划理亭会的报告里包括这方面的资料， 

115. 环境事务官员团这一机构间体制应指导、支持^监测联合国系统以内的种种 

活动以保证政策的一贯性， 

116. 环境署应与国家一级的休制安排共同努力浞进、指导、支持湘监测实现环境 

无害的发展活动，并刺激^协调处理环境问题的行动。 

1 1 7 . 环 » 的 职 能 和 主 ^ 先 任 务 是 ： 

(a)发挥一般的催化作用，促进持久发展的环境基础的复原、保护和改善，在联 

和国系统以內提供领导、咨询的指示； 

in就环境^自然资源的状况以及正在出现的环境问题，从事监测、评价及定期 

提出报告； 

( o支持关于主要的环境湘自然资源尿护问题的科学^技术研究； 

m斟酌情况与其他机构合作，在环境管埋方面提供指导，包括开发管湮技术、 

制订环境素质标准的准则^指标，以及自然资源的持久使用和管理的指导原则等； 

(e)发起^浞进发展中国家关于生态系统昝理及关键环境问题的行动计划的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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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得到要求时，对行动卄划的执行进行协调。此种计划应由有关国政府出资执 

行，同时有适当的外来援助； 

(f)发起并支助发展中国家针对本国严重的环境问题而发起的方案和活动； 

( g >鼓励^浞进关于关鍵环境问题的国际协定，支持^浞进关于养护环境^自然 

资源的国际法、国际公约及合作安排； 

(h) 与其他有关组织合作，建立^加强发展中国家的体制^专业能力，使它们能 

在它们的^展政策^规划里，照顾到环境方面的考虑； 

(i) 通过教育和宣传活动f足进环境意识； 

(J)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其他联合国机构、世界银行^区域发展银行一同合作, 

加强它们的方案^技援项目中的环境方面的内容，其途径之一是训练^借调工作人 

员。 

118. 联合国系统的专门机构^其他组织应迅速负起全部业务和服务责任,来执行 

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和环境基金里属于它们职掌范围的、由环境署支持的环境方案。 

环境署因此而获得的人力与财力资源应集中于上述的各项优先领域。 

119. 要保证环境il健全的发展，不能仅仅凭籍政府机构、政府间或国际组织的行 

动，这方面需要其他团休参与，特别是工业界、非政府组织、环境湘发展机构以 

及科学界.非政府组织能在许多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包括环境教育和环境意识， 

规划^执行深入民间的活动方案.科学界应在环境研究和危险评价及国际科学合 

作方面，继续负起重要责任。 

120. 为处理共同的环境问题，正在建立区域^洲域合作安排。例如 1 9 S 5 年 

非洲环墳.部长级开罗会议就对一项行动方案及其执行方式达成到协议。各国政府 

^各发展合作机构应支持这些体制安排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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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辩论过程中各方就世界环境与 

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所表示意见摘要 

1 .理亊会于1 9 8 7年 6月- 8日、9日和1 0日的第二次至第六次会议上， 

在豪尔赫*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的主持下审议了议程项目7相8. 

A。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 

2 .理亊会审议议程项目7时备有的文件是U N E P / G C . 1 4 / 1 3 相 u m v y 

G C . l 4 X 4 / A d d . 7 ,附件 .理事会还听取了执行主任的介绍性发言 f U U E P / 

G C . 1 4 / 4 / A d d . 8 ),发言摘要见上文笫三章。 

3 .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挪威总理、格罗•哈尔来姆.布兰特兰夫人 

阁下介绍该委员会的报告时强调，迫切需要恢复世界经济增长W活力，以便制止人 

类环境的恶化.但是工业化国家相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格局必须改变，以和谐地达 

到社会、经济相环境目标，此类变革是可行的，必须决心进行，这就要求对自 

然资源相环境的明智管理，以保护后代人类的幸福.持续发展同时还意味着必须 

在制定和实行人类活动各方面的政策时根本解决环境问题.囡此，委员会的报告 

强调吸取各种反映出认识到国家相互依存和环境 《经济及社会问题间关系的新概念 

和价值观，并且呼吁更新的政治意志及在s家相国际各级重新确立政策和方案的方 

向。特别是政策必须对贫困、国际经济不平等和环境的退化的连锁关系作出反应, 

4 . 发展中国家将需要大量援助来争取持续的发展，这种援助必须相应于环境 

方面的需要，非政府组织在帮助作出持续发展^知情的选择方面的作用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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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所有各级认为到持续发展相争取这一发展的方法的必要性也是极其重要的，最 

