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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1 ‧大会在其1 9 8 3年 I 2 月 1 9日第3 8 / 1 6 1号决议内除其他外还欢 

迎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应提ffl—件关于到公元2 0 0 0年及其后的环境 

和全球性问题的报告，其中包括达成持续发展的拟议战略；特别委员会后*取名为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大会在同一决议内决定对于属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职权范 

围的事项，特剁委员会的报告应首先交由环境规划理事会审议，然后由理事会连同 

其意见一并提交大会，并作为编制供大会通过的到公元2 0 0 0年及其后的《环境 

前景》文件的基本材料。 

2 . 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于I 9 8 7年 6月 8日至 I 9日在内罗毕举行的第 

十四届会议上通过了1 9 8 7 年 6 月 I 6日第 I 4 / 1 4号决定，题为"世界环境 

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同时，除其他外还决定将委员会的报告连同附于决定内的 

决议草案提交给大会，供大会审议和通IIO 

3 . 兹向大会递交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题为"我们共闳的未来"。 

规划理事会第1 4 X 1 4号决定、拟议的决议草案以及规划理事会就委员会报告提 

联 合 国 

大 会 

8 7 - 1 8 4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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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意见载见规划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的工作报告内。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2 5 号》（ V 4 2 /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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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 

我们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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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lG I 环境压力是冲突的根源 

I冲突是不能持续发展的原因 

I 争取安全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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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法律原則建议摘要 

附件2:委员会及其任务 

本报杏选用了在参加世界环境与发展委S会公众听证 

会的许多人中的一些人的发言。这些发言都置于方框中， 

反映本委员会在其三年的工作中所接触到问題的广泛性， 

其内容并不一定代表本委员会的观点。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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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字母縮略词表与术语 

ATS 南极奈约系统 

C CAM L R 南极海洋资源保护委员会 

C ID IE 国际环境发展机构委员会 

CM EA 经济互助委员会 

D I E SA 联合国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ECB 联合国环境协调委员会 

E C E 欧洲经济委员会 

EEC 欧洲经济共同体 

EEZ 经济特区 

l i e 环境联络中心 

FAO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GATT 关税与贸易总协议 

G DP 国内总产值 

G EM S 全球环境监测系统 

GESAMP 海洋污染科学专家组 

GN P 国民生产总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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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EA 

1 C R P 

I C SU 

î D A 

1 G B P 

1 I A S A 

1 î ED 

ï L 0 

IM̀ F 

I 0 C 

1 TU 

lU CN 

IW C 

LD C 

M V A 

NASA 

` N C S 

NGO 

N î es 

NU S S 

0 E CD 

OD A 

全 球 资 信 息 库 

国际原子能机构 ' 

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 

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 

国际发展协会 

国际陆界團和生物圈工程（属国际科 

学协会理事会〉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政府间海洋地理委员会 

囯际电讯联盟 

国际自然与自然保护同盟 

国际捕鲸委员会' 

伦敦倾物公约 

附加生产价值 

B家航空和舣天局 

国家保护战略 

非政府组织 

新的工业化国家 

核安全标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官方发展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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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 p 污染者付款原则 

T N CS 跨国家的合作 

UN CH S 联合国人类居住中心（HABITAT 

IJ N C T A D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 

UMD A 联合国裁军协会 

UNDRO 联合国救突协调处 

U N E 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UN IDO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WH 0 世界卫生组织 

WM 0 世界气象组织 

WR I 世界资源研究所 

WW F 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 

资料中的数据是按照国家的分类提供的。"工业化 

国家"一般系指联合国分类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东欧 

社 会 主 家 和 , $ 联 。 " 发 展 中 国 家 " ， 除 4 ^ 特 別 指 明 ， 

系指联合国分类的发展中国家巿场经济及31洲社会主义 

国家、. "第三世界"，除非文章特指，一般系指经联合 

国确认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 

除特指外，文章中用的 " 4 " , 系指公 "屯 ( U O O 公 

斤或niMj,#) 0美元指目前美元或特定某年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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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环 境 与 发 展 委 员 会 应 联 合 国 大 会 的 紧 急 要 求 ， 负 

贵 制 订 " 全 球 范 围 的 变 革 日 程 " ， 包 括 ： 

提 f l i 到 2 0 0 0 年 乃 至 以 后 实 现 持 续 发 展 的 长 期 环 境 

对策； 

提 Ô J 将 对 环 境 问 题 的 关 心 变 为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中 ， 在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处 于 不 同 阶 段 的 国 家 之 间 更 广 泛 合 作 的 方 法 ， 

进 而 相 互 支 持 ， 达 到 共 同 的 目 标 ， 这 一 目 标 重 视 人 民 、 资 

源 、 环 境 和 发 展 之 间 的 相 互 关 系 。 

考 虑 能 使 国 际 社 会 更 有 效 地 解 决 环 境 问 题 的 途 径 和 方 

法 ； 协 助 大 家 对 长 远 的 环 境 问 题 建 立 共 同 的 认 识 ， 并 为 之 

付 出 必 要 的 努 力 ， 以 便 成 功 地 觯 决 环 境 保 护 和 提 高 环 境 质 

量 的 问 题 ； 制 订 I B 今 后 几 十 年 中 的 长 远 行 动 计 划 ， 并 确 立 

世 界 社 会 的 理 想 目 标 。 

1 9 8 3 年 1 2 月 ， 当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授 命 我 成 立 一 个 

独 立 的 特 别 委 员 会 ， 并 任 命 我 为 主 席 来 处 理 这 个 对 世 界 社 

会 的 重 大 挑 战 时 ， 我 清 楚 地 意 识 到 ， 这 绝 非 是 件 轻 易 的 工 

作 和 责 任 ， 况 且 当 时 我 作 为 党 的 领 袖 还 要 负 贲 日 常 事 夯 ， 

也 不 现 实 ， 而 且 过 于 雄 心 勃 勃 。 与 此 同 时 ， 对 于 我 们 自 己 



是 否 具 有 处 理 并 且 有 效 地 觯 决 这 些 全 球 性 重 大 问 题 的 能 力 ， 

国 际 社 会 明 显 反 映 出 一 种 广 泛 的 不 信 任 和 不 理 觯 。 

现 实 是 严 峻 的 ， 不 应 忽 视 的 ， 既 然 对 于 这 些 根 本 性 

的 严 重 的 问 题 没 有 现 成 的 答 案 ， 那 么 剁 无 它 路 ， 只 能 一 往 

直 前 地 去 摸 索 解 决 它 们 的 方 法 。 

当 联 大 秘 书 长 授 命 于 我 时 ， 我 的 想 法 就 是 这 样 ， 他 的 

解 释 令 我 无 法 反 驳 ： 没 有 另 外 一 个 政 治 领 袖 成 为 首 相 时 已 

具 有 作 为 数 年 环 境 部 长 的 国 内 和 国 际 的 政 治 斗 争 背 景 ， 这 

就 给 予 人 们 一 些 希 望 ： 在 中 央 政 治 决 策 上 ， 环 境 并 非 注 定 

总 是 要 作 为 次 要 问 题 来 讨 论 。 

最 后 ， 我 决 定 接 受 这 一 挑 战 ， 接 受 面 对 未 来 ， 保 卫 后 

代 人 利 益 的 挑 战 。 因 为 ， 很 明 显 ， 我 们 需 要 有 进 行 变 革 的 

使命。 

我 们 处 在 各 国 历 史 的 这 样 一 个 时 代 ， 现 在 比 以 往 任 何 

书 长 面 临 着 浩 繁 的 工 作 和 任 务 。 实 现 人 类 目 标 和 愿 望 的 贵 

任 将 需 要 我 们 大 家 的 积 极 支 持 。 

我 对 此 的 反 应 和 观 点 还 基 于 我 自 己 政 治 生 涯 的 其 它 重 

要 方 面 ： 在 有 关 北 南 问 题 的 布 兰 特 委 员 会 ， 及 有 关 安 全 和 



在 布 兰 特 委 员 会 的 " 生 存 规 划 " 和 " 共 同 的 危 机 " ， 以 

及 帕 姆 $ 员 会 的 " 共 同 的 安 全 " 之 后 ， 我 将 被 要 求 协 助 创 定 

第 三 个 政 治 行 动 的 号 召 " 我 们 共 同 的 未 来 " 。 当 委 员 会 副 主 

席 卡 利 德 和 我 着 手 进 行 联 舍 国 交 付 这 项 雄 心 勃 勃 的 任 务 时 ， 

这 就 是 我 的 主 旨 。 1 9 8 7 年 提 交 给 联 合 国 大 会 的 这 个 报 告 ， 

就 是 这 一 工 作 的 成 果 。 

今 天 我 们 最 紧 迫 的 任 务 也 许 是 要 说 服 各 国 认 识 回 到 多 边 

主 义 的 必 要 性 。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后 恢 复 工 作 的 挑 战 是 我 们 建 立 

战 后 国 际 经 济 体 系 的 离 正 动 力 。 寻 求 持 续 发 展 道 路 的 挑 战 势 

必 会 带 来 刺 激 力 一 确 切 地 说 ， 是 强 制 力 一 推 动 我 们 重 新 

探 聿 多 边 的 解 决 方 式 ， 重 新 组 合 国 际 经 济 合 作 体 系 。 这 些 挑 

战 跨 越 了 国 家 主 权 的 分 界 ， 雄 过 了 有 艮 的 经 济 利 益 对 策 ， 和 

相 互 分 割 的 科 学 学 科 。 

在 全 球 合 作 经 过 1 5 年 的 停 滞 甚 至 飼 退 之 后 ， 我 相 信 寻 

求 更 髙 的 f 想 ， 一 起 追 求 共 同 的 目 标 、 增 强 政 治 决 心 以 面 对 

我 们 共 同 的 未 来 的 时 间 已 经 到 来 。 

六 十 年 代 曾 有 过 一 段 乐 观 和 进 步 的 时 期 。 那 时 ， 对 一 个 

鎅 新 的 世 界 ， 对 进 步 的 国 际 性 思 想 曾 有 更 大 的 希 望 。 自 然 资 

源 丰 富 的 殖 民 地 正 在 成 为 国 家 。 人 们 似 乎 在 认 真 追 求 合 作 与 



共 同 的 理 想 。 相 反 地 在 七 十 年 代 慢 慢 地 滑 向 了 反 动 和 孤 立 ， 

与 此 同 时 ， 联 合 国 的 一 系 列 会 议 为 在 重 大 问 题 上 开 展 更 广 泛 

的 合 作 提 供 了 希 望 。 

1 9 7 2 年 联 合 国 人 类 环 境 会 议 使 工 业 化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得 以 在 一 起 确 定 人 类 大 家 庭 对 于 一 个 健 康 的 、 具 有 生 产 率 的 

环 境 的 " 杈 利 " 的 范 围 。 紧 接 着 ， 又 召 开 了 一 系 列 会 议 ， 讨 

论 人 民 获 取 充 足 的 粮 食 、 良 好 的 房 屋 、 安 全 供 水 以 及 取 得 计 

划 生 育 手 段 的 权 利 等 问 题 。 

本 年 代 的 特 点 是 人 们 对 社 会 问 题 关 注 的 减 少 。 科 学 家 们 

把 我 们 的 注 意 力 引 导 到 一 些 有 关 我 们 生 存 的 、 紧 迫 的 但 又 很 

复 杂 的 问 题 上 ： 地 球 正 在 变 暖 、 对 地 球 臭 氧 层 的 威 胁 ， 沙 漠 

正 在 呑 嗟 农 田 。 我 们 对 此 的 反 应 则 是 要 求 更 详 细 的 资 料 ， 向 

装 备 落 后 的 研 究 机 构 下 达 解 决 这 些 问 题 的 任 务 。 环 境 退 化 ， 

以 前 曾 被 认 为 主 要 是 富 裕 国 家 的 问 题 ， 是 工 业 财 富 的 副 作 用 ， 

现 在 己 变 成 了 发 展 中 国 家 生 存 伕 关 的 问 题 。 它 是 互 相 关 联 的 

生 态 和 经 济 衰 退 的 ^ 性 循 环 的 一 部 分 ； 许 多 最 贫 穷 的 国 家 深 

陷 其 中 。 尽 管 从 各 方 面 都 指 出 了 正 式 的 希 望 ， 但 至 今 看 不 f f i 

什 么 趋 势 ， 也 没 有 规 划 或 政 策 给 人 们 提 供 缩 小 日 益 增 长 的 贫 

富 国 家 之 间 鸿 沟 的 真 正 的 希 望 。 作 为 我 们 的 " 发 展 " 的 一 部 

分 ， 我 们 已 积 聚 了 大 量 的 武 器 ， 足 以 改 变 千 百 万 年 来 所 遵 循 

的 进 化 的 道 路 ， 造 就 一 个 我 们 袓 先 无 法 辨 认 的 星 球 。 



1 9 8 2 年 ， 当 我 们 委 员 会 的 职 贵 范 围 最 初 被 讨 论 时 ， 

一 些 人 希 望 委 员 会 所 关 心 的 问 题 仅 仅 局 限 于 " 环 境 问 题 " 

范 围 。 ^ 恐 怕 会 是 一 个 致 命 的 错 误 。 环 境 不 能 与 人 类 活 动 、 

愿 望 和 需 求 相 割 裂 而 独 立 存 在 ， 将 其 解 释 为 孤 立 于 人 类 活 

动 之 外 的 想 法 已 使 " 环 境 " 一 词 在 某 些 政 治 场 合 具 有 了 幼 

稚 的 内 涵 。 一 些 人 把 " 发 展 " 一 词 也 局 限 于 非 常 狭 窄 的 范 

围，变成了 " 穷 国 变 富 " 应 采 取 什 么 措 施 ， 因 此 ， 许 多 人 

无 视 " 发 展 " ， 因 为 他 们 认 为 这 是 专 家 和 在 发 展 援 助 领 域 

工 作 的 人 所 关 心 的 问 题 。 

然 而 " 环 境 " 是 我 们 大 家 生 活 的 地 方 ； " 发 展 " 是 在 

这 个 环 境 中 要 改 善 我 们 的 命 运 我 们 大 家 应 做 的 事 。 两 者 不 

可 分 割 。 此 外 ， 发 展 问 题 ， 在 政 治 领 袖 们 看 来 是 关 键 性 问 

题 ， 因 为 他 们 感 到 自 己 的 i 家 已 停 滞 不 前 ， 而 其 它 国 家 必 

须 会 迎 头 赶 上 。 许 多 工 业 化 国 家 的 发 展 道 路 已 明 显 是 不 能 

持 久 的 。 这 些 国 家 的 发 展 决 策 ， 由 于 其 巨 大 的 经 济 和 政 治 

能 量 ， 将 会 对 为 了 下 一 代 而 坚 持 人 类 进 步 的 各 国 人 民 的 努 

力 产 生 深 远 的 影 响 。 



许 多 紧 急 的 生 存 问 题 是 与 不 平 等 的 发 展 ， 贫 穷 和 人 口 

增 长 有 关 。 它 们 都 把 前 所 未 有 的 压 力 置 于 本 星 球 的 土 地 、 

水 体 、 森 林 和 其 它 自 然 资 源 上 ， 这 种 压 力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并 

非 最 小 。 螺 旋 形 下 降 的 贫 穷 和 环 境 恶 化 是 机 会 和 资 源 的 浪 

费 ， 尤 其 是 人 力 资 源 的 浪 费 。 这 些 在 贫 穷 、 不 平 等 和 环 境 

恶 化 之 间 的 联 系 ， 在 我 们 的 分 祈 和 建 议 中 形 成 重 要 的 主 题 。 

现 在 所 需 要 的 是 一 个 经 济 增 长 的 新 世 纪 一 增 长 是 强 有 力 

的 并 且 与 此 同 时 也 应 是 社 会 和 环 境 上 持 续 性 的 。 

由 于 我 们 的 工 作 范 围 以 及 需 要 具 备 广 阔 的 观 点 ， 我 完 

全 认 识 到 有 必 要 组 成 一 个 高 质 量 的 和 有 彭 响 的 政 治 和 科 学 

的 班 子 以 形 成 一 个 真 正 独 立 的 委 员 会 ， 这 是 一 个 成 功 的 过 

程 必 不 可 少 的 部 分 。 我 们 应 当 在 一 起 估 量 这 个 地 球 ， 齐 心 

协 力 地 形 成 一 个 学 科 间 综 合 的 方 法 去 觯 决 全 球 所 关 心 的 问 

题 和 我 们 共 同 的 未 来 。 我 们 需 要 广 泛 的 代 表 性 * 成 员 的 大 

多 数 应 来 自 发 展 中 国 家 ， 以 及 反 映 世 界 的 现 实 ， 我 们 需 要 

经 验 宽 广 的 人 ， 来 自 各 种 政 治 领 域 的 人 ， 不 仅 来 自 环 境 或 

发 展 等 政 治 学 科 ， 而 且 还 来 自 能 影 响 国 家 和 国 际 的 经 济 和 

社 会 进 步 的 所 有 重 要 的 决 策 领 域 。 

因 此 ， 我 们 有 着 广 为 不 同 的 背 景 、 外 交 部 长 、 财 政 和 

规 划 官 员 、 农 业 、 科 学 和 技 术 的 决 策 人 。 委 员 会 的 许 多 委 

员 是 内 阁 郃 长 或 是 他 们 自 己 国 家 的 高 级 经 济 学 家 ， 他 们 主 



要 是 负 贲 他 们 自 己 国 家 的 事 务 。 但 是 ， 作 为 委 员 ， 我 们 不 

是 代 表 我 们 的 国 家 ， 而 是 作 为 个 人 在 工 作 ， 因 此 ， 在 我 们 

工 作 的 时 侯 ， 民 族 主 义 以 及 ' " 工 业 化 国 家 " 和 " 发 展 中 国 

家 " ， 东 方 和 西 方 之 间 人 为 的 界 线 消 失 了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对 地 球 以 及 对 人 民 、 甩 织 和 政 府 正 在 与 之 斗 争 的 互 相 联 结 

« f 生 态 和 经 济 威 胁 的 共 同 的 关 切 。 

当 我 们 在 委 员 会 一 起 工 作 期 间 ， 一 些 悲 剧 如 非 洲 饥 荒 、 

印 度 博 帕 尔 农 药 厂 的 泄 漏 和 苏 联 切 尔 诺 贝 利 的 核 灾 难 看 来 

证 明 了 那 些 关 于 人 类 未 来 的 严 峻 的 预 测 ， 在 八 十 年 代 中 期 

这 种 预 測 正 在 变 成 平 凡 的 事 实 。 但 是 我 们 在 五 大 洲 举 行 的 

公 众 听 证 会 上 ， 我 们 还 从 个 剁 受 鲁 者 那 里 听 到 了 更 为 慢 性 

的 广 泛 的 灾 难 ： 债 务 危 机 ， 对 发 展 中 国 家 援 助 和 投 资 的 停 

滞 ， 商 品 价 格 的 下 降 和 个 人 收 入 的 下 降 。 我 们 开 始 相 信 ， 

无 论 在 看 法 上 还 是 在 我 们 社 会 的 组 织 方 式 上 ， 重 大 的 变 革 

是 需 要 的 。 

人 口 的 问 题 一 人 口 的 压 力 ， 人 口 和 人 权 一 以 及 这 

些 相 关 问 题 与 贫 穷 、 环 境 和 发 展 之 间 的 联 系 证 明 是 一 个 我 

们 必 须 与 之 斗 争 的 更 为 困 难 的 问 题 。 看 法 的 不 同 似 乎 在 开 

头 时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 但 是 它 们 需 要 大 量 的 思 考 以 及 超 越 文 

化 、 宗 教 的 和 区 域 的 分 歧 而 对 话 的 愿 望 。 

另 一 个 这 样 的 问 题 是 国 际 经 济 关 系 的 全 部 领 域 。 在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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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问 题 上 以 及 在 我 们 的 分 祈 和 建 议 中 的 其 它 一 些 重 要 方 面 ， 

我 们 能 够 取 得 了 广 泛 的 一 致 。 

我 们 变 得 聪 明 了 ， 我 们 学 会 了 越 过 文 化 和 历 史 的 障 踌 

去 看 待 问 题 ， 这 个 事 实 是 最 为 重 要 的 。 在 进 行 共 同 的 分 析 

和 取 得 共 同 的 认 识 的 过 程 中 ， 我 们 有 过 深 刻 的 担 忧 和 潜 在 

危 机 的 时 刻 ， 感 激 和 取 得 成 就 的 时 刻 以 及 成 功 的 时 刻 。 其 

结 果 明 显 地 比 我 们 中 任 何 一 个 人 所 能 单 独 做 到 的 更 为 全 球 

性 ， 更 为 现 实 和 更 为 向 前 看 。 我 们 带 着 不 同 的 观 点 和 肴 法 ， 

不 同 的 价 值 观 和 信 仰 以 及 很 不 同 的 经 历 和 见 识 参 加 这 个 委 

员 会 。 经 过 在 一 起 工 作 、 旅 行 、 聘 听 和 讨 论 的 三 年 以 后 ， 

我 们 提 出 了 一 份 一 致 的 报 告 。 

我 谨 借 此 机 会 向 全 体 委 员 致 谢 ， 感 谢 他 们 为 了 我 们 共 

同 的 事 业 所 表 现 出 的 献 身 精 神 、 深 谋 远 虑 和 个 人 承 担 的 义 

务 。 这 是 一 个 出 色 的 工 作 班 子 。 友 谊 精 神 以 及 公 开 交 流 、 

思 想 见 面 和 互 相 学 习 的 过 程 提 供 了 乐 观 主 义 的 经 验 ， 我 相 

信 对 我 们 每 个 人 ， 对 本 报 告 及 其 传 达 的 信 患 来 说 ， 它 们 是 

很 宝 贵 的 东 西 。 我 们 希 望 与 大 家 共 同 分 享 我 们 学 习 的 过 程 

以 及 我 们 一 起 经 历 的 一 切 。 如 果 要 实 现 全 球 持 续 的 发 展 ， 

许 多 其 他 人 也 必 须 经 历 这 ' 样 的 过 程 。 

委 员 会 得 到 了 各 行 各 业 的 人 们 的 指 导 ， 委 员 会 现 在 向 

这 些 人 一 向 全 世 界 的 所 有 人 讲 话 。 这 样 傲 时 ， 我 们 直 接 



向 人 民 并 向 他 们 建 立 的 机 构 讲 话 。 

委 员 会 也 向 私 营 企 业 ， 从 一 个 人 经 营 的 企 业 到 大 的 多 

国 公 司 讲 话 ， 这 些 企 业 总 的 经 济 营 业 额 比 许 多 国 家 的 营 业 

额 都 大 ， 并 有 可 能 带 来 具 有 深 远 影 响 的 变 革 和 进 步 。 

然 而 ， 我 们 的 信 息 首 先 是 针 对 人 民 的 。 人 民 的 福 利 是 

在 向 青 年 人 讲 话 。 全 世 界 的 教 师 在 将 本 报 告 传 达 给 青 年 人 

中 将 发 挥 关 键 性 的 作 用 。 

如 果 我 们 不 能 顺 利 地 把 我 们 紧 恚 的 信 息 传 达 给 当 今 的 

父 母 亲 和 决 策 者 ， 那 么 我 们 就 有 破 坏 我 们 的 孩 子 享 有 健 康 

和 提 高 生 活 的 环 境 的 基 本 权 利 的 危 險 。 除 非 我 们 能 把 我 们 

的 话 译 成 一 种 语 言 ， 这 种 语 言 能 传 达 到 青 年 人 和 老 年 人 的 

思 想 和 心 中 ， 那 我 们 将 不 能 进 行 广 泛 的 社 会 变 革 ， 我 们 需 

要 这 种 社 会 变 革 来 改 正 发 展 的 道 路 。 

委 员 会 已 完 成 它 的 使 命 。 我 们 号 召 人 们 作 t f j 共 同 的 努 

力 ， 为 了 全 人 类 的 利 益 ， 我 们 也 号 召 各 级 有 新 的 行 为 准 则 。 

本 报 告 所 提 倡 的 在 态 度 、 社 会 准 则 和 愿 望 上 变 化 将 取 决 于 

大 规 模 的 教 育 、 辩 证 和 公 众 参 加 的 运 动 。 

为 达 到 这 个 目 的 ， 我 ' 们 向 " 公 民 " 团 体 ， 向 非 政 府 组 

织 、 教 育 机 构 和 科 学 界 发 出 ， 吁 。 他 们 过 去 在 提 高 公 众 意 

识 和 促 进 政 治 变 革 中 起 了 必 不 可 少 的 作 用 。 他 们 在 将 世 界 



推 向 持 续 发 展 的 道 路 上 ， 并 为 我 们 共 同 的 未 来 莫 定 基 础 上 

发 挥 关 键 的 作 用 。 

产 生 这 个 共 同 的 报 告 的 过 程 说 明 ， 将 各 种 力 量 联 合 起 

来 ， 确 定 共 同 的 目 标 以 及 在 共 同 的 行 动 方 面 达 成 一 致 的 意 

见 是 可 能 的 。 如 果 个 人 单 独 写 本 报 告 ， 每 个 委 员 将 会 选 择 

不 同 的 词 句 。 仍 然 ， 我 们 终 于 在 对 问 题 的 分 析 、 广 泛 的 补 

救 行 动 以 及 持 续 发 展 道 路 的 建 议 上 取 得 了 一 致 的 意 见 。 

总 之 ， 结 论 是 ： 在 这 个 分 裂 的 世 界 上 ， 十 分 需 要 有 共 

同 的 认 识 和 共 同 的 负 责 精 神 。 

全 世 界 成 千 上 万 的 人 ， 给 我 们 提 供 知 识 和 财 政 支 持 ， 

并 向 我 们 讲 述 他 们 的 要 求 ， 介 绍 他 们 的 经 验 ， 从 而 对 委 员 

会 的 工 作 作 出 了 贡 献 。 我 对 每 个 作 出 贡 献 的 人 ， 表 示 衷 心 

的 感 谢 。 本 报 告 附 件 二 列 出 了 许 多 人 的 名 字 。 我 特 别 感 谢 

副 主 席 卡 利 德 、 委 员 会 的 全 体 成 员 、 秘 书 长 麦 克 尼 尔 及 其 

秘 书 处 的 职 员 ， 他 们 为 了 帮 助 我 们 ， 作 了 许 多 份 外 的 工 作 ， 

他 们 的 热 情 和 献 身 精 神 是 无 穷 无 尽 的 。 我 谨 向 政 府 间 会 议 

间 筹 备 委 员 会 的 主 席 和 其 他 的 成 员 表 示 感 谢 ， 他 们 与 委 员 

会 通 力 合 作 ， 并 给 我 们 鼓 攝 和 支 持 。 我 也 向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执 行 主 任 托 尔 巴 博 士 致 谢 ， 感 谢 他 给 我 们 宝 贵 的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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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的 i 持 和 关 心 。 

世 界 坏 境 与 发 藶 委 员 会 主 席 

布 伦 特 兰 

一 九 八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曰 

奥 斯 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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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总观点 

1 、 二十世纪中期，人类从宇宙第一次看到了他们 

的地.球。历.史学家最终可能会发现，这一事件对思想的 

影响可能比十六世纪哥白尼革命还要巨大，哥白尼革命 

揭示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从改变了人类自己的形 

象。从宇宙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小而脆弱的园球-显眼 

的不是人类活动和高楼大廈，是一禧由云彩、海洋、 

绿色和土壤组成的图案。人类不能将其活动融入这 

案中，这正根本上改变着地球系统..许多这样的变化是 

*随着威生命的公害出现的.，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新 

的现实，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而且将它管理好。 

2 、幸运的是,这- -新的现实同本世纪新出现的更 

加积极的发展是同时出现的。我们可以比以往任甸'时侯 

都更快地将信息和物资送到全球；我们可以用较少的]ii} 

力和物力的投资生产出更多的轅食和商品。我1〖]的科学 

技术至少向我们提IS 了更深刻和更好地认识自然系统的 

潜力。从宇宙中，我们可以将地球作为一个有机体加以 

认识和研究，它的健康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健康。 

我们有力量使人类事务同自然规律相协调，并在此过程 

中繁荣昌盛。我们的文化和精神遗产可以加强我们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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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利益和生存的必要条件。 

3 、本委员会相信：人民具有战胜一切的力量一 

建设一个更加繁荣，更加正义和更加安全的未来。改进 

和提高通讯、预测和规划的能力的新技术已经存在。我 

们的报告一《我们共同的未来》不是对一个污染日益 

严重、资源日益减少的世界环境恶化、贫困和艰难不断 

加剧状况的预测。相反，我们看到了出现一个经济发展 

的新时代的可能性，这一新时代必须立足于使环境资源 

库得以持续和发展的政策，我们认为，这种发展对于摆 

脱发展中世界许多国家正在8益加深的巨大贫囷是完全 

不可缺少的。 

4 、但是，委员会对未来的希望取决于现在就开始 

管理环境资源以保持续的人类进步和人类生存的决定 

性的政治行动。我们不是在预测未来，我们是在发布警 

告 个立足于最新和最好科学证据的紧急警告：现 

在是采取保护使今世和后代得以持续生存的决策的时候 

了。我们没有提出一些行动的详细兰图，而是指出一条 

道 ^，根据这条道路，世界人民可以扩大他 « 合作 ^领 

域《 ' ‧ 

I、全球的挑战 

一、成功与失败 

5 、人们可以找到许多成功和希望的迹象：嬰儿死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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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在下降、人均寿命在揋高、有文化成人的比例在上 

升、入学儿童比例在提高、全球槟食生产增长的速度超 

过了人口增长速度。 

6 、但是，产生'这些进展的过程同时也带来了使地 

球和人类难以长期忍受的趋势。这些趋势接传统可以分 

为 " 发 展 " 的 失 败 和 " 人 类 环 境 管 理 " 的 失 败 。 在 发 展 

方面，从绝对数字来看，世界上挨饿的人比任何时候都 

要多，而它们的数字仍在继续增加。同样，文盲的数字 

无安全饮用水和安全、象样房屋的人数以及没有足够柴 

火用于做饭和取暖的人数也在增加。富国和穷国之间的 

鸿洵正在扩大，而不是缩小。假若目前的趋势和制度继 

续存在的话，改变这种过程的前景甚微。 

` 7 、同时，还存在着急剧改变地球和威欤"地球上许 

多物种，包括人类的生命的环境趋势。每年有6 0 0 万 

公顷具有生产力的旱地变成无用的沙漠。它的总面积在 

三十年内将大致等于沙特阿拉伯的面积。每年.1 1 0 0 

多万公顷的森林遭到破坏，这在三十年内将大致等于印 

度的靣积。这些森林的很大部分将变成不能支持那里定 

居的农民的低质农田。在欧洲，酸沉降破坏了森林和湖 

泊以及各国的艺术和建筑遗产；它还可能使大片土壤酸 

化以致到不可恢复的地步。矿物然料的燃烧将二氧化碳 

排入大气之中，造成了全球气侯逐渐变暖。这种"温室 

效应"到下世纪初可能将全球平均气温提高到足以改变 

农业生产区威、提高海平面泛滥^海城巿以及损害国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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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地步。其它工业气体有耗竭地球臭氧保护层的危 

险，它将使人和牲'畜的癌症发病急剧提高，海洋的食物 

链将遭到破坏。工农业将有毒物质排入人的食物链以及 

地下水层，并达到无法清除的地步。 

8 、在国家政府和多边机构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经济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是不可分割的；许多发展形式 

損害了它们所立足的环境资源，环境恶化可以破坏经济 

发展。贫穷是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和后果。因此， 

没有一个包括造成世界贫困和国际不平等的因素的更为 

广阔的观点，处理环境问题是徒劳的。 

9 、这些考虑是1 9 8 3年联合国大会决定建立世 

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原因。该委,会是一个独立机构， 

它同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既有,系又是独立的。委员 

会的使命有三：重新审查关键的环境和发展问题，提出 

处理这些问题的现实的建议；提{i l可以影响政策和事态 

向着需要的方向发展的在这些问题上的国际合作的新形 

式，提高个人、志愿组织、实业i、研究机构和各国政 

府的认识水平和为采取行动承担义务的程度。 

‧ 1 0、通过我们在五大洲公众听i £会上我们的审议 

和公众的证明，全体委`员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一个主题上: 

目前许多发展趋势使越来越多的人贫困化，同时又使环 

境恶化。这种发展如何能满足依賴于同一环境而人口翻 

一番以后下一世纪世界的需要呢？这种认识扩大了我们 

的发展观点。我们不再仅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这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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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阁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认识到，需要有一条新的 

定展遒路,不是一条仅能在若千年内在若干地方支持人 

4进歩的道路，而是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都能支持全球人 

类进步的遒路 "巧此， "持续发屣 "不仅是发展中国家 

的目标，而且也是工业化国家的目标。 

二、互相关联的危机 

i 1 、地球是一个大的世界，到不久以前，人类活 

动及其影响一直限制在国家之内、部门之内（能源、农 

业、贸易）和有关的大领域之内（环境、经济、社会） 

这些隈制现已开始瓦解。各种引起公众关注的全球危机 

尤是如此，特别是在最近十年中。这些不是孤立的危机 

环境危机、发展危机、能源危机。它们是一个危机。 

I 2 、地球正在经历着一个巨大发展和根本变迁的 

时期.、我们这个5 0亿的人类世界必须在有限的环境中 

为另一个人类，界腾出地方.>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世界 

人口将在下一世纪的某个时候稳定在8 0 亿至 1 4 0 亿 

之间.、增加量中的9 0 % 以 上 将 在 最 贫 穷 的 国 家 ， 9 0 % 

将在那些已经正在膨胀的城-tÎK 

i 3 、经济活动已增长到创造出i 3万亿美元的世 

界经济，在以后半个世纪中将会增加到五倍至十倍。在 

.`d去的一个世纪中，工业生产增加了五十倍以上，其中 

五分之ff i的增长是i 9 5 0年以后发生的。这些数字反 

一 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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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i 9 8 4 年 1 0月召开第一次 

会 议 ， 9 0 0天以后于 1 9 8 7 年 4 月发表了它的报告。 

在 这 些 3 子 里 ： ' 

- *在非浏，由干旱引起的环境一一发展危机达到了 

了，峰，将3 5 0 G万人置于危急之中，使大约1 0 0 万 

人死亡。 

*印度博帕尔一农药厂发生浅漏，造成2 0 0 0 人 

死亡，数千人失明和^废。 

* 墨 西 哥 诚 液 化 气 灌 爆 炸 ： 1 0 0 0 人死亡，数千 

人无家可归 

*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爆炸，核尘埃遍布欧洲，增 

加了将来患癌症的危险性。 

*在瑞士一仓库火灾中，农用化学品、濬剂和汞冲 

到了莱2;河中：数百万条鱼被杀死，烕胁到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和荷兰的饮用水。 

*甴于不安全饮用水和营养不良，大约6 0 0 0 万 

人死于腹^，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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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和预示了随着世界在住房、交邇、农业和工业方面的 

投资将对生物圈产生的深远影响,，经济增长的很大部分-

是:从森林、土壤、海洋和河流汲取原料的。 

1 4 .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新技术，这种技.术一 

方面提供了使有限的资源危险地迅速消.耗缓慢的可能性. 

而另 - -方也包含着很大的危险性，其中包括新的污染 

形式以及使地球上出现可以改变物种进化道路的生命, 

式的新变种,，同时，在发展中国家，那些最依赖于环境 

资源和污染*严t的工业发展得最为迅逨，.那里发展的. 

迫切性比较大，而减少破坏性的副作用的能力却较小。 

1 5 、这些相关的变化将全球的经济和全球的生态 

以新的形式联结在--起。我们过去一直对经济发展对环 

境的影响表示关注 "现在我们被迫对于生态压力一土 

壤、水域、大气和森林的退化对经济前景产生的影响产 

生了关^.、从不久以前起，我们又被迫面对各国经济上 

的:fî-相侬赖性急剧增加这个现实。我们现在被迫习惯于 

i国在生态上的E )益增加的互相依赖性。生态和经济越 

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一在局部、地区、 ‧国家和全球 

范围——成为一张无缝的因果网。 

1 6 、局部地区资源的耗竭可以造成更大范围的贫 

困化。高地农民对森林的砍伐可以造成低地农场的水潢； 

工厂污染使当地渔民的捕捞量减少。这种可憎的局部循 

环现在在全国和地区范围内出现。單地退化使千百万环 

境难民越过国境到处流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森林砍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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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山脉下坡和河流-F游国窣更多更多的洪水和更多 

的破坏性洪水。酸雨和核尘埃越过了欧洲的边界。类似 

的现象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物种的丧失、全球的变暖、 

臭氧的耗竭以及国际范围贸易的有害化学品进入了国际 

贸易的食物之中。在下一世纪，造成人口迁移的环境压 

力可能急剧增加，而阻止这种迁移的屏障可能比现在还 

要坚固.、 

1 7 、在过去的儿十年中，威协生命的环境问题在 

发展中匿家出现了.>农村面临着农民和无地者人数曰益 

增加造成的压力。城巿中挤满了人、汽车和工厂。但同 

时，这些发展中国家必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生存：大部 

分发屣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在财力上的差距正在扩 

大；工业化国家控制着一些关键的国际组织的决策权： 

工业化国家已经使用了许多地球的生态资本。这种不平 

等是地球上的主要"环境"问题；它也是主要的l è i '问 

题。 

1 8 、国际,经济关系给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管理 

造成了特殊的问题。农业、林业、能源生产和矿业，在 

许多发展中国家至少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靠其生 

存和就业的比例则更高.、自然资源的出口在这些国家的 

经济中，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中一直占很大比重。这 

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面临来自国际的和国内的过量开采 

其自然资源储备的巨大经济压力。 

1 9 、非洲最近的危机，从反面最好地证明，经济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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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会 正 在 寻 求 一 条 邇 向 二 十 一 世 纪 的 ， 使 全 球 发 

展持续增长的道路。从本报告发表之日到二十一世纪的 

筝一天总共将有大约5 0 0 0 3。在这5 0 0 0 日 里 隐 

藏 着 怎 样 的 环 * 危 杭 呢 ？ ， 

在七十年代，遭受 "自然 "灾害的人数比六十年代 

增加了一倍。这些大都与环境或发展的错误管理有直接 

关系的灾害，包括旱灾和水灾，影响到了大多数人，从 

受害者的数字来看，灾害急剧增加了。旱灾的受害人数 

在六十年代为每年i 8 5 0万，七十年代达到了 万。 

水灾受害人数在六十年代为每年5 2 0 万 ， 7 0 年代为 

1 5 4 G万。由于越来越多的穷人在危险土地上建造不 

安全的屋舍，旋风和地震受害者的人数也急剧增长。 

8 0年代的数字尚未统计。但仅在非洲，就有 

万人受單灾之患.，印度旱灾受害人数，根据修饰过的缩 

小了的公布数字，就达上千万人之多。HI益迅猛的洪水 

席卷了森林遭受破坏的安第斯山和喜玛拉雅山。看来八 

十年代的这一 "^：：怕的趋势注定会被带入危杭S伏的九十 

年代。 J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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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态能够相亙起破坏作用，进而导致灾难。起因是單 

灾，其真正的原因却要深刻得多,， »因部分地是由于 

国家政策对小农经济的需要和人口迅速增长的危胁不太 

重视或重视太晚.，其根源也可追朔到全球经济体系，它 

从贫穷的大陆所攫取的超过所给予的。无能力偿还债务 

迫使非洲国家过度使用脆弱的土地来增加商品的销售， 

致使沃土变戍沙漠,，富有国家（还有许多发屣中国家） 

的贸易壁é，也使非洲国家难以在销售其产品中得到合 

理的价格，这也给生态系统增加更多的压力。捐款的援 

助，不仅规模不够大，而且通常根据援助国的轻重缓急 

次序来提供的，而不是根据受援国的需要。 

2 0 、其它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生产基地也同样受到 

地区政策的失败和i l际经济体系的作用的危害。由于拉 

丁美洲的"债务危机"，该大陆的龟然资源现在并不是 

用于发展，而是用来向国外债主履行还债义务。这种解 

决债务问题的方式，从经济、 ‧政治和环境的观点看，是 

且光短浅的，会使相对穷的国家在出口越来越多的稀有 

资源的同时变得日益,贫穷。 

2 I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现在的人均收入低于本年 

代初期。贫穷和失业的增加加重了对环境资源的压力， 

B为更多的人不得不更直接地依赖这些资源。许多政府 

放弃了保护环境的努力，放弃了在发展规划中考虑生态 

问题》 

2 2 、深入广泛的环境危机给国家的安全，甚至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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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造成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比起装备精良，虎视耽耽的 

不友好的邻邦的威胁还要大。在拉丁美洲，亚洲，中东 

和非洲的部分地区，环境退化已正在成为政治动乱和国 

际局势紧张的根源.，最近发生在非洲的干單地农业生产 

的破坏，比起侵略军如果施行焦土政策所造成的破坏还 

要严重.，然而绝大多数受危害的国家政府，在保护其人 

民免受侵略军危害方I所花的费用，远远超过了阻止沙 

漠破坏所花的费用.， 

2 3 、 全 球 每 年 用 于 军 事 发 展 的 费 用 ， 总 计 约 

1 0 0 0 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许多国 

家 用 于 军 事 方 面 的 费 用 占 其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 G N P ) 相 

当大的比洌，这本身给这些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危窖.、 

各国政府往往根据传统的定义选择其保障安全的方法.> 

这一点明显表现在企图通过发展潜在地毁灭星球的核 

武器系统来实现安全。研究表明，即使是一场有限核战 

争以后的寒冷黑暗的核冬天可能摧毁植物和动A生态系 

统，留给幸存者的是与从前居住的完全不同的一个荒芜 

的屋球.， 

2 4 、世界范围的军备竟赛都提前耗竭自然资源， 

i f i j这些资源则可以更有效地用来消除对安全的威胁一 

由于环境冲突和广泛的贫穷带来的愤怒所导致的威胁:.> 

' 2 5 、 目 前 许 多 为 保 卫 和 维 护 人 类 进 步 ， 满 足 人 类 

需求和实现人类的理想所做出的努力，无论是在富国还 

是在穷囯，都不是能持续的.它们超负荷、超速度地开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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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巳过量开采的环境资源，使其不能不被耗竭而持续i l 

遥远的未来-这种努力，对我们这一代也许是有益的， 

但会让我们的子孙承受损失.，我们从我们的后代那里借 

坏境资本，没有打算，也没有可能偿还。后代人可能会 

责怪我们挥霍浪费，但他们却无法向我们讨债。我们可 

为所欲为，因为我们可以亳无顾虑：后代人不参加选举 

他们没有政治和财政权力，对我们做出的决定不能提出 

反 对 。 . 

2 6 、现在对资源的挥霍浪费的结果，将使后代人 

迅速地失去选择余地。在这个星球受到酸雨更影响更 

重、全球变暖、臭氧耗竭、广泛沙漠化或物种消失之飿 

大多数现今的决策人将已作古。大多数现在的年轻选民 

都仍旧在世。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正是蒙受损失最大 

的年轻人，对这个星球现行的管理状况提出了*尖锐的 

批 

,vu; 

三、持续发展 

2 7 、人类有能力使发展持续进行，也能保证使之 

满足当前的需要，而不危及下-'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 

持续发展 « I概念是,限度的，不是绝对的限度，而是目 

前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以及生物圈吸收人类活动的能力. 

对自然资源的限制。人们能够对技术和社会组织进行管 

理和改善，以开辟通向经济发展新时代.的道路 W委员会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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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小-1 口 广泛的贫困绝不是不可能 «免的。贫穷本身是一 

种邪恶，而持续发展则是要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向 

所 *的人提供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机会。一个以贫穷为 

持点的世界将总永远摆脱不了生态的和其它的灾难, 

2 8 、为满足基本需求，不仅需要那些穷人占多数 

的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还要保证那 

些贫穷者能得到持续发展所必须的自然资源的合理份额 

保证公民能有效地参加决策的政治体制以及国际决漦中 

更广泛地实行民主将有利于这---公平原则的实现 

2 9 、全球持续发展要求较富裕的人们能根据地球 

的生态条件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倒如，能源消费方式 

人口进一步快速增长会加重资源的负担，延缓生活水平 

的任何提高。只有人口数量和增长率与不断变化的生态 

系统的生产潜力相协调，持续犮展才有可能实行。 

四、机构的差距 

3 1 、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全球环境/发展挑战的综 

合性为国家的和国际性机构带来了问题，这些机构建立 

在狹K的认识的基础上.，各自关心局部的问题。各国政 

府对于全球性的变化的速度和范围普遍的反映是不愿充 

分.认识他们自己也有变革的需要.> 这些挑战既相互依赖 

又相if£关连，需要综合性的方法和大众的参加。 

3 2 、然而，大多数面临那些挑战的机构，却倾向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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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f t立、分散，以封闭式的决槳程序在相对狹窄的范围 

里工作.、负责管理和保护环境的机构与负责经济的机构 

在组织上是分开的。经济和生态系统亙相关连的现实世 

界将不会变化，但有关的政治和机构必须变化.、 

3 3 、目前，对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的需求益增 

长，以协调生态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然而，与 

此同时，对国际组织的信心正在消失，对他们的支持也 

正在减弱。-

3 4 、在对付环境/发展的挑战方面，机构上另夕 

一大缺陷是，政府未能使那些其政策行动损害环境的 

构有责任保证其政*能'防止环境破坏.，二次世界大战后 

经济的飞逨增长导致的环境破坏唤起了人们对环境的关 

注。各国政府迫于人民的压力，认识到有必要消除公害 

因而成立了环境部和环保局负责这项工作。许多这类机 

构，在其职能范围内取得了很大成缋，包括改善了空气 

和水的质量，保护了其它资源.，但它们已做的大部分工 

作，都是在损失之后做的必要的修补性工作：植树造林 

的恢复、治理沙漠、改造城巿环境、恢复自然生境和原 

生土地。 

3 5 、这些机构的存在给许多政府和人民遴成了错 

觉，即靠这些机构本身，就可以保护和加强环境资源库 

然南，许多工业化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受着传 

统遗留问题带来的沉重的经济负袒，如空气和水的污染 

地下水枯竭及有毒化学品和有害废物的扩散。除此以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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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又增加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土流失，沙漠化、鲮 

化，新的化学物质和新的废物，这些都直接与农业、工 

业、能源、森林和运输方面的政策和实^相联系.， 

3 6、中央经济部门和专业部门的职能也往往非常 

狹窄，而且过于注重生产或增长的数量方面。工业各部 

的职能只包括生产指标，而与其相关的污染问题却留给 

环境部去解决。电力部门管发电，而产生的酸性污染则 

留给其它‧机构去清除.> 目前的问题是要让中央经济和专 

业部f 'J对由‧ f其决策所影响的人类环境各方面的质量负 

起责任，并赋予环境机构更大的杈力处理非持续发展带 

来的影响-、 

3 7 、与发娱信贷、贸易法规、农业发展等有关的 

国际机构也需实行同样的变箪..、这些机构很少考虑其工 

作对环境的影响，虽然有的现正试图.这样做.， 

3 8 、 »测和防止环境破坏的能力，要求在考虑政 

^汆的经济、 m .、能源、农业和其它方面的'同时也考虑 

生态方W)。它们应放在相同的E!程上，并由相同的国家 

和国际机构加以考虑.， 

3 9 、这种调整是九十年代乃至以后的机构方面的 

主要挑战之一 U迎接这一挑战，需要有重大的机构上的 

发展和改革.、许多国家由于太贫穷.太小，或是由于管 

理能力有限，会发现在没有援助的憎况下难以进行此项 

工作。它们需要财政上的、技术上的帮助和训练。然而 

这种必要的变革涉及到所有的国家一无论是大国还是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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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国还是穷国.、 

I 、政策方向 

4 0 、委员会将其注意力集中于人口、食物保证、 

物种和遗传资源的丧失、能源、工业和人类居住等方面 

认识到所有这些都是相互联系的，不能互相孤立地予以 

处理。下面仅是委员会的很多建议中的少数几个： 

一、人口和人力资源 

4 I 、在世界很多地方，人口正以现有的环境资源 

无法长期支持的速率增长，这种速率超过了房屋建设、 

医疗卫生、食物保证和能源供应等方面改善的任何合理 

的期望。 ， 

4 2 、问题不是人口的数量多大，而是如何将这些 

数量与现有的资源相联系。因此，为了保证更加公平合 

理地取得资源，并通过教育》吁发人类管理这些资源的潜 

力，人口问题部分的必须与.消除大规模贫困的努力一起 

加以处理.， 

4 3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限制极端的人口增长速 

率。当前采取的选择，将影响下一世纪人口水平稳定在 

6 0亿范围之内。但是这不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向人们 

提供条件和教育，使他们能对其家庭规模加以选择是保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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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妇女 自决这--基本人权的一种方 证人们-一-特另' 

法.' 

‧ 4 4 、 那 些 S 要 这 样 做 的 政 府 应 当 制 订 长 期 的 、 多 

‧}| É的人口政策，并开展一个实现广泛的人口目标的运 

动；加强社会、文化和经济上的计划生育的动力，而且 

给所有愿意计划生育的人提供教育'、避孕用品和服务。 

4 5 、人力资源的开发，不仅非常需要增长技术知 

识和能力'，而且也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准则，帮助人们和 

国家应迅速改变着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的现实。全球 

分享的知识，将保证更多的相互了解，并创造更大的公 

平分享全球资源的意愿，， 

4 6 、对部落和土著>g民需要特别注意，因为经济 

发屣的力量破坏了他们的传统生产方式——这种生活方 

式，能够给现代社会在复杂的森林、山地和干單地生态 

系统的资源管理方面提供许多教训.，在不知，觉的发展 

中.有的资源已受刮实质上灭绝的威胁.，应f承认他们的 

传统权力，同 «，在制订他们所在地区资源开发政策时 

他们应给予具有决定性的发宫权。（对这些问题的更广 

泛的讨论和建议见第四窣） 

二 、 粮 食 保 维 持 潜 力 

4 7 、 i k界粮食生产已稳歩地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增 

长。但是，世界上每年却有更多的人得不到足够的食物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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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农业有为全人类生产足够的食物的潜力，但'f i j * 

的地方，却往往得不到食物.， 

4 8 、 工 业 化 国 家 的 生 产 在 国 际 竟 争 中 通 常 A 享 

受高补贴和保护。这些补鼓励了对土壤和化学品的过 

度使用、这些化学品对水资源和食物的污染以及农衬的 

退化。大部分这种努力产生了剩余农产品和随之发生 

财政负担。:有些剩余农产品以特种价格被运往发展中扫 

家，它破'坏了接受国的农业政策。在一些国家人们对 

种道路导致的环境和经济后果有了0益增长的认识，农 

业政*的重点是鼓励自然保护.> 

4 9 、另- -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却遭受着相反^ 

问题的危害：农民得不到足够的支持.> 在粮食生产方「銜 

有的国家使用改良的技术，结合价格刺激和政府服务， 

已经产生了重要的突破。但在另一些地方，种植粮食的 

小农被忽视了、、由于技术经常不足和缺少经济刺激，许 

多人被推向贫脊的土地：严重干早、地势过f t、缺少养 

份.、森林被砍伐殆尽，有生产能力的干旱地区变成了不 

毛之地'。 

5 0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有效的剌激制 

度，以鼓励生产，特别是粮食作物的生产。总之"贸易 

条件"需要转为有利于小农。另一方面，为了减少剩佘 

农产品，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必须改变现有制度，以减少 

与一些国家的不公平的竞争，这些[f家可能取得真正较 

好的利益，并'进生态上合理的农业制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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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 、粮食保证要求重视分配的问题，因为饥饿通 

常产生于购买力的缺乏，而不是粮食的缺乏。此外，还 

可进行土地改革、用政策保护脆弱的自耕农、牧民以及 

没有土地的人们，到2 0 0 0 年，他们将达到 n ( i i ) o 万 

户.> 他们更大的繁荣取决于增加农业内外就业机会的乡 

村的综合发展。(对些问题更广泛的讨论和建议请阅第 

五章） 

三、物种和生态系统：发展的资源 

5 2 、地球上的物种正在遭受压力。地球上的物种 

正以前所来有的速度消失，对此，科学界正取得越来越 

一致的意见。但对这些速度及其包含的危险也有不同的 

#法。但是还有时间制止这种进^。 

5 3 、物种的多样性对于生态系统和整个生物圈的 

正常功能是必需的.，野生物种的遗传物质,4通过改良的 

作物品种，'新的 n材和工业原料的形式，每年向世界经 

济贡献几十亿的美元。但是除实用以外，保护野生物种 

还有其道德、伦理、文化、美学以及纯科学的理由.、 

5 4 、 要的事情是将正在消失的物种和受威胁的 

生态系统问题，作为一个主要的资源问题列入政治议事 

B程" 

5 5 、各国政府在经济上求得发展的同时，也可以 

防止对热带森林和其它多种多样的生物资源库的破坏。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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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淼林收入的制度以及优惠条件，可以增加数十亿美 

元的额外收入，促进更为有效和长期的森林资源的利用 

并减少溢伐。 

5 6 、未来世界需要的保护区网络必须包括更大的 

区域，把它们置于一定程度的.保护之下。因此.，.保护的 

t用将会增加——直接的费用以及失去发展机会付出的 

代价。因此，国际发展机构应对物种保护的问题和机会 

给予全面和系纟來的S视.， 

5 l\各国政府应探讨締结《物种保护公约》的可 

能,性。该公约在精神和范围上应与其它国际公约相类似 

反映"共同的资源"的原则.，各国政府也应对食彻该公 

约的国际财政安棑加以考虑。 

四、能源：环境与发展的选择 

5 8 、对持续发展来说，一种安全和持摔的能源道 

路至杀重要；可.我们尚未找出这条道路.，能k利用增长 

率一直在下降 U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农业发展 

和迅速增加的人口将需要更多的能源。今天，工业化巿 

场经济国家人均能源消耗量是南撒哈拉非洲囿家的八十 

倍.，因此，任何现实的全球能源方案必须.大大增加发展 

中国家的一次能源使用量。 

5 9 、使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利用量赶上工业化国家 

的水平需要将目前全球能源利用量增加五倍,> 而全球生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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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则不能承受，特别是如果这种增加是立足于不可 

再生的矿物燃料就更为如此。地球变暖和环境酸化的威 

胁排除了以目S能源结构为基础的能源利用量翻一番的 

能 

6 1 )、任何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必须使其能源的使用 

ter过去发展中的使用水平。节能政策必须成为持续发 

〖>^的能源战略的有力武器，在这方面有着很大的改进的 

4^地.；现代的设备可以重新加以设计，消耗相当子驱动 

传统设备所需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的一次能源就能 

提供同等数景的能源服务，模高能源效率的措施往往是 

'、算的.、 ‧p 

6 1 .经过将近四个年代技.术上的巨大努力，核能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在此期间，它的成本、危险 

和利益的性质变得更加明显了，它也引起了尖锐的争论 

全
4
丄爿界不同的国家对核能利用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委员 

会在这个问题上的甜论也反映了这些不同 I f { j观点和立场 

佢是，大家一致同意，核能生产只有在其引起的悬而未 

决的问题切实解决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 应将吸究和发 

屣环境上合理和生态上可行的替代能源以及增加核能安 

全性的方法放在优先的地位。 

6 2 、能源效率的提高只能是为世界发展以可再生 

能源为基础的"低能道路"争取时间，可再生能源应成 

为二十一世纪全球能源结构的基础.，这种能源窗前大多 

存在问题，但若创造性地加以发展，它们就可以提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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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球消费的同样数量的一次能源.> 然而，达到这样的 

利用水平，需要有一个协调研究和发展的规划以及掌遐 

保证可再生能源迅速发展的资金的示范工程。发狭中II！ 

t将需要帮助，以改变其能源使用方式并向此方向发展.、 

6 3 、发屣中国家成百万人们缺少柴火，近半数人 

类以柴火为主要家用能源，而他们的人数仍在增长。缺 

乏木材的国家必须织织其农业各部门来生产大量木材和 

其.它植物燃料.， 

6 4 、在政府作为能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起着支配， 

作用的情况下，根本改变目前能源结构只靠巿场压力是' 

不够的.，如果要保持和扩大目 « 1能源效率提高的势头， 

各国政府需将其面向消费者的能源价格政策作为一个明 

确的目标。鼓.励采取节能措施的价格可通过多种方法来 

实现 .、虽然本委员会没有什么偏爱，"保护性价格政 

策"要求各国政府对各种措施的成本和利益进行杈衡时 

采取长远的观点。.考虑到石油价格在国际能#、政策中的 

重要性，应探讨消费国和产油国之间进行对话的新的机 

制.> 

6 5 、 一条环境上合理和经济上可行的能源道路显 

然是不可缺少的，这将是一条能使人类进步持续到遥远 

的未来的道.路,，这条道路也是可能的。但要实现它， 

需要新的政治决心和各种机构之间的合作. , (对这些 

M '更广泛的讨论和建议请见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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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业：用较少的原料生产较多的产品 

6 6 、当今世界生产的物品比1 9 5 0 年增加了七 

倍,，考虑到人口增长率，把发展中国家加工产品消费量 

在下世纪人口增长率稳定时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氷平，目 

è5产量需增长五至十倍。 

6 7 、 ：1-业化闳家的经验证明，防治污染技术从健 

廉、W产和‧避免环境破坏角度来看是值得的。'通过提高 

资源效率，它使许多工业更加获利。在经济继续增长的 

同时，原料的消费保持不变或甚至下降，而新技术还可 

进一歩提高效率。 

6 8 、各国必须承担任何不适.宜的工业化带来的损 

失，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认识到它们既没有资金也没有 

时间（靠快速的技米发展）来先破坏环境后加以治理。 

但它们也需要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帮助和信息，以便充分 

地使用技术。跨国公司在与其合作的国家内铺年工业化 

道路有着特殊的责任.， 

6 9 、正在涌现的技术可以实现更高的生产力，更 

大的效益、较少的污染。但是许多技术也带来了目前'处 

理机制难以解决的新有毒化学品和废物以及重大事故的 

危险性.、对有害工业和农业化学品的出口迫切需要更严 

格的控制.> 目能对有*废物倾倒的控制应更严格.， 

7 0 、 A^.类许多基本的需求只有邇过工业提供的商 

品和服务才能满足.，向持续发展的转变必须靠工业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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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4 f的财富作为动力来完成 .、 (对这些问题更广的 H 

论 和 建 议 ^ 第 A * ) 

六、城巿的挑战 

7 i 、在本世纪末，约半数人类将居住在城巿；〖^^ 

二十一世纪将成为一个大型的城巿世.界.，仅6 5 年 问 ， 

发展中国家.的城巿人口就增加了 i 0倍，从 1 9 2 0 年 

的 1亿增长到今天的1 0亿。在 1 9 4 0 年 ， 有 i t的 

人生活在§巧人口以上的大城巿，而今日，十分之一的 

、生活在这类城巿"在 i 9 8 5 年至 2 0 0 0 年 间 ， 城 

巿人口又可能将增加7 5 0 0 0万。这意味着发展中国 

家在今后儿年内必须将其生产和管理城巿基本设施、服 

务和住房的能力提高6 5 t ，这仅能维持目前非常不足 

的条件 

7 2 、发展中世界中很少城巿的政府有杈力、资金 

和受过训练的入员'能向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象桴的生活 

所需要的土地、服务和设施：清洁水、卫生、学校和交 

'通'。绪果是非法居民区的迅速出现，那里只有原始的设 

备、过度的拥协和不卫生环境^成的疾病的狷獗。许多 

工业国家的城市也面临着问题——公共设施的老化、环 

境的 S化、巿区的污秽和邻圼关系的破裂"但大部分工 

#-国家具有处理这种问题的手段和资金，因此对它们是 

一个政治和社会选择的问题。发屣中国家的情况不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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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它们面临的是一个重大的城巿危机。 

. 7 3 、各国政府需要剁详细的住房战略，以指导 

城巿化的进程，减轻对最大的城巿中心的压力，建设小 

*镇，使其与农村内地更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意味着要 

审 查 和 改 变 其 它 与 住 房 战 略 目 标 相 违 背 的 政 策 ^ 税 收 

食品价格、运输、卫生、工业化。 

7 4 、良好的域巿管理要求把基金、政权和人事下 

放给地方政府，它们最了解和最适于管理地方需求.，但 

i ! - ,城巿的持续发屣将取决于更密切地与城巿大多数穷 

人合作，他们是城巿中寘i t的璉设者，还要开发邻里团 

体 和 " 非 正 式 部 门 " 团 体 的 技 术 、 精 力 和 « 力 。 邇 过 

"就地服务"计划可取得很大成就，它可给居民提供基 

本的服务，并帮助他们建设更适宜的住房。（对这些问 

题更广泛的讨论和建议，请见第九章） 

I 、国际合作和机构改,革< 

一、国际经济的作用 

7 5 、国际经济交流能够对参加的各方有利，必须、 

满足两个条件。必须保证全球经济依赖的生态系统的持 

续性，经济伙伴必须满意：交流的基確是公平合理的。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两个条件都没有满足。 

7 6 、许多发展中HI家的发展正受到商品跌价、保 

护主义、不可忍受的债务负担和发展资金流动的减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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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如果要提出生活氷平，减轻贫困，必须改变这 

些倾向.> 

7 7 、作为向发展中囯家提供多边援助的主要柒道 

一种特别的责任落在世界铝行和国际开发协会的肩上。 

在不断增加资金流动方面，世界银行可以支持环境上好 

的项目和政策。在W政结构的调整方面，国际货币基金 

会应比目 « 1更加支持更广和更长期的开发目标：增长、 

社会目标和环境影响。 

7 8 、'目前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圳国家 

的偾务偿还水平与持续发展不协调。要求借方利用贸易 

顺差偿还债.务，并主要利用不可再生资源还债。有必要 

以各种方法采取紧急行动来减轻债务负担，这些方法应 

使借方和贷方公平合理地分担责任和负担.. 

7 9 、可以大大改进目前商品的安棑：更多的补偿 

信贷可抵销经济冲击，鼓励生产者采取长期的观点和避 

免过多制造商品；可以从多种方案中给予更多的援助,、 

具体的商品的安排可以把《囯际热带水材协i i》作为模 

式，该协议是少数具体地列入生态考虑的协议之一.， 

8 0 、多国公司可以在持续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 

用，特别是当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依靠外国产杈资本 

时X是如此。但如果这些公司要对发展起积极影响的话 

发展中国家对胯国公司的谈判能力必须加强。这样才能 

达成尊重他们环境利益的条款。 

8 1 、然而，为了产生一个适合于发展和消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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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国际经济制度，这些具体的措施必须放在更广泛 

和有效合作的基础上.、(关于国际经 `济问题更详细的讨 

论和建议'，请见第三章） 

二、管理共同的资源 

8 2 、在管理 "全球共同的资源"和共同的生态系 

一海洋、外层空间和南极洲方面，传统的国家主权 统— 

形式引起了特别的问题，在这三个领域已取得一些进展; 

但仍有许多事要做 6 

8 3 、为了提出国际上--致同意的管理海洋的制度, 

联合国海洋法大会是最有雄心的一次尝试。世界各国应 

该尽快批准《海洋条约法》。正如控制和管理有毒废弃 

物倾 M海洋的公约需要加强一样，为了防止目前过度捕 

捞，渔业'协调也应该加强。 

8 4 、人们日益关注轨道空间的管理.，主要集中在 

利用卫星技术监'测行星系统；最有效地利用通k卫星， 

闾歩轨遒的有限能力；以及限制空间碎片等问题上。在 

空间，武器的轨道运行和试验会大大增加这种碎片.、国 

际社会应该寻找制定和执行一项空间制度，以保证空间 

为了全人类的福利而保持一个和平的环境。 

' 8 5 、 南 极 洲 是 根 据 1 9 5 9年《南极洲条约'》加 

以管理的。但是许多没有参加条约的国家认为该条约体 

系在条约的加入和保护措施的范围两方面都太局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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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建议包括保卫目前的成就、把矿物开发纳入管 

理制度以及关子未来的各种方案..，{关于全球共同资源 

管理的更详细的讨论和建设，见第十章） 

三、和平、安全、发展和环境 

8 6 、在环境面临的各种危险中，核战争的可能性 

无疑是最严重的。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某些方靣直接地对 

持续发展概念产生影响.，传统上理解的安全的整个概念 

—从对国家主权的政治和军事威胁的角度来认识的概 

念 一 必 须 加 以 扩 大 ， 以 便 包 括 日 益 增 长 的 环 境 压 力 的 

影 响 一 地 方 的 ， 全 国 的 ， 区 域 的 和 全 球 的 影 响 。 对 

"环垅不安全"没有军事解决办法.> 

8 7 、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应从取得安全的角度， 

并将花在军备上的钱与花在减轻贫困或恢复被破坏的环 

境的钱加以比较，.从而作出成本——效益分析:， 

8 8 、但最重要的是那些有能力研制造成大规模破 

坏性武器的大国间实现关系的改革。需要达成更严格控 

制 各 种 大 规 模 破 坏 性 武 器 的 扩 散 和 试 验 协 议 一 核 和 非 

核一 " ^包恬有环境影响的武器。（有关安全、发展和环 

境之间的关舉的更详细的讨论和建议，见第十一章） 

四、；t〖 :>构变化和法律变化 



8 9 、委员会的最终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整 S ? " e，， 

个文本（‧特别*第十二章）包括许多机构的和法律的变 

化的具体建议。这些在此不能充分加以概括，但委员会 

的主要建议包括在六个优先的领域里。. 

Page 53 

4 ... 1 抓住根本 

9 0 、各国政府*在必须开始使其关键的国家的、 

经济的和' f ï的机构直接地负起责任，保证他们的政策 

规划和预箅支持经济上和生态上持续妁发展。 

9 1、由于同样的原因，各种地区组织需要在将环 

境纳入其目标和行动中做更多的工作。发展中国家之间 

特别窬要作出新的地区安排，以处理跨国界的环境问题 

9 2 、所有81际组织和机构应保证其项目鼓励和支 

持持续发展，它i l应大大改进相亙的协调和合作。联合 

国秘书长应提供一个高级的联合国系统领导中，,。，以对 

在实现此目标中所取得的进雇提供评价、咨询、帮助和 

报告。 

4 .2 对付影响 

9 3 、各国政府还应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机构 

的作用和能力。这在许多工业化国家中是需要的，但在 

发屣中国家最为紧迫。这些国家需要旨在强他 i (〗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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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机构方面的帮助。作为环境数据、评价和报告的主要 

来源以及关键的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问题的变革和国际 

合作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应予加强。 

4 .'3 评价全球危险性 

9 4 、对不可逆的自然系统的破坏的危险及其对世 

界社会的à存、安全和福利的威胁的鉴定、评价和报告 

的能力应予以加强和扩大,，.4国政府，单独地或集体地 

对此负有主要的责任。 U N E P的全球监测项目应该是 

联合国系统中危险性评价的领导中心》 

9 5 、但是，鉴于在许多最重大的危险中具有政治 

上敏感的性质，还需要有对重大的全球性危险进行评价 

和报告的独立的和补充的能力。所以，为了这个目的， 

有必要建立起一个主要为了非政府组织、科学团体和工 

业组织之间进行合作的新的国际机构,， 

4 . 4 作出有知识的选择 

9 6 、 ；jf/获得持续性发展进行困难的选择将依赖于 

看知识的公；^、 *政府组织，科学团体和工业界的支持 

和参加.，他ffl在发展规划、决策和项目实施中的权利、 

作用和參予必须得到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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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国家和国际的法律正在被步伐曰益加快，规 

模不断扩大的对发展的生态基础的影响远远地拋在后面 

目前各国政府需要在现有的S家的和国际的环境法规方 

面填补主要的空白，寻找途径来认识和保护今世和后代 

人à活在对健康和福利都适宜的环境中的杈利，在联合 

国的主持下，准备一个关于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的普遍 

性的宣言 '，.并在以后发展为公约；强化避免或解决环境 

和资源管理问题上争端的程序。 

4 .6 为未来投资 

9 8 、在过去的十年中，在控制污染上投资的全部 

效益已经表现出来。由于没有对环境保护和改善进行投 

资而造成的逐步升级的经济和生态破坏的代价也已经重 

复地表现了出来——经常表现为冷酷无情的洪水和饥荒 

但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污染控制和节约资源的农业 

方式具>^〖大的财政意义。 

9 9 、多边金融机构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世界银 

行H É正在修改其计划，更多堆重视环境问题。与此间 

时，世界银行应从根本上将持续发展作为一项中心目标 

来对待地区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应将类似的目标 

列入其政策和i i划中，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及边援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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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也需要有新的优先和重点。 

‧ 1 0 ( )、由于在增加目前的、国际援助方面的隈制， 

各国政府应严肃地考虑通过使用国际公共财产和自然资 

源取得额外收入这一建议。 

]V、 一个行动的号召 

1 0 1 . 一个世纪以来，人类世界和支持它的星 

球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深刻的变化。 

I 0 2 •：当本世纪开始时，无论人类数量还是技术 

都没有力量急剧地改变地球上的各个系统。但在本f t纪 

终结时，不仅大量增加的人口及其活动已具有了这种力 

量，而IL许多非故意的但是重要的变化正发生在大气、 

土壤、水体和动植物中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亙关系中。变 

化的速度正在超越各个科学学枓的能力和我们当 «进《T 

评价和建议的能力。它正在使那些在一个和,以往不同的 

更为分割的世界上出现的各种政治和经济组织适应和对 

付这种变化的各种企图陷于破产,、它使许多普通人深深 

地忧虑，他们正寻找办法把这些事情纳入政治议程.， 

1 0 3 .负担并不仅由那一类国家来忍受的，发展 

中国家面临t沙漠化、森林砍伐和污染等明显地威胁生 

命的挑战和^受着大多伴随着环境恶化的贫困。如果热 

带雨林消失、动植物物种灭绝和降雨形式发生变化，整 

个人类大家庭将遭受危害.，工业化的国家面临着有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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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品、有毒废弃物和酸污染的威胁生命的挑战。所有各 

H i都可能遭受到由工业化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各种气 

体与臭氧层反应造成的危害。在这些国家控制着核军火 

库的情况下，各国都可能遭受未来战争的苦难。对改变 

这种趋势以及纠正那种增加而不是减少不平等，增加而 

不是减少穷人和饥饿的国际经济制度，所有国家都能发 

挥作用.， 

1 0 4 .、以/的几十年是关键时期，破除旧的模式 

的时期已经到来。用旧的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方式来维持 

社会和生态的稳定的企图只能增加不稳定牲.，必须通过 

变革才能找到安全。委员会已经注意封了 一些为减少生 

存危险以及将未来的发展纳入持续的轨道所必须采取的 

行动.> 委员会认识到，目前国家和国际的决策结构和安 

41对这样一种在持续基础上的重新定向完全是无能为力 

的.， 

1 0 5 .本委员会谨慎地将其建议建立在当前各种 

机构的现实的基础上，建立在目前能够也必须完成的事 

情的基础上。银是还要保持使后代有选择的余地，当前 

的一代必须从现在开始行动，而且一起开始。 

1 0 6、为了完成需要的变革，我们认为，本报告 

的积极后继行动是绝对必要的。出于此种考虑，我们呼 

吁联'合〖î]大会经郑璽考虑以后把本报告转变成一个联合 

持续发展规划专门的后继性会议可以在地区一级发起 

在本报告向联合国大会报告以后的一个适当时期内，可 

— 33 — 



A/42/427 
Chinese 
Page 58 

以召开国际性的会议a顾所取得的进屣，以及促进旨在 

建立基点和保护人类进步的各种后继安排。 

1 0 7、最重要的是，本委员会关心的是人民—— 

世界各国、各行各业的人民.、我们的报告是面向人民的.、 

我们呼吁的人们^度的变化取决于一个规模巨大的教育、 

辩论和公众参加的运动。若要取得人类持久的进歩，这 

个运动必须现在开始。 

I 0 8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委员来自2 1 个不 

同的国家'.> 在我们的讨论中，经常有细节和重点上的不 

同意见.，但是，尽管我们有着非常不同的背景以及在国 

家和国际上的责任不同，但是，我们在变革必须遵循的 

路线方面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 0 9 . 我们一致同意：安全、福利和地球的生存 

取决于现在就开始的这种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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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赇糨一无二的，mmmm.我们大家都讎着唯一的生物si雜艄m 

生命.但針社会，《>h国家为了自a的生存相«^而奋斗，很舛i3t其它国家的彩 

响 . m m m m m i m m m . msmrmmm.面为数多得多《«它 

一 些 国 家 龋 不 足 ， 它 I I 的 肺 是 饥 a , 鲰 m m ^ > 

2 •腿，JË^B经取得.在世界的许多》区，好出生的儿童確比他们的父母 

m^i^mmt.在许多地区，新生的jut也嗨取得nsu:的w的生SNC平* 

当我们考虑 j i S { Q ,要的玫善的时侯， m m n m f i m ^ ^ ` m & ^ - ^ m 

^mma^^fommmmmmm^r 鹋们提供了希望. 

3 . 我们需要纠正的，一方面是瀕^们在追中的J»s近视《:IÎRIÈ. m^m 

地区ttfsttii环之中：，A*了毎日的生«^1*313«綳自1^«, wsmmmt 

使他im~^贫困化，使他们的生存购无保障.i&mmAmLnm^m 

是^定的，因为*aiàia只能在S I S内获11^,^的农业，imaxit^mn 

的. 

4. 社会以往一直面《 * a样的压力，而且， l E m ^ m m m m m . 

会屈从^^layj.但这种J Œ ^ ̶iwui^的.镇我m自然千扰囀S E & T大. 

我们的决^自â^M%Jbt了国界.国家两莩济的互相彩响的 i%»r大了国在 

M^mmm.经济生^^结合在日的网络械,许多地区 

5. iiS日益^互相是iftit本委员賴主要理由.我m賴界旅行了将近 

三年，听取意见.员会组织的专门的公众听ffié上，mimmmK,科学家， 

专家，有关的公民组织以2^千的个人一农民，》户区居民，靑年，企业家，土 

6. mmMiWkmmmmm» îâ*关注不仅导致了抗议，而且往往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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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m^挑腿要保îBâ:^î?ft鲫鲦綁经济諭的原,JMÎ中分 

的反映， 

7. 我HAS现了希萆ôSMh人m以同心协力建设—MJfl««, msJES(M 

memmm-. 来的岁月中，全人类历—世纪以3*^»^分人所了解 

mimm. m,为了 it̂ afâ:个目标，我们必gifM»地认识我们所面w的压力oSff̂ . 

我们,« f t t原因，我们‧设计出《iJF« « « j j a«tMii2^持^新方法. 

I. fE#M)]展因 

8 • } f % S i ; 往往被看/ f t f i } ^ f ¦ ^ » 曰麯 | j ^ â ^ 以及者^ ^竿曰 I » 高 

产生 ,染麒果 .但食身污》 ï î « , 以不同 « d ^ i i l W K J E : ^ . 鵬贫穷饥饿 

的人们为了生存往往-坏他mis的聘:i&mmm mmjsuji3mi&:他li 

深a,以玟使麯jfc%"">ï^ttâsab^sto*. 

9 • g —方面，挪济餽帚来平提高的地方，这种 S * W f i S i É *用从 

ièm3(^^m±mmffm^mm^以往i&â^活水平的改^Si%â:在鲷 

多的jsm, mm.化学品，ib^^Mmmmmm±6(f. ammmnraj^x 
艺 的 j s w c s m w ^ 分 地 计 « 内 ， 势 对 着 « i i p m 的 麵 . B 此 ， ^ 

â ! D f m t t e B f E自餽,乏，也来自^ ) ^济!的后果. 

1. 一 t_ 穷 

10.世界上的穷AifeA類史上fiÉW«^多，mmMtmmm^在19 

8 fl年，8 7个»8中国3rt3 4, 0 0 0jsAnim&^mmm^iiBmtstwi^&m 
rsmmA.从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来说，这个SJc^mr 19 7 0年OMR*, m 

m m m , ^ « f t m 4 % . 世蹒镧计，这 l i f t ^ n m h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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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委 员 会 应 当 贿 认 多 地 

$加的瞒• mmè*misSÊ%tf*nxmmsm^以及不JM离他《i自 
己 ， 自 己 , 区 权 利 . 所 以 ， 我 耍 说 明 m m n m ^ s : 

面 娜 的 鲕 分 配 t r 

w里斯莓鲰卡1 » 

世界ïf«与发展麯会(WCED) ̂ 9 H i Eé 

SSttB达，1 9 8 5年3月2 6曰 

11. 雕在iftRfippiffl户区的AsuEftj:升，而不是下降.m^mAn^msi 

^mmm>因而^了由此'而引leâd!^病,磨，mnr-^ma^>在一些地方 

Mnrw^m^ m的来说'食穷仍iEm, s^m/jstmrnm. 

I 2 . 必須从广义上认识食夯的JÊ . 际范圈内，A*MfcA#é着&^的KM. 

1 9 8 4年，低«A圉家（除中国和印度外）的A*MfcAffiSl 9 0115c,而Xik化 

1 3. ë ^ : ï î W不仅标活 I t s的 Ê A H 异，也标銻各国玫 U * * * S | 

的差异.大都分世羿穷«rS家«im!iflhfeT*S?fEJttto^出口«tX, 

但它们易受贸易条件m^Mrn»的^. MmmRm^^m^mmm'但 
雜 t f f i i o生态 s *的多#:^麯：雌术转让条件，护^以及资金 

要国国家6^^减^>^情况â! i j»碍.*C2J 

14.在各国内部，土ifcw其它财产分配的:TWJnirrm人口aoaaflwo降低 

了提离生活水平WH:̂ . ÎÈS因素，加上将好地用于商M途（往往用于#«出口作物) 

的^的《*1»许多自给自足的农,rrtw的土*±,而且11夺了他们参与国|f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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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生活ôSfffM希望，mmmjjMM^>传统的刀耕火农民以前是砍去森林， 

^tm,然后 10«林予时间«588在他11即没«分的土地，也没有充分的 

时mfci»i«î«复.s此，mmmmi.往往只将它们^不婕支持«M^者的贫 

脊的农田.展中菌家的许多山区，耕作向 f ê <e的山坡发了土壊流 

失.在许多河谷， a i i & w要的地也种上了雔. 

国 家 人 口 

<1 (1 0万） ( 1 9 8 4 ¥11%) 

人均GNP年培长率 

1 9 6 5 -8 4 my 

低ifitAS济 6 1 I 1 9 0 0. 9 

中国和印度） 

中S和印度 17 7 8 2 9 0 3. 3 

中下《AS济 6 9 1 74 0 3. 0 

中上US:AS济 49 7 19 5 0 3. 3 

jRifS[A石柚输出国 1 9 112 5 0 3. 2 

7 3 3 114 3 0 2. 4 

1 5 • 这些压力反映在自的翁.七十W?BT自《felt#的AS耖十年 

m^^, é^ùmmism/M&M^m=.^.从受害的人«m由砍 
鰂 i î f l m 作酺的早灾和水灾《 W D的在六十毎怖 8 5 0万人受旱灾的 

m, i i f t - b f W . *to了2 4 4 G万,六+#*tS^5 2 0万入g*SfeÔS危害，而 

«-b+W«ft®l7 1 5 4 D万.*[3] 八十靴ÔSa:^JS^计出来，m个多 

十年看来正餅势雠向雌进，糊，印sBïïrrr美洲的千旱以j^E洲，齡4f 

洲和拉m洲爱丁 （ A N D E A N )地灾. 

16. 害#^部分賊国的穷人，mm,自给自足的农R?F璺TiK^fi 

土地，mm±m&miJiimmmm. ^A^mEmmmmif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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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一剰下的可供他们盖键屋的地方，魏使他们自己更易翔各种的危害.由于 

缺乏铼食和外C锗备，他们的经济±j»弱的政府没有ife;b*È付这#5felt. 

I 7 ‧ ifi^^和JèSStot;t间的緜在南攝哈拉3賺为明显.A*m食产量自六十 

年代以来一直下降，在八十¥^的千旱期内则HTP丈，Stt食危急高峰,3 5 0 0万人 

tti=^i^中.人类对土地的过度麵和蹒的干辩将糊蹿勒地区的草原变鋤漠 

mm. * " ] 没有其他地区比它Him灾难性地遗受导致化的食夯,性咖环的 

m. 

如果人们为了取得±iè,榷食，饲科，mm^mwmm. m ^ m 

就不再翻保护了 *降雨造成《1^径流，±«1 受到侵蚀* 土 壞 一 旦 水 份 

就不能保持，这块i地±«不鎗生产出足,糟食，伺料，燃料或AU 

就需要转鮮麵土地上，并鲕开始同徉的过程* 

中画家所有5^的问题本质上来说都是没有《Rfe的因此， 

防止灾害主要是餽的" ^方面， } m m m m m m m $ m > 

奥德.格兰 

挪咸红+字会鮮长 

世界ïï^与^委员会公;^ SE^ 

奥斯陆，1 9 8 5年6月2 4 - 2 5 B 

2. 发 展 

î 8 . 在世界的地区'特别是五十¥lt中期以来，增^，大大地玫善了人II 

iîà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带来这些雜的许多产品和技术:^Wi^的,摊鹏消耗率' 

造成了大量污染.Eta:辦境的影响比人^IA±»if时«1155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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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顿近的 ~ > N i 纪，矿 « ^的鲷 i L f l 乎咖了三"工业^咖了五 

十倍以上.在这些雕长的总量中，矿物燃料中的四分之三左右，工业生产的五分之四略 

9 5 0年以后发生的.的年产置可能相当于三+ ^ 

的 ^ 总 s . *es]现在，我们每年的工业^ipJïf境破坏相当于过去几十年的，这 

2 0 • jfm&j]mmTmammf'^' *SÎÊ的 i o o年中，为^«M^而 

开麯±*t$â比AU历史上世纪的总量SE^.对水的循环émfcMdé«iD了. 

;*:S*埂（大多建于19 5 (I年以后）鹋了河量的一大部分.mmmmm,水 

的 « M 翻 了 年 径 M 的 1 这馏字预计到本世纪上升到2 0 - 3 0«X?. 

*zei 

2 1 • 坩^^»收入上升««^响可从多,骡集约的产品的,在^界的分配中看出 

比的:rik化国家iSîig了全世界的大部分lâkJiiBir物燃料.即使^EII^资漯密集的 

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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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卜 2 

世界消费的分配，1 9 8 0 — 82年的平均值 

国家 发展中国家 

(人口的2Bj>i) (人口的7 4j>0 

' 在世界消费 在世界潸賽 

商 s 人觸费的单位 量中的比树 人 均 置中的比树 人 均 

(百分比） (百分比） 

n食 

热 量 卡罗里/天 3 4 3 3 9 5 6 6 2 3 8 9 

蛋白质 '克/天 3 8 9 9 6 2 5 8 

脂 肪 克/天 5 3 1 2 7 4 7 4 0 

纸 公斤/年 8 5 1 2 3 1 5 8 

钢 公斤/年 7 9 4 5 5 2 1 4 3 

其它金属 公斤/年 8 6 2 6 1 4 2 

商业能糠 m女C-0./年 8 0 5. 8 2 0 0. 5 

资料来源：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量农HP^国统计办公室，囯 

贸发会议和美国金属协会关于各国的衧的估计. 

2 2. 近年来，工it化国家已经能通过降低单位产出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实现经济的 

增长，这一点以及努力削减污的fl微助于减缓对生物ffl的压力.mm'$tm 

中国家入口及收入的增长，Ammmummnmm»以»足他们对必需s的 

霈求.更多地重视资溉的有效利用能^«^这一増长.但是，总65*说，与资目用相 

g的环境问题持在全球范围内加鹿. 

3. 生 存 

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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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酺人口和^水平的上升，人类对自然资猓M的杂性已经大大咖 

大自然虽然是极其«^又«HR的，M它也是脆弱的，是楕细地^的.自^存在 

着WJEJH的界限，如果趨些界限，则自然系统的^^性就，危IÉ. 

我们 e接近许多辦的界我们鹚餽危及地球上生命生存的危 g性.麟， m 

mmmm.耍糠们立即麯防和阻止料想栩的后果. 

24. "ismM"^mm,ii!iimmmm> 接产生于资量的增 

加，《 ^ « « m的, J I及森湖砍脚释放二氣化《. 其它一些气《qfc*;气 

中的累积将太阳辐射feffllËii^附近，从而弓【起^^暖.这将3ffe&今后4 5年里海 

平 面 的 上 升 足 以 淹 海 城 市 以 及 河 同 时 ， ‧ 变禝也会严fi»响 

2 5 . 以 及 制 冷 j a s r a # ^ ( S I M 所 释 放 的 气 体 气 臭 这 

说又是-种成胁.WfmifiX^WiTiKmmm,以紗海洋链 

胜娜态«HSjfctot性的影响.198 

：.*es: 

现在人著名的工&革命的巨大«8iai出了闲，主要是因为当时未能 

考J^F%的问11• iJ * A f l i U ^ : ̂ e S M & ; k ^ » , 能有什么能使它 

mm^i河«ODifet^丰富，人类鰣不可觫变其质量；数自然森 

此之多，我们永远不会使它们消失.毕竞,它们还要生长. 

4 ^ , 我 m 当 知 艘 緙 酶 m 自 的 像 A d f t 似 

释 明 ， 世 界 不 ^ 许 因 人 展 丽 麯 砍 伐 而 变 鳙 有 

鰣波（HON, V I C T O R I A C H I T E P O ) 

世界1¦：«与餽委员会膊式 

哈iàM, 1 3 8 6年9月1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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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 各种大气污染物还在毒杀和损害污染頫附近以及有时甚至几千英里以外的 

树木，建筑物和文化珍品.环赚化纖着大部分謂和北美地区.中欧目前每 

年毎平方米土i*±承受—克多的據.*[s] 森林的消失将«M造las*sitt的土壞fttttf 

盐喊化，洪水，以及地方气后SÎC^.大气污染的危害在一，兴的工ik化国家中&iE在 

2 7.在许多情况下，目lî^毒，（比如来自化工广的R«o tfymmmw 

接受的危险性.核工业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其毒害性可保持几个世纪-承受这些危的 

许多人根本没有从产^物的«中获得ffi^利益. 

2 8. 沙漠化是一种^5&^有^率的干旱和半千旱土地转变|«0§^济上没有4)*率 

65`沙漠的过程.沙漠化和大规《^伐娜是另—种对区《^态系统的鏽性有:t;*e戚 

胁的树子.沙漠化包括人类，土地和气侯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在千旱地区自给自足的， 

粮食生产，商业性作物，以及肉类生产造成的压力都3^漠化过程起作用. 

2 9 .每年还有另外6 0 0万公坝土地退化成类似沙漠状态.*[ 1 0 ] 过 3 0年，这将 

相当于一个沙特阿拉佰的面积.每年î 0 D万公顼以上的热^林遭到破坏，过3 D年， 

这将相当于一个印度的面积.*[Il]除了^醸邻他区产生直接和往往的影响以外， 

附近的地区也受到沙M大的影响，或受到水系变化以ii±«sa!JB«k碱化危iôtt«în 

的影响. 

3 0 . 森柳其它原生地的消失导致动植«f#H»的灭绝，以及导雜界生态系麵传 

物种的多样性的明显减少.这一过程使现代/^后代人失去遗传物质，这些物质IËi«JB 

作物品种，增加作物对气候压力，虫害以及疾病的抵抗力.许多在科学上迄今尚未进行 

研究的物种和亚种的消失'使我们失去了医药和工业化学品的主要潜在原料.IS*远消 

失了美丽的动物，以及我们的一部分文化遛产；它也消弱了生物圃. 



A/42/427 
Chinese 
Page 68 

3 1 . 我们的生产活动和我们所用技术产生的许多危险已誇越国界；许多是世界性的. 

虽然引这些危险的活动往往集中在少数国家，但危险却要大家共同承担，不管是富还 

也不管JiAMièîîiifr中得利的国i[ÏE是不得利的国家.承担危险的;̂ 数国家很 

少对iRSS制5iâ活动的^^程有什么彭响， 

3 2. 需要立即采取补救行动.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或许已,近危机的界限.虽然 

mmmm^mmmmm.但许多fÉJrr我们早s了解得*it^楚，足以采取 

行动.比如地区鄉的沙漠化，森林欤伐， ^ m m m i t m i y^mm>气 

候变化，臭竭，物种消失等的于这神情况.危lèitin的速率比我们它 

们的M;ft^io的速率要快. 

3 3. mmi^mmmmAm^.甚SA类的生存馱的戚©JI核战争的可能 

性.这种可能由军备竞赛 P J l 2 i ^翻外层空饲的这额正在与B俱镥.寻 

求一个更的未来仅在下述前提下才是有意义的，即力地去灭性手 

段的^ 

3 4 . 我価临的环境困难不是新的，怛仅在最近我们才开舰识其复綠从前， 

我们主荽的关是集中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同样关注环境恶化 

mtmmmm.它能阻碍或倒转经济的餽.jmrnin在麯—又—地区 

的^潜力.八十年代的发展危机使两者的这#s本联系变得更为明显. 

3 5. 八+年代经济彭的势头的下降以及世界贸易的箫条，对所有国家gjg» 

mmmthnmm.依賴于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中g家受到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 

尤其严重.19 8 0年至1 9 8 4年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由于商a价格下跌损 

失了大约5 5 012156,拉洲翊的打击最为严重. 

3 6 . 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减镘，以及日益增加的债务偿还义务及财政收入的下 



Chinese 
Page 69 

降，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大概有一半发展中国家，在1 9 8 2 

- 1 9 8 5年间Ai^国民总产值<GDP)下降• 

产值在八十¥^下降了近1 "《‧（见表1 - 3 ) 

表 卜 3 

19 7 6 - 1 9 8 5年，发展中囿 

参 数 1975-1980年 1381年 1382年 13è3年 年 1385年 

国民总产值： 

所有发展中国家. 4.9 1.3 D.2 D.8 2.1 2.5 

大国除外的 

辦中国家 4.5 1.0 -0.6 0.1 1.5 - 1.4 

I人均国民总产值： 

所有中国家 2.4 -1.0 - 2.1 -1.5 -D.2 -0.2 

大国除外的 

1.9 一 1.5 — 3.1 -2.4 一 l . u —1.1 

资料来源：国际经济和社会部， << 加依辦资金，iSjg^É^挑战， 

(纽约，联合国，1 9 8 6年）. 

3 7 . 囯际经济调整中最重要的负担由世畀上最贫穷的人们，担.其结，入类危 

难大大艇±miÈmmmmi>Àmmm«i^w. 

38. 许多国家经济问题仍然没有得到jsm,，中国家负偾仍很严重；商品^糠市 

mn^^-'向，中国家,^动量严重不足；m^mMemr^rmm 

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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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可是，就在比以前更需要多边机构和规则的时候，它们却被降低了地位.而且,对发 

展应尽的国际义务观念实质上已消失.'趋势是多的下主张民族控制. 

39. \m^^mmii:mmmémm:h.这sifiî食*积极地被用来实 

m$tm^m^'-树如大气é;K污染控制以及自原料和能羝^的效率等.许多国 

家已经提高了粮食产量以及减少了人口增长率.有^^ât^， x m m m m ^ 

已经广泛被我13大家所共享. 

40. 但是这一点并不够.无法控制环境以及无法实k持续发展威，所有国家的生 

存 . i f i i与^不是独立的 M #挑战：他们是萦 à相关的. m ^ m m m m ^ 

瀕基硇为条件；增无《jf境破坏的代{^j^;i^t|^保护.这些问邇不能用 

分散的«M^a^Sdrifiin以解决.他扪处在一个复杂的因果关系网中. 

4 1 .首先，各种环境压力是相互连结的.例如，砍^!^林造成径流量1§*0,从而加 

速了 土壤，以及河淹，湖泊泥沙的沉积.大气污，,在破坏中都起作 

用.这种相互联系意味着几个不同的问题必需同时处理.而且，一个方面的成功（比如 

森林保护）；鄉增加另卡方面的成功机会（比如土壤保持）. 

4 2 •第二点，îFJt压力和经济^方^相互连结的.因而，农业政策或^ÎF^地，水 

体和，破坏的原因.能頫政策也可以是^^^，和酸化，以及许多，中国家为取 

得燃料而砍伐森林的原因.所有这些压力都,着经济发展.所以，经济学与生^必须 

完娣—到决策和立法过程中，不仅要保护îfii, mKmmmmm.经济学TO 

仅在于^财富'-生态学也不仅仅在于保护自然；他们两者同样都是为了?JtiËA类69^运. 

4 3 ‧ 第三点，与经济问ffl同许多社会，政治因素相《II, m,入口mm许多 

地区的5!：^ ，具有非^远的彭响，但其原因部分是由于妇女《rtt会地tes其 

它文化标准等因素.而且，力卿均匀的辦也能增Jntt会压力.可以认为社会中 

权利和影响的分配是大^环，发展问题的关键.因而新ô?i:jï法必须^社会发展iHi, 

1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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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保护弱者以及伲进地方参加决策等方面‧ 

我们是否还能继续并心安理得地宣称，"环境同经济 Ĥftt̂ B关，它不是 

发展的先絲件，也不是娱乐的资猓"呢？把我们自己看鹧远,境的— 

实体的管理者是否现实9ë?,真的与我们无关吗？ îp«与经济只能M者^ 

玛？真的由于环境保护需要投资太高而在经济困难时期无法加以考虑呜？如果 

我们按上述问题的肯定回絲安排我们自己，那么对我们的经济，健咖工业 

增长将带来危险性的后果. 

我们现在刚开始认ÎR到，mm'mn-mm^^^mwm 

深蒂固加害于后代的行为.这种行为来自于我们镨误地认为g济和环境间只 

有一种选择.mmm.从长iâa^是一种对入类怕影啤的错误观念. 

f ^ W (CHARLES C A C C I A ) 

加拿大众议院C!Ĉ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公众TO会 

渥太华，1. 3 8 6年5月2 6 — 2 7 B 

4 4 . 最后一点，这些系统#tt不仅仅在国家内部而且也在各个国家之间起作用.国 

界已经变得如此能渗透，以致具有地区，国家，国际意义的事情之间的传统区剁已经变 

糊不清.生态系统并不尊重国界.水污染能在公共的河流，mmmmm-气 

流能把空气污《到很远的地方 .大的事故， m m & & m ^ m m m x r ^ 

仓库发生的事故，lê^成广泛的区,影响， 

4 5.许多环境一—经济的联系也在全球，围内起作用.例如,工&化市场经济国家对农ik 

的髙补貼及其蕺励政策造成了过剩，这导致压低价格，从而冲击了发展中国家本来就食食 

被忽略的农业生产.土壤和其它环境资源在两个系统中都遭受拫害.每个国家可以制定国 

1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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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农îft政策以保证短期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地制定政策去有效地 

ffR*其它国家农业的财政，经济和生态成本的问题以及贸易政策问题. 

4 6, ;ôEii去，对环境鵰的职在iïysmi, isêii些jpJi部门,棘少娜本不能 

控制E&îtolb工业，城市^,林业和运输政，活动所51起的社会没有把防止环 

境破坏的jRm交^IP®逭成这种,的"专业部门"mm>因此，mmm!^mm 

主要集中在破坏发鲸进行修补：植树造林，恢复赚±*, Sji城市îfig,恢复自然生 

^原生地.预gir和&±环境破坏的ig^^要政策的生M分同经济，荧易，能源，农 

业以及其它部分同Bt*加以考虑. 

为TâE«m:^问题中成功地取得mmnmmmm.建立新 

mmmmmm.当然也包括^新的行为方法. 

人lis其suffis段的临界点.我们不仅应当伲进lain我们的物质，科鲫技 

术基亂而且，mmm.促进人类心理上新的价值和人itijx:愿望的形成，因 

为知，仁慈是"永恒的它构成了人性的基 « ,我们需要新会，道德 

,科，生态《;à;,这S«îâJS由现在来人类生活的新的条件所决定. 

弗罗洛夫（I. T. FROLOV) 

主编 

共产党人杂志 

世界ïf«与发展委员会(WCED)公众9^会 

Hfim. 1 9 8 6年1 2月8曰 

47. ：&^部分国家中,jfJt®^是针对有害增长的而制订的；mmam 

nmmM.应当继銻进—步加强.但是雌—点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一种 

新的方法，即所有国家都采取使^同资頫保f和资源发展相统一的发展模式，并与向 

全体人民提供充分的生活基麯使他们平等地取得资颟方鹂系起来.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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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 持续发展的为环境政鉚鰥iS|tTO统—辦了 r*:l^基本框架,iàM的发 

展是最广义的发展.这个词往往用来指第三世界的经济和社会5Hk过程.但是，环境与 

发展的统-是对所有国家的要求，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实现持续，霈要改变每个国 

家的国内和国际政策. 

你们谈论生活太少，谈论生存太多.重要的是要记住：当生活的可能 

il消，时，则生存的可能性就幵始了.在巴西/尤牺在亚马通区域有许多人仍 

但是这睾活着的人不希望降生存的水平. 

—位发言者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公众听M 

圣保罗，1385年10月28 — 29曰 

4 G .持续发展寻求满足现在的霈要和欲望，而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和欲望的tfc^ 

.它决不是要求停止经济发展，它认识到，除我们进入一个发展中国家发挥重大作用并 

获取重大利益的新的发展时代，世界上的贫穷和落后的问题:fll#S>j解决. 

5 0.经济培长总是带来环境破坏的危险性.因为经济谱长造成对环境资源的压力增加tr 

但是以持续发展思想作为指导的政策决M必须在攻策制定中确保经济增长绝对建立在它 

的生态基硇h,确保这些基5*受到保护和发展，以使它可以支持长期的培长.因而环境保 

护是待续发展思想所罔有的特征，它集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根糠M：：fî•状， 

5 1.持续性的篮图将不是唯一的，因为各个国家间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生态条件 

有很大的差异.每个国家必须制订出它自己的具体政策.然而，尽管有这些差异，但持续 

发展应当被认为是‧ ̂全球目标. 

