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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1月 14 日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2016 年 11 月 22 日，在轮值主席国塞内加尔主持下，安全理事会将举行关于

水与和平与安全的公开辩论。 

 谨向你转递一份概念说明(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福代·塞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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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1月 14 日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英文] 

  概念说明 
 

  安全理事会关于水与和平与安全的公开辩论 
 

  定于 2016年 11 月 22日召开 
 

 

  背景 
 

 2016 年 11 月 22 日，在轮值主席国塞内加尔主持下，安全理事会将举行关于

水与和平与安全的公开辩论。 

 举行这一辩论是经对以下问题的深入思考后作出的选择：当今和未来世界的

水问题，尤其对水这一关系生存的资源的需求与对水的获取二者之间的关联、水

稀缺与世界各地人口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水在若干国家政策中被赋予的可

能引发彼此间矛盾的战略地位，后一问题尤为重要。 

 此外，对在武装冲突期间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相关规定，袭击水资源，

限制对水资源的获取，以此作为作战手段的现象，也将予以注意。辩论旨在仔细

研究作为冲突诱因的水问题以及在武装冲突中保护这一基本资源的必要性。 

 水一直被视为冲突的诱因，而这一资源在全球的地理分布及其持续稀缺造成

的影响让形势则更加严峻。 

 淡水占世界总水量的 2%，而其中仅有 0.02%可为人类社会所用。 

 世界储水量的 60%集中在 9 个国家：巴西、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印度、

印度尼西亚、秘鲁、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 

 亚洲占世界人口的 61%，却仅占可利用水资源的 36%；欧洲占世界人口的

12%，占水资源的 8%；拉丁美洲占世界人口的 6%，占世界水资源的 26%。 

 除地理分布不均之外，水资源还很稀缺。在世界人口不断增加、水需求上升、

城市化以及全球变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水资源日渐稀缺似乎已成不可逆转之

势。 

 现在有 17 亿人缺少淡水，处于联合国划定的每人每年 1 000 立方米水稀缺标

准线以下。预计到 2025 年缺水人数将增至 24 亿。 

 水资源地理分布不均且持续稀少，给许多区域获取水、共享水提出了一个棘

手问题，即如何避免缺水。缺水可能引发国家间对跨境流域的激烈竞争，继而破

坏区域稳定。为保障用水，国家可能采取单边行动，可能引起邻国反应。因此，

有必要把水资源当成冲突的潜在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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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是国家发展与安全政策的基本支柱，因而也是一个地缘战略问题。围绕水

获取、水管理和水利用问题发生的一些争端可以说明是上下游国家关系紧张的原

因。 

 在此方面，必须强调的是，多年来已作出诸多努力，促成为和平解决问题而

在国家间达成双多边文书,包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针对 60 条国际水道签订了

200 项条约。然而，由于问题复杂，要做的还有很多。令人尤为担心的是，263

条国际水道中有 158 条尚无合作框架，这凸显出政治意愿对水共享和水获取管理

工作的重要性。 

 许多专家认为，水获取不平等将是未来冲突的主要原因。如联合国前任秘书

长科菲·安南所说，对淡水的激烈竞争很可能是今后冲突和战争的起因，但也有

可能是合作的催化剂。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石油和土地都曾引发冲突。同样，若不采取行动，今

后也会因为水而发生争端。如《联合国 2015 年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所说，水

资源稀少、管理机制不良，也可能引发国家间及区域间冲突。 

 此外，在既有其他问题之上再添水问题，会加剧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而出于

政治目的，水问题也确实常被与领土、社会、经济争端捆绑在一起。 

 在这一挑战面前，国际社会不应当失去希望，因为诸如合作和调解等和平解

决手段业已存在，不过需要会员国和国际组织拿出政治意愿，加以提倡巩固，用

以预防冲突。 

 正是出于此种觉悟，塞内加尔主动参与塞内加尔河与冈比亚河的水获取与水

共享合作。在这两项合作中，有关会员国把水道当成共同财产，共同投资，共同

获益。2016 年 4 月 22 日安全理事会召开的关于水与和平与安全的会议提供了一

个机会，让塞内加尔河流域开发组织与冈比亚河流域开发组织能够介绍水共享制

度化的经验。 

 为表彰塞内加尔为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付出的努力，塞内加尔被选为水与和

平问题全球高级别小组成员。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也加强了这一长期承诺，

他最近还被任命为联合国-世界银行水资源高级别联合工作组成员。 

 南亚、欧洲及乍得湖盆地等等许多其他区域也作出相同举措，提倡通过跨界

水合作来应对共同挑战。 

 关于国际调解，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联合国经由政治事务部采取了许多预防

外交措施，促进支持水管理区域合作。 

 另一方面，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缺少尊重，让武装冲突中的水资源保护工作困

难重重。国际人道主义法为所有民用物体和平民免受袭击和袭击影响以及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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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遭故意污染提供了一般保护；为饮用水设施、供水和灌溉工程、防止环境污染