后，世界委员会主席对该委员会在编制报告期间从理事会闭会期间政府间筹备委员 

会和环境署莸得援助表示感谢，并简要说明了环境署应如何加强其作用以便执行该 

委员会报告有关建议， 

5。代表们欢迎委员会的报,并祝贺委员会及其主席对环境问题、其与社会相 

经济问题的内在联系作出了全面、富于启发性相公正的分析，并提出了针对问题的 

裉本的建议，一些代表赞赏委员会进行工作的方式，工作中涉及到公众听证、与 

科学界、政府和联合国系统的磋商，代表们还注意到理亊会闭会期政府间筹备 

委员会对委员会工作作出的贡献.他们说，委员会的报告应有助于促进国际合 

作以解决环境、经济、社会相政治领域内当代世界问题的全球性思维相行动的形成, 

6 。代»谱遍队为，贫穷是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亦是其后果，囡此，消除贫 

穷是保护相改善环境的基本条件，许多代表赞同委员会的意见，认为特别涉及到 

严重的外债和还债负担、商品出口贸易条件不利相贸易逆差的E际经济局势在许多 

国家引起了环境的严重恶化，并表示对委员会的工作将环境问题放在世界经济的范 

畴以内表示赞赏.若干代表认为，委员会的报告应有助于扩大扣加强争取加快和 

持续的世界发展的国际合作，一位代表认为发展中国家相发达国家间的相互行动 

极箕重要，并报告说他本国政府已将对最贫穷国家的援助贷款改为赠款.许多代 

表表示同意委员会关于考虑到环境和自然赉源局势，必须认真处理人口迅速增长问 

题的意见，并强调提高人民的生产潜力及其长期福利，若干代表表示同意委员会 

意见，即如果要改善世界环境局势，就必须重振世界经济增长，并在消除目前的不 

平衡状况促进持久的发展，代表们还同意说，这方面的共同贵任只有通过改变人 

民的价值观和认识才可出现，而这必须通过加强政治意愿相教育努力才可作到. 

有些代表认为，妇女在作到持续发展方面有着特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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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几位代表赞同委员会报告中提出的处理环境问题的预恬、预防和综合的办 

法，同时提到其本国政府实施这一办法采取的措施.几位代表还提到环境署在这方面 

进行的工作，包括政府间协定方面作的工作.一位代表说，委员会的报告为重订 

政府相国际政策提供了工具‧ 一位代表强调需要发展完好的资料基础及预报环境 

变化的能力，以求采用预估、预防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并报告了他本面在这方面釆 

取的步骤，另一位代表同意委员会的意见，工业化在达到持续经济发展方面必将 

发挥重大作用，但警告说，不能低估新技术带来的危害.一位代表过，许多环境问 

题只有依靠实,拖新技术才能觯决,.工业化国家必须订定防止环境不良的技术和产品 

出Ci的措施和^法；一些代表同意委IS会的懲见，环境问题应与制定经济政策结合 

起来；几位代表报告'了他们本国建立的环境影响评估程序，一位代表简述了其政府 

建立一个独立《员会评估环境彩响，在这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步骤. 

8 . 代表们同意委员会的意见，发屣援助应与发展家 W环境条件及目标相 

应，有些代表指出了其本国边援助方案对这一点日益重视 .一位代表说， 

委员会的报告为增加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转让提供了有力 W环境方面的论据，一 

些代表支持将环保和持续发展列为所有有关的联合S机构》其他国际机构职权范围 

的组成部分.还有代表指出，针对具体环境问題相挑战 W区域相全球级 Œ际环境 

合作必须加强，以完成向持续发展的过渡.若干代表列举了这种合作穗步发展《I 

例证.一位代表说，应当效仿这些积极的例证，以便找出解决欧洲最严重的环境问 

题一多瑙河的污染问题的办法.环境署的摧化作用希望在这一努力中是非常有益 

的， 

9 . 有些代表提到安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指 

B,保卫和平、防丄核战争相创造人类进步的条件应得到优先注意，一位代表指 

出，委员会的报告为真正裁窣提供了有力的环境方面的论据，另一位代表提到其本 

S在建立一个军事、政治、经济相人道主义领械的S际安全体系采取的行动.而 

另一位代表说，委员会的报告未充分认识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国际平与安全方 

面的中心作用. _ l f l 9 _ 



1 0 . 有几位代表说他们没有充分时间详细审査该委员会的报告，现在该报告正 

她 们 国 家 的 有 关 縱 加 » 细 研 究 ‧ 有 些 他 f l ' 顺 告 喊 些 ^ " 不 能 同 % ' 在 这 ^ 

面，一提^^员会棚:]减国防支出与增加发展开支密切相联、环境组织方案经费 

的当然筹供、无损于保护有权的技术转让等。他还说委员会报告中关于原子能、 

海洋法公约、南极条约、外空条约的建议提出的时间过早.另外三位代表说,南 

极条约为南极资源的环境无害管理规定了一个妥当的国际合作机构，不需要另一小 

管理制度。另一位代表说他的政府不同意委员会关于捕鲸相原子能的意见. 