5 2 .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同其它国家隔绝的状态下求得发展.因而，执行，， 

的政策需要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个新的方针.长期持续增长将需要意义深远的变化，以产生 

更加平等以及同环境要求更同步的贸易，资本和技术的流动.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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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 为 霈 要 J t f t i 国 际 合 作 ， 但 其 方 式 各 部 n 间 和 各 坷 是 ^ 同 

的，但是，的一点是，向^^发展转化要有所有国家《^0`的行动.人类，的一致 

性要求有""̂ 有效的多边系统，这一系统要尊重协商一gfcéÇj民主原刺，并承认，不仅地 

球只有而且世界也只有~^^ . 

54. m s各聿中， m m m n m m m t f i m .并 E s t未来可能鮏的 

危棚5*«¦¦&了一系判具,建总之，我们,告传《M*||望的信息.iëm. 

##M以建立的国际合作时代为条件的，msmefiFmrmmmi毎 

—人，不管是现在的雠觫的人，rnmmmi spt象样的生活離利*我们 

m,国际社会将会fe* (因为•ÊiÈj须te*)迎接实现持久的人iiija*的挑战. 

Ç 

1, z 世界银行，<<^与饥饿：鄉中国家粮食保障的问题和‧>〉（华盛 

顿：a比亚特区；1 9 8 6 年 ） . 

2, / , 际 经 济 m t 会 《 加 倍 蹄 资 金 ， 迎 接 铖 纖 战 ， 员 

^tt55ljS^议>> (纽约 i 国 ， I 9 8 6年） 

3/ G. HAGMAN等人， <<预|»比t&>TM».关于第三世界AI^M境 

69m» (斯德开尔摩：《IHII十字会，1 9 8 4年） 

4/ «^国大会，«mMMmm^» 

5/ 根据W. W. R0 s TOW的资料，《世界经济：历史与顧》（輿斯 

汀：褥克萨觫大学出版社，1 9 7 8 ) , mûSr « 1 9 2 9 - 1 9 5 0年世界能 

源 供 > ( 纽 约 ； 1 9 8 5 > ; m&Ê^ 1 9 8 2 賴 i f ^ (纽约t 1 3 8 

5年）；"国资易和发展会议（UNCTAO ) , <<国际资易和发展统计手班 

1 9 8 5 年 增 刊 》 ( 纽 约 ： 1 9 8 5 );W. S和E. S. WOYTINSKY, 

<<世界人口与生产：jêmmÂ» (纽约：2 fl世记基sfe^, 1 9 5 3 ) ‧ 

6/ 苏联国《s*文十年委员会，<<*^水资《ta世界水平ft》(巴黎，m 

国教科文组织，I 9 7 8 年 ） . 

7/ 世界效组织（WMO), <<在气候变<kipj有錄响中二氣化«21其它a;g 

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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œ气体的评价国际会议报告>〉，奥地利，菲拉鶬，1.9 8 5年1 0月9一 1 5曰， 

讽1^0第6 6】号.（曰内瓦；WMO/I G T U / U N E P , 1 9 8 S年） 

8/ 国家科学基金会， <<科学家更接近确定南极臬氣层耗箱的fe因>>,(新闻 

公布会，华玫盛哥伦比亚特区，1986年10月2D曰）‧ 

9 ^ J . L E H M H A U S等人，《 E M E P獮量站1 9 8 0年计算观察值 
I 

的比较>>,挪威气象研究所，EMEP/MSC —W报告1 一 8 6 , 1 9 8 6 . 

1 0 / 联合国ïfJ^,署(UNEP) « 1 9 7 8 - 1 3 8 4年同沙漠化进行 

战斗的6动计划执行中进展的综合评价>>,内罗毕，1 9 8 4；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 

会关^物保陣，农业，林业和专家小组，«tmm».(伦敦：ZED 

BOOKS; 1 9 8 7年） 

I I / 世 界 资 , 究 所 , 国 ！ ^ 柳 ^ 研 ^ , « 1 9 8 6年世界资源报吿》. 

(钮约： B A S I C BOOKS, 1 9 8 6 年 ） . 

I 2 / 联合国资易与发展会议（UNCTAD ) , « 1 9 8 6年贸易和发 

展报告〉〉（纽钓，1 9 8 6 年 ） . 

1 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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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关 于 持 续 发 展 

1. 持续发展是既滿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 

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I'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 

"需要"的概念，无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 

JÈ将此放在特別优先的地位来考虑， 

3"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 

*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 

2. 因此，世界各国一一发达国家或发展中fi家，市场 

经济国家或计划经济国家，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必须 

根据，持续性原则加以确定。解释可以不一，但必须有 

一些共同的特点，.必须从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上和实现持 

续发展的大战略上的共jSJ认识&发。 

3. 发展就是经济和社会循序前迸的变革。从自然的意 

又上说，持续发展的道路即接收使在僵硬的社会和政治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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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理论上也是可以实行的。但是，除非发展政策重视资 

源供应以及成本和利益分配的变化，否则自然的持续性是 

不能实现的。虽然狭义的自然持续性意味着对各代人之间 

社会公正的关注，但必须逻辑地将其延伸到对每一代人内 

部的公正的关注。 

I . 持续发展的概念 

4. 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满足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发展中 

留家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一粮食、衣服、住房、就业一没 

有将到满足。除了他们的基本需求外，这些人民对提高生 

活^量有正当的愿望。一个充满贫困和不平等的世界将易 

发生生态和其它的危机，持续的发展要求满足全体人民的 

基本需要和給全体人民机会以满足他们要求较好生活的愿 

5. 只有当各地的消费标准重视长期的持续性，超过基 

本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标准才能是持续的。然而，我;们当中 

许多人民的生活超过了世界平均的生态条件，如我们利用 

能源的方式。人们理解的需要是由社会和文化条件确定的。 

绔紫发展要求促进这样的观念，即鼓勐在生,吞可能的范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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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H'费标准和所有的人可以合理地由往的标准。 

6. 满足基本的需求部分地取决于取的全面的增长潜力。 

很明显，持续发展要求在基本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地方实 

现经济增长。而在其它地方，假如增长的内容反映了持续 

性的广泛原则并不包含对他人的剥削，那么持续发展就能 

与经济增长相一致。但是增长本身是不够的，高度的生产 

率和普遍，困可以共存，而且会危害环境。因此，持续发 

展要求：社会从两方面满足人民需要，一是提高生产潜力， 

二是确保每人'都有平等的机会。 

7. 人口嶒长会給资溽增加压力，并在掠夺普遍发生的 

地区减慢生活水平的提髙。虽然这不仅仅是个人口规模的 

问題，而且也是个资源分配问題,只有人口发展与生态系 

统交化着的生产潜力相协调，持续发展才能够进行下去。 

8. 社会可以有许多方法滥用其能;^来满足将来人民的 

恭本需要，例如过度开发资源。技术发展的方向能解决一 

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但却会导致更大的问题的出现。盲目 

发展可能会忽视大部分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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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发展过程中，定居农业，水道引水、矿物提炼， 

余热和有毒气体排入大气，商业化森林、遗传控制都是人 

类干扰自然系统的例子。迄今为止，这类干扰还只是小规 

镆的，其影响是有限的。，但现在的亍扰在规模和影响两 

方面都更加^烈，并从局部和全球两方面严重ife威胁生命 

支持系统。这种现象是不需要发生的。至少，持续的发展 

不应当危害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如大气、水、土壤 

和 生 物 。 . 

10. 就人口或资源利用而论，其增长是没有一定限度 

的，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发生生态突难。能源、物资、水和 

土地的利用都有不同的限度，其中许多资源将以价袼上涨 

和收益递减的形式，而不是以资源基础的意外丧失的形式 

表现出来。知识的»积和技术的开发会加强资源基础的负 

荷能力。但是最终"限度是有的，持续性要求，在达到这 

^限度之前的长时期里必须保证公平地分配有限的资源和 

调整技术上的努力方向以减轻压力。 

一 4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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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的鸿`;^把环境、人:口.和发展援助的B体长期分开， 

阻止我们认识共肉的利益和实现我们联合的力量。幸运的 

是，鸿5^正在消除，现在我们知道，把我们联合起来的东 

西比把我们分开的东西更为重要力 

我们认识到，贫穷、环境退化和人口增长三者之间不 

可避免地袒互联系着，而且这些基本的问題不可能在隔绝 

状态中成功地*以解决。我们要么一起成功，要么一起失 

敗。 

对所有发展过程的参加者来说，得&"^个大家都能接 

受的"持续发展"的定义仍然是个挑战。 

"从事共同的事业" 

总部设在美a的发展、环境、 

人口非政府組织、世界环境 

‧*é发展委员会公众听证会. 

1，86年5月26-27日于渥太华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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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很明显，经济增长和发展涉及到自然生态系统的 

变化。各地区每种生态系^不能完整无缺地加以保护。如 

果对开发已经作了规划并考虑到了对土壤流失速度，水域 

和遗传损失的影响的话，耗竭流域中的某一部分的森林， 

并扩大到一些地方，那不是一件坏事。总而言之，像森林 

和鱼类资 ̀ 源这样的可再生资源，除非利用率是在再生和自 

然增长的限度内，否則不应耗竭。但是多数可再生资源只 

是复杂的和互相联结起来的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 

考虑了开发对整个系统的影响之后，必须确定最高的持续 

产 量 。 ' 

12. 至于像矿物燃料和矿物这样的不可再生资源，它 

们的利用則减少了供子孙后代将来利用的铺存量，但这并 

不意味着不应该利用这种资源。总的来说，耗竭的速率应 

考虑那种资源的临界性、可将耗竭减少至最小程度的技术 

可利用性和可得到的替代物的相似性。土地不应退化到超 

过合理恢复能力。对矿物燃料来说，其耗竭的速度以及对 

其再循环和节省的强调都应制定出标准以确保得到可接受 

的代替物之前，资不会枯竭。持续发展要求，不可再生 

资源耗竭的速率应尽可能少地妨碎将来的选择。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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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展趋由子使生ife系统筒化和减少物种的多样性。 

而物.种一旦灭绝，它们就不可再生b动植物物种的丧失会 

大大地限制未来世代的选择，所以持续发展要求保护动植 

物物种》 

14. 所谓的免费物质如大气和水也是资源。生产过程 

中的原材料和能源只有部今地被转换为有用的产品，其余 

郜分則成为废弃物。持续«发展要求，为了保持生悉系统 

的完整性，要把对大气质"^、水和其它自然因素的不利影 

响减少到最小程度。 

15. 实质上，持续发崖是一种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资源的开发、投资的:^向、技术开发方由和机构的变 

化都是互相协调的，并增强g前和将来满足人类的需要和 

愿望的潜力。 

I .公平与共! ^的利益 

16 .这里只是概括地钭迷了持续的发展的含意。在现 

实世界上，为了共同的利益，如何说服个人或促使他们行 

动呢？回答是部分在于教育、建立机构和加强法制。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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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耗竭和环境压力等许多Pi題产生子经*和政^ ;feuHé^:r 

纟丸一。工血可能逃遊难以接受的大气和水污染标准，SI* 

首先受害是*人，他们不能有效地申诉。森林可能由子过 

度地乱砍滥伐而遭破坏，因为生活在那里的人没有可供选 

择的办法，或者因为木材会同商一般比森林中的居民更有 

影响力。 

1 7 .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不会尊重个体所有制和政^ 

管理权的边界。这样： 

*在一个流域，上游民使用土地的方法会直接^ «e> 

到下游农场的径流量。 

* 一个农场使用的 * i *方法、农药和肥料会影响伴 i l 

农场的生产率，特别是在那些小农场之中。 

*工厂锅护的效率决定其煤烟和有毒化学品排:^寿 

并影响到附近居民和工作的人。 

•热电厂排入河流或4^入当地海洋的热水彩当地多 

民捕鱼作业。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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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传统的社会制度碁认这种互相依赖的某些方面， 

并使社区行使对农血生产控制以及对涉及到水、森林和 

土地的传统权利的控制。虽然这种控制可能限制技术革新 

接受和推广，但"共同利益"的控制并不一定妨碎增长 

和发展。 

19. 由于技术在现代农业和制造亚中的应用，各地的 

互相依赖（如果有的话）。已经日益加强。然而，由于技 

术进步的发展,对公共土地的日趋"88"，对森林和其它 

资源共同权利的丧失，以及商业和市场生产的扩大，集团 

和个人的那种决策的职责it在被剥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这种变化仍然在进行中。' 

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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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沙漠曰益扩大、森林曰趋消失、营养不良正在増 

加、城市地区的居民生活条件极差，那不是因为我们缺乏 

资源，而是B为我们的统治者，贵族集团所执行的那种政 

策。否定人民的权力和人民的利益势必把我们推向贫困的 

深渊，这正是非洲面临贫困的前景。我们希望世界环境与 

发展委员会将不会忽视非洲人权的问題并将强调这个问題。 

因为只有自由的人民，享有权利的人民，成熟和负责任的 

公民，才会参加发展和保护环境。 

一个发言者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公众听证会 

1986年9月23日于内罗毕 

20.这并不是说，有—群是恶棍，而另一群是受害者。 

如果每个人考â他或她的冉动对其他人有影响，那么全体 

人民将生活得更富裕。但是每个人都不愿意认为，其他人 

会按照社会期望的方式行事。因此，所有的人继续迨求狹 

义的自身利：^,社会或者政府可以通过法律、教育、税收、 

补助和其它方法弥补这种各行其事的作法。法律的切实执 

-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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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严格的责任立à可以控制有害的剁作用。地方社团对 

决策最重要最有效的参与可以帮助他们明确表达他们的意 

见和有效地实施他们共同的利益。 

21 .互相体赖不单纯是地方现象。生产的迅速发展已 

经把它扩大$纟国1?、范8，在自然和经济方面都者反玦。全 

球和E域性的污染后果正趋严重，就象在200多条国际 

对流流域和大批的公共海域所见的那样。 

22. 共同利益的实行经常遇到烦，S为行政管辖权 

限的范禺与受影响的范囷不一致。i一个管辖范鬮内的能 

`源政策造成另一个管辖范®内的酸沉降。一个国家的捕捞 

政策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捕捞暈，没有超阖家权威当局来 

解决这样的问題，只有通过国际合作，共同的利益才能明 

确地表现出来。 

23. 同样，日益增长的国际间经济互相作用削减了各 

国政府控制国民经济的能力。例如，甫品的对外贸易使负 

荷能力如资«缺乏问題成为国际上关注的问題（见第三章） 

。如果更加平等地分配经济实力和贸易收益的话，共同的 

利益就能普遍地得到承认。但是从贸易中跋得的收益分配 

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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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例如#、糖的贺易形；*^不仪^^,了 《地的*耧生产郜 

门，而且影响了主要依靠i«种产品的许多发展中a家的经 

济和生*。 

24. 如杲所有的发展和环境问題都有让每个人生活得 

更好的解决*法，那么寻*共同利益的困难就少多了。这 

种情况是不多的，通常的情况是有胜利者和失致者‧普源 

分配的不公平产生了许多问題，不公正的A地所有制结构 

会在最小"的占有土地上导致过度的资源开发，并对环境 

和发展两方面造成有害的彩响。从国际上说,对资源的垄 

断控制会萆使那些没有参与垄断的人们过度开发稀少奮&。 

开发者对获取"免费物资"能力的不fi—地方性的、全国 

性的和S际性的一是资源分配不平均的又—表现。在环境 

与发展冲突+的"失敢者"包括那些对污染造成的人体健 

康、財产和生态系统损失*用承担了比他们应负的合理部 

分更多的人* 

25. 当某一系统逼近生态极限时，不平等交得更尖铁 

了。这样，当水域恶化时，贫苦农民遭受更多的痛苦，B 

为他们不能象较富裕的农民那样有钱采用相^的防止水土 

流失的措施。当大城巿大气质量恶化时，贪鲁人*于住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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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易 受 害 的 地 区 而 比 窗 有 者 更 易 造 受 徒 康 的 而 富 

有者通常居住在环境较洁的地区。当矿物資a枯竭时， 

工:ït化过程的后来*^丧失Î取得，成本供应的利益。从全 

球看，富格的S家在財政JîJ^技术上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以对付气候变化可能产生影响 ‧ 

26. 因此，在持续发羼过程中，我们没有能力促进共 

同的利益往往是在国家内柹和国家间相对忽視经济和社会 

JE义的产物'。 

1，战輅任务 

27. 世界必须尽快拟订战砵，从而使各S从9前的增 

长和发展过粗< 经常是破坏性的），转而走向持续发展的道 

路*这就要求各8根椐它们自已的发展和根据它们对其它 

国家.的发展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改变其政策（本章谈及國 

家的战路，第三章讨论在S际经济关系中要求重新调整的 

问題）。 

28. 根据持续发展的概念而制定的环境与发展政策主 

要貝标包括： 

-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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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增长， 

^改变增长的质量 

^满足就业、粮食、能源、水和卫生的基本需要， 

‧ *保证人口的持续水平， 

*保护和加强资源基础， 

，重新调整技术和控制危险， 

^把环境和经济融合在决策中。 

1.恢复增长 

29. 正如早先指出的持续发展应效力于解决那些生活 

在绝对贫a中的许多人的问題，这就是说他们甚至不能满 

足其最基本的需求。贫困削弱了人们以持续的方式利用资 

源的能力，这种绝对贫困多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 

国家里，八十年杈的经济箭条又加重了绝对贫困的条件是 

比较迅速提高第三世界人均收入。西此，重*的是，这m 

年增长的停滞和倒退趋势应扭转* 

30. 虽然可达到的增长速度将不尽相同，但至少也需 

要某种最低限度的增长从而可对绝对贫困产生影响。把发 

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若人均收入增长低于3%，这些g 

-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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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不可能达到（见Box2 -1)。在提出了目前人口增长率 

之后，这将要求全面地增;^国民收入，在亚洲经济发展中， 

毒年增长约 5 %左在拉丁美洲 5 . 5 % ,非洲和西亚 6 %。 

31 .这些数量鈒能达到喝？东南亚过去25年的记录，特 

糾是过去5年表明，多数国家包括两个最大的国家，印度和 

中国是可以达到每年5%的增长。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间，拉 

T美洲达到约5%6^平均增长率。但是本要由于债务危#， （1) 

在这个10年的头5年内增长率曾大大下降。拉丁美'》1恢复增 

‧ j i取决于这个危解决。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期间，非洲 

的増长率徘徊在4-4.5%之间。按9前人口增长率，这个百分 

比t*味着人均收.入増长格高于1%。 （2)然而，在八十年代期 

间，增长几乎停^，三分之二的国家人均收入下降。（3)非 

W要达到最低水平的增长，则需要改正短期的不平衡，也需 

净^增长过程中消除那些根深蒂固的限制。 

32.发展中自家必须恢复增长，因为il是经济增长、减 

贲囷和改善环,状况进行最直接作用'的联系环节。然而， 

发展中国家还是互相依赖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它们的繁荣也 

取决于工:!L化经济增长的水乎和形式。预计工血化国家中期 

的增长为3-4%.如果这些国家要在f大世界经济中发挥其作 

用. S际金融*i i构认为个增长率是必要的最低增长率。如 

泉工业化国家能在减少原料和食g源密集的活动以及在提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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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 X 2-1 

增长、再分配和贫困 

L贫困线是，收入水平低至个人或家庭在正常的基础 

上《^^生活必需品的水平。低于那条线的人口百分比将取 

于人均国民收入和分配方式。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期望 

55l娃地消灭绝对贫困呢？各国回答一，但可以从一个典 

«的实例了解更多的情况。 

2. 设想一个国家有半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那么 

那个国家里，家庭收入分配如下： 

收入最高的，五分之"^的家庭占50%的总收入，第二 

个五分之一的家庭占20%，第三个五分之一的家處14?^第四 

个 i分之一家處占9% ，最i一个五分之一只占7：«。在许多 

祗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里，这是一个平均的情况。 

3. 在这个实例中，如果收入分配仍然不变，那么要将 

贫困率从50?^降到10%，人均国民收入必须翻一番。如果对 

收入作重新分配有利于穷人的重新分配，这种下降就能很 

侠发生。请考虑一下这个卖例，将五分之一最富有者的增 

值收入的25%平等地再分Se給其他人。 

-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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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里有关再分配的估计反映三种判断： 

第一，在多數情况下，再分車政策只能在收入增加的 

情况下才能执行。 

第二，在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里，可用于再分配的4 

余只能从富人集8那里提取。 

，三，再分配政策不能如此精确地璃定肩标，即仅向 

那些处于贫a线以下的人提供利益，B此，.一些效益将分 

给《4刚处于贫困线以上的人。 

5. 把贫困比率从50%降到10X的需要的年份有多种可 

能： 

* 18—24年，如果人均收入增长达到3%。 

,26—36年，如果人均收入增长达到2%* 

* 51—70年，如果人均收入增长仅达到 

在每种情况下，较短的时间是与最富袼的五分之一人 

口的增长收入的25%的重新分配有关，较长时间则与此无 

果。 

$ ,S此，在年人均a民收入増长仅为IX的情况下，消 

i>l绝对贲困所需的时间将延长至下个世纪。然而，如果目 

-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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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定在保 i i t下丧紀初世界能真正走上持续束展的道路，那 

就有必要把肖标至少定在人均8民收入増.的最低限度， 

并实行强有力的再分配政装。 

33, 但是，由于工业化S家将使用较少的原科和能«， 

所以它 * 1将向发展中 a家提*更少的商品和矿物市场*然 

而，如果发展阖家集中力量消灭贫困和«足人类基本的需 

要，蚱么，a内对农业产品和工血品及一些.服务的需求将 

增加。因此'，持续发展的逻辑意味着对第二世界增长的内 

部剩激。 

34, 尽管如此，在许多的发展中a家里，市场是很小 

的，对所有的发展中國家来说，有必要加快&口增长，特 

別是非传统的商品的出口，从而給进口提供资金，迅速发 

展必将产生这种需求。正如在第三章所讨论的，为了持* 

的发展，将有必要重新调整国际济关系。 

2.改变堆长的质量 

35, 持续发展包括比增长更多的内容，它要求增长内 

《的变化，绛低原料和能源的密集程度以及使影公平 

-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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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分 f c ;各 a都要求把遠些交化作*其整杏#施的一*分， 

以保持生态资源的储备，A进收入分配和减少对经*危机 

的脆弱性。 

36. 经济发展的过程必须更好地以保持经济发展的资 

金铺备的现实为基础，不论是发达«家或发展中a家都很 

少傲到这一点。例如，接照掼例，森林采伐的收入是按木 

材以及其它.加工产品的价值计算的，当然庄减去加工噃用。 

而没有把重新植树的費用计*在内，除非这样的植树工作 

花了现金。这计算 A木，利润时拫少将未来森林退化所 

发生^失计算在内，在开发其它自然资源方面，也发生 

类似的不完全统计，特別是在企业或国家枨,上没有统计 

的赍源，如空气、水土壤。在所有的囷家一富國或穷国， 

经济发展必须充分者虑发展的增加量和自然资源贮备的减 

少量。 

37. 正如在上一节所描迷的，收入分配是发展质量的 

一个方面，迅速的发展与分的不合现化相结合可还不 

如緩慢的发展与有利于穷人的再分配的结合。例如，在许 

多发展中阖赛里，大规模商品农亚的推广可能迅速底获得 

收入，但也可能剝夺大批小农户的i计，并使收入分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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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加不公平。从;jUê看，这样的道路可能不是持续的， 

它使许多人更加贫困，并且会通过使农iïi过度商品化和通 

过使自給自足农民贫a化，增加对自然资源基础的压力， 

更多地依靠小农户的耕作起初可能较摱，但却容易长时期 

地維持。. 

3 $ ,如果％济发展增;了对危机的脆弱性的话，那么 

经济发屎就不可是持续的。干旱可能迫使农民屠杀将来 

生产声，需果牲畜，价格下跌可能造成农民或其它的生产 

者过卑开卑6然资源以雉持收入。但使用降低生产龙险的 

技术、选择减!;p`市场柢枸*动的方案以建立铺备，特]«、 

是外`;p的,奇，就可能减少脆攀性。把增长与减少胱弱 

性联系,来的泉展道路比增长与减少相互不联系的道路更 

具有持续铢。 

39.然而，只扩大所考虑的经济因素范围是不够的* 

持续性舞眷夸这样的人类需求和福利的观点，即包括请如 

他们É| * 维 教 育 和 锥 康 " 清 洁 空 气 和 水 及 自 然 美 的 保 

护等这 f 一些非经济的因素。它％1必银使贫困的人们摆脱 

无能 ^力地。逸些人中许多人活在生态胰弱的地区， 

例如，,無林、，的许多部落、沙漠游牧族、边远山区的部 

族以及美洲和澳大利西亚的土著民族。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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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已经了解到他们相对贫S的概余并渴望从贫g中 

摆脱出来，提高他们的生活盾量，这往往是有史以来的第 

一次，由于人民在物质上前进了，吃和住都比较好。过去 

曾经是奢侈品的东西，现在已被认为是生活必需品了。其 

结果是，对粮食、原材料和电力的需求比人口的增长要大。 

由于需求增加，结果把更大的压力放在世界有限的土地上， 

以生产所需要的产品。 

加博切夫博士（ Dr. I. P. Garbouchev) 

保加利亚科学院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8会公众听证会 

1986年12月11曰于莫斯科 

40,改变增，质量要求我们改变发展工作的方法，将 

它们的全部影响考虑在内，例如，不应把水利发电項目看 

作是生产更多的电力的方法，它对当地环境和当地社会的 

影响必须纳入收支平衡表。由于一项水項,将破坏稀少 

的生悉系统，所以，放弃这个水利项g ，可能是一项进步 

的措施，而不是对发展的倒退(4)，因此，在某些情况下， 

持续性的考虑将包括否决一些短期内在財政上吸$1人的作 

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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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能够并且应该相互促迸。用于 

教育和卫生的资金能够提高人的生产力。经济发展能够加 

速社会发展，它可为下展社会提供机遇，或更快地普及教 

育。 

3 . 满足人类基本禱求 

42. 满足人类需求和愿望无疑是生产活动的肖的，所 

以务必要在持续发展的概念中再强调它的中心作用*贫穷 

往往就是人们不能满足其生存和福利的需求，即使赍源和 

服务是存在的。同时，那些没有陷于贫穷的人们的*求却 

可能有着重大的环境后果。 

43. 首要的任务是要漓足膨胀着的发展中世界人P的 

需要和愿望。所有需求中最基本的就是生活：即就it。 19 

85至2000年之间，发展中a家的劳动力将增加近9亿，每 

年必须得为6000万人提供生活机遇* (5)经济发展的速度 

和方式须在此范围内并以一种可滿足穷人家庭最低消费标 

准的生产力水平来创造出持续的就业机会， 

44. 我们需要更多的食品，这不仅是为养活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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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要改善营养不良，为养活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 

的每一个人，到2000年，非洲每年«要增、55{的热量，5 .8% 

的蚤白质，拉丁美洲所需分别是3.4?^和4.0%, iÊ/ÎHi为3. 

5%和4.5%。粮食作*和淀耪类根茎是热量的基本来源，而 

«白质 «来源于i}类、肉类、鱼类、豆类和油茱耔。 

45. 虽然S前注重的焦点仍在主食上，不过上述预测 

也强调 «要«高蛋白质的供给率*在非洲，此任务特別* 

巨，a为萄请平均*食产量‧it在下降，以及发展受到制约。 

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似乎可以较快地达到所需的热量和蛋 

白质消费的增长率。但是，粮食生产的增长不应基于不利 

于生态的改革和危害食品保阵的长期前景。 

46. 能源是人类另一个基本需要。除非改变能源消费 

方式，这个需要不可能全郜满足。最紧迫的问題是贫穷的 

第三世界家處的需求，他们主要靠薪柴。在本世纪末下世 

纪初，约有30亿人将生活在伐木速度比树木生长速度更快 

的地区或薪柴奇缺的地区。补就行动应旨在减少远途积柴 

和保护生态基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烹调食物所用燃 

料的袭低禽要量相当于每年每人约250公斤标准煤。这只 

是工血化国家家庭能源消费的一小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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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是第三世界，我们意识到我们主 

要的问題是没有就业机会。大多數失血者是从农村迁移来 

的，他们迁移到城市，留下没走的那些人W继续以前的事 

情一如烧炭一-也许这些都导致了森林砍伐。所以，环境 

机构也许应进行干预并寻求防止这类破坏的途径/ 

肯尼迪，恩基罗(Kennedy n j i ro ) 

音尼亚工业学院学生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公众听证会 

1986年9月23日内罗毕 

47.住房、供水、卫生设施和医疗保健这些相互关联 

的基本需要对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方面的缺乏往往 

是明显的环境压力的反映。第三世界中，不能满；！这些关 

键的需要是造成许多传染病如疾疾、胃脎病、霍乱和水疽 

的主要原因之一。人口增长和向城市迁移很可能使这些问 

題恶化。规划者必领找出方法，更多地依靠社会支持的主 

动性和自助能力以及有效地使用低费用技术。（见第九章） 

4. «保稳定的人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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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427 
Chinese 
Page 100 

48. 发展的持续性与人口增长的动态 «切相关,不过 

这个问*不单純是全球人d数量的问題。—个出生在物质 

和能源使用水平很的S家的孩子，对地球赍源的压力要 

大于一个出生在较穷a家的孩子。类似的覌,吝、也适角于各 

s内部。然而，如杲人tr数量稳定在与生态系统生产率一 

致的水平上，那么就较容易实现持久的发展。 

49. 在工业化国家，人口增长总卓在百分之一以下， 

有凡国家已达到或正接近零增长率。工业feS家人口总数 

在20 25年时将由现在的12亿增到约14亿。 

50. 全球大郜分的人口增长发生在发展中a家。到20 

25年，会从1985年的37亿人口增长至68亿。笫三世界没有 

向"新"大*移民的逸择，供其调整的时间也大大少于工 

业化S家。因而，S前的挑战性任务就是要快速降低人tr 

增长率，特別是在那些人口增长率仍在上升的地区，如非 

洲 0 

51. 工亚化a家中出生率下降主要是由于经济和社会 

发展。收入和城市化水平的增加和如女作用的改变都起着 

重要的作用。同样的进程正在作用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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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得到承认和技励。人03*策应与共它经*和杜会发展规 

划相结合一-妇女教貫、g疗银健，扩大穷人生涂基础‧ 

但时M短伋，发展中8家«不得不采用直接措施来减少生 

貫牟，以透免超过维持其>MI^的生产潜力‧实际上，提供 

计划生盲脹务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形:A,它使夫妇锅， 

特別是女木有自决的权利。 

52. 发展申S家的人口増长在农村和城巿地区分布仍 

不平衡。联合鷉频计，下一世纪的头十年，在大多數发展 

中a家，农村人口的绝对教量将开始下绛，发；I中B家的 

人增长百分之九十是发生在城巿地区 ‧其人口预计从 1 9 

85年的115000万増至2025年的385000万，增长主要在.非洲， 

有少都分在亚洲。 

53. 发展中8家城巿的增长速度超A 了玫府当局应付 

的能力。住房、水、卫生设旅和公共交通的鍅缺到处可见 

。生活4贫民崖和相户区的人口在增长，许多人暴露于空 

气和水污染，遭受工和自然的灾害。 «若城市人口增长 

大部分发生在最大的城市，情况可能进一步悉化。所"， 

较好管理的城巿主要由于有较侵的人口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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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城市化是发展I t *的—^分 ,挑战性任务*管理 

这个过程，以遊免生浩*肇的严4退化。 «而，需鼓磁发 

展较小的城市中心以减緩对大城审的压力。解决面临的城 

巿危机需要促进穷人自助虞房和服务，同时也需要更充分 

地发挥由足够香金支持的P^W都门的积极作用，以建设供 

水、卫生设备和其它公共«ife* (见笫九幸） 

55. 如要持夂地满足类需求，必须保护和加强地球 

自然资源基地，对玫策要作出重夫玫变以解决工亚化a家 

目前的高水平消费，发展*S家増加消费需求以满足最低 

标准和预期的人口増长* ；»过，È然保护不应仅仅为了实 

现发展的g标，这也是我饰对其它生物和子孙后代在道义 

上的义务的一部分。 

56. 当人们 «无它择Bt,对奮源*S压力則增大 ‧发展 

政策必痍扩大人们的逸择去争到—种持续的生计，对于那 

些赍金贫乏家库以及处于生:态压力下的地区来说尤其:—此。 

例如在4iS ,可将经济上的自身利益与生态学蛤合起来， 

帮助农民把*食作物改为*^^木作物，給他们提供咨询，设 

一 2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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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以 A铕售等方面的支持。保护农民、渔民、林民收入不 

受短期价格下跌影响的方案可减少他们对资源的过度开采。 

57. 农业资源的保护是项紧迫的任务，因为毋界上许 

多地方，耕种以延伸至边缘地带。渔业和林亚资源遭到过 

度开采，必须保护这些资'^以满足增长着的人口需要。农 

业和林业的土地利用必须以对土地能力.的科学评价为基础。 

表土、鱼群、或森林资源年减少量不得超过其再生查* 

58. 提高生产率可部分緩解农作物和牲畜生产对农田 

的压力。不过，只顾跟前,期生产率的提高，可能造成各 

种不同形式的生^问题，如丧失现有作物的遗传多样性、 

灌土地的盐械化、地下*遭酸盐污染、以及食品中的 

农药残留物等。现有一些对生悉无害的选择方式。今后，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S家，若提A生产力都应更 

好地控制水和农业化学品的使用，以及更广泛地使用有机 

肥料和非化学方法治虫* ，进这些选择方法，只有靠以生 

态现实为基础的农业政策。（见第五章） 

59. 至于渔业和热带;^林，我们多半侬赖于开发天然 

的备。从这些)^备取得的能持久的产量很可能少于需求 

"因而有必要使用那些在制的条件下生产更多鱼、薪柴 

和森林产品的方法。可鼓励使用薪柴的替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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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马逊橡胶林工作。在这里我谈论一下热带森林。 

À们靠这^他们要毁掉的森林生活。我们要借此怀着 

相同g标的人们相聚的机会来保卫我们生存的环境，保护 

热带森林， 

在我们的地区，我们森林中蘇取M-15种土特产品， 

这还不包括我们所有的其—活动。所以我认为必须保护它 

。因为我们要发展马逊不能只靠牛群，不能只靠牧场， 

不能只靠公路。 

当他们想伐树林时，他们总想修路，而这路打*进步 

的招牌带来了破坏。让我^把这种进步置于那些土地已经 

毁坏的地方、那些劳力无事可做的地方，那些我们得找人 

来工作的地方以及我们要辑得发展的地方"、^我们不要干 

涉那些要i活在森林里并舞维持现一得人们。 

我们没有什么可写的，我也没有別人在办公室拣出的 

东西。没有哲学理论，这～是个实际情况，因^这就是我 

们的生活。 

贾 梅 . 西 尔 阿 劳 约 

割胶者协会 

世界环境与 i ê l展委会公众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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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1985年19月28-29日 

60. 现有能源以及生物a吸收锩源使用产生«产品的 

容量也许可以决定全球发展的极限。达到这些能源限度比 

达到其它物庫资源所构成的跟度要快得多。首先，是供， 

问題：石油贮藏的减少、燃煤带来的环境影响和离辱代价， 

核技术的危害。其次，是排污问*，最引人注芎的是酸污 

染和二氧化破私聚造成全球变暖。 

61. 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可以解决一些这类问題。但 

开发可再生能源如薪柴和水力也可引起生态问题*因而， 

持续性需明璃地强调节约和有效地使用能源。 

62. 工业化自家必须承认它们的能源消耗正污染着4 

物團，呑着稀少矿物髅料供应 9近年来在雉源效率 

面提高和向能源使用较不密集的部门转移有助于跟制消耗。 

但必须加快减少人均耗能的进程，并鼓励向无污染能源和 

无污染技术转移。发展中国家筒单照*工亚化a家能源使 

用方式既不可行也不理想。更好地改迸这些方式需要在工 

业布局、住房设计、运输系统、以及工农业技术的选择等 

方面实施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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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 非 燃 料 矿 物 资 I I 构 成 的 供 给 问 题 似 乎 较 小 。 1 9 8 0 

年 以 前 傚 的 研 究 估 计 一 个 性 需 求 增 长 量 在 下 个 世 纪 初 

期 之 前 不 会 形 成 问 题 。 自 那 时 起 ， 世 界 上 大 多 数 金 属 的 消 

费 量 保 持 不 变 。 这 说 明 非 燃 料 矿 * 的 耗 蝎 距 今 更 远 。 技 术 

发 展 《 历 史 也 说 明 工 i l ; 可 对 短 , 髯 加 以 调 養 ， 主 要 通 过 更 

有 效 地 , 用 、 再 循 环 和 替 代 品 。 « 直 接 的 需 要 包 括 改 变 世 

界 矿 物 贸 易 的 方 式 ， 以 使 f i 口 者 获 取 使 用 矿 物 所 得 价 值 的 

更 大 部 分 ， 随 着 发 展 中 国 家 对 矿 物 的 需 求 羹 的 增 加 ， 提 髙 

对 它 们 的 矿 物 倂 应 糞 。 

6 4 . 防 止 和 减 少 空 气 和 水 污 染 仍 将 是 资 源 保 护 的 一 个 

重 要 任 务 , 使 M 化 ！ £ ， 农 药 ， 裤 市 污 水 管 道 、 燃 烧 矿 物 燃 

料 、 僳 用 某 些 化 学 品 活 以 及 务 种 其 它 昀 工 业 活 动 对 空 气 

和 水 质 造 成 压 力 。 任 何 这 种 活 动 预 计 都 将 大 大 增 加 生 物 圏 

的 污 染 负 荷 ， 特 剁 是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 

昂 贵 的 解 * 方 法 。 因 而 ， 所 有 国 

污 染 问 耀 ， . 实 施 那 些 可 能 有 长 期 影 《 5 ^ 的 排 放 标 准 ， 促 

进 低 费 技 术 、 

6 . 改 革 技 术 与 控 制 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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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完成所有这些任务需要技术改革，这是人类与自 

然之间的关键环节。首先，技术改革的能力在发展中禺家 

需要大大加强，使它们能更有效地对持续发展的挑战做出 

反应。其次，玫变技术发展的方向，使共对环境B素给予 

更大的注意。 

土著人是我想可称之为环境安全体系的基础。我们则 

是资源保护成敗的把关者。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过去几个 

世纪意味着我们对土地和水体方面存在严重的失控。我们 

还是首先知道环境发生了变化的人，但现在我们都是最后 

一个被问及或商量的人。 

我们最早注意到森林遭到威胁，它们处于这个S家的 

掠夺式的经济之下。我们总是最后才被问及我们森林的未 

来。我们是最早感到水体遭污染的，在安大格北部我的家 

乡，奥杰布书人会做证的。而且，我们当然是最后为了笫 

七代子孙的持续和谐才被咨询何时、何地.如何进行发展 

的人《 

我们懂得，我们可期待的最多是得到补偿，但总是太 

晚并且太少。很少有人要求我们借助于我们自己的专长并 

征得我们的同意去发展以帮助避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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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易斯.布鲁耶 

乎X地方理事会JL库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8会公众听诅会 

渥太华，1986年5月26-27 9 

66. i业化a家的技术并不总适于或容易使基于发展 

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的。纵观此H題，世界上 

的研究与发展计划没有几个重点是放在这些S家*临的急 

迫的问題上,的，如旱地农业或热带疾病的控制，在使用材 

料技术、节能技术、倌息技术，生物技术的最新成果适于 

发展中S家需要方面，所做的工作尚不够。只有如强第三 

世界的研究、设计、发展、和技术推广能力，才能填补这 

些空白。 

67.在所有S家，环境资源有关方面应通拫产生选 

择技术、更新传统技术、挑选并接受进口技术的过程。商 

:IL组织傲的大多数技术研究是为了创造有市场价值的产品 

和工艺改革。产生"社会物品"样需要技术，如改善空 

气质糞或增加产品寿命，或解决个体企亚成本核算之外的 

问题，如污染或废物处置的外延费用 

68.公共政策的作用是要通过鼓励与限制手段，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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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组织感到值得在发展技术对更充分地考虑环境闭棄。 

(见第八章> 公共基金赍助的研究单位也需要这一方向， 

在环境敏感地区工作的研究机构必需将持续发展和环境保 

护作为它们的任务。 

69. 发展适于环境的技术与风险管理问題密切相关。 

像核反应堆、电力和其它公用设：^、通讯系统、公共交通 

系统等，如杲压力超过一定的限度都是易产生危ÏÔr的，它 

们通过网络相互联接使其免遭小型千扰的破坏，但如果遭 

受超过一定域值的意外破坏，它们就易产生危除，运用 

：精&方法分析其胰弱性和把过去失敗的经验运用到技术 

设计、制造标准、«1 作应急计划上，可使夹败或事敌的突 

难性后果大为减轻。 

70. 在技术或系统方面,并不是一直在使用着举佳* 

损性和风隆分析。大型系统设计的一个主要,标应使失敗 

或破坏的后果减轻。因此，i需*新技术和丄艺以及法律和 

i * 、 

制度性机制-用于安全设计和控制、事故预防、应急*划、 

减緩损害以及提供救济等。J 

7 1 .技术和发展方面的决策产生的环境（风险)危 

一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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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环些对决策不起任柯作用和影响的个人与地区。必烦 

考虑到他们的利益。需要有a际和国家的机构在新技术广 

泛应用之前详价其潜在的影响，以保证其生产、使月和处 

置对环境资源不构成过度压力。对重大的自然系统工程也 

要傲出同样安排，如河流k道或森林砍伐。此外，必须加 

S和实施由无意的后果造成的损害的賠偿。 

7 . 在决策中纳入环鏖和经济因素 

72. 贯穿持续发展战格的共同题目是需要把经济和生 

*考虑缺入决策中。实际上，它们在现实世界的运转中是 

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求在悉度和自标上以及在各鈒的組 

织安棑上傲出改动。 

73. 经济与生态的考虑并不一定就是对应的。例如， 

保护农田质量和保护森林的政策改善了农业发展的长迳前 

景。提高能源和原料的使用效率既符合生态目的，又能降 

低成本。不过，环境与经济，标的协调常常丧失于对个人 

或集团利益的追逐之中，不考虑对別人产生的影响，无枧 

寻找解决方法的科学能力，并不頋今日决策得长远后果* 

机构的僵化加重了这种g光短浅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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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僅化的一种主要表现是孤立处理一个工厂或工业 

部门的问題，未能认识到部门间相互关联的重要性。现代 

农血使用大量的商业性生产的能源和大量的工业产品。同 

时，较传统的联系一其中农业是工亚的原料的来源一正在 

被广泛使用的合成物削弱。：能源与工亚的联系也在变化。 

有种强^的倾向是工 j M t a家工生生产的能源密集性在下 

降。然而，在第三世界，工业基地向基础材料生产部门的 

逐渐过渡正导致工业生产的能源密集性上升。 

75. 这些部门间的联系构成经济和生悉相互依赖的方 

式，但都很少反映在决策过程中。各都门;?vil、求其本部门 

的目标，并将对其它郜n的影响作为剁作用来处理，`A且， 

只有在被迫情况下才去考虑。然而，对森林的影响很少使 

那些指导公共政策或事务活动的人们感到忧虑。他们专心 

于能源、工业发展、农牧业、或外贸。我们面临的许多环 

境与发展问超都根源于这种部门间.职责的分割。持续发展 

要求人们克服这种分割。 

76. 持续性要求对决策的影响承担更广泛的责任。这 

就要求对实施共同利益的法律和组织结构进行改革。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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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结构中一些必要的玫羊可先提出计充鴻健康与福利 

的环境对所有人类包括子#后代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观 

点授权在适当的社会范闺ï»i使用公共和私人资源，提出寻 

找更具体措施的目标。 

我认为，这里谈论的N題涉及面很广，你或许不知道 

对所有这些问題的答案。^至少在听取了所有这些问題、 

具体事铜和:作出的解释以后，你能有些了解。 

你不知道答案，也不知解决方法，但你可以建议解决 

许多问題的途径，可以向珠府，或联合S,或国际组织提 

建议，建议解决问題的最佳途径，这就要包括郢些在建议 

中有直接利益的机构，应,听取任何发展问題的受益者以 

及受害者的建议。 

我认为这是一件事，璣许我们所有在座的各位都在* 

听，或期持：在每个发展"X'I或发展问題上，尽可能多的 

听取意见并与碎些有关的人ffn迸行磁商。如果注意到这点， 

至少解决 î问題的一步。 

伊 斯 德 . 哈 达 德 

P r i s m a杂志主编 

-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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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环委会公众听证会 

1985年3月26曰雅加达 

77. 单靠法律不能加强公共利益。它主要需要社会 

了解和支持，它需要公众更多地参与影响环境的决策过程。 

这要靠把赍源管理的权力下敢給侬靠这些赍源的地方社会， 

并給予这些社会阶层有效的权力来管理这些资源的使用。 

这还要求鼓励公民的主动性，贼于群众组织以权力，加强 

地方民主。 

78. —些大型项,需姜有不同基础上的参与。发展与 

环境问题的公众听证会和咨询有助于引起对各种观点的注 

意，自由地取得有关信息和提供各种技术的资料源可为公 

众的讨论提供信息基础。当一项拟议的项,的环境影响特 

別大时，项目的公众审议必需强制进行，如可能，做决定 

前须得到公众的批准，或进行公民投票。 

79. 公共和私人企业的态度和方法也需变化。此外， 

环境规范必须根据通常的安全法规、区域法规、污染控制 

法等来制定。在税收、投资和技术选择的批准程序、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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剌激措施以及发展政策的所有组成郜分中必须反秧环境3 

标。 

北方的环境协商活动和南方的协商活动槁在一起并不 

是什么难事'而现在两者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正在模糊起来， 

所以，它们^_持续发展的主题上正逐渐取得一致。 

建筑材料已经具备，环境是双方共同关心的事，人道 

主义也是双方的共同之处。但在采取的方法和程度上却存 

在着分坆。每一方都试图通过发展援助过程达到自己的经 

济利益。 

出于非常实际的政治原因，现在是弥合这个裂缝的时 

候了。首先，北方人不愿看到他们所纳的税被浪费掉。其 

次，他们不愿看到贫穷在扩大。他们很关心环境，无论是 

他们生活的北方的$是南方的环境。而南方的人们的大多 

数不愿要短期的过分的解决办法。 

事实上，在持续发展的概念中，你们有一个可以依赖 

的政治利益社会。 

- 3 9 -



理查得.圣穂布魯克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世界环委会公众听证会 

1985年6月24""25日 

$0.各国把经济和生态因素结合到法律和决策体系中 

的做法在国际上必须协调一致。燃料和材料使用的增长说 

明不同国家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直接^质联系正在上升。通 

过贸易、財政、投资和旅游进行的经济相互作用也将增长 

并加重经济^生态的相互依赖。今后将比现在更甚,持1发 

展要求在国际关系中实现经济和生态的统一，这将在下章 

讨论。 

结论 

81.从广义来说，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 

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八十年代发展与环境危机的 

具体条件下（那些危机目前国家和'囯际玫治与经济组织尚 

未或许不能解决），寻求持续发展的要求是： 

'保证公民有效参与决策的政治体系。 

^在自力更生和持久的基础上能够产生剩余物资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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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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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知识的鈒*体系。 

*为不和谐发展的紧张局面提供解决方法的社会体系。 

*荨重保护发展的生态基础的义务的生产体系。 

*不断寻求新的解决方法的技术体系* 

，促进持续性方式的贸易和金融的a际*系。 

'具有自身改正能力的灵活的管理体系。 

82 .这些要求更多地体现在肖标的性质上，应在国家 

和国际发展行动中加以强调。重要的是，追求这些目标时 

的真诚性和糾正偏离3标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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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NCTAD. Handbook o t I n t e r n a c i o n a 1 T r a d e a nd De ve I opmen r. 

S c a c i s t i c s 198 5 Su pp]. erne iTc̃Q^ew'Tocir:19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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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c' No . 42 ( R o m e ̃ 1 9 8 3 ). 

8/ DIESA. W o r l d P o p u l a t i o n P r o s p e c t s . op. c i t . 

I b i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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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王鞏 国际经济BD作用 

/长久可来.人d—直设法从本IS以外83地方获珉霄^^"、宝贵或 

外国特有eg顿赘•当代的更加可靠B3交逋条件.以及日扩亢贸'易 

交 流 资 本 流 又 逬 — 步 加 遝 并 扩 大 了 个 程 . 而 且 产 生 了 }栄远PI 

生态影响.因此.了求得持续生存.騫娈茌国际经矢系甲; ^生一 

些 賓 大 化 ， 

I、 lîl际经疥、环魂和发屣 

‧2加果要便iS:i际经济交流变得对所有各万有利，剐必须满足个 

条件.即必须m证世界经济所依赖的生恣系统捋续维持：又必须使 

经^伙伴们XT公平交易 «础錄到)lif ; t .备种不平^09、 © ̶ 万 配 

W矢系.决不是相互依妤和持久Hgg i础，然面，对于许多友/其. 

甲IS家釆说• 一个条件也没有达到， 

J 谷 国 之 间 经 ^ 相 生 态 联 系 已 得 到 迅 速 发 換 ， 种 ^ ^ 逬 

一步扩大了 《m冡eg经、济^Ik g|力方面不靳增长m不:fe^衡：！；^, ‧ 

不平的 i s j际经济矢系彤成了不均衡.为.发展甲lâ眾一般楚受fia 

际经济状况响.而不晚反釆去资响 J S ( J ^经: ^状况* 

《IS际经i?f矢系给试》H管埋目己en环境B3贫穷lij IK:设说了^别 

Mm.ib&SnS:^m^Bg^vîftp.目然赘源的出口仍然占了很大.ffïï比例 

光具是对一些i雙不茇达的lîJ家釆说更:i:`^]}fc,不,谗定性和7C多欢迟类 

iSS:所面临eg不利物价动问.便得些国家不可1Ê管堙';if目己?3自 

3 一 

ftp://ftp.%e7%9b%ae%e7%84%b6%e8%b5%98%e6%ba%90%e7%9a%84%e5%87%ba%e5%8f%a3%e4%bb%8d%e7%84%b6%e5%8d%a0%e4%ba%86%e5%be%88%e5%a4%a7.ff%c3%af%c3%af%e6%af%94%e4%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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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赘源;^地.以保证持续性生严。日益沉重的偾务负拒相新的赘本流动的 

减少.加剧了牺牲长远犮展利益、导it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不
7
ili)Él:t. 

s.m^热带木材m交易是导欽砍我热带森林一个因-** ;<!T外汇ra 

二
洛要促 1《许多茇展甲国.5^以伐林快于植速厪滥伐杯木.种滥砍滥我 

不仅造成了世界木材交易赖以*在的森林赘源的枯竭.，而且还导敎了夭掉 

以淋木为碁础l??;e计.加剧氷土流失祁下游水灾泛滥.而且加遝生物品种 

和;!gji^资源的;灭绝:国'际.资易彤式也闳袢铌够助长不能待续的发展欽梵和笑践 

这便亚洲.和非洲干翠:区P3.农田和牧场不断退化,It提供了一个]i)工赫勒 

地区用于«5.口的祸花生严不靳增长Era买例*〖见B 0 X 3 — 1 } 

B 0 X 3 — 1 

萨 赫 勒 地 区 用 于 出 口 

5 ^棉花种植 

1 9 8 3 ^ - 1 9 8 4年期间，IE当干覃和饥饿侵袭非洲的 

萨赫勒地区时.该地区五个[S家一一布基纳法索、窄得、马 

里、尼日尔相;!g!^加尔生严了创记录的棉花量.這些d冢生严 

了 I 5 4 U 0万》ï¦!;的棉花纤维.面茌1 9 6 1年一 1 9 6 2年 

他们只生严了 2 2 7 0 万 崦 ， 顾 . 茌 1 9 8 4举萨赫.'动地 

区也另外创了一个记录.即进口了创记录KM 7 7万吨Kl谷物 

而花六十年代初期.他们每年只进口 2 U万PSfe谷物.；E萨赫勒 

地区.槔花产:i不断增长期间.世界棉花价格实际上却î£不断下 

跌。引用上述^5：些敛字.并不是逑议萨赫劢地区iil家不种桢棉 

3—2 



Chinese 
Page 120 

花.而去生产高粮和小米.然而.能种植棉花农民却不 

种植足于养活他'们自己粕食，这个箏实说明.该;过， 

地强调了经济物的种植，而很不'竈视粮食作物. 

赘料来源：吉利
（
J ' G i r i )《萨赫勒经济的回顾》 

1 9 8 4 

许多发展*Pli家的经济^屣m外都的赘本m入，没有兮理2^流 

量.则任何改善生活7JC平的前景将是暗淡的，其结果是贫穷!s荒復迫 

貭漱用环境.以保证他们自己生存.长期犮展更加难于实现.在某些 

馉.况下则将是不可能实现了，然而.赘本流动趋势便入忧虑畫重.实 

际上.向g展甲国冡的资金净流入量已经下降‧总卄买际是贽金外:^Jifi 

( 见 表
3
一 1 )‧在八十年代剩余的年厪里.能够期待E>g向发畏甲il家 

的!f际赘金流动5?增加，不过只及人们认为恢复到能够减少贫穷的增长 

氷平所需要量的一半. 

表3 — 1 

向输入资本犮展中国家的赘金转移净值 

1 9 7 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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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4乙美元） j 

借贷形式的转移净值 I 

【所有输入赘本K发展甲 I S家）* 」 

1 
30 «7 3U-6 ?.7-7 U 。 8 8̶ ' 6 - 2 2 - 0 ¦ 

i 
i 

全都赘金流动转.移净值 

I ?斤有输入资本59^,畏甲国家î ** i 
i 

" 。 4 39 «3 " * S l u » 4 - 0 » 3 ̶12-5 ¦ 
I ' 

̶3 1。 0 j 

全郁^金流动e?T转移净傻 i 

(控丁美洲） i 

15 ，6 11 -a I l " —lrt.7 —25. g 一23* 2 

—30-0 

%t货:>》式聘:#/^S是本«净儇减去付出利息净fi: ‧ 

)i斤有的借贷丧指官方的或私人E??).短期或长期的；包括ID 

际贽i^.棊金*a织倌贷. 

* *资金、E动、净值指借贷转>,'^Hiu赠款相罝接役资净傻 

I扣除罝-`^投赘净偟收入）a 

^科 : 1^源：联含国《世界经济询査1 9 8 6 》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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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1 9 8 6 ) 

7：仅仅向^屣^ i l采增加资本流动不一定会有坳于艾屣.只,-本 ; î j 

ET努力才是至矢育要B^,更多的外部^金也是蔷*的.iâ必m十^汪;̶f 

对 环 境 响 . 矢 钕 是 . 减 轻 贫 穷 本 身 外 11于环境551茇展en酉復.从. 

甯m到穷闳eg资金、动一一教量和质量皆得到改#的/>s动一-"-除贫 

穷先 ; ^ 条件 . 

n 八十年代衮退 

贫穷和入口增长.对Jë:屣《fil:荒实竹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if来 

了巨大的困难.即使是餚妤的情况也是如此.伹母.当IS际经：^:fl^勢不妙 

时，问题会得更加难办了‧八十年代期间.茌许多第三世界 I S '莱甲. 

经、济增长率.t、骤衮退.甚至出现负堉长率，^非洲和拉丁癸洲'衝况尤其 

严 重 . « 1 9 8 1 ^ ^ t j 1 9 8 5年五年期间.大多敛Je:.墁*Pli'geg人 

口增长率趲过了经、济增长率.2 y 

：迕出口交换比率H?7恶化、偾务负担加貰、媛Ml?资^7)|动停滞 

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甲Pïï保护主义滋长遣成了严重XT外支付问题， 

当出口不景气时.国外借贷^用的递增也促便许多发陷入' V寸务 

危机，75了：；^足短期示收支差额^3;：^-，. 1'11际1̂ 11*舍组织别足£?
3
作 

为满足娆.,支付平衡H^ff娈ïflï延长信贷^3先决m紧'缩方案.《出现 

偾务危机以后变得特剁艰巨。经`i^堉长甲止了.很多社会;^暴.g标铍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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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边..钍括邻些与就业、卫生、教肓、环境和觯决人口,矢目称. 

/ O : i î奇_"^六十华代和七十年代不闳的根本荧化.那时候.到处衩 

视为威胁生态的1^遲经T?F增长.现在则是经济衰退、紧縮和生活水平下 

降，八十举代的衰退.从几个万面加重了对环境的压力, 

赞紧缩措施和普通F?it退.带釆了入均收入的悉刹下降以及矢业率 

堉,.便更多人回到自给自足B^.农业甲去，他们从天然资源蚤地 

索取大量53，质.从而导致了环境的恶化， 

t缩方^不可避免便政府削减了盧弱Kj环境机构09工作入lïi 开 

支，从而便经济发幾计划《=p考虑生态保护有限55努力也遭到.:皮环. 

*花经)^衰退笫代里.自然^源的'保护<S、是处于次娈的:^ ja.当 

赉中®家8^经济形势恶化相偾务压力加'疑时.计划锎定者们^锎；€工 

化和乡村犮餍规划时後视环境计划和目然^源保护， 

/ / 非洲撒啥拉地区和拉丁美洲负偾累累国《的危患形 ,， 1 

示了未改逬的;iJ,经:?ÎF:if署'合经济发屣和环都带来了钗坏性ff?"》,， 

40；!,遒世界厪il:了—个国^性财政危机.：12：种危机 

剖了弟三世界的贫穷和艰.佳.^此，^们甚至轭牲了«多的 

环境.世是.如果我 .fTHE镲正确诅引用^sg技术和^识.这 

种局势可以扭转的，为此.我们必须首先找到一种新eg将 

入,1^目然界的矢系欤在首位的伦埋观• 

3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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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钹勒塔奇世界环埦与^展夯员会 

( S e r g i o D i a i e f a c l i i ) 

公众听证会 

圣 保 罗 . 1 9 8 5 年 1 U 月 2 8 日 一 2 9 B 

1、非洲大陆 

/ a 非洲大体上处于连续不断的螺旋式下降局势： 

* 贫穷;《I饥饿导致了环境ira退化、农业eg恶化以及由此'f釆 

eg更为严重的贫穷相饥饿； 

* 曰趋严重贫困.导致了储蓄P5I下降>«/对新eg.投赘玫弃 

* 儿贲死亡率鬲、贫困及鋏乏效買： 

* 入口增长率鬲； 

* 乡村饥民涌向城市.导喊问題的餹炸相更加贫困. i司 

时也构成了粮食供应不足的局面. 

/ 3.当然,并不是到处形IH'f淡，^J*ç(S冢还^能'统妤对 

付eg,有些几年前开始实>itB^长远的，有胆硌的Jist荧改慕，已经 

开始结出硕巣.南亚地区也帝釆了令人鼓耨消息.花那里2。年 

It出现类似危机已经去了，粮食生严蜈旋式上升，贫困‧ ̂面纟关̂  

减 t l E仍晋遍秤茌），人口增长率缓慢.储蓄相役^堉加.并 â更 

加蒐视治埋环境和引用新抆术等长期问题‧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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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际 ^ &3作m -逸遣m非洲机ff?j许多原là|甲突出B?? —小m 

mi^,非洲经济w妤^比ifc收入的亚洲更:冬依赖世界经:^f&
3
:^展.Sit 

去B'j卞年tp.擞哈拉地区en午多il家遭受了不,^!]B^n品「5E出口交涣比.率 

的打击‧也，;受了诸•»!石油价袼ff3上涨、外汇比率>^伏淤动.i=P利率丄升 

pïï外郁冲击.茌这过去ffïï十邻甲.铜、铁矿不` 糖、花生、扭，、木材 

和,.'rj花：；.?̂ 主卑苘品价格：..《剧跌落.1
 9
 8

 5
卑擻哈拉地区ffïïii.聚I m 

了;fi油输出闳外)6&迸；11 口交唤比率"tî十年代ffn氷年下降.了 1 O < î f e .碰 
> 

格从一际开成协会【 I D A )捿受基金的m默平均下降了 2U%;?i^. I?Ô 

花一些lij冡.例im.埃:奪JfUlTi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扎伊尔相赞比 

亚，甚至下得更'多.！I每，3/ 

/ S.从工业国^吸收发餍赘金《我-:^M困这!更问趲更加复杂化 

与叱同时.偿还't务和利息5^负袓加1： 了.非洲撒哈抆地区9^1 荦家偿偾 

攻颔占出口收入领PïJ比例，由1 9 8 U年87? 1 5 <^<？上升到1986华 

3 1 9». 4 /各种L*]-i:综合导致了这袢局面.即向个地区ff3资金苕 

栘净傻.m 1 y 8 2 年的每年 7 t 1 0 0亿'癸尤降至19 8 5 华 的 1 U 'I乙 

类 5 / i S r ô .这些g |家只i t逬口少得多物〗衧. '还有^受 

工D A借贷的||Mi_. 1 y 8 4年母人的平均逬口 #只是1 9 7 O * K J 

6 2^/0. « / ffi于:1义、liiiî;a资——机械、化肥相农药.以及生活必蔷品 

的逬口全部'!i!i减.《于頌际相fS内的各种不利因素.1更非洲';;ii哈拉>a区 

的每入平均收入.茌1 9 8 0年至1 9 8 ^^tm降低了 1 fi 7 / 

/ 6.擞哈拉地区if家ffn经`济困难.已经带釆了破坏性KJ社会响 

:?ï入口平均计算E?s粮食严童.％剧减少.已经导致不断加剧的营养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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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翠灾.花1 g 8! 4/^1 9 8 5年期间.便大约3 5 U 0万入的生 

存受到威胁.当單灾消除后.仍有约1 9 U 0万人口继续谴受饥饿. 

iJ/营养不良W饥饿削弱了大食的人口.降低了他们生产tîfe力.便他 

们甲更多入〖光其是儿童老人）.更容易遭受疾病ffïï侵袭';m过早地 

死亡，这个危机也便提供安全钦用永和环境卫生的爭.化.遭受"i^矢.工 

作倒àt« 

/ 7 现在人们逬一歩认识到.；?T于长期存茌叫'p"]:%'hf要从''淡本上 

而子^治表处理.茌非洲©于旱灾所遣成的悲惨灾/t.已I'导到人 

们广泛的承认和霣,il.而且!S际社会已相i?-,实打了çï,t万'€• ^ r ô . 

'發急食品摱助只铌是临时的揞施.充其量也只是问题的局郤11^决.问 

题BÏÏ总根源茌于闺内和rsi际的.il文策，而这些政衆迄今it.妨"—了，洲 

闺^茌经'济上充挥^们潜力.以买现经`济发^w硪轻，穷以及'；， 

之而釆en环境压力. 

/ < T 问题—般 S由非洲国家 K J决策人来负责 . 1 4 是 ! i 际社 

会也a负有：逭任，用足移m和贸易安排艾持非洲111家发屏经济0^芬 

力` 而且务必便更*Kî赘金m动?JE入而不-适流出贫穷H?Hil^,觯决iîJg 
问题mm个互补的方面已经^全地被非洲ID家目己所接受.y/rfô且也 

受到际社会ff 3广泛承认.1 0 /世界锒打估计.即1更未f ?9五举中外 

都出现有利经济汆件.lip便非洲备11 ® :厨实打竈卑夂置改箪.诅是 

当liT的捐婢策所盲&提供0^ 1《政教疥-0)5 i l 务 免 与 便 诋 收 入 非 洲 P ^
7 

生活水平 i # _免逬一歩恶化ra ^要童之间.仍然孖在较大距.1 1 / 

*于这种差'项，人们不可'龅抽出赘金去振兴受到破坏环境， 

3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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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S,社会必须认识âi〗.没有比当m予期能侍到H^.t*i?还要Si< 

得多的长期î凌助.非洲:^不可鲵自已摆脱场全球`t严'1：55经`rn=p生^ 

:/ê;机此外.8益增多R^!J=B于^屣'逢`^T的外琊,金必须旨花!：；？止 

境硬坏必要 8 9政梵上的改受相仓 . 

我们不能过兮强调非洲^机严篁性.卞？方一个^ 

体.^应该与
二
1^个世界It系,*Ï^?S:,当了;ï.生活茌,洲大 

陆上'83*亿人民£!^生命^^^受危,.^多KJf'fl将Hi生0^入 

们将] ^ : i i t S菁非常淡禾釆. t i M M &找到.且很快找 

到'Tf效的#决万法‧ 

人们当'涔不地裉快^ ;̂1 :î?:#CT^^ , 3P处于;ti 

险境iis的不仅仅.迻非洲|=il.冢。从长远观点出〉定.m于Jl)l 

球上入类嚙??Il&"不可分割';>t.并且ffi于非洲以大：&丰 

%̀ Ê l M%原.IT料占裾〈免球经济5"^极1`$笔位25畢-1^, % 

个世界经济也将È于非洲?S机两受^我胁. 

菲 扭 i \ Maxime F e r r a r i ) 

联舍iij环:;t署 非洲地区办公室主任 

世 界 环 境 犮 驗 ^ 公i£'开证会 

•5ë、fe里 1 9 8 « ̂  9 .̂J 1 8 a 

3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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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丁美洲0^偾务 

o20偾务.；于许多非洲!i家来说^个严綾的问题.lâ:fe.化一 

中等收入的IS 尤其是茌拉丁幾洲由于所涉及的偾务0^敎量.也巳!》 

成了最可观的影响 •偾务危机仍然: ^对 l i际汆融稳一种威胁.迄今 

为止.它主娶冲击了经济的发餍.即冲击了^济和生态方面S
3茇賻， 

1 9 8 5年廋的大约9 5 0 0亿 ^ 元 界 偾 务 , S、 值 " ， 约 3 u <^bm 义 

额是ffl以T四个阖家所借贷一一阿很廷、巴西、#i>irf;HJ^raï^^^î.. % 

们S?I债务约占发碟甲! i家句 ` l f T借贷来偿滑贷款三#之二， 1 2 / 

2 1.'七十举代期间*外-部借贷促逬了拉丁美洲5^经增长.讶化 

银行乐于向天然脊源丰富经济增长的m ^提*贷款,.然而I逸w^m-M 

势55巨大荧化.不能便这种借贷局势维持下去，全球性济不:iït气;H 

制 了 出 口 , 售 . 紧 缩 银 裉 政 铳 迫 便 世 界 率 上 升 g ! r g w 未 1 ^ . 

银 行 ^ 们 慑 于 信 誊 状 况 的 恶 化 ， 纷 纷 停 止 出 借 . ^ 蜂 甲 贵 金 

的外流‧便问题更加复杂化. 

o2«2随之出现6"3苊；^皂便各^政^采取了财政.捺缩5^奴:^^.削减 

了逬口•其结果是.三华期间便控丁奚洲eg逬口力降低4 0 % , 1 3 / 

随之面釆经济紧缩个拉丁莠洲 f S家人均內生产 . €、笸平均下降 

14/穷人受軎最严直，实际工"^收入下降.失`iii率大大上升. 

茌一坐主-嬰£3扭:丁美洲!11家里.到处是环境条件B趋恶化和入民B益贫 

穷53局面， 

^3.再者.由于缺乏新信贷和继续不断偿还啧务.'^:mm 

闺家遒过对外^易顺差S付偿偾. 1 9 8 4年.七个玍娈拉丁 •，_洲lîll家 

3 一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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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喷衩入的资金."专移净值几乎上升到3 9 0亿癸亢.tiîi当年&5出口所得ij;J 

入K?
3 5

 9&是甩于支付Lïl外i:î务Era利息，15/ 這些大:feBg`^:^外流;f 

味着相当于111內生严,g傻53 5 —6 % .大约 ! f】诸蓄翊的三^之一^几乎 

是
4
U / B ^出口收入.这是遒i î对l i营或私入企业工资、社会服务、投 

赘、消费相就业实严历,和遂渐畴形5^削减而买现5^.这逬一步加剧了社 

会不平等和普遍的贫穷.力了扩大出口和寻找新eg出口物赘相逬口货-Ifîf^,. 

替R品.对环境和^源的.&力悉剁加直.向ftT..为.生#而艰苦挣扎的^乡 

穷入数字'的膨胀带來了环境恶化和过度外 1用，拉丁类湘'S荒增长迷 

较快的M 口 ̂ 赘"^原材料，舍品相以天然if"源方原料m`l品. 

2 A` 牝 .技丁奕 5 f r t「 l l ^的天然，源并非甩于本经、济祁谈 

高人民e?J生活氷平.而趁为了满足工业^达59债权iS的舍融需t".愤务问 

题P^.这,处理方法.—'？^纹了经济上、JiT冶上相环境上持—g性问题..^é比 

较'贫穷s^lS家同时降诋具生活水平、忍受曰趋加`^è:e^贫困;i`"扩大本iil稀有 

W \A然*源出口以维待外，的借贷信眷B^i'坆法.7^没€几个民主逸举 

\%M可以长期忍受当^^ii的形勢不1^令经济待续I..#ra^f娶.：iî种冲突 

于便'il呩经济陷于不景气和动荡不)几个主專工业 i《经济化莆向'逬 

一步加剁.力了带来社会和环境持续.茇展，必不可少m剩牛之一是要求 

工业焚达IS家恢复经济增长.1?易和环境B^il际共lej';^荣E?^ît$ft, : m 会 

、庄茌:迟种îfj况下.一些偾务IS已':f il賓必娈停止;隈fi`〗蚤金的净外 

2 S.丈越多的^为倚〉R方银竹和官方机构认识到.如"，不;,表轻 

偾务负祖.讦多请务国奄不可3&偿还if务E^.可以.果脱e、i措:％賓：加新 

3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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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免偿部<5Ht务，长期推迟偾期和提供优惠氽件.m走他们缺乏 

必要KJît迫;磁，任诃迟袢Bïï处理方法.必须闳时考虑愤衩lâ和偾务[SBg合 

法利益‧问时便;51方在#决愤务危机甲公平％SH旦f任. 

当前扭丁美洲危机影响.以其广庹和深厪，能与 

1 9 2 9-1 93 2年的经济大逢条相比，這场范机淸' 

楚表明.虽.然保护环境、防止,统的环境恶化;ni赘枯竭:' 

仍是一项有效eg â标.诅是负贲埤环境K l决策人i i该避 

免花面临经济复兴和增长的镨要时釆取消极态厪。 

对环境实行发屣、养护、维护相保护玫衆.可以:5? 

生活水平的提；^、增加:相生严率提高作出:t大的贡 

桑凯尔 t OSVaLdo S u n k e i j 

E C L A / U Ï T E P 联兮娄艮会;^勝和环^ 

处协调人 

世 界 环 ^ 茇 屣 ^ 员 会 公众听证会 

圣保罗 198 5 * 1 0 3 2 8曰一 2 y日 

3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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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实 现 经 持 续 发 展 

2 6.多年以来，发展甲囿家一罝在寻找il际经济布署上w;m本性 

'更化.以及他们铌得到较公平的待遴.尤其是茌^金;3£动、f易、J^lâ 

投^相技术转让'畢方面• 1 6/现茌必须对他们Kl观总:迕竹修改以il映 

过去经常被忽略的生态竿方面的因靠• 

o27 短期P3.除了具中9^最大li冢之外，）c<r于大多数的.s:餍甲SU 

家来说.他们经济增长的新纪元f赖于主要`工业;^达f荬J(tff?有效.w协 
> 

调经`济罾理——即《1逬经、芥发,、降诋实际剂率和甲止保护主义.从 

更长期*看也窬要id现一些大 8 ? ^化.便消费和生严镆式与更ifg^金 

球性经济增相适 ® * 

2 S.目前旨花实现前者K7III际舍作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而买现后 

者的闳际合作则是几"^没有.际上.在缺乏全球性经^或环境ff?J`f : 

我们必须把点放茌改逬若千合作范围已经确定fi^领域甲的 

政镜一一谩助，'à?易、跨国合作和技术转让. 

1、增加向发展甲国冢的资金M动 

a 9.花我们所主张eg赘金流动甲.有相互^响Kj-'W个方面：即在 

向茇展甲IS冢的if金vit动敎量;m质量，更多eg赘金::; f求必罨认 

%践V ii冡只靠.他们有限资力就^很地过日子8^主!fe:^碏误的‧ 

全球性的贫困不能单凭穷!8.吸府^3
二
务力而缓iW,与此同时.更多Kl:iâ助 

和具它^式的^金-3)^源是需要3^. 1E是-远不足eg.力了持续的经济;S^ 

屣.必须锎定一些计划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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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增加资金`Jf,动 

3.O.就资金数量而言.外都银根紧缩已经导敎了 ^ 展 甲 E S 人 

们生活水平难于承受下降，：îî里已.钕谈？'〗过矢于一*主要依3^-1, t. 

金融负债累累的国家和依赖于後助 E r a低收入国^的经济褡局和另 

外有一些穷国近华来已取得了`靈大逬展.1^1^然面临着巨大的困:;ÎÉ.卩方 

止环境恶化方面也是,此.低收入的亚洲1乃然:I要大童的经^媛助.一-,t 

来说，该:％区W几个主婺受援fS是m管理妤援款的.没有這些援助.就很 

,维持持续经济增长和买施消除贫困 8 ^方-莬*因此.也就不可舵'效 

以百万计的赤贫穷/J?^生活， 

3/ 了 满 足 这 些 需 主 要 捐 款 国 和 提 供 贷 款 的 国 ^ 

査 ^ 们 的 政 策 ， ! ， 开 发 援 O D A )ro绝对量一直停`>，不^‧：'、多效 

輞款11远远没有实现IS际上约定的自标，商品信贷和出口信贷机构e;) 款 

急剧减少•为了改变这种趋势‧必须采取一个对经济犮屣至关重要i?3措施 

^大大加世界银行和围际开发协会【I D A )可以提供的资金，对于大 

多数偾务闺耒说，增加商业银ffKj信贷也是必需eg. 

生态问题Kl普遍重要性是难于否定的.i?_些问题的， 1 

满觯决.不仅仅需要各个囿家经济都ETÏÏ协调活动.而且 

也窬要国际范围f^KJ协调，生^问题是史无1Î例的重大 

鲍契诺夬博士 ( T o a o r . I . B o g k i n o v ) 

3—15 



A/42/427 
Chinese 
Page 133 

保加利亚;环境护娄员会'` 

w c E D 公众听证会 , 

莫斯科 1 9 8 6 年 1 2 月 8 曰 

1 . 2 W于经.济持续发屣的信贷 

JJ. i t去.开犮' 3庚助不总是促逬经济的，续 d花一况下. 

则起了相反作用.）^于农业、林.业、渔业和铌源的贷款经常是报据狹 

‧的经济标准近竹 0 3很少考虑对环境用.例 i m .开^机构^常促逬 

依靠化学品K?农业发谇.而不是展持续再生农业，fi此，可以看出 

茌数量上和质量上8^改逬也是璽要5^ • 
3 3.应让开发援助,g、颈甲93较大部分^金，用于发暴环境和奇源 

邻门53生严率投^.迟种斧力包括祯树造林和发展|；[炭林、保护流域 

水土'1%持、农田林业、恢复灌號工程、小;現模农业I、 1S;戍本环境卫生， 

施和便农作物转化.燃料等等，经転正明.：12：类工作甲饞有效eg是 

广大群众却参加5^小';lï工程.因此这种饋直接与经济持续发屣的 

目标相夫Era项目可爭求较《i|KJ当:^'费;fl、硬髙a常开艾与^^投 

的比率以及'更多地便用当地忮术和专:C. 

3^.间这类项目转移也将罨求捐款il -^fT审蒼他们:]?t助方茶 

'容.特剁是涉及-两品媛助s?方衆.這种方菜有时对经济的持续^餍不:^ 

起促逬作用.而：^,相反地起了促退的作用.{ 第五章） 

J s:首要B;!问题是要把持续发屣考虑贳穿到I？〗际令融机构的工 

3 —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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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甲去‧世界银行相!I际货币愚金组织53作用是决定性的.因为其ITi令?^'1； 

机构一一两业银行和出口信贷移1^将它们的信贷4

!^2^作％^应的贷款5^：7 

基本标准，从这个^义上看.世界银行茌对直接投向与目然f源为*础 

部门一农业、渔^、林业、特别是铌源一一以及特足P?J项目ff?J结构i$j整 

信贷和其它政策性信贷进fi评价时十分重要走要考虑恃续性eg问.趟. 

3 6. Jg;.#甲国家实钉K调整方粱也辯要作类似的璽;?、'考栘.为了 

得财政稳定迄今进钉调璺"一尤其` ^茌 1 ^ mt易基金组织乇待下i-"n| 

整柱往¥敎了生活水平KJ降诋.许多力对付偾务1|；机提出的备种计划最明 

人 i l 越来'越认识到未采 > ? â ^ ® 以经济樣为方向，然而.要^环
〗
§；十 

廿璽视‧ 

J» 7.闳际资易基金组织也有结构调簦信贷ffi?任务.如花具新B^" 

构调簦机构"甲作为偾务国的.啟甲11家.强烈要求该卷金祖织Sir更多 

更广泛 5 ^长期发餍目称一经:兌展、社会目称和环.浸t ^一不 

是吏多地，虑穗足财玫金融《 

3 g ' 开 攻 机 构 ， ‧ . : 其是世界银竹，应该犮屣容易使甩t?y方法 

以憷為他们自己的评价抆术水平.以及帮助发展甲m家改逬他们对环;#,e" 

评ITs'là力， 

工业化!S家对;*料、更商生产率和材科H?nf求.不仪 

在我们目已ff?si家，而且也在《餍甲家遣成了严苜的环 

境，响:《1；^昂ff?J经济代价.现,â^Hl际金颟形恣、经济^ 

3 — 17 



A/42/427 
Chinese 
Page 135 

易和投资政衆逬一步加直了 个问题. 

我'm大家务必反省我们茌国际贾易、投if、开^ 

援助、工业和农业各方面夫系.：12：4^夫系'"^敎了：^ 

三世界的经济不^暴.和环境的波:ïf,我Cl务必: 

釆取铌《少这些不良后果p?l.必要手段. 

棚 恩 I RaKel S u r L i e n ) 

掷承取碼:.，饪环境都长 

WCED开幕式 

輿斯陆 1 9 8 5 华 f i 8 2 4 曰 

2、 ^易、环境和经济开^的联系 

3 9. 战.‧&大多<*-1葡:
《
，-.力r外贸易5^重婆性.lïtg^#-S'/F发屣甲 

pijtaia日愈堉长t见^
3
 — 2 )‧ If:iî种资易矢系？i|àiT便备个Ii.家. 

茌 g ? - 济和生态方面 î f互欤赖 B î , ' , .世界'效形态也生了 ̀ f_著È g'叉; 

化.首先.#]JS^iS&^值以比':|îît了石油燃科外e?J初级严>S.资易1

1更快的 

î^-增长奇.iiij且教蜇8愈堦多P^.t屣甲®眾，也逬入到上迷î§i品主 

娈出口!s待,去.现在.s»】成品占犮屣甲il家非石油出口'頟两倍. 

1 7/1见第八笨）其次.工业化的市场经、济g|家更依赖于从发屣甲Ii( 

家逬口石油燃科，石油:«口量《1 9 8 0 ^ - 1 9 8 1举期间5总消耗 

4 3 <%>. riÔ茌1 9 5 9年一 1 g 6 0华只占1 «57。.战ITKJ`比例则 

3—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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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少得多. I 8 / 

最 3 - 2 

不断堉长的贸易的篁要性 

经 济 类 型 1 9 5 0 1 9 8 2 

(出口在:效*生严净傻 I } 

7
充!S内生严,g值【GD? )09百分比） 

茇达B^i^场经`jîfii聚 7 • 7 1 5 • 3 

发条甲市场经济国'聚 1 5 ‧ ft 2 。 8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3 。 4 • 1 • « 

亚洲社会乇义Il'爰 2 ‧ 9 * y 7 * 

* 是对^腐生产净值的百兮比率【BMP ) 

资科来源：联舍L蜀贸发会议I U Ï Ï C T A D )iâi*ii4^'.*S??F^. 

计 

手册 1 9 8 5年补缁【纽约：联合国 I 9 8 5 华） 

3 一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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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犮达en市汤经济iiiC,也日愈更加依附于从茨羲T111^逬 

口 具 的 矿 严 . s 1 9 » 0年一 1 y a 1年具逬口:fei-占,S`;肖耗 

3 0 % . rfO« 1 9 ft 9华一 1 g fi U 年 只 1 9 % , 1 9 / 现 f t . 非 

再 生 赘 源 . I J i 石 油 燃 科 ; ^ 矿 严 . 以 反 9 1 成 比 初 严 品 的 热 带 产 

品irti具
1 ft农严品更加靈婆磚多比準，从发展中H '^：'1向工业is iC. 

买 际 上 . 两 品 粮 方 向 则 是 相 反 . 

《/.贸易4'径.、济持续;^幾之间乇専环节^不可生F);;*材 

料-:i^挣，汇.屣甲囿f面临逬退两,-2^困境.一方面I出口03：些f笱 

品.以醉决在经`济发屣甲患窬ff^外汇；闳3tr又要不得不尽荽` 

地破环作为经"iff餍支柱^环魔^源基:>la.花'嫂易和经7^恃^;^"f. 

之间还有其1!；0^环节：例"fiP果t&护壬义'说起壁垒抵剁鲖成品出口 

那么犮展甲iîJ家!5^了 1专统商品以外.：就没有其它茼品可出口 氽地了 

洪用其些两品具有污染性成品都会导纹不 ` t ,持.《 5 3经`芥; s : 

2 ‧ 1 S J际苘《易 

《•2虽然îlî負日愈增多Era茇屣甲!SI家.已经有,戌:fe出口. 'j旦 

fi^了石油外初级尸品^品继续占-i?:一类tf家:全部出口所锝K三廿 

一 以 上 . 上 述 苘 品 5 3 出 口 比 椬 丁 ^ 洲 t 占 5 2 9&】,lîi非洲【占 

6 2%» )尤其吏,动.2 0/肤今lir寻方棻义的-'t不犮达:11:窠的初 

^ 品 I f 品 出 口 它们的出口 ̂ 润5^7 3 % . 2 1 / 

^3.茌八十举代初期.不仅茌p示上.W且茌名义上.非3油 

苘品价辂下跌.茌19 8 5年初以前.联舍! âW;^会议（UNCTAD) 

3—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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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品物价栺、效平均比1 g 8 0年降低3 0 ^ , 2 2/当前苘品1îî^格5^疲软 

不可îîê只楚晳时现象.尽管IE消•tS'袭甲53经-:齐不靳增长.1旦.定li^品价 

格还没有从世界大胬条的深渊甲复元，其原因可能鄧甘是技术方 ( t> 

材料代用品的:55遝发屣〗；邻分是金融方面的.后者号!S于^品股哀KJ;fj 

价遗成eg. ii5分还甶于一些!1家为了挣得外汇而不頋一切地t目增w 品 

出口而遣成的， 

¥• « 这^^il《的敛法便逬出口价格比率对H己不利.出口更多î?rilfi 

品而挣得-£少551外汇，然而莉-品出口ffïï大:t堉加à经导致不1f,捋续下专53 

对自然资f:e^漱用.E是.个别愤况也有与眢谲,况不闳之外.^入争辩 

上作法.兴？^牛牧场.兴办近％*p粱诲渔《^、植树遣林和神植一 

农作物等方面是钉得通KJ.而且，商品出口KHfî^格不铌5^<^反映资源，祖 

KI环境价偟^^ $某种^义上Î¦L.號is,导欽了贫穷 K l ^展甲 ®家.用它11 

生严两品^助邵些较富裕的逬口这些两品 r a ! S ^ a 

《丄当然.石油的儈况不同于穴多数其它苘品（见第七鞏） ‧ -TtiX 

里的,提供
二
€祥的,子."卩产油「s联令限颌石油严量.憷銜石油iîr格Era方 

式.达到出口收入大增，倮护石油赘源.蓬地和促逬节能及鼓励大规模代用 

铌源&3结.娱.目葡情况表明.生严rseïïi?:种帀-
4
为调节是很：准长期,1^在下 

去不<l=i:^是否得合更广泛ff3全球荆益.无化诃.其它茼品ff7出口 

^用^似方式Eh;'尚未脊花.：壬何旨.ÎE督加生严;齒口收入。又 

保赘源基地5^确实可竹措施K3买,皆需娶消费;5〕以2iC生严m的共向方、持. 

《6.最近几翠釆.第三世界出口 (â一直茌寻找逋rtî本国对原材料初 

效加工以挣傳更多出口!I父入„这种初加工往往i„f娈辅助茚jf、、耳它
二
：寻许 

,叹相,污染Kl费用等.伹是:JS:些阖^发现.不可简Sit过这种^本和'À&源 

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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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壤M的初.—及加工挣.4更多收入.S为价格向有,于后^at>t'â序的严 

品3^化，ïro:^s种产品主娈走在工业友达的j||^甲制成工业化的市场 

经 ̀ 济 f i 家 甲 K f 矢 级 又 逬 一 步 ^ 加 了 :ix个趋势， 

" 7 针对两品问趲 K j i i际上主罨反映是发屣 [ î J 际蔺品协定.以 

j，加.和揚定犮餍甲 i l出口收入，然而.买际上逬凌镘其有i)艮.爭 

实上还出现一些逆转‧ if且在许多的圜际荷&协定甲并不^花对环境赘 

源任何考虑.；汆了《国际热带木材协定》;1:个例外.23/ 

^«T. ' il际商品协定不是通过协荷就IE容易'达成eg. « l â际蔺品贸 

^59眢理.甲存在。象^不休的争吵，到处困难重踅，当前的安t-可'以在下 

列'审万面逬行改逬. 

‧ 大食w补i#性倌贷可以平衡经济上KJ动荡一一例如由Si?^钟筌 

金^织P?I补偿性赘金机构提供的倌贷它将促便商品生产者以长远观/^、逬 

行生严，而在市场供:tî于求期间.，1£他们不会以拔近破坏环境《度 

生严H剩商品. 

* m品生产者需要摆脱传统的单一品种作物生产彤?§而搞^种 

经营，因iH:xî条神经营》ra方^冬多给一些补助‧共闳条金53第二个窗口 

又可以起到促逬"^源再生JFP`^源保护，甩，2 4 / 

《9 .个别^家的政苻涛于使甩可再生的自然资,:一一森;^湘渔 

场，即一方面便资源开发便甩率限于|g保持长期生严KI范)S內；另一 

方面又皤ttJ—些赘金甩于赘源再生和管埋涉及环境的所有箏化.；?T于 

不可再生SU||然赘源，例，矿场，这j垒il窠政;则保证： 

*袓借人承担矿源勘探便探明的储藏童至少缱过开采售-； 

•开采:1：与探明#,量之间 K I比,要保持《予^ m-以下； 

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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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来自矿区便甩费53赘金用于:^矿鼷耗竭时收入降补偿； 

‧租借入耵因釆矿if受；衫响地区.151賓土地复.f？、 : i t i 米 取 其 环 現 

理e?J措施8^贵任， 

SO.有矢B^U蜀际袓织——如联合lilW一些机构、世界碾打：，地区性 

^团.都可以逬—步茌锎订反映迗些原则的-d'同—i^式,扣指南方W做工•1节 

我想々§员会IS注离^源开发ffiî合向的谈判问.€. i《^ 

^n.`%^.卞年:^我们一直试III花其甲列入环境的汆 

^们只IE使役资者褛受《环境保护方面什么:i昔沲E?
3 

g泛说明方面."议傅了一I》成功，^是一；免入'*Il细节问‧# 

7^非得与律师们打交遒不可了 ‧ 袢一釆^^碎了役资, 

当 然 对 我 们 说 . 脊 在 或 是 稍 作 让 步 ； 或 恃 不 让 

步 e g逸择，果"^后者话，那未役资就不会- 1 ^了. 

粜铌够向多「玉]公司呼吁.在有关太材协议上的谆觯也适用 

于茌咖啡、和其它蔺品协 i t 那么.我 :％ i ? : 将是卞兮 

有益 

政#机矢,S言入 

WCED公众P斤证 

雅加达 1 9 8 5年3 ;52 B日 

3 — : 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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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护芏义和 i l际贸易 

J" / 工、itlîl'荒中K保妒主义的堉长抑制了出口 增长.由且妨 

了传统出口严品的多袢化.一些远东力g区^屣甲国^.î£不断增加劳务密 

'桌：':!^^成品出口-万面0^,究功，显示了种"效易8^开s:齊力• ，lîllâ. ，̂它 

追隨上述11 易路线的〖 I I家一尤其:％低收入亚洲和丁 â i -s M. 

却不走运.他们受到不断壻长的贸易壁垒严篁咀尤其 7 t茌.夯织品 

服装出口方 - m - ^ . 餍 甲 家 想 做 到 既 I , 快 出 口 eg增长；又^ 

保*@己的源.那么以下作法:^绝对必要'S?I:'即HS们^寻找;I?l会,je非 

传统出n品打入工业茇达?S;I 市场，从甲获取很大B^-`;ïF处.许多It况 

下.保护'主义这个问f.`^与制造业;=^^B^. 些情况下——联〗糖 

业.工、£^达！"*J:P^农业巧易't制^以既硬坏生态.'又•<;St环％r|ag万式 

逬行e^. ( iî,B 0 X » ̶2 )• 

B o x 3̶2 

糠相待续发展 

%三世界 i l l家 5 ^ 3 01) t)万入口是以甘;i为生ff"`J • 

许 多 展 甲 , 逋 剩 糠 生 严 取 衞 艮 大 i ? n 利 并 且 逋 

过扩大生产挣得,—佴用外汇‧ 一些小Klil家一一复`}^、 

毛求斯以及一 itt?加勒比地区岛in的mif化以出口糖 

而 ^ 以 生 的 ， 

工业达国家已经^极鼓励并保护甜菜糖En!生严. 

与蔴糠生严:泪争.从而搨害了发展甲！a家B?K》1、1，，成;215： 

高的甜菜生严促便了入造堉甜剂5^生.产.所占1分额已将 

3 —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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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IS m S?I逬口排斥掉I 了欧洲经 >齐共向m-^ m 

矢鳞议定书规,定的—J续课证的逬口以外】；过剩产 

品倾入世界市场.导敎价格猛跌， 

# 1 9 8 6牙-的世界经济友屣復告（WorLd 

Development R e p o r t】世紐竹估计，工.魏家 

P I有关糖致策.导敎了发展甲^`《的 1 9 8 3华岁入 

捐矢约7 4亿矣元.：际收入减少约2 1亿: 

不,、定性增加约 2 5%. ' ' 

由上述 ; 1因导钦的发展甲if家贫困局面逬一歩 

恶化.以及工亚;^达闳家稷力推广甜菜生严.已经遣成 

了花.生方面的有軎付作用.现代化的舌)^菓:#槓业是# 

本密集型，它大量地使甩化竽农葯.绞便作,的再生He 

力^差.买际上，可以在发屣甲国家种植同样的严品. 

例如甘蔗.這种种！？价廉费用少'便用较多B??劳动力和 

：?!^少化品， 

2 ‧ 3污染密集―里K]!^'品 

SJ2. ;?T一J%i卞、料的加工——}/!l'巧
2
纸桨-祁éït石油、巩土、 导致 

对环工 te^付^l ï i , 一
二

1^釆说.工业国^铋#比;^展甲JS家吏;iî^功-m`攻纟 11便 

出口严品价格反映环境受;皮环费m «I控 isy:ia:神破环的^用.因此.《来 

自工业犮达11 出口 品的It况下‧ " : x 些 , ^ 是 口 |*J -a=^:f三世界 

的进口 i n的消錄者支付.伹是，在來自发屣甲 s 出 口 向 品 况 下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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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铕用继续 ? S金由本 ! i l负担 ‧即以;人体建厫.土地和生^糸^遣^ 

愤鲁Kf形式承袒這些费用. 

S3. 1 9 8 u年.锯;JÇ;本^员会逬打—项.究，向经济兮tF-;w 

发展组织（02： CD )成ÎJ i i i )出口的^展甲IHI & B ^工业.果伎照？|i^ 

釆用Bïï环谠,i^准年求话.那就要招5亿美亢53污染防治J: Ï : $ ^ ^ 

2 5 /如杲把•ï]S些3e:成最终严品的物资5g污染防治费用也计,內e^
】
话 

:iS:-赞用将为1 4 2 亿笑元 ‧拳买证明 . 0 E C D从发屣甲！:SSCB^逬口 fijj-

品*F包,^些环境和赘源破坏平均.费用比O'E C D.的,3、逬口^品Eïï;ffl对 

S用ff?I平iS;f ̂ i f 的 两 品 . 2 这些假定B"ÏJ污染防治费用酡(氏^了 

出口 环境源破坏所女付真实费用 .而且，这 i g i ^ l f i 只是包括 

环境污染.而没有包栝f f l于 `资源枯竭所造成的失# , 

S《这费用仍然隐！个華买霄味奢茇.t甲il家比汪更严格 

全球环境控锎体系下能及引更多5^:没赘fl=〗以出口锎成品，许多茇餍 

tp i ) '《的决策人瀹到 i ? :一点.污染密麇型两品,餍甲 a ̂ 41 当 

大好处.這种'交^是有益5^.他们也向袢看到.义 11果！^品价格汉映 

多m?实际^用将减弱他们茌一些市场上的竟争地位，因lit^.他们^万 

面任何压力视为釆自现在生严者eg隐蔽保护主义.然而从^餍甲111 

3^^1长：!(^,益出茇.伴隨生严^赉环境;m赘源费用应更务地反映在 

品价格上.发屣tPil冡必须自己作出这种改变， 

2 . 4 多边贸易组织B?T任务 

s 虽 然 一 些 联 舍 国 会 议 〖 U B C T A D )研究计划揼讨过 

贸易和环境0^联系.1E是没^任何一个 i gUf间:5ft织采纳些研究.结 

粜.玖关税"9贸易,S、协议和联舍il贸发会议（GATT和UHCTAD);^ 

3 —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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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K)组织ET?任务，歷包括持续的经济犮屣.它们的活动 is反呋并夭心' 

易彤恣环境S3作用.以及方iS环境和经、济发屣作力一个整体列入'5j际 

贸易安排甲采取更加有效eg措施和手段‧ 

S 6.从爭贸易KJli际组织将犮现，如来每个: 1家栺定一个具有广 

泛便命的！:要机构去评价tSI际贸易对维持经济增长的环境沛,源：^!^础 

影响.那么这些组织就将容易改荧自己 f f i J活动方间.迗个机构可以`! : i : 

提出UHCTAD GATT OECD CMEA 和其它有矢组织工'If甲ffn挣 

续犮屣问题. 

3
 ‧保证投资 e g贲任. 

J-7. 在 过 去 四 十 年 甲 . 市 场 经 济 i l 家 的 公 司 逬 的 〕 每 外 投 资 ， 

了较大的增长（见B 0 X 3 —3 ),联舍国跨国公司tP心汇编EF^致说 

明，现茌.帀场经济IS家甲KJ3 8 0个琉大K]IL`!li公司
二
£外115^子公司 

占4 0<7oF?^销售额.3 3 7^>»3净赘^^和5 6^的净收A«• 2 7 / 大 ^ ^ 

的辟!II投赘，茌工业化ff3市场经::?Fil家里.买际上
7
，.這经`讦I萆CB"不 

靳增长e?i—体化eg另一个方面. 

B O X 3 — 3 

跨 公 司 作 m 

* 1 9 8 3^ ,化工制造业约占了^屣中 | g莱. 

制造业中外IS直^投资赘眾?3四兮之一，"iî些*本屯 

要 f f l以下 E g个il家eg公司提供̶̶B本【2 3 ) 、 

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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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iM 2 3^0 )、英国（2 7 <?fc】和ijjt邦.薄!If【 

1 1 4 % ) . 

t 

‧农业、矿业和冶炼工业.占荚H 1 9 8 3年茌 ^屣 

中 闳 冢 的 投 资 赘 本 8 ?i?. iff日本i 9 83.年投赘资 

本E^2 9 % . 占 i ^ , 隨 国 1 9 8 I — 1 g U 3車期间ff?I 

总役赘05 2 1 "；"占英国1 HI 7 8 #"KJ投资"本eg U Ob 
* S 0 — î^t)^ro茶、咖啡、可可、棉花、林严 

号、烟叶、黄版锏、铁矿、铝土矿改易童各《
 3
 — 

6个 t大跨国公司经营. 

'资將棄源：联合IS跨IS公司甲心.《M'il公司浩动 

的环境问题一if述》【纽约：^合il 19 8 5 ^ ) 

J- (T 很多交餍甲；?r衆.跨li公司作为、«1主、作力舍营企业 

令伙人、和为采矿及锏造技术提供者起蓍 H :娶乍, ‧ ：t其在一 

些;?T环;《敏.(t^W项域，如石油、化学金带Ut:^遨纸和汽车刺遣 

` I L .它们^许多初吸商品界贸易心也处于支配地位. 

s?, j漫近几年.许多发摔甲||J家开始对跨iH公司投资《12们 

^济犮展过程中所起Hg作甩.持更加积极观点.：il:多少是1^于:2：些 

国家裾娶外汇.而'％们又?$识到外闺投赘就能起到迗些外汇提供者的 

1^用.逋àî所有兮伏者的平等相处.可以现与跨!il公司Era;f效合作 

^了实现个局面.必须严糌遵守东遒！SI 主杈独立eg原则，许多公 

司已经寫识到有必婆与所《il的有关公司共同分享管瑰:HT术和技术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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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而且要把追求>fl〗润计划列入长期济，续茨屣H^,g、规力]中. 

6 0. 10^.茌大公：司itti小的贫穷的发展甲IS ' 《 之 间 脊 不 

对 称 的 讨 价 还 价 因 此 ， 彼 此 相 互 怀 ^ . 于.t释^国家缺乏 

情报信息.没賓充分技;^准备工作.以及正治上和组织工作上 

软弱地位，往往便谈判工'！^出现一边倒的现象。怀疑和分歧实 

#茌.尤.其是花涉及31.逬新技术.开发目然赘源
二
扣便用环譯1(3:魂 

上更是 1 »叱.粜多 1 1 1公司^茌经济 g屣方面茇挥吏大怍用话. 