的排污系统等平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体以及水坝等蕴含危险力量的物体提供

了特别保护。 

 水资源系统本身不光包括硬件(例如电线、水厂、分配系统)，还包括从厂房

操作员到管理层的各级工作人员以及基本用品(例如水处理用化学品、维修用零

配件、发电机用燃油)的流动。 

 袭击水资源及限制对水资源的获取可能被当成作战手段用于驱逐民众，进而

改变领土的人口特征。在武装冲突中，武装团体也把水设施作为袭击目标，这突

显出需要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相关条文对水设施加以保护。 

 就此而言，日内瓦四公约 1977 年 6 月 8 日第一和第二附加议定书对武装冲

突中的军事行动作出了一些约束。《第一议定书》第 54 条第 2 款和《第二议定书》

第 14 条均规定，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体，如饮用水设施以及供水和灌

溉工程受特别保护。 

 此外，还有其他规定，例如 1997 年《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第 29 条强调，国际水道和有关的设施装置享有适用于国际性及非国际性武装冲

突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所给予的保护。 

 此外，视具体情节，某些违反这些规定的行为可能构成关于设立国际刑事法

院的《罗马规约》第八条规定的战争罪。饮水权是《世界人权宣言》第 25 条或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2 条所述适当生活水准权的组成部分，

对饮水权适用的人权法或可作为上述保护措施的补充。 

 武装冲突中的水保护工作还面临其他挑战。各种基础服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

系会产生回荡效应。一枚炸弹爆炸可能导致一条管道或一个变电设备受损，进而

致使几十万人断水数周，并对公共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此外，武装冲突对水及其他基础服务有直接、间接和累积影响。水和环境卫

生基础服务要靠基础设施，有赖于零配件的提供以及技术熟练的工作人员。频繁

破坏会让电力供应、泵站、水库和管道系统损毁或无法使用。基础设施遭物理损

坏的情况经常是不遵守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导致的。在使用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

炸性武器时，即使瞄准的是军事物体，也有可能意外破坏目标周边的基础设施。 

 在武装冲突局势中，用品极其有限，加之技术人员时常遇害或逃离，造成基

础设施缺乏维护，最终可能导致水或其他基本服务长期恶化。武装冲突的累积影

响所致破坏程度最烈、复原难度最高，主要是因为恢复服务所需的基础设施修复

工作规模庞大。 

 在城市地区，影响波及面可能尤其广泛，原因是大型城市中心的基本服务规

模巨大、技术复杂，就算能及时进行紧急维修，难度也很大。城市地区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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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全球各地约 5 000 万人受影响，而其产生的次级效应则远不止肉眼所见的毁坏

情况。 

目标/可能需要审议的问题 

 此次公开辩论是一次展示合作和调解方面成功经验及机制的机会，能够加强

联合国的一个薄弱环节，即预防冲突。因此，邀请会员国审议： 

 (a) 如何鼓励面临水问题的国家选择通过合作解决各自需求； 

 (b) 如何强化联合国与会员国及从事水资源相关工作的区域、次区域组织之

间的合作，特别是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 

 (c) 如何让政治事务部和秘书长特别代表们在应相关国家要求为调解进程

提供支持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d) 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之责的安全理事会在预防和管理水冲突局势

方面可发挥什么作用； 

 (e) 通过重申需要并务必尊重国际人道主义义务，讨论在武装冲突中更好地

保护水资源的必要性； 

 (f) 在武装冲突中开展对话时水的重要作用；即使在最严峻的形势下，当水

存在风险时，武装冲突各方也会进行对话；然而，必须认识到，水诚然可以创造

合作机会，但袭击水务设施也可成为作战手段和(或)谈判筹码； 

 (g) 在武装冲突各方考虑停止敌对行动或签订和平协议时，有何最佳办法把

武装冲突中的水保护当作建立信任措施，用以支持各方之间的谈判。 

通报人 

 联合国秘书长 

 水与和平问题全球高级别小组主席达尼洛·图尔克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克里斯蒂娜·贝利 

 战略远见集团森迪普·瓦斯乐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