另一位，说要求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制度不是处理目前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适当 

办法。一位代表说转移资源不一定是环境问题的觯决办法；错误的政策是常常造 

成环境退化的原因而不是缺乏资源.一些代表指出委员会报告没有充分认识到自由 

市场在导致环境改良上的作用。一位代表指出报告也没有充分认识现有国际环境养 

护组织的成就和潜力。另一位代表指出委员会关于外空的建议不合现实，外空的非 

军事化应受到注意才是。另一位说委员会应当考虑到难民问题. 

1 1 . 有些代表指出，技术庠当改变方向,对于风险管理应当开始特别努力，以 

便在持久发展方面取得进展，一位代表说，委员会建议风险评估应有一个独立的 

国际方案，是应当慎重考虑的,.另一位说，鉴于低废相污染控制抆术便成持久发 

展的潜能，委员会关于技术转让的建议应当更加远大一些.特别是需要的S家对 

于污染管制、低废相清洁技术的取得必须大加改进.他说他的国家有意在一些 

箕他国家的支持之下提出一个关于这方面的决定萆案交由理箏会审议‧ 

12.至于对委员会报告的后^fî^r,代表们同意应连同理事会的决定—份建议 

草案送请大会审议并通过.有典代表主张该报告应由大会详细讨论，有的认为报 

告应当广予分发，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里.几位代表主张报告的建议应斟酌区域 

情况要求具伴一些，并应在区域会议上予以审议，一位代表通知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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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的政府打算于1 9 9 "年充任东道国，与欧洲经济委员会（欧经会〗和环境 

署合作召开一个区域审査会议，同时还提议或许在i 9 9 2年举行一个"斯德哥尔 

摩后 2 0年"会议来审査国际社会朝持久发展所取得的进展并制定一个将来行动方 

案.一个代表认为这样一个会议恐怕是浪费，因为委员会的一些建议正在许多其他 

国际论坛加以审议.一位代表表示，并不需要为此目标设置一个新的联合国方案. 

同时有人建议1 9 9 1 至 2 0 0 0年宣布为联合S环境十年，在十年期之后在华沙 

举行一个检讨会议，会上邇过一个新生态秩序宣言. 

1 3 .几位代表提到以色列在占领区奉行 W政策对于环境的不良影响，*以色列 

的核能活动对该区域的威胁,.有的还提到巴勒斯坦难民继续遭受的困苦情况，以及 

各政府相有关组织必须力求缓相，国际社会应当作出一切可能W努力，促使磨难 

中东的冲突得以觯决，以致该区域环境稳定的一个先决条件，即相乎得以恢复. 

14 ‧ 一位代表说柬增寨的军事占领*o那里占领军W殖民点政策正在那个囿家制 

造环境问颐.另一位代表行使答辩权，否认前面那位发言代表描述的局势是现实 

情况的正确反映， 

1 5 . 国际养护大自然及自然资源联合会（大自然养护会）的观察员说，大自然 

养护会准备设计和提倡非政府组织、科学团体和实业集团之间的一个新的国际合作 

方案来帮助提供将发生的环境灾难的早日警告和协助评估风险。该组织也打算探求 

办法帮助各国估计环境疏忽的经济代价，和环境頋虑纳入发展过程的益处‧大会曾 

要求制定一个关于自然位置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文书'精神与范围仿佛其他国际公约, 

反映普遍资源原则.养护会也正与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合作'为南极拟订一个养护 

战略，它也和联合囿人口活动基金及环境署一起开始了一个关于人口和持久发展的 

新方案, 

1 6 . 北欧理事会的观察员说发展国家对资源的利用同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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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殆尽具有联带关系.所有的经济规划都应当更加注意如何避免对自然的将来损 

害.同发展中IS家进行贸易相合作，应当确保接受s得知生产程序相生产品的环 

境影响，确保那些国家环境上负贵的持久发屦的措施应当在技术援助活动相技术 

转让中占居优先. 