就必须硪少上述廿歧^怀疑。 ' ' 

6 /.因此，强发.餍甲,家对国公司讨价还价eg.癸^和 

方"^矢键.地区性或!《际性祖织S i亥ii!*那些妷乏震m ti n去《m 

跨闺公司爭务 B ^ i ^家.正述.他们可以用与 i ^ g s i公司达成 5 ^适 

^于不间'if况禊式协定ff?fl多式扩大现有BTf助.,如.茌开釆矿 

产哥源方面达成祖资协议.当一个w矢ft荒与1 锋,公司谈判时.1-''& 

们也可以出来洪技术上援助和报 1 壬.;C问導. 

6 2`跨fil公司能够对其它全球环境iSCf源加很大 

m%嘀.因lit. iSJ公i<l iK^t111和-7>司Pïï本国都要共间负jîè '， fE 

应该一.,运加强：?；个颂域甲合作跤，3, m s 该 向 % - m #_供 

lîJ公司s己!i家没资时公司所执？TP5有矢政策和标》tfPJ'if裉. 

允具"^涉反危险技术愤-很*此外，某些工业[jj家来fliro矢于甯大 

投资必须逬环境'彩响预评价策.5b會.I t应甩于茌耳'gi l l家逬 

行的役赘.而且还S加以扩大.13,括待续性标准.东.:',ïfsa该分享 

.这种评价^_得的赘嵙加建议.它们当然M保留谩终贵ft • 

3 —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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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尽罾人'fn认识到其直要性.但是当iTf:M錢乏-賓矢跨 

国公司KUâ际惜施， i /ô且极堆 : i t i t谈判达成协议.目 l îT正茌今'?I 

逬打讨论Kfffl经济兮作和犮屣(IL织系缌提出W矢于i?!f 11公司打动: 

则S该明襁:itrgi括环覌问题和持续发：^:ic^它〖《^通.Te,: 

详细^更具体旳:À$规.光其是.-遵-7?^发展甲.〖写冢iïî立舍资企业或引近 

浙技术、设备、产品或工艺时.有矢方4e«必^承认和4§受一： 

专门ff3贲任【见第八耷）‧ 

4、扩大技术基础. 

6 ^ 促逬赘源的生严率主要"t-ilf^经济欽《《5^1`乇务，伹是iâi 
际经 ̀济也从几个方面与生产率提高紧密相矢.特^^ ffl家之间PÎJ 

技术转让.‧ 

4 * 1 推 广 有 利 于 环 境 保 护 技 术 . 

6 J'. ^了促奄经`Wh?i持续发餍，窬婪 ' I f出有组织勞力.以 

便花;^化生严.可再生滟源和污染治il万面发展;《I推广苟.Hr术. 

种^力大.^是以!S际性技术交、鷹，綦础eg:例，》迺过改良设
二
务£？^ 

n场、枝术转让协议、专|g:协55：和合作研究等^.因此.对:i?:些交 

流有^响万法和ft:t必须促逬技术革新和碣保有利于，护iîvïT^B^ 

技术B5®用^广泛推广， 

6 6 问题的真正矢锊7t确'(•!i"c:sî些^技术WJ!l达i#娶技术 

的人手甲.兗服诸^缺乏馉裉以及^^愤况下尤f&力支付〗笱业性先 

逬技术等有矢问题，在|?J冢级氷平上处理问题错施和方法， 

将茌本裉告的第二鄧分甲讨论，然而.所有这些问,也都在lïj际性 

3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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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技术推广甲出现. 

6 7. I g 8 0年发展甲!n冢力此已向工J:ji^达il冢付出大约 

,2 0亿契元5 3特许便用费具它费甩.：i «/他们在科学`tt术万 

差距是很大的，在一些直接矢系到以持续犮屣方目称领域中；尤冥 

如此一一包括生物技术加遗传工.^ fi能源、新材钭及其代甩品，以 

及低废^无污染技术‧ 

6 有关艾付主要政衆性问题 : g专利才U专苟权，1 9 8 0 ^` 

工业化声场经 ̀ 济国家占^世界上6 SCybra专利'权、东欧社会主义冡 

占:̂  2 9<?&, 2 ïï / , i ' r i茇屣甲,冢占6<?^.面â .g甲大邻<: i^是ET非本 

闺居民所傳.专有极是;?可` îk ' ¦`生技术开发 l l "KJ矢 t ? | ;^素-,1E它们某 

些领域的 ! 5 ^可能妨碍^利于保护环境的枝术&
3
推广.而且 , E加剷不 

公 平 现 象 . 

6 9. 过去113公共.艰金支持的研究工作.以收^^补贴Era)jz,式. 

向小生产者.特别向';^、民提供靳饺术.目lïsy情况并没有发生大 

化.而^一些象种子新品种這袢技术域甲，专有;又实际上是;g;展 

甲国^珉得新技术的一大障碍.为了保持i!H专物质&
3
流动方D公平化兮 

享成果.iS际合作是夫鍵. 

饺术转让也 i 5视:^一許社会it程.买.,上.不^我 

们而是人们目己作出这种逸格*总之.谈技术.也许 

很電要—;？,是要认识到.我们正《 n一个3?化过程打 

交道.技术不 i £罝^转让. ©需要通 d t社会: f c t程才 l ê实 

3 — 3 1 



A/42/427 
Chinese 
Page 149 

-??,‧1宇让.li^lit. Sin:种'It况下.桄术不奄一个独立55 

S素.是非常从厲于社会3€化KJ, 

哈桑 c M - H a s l i i h i n H a s a n ) 

花WCED 公众听证会上TO讲话 

雅加达 1 9 8 5月 3月 2 6曰 

4 . 2在发！^甲!i冢遝立起技^力童 

7>0.目m.大多数的.全球性研究相开发工作，-身.致力于军:目 

ffn人-公司!?HÏ>:i.`IL目的。只有吸少^工作歷^錄甲!H家的% 

-'.:bc,花许多《《i域技犬力量E?^差距正茌缩小.'lâiî要借助于.i际後 

1^.待别,I：茌生,技术这样关鍵的领域.tm果不取打动去.，只累生 

邵么就会永； ; 1失去有情报以及電要遗 1 专品种，"5々 芈交 

,谗》P H^^"r步生物，术^自&所用方面将永远处于不利53，,《寸.， 

7 /.为此.发展甲ir泉必须单独地联兮its,立^e.他们目己0^ 

力食.％3t和^展研究工作B^.l础设施和枝术是实现^种令
1 

K媞‧，关! à家可以裉 % " IM际农化研究甲心"呵式"^担舍作卅究 

3^|、逦，3 务性Jteg合'卞《f#究项目可以在诸lai干阜地农, 

^淋业、小企业 0 ^污染治理和低价住居 : i M i ^域甲开/ ^ ^ m ^ m -

矢机构;Wi公司各兮袓一些具体B?I贵任，协议可对，术成杲公平兮享 

相广泛袍广作出规 

3 —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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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持久世界经:!iî^ 

7 2. ;33:果发展甲世界大邠兮,区^防止经济、社会.扣环纟象,:!大 

灾难..;^!5么现必?5便世界济增长诙，元气*实际上就〉!：^#1€工、1!： 

导.甲,家 e g经济都賓更快增长.便发餍甲 I S冢的严品" 1 5 

逬入市场.低利率.扩大技术转让.扩大优惠Kî;*a'間化Eg赘本 

7 3.伹是.许多人世界经济较快长将会'îg^釆更大环. 

压力.而种压力比8益贫困所"#来的压-力令入吏难以承受.对宵£源和 

其它不可再生的料镩求量ff3日蓝堉加.使:i?:些! 1 `品比具它 ' ^ 1品 

上涨得更'i^. 

7仏,员会的,3、估价是：闺际经济必须加速世界性增长.131 îlT 

婆兼顾环境H?T承受^力，一些工业5^达1家TO生严和消；！?^斧/式已々-呈现 

-J^:f>f i jro ^屦^势.然而' i î些!H家仍然 ' 7£消费大邻 ' 5^^不可耳生肩 

球资源， 

7 保持势将便发屐甲 I D家更容易逋 i t多种经济， 7式得到 

s:.t.伹是对于m'iï]来说..侬附于金球经：济加逨增长是不^E??j, IS，圯 

3?.#—f^..虽然i!^入水平可能提高.1旦将:f味寿现有经`?îf#AS长久不 

?1禅甲S]家经:芥增长遝；^.必须快得足于ft过它们內不靳增长 

EN问题.™且要足于出现经济*le展势头著要薪一步飞跃，戎'持羊!圻 

的济增长和多种'â`/iS以及《饺术和
〖
4方S'不断屏将有-"''；/于 

餍tP!i!家减轻对农业环境压力.媞生严军和消费:i^准.《ij且IJtii些 

fi衆能够摆脱P、依靠一、两个主要严品怍为出口收入釆源srtiy?局面. 

' 7 6.未:lff?)农业和淋、 1R发屣3^形式.以及îi&;IÀp̀ !lftl、工业化:ni入 

类住区形式.可if得远不是那么物.t'敌壤型了 I见弟五、七、八和几 

3—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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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赴.有更商 8 9经》` f欸爭和环埂效枉些汆件下,一个世 

界 ̀泾济发‧ m m i '！寻i史;^#中|il冢具^更宽广远择机会. 

7 7. ISi;i^性W改革兽:î;j时`頋;和生态购个方面.力此. 

世界经济:S促逬.t展甲^ n.的`济I餍:!f长TO闳i^ï!T.也s更注，考 

r f环境问题，样安排镣要世界上所 ; f i l家以各种^式共向承拒义 

务.,^»共同承担多边组织机构內(n加,多边开发银行)53^令入满 

惠83工作：共同承抠'制定沛遵守包括贸易及环境在的各种领H^IMl '`' 

际规章燜M ；以&共同承徂!爭花许多涉及到谷 i l , -^B^寬大问:t上 

13^'4设'!`生对`;:&
二
；通过对话消除兮歧；逋过谈判谋求和,. 

7 & 委员会不得不遗憾地看到.目前多边舍作一,i处于,-退 

徙巧.光其是对有关开发的对话持否.î?:态廋，初看起：荧.把环境方面 

问题考
《
t进来.似乎便寻求样合怍和对话5^工作变得复杂::g来 

伹它也^入了一个共同EPIS身利.-获5^箭Bïïfâ;f. !à!方.̀ <SI杲不;î!̂ 决资 

源枯竭益贫困之间的'fS互1^用问题，就会1511巡全球性的生态恶 

化， 

7 9. « 边 乇 义 新 局 面 对 于 入 类 逬 步 是 必 不 可 少 员 会 深 

信"因环境和发,峰问题上的共闳々:îfî!*于严生所需要的.；^"力， 

从mj珊保所寄Bïïis际经济3e革成为可 

3 —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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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m 

/. iâ际经济>H3社会举务;^ 【D I E S A ) W'é^'^m^: iiU^ 

全珠挑战，开犮计划委员会é*sffli^望纽约：：;:)^^j||. 

I 9 8 6年） 

‧2 出处间上， 

3.世界银竹.撒哈妆非洲W增长及资^;4整，华嚴#市. 

1 9 8 ) . 

i [S际货币?s金组织，世界经济À,望 1 g 8 6 ^ 1 0 ;=J 

s:联合il.世界经济概1 9 8 fi月【纽约1 9 8 6 ) 

6 .世尿'银行.茌所引书甲. 

7 出处同上。 

8\联舍(1大会，"危患5^非洲经iîP移势：秘书长的，告". 

A / s — — I S / Z . 纽 约 . 年 5 月 2 0 日 . 

9. 非洲政''f !î:)家首脑扦,一大会组织：1 9 8 1 — 1 9 9 1华 

非洲优先竹动纲$與\亚8^斯亚见巴* 1 9 8 5 ^ ) . 

/ 0.联合!il大会.H"矢含闳夭于非洲经济夏元祁发展BTJTT动 

领 t 纽 约 . 1 9 8 6#-). 

/ /. 世界银竹，茌所引的书甲‧ 

/ 2 I'*l际::f:f镬竹.1：^际锾竹祁金融市场发展.（巴^尔 

( 1 9 8 6 ^ ) -

/ 3.法幾开犮钣打，拉丁奕洲经济和社会逬:if^|?'亩îiL 

1 9 8 6年）。 

3 ̶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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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II拉丁吳洲经济员会 i"?未出版：艾:^59敛据， 

/ 丄 出 处 上 . 

/ 6.恭阅.^合s " 际〖â济哿秽序的竹动纲领，，联合IS大会决 

议3 2 U 2 【 S — V I 】 . 1 9 7 4 卑 5 月 I 日 ， 

/ 7 .见矢犹: ^ i l纷、协定. 1 8 5 — J98 Ç年IS!际"(^易t日!?3 

瓦. 1 9 8 6 年 ） ， 

/S.联含Ii贸易和Jg:暴会议.际资易和^展统计资科手册.'`' 

1 9 7 7 #-^ 1 9 8 5年i??补（纽约，联合頃，19 7 7 和 1 9 8 5 ) 

/ ?..出处同上. 

ao.联兮fîj贸易茇II会议.统计;》本（纽约.联兮，*J., 

a/.出处向上， 

a a.联舍!s贸易:《1发屣会议.i"??易才`p发,#複告I纽约.；民合!M 

1 9 8 6 ^ ) . 

a 3. A L 1 s f e r M a C i n f g r e 联 舍 K %易;tn^屣会 

议茌W C E D公众听证会上声明.吴斯陆 . 1 9 8 f î年. 

a^.共同舍:^一祌祸于稳定两品价格E"^ii!际安排.主眷是针对 

与发展甲国WM益才矢的一些1^]品.^氽KT"f二/|、窗口是栺^买'frl/l逬 

相*f,措施緹供资金， 

o2 i : I Waf f er andJ -H- Loudon "与环境!'农护有夭sg^^ 

%加南北‧'《易RTit>态"，为W C E D >^#Kl. 1 9 8 6 ^ . 

a 6. ta处闳上. 

3 —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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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联含fSK踭il公司心，跨II公司花世界《力，暴4二"三;et; 

【纽约.联含！1‧ 1 9 8 3 年 ） ‧ 

a^.出处isd上。 

a?.芙联邦工作小？旦.技犬上化〖伦敦，英；！^邦秘书处. 

1 9 8 5 年 ） 

3 a ;3c处引证Bïï是世界锒行闳际农研究咨询小:4L〖浮々下 

「s际组织as活动憒况，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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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审 

人 口 与 人 力 资 頫 

1 . 在1985年，拥有48亿人口的世界新it加了大的8000万人。毎年 

人口数量都在堪长，而用于维持这些人口生存、改番人类生活质量和 

消除普 i g贫困的自然资源仍然是有限的。从 S —个方面者，人类知识 

的不断矿《提高了资源的生产率。 

2 . 人 口 不 能 继 续 以 瑰 有 的 速 度 増 长 。 这 样 的 坩 长 速 度 危 及 许 

多面家的政府为人民提供教育、保健和食物保陣的能力，且不说危及 

他们捶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鐮力。因为，人口坩长的拫大一部分是集中 

在低收入国家、生态环塊不利的地区和贫穷的家庭，人口数ft与资源 

之间存在的这种距离变得更加突出。 

3. 但 g ,人‧：间趣并不仪仪是人口的数 J I阀躍。贫穷和资源退化 

也能够出理于人烟稀少的地区，比如，干旱地区和热带林区。人民是 

基本资躐。改 #人民的教育、卫生和营养状况，够使他 n更好地利 

用他们所掌擴的资羝，进一步扩展它们的利用范围。此外，人们在取 

搏ïi »方面存在的不平等和利用资濂的方式，岡人口的巨大坩长一样， 

拘成了对资濂的持续利用的 f K B f t。因此，关心"人口间踵"也就需要 

关心人类进步和人类平等。 

4 . 人口坩长率也不仪仪是3i !r人口坩长率离i购那些面家的挑战。在 

工业面家，增加一个人口所耗费的自然资》的数量，远比第三世界增 

加一个人口折耗费的多，由此所产生的压力，前者也通比后者大。在 

保护资灝方面消费的方式和偏爱阅消费者的数量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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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因此，许多&麻必须进行多方面的工作：限鳙人口坩长；控制 

人口坩长对资凝的彩响；利用知识的进步护大资源的范围和提离他 1 1 

的生产率；发挥人类的潜力使人民更好地幵发与利用资源；为人民提 

供多子女以外的社会保障形式。实瑰这些目标的手段各面将是不同的。 

但是，大家必须记住，持续坩长经济和平等収得资灝是降低生育率的 

比较可靠的途拴中的两个途径。 

6 . 绝予人民迭择家庭规棋的方法并不仪仪是一个使人口与资源保 

持平衡的raa .。这也是保陣一 一待别是为妇女一一苜决这一基本人 f t。 

为行使这种决择权，提供的便利条件的好环本身就楚街置一个頃家发 

展水平的标尺。同样，堪强人类潜力不仪促逬发展而且有助于保》所 

有的人享有一个,充实^尊严的生活。 

Ij i F瑰与发展的关眹 

7. 人口坩长与 â S t展存在著铕餒 â杂的联系。&济的 £展创造著可 

用于玫善教育与卫生况的资源条伴。这些进步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 

变化使出生率和死亡率都 K低。昇一方面，高的人口堵长率消耗可供 

经济与社会展之用的生产剰余，妨碍教育与卫生状况的改善。 

8 . 过去，农i k f ô集 ^经营和产最的提离，有助于各面缓解人口对 

可利用19 土地的曰益增长的压力。移民和粮食与燃料的H际贸易减轻 

了对当地资源的压力。这些成果使一些工业仡园家的高密度人口得以 

维持下去。 

9* a :展中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的慷况是不闼的。在那些 8家，医疗 

4 一 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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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共卫生的改巷已经促使死亡率显著下降，人口增长率提离到空前 

的水平。但是，生育率仍然是高的；人类很大一部分潜力仍然未能得 

到 a f e挥，经发展陷于停顿。农业的集烃营对恢复粮食生产岡人口 

的平衡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集《 ï S营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见 B O X 

4—1) 

10. 发展的可能性本身会受到高的人口坩长率的搔害。而且，大多 

数 展 中 面 家 a 有 足 ' 够 资 源 可 以 在 实 瑰 人 口 稳 定 之 前 几 代 人 时 间 内 

等待。向新地区移民的机会实际上是不会出现的。低水平的经(济与社 
.1' 

佘发展，再加上不断变化的贸易一一生产联系使扩大取得资濂的途经 

的可能性受到限制。因此，在缺乏深思熟 i S的措施情况下，人 i 3堪加 

与资藏发展的不平衢状况将会悪化。 

11. 人口压力已 Ô迫使传统的农民们更卖力地工作，往往在有限的 

土地上《3^营不断S缩，仪够雄持笄家《I 口 的 收 人 。 在 非 与 亚 洲 ， 农 

村人口在1950年和1985年期间坩长了将近"倍，而可利兩Kri地却相 

应地减少了。 1/ 人口的迅速坩长也产生了城市经济和社会间理 

,许多城市面临着完全失控的威胁。（见第九聿） 

12. 仪仪为了维持现有的教育、保健和其它服务的不高的水平，将 

需要进行更大的投资。许多 S家却缺乏必要的资金。： s生、住房*件 

、教育质S和公共服务全都在怒化；失业、城市游民和社会骚a>在坩 

长。 

1 3 . 对世界其它地区离的人口坩长率严重关注的工业 H家所担负的 

责任，不仪限子提供计划生育的一捆子物 f t援助。 Ô济 A展可以通过 

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间接彩晌，降低生育率。而有碍于经济发展的面 

际政策，会损害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坩长的能力。因此，对人口坩长 

4——3 



A/42/427 
Chinese 
Page 158 

BOX 4̶1 

« 食 与 人 口 的 平 衡 ， 

1. 发展中面家的土地界活人口的潛在能力，B â î由联合国粮农组 

织和 H 际应用系统研究所的一份联合研究报吿进行评估分析 6报告 

应用土壊和土地待性的数据资ÎBf和有关气候的资料计算主要作物的 

在产量，迭定理想作物，拌推算出热 I I生产的全部港力。由此推 

»出作物生产的三种水平：第一种，低技术水平，不用化学 E 料或 

农药，种植传统的作物品种，设有水土保持设施；第二种，中等技 

术水平，占一半的土地种植商产的作物品种，并使用化学 E 料，迭 

用良种，备.有一些水土保持设* :第三种，高技术水平，在全部土 

地±籌迭用优良的作物 f i 种和技术。土地的笄活人口的能力是通过 

热量卡 â l 里生产总量除以平均毎人 S 抵限度摄入&澜定的。然后， 

将此数宇阃联合 H 人口予獼的平均方案对照分析。 

2. 这分研究报吿所涉及的折有 1 1 7个发展中 H家加在一起，即使 

是在《技术水平下，也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养活这些面家在公元 

2000年予计的人口效S f ô ̶ 倍 半 。 但 是 ， 一 家的前景不容乐58 

。拥有《 n i亿人口技术水平低的 6 4个面家缺雾可供养活本頃人民的 

资源。拥有很先进的农业技； f t而粮食生产潜力祗于需求量的国家只 

有19个，人口 共为 1亿。这些面家大多是高收入水平的西亚 H家 

和一些小岛窗。其中许多頃家可以赚取足够的外汇来进口折需的粮 

食/其它豳家的实际阆 J 9楚实瑰农业的持续现代化。 

3. 一些研究人员对全球粮食生产的》力从理论上逬行评估。一份 

研究报吿认为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面积可以达到约 1 5亿公頃（接近 

于目前»水平），平均每公顷产 S可能会提离到相当于 5吨谷物（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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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平均只有 2 吨谷物）。将牧场和海洋资源的生产量考虑在内， t 

总的生产-潜力"可达柑当于 8 0 亿啤谷物。 I 

4 . 这些谷物能养活多少人？目前全球用于讎食、种子和动物调料 I 

的植物能 S , 平均每人消耗量毎 B 约为 8 , 0 0 0 卡 »里热 S , 各 8 的 I 

消耗量各不相岡，从3,000---15,000卡路里不等，这要由其|«类消I 

耗的水平而定》据此推算，上述潜在的生产置可以养活B S多于1 1 0 I 

亿的人口。但是，如果将平均消耗量大«度提高，.比如达9 , 0 0 0卡 I 

路里：那么，地球所能奍活的人口会降到7 5亿。如果能够持续扩大1 

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面积，提高 3 0亿公顷的天然牧场的生产率的话 I 

, 地球所能养活的人口数 S 可以大大地坩加。研究资料确实表明， I 

耍满足世界约100亿人口 （终极）的粮食讎求 «需要大大 S 离传统 I 

农业的效率'，并改变某些饮食习镭。 I 

资料来源： B . G i H a n d《对世界人口与«[食供应阀理的探讨》 I 

,载于《人口与发展评论》，第九卷第二期第 2 0 3 - —211页； I 

G . M .Higg ins及其它作者，《发展中世界H家养活人口的»力》 I 

(罗马：糖衣组积，1982年）；0.3.)(81>31>編，《人口迅速坩长I 

(与人类的承担齙力》《工作人 a研究文集》第 6 9 0期华盛《,世界 I 

银行，1985年）。 

的关注，必定 g对发展中 S家以较快的速度进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 S E 

为广 g的关注的一部分。 

14. 归根结底，不论是在 £达 9 家还是在犮展中頃家，人口间 a 是 

人力间趣而不鼉数量间豳。仅仪把人民看成是消麵者，是对人类地位 

的误解和不公正。他们的攉利和生活保障一 一老年人的保 J » ,儿塞死 

亡率的下降和保健等等是发展的目标。几乎任何一个能够坩进福利和 

4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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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数 量 的 坩 长 

自1970年以来，人们流行的lift法是将人口间鼴与环塊诃趣区分 

开来，视为两种危机间躍。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人口间趣事实上 

本身就是环境间翻不可分割的一个钽成部分，因些，我们如果饔讲 

述有关人口间理，就不仪要考虔到物理、生物》化学各种环境，还 

耍考虑到社会文化或社会经济环塊， i f s $展计划就是在这种环境中 

制定的。如果人们是根据一定的范围来讲述人口间趣，那么，人口 

阀隨的道理会讲得较为充分。 

奥乔博士 （G.O.Oucho) 

人口科学研究所 

WCED公众听证会 

内萝毕，1986年9月23日 

生活保陣的活动，都会减少人民要求生育超出他们自 3和国家生态系 

统的负担能力以外的孩子数的想望。 

15. 十八世纪中叶，由于出现了工Jft革命，以及由此引起的农业改 

良、人口 i n津坩长。这不仪 £生在较发达地区，也发生在其它地区。 

最近一次出现人口 2SÎ速坩长的时期g在1950年左右幵始的，这是由子 

发展中 B家人口死亡率显著下降的结果。 

16. 世界人口在1950年至1985年期间以百分之一点九的年率增长， 

而1950年之鲔50年年增长率只有百分之零点八。 2 / 人口的坩长 

4 一 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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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世界人口 1950--!985年 

主要情况 

规模和坩长率： 1950 1960 1970 1980 1985 

总人口 ： ( 十 亿 ） 

全#界 2.5 3.0 3.7 4.4 4.8 

$达地区 0.83 0.94 1.05 1.14 1.17 

不 $达地 K 1.68 2.07 2.85 3.31 3.86 

年坩长率 ( 百 分 比 ) 

全世界 1.8 2.0 1.9 1.7 

£ 达地区 1.3 1.0 0.8 0.6 

不发达地区 2.1 2.5 2.3 2.0 

城市人口： ( 百 分 比 ) -

全世界 29 34 37 40 41 

发达地区 54 67 67 70 72 

不发达地区 17 22 25 29 31 

* 人口坩长率是岡前十年相U s ,其中 «后一栏是两前五年相 

比。 

资料来源： S际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世界人口的前《: 1984 

年的估计与予算》（ f l约：联合 8 ) 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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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鲔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发展中地区，这些地区占 1 9 5 0年以 

来 全 球 人 口 坩 长 的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 见 表 4 一 一 1 〉 

17. 在大多数的发展中面家，由于 t o生率和死亡率下降，人口的坩 

长过程正在发生变化：在五十年代初期，几乎所有 «：展中頃家的出生 

率超过40,死亡率超过20 (这些比率是指毎年毎1,000个人中出生和 

死亡的人数〉 ,而拉丁美洲的情况大为不同，死亡率抵。今天，情《 

有拫大的变化： 

* 在第三世界中百分之三十二的人口生活在象中 a 和朝鲜 

共和国这样的面家，其出生率低于 2 5 , 亡率低于10。 

* 百分之四十一生活在出生，的下降不如死亡率快的面家 

,这些 B家的人口按每年约百分之二的速度坩长，挟句 

话说，每 3 4年坩长一倍。这类 B家包括巴西、印度、印 

度尼西亚和墨西哥。 

* 其余百分之二十七生活在象眄尔及利亚、 3 £加拉面、伊 

朗和尼曰利亚这样的 B家，其人口死亡率稍有下降，而 

出生率则居高不下。总的人口坩长率保持在百分之二点 

五至百分之三的范围（毎 2 8 -—23年増长一倍〉，有些 

国家象肯尼亚的坩长率还要离。 3 / 

18. 在工 i | l世界，生育率 B经下降，人口没有迅珲增长。事实上， 

许多 B家人口傢持萆定不变。但是，北美、欧洲、苏联和大洋洲 B家 

的人口预计到2025年将堪长2.3亿万人，相当于今天生活在荑面的人 

數。 

19. 第三世界人口坩长率的上升和工业化面家生有率的下降，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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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年^结构发生了急 S I的变 4 ^。，发展中面家人口中径年人占优势 

。在1.980年，发展中园^的人口年齡在15岁以下的占39X,而在工业 

化国家只占23X。 4/ 这 *国家人口中，老年人的比重不断上升。 

在 1 9 3 0 年 ， 年 齡 在 6 5 岁 或 以 上 的 人 占 人 口 的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他 

们 只 占 " 。 5 / 这样，在工业化 S家中，人数较少的厲于工作年 

龄组的人将承担养活人数较多的老年人的负担。 

20. 发生变化的年齡结构，有助于确定未来的人口增长模式。在发 

展中面家，大量的年径人意味著将来会出瑰大量的家长，即使是每个 

人生育铰少的子女，总的出生人数也将继续增加。在生胥率下降到每 

一对夫妇平均生育略多于两个孩子的所请"人口更替水平"之后几 

十年内，人口仍会继续增长。因此，许多国家在今后几代人的时间内 

,无疑会出璣高的人口增长率。 

21. 人口预測说明，全球人口将从1985年的48亿增加到2000年的61 

亿，到2025年将是82亿（见表 4 一 一 2 )。予计人口增长的 9 0 9 6 

以上出现在发展中地区。非洲的人口增长势头离于拉丁美洲或亚洲。 

在象中国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埔长率已经大大低于 2 9 6 ,预计 

到下，个世 g初将下降到诋于 1 96 。 6/ 

22. 杳根据人口增长的发展趙势，联合国的长期人口予獮，提出了 

全球ÎS:展的以下前景： 

* 如果在2010年生育率达到了更替水平的话，到2060年全球 

人口将S定在 7 7亿。 

* 如果在2035年达到这样的生1i率，到2095年全球人口将稳 

定在102亿。 

* 但g,如果在2065年才能达到这样的生育率，到2100年全 

4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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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表 4 一 一 2 

i 
目前和予计的人口规棋和坩长率 * 

1 人 口 年增长率 

I 地 区 1985 2000 2025 Ï950 

1985 

1985 

2000 

2000 

2025 

I ( 十 亿 ) (百 分 比） 

t全世界 4.8 6.1 8.2 1.9 1.6 1.2 

I罪 m 0.56 0.87 1.62 2.6 3.1 2.5 

I 拉丁美洲 0.41 0.55 0.78 2.6 2.0 1.4 

I m m 2.82 3.55 4.54 2.1 1.6 1.0 

I北美洲 0.26 0.3 0,35 1.3 0.8 0.6 

I 欧 洲 0.49 0.51 0.52 0.7 0.3 0.1 

I 苏 联 0.28 0.31 0.37 1.3 0.« 0.6 

I大洋洲 0.02 0.03 0.04 1.9 1.4 0.9 

I * 平均预绷方案 

I 资 料 来 源 ： S标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世界人口前 1984年的估 

I计和予測'》 < ffl约：联合B, 1986年） 

主种预涠方案;^鞠存 i É的差 a大部分来源于南亚、非》!和拉丁黉洲 

因此，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地区人口政策的成效 o 

球人口将 S 1 4 2亿。 7 / 

4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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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这些予测表劳世界面 t t著真正的抉择。实行降抵生育率的各种 

不阖 f t策，可饞使下世 S的全球人口出理数十亿计差翻的不阀情况。 

2 . 人口鹰动的变化 

24. 在1750-— 1 9 5 ?年期间，R :涠、B本、, ,和苏联的人口坩加 

了四《,这些难区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在此期间急 a 上升。 

8 / 到十九世纪后期，欧洲对来自人口的压力越来越感到不安》 

向 北 美 、 « 大 利 亚 和 新 西 兰 移 民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了 压 力 。 在 1 8 8 1 — 

1910年移民雾溷期间，永久移民吸收了欧洲人口坩长的将近20X。 9 / 

25. 但是，今天人口移动不是决定各面间人口分布状况的主要因素 

‧在1 9 7 0 - — 1980年期间，在》洲永久移民人 a占人口增长的比重下 

降到百分之四，在拉丁美洲只占百分之二点五。在亚洲和非洲折占比, 

重要低搏多《 1 0 / 因此，移民到新囿土的办^， S经不是并且 

将来也不会成为缓解发展中国家人口压力的一个主要因素。实际上， 

这缁短了实现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平衡所花费的时间。 

26. 各国之阃人口有更大的鹰动 9交通运输的改善 B经促进了人口 

大规棋癍动，这往往是对不阃地区的&济机会, «长作出的一个必然反 

应 。 一 荦 政 府 积 极 鼓 励 从 人 口 密的地区移民到人口稀少"地区。 

27. 人口癍动很大一部分是从农村1K入城市（见第九聿）。1985年 

ft40X的《界人d生活é城市；人口 3 i入城市的É大规模可à用 l à下 

4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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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买说明。从195 0以来，城市人口的增长，在增长率和绝对最方面都 

B ®过农村人口的坩长。这种变化在《：展中S家表现得最明显，那里 

的城市居民人数在此期间已经增长了四倍。 1 1 / 

28. 全体人民的健康和教育状况的改善，待别是妇女状况，这种改 

善再加上其它齙使妇女的地位提IS的社会变革，会对降抵人口墙长率 

产生《3的彩嘀。但是，在幵始一阶段时间内，保健状况的改善意味 

着会生育出更多的«儿，妇女的生育期也会延长。 

29. —个社会的 "健康状态 - ,，是一个不容易 M S的复朵概念。有 

两个人们广泛使用的指标，至少可以反映一定社会健康状况的一些方 

面 ， 这 « 是 予 期 寿 命 和 g 儿 死 亡 率 （ 见 表 4 一 - 3 ) 。 这 些 统 计 數 字 表 

明；I乎所有地区的健康伏况都有了改善；工业地区和发展中地区之间 

的差S i ,至少在这两个指标方面已经缩小了。 

30. 许多因可以延长预期寿命，降低死亡率，有两点需要强谲：第 

— 点 ， 虽 然 一 般 说 ， g 用 面 民 的 財 搏 国 民 的 健 康 ， 但 是 ， 一 些 

比较贪穷的s è :和地区，象中頃、斯里兰卡和印度的《拉拉帮，通过 

捶高人们尤其是妇女的教有水平，H立基层医疗诊折和其它保健项目， 

在降低饔几 *亡率和改善保健水平方面已经取得显蕃成敏。 1 2 / 

第二点，工业世界人口死亡率大箱度下降的伏况$生在发明瑰代化葯 

品之前：这应归功于ST养、住房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发展中 B家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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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一 一 3 

健康指标 

予计寿命 婪儿死亡率 

1 地 区 1950- 55 1980- 85 1960- 65 1980- 85 

( 年 代 ） (每1,000活产饔儿的 

死亡数） 

I 世 界 49.3 64.6 117 81 

I * î l H 37.5 49.7 157 114 

41.2 57.9 133 87 

I南 美 w 52.3 64.0 101 64 

I :8；美m 64.4 71.1 43 27 

1欧洲 65.3 73.2 37 16 

1苏联 61.7 70.9 32 25 

f大 洋 辨 61.0 67.6 55 39 

I资2^来; %：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根据世界资濂研究和 S际环境和 

1 $展《M g所《 1986年世界资濂》一书中的数据。（钮 ：Basic 

i Books， m e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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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一 一 4 
1960年和1982年各地区 

男子f t女子的人学率 

1 地 区 . 
與 女 :y 

1 地 区 . 
女 

1960 1982 1960 1982 

I 世 界 

小学 92.2 101.3 71.1 87.3 

中学 31.3 53.3 23.1 42.5 

非 m 

小学 56.2 89.2 32.0 72.1 

中学 7.3 29.6 2.9 19.5 

拉 丁 美 洲 加 勒 比 海 地 区 

小学 75.0 106.2 71.2 103.3 

中学 14.9 46.6 13.6 48.5 

北美洲 

小学 117.4 119.7 118.4 119.9 

中学 & 9.4 85.4 71.4 86.6 

亚 洲 

个学 94.9 100.1 63.1 79.9 

中 ， 29.3 49.3 16.6 32.9 

欧洲和苏|p^ 

小学 103.4 105.4 102.7 104.5 

中学 46.5 76.2 44.8 81.3 

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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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102.2 102.9 100.7 98.9 

中学 52.8 71.1 58.8 72.0 

注释：这些数字分别为中小学生在适齡青少年中所占的比重。由 

于许多超齡几重在小学躭读，有的百分比可能会超过 1 0 0。 

资料来藏：WCED,根据眹合B教科文组织，《 1960- — 1982年世 

界教育貌计简评》，E黎，1984年6月。 

折取得的成躭，主要也应归功于公共保健项目的实》,允其是对传染 

病控制的保健项目。 

31. 教育是衡鼉"人口质量"的另一个重要尺度。过去几十年，几 

乎所有酮家的教育设施都有了很大的增加。在入学莩、识宇率、技术 

教育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培养方面都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见表4 一 

- 4 ) 。 

HI. 政策镅领结构 

?2. 许多发展中面家人口的过度增长抵镅了经济发展的成果，而没 

有带来生活水平的搓离；西此，降低目前人口增长宰实现持续发展 

的一个必要条件。关键间趣是维护人口规椟与资源供应之间的平衡， 

将人口增长率维持在经济力量所能承受的水平上，以不便&.今天，而且 

今后几个世代人口的基本需要能够得到满足。这样一种长 à的效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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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缺少的，因为人 < n的生育效几乎不会一下子迅速改变，而旦即使 

生育率幵始下降，由于不少人进入生育年齢，过去一阶a人口的增长 

也会形成一种促进人口坩长的趋势。但是，一个面家在实现持续发展 

f a降低生育率氷平的目秣的进程4>,这两个目标是密切相关，相互促 

进的。 

33. 由于彩响人口规模的撸施，如果说离其它环境和发展间豳，就 

不会有效果。如果这方面的努力被其它方面发展的相反做法折抵销， 

短期内它就不会 5 ^人口的数量、密度、活动和《长产生彩响。人口政 

策的重点不应仪仪限子控制人口数遞，从健康和教育方面提高人力资 

源 的 量 的 撸 £ 和 社 会 发 展 计 划 也 是 重 要 的 。 

34. 政 府 要 禾 取 的 第 一 步 驟 可 能 是 ， 放 弃 将 " 生 产 性 " 或 " 经 济 " 

幵支与 "社会 '开支加以分 W的镭误做法。制定政策的人必霈认识， 

有关人口活动方面的幵支和提商人类潜力的其它努力，对一个国豕的 

烃济和生产活动和取得持âije:展的进步g极其重要的，ïfâ这也是建立 

一个政府的目的所在。 

1 . 对人口瑜长的管理 

35. 在人口政»方面取搏的进步，是不平街的。在人口间豳严重的 

H家中，有些 H家实旌了广泛的各种政策；有些頃家仅仪限于推行计 

划 生 m I s有些国家连这一点也没有撺。 

38. 一塡人 t r政策，应该结合其它的社会经济目标的制定 f a实施全 

H 广 g的人口 É标。在影响生育方面，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作用压倒所有 

的其它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妇^在家庭、经济和整个社会中所 

起的作用。随著妇女走出家庭和农场，就业的机会和受到教有机会的 

4 一 一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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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以及妇女结婚年齡的上升，生育率将下降。因此，旨在 É f l S生育 

率的昧策，不仪必须包括经济的奖惩制度，而且要提离妇女的社会地 

位。这种&策应该有力地推动女权运动的发展。 

37. 贫困造成了高的人口增长率：在收人、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水 

平低的家庭生育儿女，苜先是为了靠子女干活挣钱，以后还要靠子女 

鷉老人p来取播旌为贫困家庭捱供充足的谋生手段，制定与实施最低 

年齢儿童劳动法，捶供政府主办的社会保揮，所有这些都将降低生育 

率。改善公共卫生和儿童营羿计划项目的实施也会有助于降低生育率 

,因为它们将滅少饔儿的死亡率，使父母无需生育 "額外 "子女作为 

防备子女死亡的保脸。 

38. 所有这些计划项目，只有在大多数人享有它们带来的益处的情 

况下，才能有效地降f t生产率。那些试 S将经济増长的好处扩散到更 

大范围的人口的社会，在降抵出生率方面，可能会比那些经济堪长较 

快和水平较离，但对经济增长的益处分配不平衢的社会做得更好。 

39. 因此，发展中面家的人口故略不仅滞要涉及人口变置间越，而 

且还霣涉及逾成不发达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同趣。人口战略必须要幵展 

多方面的工作：从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加a对一对夫麥建立一个 

小豕庭的鼓励撸施；通过计划生育项目，向打算进行计划生育的人们 

提供控制家庭规模所痛要的教育和技术方面的手段及赝务设施。 

40. 在许多《：展中面家，计划生育胆务项目及减少生育率与其它计 

划项目说节，甚至于与加強珐励实这些服务项目的那些计划脱节， 

因而受到彩晌。计划生育胺务项目从筹划到实施都同那些与生育有关 

的，如营养、公共卫生、母子保健和学前教育的计划项目相分离，而 

前者和后者都是在同一地区进行，甚至由同一机抅资助的。 

4 一 一 1 7 



A/42/427 
Chinese 
Page 172 

环境问鑰人人有贵，发展间豳人人有贲，生命和生计间趣人人 

有贵。我认为间趣的解决办法就在于推行群众性的环境 "扫盲 "， 

因为如果决策是由少数几个人做的，设有群众意见参考，尤其是如 

果包含许多本好的急见，那么，事情可能办不成。这些决策将是由 

上面强加的，人民将不会对他们作出积极响应，计划在幵始实施之 

前就会失敗。 

乌马( J o s e p h Ouaa) 

环堍研究学院 R长 

英依大学 

(BCED) 公众昕证会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内箩毕，1986年9月30曰 

41. 因此，技术股务必須同改巷保键和教育设施的其它努力结合进 

行。由于最现代化的避孕方法需要医疗机构的支》,计划生育 œ务项 

目 在 很 大 上 要 依 靠 保 健 进 行 。 有 些 面 家 政 府 已 绞 成 功 « 将 人 口 计 

划同卫生、 ë育和农村发展项目结合起来，将此当作乡村或地区的重 

要社会 é ê r计的一个》分加以实施。这样的一体化做法， i l增强动 

力，坩逬 m会，提离计划生育的投资 «果。 

42. 目前只有约 1 . 5 «的官方幵发 »助是用于人口计划的援助。 1 3 / 

適&的是，有些捐欽面已经削减他们对多边人口计划的援助，使计划 

受到削每，这是必须加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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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津巴布韦这个囯家已经成功地，计划生有的工作，不仪岡农村 

卫生脚务项目，而且同搓离妇女组织集体活动并用自己的劳动挣线的 

力的工作结合起来。政府幵初所做的努力主要不是放在限制人口增 

长方面，而是放在帮助妇女为了母亲和孩子的健康安排好生育间照和 

帮助不育妇女生育。但是，许多家庭已经逐渐开始使用避孕方法安排 

好生育间隔，以此作为控 «生育率的办法。津巴布韦对现代化避孕方 

法的使用，目前在南撒哈拉地区领先。 1 4 / 

2 . 对人口分布和流动的管理 

44. 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口分布，是受经济活动和机会的地理分 

布的彭响。大多数面家在理论上都承认应该平衡各地区的发展，但是 

实际上很少能敏到这点。能够将就业机会扩散到全国各地，特别是全 

B乡村的政府，将能够限制一、二个城市的迅速和往往失控的发展。 

中頃支持在农村发展乡镇工 i l k的努力，也许是这类全菌性计划中最有 

碓£>的一个。 

45.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是经济发展和 

多样化过程的一部分。间越不在于从农村到城市的整个人口迁移，而 

楚城市人口坩长在主要城市同较小城镇之间的分布问驄（见第九窣〉 

46. 从事农村发展工作，意味着要更加强注意发挥所有各地区，尤 

3鼉生态条件不利的地区的发展潜力（见第五章）。这会有助于 W少 

由于缺乏就业机会而离幵这些地区的人口。但是，政府应该避免在相 

4 - - 1 9 



A/42/427 
Chinese 
Page 174 

I 人口瑰象构成非洲发展难娌的钹心。人口的资料促使很大一部 

I 分 分 析 家 们 预 測 非 新 出 现 一 个 持 续 和 曰 趋 鲴 的 危 机 。 « 5 5 疑 问 ， 

I目前不可 a 免地迫切需要由非洲各 S政府制定和有利地实旌一个广 

1泛的人口政策。 

I 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间睡是，如甸利用》税制度作为手 

I段来控制人口增长和限制由农村向城市的人口移动。 

I 为了故慢人口坩长，是吝应该给予投有孩子的家庭税收鼓励或 

I税收减免？鉴于賦税制度没有解决人口迁移间踵， g荅应该对那些 

I生孩子已经超过数鼉的家庭，毎多生一个孩子要给予我收方面的惩 

I 处 呢 ？ 

I 眄德德基（Adebayo Adebeji) 

! 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主任 

I (WCED)公众听证会 

I 哈泣里，1986年9月18日 

反方向上走得太^ ,即鼓励人民到象热帚雨林地区、人坩稀少昀地区 

迁移，因为那里的土地可能维持不了人们的生计（见第六聿）。 

3 、一 变一负 一担一 为一財 一富一 

47. 一旦人口数蚤超过了可利用资源的负荷能力，它 »会变成妨碍 

人民福利改善的不利条件。仪就数量人口会掩葺一个重要的事实：人 

民也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资溉。为了培养和增强这种宝贵资源，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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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巷营笄、保健等等来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必须向人民提供教 

育，使他们变得更加有能力、有创造力、有抉能和有效率，能够更好 

地应付日常间豳。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通过爹与持续发展的过程才能实 

瑰。 

3 

48. 良好的健康状况是人类福利和生产率的基碓。因此，广泛基础 

的健康政策，对实现持续犮展是必不可少的。在发展中世界，健康伏 

况不良的严爵间越是同环塊条件和发展间越密切相关的。 

49. 拒疾是 i重要的热带传染病，它的流行是同污水的处 S与排放 

密切相关的。大型水库与灌截系统使许多地区的血圾虫病（丁螺病） 

增加。供水和卫生条件不足是造成其它的广为流行和拫害身体的 

疾m(如腹洱和各种寄生虫传染病）的直接原因。 

50. 最近几年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缅，但仍有17亿人缺乏净水的供应 

, 1 2 亿 人 卫 生 条 件 不 足 。 1 5 / 许多疾病不佴可以通过治疗措施， 

而且也可以通过改善农村供水、卫生条件和保健教育得到控制。从这 

个苺义上说，它们实际上霹要有一个通过发展的解决途径。在发屣中 

世界，社区附近有多少水龙头比有多少医院床位更能反映一个社区的 

健康状况的好坏。 

51. 反映发展、环境条件和健康之间的联系的其它例子，有空气污 

染和由此引起的呼吸器官疾病，住房条件造成的肺结核病的羝行，致 

搔物质和有毒物质的危害与其它场所的工伤事故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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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a 

52. 许多健康方面的间 a 起因于营养的缺乏，后者几乎存在于折有 

的发展中面家中，而抵收入地区情况最严重。大郁分营养不良现象是 

两热量或蛋白 f f i或是两者的短缺有关的。但有些饮食中还缺乏待殊营 

养因素和成汾，如铁和麟化物。在低收人地区，健康状况通过傷导生 

产更多的穷人传统廉价食物一一粗《和块根作物，这样的&策而得到 

很大的改善。 

53. 这些存在于健康、营养、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说明健 

康政策不能单纯理解为治病或者防病的葯方， g至也不能理解为绝予 

公共卫生更大的注意。一些综合治理的办法是必要的，它们反映了象 

食品生产、供水和卫生、工业的尤其是安全和防止污染方面的政策和 

人类住区计划等领域所要达到的重要保健目标。此外，有必要搞淸受 

搌害的集团和他们的健康受到威 1 »的情况，并保证在发展政策的其它 

领域中把造成这些胁的社会经济因素考虑逬去。 

54. 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的*为所有人的健康"的故贿应该扩大范 

围，远非仪限于配备医务人员和诊疗折，应该将与健康有关的干预措 

施 鈉 入 到 所 有 的 « 展 活 动 中 。 1 6 / 而且还应将这种扩大范围的 

做法赏彻到机构安排中，以便饞有效地协调这些活动。 

55. 在比较狭义的保健領域，捱供基本保健设鹰《 I保证让所有的人 

都能享受到它们，是合理的出发点。产妇和孩子的保健也 g特别重要 

的。这方面需的设施费用校少，但对健康和福利状况有深远> | ^咱。 

组织一个训练助产士、防止破伤风和分晚时的其它染以及喃育 5 !儿 

的辅助体制，可以大大减少产妇的死亡率，鬨样，实 »低成本计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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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提供免!SE保证；教会使甩对付腹泻的口 J l脱水疗法；鼓锄母乳喂 

n (可降祗生育率），都能显蓍提高饔儿的成活率。 

56. 保健必须辅以有效的健废教育。第三世界一些地区很快会面临 

伴随工业化国家的生活方式而来的越来越多的疾病，尤其是瘙症和心 

脏病。 7 1乎没有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能承担治疗这两种疾病所霣的巨额 

幵支，现在就应该教育他们的公民认识吸烟和高脂！^饮食的危害。 

57. 先 天 性 免 疫 缺 乏 综 合 证 t 爱 滋 病 ） 在 发 达 国 家 展 中 S 家 迅 

速蔓延会使所有国家的保健重点极a转移。爱滋病有可能杀害成百万 

人的生命，破坏许多国家的经济。，府应打消任何犹豫退缩的态度， 

让人民迅速了解什么是爱滋病及其传播的渠道。在研究控制这种疾病 

方面，进行面际合作是极其重要的。 ， 

58. 另一个在 S际上产生严重后果的重大 «康问题就是圾毒成 

的现象日益严重。它是阃毒品生产、 S际上大规模毒品走私及销售 

组织的犯罪活动密切相关的。它使生产不发达地区的经济畤形发展， 

儕世界各地人民大受其害。在对付这种祸患时，开展国际合作楚十分 

必要的；一些面家拨出巨欽制止麻醉品的生产和交易；在通常陷于贫 

困的地区实施作物种植多样化和康复计划，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努 

力得以持续，对它们绉子更多的国际援助也是必要的。 

59. 大部分医葯研究工作集中于制药、疫苗和控制疾病的其它技术 

处置措鹰。这种研究很大一部分是从事于研究大工业化面家发展的疾 

m,治疗这《疾病的开支占了制葯公司相当的一部分销售額。由环境 

引起的疾病迫切镩要进行更多地研究，它们是第三世界的重要健康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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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亚洲需要有一个糖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之间的平衡 

。我注意到你们打算将宗教从生活的技术方面Pi离幵来。难遒那不 

怡恰是西方所犯的在发展技术时忽视道德因素、忽视宗教的铕误吗 

？如果事实是这样，而且我们有机会制定一个新的方钎 t e话，难道 

我们不应该劝导掌搪技术的集团实 i f e—种不的技术方针，不断把 

合理性而且把精神因素作为它的基通吗？这是一种梦想还是某种我 

们不能避免的事情呢？ 

—名2fc言人 

WCED公众听证会 

雅加达，1985年3月26日 

趣。这项研究 i作不仪应集中于新药的 W制，而且也应集中于实施用 

以控钿这些疾病的公共卫生措旌。关于热带疾病研究的酮际合作的现 

有安排应大大加强。 

4 一 一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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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发展人力资潁霜要可以甩于帮助人民改巷经济生活的知识和技 

能。持续发展霜要改变人们对环塊和发展一一实际上是对社会和对在 

家庭，农场和工厂工作的价植 5 9和态度。世养各种信仰能够对新价值 

效 提 供 指 导 和 动 力 ， 这 种 新 价 值 个 人 和 集 体 对 环 境 以 及 在 捉 进 

人类与环塊的协调关系所应负的贲任。 

61. 教肓也应致力于提离人民应付过分拥挤p象和人口密度过大的 

间趣的能力，使他们能更有效地改善所谓"社会负载能力"。这对于 

防止社会组织出现破裂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应有助于提商生活在一个 

拥挤的世界中所必篛具有的栢互容忍和体貼的糖神 c增进健康、降低 

生育率和改善营养，均霈依靠提高识字水平和社会与公民的资任感来 

实现。教盲可以促进这些的实现，能够增强社会消除贫困、提离收入、 

62. 过去； I十年来，教育投资和学生入学的堦长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受教育的机会日益增多而且将继续保持这样的穷头。今天几乎世界 

上所有男孩都受到某种形式的初级教育。但在亚洲和非洲各类学校中 

，女孩子的入学率均低子男孩子。在S J等以上的学校学生入学方面，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囿家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表 4 一一 4 就说明了这 

63. 联合国关于公元2000年的学生人学率的预測表明上述趋势将继 

续下去。因此，虽然初等教育会有所发展，但文盲的绝对人数将继续 

增加。本世纪末将有900万以上的人不会读书和写字。届时，在亚洲 

预计女孩子人学率仍将低于目前男孩子的入学率。至于中等教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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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 0 0 0年预计 «展中 B家的水平甚至低于工业化 B家 Î 9 6 0年的 : î j i平。 

1 7 / 

84. 实瑰持续发展需耍 â j正这种趙势。教育政策的主要任务必须集 

中普及识宇和鲡小入学率上男女之阖的差翻。这些目标的实现会改变 

个人5^健康、营养和生孩子的态度，提高个人的生产率和收人。这也 

i i g不断增进对日常环境因素的认识。小学以上的教育设施必须加以扩 

大，以》离实现持续发展折必须的技能。 

65. 许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间理，是广泛 « I失业现象和由此引起 

的动乱。教育常常不能提供特定就ik W位折需要的技能。这种现象显 

著表瑰在曰益膨讎的城市人口中，存在著大置受过专业调练的白领工 

人的失业队伍。教育和调练工作也应集中于》养公民的实际职业技能， 

尤其是要使公民能更加自立。所有这一切都应该通过努力促逬非正式 

组织和地区 £织的参与而得到推动。 

86. 摁 供 设 仪 仪 是 幵 靖 。 教 育 必 须 摁 离 质 f t , 坩 强 对 地 方 条 件 的 

适应性》在许多地区，它应与几霣#加农业劳动相结合，这就簾要学 

校《 I度有相应的灵活性，必须传授同正 8 1管理当地资躐有关的知识 

。农村学校必须# ^ «土壞、水文和水土保持昀知识，吿诉人民砍伐森 

林的危害，以及集体和个人！ M正此现象的办法。必^训练教员和制定 

学习谋接 ^ ,以使学生能学到有关地区生态平衡的知识。 

87. 大多数人对环垅变化过程和 £展的认识是建立在传纹难念和传 

统教*折传授的知识的基础上的。因此，许多人必然对那些可以用于 

改善传统生产活动和加强保护自然资獴基 i l B的方法加以乎视《所以， 

教应传授广泛的知识，包括直接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 

4 一 一 2 6 



Chinese 
Page 181 

为了使每个人能深刻认到他或她对地球的美好未来所肩负的 

贵任，进行教育和交流是极其重要的事慷。使学生懂得他们的行动 

对事物可能迪成各种不同的结果， S好的办法就是由学校或社区组 

织让学生参与工作的项目。一但人们确信自已可以发揮作用，他们 

往往躭会改变自已的态度和行为。对环塊的新的态度将会在全世界 

的家庭和公共会议室的决定中得到反映。 

戈德斯密斯（Bernice Goldsaith) 

北多伦多大学学生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yCED)公众听证会 

理太华，198 6年5月26 - 27日 

学，这样可使人们深刻理解自然资潁与人类资潁之间，发展与环境之 

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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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3扶持薛小民族 

在 j tk,我做为一个小民族即印第安Krenak族的几子讲《3。我们 

生活在多西河流域，这J i l ^埃斯皮里園州阀米納斯古拉斯州的交界 

处。我们是一个《型乡村，一个微型民族。 

当政府征用我们在多西坷流域的土地时，它想在别处安排我们 

一块地方。但是， B 家和政府 k 不会懂得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Kreank人耍生活和趲续存在，对上帝说话，对自然说话，组织 

自B的生活，唯一可能的地方就是上帝创迪绐我们的地方。政府将 

我们安置在一块可以进行大 S特猶活动和打渔活动、十分美豳、十 

分离的地方是毫无用处的。我们K r e n a k人至死都要 S持可供我们 

生活的地方，只有 S 来都一块土地。 

看到人类的软 S无能，我的心里不会感到满息》我n根本并非 

乐窓来到这璽且发表讲话。我 f l再不能把我们生存的地球，视为似 

乎 g—块仅供人们到处移动的棋子的棋盘。我们不能把地球视为孤 

立于宇宙之外的一个里球》 

我们都不是傻瓜，不认为在 I t i育我们生命之地以外的地方会有 

我们生存的可雜性。请尊重我们生活的地方，不要撖窖我们的生活 

条件，请尊重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没有 2 ^加压力的武器，我们拥 

有的唯一东西就是求得尊严的权力，》是锥够生活在我们的土地上 

的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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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苗那克 ( A i !ton Krenak) 

印第安民族联监协调人 

世界环塊与发展委虽会（WCED>公众昕证会 

圣保罗，1985年10月2&-29日 

68. 环境教育应包括并贯穿于各级学校正式教育课程表中É|tl其它科 

目的教学之中，以便S|I强对环境状态的贲任感，并传授绝学生有关控 

制、保护和改蕃环塊的办,法。这些目标，如果没有学生通过自然俱乐 

部、待殊爱好小组的活动来参加到改善环境的运动中就不可能达到。 

成人教育，在职训练，电视和其它非正规教育方法必须把S可能多的 

人包括进来，因为，目前在人的一生中，环境间题和知识体系在迅速 

地变化着。 

89. 干预环境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存在于对教师的训练之中。要增强 

对环塊及其与发展的关系的认识，教师的状况是关键。为了提高教师 

在这方面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多边和双边的机抅必须对教师训练机抅 

的有^课程设置、教学辅助材料的配备和其它有关事项搓供支援，通 

过鼓励各面教师之间的联系，如可在为此目的而设立的专门中心进行， 

全球性的环境意识可以提离。 

70. 发展的过程中，通常会将各个地方社区统一到更大范围的社会 

和经济结构之中。但是一些社区的所谓土著或部落人民由于语言的实 

际障碍或社会和文化习俗的显著差别等因素，仍然处于与世隔绝的伏 

态。这类社会集团在北美洲、澳大利亚、亚马进流域，中美洲、亚洲 

4 - -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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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丛山峻岭、北非沙《I和其它地方都可以见到。 

71. 这些居民的隔绝状态，窻味著它们保持着一种与自然环境亲密 

和瑭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的生存本身一直取决于他们对生态的惠识 

和适应性。但是，雔们的 P B绝状态，也表明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分享 

頃家的经济和社会£展的成果：这在他们不良的健康、营养和教育状 

况中可以得到反映。 

72. B I着有组织的发展工作逐步深人到边錄地区，上述集团会逐步 

K离隔绝状态。他们许多人生活在计划执行者们和 "发展工作者 "欲 

以开 &塞有宝贵自然资籙地 g ,而这种幵发活动会破坏当地环塊，使 

传生活方式受到危 &。伴 E l有组织的 &展而来的法律和体制方面的 

变革加强了这种压力。 

73. 阀较大范围的世界日益密切的联系，使这些集团的腌弱性日趋 

严重 ‧，因为他们经常为经济 3 £展过程所逋忘。社会歧视、文化陣碍和 

被排除在全国政治进程过@之外的处境使这些集团地位脆^ ,深受剥 

朗。许多集团变 5 ! ^任人摆布，倍受排斥的对象，他 n的传统习俗一去 

不复£。他们成了人们称之为文化灭绝瑰象的牺牲品。 

74. 这聱社区是个广泛积累的使人类岡它的原古祖先相联系的传统 

知识和 f t »的宝库。它们的消亡对更广大社会是一种报失， 5 5 8 ,社 

会可以从$们学翱大最的对十分复杂的生态系统进行持续耷瑪的传統 

技能。正规的发展工作更深入地进入热带雨林、沙澳和其它与世痛绝 

的环境的过程中，往往即要被坏适应这些环境茁壮成长的唯一的文化 

,这真是一个可怕的讽刺。 

4 一 一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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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对这些集团实 f e —个公正人道的政，，其出发点就是承认和保 

护它们对赖以维持自已的生活方式的土地和资灝的传统权力。他们所 

提础的这些权力或许是同标准的法律体系的权力概念不相一致的。这 

些集团的设置的用来 K督实旌这，杈力和义务的机构对维护同自然的 

和遒关系，保持传统生活所待有的环境窻识楚&其重要的。因此，对 

传统权力的承认必须阀对有资源利用方到负有资任的当地机构的保护 

双管齐下加以实施。这种承认也必须在有关当地资敏利用的决策间趣 

上绐予当地社区一个决定性的发言权。 

67. 对传铼权力的保护措旌，必须阆以符合当地生活风俗的方式提 

离社区的楗利的积极措施相伴而行。树如，不但可以通过能够确保产 

品公平价格的第笆安排，而且也可以通过保护和加强资藪基磁和提高 

资源生产率的做法，使传.统生产活动的收人提高。 

77. 对与世隔绝的传统和民的生活有彩响的促进性政策，必须在置 

他们与人为的也许是有害的隔绝参态和镩意消灭他们的生活方式之间 

,寻求出一条良好的路线。因此，将人力资獴发展的措旌加以扩大是 

势在必行的。卫生设施必须加以配备以补充和改善传统撖法；营养不 

足现象必须加以消除，教育机构也必须建立起来。这些步讓应该先于 

实施地区经济发展的新方案进行。应该努力确^当地区能够从这类方 

案中，特别是就业方面充分取掙好处。 

78. 

,他们的縮小是这样 

环境的因素。因此， 

策的试金石《 

，这些与世隔绝的脆^集团都是很小的。但是 

种发展类型的征兆，即它往往忽视考虑人类和 

4 - - 3 1 



Page 136 注 解 

1 / 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世界人口前崁*‧ 19M年的估计和予測 

(ffl约：联合面，1986年）。 

2 / 周上 

3/ 根攉联合国资易 « l £展会议的资料，頃际资易和发餍瑰 2 手^ 

, 1 9 8 5年坩朴 ( m m ： 1985年）。 

4/ 世界银行， " 8 4年世界发展报告（ f f l约：牛津大学出钣社， 

1984^> 。 

5/ rai:e 

6 / DIESA.见注解1 / 引 书 。 

7/ 联合面，联合国人口公报1982年t苎，（ffl妁：19&3年）。 

8 / C .克拉克，人口增长和土地利用（ff l约：S马丁出钣社，19 5 7 

年）。 

9/ 世界银行，见注解 4 /引书。 

1 0 / 同上* 

1 1 / DIESA,见ëÈ解1 /存I书。 

12/ 世界卫生组织，各部门间的眹系和保健发展，印度、牙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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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斯里兰卡和泰国的典型研3^报告（口内瓦：1984年〉。 

1 4 / L.T»berlakr.只有一个地球：活着想到将来（伦教：英国广 

播公司和Earthscan, 1987年） 

1 5/ 联 舍 国 环 塊 规 划 著 ， 5 ， | ^ ^ : ^ ， 和 ， ， （ 内 罗 毕 - 1986 

， ） 。 、 

16/ 世界卫生组织，为所有的人的健康的全球战公元 2 0 0 0年 

(日内瓦：1981年〉。 

17/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界教育统计评论简编， 

1960— — 82年（巴黎：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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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稹 食 保 障 一 一 维 持 生 产 潜 力 

i ‧ M 前 全 世 界 M * 产 量 t b A 类 历 时 期 都 髙 ‧ 1 9 s 5 年 每 M 

有5 0 0公斤作为主效物来源的杨和:W^作％ 1 /虽然 â / ^了这样多的 

粮 食 ， 7 ‧ 3亿以上的人吃不饱，无法全力从事生产性劳动。2Z有些 

地区耕f{>面积太少,有£i地区很多人买不起糗食另外在工业化国家以及发展 

中^家的很多地方，稜食 产量的增长正在削弱未来的生产基* 

2. 农业资源和技术是以供养增长着的人口，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已经开发了许 

多资源和技:^农业并不缺乏资源，缺乏的是能保证粮食产在需要的地方，并 

维持乡村穷人生活的政&我们依靠取得的成就和制定出旨洪给和生活保 

障的新籴咯，就能#应付这个挑战• 

Ï 成 就 

3 . _I 9 5 0年至J 9 S 5年问,谷物产:t从7亿《ife达到1'8亿》t,年增长率 

约2 。 7 % ,超 è了人口的增长速 > e t 3/这有助于满足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 

增"fe*收入提高以及发达il家中饲料量增加而逐渐提高的谷物酱求li»但这些 

處 铳 的 地 区 M 别 很 ( M 5 ~ I ) 

4 .随#部分地区糗食卢量的迅逨增长和另一部分地区 ‧胬求量的迅速增长， 

世界粮食，特剁是谷物的贸易形 «生了m;^性变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北 每 年 出 口 约 5 0 0万《>îfe粮食,八十年代达到了 J 2 0 0 0万《t。目前欧洲 

粮食短‧大减少了，北美大部分報食出口至苏联、亚、洲和非扎8 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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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农 业 发 展 的 二 十 年 

人均粮食产量 人 均 总 面 积 每公顷化jJS ， 量 

1 9 6 1 - 6 4 i ^ ^ - 1 0 0 {公顷) i公斤) 

196T—04 1 9 8 l - e 4 1 9 6 4 1 9 8 4 2 9 6 4 1 9 8 4 

世界 1 0 0 112 ` 0 * 4 4 0 ' 3 1 2 9 - 3 3 5'：> 

北美 • 1 0 0 1 2 1 1 * 0 5 0-9G 4 7 ' 3 9 3 * 2 

西欧 1 0 0 1 3 1 0 * 3 1 0»2 5 Z 2 4 ' 4 2 2 4 * 3 

东 , , 1 0 0 1 2 8 O-S 4 0 * 7 1 3 0 ' 4 1 2 2 ' 1 

非洲 1 0 0 88 0 * 7 4 0，3 5 1 'S 9 * 7 

近东 1 0 0 1 0 7 0 * 5 3 O'S 5 6 ' 9 53 . 6 

远东 1 0 0 1 1 6 0 ' 3 0 0 ' 2 0 6 - 4 4 5 ' 8 

- t r r臭洲 1 0 0 1 0 8 0»49 0 * 4 5 l i ` a S2»4 

洲fr>GHE 
1 0 0 13 5 0'17 1 0 1 5 * 8 1 7 0 ' 3 

‧i?Ao分类：包括西亚国家以及挨及、利比亚和苏丹 

]?Ao分类：包括除中央计划经济1}家以外的南iE和东南亚国家 

M o分类：亚洲的中央计划经济阖家，包括中园、 «桊、 i m M .紫古 

和越南 

5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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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11、日本和苏联获取了世界粮食出口量的一半，其余的大多为一较'?;y袼 

的发展中II家得到，如中东的石油输出几个贫穷的农业il ,特別是兹近萨 

‧ ̂ 沙漠的非洲国家， E减为谷物净输入 i l虽然 J 4年靠近萨哈沙$吴 

国家有四分之一—》人口依赖进口谷物生存，这个地区的进口量只占
8
 0年以来 

世界谷物贸易的1 096。 4 / 

5. 谷物以外的其它梭#正在改变世界衩食竊求和生产的形式* 151着偏爱动物 

蛋é貭的社会成员收入增加，对牛奶~肉类的锘求i增加，工业化国家é^》许多 

农业发屉巳在致力于足这些 ^： ^在欧洲， 1 9 5 0年至J 4年，肉类 

产量增长了二倍,牛妨产量也几乎翻了一番。5/供出口用的{^类生产增长迅 

速'特另3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牧区*世界内类口从i 9 5 0 ～ 5 2年 

2 (； o;Ç>,fe增长至J 9 5 4 年 趄 过 1 I 0 0万Pièi 6 / 

6. 为了生产这么多牛紹和肉类， I 9 S 4年大约饲养了 i 4 亿 头 奶 牛 树 

牛 ， 1 (5亿只绵羊和山羊，8亿头猪，以及大量家禽，总重量敏过了人!i^7/' 

其中大多数靠放牧或收集当地植物r畏#6但是对饲科的锴求促进了谷物产量的 

增加，如玉米J[ 9.5 Ç年至 i 9 S 5年间约占北美和欧洲'谷物总增长量的三分 

7. 取脊这种前所未有的粮食产量增长部分是由于生产基地的扩;^ mW$i 

t±l姓畜#增多、擄鱼船增多等等*怛更重要的是由于生产率的惊人增& 

人口增长:^味着在世界大多数地区M占有土地面积减少。同时由于'$`:Pii^;i少， 

计划人员和农民宜点放在^高生产率 l o在过去的
3 5

年内通过以下几条途径 

己取得了成就： 

‧ *使用可提高产量、一年多氣抗病性强的新品种,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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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化肥，化的用量巳增加了 9倍以上I 8 / 

*使用更多的农药，片]量增加了 3 2倍；4/ 

*扩大灌溉范围，面积已增加了一倍a 1 0/ 

8. 全球的统计数字掩盖了实际存在的地区性差异‧（见BOX 5 — 2 )，新 

技术的响是不平銜的，在某些方面，农业抆术的:lËi?g还在增大。例如，过去 

3
 5

年中，非洲的粮食平均生产率与欧洲相比降低了大约一半至五分之一。甚 

至在迅速*及靳技术的亚洲与欧洲相 i l i生产率也在下 1 :r/国家内郜各地 

区间也出现了类似的技术差跑。. 

9. 在过去几十年中已出现了三种敉食生产系!to "工il化农业"，集中的而 

且通常是资金和投约的农业，主要在北美、东、西欧、 »：利亚和新西兰， 

以及发屉中iî家的一小部4地"绿色革命农亚"，分布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的农业中心地区，在那里资源丰富、地势丄有灌溉条件。这类地区主要分 

布在亚洲，但在拉丁洲和北美也有一些。虽然这项新技术最初可能只适用于 

大型农业生产，现在也逐渐铍越来越多、型生产者所采用。"资源贫掎 

通 常 分 布 在 难 于 耕 作 的 发 ; ^ 中 ; i i i 区 一 ~ 旱 区 、 m - ^ m i 质 贫 粉 ， 仅 

^没有保 l ^ i ^ W f l f ' , M^JB:Ï^这些:^&区包括大多数萨哈#^附近的非洲 

和 亚 洲 、 拉 丁 的 边 远 : ， 这 里 A i : S 产 量 持 续 下 饥 饿 彭 J 主 駒 

但是今天这三种食生产系统都出现了 m生长的危机信号。 

n 龙 机 信 

i 0.实!^所有国家的农il政t都注S提高产量，尽管如此，事实已经证明， 

在八十年代中》 ^ a H - 界农 1 : 出口俅持滩长率脑在五十年代中期要 

5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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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多。而且粮食产量的增长已被伴随ffi现的经济和生态危机抵销：工业化国 

家正在发现越来越难以管理他们过剩的粮食产fi,发屣中国家数百万贫困生产 

者的生产基地正在恶化，几乎所有地区的农业资源基地都爭到压力。 

产6^其他鼓励措;Éo目前衷接翁或间接的经济补助几乎包括了。 

BOX 5—1 

农业发展的地区展望 

非洲 

•自1 9 7 0年以来，人均粮食产量每年约减少1 % 

*注重经济作物，越来越依賴进口粮食，受价格政策和外汇压力的影响 

‧主要差矩反味在与研究、发展、辑供援助和市场交易有关的基础方面 

*沙漠化、干早和其它原因造成农业资源地区减少 

‧拥有大量未开发的耕地、灌號和化肥便用潜力 

西亚和北非 

‧生产率由于较好的灌溉、裁培商产品种相提高化肥用量而提高 

‧耕地有限、大片沙漠使粮食自给遇到困难 

南亚和东J!E 

•产量和生产率提高，一些阖家谷物生产过剩 

些国家化肥用量迅速增加，广泛实行灌M 

*政府帮助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设立全茵研究中心，选择高产种，帮助开 

发地区性技术 

1 补 助 时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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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使用的土地很少，广泛、持续地砍伐森林 

a农 村无地者增多 

拉丁美洲 

*由于过去10年中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同步，自I98 0年以来粮食进 

口量渐少 

«政府支持建立研究中心，开发高产品种和其他技术 

e 土地分配不公f 

*，伐森袢和硖，农业资源，部分原囡是对外贸易和偾务危机 

*具賓大量土地资襌和生产潜力，不过大多数可耕地分布在边远、人烟稀 

少的亚马逊< Amazon )流域，那里可能只有2 0%的土地适合于农业 

生产 

北美和西欧 

,不过在七十年代单位面积产量总生 

*生产补助的生态相经济代价昂贵 

稂食过剩对世界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有抑制作用 

»由于侵饯、酸化和水污染，资源地区遭到严重破坏 

*在北美，未来农业发展的一些机会是在边远地区，在那里只有大量投资 

才能精耕细, 

东欧*苏联 

*通过进口补足粮食的欠缺部分。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茵 

«政府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同时放宽农业分配相组织形式以谫足粮食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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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便得肉类和块裉作物的产量提髙 

‧ 土壤侵^、酸化、盐化、械化和水^染对农业资源形成压力 

全部食fi生产过程，费用已变得相当髙。在美茵，农业资助已从1 9 8 0年的 

2 4亿美元增长为1 9 8 6年的258^美元。在欧洲经济共同体（EEC ) ,该 

3i费用从1 9 7 6年的6 2亿美元增加为1 9 8 6年的2 I 5亿美元；1 2 / 

1 2。市场价格一通it作为粳食援助一而不差贮藏粮食已变得更具有政治 

上吸引力，而且一般都较廉价。这些#i'j补助的剩余粮食抑制了一些商品如 

糖的国际市价格，铪一些以农业作为经济基础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的问 

Mo非紧恚粮食援助和低价格进口粮食也便第三世界农民的收入减少，而且减 

少国内粮会生产的动力。 

1 3.在工业化国家，大量经济补助生产系统的环境后果在逐渐明显化：13/ 

‧由于集约耕作相过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土质下降而降低生产能力；1 4/ 

‧由于清除了灌木丛、公园和其他保护性地表植被，以及平整、占用和开发 

边远土:^或保护区使得乡村遭到破坏。 

‧由于过量便用氣肥造成地下水硝酸盐污 

i 4.许多政府和机构，包括农业组织，已开始对当前这种鼓炀性系统的财政、 

经济和环境效果提出疑问。一个特剁引起注意的方面是这些政策对发展中国家 

影响。这些政策压制了一些产品的国际价格，如作为许多发展中国家重要出 

口产品的稻米和白糖，使得这些国家的外汇收入减少，增加了世界价格的不稳 

定阻,了在生产国的农产品加 X » 15/ 

15.为了#有人，括农民的利益，必须变这些政策。事实上这è年来已 

出现了一些重视资源保护的变化，一些补助系统越来越强调要停止使用部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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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必须减少补助的财政和经济负担、必须清除这些政策由于破坏世界市 

1 6.提髙生产率的新技术需要科学技术，技术推广系统，对农民的其它 

旦得到鼓励和相应的财政与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就表现出使用新技术的 

非凡才能。 

非洲的小型g济作物生产者显示出本地小农的能力，最近几年在生产 

粮食方面也有了成功的记私但是在经济不发达和土地贫奢的地区还没有 

因先进技术而莸益，而且在政府愿意并能够重新分K土地相资源，给他们 

以援助和鼓励时才会莸^ 

17.农业援助系统很少考虑自铪自足农牧民的特珠环:^自给农民无力 

支付引进先进技术的高額费用。他们的J:,没有面定的种植种^为满足 

自己的需要，他们可以在一块地内种很多种作物，因此不能使用为大面积 

单一种植开的方法。 

2忽视小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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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这样一个论坛上，总会有人站起来说，你忘记了我的问题。我' 

认为，我昀问题，一个非政府组织的问题，是*常重要的：这就是妇女的问题。 

我相信，这里的大部分人对妇女对环境的贵任是十分敏感的。 

特剁在非洲，人们一再明礴地说，妇女在粮食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中傚 

6 0 %至9 0 %的工ffe若不解决妇女的问题并真正傲到A±到下都有妇女参 

加决策过程，没有一个人真]E解决非洲.的粮食危机或这里存在6^许多其它危 

机。 

金女士 

绿带运动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公众 

听证会 

内罗毕，1986年9月2 3日 

1 8 .许多农牧民是薪牧性的，很难得到教育、指导相设备。他们就象自给农 

民一样，依靠某寧愛到商业发展威勝的传统习惯生活。他们饲养传统的品种， 

这些品种i|然,壮但一般都不是鬲产的。 

1 9 .虽然女铢农民耷稂食生产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她们制定提高产量的 

计划中常常被J^fL在#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亚洲，妇女形成了重要的劳 

动力量。在大多数萨哈拉沙漠附近的非洲，粮食主要由妇女种植。但几乎所有 

农业计划都没考虑女性农民的特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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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源基地的退化 

20 .目光短浅的政策导致了几乎每个大陆的农业资源基地都在退化北美 

的土壤侵^、欧洲的土壤酸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森林砍伐和沙漠化、 

遍及各处昨废物相水污叛在4 0 — 7 0年内，地球变暖可能淹没重零的59^ 

海生产地Ko ^些结果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能源使用和工业生产的发展趋势造 

成的。部分是由于对有限资源的人口压力。但以损窨环境来提髙产量的农业 

政策也对这种恶化负有很大贵任。 

3.1土壤资源的流失 

2 1 .舞几十年内增加耕种面积经常是因为开显了易于侵烛的边远土地。 

到七十年代末，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农田土壤侵^超过了土壤形成速度，主 

要在中西部的农业心脏地区。1 6/在加拿大，每年农民均要拿出1 0亿美 

元用于治理土壤退化。I 7/在苏联，开昼生荒地是农业政策的重点，这些 

土地主要是一些贫瘠的土地。1 8/在印度，土壤侵^影响了总耕种地6^5 

-3 0%« 19 /联合囯粮食及农业组织（F A C )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 

没有保护措施，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雨水灌羝的总耕地面积在一个长时 

期内将减少5. 4 4亿公顷。 

2 2 .侵^使,土壤蓄水能力降低，养份减少，檀物扎根的土层减薄，土地 

的生产能力降Ifc被侵烛的表土被冲入河流、湖泊、水库，淤塞港口、河道, 

减少水库的葷水能力，增大了洪水的危害‧ 

23.设卄和实施不完善的灌溉系统造成了水溁、土壤的盐化和碱化。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 A 0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tJUES ce )估计全 

世界约一半的灌親工程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些问2 1/这个估计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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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约损失1 0 0 0万公顷的灌號土: 

24. 土壤退化威胁到了整个农业资源基地。耕地损失使得农民过分使用其 

余耕地，开昼森林和牧场。持续的农业不能采用破坏相耗竭土壤的方法。 

3. 2化学ft的影响 

25.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化肥和农药对于提髙农业产量起了巨大的作用, 

但也提出了不能过分依赖这些物质的警告。过量使用化肥引起的氣醬径流危 

害了水资濂，而且这种危害正在扩大。 

26. 控制昆虫、害虫、杂草和真菌的农药提髙了生产率，但过量使用则会 

危害人类和其它生物的健康。连续长期地接触残留于食品、水甚至空气中的 

农药和化肥是危险的，尤其对儿童。1 9 8 3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发展中 

国家每年约有10 000人死于农药中毒，4 0万人受到严重损害。22/ 

些危害并不仅仅隈于施用农药的地区，还可以沿食物链迁移。 

27. 商业性鱼场在减少，鸟类受到威胁，一些捕食害虫的昆虫消灭了，而 

大量的具有抗药性的害虫在全世界迅速蔓延，有些甚至可以抵抗最新的农药。 

这些害虫的种类相危害成倍增长，严重影响了有关地区的农业生产氣 

2 8 .使用农业化学本身并不造成危害。事实上，在许多地区使用量仍很 

低，在这些地区反应速率高，残留物的环境影响还不是个问题，因此在这些 

区便用更多的农业化学品可取得效益。但是，化学品用量的增加往往寒中 

在!M:于利辩棉区。 

3. 3对森林的压力 

29 .森林对于保持和提高农田生产率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农业生产的扩大 

以及世界木材贸易和柴薪的需求的增加破坏了大量的森林植被，虽然这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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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是世界性的，但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特剁是热带森林地区 

(见第六章） 

30.由于这些国家人口增加而可耕地减少，使贫穷农民在森林中寻找新的 

土地以种植更多粮食。一些政府政策鼓励将森林改造为牧场，另一些政策鼓 

励在森林重新定居的计划。假如这些土地是开晷农田的最好地区，能够供养 

生活在那里的居民，而森林并没有发挥更有用的功能，如流域保护，那么变 

森林为农田是没有什么错误的。但是森林往往被无计划地砍伐。 

3 1 .森林砍，对山区、山地流域以及依赖森林的生态系统危害最严重。山 

地影响降两，其土壤相植被系统的状况影响降面流入河流相下游的平原农田 

的形成。世界上许多地区出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洪水相干旱与山地 

流域的森林砍伐有关。2 3/ 

3. 4日益伊大的沙漠 

32 .在大约2 9 %的地球陆地表面发现轻度、中度或严重的沙漠化，另外 

还有6%属于特别严重沙漠化地区。2 4/1 9 8 4年，世界的干旱地区有 

8. 5亿人口，其中2. 3亿生活在受严重沙漠化影响的地区。2 5/ 

33.沙漠化过程几乎影响着地球上所有地区，但对南美、非洲、亚洲的干 

旱地区危害最为严重。这三个地区总计有18. 5 % ( 8 . 7亿公顷）的可 

#^严重沙漠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干旱地区中，以非洲的苏丹一萨赫勒地区 

受害最严重，在这个地区南部的一些国家受窖稍轻。在那里的干旱相半干旱 

地区发现8 0%的居民受中度影响，8 5%的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34 . 土地持续不断地以每年6 0 0万公顷的速度退化为类似沙漠的地区。 

2 7/每年2 1 0 0万公顷土地由于沙漠化扩展而没有经济收入.2 8y^§ 

然一些地区有所改善，这种趋势仍将继续。一 

3 5 .沙漠化是气侯与人类影响而造成的。我们能够较多地控制人类的影响， 

这些影响包括：人与动物总量迅速增长；不恰当的土地利用措施（特别是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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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伐）：不利的资易条件以及内At在不适应的牧场种植经济作物迫使牧民和 

他们的牲畜移向边远地区。对初级产品的不合理的国际赘易条件和锾助囯的政 

策产生的压力便使人们不惜任何代价提高经济作物的产量。 

小农被指贵为要对环境破坏负贵，似乎偉们可以选择其赖以生存资源， 

但实际上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为了生存，对令天的醬求往往超过了对未来 

环境的关应该对破坏自然资源负贲的是贫困，而不是穷人。 

杰弗里布鲁斯 

加拿大囯际开发署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公辦证会 

渥太华 1986年5月26—27B 

3 6 ‧ 一项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 H E P )制定，在1' 9 7 7年联合国沙漠 

化会议上提出的行动计划已经取得了一些微小的、主要是地区性的效益。29/ 

由于缺乏囯际社会的财政援助，针对地区性问题的地区性组织不健全，以及缺 

少基层公众的参加，这项计划的进展受到了阻碍a 

m 挑 战 

3 7 .随着人口增长相消费形式的变化，对粮食的需要将会增加。到本世纪末， 

人口将要增加1 3亿（见第4章），不过增加的收入在发展中国家约占食物需 

求增长量的3 0 — 40%,在工业化国家约占I 0 %。 30/囡此，在今后几 

十年内，全球粮食系统必须设法每年提髙3 — 4%的粮食产量。 

3 8 .全球的粮食保障不仅仅要靠髙全球产量，还要靠减少世界粮食巿场结 

构的時形，把粮食生产的注意力集中到缺粮的国家、地区和家11»许多粮食产 

量不能自给自足的国家拥有最大查的尚未开发的农业ffwji 丁，—洲和撒哈拉 

沙漠附近的非洲有大量未用土地。不过各个国家间i—^—iiS^—量差别很大， 

而且大多数生态环境脆弱。苏联和北美的部分地区还有大量的边远土地赉于耕 

作；只有亚洲和欧洲礴实没有多少可开发的土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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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全球粮食保障就是要保证所有人能得到粮食，甚至贫穷中最穷的 

在世界范围内，这个挑战要求重新评价全球的粮食分配，该任务更直接地和 

沉重地落在各国政府的身上，在许多国家，生产财产不公平的分K,失业和 

就业不充分是饥饿问题的症结。 

4 0 .高速稳定的农业犮展意味着不仅有更多的粮食，还可使人们有更多的 

机会挣钱买粮。囡此，当拥有未开塁的农业资源的国家靠进口更多的粮食满 

足需求时，实际上是在引进失业。同样，鼓励粮食出口的国家是在增加粮食 

进口面的失业率，这迫使人们向边远地区迁移，迁移的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 

破坏资源。将生产转移到缺少粮食的国家相这些国家中缺少资源的农民是一 

种实现持续生存的途仏 

4 1 .保护农业资源基地和保障穷人生活可以下列三种方式相互配合：第一， 

可靠的资源和良好的生活促成妤的耕作相稳定管31„第二，缓和了乡村向械 

市的迁居，促进充分利用资è提髙农业生产，减少对外地产粮的需求。第三， 

通过与贫困斗争，帮助降低人口增长速度。 

农业发展中有很多矛盾。不顾非洲现状，盲目模仿在不同环境下建立的 

模式将会一事无成。大片生荒地被开堇以生产出口谷物，使谷物价格下降， 

这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需要克服的问题多得便我们忘记了每个问题都是可以做一些积极事情的 

机会。这种机会使我们能在广泛的知识背景下考虎环境相资源保护。这样傚 

我们将能够威得下一代，向他们展示他们坷围世界的奇迹相利^ 

阿多法‧马斯卡汉斯 

世界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同盟哈拉里办搴处 

世界环境发展娈员会公众听证会 

哈拉里（津巴布韦），1986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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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生产重点转移至缺妆国家也可以减轻工 

业化市场经疥阖家,农业赍i;;ii旳压力、便工业化N家能采用更稳)？fJv:M化id:竑' 

对农化生产的刺激制y5C可以改变为不再鼓励过份生产，而鼓励采用能改善土M 

和水质的农立方法。政府也从乂&存和出口过刺产品旳负抠中摆脱出釆。 

4 3、只有资源基地脊到保障，这种农亚生产的转移才能持久。应当指出，目 

前还远不走这样。因此，为了达到全球粮食保障目标，对粮食生产的资源îU也 

必须维护和加强，对已经破坏地区要恢复。 

N维持粮食保障的策略 

4 4、粮食保障需要不仅仅是妤的保护计划，这些计划可能一一而且经常一-

田于不恰当的农业、经??f和贸易政策而不能买施。也不只是在计划甲加入一项 

环境內容。杈食策略必须包括一切对下列三个要求有彩响&ViK5^:把粮食生严 

转移到最胬要地方；保障乡村穷人生沽；保护资源。 

i 、 il义府干预 

4 5、欽射干预农业走工业化;|t:发展中^冢都有eg规俘，这走不可改3^8'；/。 j[>T 

府对农业研，i祁凤耒扭厂B`i|投资、农业贷款祁Tffï场服斧，以及一系列其它叉持 

糸?^^鲮近半"IM^纪的/11^功中都友佯了作用。亊买上扦多友^中111采3^"1(-止;"1 

题走iî?:些糸统还很、秌§§。 

4 6 、干预it有其HH<;/t? 5̂  。许多Jl^/讨买i^;上个;[丧贲傰蚱廿：出靜二——it入 

^严 i t i、 lât內销,：、出口、政府征M、 j P W ' f P^rat, 格控，〗w补助Mùi-il::i/ç) 
二
fp谷村土地便JîiE^；；^足：囬^、 if物Jif类#

二
导。 

4 7、 一;fjjH兄来，厨干预形式有三个本欹陷51〖一，构成这些十预计,*l=it; 

昀 标 准 缺 少 生 . ; ^ 5 学 : 的 ， 應 ， 一 般 只 近 期 效 呆 。 准 ^ ^ m'l-1^:i'l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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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i|`jji;的农业ig;^.叛励农^维护祁?5(`善他们的土堪、森林>fP水源。 

4 8 、 ：g,二个iï天陷农业it;(策倾向于在一个笨将用统一B`?l^r格和经`济补助、 

？乂范化的叉持标^£以及+加区别的基础设施ETa'投资等等。不同地区应有不同 

:i{t以滴足不i^:iay地区旻求，鼓励农民采用能便那里生态稳足万法。 

4 、J 、地区政策差剁BV:g要恒可以很容易地得到'#释： 

*山区:新《励水果价格，补助粮食，促便农民转向从爭更利于生态稳定的 

,艺立： ― 

农业中的题是明显Fr3。我作为一个农民，可能/为现行制度的殳害者。 

为什么大约四分之--&3加:î;S大农民面临马上破产旳W景？这直接-，廉价粮食政 

5{^:3总#念,^.矢。自从.入们开始在这里哭居以米，这些概念就一走联邦农ili 

玟 朿 的 基 ^ 。 

min-iti目W Eh/廉根食ïioii看作一>ff经；芥4è力，li`^|^ 了 土壌的退化和农 

民与土:间力I？卞r生存而不tt/f增长的一种不具人格的天糸，：i^:走一种工立化昀 

m:^x ，只 è ^ ^ v i 为农K-`>i^来2±y/f灾m, 'm为加箪大人:tp世界公民^米i"Hw, 

灾)*É。 ' 

卡.'g̀  •伊士4f ( 、、'a.yne K & c t ' ^ r ) 

世界.卜Jïfciit;k_̂负会公众听址会 

à_太华，19<30#-5 H 2t> -- 27 B 

0—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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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易:风蚀^水#、的地区，政府H.站jît补助和其它措施鼓励农!^气保持水土 

*在地下水回灌地区的农民易受地下水碣酸盐污染的影响，Ft促使他们保持 

土#Jfi力，施用不含氮的另£料以提高产量。 

5 0.政府干预的第三个缺陷反映在农业刺激体系上。在工业化国家.过分保 

护农^外过量生产是减税.直接补助祁价格控制的累积结果。现在这种政策充 

满矛盾，造成了农业资源基地的退化，从长远来看，对农业加工业也是弹多于 

利。一些政府现在已经葸识到了这点，正在努力把补助的重点从提鬲产釐转向 

资源保护。 

5 1、另一方面，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冢这种农业生严刺激体系还很薄弱。市场 

干预常常甶于缺乏一,个收购与分配的组织结构而失去作用。农民面临着极度 

不稳定局面，价格津贴系绽常常偏向城市居民，或仅限于几种莉品粮作物，结 

果造成了作物种类的Bf型发展，对资源基地也严生破坏性^响，有些时候价袼 

控制削弱了对生产旳刺激，在许多情况下，真正需要的是遨过价格政策；?^政府 

经费的重新分配得出对农民有利8^贸易条件。 

5 2、从全球观点加强稂食保障需要减少对发达III冢市场经济中的过童生产和 

竟争生产的叉持，而鼓励在发展中il家发展粮食生产。同Btii些豉励结^必 

须重新设计，提倡保护^加强农置资源基地昀农业方式。 

2/全琿展望 

5 3 、 1 9 5 0年至1 9 7 0年农产品贸易增加了二倍，七十年代以米又翻了 

一香。然而，在农业问趔上各国还是最守旧8^,继续从地区或国冢05角度虑 

问题，总之，他们关心的是如何牺牲其他竟争者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双民。 

5 4.将粮食生严转向缺根国冢衡要茌贸易形式上作出直大改变。mi^)àm 

5 —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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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易保护主义壁i便谷方都受到损&。贸易保护主义减少了粮食产品的贸 

易，如一些[à.家从这些'!^易中是可以'侍到:^、：际，f处的。各国必须使用包括生态 

和经济持续性.以及国际互利性的标准，修订他们的贸易.税收.刺激制厪， 

5 5、在发达fig市i,ig.济国寡中剌激造,矻的过剩产品坏?加了以补助价格出口或 

作为非紧急粮食援助出口这些产品eg压力。援助国祁受援国;S该对这种援助的 

^响负贲，JE利用它为长远目标服务。这些援助可以有效地便用于一些为了恢 

复退化土地、》$设农村基础公共设施以及提高穷人的营养水平的项目中。 

3、资源基地 

5 6、只W农业.依靠的土地、水^!!Mt不被欤坏，才能有持续的农业生产，正 

如上面逑议的那样，重新确定政府干预的方向可以为此提1^一个范围，但耱要 

更具体旳侏护资源基地的政策，而且还要提高所有农村居民的生产能力和生活 

水平， 

3 - 1 土地利用 

5 7、改善资源基地的首要任务是逬行广泛的土地分类：， 

*强化区：能够承受集约耕作祁更多？3人口与消费水平； 

*非幵发区，不iiii发展-,约农业，已发屣&3地区，is转向其它利>ft万式； 

*恢复区：耕地的生产能力芫全丧失或大大降1fc。 

5 8 .裉裾"m便用"标划分土地胬要&3资. f +不龙总飴得到H y。大多敎工 

业化国冢有足够详细的土地、森林、3"水体 tn ;^料，可以,为土地类旳础。 

很少发展中K冢有这杵的资料，但它们应该也能够利用卫星监测^其它迅遝^ 

化的枝术取待ii种资料。 

5 9 、代: ^关谷，特 M是穷入和边 3 5 it!i区A?=i民利蓝By-?^门或委员会可以负 

6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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贲选择各种类型的土地。这个it程必须是公开的，具有普遍接受fi3称>^， I?l it 

佳使用万法和维持生存所的发展水平二者结合。很据最佳便用划分的土地将 

决足基础设施、文持服斧、促进措施、法《制、财政补贴，，"其他刺激^抑 

制措施5?变化， 

6 0、对非开发区的土地不应有促进集约农业旳支捋和补贴。但迗些地区可以 

支持某些在生态上祁经济上持久的土地利用万5、，如畜牧业、种植薪炭林，发 

展果园和森林。这些重新设计的支持系就牙U刺激措施应集中;g:.范!il更大作物 

种类上，包括那些对放牧和水土保持等有利H<y作物。 

6 1、目南在很多地区，II然因素和土地使用万法产率降到了甚至不能维 

持自给自足农业的地步。对这些地区问题旳解决必须因地而异，各ill政府jTti 

优先制足国冢政策^多学科计划，制定或强化旨-?£恢；^:这些.^!4区的制度。々口 

除非釆取一些能够长期恢复^保持ïi肥力的特珠土壤保持揞施，集约农 

业会很快地耗尽土壤表层，引起土壤退化。因此农业的任务就不限于获得生物 

产品还^î;Ê够保持祁提高土壤肥力。否则我们将很快就/掉席本属于我们ff3 

儿子、孙子、重孙子tnj资源，更不用说再远tRj后代了。 

越釆越引起研究地球土壤表层昀科学家担忧的走：我们这代入£nj生活是以 

牺牲后代为代价B5。我们自私地利用在生物圈犮展几千年内积起釆的土4ï( 

另巴力，而不是依靠现在每年增加旳土翻£力生活。 

罗!!"Ht夫 

莫.斯科isbi:大学 

世界环境^发m负会公众听证会 

莫.斯科，1 9 8 6年1 2 月 】 1 H 

Ô ——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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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已-《样做了，就妥更妤地协调-亏设计。肤合11〕《与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 

划》巳经制定出来了，伹还-a二^更多的叉持，尤其是财政支持。 

6 2、恢复土地可能会要求限制人类活^以lîii植被再生出禾。这在有大群牲畜 

和人口众多的地;!f可能很W难，因为当地入民的同蒽与加是头等重要B3。政 

府可以在当:I也人民Eh?合作下宣布这些地区为国家保护区。对那些私入占有旳地 

区，国冢可+乂买下或帮助那里恢复。 

3 - 2 水 管 , • 

6 3、水管理的改逬:^于提i^l农业生产率，减少土地退化和水污染是重要&3。 

关键问题在于灌溉计夂'j和用水&y效率。 ' 

6 4、在缺水的地区，灌溉工程i£该最大限/f地提高单位体积水旳生产率，在 

水量充足的地区，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单!立面>cR土地的生产率.但便用多大量 

的水可以不破坏土壤则根1，各地区条件而；£。 ：Hîi过采用更细铁的万法排水、保 

水，耕作万式^水量控制，以及更合i里的放水，就可以避免盐化、碱化和水滂。 

在小观J^sg灌i^`fc项目中，这些目标大'：^奴都tii容易买现。但不论项目大小，在 

设 计 中 都 必 须 考 到 有 矢 力 才 y tEl tftj, '11!3且《以后管毪中要-吸收他们 

瞽加。 

6 S 、 一些地区iik使川地下水造成水位iiiii^降低一一这柙ÎfI况逋常龙个人# 

利TO社令受If。 îÉEJl'i下水用'EL超it补给f]è力的地区，规萆制iJi:或财控审〗就 

，^^卞分望要。地下水和地汆水的结合便片J能*i^.哲利于^配/水teîM ，延长限 

的水供；^。 

3 - 3 化学品5^'#`代物 

6 6、许多lîl尿，特別走发,丧中〔li^，增加化肥‧fy;R药的片〗愈够也该增加 

5 ― 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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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童。但各阖也可以:;ail,^助农民更W效地使州有机肥料米提严^。因此3^ 

府必须鼓励便用哭多的有机植物养料补充化肥^控制害虫也必须趟来越依: 

用天然方法。（见E 0 X 5 — 2 。)这种策略要求对现行的一些公共馼&逬行 

修改，这些公共政策激使用更多的化肥和农药。为将釆不用^少用化肥、农 

药57衆略服务eg立法、政策.tP研究能力必须廷立並予保持。 

6 7.许多国冢对使用化肥和农药给予大暈补助。这种补助促便化肥更多地用 

于商业目的的农，区，在那里境危害可È&经超过了提髙严量得到^效益„ 

因此不同的地区>S使用不同5^政策釆管埋为促进化)15,，农药的>S用。 

6 8、各地区都必须大大加强控制农用化学品立法^公共机构。工业化国.豕 

必须严格控制农药出口。（见第八萆，）发展中国家必须有基本89立法祁管理 

手段控制便用国内的化iE^农药。为做到这点就锘要扠术上^经济上旳帮助。 

3 - 4 森林和农业 

69.未受破坏的森林保护流域、减少侵为野生动物提供生境，还在气候 

系就中^关键作用。森林也是提供木材、^炭,to买他严品旳经济资源。关键&3 

任夯是保持森林开友与踩林保护之间的平衡。 

7 0、明智旳森林igc策只SE依镞对森林和林下土地发挥各种功能&?能力的分析, 

这样的分析可以便一部分森杯被开塾为农田，另一部分成为牧坊；一些林地可 

用于提高木材产蟹玖作.为农业踩林便用；另--些则保待不35，用于流域保护、 

旅游、；！!^野生动物保护。农jli向林区的扩展必须以;xî土地能力旳科竽划分为基 

础。 

7 1、保护森林赘源旳计划必须与当地居民一起开始买施。他们P;)t毁坏森林， 

又身受其害，m且要负；打各种新的管理计划的直担。3 3/他们;S处于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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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X5 — 2 

养份供H ，虫告控m !ïv天然系 

*作物残挺i^T^农IC肥是土壤养份rJ3潜在；)ia?:。 

*有机减少径流童，提高对其它养份S3吸收童，还改善壤的保水^抗侵 

蚀能力。 

*便用农家JE,尤其是结合间作与轮作使>1^可以大大地降低生产成本。 
I 

i *如采或植物生物量在沼气'—厌氧消,化，产生旳能量可用于烹调、开动 

I水豕、汽车、或发电，整个系^的效率t以得到提鬲。 

i *利片j某些单年生植物、树木祁微生物旳天然生物固氮系疣有很大旳潜力。 
t 

：*'害虫综合防治{!-FM)减少了对农药旳需求量，改善了国家旳支付平衡, 

I节省出外汇用于其它发展计划，提供了最攝要的就业机会。 

:*虫軎综合防治锘要详细B?资料，其中包括：瞢虫及其天敌、能抵抗害虫侵 

害特珠品种、集约耕打；方式，以及那些支持种方法而JLB^改变耕作 

‧万式以 i U I i S种方法农民u 

备棘林贊埋的中心，is是捋乡_e` !ï:J农业的基础。 

7 2、这样一柙万法将会改变i^yrî确立发展重点旳万式，还将便地方馼府^团 

体负起更大昀贡任。矢于珠林便/ft昀合卩』〗必须进行谈判、S!t再谈判，以保 

林开发祁整个环J^'ï与生恣糸统侏护的捋续住。林严品的1fr桥W要反映，j品旳真 

正^源价值。 

7 3、 一-?MJ`森林可排为非开发区。主要是冢公iJï！，完全不灰展农业，以 

侏r土壤、水^野生^柏物。还可以将一钟分如来升反就4i，tH于fé'蚀或沙埃化 

6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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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逨土壤逗化边远地区列%!非开发区.u-:iS?/ Kî ，在Cl,衩i^t坏&315^#.%区恢 

复森林特别重要。Éi然1^护区^家么、M还可以便原始资源侏®茌其天然严Jtt 

) 

7 4、，林业也能友到农业中。农民可以利川农业林.f;统生产f'艮食和燃料。在 

这个系^中，同一块地上可种植一种或儿种树木作物，--种或儿种粮食作物或 

放养牲畜，不过"般在不同趵时期。选择搭配合的作物互,1^1促逬，能比.兮开 

种植生产更多的賴食祁燃料。这种抆术特别适合小农户祁贫;fi^土地地区。农业 

林已被备地的传农民便用过，现廿:&3任夯是恢'》i这些老办法，加以改逯，便 

之适应于新条伴，'同时S要发展新方法，3 4 / 

7 5、国际淼林研究组应当照" l u际农业研究顾问纟â " By方式，在备々热 

带国冢8^谷种生态糸统中工作。研机构有充夕]机会研9&森林在农业中旳作 

用，例如建立模型预剁一片*林砍伐后对水土流失的响， 

3-5 水产养殖 

7 6、渔业和氷产养殖业提扭蛋白质和就:iii机会，走.m食保障89矢键。海î:f渔 

业向全世界供给着大--，分鱼类。1 9 8 3年的产童为7 6 8 0万p电。鈹近几年 

'的捕妖重每年增长1 0 0万《^t。到本世纪末，有可能达到一亿>"ïfeBg捕^童， 

35/这仍满足不了预计昀需要量。有迹桌敢明，许多可食用的淡水鱼类已衩 

'捕尽或受到污染旳严重祯鲁。 

7 7、水严养殖，或"养渔业"，与逋常&3渔场不|ï^〗，是在一足的水怀内入工 

"fe养，它将有助于7拜足未来旳箐求。近十年内，水产养殖的产童锢了一番， 

现在已占全世界鱼产童的-白:;^之卞。36/。给予必要的科技，经济和组织支 

捋，到2 0 0 0年，严:t可:t."^加五至卞倍。3 7/'水严养殖可以在水稻田、 

6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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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矿穴、小池塘和其它许多有水的地区发展，而且也可以有各种规模：工业化 

的，家庭式的，合作社式的，或合伙的。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应该注 

重发展水产养殖。 

4、生产能力和产量 

7 8、保护和加强农业资源基地可以提高产量和生产能力。但需要有特珠的搢 

施使投资的效果更大。最好的办法是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技术和人力资源。 

4‧1 技术基础 

7 9、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的融合提供了在稳定的基础上改善营养和增加农村 

就业机会的可能。生物技术：包括组织培养技术和从生物量制备价值更高的产 

品的技术，微电子学，卫星图象，计算机科学，和通讯技术都是可以改进农业 

生产能力和资源管理的尖端技术。3 8/ 

8 0、向缺乏资源的农民提供稳定的生活条件是农业研究的一项特珠任务。最 

近几十年在农业技术方面取得的主要进展能较好地适用于稳定、统一、土质好、 

供水充足的资源丰富条件、撒哈拉沙漠附近的非洲和亚洲、拉丁美洲的边远地 

区最紧迫地需要新技术。那些地区一般降雨无保证、地形不平整；土壤贫脊， 

因此不适告采用绿色革命技术。 

8 1、为了帮助发展这些地区的农业，研究工作必须分散一些，要针对农民的 

条件和重点。科学家蔷要首先与贫穷农民交谈，把研究重点放在种植者的重点 

上。研究者必须学习和发展农民的新方法，而不是相反。更适宜的研究应当就 

在农场干，以研究站作为安排的对象，最后由农民来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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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此环i究!^题的极不是i^k问;i^如果要采:!ft严格的生态政5;^ ， ̂ —定要； 

决土也问，"！"i」丄必:̂ ;̂ijîï̂ :f̂ 定î;Si:>ït;；》的卞!8。 ；iM:;
〗
ïi夂任何然'保护丄义 

的政纟;2都必须KL之有相的农业政5^ ，这些政荣不仅;^^^1保护的^1^还/`^it^ 

足巴西人民的W要。 

朱 李 舆 M ‧ ‧盖tr 

国宋印身安人支;^协会主力^ 

世界环境发屉^员会（WOED )公众听iih^ 

圣 罗 ， 2 9 s 5 年 J 0 月 2 s ～ 2 9 B 

8 2. } ï^业性企亚可以帮助开发和技术， lai i j家政府机构必须为农业研究 

和推广提供必要的条化发展中地区的研究单位几乎侉-不刭适当的基金。这个 

问.题在低牧入囯家显-得更严重。农业经费只占灰`ik,(i收入的百分之•?::A?;九。ÎE 

中等收入IS家可达百分之一点5h» .3 9/研究和推广的努力必须大大地加强， 

賴!1是那些气候、土樓和地形构成特殊问题的M区。 

8 3.这些地区将特另:IW要新的种子品种。许多发展中1:4]家的农业都是这 

控制，百分之三十一由发展中Si:家的研究机构握'另外百分之十四在fei际.农 

业研究中心。 4 0/这些遗传物.li?i许多产生于发展中国I这些基£311^必须:|;ï 

加]^存的，改进存技术，保证资源能方便地供给发展中a家的研究中心e 

8 4.私人公司越来越,t切寻求取得改良种子品种的所有权，常常不承"iÀ^(现 

这品种的Ê〕îi{Éy所有;1& 就 ^ Ç 了 遗 资 源 多 的 1 家 将 其 资 际 化 ， 囚 

而减少了所有圓家逸品种的范围。发展中国家的Stî^研究能力十分有隈以玖干 

5 ―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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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Jr^的农业过分仗靠」t它Ji^方的私人&til库和种子公巧。IMiîhÊJ际合作和有关 

成果分享的明确协定在农i技术的关键领域内十分重耍，如发展新品种。 

4 ‧ 2人力资^ 

8 5.如果没;éPiiJ应的努力开发人力资源，传统农业技术上的转变将是困难 

(见四章）。这意呔4r应进行教盲改革，培养更多的能；^^乡村人民和农业 

W要的研5^2人_,4。在乡村贫民中文盲仍很多，但提髙文化水平的努力应注重于 

刃i;i^有效使用土:Jtii、水和森林的基础知识。 

i>` 6 ..尽妇女在农业中;^着重要作用，她们接受的教育，以及在研^技术 

妆广和其它支摔服务中的代&却少得可怜《妇女应该待到与男性同等的教有机 

会。应该有更多的女性劳动者。妇女应该參加现场调查，应该在有关农业和森 

氺;:计:y中得到更多决策权力u 

4 ‧ 3投入的生产 

s 7 . ;Œ'〖说农业屮，本的有机向农民i^i供能源，养份和控制害虫的手段。 

今大，这方w的;;求越来越靠屯s石油产品、化ti;f i J农药》满这投入的 

成本在成本中 t i\ i比，il正在增P ，挥畫的使用也造成了二`济和生态危鲁。 

8 8 , i;i;É:S!:iWi^i^W求之--是纟iiïi&L。通过给予设备制造者和农民适当的鼓励 

过有效的化术扭广，可以大大提,t;j水豕的使用效4^ .灌；1!4系用的É量也可以 

由风能发电机或由 :生物物产生的推动的常规内燃机提仏太阳干燥 

.;;;kfi/太阳冷却‧ûg力ii用来保存.*ÎU^品。应促进开发i^î^非常规能源，尤其是在 

缺乏î£ ̂ 的地区。 

8 9 .当施力匕不iiî时^^4^会失，M:iK农13!^；；水--起流失，并污染当地的水 

I 'fe用农时也iï类1^:的《：^坏'副'ff^;î4:口污染问;^ 此技术〗]^二系統和li^j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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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苘W将促进3愤和经济地使用这^昂:&的有毒钕质的计划放在优先的:! ikiù; 

s . 平 等 

9 0.持久农业不仅要提高平均生产率和平均牧入，还要提髙资源鈇乏地区 

的生产卒和牧入â食保障也不仅仅是一个锻高产量的问题，还要保ÎJKI:短 

时期内或在当地缺时 ,域乡贫民不会拔低所有这些都 &要在教 ^生 

产和分配制度中提倡平等。 

5 ‧ J土地改革 

9 I.在许多土地分配极不公平的Si^ ，土地改革是一个基不要求。如;? 1环 

逬竹土:Hfe改革，为保护资«础而iii行的积/}^上和#上变化可能会增大这 

种不公平，使穷人被剥夺资源，而有利于拥有大农场人，他们更易得到有 

限發款祁服务。使千百万人无路可走，这种变革只能待到与希望相反的结 

果，更增加对生态的破坏。 

9 2.鉴于制度和生态形式多种多样，不可能有一个通用的土地玟革方法《 

每个国;il都应该制定自己的土地改革计划，《ï助缺地的农民.，拔供协调资源 

保护的基础。在既有大量土地同时又有大批鈇」è者6妮区，这种土：{&再分Êil 

就尤其重要。主内容包括改革租ite方法，保证土地使用〗〖)m和明确记录土 

地所有*Ce在土地所有剁改革中，应该重点考it 土:^的生产能力和林区的森 

林保护。 

93 ‧在那些土地被分割为许多不连续小块的地区，合并土地有利于实施资 

源#护措 : ià>鼓^小农户的互助合作，-一 1?甸如兽虫控制或水管理-一也有 

助于保护资源。 

5 -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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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在许多国家妇女没有直接的土地所有权；土地只以男人的名义占有。为了 

保障粮食供给，土地改革必须承认妇女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妇女，特别是那些 

主持家事的妇女，应该得到直接的土地所有权。 

5,2自给农民和牧民 

9 5 .自给农民，牧民和游牧民，当被迫生活在无法供养他们的土地或地区时， 

会威勝环境资源基地。 

9 6 .因此自给农民，特别是刀耕火种农IL牧民和游牧民的传统权力应保证 

不受侵犯。必须特别尊重土地使用期限和公共权利。当他们的传统方式威胁资 

源基地时，只有给他们提供其它选择，才可以剝夺他们的权力。大多数这样人 

97 .研究工作应该及早注意自给自足农业中混合农业的不同需要。技术推广 

要优先向他们提供政府投资，帮助改良他们的耕地.牧场以及水资源。 

5•3综合乡村发展 

9 8 .许多国家的乡村人口将继续增长。按目前的土地分配方式，拥有少量土 

地和没有土地家庭数将增加5 0 0 0万户。到2 0 0 0年时，达到近2 ‧ 2亿 

户。41/加在一起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农户的四亿之三。42/如果没有适宜 

的生活条件，这些家庭仍将继续贫困，而且为生活所迫还将过份使用资源基地。 

9 9 .我们为了制定综合乡村发展战略已傲了很多努力。对需要的条件和隐藏 

的危险也都了觯得很清楚。经验表明，土地改革是很必要的，但如果没有投入 

分配和乡村服务几方面的支持，仅仅进行土地改革也是不够的。土地少的人， 

经济来改 

，使它们能提供给刀耕火种农民和游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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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一特剁一妇女，在分配稀少的资源-资询人员和贷款时，必须得到 

优先照顾。小农户也必须更多地参与制定农业政策。 

100.在发展中国家，应当鼓励在乡村地区开发非农业劳动的机会，综合 

乡村发展需要足够的资源承受乡村劳动人口的大量增长。如果得到政府政策 

的支持，成功的农业发展和收入的增加能够开辟服务业和小加工业的机会。 

5 ‧ 4粮食供给的波动 

10 1.环境^化会造成更经常.更严重的粮食短缺。因此持续的农业发展 

应减少粮食供应的季节性变化。但这样的系统并不能消除这些变化。因天气 

影响的波动仍然存在。在大范围内越来越依靠少数几种作物可能会使天气和 

害虫的危害显得更为突出。通常是最贫穷的家庭和生态条件最差的地区受缺 

粮影响最大。 

1 02 .粮食贮备是应付缺粮的关键。目前，世界谷物备占每年消耗量的 

百分之二十：发展中国家占三分之一，工业化国家占三分之二。发展中国家 

粮食^备的一半以上集中在二个国家一中国和印度。其他国家的贮备只是 

为了满足紧急需要，贮量很少。4 3/ 

103.工业化国家的粮食备主要是必须保留的剩余粮食。这些粮食是为 

紧急援助准备的。但紧急粮食援助不能作为粮食保障的牢面基础，发展中国 

家应在丰收年增加国家!^备，并鼓励发展家庭性的粮食备。要这样做，就 

需要一套有效的政府支持系统，使粮食的购买*运输和分配更方便。在战略 

地点准备好^备条件，对于减少收获后的损失和在紧急时提供快速救济都是 

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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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有能力购买拖拉机。但使用一年 

以后，他们发现用拖扭机的开销比他们想像的要大得多，因为必须在昂贵的 

备件上花很多钱。也许我们可以建议印度尼西亚先建一个能制造这些备件的 

工厂，再继续号召在农业中使用拖拉机。 

由于这个原因，政府向农民提供的大量贷款现在还没有得到偿付。这些 

贷款是为了使他们的农业技术现代化，特剁是用来购买拖拉机。假如这些拖 

拉机现在还在使用，也许农民可以偿还贷款。实际上，这些拖拉机停在各处 

生锈，正在变为公害，成了农民的一个难题。 

安迪‧马帕撒拉（Andi Mappasala ) 

主席，耶耶桑‧太龙‧波克 

(Ya7asan Tellung Poccoe )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公众听证会 

雅加达 1 9 8 5年 3月 2 6日 

1 0 4 . 当粮食最短鈇时，贫困人家不仅无法生产粮食，而且失去了平时的 

收入，也不能买粮食。因此，粮食保障还要求能够通过政府应急计划，通过 

保护小农户不受粮食欠收危害的措施，使受灾家庭很快获得购买力。 

V 未 来 的 粮 食 

1 0 5 . 在提高粮食产量以满足需求的同时还要保持生产系统的生态稳定， 

这个任务的强度和复杂程度都十分巨大。但我们有我们需要的保护土地资源 

和水资源的知识*新技术提供了许多机会，使我们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减少 

对资源的压力。新一代的农民可以将经验与知识结合起来。我们依靠这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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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就能够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现在的一个障碍是农业规划和政策的重点过窄。 

10 6.将持续发展的概念应用于保障粮食供给时需要对自然资源的再生给予 

系统的注意。它需要一种针对国家、地区和全球范围生态系统的整体方法。其 

中包括协调的土地利用与用水和森林开发的精心规划。联会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 E A O )，联合国其它有关农业的组织和所有其它有关的国际机构应当坚定 

地将生态保护目标作为一项使命。另外还需要增强国际援助并修改援助方针。 

(见第三章） 

1 07 •过去几十年内建立的农业系统对于缓和饥荒、提高生活水平作出了极 

大的贡献，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但这些农业系统建立时是为一个较小的、 

较分散的世界服务的。新的现实揭露出这些系统的固有的矛盾。这些现实需要 

农业系统像注重技术一样地注重人，像注重生产一样地注重资源，像注重近期 

效益一样地注重长远效益。只有这样的系统才能够适应未来的挑战。 



A/42/427 
Chinese 
Page 219 

丄 / 

3 / 

4 / 

5 / 

7 / 

脚 注 

资科来[：^」''》C ， 产年.：!^ U ) S : ) " (罗马：19 3 6 ) „ 

裉 据 世 界 银 行 1 SS 1 3 年 的 统 计 结 果 ， 发 展 中 国 家 中 

( 不 包 括 中 国 ） ， 3 亿 4 千 万 人 的 收 入 不 够 达 到 能 

^ 严 重 健 康 危 险 和 儿 童 发 育 不 全 的 最 低 热 量 标 准 ， 

7 亿 ： 3 千 万 人 在 较 高 一 些 的 、 允 许 全 力 从 亊 生 产 劳 

动 的 标 准 以 下 。 见 世 界 银 行 ， " 贫 闲 与 饥 饿 ： . 发 展 中 

国 家 粮 食 保 障 的 问 题 和 选 择 " （ * 伦 比 亚 特 区 华 盛 顿 î 

1 9 S 6 ) , 

引自 F A O ， " 粮 食 和 农 业 统 计 年 鉴 ， " 5 1 、 罗 马 ： 

19oa ) 5 PAO ，"生产年鉴丄985，： 

>'AO ， " 敉 食 和 农 业 统 计 年 鉴 ， 贺 易 卷 ， 第 2 部 分 

i 95 l , V 贸 易 年 鉴 1 9 8 2和 1 9 8 4 * ` ( 罗 马 ： 1 9 52 , 1 983 

和I 3 8 5 ) 。 

S̀A.O , 贸 易 年 萘 1 00 s 和 农 产 品 回 顾 与 展 望 1 984—85" 

( >'马；丄'J 6 9和.1 ̀3 S 6 ) 。 

引自J`'AO , 粮 食 和 农 业 统 计 年 鉴 ， 贸 易 卷 ， 第 二 部 

分 " 5 . 广 （ 岁 马 ； 1 9 5 5 )；』'`A0 ,'"农产品综述： 

？ /丄；，"生产年鉴i y S 4 `罗马：1 9 8 5 ) 。 

:L • 1̂  • ; ï f r朗， "维护世界农业"，见丄。K 。布朗等，"世 

界 状 况 1 " 7 " ( ^ 敖 ； W ， 。 W * 诺 顿 ， 1 9 8 7 ) 。 

5 — 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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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11/ 

12/ 

1 3 / 

/ 

15/ 

16/ 

1 7/ 

18/ 

19/ 

" ) / 

2 1 / 

‧7 ,， / 

A 「 c 吉 尔 （ 编 镇 ） ， 、 ‧ 机 粮 食 指 南 " （ 艾 色 克 浙 ： 

1983 ) 。 

囯 际 水 文 十 年 苏 联 委 员 会 ， 世 界 的 水 平 衡 与 地 球 的 

水 资 源 " （ 巴 鏨 ：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 1 9 7 8 ) 。 

:FAO , ' 、 食 和 农 业 统 计 年 鉴 1
 9

5.1'>和Ik产年鉴1 

' 轧 品 、 牧 场 3 经济学家 '； 1 9 8 1 5 年丄 ; I 月 1 5 日。 

W C E D 粮 食 保 障 ， 农 业 、 森 林 和 环 境 顾 问 组 / ' 粮 食 保 

障"（伦敦：2aci l ^ O ( y k s , 1 98 T ) 。 

本 报 告 中 使 用 的 农 药 一 词 通 用 含 义 ， 包 括 杀 虫 剤 : ： 除 

草 剂 、 杀 真 蒱 齐 1 和 类 似 的 农 业 用 物 质 。 

世 界 银 行 ， " 世 界 发 展 报 告 1 " 6 " ( 纽 约 ： 牛 津 大 学 出 

版 社 ， t 。 s ( ; ) . 

引 自 布 朗 ， 见 8 ' / 。 

农 亚 、 渔 业 和 林 业 常 务 委 员 会 ， ' < 处 于 危 险 中 的 土 壤 ： 

加 盒 大 的 侵 # 、 前 景 " ， 一 份 交 给 加 拿 大 参 议 院 的 有 关 土 

壌 保 持 的 报 告 （ 渥 太 华 ： ) 。 

引 自 内 朗 ， 见 S / 。 

科 学 和 环 境 中 心 ， " 印 度 环 境 现 状 i
 9
 8 4-8 5 ` ' ( 新 德 里 ： 

" 8 5 ) u 

J'，^〇，*"土地，粮食和人"（罗马：1984 ) 。 

:1。 îl`-a""s " 土 地 变 化 " 为 W C E D 准 备 的 报 告 ， 1 9 3 5 

引 自 吉 尔 ， 见 9 / 。 

5—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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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 J . ^^and-y OV"A y a y ,"山地流域的恢复"，为W CEX> 

准 备 的 报 告 ， 1 3 8 5 、， 

- 1 /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 " 1 y î 1
3
 8 4 反 沙 漠 化 行 动 计 划 

执 行 进 展 的 绛 合 评 价 " ， 内 罗 毕 ， i "
4
 ; WCED顾问 

组。 

2 5/ 引 自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 

2 (;/ 同 上 

2 7/ 同 上 

2 8/ 同 上 

2 V 同 上. 

30/ :H`A(;，'"农业走向二 0 〇 〇 年 " （ 罗 马 ： i 9 8 i ) 。 . 

31/ -FAO ， " 发 展 中 世 界 土 地 供 养 人 口 的 潜 在 能 力 ' ； ( 罗 马 ： 

.10 8 2 ) , 

3 2 / 美 国 土 地 管 i n : 纟 署 建 立 的 土 地 功 能 分 类 是 如 何 处 理 这 个 

问 题 的 一 个 实 例 。 更 广 泛 的 分 类 形 式 见 P A C 养 人 

口 的 沿 在 能 力 " 

3 再 生 自 然 资 5 ^ 犮 展 研 究 所 ， （ : a " a r » _ ( 7 a " " 。 报 告 

( 波 哥 大 ， 哥 伦 比 亚 ： 1 9 8 5 ) 。 

3、 ' ' 在 印 度 实 行 的 农 业 森 林 计 划 是 这 种 方 法 的 一 个 实 例 。 

许 * 农 民 积 极 地 接 受 这 些 计 划 。 

；！ 0/ 联 合 国 粮 食 和 农 业 组 织 世 界 粮 食 报 告 " （ 罗 马 ： 1
9
8 5 ) ； 

I':l)顾H m . 

5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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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 

J 8 / 

3 3 , , 

,1 0 / 

^ 1 / 

引 自 门 u ` 卜.）ill . 

间 上 

同 上 

联 合 国 粮 食 和 农 业 ^ I l ， 

資 料 引 自 哈 玛 绍 基 金 会 

v K : : E r 顾问组摘引联告卩 q 

口J 

,1 3 / 联 舍 国 粮 食 和 农 业 组 织 

界 食 报 告 ？ 

瑞 典 科 学 和 i ! f 境 中 心 

十
 

的
 

农
 

食
 

、
艮
 

少
I
 

罗
 

.
望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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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种 和 生 态 系 统 ， 供 发 展 的 资 源 

1 、 生 命 自 然 资 關 保 护 一 植 & 、 动 物 和 f t 生 物 以 及 它 錢 以 生 存 的 环 境 中 
的 无 生 命 元 素 一 对 于 发 展 来 说 是 具 有 重 要 意 ， 。 今 天 ， m m m 

K u m m m u m m u m m u m m f 

物 种 和 生 态 系 统 区 ， 从 而 M 管 理 。 M % m i m m m m ^ 

益及以各I可fi|方式使保护I作得以实瑰。 

变 綱 质 鎖 、 医 i美元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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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举 出 许 多 地 方 性 画 实 (1 ) 

5 、物种 : 和生态系统对于人类 f i 龍到了许多重要作， 

mummmmmmi}.然而这i 
还 很 少 为 删 用 。 

的资«i 

： 6、 r # ï .在增长 M学 M认为物种正 «所未有的'速《 l i t消失。 

失去那 1人 M本不知 I或是 î解甚徵的 . f t种.：它 «最遥远|生长区 M在消` 
失。不断增加的科学上的 W «来说是新的， H ! P j 

着 每 - 个 新 的 现 场 和 卫 星 研 究 结 果 而 - 年 年 变 得 更 肯 定 

7、许多在生it富有, 态系统正在受到严重 
正 当 科 学 在 通 过 1 传 工 程 学 习 怎 样 开 发 雜 变 异 大 量 生 « ! S 种 的 储 

备却处于«ftjlÊ之中。在M森林、红树森林、珊錢、大草原、草w千 

mn-mmmmmu-nmmmï 
表，但其中有-些 É 有每神物种的详细说明（见 B o x 5 - l 

u m m m m m t m i E , 星 球 同 祥 可 é 由 于 ' 失 去 物 

mmmMm^mmmiUkimmmm 
以看到 -个单个物种 s 有的遗传库中的种类 

( ， ) . 

mnmmuumnmu^ m>在主要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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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m m m u m i m m n m m > 
8 使物种本身并没有受到 s 胁。 H t m m m % m m n 
区s！。 

u、- Ê遗传变异性不可避免地将会失去，但是所有的物种应在技术、经 

济和法律可I®錢内$Sft护。IM«MâiM«龍变化的。而且 

nmumm^ mmmÈmmnh m m 

1 1 、但是在科学可以用關方法保护物种之前，政策 s 定者 

能在 8 康和生产 f t 生态系统中更为重要的作用。当新兴 M传 I程技术开始使 
m%mmmtmMmumm^>mm 
mmmMmmm^ 

我 t i 的 大 西 洋 森 林 - - 这 大 片 的 从 北 向 南 延 
少 。 这 片 森 林 的 . 特 点 是 其 特 有 的 大 量 物 种 ； m m m > 只 存 在 
于 巴 西 。 目 f f i , 对 于 我 | ] f i 西 人 来 说 ， m u m m m n 
的责任。 

玛酋(ibeii de k s m t m n ) 

巴西自然保护基金会： 
A t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 C E D )公众听 

圣'保罗 1 3 8 5年 1 O月 2 8 — 2 5日 



B o x 卜 1 
干实钩 

H . 000 直到中 M ,马 
种 动 物 ， 其 中 至 少 癒 六 十 是 该 岛 东 部 森 
上 其 它 地 方 未 践 賤 ） 。 瑰 在 至 少 己 有 百 分 之 九 十 三 
亡。||SU?, m m m t m m m n m 
消失中。 f t 于中 $的马拉錢曾有超过 5 H 种的鱼类。其中百分之九十 
九是当地特有 J。该 I只有北美五大 « !面积的 A分之二，后者只有 1 7 3 

： , - m m u m h o o o s i o , D M # 植 i j , 其中 

- 3 0 种动物的话， | i 末， s 厄瓜多尔会有大约 2 H , M O神！物。 
自 m o 年 以 来 ， 
由于神植香I、 rm> mm> m m m m u 
iUAummmmmrmmumh 
H O 以上，这仅仅发生在近 2 5 年中。 

在fiSMM尔地区有110, Q 0 0 平方公里的 i地，这或许是 
世 界 上 物 产 最 丰 富 銭 区 。 它 们 供 养 着 南 美 $ 1 最 多 ， m m h 
联会国教科文组织已把该地区划为 "国际重 M区 "。 

, 水 « 建 设 以 及 其 使 « 坏 性 开 发 形 式 的 ：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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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 1 、 «iauh 'm%mmm'载于lu," 
d) {mm (M, «究出版1 3 7 5 ) 。 

I、 D.UJml等 
1 5-201, 1 H 5 

： 灭 " m ) % m 

3、 A, H. tory,"新生«ï靜类变异方式*《进M物学 
》 第 1 5 卷 ， 第 卜 U 页 ， \ nu 

4 Ji.cittSJll!.Carboflell/i4||fiHlJgS 
, 璜 典 ， 1 山 0 

1,格兰: 

2、自生命体第-次形 I以来，消亡 8 是生命面關事实。 
mm>估计原来膂有5亿祌，几乎所有先‧消亡都iMg然进程, 
但 是 今 天 人 类 活 动 已 是 灭 的 I 主 要 的 因 素 。 

1 3 、 議 平 幌 , 为 五 g 万 年 。 目 

亿年中，每百万年平均有 n万 #消亡。即平均每 

我 们 并 不 了 解 。 麵 有 关 于 目 

乐瑰的估计是在过去的二 
年 灭 绝 一 , 0 、 

/，)对此 
大 多 画 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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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就 遗 传 变 异 而 Î , 尽 管 热 带 i i 地 森 M $ 常 富 漏 保 护 区 ， m 
受到来自人类活动的最大威胁。其它主要的生物区側样承受着相当的压力。与 
热带森林地Mft, "tmmmmm^ mmmmi 
m m > M它M)i出许多有价值的生物化学s在特点。如，希蒙德木 
mmmmmmhMummttn^ 

1 5、面积Ufl, OH平方公里估计有5 0万物种 M職正遭被怀， 
到下-个 t纪初， Ë u m n u m h这将是-个很大的损失。 i * i . 
義 群 体 ， 在 《 于 " 生 物 之 战 " 
了 相 当 数 量 和 种 类 M 龍 医 学 有 价 值 的 毒 素 

\i.mimmmmmmm. M至少包括了 
地球物种的-半（ I保守的数字是 5百万， M能会有 3千万）。目前依然存在 
的热带成#为s<u%而过去曾有约1 5 - u亿公顷。每年消失的面积在 
7HÏ1> H 万公 8之 8。甚至至少每年还有 1 , uummm 
( " 而 这 些 数 字 是 来 截 于 七 十 年 代 末 關 《 报 告 ， 在 这 之 后 " 森 林 的 速 度 或 
许 有 勵 。 

n 、到本世纪末或不久以后，lEft伊尔盆»、巴西亚马ifi亚西半部以及 
诸如南美北部的圭亚 I和新几内亚岛部分的原始热带森林将所'餐无几。在世界对 

u r m n m m m m m m , 未 来 的 几 十 年 后 ， 
这 些 区 關 § 林 解 存 訂 来 甚 « 。 

îmmmm 
(当然未必如此），大约有百分之十 

终 将 只 訂 ! ！ 有 公 园 和 保 护 区 ， « 百 分 之 六 十 

, 那 續 元 

6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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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 之 六 十 九 的 鸟 类 物 謂 
约百分之二十 

这些森林全部消失， 

它主要: 类 漏 失 。 大 
美«森林； M百分之二 

森 林 。 m m m % m i k , n 
！要以数十万计。 

1 ummmmmm> mmmmmmm 
四分之 -，甚至是三分之 -会失去。许多专家建议至少百分之二十的热带森林应 

受到保护。但有记载表 8只有百分之 M下的森林得到各种类 M保护一而且 
有许多!if|#公IM館于《上。 

2 0 、 umMimmm%m-Hmu^在亚马 
逊 m m M m % m t m h nm-mmMt 
m> mmMmmm^ mummmh <， 

数物种。 

21 、 î m m m m M > 这 是 由 于 大 气 i 中 室 气 ' 体 " ^ 

m u m t i m m m K m ( 见第七章）。这 -预见对 
mmunmu>mmmMmmfmn 
显得特i»M。 

J i k l l l i l l i l i 

2 2、 MtmmmM> nummm, IIAP 

h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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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年 前 ， 纟 我 | ] 决 定 加 速 森 林 錢 开 发 时 ， 我 们 只 考 虐 到 « 是 - « 
用的，便取而用之。》时我们同 M为经过精选要欤的树不会铍坏森林的 

再 生 。 m n m % ^ immmnnmmum 
画 。 

一个本地 t i l神，如 a , u ,我不知英文名字怎么说， l e a a n l i , raii, 

其无法存活。mmmimmîmi> m m m 

' 埃米、H、哈辛I ' 
t館组织（N & Q )森林É护网 

. t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 E C D ) 公众听证会 
|M 1 U 5年〗月2 8 

munmmth 
产的东西，并减少对野生 8地的冲击 

2 \ > 培训、销售支持、 M、农药和买得起的工具。这些 
m m m . m n m m m m h 首 先 考 虑 保 护 
农民生存冊值，而不是首先保、护其野生动 M价值。但事实上它 f t _ l在命运 
上 是 分 不 , 。 % m m m m h m m m m n m 
而不賤术 t t M。 

2 4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入口增长是对物神保护努力的 

尼亚已把其百分之六的土地划分为公园和保护区以保护其野生 
然 而 肯 尼 残 有 的 2 千 万 人 。 已 经 重 压 在 公 

i l l 

m m 
土地逐«丟失给A侵ffi农民。MêiÊSM »年1^ I , 人 口 还 计 p 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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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类似的人口压力同样戚胁着埃塞俄比亚、乌千达、津巴布,、以及其 
它人口增长的国家， $里的农民穷得不得不依靠减少基城自然资 I而生存。而 

I I对国家发展目标不 y要的可见作 M公园其前景是暗淡的。 

2 L 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象牙海岸、肯尼 i 、马达加斯加、秘 

鲁、菲律宾、泰国及其它物种不丰富的国家已受到农民大規模地从习屠地向未开 

mmmmmmmh mum k\\mm 

土地本来可以更好地留在具有广泛用途的森林申。 

经M " 伐 木 , pmHmmMHU'-mmm 

供短期的租用，要 M木者立即完成采伐。这种收取林地使用费的 s度，会致使 

伐木者采 f i最好的树木，从而给 I余的林木带来巨大危害。结杲在-些 I家中> 
采伐承包商在几年.之内几乎租用了全 ï具有生产性的森林。并且： 
不 考 虑 未 来 的 森 林 生 产 能 力 。 （ 从 而 无 意 中 为 乱 烧 的 耕 种 者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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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 渐 发 I 了 这 祥 - 个 事 实 ： $ « 人 的 危 机 从 根 本 上 讲 
是环境fi|。 不 S的迹象已降 Ê ,如 ï旱、 % h沙漠化、 A口过多， 
政治的不§定， 1 § «困等等。 

我们意识到如杲 $ « 1于灭亡，那么原因就是它的环境被过度地掠夺 

'察觉S这样-个现实，S有好乐lîifi人来保卫$洲 

好的状态。 
> 马萨女士 （l!rs., Rabat lĤ tlia) 

绿带组织(Tke GreeQkelt Boveaenl) 
世 界 环 境 与 发 展 委 员 会 （ 議 ） 公 众 听 证 会 

1 

内 罗 毕 i m 年 , 

不 这 种 森 林 土 地 , 
(U> 

弱 ， 以 及 与 i M 家 不 鼓 M M 有 高 M 收 买 有 关 。 m m m t u 
« M 进 卩 未 加 I 的 圜 木 。 M 使 发 达 国 家 的 I 业 更 多 地 使 龍 f « l 家 的 
圆 木 而 不 是 自 己 的 。 这 M i â « 对 本 国 , 龍 从 少 本 国 开 i l 

i一个典 f l o 

IV 、 薩 隱 值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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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物种保护不li!é雜学錢ïSlï'錢。PS> M学的、文 
M科学上的考虑 

依据。 

、今天，工4化¦家fôisi!w, îi\mmmmm 
mmhmummmmmmkmm 

iimtmmmmm%mmm^并且它 

麦的野生亲本中 I传物賤依耪，而这两种作物 ` ï米和小麦在国际谷物资易中 
È主要M。 muuh mmmmmmmm 
之 - ， 为 农 È 国 提 亿 美 元 （ 1 3 H 年美元价） 

( t n 

n.mmmi 5 7 0年由于-种叶 1錢庄 t枯萎. M U 
mimnm%> mmmmmmmm^ 
被 发 现 。 I S , -mmmmmmi,这神野 
生 植 物 是 已 知 i l 代 本 中 最 原 關 。 它 残 存 在 只 有 四 公 顷 面 积 大 小 f t 三 小 块 
土 地 上 ， M M m m m m w M È . 这 个 野 生 种 是 多 年 生 植 

物 ， 而 所 有 其 它 的 玉 米 s 种 都 是 当 年 ， 。 m M m m m t > 故 它 

这种野生 S f t的遗传优点每年可 «价值几十亿美元 
( H i 

,n 、野生物种还可關于|il药s,所有药SS方的-半是来g于野生生 
I 在 ， 在 美 国 ， m m m i m m m m m 

约 1 " 亿 美 元 ， " ' > I 薩 議 野 生 生 物 药 
估 计 每 年 膨 H 亿 美 r ， ， 

6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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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野MM使 I业受益。（:a'野生物种可用于8S橡胶、油.、 
染 料 、 t l 、 鋪 « 、 t 杀 虫 M 其 I M f t 合 物 。 许 多 野 生 
子 , 可 用 f 賤 纤 ！ 、 «1!、 t l H - M S o在亚马 S尼亚西部的 M U e a 
羼 雨 林 1 具 有 « 的 含 « , I M 林 中 的 - 公 龍 种 雨 # 1 生 产 關 《 要 比 种 

3 5、有几 # f生植物与其说含有; 说 是 含 繊 化 合 物 。 这 

合 
些 植 物 在 - S È 于 如 采 f f i 动 而 变 得 无 用 M 区 可 以 生 长 得 « 盛 。 " ： 些 由 于 , 
如采煤等活动而被弄得道化了的土 i t î 能由于在其表面生长着含有 « 
的 野 生 生 物 而 得 龍 复 。 此 外 ， 同 - n i l 井 不 - 样 ， 
千。 

H 、 遗 传 工 程 的 出 现 不 再 使 野 生 神 j y 为 无 用 。 | I l > 这 种 新 的 科 学 必 

大 学 的 關 ， 菲 舍 尔 教 授 认 为 ， m m % - m m h m m 
这 个 物 种 《 带 有 的 成 千 上 万 个 I 传 基 , i 失 ， 如 果 这 个 物 # 不 灭 關 话 ， 它 所 

« 斯 康 星 大 学 的 溫 斯 複 ' 布 尔 教 授 评 论 说 ： " 我 们 已 进 入 了 - 个 遗 传 资 缀 
财 富 的 纪 元 ， 龍 是 象 热 带 地 区 | 館 林 ， 但 至 今 i s 是 - 笔 难 以 得 , 存 放 着 的 
资金，它必将变 M 有很高的，有 î 接价值的货币 

3 7 、 遗 传 I 程 可 M 味 着 农 M " 绿 色 革 命 ， I " 基 I I 革 命 " 職 代 。 这 
mm%r%mmi%mmmnmm%m 
了。药物研究人员su, %mmunn " Ï I革命"所取得的进 
展比以前 2 H 年还要大。 

G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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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N u r m U - -紫红色皇,關总数恢复到以,水平是不可 I的 

> 适 合 于 隨 a t i 生 存 聽 # 要 进 龍 草 ， % m m , wm 
森林将交给后代。如果! 8你与接受移交下来的森林的后代| ]联系在 

- mmmm^mmà\nn, 2 有人们在 i 

u,mmmum^ 
mm 我很希 

给生活在 2 1世纪 M子讓礼物。 
ï\h, hhï\\m 

东京农 M技术大学学生 
世 界 环 境 与 发 展 委 员 会 （ , ) 公 众 听 证 会 
东京，1， 一 2jînB 

3 8 、 mmmmmmt mmmm^这些 
： 是 在 第 三 细 家 。 擺 是 全 讓 2 / 3 , 并 讓 

imhnmmmmtmm 
益，m%%mmm^ Mm%uumm> m 
利益。 

V. - 种 I 方 法 , 龍 和 I 止 

3 ？、历史上的作法是建立国家公 I , M以某种方式把公园与大社 会 
开来， m m - n m m H m r m h mmu 

6 - 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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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为 " 龍 和 ！ 止 " 。 这 包 括 对 瑰 有 传 统 的 ， 然 而 可 行 又 必 

新 的 内 容 « s 。 mmmt^ mmmmmmn 

期方法。 

m m 
u 、在'开发政策中，瑰在这种更有战略性的方法， 

(Ncs) s 定 的 有 关 保 护 和 开 发 并 举 的 關 ， M 迸 使 用 这 种 方 法 有 請 工 具 。 

MPCS要求政府机构、$官方组织。私人行i和团体充分分析自然资赛的fi 
I和平价优先发展计划。用这种方法有希望使-些部 n f i 益集团将更好地认识他 

删 其 M n 集 I N M 互 联 系 ， 从 而 在 保 护 和 ' 开 发 方 面 H i ; 示 出 I 冊 力 。 

41 、 mmmmmfmmmmmm 
解决这些 f i i M 要性。造 
而不是的经济上的霄要。这种过度开发除了造成某 
上 弓 I 起 的 直 註 失 也 是 巨 大 f â 。 是 热 带 森 林 浪 费 f t 的 开 发 ， m m m u 
mmmm>mtmmmm' 

4 2 、 第 三 t 界 的 I 家 在 达 , 济 , 时 ， 龍 止 热 带 I : 

有 价 值 的 野 4 物 M M 长 环 境 。 m m u m m h 年 ！ ! 务 收 入 
可 增 加 数 + 亿 美 元 。 隨 也 能 够 M 更 有 效 地 ， 更 长 期 地 使 用 森 林 资 猓 ， 减 少 森 
林 欤 伐 。 取 消 对 经 营 大 牧 M M , 館 可 节 省 大 i 的 费 用 ， 减 少 年 收 入 损 失 ， 

进 - 歩 提 高 i t i ( s 持 续 觀 ， u m m m m ^ 

4 3 、 保 护 和 开 发 之 , 关 系 还 要 求 贸 易 方 式 有 某 i « , M 建 议 已 得 到 

6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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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u 年 在 B 本 館 建 立 請 霞 f 林 M » 承 任 。 m . 
量 。 参 有 龍 w 内 錢 第 - 个 ， 协 定 。 

4 4 、 rmmmmmmmm^r^许多政M 
农村土 M取了不 i 錢 M M策。 n u m m % " 处 女 地 " m t 
造成耕地。于是I些富有ÊiW有者W极少â不花)I本的代价占有着大量的 
mmm. ÈS-方面，mmMummmmi 
地 占 有 权 。 西 I t 改 变 土 ： 

mmmtmm 
, 可增加现有土 4的产量，减少î入,-

4 5 、 u>mHummmmmm^ w , 
保 护 关 i i i 龍 g w , ummmu^ itmmuu 
|M, mmmuHmmn> m m u m 

4 {、 mmn> mmimumm ( D , & ) 骨 煤 

保 留 地 ， m ` i m m u M ^ mimumuu 
.mufmmmmmm 

二倍。类似 系统。这 - i f系统能使 -万三千多公頃的农田水稻产！ 

用 和 工 4 用 水 的 供 应 ， 而 它 为 国 家 I 点 的 工 业 首 都 提 供 了 电 力 。 

4 I 、从这 M互关系中可 "，得到 -个结论，即館应考虑建立 "可发性公 

园"0 I 公 I 来 说 ， 要 达 龍 重 , ， S P 保 护 野 生 物 賴 生 长 i f 境 ， 同 时 保 持 开 
发过程。国家〗 

国家公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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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遂 2 管 î , um M效大得多。15 n^\immm 
行的第三 w 界 I家公园会议上，保护 ,管 î 人员 M T i l î给了世界事务 
政策决策者，M籠力法管理,护区对M人类IttRfe能大作用。 

u 、野生生物及其 I生賤，不管它 | ] M于何处， I然应使全人类受益 
墨 西 哥 和 « 幘 , 生 原 生 M f t M 界 的 玉 米 生 产 者 和 消 费 龍 供 了 需 要 。 
mmmmmommmimmmïïï\ 

者 和 帽 用 者 : 嫌 I f 膽 申 鹏 

,尤其是来自埃塞俄比ifti生》8|种。巴西fi东南亚«胶 

产从世界其他地区弓I入种质。如果年年得不到国外新的神质，欧 «和北美 
家会很快发瑰其农产 â产量下降。 

5 0、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的天然' 
m 

久将被认为是种为了全人类利益应当 
提到国际|(Ml日程上。 

5 A 

持续发展的长 
其生态系的行动更 
分 享 商 W Ï 目 « « 经 济 和 益 

经济收益之间发生冲突。因此，应当使保炉物种及 
经济上吸弓1力。应该保Ï发展中国家 

.1 、 现 在 开 隱 些 活 动 

if: 一 .16 



Page 239 

5 2 、若 î f 国 i M s ? ' s ' 作了！试， f r i i M M i i , mn 
得了成功。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V N E S C O ) 办了-所技术情报交践，用 
报 道 自 然 区 域 和 I 生 资 f 的 信 I 。 它 M 界 M i 产 在 M M 围 内 支 
-mmumu^ mmmmm%%^ UNES 
C O 已在寻求建立全球生物鷗护系统，这在地球建立 2 H 个 "生 M "和庇 
fmmh但是，已建立的只占霄要保护ft三分之、mum 
理 其 它 三 分 之 二 保 护 区 ， - m n m - m m ^ ("> 

5 3、 ) B i M s , 如 M i M w w 织' ( F ' A Q ) $ m m 

划署（UNf:p) jMH践护世界M mum 
划 。 但 是 ， 事 实 上 ， 它 f i , 动 在 大 践 s 求 M M 不 足 i 的 。 m m 
杭 构 中 ， m m m t m m m m f m h \ 
美 国 国 会 通 賤 法 规 ， 将 每 年 I款2 5 万美元' n ) 

5 4 、国际自然和自然资聽护委员会（ l U C N ) 与联合国环籠划署 
(UNEP) 、 mmui («'F) 、 « f t行、及各种I际技术援 
mmMmm-f "保护MH" , m m m m 
上 任 何 - 个 地 方 提 供 物 神 和 生 态 系 方 面 隠 据 。 这 种 M 世 界 各 国 都 能 得 到 ， 它 
m i m m m B n i m m m u m M m ^ 

资据基 « « s , 家， i n , i S M t 术援助。 

s 5 、 目 驗 , 题 主 要 是 在 科 学 M 护 主 义 方 醏 到 M , 而 没 有 作 - 种 
中 心 议 鼉 。 一 

开場是热带森林 s 动 
的 经 議 ： 因而使得这-

神试图更直接 M P l ^ l提到,发展议事 s程上的 

f>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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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TFAF) 0 màmnmm (FAO) 、 mmn 
mum^ mmmmm ( ! UCN) 、 mMU 
联合国开发暑（UNDF)和许多其他MM构。这-广泛性的工作其成绩是 

开 始 国 家 賤 考 察 、 « ¦ ¦ ¦ ¦ # i l ^ . M a l i n > W M W 中 各 开 

技术。 

5 i 、 与 ) ! « 金 , 重 要 M ' 是 W 有 关 践 开 发 M W « 程 序 ， 

国 际 重 要 M S f 定 " 、 i m m m m r (包 
原 始 生 长 环 境 两 个 方 面 ） ， " 魏 物 w 贸 易 协 定 " 。 虽 然 ， 

翁 两 个 协 定 基 本 践 对 靜 M 护 ， m m m m m m h 

1. Giistave Spett 
•îmmu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 
i m 年 1 8 月 2 H S B 

圣 ‧保罗 

会 , 麵 证 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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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首先, 
日程上来。 1 9 8 2 年 1 8 月，由联合 1通龍"世界咅然宪章 

",就是 s着以上目标 M M要--歩。 

5 8 、 mm> M-t "物M约"M!o îmmm 
m mr Mt " 全 i 界 资 i " mmmi - 个 " 物 神 公 约 " , 
比如由 1 
一思想。 

明物神和遗传可变ft是人类1«遗产这 

5 5 、 对 产 的 共 同 义 务 ， 并 不 « 着 对 各 个 I 家 f i 冉 的 特 殊 资 
mmmu m m m u m m m n ^ 但 是 这 意 昧 着 各 国 
将 不 賺 靠 自 己 誦 力 去 保 护 本 I 

u 、 一 項 协 议 必 须 有 梠 应 任何这 
传资 i M护，而且也要 

Î Ï Î Î Î Î H M Ï 国 家 , 等 分 享 到 遗 传 资 隳 絲 《 来 《 益 和 好 处 

极 î ， î 酋 保 护 物 性 。 " 龍 祥 的 隱 安 t 龍 是 笔 所 ^ 

TÎS*;^Î基^ ；』 S i ï ï i i主要来 1 于 资 闢 ， 分 的 爭 其 提 供 

m$, mmmmmmmui ― 
( i t ) 

,b-Uéf ， Î H 需 要 / * 大 , 项 。 按 照 传 统 聽 护 方 式 仅 热 带 森 林 一 项 至 

每 î ? H i i亿 i l ,」" > 麵 ' 世 界 所 霱 要 的 保 护 区 两 络 , S I 
2 n 必《包括更多更大的地区达glM保护程度P j及管理技术达到先进 

貢
一
 

*
-
c
,
*
i
 

6 -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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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际开发 M - - « M ! l其它主要信錢行、联合 l f t S、双边 
机构--将综合系, K、物神保护 I句 I t t会。尽管野生生物和野生生物产 S 
mmum^ m> mmprnmrnmitm 
忽 « 了。 ̂ mmmmMmm. ummmm 
m m u M m t m u m > m % m m m u 

考虑 f e M护与开錢 M关,殊机会。 

誦 I I — 

M 、 早 M S 表 S ; 在 这 ， 域 館 必 n n m 
政策在许多每分中的影 É , uummh M)mmn,如 
农业、 M , O i ¦ t 与 神 生 境 随 隨 g « 。 m i m u m 
区，尤其是这鶴 W S M Ë賴家 M g W颠 t , e«-*tMS 
保护wêi个龍s护KM储?iïf w , s i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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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8 、 W « 随 护 , 力 M 集 中 鈔 物 上 ， 有 的 野 
« I M M é ^应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重《 ;这可以采龍贷形式。以鼓 I那 
！意保持 W M H M农 w M * w j i # . . M n m m 

BtM由国家ft欄定本国植W动物志。 

里 L 籠 腿 碰 

、 m m i mmumm^对当it全HAM后代 

s
`
 

津
s
 

国
s
 

国
要
 

u
s
重
 

上
的
 

的

1

 

的
却
 

难
划
量
者
 

有
影
 

要
的
 

霄
系
 

则
态
 

/
生
 

况
特
 

情
A
I
 

整
 

对
 

,
f
i
 

影
 

圈
 

生
 

对
 

绝
 

灭
 

神
 

2.1 



来 1 其 实 际 含 义 是 十 分 严 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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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 小 t 会 體 保 告 书 ` 年11月2H5S, M J , 尔 马 ， 加 拿 和 群 岛 。 
U . S o u U ( i t ) , " 靜 生 物 学 " ， " 不 是 和 多 样 關 科 学 " 桑 德 兰 ， 马 斯 ， 

i m ^ o E . o . i i i s o û ( i t ) " 生 物 多 議 程 序 " ； \ ] m m \ - m , 由 国 

mummmmrem (华 M , I家科学院出I )。 

( î ) O.I,Frafl / 保 护 和 评 f i " ( ， , 鄉 大 学 ， 1 , 
出I) U.Sckone M U - C O X | ( 编 者 ） , " 遗 传 与 保 护 " （ 梅 洛 公 园 ， 加 利 福 
尼 亚 , C 醒 i a g s 出 I 公 司 1 5 , 

U ) M . R ? u p , " ) | 球史上的生物灭绝 " ( U ) , i m 年 〗 月 则 

( 5 ) ï i lsofl ,出处同上。Ehrich| lElirHic)i ,出处同上。SouU出处 

" ) G . , i e H 和 N J 細 " r s , " 議 洋 " （ 纽 约 ， 1 " | 年 ， B o i l H 

e " 公 司 出 1 0 。 

( ] ) M Û / 纖 P , , "热带森林资 i l " ,森林论文第贿（ i m 年罗马） 0 I. 
ih\[\m. 'Mmtmmmr n " 环 境 保 护 " , 蘭 年 春 天 < 
M j o n , " 原 始 资 搌 " { \ m , Ë约， y i ' o r l o n ) 。 M y e r s , "最新消息"。 J . 

H o i o f s k y i , "热 ,禱 I察" > *¦flll«MilMSitl; im 
年 ， 华 錢 。 

(t) D,Siak"lQff " 热 帝 雨 林 中 我 们 是 i 于 大 量 灭 绝 吗 " m u i i M 

( 编 者 ） ， " .\m) 

6 一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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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mm) « ) 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 I , ' U k m r > " m 

" ( ， 年 ， m m ) 。 

(Il) R i e p e t t o ,"造成对森林持续 f t开发關教"， i界自 i l协会，H 

镇 』 , 。 

U2)出处同上。 

(13) ummf " § 1 进、 m m . mmmr, 
簡 年 ， 賴 « ; 美 ¦ « ¦ 。 

( U ) L . i . î a t m , "南 M物叶子外表的种类" , m )杂志， m m 
m l , 第 i i n - i m 页 。 

( I S ) l . I . ! l t l s | ' ― 0 

(U) iuisker, ̂ mmmmr, M 福 践 大 学 ， i i ^ i 
部 ， m 2 年 ， 刚 。 

( n ) ! U . F a r n 讓 , D . D 》 e j a m , " S 物灭！对美国目 f i 和将来8方药 

S 冊 在 影 , 郎 年 ， 经 济 植 物 学 ， 第 " 卷 . ， 第 m - m g 。 

n M , , " 野 生 生 物 , 富 、 年 ， 科 罗 拉 多 ， 博 尔 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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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U M l n l i " ' 保 护 雜 资 S i M " ) 国 家 公 g 的 作 用 ， 美 国 内 
\ m > 华 盛 顿 。 I V m m , 作 « : 开 践 l i U r , | l i f t | | 

学会杂志， i m年第 5卷， % w - i m ^ 

(I l) S i i en t ry n i «etlack, " F e v i ! l e a _秘鲁亚马 g尼亚一神新油料", 

im年，经济生M, I赠第m-U5页。 

m «.Calvin, " S 物 中 M 氢 M 物 , 分 析 方 法 和 襲 结 果 " . " 簡 年 。 、 
C J i i n i a n | , "干旱土地五种新的作物" , .环境保护，年冬。 

(2Î) I . E i s n e r ,"化学、 ï因簡生物种.的摸失"，im年，自然保护新闻, 
第 " 觀 ， 第 ' 2 H C 

(20 I . U r i i l ; 1 關 定 ; 基 本 应 用 " ， 簡 年 ， " 美 国 科 学 r , I l 

ï 卷第 4 5卜 "页。 

丄 0 m , 〗和 r " l e r , 出处 

mmmr mmn >%m {\m> 
巴黎) 

( n ) 给 î U " r 的 信 ， " 环 境 与 开 錢 结 果 " ' " 美 關 会 , 千Sï̀ PJ(o 

(m U S e i j û ,"在人权小组委员会和IW织的声『 > 美国国外事务 
委员会，è宫代表，im年s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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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age 249 

[ . L . ? e . t e i s J ] U . S J a r i i ! i § , ， 綱 番 室 效 应 " ， 1 5 ≫ 年 ， 生 

M'第35卷，|〗û?一〗1〗页。 

0)"龍Ï的野生生物俱乐部"（小i子）J"isMIF,中心和 
东方4区办公室,.A關体，1≪〗年2月3B。 

( î » 环 境 研 究 中 心 ， "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环 P D " (1M5年，哥本哈裉）。 

{U)成员数字来pWoft,, n i i a U ( 纽 约 ， M J o w h r 簡 年 ） 。 

(30 Y a m 教 授 - 固 | | 主 | 和 区 域 f fi, I M Bulleth | I l | , 第 〗 

" 号 。 

( 3 5 ) 国 家 公 园 与 保 护 - 览 表 （ 删 于 赠 ） 。 

(U'Jf Neel)'和MiUer,出处同 丄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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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 

能〉繁：对环境与发梃^择 

1 .能if是EI常生活所必不可少"i/,将来发展关键取决于那些可以 

长期获取而又能不增加其数童能^。这^能源必须是既安全可靠X不污 

^环境，目两.：H^没—神单^î^^渴合H/y能源iï^够满足这种将来的1^要. 

2 '为可靠将来而关心能源是十分自然《y,因为，能源为人类生 

活揭供了最基本的服务——M 、烹'调食物以及封造物品或者为交通运输 

和机械工业提供动力。目碑，？1:供这些服务的能錄出自于燃料——石油、天 

然气、`t、核5^嵙、t材以及其它初级能源(太阳能、风能或永能）.这4g 

能M在未被机器或.传它4,的最终使用设备如妒子、，;;4轮机或发动机等转化 

为所需要的可用能之fi^是:《无用处5^.在;1^界许多国家中.虽然对于能源 

保护和有效利用B^:/关心正出现一个令/V鼓舞&阇:'坊，但是，大量£f$7初级能源 

仍it浪费，原因在于效率低下lî<j设计或者在于持这神初级能源转变为m求 

的服务设备低效率的运行， 

3 ‧ 今天能源刀级.来源'主要是不可再生能源：天然气、石油、煤、 

泥;^、常规8 9核动力.也有可再生d 3 B ` " ' ? :，其中包木材、雉物、粪肥、^ 

布、地热能源、太阳能、y|j夕、风能以及涌浪能。还有人和动物的体能.生 

产其自身所裙要旳燃.铒Êf5核反应堆（增埴反应堆)和鍰终聚变反应堆也属于 

这类能源，理论上讲，所有这些不同类型BV能源都可以作为将来旳能源而在 

世界上混合使用.但是，每一种能源都有其本身的经济、身体健.崁以及环境 

83成本、效益和凤險.这些既素同其它各和全球重点问题强烈地互相作用. 

必须对此作出选[5在.某.神认识上眷，逸J革一种能源的战略必定意味着对 

—种，境战1»^旳择. -

7 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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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今天使用0^能源的类型和变化已_-é确定了下个世纪所使用的能源 

类型，3《们是从持?ir'Éà&îm点来i`r、讨这个问題ay.必须W足的持续性的关键要 

点是： 

A 充分增加能源W供应以‧人类的需求（这意味着发展中囯家人均收入至 

少得增长3 % ) ‧ 

卞能源效益和节能措施：把级资源的浪费^到最低限度. 

^ 公共健泰，对能源有的安全和风险问题加以认识以及 

保护生物纗和防止更多的地方'1É污染. 

5 -必须把今后一个时期,作是一个过墁时期，从一个以令人无法忍受 

ay方式)吏用能源W时代向新的时代过;现在尚未找到一条大家都接受旳.51 

句安全相稳定eg能源et/未来的;fo»#.戏们认为，这些困境尚未被国际社会以充 

分^切心恬和从全球ff?Xi(i点加以研究. 

1_. 能源、经济jfe环境 

6 „ 为适;!jï工业化、都市化以及:Jtê^e?冨袼，对能源需,求昀增长已经导 

致M.设能源消耗旳全球性分配的极大不平衡.山例如，在工业化巿场经济的 

地方，人均消耗能源比非州南擻哈拉大陆多80多倍（见表7 — 1).占世界人口 

约〖3分之一的人消费着四分之三的世界上的初级能源 

7 . 1 9 8 0年，全球能源的消粍约为1 0兆兆瓦.（2) (见 7 — ]:栏） 

如采人均耗能保持在象今天这祥的水平上，那么到2 0 2 5年拥有8 2亿（j!主 

3 ) fi?全球人口将W要1 4兆兆瓦能源（发展中IS家为4兆瓦以上，工业化 

国家为9兆兆瓦以上），比1 98 0年ûy粍能增长了4 0%. m是，假如人均 

7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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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粍在世界范内统一为目!t工业化13家a?消`tS;*平的话，那么到2 0 

2 5年：巧样的全求K. 口将w要约5 5兆兆瓦的能源， 

8 . 无论是少£^^〗还是多8^敌字都不太可能为现实所证实，但是，这些 

数字却提出了一个大概范in,将夹能源的粍费量将在这中间栘动，至少是这样 

设想的.还可以有许多介于两者之间6^3假设.其中一些方案假设发展中国家旳 

能i!l基^将有改s考.如果诋收入湘中等妆入经济的国家的平均能源消费分别增 

加了两倍和一倍的话,时如果;!"P!t入的石汕输出il家、工业化巿场)1家以及 

非市场IS家的能源：.肖费保持在与今天相同永平上，那么这两大4(|菌家将消粍 

同^数童的能源.低入和中等收入类别SïïS家将锘要1 0 . 5兆兆瓦的能源 

而三种15收入类别1^311家将便用9。 3； ? &兆瓦球总量为2 0兆兆瓦，假 

如初级能源m 1S用效M与今天1 ̂效益水平相同5?话. 

B O X 7-1 ' 

能源单位 

各种不同的单位用来衡量能源生产同时也用于物理术语.本章使用 

千瓦（KW ) ;千兆瓦（G W )(等于1百万千瓦）和兆兆瓦（TW ) 

(，于1 0亿千瓦）.1千瓦一一 1千瓦特的能——如果持续释放一年的 

话是1个千瓦年.消粍i个千瓦年的能源等于每年燃烧1 ' 0 5 0公斤 

约1 p,fe的煤所释放出来的能量，这样1个兆兆瓦年约等同于1 0亿嘵的 

煤.个章节中，兆兆瓦年均写成兆兆瓦. 

7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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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4年人均全球初级能源的消费 

世界4ti行 

M 民 , A 霍 綱 1 9 8 4 钟 & 

经济类 ' g ` M 粍 M 口 * 
1 9 8—4年-; 

美元 

低收入 
非洲南擻 
哈控地区 

2 6 0 
2 1 0 

人均千瓦A 
(注） 

0 . 4 1 
0。 0 8 

百万 

2 , 3 9 0 
2 5 8 

1 8 8 
1 

8 

兆兆瓦 

0 , 9 9 
0 。 0 2 

1 
0 
0 

2 7 
3 9 
8 7 

0 , 0 

高收入的 
石油输出国 

工业化市场 
经济国家 

东欢非巿场 
济国家 

世界 

1 1. 2 5 0 5。 1 7 1 9 0。 1 0 

】 1 , 4 3 0 7 . 0 1 7 3 3 5 , 1 4 

6 , 2 7 3 89 2 。 " 

2 . 1 1** 4 , 7 1 8 9。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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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f 人均千瓦指人均千瓦年. 

"前三个主要类国家.人口一一加权平均能源消耗童（千瓦Z人均） 

为 0 . 6 5 4 , ti5U:.t化巿场.《：$F国家和末欧1U家类型的IS家为6 . 7 . 

根基世界银行《】 9 8 6年也-界1 《展报告》纽约： 1 9 8 6年牛津 

大学出版钍 

9 . 这方案中有哪些是切实"了行的呢？能源4祈家们对到2 0 2 0 

年至2 0 3 o-"f-""i3全球能〉y享旳将来已进行了大黄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并不 

能提供对将来^：^‧求的预溯，但它们•讨了各种各祥旳技术.、济和坏境 

fJ`àty棄会如何与能源的供与求相互作用.其中有两种情况在B 0X7 — 2 中 

进行了考塞，M然还有范围更为广泛崁设方案一 -从 5兆兆瓦到 6 3兆兆 

瓦* 

BOX 7 — 2 

`'W种指示佳旳能源方案 

‧n%k——消赞方呆:： < 

i i 2 U 3 0 ^ . — 个 粍 能 3 5;j&36瓦61；将来比1 9 8 0 年 生 产 能 源 

— 石 油 多 1 . 6倍、夭然气多 3。 4倍以及煤多近5借.这祥《3矿#燃.料 

便用95增长庹:t味肴母一至二羊就要苕一个筝于新i^'《拉渐加输油瞥那样规 

褀9?输油管线^入.生产.核能童将比1 9 8 0 年 8 3 量增加 3 0 倍 一 相 当 于 

-每 2至 4年建造发电酋为 1千兆s;的新核能电厂，这个 3 5 兆 兆 瓦 方 

^仍然大大低于5 5兆兆瓦 sg将来能源消费67方案，该方案假设所有à? fâ^ 

都到今天工1：化li家每人frj能源消费水平. 

7 - 4 



Chinese 
Page 255 

方案B—^t褒消费方.案： 

把 I 1 . 2兆兆瓦的方案，作'为—J'K有力地保护能i?;^战略的极为乐观的方务 

么到 2 0 2 0年发展中国家和工化化国家中能源昀啬求与1 9 8 0 年 的 3 . 

3 兆兆瓦和 7 . 0兔兆瓦相比，将分剁成为7 . S兆兆瓦和 3。 9兆兆瓦‧ 

这 意 着 到 2 0 2 0年工 ` ( k化 i l家要节约 3 . I兆兆瓦的.能源而发展中国家 

i/!'J需要另外加上4 。 0兆兆瓦的能源.即使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取已开发的初 

mm^它们仍将短缺0„ 9兆兆瓦的，;7级能源.这个缺额有可能会更大些 

(‧大概.会达到2至3倍).此方案f '要规定一个极髙的效益水平，而大多数 

S家的政府是不太可能实现这个要求的.1 9 8 0年初级能源供给的分类记 

载如下：；油4. 2 、 煤 炭 2 . 4、天然气1 。 7 , 可 再 生 能 源 1 . 7 以及 

核 能 0 。 2兆兆瓦..步^在By问趲是W级能源供给fl?短缺额将从何处获得？这 

个 的 计 阐 明 了 ， 发 展 中 I I I 家 每 人 约 3 0 %旳訪级能源消费的平均增长 

的设想仍!S要求有数-t钕大的初级能源供给，即使采取了特别有效的能源使 

用制庹. 

夹 源 ： 3 5兆兆瓦方案汉据国)》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能源系统组：《 

有世界上能;拔一 " ^全球系统分析》（马诸基州剑桥：B a 1 l i n 

B a l l i u g e r . 1 9 8 1 ^ ) . 其它的计算裉据哥登堡（J . 

( i o l d e m - b e r g ) # 《勿-向:^终使用的全球能源战咯》19 8 5 

年能源年刊第1U巷* 

总的二充来，能源消粍方 ^ 〔到2 0 3 0年为】4。 4兆兆瓦 l i i )到2 0 

2 0 年 为 1 1 2兆兆瓦(6)以及到2 0 3 0 年 为 5 。 2兆兆瓦(7)〕要求逬行 

^è^^MÙVéZ'ï^. >*1;；;;̂消¦̂ 3¦;5的方；̂ (到2 0 2 5 年达到】 8 。 8 兆 

7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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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瓦、à);到2 0 2 0年达到2 4 。 7兆兆瓦.（y ) ;以及到2 0 3 ' 0 年 i t 3 

5 。 2 兆 兆 瓦 ) 则 加 重 了 A们自‧葸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经历着的环境污 

染问题. 

1 0 。 能源髙消耗的将来99经济^,是十分令人担扰的.世界银行最近 

旳一项研究表明*在1 9 8 0 年 至 1 9 9 5年期间，能源消费4。 1%旳年 

增长率一近 f t乂于与B 0 X 7 — 2 方 案 A -仅在发展中国家就要求年平均约 

1 . 3 0 0亿美元（以 1 9 82年矿t元计算）的投资.以菌民生产总偾计算， 

这将使能源投资比例.翱一番.在发展中闳家，这个投资其中一半得来源于外 

汇，剩下的一半来自闳内在能源上év花费. 

1 1 。 能源高消耗的将来的环境风险相不确定性也是十分扰人的而且 

还产生若千几种ftC制，有©项比较突出： 

力由于气体排入大气t<ï温.室效应产生iJ5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其中最重 

要的是矿物燃料的燃烧所产生的二氣化
7
瘐（COa )Oa; 

*矿物燃料ey;^烧所产生的大气污染物引起的都巿工业化大气污染"
3
' 

*同样〗因引起^5环}_£欺化以及a4) 

*核反应堆爭故ay风险.，发,料处:t!以及反应堆工作寿命结束后诉险它问 

m相伴随奢核能使用而不断增长05危险. 

与这.些问一起.在发展中国家出观个主要33问题是薪材的 H益缺 

乏.如来这些趁势,续发展下去，那么到2 0 0 0 年约有 2 4亿人将生活在 

树 木 极 其 稀 少 的 地 " 3 

I 2 . 这些 | ; f i制至对《； } î >水平 a y能源使用也是适用^建议能 

7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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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消费仅为B 0 X 7 — 2方案A—半水平的研究特.M注意到了由于二氧化^ 

成Btr全球,转*^a^?fc险.tuv^a:项研究表明，一种现实的燃^结枸一一i即. 

实际上煤;炎的使用增加三倍，天然气增加一倍，同时石油的使用量增加0. 4 

倍 一 ^ 2 0 2 0年代能參造成十分显著全球转骏.目前尚无现成的技术能 

够从矿物燃料的然烧中将二氣化碳的排放去除掉.煤炭旳大量使用也将增加 

琉氡化物和抵氧化物棑放，这些^化物在大气中大都变成了酸'&物质..一 

些〖§家现在要求新厂.甚至某些老厂具备去f氽后面提到的这些排放物的技术. 

但这*技术会!，投资,本 j，加】5至2 5 % . a?)如果国家不准备付出这 

费用的话,:1：《条遛路就.得`《行不邇了,对更多地依赖于矿物燃料的髙能 
源方案来说，这个限ii?j就出了.如不克服严重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限 

制，几乎^ 了一番全球能)!^消耗将会十分困难.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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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歸f^yp-Mh. `)l,就是物)fi何^:V •]<• i¦n-*-!>î, feiîHr.. A 

设想那种对能源95数:^&性质-ï、 fPit `-k m胁.因为?)g源HP此,t`. 

所以能源 a ?每一种变化郃具有环这种 I々响意义深远.%\M 

味着所谓单纯被:源远择是,|Ri不存(\:M.它们都是:，^的逸#, 

都包含了利!^BÇ.tîêlf.然w.其中一些i%铎.相利弊的权衡明显表现 

.iB比其它逸择—《讦些;从蕙义上讲,它们成了较大的.K展而凡 

只产生较少的环境玦坏. 

大卫'布碑，:i^ 

' 《地球之灰》 

世界环与.,.厲^员会公众听证会 

1 9 8 ( )年 5月2 6 - 2 7 BJ;myk^' 

1 3。 这起了人们对低能消费e;/将来33渴:适。在这种将来，m m 

产总值并不受到抑制。而是把投资的^力从建设更多《y初源供应设 

进行发展和提供高效的终端设备.样'社会,听镨求的能源服务在级能 

生产大大削减的情况下绐予供JH;y? -2中i^y方.案B .允许在工业化IT《中 

初级能源w人均消耗下降5 0 百 在 发 展 中 可 3

3 . 加 3 0% uai. It:所有 

的经济部n>f^Jfi现^可以w得《y 敖益:i»̂  s»ï技术和工艺，全^人均til民总 

产值年增长率.就可以到约3 ， é右.这个.长^《至少与氺报告中为是合 

理经济发展的长k i&,^ t相许合35. (15是，条道路要:求ë大&?机构革.i)À t 

许有效益旳技术逬fi t ' 场 ) 而 在 今 后 的 4 0年期间似乎大多数IS家8?政枏 

不太可能全部实现这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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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4 . 有关这消费低、能源效益的将来的关键问题，并不是这种 

将.来是否f»^.在提出S3时间规定范tej内完全实现，而是要求逬行重要的政治和机 

构^.慕来调整投资昀)té力，从?^^着这些低消费，能源效益更大的遛路前逬， 

1 5。 委员会认为世界各国面前尚未有其它可以为第二十一世纪作出05 

î!ïi.实旳选择.这^低消粍能源的方iS^t^设想并非凭空鱅想.髙能漯效率已经显 

示出经济效益.在许多工化化国家，生产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单位所醫要消耗的 

初级fi'tî源在过去的î 3年g已经下降了四分之一或者甚至三分之一.这种成效 

多辨是^为实,了.1^ tm的措施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正确的瞀 

相有效的搰雄能使工`}k化国家.铃定它们的初级能源消费.它们也可以使发展中 

H家达到较,的,长T!<平而义阵低其投资、外倚以及环境玻坏的水平‧但是到 

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它们1 巧不能减轻全球大童需要新能源供应的基本需求， 

U , 矿物^料：持续存在的难题 

】对可开发的石油' I t藏和资源 I Î 7许多M测认为，石油生产到下个世纪^ 

前十年将达剁檍定微；然/在一个削《供应提高价格By时期逐歩下降.按 

照 t i i iÀf&ï /使用 i s度，X然气a?供应将可以恃续2 0 0年以上，而煤炭则可 

到 3 0 0 0年左右.这 * ! ' i^ i "使得许多分析 i |C们认为世界各国应立刻施一项 

有力tî3石油保护政t:. 

1 7 . 关于污染a?风险问题，天然气至4^仍是殽消洁的燃料、其次是石油， 

!Z"K-癸K 'j是三者中鈒1'旦是它们都造成了三种相关的大气污染问题：全球 

^lt气纟:转!^ :ti《巿工化大气污染（2 i ) 以及环境的駿化（ 2 2 ) . ^ 些 
' "裕工业化 a宋也许具有对m t : É威的经济能力,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 

7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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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为力. 

1 8 e 这些问题;t其在热薛才U',IMfe区i:#更为广泛，II是它们的济、 

钍会以及政治^响却还尚来为—tU，所完全认识,，除二$1化欤（COa )以外， 

大气污染物是可以从矿物.燃.料的燃烧过卞i中去！^》掉其成本邇常低于由于少 

染而造成的损害的賓'用（23) .然而，全球性转暖的危险使将来主要依赖于 

矿物燃料旳设想成了问,. 

1 。 m-ymt_ 

1 9 , 矿物燃料的^烧和(较小程庹上)漏尤其是森林失，通过都巿 

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增加了大气中二氧化碳as累积，工.亚化前大气中二氧化橫:的 

浓度按体积计算是每一百万个大气单位中W2 8 0个单位的二氧化碳。 1 9 8 

0年这个浓度已达到3 4 0个单位并且预计.在下个世纪中期至下个世纪末之间 

其数贵将^—番达到5 6 0 个 单 位 （ 2 4 ) . ‧ ̂它气体在这个温室汆应中也 

起着重要旳作用.因为^室效应，大阳幅#包iiiil在地if附近，使地球变,并改 

变气li^. 

2 0 . 1 9 8 5 年 1 0月，在奥地利的维拉奇的一次由世界气象组织（W M 

0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 N i i P )以及国际科协埕事会 (I C S U }共同 

组织旳会 i义上，过对 i S室效应的最新处象审查，来自 2 9个工业化 I S家和 

发展中 l i家的科学家们作出结论.认为，气候改变必须被看作是"可能而 

且是完全有可能的".他们逬一步 - i t f i r :今天许多重要济和社会的决定 

—一关于重大的; ! k资活动，如 : f ) S t和.水力发电;觯十單；耕地使n!； 

7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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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设计以及:^淘i木工# ；还*能源规划—一都是极据这棹的铖设作出 

Hi! E"^'9V过去!ï?气1^ ^ #--^^-m ， 将 来 气 , 的 f t ` M 的响导，这种设再 

也不是」下确的了 （ 2 5 ) . 

2 I „ 这些枓学夂K估计，如呆目前这些趦势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也许到了 

2 I #纪三十年代大气中二氧化锬与其它:^!i室汆应气体旳混合浓度就将象现在 

二氧化*》:的浓度比工化化前的度m 了一番那祥也翻上一番；从而可以导致全 

球的平均 ^庹上丹到比人类历丈上何时#的度都更 ®的永平（ 2 6 ) . 目 

的撙型研究和-，:']à表t?a.由于二氣化碳浓度增加一倍的影响，全球的平均表 

1 & ^ 度将上升 1 „ 5 ^ 氏度至 4 。 5；^幾氏在冬季髙炜度的地方，这种转暧 

现象比在赤道附近史为i î i普， 

2 2 .—个特别儐得关 t , ? a y问0是，全球温度上升1。 5 。一4。 5 。摄氏 

度，也许在地球西极的:;蔽庹会转
3
'《2倍或者3倍.这将导致海平面上升2 5 — 

】 4 米（ 2 7 ).海平^È—上升范[U的较多部分将造成处于海岸低洼地区的 

威市相耕地被:^没.许多国家可ui-â料到它们时â济、社会以及政治结抅都会 

. 4到严直^坏.它还将减' ( # " À气热机" a y运转；这个"热机"是靠^道和极 

地间温差.^动 â y， M<i对降'*'JEBV状;祭产生^响.(2 8 )专家们认为,农作 

物与森林边界将向更高的炜度移动, * M U 海洋.对海洋生态系统或渔业资 

源以及食物链会产生卄么^响，实上还无法知道‧ 

2 3 。 在实际出:^以前:K;没有一祌方法用农证实这些情:形将会发生.关键 

问^是：各HI政府要求有多大程度的肯定性才会同意采取行动呢？如来它们要 

等待到重大5 ?气变^已^得到证实话，邵么任何想要有效地对抗这种积聚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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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S3地球系统中的惯'i生力H的对^都将为时已包括所有111 ;t.a内逬行 

谈判，以对这^复杂问题达成国协议，此事已拖了很长的时间，以至有 

些专 ̀家断言：现在已；；！为时过1̂ >̀了. （29 )确定了关于这个何题的复杂ii和 

不确定性，就迫切^求现在立刻开始工作.这需要一个四条道路的战略，它们 

包括: 

, 改 进 对 ' f . 在 c i l 现 t 囊 ' 评 价 ； 

*加强研究工 j ^ , i i ï ̶ 步 了 觯 这 * 现 机 制 f t î ¦ è ^ 响 î 

*制订！！际上共同同：^；的政,来减少引_>̂ 」:;:1̂ 超?352束的气体；以及 

卞采用所^要的荣.!5；^以^大限度:^减少并对付气M变化和平W上升. 

2 4 。 没有任何一个a家既有政治上旳威力义有经济上的力量来单独与气，* 

的变化相抗争.然而，《非#;^>î、声明》推荐了这祥一个对付气候变化的卩条硌 

m.这是由各闺！玫府li>科学闭体通过世界气象组织、联合a环境规划;?以.及 

囿际科学协会理事会发,起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筌订一项全球公约加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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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ft设想还有什么问题比：g效应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有更严 

:tay全球性影响了.乾然其信号尚不大明显，但戏们已经在非洲目睹了 

例证，即便这些还不是事实上的温室效应，温室转緵的最大的潜在影响 

可能是灾难性的.我们经过全面考作出判断，现在才开始着手考虑政 

策已经是很晚了,加强公众的注;t力，建立对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最终 

对于为降低排放增长逨度而进行的多!S努力的支持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来芫成• 

温室问,是一次机会也是一个f*」战；亳不足奇，它为执行继续发展 

策略提供了另一个:t要的由. 

爱尔温。明泽尔 

世#资源所 

W C E D公众听证会 

1 9 S 5 年 6 月 2 4 — 2 5曰：；^輿斯陆 

2 5 。 在制订这些漦略的同时.能够而且.应该采用更为紧急的政措施. 

:il切的是那些^用来犮展和扩大目前在提i^)能源效率领域中取得的进展的政策 

和傻使能源结构更多地转向再生能源旳政策措施.用:媞高能源效益的措施可以 

大幅度减少全球二^化?《3^产毫不降低国民生严总值增长的速度，（3 1 

).这些措施也将减轻其它气体徘放，这样.fe^少了醆化以及城巿化和工.*化 

的大气污染.气态燃料每个能<#输iil单位所产生二:^化^要少于石油和煤炭 

.应该大力提1B;尤其应用于食物:《；调以及其它民用能源a?使用. 

7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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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除二?A化^以外的其它气体谀认为要对目前全球m K负三分之一 

iAttii;估计到2 0 3 0年有一半主右&3问^将是它们造成ag ( 3 2 ) .其中 

有些气体1鍰突出MIL是用作货客剂、M冷化学品以及塑料制造中昀含氣 

也许比二氧化破更容易持制.这些气体虽然与能源无密切相关的联系,irM-â 

制二戰化^排放* )ïy `fk<^有决定性en? ！；̂旬. 

2 7 , 脍了对气候的影响，含^"烃在大程度上也要对地球同^层矣^&y 

礎坏负资.（3 3 )化学工亚应竭尽A力；代物；当寻找到后，政符也应 

要求使用这类#‧代物（如：^』扭政府已严令禁止将这些化学品用作雾剂）.谷 

im梓应当准现存By?i<公约脑卓裉制含?(^îjn<yé排放的条约协定,同时有 

组织:^监测并报告执行悄况， 

2 8 , 有A"iî`，政^ ,!j|订工?要去)徒.丄《^工将与加紧研究以减少现存 

的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工联合进行.各闳患翁制订并对控制政策达成协议以 

对所有由于人类活动ii^释故到大气中的.自坏境活性化学物质进行控制，尤 

其要控i¦J!!那些会J;ï>,j地球m射平衡S3化学物质的释放.各!D政府应开始对话， 

以达到对这个问^制定一个公约目&5, 

2 9 。 如来关于化学物质iè-制政策的公约不能迅速实igsg话，各国政府应该 

制定应急《ît略和计划以适应气候》7变化，不论•^:ë生何种It况，都应鼓励世界 

气-象组织（W m 0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U N EP 世界卫生组织（W H 

0 ) !21际科学协会^寧会（I C SU )和其它与此相关昀®际和国家团体}*"i;询 

并!^进它们H^yit<|!, Aiùï制定一项2^过!f;ffi考應的综合战略，以研究、iii监测片 

i平价大`k'#放到大气中所有能引起环境危害的活性化学物质对气候、人体 

7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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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2 ,，少.fc^市一-工;ik大气`;î染 

3 0 . 全世界过去三十年旳iPiS|iî?i?^速发展目睹了釆暖和:f:调食物、汽车 

运工化活^以,《电力生产造成的^料消耗量的巨大增长.六十年代束期 

由于对日益加大气污欲^的影响十分忧，啦结果导致制定了许多报治污染 

«9».包括大气质#标>i、基准以及经济效益高的去除污染物的附加控制 

技术.所有这^措:i^大大硪少了;I^^Mi要污^物质的排放量，清洁了许多械 

巿上空的大气.尽牛";È'`tf,今天大气污?^'在一些工业化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的槭巿，同时也在那些^积极》?犮展中家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那些发 

.链中!11家的械巿从某种^度上讲:^目前世界上污染巖严重的都市地区. 

3 1 。 JÂM-!l^yy^^J^M^>不tfï是/^阇定源还是从^动源的排放，矿物 

mieM中^令人关注的是二叙化琉、&取化物、一敏化碳，各种各样ay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孰尘以及其它À;:浮^粒物,它们能够损害人体的健康以及 

^m.-，.敌B益增多的if <ict系统G?>头病‧，其中有些具有潜在旳致命性.但是 

这.些污染物质是能i扭加以制以保护人健康和环境旳.所有国家昀政府应 

该采取歩骤以达到可以接受39大气质量;^平. 

3 2 „ 各HI政ii?可以剁定并监测大气et量目标和目的、可允许的大气负荷 

童以及有关排放的标准戎基准，如同有些已取得成功的HI家已经餵昀那样. 

区:i戎性组织可以支持这种努力‧多,的和.双.边的开发接助机构和开发银行应 

该!^励各13政.#1^^出要求，即在3：!^立新95或扩大现存的设施旳工业和公用爭 

)!J<规划屮使用Mfhïi`mM^ 术. 



A/42/427 
Chinese 
Page 266 

3_„ _A气污染：^:投传祯造成^i-g 

3 3。 本世纪七十年代,许H-工.论化11〗.汆:采<R措施来控制械市和工^旳大 

气污染（例如髙烟fe)，这大大改# 了有关械巿的大气质量，然i范，完全无 

意地在欧洲和北美洲区把日益增多的污染-i^:过了;1境线,造成了远距?^的 

环博靡,：形成了新的污染问题,这--点在不断加大的对湖it'. 土 埃 和 雜 

物:蛘落的损害上表现的十分明显(3 4 .).在一些地区，不能有效地控i|iti汽车 

污 ^ 更加重了这问 ^ . 

3 4. a此，大气污染^—庹被认为仅是.ii^i!的影响人体缱康的城巿:〔： 

业问超,现在已被钱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响卩-：:^;物、生态系统，其至《ip 

广大地区公众1^康的问題.在大气中转输问，^:^l/fe物和氮^化物以及挥发 

"fe碌風化合物转变成了硫^和^竣；《.盐'和：^^*它in以干)^:s<jè<'粒或者浙合 

在if永、W、藉、^以及异1：永之中39；^;多式散^到地w上，有时'iï!其釆渡:^lii几 

或者几千公里之遥.关于它们的社会-一经济ft价的研究报告很少》但这^'!FT 

况表明它们的社会一经济代价十分巨大，而且暗示它们正在迅逨扩大（3 5 

)..它们毀坏檀被.造成土地和水质污染；腐té>-|?筑物，金属à4构和车辆， 

年造成数十亿美元的〗々，失. 

3 5、， 六十年代，善逑^首先出观.iiJi*「堪ijy^维亚半岛.i?i^洲，尤#Ai 

南斯堪地纳ijé亚（36),有儿千个泊以及北美洲有几百个湖泊（3 7 ) # 

，记录表明其酸度正运步增加至使自然鱼二类减少戚X绝旳地步.同祥的酸钍物 

/k进入了土;il和:1[^下永，使:)堪地纳纟li:.亚饮用永'^道it到日益严重的腐侦（3 

8 ) . 

7 ― 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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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 . -âj^采俩治M m ;îC降污染i改.的i据i£不断增加,其过度之快使得 

抖学冢和各W政府没有时间来作出科学9y评价，在中炚，已报导了一些监测到 

！的^害最严:^教I象，每年中玖都在il受每平方米1克以上的硫侵害；这至少比 

其自然背景傻高出五倍（ 3 9 ) . 1 9 7 0年，欧洲还没有什么树木遭受祯害 

的迺;，：。19 82年，德;S:志联邦共和!报导了在其全国范S1的森林祥品上有 

可!5,0^树叶3S^tr, 1 9 8 3年范!f上升为3 4 %iiJJ到了 1 9 8 5年M ! )提高为5 

0 % 了 （ 4 0 ).瑞典M告其森才]^有3 0 9^遛到轻微至中等的损害；来自东^ 

.#^Ki:其它II家的各类指告使人极为扭忧.迄今为止，估计全欧洲有1 4 % 的 

;^#f?^ |>Ta} ( 4 1 ) , 

3 7 . 证据i^MiiBct齐全，但许多iMf^表明，在!^洲部分地区，树水扎裰的 

土层的土 : f e 已 成 为 性 （ 4 2 ),尤其是较为贫瑜昀土壙,如瑞典南部的土 

: $ ( 4 3)。揭眘的确切^制尚不*身趁，但是所有的堙论都认为大气污染起了 

作用.）;1(̂ #损害（4 4 )和树卄损害看.来相互作用，同时影响了树木从土壤中 

《取水份和在树叶上保存水份a;j?i&力，》「r以在干阜的时节和气候恶劣的时候， 

树木变得特别容易遛受损害了， ^洲也许将经历一场巨大的不可逆转的酸化的 

变迁，其补教^用是f e è济所难以负担 4 5 ) 。 （ 见 B O X 7 — 3 )虽然 

;'4少《和ma>;ft合物的排放有许多措趣可供选择,但是对付森林减少尚没 

有一项单^的污染物&制梵略能够^效.它要求专门为每一个区域制定全 iS i^ 

合&3 M略和ti术以改善大气质量. 

7 -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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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是一个生态系统，它存在于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如M.你改变了 

环境条件，这个系统也贿之变化..对于生态学家来说，要预见将会HH!i` 

什么样旳变化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囡为这个系统是极其复杂的. 

个别树木激于死亡旳直接原因可以完全不同于使整个系统实现平街的4 

本压力.这次也许是因为臭叙，下次可能是二氧化硫，而第三次也许是 

^中毒 . 

我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表达戏的见觯：如果发生饥荒，只有相当少数 

的人直接死于饥ff^.,多、t人死于痢疾或者各式各样的传染性疾病.在这 

种情况下，送去药品而非食物是不会有多大.邦助的。其含意是，在森林 

发生这种情况时，有必要提出危害生态系统的最.基本的压力. 

阿尔夫'约翰尔渐 

3^,典自然历丈博物馆 

W C E D 公 众 听 证 会 

1 9 8 5 年 6 月 2 4日一 2 5 B 

3 8 。 在日本同时也在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方性 

大气污染和鲛化的:ià:象正在开始出现。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a似乎纟;H"J 

容易遭受危害，如同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所遭受的一4羊.人 

们还不了解这地区硫和iil可Èt:的环境负荷量以及热带湖泊和森林土壤的酸 

中和能力.所I乂， /^尽快钊订- -1^5/^&性考.络计划（4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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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 在那些镜化的胁已实!*存在或有潜在威胁的地方，各国政府应该 

•m区械性协定制图标明敏感地区，每年评价媒林的损害以及每五年评价一 

次土壤贫化情‧况并且公布其得出的结果.它们应该文持其所在区域旳机抅 

逬行的跨图界污染监测行动；在那些无这类机构的地区，创造一个机构或者 

将这项工作交由任诃合适的区域性团体来进行，许多地区的国家政府可以从 

尽早达成协议凝得极大的利益，从防止跨越国界的大气污染以及目前跌洲 

和北美^正经历着的对经济基础造成的巨大损失.即便损軎的确切原因难以 

iif实，减少污染物的策略也当然是可以达到并十分经济的.与这些策》^的采 

用而避免了的大量的潜在损害相比较，它们应视为一项便宜的保险政策. 

— I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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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0 X 7 -- 3 

大气污染的！？；!害控小(!?;!Y川 

要对损兽控制龍定量是非W:`tB?；这不仅因为费用数字很大§ 

度上取决于所设想的捽剁战略.然Ï好在美!S东部，估计待把观有污染 

中余存的二彰匕硫去除一半的用约为一年5 0亿美元，观存的电力 

提高 2 — 3%。如果把.i<氧化物也计算内的话.，其附;^的成本.?〖：用 

也许会髙达一年6 0亿美元。在美国汆部的1 7个州中，仅材料腐.f;J;的 

櫝害一项估.计每年軒:资7 0 亿 #元 . 
I 

在欧洲共同体!53家里，要!^得;'少排辨物中5 5 - 6 5 %的硫!)的成 

果，估计从1 9 8 0 年 至 2 0 0 0年之间约为每年4 6 亿美元到 6 7 亿 

美元.（1 9 8 2年美元价 )，控制 [I定的m护以每年〖又;咸少1 0 % 的 化 

旳做法，到2 0 0 0年其年粍资为1 0 .万至 4 0 万美元之间（ 1 9 8 2 

年美元价）。这些数字相当于:`f";ï'者的电力价格一次性涨价约6%.研 

究认为1每年仅由于材^破坏和鱼类损失的费用)光为3 0 亿美元, P Ï Ï > Y 

农作物，森林以及人体健康的损害估计每年超出1 0 0亿美元。大幅度 

降低汽车尾气甲氨化物和^^fc合物含鲎的技术已经存在并且在北美 

洲和H本已# i i使用了，但在欧^尚未运用， 

日本的实验室研究表明，空气污染和駿—!fÂht某些支类和.谷类.农作 

物减产约3 0 9h, 

来源：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办公室。 

《鲮雨及转辎的大气污染物：公#政.釤响》 

' ( 华 盛 顿 牿 区 ： 1 9 8 5年美国政府f j?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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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li环保局：《g醆沉降评价》（华盛顿特区：1 (3 8 5 年 ） I 。 M 。特 

论斯《醆—和大气污染：工.化化的一个问》为I 9 8 5 年 W C E D 准 

备 的 论 文 ； P 。殳德尔勃烟：《酸m-—-经济评价》（纽约〗普策那烟 

出版社1 9 8 5年出版)；M。桥本《日本的园家大气质量管理政策》 

为 1 9 8 5 年 的 W C ED两准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的状 

况 》 1 9 8 5年於巴黎. 

1"。 核能：未解.决的问题 

I „ 和平用途的原子能 

4 0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许多年里，军方控制下用于原子武器生产的核 

知识已被民用技术人员用来达到和平的能源目的.目前有些效益是十分明显 

的. 

4 1 。 人们也知道没有任何一祌能源的使用是毫不旨风险的.有核战争的 

危险存在，核武器扩散y?危险以及核恐;体主义的危险。但是广泛的国际合作 

以ZI—系列的协定表明，这些危险是可以避免的，例如，1 9 6 9年起草最 

后定稿旳《不扩散条约》包含了拥有核武器和核技术的签字国的承诺，寻求 

并承担核裁军同时也邦助无核签字发展核能，但仅严格限于和平的目的. 

.ITÈ:问;^如幅射旳危险，反应堆的安全以及核虞莉的处理等都被认为是非常 

wt.旳；但是进行一定的努力都是可以控制的. 

4 2 。 现在，经过了几乎四十年g大的技术上的努力以支持核能的发展，核 

能已得到广泛的应用.有3 0个IC家使用核能发电机生产总量为全球用电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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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5<?^左右&^!1^力.是未能实,,人们半先的期‧镇，它将成为保证低成本i〔： 

源无(^制供应i的 

、风险以及敛益的特点已变#,iï加MiT;正!S为如此，有关这-个问-趟的争论也 

更尖锐了. 

2 。 逐t了，核能问题 

4 3。 核武器扩散的潜在性;对世界和平^严重的危胁之一.防止核武:;^扩 

散是为了所有l?li家的利益.所盲K家因而都应fi^出努力以建立一个切
3
$可行的 

扩散制度,核武，^"if}有国必须实现它们的承诺，减少并最终消除它们武库中的 

核武同时也减少并消除那些核武器在它们旳战略中所起的作用.没有核武 

器的IÏ].家必须给予合作作出承诺，保证决不朝拥有核武器能力的方向发展. 

成
 

.s?
 

: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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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平別用A〖子能〗义术.(包括核电；>If人体健康的危窨与便用核 

|能幅射进-it f>i 〖'-诊!|斤治?î获氺〗的,益相比较,是极其微小的. 

^ 在清洁环说,避免食W腐;^ Ji^>Oï世界祯皿应方核^射技术i/^*全应 

舰 t 了 许 多 狱 

脍了最近一件突出的例外以外，mH^Êum^mit^iM^i^^iyit 

核16技术的M树立了一个优夯的 j s ^ "眉它可以 «由于炎鰱其它抆术 

^ i i î j造成的普遢的环锩 

埃思-威尔 

加傘大核 m ^ ^ i ^ È M世界环境与犮员会公众听证 

会* 1986年五月26 8—27 3̂ ^；：华. 

̶ A : ̃ ^ i i ï ï ^ ; & - 案 ; S S ï ^ ^ ï i ` 涵 以 分 开 • 

对于郄些已充全了彌 •粹全 ï ^ i i始未^^家采说，不 «什么其正的议 

术上分离‧并不是所有14 /阖家都行了必要的-对民用和军用方法迸行 

^*jà'的行政划:^ 用原子能设备3'ti#料的供方与买方以及g| m子iïË:i^t 

^ 之 I 《 也 合 f î ^ , 以 便 可 靠 的 ， 措 ; i ^ i i ^ 止 目 反 i â î 堆 f i ^ 计 ; ^ m 

成 溜 于 i i ï î i ^ 计 尤 其 : ^ 针 对 些 不 让 a 际 子 l i É 机 裤 ; M L 綦 其 所 I 

核 m m ^ ^ ,因此仍然存在着核武器.扩散的危险 

2 • i 風本 

45基^本以及Hi厂的相矢âii/F̶无#>;3]^于Hti犮^ :i^-hïMM^ 

石油或者天然气一在乂 个 « < j ^ : 迳 中 以 下 t a :'Ut 

.键棘唯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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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i i ? toVii^iit'fe护''araie^:^鎮,以反 

T̂r M^^Mâ^J^i C姚、yt'^\^!J'îCï-/m''i^\4 )以反xr涛命^S;^ù`y 

î iià铋用◆ 

4 6 M有些 e i l MixM^H^J齒'家各à不iàj m^iU^iMj!k^iHi^iùf 

4->ro Jtiiï本成本比较法t^jîbi!e#:'^力";者还会地成错""Miai 

: i î 去 ̶ 年里，核,的与这些因:t相矢昀若干i;t≫f〗'《、遝Jfe*长，以 

至使核厂运行成本诋的优^已大大f^il ^或哲3^全消失了 、 47 )• 

la此,各!ai ̂ à à ^ 一条Hiîi:i!`H该伃细考成本的比4)11从=1^ 1^ïihiÉ 

IK. 