17 .经合发组织的观察员提请注意其鄧长理筝会最近关干加强该组织环境 

活动W决定.他强调全球经济持久发展所需的资源根基必须保全，对于危险物质 

在环境中的排放也必须更有效地加以防止，经合发组织正在检査它同发展#国家 

加强合作的办法与途径.这种努力同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提出W结论完 

全一致，经合发组织已认识到该报告的重要性，并已开始研究该组织的种种活动如 

何适用委员会所作的建议， 

】8 ‧瑪事会随后审议并通过了一项关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的 

决定， （参见附件一，第 1 4 乂 1 4号决定）.在决定通过时的有关评论载见上文 

笫三章， 

B .《到公元 2 0 0脾及其后的环境展望》 

1 9 . 理 事 会 审 i X i X 程 项 目 8 时 备 有 文 件 1 4 / 1 4 Co rr.li3: Add. 1 

^puwEpyoc. 14/4/Add. 7 , 附件一 . 

2 0 . 闭会期政府间筹会主席、孟加拉国 S级专 8克德里先生介绍了 （环 

境展望草稿》（UKEP/GC. 14/14/Add. 1 )和闭会期政府间筹委会提交理事会 

的工作报告（UNEP/GC. 1 4 / 1 4和 C o r r . 1 ) ,他扼要介绍了制定环境屦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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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背景及委会的职贲.他报告说，在理事会》联大给予了指示相指导之后， 

委员会完戍了工作并将环境展望萆稿提交理事会审 iX. 他简述了委fi会对世界委 

g会工作所作的多种投入及在制定屦望文件过程中与世界委B会进行的碰商.他 

觯释了文件的制定过程，其中包括委员会起草小组自委员会成立以来多次会《进行 

的工作、委K会的八次会议及三次磋商会议的工作,并说委6*，设立以来的持续工 

作使委s会能钛建立起一种渐进的政府间协商一致意见，其具体结果就是环境屡望 

2 1 . ^mm>^±m syi 6 1号决 iX提出的方式吸收了世界$B会的报 

告内容，并从各国政府相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及机构的许多*见》建议中莸益 ‧《 f e 

•阐述了该决议所要求的 "共同认识 "、 "期窆目标 "相 "行动计划 " 等内容的 

同时，力求对目前现有的严簠环境问颜以及必须将环境问《与发展一体化的需要自 

成的挑战作出反应。他指出^^茌经埋筝会通过之后应提交大会审《和邇过，他 

慼谢所有对编制屦望文件作出贡献的人士并呼吁各S政府共同努力就屦望达成协 iX 

并付诸实施以便为环境保护^改善及无损于环境的发屦更新相加强国际行动， 
'»、、 

2 2 代表们祝贺闭会期政府间筹委会及其主席 遵循理事会^联大賦予的职 

贵，制定了 ^ ^ > 草稿并交由理事会审 i « , 他们满意地注意到制定屦望过程中 

娄^会与世， i会之间保持的对话，并赞赏地注隶到屦望文件与世界娄员会的楫 

告同样反映了处理环境问颍的预估、预防相综合办法，他们确认展望按朕大的意 

见在有限的时间内吸取了世界娄 S会的报告内容并赞赏两份文件的互补性，一些 

代表注意到展望采纳的确立办法有助于将世委会报告的内容转化为具体建议，一位 

代表说，文件反映了环境署的经验，并为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有效行动作出必要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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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示.另一位代表坚决认为世委会的报告和展望文件应以更为具体和有力的方式制 

定出建iX;此外，文件的叙述都分如删涂的话，将会更为有用. 

2 3 . 许多代表提到他们的政府參加的制定并对文件体现出渐进的政府间 

协商一致意见表示满意，这将为无损于环埦的发展直逑^加强国家行动相国际合作, 

他们提出，《展望》完成并由理事会通过之后，应交由联大审•«并通过.一位代 

‧《展望》的通过将有助于保持世娄会报告所激起的对持续发展行动的动力.一 

些代表说,《M>^世委会的报告给予理箏会一个绝佳的机会，^环境署和联合国系 

统给予政策指导，促进环境问颡与部门政策及方茱在IS家及IS际各级的结合. 