2y 2 人体;^i^^环:^的风IJL 

47 于lËiCHiT^:iû了非'à"严格的Sc^Jt^tmm,所以在i^>it官 

方批准li^ii^iî^`^ï午下*对于反堆工li=人以及尤其赴对广大公众j]} 

危险的可 f o i性儿乎是&不足然而*在投少的 i i ï况下,一个^应^犮 

生 #也许敏严 ; y ;到 ^ i m k M i u ^ M ^ ^ ^ i à ^ * >s金取决于^齡 

I}L' Ain^-X^K-h就会有,g各种的危!^5；5者l^^l^l:J^>ii<i;^异M i!l 

>èii^'if畸^ 

48 自1928年iî(;^t, l i i J ^ â 射 l i ^护姿会（ I e s î> )M布y:^Nî于W 

射性荆lii的推蕃it, )4^个剂^的放射性=^i^是不^^Aiiimèûmo 
已i^/ïé；j^为4H生恒；èêiiii工1W人员3'a广大<i^it昀》Ul•ï^^ Hi HT 

少MM 之l»M安全3f准上&异,这两}f:if i h i l J ^对谷kiii! i U i i i并化si/米力 ‧ >oi 

&以及鱼夹产生了什么 'âJiC "ij ;î ii:î-性污i&;a可禁止^于4!È畜^人i>!è k`j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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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不 , i s j i " ^ ̶ 甚 至 一 个 i ï i / 屮 不 问 区 1 - m 当 / : ù 一 l ^ i 

尽V^j^iîil>j`4£iMtvPè^^^^ï^M子fe:^全标准"Jffit, i^^"lij5u<è>i^ 

魏 ; U i i i l T # 'fè'/̂  #yi?'ft^'îfe î '̂  i^-liiif ll^^^-^^;^M.^t-î^i^^^^rî^^ iL 

J!^^M;èT tt`^-^a^^P`i^i(H`fi(^^口-ir^ 也 许 公 之 w . 

`a:易HJéh^^^ùj^^M 二&,这翻'IM^M切尔ufi'i椒:^fii之后W Ù^Lé.^ 

爭史有力isi证fc>̂  7 4 i ' ^ ^ M >èJI>>éi^K-iiua 一叙61/污染‧ UÂM-&x 

50 在̃i*l齒(Se"'"'s哈iiu^î:^)<ii3'-0^<i£fJ«(^il(iè^^i)î^^m^'ux.^ 

安全PJM又i^^出在翻ci/iii^A#M^ 1976年夹M 子'à 

沓jil会对导iët西方:!àiiHt/ ̂ MÀiKM^^KMt'l^<lJd外泄wv^i^'j牛A Ji¥(!X 

tf 7-U¥feiartU«/^m"oi; ïTîSiit̂ î失;̂  !ài:î^iii/外泄,^hUil¥i^^ 

《 i中约为 i Q G年 i次 r 、 ?i't^i^.M?à-}i^-iMiSM棚次&故iu ‧ 析 細 ， 

"这次,伴中入j;i拷',错误是主要原因"321样的;^Hf分别为2000^和 

4000^6v反H>t运行年里才会出现* ( 4 9 )根据概率性估计类爭故的频 

t出iÂ几乎赴完全-个可M6V,然inj ，可以莸得的分析表明，虽然放射性物质外 

‧ ; i H : : j L敢à3风险: i n小的,但US并不0前这个^代反 M堆的运綠作 

可以)i;R心大;I 

51 一次寧 i t `y<:域的人体健和环:t电的^响,从对放射性尘埃徽粒回降 

的研%中大都可以预m, it种放雜尘埃回降.研究是随着早先的大气中核 

i i C à T i î V , a -开.-JkiL^-Mvijjii之后 i 4 /头^4屮到 i £买 o确 

尔HiÂ-fil+ ' n i l 之不可以 W U - h ^ H ? t ^ i ^ ¥ èîiî Jii区tô %î* i£m 

Jim^àtM^v^^^^̃`^M^^é^ii^ eivi-^Al)Juii U» i 9 8 6年 4月 2 6 ti 

7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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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连串违犯官方全mji;!j的事件，反应：!姆炸了， ièjŝ 了前所 

未经历it的:r|t严:^,核反应堆亊故a其结杲鲞个地区15^设ifi|M来，有 

些 象 战 争 状 m t > 胬 采 取 类 似 一 $ 大 » 1 ^ & 军 « 动 一 祥 à $ 努 力 ; 

控制危害* 

.2。 4敖射性李 f 的处.鬼 

生物囤隔绝开来的方法，因为这liJÏÎ过的)^料和it料在成百万年里仍将保 

持着有危害的放射lïÉo , 

6 3诅是核庾.钭的处问题仍未锊M觯决，核廋抆术巳经达到了一 

个十分复杂的先:i^水平（50〗。这神抆术尚未<âW地试验咸：#利用 

it,从而便问题处于待处理的地部•对于将来求助于海洋顿甸和.H缺 

的傲法^起人们éi/特别的关注。_a该有一个i^/j^"j没-必，即所有产生核废 

料 的 i i ^ 在 其 本 土 内 处 垤 这 《 料 脉 f 视 ^ ; 之l"j,密监督的协-" 

来 艇 

3 ‧ 目前的園际努 _ 

64 it去的25年中*对以上列举出的)feà|不靳增加的关注纹术专 

家'公众以及各IS政,好十分广昀反>a,许多专家i;^)ZiS到，从迄今:々止所 

的问,趔中:^有T>K多东西可以^^习，他辩:4,,采公众社会t々气氛 

; t许 m i U脐决核篪料处埋祁退役的问以 i t借款的令 M : H i i维持在其 

i980至i982年的iiitiM;,g之下,并且'W'p/fJi的:斫te源昝代旳话，；^二^没 

«由认为在本世纪九十年代 „下会,为一个强有力的兗争者出观在世 

7—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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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f!:在"—；^， i"H'',裕""视在还存在大:k;^ra来的19题,风 

tkt大,-f^sài^^]imki^^!é^jé* .公众的 i tâ 4；^备5\^^祥的有些漏 

iiit'i>ê̂ 公众反'ï̂ , M^-^'diM-a , 公 離 ‧ J ^ l g J ^ 核 运 动 

.^'ï^Mïïë̃^J^irW^éW^^^^ .切尔诺jîj利的后果lîê苏 

;i$ti^专.家们if 一次挺出一个K i : t ,在工M:>^上M核ÉL ; i è否还不成^? 

它对于翻' i的文& 球的生《系4^不;％有命的危脊？ 

`iU的:!S球上有、丰"各源，^£个1^题可以十:^^41#)»，`^0^_^ 

在〕 t个题上.：u f i:ï;～个祸;^际JH?:^释-可以在滚祁政府一« m 

也可"在个.人的W专‧iit人^一级迸行ià#* , 

》.必^ ^尽: ^力來过抆龙本 i i " ， 趁±^鬼兽严格赠畫、 k术 

全>i^准^范,？S;U必巧夯力剑立fi^止亊故的中心以于#偿环' 

！職;^Éi>中心- l l ^ < X ^ J ^ ` - ^ ^ $ i j ^ A 4 ^ ^ H i ^ J ^ ^ M W i t M 

中力只对#iy:#上h^;^i?i^f)中一îiiifââ^的工^更为必g* :i^将造福于全 

AM. 

？ ' A 餅 f c ^ 

科 ^ l : J i i i ^ 世 界 环 : l > i i " ^ 发 ; 员 会 i i E ^ 

1 9 8脾 1 2月 8日吴 

tiî»雌,在一iii:S^i;^储其无w;HiiiiL时昀今天,核辰堆it供了总 

力产k中i&'^{'^v^?* ^趕>;*;k转Jbt^又相当于全球皿能源 

力 1 5 v^-i-^r. :si'iji:#大itr有ii</î^之"^ âi;i^裒綑有核丄：^氣.J 986年 

有366个》v/:i力è'is%^d* 咨 1 4 ( ?个计 ,中（ 5 1》 ,其中 ^ 10个 

滅"Ut/:ï:'i¦j ^pijii^-iï!t:i-k^o^'hi\ij 90 % i jilit 600万干'&;ia^些廣家 

7-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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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8个鍵家其总发
〖
&:"'超过900万千瓦（52),它在19

8
5年电力 

中的百分是》法 : H &、 ̂ m 4 2 % ^ m m S 日 不 2 ^ 

英 l i i 9 % t lèii 1 加:g大J S%ï-XX'^'^l 0%. Hl=BiâBM 

子lè*(J/的材》％ 1985年世界上还有55个研冗用核反应堆,其中33 

个 减 展 中 家 （ 5 3 ) 。 ： 

56 em».遽无疑问,.以上链到的困;t以这种^那^方式促使将米核 

酣划受到縮^—在某些函家里已到了事实上的核#顿状.在西 é t ^ 

m,.今天^乎ti^有目前世界上核电:feé旳7 核 私 化 了 三 分 

一 的 銶 , . ^ ^ i 0年窗所预铡的一#。 JièJ^iây,日衣 

它>H/h东！^决;ji继续它们的核计:\i!l以外,&许多其它i^^M^îW 

. ‧ 以 及 批 准 新 反 应 ^ 的 ) l r : ^ « 很 暗 淡 . 1 9 7 2 至 年 

HM早先为i"〗2G00年估计的核》Ei^KOiif全球'ii/)i划已修订,.其^ 

欽几乎T降了 ..尽管如此,..ait去2 0年中核e^îî?A*长每年约为1 5^ 

的i^-ii^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54). 

57 切尔*贝^爭故之后,,^^mm^^M^^ïiL^iéhiJ^J'l^i} 

ïiefc» :.有几个]g,—突出的眢中S、 ^ ; t ; ^ > ^ S 共祁 k 、法 H j ^ 

波兰、荚Sf、 k&以及苏联~i^持^M'申它f】fr3^问^^iMc 它细' 

家持无核或者赵步:iil出的Jît凝（
有溪大#ÎJi^舆iik利、丹麦、卢森仏 

新西兰威W i â i典-愛尔带有一神非官方 i J ^反核立 j ^ ) ,希腊祁 ‧ 

体宾"ta加入了i£个打^o,l^f^t^,芬?" 大利, ^兰 ,士以 i ^ " w 

4扭夫正 k女全《〗】 j y i : # ,汉' - h i A t ‧ s A i i ditM hi咖'《ii 

f^;j^—步:i^长以及核反&堆^的^^ 口 " 求 达 - 〗 溢 ^ ^ 皿 欢 ^ ^ 

7 —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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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处祖1巧;Sa* ：,有几个拔为担心的il冢iii:行了公‧票以检验公众对核电 

58 ^mmm^^^, .g*s们续审査并订证所有可得到的证据. 

各isktjfif往翻tJR三;^？可feèiè^i::î^, 

^ 'i^持非护；开发其它iiii《纟， 

认；;？它们S}i3>j核容:^必W&à, ^¥^i^jMH i ^ ^ ^ ^ M ^ ^ K 

iém^^iMimiL, #*^:^伴随的{"』题3^2〉:志险可以也一龙&够«>4^而 

达到k l家相a ;上:a!i可';èbes?:^^i水平* . 

在会中&3讨-ijHii反li>t了这ii';^#, >Aâ.^±Jm.. 

59 lËit无?ii术J义1`î种坡>i^- : S ^ ^ & ? ; ^在所有源ii? n i大力推广誕錄 

措;i"大说"地对各神安全^益于环^的有铋途的飴源，尤其是^^生 

\èM"1/使^ 湖i`.开犮^示范m g应放在皿的^ ^仏， 

60 由于>^^£«^^立^^151#：10^&¦^,》Ê全有行各政府之〖3的舍1^,以^ 

>£i£ilî ^±-jiiH;iL̂ Jî?* 'Éi括摘^ét?:it术,^i«F^社会（包ij^人体健:^和环 

各:^^iy-)以及4文治î#td`孟在内ij^f动准则•特iJî!走,一足:Se汪以下6`：/其体 

^^i^xJif^ia iftì'jÊiij Bli子lie夜:î^S玻近•iii!J>^kHfe^故尽早iii知公s讽 

'm^±^ê^}iié-^^îfi!iJà^ ) 《 核 事 故 或 放 射 歸 屏 亭 助 公 

^ 》 c ' 

^ iK4反iî培训一
3
ô-训爭故扯;j4以it;'》-^凊涂狄长^;^涂；jè：^»^ji^：/iiii戍 

7 ̶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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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以及生态系统 

t<跨越函际的所有放射性物M包ifji.料、â，科以及其它由土地、mfj^ 

大气转输的料； 

^ it任^赔偿的实兹准则； 

•Ù操If人员培训以及il际性许可证.茇放旳^准； 

关于反应堆运转、包括最低的安全标准的买施准J^!l; 

•îiV核装置常规^！：外排放核的报告； 

.有效的、菌际协调的最1級射防护祢准； 

^一致同慈的选址标准以及与核能有关的主要常规装置定点前的协调^通知； 

废料M^'緘林准; 

iir清除污染以及拆除到期的核反iiï堆的标准； 

还有 

Tîr发展核动力运输所带来的问题，、 

61 由于许多/g因，尤其是核武器拥有il拒绝裁军，非扩聚条约并没有明 

它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有效手段，：;i$种扩散对世界和平仍然是一个严直的戚 

因此，我们强烈ji€议》《立一个百效的际性制皮；它概括了各方iâ;的W 

题*..核武器拥有H和无核武家应承祖贲任,接5^報裾国际原子能，1^々莩 

程剁订的保证条-」 

62 另外，It'要有一个国际性的立法功fê,包括逬行m际性的反^堆检查e.s 

这个功砭应完全与m际原子威机构促逬核能运用中的1^用区;^ ^ 。 

63 只有核lie引^的目前悬而未?(!^的^^,题45f到切买的力'〖.决，核Jià的生产才 

7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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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i减fé环`v-Ji m '楼上可'îî •代 m m以及增加核 

ï"ie::è性的方法应放ï£鲮'fëit;的:, 

工V薪柴M料：正茌:'肖失的资菽 

64 在/艾M中国家有百分之七十的人便用木柴，平均母人每年凝掉（这取 

决于木柴的可^得的情况）至少350公斤至2/ 900公斤之!ej昀木柴，.平 

均约为^-人700公斤（55 )‧在许多犮4中菌家，农村地区的薪柴燃料 

的供给已逐步^少，尤其是在非洲的南撖哈扭地区（56), ‧ ̂此同时，农 

的迅逑增长、涌向减帀的栘民以及进入金融经济的人数g趋增加给生物 

童基础（57 )à加了前所未贫"^压力；从iiîHk>增加了对M>M料旳W求： 

柒^木到煤油、液化^烷％天然气以及 t j i力‧ ^ 了应付这种4由 

许多发屄中Ml身；:的i《力f别无其它逸择，只能迅逑地组织它们的农il以生产 

出大的薪柴和其它楦物.燃科‧ 

65在许多仍然完全俊减于生‧ji'——木材、木炭、|y&以及农,物的残 

留物一来:^i/^贪；^、住宅取,甚显照明的it丧中11/家里，木#的采集大 

大快于其再生的逑&。 1930年联合i[祯农组织提出,.约有13 "1乙人口居住 

木4《-缺'乏的:̂ tk区C 58 ) . , 果 这 祥 的 人 口 驱 使 过 程 砍 伐 仍 以 ^ - ^ 的 皿 继 

续发展下去的话，到2000年约24亿人口也许就会居住在际上木材褅少 

成.‧#得从别处4《取木材的地区II。这些敎字展
3
出一个人类遇到的ë大的 

困耀确的薪4^洪应敛倨无is取得‧，因为》许多薪材不是遄过两:!il贸易交 

易的；-n?7t由使用省-,主要是妇女,儿童们米集的‧ ./IS毫无疑问，.有成百. 

万的人已处于艰难的垸地^寻找#代燃料了* 厄且这些人的欽:fe还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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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燃料木材的危机>^;条材砍伐—-一虽然有联糸一一侣#不是祥的问 

的1̂ 1题* ：专门用于搣市和工业^费者的木料一敖釆自森林* 是农 

才地区的贫困人口使用的薪材中只有很小一^份是来自森林的*"使在 

这些情况下，村!^们很少欢伐树木；大都是采取干死了的技杆或者从树 

上砍下来的树技。C 5 9 ) 

6 7当薪材供应短缺时，人们通常3(得节俭起来，当材再也得不到时 

.乡村里的Aff]就被迫燃烧诸如牛粪、农作物秫秸和皮壳以及杂草之类的 

燃料一般地讲，这并无害处；因为使用的是象棉花茎杆这类无用的产 

物,」但是燃烧类便以及某些农,物的残留物在某些憒况下也许会镶夺了 

-土壤需要的养料饅后，.«的然料短缺可以减少烹调食物的餐数并且 

缩短烹调时问从而又增加了营养不良，, 

68还有许多城市居民依赖于木材，绝大多欽是购买的。由于木材燃料 

的价格不^上升，近釆贫t§的家庭被迫佼其收入中用于购买木材部分的 

比例不靳加大。在亚的渐亚贝巴;!马普托，许多家庭也许要把其收入的 

三分之一到一半用于购买薪材。过去的卞年里，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米. 

发展燃科效率 i f的炉子；其中有些新 :M的妒具少便用3 0 % 到 5 0 9àày 

然料。这些东西，还甲7铝制炊具祁K压)i:x兵这类也可大大降低燃料，应 

该便其在城市地区到处可:i^f 。 

S W i i r i 7 S S j ^ ^ i l 5 7 ; 仍 将 ; ^ 厂 大 的 农 村 人 口 的 主 长 

^源来源*」在非洲家里半干和,湿昀土地上14?树木的砍伐走农村和 

铋市里来自不断增长的人口对益」3加的广泛的SÊ^旳^求所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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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明显的后杲是沙溴化、土壤侵以及全面的环境退& 

发生这些令人沮丧的事情的原因有许多*但是中心原la无疑，单一 

地把汪;S力集中在树木问题上^忽视了人的问题。林一定,大其包括 

il< 了关于树木以外一一还要有关于开采它们的人昀知识• 

罗特*。芙格尔哈德 

m 'fie源与犮展《杰尔#究中心世界环檍>^i^委员 

会公众听证会 内罗华 1986年9月23曰 

6 & 木 炎 是 一 种 比 木 材 更 ; 清 洁 的 》 S 料 ， 它 尧 雾 比 木 材 的 

)^雾对人踉昀刺激更小*也较少诱犮及系统的疾病• ( 61 )ië^-M 

剁造水歲的方法造成了大量木材的浪费，如果釆用更有效益的木炭制造技 

术如砖或金属窖的话，环绕城市的森林砍伐速度就会大大的降低. 

70 -陴±性林±在向农村地区挺供欤；材方面收敖甚徽，伹却有助于满足 

械市和工 i l的磁求* .Mi l种植林场或者更大m&的用于能源供应的人造林 

场是可行的企业办5 *。环è f e大片槭市地区的绿色林^也可以市消錄耆 

徒供材&4料,nOLi^开的.捭市^色地暂还芾釆了便环îjïieit的益处◆.在 

友4中laĵ *有些矩；1铁工±说龙依賴于这 5̂；$.#灰林 ;̂； 1̂/斗的木材生产木 |̂&5； 

不幸的走，大多效^贫7者仍然是从II]家綵林中紫取木材供应而不逬行：^新 

i t#o ^常，尤其是在初级阶投*财政;沖税收的刺激是.便种植:DiiiJt展 

所必旻的。以种刺激可与树水生长的^活率相联系并且逯终递步取$肖 

剁磁。在狨帀itji区-增加可:iâ择的ïiE源的釆源也有很乐观é|?Tt景,油 

力'液化；^:;由以iufe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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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m>这些策咯并不能邦助大多数农村居民，尤其是那些穷人；他 

1U自己采ii^木射。在殽后一採
7
V以莸Ji;Ui;树木被找倒了之—翁'对于telPfc 

说木材走"免费物资"，.:在农村Jtk区，îié求买施完全不>@昨龙略6 1^这 

是民用燃料的基本〗姿n5又几乎无代用品可莸'得的话，这个问题的噇一出 

路似乎就是在短时间和中期时间里，把燃材当作食物一样并当作替代的 

叙作物植。最好迪‧用各种不同的农林技术，亊实上，有些这样的 

农 林 技 术 已 ^ 了几代人了。（见笫五覃） 

72伹是在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单^地种植更多的树木并不是觯决这个 

问题所必.W的方法。在有些地区，生长#许多树木ra那些裔姿燃料的人 

^'无法获待4?材。树木也许只力少欵人所拥有。或者;^传统习俗:令妇女 

不得SWA经^宁犮挥1^用和不能购买或出售木材（62 ).有关的社会 

团体，寻求出对这些问题的地方性觯决办法a但是这类地方性问题意味着 

政府以及要求邦助在发展宁厨家#决燃材状况的锾助和开发组织更努力地 

工,。以了解燃材在农村地区所起é^t?用和支配其生产与使甩的社会关 

V- 可再生^源：未开发的潜力 

73 可再生鴕源的米源从.it论上讲可以lié供年1 Q — i 3龙关瓦的'成源一 

IS当于.目前全球能源的消费重（63 ).今天，它们每年提供约2兆兆瓦 

的能源，占全世界能源总消费m-的21 %左右*其中生物重占 1 5 % ,水 

力发电占69&。然而，大多数生物miè源;^以薪材和农i以及牲畜的废料 

的形式出观éV。正如以上所3¥出旳那#、 ；#f材在许多地区已不再被认为是 

可再生的资^了； 为 其 消 费 逑 皮 已 超 过 了 可 ^ 的 #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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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虽然自本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全世界对所有这些lES^源的依賴以每 

年 i 0 % 以 上 的 皿 长 - la:it*使它成为世界^源预算中最大的一邵分还W 

经过一段时间才行，可再生^源系统还处在相当扨级昀犮屣1^&>伹是-它 

们提供了世界上潜在的巨大的初èiiÊi!^资；^,可iiC^A^以这种或員形 

式漭足地璀Ji每一个il家的1^'妄。伹是-如果它in的潜力充分^话，就 

荽求对逬一步的研究和开犮行大箧的*持续的^A » 

75木材诈为一种可再生源的来镙逋常拔认为：^;^伐天然的树木和灌木 

供当地家庭使用。然木材? : i i i在已经成_^一种的原稃- ^ m ^ ^ m ^ 

同时也在工il化屬襄中为^的 f e i源转换工艺而专il种檀- -一它可生产工 

艺 热 I 以 i c 潜 在 地 # 其 ， 料 ' - m ^ ^ m ^ m o 

76水力发电在可再生IÊ源宁仅次于水;N",它正以每年近4 & 的 ^ 护 / ^ 

虽然全世界已有几百万兆瓦的水已铍利用，伹是其ti余的潜力仍是巨大的 

(64)c,在邻近的ij<:À`è中i^'-家中，水电开发的家[6〗合'i卞可以彻底改^ 

源给的潜力,尤其;^在非洲一一 ― ， 

在逸择利用的资源时，鄰 i〗不厘盲È M t a & T $可再生资^，我m不应 

把可再生资篛吹iff超出—OiLiii,我"〗不应只为环境本身的缘故®提僞它*相 

反，我f]应该开发^利用所有可以获得的资源，包括可再生ly?^ li*'为一种 

长朋的努力，这:^妄求我力〗不断地持续is工1^—-它捋不党痃期的经«货膝 

于扰‧为了达到个目61/, m\mBLm^^im-'tmm^^ 
的问Sâ.源供应更多样化相臾平脔的结构以及鴕源供i瓜先环:^果!^佳的垅， 

地: i t ^ , it;l:,';i滅的最终目#N» 

一名友宫智世界环境《^皿娈â会公众听证会 

雅加达- i 9 8 5 年 3 月 2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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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大阳BE的使用在世界上范in很小-但它已:^开始在某i^SÎ家的ï>ii源》.
3
^ 

方式中占居"^直^位:1* m:À.m±. #腊以及中东的许多地方- :km 

暖水和太阳房屋采睃已很广泛-许多东砍以及友展中s冢-^1；^re(极 

^>ijt阳Sâ的涎划* to—奕iU'yS本每年则有儿亿美元大i^ii这交易，喊 

大阳!&热力和电力技术的不断ëti^,它们的UF>îî有可会极大Jîà增加，Jt 

电设备的成本已从约50Û至600美尤一功早ÎU^降到了#瓦5矣元-皿 

正在甸 i 一2.美元的水平iUâî达到可以与常规《ëj(/生产相竟争的％ 

步（65 每瓦5美尤,这也ii^向边:iâ^区練^W韙追电 

力线要便宜得多 

78风能动力已使用了好多世纪一主iê`眉于抽;?iC*.，在一些区如加利 

福尼亚和;gî椹的纳维亚，风feè的i^>t〗迅迷,加。，在这些]f况下* M m m 

来为本地区电力网发^ /m^mM^»由于>6i̶开始就;^益于很 

大的税收刺激，在：过去的五年中在加利福尼亚£,《、剧下ifo .也许有可能在 

十年内达到与^儿的其它塬产生的动力祯充,的：％步（66 ) •许多 a 家 

都有成功的佢却:是小型的风認现;^* iSJt.未开友ili釆fi^?:经力1 々 然走很 

的* 

79 i9a4年在巴西，酒槠燃料计划共从中产生了约i00亿升的乙 

黟，取代了原来1^^的60«^的汽油（67>» M估计力母替代一插汽油 

为50到60^& ^去脍掉补Jli并使>â:^正的.兌换率!Ai-,它1981年的 

石油价格是有竟争力的，，伹"^目前更低敲的石油价跑S比，个计:V:il又 

» ^ 3 2 F 7 . 诅是它节约了齒家的硬 i i & 且为农村的友屣创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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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在工±化312犮屣中a家里* A 

i ^ m 15 %yjLiivmt^-^c过去十年中获锝的m可以,为大親 

磋扩大地热秘lÉ:iH;基础(68>, ^^mi^M有夫à^àî热果或者iU:ffilâ 

水池以及海洋热梯等出低热！^的技术;^有菌途的，但多数处于#究 

^开发阶 

81这些能源并非没有对人体健康环榥的危窨*虽然这种危害的范a 

可以从极其徽小到非常严盧、但是公众对它ii]的反应却不一定潜在的危 

軎jtiSUE比‧ m i s ^ 一些最普遴的大pfl铋使用的麟;^ (有Â令人吃悚） 

在太阳装置维修时房项搦陷3!起发伤以及]它们的玻璁乎E上反射 

出趣吸的;^的;^恼。戚者是一台代的风E涡轮机isia使iti/t^垴火的 

丈 声 奩 o m»这些显然很小的w趄却當常§!超公众g烈昀反$ 

82伹这些1^^〗题与永^^^站所在地生物系统被破&从淹没的地区摄迁 

康的危害等{'巧題相t(i较仍M很小的i"j题。水利大项还戚为à挡:ÉJi|迁移 

并且也常常阻挡陆地动4â/活动的f单碍。也许最严直的i^];i^存在:^墙g难 

性號裂并冲毀和没下游居^区的险一世界上这种亊大约一年发生一 

^ 这 种 风 险 很 小 • ^ i J é » 

83 ^ ^ 中 家 ， 矿 泛 的 常 见 i p j 趱 龙 木 柴 昀 細 起 的 对 人 跟 

踏和肺的刺激*当农业废«说8"残f的杀虫药>il农If镑#科的灰31^ 

中散友，吸会成方：^,健康的问I现代生物;《MM其特珠的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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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除了与稂'MP物争夺良田外-它们f力生产会产生大堂昀有机 

放 J这种徘放 - 1 ； ^ 如不用肥料旳话 -会化的水 M污 ^ 

尤其:iè沼~会产生剁激或虿每的燃烧4^*随着可再生IÉ源系统旳开犮-

这些问题以及其它一些问题，不论大小都会增加0^ 

84大多数可畀生铋源系统在小到中'等枧^上运转极佳-十分适用于农村 

和城郊运用。它1i'〗也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这对劳动力剩余的地区应该是 

一项頟外的收 I它们对，的价格波动以及处换价^ n矿物; ^科那 

么敏慼。很多I？家都拥有一些可再生资源-它们昀使用将有助于阖家走甸 

85 ^步地:it渡到一i^'E阖：^、吏"久ay fig源结构的W关正开始为人 

H`lJg^^o可再生銶对此可以挥復大的l>T</â,尤其;有了新的和改进 

了的技术之后。ISJé,它们的发展短期内将取决于对它们的使用所施加的 

某些经济和剁度方W的约東的减少戚去涂-在许多®家这些都是难以克服 

的障碍,:i#常规料的须^的隐藪补貼反映在大多敖齒家的立法和^源计 

划之中0这使在研究々开消耗补，>4艰牧^免以及对消费价格的直接文持 

等方面对可再生源不利。各应采取行动对各夹Se源所给予的补jl!r和其 

它形式昀支持:ëÊ行全lèj̶审射f把那些不十分正确的补贴和支持取消#« 

8 6虽然在一;^的*辖〉 ë围'i #况已《迅逑改ii S , 多效It况下， 

r仏力公司对电力生产有供上旳垄ij^-乂乂，这便它们可以制>Î:JI:走ïJiL其它的， 

^當是小型&3 讲应者的价袼政策。（69)。在一些域家里这种:iS^ 

7 —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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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 i t ^ , ^求H l ; ; ( /公司 : 1 ^文 t o工.化、小M à ^ a以及私的U这 

为开可再生源 f e l造了》 l ^。 ii^;此之外，sîiii^求公用亊il公司在現:^ 

：^、开犮以及'iri售中术取一种,使>H万法以便史多的节Ê揞施以 

及再生1£源开;&0；^» 

87 S a ^ L ^ « E # f c ' i ' ? , 可 得 生 源 资 源 ^ ^ 有 吏 商 的 趣 l à U . 

研究、开犮以及示范?51目应该拥有必要的资金，以确保它in的迅遝开发 

和示笵 a只 M 10兆兆瓦左右，甚至]ÔP果只有3 ̶  4兆兆K的潜力可 

以现的话，这，将釆的初拔源供应é ^ i造一个完全不局面,尤 

^在展中]^家里，已存在使可再生^源成功的背景汆 1 ^可再生鴕 

銶的玟术挑战"^ à`(l^社会祁公共爭ife:^i<?$,把这些源移入源供应系 

统昀挑战損比欤。^棍小 

8 8委员会认为应该竭尽全力来开发可再生lê ^的潜力 •这种鼸源^ 

十一世纪中将形全球鴕源结抅的^础。如果要买现这种潜力的^ 

须迸行更一敎的努力‧ 一项直大的再生源开发现;éit包含着巨.. 

大的成本和商的风险，尤其 ; Se大现二沒33大 i «E祁生物簠工直X;^ J iU 

虽然发屉中家待龙再生源tJVj[:K-用户并甚至可楚la口者*但_走它 

in缺泛资金釆源以问所有的^目仅资*它in只有很小一邵分的资金,因 

115. W要有大现襆的财政30技^援助。 

89视据上述分折，妥ITi全认力,持续^《的阁家酡源政的夫鍵j ^ S ê 

源效率，自从不世纪七t年代¥—次石油,格猛涨以釆，在&源效率方 

T -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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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已取得了极大的成.I在过去的13年中，许多工A化衮眷到能源 

增长:É的下降-可軎ai?结果;^3 E源发率在i 9 ? 3年一 1 9 8 3年平均^ 

# ^ i ^ i。 7 % , .对驱动传设备所Wa i ?皿s ;源供应ia f t节玲-便得 

， 麟 效 率 ^ ^ ： ^ 法 耗 资 « ^ 

90 " • " if^最有利于环的jiê的"源"s它的效益已龙é^)à 

无误的了*使用效率最咼的工艺及技术可以使#单^复-的能耗 

相当于普逋设备能耗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以下。(7i ) 

91 烹调、照^、 l?i冷和房屋冷热S调等设备的懂况也是如此，在大 

多数H家a对它的W求、剁增长并对观有昀源供给系^带来了很j^é"j 

压力o农，作.与灌:^系1?^汽车以Â许多工业工艺和设备的愴况"tli走 

滅 

92 由于普遍说来。犮达屬家与犮中là|柬之间的#人源^费存在 

M的不平衡，所以很明显茌工i化iSlll:iit行^源节-
《
W3`〗'Ê^和-fe工旻的 

力比在发展中lâ'家jg^史九然而* 'fjèîi，、欢半在任何地方都是十分i£ 

要的* 二在一个贫困ii家里的水泥厂、汽车或》g溉;^泵际上与冨裕家 

内的这5^相同物返本上没什么差异。在这两突Ml家中，都存在既^^少 

设施的源消耗或蜂电力iiiï"求又不少产直福利的大敎相 

伹是贫困iJ家可以这夹i^lU^中获利更多 

9 3 用 陶 罐 《 敞 开 的 火 上 ; S C ` i * j 的 妇 女 源 也 许 比 用 ^ 和 ^ 

7 -—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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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烹调的富裕的邻居所使用的能源多A倍以-to 灯芯浸在煤油皤中的 

灯照明的夯仅可得到100瓦电订M反出的売皮的十五分之一6^亮皮 

但却使用了正妤一样多的能源a这些m m T贫困的悲剧式怪事0 :A 

于劳困的入来说,缺少金钱比缺少轮 «其晚制^ ..m们彼迫使用*"̂  

免凝"^料和1^率的设备，为他Ci没有3Jii钱咸积蓄来>i§买戚的;^料 

以及终蹦便用设备•结果，4昀计算他们对所提供的每个单là的 

能 源 M 文 背 了 更 多 的 ^ 

94在大多数慵况下，对改逬终蹦使用技术的投资，经:it一段时间由于 

降低了 源餹'求就节约了金&玫迸终端使用设备的成本常常比建立更 

大的«鼸源供给熏的花费^少得多* 亊 : 对 有 效 益 

的终端使用抆术（如更有欢的轴\ >fe"灯或汽莩）,打了折扣的40 

亿美元的总玫资，将可111推^有21千兆瓦的新电力^釐的基:^ 

iSb相当于把1986年至2000年劭问迸行i`f源供应190亿美元的 

基 建 » 都 节 省 了 下 K 7 2 ) 

1 ' I ― 

^必须玫变对发达H家中消*切资的?§发-我 1!〗一定赉创it先迸 

的技术使得我in可以使用狡少的雜';1的经;sîFi^應a mmm 

扪心自问,不使用欢增加这些埕家所用的大重昀源，我们鴕*解决发 

M M 的 问 I 

郄种发屣中茵家使用很少的èfe源E'î?錄法;^不正确的*我lO^sji^有 

最贫穷的ël笨都有一个不ië"^ii»:];^其leJM^^源的诋中 

等通笨：》3巴0则使用效率更以及来源史S;i代化的燃料e对这些^家飨 

大的希望是，其将来不要建立《过去的技术的基aJi- UÔj^便用先进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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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这将使它们与那些&经发达了的有关国家一起跃 

约 ‧哥 ' 3伯格 

圣 。 i : ` ^ g s源 公 司 总 裁 世 与 i ^ S l娄 员 会 公 众 

听证会 

1985#10/；1 30 H 巴西利亚 

95在工化阖家有许多成功的拔齒缺»益现4'i的例子，；Si功i&眉于 

提«公众认识的许多方法包括,在新闻媒介中、技术性拫刊feU学校中逬 

行宜传运动中成功的减和技术的示范,自由的源审给设备Airè&源 

标竿以及节能技术的培力|!•这些方法应迅逨广泛昀扩:^工业化阖家在全 

球蟬消费如此大的比例，以至于它们在鏍汆率上^便很小的成繾 

也护源储:S和减4è生^镧的污染负荷友生 Ê大ét;: ^ ^ ^ * ^MM^ 

的是消费者 *尤其是大型 -离业和工对它 C l â ^ ¦ g 源 ^受 ,业 

-的审计0 iit种能源"记枨法"可以很容易i(fe辯出在它们的消费结构中那 

些 ^ 可 以 大 量 节 , 

96能源价格政紫^瀲效率方BÏ起看关键性1^眉*,g菌，它们有时包 

括了补姑，因此很少反映dTéâ源生产與迸口的:^买疯本，尤其趁不计算外 

汇免换率的时侯更;l^jiî^它们极少反晚对人体健氣贫苗和环境#il成 

的颈外的损失费甩，各茵应该评价所有HI蔽的和公开的补贴，以使肴清^ 

正的|g源成本离到费者还有多远。îîë镙的:的经i?>Cif^~~^#随者对 

极贫困者的保护措施一一姜在所有的 m M . M . m w ^ *有许多家不论 

是XJ:化:^ ̂ 中 国 家 已 正 《 ^ 取 这 措 . 减 。 

9 7 在 节 约 源 题 上 ， 中 家 面 临 着 特 錄 的 東 缚 * 汇的困难使 

7 —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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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它难以购买有效益伹价格昂贵的，能；1`口终端使^"《备<^::^1^锗心调试的已 

经 运 行 的 系 « i r 约 源 當 常 效 益 很 大 的 ‧ ..（ 73 ) 但是，各茵政府 

和援助杏L=f:^也许会iît现对这些措施投入资金比向新型的大规禊：的能源供应 

硬件的投资缺少更多的吸引力，这些硬件为是进步的明确标志。 

9 8在提 ,能源效率和达到可预测的鴕源节约方面，进口或出售 

符合最诋能耗或敖率标准的设备，是最有力和有效的工具之一。当这类设 

备在阖际间买卖时，国际间的合作是必要的。各à7和适当的区搣性组织应 

不断采用和推广严格的设 «率标准和强制性的设备标记。 

99许多挺?^能«率的措施的买行ii^有花费什么费用。！§‧在诸要迸行 

投资的地方，这些措施对贫穷的家庭和小规換的消荧者来说常當是一个障 

碍，^便投资回收时问很短也还走如JJt*在后种愴况下-专门的小笔货款 

或賴赁购买的傚法是很有邦助的。在那些无法解决投资成本的地方,有许 

多可能的途经可采纳，以减少或分期进行最初阶段的投资，如附有优惠偿 

还期的货款和"无形的措施"-如用把新的*削减了的能 ; T费提 »到节 

前 的 水 平 以 « 支 付 : ^ 款 。 

100交通运狳在菌家能:^和发展规划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仏它是最大 

的石油消费者，在多数发屣中®家里，约占总汽油使用:M-的50%到60% 

( 7 4 )。它通當是工 i化 i l家和友展中家里地区性大气污染和区域'挫环 

境酸化的主要污染源*在发屣中HI家里，汽车帀场将以更快的逨增长，这 

大大加直了狨市大气污染；在许多城市里i?:种大气污染已敦€出茵称 



A/42/427 
Chinese 
Page 294 

非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不然大气污染将成力m许多^三世界n家的城市 

X J l ^的一个主 ^ 1 ̂ 紫。 

1 0 1在燃料价 I下上升的' i f况下，为然料 ^ i î F的^步 4 ^制定强制性#准 

也许走必要的，不论诃种揸 ; i iâ ,节乡料将棄会有很大收益，其潜力;^巨大 

如杲这种局面可以维持下去的话-目前工！：化^家中汽车队伍每100公 

â约10升汽油的乎均;^料^ ̂ '-MM 了本世纪末下世纪初:^'ëè削减二:^之一 

( 7 5 } 

102关鍵l'-]M^发/;é中廣家怎祥迅逨地改善它们âi;汽车的》逸料经济状& 

i t ^汽车平均比工豈化 | i l家的 ; H岸的，^长一倍- i ^ i i î使:^靳.改近率应 

M少一半*许可证的犮》文以及：1^£口协`^审査以^侏获得那些铋取得最佳& 

«益的设备和 i f e / ^工艺。另一项直二的;然嵙节约:^特另 ! b %对发屣中 a 

家的新兴械市炎谗，是组织规 ; i ^ ' j的么珙交 i i U U t 

1 0 3 工 业 ^ ± 化 ^ ] 家 占 魈 源 消 费 : k , 4 0 % M 6 0 % . <Sï`在发il中家 

则占 1 0 %到 4 0 " :K见 3 j W V章）。生产设备，工艺以 i t产品的 Ê S «率方 

面 & 有 了 重 - 大 的 改 迸 ， 在 发 中 家 中 ， ) i l b i j J L ± ^ ^ ' m r i & ` ^ i 

以达到使源节约 Z Q % â i 30 %m目#0 

1 0 4全世界旳农 i仅'R ; ^很少的 i è t " ' i ^费省、在工 1化 i l l家它占M品源 

用蜇的3° 5弥左右, i l ? 在友屣中冢其全^； -则占 4 。 5 %。 （ 76 ) —项 

j^iiit增加力&料、灌溉以及讥械化的方法'le弔三世界根食产重增加一倍的jit 

•给它m的农业源使用增加相当于14000万《"t石油的燃科。这仅仅约;^ 

7—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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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菌世界源消费的 5 ^ 2 » ,并且可以肯定只走在？国冢里遒过适当的 i t 

i^lâ效措施在其它^门,贫可节主S下来的》忠源中一小^‧ ( 77) 

105建坑物为E源的节省提供了闳,'的天地*而'且也许最广泛地为人们所 

认识的增加 1 6源玟率的 : ^ : i t f f i ^ ^ : i ; r i ,热区的建统物现在錢 

^成拥有较窄的东和西朝rp]墙以及较长的北^脔朝向墦*从而避开直射的 

大阳热,词时还用凹进的窗户或宽大的窗台来保护其不受大阳的项射。. 

1 0 6建筑物采暖的一个最窒荽是使用 J è j ^ ^时产生的热水并把它用 

管道接坷整个地区r司时提供热和M.这种矿-铋科最有益的使用法耍求 

M E 源 供 应 自 然 规 场 n ` ^鈔有哪个,家有制发iâ`sa#^抅以处 

理这种协谰• c 78;«iJX^得了戚功，那儿逋常躭有:^方ft跋当/3的参预欢 

者区^牲E源Ji务委员会进行;ir#J, 堪&》纳维JE和苏拔如果这些或 

类似的剁化的安徘建立了，那么这种热电联产可以使世界上建贫物的龃源 

效 率 起 革 # 的 ^ ^ 

107大家都同意案些:!;il化iâ家在it去13年中te效的it齒大多是较蔺的 

能源价格推动的结果*这个源价格是由于昂的石浊价格 0 i起的，在某些 

^家中,在目菌石油价裕跌/ R菌- 源效举以母年 2。0%的 i $ i ^增长，一 

年 一 年 地 逐 浙 姚 ( 7 9 ； 

108 果 s e 源 价 格 保 持 在 可 以 鼓 i t 设 计 ; i î i 采 用 吏 有 效 的 j ¦ 

庭电益、工艺以Â运输丰颍的水乎之下的话，这袢的妙改蔷j(e否还E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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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PF疑的a所|^^求的价格水平在园》^;^^5和/1家之〖》〗将有祓大 

的差异*这取决于范 i l很大的各种因 , ' E l不 i f c ^什么,这种改善应当维持 

下 去 * 在 反 复 无 當 的 源 市 场 里 ， i p J M ^ M ^ ^ o 

1 0 9阖家 1 ^ 种方式预能源的 "市 : ^ 价格 "。； t酱遍的 ; ^ 于 ^、 

石油、天然气以及其它燃料的税收（或补贴）*它们在H荩之1^〗甚至在一g| 

邵也有着肚的差异；这些國家里不间的州、雀、有些甚Jâ;r存政呀都有 

*Cfe上它们自&的税收*呈然-对能源牴税很>^JUiHg:计和采;a有效率的 

措施，飾果做引起能源价格上 m i出一定永平——这个价格水平 1 ^行政 

区域不闳而有很大羞异一一till就会产生这个效果的 

110 ^m^M-:îà:iV^t:^P昀^、. 料和;^志料产品=ÎE收夫税也可对^源 

' 维 持 脔 于 市 的 价 I 另 一 些 对 石 浊 和 天 然 气 皿 双 边 的 价 格 安 ^ 谈 

M 0,以在一总时期'm定价袼n 

111 在大多数！/家里，石浊的价格遨终^:S了遄择的;这科的价I石油 

，格的«波动-如〗&〗最近全世界经历的那4"疯 »鼓励节 î ï £的计划 ‧ 

世界上许多在石油价格每;t| î ?T 25袭元时才有;t义的;^极的源开发活力 

在比较低的t格It况下就几乎没有;^义了。对可再生èèif> 效工艺.、运 

输汽车以及^源服夯的投资也许会站少t» 二:5^更多旳&资促iitfôï本世纪以后 

有哭安全和可以承f更多需求的能源的将来的过渡这个目标要求进行长期 

,的不间断的努力才能达到。 

112 假如石^价格对là'际源1裙如此盧is^i的话，员会>éî^寻1^靳ft? 

7 —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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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3如果安维持并 T大鷇近这种^逐年的势头的话 ‧各阖政府^ 

要为消费者剁定有"3璃目标昀源价格所iià
2
姿的用于敖靥釆用节 

措施的价格可用以上任诃一种办法戚其它減来达到‧->^然委员会没有什 

么偏爱，伹是"节|&价格"*求各^政府采取长远的点权衡各夹措施的 

得 失 ‧ 它 们 窗 荽 迸 行 很 : f e ~ 段 时 别 的 工 f ^ ， 魏 嫩 m m 格 上 m 残 

害 节 的 衮 M 动 。 

\s 结 论 

114 很IJ/^iil诋ëii源)ï^'¦^的it踏是逋向可锭将釆昀一条^:ii^」m 

是 初 级 源 的 i i é 效 举 ^ 生 产 性 t 《 用 , 并 不 : t 棘 源 4 ^ 6 ^ 短 

今后的50年里，各If会有机会以目前皿6ë源供给重的一半的消耗來生 

产出同样水平的E#»。求在社会经济和制庹安徘上有深刻的结 

构改革，对全球社会的一个直*姚) ^ 

115更靈妄的是，它可以底时 {B j ,以将Si源计:^i t^J t在持续的再生源 

形式的基础±*并且{g—个吏:^全，吏持久的gé源时再生Sê;^j^ 

的发屣将^分取决于舍决铋源价格题，从面为这袢的犮屣焱取 

一块稳定的基石o ^i^fê效的當^法^可得生SÊ源的开两者都待有助 

于鳝科的压力*这些;€料0£、：^谲lii!^中a家a世界上实枧它 

11〗增长潜力所特别谢'5é的，. 

7 -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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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源 不 走 单 独 产 品 W J 是 产 品 与 » . 的 齡 个 人 旳 福 利 , 

遢家的持续犮>iiè以及全球it态糸^的生命支# ̂ 鄉央于这个:iêL合物‧ it 

去，这个混合物铍允许任蒽流失 -其比 •对政府、各种以及公司的短 

期压力和它们的短^目标所支鉱，mmt^à^>^M:^T.不M如此捍萑， 

« " ^ 安 全 的 环 M 合 M 经 上 可 a 的 i i ê 源 持 屣 到 遥 : i ^ 的 将 

^^ib%i:iS^可少的‧它也是可的。伹^求有新昀政治夾心以iU_a^上的舍 

7 -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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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世界银 ^《 i 9 86孚世界J^.统;lii告》^ ̂ 牛 出 版 社 1986 if. 

a 英爵百浊公司《芙园石油公司世界龃源^计周报》伦.敦,1980年 

3 ‧联合®^社娈iiHHi|/中Jia^e式，《1980年评价的世界人口展望》，人 

口«： ^ 7 8号（附件）《世界祁主:^ :iiji区长;lia的人口^:^il》2025 — 

2 1 5 0 s I98Q年的五个3e式》1981#-^^；| i ^ i ^ o . 

4 ‧各种不同的方案的有益对比*.见J 。 脔 尔 登 堡 等 著 的 " s ^ m m 

鉴着全球飽镙战略《能源年刊》1985年:^ iO卷，以及W 宾華人著的 

"向大气排放的二氰化琉"B 。波林等人著《温室效应、气侯改和生 

态M统》英ii奇切期特，约.翰。威利.祁逊斯出厫社1986》 

5 。 u 。哥伦布祁0 ,伯尊:‧者&V "诋-Êâî(S增长方案^对西欧的眢^" 

li>:j欧洲共1&；!体娈员会低]源增长小卩的报告- 1979#* . 

6。 fôî尔登堡等著"全球èé;iiîl:议略"op œit(在$1书中） 

7 。 A 。 B罗文斯等"《迳气象危险的Jié源策略"i98 i年联邦德13环境 

8 。 J 。 A 爱 麵 莱 i 等 , " 关 于 矿 科 二 氡 化 琉 可 在 将 釆 大 气 中 残 

^的分析"向美留feS源"eii挺交的报告- Icr0S21400-1 i98#^华盛顿. 

特区。 

9 ° 0 - — R 佛 ‧ 《 ‧ 2 0 0 0 — 2 0 2 0 年 , 世 胁 地 区 性 直 点 》 

世界能源大会,伧， 1 9 8 3年哥汉;〗i ^ i r罗4< f曼出. 

10 。 运用糸yt;^妆i^iii!^研s^i;/]ife源体糸^《力i&
〖
的i:界中t^ié^— 

一次全球的系就分^》桥 1 aass, 1981#-

U 世界银行《犮展中i S ^中的过渡》华4 S顿讶区 1 9 8 3年 

7—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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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界气膽.H《于if#二敢，：S^^L:《它温室-‧气体在大,化 

中的用以及伴随的i^"i二jli^Ii际会议的告》维拉切，类地利 

1985年9日一15日世界i生Si^661号（；-勺瓦irJiQ/tOSU/ 

13 B '•' i l罗汉"对亚洲 7个首都昀大气污染控制计及 j i ^略的烀价"力 

1 9 8 5 年 的 准 备 ， 德 纳 " 联 邦 德 i ! 大 气 污 染 i i 空 , 战 略 与 

为1985年 wOBDnâ)è#j IB桥本< 日本的家大气管: i ï J g U i ^ " 为 

1 9 8 5年 w c E D M # Ê-J 巴西的大气污荣控ti,^规划与策Sg^ 

1985年圣ii^罗和古&托区"为1985年woED 

14 屬家研究娈员会《駿沉"长勘it势》（.1935年华盛顿捋区, 

阖家一术报）* L ?矣兹 ; Ï Ï I H 港紫塔谗"睃化对淡水鱼的: i ^ , " ̂ 在 

D ‧德拉伯罗澌和A 。托兰的《 ET F ^ ) '的生态: ^（錢陆 t S H S F 1 980 

## 'L 。哈尔培;̂ ii3S3û 。 0 。太姆《瑞典西0邵森林地区从1927年到1982 

一84年土壤酸性的5dt》 1986年《渐堪的纳维亚森林研究月刊》的ti^' 

1期P , 

15 粉 環 稂 农 纟 ？ 、 《 颜 中 M C t f ' M m P M》 林 ± 论 X : ^ 42号（ 

罗马,198.3年）》 Z ' 來 1£达走|TiJ*'"ij石油秩序》《自然资源论坛> 

]^986年十月‧ 

16 埃铤莱德脑 

17 I 。 if • ^伦期"駛 i f、大 `，染-工直化的一个i"]趲" 

1985年wt}Er准备 

18 脔尔ê堡等《全球能源策略》 

19 英11石油公司 

7 --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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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 IM:界气‧a遗织《1尔大会告》I I ；;jUâi^<"对全球转'ï^é?社 

会i^"i^交]1985年界3；31>公众呼声，5年奥娜；^ K '：顿3、"大 

气i^à^相关"^wcEr《`^33：;5，声1986年駄华 

21 ^哈尼 o p e i t i ^ m m ^ I > Git; #4^op G i t Gii'TEiiB 

op cit (在5i书屮） 

二2 op Oit ( 在 ^ 书 P - M^Pi> "M."" ̂ IMâr! 

駿W"为1985年WOEG 准备 , A • 罗 ' M " 热 家 里 & 欽 化 " 为 

i 9 8 5 # w c i 5 D ` 准 备 , ( i - ï •古《^ " -̀ 、̂.1̂ 1̂ ^̂酸化- 一 S i 舰计々 i论 

文 " 为 1 9 8 6 年 確 D 准 备 

23 f伦-:渐 op cit (ÎE^|书中） 

24 op Oit i-m^ûlW) 

25 » ^ ^ > 4 W ^ î » > op cit 

出处尹』上（Ibid ) 

27 出处[司上 

28 teî尔â堡等"佥球iâ«略"op c l t 在 引 3 $ 中 

29 M泽尔op cit 

30 « ^ ^ ^ 《 i H i J J : 大 极 告 》 0 P Cit 

31 D ‧ J 。 , 丝 等 《 全 球 的 M i à v » 以 及 二 氡 化 镘 一 ' ^ 、 ^ ^ 

K I T 33 L的报告83 — 013 ( 桥Mâss» l î i 8 3年 î £萨诸 M ^ ^ ' - ^ 

&d) A * M -伯5^^《c Oa对^;^讲i£以及^求的:#f!i$》i£^:ii^7# 

P 991 — 1004 1 9 8 2年 

32 波林等 o p cit (ffi所S!书中） 

7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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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 G ` ̂ 拉舒 "危及臭氧层：臭氧团尽新 ' ^ V h V ' , 环境笫 2 9 册， 

1 9 8 7 年 1 号 。 

3 4 、国家研究委员会0 P 、 c i t :莫尼滋;ic莱弗期达德o P 、 C i. t 。 

3 5、经济合作与犮展祖织《环境的现状》巴黎 i 9 8 5 年。 

3 6、莫尼滋和茱弗斯达德0 P、 c :i t 。 

3 7、国家研究委员会 0 P 、 c i t 

3 8、瑞典国冢环保局《大气污染与酸化》（索尔娜，瑞典） 

3 9 、 J 、茱姆瞿斯等" t 9 8 0 平 在 E M -E P监测站进行比较个别计算和观 

测数据"掷威气象研学会： E M E P / M S <-:•—W报告1 — 8 0， 1 9 8 6 年； 

c 、 B、艾佰期坦和M、臭彭默"从每月数据上得出的二氧化硫与酸沉积之间 

的.实验式关系；《自然》第3 2 3号？、 2 4 5 — 4 7 ， 1 9 8 5 年。 

4 0 、 ‧‧‧‧‧‧‧‧S 、尼尔逊"专家组的活动：大气污染损窨对提供圆木供H^林产 

品市场的森林的:^响：关于损害范围的研究"T I M /R 1 2 4附件1 (内部 

发 行 ) 1 9 8 6 年 

4 1 、 S 、 波 斯 特 ： " 稳 定 化 学 的 循 环 （ 第 4 6 号 1 9 8 5 年 和 第 4 1 号 

1 9 8 6 年 ） 1 9 8 7年的世界状况（伦敦v v、 、 v、诺顿， 1 9 8 7 年 ） 

4 2 、 T 、伯塞斯"环境駿化情况下土壤中E X： e i s s的风化速庹与可交换 

的阳离子的耗竭"《生恣学会月刊》第1 4 3期？、 , 6 7 3 - 7 7 , 1 9 8 6 

年 ； T ，伯塞斯"从小盆地基本预算估计中欧酸化的米源"《自然》第3 i 5 

期？、 3 1 — 3 6 1 9 8 5 年。 

4 3、哈尔巴肯和坦如 ; 0 P 、
（

' 丄 t (出百引书中） 

4 4 、 （Ï 、 泰 勒 等 ， 1 9 8 : { 年 瑞 典 ， 索 尔 免 ） 

7 -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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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 -⋯ - f l ^ ! ^ ' f "风化违 ; S " [ '{}-.`^\ '!:;中） 

" 、 罗 魏 、 " ` 、〔..： t 。 

4 7 . R ,艾登等，《能源经济》（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 1 9 8 1 年）原子 

能署《 1 9 9 5年使用的jig子能祁)煤发电厂计划的产电成本》（巴黎：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 i 9 8 6 竽 ） 

4 8、原子能管 ? J i委员会《反应 : H i ^熔毁^故的物理it程，附件第8 ,反,应堆安 

全fr'v研究（W A S n — 1 4 0 0 ) 华 盛 顿 特 区 ： 1 9 7 5年美国政府印刷出版 

处。 

4 9 、 S 、伊斯拉姆；!!J K ，林#格伦"会有多少反应堆寧故"？《自然》第 

3 2 2 期 1 \ 6 9 1 - 9 2 , 1 9 8 6 竽 ； A 、 w、 F爱德华"有多少反应堆 

I：效"《0然》 : r》32 4 期 1 \ 4 1 7 — 1 8 ， 1 9 8 6 年 ， 

5 0、 F、 .1.帕克^R、 E卡斯逊《llj际放射性废料$c5^》（斯德哥尔尿： 

J?l杰尔研究所，见报） 

5 1 、国际原子能机抅《核能：现状与趋势，1 9 8 6年版》（维也纳： 

1 9 8 6 年， ' 

5 2 、"世界核电站名单"《原子能新闻》 1 9 8 6 年 8 月 

5 3 、国际原子能机构公报： 1 9 8 6年夏季 

5 4、 c 、福菜文， "核动力 "朗 : E t A 0 P、 c i t 英国石油公司 

0 [\ (：' ：!. t̀ (见引书处） 

5 5 . G ,佛莱"发展中国冢里木材燃料与常规燃料的要求"Am b i 0笫 

1 4 ^ - ^ 5 7 ^ 1 9 8 ！:;年 

, 5 1 ) . , 联合& = 1敉农织 < m Mm》0 p 、 c i t .(见引书处）；粮农组织 

7―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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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联合閻环境规划署《热带.森林资源 > 林业论,:̂ +5 3 0 号 ( . . 罗 马 ： I y H 2 -`F-. ' 

5 7、贝杰尔研究所《非洲的能源.环境与发展:第1 — 1 0卷》（瑞典；阿晋 

撤拉：渐堪的纳维亚非洲研究所1 9 8 4 — 8 7年）；"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 

求，，1 9 8 5 年 A m b i 0 第 1 4 卷 ； E 、 B 、奇德都马尤"燃材与社会林业 

学 " 为 1 9 8 5 年 W C : B D准^ 了 G、 T、古德，"发展中国家的森林能源： 

题与挑战"；国际森林研究组织联合会《进程》卢布尔雅那，南期拉夫 

1 9 8 6 年 

5 8 、《燃材供 i S > 联合国粮农组织 C r 、 (： i t ( 见 引 书 处 ） 

5 9 、贝杰尔研究所0 p、 O i t : J -班底臭帕德雅伊"上流水域的恢复" 

为1 9 8 6 竿 w c E D面准备 

t5 0、贝杰尔研究所0 P、 C i t 【 见 引 书 处 ） 

6 1 、 臭弗兰德"生物能源的转化 :H:程"简要的技术状况介绍与环境:^响 

的讨论；国际森林研究组织联合会《进行》卢布尔骓那，南斯拉夫 1 9 8 6年 

6 2 、 w、芬纳德祁S 、库尔卡尼《向一
 〕

&ff的森林政梵发展：入民的权利和 

环境需要》（新德里，印;^：印度社会研究所，1 9 8 3 ^ ) ; F :N、布拉 

^茱等"肯尼亚的发展研究与能源规划"A K1 b i 0 |f^ i 4巷;！四本1 9 8 5 

年；R、翟希尔"肯尼亚农树地区的l^Ê源:^；夂费"A m b ] c 笫 1 4 : f笫四本 

1 9 8 5年；K、英格尔哈德等，"丰' i l的农场林木生4勿量，然而却极度缺乏 

燃材的怪爭：卡卡梅，î地区（肯尼亚）^实t列研5^,;国际森林研究组织.联合^ 

《进程》卢布尔雅那，南斯拉夫，1 9 8 6 年 

6 3 、 1)、杜德尼佛拉文《 ` m冉生能源：供选择 t i^动力》（论；^^: W W 诺 

顿1 9 8 3 年 ） 

7 ―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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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世界资 i ^ M研^所/环境与发展际研究所《世界资源 1 9 8 7年》（纽 

约：基础书籍，报刊载） 

0 5 , 出 处 同 上 

6 6；出处同上 

6 7、高尔澄堡等"全 3求能源策略" 0 P 、 c i t (在引书中） J、高尔澄堡 

等"飞醇燃料：巴西一Jj?i生物量能源的使用"A m b i 0笫十四卷 P 2 9 3 — 

9 8 , 1 9 8 G年；`T、高尔澄堡等，"基本锘求，更多的锘求，每入一千瓦" 

A I)l b i û第十15.卷:P 1 9 0 ̶ 2 0 1 ， 1 9 8 5 竽 

6 8 、 W R I /'补境与发.展国际研究所O P . c i t 

6 9 、 N 、 J 、 D卢卡斯"现存制〗《对欧洲从石油过渡出来的响"《歐洲》 

P 1 7 3 — 8 9 , 1 9 8 1 年 

7 0 . 0 1 5 C D , O P , C i t 

7 〗 、 E 、 t;K^特等；"樊国能源消费近来的变化，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 

D、 J罗丝（编）《学习îi&源知识》（纽约：普勒姆出版社1 9 8 6年-) 

7 2 、 H、 S盖勒"巴西电力竹:护潜力"圣保罗能源公《圣保罗、巴西， 

1 9 8 5 年 

7 3 、世界银打《灰展中国^能源过渡》 o (， i t 

7 4、 G 、、切等，《能源与增长：十三个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冢的比较》（伦 

敦：巴特沃斯出放社， 1 9 8 G 年 ） 

7 5 、 M I T i l l际汽车计划《汽车的将; ; j O (伦敦：齐治，阿兰祁尤温出版社 

1 9 8 4 年 ） 

7 6 、 联 合 园 à ' & 组 织 《 农 业 ： 走 向 2 Û U 0 年 》 （ 罗 马 ， 1 9 8 1 年 ） 

7 —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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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联合国稂农组织《农业：走向2 0 () 0年》（罗马，19 3〗年) 

7 8、卢卡斯 0 C i t { 在 被 引 书 中 ） 

7 9、 0 E c L , 0 :p . C i t , 

7 —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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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 高 产 低 耗 

1. 工业是现代化社会经济的核心，也是社会发展的 

无可替代的动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扩大开发基地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尽管工血化国家声称他们已正在 

向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 "信息化 "时代过渡，然而这一过 

渡也必须以源源不断的工业財富为动力。（1) 

2. 人类的许多基本需要可以单纯依靠工i k产品和工 

亚所提供的服务来满足。食品生产需要曰益増加的农化 

学产品和机械。此外，现代生活标准的物质基础也是工亚 

产品构成的。因此所有的国家都期望同时也受益于高效率 

的工业基础，从而满足其不断变化的需求。 

3. 工业从自然资源库中吸取材料，！§1时向人类环境 

中提供其产品和污染。因此它对环境即有加强能力也有削 

弱能力，它总是地同时起着两个作用。(参看第二章有关 

工 J L和资源利用段落中"持续发展"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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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工 业 发 展 及 其 影 响 

4. 直到1950年，世界产品产量还只有现在的七分之 

一，矿产品只及现在的三分之一。工J i产品增长最快的时 

期是1950年到1973年。这一期间制造亚年增长率为百分之 

七.采矿业为百分之五。此后‧，增长速度放慢了。在1973 

到1985年间制造业年增长率约为百分之五，采矿业实际上 

降为零。（2) 

5. 生产的早期，速度的增长，在几乎所有国家的经 

济中.表现为创造业的重要性上升。到19 8 2年，制造业在 

I S 民生产总值中的附加值的相对比例（制造业附加值- M 

V八），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为i9%、在工血化市场经济为27%， 

在純原料生产的中央计划经济为51 % (见表S - 0如杲考虑提 

炼工亚，比例则更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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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制造:îk附加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的比例， 

根椐经济和收入分类 

国家分类 1960 1970 1980 1982 

发展中国家 14 1 
(%) 

16 .6 19 .0 19.0 

低收入 11 .2 13 .8 15 .0 15 ,0 

低 - 中收入 11 .0 13 .5 16 .4 Ï6 .6 

中收入 10 .6 14 .4 17.1 17 .6 

高 -中收入 19 .4 21 .6 24 .1 23 .3 

高收入 17 .2 16 1 17 .2 17.9 

发达市场经济 25 .6 28 .3 27 .9 27.1 

中央计划经济* 32 .0 42 .4 50 .5 50 .8 

*数字为制造业附加值在纯原料产品中的比例。 数椐 

是1975年不变价袼 

来源：联合国工业组织， 世界工业：1975年统计报告 

(维也那：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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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世界工业结构变萆 

6. 近年来，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发展趋势已经倒 

转过来：制造 : i l i与经济的其它行亚相比，重要性已经下降 

n在许多国家，19 7 3年以来这一下降的趋势有增无减。对 

于工业市场经济来说这一点尤为明显。但是制造业附加值 

在国民生产总^中的比例，在95个联合国工:IL发展组织调 

查的发展中国家几乎下降了一半,、（3)这可能反映了工血 

与科學技术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在增加，工i t与服 

务业日益融合，同时也显示了工 i k自身高产低耗的能力。 

7. 在发达国家，一段时期以来，工业作为座主的相 

对重要性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采用新工 

艺新技术，过去15年来，工作离位以直线加速度向服务业 

转移。究竟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会不会进一步：压缩工血就 

亚，还是，就总体而言增加了就业机会，这一问题经济学 

家们至今争论不休.> (4) 

8.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都没有什么工业。 

之后，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就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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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和贸易都发展得比发达的巿场经济国家怏，到198 4年， 

发展中国家估计占世界制造业附加值中的U .6%(仍然远低 

于联合国工业组织1 9 7 5年采纳的"利马 i标 "：百分之2 5 

。）。在东欧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已经使它们在世界制造 

业附加值中的比例从1963年的15 .2%上升到1984年的24 .9% 

( 5 ) 。 

9. 工业产品的国际赀易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世界工it ^ 

产品产量增加的速度，是世界工i k化经济地理改变的背景 

因素之一。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別是新近工业化的国家， 

都在国际工品增长中占有份额，并在工业化进程中身手 

不凡。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其工业品出口 

与初级产品出口相比，有了稳步的增长，由i9 6 0年的占非 

石油总出口的n. 3 %上升到19 8 2年的54 .7% .，（见表8-2) 

10. 总体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正在向多样化 

发展，并且向资本进一步密集型发展，如金属产品，化学 

品，机械，设备。重工亚，；即传统的严重污染工业，与轻 

工业相比正在增长。同时与食品生产有关的工业所占的份 

额却明显下跌，纺织业和成衣业it、是如此，但程度较轻。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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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质邋下降擇影晌 

11 .通过原材料开发和提取- -转换成产品一能源消耗 

—废物产生一用户对商品^使用及丢弃这一循环过程，工 

: 1 k及工业产品对文明社会的资涯库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 

可以是积极的，提髙了资源质量或扩大了资源利用。也可 

能是消极的，即生 ,过程和 ,品中产生的污染，资源的消 

耗或资源廣量的下降.， 

12. 工血活动对环境é，消极影响一开始就被意识到是 

对空气.，水和土地产生污染的地方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的工血发展并未引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污染却 

迅速上升，象征性的事例著如珞山M烟雾，宣布阿里湖的 

"死亡 "，一些大河像马斯河，阿贝河以及菜茵河的一步 

步污染，还有来拿马它发本的汞化学中毒事件,，随着工业 

发展，城巿化和汽车的广^使用，这类问题在第三世界的 

某些区域也发生了。 （6> 

13. 在环境保护和工业经济增长问題上，公众关心的 

程度迅速增.长并激起了对 i 一问题的广泛争论。争论的一 

个问题是"工亚的增长是杏可能最终要受到物质资源条件 



A/42/427 
Chinese 
Page 313 

的制约".，尽管从定义上：^，非再生资源是有可能枯竭的， 

然而最新的评价认为几乎有什么矿产资源会在不久的将 

来耗光•> 

14. 60年代后期，：4>论是工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的政府及工业界都由于对!`il题有了逐步了解和公众的关注 

而采取了一些行动。他们建立和制定了一系列环境和资源 

保护政策和计 ^ i，同时相应的机构也成立了以负责实施这 

些政策和计划。最初的政策主要是有关减少排放量规史。 

后来则开始考虑一定范围!的经济手段，著如賦税，污染 

^ 款 ， 污 染 控 制 设 备 的 经 补 贴 。 但 经 济 措 施 只 有 少 数 国 

家采用，环保支出增加了，就某些工血国家而言，起初是 

占国名经济总产值的 1 %，到七十年代后期达到了 2%。 

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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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 2 发 展 中 国 家 贺 易 商 品 组 成 

类別 出 o 进VT 

1960 1970 1980 1982 1960 1970 .i ‧； 1982 

(单位： 十 亿 美 元 ） 

初 级 产 品 25 45 452 369 11 -17 166 

非 石 油 初 级 产 品 17 27 107 93 8 1 W 73 

石 油 初 级 产 品 8 18 345 277 3 92 

工 业 品 3 9 î o i 112 17 39 28 B 296 

、 总 计 27 55 553 481 28 56 462 

非 石 油 产 品 总 计 20 36 208 204 25 51 367 370 

初 级 产 品 ( 百 分比％) 

( 包 括 石 油 类 ） 90.4 82 .6 81 .8 76.8 38.8 30.! 36.6 35.9 

非 石 油 初 级 产 品 62 .3 49 .2 19.4 19.2 28 .4 21 .7 17 S 15 .9 

石 油 类 初 级 产 品 28.1 33 ,4 62.4 57.5 iO .4 8.4 19.1 20 .0 

工 亚 产 品 9.6 17.4 18.1 23 .2 6i .1 69 .9 63 .4- 64.1 

非石 油 商 品 份 额 非 石y k fijj 品ijà' -i'):'t 

初 级 产 品 (出cr) 
.' \ 进.u ； 

( 非石油类） 86.7 73 .9 51 .6 45 .3 32.7 23 .7 .6 19-8 

工 业 品 13 .3 26.1 48 .4 54 .7 68 3 76 .3 80 .2 

来 源 ： 联 合 国 工 血 发 展 组 织 ， ' '世 ? A变革中的工生" { 纽 约 ,5 98 3 ; 

8 2 年 的 数 字 是 基 于 联 合 国 " i 9 8 2 国 际 贸 易 统 计 年 报 第 一 卷 （ 纽 约 ， i 9 S 5 )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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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空气污染的一个病人。当日本的经济髙速起飞时， 

我的气喘病恶化了。我现在39岁，由于我的气喘病恶化， 

我从18岁到23岁一直住医院。这五年中，生活没有乐趣， 

后来我找了活开始工作，但我不能象正常人那样长时间干 

活。最后这十年，我几乎干不了扦么活了。法规颁布时一 

就是耶个Â于污染控制的法规一我算莰得了赔偿。这个法 

规给我的賠偿实际上是我唯一的收入。如果我一旦在气喘 

病上再添点別的病，我可真不知怎么办好了。 

Y OS hi Suzuki 

污染病人与家属协会 

世界环委会公众钟证会 

1987年2月27日，东京. 

15.工血界也对这一问題作出了反应，他们开发了新 

技术，设计了新流程以减少污染，降低消鈒环境影响。在 

某些严重污染的国家，污染控制费用迅速上并，企业界开 

始建立自己的污染控制单位并制定环境政策。他们还出版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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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方针指尚和管理准則，包括产品安仝，工厂操作运 

行，贸易实践，技术转让以及国际合作等各领域。（7 ) n 

家及国际的工业组织也已开始制定方针指南和供自愿采用 

的实践准則。（8) 

16. 结果是参差不齐的，十年来有几个工业国家在环 

境质量上有賴当程度的好转。许多城巿的大气污染，许多 

河流和湖的水污染都明显地好转。某些化学品也受到了 

控余1。 

17. 然而这样的结果只限于某些工亚国家，就世界范 

s来看，肥料的冲刷流失，废水排河棑湖流入海湾都有所 

增加。由此导致了对鱼业，饮水，航行，以及景观的一系 

列影响。过去几年里，主要河流的水质并无明显改善。相 

反其中某些河流，还有许多较小的河$i l » ,水质实际上正在 

恶化。工业化国家仍然受害于传统的空气和土地污染。碰， 

氮氧化物，漂尘以及;^氬化合物的浓度仍然很高，在有的 

情况下甚致有增无减。大气污染在第三世界盼家的某些城 

市已高到60年代受害的工业国家望尘莫及的程度。（9)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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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生产力发展到当今的规模和速度要求采取 

一种不同的方式解决与环境保护和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有 

关的问題。这项工作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因为这 

实际上是一个有关人民健康的问题，也是对每个国家民族 

财富持关心的态度。不仅如此，这也是一个有关未来的问 

题。后代人'将要居住的环境怎样，有赖于这一问題的解决。 

西米由诺夫（A. P . Semyonov) 

贸易联盟中央委员会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公众听证会 

1986年12月8日，英斯科 

18.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污染源和污染的成因具有 

扩散性，复杂性，相关性。污染的影响则是散布的，积系 

的，慢性效果的，其程度则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能相信的水 

平。污染问題过去是地方性问題，现在则是区域性甚致全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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砵 范 围 的 问 題 。 土 壤 和 地 下 水 的 污 染 ， 农 用 化 学 品 对 人 的 

影响，范围曰益扩大，化学品的污染已遍及地球的每个角 

落。有毒化学品的重大事故发生率正在增加。由于一些危 

险废弃物堆放点被发现，如美国的鲁佛卡那，荷兰的来卡 

开克，向牙利的维克，联邦德国的乔治斯维德尔，现在人 

们已经注意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 

19. 由于上述这些事实，以及对下一世纪的发展趋势 

-，测，事情就变得很清楚了，即工业污染的防、治、控手 

段必须大大加强。如果不i l样做，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危害 

在某些城巿就会达到不能忍受的程度，同时对]fti产及生悉 

系 统 的 ‧ 将 继 续 增 加 。 幸 运 的 是 ， 过 去 二 十 年 的 环 境 保 

护活动給各国政府和工业界提供了政策方面的经验以及技 

术手段，使他们有可能实现更具有持续的工亚发展袼局。 

20. 在70年代初，政府和工业界都对环境《^施的成本 

感到担忧。有人认为这样抑制投资，经济增长，就J k ,竟 

争能力以及贸易，从而引起通货膨寐。这些担忧已证明是 

不必要的。1 9 S 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 E C D )对 

几个工业国家进行了调查和评价。调杳和评价的结杲认为， 

过去二十年内环境费用开销給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了积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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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期效果。这是由子环境需求伋迸了本来开工不足的经 

济，使之提高了产值。环境效益是很明显的，除健康和财 

产方面之外，还防止了生态系统的破坏。更重要的是效益 

一般都超过了成本。（10) 

21. 成本和效益对不同工业行业来说自然各不相同。 

估算工污染削减成本的办法4L 一是比较两个工厂或设备 

的开销，丼一是备有污染控制设施的，另一个是假设的同 

样的工厂或设备但不具备污染控制设施。美国用这种比较 

的方法对制造ill的新工厂和设备进行了估价，他们发褒19 

84年度全国在这一行Jk的污染削减总费用为45 .3亿美元， 

或相当于新设备总投资的3.3%。化学工业在污染削减设备 

上的开支为5.8亿美元(3.8%)。 （11)日本也开展了类似的 

研究，他们发现钢铁工ill在1976年用于污染控制设备的费 

用为该年总投资的21 .3%，直至今天还保持在%5上 

22. 那些主要污染行业，如食品加工，钢铁，有色金 

属，汽车，纸浆和造纸，化工以及发电，都要付出很高的 

污染控制投资。这样就刺激了这些行业的.许多'工业部门去 

致力于开发更千净的，更高效的生产工艺、产品和技术。 

实际上，那些十年以前就组织队伍致力于革新技术从而为 

1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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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新的环境曰标而备斗的公司，如" 4 ^在各自的领城里都 

成了国内国际上最富竟争性的公司、、 

23. 在许多工业部门废物循环和重复使用已成为合理 

而又正常的做法。在一些工业化国家，烟道气脱硤和脱氮 

技术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显箸的进展。新的燃烧技术既 

能提高燃烧效率，同时也能减少污染物排放量。（13)—些 

力求使生产.中能源和资源更有效使用的新产品和新工艺技 

术目前也正在发展，它可以减少污染，从而使有损人体健 

康的废物和事故危险性降到最低。 

24. 在几个工业化国家，污染控制已成为一个特殊的 

新兴工业分支。类似钢铁，其它冶金业、化学工鱼、能量 

生产业等高污染工业常常扩展到污染控制设备，去毒技术、 

废物处置技术、测量仪器及监测系统领域。不仅这些工业 

变得日益高效和有竟争性，而且许多工业还发现了新的投 

资，销售和出口机会。展望未来，一个日益扩大的污染控 

制系统、设备及服务市场是可预料到的，尤其在工业化国 

家，包括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1 、全球的持续工业发展 

一 1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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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如果工1发展要能长期持续，就必须根本上改变 

那种发展的特性，尤其是工业化国家。但是这并不是说工 

业化已经达到一个数量极限，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甚至在 

今天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报告，如果发展中阖家消 

费货物的水平上升到苜前工:!M匕国家的水平，则世界工业 

产量将增加2.6倍。（14)假如接预计的人口增长速度发展， 

則到下个世纪某一时期世界人口达稳定时，世界工业产量 

预计能上升5至10倍。这种增长給未来的世界生态系及其I 

自然资源基础带来严重的威胁n 

26. 总的来说，工业和工业过程应当向以下几个方面 

转变，即在资源利用上更有效，污染和废物产生更少，更 

加基于再生资源而不是非再生资源，使对人体健康和环境 

的不可逆影响降至最小。 

-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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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 i f e运动并不反对工 i k，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工 

i ! l的社会功能，以及污染和进步不是一件事。污染并不是 

进步的象征，因而，产生新的发展概念的时机已经来临。 

污染不应成为进步的象征，这是因为我们知道污染要加以 

控制，当你不去控制污染时，你就会把污染转鎵给整个社 

会。 

费边，费尔德曼（Fabio Feldman) 

库巴坦难民律师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公众听证会 

圣保罗.1985年10月28-29曰 

1.第三世界的工业化 

2 7 .第三世界中人口的増长及高的年音人比例正在导 

.致劳动力大量增加。农业不可能吸收他们。工亚不仅必须 

为他们提供就业，而且必须为其提供产品和服务。他们将 

感到基本消费品以及伴随的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大量增加-

- - - 钢 铁 ， 纸 张 ， 化 工 品 ， 建 筑 材 料 ， 运 输 业 。 所 有 这 

些意味着能源和源材料使用量的大量增加同时也意味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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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害物、威物及资源消耗量的大量增加。 

28. 工Jk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在不同的第三世界国家间 

(主要指国家大小和资源情况的差异）有所不|SJ ，有一些 

大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及提供广泛工业发展基础的国 

内市场。一些较小的、资源丰富的国家正试图建立一个外 

向型的加工工业，有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把他们大多数工:!Il 

发展建立在服装、电子设备及光学技术的出口工上。但 

是，在许多国家中，工发展仅局限于少数消费品工业上， 

并仅能满足极小的国内市场。 

29. 世界钢铁生产中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从1955年的3. 

6 %增加到1984年的17.3% ，而且在1984年，巴西、中国、 

印度和南朝鲜®个国家中，每个国家的钢产量都超过1000 

万化，同许多中等大小的工业化国家产量相当。（15)1§1许 

多发达国家这一工业正在缩减的状况相比，发'展中囷家在 

1982年至1990年间则预计将增加3800方锏铁。其中拉丁 

美洲计划占这一增加量的41% ；南亚占36% ，中东占20% ， 

非洲占1,3 % •> (16) 

30.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主要地依赖于原材料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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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的 出 O , 大 郜 分 是 以 未 加 工 或 半 加 工 的 形 式 1 ^ 1 . 八 在 

一 些 类 似 4 S 、 镍 主 要 原 料 方 面 ， 少 数 跨 国 公 司 控 制 整 个 工 

血 ， 从 开 采 到 最 终 加 工 ， （ 1 7 ) — 些 国 家 在 增 加 精 工 产 品 在 

他 们 出 口 产 品 中 的 比 重 方 面 已 经 取 得 一 定 的 成 功 , ， 可 是 这 

些 " 制 成 " 品 中 大 部 分 在 那 些 进 口 它 们 的 工 血 化 ！ ^ 家 进 

行进一步加工。因而，.在 Î 9 8 0年，所有第三- i ^ ^ 出 

口 中 " 仅 有 3 9 % 适 于 最 终 使 用 ， 而 第 三 界 总 出 口 产 品 的 

4 3 ? ^是未加工产品。（ 1 8 )随着发展中国家不断加快 - 1 ^》工 

步 骤 ， 制 成 品 和 未 加 工 品 的 比 率 将 得 到 改 变 ， 这 項 工 竹 的 

进 程 还 应 加 快 。 

3 1 . 基 础 工 业 的 预 期 增 长 预 示 着 污 染 和 资 源 衰 退 迅 速 

增 加 . ， 除 非 发 展 中 国 家 非 常 注 重 控 制 污 染 和 废 物 ， 增 加 循 

环和重复使用，以及尽量减少有害废物排放量。这些 [ C l 家 

没 有 资 源 使 得 现 在 实 现 工 业 化 而 在 以 后 补 偿 损 失 ， 而 且 在 

快 i 的 技 术 进 步 的 前 提 下 ， 他 们 也 没 时 间 做 到 这 一 点 。 他 

们 能 从 工 业 化 国 家 已 经 取 得 的 资 源 和 环 境 管 理 的 经 验 中 得 

益，从而避免以昂贵的代价去摸索经验。这样的技术也能 

帮 助 他 们 减 少 最 终 费 用 并 延 长 稀 缺 资 源 的 使 用 ， 并 且 还 能 

吸 取 发 达 国 家 失 误 的 教 训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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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规模经济学不再总是基本条件。通讯、信息及程 

序控制的新技术允许建立小规權的、分散的、广泛布局的 

工业，从而减少污染水平和对地方环境的其它影响。但是， 

也应当做权衡比较分析：比如，小规模厚材料加工常常是 

劳力密集而又及其分散的，能源利用也很充份。这样的分 

散性工业能减轻一些大城巿的人口和污染压力，他们能在 

乡村提供非农业工作，生产适合方市场的消费品，而且 

帮助推广对环境有益的技术。 

2 .能源和资源材料利用 

33. 工业增长广泛地被认为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相应能 

源和原材料消耗量的增加。但是，在过去20年中，这种模 

式显然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增长还 

在持续，但是对许多基础材料（包括能源和用水）的需要 

已经稳定，在有些情况下，说的绝对一点，实际上有所减 

少。 

34. 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組织（OECD)的成员S中、 

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 P)的能源消耗，从60年代后 

期以来每年下降卜3%。在1973年至1983年间，这些国家改 

-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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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能源效率每年为1.7%。 U9)单位产品的工血水消耗也已 

下降。较老的纸浆和造纸厂一般每化紙浆耗180立方米水， 

但是，那些在70年代建的厂家仅每化纸浆耗水70立方米。 

如果具有在一个封闭体系中维持水循环的先进技术，以及 

适当的人员培训，水的利用将降低到每纸浆为 2 0 - 3 0立 

方朱..(20) 

35. 一个综合的钢铁厂每粗钢耗水大约为80-200-屯。 

但是，由于每化粗钢仅有3 -屯水丢失，主要是由于蒸发过 

程，故循环使用能大量减少水耗。（21)封闭的循环系统并 

不是只有钢铁工业或发达的巿场经济才有的。1975年和19 

80年之间，苏联的化学工亚产量增加了76《，但是，原水总 

耗量仍维持1975年的水平。（22)而且在1981年至1986年之 

间，苏联工业产量增加了25%，但工业耗水量维持不变。（2 

3) 

36. 其他原材料消耗量的下降开始的早得多。事实上， 

满足一个給定单位经济产品的原材料量，在这个世纪中一 

直在下降，尤其是对所有非农血商品，当然除了战争时期 

以外。（24)最近的一项对美国7种基础材料消耗趋势的研 

究支持了这一点，（25)日本的研究也如此。日本在1984年 

-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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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单位工; } I L产品的原材料走用量仅是 1 9 7 3年的 6 0 % 。 （26) 

这 些 效 率 趋 势 并 不 是 减 少 制 造 J k而 发 展 服 务 性 工 业 的 结 果 ， 

固 为 在 这 一 时 其 内 ， 制 造 业 的 产 值 继 续 在 增 长 。 资 源 利 用 

的 生 产 率 和 效 率 一 直 在 改 进 ， 并 且 工 血 生 产 在 逐 步 抛 弃 极 

耗原料的产品和过程 .， 

3 7 . 7 0 年 代 两 个 油 价 暴 涨 使 许 多 国 家 意 识 到 要 通 过 

提 倡 节 约 措 施 ， 使 用 其 它 燃 料 ， 以 及 提 髙 整 个 能 源 效 率 达 

到 省 钱 的 目 的 。 这 些 事 件 证 明 了 考 虑 能 源 现 有 ) ^ 量 ， 消 耗 

速 率 ， 持 续 可 能 性 ， 以 及 同 能 源 提 取 或 加 工 有 关 的 任 何 不 

可 避 免 的 环 境 损 害 的 能 源 价 袼 政 策 的 重 要 性 d ( 见 第 7 章 ） 

他 们 也 表 明 同 样 的 价 格 政 策 对 其 他 原 材 料 使 用 限 制 的 可 能 

性"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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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认 为 必 须 要 有 一 种 持 续 的 推 力 和 一 种 持 续 的 努 力 ， 

以 建 立 一 些 有 很 大 环 境 威 险 性 的 技 术 领 域 中 的 国 际 . 法 规 : 

目 前 在 印 虎 尼 西 亚 并 没 有 许 多 可 被 认 为 3 常有知识的工血。 

为 了 保 证 章 我 们 这 样 在 国 际 经 济 关 系 中 发 展 的 国 家 的 最 小 

安 全 性 ， 我 们 也 需 要 这 类 国 际 法 规 。 

来 自 底 层 的 发 言 人 

世 界 环 境 与 发 雇 委 员 会 公 众 意 见 听 取 会 

雅加达， 1 9 8 5年 3月 2 6曰 

3 8 . 有 些 人 已 把 这 些 过 程 当 作 社 会 和 世 界 经 济 日 趋 增 

加 的 " 反 物 质 化 " 来 谈 . ， 可 是 ， 甚 至 最 工 亚 化 的 发 达 的 经 

济 仍 然 取 决 于 基 础 性 制 成 品 的 连 续 供 给 。 不 管 是 国 产 的 还 

是 进 口 的 ， 他 们 的 生 产 将 继 续 需 要 大 量 的 原 材 料 和 能 源 ， 

虽 然 发 展 中 国 氛 在 采 用 资 源 有 效 使 用 技 术 方 面 进 展 很 快 。 

因 此 ， 为 了 在 一 个 全 球 水 平 上 维 持 生 产 势 头 ， 则 迫 切 需 要 

一 些 政 策 ， 这 些 政 策 必 须 把 资 源 使 用 效 率 因 素 注 入 经 济 、 

贸 易 ， 及 其 他 有 关 政 策 领 域 中 去 ， 尤 其 是 在 工 亚 化 国 家 中 ； 

同 时 严 格 遵 守 环 境 法 规 和 标 准 。 

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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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技术的前途和危险性 

39. 技术将继续改变国家和世界的社会、文化和经济 

结构。只要精心管理，新的和不断涌出的技术能为提高生 

产力和生活水准，为改善健康，以及为保护自然自源库都 

提供大量的机会。但有许多也将带来新的威胁，需要改进 

威险性评价和管理的能力。（见第12章） 

40. 主要基于微电子和计算机科学的信息技术具有特 

別的重要性。它同迅速发展的通讯手段一起，能帮助改进 

生产率、能源和资源效率，以及工it的组织结构。 

41. 类似细陶t：、稀有金属和金属合金，高性能塑料， 

以及新的合成材料那样的新材料可用更灵活的生产方法。 

它们对能源和资源保护也有贡献，因为一般说来，^们比 

普通材料需要较少的生产能源，而且由于他们较轻，故比 

普通材料用料省。 

42. 生物技术对环境将有重要意义。遗传工程的产品 

将神奇地改善人体和动物健康。科学家们正在寻找新药， 

新的疗法，以及控制疾病传染的新方法.，从植物中提取的 

能源将不断取代非再生矿物燃料。新的高产作物种类以及 

~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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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些 耐 不 利 气 侯 条 件 和 害 虫 的 作 物 将 使 农 生 发 生 革 命 性 的 

改 变 。 综 合 害 虫 治 理 将 变 得 更 为 普 遍 。 生 物 技 术 也 将 为 许 

多 有 害 的 过 程 和 污 染 产 品 提 供 更 为 清 洁 的 和 更 为 有 效 的 替 

代 方 法 。 处 理 固 体 和 液 体 废 弃 物 的 新 技 术 将 帮 助 解 决 有 害 

废物处置的紧迫问题。（ 2 7 ) 

4 3 , 空 间 技 术 的 进 步 ， 现 在 几 手 是 工 i t 国 家 的 独 有 的 

领 域 ， 对 第 三 世 界 也 将 是 有 希 望 的 ， 甚 至 对 于 以 农 经 济 

为 主 的 国 家 也 是 如 此 。 通 过 卫 星 和 通 讯 网 提 供 天 气 预 报 服 

务 能 帮 助 农 民 决 定 什 么 时 候 播 种 ， 洗 水 ， 施 肥 ， 以 及 收 割 

。 遥 感 和 卫 星 图 便 于 最 佳 使 用 地 球 资 源 ， 并 可 对 气 候 变 化 ， 

海 洋 污 染 ， 土 壤 风 化 速 率 ， 及 植 物 覆 盖 的 长 期 趋 势 进 行 监 

测 和 评 价 。 （ 见 第 1 0 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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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这些新技术和 ' '绿色革命 "徒农 : î k，工亚和服务 

业 间 的 传 统 区 別 变 得 模 糊 了 。 而 且 他 们 使 得 一 个 郜 门 的 发 

展 从 本 质 上 更 深 刻 地 影 响 另 一 个 部 门 的 发 展 成 为 可 能 。 农 

亚 在 发 达 国 家 本 盾 上 已 经 变 为 一 种 ' ' 工 业 " 。 农 业 方 面 的 

服 务 ， 尤 其 是 区 域 天 气 预 报 ， 仓 库 保 管 ， 运 输 ， 正 在 交 得 

越 来 越 重 要 。 组 织 培 养 和 遗 传 工 程 的 新 技 术 不 久 将 产 生 能 

从 空 气 中 固 定 氮 的 植 物 菌 种 ， 这 一 发 明 将 巨 大 地 影 响 化 肥 

工业 > 而 且 它 也 将 减 少 农 业 化 肥 带 来 的 污 染 危 害 。 

45. 化 学 和 能 源 工 业 正 在 不 断 地 开 发 种 子 学 领 地 ， 即 

提 供 能 满 足 特 殊 地 区 条 件 和 需 要 ， 而 且 也 能 满 足 特 殊 化 肥 

和 农 药 的 新 种 子 。 这 方 面 的 研 究 和 开 发 ， 生 产 和 销 售 需 要 

精 心 地 加 以 指 导 ， 以 防 世 界 过 分 地 依 赖 少 数 作 物 种 类 ， 或 

过 分 侬 赖 少 数 大 的 跨 国 公 司 的 产 品 。 

46. 可 是 ， 新 技 术 并 不 全 是 完 美 的 ， 也 不 是 仅 对 环 境 

有 好 的 影 响 。 例 如 ， 大 规 模 的 新 材 料 生 产 和 广 泛 使 用 会 产 

生 至 今 未 知 的 健 康 危 害 （ 如 微 集 成 电 路 工 业 中 的 砷 酸 镓 的 

使 用 。 ） （ 2 8 ) 必 须 开 展 对 更 危 险 物 质 的 研 究 ， 因 为 在 防 护 

措 施 很 差 或 人 们 很 少 意 识 到 危 险 的 地 方 生 产 的 产 品 危 险 性 

更 大 。 引 入 一 种 新 技 术 时 必 须 小 心 谨 慎 ， " 绿 色 革 命 " 的 

-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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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验 就 . .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例 子 ， 不 管 它 有 多 么 巨 大 的 利 益 ， 

都 要 十 分 关 注 依 赖 极 少 數 作 物 种 类 和 大 剂 量 农 J l i 化 肥 的 后 

果 。 对 遗 传 工 程 产 生 的 新 生 命 形 式 应 当 仔 细 地 验 证 和 评 价 

它 们 对 人 体 健 康 ， 对 维 持 基 因 变 异 及 生 态 平 衡 的 潜 在 影 响 ， 

只 . 有 在 上 述 验 证 和 评 价 之 后 ， 才 能 投 入 市 场 ， 随 后 进 

入环境。（29) 

I、持续工业发展的对策 

47. 资 源 和 环 境 问 题 必 须 综 合 于 在 工 规 划 和 政 府 工 

i l l 的 决 策 过 程 中 。 这 就 要 求 通 过 增 加 资 源 使 用 的 效 率 ， 减 

少 废 物 ， 鼓 励 政 策 及 标 准 资 源 回 收 和 循 环 ， 以 逐 步 减 少 未 

来 增 长 中 的 能 源 和 资 源 成 份 。 

1.建立环境目标，规定，鼓励政策及标准 

48, 在 对 待 工 业 污 染 和 资 源 衰 退 中 ， 需 要 工 业 、 政 府 

及 公 众 有 清 楚 的 标 准 。 車 劳 动 力 和 财 政 资 源 允 许 的 地 方 ， 

国 家 政 府 应 当 在 工 矿 企 业 建 立 明 确 的 环 境 目 标 ， 并 实 施 环 

境 法 ， 规 定 ， 鼓 励 政 策 及 标 准 。 在 制 定 这 样 的 政 策 时 ， 应 

当 优 先 考 虑 同 工 业 污 染 和 有 害 废 弃 物 有 关 的 人 民 健 康 问 題 ， 

而 且 必 须 改 善 有 关 工 业 活 动 的 环 境 统 计 和 数 据 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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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 蚬定和标准应当控制以下事项：空气和水污染， 

废物管理；工人的职血健康和安全，产品和工艺的能源和 

资源的效率，有毒物质的销售，使用，运输和堆放。这些 

在国家鈒都应当正常进行实；^，地区政府应当超过，而不 

是降低国家规定。在制定环境规定时，重要的是，在没有 

确定一个特殊过程或技术，以及没有认清各政府在制定法 

律标准及实施标准的能力方面有很大差別时，则应当采用 

有弹性的规定。 

50. 有关控制工业活动的影响越出国界及影响到囷际 

社会的法规也是必需的。处理跨国界的污染或共有自然资 

源的管理是现存或未来的国际协定应当考虑的关键原则： 

*每一个国家有责任不损害其他国家的人民健康和 

环境， 

*对任何由絝国界污染引起的损害都负有责任并需 

赔偿损失， 

*使用所有有关团体提供的补救措施的平等权力。 

2 . 更 有 效 的 使 用 经 济 手 段 

-27 -



A/42/427 
Chinese 
Page 334 

51 . 污 染 是 工 业 生 产 中 未 充 分 利 用 的 一 种 形 式 ， 也 是 

无 效 牟 的 一 种 象 征 。 当 工 血 界 认 识 到 污 染 是 一 种 费 用 时 -

他 们 就 常 常 会 自 愿 地 投 资 以 ： 改 进 产 品 和 工 艺 过 程 ， 增 加 效 

率 ， 从 而 减 少 产 生 污 染 和 废 物 ， 尤 其 是 在 施 行 经 济 鼓 励 政 

策 时 。 这 主 要 取 决 于 这 类 投 资 是 否 将 增 加 他 们 的 经 济 效 益 。 

5 2 . 社 会 所 能 够 希 望 一 个 处 于 ] S } 其 他 工 竟 争 中 的 工 

业 自 愿 地 这 样 做 是 有 限 度 的 、 . 采 用 一 致 的 实 施 标 准 ̀  以 保 证 

工 业 拿 出 必 要 的 投 赍 用 于 减 少 污 染 和 废 物 、 并 使 他 们 能 够 

在平等的基础上竟争.、 

5 3 . 空 气 和 水 习 惯 上 被 认 为 是 " 免 费 " 货 物 ， 但 是 过 

去 和 目 前 污 染 造 成 的 社 会 巨 大 费 用 表 明 他 们 并 不 是 免 费 的 , ， 

经 济 活 动 的 环 境 费 用 > 在 环 境 的 同 化 容 量 被 趋 过 时 ， 就 待 ' 

付 出 。 超 过 那 一 点 ， 它 们 就 是 不 可 避 免 地 要 付 代 价 . ， 政 策 

性 问 题 是 它 们 如 何 支 付 ， 谁 支 付 . ， 一 般 仅 有 两 种 方 法 。 

这一种费用被 "外部转移 ' '；了 ， 即 以 损 害 人 体 健 康 ， 财 产 

和 生 悉 系 统 形 式 转 嫁 到 社 会 的 各 个 方 面 。 或 者 这 一 费 用 ' ' 

内 部 化 " ， 即 由 企 业 承 担 。 企 可 以 投 资 于 各 种 措 施 以 防 止 

损 害 ， 并 且 如 杲 它 的 产 品 市 场 允 许 的 话 ， 则 可 能 将 这 些 费 

用 转 嫁 到 消 费 者 身 上 . ， 或 可 投 资 于 各 种 措 施 以 恢 复 不 可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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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的 损 害 - 重 新 种 植 森 林 ， 重 新 养 多 — ， 在 开 采 后 重 新 修 复 

土 地 ： 或 可 赔 偿 健 康 及 财 产 受 到 损 ' # 的 人 。 在 这 种 情 况 中 ， 

这 些 费 用 也 可 能 转 嫁 到 消 费 者 身 上 。 

54. 也 可 以 鼓 动 企 业 用 各 种 类 型 的 替 代 方 法 ， 向 预 昉 、 

恢 复 及 补 偿 措 施 投 资 。 的 确 ， 在 大 多 数 工 业 化 及 许 多 发 展 

中 国 家 ， 补 偿 方 式 是 一 种 鼓 动 公 司 投 资 于 必 要 的 措 施 以 防 

止 外 部 损 害 的 通 常 方 法 , 、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当 然 是 由 纳 税 

人 支 付 ， 而 不 是 产 品 消 费 者 支 付 。 此 外 ， 如 果 补 偿 很 大 ， 

并 支 付 給 操 纵 囯 际 巿 场 的 工 血 界 ， 则 会 导 致 贸 易 异 常 • > 这 

是 应 当 避 免 的 。 

55. 1 9 7 2 年 ， 经 济 合 作 和 发 展 组 织 （ O E C D ) 的 

成 员 国 一 致 同 意 将 基 本 的 环 境 政 策 置 于 " 污 染 者 赔 偿 的 原 

则 " 上 （ P P P ) 。 （ 3 0 ) 作 为 一 个 经 济 上 有 效 的 措 施 ， " 

P P P " 政 策 基 本 目 的 在 于 鼓 励 工 业 使 环 境 成 本 内 部 化 ， 

并 鼓 励 工 血 在 产 品 价 袼 中 反 映 这 一 成 本 。 同 时 经 济 互 助 委 

员 会 （ C M £ A ) 成 员 国 的 果 家 规 定 要 通 过 政 府 机 构 来 实 

施 ， 以 便 使 环 境 问 题 能 得 到 考 虑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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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解决的是环境破坏的根源.而不是注重其影响 
1 

>但是在我们的市场中、鹿§中，以及在我们地方环境中， 

也遇到了环境问題。这的确提供了一些经验，很有必要把 

环境做为一个更完全、更综合的系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来考虑、、做为工业，我们也遇.到了国际关系和环境问题， 

可惜在官方之间的合作上，常常遇到隐匿的贸易障碍或囷 

难o 

罗夫，马斯兰得 

( R o f 1 M a r s t ramier ) 

环境事务处主任 

世界环境与发辱委员会（W C ED) 

公众听证会 

奥斯陆1985年6月24-25曰 

5 6 .就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 E C D )来说，污染者 

自负； 5 |则（ P P P )的方针是要阻止在贸易中会起曲解 

的贸易补贴。各囯同意在不〖3的时期内取消伎用贸易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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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看 笫 三 幸 P P P 在 离 际 贸 易 和 投 资 中 的 庄 用 ） 

57. 可 以 通 过 采 取 其 它 的 方 法 进 一 步 鼓 励 减 少 污 染 。 

例 如 ： 能 源 和 水 资 源 的 价 格 政 策 能 促 使 工 业 减 少 ； ^ 费 。 重 

新 设 计 产 品 和 技 术 革 新 可 以 生 产 更 安 全 的 产 品 、 建 立 更 有 

效 的 工 艺 过 程 。 并 且 ， 运 用 有 效 且 完 整 的 经 济 鼓 勐 与 经 济 

限 制 的 方 法 如 降 低 投 资 税 ， 低 息 货 款 、 损 耗 补 貼 ， 排 污 （ 

污 染 物 和 废 弃 物 ） 收 费 ， 违 反 规 定 收 费 等 方 法 可 以 鼓 励 原 

料 的 循 环 利 用 。 

58. 有 时 其 他 一 些 政 策 目 标 所 鼓 励 的 手 段 无 意 中 射 弱 

了 环 境 规 划 的 效 果 。 如 为 了 鼓 励 在 偏 远 地 区 发 展 工 业 所 制 

定 的 在 原 材 料 和 水 源 或 能 源 供 给 方 面 的 补 贴 政 策 很 不 利 于 

保 护 资 源 。 政 府 应 该 检 查 是 否 现 行 的 经 济 政 策 ， 法 规 及 提 

供 的 补 贴 用 于 各 种 以 工 业 为 基 础 的 规 划 ， 用 于 有 利 于 促 进 

环 境 保 护 及 充 分 利 用 资 源 的 活 动 。 

3.扩大环境评价的范围 

59. 愈 来 愈 多 的 国 家 需 要 对 某 些 重 点 投 资 进 行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 范 围 扩 大 了 的 环 境 详 价 不 仅 仅 应 用 于 产 品 和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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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也应用于政策和规划，尤其是那些对环境影响重大 

的宏观经济，金融和部门性政策。 

6 0 .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已经 

建立了环境影响评价系统.，但是由于缺乏主规的评价能力 

和有实践经验的工作人员，环境影响评价经常由一些外行 

的专家讨论通过，并且没有质量检查.，在某些情况下，政 

府当局从他们收到的环境文件中得到的是二手资料.对环 

境评价有兴趣的政府：应该创立一个独立的il际评价机构 

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根据它们的需要，对计划中的发展项 

目进行环境影响和持续力的评价。 

4.工业界倡导的行为 

61.工业界对于污染和资源衰退的反应，现在还没有， 

也不应该局限于对规章制度的抱怨，而应树立社会责任感 

的广泛概念，并使各阶层都具有环境意识.> 为此目标，一 

切工业企业，贸易团体，和工会应在公司范围或工血界建 

立资源和环境管理政策，包括依从法律和所在国提出的要 

求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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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在 建 立 标 准 和 传 播 倌 息 方 面 ， 国 际 贸 易 协 会 起 了 

重 要 作 用 ， 这 势 必 要 得 到 广 泛 传 播 。 他 们 应 建 立 广 泛 适 用 

于 各 部 门 的 指 导 方 针 ， 以 此 估 价 新 设 备 的 维 持 能 力 和 潜 在 

危 险 ， 建 立 昉 止 偶 然 事 故 的 计 划 ， 选 择 控 制 污 染 和 废 物 处 

理 技 术 。 这 些 主 要 的 工 业 团 体 ， 如 囯 际 贸 易 董 事 会 ， 欧 洲 

化 学 品 制 造 者 联 盟 议 会 在 处 理 环 境 问 题 上 已 经 起 了 重 要 的 

和 积 极 的 领 导 作 用 。 而 现 在 ， 应 起 带 头 作 用 面 对 持 续 发 展 

方 面 的 更 广 泛 的 问 题 。 

63. 由 于 浪 费 的 资 源 有 限 ， 小 型 或 中 型 企 亚 经 常 感 到 

本 身 不 能 进 行 必 要 的 改 变 ， 以 满 足 环 境 规 章 和 产 品 控 制 的 

需 要 。 小 企 业 如 金 属 制 造 、 机 床 、 印 刷 、 制 革 、 染 色 等 在 

任 何 国 家 常 常 是 不 遵 守 环 境 规 章 的 企 业 。 新 技 术 ， 尤 其 微 

电 子 技 术 ， 已 使 小 企 血 用 价 格 低 廉 的 办 法 控 制 整 个 生 产 过 

程 。 节 能 的 生 物 生 悉 系 统 可 以 很 好 地 满 足 小 型 或 中 型 工 血 

控制污染和处理废弃物的需要 . > 

64. 在 大 多 数 国 家 ， 构 成 工 业 最 大 部 分 的 是 小 型 或 中 

型 企 业 ， 它 们 需 要 信 息 ，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 可 能 需 要 从 公 共 

部 门 I t 得 财 政 和 技 术 上 的 援 助 。 管 理 和 工 人 培 训 能 帮 助 这 

些 企 业 佼 较 清 洁 的 技 术 和 环 境 规 划 与 工 作 规 范 相 协 调 。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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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应 该 鼓 励 小 公 司 联 合 工 4 - - ― 共 ; 二 1 研 究 和 解 决 环 境 问 題 ， 

如 共 同 使 用 污 染 控 制 或 废 物 处 理 设 施 。 

5.增加处理工业危险废物的能力 

65. 化 学 产 品 已 经 大 大 改 善 了 人 类 健 康 状 况 和 寿 命 ， 

促 迸 了 农 业 生 产 ， 提 高 了 生 活 的 钎 适 ， 方 便 ， 和 总 的 质 量 

水 平 ， 扩 大 了 经 济 机 会 。 在 多 数 国 家 中 ， 包 括 许 多 发 展 中 

国 家 ， 化 学 工 亚 也 是 最 富 有 生 气 的 部 门 。 而 这 个 工 业 ， 与 

它 的 产 品 一 起 ， 对 环 境 有 特 别 严 重 的 影 响 。 化 学 工 业 已 在 

产 品 和 工 艺 过 程 污 染 方 面 带 来 了 许 多 新 的 问 题 。 化 学 工 业 

产 品 和 废 物 种 类 不 断 扩 大 范 围 ， 其 对 人 类 健 康 和 环 境 的 影 

响 ， 尤 其 长 期 影 响 ， 目 前 还 不 能 准 确 了 解 。 但 主 要 问 题 已 

经 发 生 。 近 年 来 人 们 已 对 这 项 工 业 的 安 全 记 录 提 出 疑 问 . ， 

66. 由 于 处 在 一 个 愈 来 愈 依 靠 化 学 产 品 和 极 其 复 杂 的 

大 规 模 技 术 的 世 界 ， 造 成 灾 难 性 后 果 的 事 故 有 可 能 增 加 , 

一 些 重 金 属 和 非 金 属 物 质 如 石 棉 ， 也 对 健 康 和 环 境 产 生 了 

严 重 威 胁 。 各 种 各 样 的 危 险 产 品 和 工 艺 过 穉 已 经 进 入 当 今 

社 会 生 产 和 技 术 结 构 体 系 。 需 要 一 个 很 长 时 间 才 能 以 危 险 

性 小 的 ， 本 质 上 较 安 全 的 技 术 和 体 系 来 替 换 掉 有 危 险 的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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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工艺过程，某些高度有毒，已知1^引起癌症、畤形和 

有长期遗传作用的化学品已在环境中明显地累积，或需要 

几十年才能扩散掉。 

5.1化学品 

67. 就价值而论，化学品大约占全部世界贸易总額的 

10% 0市场大约有70000--80000种化学品，在环境中亦如 

此。由于没有进行全面调查，这5数字仅是一个较可靠的 

估算。大约1000 —2000个新化学品每年进入商品巿场V其 

中许多没有做过适当的预先检验和作用评价。 

68. 根据美国国家研究院对常用的65725种化学品的 

抽样检查，所获数据完全符合健康危险评价的在农药类中 

仅占10%,在医药类中为18% 。在商品和流通中使用的化学 

品，其中80%在"有毒物质控制法"中没有列出其毒性数 

据,，（33)随着政府逐步地对所有新化学品实施上巿前，而 

木是上市后检查，这种情况正在开始发生改变。 

69 .到1986年，500种以上的化学品和化学产品以被取 

绛或严袼限制它们只能在生产国内使用。（34)此外，每年 

根据控制机构的要求，数不清的化学品被收回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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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根本不允许向国家控制机构提出申请《-,其中一些出 

口后就不准再生,了。 

70. 在工ik化国家，在一个愈来愈相互依赖的有效系 

统中，化学品控制机构之间交流检查结果，并且互相通知 

对化学品限制的新规定。一个国家化学品的取绰常常很快 

引起其他国家的重视或采取适当的行动。 

71. 作为一条规则，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系统中 

不承担工作。一些工业化国家最近采取措施要求本国工业 

对那些要求进口已明文规定取繂的或严格限制的化学品的 

国家提出一次性通知书。他们ISJ意事先对准备出口或进口 

的这类化学品发通知书，也同意向进口国，如果它们需要 

的话，提供俄其禁止或严格限制这类化学品的情报。虽然 

这个体系的出发点是值得称赞的，但很难看出它如何能够 

服务于进口国，因为这些进口国根本没有可接受通知书的 

控制机构，或不具有能对情根进行评价的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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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第三世界国家无法有效控制那些在出口国家已 

被取締或严格限制的化学品的贸易。因此这些国家急需机 

构来估价与化学品应用有关的风险。簦于这一情形的严重 

性，委员会建议所有政府，尤其那些主要化学品生产国家， 

应该做到： 

*在没有进行健康和环境影响检验和评价之前保证新 

化学品不投入国际市场， 

*进一步加强正在进行的工作，使国际上就下列三个 

问題达成协议：检验先后;A序的选择，评价的基准和方 

法，国际间任务和所需资金的分配系统， 

*通过申请预先通知书和进行情报交流，对向发展中 

国家出口的那些在国内尚未申请或获得销售权的化学品作 

出严袼规定， 

*支持在现有的区域性组织中建立能够胜任的机构来 

接收这类预先通知书和情报，并对其进行评价，进而向所 

在地区政府就这些化学品的使用所引起的危险提出建议， 

以便使每个政府能够事先权衡进o这类化学品所带来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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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益。 

7 3 . 消 费 者 的 认 识 应 该 得 到 提 高 。 政 府 应 当 帮 助 建 立 

供 消 费 者 使 用 的 化 学 产 品 资 料 中 心 ， 应 当 加 强 目 前 在 联 合 

国 和 其 他 地 区 的 国 际 信 息 交 流 、 评 价 和 教 椐 庠 网 （ 3 5 ) . , 另 

一 个 基 本 步 骤 是 通 过 和 执 行 有 关 包 装 和 注 明 在 使 用 中 可 能 

有 潜 在 危 险 的 化 学 品 的 规 章 ， 以 保 证 用 通 用 的 地 方 语 言 标 

出 明 确 的 说 明 。 消 费 者 协 傘 和 其 他 非 政 府 组 织 应 当 带 头 收 

集 和 宣 传 消 费 产 品 其 成 粉 中 的 危 险 性 比 较 资 料 ， 如 清 洁 剂 

和 农 药 . 

7 4 .生产和 > { 走用化学品的工业，作为化学品危险的来 

源 和 使 用 化 学 品 的 最 大 受 益 者 ， 应 当 有 责 任 保 证 （ 对 不 保 

证 负 责 ） 他 们 的 产 品 能 满 足 最 高 的 安 全 标 准 ， 对 健 康 和 环 

境 的 副 作 用 最 小 ， 和 被 工 人 和 使 用 者 小 心 搬 运 。 这 需 要 使 

尽 可 能 多 的 人 了 解 化 学 物 盾 的 特 性 、 生 产 过 程 和 危 害 性 比 

较 ， 不 仅 仅 是 管 理 当 局 ， 还 包 括 住 在 化 工 厂 周 围 的 工 人 ， 

消费者和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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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和污染工业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在发展中国家兴建。 

这显然是危险的 u最近的事故只不过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故 

中的几个。然而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每个国家的工会有重 

大责任向当局和管理部门施：加影响以防止这类事故，并拒 

绝接受那些不遵循合理标准的公司的投资。 

技术发展已经改善了世界工业地区的环境。因此，新 

的生产和信息系统的发展更难利用廉价劳动力向本国吸引 

工业。除非国际社会能对分專生产技术和资'濂加影响，这 

些国家的前景不会很光明。这确实是一个政治上的难点。 

朱尔.布杰克 

国际自'由工会联盟，世界环境 

发展委员会公众听证会，奥斯陆 

1 9 8 5年 6月 2 4 —25曰 

5.2有害废物 

75.世界上危险废物的 9 0 %左右产生于工业化国家。 

尽管所有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有偏差，对"有害废物"下 

的定义也很不相同，但在1984年，全世界产出的有害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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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 3 . 2 5至 3 . 7 5亿化（ 3 6 )，其中的 5 0 0 万《 4 »左右产生子 

世 界 上 新 的 工 亚 化 和 发 展 中 地 区 （ 3 7 ) 。 

76. 仅 仅 在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成 员 国 中 ， 就 有 成 千 

上 万 个 废 物 堆 放 场 ， 其 中 攝 多 需 要 一 定 的 措 施 加 以 修 理 。 

清 除 所 需 费 用 昂 贵 ： 估 计 联 邦 德 国 需 要 1 0 0 亿 美 元 ， 荷 兰 

需要多于 1 5亿美元，美国需要 2 0 0 - 1 0 0 0亿美元，丹麦至少 

需 要 6 千 万 美 元 （ 以 1 9 8 6 年 美 元 计 算 > ( 3 8 ) . , 在 中 央 计 划 

经 济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工 亚 集 中 的 市 区 也 存 在 着 大 量 的 潜 在 危 

险 场 所 。 对 此 需 要 通 过 制 定 规 章 或 财 政 上 的 支 援 实 行 某 种 

形式的政府干预。 

77.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废 物 管 理 遇 到 了 各 种 各 样 的 困 难 。 

例 如 ， 热 带 地 区 常 有 大 雨 ， 把 废 物 淋 滤 到 废 物 填 理 处 下 面 

的 土 壤 中 ， 甚 至 使 它 们 泛 滥 。 这 样 ， 很 少 或 根 本 没 经 过 预 

处 理 的 废 物 能 污 染 供 水 ， 或 和 当 地 居 民 直 接 接 触 。 而 废 物 

通 常 是 在 被 贫 穷 四 邻 或 棚 户 区 包 围 的 工 生 区 附 近 填 理 （ 3 9 ) 

这 些 危 险 的 存 在 ， 使 发 展 中 国 家 有 必 要 进 行 土 地 利 用 规 

划 ， 并 急 需 切 实 执 行 和 加 强 这 类 规 划 。 

78. 最 终 的 政 策 目 标 必 须 是 要 减 少 产 生 的 庞 物 量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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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更 多 的 废 物 转 变 成 为 可 使 用 和 再 利 用 的 资 源 。 这 样 将 减 

少 必 须 通 过 焚 化 、 地 面 处 置 或 倾 倒 在 海 洋 中 的 废 物 量 。 这 

是 工 业 化 国 家 的 最 首 要 问 題 。 因 为 在 这 些 国 家 ， 飞 速 发 展 

的 工 化 正 带 来 相 同 的 有 害 ： 疲 物 管 理 的 严 重 问 题 。 

79. 跨 过 国 境 的 废 物 量 正 在 增 加 ， 而 且 这 个 趋 势 很 可 

能 继 续 下 去 . 在 1 9 8 2 年 和 1 9 8 3 年 之 间 ， 西 欧 向 另 一 国 家 迁 

移 的 废 物 量 实 际 上 增 加 了 1传，达到约 2 5万至 4 2 . 5万《 l ( 

占 其 有 害 废 物 总 量 的 卜 2 % ) ( 4 0 ) 。 这 种 增 加 现 象 ， 部 分 是 

由 于 在 一 些 国 家 可 得 到 相 对 低 费 用 的 、 合 法 的 陆 源 倾 废 条 

件 .、例如， 1 9 8 4年大约有 4， 0 0 0船有害废物从荷兰船运到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 而 在 前 一 年 ， 联 邦 德 国 把 2 0 ，000船废 

物运到，意志民主共和国 . > 1 9 8 3年，通过海上处理（焚化 

或 倾 泄 ） 的 国 际 性 迁 移 废 物 达 到 1 8 0 0 万 化 ( 4 1 ) 。 就 象 在 太 

手洋和加勒比海水域所发生；的那样 > 小 国 和 穷 国 特 別 易 受 

离 岸 倾 废 的 危 害 。 

80. 一 些 国 家 已 提 出 了 有 害 庞 物 作 为 一 种 商 品 交 易 的 

量 的 问 題 （ 包 括 放 射 性 废 物 ） 。 加 强 这 方 面 国 际 合 作 极 端 

重 要 ， 几 个 囚 际 性 组 织 已 经 开 始 了 这 項 工 作 （ 4 3 ) 0 最 近 ，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即 将 通 i 过 一 项 国 际 协 议 ， 基 于 三 条 重 

要 原 则 ： 同 等 地 严 格 控 制 船 ' 运 废 物 到 非 成 员 国 家 》 不 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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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 国 还 是 非 成 员 国 ， 都 要 事 先 通 知 并 征 得 最 终 g 的 地 ® 

家 的 同 意 ， 接 受 国 保 证 具 备 足 够 的 倾 废 奈 件 。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已 拟 定 了 详 细 的 指 导 革 案 。 但 到 司 前 为 止 ， 还 没 有 

有 效 的 手 段 来 监 督 或 控 制 有 害 废 物 贸 易 和 倾 倒 （ 4 3 ) 。 对 于 

为 建 立 有 效 的 国 际 规 范 ， 以 控 制 有 害 庭 物 的 跨 囯 境 转 移 而 

作 出 的 努 力 ， 政 府 和 国 际 組 纟 只 必 须 给 予 更 私 极 的 支 持 。 

5.3工业蓽故 

81 . 涉 及 有 毒 化 学 物 质 和 放 射 性 物 质 的 事 故 可 能 在 任 

何 地 区 的 工 厂 里 发 生 。 根 据 美 国 国 家 环 倮 局 所 迸 行 的 一 项 

调查，在19 8 0至 1 9 8 5年间，美国的工厂就发生了各种严重 

事故6，928起，平均每天五起。（44) 

82. 1 9 8 4年 ， 在 墨 西 哥 城 发 生 一 起 液 体 毒 气 存 储 罐 

爆 炸 事 件 ， 死 亡 1 ， 0 0 0人 并 使 数 千 人 无 家 可 归 。 仅 仅 在 印 

度伯帕尔事故（死 2 , 0 0 0人以上，伤超过 2 0万人）发生几 

个 月 以 后 ， 一 个 由 伯 帕 尔 工 广 的 母 公 司 管 理 的 位 于 美 国 西 

糸 吉 尼 亚 的 工 厂 又 发 生 一 起 事 故 ， 这 一 事 故 $ 1 起 了 居 民 意 

外 事 故 疏 散 以 及 一 些 健 康 问 超 。 1 9 7 6年 意 大 利 塞 维 索 发 生 

的髙毒和致突变化学物二€、Q炙(tlioxin)事故性泄漏，及随 

后 传 遍 欧 洲 的 有 关 污 染 土 壤 中 石 首 鱼 的 传 说 也 反 映 出 在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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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HI家规定是可以避免的最低的安全标准也可能被违反 

83. 1986年！i月初，瑞士巴塞尔一个化学品仓库发 

生火'夂，毒烟传到法国和联邦德国，有毒化学品被排入莱 

茵河，引起大规模的鱼类死亡并影响了下游国家生活用水 

的供应，一直影响到荷兰。前去调查的科学家一致认为， 

莱茵河要恢复到受害前生è系统的状况需要许多年(45)。 

84. 这样，要西哥城、伯帕尔、切尔诺贝利、和巴塞 

尔事件—-一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这个委员会短短的一生中一 

—唤起民众关心工业性的夂害。它们也表示出具有突难性 

结果的工业事故在发生频率和危害性上大量增加的可能性。 

85. 这些事故指出了需加强国家的能力和双边和区域 

性合作的结构。国家和地区政府郜门应该： 

*调查有害性的工亚操作，采取并实施工厂安全操作 

和有害性物质运输、管理、处置的规定和准则， 

*制定土地利用政策或i必要的区域性发展计划，用以 

要求或奖励那些高污染或有潜在事故的工业设在人口稠密 

区以外，劝阻人们靠近工厂'和废物处置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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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工 上 ， 我 们 感 到 现 在 必 须 命 令 任 何 一 个 可 能 通 ^ 

液 化 气 体 或 颗 粒 物 排 放 而 污 染 大 自 然 的 厂 商 对 他 们 的 职 员 

进 行 短 期 的 但 极 有 效 益 的 环 境 教 育 。 工 广 对 环 ： 竟 t 为 常 见 

的 污 染 不 仅 仅 是 通 过 事 故 或 设 计 . 更 主 要 的 是 树 于 劳 动 者 

对 其 从 事 的 环 境 的 破 坏 工 作 重 无 知 , ， 

唐站德《 H白寿 ' i 

污 染 控 制 协 会 

世 界 . 环 境 发 展 委 员 

公 众 意 见 听 证 

沃太华〖9 8 6 .5 .2、V~27 

* 保 证 向 工 厂 工 人 提 供 他 们 所 管 理 的 产 品 和 技 术 的 全 

部 资 料 ， 并 在 安 全 操 作 规 程 — 应 付 紧 急 情 方 面 给 予 适 当 

的培训， 

* 佼 地 方 政 府 和 社 会 居 民 参 与 主 要 的 现 场 决 议 和 紧 急 

事故准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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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事故的后果会越来越多地严重影响到邻囷。各@ 

应该与那些由于其本阖6^危险设，出事故而可能危及其它 

国家的国家达成协议，#就下列4点取得一致意见： 

*互相通报现存的危害性装置和基本特性，和一旦发 

生事故会溢出的量及对生命、財产、以及別国生态系统造 

成的影响； 

*准备在这些装置发生事故时的应急计划， 

* 一旦事故发生，提供迅速的警报、全部的资料和互 

相支援， 

*制定控制新的有危害性装1安装地点逸择的基准， 

*对于任何由于跨国界污染造成的危害制定责任和赔 

偿标准。 

87. 工业事故以及它们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不可 

预测的，为了更好地认iiot险，k府，国！^、组织和工亚自 
1 

身应进一步促迸技术/成险估价的方法学的发展，对那些 

已完成的估价报告建立è据库，并使它们易于为所有©家 
所利用。 

6 .加强国际性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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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污 染 严 重 ， 耗 费 资 源 的 工 亚 ，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增 长 

最 快 。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政 府 将 因 此 不 得 不 大 大 地 加 强 他 们 对 

环 境 和 资 源 的 管 理 能 力 . ， 即 使 已 经 有 了 环 境 政 策 、 法 律 和 

规 则 ， 也 不 一 定 会 被 贯 彻 执 行 。 许 多 发 展 中 国 家 已 经 建 立 

了 教 育 和 科 学 基 础 结 构 ， 但 是 ， 他 们 的 技 术 和 研 究 水 年 稂 

私 ; f 能 充 粉 利 用 进 口 的 和 新 的 技 术 。 因 此 ， 有 些 © 家 一 直 

依 赖 国 外 的 技 术 和 管 理 技 能 维 持 工 业 生 产 。 由 子 缺 乏 资 金 ， 

它 们 常 常 发 现 ， 一 项 新 的 工 J k ， 只 有 在 国 外 援 助 、 贸 易 贷 

款 、 直 接 投 资 ， 或 与 跨 国 公 司 合 资 才 能 开 办 。 

89. 私 人 投 资 的 重 要 性 和 跨 国 公 司 的 重 要 作 用 已 经 十 

分 突 出 （ 见 第 三 章 ） 。 如 果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没 有 政 策 和 实 践 

的 支 持 ， 若 要 成 功 地 完 成 向 持 续 发 展 的 转 变 ， 是 不 可 恩 议 

的 . , 那 些 支 持 和 帮 助 私 人 投 资 ， 特 別 是 出 o 信 货 和 投 资 保 

险 组 织 的 外 国 机 构 ， 也 应 在 其 政 策 和 实 残 中 融 入 持 续 发 展 

原则。 

90. 发 展 中 国 家 最 终 将 要 自 己 承 担 不 适 当 工 化 的 后 

果 ， 保 证 其 发 展 得 以 持 续 的 最 终 责 任 取 决 于 每 个 国 家 政 府 。 

发 展 中 国 家 政 府 必 领 确 定 自 己 的 环 境 目 标 和 开 发 对 象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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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稀 有 资 源 需 求 的 竟 争 中 ， 确 定 轻 童 緩 急 。 它 们 还 必 须 努 

力 寻 求 自 力 更 生 地 发 展 工 业 和 技 术 的 方 法 。 选 择 权 Ô i S f l ^ i 

十 ， 但 它 们 需 要 各 方 面 的 援 助 - - 技 术 上 的 、 财 政 上 的 、 科 

研 的 ， 因 此 ， 囯 际 社 会 应 帮 助 它 们 制 定 一 项 具 有 良 好 环 境 

效 益 的 持 续 发 展 进 程 。 

92. 大 工 业 企 业 ， 特 別 是 跨 国 公 司 ， 负 有 特 殊 的 责 任 

这 些 企 J k 和 公 司 拥 有 尖 端 技 术 技 能 ， 应 采 用 最 安 全 和 切 

实 可 行 的 健 康 保 护 标 准 ， 负 起 工 厂 安 全 、 工 艺 设 计 和 培 训 

职 工 的 责 任 。 跨 国 公 司 还 应 对 其 工 厂 在 其 它 方 面 违 反 标 准 

的 行 为 实 行 环 境 和 安 全 检 查 ， 而 不 是 检 查 那 些 。 要 求 可 以 

较 低 的 其 它 地 方 公 司 的 行 为 ， 这 些 检 查 和 随 后 采 取 的 措 施 

也 应 适 应 政 府 和 其 他 对 此 感 ^ 趣 的 团 体 。 

93. 对 处 理 有 毒 化 学 品 与 有 害 废 物 和 制 定 意 外 事 故 的 

应 急 计 划 ， 应 特 別 予 以 重 视 。 对 列 入 计 划 的 新 增 设 备 ， 应 

征 求 非 官 方 组 织 和 地 方 团 体 的 意 见 。 对 于 设 备 的 性 能 、 潜 

在 的 有 害 影 响 和 队 技 术 、 工 艺 或 引 入 产 品 的 任 何 潜 在 ) 1 险 ， 

都 应 详 细 鲁 知 有 关 国 家 和 地 方 当 局 。 对 附 近 的 居 民 ， 也 应 

以 较 易 被 理 解 的 ' 方 式 ， 进 行 必 要 的 通 知 。 企 业 必 须 和 地 方 

政 府 、 意 外 事 故 应 急 计 划 的 团 体 合 作 ， 明 确 减 轻 和 赔 偿 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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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或 事 故 受 害 者 的 分 工 。 

9 4 . 许 多 发 展 中 国 家 缺 乏 由 于 工 业 而 导 致 的 资 源 和 环 

境 问 题 的 资 料 ， 缺 乏 与 某 些 工 艺 和 产 品 有 关 的 危 险 性 资 料 、 

坡 康 保 护 的 标 准 和 方 法 及 保 持 环 境 稳 定 方 面 的 资 料 。 它 们 

还 需 要 能 将 这 些 资 料 应 用 于 当 地 具 体 情 况 的 ， 训 练 有 素 的 

人 材 。 国 际 贸 易 社 团 和 工 会 ， 应 该 为 发 展 中 国 家 制 定 专 门 

的 环 境 培 î ^ i 计 划 ， 并 通 过 地 方 分 会 ， 宣 传 污 染 控 制 ， 减 少 

廒 物 及 应 急 措 施 方 面 的 知 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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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在本章以后的4〗;分中所解释的那样，经济活动 

按照常规可分为三类一初级的（农业和采矿 i k )，第二级的 

(制造业），第三级的（商业和其它服务 iL)，但是对于这种 

分类方法，现在又有了更多的不同解释。有些经济活动跨 

越所有这三类领域'此外，服务亚已经开始在工血化经济 

中占有了重要位置。但是在本章里的"工亚"一词，还是 

传统的用法包括采矿业和开采业，制造业，建筑业，电 : l t , 

水利和煤气等行业在内的各种工业。 

(2)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国际贸易1985 

-86 "(日内瓦：1986),( International Trade 1 985-

86) 

(3) 联 合 国 工 业 发 展 组 织 （ U N I D O ) , "八十年代 

的 工 J k : 结 构 变 化 和 相 互 依 存 " （ 纽 约 ： 1 985>.，（ Industr 

y in t he 1 980s: Structur!a 1 Change and Int er depe 

nd en ce ，（ New York'- 19850) 

(4) 参考文聿列举：W:. W.利昂蒂夫（W. W. L 

一 à 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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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ontief)的"É5动化带来的:辛击"(牛津：牛津大学'版 

社，1986)，（Tk laipact of Âul t>miit ion ( Oxford-
Oxford Univers it y Press ,l%é))» F .达津< F. D 

uchin)的"自动化及其对就的影响"，（"Automation 

.̀and it s Effects on Emp loyment " ) 栽 于 E . 柯 林 斯 

E . ColHngs)和L.泰纳（L. Tanner)等人合编的 

、g.《改变工业基础对就业的影响》，（纽约：贝林格书局，198 

y\) ,{ Emp loyment Implications of 1 he Chang in g I 

udus tr ia I Base,( New York ： Bal I inger Books, 

1984 )), J . 拉 德 （ J . Rada)的《微电子学的沖击》（ 

日内疋：国际劳工组织，1980)( The Impact of M ic 

ro-e le et ronics ( Geneva'- I L 0 .1 980) » 和 D . 沃 ^ t 

( D . W e r n e k )的《微电子和办公业务》（日内 :囯际 

劳公组织，1983)( Microel"`tronks and Office Job 

s ( Geneva: 1 L 0 ,1983))。 

( 5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 N I D O ) "工 : l l ^与发 

展：全球报告 1985"(纽约：1985)，（ Industry and O 

evelopment :Global Report 1985 (New York-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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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世界卫生组织（WHO)"城巿空气污染1973-1 

980 "(日内疋：i984K(Urban Air Pollution 197 

3- 1980 ( Gene、'a:1984))，世界资源研究所（Wor Id R 

es ou rc es Ins U Ute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nter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 

opment ),"世界资源1986"(纽约：基础书局，1986)( W 

or Id Res our ces 1986 ( New York' Bas ic Book" 

, i 9 8 6 ) )。 

(7) i977年以来，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CTC〉 

一直致力于制定全面综合标准的工作，并且在环境与消费. 

者保护方面达成了实质性的一致意见。有关其它方面的进 

展，详见：联合国粮食与农:1k组织（F A O ) " 分 配 与 使 

用杀虫剂的行动准则"罗马，1985 ,("Code of Conduct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Use of Pesticides", R 

ome 1985 ) ,联合国环境开发署（UNEP),"风险管理和 

防止化学工业意外事故的指导原則"1982年开始采用，（" 

Guidelines on Risk Management and Accident P 

re vent ion in t he Chemical Indus try" ,adopt ed in 

1982)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成员国关于国际投资与跨国企业的宣言"19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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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la rat î on of OECD M car be r Con ut r i es on 

International Inv es I ment and Mul ti nal. i onal E 

nterprise ",1976 ) 和 " 对 于 0 E C D跨国企:îli指导原则 

总宪章中第二段有关环境问题阐述的澄清 "，巴黎， 1 9 8 5 , 

("Clarifie at ion of t he Environmental Concern 

s Expressed in Paragraph 2 of the General Pol 

ic ies Chapter of the OECD Gui de i i ne s for M 

ul t i nat i onal E.nterprises", Paris :1985)。 

( ( 8 )参考文章列举：国际商会（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teinber of C o m m e r c e ) . "世界工业的环境指导原则"巴 

黎，1976( 1981年和1986年进行过修订），（'Env iron ment al 

Guide lines for World Industry" . Par is ,1976( 

revised in 1981 and 1986 ) ) ; 海 沦 足 克 海 洋 环 境 保 护 联 

盟( H e l l e n i c Mar i ne Env iron ment Protect ion 

A s s o c i a t i o n ) , "抢救海洋，志愿承担义务宣言"，（ " T 

0 Save the Seas ， Dec la rat i on of a Voluntary 

Commitment")和"H E LM E P A成员体官员'行动准则" 

("Guidelines for the Officers of H E LM E P A 

Member Vessels") >阿森斯，1982,( A T H E N S,i 

9 8 2 ) ;和 美 国 国 家 农 亚 化 学 协 会 （ U . S. Nationa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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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 icul lura I Chemical Association),"世界上发展中 

地区的农药产品商标工作指南"（"Guidelines on Lab 

el ling Practices for Pes tr ci de Pro du et s in 

Developing A re as of the Wor Itl"，华盛頓特区，1985 

(9) 联合国环境开发署（UNEP), "环境报告书19 

82"(内罗毕：1982)，（ State of the Env iron ment 198 

2)。 

(10) 经济合作与发展組织（OECD), "经济增长 

率，通货膨脹率，生产率和国际贸易率的环境衡量所带来 

的冲击 " ( " T h e Impact of Env iron ment al Mea 

sures on the Rat e of Economic G rowt h, Rat e of 

Inflation, Product iv it y and loteraational T 

r a d e " ) "为国际环境与经济大会准备的背景资料"第 I 

卷，(Background Papers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 

I i onal Conference on Env iron ment and Eco no mi 

cs.， Vol . 1)(巴黎，1984)。 

(11) 美阖商亚部"消除污染工作中工厂和设备费用" 

( Plant and Equipment Expenditures by Bus 

in es s for Pollution Abatemant ")，生产活动现状调 

查，1 986年2月（Survey of Cur rent Busines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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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ruary 19 86 ) 。 

(12) 日本国际贸易与通产省，（ J <ip an c M in isU 

y of International T ra de a mi . ]n(iiîstr}0、 工业 

结构委员会年度数据汇编，东京！970 19%。 

(13) 美 国 欧 洲 经 济 委 员 会 汇 编 出 版 的 一 本 " 低 废 和 

庞 技 术 概 要 " , { " CO nip en d i un) o f low- and non - waste 

technologies " ) `‧' " 低 废 技 术 " ( " l e s techniques 

V r o p r e s " ) - -法国环境部为收集和传播清洁操作和技术 

的 有 关 信 息 情 报 而 出 版 的 一 份 刊 物 中 的 专 们 一 段 

(14) 联 合 国 工 业 发 展 组 织 （ U N I D O ) " 八 十 年 

代的工中"的有关章节（ T n d u s U ) ' in the 1980s , op . 

cit).. 

(15) N . 那 米 奇 ( N a r a i k i ) > " 污 染 敏 感 工 血 

的国际分布跨囯公司的作用" (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Rcdep 

loyment of Pol lut i on- Intensive Indus tr ies an 

d the Role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l ions")为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准备的材料， 1 9 8 6 

(16)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組 织 （ 0 E C D )， "发展非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的 巿 场 经 济 国 家 的 钢 铁 生 产 能 力 " （ " D 

- 5 ^ -



A/42/427 
Chinese 
page 361 

CY e i op me nt S in Steel Making Capacity in Non 

- O E C D Market Economy Count ries ")，（巴黎，1 

985)。 

(17)出处同（15)。 

(18)联合国工发展组织（ 

世界的工iki" ，（ Industry in a 

约：1983)。 

UN IDO), " t化的 

Changing World)(纽 

(1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书1985》（The State of the 

巴黎，1985)。 

0 E CD)《环境报告 

Env iron me nt 1985),( 

(20)"解决工业中的环境问题的经验"（"Industr 

y Experience with Env iron ment al Problem Sol 

Ying")为世界工亚环境管^大会准备的背景报告，是由国 

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 rce)和联 

合国环境开发署（UN Env iron mental Programme ) 

共同组织的，凡尔塞，1984年！ 1月14曰-16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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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出处|2J上。 

(22) 联 合 国 环 境 开 发 署 （ U N £ P )《世界环境 1 9 

72-1982》，（The World Environment 1972-1982 ), 

内罗毕：1982 。 

(23) V . 阿 尼 克 夫 （ V , Anikeev),GO S P L A N , 

环境和合理利用 à然资源部主任，（ D i r e c t o r of the D 

epartment on Environment and Rai iona I Use of 

Natural Res ou re es ) ， 在 接 持 世 界 环 境 与 发 展 委 员 会 代 

表访问 G O S P L A N总 部 时 发 表 的 讲 话 ， 莫 斯 科 ， 1 % 6 

年12月12曰。 

(24) P. F . 德 鲁 克 （ P . F . Dmcker)，"被改 

变得世界经济"（"The Changed World Economy") 

"外交事务"（Foreign A f f ai rs 〉 ， 1986年春。 

(25) E . D .拉森（ l E . D. Larson)等人的文章： 

"材料时代的未来"（"Beyond the Era of Materials 

" ) "科学的美国人"（ S c i e n t i f i c American) ,1 98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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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出处同（24). 

(27) 关 于 生 物 技 术 在 工 业 生 产 中 的 应 用 的 各 种 可 能 

性 的 一 场 辩 论 ， 见 J . 埃 尔 金 顿 （ J . Elkington)的文 

拿"翻倍获利？美国的生物技术与第三世界的发展"(D 

oubî e Dividends"? U . S. Biotechnology and Thî 

rd World Development )，世界资源研究所（ W R î) 
报告文集，第二册，（华盎顿特区：世界资源研究所，1986 )， 

(W R 1 Papers, No.2,{ Washington D. C.:W 

or Id Res ou rces In" i tute ，1986)。 

(28) 在 主 题 为 环 境 潜 在 的 沖 去 力 和 使 用 新 技 术 的 风 

险的日本国会扩大会议上，日本环境厅向大会提交的 1 9 8 6 

年年度报告：《日本的环境质量，！ 9 8 6》（ Q u a l i t y of 

the Environment in Japan !986)(东京：l%7)。 

(29) 美 国 政 府 最 近 公 , 布 的 一 项 综 合 管 制 政 策 ， 目 的 

在 子 保 证 生 物 技 术 研 究 及 其 产 品 的 安 全 可 靠 性 。 见 " 协 调 

生物技术管理体制"（"Coordinated Framework for 

Régulât ion of B iotecnno logy " ) .联邦文件，1986年 

-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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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6 日 （ F e i ! e r a l R e g is te r .26 J un e 19 86 ) 。 

( 3 0 )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 O E C D ) , " 关 于 环 境 

政 策 的 国 际 经 济 方 面 问 题 的 指 导 原 則 " ， 国 会 提 议 案 C (7 

2)128，巴黎，1972年5月26日。（"Guiding Princip!e 

s Conce m in 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pects o 

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Cou ne i l Recommend 

at ion C (72)128, Paris ,26 Ma y 1972 ) 。 

(31)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 O E C D ) , " 国 际 化 学 

品控制的经济学方面问题"（ E c o n o m i c Aspects of 1 

m er national Che mica Is Control ),(巴黎，1983)'' 

(32) 保护原則，（The Conservât ion Found at io 

n )，"在全球环境中的化学品政策"（"Chemicals Pol 

ic)> in 1 he G loba I Env;ir onnie nt ") ？ 为 世 界 环 境 与 发 

展委员会（ W C E D )准备;的报告， 1 9 8 6年。 

(33) 美国国家研究学!会（National Research C 

ouncil )，《毒性检验》（Toxicity Tes t i ng } ( 华盛顿特 

区：国家科学院出版，i%4):，（Washington，D C: Nat io 

na 1 A cade my P ress ,1 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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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见"违禁产品一览表-.这些产品的使用和（ 

或）销售已被禁止、取締、严格限制或没有得到过政府的 

批准"，（"Consolidated List of Products Whose 

Consumption and/or Sale Have Been Banned,W 

il hd rawn > Sever el y Restricted or Not Approve 

d b y Governments").由美国政府所提供，第1版，1'98 

6 ， （ist rev is ed edition ， D I E S A/ W P/1 ,1986)» 

(35) 明显的例子有：国际化学品安全计划（联合国 

环境开发署/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有毒化 

学品登记（联合国环境开发署，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世界 

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的"违禁产品登记"等等。 

(36) H.亚克维茨（H. Yakowitz)."全球危险 

废料管理概貌"（"Global Aspects of Hazardous W 

as te Management")，为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 

D)准备的报告，1985，美国国会，技术顾问办公室，《超 

级资金战格》（Superfund Str at egy)，华盛顿特区： 

美国政府发行办公室（U. S. Govern ment Print in 

g Off k`e)，1985)«美国进行了一次对高倍稀释的废水的 

- 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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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奎详估工作，结杲得到了很 i l l的估计值：美国的危隆性 

菝料的总量大大多于其它国家n 

(37) 来自其它方面的报道是：巴西一国就高达三千 

四百万化，西哥二千二3万化，印度一千三百六十方化。 

PLH.〗.雷纳德（H. J . Leonard)，《危险废料：危 

机扩大》（"Hazardous Wastes: The Crisis Sprea 

ds"),《国家发展》（National Dev d opnient ) ， 1986年 

4 月 u 

(38)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 

资料所做的估计，巴黎，1986 。 

(39) 联合国环境开发::署（UNEP),"国境以外危 

险性废料的运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Transfrontier 

Mov eœents of Hazardous Was tes W il h Regard 

to Developing Count ries ")，'为危险废料的严格环境 

管理专家工作组准备的报告，幕尼凰，1984年-

(40) 出处同（36)。 

-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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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经 济 合 作 与 ^ 展 组 织 （ O E C D ) ， 为 关 于 国 境 

以 外 危 险 性 废 料 的 运 动 问 题 囯 际 合 作 会 议 准 备 的 背 景 材 料 . ， 

瑞士，巴塞尔，1985年3月26-27曰。 

(42) 欧 洲 ^ 济 共 同 体 （ E E C ) 文 件 ， " 严 密 监 视 

与控制国境以外的危险性废料的船运活动 "（ " S u p e r v i s i 

on and Control of Trasfont ier Shipments of H 

Jizardous Waste"),共同体大会决定，布鲁塞尔，1984 

年 i 2月 ，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 O E C D ) ,全 体 会 议 决 定 ， 

C (85)100号，巴黎，i985年6月。 

(4 3 ) 见 联 合 国 环 境 开 发 署 （ U N £ P ) , " 国 境 以 外 

的运动"("Transfrontier Movement")的有关节选， 

另 见 ： M .〗 苏 斯 （ M . .1 . Suess ) 和 】 . W .休伊斯 

曼 斯 （ J . W. Huismans)等人的《危险性废料的管理： 

政策指导和行动准则》（Management of Hazardous 

Waste: Pol icy Guide 1 ines and Code of Pr acti 

ce),(哥本哈根：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公室（WHO 

Reg iona I 0 f f ice for Eur ope) ,1 983) » 

( 4 4 ) 美 国 环 境 保 护 局 指 导 研 究 的 初 步 发 现 ， " 严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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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数据基础"（"Acute Hazardous Dnt a Base") 

，华盛頓特区，1985年，作者是亚克維茨（丫&1^0*"2》等 

人'. 

(45) 参 见 ： 拉 . 苏 伊 斯 （ L a Suisse,3-9 Nov era 

b e r ) ,戴 .沃尔特（ D i e Welt ，10 November))戴. 

蔡特（Die Zeit ,14 November);德.斯皮袼尔（D 

CM' Spiegel ,17 November);国际民权公报（Interna 

"onal Her al d Tribune ,14-16 November 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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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窣 城 市 的 挑 战 

1. 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世界上将有近二分本一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一从<1、 

镇到大城市.I/随着交通，生产和贸易网络的相互重叠，世界经济系统越来越成为一 

个城市化系统-2 /随着信息，能量，资金，商业和人口的流动，这个系统为国家提' 

了结,架.一个,或城镇的发展前景关键取决于它在国内^际性的«ïP系统中所女 

的地位，同祥，为跡系鶴供农业，林it.矿业等资踩的偏舰区的发展前景，也取î 

于它在自己所处的系统中的地位. 

2. 在许多国家，一些特定种类的工ik和服务性企业正在乡村地区发展.尽管处于 

村地区，他们仍具有高质量的基瑭跳.并能#fil良好的服务..iii因为有了鰌的iâS 

离通讯系统，保2rr他们的活^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城市工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结果是这些乡村正在开始城市化. 

I,城市的发展 

3.当今是"城市革命"的世纪.自〗,9 5 0年以来的3 5年中，居住在城市里的 

几乎两倍， m a i 2. 5亿.在较发达的地区，市EA口几乎M了一》,从4. 4 1 

亿增到3 . 3 8亿.在不太发达的地区，市区人口增加三倍，从2 . 8 6亿增到1 I ‧ < 

亿.（参ia^3 — 1 ) 

4 .仅仅经过60年，发展中世界的城市人口增加了 9倍，从î 9 2 8年约I亿^ 

到1 3 8 0年增到近1 0亿入口.与此同时，乡村人口增加了 1倍多. 

大 在I 9 4 0年，仅有八分之一人口居住在市区中，而居住在百万人口以 

市（"百万l*it ")中的人口 18[̂ —百分之一. 

大 到1 9 6 0年，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而有十六分之一 

9 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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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 1 . 

生 * ' S ^ t e W f i t r 地 区 内 的 人 口 比 率 • 

1 s 5 o ̶ ― 
2 O O O 年 

1 年 份 I 9 5 O 1 9 8 9 2 o 6 o 

29.2 41. Q 46 .6 

I • f ebeu&jB»$地区 
53.8 71 .5 74. 4 

I 不;*Ujaj*ÊTÛ地区 17. 0 29 .2 3 9 . 3 

15.7 29 .7 39, 0 

1 *fe-r « « w 41. 0 S3. 0 76 .8 

I < 南 摊 带 地 C S L ； > (64.6) <S4. 3) <se. 6) 

1 <：南爽IHMSbW地!S> (35. 9) (70. 4) (73. 4) 

I aaim 16.4 28. 1 35. 0 

I <-*-la> a i . D) (20. S) (25. l ) -

(17. 3〉 <25, 5) (34. 2) 

！ ― . . . . . 诚 市 人 口 s * ja i s o 2 0 2 S 年 

< 单 位 
i 年 份 1 o s o 1 9 8 5 2 o b o 

I 世 * J S S f t : 
734.. 2 19S2.S 2853.6 

1 Jfcfe«SW?Jiaaer«r*é区 
447. 3 838.8 . 943.9 

286.3 1144.Q , 1903. 7 

1 M^m 35.2 164. 5 340. 0 

I «ët 丁 炜 洲 67.6 279.3 419.7 

t asm 225.8 791. 1 1242.4 

1 9imnt "辦和乡村入口預，1 9 8 4 -非官方估计，]g|#届 l/^ 口局， 

1 纽约. 

9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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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難在"百万肺"里. 

k 到1 9 8 D年，近三分之--的人为城市居民，十分之一的人为"百万城市" 

的居民.3/ 

5 . 在 1 3 5 0年到I 9 8 fl年间，许多撒哈拉沙漠周围的非洲较大城市中的人口增 

in了 6倍多，其中有内罗毕，达累斯萨拉姆，努瓦特肖特，卢萨卡声拉各斯和金沙萨，4/ 

(参见表9 一 2) mi同期的三十年里，许多亚洲和拉丁美洲城市的人口 （如：汉城 

增加了两PJ三倍.^mmm,移民的M入量对SA十年内人口增长的影响了自 

然人口增长的影响. 

6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增长已远远超过了几十年前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一一 

并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着.(SLBO'.< g - 1 )但有些专家中国家城市化的速度 

是否能保持过去三，四十年中所具有的高速度，大城市的发模又是否能够大国 

所建议的发展,.他们,点是过去曾促ffiffl速化的许多强大的剌 

已经不太起作用了，并且不断变化的政府政策也会减少城市的相对吸弓f力，特别是那, 

大â?rti^和肺化速度较慢的》^. 

7 .发展巾国家的城市人口的总增长率已经在减慢一—从本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每年增 

长5 . 2 Î H f到A十年代的3 . 4 % . 5 / 予计在以后的十年里将进一步减小.然而，按 

这徉的趋势发展，到2 0 fl fl年第三世界的城市人口将再増加7. 5亿.与ilè同时，工业 

国的«Tî?人口将再雉加1 . 1 1 亿 . S / 

8 .这些预测给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城市化的严S挑战.在以后的+i年里（约5500 

天）,，中国¦cfçg:f#ittD百分之六十五ô?i^本用于建造和管«i*ïfîâ5««m« 

,鹰务系统和居住条件一一仅为了维持瑰有条件.在许多国家里，随着对资源需求的增长 

和满足•资頫能力的减小，旨3^工作只能在巨大的经济困,经济^f=è^因素的千 

扰下进行. 

9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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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一 2 

第三世界城市中人13迅速增长的示例 

最近统计 联合国为2 Û 11 tt 

1 9 5 0年 
* * M*» 

年儎的删 

墨西哥城 3. 05 16. 0 (1982) 26.3 

圣保罗 2. 7 12. 6 (1380) 24. 0 

孟买 3. 0 (1951) a. 2 (1981) 16. Ù 

雜加达' 1.45 6. 2 <!S//) 12.8 

开罗 2. 5 3 .5 C1979) 13. 2 

德里 1. 4 (1351) 5.3 " S S丄） 13.3 

马尼拉 1.78 5 .5 (1980) 11. 1 

拉各斯 0. 27 (1352〉 4. 0 (1980> S. 3 

波哥达 0. 61 3. 9 (1385) 9 .6 

内罗毕 0. 14 D.83 (1975) 5 .3 

m m m D. 15 (1S6Q> 0. 9 (19S1) 4. 6 

瞎土穆 0. IS 1.05 <197S> 4. 1 

安g a. 03 0. 78 C1978) 1. 5 

努瓦克肖特 0.0D5S 0.25 (1382) 1.1 

m$f D. 11 0.51 ( isscn l . i 

圣克鲁斯 0. D5S 0.26 (1976) 1. ‧ 

9 一 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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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最新的人口普査数据；如果没有进行过M, m m m m m m . 

机构曾使用过的估计值.联合国为2 0 0 G年傲的预獮是由国际经济和社会»^ 

部提供的，1 9 5 0 ̶  ̶ 2 0 2 5年城市，乡tt^fi:<»人口估计与预测(I 9 

8 2年査） ^ S T / E S A / S E R . R/5 8,纽约， 1 9 8 5年及来自联 

合国：<<m,乡村和城市人口 1 9 5 0 -— 2 0 0 0年>> ( 1 9 7 8 « ) 

户 人 口 研 究 第 6 8 号 （ 纽 约 ， 1 3 8 0 年 ） . 其 顿 自 J O R G E E. 

HARD O Y 和 D A V I D SATTERTHWA I T E , < <住房：需 

求与响应:>> ( C H I C H E S T E R , 英国：约翰维利父子出板社"JOHN 

WI L E Y & S O N S " , 1 9 8 1 年 ） ， 其 中 某 離 据 B 用 更 新 据 

校核过. 

1, ^ ~ m m m m 

9 .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几个城市的政能力，资,M培讽的AM为迅速增"lett 

人口提供土地，服务和设施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清洁饮用水，环境卫生，学校®w和 

交通运输.其结果是设施原始的，越来越拥挤的和因不良环境造成疾病的不合格居民区四 

处泛滥. 

i Box 9 - 1 

！ 几 个 首 都 城 市 ' 

I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1 9 7 5年，内罗毕有占全国5 7 J N f的制用工入 

I和占全国三分之二的工厂.1 9 7 9年，内罗毕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 îNf左右. 

I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首都马尼拉生产产值占全国国民生产总产值的三分之一 

！,占用全国进口量的7 9H.拥有全国6 0%的制造ik. 1 9 8 1年，马尼拉人 

j 
i 口约占全国人口的1 3 ?li. 

:-)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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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首都利马：利马都市区占有国民总产值的4 Z%.银行信贷和消费品生 

产的五分之四和趫过全国十分之九的资本物品生产.1 9 8 î年，利马入口占秘 
I -

鲁人口的2 7%. 
I 

！. 尼B利亚首都拉各斯：1 9 7 8年，拉各斯都市区的Jîf外贸易总额占全国 

î 4 0 %以上，制造亚产值占全国总产值5 7 z«ff以上，拥有的髙级技术人员占全国 
I 

I 4 0%'以上.拉各斯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5%. 

I 

I â西寄首都墨西哥城：】9 7 0年，大约2 4%的墨西哥人住在墨西哥城， 

I 
I具有占全国3 0%的制造业工人，1 8?«'的商M员，33%的臞务M员，SS% 

I 
I的国家政府雇员，6 2,Q《的国家髙等教育投资和8 0%的l?B^活动.SI 965 

I 
I年，墨西哥城占有全国4 4 %mmm^ s i %m^^ 
I 
I 
I 巴西首都圣保罗：圣保罗是一MMA的珐市，1 9 8 0年，它的人口占巴西 

I 
I 全国的十分之一，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和工业生产值的4 0?0乂上都集中在 
1 .-
\ 这里. 
I 
I 
i 资料来頫：J . E. HARDOY 和 D. S A T T E R T H W A I T E , 
i 
I "第三世界婊市巾的住房，基瑭^和瓶务业"，<<HAB 1 T A T I ― 
I 
I N T E R N A T l O N A L » , 第 1 fl卷，第4期，1 9 8 6 . 

1 0 .在大^^8[^三世界旨中，ffiif和脤务业的&^压力已^害了内的， 

.多数穷人的ftJ^破旧不堪.公共建食面ijS^修和被拫坏的困境.的基本 

mmm^m^',公共交通系ftiî分拥挤和过度，公路,汽柳火车，车â*, ^ 

共萌麻fan车清洁站也是如此.给水系统渗漏，由此而导swa水压降低使污水渗入饮用水 

.大部分城，的居民常常是没有自来水系统.暴雨排水系统或没有道路系统.7/ 

9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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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的收入分配形式和可予见的资铄提供能力，（包括国家，地方和ft 

界范面的）.以及目前的技术水平和地方政府的弱点及国家政府对住房问题缺乏 

关注的态度，我看不出解决第三世界城市问题的答案在》f里. 

第三世界飾现在是，将来更会是人们蜂麵至的竟争中心.在那里人们为 

了建造住房，租借房屋.抢占医院的一张床位，^或公共汽车上的"座位， 

为蒋到一份为数极少但能支付足够薪水的工作，甚至为在广场«边进^家万 

户所必须的买卖活动所銪要的一席之地而互相激烈竟争. 

第三世界城市的人民在既没有建筑师，m m ^ x m ^ m ^ m m m 

国家政府帮助逑造了大多数新住宅区.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和地方政府却 

giîr不断地千扰这些自发组织的活动，第三世界城市的人民自己正在成为真正的 

建造者和设if#,并且常莆是自己生活区的管理者. 

乔治.哈顿（J ORGE HARDOY ) 

城市研究院 

布宜蘭艾利斯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公众听证会 

圣保罗，1985年10月28/29曰 

I 1 .越来越多的城市贫民承受着疾病的折磨：其中大多数是环境因素造成的，这种 

情况只翁较少的投资就可以iÉ^或大幅ffi^少.（参见Box 9-2)急性呼吸aii^病，结 

核病，鳙虫病，以及有关恶劣的环柳饮用水鲷污染所造成的疾病（腹泻，紘肝炎 

,和伤寒）通食是传染性的：它们是疾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儿童尤其如此.在许 

多诚市中，贫穷的人民面临的是他们的孩子在五岁之前四个中就有一个死于严重的营养不 

良，两个成人中就有一个患有蚺虫病或严重的呼吸道传染病.8/ 

1 2，在第三世界的城市中，由于工业发展水平较低，入们可能会以为那里的空气污 

染和水污染问题不严重.但事实上,千百个第三世界城市都具有高密度的工业，空气，水 

9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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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和S体废物污染问题正在迅速]^加，并且巳经给»居民的生活和健康，以及他们 

的经济和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影响.：gpgj小的城市里，K使仅有一两个工厂向附近唯一的河 

流中倾倒废物却也会污染人们的饮用，洗刷和炊事用水.许多贫民窟拥挤:&AJ^意居â 

的有毒工ifc附近，加剧了贫民所面临的危险.事实上，近期发生的各种工业意外事故，已 

经Éâîâ:些贫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1 3.失去控制的城市膨胀已经对市区环境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没有控制的发 

展使得住房，道路，给水，排水和公共服务的费用负担已难以承受.mmmmm 

祅的土地上，没有控制的城市增长将导致肥沃农田的WI?损失.这种损失对于象埃i«à 
种只有有限釣‧种土地的国家来说是非當严重的.任意的发Mas会淸耗市内公园和娱乐 

场所必霈的土 11&̂ 城市的自然景色.Hi在上面建造了建筑物，再想重新开em块土地将 

是非當困卿昂贵的. 

Box 9-2 

第三世界城市的环境问题 

在印度的3 1 I 9个城镇中，仅2 0 9个城镇居有部分的，同时8个城镇居 

有完整的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在恒河流域，有1 1 4个五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毎 

天向恒河中倾泻未经处理的污水.DDT工厂，制革厂，造纸厂，石油化工厂，化 

SE厂，橡胶厂和许多其它工厂把恒河做为它们的排污出口.胡格利河湾（靠近加 

尔各答）瑭潇了来自加尔各答附近1 5 0多个大工厂排放的未经处理的；业污水 

.加尔各答6 0%的人口患有肺炎，支气管炎和其它与空气有关的呼吸道疾病. 

中国大多数工业使用落后的燃煤锅炉，它们集中在2 0个城市里，并造成了 

严重的大气污染.中国城市肺痛死亡率是全国平均数的四到七倍，这主要是严重 

的大气污麵致. 

在马来©亚，高度城市化的克兰流域（包括首都吉sm)的污染程度是美国 

主要城市的两到三倍，克兰河系遼到农业和工业排放及下水的严重污染. 

资料来源：科学和环境中心， <<印度的环境现状：一个市民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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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的恶化 >> (伦敦：ZED出版社，i 9 8 6年）；S AHA BAT 
I 
I ALAM M A L A Y S I A,《马来西亚环境瑰状1 9 8 3 - 8 4——引 
I 
I 对环境的更大警惕（F EN AN G ,马来西亚：1 9 8 3年） 

1 4.通常，在能支持住房和基酺麯建SJRI就业机会的强大经SFSflfi尚未建立禾 

之前，城市膨胀却已先出现了.在许多地方，上述向题与不恰当的工业，布局及农业； 

‧JftM之间的不协调有关.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已在本报告的第I部分中i 

本世纪八十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不仅已经减少了经济收入，就ik机会和许多1 

会规划项目，而且加劐了TO已面临的,，<^于建设，运转维护和管区的资猓I 

趋紧缺.9/ 

2.工业化国家城市的状况 

I 5 .委员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危机上，这并不意味着发生在工业 

城市中的活动对全球的持续发展没有决定性意义.事实是这些城市占有很高比倒的世界 

资搌利用，能糠消耗和环境污染.其中许多城市的影响遍及全球，它们从遥远的地区锒取 

能,资踩并给那些地区的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综合影响. 

16. 注意力集中在第三世界城市也不是意昧着工业化国家城市的问题不严重.m 

上，许多城市面临基酺雌质量下降'环境恶化，市区内部损ff;^館的倒塌等随.由 

于就业机会，年青AiW3?iî良好教育的人离开了不断M的地区，失亚者，老年少数 

民,人种可能会越来越贫穷与落后.市i»^*面ifâ设计不良和wa^善的公共房地 

产，以大的修缮费用M断减少的税收基金所带来的问题. 

1 7 . 但是.大多数工业国家有办法有能力解决城市的损坏胃关的经济箫m 

国家的确通过a月智的政策，公私之间的合作和人员素质，组织机构与工艺技术革新方两的 

大量投资成功地扭转了衮落的趋势^ 10,地方政府常常有政治权力和信誉着手玫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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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地方特点的改革中估价和布署资源，ià#ma使他们，*ts,控制，m^m 

导旨的发展.在集中规划的经济活动中，制定和^城市发展规划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优先考虑集体供应是私人消费也可以iâîn城市发展的可用资源* 

1 8 .在过去几+年中，许多工业国家诚市的环境已经得到大大改善.根据许多大城 

市（如，伦敦，巴黎，m哥,飾科和墨'尔本）的历史记载，在不妙以前，大部分市 

民生活在严重污染的恶劣环Jg:t中.在过去的八十年中，情况不断好转，尽管在«T̂ 之II？ 

,在肺内部转雌麟不一致，鳅种趋势仍在继续， 

根据定义，所谓大《?mssM要《d!外部提供食物，水，能量和其它,的 

集中化的，人为的ïfi^.相反，小卿却是以社区为SiÈ魏的中心，并向周围 

乡•îfift朋务‧ 

s于‧的这种重要性，一些特殊的努力和保障措î&i必要的̶̶要I»保城 

mBmmm^mm^确保市民能参与将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活动，毎 

个居民接参与其所住地区的ra ,则该地区更适于居住.mmnzm. 

,如果篚达到满足当地霈要的程度，则城市与其周围的地区将会更加完善fe来. 

"持续餽及如何取得之" 

"^的明天联合大会"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WCED)公共听证会 

駄 华 ， 1 9 8 6年5月2 6 —2 7 曰 ' 

】9.紗銶城市里.垃圾《8[^务业为每—AJK务.mm^mit^m» 

量的空气的质量已本玫善.由于污^自，之外（主要为SSSSfe与其它#^ 

的化125̂ 虫剂），所以使为恢复水质所傲的努力的成效说法不一.然而，许多靠j£±要 

污水排放口的沿海地区的水质却极度恶化.人扪越来越关注饮用水的化学污染物|g逛及有 

毒,对地下水的影响问题.同时噪声的污染也日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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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在工业国城市中，机动车辆对环境的彭晡很大.近年来稍动车辆谱长率的减小 

i更为严格的新车俳汽标准；无锘汽油的广泛使用；燃烧效率的提髙；改善的交通管理政 

策；以及绿化均有助于减小城市^对环境的影响. 

2 ！.在改萏城市环境的运动中.公众的意见Ë了关琏性的作用.在有些城市，公众 

的压力已经迫使政府废除了大M«的城市发展工程，促进了^更适于更多人的居M划 

,制止了盲目推倒现存建筑和历史古迹的行动，修改了在城7̂ 里建设高速公港的计划，并 

Rfô(̂ Jt$遗弃的土地建成为游乐场. 

2 2 .剩下的问题更为严貭，但它们的影响面枏当有限，从而使其比开罗或墨西哥城 

等发展中国家的域市间逛'更容易解决.某些-方面的城市衰退甚至可为玫善环境提M会 

.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外流在产生严萆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减轻了城市的拥挤，为被 

遗弃的建筑幵辟了新用途，保护Y历史城区，使它们兔遭投机家倒重建的危胁，并进 

了城市复兴，使这些城市非工业化的努力，常被堀务业发展所抵销，虽然服务业有它自己 

的问遝.但是，这种趋势为把严重的工业污染媒移出居住区商业区提供了机会. 

2 3 .先进的技术，更强大的国家经济和发达的基础设施为工il:国城市的恢.g提供了 

能力.在如此灵活的，有余地的选择面前，在地方领导所实行的改革下，工业化国家面临 

的问题最终是一个政治和社会的选择问题.发展中国家还未到达这一步，它们有其自己的 

城市危机. 

I I .发展中国家的钹市挑战 

2 4,留居地——由城市，城镇和乡村构成的城市网络一一包含着社会经济和产生社 

会相互作用的--切环境方面.在国际上，世界的主要城市构成了一张投资分配和大多数产 

品的生产及消费服务的关系网.通过空中.海港和无线电通讯，这些中心城市最先编入这 

个国际关系网中.新的技术通倩来自大城市，并首先应用于大城市，然后再扩展到小城市 

.中心城1̂ 只有车〖>§地并入到这个网中，它们才能吸引在技术上和国际市场产品生产上的 

投资.在面内，城市济活动发展的揺篮.一塾jidl:具有很大的规模，但更多的企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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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从铕售快餐食品到，鞋子和维修房屋等各类作的/jvifeik,这s工业活动的发展是 

民族经济的基!S{. 

1 -国家狨市战略 

2 5 ,然而，这张留居地网的自然进化已经引起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担忧.一两个大城 

市的显著增长常引起/MTI特別的关注.在某些国家里，限剌这种增长的愿望导致制定局部 

地区政策以加速二流垴市的发展，又导致了新的不平衡增长，它加大了区域间的差距 

并导致了经济与社会的更加不平衡，从而对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2 6.虽然并不是什么结论，但可得到的事实证明中央政府为平衡局发MM傲的努 

力即耗资大又无效.主要的宏观经济，社会和部门政策往注与分散化政策直接矛屑.如同 

私人投资的规律一徉，政府和援助机构的投资也是按照集中化的方式进行的，并已经ft大 

城市1 [需要的地方建立了交通设施，教育和卫生'机构以及城市的基动设施和膝务网点.乡 

村向城市的迁移按照同样的模式.近几十年内如此众多的移民迀入内罗毕， <̂尼拉，拉各 

斯，墨西哥城，圣保罗，仰光和太子港等城市的原因是由于这残中心城市在国家经济发展 

中占有支配的地位. 

27 .政府所寻求的宏观经济与价格政策迸一步加强了城市集中化.大城市（通常为 

首都）获得的教育经，为减低水，粮，电，燃fé»公共交通价格所发放的补貼费iiï̂ 于 

其它地区.通过首都的铁路线的运输费用有时也是优惠的.拔市内及周囿地区的财产税也 

可能较低.新工业及弓f进扩建工业被鼓励建在巿内及市区附近.11/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入涌进城市的趋势难以避免.在乡村中有许多促进因素 

ftfe作用：缺2±旨良，无地者的增加和绿色革命引起乡村多元化. 

除乡村地区的促进因素外，当然还有来自城市的促进因素，大城市的魅力. 

商于乡村收入的拔市工资收入等.»达非正式居民的增长就是如此：七百万雅 

加达人口中,三百万到四百万人口-―至少三分之二 ―—是涌入眛市的外来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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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迪康诺 （GEORGE AD ICONDRO) 

印度尼西亚伊里安鸾亚省省长 

乡 区 发 展 基 錄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公众听;[F会 

雅加达，1985年3月26曰 

2 8 .农化和食品賴1&^于^)1««^城市钓腿培长.低《t\的，甚至亏损的农业 

产品经济迫使小户人家离开家园加入到贫穷农民的行列.城市中由于补貼而保,，较低的 

食品价格，由此吸g{了许多贫民浦进城市.但在iES年来，某!̂ 中国家巳经.''t现有可 

能将大城市较多的收入转移到乡村地区和小城镇，在某些情况下，由于鼓励小土 Ik所有者 

mmm. §^此已经达到了上述«m. mrm. «ftwfcuus:r,较高m-均*ftA已 

经剌激了依靠农ik地区提供旅务的中，小城市的^. 

2 9.我17对现行城市餽®^所带来的某些重要教min以了解. 

. k 只有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严JjFgf制，：t«昉止大«市的膨胀. 

*成功的关抓住时机，在隼中化的tfcf^开始下降时鼓励分散化. 

A'避免采用增加大袖市吸引力的政策，尤其应当注意食品和能源补貼，过 

分提供城市基BBgJŜ 其它服务，以及管理资本权力的过度集中等几个方 

面. 

`A鼓励二流城市发展的最好方錢《S其自難济tti^行建设，itm 

资asawx̂ 销售方面，以及分敢raa;fif提供的脤务方面• 

^乡村和城市的^与发展途径不能相互矛盾，而应相互补充：二流城 

市的^给"ÊM服务65^31区提供了直接经济利益. 

3 0.如果城市就业机会和居住条件是其无法‧的入口坩长的â硪；一巨 

取消价格控制和补贴，城rnrp场就会有fB̂ 乡村生产者.ffiê在3̂ «中国家的城市居 

农民之间存在明显的利害冲突.食品保陣讨论（见第5窣）中的一个主要提议是上张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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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贸易条例"，通过物价政策使农民，特别是小农民受益，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执# 

上述政策，部分原因是害怕失去强有力的城市政治势力的支持.于是它们既没有阻止城市 

化的趋势又没有改善食品保陣-

3 1 .上述种种考虑能为制定一整套明确的国家居住战略和政策提供基鏞.新的，有 

效的解决城市问题的地方性措施会逐步发赌来.每一个政府HtÈÎ̂ 行这样—套政策，但 

往往在宏观经济，财政，预算，能頫和农ik政策等方面含糊不清.这些政策在当今的压力 

下不新改进，但是它们之间总是相互矛盾，而且和政府提出的居住目标相矛盾.国家城市 

,应能为国家城市系统及系统内的大，中，小城市提供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和优先次序 

.这样的策略必须先行于具体的或宏观的规:a[之前.这要求政府采纳比以往传统更为广泛 

的城市政魏 

32 .有了明确的战略方针，国家就能够开始对那些目前正在强化大城市的増长，使 

减市机的中心经济政策和其它行业的政，行调整， m m t t ^ w ^ m 

促进中，小中心城市的发展，地方政府的強化，以及为了吸引投资所需要的服务设施的建 

立.mm-财政部，工业部，农业部等将有明确的目！^标准去其政飾进行城市 

发展投资.矛盾的政飾规划得以修改.至少应,公布和评价在宏观经济和财政j?[^, 

年度预算，价格结构和区域投资计划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偏离.在这一战略方针下传统的城 

市政策包括土地利用规划和控制政策将产生更好的效果. 

3 3 .靱定这样的战略显然是中央政府的赍任.除此之外，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务 

强地方政府的寻，执f?有效Hlïfe当地城市问题方法的能力. 

34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和法律结构不能完成上述目标. 

在大多数非洲和亚洲国家累.市政府倒退回殖民时期那种以处理乡村事务和.农业社会问题 

为主的结构.这样的市政府根本不打箅解决迅速发展的城市化问题也无力管理几百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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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完è继承旧的法律结构和程序'的新独立的政府?&法适应所面临的城市化迸程，然 

而在许多W家里，这残遗留来的fH结构仍旧量存在着. 

3 5 .某些地方殖民制度消失并没有多大变化，如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里.，现行的 

政治，体制和法侓结构对当地政府并不合适.在非洲和亚洲，多数国家也是在模仿欧洲和 

北^洲的揆式.这就使他们难于影响"城市化"趋势的方向和解决迅速膨肤的大城市带来 

的问题，从而导致了目前A*'高密度的能源，材料消耗和依赖进口的大城市的现状，加重 

了国家的经济负担，包括贸易和支付平衡的负担， 

3 6.狨市发展不能基于§[迸的或原有的标准化模式.每一个城市!^有其自身特有的 

M规律，必须根据所在地区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在某一个城市中行之有效的办法可能 

在另一个城市中根本不适用，尽管须要中央机构的技术帮助，但只有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才 

能确保在地方城市发展规划巾反映*地区的要求，习惯，狨市风格，.社会优先权和环境条 

件.#-地方领导目前还没有镙到政治权力，决策权力和征收地方fï政所需费用的权力，这 

J将导致地方政府受挫,.因不足和低效的服务而不断受到指赍，迸而产生恶性循环. 

缺乏争取获醇足够财政基金的政治权力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的一个主要 

* 多数地方政府难于得到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其孖政费ffi'更不用说投资扩建服务设 

`*施，^既使有ifë较为宵钱的市政府也只能每年为每个市民提供I 0到5 Û美元的投资.尽管 

有上述种神弱点，近几+年的趋势-—直是国家政府在不断淸减地方政府的实际财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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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三世界国家中很多青年人，SîF.成年人是失业者.我们fi要两单的技术， 

I 一个人P、傲一种工作，能为许多人提饥就业机》.j$么用-jMm.î;的能力;i; 

i 敬些仆么C||i?闪此我还耍说：发展指的〗I!:人.不£高度的技术，不it^{JÔ代化.il', 

I不是方化《济发展应Î诙与文化发展.fn适ft. ‧ ' 

I 'MW-'i^ (JAN S F I, EG O) I 

I —t球展? g[li际 

I ‧' 〖〖！：界环̀ î J发展$员:ft (WGED)公众听证z` ：！ 

1 内罗毕，】n 8 F. .9.2 ？, ； 

j \ 

38.上述情况导致了屮央权力的不断柒屮，地方权力日'！'央领导不rt';?--

只负责做少数几件齊，而是要资理过多事é,但一忭也没有f玖好.人力财》铺的太宽，m 

此太弱.地方政府没有II备解决地方问题的权威和(îf-;^. 

3 9.为了能在诚市发II中,te到关II作用，市政府需^具有强大的政îift,体;,n财政 

的 能 力 ， 尤 其 喊 市 尘 产 的 财 t ? . n-mm> 市政府氺他îl!3f^部？noTim!?肺[>,i 

题的各种措施—―例如卜地执照登;îi, i:地使用"ï^Mf税分?ii. 

•?. Il力lî!?î;ïïnmQ《加 

4 0.在大多数发展中〖化iï, I巧分之-到二分之一的队，经济活动的市人n不能n 

到丰足，©定的生活.已1£立的商业或政府服务饥构只能提供极少的就业机么，人们必须 

寻找和开创â S的收入来源，结釆导效了被称之为"：！！：正式职业"的`dkS增)这tta{H#-

为城市经济，商业'fn消费.d提供rJIf介的商品和服务， 

4 I, ¦巧此，虽然Î乍多m《可能水被tf:式AiUI〗，{Q人多数/J,工作 {i丄!丸照的！: 

厂和建筑公司91千活.火i3i小巷出t^ï"i" ftxm制化lis,戍iv较'"裕im,'">u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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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门，,实上，大多数所iiï央#;'m!;"%̶i:fr六3"f七天，每工作十到十`s小时.他们 

mmijmmmm&.还不如说报訓太低.. 

4 2 .在发展屮国家的城市?】1,大多数房遍的逑造，维护和修？f 在1^方计划之外完 

成的，并且通常建在t:法居民区内.其结果动员了没有利用的资源，贡献了资本，鼓励了 

«.这®3liIE式职业逑设者是城审就:ft的重耍部分，特剁是对低.技术或1ÎW支术性的工作 

、他们不厲于资本或技术密itfê型，也不是能源消耗密粲型，他们原则上不潸耗外in资金. 

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为实现国家某îÉ:i;点发歷13标贡献了一份力量.此外，他们的灵活性 

适于解决地区霈要和要求，特剁是那ffî其它部门不给解决的较贫穷居民的霈5!，〖卞多政府 

开 始 认 识 到 ， 容 麵 不 繊 , 的 工 作 是 , 的 . 大 纖 研 概 栅 ) ' 棚 亊 讓 然 还 

有发生，但已相当少见了. 

4 3 .出千非正k职:!lk在城市发展屮的赏要作用，政府应予更多的支持.有«政府 

a经这徉傲了，他们铌进向小企]ik,逑筑合作公司和居民促迸委ôi》的货款.mm^-

法居民区的居民居住权，放宽建房住房管瑰条例是对非正式职业的基本支持. 

4 4.多边或双边发展援助机构应该遵循法律程序，：m^a经丌始这佯慠了.在多 

国家里，非政府的和私人自发的组织不断出现，为拔助提供投资效益粱〗以确保资金到 

达使用者手ffi.大的谡助通过这些组织就可以ïifê按照柒)M送到(^用者手q;ç. 

4 5.上述〖施也会加强居民区贫穷者的[(3力更生和他区能力.第三价界的减市 

贫民应诙按照fi己的计划组织来，弥补地方政府机构服:îî的不足之处.i!ii外，i!:ifl?n织 

还可以发动，组织和募集资金，共同自助去解决该地K内的安全，环境和健康等问题. 

4 6,政府应当转变对上述工作的M,从巾»)：成反对;《度转钶m扱支狩的立锡上. 

:ïïiî政府实际上K经使上述计划组织化了， ：)m使化，化部n戎机构，(组织之问不 

断地协作.例如在印度的海得拉巴市帘政公司设立的一个!自if:M:HI发搌部ïî;fë〖
i钛民K的 

社ffl和非宫方组织协作.到1 i， 8 3年,低收入居民K组织了约2 2 3个团体，另外脑 

织了 1 ；‧) 5个靑年闭体和9 9个妇女闭体.：1 用这伸方y;,政府能够成为诙市.:î:耍 

9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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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丄;l;??ffi"li伙伴和组织者. 

！ 在没有任何帮劢的愦况下， `铉民区已经找到了他们自己的技术.的资源 

' , 他 r i 解 决 了 |?i己的居住问题.真正的问题不别的，而是贫穷，缺乏技术拨助 

i ,缺乏购买建筑材料的资金，缺乏城市设备. 

i . 

； 为了改变旧的住房政策，他们应鼓励自己建设.，取代花钱鹿用大的建房综合 

：公司.帮助人们t3巳建设住房会更有利，更经济. 

： 一舣来讲,似乎在投有满s人们基本需要的情况下，对亍环境的考虑应该是 

! ^二位.人类要生ïfî,首先耍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il要--食物，居住"卫生， 

： 其次才是对环境的耍求. 

沃尔特 (WALT E R r I N T 0 G O S T A ) 

I . 

！ - 环境卫生协会主席 

i 世!?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GED)公众听iiF`A 

I 圣保罗， Î 9 8 5 . 1 i) . 2 8-29 

4 .为民提.供住房和服务 

4 7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沮，几乎没有低成本的fti?i. —般来说，低收入A 

：殳.【：m房--住经济公寓或廒价寄宿J^M,或其他人的(î:访或锄房.法),'；民K建 

或瑯房.非法有多种形式和程度，政府容忍其存在的程度也不同,'甚至有时政府还 

为其供公共服务和设施. 

4 8 .低收入者居住条件不论厲千何种形式，通'》具有三个特点.m,缺少或没有 

mmmm^m---包括髓给水,排水,或排出废物的其它卫生处理设施. 

ÂrHh活在掷挤狹窄的条件下，特别是营养不良降低人的抵抗力，使传染病漫延：第7三 

货民常把房建在不适于人类M化的地方：洪水泛滥的平原，尘土飞扬的沙漠，易于纖的山 

9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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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或产生污染的工广附近的地方.他们选择这ityfe方的原因足；该地方较低的商业价值 

意味着他们不会被驱赶搬家. 

4 a.上地所有制结构和政府无力或不摁寇干涉这种结>fô的态度，也W致使"繊 

"居民区和混乱的市区漫延的主耍H素.当半数以上的娀市5^动力没有机会获得可逑造房 

厘的合法土地，更不用说合法地购买或概用住房吋，个人土地所有权和公众利益之问的平 

衡必须尽快重新考虑. , 

5 0.面对第三世界閣家城市化的趋势，没有时问等恃缓慢的不明确的，划.政HT对 

此的干涉必须一改以前的方式，使有的资源在改辨贫民居住!^忭中发搾最大效益.尽If 

政 繊 千 涉 有 f 种 选 獰 ( 概 U o x 9 ― 3 ) , ^政府应该从以下7忭事傲,!S; 

绐予生活在"$法"iSK区的居民合法的居化权力，公共机关要为他们提 

供安全保和?;^本的服务， 

‧:k 保P陣为人们511造改mi;房供上地和其它资源. 

为现有的和新逑的住宅区提洪基础设施和服务ÎS:施, 

‧k设立漏戯,为怎徉®f硬经济地逑造房段和怎徉改1健康!7卫生设 

供咨询和技术帮助. 

•k 计划和指导城市几何if胀，予先I萄定用于Sjl造新住宅楼> 农业用地，公H 

和JL童游乐区所^的上地. 

‧k考虑公众干涉怎徉才能为住户和忭在廉价优房和寄诏楼(P:户改fSâ^忭. 

调整3î房资金系统，为低收入者和社卡闭体《m低!^贷款:. 

5 } .大多数城市急霈大片的i t价3 1房！：地，舰建舰. t巾心,并脑懷还在 

曰益堦长.只有政府干涉才能解决问题，但不可能有1`^遍适川的解决办^^)于在怎样？^ 

待私人.:h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七地所有者应怎烊利用各种;5^约（如S拔转让/ ifjm^ 

账或抵押利息扣除等）,怎徉对待出于上地«买卖，土地破损fff!'随fl?gSmMlbK的 

其它各种不良影响等等各种问M, ft各种社Â之间法化;^很大.iïl然毎•`'个家都有其 

特姝的解决方法，但结果必定一致：政府应保证提供经济，fô好的脤务，良好i*!^位和 

9 ― 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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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合法的部分控供介法的选，.求没有î;5Ui,失控fr:j城市:IKK:•̶̶mm 

来的髙成本̶-将不停止. 

5 2.除土地外，建筑材料是f白己建造房Jl的另-'笔;^逮费用.政府支狩建筑材料和 

某些建筑构件和装置的生产，姘装可降低建房成本和提供大S就机会"小型街逍工厂 

常由于从工厂到述房地点的运输费用较低而具有低成本的优势. 

5 3.大多数建房规范和标准没有被遵守，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按照规范标准E房 

的建设费太高.比较有效的方法是立街道办公室为用、的费用改^健康和安全条件提 

供技术咨询.良好的专业咨询能降低逑房成本和改霜房S质iît这也许比''卄么可以逑造 

"或"什么不可以建造"之类的建议更为有效. 

1 BOX 0- 3 

i 用二千万变ï£改裔一百万人口 

！ '城市生活条件的三种方法 

i 第一种选择： I 

i 为贫民家庭建造二千套公共住房单元（每户平均人n为六^),每造价 

1万美元.可以使一万二千人的生活条件II到改篛.但对于焚穷家庭，资本回收是； 

1 不可能的.如罙城市人口每年增加P分之五，十年内将增加六h二万新居民，丙, 

i 此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口受益. 

! 第二种选释； ' 

1 制定建房地点---公共服务计划，食民家庭只负赍在配有管遒绐水，连接徘! 

I i 

I污系统，电力，公ii和徘雨管道的指定地点建造A己的住房.毎^造价二千美元、 

I ,这意昧着为约六万人提供住宅---大约是十年中娀市人口增长总数的百分之十> I 

1第 H种选择- i 

1 Ï 
I 将十万美元分配绐代丧瑰有低收入|;Î一千户贫民（六千人）的居民组织.j]] i 
I i 
I这些费用去改普徘水1-遒和公Kî, miui:m.戍立介作化^I:产低价筑材i 

9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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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料和构件， f i新规划M民区，以改善进出遒踣和提{供5 fl个新住宅点.用一千万 
！ 
I 类元可建设一百个这祥的社区，提供五千1^新m宅点，并使六十万人受益-还可 
! 
i提供很多纖就赚力.剩下的一千万突元用于建设给*管逍；毎户---mît. 
！ 
i 所有六十万人均受益. ! 
I ； 

5 4 .冇许多贫民机ft房!;Î:半数以上的城市人口可能是ÎH房者，增加建房场地，材 

料和倍ffl贷款的利用率对)!,必须栖?5住宅的人无任何帮‧ ‧-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为专 

门购买和发展出租性房地产的非政府，：，利润组织馄供经济支i夺.另—种办法是支狩租房 

者购买土地所有权从租住变为共同所有. ' 

5 5 .政府部门，尤其是缺乏资舞的那ffi政府可能拇怨It逍给水和徘水系统成本太薛 

资.而没有1，道供水的*民只馏向永商买水:.其费用可能m远髙）^层收入者付给公 

共机构的从管网输入到家中的水费.在！？!方，管道徘水系统和处理厂的费用贵得惊人-fîl 

毎户其它技术设施)ÎÇ仅占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并且用水SI大大减少.此外，-'H有钱 

还以改进简陋的技术.14.: 

5 0 ,在为贫民提供住务的各个方面都能比较经济地取得土 S改!只耍鼓励 

fis收入者完全參与确定他们要什么，他们能为新的服务贡謝卜么，并亲糊纖工作 

'改普所^的费用就可维持在低水平.这种合作取决于建立前述所耍求的市民和政府之问 

的新关系. 

5 .开发更多的资源 

5 7.城市附)iï或市内的可利用资源常常使用过It?, i;^T多七地所tr者保留费位置较好 

的未幵細土地,以便从将来随城市发M扩人ifiî来的上地价铬不,上涨巾获取更火利益. 

许多公共机构保f^im:^好地加以利用的上地，例如山铁蹈和港口领^部门W瑰的车站和 

码头醜的, .有 M t ^ 家 G 经制定了々 f ， j 力以鼓励公私 I H I ; , m 此.类上地 ,这种 • 

9 ― 21 



A/42/427 

Chinese 

Page 390 

势应给予麵,-寻飾的,mmmmmmniUtmm, Kr.名城市采用以ii/杨价.tô 

购买（这种计划根本不能贯彻），或以任窓低的价格征收丄她（ffl于政〗治力t和!:地所:布 

者阻碍征地时）的办法获取土地. 

5 8 .政府应该考虑支持城市农业.在土地市场高度商ik化和房:.i:.地短缺的减市可 

以不考虑市内农业.'〖!1在大多数城市，尤其是土地市场商业化较低的城市有fl3人的土地利 

用潜在能力.许多非洲城市巳看封这一点.市民在市内和城市fsffl发展农:`lk作为Ù己供 

食物是一种途径.在其它愦况下，食品供给髙度商亚化，由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iblii向市 

内销售. -

5 3 .宫方对城市农业的批准和^励可能成为城市发展和为城市t民提供更多的食品 

的一个œ要部分.其主耍目的应该是民营养和健康标准，帮Ulî解决他们的家丌支 

(花费在食品上的费用通常占5 n M - - 7 0.%) . .使他们得到更多的收入.mmmn'. 

机会，狨市农业也能提供更liîM,便宜的产品和5?多的绿地，離雌堆,mmn}%m 

排放的废物，15/ 

6 0.阀体废物也是一种没有很好利励。资源，iÈ，废物的处置巳经成为许多诚刺9 

―个主耍问题；大ffl垃圾到处倾倒，没有很好地收iK,鼓励物料的[y]收.nnmim`n 

以减轻阖体废物何题，增加就业机^,并可节翁原Mit垃圾Î歸ÏÏ可馄进城市农:化..姐^ 

市政管理部门没有能力定〗!J!收柒生活垃圾，则可支持所fi;社区纟li织^成.m^mm^ 

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亲手整理垃圾从而得到政府的小费，]^资于资较密in的1^动化《 

环的工厂时，如果是不必55!地消粍宝资的资金或者工厂破坏了许多©民的生fS，则'"能产 

生加倍的反作用.但这里直接霈要为那些!斜mif政小费的人，！Ji供涟康咨iii]和卩'！:保衝M 

务，le.,`' 

I 我是研究贫民窟居住问题的专家.我们正在,è>:、个微fflfimv^;m织贫民区 

I的居民 .这是 ! 1为我们看到了这么多贫民区 . m m -农村 m .林区都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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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鼓动it民区居住的朋友;iS;为移民而工作了ra.年；他们终亍在印œ西亚 

向+个地方移居.他们一直与我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仍在给我来倍，^诉我移居 

地区的生活并不好.生活在城市穷人居ftK和尘在移居的地方都-ft^ 

当我今夜贫!ÂiR:pm:者中.，他们fô》问我从这大饭i>V的;;ti?(上给他fj带 

来了什么，他们不会问消息，仅仅会问；你给我们带来了建设新房的钱吗？ 

s Y A M s U D D 1 N N A I N G G O L A N 

YA Y A SAN PANG A BAK Tî的创造者 

环境与发展委W》(WORD)公众听证^ 

骓加达， J 3 8 G . 3. 2 C 

I I I . 1周际合作 

R】，朱来上'P^厲于城市:.人们对ïï;境的直接关ft大多数S对城市的.Sf.力改善城市 

生活的效果3:要取决于慷m的,家经济.许:t^发展中两家fiî|g济.，%愀界经济状况紧疥栩 

；)<-国际经济〉系的改?3 ^，见^？iiii午比ffM其它因素>î^:fî益于加强发展中闻家 

解决它^fi己有义的城市环境问题的能力.《n是，ft;t`S加强发I?f巾! 1之问的合作， 

和增加来自国际社》1'各种直接的狻lit 

】-发展屮国家之iï^的合作 

fi 1 `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为解决共问面邻的城市危机制定政策，规划和纟[|织 

机构，]S然加拉斯，达卡尔:.或lim所而临的管理问题'
二
;伦敛或巴黎的不一#； m:x 

iîi洲，西非，或南亚的城市而临的ÎI理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制;^了全国城市发展政策 

H'],在关'现人紘iu的j^tK：、发中.小城市，加强地力fi理，mm&i\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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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应急 «和解决笫三世I?所特有的其它丄'，,5S : n ï，ir i , . 

6 3.进一步研究能为:®新考虑第三，界的缺iî肉sfim^y楚，包〗市政1`?®入fiUA 

mmmmm (或为较小国家和地区培训规划,.好的/k策：^议积好的〗？》取决H:; 

好的地方信息和分析-所有这三者在发展屮國家和城市中很难见iij.. 

2 . 国际饯助 , 

6 4今为支持发展中鬨家解决不断出现的城市危机所作的努力笛要更多的r«i际资缓. 

1 3 u t还没有"城巿发展锾助"的一致规定. i m .据发展馁助诉佔 i : i -、 Bi`a:m 

市发展提供的双边fn多边謝在"eu)年到i9e'i年问，甲均!?Hî,为D i i j i X : ! ? ^ . 

估计ï!m前为至发展谡助机构所支助的〖〗：宅，"gf，PP£?è.;『rx:î?i,??;';
《
i^rH::f!m 

展中国家城市人口的，所以还需要火太加35:`拔a.此外拨助的m〖w?2If人，mhm 

量和方式耍改迸. ' ， 

6 5. 另外，发展援劢机构应当在三个方面if?加援劢和技术支J ，： 

+ 为地方政府设立城TP基设施基金. 

4： 整理地方税务评价和征收工作、绘制充实财产所有权统i十iÉ::r.m 

队伍，为住户和社团改!^住宿条fl二捉供î^lly. 

* 为地方管现人员提供内培训和在职培训. 

. f i e,利用各种国内或国际非政府t!î织Yi:接为社wîiiHJV -/ii;分ifi加fô;,î^H!;. n-'^\i 

几个双边谡助ii`划.s示了上述方法的成不效益..sm-mnmiiia成•^.f:!!领％n' 

攻鶉住房条件和提供基木煨务的杜区计划、为IS食穷地K所〗&的.〖：作更，J威功..更多 

的援助应^^用干支持,门研:房和城市/"j;;e|的研宄闭体，尤:!î是那一为.H!!方》laftt:i:H: 

mmmmm.这祥的工作a经做了许多、特別是在拉丁实洲. 

9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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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7 . PÎ际仓作也能对发展城市低成本技术和研究满fiï妇女住fôîl?求的方法傲出了 

功献（见BOX 9-4.). 

fi 8,在联合ill!:〖织巾:，〔：Sf^rfm多技术机构以其湖!？的技术实力..有效地为政府 

提供了姿ili[i服务和支持，特3?|是联1>亂入类ft房与居住巾心（ui`iwis),.它们m够鉴 

定城市政府露耍的信息和指导方针，以及采取有效的行动方式.»,致力于为社W工人 

识別疾病传染媒介，动员杜01预lî^疾病，和为儿®fâ康成长〖g供擀#书，mùmîm 

与居住中心能够经长性地加强全球性的闕际合作.例如联合国为无房者捉优房国际年 

动.联合s组织在领导和獬决人类居住问题方而的能力，是通过联合国人类住房与居^中 

心而得到强有力的体现. ' 

'‧ BOX 9-4 

m m H中对妇女^耍的误解 

逑房项0常运用棋盘型布局，使s STïi法边îKi:R u a或邻居的孩 

子边在家中工作.房〗i的设计恨少考虑许多妇女将耍把家庭/1〗做，:(R〖 I 

mm>和商店，寧实上在低收入鶴建,搬 

计 . 申 低 收 入 住 房 穉 有 时 耍 求 ' ' 丈 失 " m H \ m . 翻 隞 了 , 

妇女当家的家庭----.-—占所有家庭的30-Su% .不同文化 f l f ; f i ^ . 

妇女的特出需耍，！?被忽视 例如在if斯兰教社么、妇女需要在ft 

宅内有私人露天场地的耍求，而这在房！！设计时IK少15:5艰gtô.,而她 

们篛耍有去商店和诊所的良好遒路的耍求，这在减市:$局时根本氺加 

考虑. 

资料来源： "住房政策；一种性别 方 法 " C. 0. N-Moser, 

工作论文第 7： 1号，发展规划处，抡敦 1 3 3 5 . 

9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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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 1 )本章主耍引用了为WŒD即世界环境与发展妥贝：；:淮&的凹篇背景文章：I. 

Bur ion."城市4tr与发)i" 1985 ； J. E. \A o:c dor ?a. D. Sa l ter ihwa i I; e 

"第三世界城市的住房基础设施和踞务"1935 ,::出瓶于Hat, l.u.七 

Irt "te ̀ l̀ in a`u ò n aA ， 第 1 0 卷 第 4 册 19S6 ) : .〕 . E. Hardo/ ?.< 

D. Sa-t:`ter-thwai-te " :ffi新考虑第三`:-l化界城市"1986 ；和 I, S a c h s . " 人 

类的住宅资源^环境管理" 1 9 3 5 ； 

< 2 ) m :l J a c o b s .城 市 与 鬧 家 的 « '細零乱繊宅1D84 ). 

( 3 > 联合国 1320--"1980 世.界城市和乡村人f:!的i^K 人口研究îfî 

44号（ffi钓1'365)、`联合国 195£!~--2000 城K乡村和城市人口 （ ISCiO年 

\m> ^ 口 研 究 第 œ 号 ( 纽 约 1 3 ^ )-

、 4 > "城市"或"都市区"边界的扩张说明了表9一2中某城市人口的增 

长.联合画人口预测是基于外推过去的趋势.这神方法得出的结果常')未来的什 

环尤其对于j^Ui的预测.f：〗是还没有能作出更好的预测基础数据. 

〈5 ；! 联 合 函 人 类 居 住 与 发 展 中 心 ( H a b i t a t ) 为 年 1 0 月 有 关 ！ ^ ^ 杠 

发展的联合国开发援助委员会(DAC> 、会议的形势报f？，经济合作发展钳织<OECD> 

文件：DAC <36) 47、 年 3 月 2 7 R. 

‧：： 6 > 国 际 纖 雜 ， 务 部 , " 梂 市 和 乡 村 人 口 綱 1 9 0 4 " ( 爾 _ m 

计;>，联合!S m\ iOSG. 

< 7 ) J. £. Hôrdoy & D, S a t i f Ï i h v a i Ì e "作宅-鹆荧和反响-十七 

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住房，土地和居住政策"Chichestpr, -m -约1i维利父子 

出版社 a s e i ).关于圣保罗的情况参阅Jov^e W! Lheim, "圣(ÎS罗=不 

«长的大都市的环境问题"，efê交!t!:界环境与发展委员^；^ (WCED)公众听证lî-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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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1. E„ har̀ ,do:.' ¦：. D. 8 a i ter th^va. i-te "第三卩！：界城市和贫夯的坏境" 

地 质 论 谈 第 I S 卷 第 3 期 1 9 8 4 . . mmmn`mmwii "娀市的悲it' 

c H内瓦- UNITAR， 1986 :̀  . ' 

< 9 ) 参 O s v a l d o S u n k e t , "僙务，发展和环境" ,G提交 W Œ D公众听 

论会，圣保罗 1385^ Ri car do Jordan S."拉T突洲大城市的人口和规化" 

已 提 交 关 于 人 口 和 未 来 城 市 的 国 际 会 议 ， m m - 巴 塞 罗 那 ， 年 5 月 

1 3 — 2 2 B. -

( 1 0 〉 G. SI-;: I mem i " Ci-ta e Amb i en-te " 、 DAE:ST̀ . Is i i `i: u. to U`nivers| 

i a r i 0 d i , Arch i-textutar U e n e c i'&, 1987, 麟见，经济介作.〖3发展组织 

成员囿的环境现状(^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1979和1-385年） 

(1.1 > I. 9 c a 4 i ,墨西哿城市和空 j H f的发展（ m nm. mm:k 

(12 ) 参 见 J . E. i;&Tclo;>' & D. S a t i * n f f w a H : e文第 S章，巾小城市中 

心；它们在地区和国家发展屮的作用(lût, Hodder and fekoush + ovi. 19^6 ̀:).. 