2 4 . 许多代表对《展望》按照理爭会的指示，阐逑了"共同认识"、"冀望的目 

标"^ i "行动计划"等内容表示满蒽，并注意到它考虑到了理举会牿别会议的第1 

号夾iX,他们同意编制展望文件的一般方针，并说这应有助于将环境考虑纳入1S家相 

国际各级对发展的思维和行动的主流.若干代表赞同，》中关于环境、经济^社 

会因素间关系的主勘，一些代表赞赏了关于11际经济关系对环境的影响及在国窠内 

^国家间平等分配经济增长的环境益处的直要意义的分析及结论， 

2 5 . 但一些代表认为，文件的一些部分未充分反映其政府的意见，应加以修订。 

一位代表说，《«>应被看作是非常初步的草稿，在协商基础上审议并通过之前还要 

大加修订，文件的一些建议依赖于政府的行动，对巿场在处理环境问题方面的作 

用探讨得并不够，在环境行动方面，II要给予个人的主动行动和非政府组织更突 

出的作用，另外，将乎等概念 S于环境政策的中心并不总是有效的，他的国 

家不认为应单独处理誇国公司问题，它们应得到与国家公司一样的对待，另外他 

提 出 ^ 1 >中列出"共同认识"的顺序应与文件中其他有关议题作同样处理，另两 

- 1 8 7 一 



位條说，.他们不同意文件中"共同认识"的一些内容，其中包括安全与环境的联 

系。另外一些代表说，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地与保护环境及争取持 

续发展联在一起的.另一位代表称赞世委会报告和愎望》文件从新的概念高度看 

待环境问题的方式. 

2 6。 几位代表承认«^望》文件应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对环境问题及其重要性 

的警觉，他们建议将该文件向各国政府相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广泛散 

发。一位代表建议利用展望文件及委员会报告里的资料产'制电影片，在全世界分 

发。有些代表主张应该要求国际财务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实施展望文件里的各项建 

议。一位代表说，通常由其他机构从环境立场讨论的几个国际发展问题的分析， 

应可有助于扩大对那些问^的视线，并促进国际间的理解合作，致力于加速的、 

持久的世界发展，特别是对于现代世界的经济、环境相社会问题之间相互关系的 

清楚认识，应可有助于促进国际协和及各国的相国际间的政策协调. 

2 7 。 几位代表指出，在无损环境的发展方面的各囿行动和国际合作,以及将来 

的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和联合囿系统其他机构的中期方案，均应以境展望》文件. 

为指导。几位代表报告了在国家一级进行的关于到公元2 0 0 0为止的环境状况或 

环境相发展趋向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促进警觉，同时可对政策规划作出贡献. 

28。 几位代表强调于通过Ctt》文泮之后需要釆取后续行动，他们认为展望文件 

是各国^囿际间的行政、体制相政策改革的基础.一位代表建议应在B家一级作 

出适当的体制安排，例如部门间协商委员会，以谋确保各部门的政t均能反映环境 

警觉..几位代表说环境署虽然资源有限，进行了极重要的工作，他们建议应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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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署的催化和协调作用，以便响应国际一级促进持久^展的挑战，同时牢记其职 

权范围内的各项问题，一位代表说需要一个新的体制，来协调相监测联合国系 

统的持久发展活动，而另有几位代表则认为联合国系统内现有的协调安排极为适当, 

而且为了促进继续性相累积进展，这种安排应予充分动员。 

2 9.环境联络中心（环联中心)的观察员欢迎环境署日益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在保护 

环境和达成持久性发展方面的中心作用，环联中心将继续同环境署合作，以助长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并加强环境署针对青年、妇女团体及不把环境作为主要目标的其 

他团体的外联方案，他建议理事会,.要求执行主任确保非政府组织有系统地参与 

环境署方案的所有方面，以便执行 « ^文件或世界委员会报告的有关建议，并 

扩大和加强环境署对环眹中心的关系和支持，他还要求理事会支持执行主任致力 

于设立一个基金，以协助有功的个人和组织继续并扩大其环境活动. 

3 0.对讨论议程项目7和8期间所作评论作出答复时，执行主任说，讨论的范 

围十分广泛，这反映出各国政府十分重视世界委员会报告和^^| | >文件。他认 

识到各国政府对世界委员会的报告和环境展望文件都会有特别慼到关切和«兴趣的 

地方，但是他吁请各国不要对环境展望文件所述的问题及该文件所载建议重新逬行 

讨论，因为这份文件是用来作为政麻间协两一致意见的产品.就这些问题重新逬行 

辩论将否定大量巳经完成的工作，并造成难以对这两份报告达成协议的局面*他希 

望 理 爭 会 能 够 通 过 关 于 ^ 11>的，项决定，并能两定一份决议草茱，以供提交大 

会，草案应概述理箏会对大会的各项期望.如果大会有憨通过一项与编制世界委员 

会报告及环境展望文件所花费的大量心血相称的决议,，它可以从理筝会的指引中获 

益.他还建议理事会不要向大会发出错误的信息,'特别是关于两个方面，一是关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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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受益于环境管理活动的权利方面，他强调环境管理活动同环境评价活动 

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关于环境署将环境考虑纳入联合II其他机构的工作 

能力， 

31 .理爭会随后审议并通过了一项关于《环境展望》文件的决定，（参见附 

件一，第 1 4 / 1 3号决定）。在决定通过时的有关评论载见上文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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