< 13 ：'联合国人类居住与发展'!，心（:mC:HS)"联合11人类居住与发展中心 

海拉巴（H>'.deeï.al,ad)棚户〗>^住区的改善工il印皮、为"家者供. 

住 房 国 际 年 " 所 著 专 著 ， 内 罗 毕 . ' 

<.14 `:' J. M. K a l b e r m a i t e n等人著，用T'给撒^ H鶴铪、據术.技术 

和经济选择的摘要.：,盛顿特P、世.界银行198D ). 

( 1 5 ：> 0. S i l k "市区化的农)f!r, 1385年为WC匚D而准备. 

( 1 G ：> 1-1. Khour i-DanheT "拉^物1)!1坏'伎城市 ìÏÏ加! 1 力 ， 为 . i Œ S 

年WCED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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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参见ISaS年IQ月关予城市发|j|的取合K开发援Mi委员会CDHC) 

M%MmmmM> OECD文件DAC (86) u;,. t 界 对 城 援 助 的 规 

定，-tt提高二流城市发展效率，缓解负穷，住房，lâ市交迪，综合城市发展和K域 

9 -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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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丄.， 生 态 系 统 与 经 济 利 益 . * 互 依 存 的 现 实 对 国 家 主 权 

的 传 统 形 式 提 出 了 日 益 严 蝮 的 挑 战 。 这 种 相 互 依 存 的 . 关 系 在 

共 同 的 生 态 系 统 和 不 属 于 何 国 家 管 辖 的 全 球 性 的 公 共 区 娀 

内 * 珑 # 为 突 出 , 只 有 为 了 共 同 的 利 益 ， 对 调 查-、 开 发 和 

t 理 进 行 国 际 合 作 P达成协i义；持续发展才能实 现 0 但 生 会 

敌 关 的 不 仅 仅 是 共 同 的 生 态 系 统 和 公 共 领 域 的 持 续 发 展 ， 而 

且 还 有 世 界 各 国 的 持 续 . 发 展 ， 它 们 的 发 展 裎 度 不 同 地 取 决 于 

:H:^合理 管 理 的 程 度 

^ , 出 于 同 神 原 因 ， 如 果 没 有 关 于 全 球 公 共 领 域 杈 力 

和 X 务 的 协 商 教 的 ， 公 共 的 和 可 行 的 国 际 准 则 t 那 么，Mi 

,fi时间 的 拔 栘 ； 类 对 有 限 资 源 需 求 造 成 的 压 力 将 破 扭 生 态 

系 统 的 完 ^ 'là 人 类 的 后 代 将 陷 入 贫 I S ； 而 受 害 严 重 的 是 

那 些 最 无 能 力 求 获 得 人 人 均 有 权 获 取 的 免 费 资 源 的 穷 

国 的 A ; 民。 

3 、 由 于 各 公 共 领 域 （ 海 洋 ， 外 层 空 问 ， 南 洲 等 、 

的 公 共 性质 y 对 k:, 们 的 管 理 程 度 差 异 復 大 。 《 国 际 海 洋 法 》 

是 国 际 补 会 迄 今 制 订 的 关 于 i l 洋 和 海 床 的 最 有 雜 心 的 和 最 先 

进 的 国 际 公 约 。 W 少 数 几 个 国 家 ^ 今 仍 反 对 遵 夺 多 边 管 

理 制 度 , 该 制 M. h)ii )-j i r 日 持 久 的 全 : 力 的 ^ 目 这 妨 码 了 

全
 

关
 

口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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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些 关 键 条 款 的 实 T i . 现 : i t . IL各火Â上都划川了 n S rl .% r 

把 公 海 与 各 国 . 的 经 济 区 划 分 开 来 ， 但 是 由 于 公 海 和 各 i ; & | 要 求 

的 经 济 海 E 是 个 相 互 联 结 的 生 态 和 经 济 系 统 f -—方的传l^t与 

否 与 另 一 方 切 相 关 ； 因 此 我 们 在 这 一 章 里 将 对 它 们 都 进 : h 讨 论 < . 

夕、层空问 - 人 类 最 少 足 的 领 域 ， . 关 于 在 那 里 进-行 联 ,合.*理 

的 讨 论 才 ]̂ 1 n开始 ； ― 具 有 约 束 力 的 条 约 已在 南 极 5"卅 实施了 

分 之 一 世 纪 以 上 。 许 多 不 是 该 条 约 缔 约 I I I的 ! i ) 家 认 为 对 ： 

― 全 球 公 共 领 域 的 ― 部 分 的 管 理 有 着 它 们 的权 力 所 赋 予卞1-1 

的；|!鲁关 系 ： : 

I 、 海 洋 ： 生 , 平 銜 

4 、 在 地 球 上 的 生 命 演 化 过 程 中 ， 海 洋 为它 们. 提 洪 了 

平 銜 < 0 地 球 的 百 分 之 七 十 的 表 面 被 海 洋 « 盖 着。 它 在 f i t 

持 生 命 支 持 系 统 中 f 在 调 节 地 球 气 侯？ 在 维 持 动 植 的 生 命 f 

包 括 微 小 的 造 氧 泮 M措物的生命中 起 着 关 鍵 的 作 用 海 洋 为 

人 类 禝 供 了 白质 . , 运 输 道 路 、 能 业 机 ỳ、 娱 乐 场 所 

以 及 其 它 经济 .，社 交 、 i f y t 化 活 动 所 必 须 的条 件 。 

5 .、 海 洋 还 为 人 类 ^ 动 所 产 生 的 一 切 产 揭 供 ^ 终 

归 宿 ， 就 豫 - - 座 鹿 巨 大 的 封 闭 的 化 M )<h: t ：!1̂ 过 措-"〗.， 

4船及轮 船 倾 创 、 借 海 流-、河流 放.， 大 气 传 输 等 方 

式 ， 它 们 每 天 接 受 大量来〖 1 ]娀市.、 农 场 和 工 厂 (!`] Â 永 . 在 ' l ï 

近 几 十 年 中 > 由于 世 界 经 许 的 发 展 食 渾 油 求 的 , 

加 以 及 庶 弃 物 的 大 量 积 M , 已 经 使 海 洋 接 近7 们 所 能：f、受 

的 极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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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所 有 许 洋 ? y ― + ê 的 统 你 ， 没 有 任 何 倒 外 

能 i t 、 气 候 、 海 洋 生 余 资 源 和 人 类 活 动 所 形 成 的 相 互 联 结 的 

W i f m :i-i- a\ n ：水m . ! î 域 n 内 海 而 动 , 现 代 化 城 的 发 

展 ， 工 农 业 生 产 的 增 长 所 带 来 的 各 种 响 ， 是 不 受 " 特 剁 经 涛 " 

- ` ' f K 制 的 , 这 些 影 响 通 r i ; t 水 流 和 气 流 A ― 个 国 家 传 播 到 另 一 个 

！ : i i ] 家 ， 同 时 也 通 过 : 杂 的 食 物 n 在 动 楨 物 种 中 传 . 播 。 . 如 杲 说 

, 发 展 的 剁 益 不 能 播 的 话 ， 发 展 的 危 鲁 却 M 可 以 传 播 的 ， 不 

管 是 富 i : Ê i 还 是 穷 。 ' . . 

7 , 〗 t 有 各 国 主 权 # 辖 范 闱 以 外 的 公 ^ : 是 真 正 的 - 公 

共 财 产 、 但 是 鱼 类 活 动 ， 污 , 染 传 播 和 其 它 由 3 : 经 济 . 发 展 而 迻 

成 的 响 并 不 尊 重 法 # , 的 5 4 界 f 要 实 现 对 公 海 的 良 - ^ ^ 管 

理 ， 就 要 求 对 于 以 陆 J t k 为 基 地 的 各 种 活 动 也 实 行 管 理 , 要 

实行 ' I f理的地！ : î 4 纟 括 以 下 五 类 ； 内 陆 趣 , I E ：大多邇过河>]t对 

海 洋 产 生 影 响 的 区 域 ； ^ 海 地 区 ； 包 括 沼 译 地 、 J 也 等 济 岸 

) i ^ -线地 I I ， 那 . 【 发 生 的 人 类 活 动 能 乡 直 接 影 响 附 近 的 海 域 ； 

〉" •海永域：―般指河口 环 橘 询 和 浅 海 水 域 ， 在 这 类 永 : ! 夂 ^ 内 ， 

以 陆 地 为 基 地 的 活 动 产 生 的 1 > 响 对 它 们 有 支 配 作 ‧ 用 ； 近 m 水 

： ^ : 大 政 在 大 陆 架 边 缘 1 ` ' . 3.的范围；M海.永域‧'：在沿淘国家 

控 ! k 的 U (J海y;&经济区以外的水:!A , 

8 、 水.产.业通' Î 集 屮 在 近 海 而 ;*r海洋 产 生 影 响 

的 M 染 源 - J k部分来自i '、1陆地区 î `'y}' 且 污 染 主 要 集 V 在 >vl-海/i< 

H . 虽然 ; > ' [所有-海 : 1 . 1||5 M加：:!); 合 作 ， 包 括 协 调 各 ES I T 

的 工 作 . \ 对 特 M 经 ` if | i J a 外 的区 域}'̀ j \M 际 §m尤 为 重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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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平 衡 面 临 > f i 胁 

9 、 今 天 ， 海 洋 的 生 命 资 源 正 面 i | î ^ 着 严 重 的 威 胁 ， 这 

些 威 胁 来 自 过 度 开 釆 、 污 染 以 及 陆 地 上 的 开 发 活 动 。 许 ？ 多 最 

常 见 的 鱼 群 种 类 从 大 陆 架 水 域 中 消 失 ， 它 们 正 面 临 着 遭 到 过 

度 捕 捞 的 威 胁 ， 而 这 些 鱼 类 占 世 界 总 掘 â 量 的 分 之 九 十 五 . 

1 0 、 来 自 其 它 方 面 的 威 胁 更 加 严 重 《 污 染 和 土 ：他开. 

发 活 动 对 沿 着 世 界 海 岸 线 的 ^ 海 水 域 和 半 封 闭 海 域 所 造 成 的 

影 响 最 为 严 ： ^ 。 现 在 ， 寧 地 区 用 于 发 展 居 住 K 、 工 业 . 、 能 

源 设 施 和 娱 乐 设 施 的 活 动 将 会 增 加 ， 通 过 修 筑 堤 坝 以 及 农 业 

和 市 政 供 水 的 分 流 ， 对 上 游 河 口 河 流 系 统 的 人 为 控 制 也 将 增 

加 。 这 . 些 压 力 如 同 直 接 挖 掘 . ， 填 观 和 河 床 铺 底 一 样 ， 破 坏 了 

河口 â 境 。 如 果 人 类 社 会 还 依 旧 按 ^ i 日 的 政 策 、 管 理 办 法 和 

制 度 行 事 的 话 ， 海 岸 线 及 其 资 源 将 会 遭 到 更 严 重 的 破 坏 。 

1 1 、 一 部 分 5 { f 海 和 近 海 海 域 对 生 态 敏 感 的 海 

渔 业 竟 争 和 工 业 污 染 ， 显 得 特 别 脆 弱 。 在 那 些 械 市 

业 废 水 以 及 杀 虫 剂 和 化 肥 径 流 不 但 

渔 业 发 展 的 地 区 ， 这 种 趋 势 尤 其 令 人 抠 忧 

洋 开 发 ， 

水.、工 

康 ， 而 且 威 胁 

世 界 性 的 环 境 问 题 ， 比 各 个 国 家 的 环 境 问 题 的 总 和 要 大 , 

所 以 它 们 当 然 不 可 能 凭 一 二 个 国 家 的 力 量 就 可 以 解 决 „ 世 

界 环 境 与 发 展 委 员 会 ： 」 ③ ） 应 在 各 阖 之 间 邇 力 合 作 ， 超 M 

！ 主 权 的 障 碼 ， 采 取 一 切 国 际 丰 段 在 共 同 对 付 金 球 威 胁 的 具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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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 径 方 面 提 出 建 议 ， 对 付 这 个 根 本 的 问 题 。 越 . 来 越 增 长 的 孤 

立 主 义 表 明 ， 目 前 历 史 的 节 凑 同 人 ù ' V 愿 望 是 相 饽 的 ， 甚 至 

同 其 自 身 的 生 存 机 会 是 相 悖 的 。 

我 们 面 临 的 挑 战 是 ： 超 越 本 国 的 自 身 利 益 ， 以 获 锝 更 高 

一 层 的 " 自 身 利 益 " — — 在 这 个 受 到 威 胁 的 世 界 上 ， 使 人 类 

能 够 得 以 生 存 。 ' 

^ 汤 姆 。 i / î 克 米 兰 ( T M" a M i I I a n.) 

加 拿 大 环 境 部 长 . ， ‧ 

' 世 界 环 境 与 发 展 委 员 会 ( W C Ï Ï P ) 

' 公 众 听 证 会 

遨 太 华 ， 丄 9 8 6 年 5 月 2 6 — ::?日 

1 2 、 è 于 每 年 有 几 十 亿 < > i f e 污 染 废 弃 物 

有 迹 象 表 明 ， 甚 至 远 离 海 岸 的 公 海 区 域 现 在 也 

污 染 的 迹 象 。 大 诃 的 沖 劇 ， 把 大 量 沉 物 带 

河 这 样 s _ 大 的 河 流 可 以 将 * 积 物 - - 直 沖 到 2 ， 

海 域 。 从 燃 煤 工 厂 和 工 业 生 产 流 程 中 产 生 

通 过 大 气 传 输 ， 最 后 也 进 入 了 海 洋 。 每 年 由 

流 入 海 洋 的 石 . 油 ， 将 近 1 5 0万t<t f " 海 洋 

核 武 器 实 验 所 产 生 的 核 放 射 性 污 染 的 威 胁 下 

持 续 徘 放 的 带 有 低 浓 度 放 射 性 的 污 水 的 污 染 

1 3 、 大 气 层 中 奥 氧 层 可 能 . 被 迅 速 耗 

的 紫 外 线 辐 照 量 的 增 加 的 新 的 证 据 ， 不 仅 对 

向 大 海 里 倾 — 倒 ， 

巳 有 了 开 始 受 到 

入 海 洋 。 亚 马 逊 

0 0 0 公 里 以 外 的 

出 来 的 重 金 厲 ， 

于 油 船 的 泄 漏 而 

环 境 完 全 瞩 露 在 

, ， 并 且 - - 直 受 到 

竭 以 及 由 à 引 M 

人 体 健 康 ， 而 且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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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海 洋 生 命 带 来 了 / 

射 将 会 杀 死 漯 浮 在 J 

幼）本，使海洋食物 4 ; 

槺 系 统 遭 到 破 坏 " 〕 

1 4 、 在 海 洋 ； ^ 

以 及 石 

的 影 , 

域 ， 其 

经 知 道 

这 一 发 

缺 乏 的 

油 等 物 质 

威 胁 。 科学:M. iij 

表 M 

破 

的 镇 é 胧 弱 

坏 ， 甚 至 可 

已经 发 现 了 `高浓 

不 断 的 积 它 

各 种 物理的、化 

挥 着 主 要 的 作 用 

坏 ， 只 在 若 干 局 

在 对 海 洋 的 压 力 

有 理 由 感 到 满 足 

‧i-h 

的 

能 

度 

们 

—r 

部 

不 

i"Jj 

浮 

4 

的 

的 

地 

：强 

-、、：I i -

m`小:' 

致 : i 

重金 

产 生 

P生 

到 目 

区发 

W;加 

紫 外 

和 

她 

M 

物 

丄,.-
m 

:à; 
Vit 

-为 

目 

^'x-. il\ ‧ 
-'、‧ "、‧ -; }T,-

鱼条.l'i`i 

球 的 支 

有 机 氣 , 

和 持 久 

动的1.^ 

Jh i 巳 

。虽然 

前 教 据 

2 、 海 洋 的 管 理 

1 0 \ 展 望 . 下 - - 世 纪 ， 委 员 会 认 为 ， 持 续 发 展 ， ' 如 果 

不 是 生 存 本 身 ， 取 决 于 海 洋 管 理 的 重 大 进 展 。 戏 们 的 机 构 P 

政 策 需 进 行 重 大 调 整 对 海 洋 管 理 必 须 拨 出 更 多 的 资 金 。 

1 6 、 关 于 海 洋 管 理 的 问 题 ， 有 三 项 必 须 采 取 的 措 施 ； 

(1) 海 洋 内 在 的 统 一 性 ， 要 求 一 个 有 效 的 全 球 管 理 体 制 。 

(
2
) 许 多 区 域 海 的 公 共 资 源 的 特 征 ， 要 求 成 立 区 域 管 理 组 

织 。 . . 

(3) 陆 地 活 动 对 海 洋 构 成 的 重 大 威 胁 ， 要 求 各 园 采 取 以 国 

际 合 作 为 * î l H 的 有 效 的 国 家 行 动 。 

1 ? 、 近 年 来 ， 国 际 问 的 相 互 依 赖 性 有 . 了 增 加 U 《 海 

10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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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 约 法 ‧ 建 ± 了 2 U U 海 浬 济 2 将 世 界 海 # 总 面 积 屮 

另 外 的 百 "卜之 二 一 1 " JjJ-的 海 域 的 欲 资 % 管 理 划 归 各 国 控 制 。 

它 也 为 ] ^ 好 地 管 理 这 些 海 域 作 出 了 纽 安 排 ； 其 前 提 是 可 期 

Ê. 4国政 府 对 1：； 
有它 们 才 有 控 权 的 自 然 资 源 进 行 更 合 理 的 

管 理 。 然 而 ， 这 种 期 望 忽 略 了 各 国 近 视 的 政 治 和 经 济 目 . 标 的 

现 实 。 

1 8 、 为 了 持 久 地 使 用 这 些 自 然 资 源 , 对 它 们 的 管 理 需 

要 一 种 I i 际生 态 系 统 方 铋 。 在 过 去 几 
十 中 ， 在 m家和国 

M M内已 -翁 大 的 进 展 ， 取 了 许 多 关 键 的 措 施 。 但 是 它 

们 还 淡 有 形 A 个 包 括 上 述 二 I 必 须 措 施 的 体 系 。 若 国 家 

在 M 封 闭 海 $ i 区 域 海 的 特 别 济 区 连 成 片 ， 综 合 管 理 要 求 

不 同 程 度 的国 际 厶-#： 的'11况 下 例 如 ， 对 迁 栖 魚 类 进 行 联 合 

监 测 和 研 究 ， 采 取 措 施 治 理 污 染 以 及 对 响 超 过 国 界 的 行 动 

进 行 立 法 。 

1 9 、 

是 关 键 ， 现 有 

度 , ， I k 于 H 前 

也难.以协 i i ï )。 

各 国主 权 管 ? 1^范 以 外 的 公 海 海 域 国 际 f i 动 

各 r 公 n和- 计划 不 是 也 不 可 能 是 这 ―和V！！ 

u | i l的 ?è构 恍）v 甚 5 1 在 单 独 的 联 合 国 计 划 

2 0 、 姿 员 会 相 信 , 追 切 需 要 采 取 些 步 骤 Î 

管 理 体 系 1 为 此 ， 姿 员 会 建 议 ; >ft 如 下 措 * : 

《' 加 强 i * ] 家 的 特别 是 发 展 中 i a 爽 的 家 能 力 ； 

《' 
改 ^ 渔 业 理 

‧X-
加 强 半 闭 和 地区 性 海 洋 方 ^ W的-合 作 

‧>} 

加強对巧$ ‧êi' )il. 物 和 核 I k %1向： à >̀ f-倾 泄 的 管 理 ； 

:h 

以 改 # 

]n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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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i l E IT ^ 

B 1 • | i " 诲 国 家 的 政 府 * 应 该 着 手 合 哲 ; y ë 其 专 為 ^ 济 的 法 

律、机构方面的条件以及他们在国际合ft?安排中所起的作用问题，iëtï一次 

紧急审查。这种审查应该根据—～，对国家目标和忧先项目做出明确规定的纲 

薆进行。减少 s `海和近海渔 i过量捕捞可能是这种目标之一。迅速清理排放 

到海洋生物直墾栖息地的城市和工i的;，染现象13能也是这种g[标之一。其' 

他的目标可能还包括：增强国家的研究和管理能力，编制一个近海和海洋资 

源的情况表格n -

2 2 ‧ 根据对公元 2 0 0 0年 .的预测,对 f钕海和诲洋资源的压力将增 

加，所有沿诲国家都应该苷有这些资源的一个完备的情况汆。各国可以招聘 

本画和国际机构的高级专家》布置最新式的卫生勘技术和其 f f e技术*编制 

出这些资源的情况表，并对资源的变动情况进行i；，。 

2 3 • 许多发屣中国家将求得到支援，以帮劭他们加强 ‧洽诲资源的 

综合管理所必备的法律和机构方面翁设施I m弱小的发展中的岛国和海洋 

国家，缺乏经济和军亊手段来抵御实力强大的 i l家和公司，对其 »资源的 

掠夺和对其水域的污染"这已成为大平洋地区的一个宣大向题，威胁着这一 

地区的政治稳^国际开发银行和发 f援助机构应该制定计划方案来支持上 

述机构 i t t的发 

2 2 渔 亚 管 理 

2 é . H从 : g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直 Ê不断扩大 ' 1 . 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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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1 9 6 9年期间，全球的捕鱼 : a以年率
6
～ 7 %稳定增长，从

2
 0 0 G万 

增 长 到
6
 5 0 0 万 但 是 ： 1 9 ? 0年以后，越来邋多的资源被耗尽*捕 : â 

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只有1 % ( 见表 1 0 — : 1 ) 。 ai于使用传统的管璣办 

法，渔业迅ùii发屣的时代巳-4不复返了。若假定被耗尽的资源能够恢复生产 

力，利用不充分的渔业能够增加捕莸量*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预测， M量也 

只能是遂步增长，也许从目前的80 0 U万以上的水平提高到约 1亿 f t t这 

并没有预示出食物保障的美妤前景》.对低收入国家尤其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 

鱼是动物蛋白的一4^主耍来源，有成百万的人以从事渔业活动为生计（7 ) 。 

2 5 • 过 量 , 捕 捞 威 胁 着 渔 业 的 é 济 资 源 。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一 些 渔 场 - — — # 

鲁的鍉（金枪鱼）渔区;北大西洋的 I f鱼渔区；加利福尼亚的沙丁鱼渔区V由 

于长期大愈捕捞，巳Sfâ于赛缩。在受到这种篓纟谬响的一些渔区，以.及其他 

的富饶渔场一--象秦!海湾和西非诏`海的渔场，大;t的捕捞巳经使鱼种结构发. 

生了显著的变化（8 )。遗成这些变化的因尚未辆渰。关于渔亚的开发对海 

洋资源所造成的 f >响翁^逬行更多的研究工作，以使经营者够得到狡为科学 

的:11〗爭。这方iiS的工迫切l?fi^大力支谖，这种支援必须乜括增加对^&中fe! 

家的缓助，以提脔他们研究工作的能力和增进他们对本国资源请况的了 ‧ 

2 6 ‧与导致逑立扩大专济区的一个因素是：包括工业国家和犮展中 

a家在内的沿海国，对其^海渔场资源的耗尽感到不安。许多公约巳制订出米， 

大多数宦耍渔场巳列入这些公约的JÙii]内。但是,许多愤况表明》这些公约的 

作用是有I泛的。公约:I：加y M常不能：！^很.对共同的M' mi:镙规定&额时所遇到 

的困难。人们认为改. t管理是当务之 t ,而 1 1由楠捞是实现前者的一个障碍。 

2 7 。 极据觀际海洋.公法建立的扩大會厲济!§ ,可望会使问題得到觯 

1 0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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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或至少得到缓按规定，潘海国必须在扩大专腐经济区的基础上 -实施生 

物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措拖。他们也可以对外国渔民的活动实施 ; i ^ S -开发他们 

自S的渔场。 

2 8 ‧ 工业.国家在 ^面所取得的成缋比发屣中 H i家要大得多。在大西 

洋的西北部，远洋船队的年:If获量巳经从1 9 7
 4
年前的超过 2

 (
) 0万下 l î i i ^ 

到 1 9 8 8年的约 2 5万噢 ,其中类国和加拿大的捕鱼 : t所占份额从不到 , 

增加到超过 9 0 % 。 

2 9 ‧ 在发屣中地区,'远洋工业化捕鱼船队仍然保持约5 0 0万i't的年 

捕荻量0例如，在西非近海，这种 I f r队捕鱼 : 1仍占捕鱼总量的一半以上（
9
 ) 。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以下情况遗成的，即：这些资源:&富饶的地域有许多是靠 

i i t À 口 稀 少 的 地 区 ̶ ̶ 撒 哈 拉 沙 漠 的 边 , 和 纳 米 比 亚 ； » 。 伹 这 于 当 地 

普遍缺芝资本和缺乏多方面的渔业术 ,尤其是加工和销售技术造成的。 

3 0 ‧ :JIH|发屣中国家通常可以通过收取许可费中得到一定的收入，伹 

mi是他们通过充分开发全国的资源所可能取将的收益的--^5分。在其现有的 

沿 诲 渔 场 ， • 为 止 》 开 发 不 充 分 或 尚 未 开 发 的 资 源 有 " ) 0 0～ 2 (
) 0 0万 

^ ( 10),这些资源ili!^瑶耍加以持续管理，以造福于发1:中国家和有利于 

满足全球的营养!1求。 

公众的葸见就是你们在这里会场上所看 i>mj—切：你们看到来自巴西全図 

各地的靈要领导人，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有来自昨天还在棕榈树下干活》 

而今天却站在联合国委员会的这个讲 j ^ t :的橡/ ] M植园工人的代 : 1巴西人民 

渴望向人'iHM诉他们的li!iLo人们将会倾听他们的葸见，丝毫不会把事情槁得 

化，不会欺德他们。因此，对你们 5 5 1 ^会 a严肃认真态 A i t !是 t諫巨 

10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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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期望的c 

雷 多 * ' 马 斯 

. 新 N 记 者 

世界环現和发展会公众听证会 

圣保罗 1 » B 5竽 1 0月..2 8 / 2 9 B 

B 1 ‧摘紘业提供了另一个实例 6实际上，截止到六十年代，撺鲸业 

的历史就是滥捕鲸鱼的历史。 ' 1 ?理损餘^的阖际组织一～国际捕鲸委员 

会（ Z W G ) , 从 七 十 年 期 就 釆 取 了 一 列 保 护 性 措 施 ， 并 规 定 对 那 些 

低于一定欵t水平的鲸类资源，不;许逬行商业性捕鲸活动。 

`à 2 ‧ 期，iSJ呩捕鲸姿卩i会为捕鲸国所把持n 1 9 7 9年以后*非 

捕鲸国在成员ta中占据了越;^€趙大的多数。这一变化反映在国,捕鲸^员会 

所作出的一糸列决议上，这些决议对铖鲸亚的状况提出了一些有科学根据的 

质疑，使人们越来越#成采取〗〗à慎从事的做法* ?4少檷鲸a,或完全停止播 

杀某些鲸类资源。 

3 U * 这种趁势最终导敌了 1
 9 8 2

年 通 过 关 于 暂 停 捕 鲸 ! J ^ 决 成 

1^03有杈反对纟,1；续:;IH'm业性^鲸:^â动，或为科学目的捕鲸。鲸保护主义 

mm烈地认为为科学W的：遍鲸i\i'动可能会被捕国钻空子加以利用。因此: 

对批〉 i l成从亭这爽 i ^ l f餘活动严格掌獵，否则，国际捕鲸娄会的信誉 

会受到损-t^ -

`à . n前出现的一个wié的政治因素*就是奕国政府有可能采取立 

1(〗'̀-•丄1 



A/42/427 

Chinese 

Pag$ 408 

法行动，对那些玻粮5洋'Ifei户协议的[i^i家，中止实施关于允许其在类iJ海域 

iï,î的合阆。这类特许:jlim安诽的数额很大*上,述立法动鄭有意大的政治 

和经济 ; t义另一个 ® 癸 i i i素是 * ‧各种非政府a织的力量，他们组织声;IÉ反 

: l i t活动，游说各政府，抵制来祯 : t i y家的鱼产品和其他有关产品。 

`à 5 . 19 8 ？年冰,! ^和南;a鲜将捕鲸活动限制芘科学需荽的范 

ffl内，揶威限制在小量范围内,挪威继续反对哲停摘鲸。但是它已表示可在 

1 9 8 7年鲸？Ràt后，停止商业性捕餘。曰本和苏联仍丛事捕敛活^。 ^ 联 

巳表示在19 8 ^年南极鲸汛过后，将遵守暂停捕癍的规定。日本已经收回 

了 对 暂 停 捕 鲸 的 反 ; 并 且 将 千 1 0 B 8年付诸行动。但是，.日本可能还继 

续从亊服务于科学目的的摘鲸活动（11 )。此外，苏联和阿拉斯加的一些 

土著居民一直在从事—些捕鲸活动。 

S « • 如果暂停捕嫩if动的规定得到遂守，为科学目的的捕鲸活动不 

会 被 滥 用 的 话 商 业 性 动 将 不 再 构 成 对 整 个 鲸 鱼 资 源 的 直 大 威 ] ! ( K > 

佢是，这爽资il的年增长率不会超过百分之几。因此*在下个世纪的后半叶 

到来之前的较长一段时内，人们不会观察到鲸炎数:t的大幅度增加。 ` 

2 3 地 区 性 海 域 合 作 

a 7 相当数量的协议是涉及到地区性海域的。娄员会不想对它们一 

—作出评价s但是:iî必l?m中本突员会在联合in环^m划署理事会上和联合` 

i;^l佥体大会上所:ï《'明立场。：ii--立场在联合ill环.t>M划署的"地区性海 

海域发^：规划力中*受到了高度的直％^逸个)i>划发动了全lit界11 i个 不 

1 0--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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闼的海洋地区的 1 3 0多个国家參加*这些圜家都踢意为它们自身的和相亙 

间 的 利 进 行 合 作 。 

H B -在联合国环現规划署的报动下，各 1 1 1政府联合行动*组成了一 

个具有弹性的法律体糸。在这个法律体n^,—旦有紧急辯嫛和政清上许可， 

就可以邇过谈判达成更多的协议。联合国环塊规划发屣提供一定数量的创始 

资金，但是，资金的分配和管理则ti!地区各圓政府在听取#国和其他!|^l;t^ , 

技术咨询的基础上窣握。其结果，使规划方案逐步发換成为一个立足于各有 

关 政 府 认 的 è 区 性 的 注 靈 行 动 的 规 划 方 案 。 i 4J个联合if机构和4. u多个 

园!^和地区&织參与世界性m划的工作。 

3 9 * 作为规划基^的政治战略和关于资金的^理与分配，由各参与 

s掌猩的观定条件巳经明显地成为决定规划成败的因素。伹是，有几百万美 

元用于€f究工作是一回事*面将这种研究结果应用于以陆地为基础的开发计 

划和 i l有力地控制污染计划的买施上，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过去 1 5年， 

美 i l和加拿大联合净化大湖区的庞大计划仅部分处理了城巿和工业排放物就 

巳经耗资8 8 •
 5
仏美元（ 1 2 )。为了清除联合国环榥规划署划定的地区 

'14?^承域中来自陆地的污染现象，也需^巨颍投资。伹是，現在还没有^够根 

据统一计划俅证提供巨顆资金，用于5€立控制城市和工业污染的必要体和 

实施控制农 i b l ( i流失的政策。目前*规划工作不#不面临着来自公元 

2 0 0 0 年 地 区 性 海 域 的 # à ^ , 不 能 * 留 在 有 关 目 标 和 研 究 工 作 的 协 议 

上，而耍制定出一个能够促成局 i i改观的巨额投资计 3 ^ 

.1 0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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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h 控制向海洋排放废物fet?措施 

4 0 • 关于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fô睡洋的ii if`公约(伦敦防止 

倾倒废科公约 ) ,于 : i 9 7 3年1 i 月 締 续 , 1 9 8 5年 8月 3 0日生效, 

现已为世界各国广泛狻受（ 1 3 )。它的政治演变过程同 i l际 l i ( ^员会类 

饥最初*它主耍是由废物翻劲国 M i ^ ,而现在，非废物 ` 倾倒国已占成员III 

的大多数。目前，它;f U 1个締约i!,祕书处的机构设施由觀，海事组织提 

供 。 有 关 倾 倒 废 物 事 项 是 由 公 约 的 三 个 附 件 加 以 ( 1 4 ) 。对今后高强 

庹放射性的废物在内的极危险物质规定禁止倾倒（附件1)Ï对毒性^弱É甘 

物质规定只有经过"‧JJl:g皆别批准"才允许顿倒（Hf件2 ) , 对其他所有物 

质规定只有â过国家机构的一敏批准才能倾倒（l;fi# ̀ à )。虽然公约对所翁 

人们向海洋顿倒废物都适ffl,但是，向诲洋排放放射性废物问M受到最大的 

关 注 ， ‧ 是 委 员 会 此 要 考 虑 的 问 i t * 

ê i ‧ 早在 1 9 8
 3

年以前，英É|、瑞典 I比利时和荷兰就已经定期 

地向&于西班牙湣海附近，大西洋东北部 6 ^国际水域上的地点傾倒低强 

度的放射性殷物。尽管这些a家出席伦钕废物颠斜会议的代表，对防止#闳 

废物公约提出抗议，但是，I*实上的暂停倾倒,物钩行动巳经而且将继续进 

行下去。对此，所有的圆家#谜守，不过有些国家没有正式表示同i：。裾此 

情况，在搞清楚#放煥物对环是否安全之铍，应该做到不排放疲物。， ‧ 

4 2
 * 19

 8 5
年，在伦敦倾废公约组织表决通过关于无限期延长暂 

停向海洋倾倒低强度放射性废料û y决议（ i ' 5 )。这种忽剧转变，便证明这 

,倒沾动是安.全的，责任实际上巳反转过来了，要由?i is些准备倾倒疲物的 

1 U ―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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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家承担。这种根本性的反;;t, ^然并非有约来力*但也反映了伦敦倾废公约 

已发生了结构变化。 . 

4 a‧ 19 8時,伦欤顿庾公约组织璲立了一个玫府间的专家小组, 

对放射性废物陆地和海洋排放两种方案0^比较风险进行考察。委员会没有对 

这方面的评估工作过早傲出判断，而是希望敦促各 i l E够继续制止向海洋或海 

底排放抵放射性或商放射性的度科。深恩熟虑地傲法看籴应是先采取揩施继 

0^反对向诲洋倾倒.废料* m.设法选定;i:"建设场地，买施对环境安全的废科陆 

i 賺 。 -

为 什 么 为 了 生 产 供 i i : U造 炸 弹 用 的 银 而 麥 我 C i Z H无 辜 的 生 命 去 冒 

险5^既使是抱有向乎我们大家ày,作为全球一部分遗产65水域倾倒放射性 

废料^这种意图本身也是一种暴行。对我们说 3代表今后的世世代代傲出这 

种 S大决策‧面没有对将际氷域作为专用垃圾箱的作法所产生的道德方面 m 

问 »以考虑，是一种狂妄È1大的îT^ 、 

：々̂  
尔 金 森 

錄t和平运动 

世 界 环 現 发 屣 娄 员 会 公 众 听 证 会 

奥 斯 陆 1 9 8 & 年 6 月 2 4i — 2 5日 

é é . 其他的一些公约对在太平洋东4h#和北诲、地中海以及波罗的海 

厥料倾诞进行了管理。大多数約地区性海域公约普遍定,汆款，要求締约HI采 

取一切适当的〗1^施;:fâ方止病少à`M飼廣钭所造成的污染。 

d' 5 . 在卩hyfîN来源于陆地的核废科问M巳^变得严:t)i^那里捕莸 

.1_ u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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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鱼类身上可以笨现有if表度的放射'；生物质，这会威胁到其它海域（1 0 ) 。 

关于防止来源于陆地的海洋污染公约.（巴黎公约）a & 于 I » 7 8年待到 

八 个 i l 家 和 欧 州 纖 共 同 体 的 批 准 。 m极 据 这 个 公 约 巳 经 进 行 了 —定的 

国际合作，但对它在核电站问题上保持沉默，在核定放射性废料排放的允 

许标准问.题上接受所谓"最佳的技术处理原则"的做法，Ik然封耍进行审 

查,> ` 

4 0 - 海洋法公约要求各阖制定国家法律和法令，以防止、减少和 

控制傾倒废料 é诲洋造成的污它还耍求茌一 S I的领海、专厲经济区和大 

大陆架倾倒废料肘* ^亊先取得有关^海国的明确纰准。这一条款的制定， 

历史地表明各溜||!i不伹.H有采取行动fi*/f!i » iH]且负右这样设fiy义务。 

根据诲洋法，各闺也贝有义务保证其活动不会妨害邻!;^和公共区域的卫生 

é 7 • 娄员会推动伦敦倾废公约宽申各国在控制和-il理
2
 0 G海涅 

专厲济区内倾倒活动方! & ‧的杈利和义务。便各 M能頻这一点是迫切 M 

要的，因为it洋和食物链糸统是没有什么边界的。 

4 8 * 所有国家有jf任向有关公约秘书处〗lit告关于来:！于陆地的 

有毒和放射性物质》向任13—个水域的徘放愤况,以便祕书处能够报#向 

有 关 各 擊 海 域 的 总 的 徘 放 情 必 裔 指 定 主 管 机 构 负 责 娜 被 繊 的 歸 

的性质和数量的有关记录。此外，地区性机构应负贲向伦敦倾废公约秘书 

处送交这方面的情报资料。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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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M 洋 法 

4 9 。 联合lâ^-法;义的S哥，是为'ftj立一个a际公认的海洋管理 

制度而傲出的 i大胆偿试。会议制定的公约，是在建立海洋的共同管理制 

度方面所迈出的一个重大歩槺，鼓舞人们为*If理诲洋采取il家的和国际的行 

动（ 1 7 ) 。 

5 0 ‧公约促使各国,益上 Û ^ : É :大差异得到调解，并建立了新的利用`` 

海 洋 和 海 洋 资 襌 的 公 乎 关 % 的 基 础 , 它 献 " 幽 她 在 1 2海涅范围内 

mm.海底及上空行使主杈，s申了»有关大陆架的权力。它设立了. 

2 0 0海浬专属经济区，规定*海a家在这个区域内可以就管理iài家资源 

—生物的与非生物的 1在水中的，海底 É i /和底土的-——行使主杈。. 

5 1 ‧ 公约消i汆了有关国家对占总面积3 5 %沲洋归属问题的尖锐 

冲突，规定各；^!"海国必须保证在它的专厲济区里，生物资源不会邀到过 

量 猜 的 騰 因 此 , 现 ï E ^ i i î 政 府 不 但 具 有 法 律 权 力 和 自 身 利 害 关 糸 在 

这一区域内执行资源管^的合理原则，M且它们也负有这样 t :的义务。公 

约呼吁 Ï E制定狞买施有关海洋生物资遝的保护和昝理战珞方开屣地区性 

合诈，其合作内容包括交换科学'W报，保护和开发资源，合理利回游鱼 

种资源。 

6 2 ‧ 海圆现在对合€智理大陆架和止米源于陆地和海 

洋的污染方面有着利益关糸。按公约规定，国可以在其令厲经济区內 

实施同国际法规和mM相一致的法律和法令，以对付船只造成的污染问紘 

5

 'à • 公ï9也对各lâj'cf?;:;^范Hil以外的水械、海底和底土加以t、定， 

.1 u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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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确认其ilîf;厲性。地球©积百分之i(li-iff^洋！^与纟^底及其资錄被定为 

类的共同财产"。这个概念标志着,;示合作领域中的一个里裎 

5 é ‧ :M]hl 9 8 7年初 ,约有 1 5 9个国家在公约上签字。有 

3 3 个 1 ^ 家 已 经 批 准 公 约 。 但 是 ， 少 数 的 家 巳 表 示 ： 它 们 不 可 能 

批准公约（ 1 8 )。其原因主要与对公有海底管理制度的规定有关。 

G 5 • 尽#存在这种请况，公约S3其他许多条款巳经被广泛地加以 

接受，并通过各种方式巳经纳入到!i际性法律和:ijJt例之中。这种过^， 

特别是男,与环墚问题有关的条欽的实施，应该得到推动o本委员会认为 

璽袋的技术强国应该批准公约并予.以实施。实际上，各国为了受威胁的海 

洋生命维持永统 Ô V > r y益，所能采取的最直耍的初步彻就是批洋法公 

约。 

S ‧空间：星球管理的一个关键 

5 t> . 外层空间在保障地球居住条件方面可以发挥蜇^作用，主要 

应用空同技术监〗 i地球上的生命踪迹并协助人类m护地球上的丑生状 I 

极 据 1 9 (J 7年外层空间条约,对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 

不能通过主杈耍; ^使用占领手段和其他任何手段宜#为 i l家占有。联 

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问委员会，在努力设法将这些观念保留在议事 

曰程上。鉴于这些情况，本姿员会将空间视为全球的共有物和人类共同 

财产的"4【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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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J作为--种-K M ，其前景与其说是a决于技术的商低，不如说 

是取决于为创立4纟;？g这种资W的健.全i;î;y\M »所进行的漫长面艰难的斗争 

的成败。它在最大1^度iJI^决于人炎防止空间备竟赛的能力的大/K 

1 空 间 遥 感 

« * 人类如果打#有效地对付人类的活动所造成的变化后果-一-大气 

层.二氣化礙加，问 â . .结旲敢的粍减，工业 i â l i f的降落和热带森林的^灭， 

那 么 ， ^ 摆 有 关 地 碌 約 ^ 丰 富 资 枓 将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5 . 今天，几十颖人造卫星为人类积累了有关地碌承就的新知识。例 

如，对火山喷发0^气体扩i进f]^研^,使*学家;ïi^̶次铋够阐明在上层大气层 

出现的â大É!然运iïj^, iï^远茌^千买里之外候变化之l`^j的Wâfe^,i?K 1 9 )。 

« 0 . 1 9 8 ti年发现i阁极上g臭:^层出现一个;S洞之后，人造卫星也 

可以在^学研究方面起剁关健作.用。当陆上基 i i^&y观测人员发现了这一现象后* 

对 丑 星 资 料 进 ^ 检 s 并 提 供 了 过 十 年 ; 臭 层 季 节 性 波 动 覺 化 的 记 录 （ 

抖学冢已X；：；可以#到-i;^?;ii《(条八十年代非〉染孜哈拉地区的举€发胞!I况，，卫星 

r̂j,!i的地图•̂ m̀ mÏÏ\同生物&之间 ï̂B:̂ K糸，成了 ¥涯單情和帮助制)€欤济援助目 

标的'一个工具。 ， 

m\^;窆
二
建立一个的地球——空‧«?&t*献为不单纯-iè—个地球 

mi'Mt* l;u'是--.'1、地球̶̶âNfl^i^合蓝)"H^ï/ùc 一个这样的新机构*即拥有 

各种乎段和方法* 地对：〗成生物d、生态学总的论基础——地球一一空间 

i力祯互作j t\ ì '; ié >i:竹il ：资! ， yû写:iii k âl建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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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ù 4 尔 " ` n % 

渥 太 华 大 学 

世 界 环 ^ 与 发 凝 委 会 公 众 听 证 会 

溼 太 华 i 9 8 ( 3 年 & 月 1 3 ～ 2 ? H 

. 0 1 • 最 近 • 一个 m >性和辭科的科学家团体提 H I 了一个新的 H 大 

计划，即国际地质ii^--—-生;im^h—Ul^它由!il际科学同盟:^员会加以协iN。 

它将采用包括卫星的许多技术手段考察生物〖遏。这个计 : ! i l看汆在9 8 7年 

会得到推动。它巳经对许多国家安徘未来犮射卫星面傲出，3^决:;生了-B 

响，而且将进协调当前各方面所进行的活动。 

6 2 * 大iâ:资料分散Si各li!政府和各个机构中问》没有;*中起米，.这 

是—个窻大的缺 . 1 #。联合 i l环境规划署的全球环M t ) i糸mm±M是为了集 

中有关地球生存条件的空间资料所傲出的初步勞力* i;iï该得到加强。1旦是》 

这种努力的大部分It于资金不足,协调不够而难以完成任务 a 

6 ̀ à ‧ 各ii政府在行上所担负的主要贲任首光;iè在集中、'储存和交 

换资科方面进行合总有一天，国生的 M `力会从佥球 0 ^直 ï l收入米源' 

或从各个国家捐款.中取得资金。 

2 ‧ 地 球 同 步 轨 道 

0 4 ‧ ‧从经济观点看，.在地球轨道空中敛有价值的分就是地球同 

步轨ai> —个在地球赤道 h a s 6 u 0 0公里飽环状 t e : ( 2 1 大多数 

遒讯卫星、许多气象卫星和军用卫星苗卩在地球阆步轨道上运仏为了防止从 

.1 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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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发 I B的信" ^之问发生干扰，必須使各个卫之间保持一定的离，实使 

在这个^价值的轨遊空间运行的卫II数目:î^；、制在1 8 U个以内。因此，地 

球阆步轨道不仅是一个宝贵的地A|i>t :il, !ïii且也是一个#缺的和有^ ife球 

资1鎵。 

0 5 ‧ 七十年代期间，〖4J于卫星讯工具的发凌，导it了许多认为地 

球卫星轨道即将达到饱和的i;'X)in i ^〗此,各讓之间,主' f是一些有能力向地， 

球同步卫星轨遒犮射卫星的工业 ! i家不其备这种发射 I B力*但却位于这 

间带下方的赤道发vk中!y s:之网，为使用和占有这一轨道发生了冲突《 

« 'à ' 七个赤 : i^;a家答#':itU 9 7 «年 "波哥大宣言"就) 4 决有关 

地球同歩卫星轨:遊Éî/^产1、?理1本,问题诈了:ë一次尝试（2 2 )。这些!^家声 

lyî ： m t!国akji方的同歩卫屋*)i是他们!^家'领空的延伸。一些!ai冢表示反对 

波哥大iî官。'fein认为这一直言违背了外层空间协议中的"^^止占用"的原则。 

其他的犮屣中国家;tf^i则提议，就地球f阆步卫星轨遒S3使用问題设立一个许可 

制（ 2 3 )。即这嫂轨道应该判归有关的 I D家，伹是可以将它 C l出^出租或 

I I 己 用 。 

« 7 • 另外的}；；」^决方法，提Hi设立-‧ ̂ 专门 I f溲这一资源的国际机构， 

使它拥有地球同,卫星轨遒*并有权通过公开拍实向出价者发出许可证，然后， 

把所得的租金ffl于iili尔公共利益。这种作法应该与!il际海洋法的有关海底权限的 

法相'f& 

8 ‧ 工业化家反对为,球向步轨道专门设立财产权管理体制。尤其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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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对该[;Mi躬已轨道財产杈：;爱.与u ê à :--K ;;r c:\ 1-1 --itï: ;}/U(lî;V ;Al Uo M \'-r-m 
说，一个旨在‧』风先分配4 i i t的理体制势必会 i射私人 s ; ;济成分犮展和使用 

这些轨逾的剁^性，fiiJ且使价格上涨。一些认识到卫 J .通讯亊务正起着越舉 

越 g 耍作用的其 f i i i r " 些国家则争;说，应该设立一些理体制*即在激烈的 

竟争尚未使这一步骤变得更困难以前*设立这些体制。 

6 9 .由于在卫星通讯中涉及对无线电波频的应用，因此在过去的几 ‧ 

年 中 ， 通 过 i l 际 电 傖 协 会 （ ) 的 活 动 ， 事 实 上 ， 已 行 使 了 划 分 地 球 同 

步轨道的II理制度。因为这个联合会负责划分^国所使用的无线电波频（指 

那 些 用 以 通 i 的 电 . 波 频 谱 ） ( 2 é ) o由于划分无线 H i波频的任务是度抆 

技术性的Xifï*〗•』且严格遊守该划分的规定必将有利于所有用户，E享用这 

一资源。囡此，经过三次区域性会议以后，巳成功地制定了旨在有效哲理 

举一资源的国际资源管理体制（ 2 5 )。这个体制能否持久，很大程 i f上取 

决于这些区域性会议所达成的决议的公正性。 

_'à * 轨 遊 空 间 的 - 污 染 

7 0 ‧ 人类在太空中的活动，受到轨遒中各种莰弃碎片的遠来越大的 

威胁。 1 9 8 1年，〖^国航空和宇紘研究所（.à I A A )召 ;的专家小组指 

出：在未来十年内，不断增多的太空碎片将会对大空中的生命造成欽命的威 

胁（ 2 Ci ：)。这些碎片是指à油箱、火箭外壳、失效的卫星以及太空缘炸的 

碎片等。所有这些碎片都桌中分 f在地球上空 1 0 0公里至 1 7 8 0公里之 

间的区域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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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 只耍非常il懊小心地设卄和处1!人造地球卫星，大多数大空碎 

片是可以避免的。伹是，诚验>m使用太空武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产生大空碎 

片。如果《太空布大卫 i i i武器和 H标探测传感器的计划付诸实施的话， 

郯么，军事行动将会导致地球空间的"碎片带"日益扩大。 

7 2 * 因此，使太空碎片控制在最小 i :的一个最靈^的措施，就是防 

止进一步试验和发展太空武器和反太空武器。 ‧ 

7 B * 清理太空的，用是〖ii:Vr的。有人提议由几个大国领导一项li!际, 

回收活动，将体积较大的一些大空碎片从轨 i t收回。这项活动应该包括设 

计、逑造， I：射一些运载工具。这些运载工具够在太空中机动灵活地去 i 

捉那些大 3、奇形怪状!〗 k ;i;il滚着的S间纟i体。可是这个提议还没有引^ 

什么响应。 

é • 轨 道 中 的 被 动 力 问 M 

7 4. * 许多,宙飞船是核动力的，如呆12们落向地球》就会有污染的 

危险（ 2 ? )。有 ` & j条 i ; f决 i i ^ ï ^的途径：禁止^者 t t i U逸择前者,在太空 

中;ii*止Be甩一切滅性材科，这:iè最1简单的办法。它可以根'i汆问M, Kl!且还 

可以严袼jftjii太空战争侔条的近一步发展。然而，彻底禁止会取消对太空深 

处的科学利用，lii为少:k的可M变性材科是探讨大空深处的探测器的必不可 

少的基本:动力yfè源。在火空使用反应:H!,很容易蓝测，因为反应堆放出 

的疲热：铁容易被远离红处线！:溯仪发现。监刺^小的核动力^ f i ^是可能的， 

但是非常困难。 

丄(J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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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限制在太空中使用放射性材料。其中最重要 

的一个方法是：限制在太空轨道中允许使用的反应堆的大小，内装有放射性 

材料的密封壳体能经受返回地球大气层的考验，含有放射性材料的宇宙飞船， 

在使用完后要在深太空进行处理。所有这些在技术上都是可行的，只是会提 

高成本和增加任务的复杂性。然而，作为起码的要求，必瘐采取这些措施。 

5 • 授 权 一 个 太 空 体 制 

7 6 •紧接着飞机的问世，这一问题马上变得很突出：除非建立一个 

空中交通管理总体制，否则，总会发生不少冲突。这为今天我们考虑太空管 

理体制的必要性和内容提供了很有参考价值的模式。制定轨道空间的"通行 

规划",就可以确保人们在空间的活动不会使这个资源受到破坏。 

7 7 •对轨道空间的有效管理，不可能由任一国家单独完成。轨道空 

间本身的国际性，已经被"外层空间协议"的大多数参加国所承 i l o国际社 

会应该为设计和完善太空管理体制而进行探索，以维持太空的和平环境确保 

人类的共同利益。 

7 8 ‧促使太空资源得到有效管理的最基本的步骤，就是拋弃一个不 

正确的概念一认为外层空间是无限的，所以轨道空间能够容下所有人类活 

动。然而，实际上由于运行速度的关系，实际使用的轨道空间比大气层要狭 

窄的多。太空交通管理体系采取禁止有些活动，协调另一些活动的作法，实 

际上是开辟了一个中间道路，即在对太空独占权的极端要求和目前的近乎无 

主义的状态之间，采取了折衷的选择。 

7 9 ‧国际协议已经有效地协调了电磁波谱，而且通过这种协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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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出现了地球同步轨道空间的空间体制的雉形。按照逻辑规律，下一步就是 

要考虑控制空间轨道的碎片和核材料的使用。 

8 0 • 对空间活动的过迟的协调工作和对尚未实现的空间活动的过早 

协调工作，都是不适宜的，人们必须采取适中的步氣例如，对登月活动的 

协调工作，它是超出了外层空间协议的一般原则的，目前明显地为时过早。 

然而，现在才着手对地球轨道中的太空碎片和使用核材料问题进行协调工作, 

则是明显地为时过晚了。 

利用宇宙飞船解决森林问题，为和平利用太空空间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考虑到眼前的和长远的利益，没有那一个领域比环境保护，即研究地球自然 

资源和控制它们的合理利用，及其再生的这个领域更迫切地需要应用空间技 

术。我们祝愿未来在这领域里的国际合作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L . E. M K H A I L O V 

苏 联 国 家 森 林 委 员 会 

世 界 环 境 与 发 展 委 员 会 公 众 听 证 会 

莫 斯 科 1 9 8 6 年 1 2 月 1 1 日 

H I - 南 极 洲 ； 走 向 全 球 性 合 作 

8 1 •三十年来，一个旨在保护环境的多边合作体制，行使! ^南 

极洲大陆——比美国和墨西哥的面积总和还要大的大陆的管理。这个在 

I 9 5 9年 1 2月 1日签署的南极洲条约，一直是许多首创国家为了实现 

两个主要目标的工具。这两个目标就是：对南极洲的开发利用只限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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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禁止一切.¥事话动、武试验I核〗^ii炸和处理放射性废物> 促进 K南 

极洲的自由科学考察，并成励为实现这个 E i标的际合作（ a 8 )o ‧ 

8 2 ‧ 极洲问题"今天巳被列入联合 l â l大会的议事日投（ 2 9 ) 

这一事实指明的现实是：在国际社会中将;屣开一场关于将来#H管理南极洲 

大陆问题的大论。在经济、技术、究等问 > ; à的压力下，一个新的创举 

— 一 建 立 极 洲 矿 产 资 源 开 发 管 i 埋 体 巳 & 出 现 。 如 诃 对 南 极 洲 实 行 公 

正的>^理*是对鄉î〗提出的新的挑战：在未?et`年中,南极洲的玫治局势会 

m 新 有 所 1 / 鹱 （ ) 。 

. 8 8 •未'来世界形势的动荡变化 S会m\带来的挑战是： s际社会能否 

保证在人类共賜利益的基 4上实现脔极洲的共阀理》买枧共闳 > ^ ^ t # " f e迪 

过 ： 极 洲 的 独 特 环 1 € ‧ # 护它的抖 ,究价值》以及难持这一地区以 

"非军亊化"和"无核区"为标志的和平环 M；。 

. 8 4 . ^ I N i : 界形势向有〉「 1 1 于*平利^极的方向发/这个贵任的 

首;^任务就是^促成更多 i M家加入《南极洲条M /》（!‧ )。在每 i ï î年召开 

一次的 " i # 极条约汆 I T ( A Ï S ) 大会上，賓十八个家在条约原则揩 # 

下享有决议制定祝> 尽管他们在对南极洲&總分地区的领土‧》势求问M上存《 

分伹是*这些 " 7 @ î问成员 l È i "履行他们的杈力，执行 ! i i i n在和平合作中 

所承担的义务。 

8 5 . 《！ #极洲条约》向联合 i l的任何一个成 s国开大门， i û l时也 

接纳其他受邀 i l家的加 A »作为一名顾问成 ! : S I ,每一个 g :邬必须阐明他 

在南极洲将进行哪些实际科学力I'究。条约j£ilia(i有必耍炅活地运用这一体^, 

并把条约向其正有兴;iit开犮〗€极的家开放。许多没有能力：圧爾极洲大陆 

1 0-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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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itBT研究的;^1^中tïlX认为：这祥敛买际上是把世界上大多数111家有效地 

拒绝于!3极之处（〗5 2 ) 。 . 

8 U ' 有》:^ii^是，条约的加入并不是按工化化til冢和发屣中国家两形 

成的两极分化的局II并不是所有:Eofc化I®家都是成fô!IU M阿;fl^、巴西、 

智利、中囿、卬度和马技圭都在条约 t ^ i i中享有问成 w i i r的权力。同时， 

还有几个发換中 i l家也巳&力《A,伹是占压倒多数的发展中liH, 1 i括非洲.、 

的所有园 ^ ,仍还处于 '汆约 "之外。 ' • . 

8 7* 关于*南极剁楚否是 1 S I际公共区域的一郤分"的问题，今还 

没有一个基本协议，例,：有七个111家对爾极洲提出了 m 土要求%r.更逬一步 

地，许多发 i ;中 S E不〗 Ê接受这样一种设想：在 i i i们认是 M于人类共闳财` 

产的东西* *只由某^国家来^理而拒绝其他国家的参与。还有很多发/鹿中 

ii家认为"m极洲条约体汆"是个专门't=i^护窗iil*n技术先进113冢的条约组织。 

还有些11家厌对并指出杀约体糸具有徘它性，并声明他们将自己决定将釆 

ili极询j的事务。虽然，"顾问成fair声明他们是以全体人民的共同;iï益为 

准则耒南极的*可是有几个 | g家仍然坚 # à们的》 f i ]益不能单独地被 ' ) m 

问 成 员 i r 组 织 所 , 制 。 这 一 观 点 自 1 9 5 9年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演变发 

SL尽#〗宇在关于南极洲未来的争论，然而,许多条约外il家巳承认汆约HI 

家 充 ë 受 尺 » 以 保 护 极 洲 环 统 （ 3 3 ) 。 

B 8 ‧ 委员会没有提出对南极洲的愤况进行裁决* 1旦是对这个问题的 

一个^本一狄的：'.,::见»已2^}：^成：即对南极洲大1击实行管瑰祁1*护时，应广 

当时刻；:)虑Î帥、、<^的共问 ; tu蓝《变| i l会还指出：在世界各阖日益广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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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极事务的今天，ÊL该有相-im的法侓輕myfUo 

H 9 ‧ "i;丄极洲汆约；^^问成Pi ïâ " 织!i;ii烈表:îit出对保护〖南极的坏 

和保护它的自然资源的关心（见BO X ；1(}～1)。在19 G 41年，他们 

采纳了 "保护南极动物和檀物的约定措施"（ 3 4 )。 ：`#错施实际上就是 

南极洲条约的关于保护褚施的草案。在后来的两年一庹的会议上，他们继续 

^善了有关环現的 i t则和措施，以指导他们制订规划和进行 M动。这些措施 

改 进 了 环 护 , 模 和 效 率 ‧ 而 且 它 还 有 助 于 袭 人 们 广 泛 认 识 这 些 # 施 ， 

给环:究保护现状带来的改善。 

B O X I 0 ~ 1 

关 于 南 极 条 约 的 几 ^ 内 容 

在《南极洲条约》下，七个对极洲有领土^求的!ils家，巳^闳条约国 

的其他非领土 ̂ 求 i i l冢达成一致,暂不进行领土 ;ié求的争论，以>ai于在极 

洲执行各项协调一致的行动。 

条约要求，在它生效之后,既不应采取任 g "坚持、文持或反对对鹵极 

洲有领土主杈^求"的行动或活动，也不能就':<M土问M提出任何新^求，或 

对过去的要求有任何新iïi补。 

" 领 土 求 l i l " itP "非领土^求 I T 方 ^ 并 共 守 一 项 决 议 ， 该 I 

项决议保证：不迸行任诃有损于各方在雨极洲领土问M中的地位B时活动和*ii 

i i。条约保证签署条约的"顾问成员ill"各国有杈对条约在雨极的执行愤况j 

进行现场检S,不受任诃时间和地点的i>i>l制。 

1 0—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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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if来源：LE]iî K I M B O I r L 作 的 《 大 实 验 》 

载 于 《 环 ^ 》 杂 忘 i . 9 8 5 年 月 . 

9 0 • "颜问成员[ir SUH还对于个直斐国际协议的颂布起了领导‧ 

作用。这是两个关于保护生物 ` m的协议： 1 9
 7
 2年矢于保 f ï f裉洲诲豹. 

的协议和 1 9 8 0年关于保 , i i极海洋生物资録的协议〔 3 5 ) ‧ 第二个协 

议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雨极鱼类fffâ, #别是磷钚的储量如果耗尽， 

对与其有关瑜的40相互侬赖的其他生物种类产生严峻的无法预言的1^响。协 

i ^ t议采纳一种^生.焱^统途径"对南极资源实行管理（ 3 « ) 。 

9 1 • 就fii极问Mro成立的那些法律机构及其所厲的草案和逑议等， 

以及采取非官方体劍,#极 4 ^学研究委员会（SOAR),把它Clâi合在一 

) S a ; i t构成了象极条 â
〖
i侔糸"这祥的一个组织体汆买际上显示了 i 《 南 极 

洲条约》生效以来，南极问M的演变过程。 

1) 2 V 几个 i i i示非政府组织，巳经？ î #对极洲的环 # 1 *护和资源保 

护措施的执行愤况进督，并且对赴否尤分道守和严格执行这些揞施提出 

经常性的批评 s ito 添非政府组织还: â : i f e请以;员身分出席!^极条约 

体糸大会,且很大锾度地-參与T《夂统,地`M订和回颇|#极洲政紫的工作。在 

南*球的气 ? g学、洋学或渔业领域里，涉及到了一些联合 i i i所厲的组织或 

讥构，这些机构不伹在上述领域it犮生作用，|f;i且已经卷入了雨极洲的科学 

和玫治颌域。这导致了众多的)^察61应邀出席保护if极海洋生物资源委员会 

C 0 OAML.R )会议的局面。这些以观察员身分出席会议的组织有：世界 

气象组织( W M 0 ) .联合！ m ! l食与农业组织( A O ) ,国际海洋娄员会 

1 0»-̀ Z 9 



.A/42/427 

Page 426 

( 1 0 0 ) , IL&J^'保护自然资源联盟(I ïï G H ),国K承捕鲸委员会（][W G ) 

南极科学研究委艮会（ A R . )，以及海洋枓学. ;升究突员会（ S G O I L )。 

由于吹效济共同体成员I?J也放弃原来的做法转而尊重渔场';WÂ^政:"》.，所 

以欧洲Â济共同体也成为了保护SI极诲洋生物资源委艮会的一名成员。 

9 8 ‧ `m极条约体条f想生存到下一个世纪,就必须使自5不断发 

^并适应新形势和出现昀新问 i t虽然条约可以无限期有效* 1旦是到 

19 9 1年问成员 ! S i "的任' g —个成 f ô a都可以 g求召开签约国全体 

大 会 * 对 条 约 的 ^ 

i 、‧ 俅 卫 i 有 成 果 

9 é • 虽然i南极洲的管理状况必然还会发生迸一歩的变化，iâ是， 

最基本的一点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任何变化都不会危及条约体糸在这个 

地区的和平、科学、保护和环 ^等几个方巳经取得的成采。极洲 *为 

公认的和平地区，巳有将近三十年的历史，在这期间一直没有受到各种车 

事行动，核试验以及放射性废料的威胁5 ^续纟i持这一地区的和平，是人 

类必须对南极洲作出的基本保ii£c 

9 5. 科学考查方fèj的合作在稳步发/跌，并且还耍逬一步加强，尤 

其是,虑到南极洲对全球大气循环、海洋循环以及世界气候的^响，更要 

加强这种合ffe闳时还要>ïH极倡导参加这一研究活动。必Jïil设法扩大共同 

协商和參与南极寧务的方试,使从鎩极洲进行科学与狡术方面的il?本合作 

所带来的好处*为整个国际社会共表 

1 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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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 极据这一思想，提ffl了儿汆逑议》其中乜括设立一种基佥，以 

资助对极科学〗^兴趣的发vi:屮;iliji的MK.：冲且邀清更多的发展中!iSj家的 

科学家,加研究目和考察南极抖学站。向`iil"m楚供>^ï;贵的/〗3于考察极科 

学的技术，并探讨向对南极感兴;^的非频问成国的!SI家提供分享南极基地 

以及后勛设施的可能性。在联合基塊上,与科学活动的疆家也可以享有与顾 

问成员国一样的权剁。 

9 7 ‧ ffl于在南极的活动不断倍增，为了很妤地1*护环現，也必须收 

集日益增多的数裾 i î :行监剁，并加对环榥 i ï H乎价工 i i ^对这些相互作用的、 

不断积累〖19效果'必须伃细分折.N时对具有专门科学研究价ft和环»fi fit 

地区必须iM^毋护。 

殽残醋的对环塊的威胁来i*Piè:保护运幼本身*就象我们看剁的"动物 

权力法"在、统地消灭说们的生活方式*并侵犯我们作为土著人所应有的杈 

力，使#in难以'祸寺自s的传和价值。何况我infây人民* i!i括:iii极地区的 

人民， i S E m ` ^ ' M . ^摆在^们前的挑战是：制定出发屣的战略，以满足人 

类相环:^的^耍。 ， 

RH0DO I N U K S U 

因 纽 特 印 i 安 人 

é界环^ '5 ^ 人 ^ 姿 员 会 公 众 听 证 会 

返 太 华 ： 1 9 « 6 年 5 月 2 « ～ 2 7 日 

1 u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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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t业开发压力的预见 

9 8
‧ 巳经知道*南极州蕴藏着各种矿臧，然而，关于这些矿减 

的传说却导致了企图对矿藏盲目开发的错误，即使对南极矿藏的开发速度的 

增长趋势做出最乐现的估计，然而很明显，在南极吸^主要投资以前，更多 

的可开发资源就可以在别的地方开发出来了。目前，在〗^极仅发现两种有开 

发 价 值 的 矿 藏 ： Î R A N s A :K 'Ï A ,R 0 S I 0山中的煤矿，和査尔澌王子 

( P R I N C E G H â. R L :liJ S )山中的铁^而开采 ' g们将是 / t蠢的冒 

险（ 3 7)。因为开采它in的费片^将是非常高的，i!U且在离世界主^市场吏 

近的地区就有足够的煤和铁可供开表 

9 9 ‧ 间接证据聚明，M能有大i ; î&荥石油和天然气，1旦是*目M还没 

有发现油田。 ^私日本、法国、关 i l和联邦凝国已经勘查了极洲的大陆 

架。这些考察开始是科学性质的*世是，当他们î^-欢就矿威管理问题进行 

了一场严:t的讨论的时候，一些考蔡:就从商业〉的:^度出发了。 

10 0 ‧ 18个顾问成线国正茌它in之间进行协商》希望建立一个令 

人满憨的公认的有法律效力的机构 ‧由这一机构来缺定在\m洲环境许可 

范围内勘探和开发矿业的可能性，并管所有这些沽动（ 3 i n 。 成 ( ) : i 

国巳经发现，实 I示的开采活动巳经开始以后，^在这个体制上达到一致 

是更困难的。从许多方来说各国间的这次协商表达了这祥—个,^想，即对 

于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嬰防患于未然。 

10 1. i巧极是--个非常辽阔的大陆，在郯里省主权问,《〖的争议，而 

且在那里还没有j#f—个公认.的法律，发行许可证，〖出袓4《出卖矿业产'杈， 

1 0--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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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接:《特i^r^H〗企。这些)iiif^的问尽巳激化，itf且直到由--个公认的，有 

法律欽力的i^Hixi`#l^来.:决以ijï是不会平息的*直到这些问题被!fû且 

南极小保;]广得到卞^证以后， , à a 或 i i l i ^ i 团 才 可 对 开 发 阇 极 大 陆 的 矿 

产 安 企 投 ï i ( 3 9 ) 。 

10 2' rirHA乏在〖；g;!Jt;i处端#件下"3技术试验，又te于缺少关于估 

价机《任' ! ' i l开发所」 : i成的后釆的协议，还由于基本数据的不足，今后，我 

们将进行;； u年更长时间〖《专门研究和技水开犮的工作，以确'的开 

发不会破坏南极洲弱的生 i f ^ ï > & > ! ^ 不会响极洲在全球环问题上的地 

位 。 f " ï , ； 'à)h任何采矿活动是非常：^安《" 非这些汆件发生变化。即符 

合--个：川保执 t r i i ^严格#准的体制求，： i à l14才 } è< i * f^ i潔极的环"护;fP 

在 公 正 的 j ^ l 则 下 共 分 享 极 。 

`à - 從 i i ] : Ï 4 â极条；力体糸的发屣 

1 u a . 在未米的几年内，ili极活动将茌种夾和?:À,漠上^会有所增加， 

1^J#»活;^ Gi/,加者的数也将有所增加。今后！^〗化的工作是《！^保对这些活 

动的有玫的*^i|ig,和使这些活动的,加:t有秩序的》加。à在，才、社会上 

正在就：;，有玫的智遝方法开讨论。比较有效的管理——包括増加条约成 

员 [ i l——`" j以 : i â过 i t存的条糸 i i i渐开 / i é。但是 E H于可能改变的进度 

和矿物"S*源的惑力:f,iMii遥远不可及的*因此，这样一种方法是纟)^隹取政 

治上的支恃。外一神方法：^,」;iii]^ 可以i^i过一个,的体汆协|{<jrà 

无论HU;"t方法*都将会出iilfl难。然to,另外一神方法î^;;^è中力使1渴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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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糸史lijbi^化、K:)\Â* !"_]1对:,'）；4"^0);"""体的、合法的关i£欤{3。 

^ * 立 ' 4 1 >% ir`j :Z y/l 

1 0 é ' 甶于地4上受到讦多不!^条约iiii!约的:^动的不H
〖f增加，所以， 

负贲各种不Mtii i域的咨询机构反决;>il讥构之间的协"d"é致关 î i£^的。 i !f极洲 

)^^ît立比目）lir巳:^è动3 0年（"itÀ的;《期)OgfiL织更'为正式fiV;DL构，以 

便if进在这条%本统内外的更妤的交流及协化j 。 

10 5. 1丄板问巳 f t列入联合大会的议寧日 4 L :iB;Sfe将这祥 

; i ;下去。然 i à î ,在; ¦ j a w i i b ¦ f 无所作为， i ^ : i i ,加 > , f论 f } ^ [ M家^到 ^任 i £ 

M»即f;g在考察方iM达成一欢协议，得广泛的支持，？î^对iiUihi"理m加Jii> 

1 <J fi ‧ 从长远的各)ii^i,点出发，为了 SiÉ诗iâL存^体糸的成就•各 

i î必须發力'‧yiêv^v件，以促进米Éi汆约成员m内外的政'冶家、小学冢、环 

: g家才P企业家之间|； [ 3对化发^极条^成员 l i l , i î î肩负着4 1学技术，坏:^保 

护和环7：£^理任务的有关 i l l 1^M；只之M——.t'i;^合lii * 统的或 - #
】 | A ; 合 ^ i x M 

——紧密工作关,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 

10 7 . ÊI ^政 ` i l t的制定过裎也该俅证与有关企 i l i、社会公益组织 

和专家 , ! | î l问、或许还有一个极咨询::会之间保持对话。类a政府巳走 i f f 

—些III家的前面，它吸收工业〉卞口公共利益方面的专,*作为代表參加咨询突 

员会的会'Eo澳大利亚、西兰,,丹麦掖近也效仿这个作法。 ` 

10 8. 就 极 问 ^ 取 得 L l l l 际 支 持 的 一 效 性 一 个 脊 常 ^ 巨 的 任 

务，它 W ; ^时 M和! 4心。匈一个有关发展新矿的谣传 i赠强了南极对于人 

1 Q-~'J'i 



们的诱惑力。然而，只有对南极问题i 

受悲剧性掠夺的唯一途径;也才是能够 

护的象征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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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才是.避免南极这宁静的大陆遭 

世界上的儿个大湖——象贝尔加尔湖和西伯利亚湖，非淵的几个大湖和北 

美 i^i的五大湖——^全球共有财.窗的一 f is分。它们对戏们这颗星球所做的赏献 

是无法估 i S L其宣要性是超越国界的。我们应该学会如何预见它们的未米， 

学会如何:M>®大;！模工裎会给它造成的长期桫响。 ‧ ' 

ffl于人们兴;i^不同，所以不能想象人们会轻易接受他人的劝吿或是轻易地 

i司À!!>A达成协议。然而，在下列情况下达成一致协议具有非常特珠的宜麥性 

即在涉及全球性问题的情况下，以及由于没有能够达成这#的协议就会造成对 

整个人类的威胁的情况下。 

今天我们所Vf耍的,就是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安排和新风气, 1 ^ 4使人类之间. 

i i a家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相互理解。作为这种努力的â F ̶步，我们 f不断创造新 

知识，把研究望点集中在延续大地上的生命这一庄题上。还耍建立一个扩散和 

传播,识与新道德标>fe的糸统，使居住在这颍星球上的几十 ' f乙人民都能钹受它 

s ‧ N ‧ M 0 I S E E V 

苏 联 抖 学 i i ^ 士 公 众 听 证 会 

世 界 环 统 . 与 发 展 安 员 会 公 众 听 证 会 

莫 斯 科 i 9 H t i 年 i 2 月 8 曰 

:L 0-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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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This s e c t i o n draws on F. Sv:ekely, ' The M a r i n e and C o a s t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t ' , p r e p a r e d f o r WCED, 1986 ; J . Bc-ddington, 

' W h a l i n g ' , p r e p a r e d f o r WCED, 1986 ; V. Sebek, ' P o l i c y Paper on 

Dumping', p r e p a r e d f o r WCED, 1986. 

2/ M. W. H o l d g a t e e t a l . , ' The Mar i ne E n v i r o n m e n t ' . i n The__Wor Id 

g_nyJ: nme n t, 1972-19 a 2 ( V\x b 1 i n ： Ty c o o l y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1 ̶̶一 ― ̶ ̶ 
P u b l i s h i n g Lt^d . , 7l982 )- ` 

3/ See N a t i o n a l Academy of S c i e n c e s , _O i 1 i n t h e Sea ( W a s h i n g t o n 

DC : N a t i o n a l Ac a d emy P r e s s , 1.9 8 L> ) ； 一 â`iîâ̶ô̶Êëï:`:̶t ijne. 

T r a n s p o r t , 1984 ( P a r i s ： 19 8 5 ). 

}/ ' S c i e n t i s t s G l o s e r t o I d e n t i f y i n g Cause of A n t a r c t i c Ozone 

D e p l e t i o n ' , N a t i o n a l S c i e n c e F o u n d a t i o n News, 2 0 O c t o b e r 19B6 ; 

Ad Hoc W o r k i n g Group o f L e g a l and T e c h n i c a l E x p e r t s f o r t h e 

E l a b o r a t i o n of a P r o t o c o l on t h e C o n t r o l o f 

- C h l o r o f l u o r o c a r b o n s t o t h e V i e n n a C o n v e n t i o n f o r t h e 

P r o t e c t i o n o f t h e Ozone L a y e r ( V i e n n a G r o u p ) , ' R e p o r t of the 

Second P a r t o f t h e Workshop on t h e C o n t r o l of 

C h l o r o f l u o r o c a r bons . L e e s b u r g , USA ' , -. UNEP/WG . 151/Backgr o`and 2 . 

Na-86-2184, UNEF, N a i r o b i , 15 O c t o b e r 19 8 6; A.S. M i l l e r and 

I.M. M i n t z e r , The Sky., I s t h e L i m i t ： S t r a t e g i e s f o r P r o t e c t , i n g 

t h e Ozone L a y e r , WRl R e s e a r c h R e p o r t No. 3 ( W a s h i n g t o n , DC: 

W o r l d R e s o u r c e s I n s t i t u t e , 19 8 6 ) -

y GESAMP i n a r e c e n t e v a l u a t i o n of t h e p r e s e n t s t a t e of the 

h e a l t h o f t h e o c e a n s . 'The Hea 1 t h of t h e Oceans', R e g i o n a l 

Seas R e p o r t s and S t u d i e s No. 16, UNEP. N a i r o b i , 1982. 

J M. B e r t r a n d , 'Some R e f l e c t i o n s on Reform of the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 , J o i n t I n s p e c t i o n U n i t , U n i t e d Nat i o n s Geneva , 19 ii 1>. 

./ E.P. E c k h o l m , Down t o E a r t h (London: P l u t o P r e s s , L t d . , 19 8 2 ) . 

/ J.A. G u l l and and S. G a r c i a , 'Observed P a t t e r n s i n M u l t i s p e c i e s 

F i s h e r i e s , ' i n R.M. May ( e d . ) . E x p l o i t a t i o n of M a r i n e 

C o m m u n i t i e s ( B e r l i n : S p r i n g e r - V e r 1 a g , 19 8 4 ) ； FAO, 'Review of 

th e S t a t e o f Wor?i.d F i s h e r y R e s o u r c e s • , F i s h e r i e s C i r c u l a r 710 

( r e v . 4 ) , Rome, 1985 , 

L Dr J . Gu.l l a n d , M a r i n e R e s o u r c e s A s s e s s m e n t Group, I m p e r i a l 

C o l l e g e of S c i e n c e and T e c h n o l o g y , London, p e r s o n a l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 2 0 J a n u a r y .1987. 

.1 l'`-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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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AO, op. c i t . 

i l i IWC , R e p o r t o f t h e IWC 3 61 h―Se s s 1 o n̂ _...I9.g.6 ( Carabr i d g e : 

f o r t h c o r a i n g ). 

i l / `-Lg_gj_.̶̶g-^gJ丄.gJL̶g丄gJLL_kâMg.-!ater Q u a l i t y . : G r e a t L a k e s Water 

̶―一 Ồû̂ âTrFy;.. Boà̶r̃inrëFôTiTTỗëT{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i n t C o m m i s s i o n 

(wTndso,r:̶;,「7" IJCT"T?B5丁. 

} : u !MO, 'The P r o v i s i o n s o f t h e London D職ping C o n v e n t i o n , 1972\ , 

and D e c i s i o n s made by t h e C o n s u l t a t i v e M e e t i n g s of C o n t r a c t i n ' 

P a r t i e s , 1975-1984. 

1_̂3./ Dumping i n t h e Convent i o n means any d e l i b e r a t e d i s p o s a l a t se; 

of m a t e r i a l and s u b s t a n c e s of any k i n d , f o r m , or d e s c r i p t i o n 

frora v e s s e l s , a i r c r a f t , p l a t f o r m , or o t h e r a r t i f i c i a l 

s t r u c t - u r e s , as w e l l as t h e d i s p o s a l , o f v e s s e l s , a i r c r a f t , 

p l a t f o r m s , o r o t h e r a r t i f i c i a l s t r u c t u r e s t h e m s e l v e s . ' ，-

_l 5/ T w e n t y - f i v e n a t i o n s . l e d by S p a i n , A u s t r a l i a , and New Z e a l a n d , 

―̶ s u p p o r t e d t h e r e s o l u t i o n , w h i l e Canada. F r a n c e . S o u t h A f r i c a , 

S w i t z e r l a n d , t h e U n i t e d Kingdom, and t h e U n i t e d S t a t e s v o t e d 

a g a i n s t . . 、 

1_6/ U. Grimas' and A. S v a n s s o n . S w e d i s h R e p o r t on t h e S k a g e r a k 

― ( S t o c k h o l m : N a t i o n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P r o t e c t i o n B o a r d . . 1 9 8 5 ) -

17./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 F i n a l A c t of t h e T h i r d C o n f e r e n c e on t h e Law 

of t h e Sea- Montego Bay, J a m a i c a . December 1982. I n i t s ` 

f i n a l f o r m , t h e Convent i o n i s camposed of 17 main p a r t s (320 

a r t i c l e s ) , d e a l i n g w i t h t h e t e r r i t o r i a l s e a and c o n t i g u o u s 

zone； s t r a i t s ' u s e d f o r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n a v i g a t i o n ； a r c h i p e l a g i c 

s t a t e s ； e x c l u s i v e e c o n o m i c zone； c o n t i n e n t a l s h e l f ; h i g h s e a s : 

r egime o f i s l a n d s； e n c l o s e d o r s e m i - e n c l o s e d s e a s ; r i g h t of 

a c c e s s of l a n d - l o c k e d s t a t e s t o and f r o m t h e sea and fr e e d o m 

of t r a n s i t ； t h e a r e a , p r o t e c t i o n , .and p r e s e r v a t i o n of t h e 

mar i ne e n v i r o n m e n t ; m a r i n e s c i e n t i f i c r e s e a r c h ; d e v e l o p m e n t 

and t r a n s f e r of m a r i n e t e c h n o l o g y； s e t t l e m e n t of d i s p u t e s ； 
g e n e r a l p r o v i s i o n s ； and f i n a l p r o v i s i o n s , T h e r e a r e n i n e 

a nnexes t o t h e C o n v e n t i o n： h i g h l y m i g r a t o r y s p e c i e s : 

C o m m i s s i o n on t h e L i m i t s of t h e C o n t i n e n t a l . S h e l f ; b a s i c 

c o n d i t i o n s o f p r o s p e c t i n g ； e x p l o r a t i o n and e x p l o i t a t i o n ; 

s t a t u t e of t h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1 T r i b u n a l f o r t h e Law of t h e Sea； 
S t a t u t e of t h e E n t e r p r i s e ; c o n c i l i a t i o n s ; a r b i t r a t i o n ; and 

s p e c i a l a r b i t r a t i o n and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by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r C o n i z a t i o n s . Under t h e C o n v e n t i o n , c o a s t a l s t a t e s may adopt 

.laws and r e g u l a t i o n s i n t h e EEZ c o m p a t i b l e w i t h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r 1! 16G and s t a n d a r d s t o combat p o l l u t i o n f r o m v e s s e l s . 

} !} / Among o t h e r t h i n g s , d e c l a r a t i o n by t h e P r e s i d e n t of t h e U n i t e c 

S t a t e s , on 9 J u l y 1982, and L.O.S. B u l l e t i n , J u l y 1985, i s s u e d 

by t h e O f f i c e of t h e S p e c i a l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v e of t h e S e c r e t a r y 

G e n e r a l f o r t h e Law of t h e Sea C o n v e n t i o n . 

1̶:1/ W. S u l l i v a n , ' E r u p t i o n i n M e x i c o T i e d t o C l i m a t e S h i f t Of f 

P e i u , ' NjLW..̂ y o r_k _T i ni e s , 12 December 1982 . 

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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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hen t h e speed of a s a t e . 1 l i t e matches t h e speed of t h e 

p l a n e V. ' G r o t a t i o n , Vhe sa t: e 11 i t e i b r-r t a t i ona r y r: e l a t i v e t o 

p a r t i c u l a r p l a c e s on t h e E a r t h , T h e r e on]y one band o i 

a r c , d i r e c t l y above t h e e q u a t o r . where i i : i s p o s s i b l e t o 

a c h i eve g e o s y n c h r onovis o r b i t . 

： / The g e n e r a l c a s e f o r a r e g u l a t o r y r e q i m e • and s e v e r a l 

a l t e r n a t i v e r e g i m e s a r e s p e l 1 e d m〗t i n K.G. G i b b o n s . ' O r b i t a l 

S a t u r a t i o n ： The N e c e s s i t y f o r } n t e r n a t j o n a l R e g u l a t i o n of 

G e o s y n c h r o n o u s Or b i t s ' , CaI i f o r n à a W e s t e r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aw 

J o u r n a l , W i n t e r 1979.. " " 

1/ A summary of T h i r d W o r l d v i e w s i s f o u n d i n H.J. L e v i n . 'Orbir. 

and S p e c t r u m R e s o u r c e S t r a t e g i e s : T h i r d W o r l d Demands'. 

T e l e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s P o l i c y . June 1981. , 

^/ The a l l o c a t i o n i s done e v e r y 10 y e a r s a t W o r l d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R a d i o C o n f e r e n c e s (WAHCs). t h e l a s t of w h i c h was h e l d i n 

1979. U.S. C o n g r e s s . O f f i c e ot T e c h n o l o g y A s s e s s m e n t , 

R a d i o f r e q u e n c y Use and ManaQeraent ： ―Impacts f r o m t h e Wo r i d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R a d i o p o n C e r e n c e of î979 ( W a s h i n g t o n , DC : U.S. 

Government P r i n t i n g O f f i c e , 19 8 0 ) . 

5,/̀  These c o n f e r e n c e s a r e d e s c r i b e d i n G. C o d i n g , J r . . ' The USA 

̶': and t h e 1985 Space WARC ' , and A.M. R u t k o w s k i , ' Space WARC: 

The S t a k e of t h e D e v e l o p i n g C o u n t r i e s , t h e GEO a n d t h e 

WARC-ORB 86 C o n f e r e n c e ' . Space P o l i c y , A u g u s t 198S. 

:6/ AIAA T e c h n i c a l Committee on Space S y s t e m s , Space D e b r i s , J u l y 

"̶̀  1 9 8 1 . ' 

n/ T h e U n i t e d S t a t e s has l a u n c h e d 23 s p a c e c r a f t that, r e l i e d a t 

1 e a s t i n par t upon n u c l e a r power eour ces ： one s o u r c e was a 

r e a c t o r ; t h e r e s t were r a d i o a c t i v e m a t e r i a l s t h e d e c a y heat o f 

w h i c h i s c o n v e r t e d i n t o e l e c t r i c i t y ( t h e r m o e l e c t r i c 

g e n e r a t o r s ) . By t h e end of 1586 t h e S o v i e t U n i o n had l a u n c h e d 

31 n u c l e a r - p o w e r e d s p a c e c r a f t , a l m o s t alH of w h i c h c o n t a i n e d 

f i s s i o n r e a c t o r s , and i t c u r r e n t l y o p e r a t e s a l l of t h e 

r e a c t o r - p o w e r e d s a t e l l i t e s . 

2 8/ ' A n t a r c t i c : A C o n t i n e n t i n T r a n s i t i o n ' , ?`act Sheet F o l i o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I n s t i t u t e f o r E n v i r o n m e n t and De v e l o p m e n t , 

London, 1986, 

2 9 / I n 1983, t h e S e v e n t h Sumnd t C o n f e r e n c e of t h e Non--AIigned 

C o u n t r i e s i n c l u d e d a p a r a g r a p h on A n t a r c t i c a I n i t s 

CO麵unique. Thar same y e a r , t h e q u e s t i o n of A n t a r c t i c a was 

p u t on the agenda o f t h e UN G e n e f a 1 A s s e m b l y . Xhet d e b a t e 

r e s u l t e d i n a c o n s e n s u s r e s o l u t i o n a s k i n g f o r the élaborât i on 

of a 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 by t h e S e c r e t a r y G e n e r a l . w h i c h was 

d e b a t e d by t h e UN G e n e r a l A s s e m b l y a t i t s 391：h S e s s i o n i n 

November 1984 . The consenr>us has not been ma i n t : a i n e d , A t 

1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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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t a r c t i c a have been p a s s e d o v e r the o b j e c t i o n s of the p a r t i e s 

t o t h e T r e a t y , most of whom chost- n o t co p a r t i c i p a t e i n the 

v o t e . 

30/ L, K i m b a l 1, ' T e s t i n g t h e G r e a t B x p e r intent ' , E n v i r o n m e n t , 

September 1985. . 

.3_!/ ' A n t a r c t i c T r e a t y ' , c o n c l u d e d 1 December 1959 and e n t e r e d i n t o 

f o r c e 23 June 19 61, s u顏 a r i z e d i n M丄 Bowman and D.J. H a r r i s 

( e d s . ) • M u l t i l a t e r a l T r e a t i e s ： Index and C u r r e n t S t a t u s 

(London： B u t t e r w o r t h s , 19 84 ). 

3 2/ They i n c l u d e t h e o r i g i n a l s e v e n c l a i m a n t s： A r g e n t i n a , 

A u s t r a l i a , C h i l e , F r a n c e , New Z e a l a n d , Norway, and t h e U n i t e d 

Kingdom; an a d d i t i o n a l tive who were o r i g i n a l s i g n a t o r i e s ； 
B e l g i u m , J a p a n , S o u t h A f r i c a , USSR and t h e U n i t e d S t a t e s ；、.-plus 
s i x who have s i n c e a c c e d e d t o t h e T r e a t y and become f u l l 

C o n s u l t a t i v e P a r t i e s： , P o l a n d ( 1 9 7 7 ) , 'the F e d e r a l R e p u b l i c of 

Germany (19 8 1 ) . B r a z i l and I n d i a ( 1 9 8 3 ) , and C h i n a and Uruguay 

( 1 9 8 5 ) . Any c o u n t r y can a c c e d e t o t h e T r e a t y , becoming a f u l l 

` C o n s u l t a t i v e . P a r t y ' p r o v i d i n g , aad d u r i n g s u c h t i m e a s , i t 

d e m o n s t r a t e s an i n t e r e s t i n t h e c o n t i n e n t t h r o u g h t h e p r e s e n c e 

of a s u b s t a n t i a l s c i e n t i f i c a c t i v i t y . S e v e n t e e n o t h e r 

c o u n t r i e s have a c c e d e t l t o t h e T r e a t y , but do n o t h o l d 

c o n s u l t a t i v e s t a t u s . S i n c e 1983 , t h e y have been i n v i t e d t o 

a t t e n d A n t a r c t i c T r e a t y m e e t i n g s as o b s e r v e r s . 

XkJ B o t h i n t h e i r d e c l a r a t i o n o f p r i n c i p l e s c o n c e r n i n g t h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and i n t h e t e x t of t h e Con v e n t i o n on t h e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o f A n t a r c t i c M a r i n e L i v i n g R e s o u r c e s , t h e 

C o n s u l t a t i v e P a r t i e s i n s i s t t h a t t h e p r i m a r y r e s p o n s i b i l i t y 

f o r t h e s e m a t t e r s l i e s w i t h them by v i r t u e of t h e i r s t a t u s as 

C o n s u l t a t i v e P a r t i e s , a p r o p o s i t i o n t h a t P a r t i e s t o t h e 

Convent i o n who a r e not a l s o P a r t i e s t o t h e T r e a t y a r e o b l i g e d 

t o a f f i r m . 

M / 'Agreed M e a s u r e s f o r t h e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o f A n t a r c t i c Fauna and 

F l o r a ' , a g r e e d 2-13 June 1984 , r e p r i n t e d i n W.M. .Bush (ed.〉， 
A n t a r c t i c a and 1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 a v (L o n d o n： Oceana 

Pub a 1 i caTions"̃Î 98T)`^ -

3_5y' ' C o n v e n t i o n f o r t h e C o n s e r : v a t i o n o f A n t a r c t i c S e a l s ', 

c o n c l u d e d 11 F e b r u a r y 1972 and e n t e r e d i n t o f o r c e 11 March 

197a, summarised i n Bowman and H a r r i s. op. c i t - ; ' C o n v e n t i o n 

on t h e Conservâtioa of. A n t a r c t i c M a r i n e L i v i n g R e s o u r c e s ', 

c o n c l u d e d 20 May 1960 and e n t e r e d i n t o f o r c e 7 A p r i 1 19G1, 

summarized i n i b i d . See a l s o J.N. B a r n e s , ' The En\er g i n g 

C o n v e n t i o n on t h e Conservât i o n of A n t a r c t i c M a r i n e L i v i n g 

R e s o u c c e s： An A t t e m p t t o Meet t h e New R e a l i t i e s of R e s o u r c e 

E x p l o i t a t i o n i n t h e S o u t h e r n Ocean', i n J . I . C h a r n e y (ed,〉， 
New N a t i o n a l i s m and t h e Use of Coinrnon S p a c e s ( T o t o w a , NJ ：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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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J.K, B e d d i n g t o n and R.M. May. ' The H a r v e s t i n g of I n t e r a c t i n g 

S p e c i e s i n a N a t u r a l EcosyG t- em ' , S c i e n t i f i c Amer içan, November 

1982. ，―̶  

3 7 1 J . H, Zumberge, ' M i n e r a l R e s o u r c e s and G e o p o l i t i c s i n 

― A n t a r c t i c a ' , A m e r i c a n S c i e n t i s t . J a n u a r y - F e b r u a c y 1979； G. 

P o n t e c o r v o , 'The E c o n o m i c s oH t h e R e s o u r c e s . o f A n t a r c t i c a ' , i n 

C h a r n e y , op. c i t . .,. 

3 8/ L. Kimba .11, ' U n f r e e z i n g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o o p e r a t i o n I n 

A n t a r c t i c a ' , C h r i s t i a n S c i ence M o a i t o r , 1 A u g u s t 1983. 

.3 9/ D. S h a p l e y , ' A n t a r c t i c Up f o r G r a b s ' , S c i e n c e 82, November 

― 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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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一 章 

和平，安全，发展，环境 

1 . 在所有威胁人类生存环境的危险因素中，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或小规模的武装冲突 

,包括^大量,性武器，无,最重要的，的确，和平和^的结果直接影响持续发 

展. 

2 , 环境压力睽是政治紧张碌势和武装冲突的西也是它们的结果.大[1 ] 国家间 

莆*为转原跳能頫，土地.河滅域，海庠线和其B«要的,资源的控«权而发 

生武装冲突◆在资,乏时竟争,剧. 

3. 核战争对环境的破坏无鷗最严重的.但是'黹规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也有 

破坏影响，同徉，经济生产的破坏作用以及唤起战争及大批难民迁移的社会组织也对环境 

破坏起作用.甚茧在战争得到防止以及冲突得到控制的地方，和平"的国家仍会把 

大量的资镢引至用于军备生产，而这瘦资猓，至少是一部分，可用于促进持续发展. 

4. 许多因素影响环境压力，食穷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如：不适当的发展棘，国际经 

济的逆反趋势，多种族多民族社会的不平等及人口镥长崁带来的压力.环壤,发展和冲突 

这些方面的联系是复杂的，在许多情况下，我CI很难分清.但是，实现阖,国家安全的 

综合性方法应该不是武力和军备,的传统作法-不安全的实际原西中还应诙包括不能持 

续发展的这一因素它的结果与传统的各种冲突纠缠在一起，使冲突扩大并加鹿. 

丄'—?_??_?_?f？，?镢 

5 - 很少权由环境压力而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战争.然而,他们lÊfe因于人口过多 

问题，以及璩之節来的暴力.当政治手段不锥控制环境压力产生的影响（比如来自于风化 

1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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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沙漢化产生的影响），战争就会发生.因而，环境压力是任何战争被触发的所有原因中 

重要的部分，并且在某龍况下，它是战争的催化剂. 

6 . 贫穷，不公正，环境退«战争以一种复杂的，然而密切相关的;3^相互彩响，一 

个S|]fe国际社会S益关注的现象是"环境难民"大[2 ] 直接弓〖起大规，民迀移的原 

因是政武装冲突.但是潜在的因素常常是自然资頫的《和它能维持多少存 

的容 i . 

7 . 非洲角所发生的事件就是一个十分恰当的例证.在7 0年代初期，千旱和饥荒袭击 

了埃塞俄比亚.然而，人！]发瑰埃塞俄比亚髙原土壤多年的过度使用以及由持此而产生的 

食困和饥饿比千旱造成的后果要严重的多.在埃塞俄比亚救济和复兴娄员会提供的报 

吿上说，"饥œ根本原因不是史无前例的严重的千旱，而是过去的十年中±«liéM§不断 

的过度，以及人b和家畜的日益增长，"* [3] ― 

8 . 战争总们离开他们的家园和土地而变，民.我们1：个时代的战,也同样 

迫使大批的人们离开他们的家园*另外，瑰在还有坏境难民现象.在1 9 8 4 - 1 9 8 5 

mm>有1000万非洲难民逃离他们的家囫，大约占世界难民总数的三分之二. m m 

«并不奇怪，：fôâ:个地区有3500百万的人们忍受饥荒.他扪当中的许多>^^往»市；还有 

r l3-^âA«过了边界，加剧了国家之间紧张局势.加纳，尼曰利亚壤«W&迎接了撖哈拉的 

难民.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也接收了大批的难民.然而例如<«?土«"^的收入大部 

分来自于木材的出口，现在耳高速砍森林，部分原因是缺乏土地者在砍伐，而这些无 

土地者中有三分之̶的人口是移民.在«土穆由于麯滥伐，对农业誠的损失是林业的 

4. 5倍.-k [4] 

9 . 占海地全国入口六分之一的近1 00万海底"艏民",由于环境退化而引起他们纷 

纷商开这个岛国.海地受到世界上某些最严重的侵蚀，一些地区的基岩大面积下陷，以致 

于拥有适嚣数目土地的农民也无法生存.根据美国国际发展局（USA ID)的报吿，环 

1 1 - 2 



A/42/427 

Chinese 

Page 441 

境退化所引起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是非锴大的，它M吏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每年，都有成千 

的海地农民离幵他们的家园太子港，前往其它加勒比海岛以及美国去寻找就业机会和更好 

的生活条件X [ 5 ] 萨尔多是中美州最麻烦的国家之一，也是环境最贫脊的閣家之一 

，这个地区的侵蚀也是最严重的.拫据USA ID关于萨尔瓦多环境分析报告所阐述：" 

在现代战争的基本起因中，环境和政冶的因素同禅多，它们都起濺于人口稠密地区的自然 

资镢分配问题."``k C6] 

1 0 . 南非也暴霹了同样的何.题.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南非政治动乱的核心.引起 

战争和环境退化的种族隔离政策所采用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家园"系统把全国1 4 3>̂的 

土地化分给占全国人口7 2%的黑人，`A [ 7 3 青壮年黑人逃离过度耕作和过牧的 

"家园"，到城市里去寻找工作，在人口稠密的贫困城市里，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他们受着不平等的待遇和种族歧视，于是他扪就开始反抗.由于受到残酷的镇压，受害者 

越过边境去寻找庇护所——然后南非当局便把战火烧到它的邻囯.在这个地区，先是发生 

暴力，然后燃战火，把许多国家都卷了进去， 

今天，我们不能为保护一个国家的安全而损害别的国家.安全必须是对全世界 

而言的，安全也不仅仅是政治和军事的问题，它也是生态的经济的和社会的问题. 

它必须确保实现全人类的愿望. 

A . S. 蒂莫申克（A.S. TIMOSHENKO)-

国家和法律研究所 

苏联科学院 

世界环境与法展委员会（wcem公众听证会 

莫 斯 科 ， i g 8 6年1 2月i IS. 

11. 除了贫困，不公正和环境压力这些相互牵连的问题外，不可再生的隳材料，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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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能源的争夺也能M造綮张局势.为了获mi材料，殖民地人民和他们的占领者之间展 

开了斗争.在中东，由:f'这里有全世.界都感》M趱的石油，所以这里不可避免的埋下了大国 

武力千褰和世界大战的祸神.. 

12. 由乎木持续的发展模式促使某&国家违反环境限制，国家间环境自然状况的不同 

统一É的:t»原材料资源储跫的不同，柊导致和加剧国际紧张»和战争.还有对国际 

共有部分的争夺，如：海洋水产业和南极；或对几个地区共有资镡的争夺，如，河流和沿 

海水域.这些争夺能上升为国际性冲突，从而威协世界和平和安全. 

1 3. 全球水域的利用在年——l'38Q年之间翻了一番,并可望在2Û[33年再翻一番, 

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水用于农it仍然有rjl3个囯家，大约占全世界人口 4 0，"的人民g经饱 

荧严重 »的折磨 .火CS] 这将使灌溉，工飾生活用水的争夺加剧，河水的争端已 

发生在北美（格朗德河）,`m (拉普拉塔河和巴拉那河）,南亚和东亚（屑公河和恒河 

),非洲（尼罗i`t),中东（约m河,利塔尼河和奥龙特斯河以及幼发拉底河）. 

I 4 . 无论是沿海的，还是海洋中的鱼类，在许多国家都是基本的食品.在一些国家中 

鱼业是重à的经济部门，因此过度的捕捞将直接危害国家的某些经济利益.在1374年主要 

依靠捕鱼&的冰岛卷入了一场和英国的"鳕鱼战13本海，篛鲜海和南大西洋两岸也 

存在同样的问题.年，英国和陴拫廷为了争夺攉克兰德/马尔维纳斯群岛周围的髙产 

水域而断交.1986^.关于在南太平洋的捕捞权和远洋船队搜寻金fê鱼的权利的争执导致 

了该地区主要国家B益升级的外交利益和渔业利益的竞争.当各国.的鱼业产量超过水域 

可维持产量的水平时，有关jiik方面的争论就变得更加频繁. 

1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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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和使自然界与包括S家经济的人类社会相--致呢？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 

显然是把自然;fn人类社会看戚两个分离的部分.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类生存于自 

然界之中，并靠大自然而供养.我认为这t说法是事实而不是假设.我们作为赖 

于空气而生存的生物，生存在生物系统中，虽然我们可以以国家和地区来iS!f分界 

线，但是在生物圑里它05属于一个整体. 

因此，当我们乐观的â称经济发展和环境护可以携手并举时，我们必须加上 

这徉一条眾制，即：严格地按照生态学规定'首先,护生存环境,其î失发展经济， 

这种基本思想还远远-未被人10广泛地接受. 

斯坦雷.髒福（STANLEY ROUE) 

萨斯卡赤万（SUKA丁CHEWAN)环境学会 

.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Œ!D)公众听证-会 

渥太华 13SG年5月2S—27日 

1 5 ,影响安全的环境威胁现已幵始&全球范围内出现.最令人头痛的问遝是由于大气中 

的二氣化碳和其气i本的增加可能5fê地球变暖.-k [9](见第七章）.气候的变化可 

能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如：使为世界提îlt、大.t谷'物的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受破坏并导致贫因 

地区大批人口的迁徙，ifâ可引起海平面的上升.海平面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将会上 

升到足已根本改变沿海国家的国界，甚至改变S际水的形状和故,重要性——这些影响都 

可能增加国际紧局势，气侯和海平k的变化还能破坏有重要经济价值的鱼类的繁殖.减 

慢或者去适应全球变暧巳成为减少战争危It的一个基本任务. ' 

I I，冲突是不能持续发展的原因 
I —― ― — 一 , 

1 6 .军备竞赛和武装冲突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军备竞赛和战争都要耗费大量的稀有 

1 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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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它们抢先占i«了人类(î^kï^pAfâ. mmxmm^^ .许造成了贫穷以及 

不发达，而所有这些又是造成目前政局不稳定的!S素，È也可能促使自然条件和经济上互 

相依赖的国家克服民族或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由敌对转变为合作. 

î 7 .核武饕的存在和现代常规武器在速度和强度方面潜在的毁灭性使各国对于安全露要 

提髙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处在核时代的国家再也不可能以相互的牺牲雜得安全，他们 

必须通过合作，协商和共同禁止核武器的方法来寻求安全，必须寻求共同的安全. 

大 [ 1 (!] 互相fr存，这是环境和经济领域的基础，也是:军备竟赛和军事防卫领域的 

事实.互相依存已变成一个不可违背的现实，这迫使各国互相协调，以达到"安全"的目 

地， 

: L ' —核"？，二―的威胁 

1 8.核战争可能造成的结使得其它因素对环境fô威胁变î?f徽不足道了.核武器标志着 

战争发展到了--`t斩的r^ti 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比火药发13以来所有的爆炸诖ÎI都大 

得多.另外，熠炸和冲击的灾性后^比其它武?咨所造成的对环境的破坏更为严重得：^, 

它们还导5 了 一个新的致命的结果-一电禽'辐射——这将会在吋间和空〖可两方面留下致命的 

后果， 

1 9.近年来.科学家们又要我们泫意"孩冬天"瑰象.这是由来自獒国，苏联和其它 

多个,家的近300名科学家在作的基硇上交换了思想后提出的最有权烕性的究结果. 

大 Cl 1] 

2 0.这个理论认为..核战争把烟和尘埃释放到大气中，它们吸收了大量的太阳铕射.并 

在高空停留一段时间，m止太阳光到达地球表面，从而gi;î&大面积土地长吋的:^冷.这 

将严重影响植物，特别是农作物的生存，使战争的率存者赖以生存的IS食生产遭到破iT, 

虽然核爆炸后遗症对环境影响的规m和连îil反应还有It,不确定之处，但可以肯定它将必然 

引起大规模的环境紊乱，由于核战争不可战胜，所以必须制止它发生.使用核武器必然会 

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对于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所谓的胜利和失败是没有区別的.所有拥有 

1 1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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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青年人的组织都相信环境问题在全球各种问题上是名列前毛的.他们这 

样考虑是从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出发的.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应该尽可能的 

控制军备竟赛，因为军备竟赛消耗了人类大量的Aiï资腳物质资源.当然' 

‧生态问题还依赖于现在青年一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I . I日瓦森 a ; I , R U S S I N )傅士 

莫斯科大学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Œn)公众听证会 

莫斯科:.1386年丄2月8日 

‧2 I.核冬天的发现对不M盟国家，特是i^l半球的不结盟国家是非莆重要的，虽然他们 

并没有卷入东西方的冲究，但〖也们却不可能躲避北半球核战争所造成的环境严重破坏的后 

果，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势必会沒延到全世界.还存在另外一种危险，即：将有越来越多的 

国家:苌•s该武rs?,并将这些武SI用于局部地区的现在..雖了 5个公认的囯家调有核 

武器之外，还有至少
6
个国家異备生产制造核武• 器的能力，另外有i2个国家也将在不远 

的将来会拥有核武器.当然核武器g]家不能期望无核国家在核裁军问题尚未有真正进展的 

时侯放弃它们对孩武器选择-使全世:界都认识到核战争可能导致的严零后果，mm 

国家都努力防止核武器的扩散以及使用是拿t必要的， 

2 .其它大规模毁灾性武器 

2 2 .其它形式的战争和其它大M模毁灭性的武器也给人类社会和人类环境造成很大影响. 

细菌战会瑋成不可控制的新病菌的摱延.近年来物技术的发展更増加了使用这类致命武 

器的可能性.\m.- Amm-mmwm.(如：人为的地璨和人为的洪水）如果一 

旦被使用，则其后:1将大人超过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化学武器也可以严重危害环境，如用 

在东南:亚战争中的脱叶剂.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危§it和对ïf境所造成的无法估量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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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后 果 导 糊 际 上 - - [ i 2J '但是，我们今后还為要 

‧ m,'制订出一个强制性的餺度«协改真效.茌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B内瓦条约 

mm "畅繊加上禁止生产和贮存这种武器这样的条款. 

23.新狻术在军事上的应用所造成的戚胁使外层空间成为世界各国竟争和冲突的交点. 

(见第十聿）圜际上绝大部分的国家承认..空间为全世界共有，它应诙使全人类受益，应 

紫防止在这虽的军备竟赛.根据这一愿望签定了 "1367年外层空间条约"，在这个条约里 

各闉同意不允许在外层空间部置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各茵«`也都应赞同采取攢施止太 

空军备竞赛，并制止地面上的军备竞赛.如果这î员协议得不到实行，那么军备竞赛将会升 

级,这将给人类带来悲惨的结鼠 

气，，，价 

2 4：没有战争并不意«和平..也不意贿可以持续发展了.各国间越*Mffi互不谙任 

造成军备竞赛的加樹，各国鹡要集中他II的资源与环境退化和大规模的贫穷作斗争.所以 

,.如果把獮有资源用于军备竞赛，雕会导致局势更加不稳定. 

2 5 .大的军费开支和未鏞足的Al^霈要这两者共存的事实，长率以来引起人!]的忧虑. 

艾森康威尔总统在他任期结束时说，"毎一支枪的制造，毎一艘战舰的下水，毎一颗火箭 

的发射，所有这W是从職饥脑没絲西吃，寒冷却没有衣服穿的人那里偷窃来的. 

Cl 3] 

2 6 .全世界的军费在iSS5年超过了300(3亿癸元大Ci 4] 这比占全世界人口二分之 

—的生活在細线以下人的总收入要高得多.这个结果表明，如果把这酵费开支難界 ` 

上10亿最贫困的Afô话，平均每人将得到约1000美元.换句话说，这狻军费开支高于中国， 

印度和擻哈拉南部珠洲国家的閣民总产值的总和.全it界!^军费开支不仅是绝对量增加， 

而且它在世界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钶也在谱加~"^--从年军费开支预算占全世界总产值的 

4. 7%上升到目前的G%以上，如按不变价格t1、目前比那时增油了大约iSÛ%,这顼经费的13 

1：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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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三来自工业化国家.大[1 5 ] 

2 7 .军备竞赛的实际代价就在于浪费掉资本，熟练工人和原枒料.制造武器的工厂,'这 

些武器的运输，和矿石的采集，所有这都霈耍 ‧掉大量的能,矿物资 « ， 作 的 

贡im^-污染并毁坏环境. 

2 8."军事建设"的不正莆的结果严重影响了对科技人员的部置.世界各圜大约有50万 

的科学家从事武器研究，他们大约占用所有研究和发展经费的一半.'`A CI 5] 这超 

过了发展新的«技术，改翥人类健康，提高农业产值，和控制环境污染的总和.全世界 

用于韩研究裤事发展的经费1384年是；`au—scm亿美元，从整体看^究和发展经费 

的增M率是整个荦，开支增长速率的二倍.大[1 7] 与此同时，监视全球气候的 

变化，研究热带雨林的消失和沙漠不靳扩大这IS生态现象，和te迸雨量充足的热带地区的 

农业发展技术等研究项目»临着经费短缺-

2 9.各国都在".找-个经济起飞的新世纪.然而现有军费开支水平使这个新世纪到来 

的前景变得暗淡了——尤其在原材料，能源和熟练工人等资源的更有效利用方面.荦费开 

支还间接地影响了富裕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的愿望'当然，斛减国防开支和增 

加对外援助并不完全相一致.除了本s资源限制增加援劭外，还有另一些原因，而且，各 

国不能先等恃裁军，然后再把更多的资t、用于持续发展.不过，增加园防开支绐其它预獰 

施加了压力，而且尽管大多数捐助s只拿出相.当少的经费，但锾助的目标iSjI很容易完成. 

30 .虽然对资源的璽新调醮有明显的可能性，但是用于军事方面的资猓不可能铍迅速和 

轻易地往其它部门或领域调配-因为如果把军事资源用于民用的话，将会存在一些技术问 

m.不仅仅是带来了高M率问题，而且这里还存在着技术问题以外的政治问题.然而， 

在一些国家一中国，mm.秘鲁一显示出，在短时期内，把军事资源转变为民用资源在 

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可能性.火[Î 9] 

4.世界军备和"军事建设"的增 

1 1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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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麒掼例，各国都--直在坚持"军事建设".他fm瑰，他们卷入这场军备竞赛， 

既支持了从事军工生产的大集团的即得利益，又加强了他们自己的武力.世界上绝大多数 

的^»支，军事生产和军ifcS!易来自工家.M> "军事建设"的影响不仅仅局限 

于这些国家.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想通过加强武力来寻求安全^^以及现在世界上军火 

交易的发展..故"军^设"也出现在这些发展中国家. 

我到这里听到了人们在淡论财政危机，饥荒，污染和各种社è弊端.作为一个生 

态学家，我认为任何问题都是和军备问题和核武器向题有联系的.贫穷引起了紧张 

局势，战争，城市和农村的暴力.本国的人民一直期待着解决他17的问题.所有这 

些都鹡要钱，而我们却把钱用于核试骏.他们œ样«bi为了和平的目的.这不是 

真的，因为这花去了我们宝贵的钱.最大的不幸是：希望玻灭了，我们应有的所有 

的权力丧失了，特别是青年"^<t对未来的信念，对正常生活的渴望破灭了.在« 

的生活中，我n能TO最好的事情就是向它挑战.我们应有这个权利， 

卡西奧达兰扎CCACILDA LANUQA) 

巴西生态学机构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公众听证会 

鎌罗， 1 9 8 5 ^ 1 0 ^ 2 8 - 2 9 0 

32 ‧从六十年代初到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军费总幵支增加了五偌，军费开支从占世界总 

军费开支的十分之一增加到现在的将近四分之一.大[2 0] —些发展中国家，象南 

尽费开支仍然樽PJ很高程度的发展.但系统分折表明，增加军费幵支对经济有 

反作用.大C2 1] 

3 3 .此外，国防还要大量的进口，通食它霈要进口备件，弹药,维修，训练和燃料等等. 

在这十年中（到I 9 8 2年为止）'无油的发展中国家的2 8M的外债是由于武器迸口. 

1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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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2 2] `由于种神原因两造威高水平的军赉开支使非洲的发展出现产靈危机，在这.. 

崖军费开支增加按不变恪，从13 7 1 年 1 9 8 2年l`sfl每年上升7. 8M.武器迸口 

开支增加IS. 5>(；- *、 [2 3]那些：由于南::i,威胁不得不增加Ife们军事力量的"前线"囯 

家应该在这一点上§!起注意. 

3 4,"军事建设"的发展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特殊的危险，这一危险是由环境和贫 

穷引起的.在第3世界中经,廉着许多纠纷一有40多项战争没得刭m--许多纠纷起因 

千殖民地时期边界的问题. 

3 5 .尖端武器可以IS使潜在的冲突转变成为实际冲突，根据联合国"裁军和发展间关系 

"的政府专家组的报告； 

资 `骡的短缺和生态的压力捋对人类的率福和国家的利益造成实在的和迫近的危 

害，这一点是不容置疑fô.这些挑战;I完生」i.军事的，因此把它们提到议穉上是绝 

对必要的.如:!《这一点不被认识 我们将会冒局势迸一步恶化，以致于不可挽-

救的危险，运用武力〖《乎是一条收效迅速的途径.即使运用武力很少有成功希望， 

但这决不是一点不可能的事.近!L年来,在11际关系中有一种明显的趋势，即：用 

武力威胁来对忖t武力的安全1^，. À 〔2 4] 

3 6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环境和贫穷所带来的压力造成的特别危险，难民大规模的 

迀【f;对!Tu缺水'：lïl面、K上it的争夺，对油!11和原材料m争夺；以及对有争议边境的争夺 

等等，所有这些都增加了紧张局势和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队的重要性也 

增加了，这是因为在它们之间存在着或潜伏着战争，这一点往往也是武器制造商所鼓励的 

,因为武器商能从中获得高利，从而维持本囯的武器制造，目前，每年军火出口成交颔超 

过3 5 8亿焚元，军火交易总颔在最近二十年大约在3千亿美元以上.其中有四分之三是 

卖给发展中国家的-火[2 5] 

i l l . 争取安全与持续发展 

11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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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则 

环壤也是发展的一条途径.环境是一个社会正义问题，甚至是--个和平和安全的 

m.要达到持续发展其障碍是巨大的，正象处在-叶重大的历史性转变时那样.但 

»不愚毫无希望的. 

虽然•，我们现在已处于世界各0互相依存的时代，但是.贫困和杯境退化使我们 

的前景蒙上了一层W影，由核威隈和好战气氛的增fâl导致紫強局势使青年一-代的 

理Sim类的梦想很难实现-

璘尔福托利^RALPH 30RPIE/ 

加拿大代表 

环境，发展与和平组织' , 

世畀JT境与发展委员è i'wcfc-D)公众听证会 

溽太华 , 1 3 8 6 ^ 5月 2 Ç ̶ 2 7日 , 

37.为处理好安全和持续发展间的相互关系，我们霈要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硪，而创造这 

个良好基硪的第一歩就是要求我们看问题时要有iiSl.战争的IS因不仅'仅是由于国家的主 

权受治上和军事上的侵犯，战争还可能由环境退化和发展的优先权所引起. 

3 8,当然，对"环境不安全因素"有非武力解决的方法.瑰代战争在囿际范围内制造了 

对环壤的,害.由于经济，，,安全间的互相依赖性，这个事实从拫本上玫变了国家主 

权这个概念原有的定义.全球的问题不能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处理.因为任何一个iS家都 

能独自对付整个生态系统的威胁*对环境安全的威驗只能由多国参加的机构共同对付. 

£二合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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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环境压力既ii迸了各囯ffij的合作，同时也告诉我们对付它的方法.南极州在共同管 

理这个问题上获得了广泛一致的协同'（见第十窣）目前有各种为促进海洋捕捞业的双边 

和区域性合作的机构系统，'&ffm&i复杂而先进的，其建立是为了规定海洋的最大掳捞 

量和掳捞区域，海洋的主要威胁之一--大量有毒废弃物的倾倒--目前已由<<伦敦频废公 

约 〉 >限制.对于画际水域问题，美国一加拿大五大湖双边委员会已取得了很大的迸展. 

<<地中海公指导沿海国家如何监测海洋污染，并力图控制它 > << 地中海公约>> 

只是联合国环攛开发区域性海洋魏化公约中的一个. 

4 0 .--些严重的问题需要各国间的合作，虽然这些国家可能属于不同的阵营，甚茧属于 

敌对国.1 3 8 S年苏联切尔;g贝;î!i核电站事故导致了在这种类似场合中的国际合作的两 

项协议.将来，一旦这类事故发生，这个国家必须立即通知它的邻国，'反之/它的邻国也 

将对它无偿提供经济上的帮助.火[2 1 9 7 9年跨国污染公约对欧澜酸雨§1起 

的污染的监i»和评价做了规定.:[2 7] 

4 1 .发展中国家关于环境方面的合常缺乏交流而变得困难了.因此，许多国家 

都参加了联合S'环境开发署K域性海洋规划.撒哈拉国家S组成了一个区域性组织，以对 

付沙漠扩大化.并提供了一个关于河流ÎÎÙ域发展的经验，非镯塞内加尔河流域的共同管理 

规划就是一个树证. 

BOX i 1 1 

军费开支和环境安全开支的对比 

i 9 8 5年全世界的军费开支在9 Q ！) 0亿美元以上，平均每天超过2 5亿美 

元.如-泶这瘦钱用在其它方面-

*霈要五年以上的时间来完成的<:<络带森林行动方案>>,每年将花费1 3 

亿美元，它一年所餺的幵支只ffi当于半天的世羿军费开支-

11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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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用二+年的时闻来完成的<: <联合国防止土地沙漠化行动方粲〉〉毎年 

：鹡要4 5亿美元.它一年所霈的开支比两天的军费开支还要少. 

* .对于第三世界，最严重的环境^是缺乏千净的生活用水.8 0%的疾病是 

由于饮用不干净的水所§!起的."联合国水和卫生十年"虽然仅拔了很少一些所 

翁的支持牲费用，但它在8 0年代间每年要花费3 0 Û亿美元的经费.这差 

.不多等于î 0天的军费开支. 

*为鈹励计划生育而向妇女提供的避孕用品在原来每年2 0亿美元的基础上增 

加了1 0亿美元.这个正在增加的款项仅相当于1 B小时的军费开支* 

资料来源："国际主要任务"，<<热带森林，行动霈要〉> (华盛顿特 

区：世界资W究所，1383年） 

'C TROP! CAL FORESTS -. A CALL FOR AC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RESOURCES LNSTÎTUTE, ] 5 M. K.托巴溥i:,"沙漠《fc和生存的经济" 

(DR. M. K. TOLEA, " DESERTIFICATION AND THE ECCNOMICS OF SURRIUAL"：)； 

<<联合国环境开发署文件 8 6 ,' 2 » 年3月23日；阿盏瓦等， 

<UNEP INFORMATION ' 86/2, 25 MARCH 1986, A.AGftRWAL ET AL.)； 

<<水，卫生和健康是全部吗:::::"> ( 伦 敦 " l E I V世 界 观 察 ， 年 〉 ； 

C <<WATER, SANITATION AND HEALTH FOR ALL?>> (tONDOt--i： 

IIED/EARTHSCA.N, 13S1 :'' 1 = 世界银行，《， 4年世界发展报声> >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S84年）C WORLD BANK, <<WORL,D 

DEUELOPMENTREPORT 1984>> <NEW YORK; OXFORD UNÏUERSITY " 

PRESS, 1984)] 

3 .提高警告的重要性 

4 2 ‧由于局势的不稳定性和不安全会引起国际上的争端，因此，各国政府在影响国家利 

11 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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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危险没有真正到来以前就能意识Pi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各国政府应诙要有这神远 

见. 

43 ,如果有一些合适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和地区组织）能集中各爾的力量（而且能 

确定最尖端的可疔的监裸技术）建立一个可靠Oil,能对环境的危险和冲突作出预先警告的 

系统，这将是*啬霈要的-(见第十二章）这样一个系统将起到监视环境中存在的危！垒和 

潜在冲突的动向的作用，如：土壞被侵浊，地g移民的增加，和共资源的大大超支.这 

个组织也要为帮劭有关国家建立共同管理的原]JÎ!Î和制度提供腯务.. 

4 .裁军和安全 

44 .为了减少环境压力给人类安全带来的威胁，^要从全S家和全世界高度簠新确定^ 

先问题.这一重新确定应出自对安全形势的全面分析，而且S绕着军事，政洽，mm 

它方面的争端. 

4 5.安全形势分折无疑捋s到以下这些情况..即国家，区域，全球安全性只要用军费幵 

支中的很小部分就能得到加强.有4种世-界面临f的，急霜解决的环境〖巧题（热带森林， 

水,沙漠化和人口问遛)所鼐é勺开支远远低于--月fô军费.幵支，（见B 0 X 1 î ̶  1 ) 

改变预算是困难的，但某些政府所淤的事表明这种转变是可能的，只要政洽上有这伸 

愿望的话.在那受环境压力和贫穷严璽影呐的国家中，缓解这些影响所需的费用相对于 

S餘正甩于救灾的费用而言是小的,当^同军莩开支比就更小粒.：'‧： [2 8 3 . m 

如何，我们应该在自然条件恶化以前尽快地利用这笔浅，不然的话，环境破坏后，我们则 

要花更多的钱. 

4 8 .由于军费开支占用了人类大的资镙，而战争又对环境有潜在的威胁，故最主要的 

是改善那些有115署大规模毁灾性武器能力的主要大国间的关系.很有必要在协商的基ïlJ: 

—Bcîi过这祥一条协议，即：加絷控制各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增加和试验，包括一切对 

环境有危害的核武器和非孩武器，：'A: [2 9] 

丄1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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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大量协约早已表明谈判和多边解决办法的可能ft噴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先 

f限剝iW性武器的谈判取得了很大进展,这将逆转几十年的紧张趋势'显然> 两个大s在 

麵都署中程导弹系 统的陋达成了协议，随后又在禁止部署短程导弹系统的！^〗邇上达成 

5 QH,以及全部消除核武器正在进协商.他们也霈要对防止空间军备竞赛的有效攢施 

加以协商.谈判成功，核大国将宣布他们消毁核武锘的诺言.这将为防止核扩散傲出巨大 

贡献.这—成功将和我们时代的基本需要和人类的权启湘-"致，这将会在地球上消除核破 

坏 的 幽 灵 . ' 

48 .各国不应把注意力放在"军事建设"的破坏性威力上而应着,于他们共同的末来. 

"军事建设"将带来的武装水平和破œ度并不能»政治矛盾，因为这种政洽矛盾本来 

就是弓!起军备竞赛的原因.各国千万不要成为自己军备竞赛的俘虏.他CI必须面对核时代 

囫有的共同危险.他们必须面对保证续发展这个共同问题，并巨共同消除不断增K的逭 

成环境矛盾的因素-

I安全造成的压力*此外，他们也就宵瞧略性武器 

11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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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对这些问题的初歩分析、见替姆伯洛克<TÎMBERLAKE^和,，-停克"INKER) D B 2 

"环境和冲突-关于生态玻坏与环境破坏，政治动乱与军事动乱之间的联系." 

ì "ENWIPÛMME!̀ rr At m CO?FLICT LirJKS DEfWEEN ECOLOQICAL DECAY, ENUIRO-

m£'卜.im_ BiW.RUPT、' AND POl_ITICAAt』D MILITARY INSTABILITY" EARTHSCAt`! 

BRIEFING Dùi:'̶MEWT, EARTHSCI-HN丄ONDON, 1334`''和（M,米络斯":ÎY`EPS)的''安 

全何题的环境R馈''"THE ENUIROi )MB̀ iT̂ <̀L DIMEhfôlOt-} TO SECURITY ISSUES" 

THE EÎ- iV I ROt JMB̀ rr,AL I ST, WIMTER 19S6 〉 和 P . H.威.尔薆(ULLMAf -D > "安全的 

重新定义''(Rt^DEFl'hilNG SECURITY'. INTERM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83> - .和— h H .伟斯庭 L W E ^ T I N S ) (等〗"全赖灘国际冲？^》 

Ô LOB̂ :̂ L RESOURCES AMD IN TER( WFIOt )AL COM—UC`T ' 1386年牛津大学賴 

(OXFORD-. OAFORD UNUERSIT"/ PRESS> ISSS`< J . ' 

,.[2 ], E,. £1̶̶凝那威(H ï卜】NHW I ；'，环境难民CEhk'I RCNME f !T AL REFUSEES 

(NAIROBI ‧‧ U! BP> 1985 ‧ ] . 

* [ 3 〕.救助和改善委员会，"瓦洛和底格拉的旱灾.和复兴"c DPOUGHT 

AND REHAFŒLlTCVriON IN WOLLO ^ N D TIGPAI" rtDDIS ABABA> 1«"5). 

+ [ 4 〕 . I̶曹姆fâ洛克；TÏMEERLAKE.^ , $澜的Jttt [HFRICA II i CRISIS 

CLONDOtJ-- ir-rrERf lATICt`iAL INSTITUTE FOR ENUIRONMEWT AND DEUELOPMEh]T/ -

EHRTHSCAN. 1385)]、 

+ 海地土地扩展规化 C PROJECT PAPER FOR HAITI AGROFOPESTRY 

GUTSEi^^CH PROJECT >,PROJECT 521一一0122.) > U. S. ftGEl JCY FOR INTERf^A™ 

TlOÏ̀ iAU DE>JELOPMEf <T> WASHK iù-TON, DC, 19313 

t<[el.国家公il设施-关〖,人和生物部、"萨尔瓦多H:境t'况"DRAFT 

Et`l^'IRONMENTAL PROFIL.E OF EL Sf̂ _>XDOF?" . BUREAU OF SCIB-iCE AND 

I l 一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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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CHNOLOGY, U. S. AQEHCY FOR It'-JTERMAl lOMAL DEUEl—.OPMENT, WASHIHGTO卜K 

DC, APRIL 1982).还参见丁. P. ANDERSON,被！^夺的战争- 年的洪都 

拉斯和萨尔瓦多(THE WAR OF THE DISPOSSESSED- HONDURAS AND EL 

SALVADOR 1963 <LINCOLN, NEB. --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381) J 

和W. H. DURHAM,在中美州稀少的和率存的：足球战争的生态起因，C SCARCITY 

AND SUWIAL IN CENTRAL AMERICA： ECOLOGICAL ORIGINS OF SOCCER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UER3ITEY PRESS, 1979)]. 

* C ? l . D.史齊斯<SMITH> "献种族隔禽在南，'（"UPDATE：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QUEEN MARY COLLEGE, L.ONDON， 1984). 

*〔8]. 费肯马克(FALKENMARK)"水循环的生态学新途经将来的可(NEW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WATER CYCLE»TICKET TO THE FUTURE" 

AMEIO, UOL. 13. NO. 3, 1934) S.鲔斯尔::POSLE;L)水-缺水时期的管理 

的回顾.[WATER: RETHINKING MAINAGEMEINT IN AN AGE OF SCARCITY, 

WORLDWATCH PrtPER 62 (WASHIWGTO卜j， DC" WORLDWATCH INSTITUTE, 1384̀ .' j . 

* [ 3 〕 . E.伯廉œOLIN)等，温室效果-气候的变化和生态系统匸GREENHOUSE 

EFFECT" CLIMATIC CHANGE AND ECOSYSTEMS (CHICHESTER> UK: JOHN 

WILEY AND SONS. 19i36)〕；国家研究委员会> 该变气候CCHANQItNG 

CLIMATE c:WASHTON ,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3835 3； 

S - 赛 地 尔 和 E L 斯（KEYES；、 ，i^们能制止住`Jg:^现象吗？ [CAN 

rELAY A GREENHOUSE WARMING ？美国晃华麵环境保护II员会 

."•.:AG; '.j`;-i'`T'`:u-. - \J`:-. cr!̀ ;incMMr:tr?̂ L rpoTCCTicNi AG(?:WC\'- v?o`^``-

•••:in. 1ï OLOr P A L M E 导 T 魏 ， 安 全 贿 独 立 1 ^ 员 々 , 公 

*S'-A ：: COr"̀ 'MCt-l '̀:::r;i"̀'，̀"̀：•̀"̀'' ( T̀!̀  !De'?̀ ;̀ : PAÎ- J !X'Ol<S , iC-o2) 'J 

：::COFE, 核战争对环聰影喻[EWIRCiNMENTAL CONSEQUENCE OF 

:;'.'CLr:P ;"/M̀^ (C;IÎCI[OTE;?, U!-:s ， ， ！ 父 子 œ 公 司 ， 1 3 0 5 ) 3 

R.特可（TURCCO等所作的有关核冬天现象的一些主要研究-"核冬天：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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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爆炸对全球的影响"("NUCLEAR WINTER « QLOSf^L' CONSEQUENCES OF ` ` 

MU!LTIPLE NUCLEAR EXPLOSIONS,`''SCIENCE: 23 DECEMBER 1983) > -

P. EHRLICH等,*雜黑喑：核战争后的世界[THE COLD AND THE 

DARK ： THE WORLD AFTER NUCLEAR- WAR (. NEW YORK, W. W. NORTON, 1984) 

M. A.哈,维尔《HAF?TWELL)和T, C. HUTCHINSON,核战争3f环境的彭响"第 

二二1-生态上和:tlk上的后果CEf-iUÏRONMENTAL CONSEQUENCE OF :NUCLEAR ̀  

WAR , UOLUM I I : ECOLOQICAL (：̂ND AGRICULTURAL' EFFECTS .( CHICHESTER, 

UK- JOHN WIl_EY S. SONS, 13S5) 3；赚研究委员会，大气核实验的影响 

[THE EFECTS ON THE ATMOSPHERE OF A MAJOR NUCLEAR EXCHANGE_ 

Ey<CHANQE (WASHINGTON ,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3) 1 s 

GINSBERG "核战争的全球影响；近代苏联问题研究的回顾，"'` 

〔"GLOBAL CO!-)SEQUENCE OF' RECENT SOUIET STUDIES, " WORLD 

ARMAMENTS AI-JD DISARMAMENT sSIPRI YEARBOOK 1335 CLONDON"-. 

TAVLOR & FRHiMCIS, 1985> ] ； A. B. PITTOCK等，核战争的环境 

影响，第一卷对ê然界和大气层的影晌 LEN'v-'IROWMENTAL CONSEQUENCES 

OF NUCLEAR WAR, VOLUME I： PHYSICAL m i l ATMOSPHERIC EFFECTS 

CCHICHESTEF. IJH> JOHN WILEY 'î= SONS, 15S6) 1' 3. L. THOMPSON和 

S. H. :SCHNEIDEF!,"核冬.天的重新评价'"C' MUChiEAR WINTER REAPPRAISED, 

"FOREISN ' AFFAIRS, SUMMER 1986. ) - Y. I. CHf^ZOR等考査 

的核战争的后果.核战争的危险：«医生的观点CTHE DANGER OF 

NUCLEAR WAR-. SOUIET PH YS ICI ANS ' VIE WPOIN T (MOSCOW NOWSTI ` 

PRESS, 1982：) 3； S. QLASSTOf-IE和P, J. DOLAN (等.〗，核武器的影响，[THE ‧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3RD ED. (WASHINGTON, DC-

U.S. G0UERHhB4T PRINT ANS OFFICE, 1377〉]:国家科学院，多次核爆炸对 

f-ttr界围的长期、彭'〔. LOt-JQ-rERM WORLDWIDE EFFECTS OF MULTIPLE 

!-|UCLEAR WEATOi i DETONWIONS <Wf4SHIt-JGT0N, DC ; NATIONAL ACADEHY • 

11 1 9 



A/4,2/427 

458 
PRESS, 1975) ]s工艺学评定署，美国国会，核战争的后果[THE EFFECTS 

OF NUCLEAR WAR (WASHINGTON, DC= U.S. QOU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0) 3,联和圜，核武器的综合研究 COMPREHENSÏUE STUDY OF 

NUCLEAR WEAPON© < A/35/392) (NEW YORK s 1980) 3；国际卫生组织，核战争 

对健！^Hteil^构離响（日内瓦，1384〉 C EFFECTS OF NACLEAR WAR ON ' 

HEALTH AND HEALTH SERUICE (GENEVA: 1984)1, 

*[12].关于桀止使用严重玖命武器的有关规定最早出现在圣.彼#堡公约和海牙 

战争asss)；在圣.铍得堡公约告中规定:禁止使用达姆弹.在海牙战争中规定了 

可以使用的炸药的具体形式.另外还有一些禁i使用某些武器的规定：在1352年 

的"日内瓦条约》(THE GENEUA PROTOCOL)中规定禁止餓化«器和细菌武 

器；1375年的"限制发展.生产和锗备细菌武器和有毒武器协议>>':THE 

CONU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DEU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TOCKPILING OF BACTERIOLOGICAL AND TOXIN WEAPONS)s 

年的"禁止将环境限制技术用于军事或任何其它敌对目的的协议》 

<THE CONU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MILITARY OR ANY OTHER 

HOSTILE USE OF .ENUîRONMENTIAL MODIFICATION TECHNIQUES (1378〉]. 

*[13]艾森泰威尔的这麵§1自他的最后告纖说'"对美囯报社编缉的讲演`' 

rSPEECH TO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WASHINGTON, DC, APRIL 1953) M提,了"军事工业集合体" 

C" MILILARY_INDUSTRIAL COMPLEX") 

‧ C143根据R.L. SIVARD的删，世界军事和社会开支C WORLD MIL—ITARY 

AND SOCIAL EXPENDITURES <WASHINGTON, DC=WORLD PRIORITIES. 

INC. , 1986) 1. M. BRZOSKA等傲了更详细的舰"世界军费开支和军备生产"，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ARHS PRODUCTION", SIPRI 

11 ― 20 



A/42/427 

Chinese 

Page 459 

YEARBOOK, OP. CIT.)军费总幵支的具体数字只饞是一个估计镇，因为各国的不同 

的,也莆*^法兌换的货币,和各囯的不同的统计条件的限剌,统计这顼开支将有― 

很大的工作量.裉据SIUARD的估计，1983年世界军麵开支为728[3亿美元.根据目前 

趋势预,1386年,军费总开支至少翳要9Q00亿荬元,有可能达到；lOOiJO亿美无. 

*LIS!.SIUARD. 19SG EDITION, O P , C I T Î S I P R I YEARBOOK. OP,CIT. 

* L I S ! . SIUARD» 1986 EDITION, OP. CIT. ̀s SIPRI YEARBOOK, OP, CIT. 

*C173. M. ACKLAND-HOOD,"军费研究和军事繊开支` C` MILITARY- RESEARCH 

AND DEUELOPMENT EXPENDITURE", SIPRI YEARBOOK, OP.CIT. 

•C183根据。ECD '接助M娄员会(OECD DEUELOPMENT A03ISTANCE COMMITTEE) 

统计数字，（没有被普遍承认)，还根据SIUARD的估计，工ik国家对发展中国家 

的非军事的援助，约占所有工国家军费开支的5%.在美国，对外锾劭占军费开 

支的4%，苏联占1, 5%.在奥底利,丹麦,菏兰,挪威,和瑭典,对外援助大约占军费 

开支的 3 . 0 % ,在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 ,西镩, m m ± n m m m m i c i Q z 

以上. 

* [ I S ] . 根 据 L , R . B , N 等 的 年 世 界 状 况 C STATE OF THE WORLD 1986 (LONDON? 

W. W. NORTON, 19S6) 1.中国,1372年的军费幵支占国民总产值的工4%.这在全世界 

舰比例最高的.自1370年以来（除1373年〉，中,政府开始系统的削减他ÉI军费 

开支,到工S8S年,军费开支仅占国民总产值的7. 5%. 1385年中期，中国M又宣布 

裁军3百20万,消减了2'4%的军队.在陴根廷，在i3£54年,新总统REUL ALFONSIN g| 

减了相当于1380年军费开支的一半，（1380年是阿根廷军费开支最高的一年，接 

近4%的国民总产值），并把这些钱用于其它方面.S#总统ALAN GARCIA PEREY, 

231985,中，宣布他将削减军费开支，削减掉占閣民总产值5%é军费开支或闥防 

预箅的四分之一.首先他取消了购买13架法国幻影战斗机â5命令， 

11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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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a:.从ISSû顿iSSl年t第三世界国家的军费开支大麵年增长7%'而工业 

、家每年谱长3. 7X,'在1960年,第三世界国家的军费开支»1 C}?i的世界总开支， 

但是在iSSl年,这项开支舰了世界总开支的五分之` R. L. SÏWRD.世界军事 

'和社会开支(WORLD MILITARY AND SOCIAL EXPENDITURES <WASHINGTON, 

DC :WORLD PRIORITIES. INC. . 19S5)1 

‧ Cai a . L. TAYLOR,"第三麼界的军搴经济'（"MILITARY EpONOMICS IN THE THI??D 

WORLD". PREPARED FOR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BISARMAMEMT AND 

SECURITY ISSUES, 1331). - - ^ 

• C223. R. TiJLLBERQ. "¥1?导1^无油发展中的国家的癀务，"（"MILITARY 

RELATED DEBT IN NON-OIL CEUELOPING COUNTIES," SIPEI YEARBOOK OP,CIT.〕 

*C23a. R. LUCKHAM,"军事化在洲"("MILITARIZATION IN AFRIC". SIPRI 

YAERBOOK, OP. CIT.). 

*C241. I. THORSSON %裁雜綠间的关系，[RELATIONSHIP E£TW££N 

DISARMAMENT AND DEUELOFMENT, DISARMAMENT STUDY RE"IEW 

NO. 5 <A/36/53S) (NEW YORK-UN DEPARTMEf IT OF POLITICAL AMD 

SECURITY COUNCIL AFFAIRA, 1SS2:̀ ' 3. 

‧ cas:. ^ L . R. BROWN等的<(军火出口 >〉 (ARMS EXPORT, OP. CIT), ISH 

U. 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QENCY "在SIUARD军ifc^易总幵支05 

估算"，(ESTIMATE OF CUMULATIVE SPENDING ON THE ARMS TRADE IN 

SIUARD. 1935 EDITION, OP.CIT.). 

*[2S]. "職安全问邇达成―驗鶴谈判"("NEGOTIATIONS ON 

AGREEMENT CGNERNÏNS NUCLEAR SAFETY REACH CONSENSUS', PRES 

RELEAS <PR8-8S/17), IAEA, 15 AUGUST 1986). 

11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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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 2 7 1 . "长腦跨艇的空气汚染协议"("CONUEWTION ON LONG-RANGE` 

TRANSBOUNDWRV AÎR POLLUTION" .rS73年1 i/|3日起荜，1983年3月IS日生效， 

见M. J. BGWMAM HE6 D. J,. HARRIS ( 等 ） 的 ， 历 次 汆 约 和 舰 . 

[MULTILATERAL TREftTIES‧‧ INDEX AHD CURRENT STATUS (LONDON-

BUTTERWORTHS. 1934)1. 

*L2BJ.美国政府預箅t根据埃塞俄比亚的〈‧;:防沙漠化计划》xmri-

—DESERTIFICATIT:N PLAN)的建议的抗侵蚀、重新造林和其它措施餺要大约50百万 

mt.而年期津的大饥荒则需齊500百万笑元来缓减灾情,然而,在i37S年到 

1380年期间，埃塞俄ft亚却化费了平钩每年22S百万突元的军费开支. 

*C233. 防止全球军事化的国际条约有：南极条约（1353`>， （THE ANTtARCTIC 

TREATY)，莫斯科禁止大气层外部空水下核武器实验条约〈1'3«5；5:, , <THE 

MOSCOW TREATY }S'Af#ilMG NUCLEHP WEMPONS TESTS IN THE ATMOSPHERE, 

IN OUTER SPACE Aï-iB UriDER WHTER:J S夕卜部空间条约（13S7) , (THE TREfHlV 

OF TLATELOLCO)；防止核扩散条约（.丄3&8) (THE TREADTY ON THE 

NOÑPROl_ILEFÎfVriONûF r̀ JUCl_EAR WEAPONS) s和海底条约':：137：1) (THE SEA-BED 

TREADTY>. 

11 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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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a政府都应研究制定一小 "环境外交政策 "作为改 ^囿环境政策 s 

际合作的一种主嬰方法。 

但从长远前景看，在此我想世界委g会定会有重要的信息。我想，为了 

对迟早将发生的变革有所准备，取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从政治上说来将是 

正确和明智的。我认为，用比迄今所做的更为宽阔的办法去看待这个问题， 

在政治上也是明智的。 

小SI家的外交政策需要反映如下事实，即它的各翊政策已经日益^其他Si^和人 

民的环境资源基础产生影响，正如其它a家的各3®政策它们也有影响一样。太 

报告讨论过的某些能源、农业和其他地区性政策和讨论过的某^^*|"外投资、资易 

和发展援助政策，以及那些有关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废物和技术的改革，上述问 

题都是实实在在的。 

I ， 2 区域和区域间的行动 

2 9、 联合囿组织肉和组织外的现有的区域性和地区性机构需要加强,'并要* 

抠义务和贵任，以保证它们的 I S 目貞算鼓励并支持持续发展的政策实％尽 

管在有的领域，尤其的在发展中国窠之间，需饔新的区域性*3地区性安排，以处 

3 0、 有的 S突已经享有发屦的相当好的双边和区域性机构，尽管其*许多还 

缺乏为未来必需承抠的女为扩展的作用锝以付诸实施所需要的任务和支持。这 

组织包括许多专业性^边组织，如加拿大/獒国国际联合婺员会：欧洲的一些地 

瑞典自然保护协会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 i会 （WCED) 

公众听证会 

挪威、奥斯陆1985东6月2iM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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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性机枸如莱茵河、多瑙河和波罗的海的各种不同委g会；以及经互委、经济合 

作 * 3发展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这些组织提供会员国用于发展的强大基础，尽 

管它们大多有关于环境保护*3自然资源管理的国际合作顼目，但这些区域性组织 

特别需要把环境更充分地包括在宏观经济，贸易、能源和其他区域性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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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发爵eP®家同样的组织必须加强，特别是处于双边和地区性的组织，如非 

洲统一组织，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海湾合作理事会，阿控伯联盟，美洲国窆 

组织，东南亚国窠联盟以及南亚区域性合作联盟，能够共同在一起工作，制定计 

划和建立对危急情况和问题作出快速反应的能力。在这些机枸中它们需要建立可 

比的经济和环境统计方法，建立共享资源的定性和窆量的背景调査，以及加强减 

少环壤和发展危险的预警能力。他们要建立和应用协调一致的有关环境保护^资 

源使用的基本共同原则*3指南，特别是有关对外贸易和投资方面a 在这些方面， 

发展中頃窆通过分享共同经验和釆取共同行动，能够获多好化 

32, 持续使用和管理跨边界的生态区域.体系和能源也是一小需要的新重点。 

例如，世界上有二百多个独特的生物地理区。此外，世界的许多内陆IS家至少共 

有一条国际河流。大约四分之一的这些 i l家，它们的全都领 i属于 S际流域的一 

都分。伹是世界上二百个主要国际河流流域的三分之一以上，没有《fMÏ何IS际性 

协议所管辖，有合#性的机构安排的只有不到三十个，这种差距在非洲、亚洲和 

椬丁美洲特别尖锐，这些地方一共有1 4 4条il际性河、》L (il) 

33 * 为了釆取联合行5&规划保护和持续使用跨边境的生态体系,iyR^止沙漠化 

和酸化等共同问顆，各囿政府必须直接或通过联合国环境署和国际自然和自然资 

源保护娄员会支持区域性和地区性合作的发展。 

I ‧ 3 全球机构和31目 

34, 在全球水平上，存在着广泛的机构力量，它能螗重新指导世眾朝向持续^ 

展。作为唯一的政府间组织并拥有全世界会员11的联合国组织，明确地应该是具 

有全球性质的新机枸的倡议所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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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纵然这十^的机构和政策目标已经达到，人们仍旧会慼到对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今后的情况只不过比今天的情况将勉强妤一点而已， 

其理由是明显而且令人丧失信心的。尽昝各a政府、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援助 

机构在七十车代和八十车代初，把眼睛盯住了环境地球，伹近来的事实完全 

地表明他们所盯住的是"错了的地球"。虽然过去世界一直为投资*f`环境的 

影响袒忧，以及在控制污染和保护资源，伹我们大家都忽略了曾经被得意地 

称之为"可再生资源"的急剧下降。 

David Runnals 

环境与发展国际研究所 

世界环境与发展婆g会(WCED ) 

公众听证会 

渥太华 1986^5月2 6—2 7日 

35 、尽簪通过联合国目拨給发展 * S ^的资金仅代表官方发展援助（ 0 0 A )的 

一小都分，但在过渡剗持续发展和在支持发展中国窆实现这小过渡**S联合囿能 

够而且应当是重要的领导源臬，由于专门机构的独立性和协作的地方性减弱，在 

观存条件下，联合囿体系的影响常常被割，而且比它应起的影响要小，尽瞢这 

样，近来朝着组织改革、更大经济性和效率所釆取的步骤，能够改进联合国发挥 

这种领导能力，而将把持续发展作为一+重要的标淮。 

36 、联合国系统所有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必须承担责和义务,以保证其 3 1目和 

预算能鼓励并支持持续发展的各3®政策*0实践。通过各小管理机枸的l^f"应的决议, 

各围政府现在应当开始3{+各小重要机构的任务、IS目*0预算重新确定方向和重点 

以支持持续发展。应当在他们tP间更多地强调协调和合作。 

37 、每个机构都需要重新布置一^人员和财政资源，用以建立一小小的但是高 

水平的领导^专家中心。该中心应与计划烦目和预算程序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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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每小机枸都负有直接贵任，保证在计划烦目和设计时，充分地考虑环境和 

资源问邇，并从他们的预算直接榥供需要的财源《与这些新的贵任相一致，下 

^机构在它们自己的预算*,为某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基金会目前所支持的 

I S目，应当也承担全都的财政贵任：世 I卫生组织的"环境卫生"瑙目，联合国 

粮食组织的"农业化学品和残毒"，联合国救灾协调办公室的"自然灾害"，联 

合 国 工 业 发 展 组 织 的 " 工 业 与 世 界 劳 工 组 织 的 " 工 作 环 境 " ， 联 合 国 裁 

至协会的"武器竟赛与环境"，联合国国际经济与社会事务都的"发展计划合作 

的环境方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技术合作， 

联合 S环境计划 (下章将展开论逑)应继续与这些机构密切合作，协助确定新 I S 

目需要和监督执行。 

39 、作为联合囿体系的整体来说，象每一小机构一样也需要一小高水平的、具 

有评价、建议、援助能力的领导心，报告已取得的*展和必専的、持续发展。 

这样的中心应由联合囿秘书长领导。 

40 、 一般地说，渉及到机构间普遍的协调与合作，特别是为了达割持续发展的 

目的，联合国大会的各国政府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联合囿系统的责任联 

合国秘书长的权威。这将需要这些政府在所有联合国主要组织jfo专门机构的理事 

会的代表们釆取互补措；*feo这可以作为那些以建立持续发展目标和标淮为基础的 

相应决议中的不可缺少部分，贯彻到指令、计划和各机枸的预算中去。 

A l 、为了帮助发动和指导所需要的机枸间协调和合作，联合国秘书长要在他主 

持下，设立一个特别的持续发展委 S会。这 4 ^ s会的主要功能是商定各机枸应 

采取的联合行动，以有效地处理一Ji超越机枸和il际边境的持续发展的紧急问颗。 

2、论逑影响 

42 、各国政府还应加强现存环境保护和资源 

2 . 1国际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机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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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发展中国窆特别急需加强环境机构。那些迄今还没有建立这种机构国象， 

应把建立机枸当成重要的事情来办。^边和多边组织都应淮备为机构发展提供更 

多的援助。一都分增加的财政援助应当拨给设团体*3非政府组织，他们在保护5to 

改善本地和全If的环境、发屦和实施全国保护战略的工作中正迅速成为一支重要 

的、经济上高效的合作力量。 

44 、各工业化国窆也非常需要大力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机枸。多数囿窆面 

临着持续不断的污染问题的沉重包袱，5feB益增长的环境5fe资源管理问颧。中央 

经济都门和各都门机构由于承袓了持续发展和新贵任，他们将要求环境机构提供 

建议和协助a目前，许多工业化a家向发展中国^*f"等部门提供了机构支持、技 

术建i义和援助，而且，这种需要还要增加，工业化国家必然将在国际合作中起更 

‧k`更直棲的作用。它们将同他国窆和围际机构共同工作，努力觯决区域性和 

全球性的环境问颧。 

2 - 2 加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45 、当 1 9 7 2车联合S环境规划署肄立时，联合国大会娄之以广泛而艰巨的 

任务，促讲联合囿整个系统的环境行动，并提供政策指导（1"。该3^任务的执行 

依靠一小由五十八个成g国组成的理事会，一小高永平的联合囤机构间环境协调 

委员会（《») (14), 一小比较小的设在内罗毕的秘书化还初歩筹集了前五^的 

基金约一 4乙美^联合国环境署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指导并影响其他主要在联合 a 

系统内部，伹也包括联合国外的其他各小 ®际机枸的各项目和计划。在过去十 

几^内，环境基金每^大约花掉三千万獒元，而它的工作 * 3活动范围却持续地增 

加。 

46 、委S会已建议联合国各组织或组织之间以持继发展为目标，首新确定Ji目 

和预算的卞向和重点。在联合囤全系统广泛贯彻并努力实施持续发展方针的新形 

式下，联合国环境署应当是环境数据、评价、裉告和环境瞢理提供有关支持的 

主要源臬，也应当是关键的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问颞变革和合作的主要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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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者。联合顯环境署主要的重点和作用是： 

※在联合ffl系统内，就恢复、保护和改讲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榥供领导、肆 

i义和指导。 

※！^^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变化情况进行定期的监测、评价和报告（通过它的地 

球观测瑙目）。 

※支持重大急迫的环境《3自然保护问题的科学和技术研究。 

※建立环境质量标淮的基准指示物，并建立持续使用和管理自然资源的指 

导大纲。 

t+于基本生态系和由直接有关的各国政府执行并提供经费的目，需要支 

持并促进其行动计划的建立与发展。 

※鼓励和促讲"地球监测"所鉴定的关键问颗达成国呩协定，支持与<足进有 

关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的11际法、围呩公约*3 SI际合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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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领域环境已经很快地恶化了，而我们无法得如大自然能够容忍的 

界限在那 M o我们必须在釆取紧急行动的必要性方面取得一致，并裉快地行 

动起来。在我们国家这小问题樽到强大的、顺从民心的支持，几次民意测验 

结 杲 表 明 生 态 问 颞 已 上 升 为 优 先 重 视 问 亂 ^ 于 这 一 代 人 将 给 下 一 代 人 留 下 

下什么遗产，人们慼到焦、虑不安，在社会的大都分，主要在青车中间，已经 

荫发了新的环境觉醒。 

ten V.Nagy博士 

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环境保护麥 S会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i会（WCED )公众听证会 

莫 斯 科 , I 9 8 6东1 2月 8日 

※ 支 持 发 展 * 国 家 在 所 有 这 领 域 中 的 机 枸 和 业 务 能 力 的 发 展 , 协 助 它 们 

建立处理其术身问颞的特殊方案，同时，向各发展援助机构在^方面提供 

建议和帮助。 

※向联合国开发署、世界银行，以及:&他联合国组织和机构，就其 3 ®目湘技 

术援助计划中的环境方面，提供建议和协助，包括训练活动。 

2 * 2 . 1 环境保护问题的重点 

47 、在唤起各 I S政府对紧迫的环境问颞的关注方面
（
如森林砍伐和海洋污染）, 

在协助制定许多全球性 5 t o区域性的行动计划和战略方面（如关于沙漠化）,在帮 

助围际公约的谈判与贯彻方面（如保护臭氧层），以及在为各 E政府采取行动而 

) i备全球性指导准则和原则方面（如陆地污染源 * h海洋的污染），联合囿环境署 

一直是一小关键的机构 a联合国环境署区域海洋规划特别成功，它可作为:&他规 

划 借 鉴 的 模 式 ， 特 别 是 国 际 性 流 I 

48 、联合国环境署在联合国系统中的促讲和协调作用能^而且必须扩女和加强。 

在其未来的工作中，！？+关键的环境保护问颞应当特别注重，尤*是： 



A/42/427 

Chinese 

Page 478 

※发展、检验、协助、运用实用而简单的方法学，用于全IS整体5fta:程烦目 

a w境评价 -

※更为广泛地扩大国际协定（如化学品 * 3危险废物）； 

※扩大区域性海洋规划； 

※研究制定国际性流域的类似规划； 

※在为环境保护和管理肄立并实施技术援助和训练课程方面，审査需要性， 

并向联合囿组织5fe机枸榥出建议。 

2 - 2 - 2 全 球 环 境 评 价 和 报 告 的 优 先 重 点 

49 、虽然现在人们5{+全球环境状况的了觯比十^前多，伹仍然有较女的不足。 

监 测 ， 收 集 ， 整 理 基 本 的 ， 可 比 的 教 据 用 于 以 键 环 境 问 颞 和 趋 势 讲 行 权 咸 性 

判定，在这方面，国际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帮助津立优先次序 i f e制定有效的政 

策所需的信息也是有限的。 

5 0 、作为联合 a的环境数据、评价和报告的主罢来源，联合 s环境署应当为环 

境保护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全球性议事日程讲行指导。为达此目的，联合囿 

环境署的数据搜集、评价以及环境报告功能的说明（"地球观测"）都需要 > f f e为 

一小 " t要的优先觯决的问题有效地予以加强。全球环境监测系统必须在可能条件 

下尽快,大，全球资源资料数据库的发展必须加快，以填补环境评价和管理之间 

的差距。特别优先觯决的重点应当符合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使它们能充分 

参加，而且从这些规划中莸得最大的好化 

2 ‧ 2 ‧ 3 加强国际环境合作 

51 、除非各®政府更多地参与并欉高代表级别，联合国环境署不可能充分发挥 

它在联合国系统榥供领导和政策指导的主要作用，也不可能3{+各囿的政策起重大 

影响。春加未来会议的各 S I代丧团最好由部长们带领，并有他们的高级政锖和科 

学顾问春加。在未来的会议中，应制定特别条文，使主要的非政府机构扩大并更 

有意义地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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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4 增加环境基金的收入和突出使用重点 

5 2、 于一小致力于服务与保护共同利益、安全以及尺类未来的围际性基金 

来说，联合11环境署毎车三千万葵元的志愿基金基础未免是太有限和太不雊了。 

仅六个IS家，榥供了 1 9 8 5 ^环境基金的百分之七十五（獒、日、苏联、瑞 

典、德意志联邦共和囿和英国）US)考虑新的努力*f`环境保护和改讲的绝*f"t 

要性，姿员会吁所有政府直接捐款或通过术章后面都分 "向我们的未来投资 ' 

一段所提到的某些渠道，实质性地扩充环境基金。 

53 、在当前财政紧缩的气候之下，大量扩充环境基金看来未必可能 4任何由 

各国家用于联合国发展^目和行动的附加基金，可能大部分通过联合国开发署 

和联合国其他机枸的发展烦目的渠道。再者，有加前述，所有这些机构的预算 

都应当做这样的布署，使"环境的关注 f考虑）纳入所有 3 i目的卄划和实施之 

中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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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L 把项目集中到更少的一些活动上，使环境基金使用更为有效，由于联合 

国其他机构对某些规在由环境基金提供的活动负有投资义务，并从它们本身的预 

算中拨出充足的:经费,；因此有的环境基金可以腾:出来用作其他目的.这些都应当 

集中到前面指出的在晷的功能的优先的重点领域， 

55. 对有能力执行联合国环境署部分计划的非政府组织大支持并与之合作， 

也将增加环境基金的效用，过去十年来，在改进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的境保 

护工作中，非政府组织和系统变得日益重零.尽管如此，与非政府组织的环境合 

作项目从环境基金得到的财政支持，无论就绝对或相对两方面意义来说都下降了， 

从 1 9 7 6 年 的 4 5 0万美元（基金的百分之二十二 ）下降到1 9 8 5 年 的 3 6 0 

万美元（百分之十三） "与非政府组织合作项目的 3 ^、境基金资源的数 

量和比例应当明显增加，以便那些能铋经济一有效地向联合国环境署项目作出 

贡献的非政府组织的能力. 

3 . 全 球 风 险 评 价 

56. 未来一甚至是可稳固发展的未来一将以日益增加的风险为标志， " 

与 新 技 术 相 联 系 的 风 险 正 在 增 加 ， " 自 然 和 人 类 造 成 的 灾 害 的 数 字 、 规 模 ， 

频繁和影响正在日益加剧.对自然体系不可迩转的破坏危险，不论区域性的（如 

通过酸化、沙漠化和砍伐森林)或全球性的（如通过臭氧层的消耗或气候变化) 

都正在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 

57. 幸运的是，人类监测和测绘地球变化和评价危险的能力正在迅遝地增长. 

规在来自空间遥感平台的数据能够同来自常规的陆地监测数据结合在一起.通过 

数字通信和先进的情报分析、照片、测绘和其他技术，这些资料能在广泛的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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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的资源、气候、污染和其他变化方面提' 高速度的数据 

通信技术，包括个人计算机，使这些情报可为个人、公司和政府的使用者以稳歩 

下降的价格共享.应该采取共同努力以保证所有国家直接地或通过联合国环境署 

"地球监视"项目和其他特别项目，取得这些技术和所提供的资料. 

58i 各国政府负有重大责任单独去系统地收集这方面的情报，并用之于评价 

风险.但到目前为止，仅有少数政府达到这样的能力.某些政府间的机构有能力 

收集和评价风险估价所需的情报如"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对土壤、森林覆盖 

以 及 渔 业 方 面 的 情 报 ； "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 对 气 候 的 情 报 ； " 联 合 国 境 规 划 署 " 

对沙漠、污染物质以及地区性海洋方面的情报，半官方组织如"国际自然保护与 

自然资源联盟"也具有同样的能力.这些仅仅是一长串名单中的少数几个例子， 

成的风险提供有权威性来源的报告和建议 ‧除了我们提议的关于全球珏境评价和 

"联合国环保计划"的报导职能应当有重大的加强之外，委员会现提议把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的"地球监视"做为在联合国系统中进行风险评价的领导核心， 

59. 但是无论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还是其他政府间的组织都不能被期望 

去单独执行这些重要的职能 •为了使之行之有效，假设许多最严重的风险具有政 

治上的敏慼性，政府间的风险评价需要得到政府以外的独立权力机构的支持，几 

个全国性的科学组织《如 "国际科学联盟娈员会 "及其关于环境问题的 "科学娈 

员会"，它们执行特殊项目，如新开始的" i l际地球一生物圏计划"（见第 1 0聿) , 

执 行 " 人 与 生 物 圈 规 划 " 的 " 联 合 国 教 、 科 、 文 组 织 " ； 半 官 方 团 体 如 " 国 际 自 

之内.然而，仍旧没有一个受到承认的国际性的非政府的领导核心来统一和协调 

这些团体的工作， 

, 并对逐渐行 

；以及某些工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正活跃在这个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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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在七十年代，计算机的日益发展使各国政府、机构以及国:际团体得以发 

展 综 合 性 鍮 政 漦 型 。 它 们 通 过 ; 提 出 重 耍 钩 见 龢 和 热 心 的 许 诺 去 预 测 亙 相 依 

存趋势的后杲并翻定相应的政策选择. 2 - A 于没有提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 致 的 限 制 . " 虽 然 在 模 型 与 其 他 技 术 能 力 上 已 有 重 大 的 改 进 ， 但 数 据 库 

仍 是 薄 弱 的 . " 

61. 迫切需要通过对世界社团的严重威胁与风险提供适时的、客观的、并有 

权威性的评价以及公开的报告来加强并集中这些和其他团体的能力去完善并支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监测与评价职能，为适应此需要，我们建议成立一个 

" 全 球 风 险 评 价 计 划 " , 

※识别全球性的或地区性的危及全体人民或大多数人民的生存、安全或幸福 

的严重威胁. 

※评价那些威胁的原因及其可能对人类、经济与生态造成的后果，并定期地 

公开报导他们的发现， 

※提供有权威性的忠告与建议，指出应当或必需做什么以避免、减少，或如 

可能的话，适应那些威胁， 

※向政府与政府间组织提供另外来源的忠告与支持，使&在论述这种威胁的 

计划与政策得以实施. 

62L "全球风险评价计划"不需要创立一个新的国际机构，因为它应首先作 

为在大多数非政府的、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组织，科学团体和工业组织之间进行 

合作的一个机构.为了提供智力的领导并指导该计划，应当有一个甶知名人士组 

成的领导小组，这些人物聚在一起可反映世界上有广泛横向联系的有关知识、职 

业与地区性的主要方面以及活跃在这个范围内的主嬰团体， 

到方法上与假设上严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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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L 该领导小组将作为一个核心以识别该计划所论述的风险，批准用来评价 

那些风险所需的研究，并协调各个参加团体之间的工作.可建立由这些团体参加 

的专家组成的特殊联合休和工作组，也可成立由样些在科学、经济与法律的专门 

领域里的世界闻名的权烕人士组成的特殊的专家与顾问组织，该指导小组将对全 

面评价结果，对他们广泛的传播以及后续活动负责. 

64 该指导小组也将负责通过 "联合国珏境规划署 "的 "杯境基金 "、各个 

国家、基金机构以及其他私人来源的捐献，调动资金执行该计划，资金将主要用 

于旨在资助由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的其他组织所进行的各种活动，指导小组的费 

用仅占一小部分， 

4 .作出已知的选择 

65. 从本报告可以明显的看出，向持续发展转变将需要一系列的公开的政策 

选择，这些选择是历来就复杂而且在政治上是有困难的.在国家和国际水平上扭 

转非持续发展政策将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以告知公众并获得其支持，科学社团、 

私人和公众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能在这方面起中心作用. 

4 . 1增强科学社团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66. 科学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在青年人的^助下，在环境运动开展的最初时 

期 ， 曾 经 扮 演 过 主 要 的 ^ 色 . " 科 学 家 们 首 先 提 出 证 据 证 实 ， 由 于 人 类 活 

动日益加剧而造成的明显环境风险和变化.其他非政府组织和市民团体，在提高 

公众意识和施加政治压力以刺激各政府采取行动方面起过先锋作用.科学社团与 

非政府社团，在德哥尔摩举行的 "关于人类环境的联合国大会 "上起过极其重 

要 作 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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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杲非政府组织社团准畚将其持续发展的承诺转变为有效的行动，我们 

将需蓼看到来自政府方面和政府间社团方面的一种相称水平的承诺，即与非 

政府织结成真正的伙伴，非政府组织活动的成功和成本一效益，在很重翠的 

程度上体现他们行动的自发性和自主性. 

在非政府组织中间和各政府中间两个方面，我们必须寻找办法，去造就 

一个国际合作的新阶段.我们工作的紧迫性，不再允许我们把精力花在无成 

杲的和破坏性的冲突中，在我们在这个星球表面上进行思想意识斗争的同时 

我们正在失去与这个星球本身的生产关系。 

I 大卫 .布尔 ； 

1 环境联鉻中心 ： 

\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I 

I 公众听证会 

I 内罗毕 1 9 8 6年 9月 2 3日 I 

67. 这些团体自斯德哥尔摩会议后，在识别风险方面、在评价环境影响方面、 

在设计与执行处理这些问题的措施方面、以及在维持作为行动基础所需嬰的高度 

的公共与政治兴趣方面，也一直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今天，主罨的国家的 

" 环境状况 "报告书，靠某些非政府组织发表（如马来西 i E、印度和美国） . " 

几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对全球环境和自然资源库的状况和远景，已撰写出根 

有蒽义的报告， 

6Ç. 这些团体的绝大多数就其性质而言是 | i l家性的或地区性的.要成功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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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过渡，需要切实加强他们的能力.在日益增长的程度上，国家性非政府 

组织，从同其他国家相应组织交往中，从参与国际性项目和磋商中吸取力量.在 

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由其需要国际支持包括职业上、道义上、以及财政上 

的支持，以便有效地执行其任务. 

69. 许多国际性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联合会，规在适得其所而且活跃.他们 

在保证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与科学团体在获得其所需的支持方面起着重嬰的作用。 

这些组织包括一些地区性的团体，把在亚洲、非洲、东西欧和南北美洲等地从事 

环境与发展的非政府组织联系在一起，也包括许多从事于严重问题，如：杀虫剂、 

化学物、雨水、种子、遗传资源、以及开发援助等方面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的联合 

会.设在内罗毕的环境联络中心（ E I < C ) ,还设置了一个信息交流和联合行动的全 

球性网络.该中心縱 3 0多个非政府组织成员，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且 1 ^ 0 0 0 

个其他团体保持联络。 

70. 仅有少数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能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环境与发展两方面的 

问题，然而，这种情况正在急剧变化，其中一个，名为"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 

该所长期以来从事这些问题的专门研究，而且首先就环境与发展关系，提出了基 

本概念，大多数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能与发展中国家有关组织共同合作，提供支 

持，鼓励它们参加国际活动，并与国际社会中相应的组织建立联系.它们还在其 

各自区域广泛鲁取各种组织并建立合作关系，上述能力在将来会变得更为重要. 

没有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参加，日益增长的环境与发展问题，是难以得到觯决的. 

71. 非政府组织应高度优先重视其有关发展合作项目和计划网的发展继续， 

因为这些项目和计划，皆在改善非政府组织的双边和多边发展计划的实践.他们 

能够加强努力，去分享资源、交换技艺、并通过在这一领域的更大的国际合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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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各自的能力，为整顿它们内部， "环境 "非政府组织应协助 "发展 "非政府 

组织，为那些有掘于环境的项目重新定向，协助制定有助于持续发展的项目，现 

已取得的经验，将有可能为同双边和多边机构继续商谈提供有用的基础，并作为 

这些机抅可能釆用的歩骤来改进它们的工作。 

72L 在许多国家，政府必需承认并赋于非政府组织权力，以便使其了解和接 

近有关境和自然资源信息，赋于他们咨询的权利，以便让它们参与决定可能对 

环境有深刻影响的行动；当它们的健康，或者环境已经或可能严重地受到影响时, 

赋予它们法律赔偿和修订权利， 

731 非政府组织、私人和公众团体，在计划和项目方面，能为公共机构经常 

提供充分和有效的选择意见。另外，它们有时能同相应的组织直接联系，而这是 

公共机构不能办到的。^边和多边发展援助机枸，特别是"联合国发展规划署" 

( U M P )和"世界银行"，在执行计划和项目的工作中，应该吸收非政府组织参 

加.在国家一级，各政府、各基金会和工业界，在计划、监测、评价、实行项目 

的时候，也应更广泛地同非政府组织合作；只嬰它们在成本一效益方面具有必需 

的能力‧为此目的，各国政府应建立或加强官方咨询，使非政府组织能更有蒽义 

地参加到所有有关的政府间组织中来. 

74. 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需要以实质上增加的财政援助来扩展它们代表世 

界公众和支持民族性的非政府组织所起的特殊作用和职能.按娈员会的1：见，这 

种日益增加的支援一将使这些组织得以扩大它们的服务一代表着一种必不可少的 

和成本效率的投资.委员会建议各政府、各基金会、其他私人和公共财源，要给 

予这些组织以高度的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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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增加与工业的合作 

75. 工业界处在人民与环境交界面的前缘。或许就是这一主要变化工具影响 

着（既是积极地又是消极地）开发的环境资源基础（见第八素) .因此，工业界 

与政府双方更密切地一起工作，一定会得到好处. 

76. 世界工业界通过义务指导原则，对环境、自然资源、科学和技术各方面 

的工业活动，已经釆取了某些有重大意义的步骤，虽然这些指导原则裉少在区域 

上被扩展到或被应用到非洲、亚洲或控丁美洲，但工业界将继续通过各种国际性 

协会来论述这些问题. 

77. 这些努力通过 1 9 8 4年"珏境管理的世界工业会议" ( W I C E M ) " 

的召开而有重大进展.接着该会的召开，最近，一些发达国家的几个主要大公司 

组成国际环境局（ l E B Z ) ,以騮助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发展需要,这样的首创精 

神是值得赞许的并应予鼓励.如果它们为持续发展建立联合的咨询理事会，进行 

互相忠告，相互协助，以及在帮助制定和执行更好的持续发展形式的政策、法律、 

规定方面的合作，各国政府与工业界之间的合作会得到进一步的推进，从国际上 

讲，各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应当从适当的区域性组织开始，以便为持续 

发展建立管理的基本法规，罨吸收和延伸有关的现行的义务法规，特别是在非洲、 

亚洲和拉丁美洲需要这样。 

78. 私人部门通过国内外的商业银行贷款，对发展也有较大的影响.例如 1 9 

8 3年，发展中国家来自私有财源进款的比例，大多数是,业银行贷款形式,比那 

年官方发展援助（ODA )要大一些.自 1
9 8
3年以后，因为负债！:化 * f l业银行给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贷 款 减 少 了 ， " 



A/42/427 

Chinese 

Page 488 

79. 傻进私人投资的工作正在努力进行.这些努力应当使之适应支持持续发 

展计划，作&这类投资的工业与金融公司、出口信贷、投资保险以及其他有助于 

他们的计划，一定饔把持续发展计划的准则结合在他们的政策中. 

5 ‧提供法律手段 

80. 国家和国际的法律一向是落后于事件的发生.今天，由于发展对环境基 

础的影响步伐加快，范围加扩，立法王国迅速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人类的法律必 

须重新制定，以使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界的永恒规律和睦相处.紧迫需要的是： 

※认识和考虑个人和国家在持续发展方面的相应权力和义务； 

※为国家或国家间完成持续发展计划的行动建立并应用新的规范； 

※加强现行的方法和发展新的程序，以避免和解决境中的鲁执， 

5«1承认权和责任 

8L 1 9 7 2年，浙德哥尔摩宣言第一则说："在一个有尊严和幸福生活的优质 

环境里，人们对自由、平等和适当的生活条件有基本的权利。" " 宣 言 进 

一步宣称：各国政府对保护和改进现代化人和后来人的环境具有神圣的责任，在 

斯德哥尔；!会议之后，几个国家在他们的宪法或法律中承认了人们对良好环境的 

权利，以及国家有保护这环境的权利. 

82L 各国承认他们有责任为现代化人和后来人保证一种良妤的^境，这是走 

向持续发展的重罨的一步.然而，社会的进步还将由于承认诸如个人有对了解和 

获得受咨询的权利，有让他们参予决定可能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行动的权利，以 

及当他们的健康和环境已经或可能严重地受影响时，有法律赔偿和恢复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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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去做什么呢？我们作为个人或个人的集团享有资源上的领地，我 

们需蓼规定行为的共同准则，不詧我们是谈论一个家庭、一个小城镇、一个 

省份或一个国家，或者世界钍会这都是真的.然而，行为共同准则定义的本 

身不;^以创造规章的主体. ； 

罢有效地工作，必须实现某些基本条件：在社会成员中有一个总的愿望 

去接受和遵守规章；有一个政治体制不仅是为了规定^确定共同行为或者准 

则，也是为了釆取现有的规章在社会内部进行改革；有一个确定依从国际弗 

则和法规的手段；最后，有实施的方法， 

弗 格 浙 ‧ 瓦 特 

世界联邦主义者世界协会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 ) 

公众听证会 

渥太华 1986年5月26—27日 

s a 享受任何权利需要尊重他人的同样权利，并承认互惠，甚至共同的责任， 

各国家对其公民和对其他国家有责任去： 

※维持生态系统和维持对生物圈功能所必不可少的相关的生态过程； 

※通过保证各种植物群和动物群的生存并通过促进保持它们的自然生境来 

维持生物学上的多样性； 

※在开釆现有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中，遵守最佳持续性开发量的原则； 

※防止或减少对环境有明显的污染和伤 * ； 

※建立适当的环境保护标准； 

※负责或者要求先期的评价，以保证致力于持续发展的主罢新政策、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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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新 技 术 的 的 实 , ； 

※立斛么、布所有有关有害潜在有害的污染物质排放的情况，尤其是放射性排 

放情况‧ 

8 4 建 i 义 各 政 府 釆 取 适 当 的 歩 骤 来 承 认 这 些 互 惠 权 和 责 任 . " 但 是 ， 

由于各国立法制度和实践的根大不同，不可能提出一个在任何地方都行之有效的 

建i义，其些国家已经修改了它们的基本法或者宪法；其他国家正在考虑制定一项 

专门的国家法或宪章，规定公民与国家对境保护和持续发展的权利和义务 .其 

他的也许愿蕙考虑任命一个全国委员会、或公共代表、或专门人员去代表现代人 

和后代人的利益和权利，并且充当环境的监察人，当出现任何威胁的时候，向政 

府和公民发出警告. 

5 . 2关于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的世界宣言和公约 

8SL 以 1 9 7 2年的浙德哥尔摩宣言、 1 9 8 2年的内罗毕宣言，以及许多现有的 

国际公约和联合国大会决议为基础，现在需要在一项新的宪章中加強和扩展有关 

的立法原则，以指导国家转向持续发展方面的行动，这将会为着手确定所有国家 

对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的主权相互责任提供基础并随后扩展成一个公约.宪章应 

为国家与国家间的行为规定新的法规，包括先期通知、商谈、以及评价可能给邻 

国或全球民众造成影响的基本法规，以便我们在共同的星球中维持生活与生命. 

这些规定可以包括一旦发生可能对它们的 i f境有鲁影响的事故时，有义务警告和 

通知邻国，虽然有少数这样的法规已纳入某些双边的区域性的安排之中，但甶于 

对那些为国家间行为而制定的基本法规缺乏更为广泛的协议，以致损鲁谷自的或 

所有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发展潜力. 

86. 我们建议联合国大会负贵准各一项世界宣言，尔后制定一项、境保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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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法 律 不 是 孤 立 存 在 的 . * ^ ; # j i > F # * * i t 在 i 作 过 去 十 五 年 发 展 的 ' 

j经验告诉我们有这样的危险，来自西方的官僚政治将尽力用许多法律扼杀社 1 

I会，如在印足因石油和煤气税收问题引起的事件即是一例 .他们有许多法律（ 

I比如要求五人或五人以上的集会必须取得警察的许可 .有时候我慼觉到或许 I 

I最好的政府就是那个统治最小的政府 .象这种事情，我有时慼到亚洲国家可 ' | 

I 以 相 互 学 习 ‧ I 

I 艾 迪 ‧ 萨 梭 诺 I 

I 发展研究学会 I 

I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 j 

I 公 众 » 会 I 

I 雅加达 1 9 8 5年 3月 2 6日 I 

1 I 

持续发展的公约.可以建立一个特殊-的协商小组，起 i i 言稿，以各在 1 9 8 " -通 

过 .一旦宣言被通过，该小组就进入准 4公约的工作，公约以宣言的原则为基础 

并加以发展，目的在取得一致同意的公约正文，以各三、五年内由各国签字.为 

便于早日跨进这一进程，本娈员会已经提交一些建议中的法律原则供联合国大会 

考虑，作为特殊协商小组考虑的起点，提出的法律原则已经包含在由该小组的国 

际法律专家们所准各的第 2 2条款里，提交给联合国大会考虑的原则，本娈员会尚 

未通过，或者尚未详细地考虑.原则和条文摘嬰见本报告的附件一. 

5 . 3 加强和扩展现有国际公约和协议 

87. 与此同时，各政府可按下列办法加逑努力去加强和扩展现行的和 I！为专 

门的国际公约与合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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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或修改现行的有关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全球性与地区性公约，而且用 

更为饱满和严格的精神去应用它们； 

※重审和重改那些需罨跟最新的可使用的技术和科学情报相一致的有关公 

约 ； 

※协商新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公约，或者安排旨在促进环境和发展领域里的 

合作与协调工作（包括诸如：关于气候、关于危险的化学药品和废品、 

关于保护生物学上的多样性的公约和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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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理环 M S i管理籠上，也应 M t设#翁法庭和画际公正法庭 

Mi, I I 賤 令 f â 第 喊 M 歸 赚 1 庭 ， m m m > 包 括 环 境 

îmmmh`immit 

s. 向 龍 縣 来 M 

§ 1 我 î ] - 直 不 遗 余 力 餘 示 ， 錢 正 義 环 境 政 策 据 有 长 關 经 济 意 义 。 

但 是 ， 可 1 大 笔 麵 « f t 錢 動 籠 用 M S I I I I I . 污 染 

控 S 设 备 、 m m u h umummmm^而更普遍 
的是为了减少#穷。为 1錢 , , 1 1是 1絲肺 1体投资。 

国家a行动 

! 5 . 过去的经 I教育龍，这些开支是好 M资。六十年伏后期， m i 

mnrm%mmnm^ Mummt « w产、 « 

%mm>以M坏环境«式下fi经s致重大,錢失。mm,为了 

击 退 某 龍 失 ， 他 1 〕 « 餅 境 , 脑 这 - « J J 开 支 ， 似 5 辨 占 国 民 â 

收入的8，上升HUf< J且在某I国家，七十年代末上升到2眉。I设将来 

采取«水平的经济增长，这 I ,的国家对环境锞护随 M许要看 M 2卜 

imMmmmmMur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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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要去解决环境题和食穷隨，特 I是在第三 I界， 

继续发展经济M要的。第二， mmmufmu-m 
来 。 愈 来 愈 錢 人 - 龍 館 I I 全 f 漏 浦 翻 關 。 I 三 ， M - à 
很-致随 M ,錢严 M环飾 w经肩长H环 I是 « M ,并且 
还会鼓lîïi « « «率；M l t l É l è o I B , 滅 « 续 发 
展.，良好环境以及所有人的极好的生龍准，必须在态度上要有大fi变 

欧 践 环 境 专 员 
t 界 环 境 与 发 翻 员 会 ( 

奧 斯 陡 ， 年 6 月 " -

公 众 H 会 
A 

基
 

在
 

经
 

已
 

中
 

发
 

I
 

包
 

个
 

各
 

资
 

「̀簡
 

方
 

i
l
 

这
 

有
 些

 
这
 

价
 

大
 

7
 

爾
 

方
 

费
 

害
 

境
 

环
 

资
 

产
 

坏
 

毁
 

康
 

.
建
 

n
类
 

面
 

现
 

駕
 

规
 

定
 

有
 

上
 

际
 

Ô
 

升
 

上
 

伐
 

在
 

參
、
 

失
.
 ,

i
 

截
 

开
 

还
 

阶
 

境
 

环
 

击
 

不
 

要
 

霄
 

资
 

大
 

iû - `仏 



X/42/427 

Chinese 

Page 496 

坏絲ffiMâi:錢司 
醫 

，ÈW这Si> Ê輔î本资本财产 

51 I严格8经济术W讲，这歸用M益-践讲要比,国家里所 
M M 大『 "。然而， 1 1之外，许多国家践经關、 m m m 
mm%m%nmmmm^mêMHm 

今天经f是ftti«iM。 tiifistiTïi?a. %m`i 
程，而且 ¦ i了 « «耗水、浦 M其它 I測较小 M î l「，目此，更 
为经M有竞争性。 

化 P I告龍议.ft方法开始重新髓主要经 « i l M I M家I輕 
兔将據îf浦WMItrt補îAftH,,并賤Mi它M来经济 
浦景。M« « « E W » « i M P I « l l l l l l l - U 
munmmmummmmtn^ si, r m 

l i i i i 

亂 龍 棚 家 如 請 述 需 ； 

ummm>mnî 
加 来 自 关 于 境 随 、 保 护 K 
过必 « â l M雜发展。 

其 专 n w f t ; mmh mmm\r', mmum> 

t T i u m r m m m m m m i m其它i關体，如 

"隱农M究，龍体。s,麵WteSI与)il上有主,,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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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Mmmsmm%miimmMm 
中 国 家 。 « , mtimmmmi$mmmMm 
議 、 ' ' . 

亂 tiiwwiiiiii, mt\h m$mmn 
发展伙伴关系，面且从整体,«,它MM是实质鶴和普遍性6。它u在 
mmmPimmmî^%tMîïmmHî 
发展中随 « M W S M « « S "龍.， i l耗想關。 

'h 

界 环 境 与 发 展 委 员 会 （ ‧ ) 公 众 龍 
Ë西，E西利亚,s H , I M 

会 

i l l i l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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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3. m-r^ ' ， 货 絲 金 会 " ， K 及 " 龍 发 展 由 于 它 M H 
各 t ' l 歸 聽 M 重 大 M l i t t ï i 予 其 義 i 
赚 薆 碰 多 龍 广 泛 M « « 特 賤 世界银rtt 

%mtmmmmn ^'imr mtm%mu 
关 心 环 鄉 « « 持 龍 发 « 龍 了 î大M头作i 。 这 I - 个 « , 开 端 
但是将是不.II « « 到 它 « Î 本 s 许 诺 ， n m m m M n 
Mmmmmmmii 力 。 « 它 多 边 发 

是一祥。 

14. TOiMt"stitsîfiiiiiitrriA¦¦*. 
如 第 三 章 觀 ， 靜 随 î f S « I M f l 条 件 践 館 龍 发 展 。 
有必要fiTOMïM"M,麵目标与«¦.A其龍与计'I之中 

m, mmmrmMmrmmmumm 

在每-个I讓¦î-个高M办公l,具有权威与资fMM有政策、IB 
umMîmuh mmmmmmmin 
的年度评t与I告。鼓SJfMI方法，承认SMal是有经 
驗M且霄要迸-歩工作。 

m. 这MM, mummMmtu-Mi 
‧年,它龍过了-个 1 1歸发襲 f f麵策与程序,言"。B M后, , 
它Mif有关环境,M|I,S会 头 M " `有些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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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切与评MA它M计«¦`M定M定了 I 義 龍 与 

mm% mmm-mmtmÈmmo i之，正 
联合 ,龍龍 " W i任个五年 I M M随样， " W I E 

在使环觀M考虑IMWHtWt方,$館正職得M 。有几个 

II 

w ：大的 
d, !M") 

il. n安排与支持在M項目与全国«M略方面的投资（这i战略在 

的国际锒錢龍样-个专 f S M M M I W f t t I发展和 
保护||J生I和生«W龍«ftBfâM«ï«便，龍ii具有 
I际意 W生态环境' m t i m m ^多MM织以及 
s努力。 

在主 经: ft委员会（•)的M里，自七十年早M来，II-
mmMmmmmrmu\mm%uM 

究和发展计 I ,并 « M m为 i兴關麵 w « « i , m m 

A 

¦fin 
：锒行 

雄 瞧 M i l 

sr的总数。M三章M, f要在 « « « M以下三个主要: «给予 
M先权与重点。 

1新關MfW««î!«i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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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M 賤 去 I I 许 多 龍 巾 , 随 ， 靜 « i f ¦ 生 态 系 基 
截. 

'I专MitWM浦发IS漏脑上与专lis能力。 

亂 m i 、 1#、 i i、 Ii, A t i B M r n m s m n m 
边後助计關建议已在龍告的前几章提出过。本章的头两个MMféM发 
展中画家翁机栲与专业能力的建议。其焦点西此是在第-个方面J证所有双边 

援 M 目 I 支 持 龍 发 關 龍 旌 。 

今天聽題不是来自标有 I潭、经挤、者人口统计学的标签，也 

不是来自注 I -个醜个 t t J签条。 M是交叉鶴、賴性或全球 
性 鼉 。 

81也不主要是科学M«M題。科学方龍M知识，技术方 
面我M工具。M基本上是政治、经MttMM。 

à? 浦 布 罗 姆 

, 究 李 隱 合 会 

世界环境纟龍委员会 公 众 , 

ill. ii去十年，双边援SW已经龍地把注意力放在它讓«Mi的环 

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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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m 畔 关 于 六 个 主 , | | « . « » « 迸 , 实 , « 查 条 1 , 

M有 -个，龍 M關际开发 〉 > 它 有 , M I 实 腿 工 條 
序 j M f后有其 f霄,人力 M。 后 ， m m m m % 
i l . mmm>践i定了 i i t t w 館 ， « i 。 麵 ， 簡 年 对 
这翻南肺调查后，得 M结论是很少有事实 H它! ]側系统誠用 

《<0》 

11 n 
1 L. 

m m ||fi|t; mmmmmim 

m m 
承担环境 
公室，去 

有Stt 

t ilt 

心办 

M 
减少 

6年,采取 

-turn 
策 M i i r ` È K « r s 匪 n 委 员 会 ， " « 委 员 会 " 

评 ' 价 任 錢 会 适 人 麵 ， 4 龍 在 每 " 个 M 内 设 " 个 中 

I构尽可 t f t龍 f i这-建议 
M||*o 

在 论 ï " 寻 ， 章 î 中 ， 鋪 龍 出 - ， 关 于 在 联 

imm$nimmmmmmmh mtmk 
mmmtm> m m m u n ^ 计 肺 龍 ， 通 过 重 新 ！ ! 
龍 有 。 - f i ' f f 義 浦 « 諫 龍 « 潔 , 

L ¦f:¦i#. fMmmtmmimm 
¦¦¦M¦¦¦o 金 , 随 织 不 得 不 继 ! 

1 来 , 话 ， 縣 各 歸 ï t M 、 各 M 自 聽 献 ？ 世 

, - 的 传 统 

m'mm 

!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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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畿 棍 « 资 本 市 f 上 1 来 M 金 ， m m t u m ^ 

m, MSI««ittiiAllfiiiSMI««llo它 
¦ ] 不 是 î 麵 于 多 賤 賴 。 从 各 « I t t , 款 M l 龍 自 龍 款 提 M 

l : 小 得 多 ， M « « i i 據 籠 賤 f M f 是 隱 。 

mmmmim\mmm%^mmmîum 
不MSi:M实主义。«--WlSi賤,I来î-̶IHI其对 
支持持续发藝霄要»变得MM可少，î么M«主义将霄要它。 

î 为资助国隨s寻求其它«il手¦/M是更自rt, A乎又M联 
；合I 細 合国本身上来了。.然而》îlfim年当，胜沙漠化行动计 

时，各政府才正式IM自I过户MU, ？是絲未I行。该计 «号召建立特 

IÎ会计，它不'Ki从传,来f H资金，IIMiHllïMMi. 
包接承I自MtM年tt施。 

从那.以后，-pjif究龍告2经识Ml«-个1««新来 

联 合 î 环 麵 f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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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来自国际共管 ' , f t教入（如来自,渔业与运输., I洋矿 i ,南 
极区资S,ï賴歩龍MfâSWffi,); 

1国际贸易稳收（如普«M收；能贸易货M收，%%U% 
||f ||Mil tllg 

\ ,M»施（如特， 
的 清 费 « : 

：金储备与È 
权 与 发 麵 货 币 基 金 

20. ê簡年M告中，"布兰特委员会"号召从更多W上逑自tl,来隳上 
IMMâo 而錢 I告中， 1 ï兰特 m "龍 M賴有报 
告上提M这I最有贛于絲縣i不要完全不M考！r"。然而，这Ê提 
议 又 - 1 由 于 只 考 籠 « « 醒 有 額 棚 际 « 上 。 

i n . 联 大 专 | 〕 錢 ， 界 f f 境 与 館 委 员 会 " 去 又 關 麵 内 寻 找 
来I。 IfitlllT. 讨了 浦 « 和 生 « , 不 同 过 

渡 时 , f t S 、 歩 W l i , 我 关 I M « y 来 I 漏 入 M 
议中，至少有-SIM变得不««于将来，W«更M霄了。这个委员 
tlWMfllll*IIWâlllitAièlll¦¦: 
而且应M认錢考. 

M M 

». 4本1纪的悲中..支持这个I關人类世界与其栖息的地球之關关 
系经历了深顯变化。当这个t纪开M之时，不论人类I目能术I无力从拫本 
mi%%%l^ -mimtits不仅大MM人类！ 
动都有了这个力量，但是主要I «然的变 M生在大气 I、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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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系 中 。 « 率 « 了 科 学 评 价 与 忠 告 的 

个不 , ï， M界。練许多 ï ê賴途径以将: 
程上餘人M«tl。 

安 排 在 麵 

m «1曾经龍地把我ttM#tt目翁机漏实现'«上，S在那1能 
m m m m m ï ^ 但 i n 后 代 誠 择 ， s i i 这 - 代 人 必 须 从 现 

m. % m i m m t î m m m i m i > n m ^ 必 须 

就这个拫告作-个主动M充。%t mmmmmÈ^把舰告 

给联大之后fi-个适，馳，w召开"个I际会议，BSWIÎ展，作出 
进-歩ft安I,在人类霄求与自然法M指导廳内去定«ïâ«持人歸 
歩。 

125. m u m m m h m m m ^ m m - i m 

和优先 M上产生膽。尽 | | M大为不, f t , m m m m m > 

我錢 - I隨 I W M « « «。 

m.我醫信念是-襲，这,个星球上05安全、幸w生存有I于这漏革 

:'j 10 

1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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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 ; 关 龍 I , 騰 与 I « ï " 簡 年 于 日 内 瓦 。 

luwmmmmm%nMîmmm%> 
mmmmM\ « 马 i 亚 大 学 》 侧 究 M , mm: 
巴特，塔斯马尼亚（将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i T f m m ) 卷 - 与 卷 二 ， rmmm 
会 r 准 « 脊 景 # , 料 （ 蘭 年 于 Ë 黎 

4, mmmim 《 « i « ' i i发 i卿 i》 « f mm 

1. 

RJ特兰If («¦¦'IIS-¦¦$¦ ，联側联合贿小组，15 
年于日内瓦。 

尔 南 多 f 《 开 发 « , 雜 与 发 展 》 . 为 簡 准 备 M 料 ， 簡 年 
曰内瓦。 ' 

'可能涉及环境 M M目单～美關际开 s r 转呈 I会，膽年 , ï 

鎖 共 法 " - 嚷 。 

L , 盖 I农 I《魁保护自 « 1 》，《为了'誠经 M学》， m m 

mmmmih M《關自MMMÎM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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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接来自搵赫麵ft详«ftM究.i fr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M 
翁 《 情 I 与 自 然 龍 》 （ ， 年 于 巴 ¦ ) 。 • 

Î.弗兰德著《自I龍会计学I它与经WffM计学8关系》,ÈH 
统计数字， m ,肝握太华。 

18.在许多 调査员讨Mi不M«Mit霄ï有-个I翁『关 
于环境S外交聽"，M»是É««fi组织于 

员共隨Mo 

II. 

\l 

r晷书长 I告 J际龍盆》发襲 8术鋒济方面 M l " ,联合P/ 

I l mmnmo 有关 i际 M M «単，自" i隨护自 
然与自然资1联|"的"环境法律中心"提供。另见"关于发關技术合作 

关 于 《 随 龍 与 龍 盆 1 开 发 与 管 理 经 I 》 , % m m 

合国，纽约，m〗年）。 

龍年，fff与自践龍wMi齡s«Miii。 mmi 
哥尔摩会«,仅有斜国家有这样的机构。见"1界环境中'『良叛的 

13. M大im年i2月关于"为,环境合作的机构与财政安排"的决ijum 
(XXl)o 

4. , t t w " ê »畴觀 I ,其雜由 ：委员会"（航）承担 

! H 



A/42/427 
Chinese 
Page 507 

11 

m ：官员委员F(顧》) 

5, mMm>M\m\wmà 
万 美 元 0 见 糊 环 m年年度拫告: 

5年有損款588～» 

( 誦 年 于 内 罗 毕 ) 

I. Mil, |#V.U 

. 厄 克 特 与 U 

事 r , 1 畴 ) 

"风险评价与凤I 

:M:生 英国比斯特:"存漏 

, 化 > 〖 關 i i 》 ， 簡 年 J i S 躯 ， 护 基 金 ` 
翁铺曼等 I mmi}评份发展中国家农賴雕，I兰，格罗宁根 

大学,ifîi年。 

A .戚杰克曼与 l , i j â i M mmdmmmm 
賴际学t"『S典红十字会"，im年) 

I l " 世 界 气 象 ï 『 i î 二 議 l i M M M i î i M l M M 

ilittlliiitio臭MmM,簡年inf ？ ～ m 
气象组织，,Hi (B内瓦:"t界气象组『〃科学联盟国际理事会"/，'联 
合国环境S划署、im年）。 ' 

为了总 M察现践术和可龍，见 A . 画 L A | 《发 M选择》，新镲里, 

《关于龍发展支 

肌 ^ x m % \ 

的 决 定 》 》 m m m m 

,A: 鼠 I M l M i M i M i 醒 ) 



A/427 427 

Chinese 

Page 508 

Il 6尼（§究È任）î《歸到讓年报告》(Oit, 

索-一 - M誦第-个年代》对各神: 

ï ' i s父子公司M,赠）。 

» • 力 一 縣 现 察 絲 錢 织 对 环 境 M M ê 各 国 糊 际 上 M M f 献 , 

M\ MmiMmmmnmnmim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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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于 i m 年 拿 大 I 太 $ « 『 t t M M I 魏 " 。 • 

I l u m m m 
m ； 年) 

It. «M'l¦¦ 翁年度拫告《t界状 

环境 « W l，《t界资龍告》W"l ,护'自然与 
I f t l l f i l ) 0 .̀  . ̀  ‧ 

I Til 
；赘瀵联1 

t 
波 兰 、 , 、 璜 典 、 美 国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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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35. 

»* 

31. 

尔 - M 賴 《 环 關 關 餘 J i 》 、 luirt̂ ra||Èo 

" 经 窬 合 作 与 发 展 i 织 ， , 《 环 境 与 雜 》 第 ， I l m。 

miiimm mm), 歸会议的结杲 
( 巴 黎 ， 赠 ） 。 

关 环 境 发 M f t 委 员 会 " 1 « 翁 要 报 n m 
的 { \ m m ) ， I c 

擄》trf ® f' 

'mm%wtmi〖，fUEi"iwiti≪委员会 

特区主持召开。 

!i. 'I际野生I导î金会，，ïtinii mm\i) > \mm 
太 华 呈 交 r a 公 共 翻 员 。 

35. U , G.约翰生与U.布莱M《环境与龍M》（ft敦/环境与发 
展国际M", 1!畴）。 

49 J .霍 « I f《环境 1导關 « 龍 导 的 分 析 
( M与 I兰 1 :，境与发關 f |护自然与自随薰国 I 
薦 年 ） 。 

HK)\ummwmÂri 
与 瞧 境 f f t 》 , 
5) 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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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Mt'limii) mm)《有s于发践I項目与幾漏环 
评 翁 所 霄 要 翁 脑 》 ， ， 济 会 作 与 袁 龍 织 ` immmm^ 

经济合作与11组织，《环境专nf作》第4号mmmrn 
" 年） M ，《环|if翁与发践M§后I告》。 

联合I文P/W 
议M告》0 

联'側，m年）《联合I关于沙 ii会 

«IIB. 18浦与〗.â, ï格尔合I的《资助国际霄,新手段 
mm%M .，华: 特 区 ， 測 年 ; ， 側 环 麵 文 件 / 

I旌与手 I i/iz亂i,OT年，《资助实施i胜沙iM动计划 
i l ； m 《 « 联 合 I I 胜 沙 瀵 究 》 ： 秘 书 长 M 告 , 
联 大 文 體 , 〖 达 « ' 马 斯 克 杰 尔 德 基 金 会 " 写 | 《 M 展 自 

$m%), H ft《发«话》簡年第"Ih联合国《资ft联合 
IMS计IM究J书长随告》 > 联大文件â/»/Hl,W 

i i t M i i i î i i t t j » mâ-mm)(餘;泛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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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祛专家组通:H的关于环境' 

I 、 总 则 ， 权 利 和 赍 任 

基 本 人 权 

.1 、全人类对能满足其健〗#和福利的环境拥有基本的权利。 

• t f i人的平等权利 

2、 各国为了当代和代的利益应保护和利用环境及 S 然资源。 

保护?fn持，！ 

3、 各国应维护生物III发挥功能所必需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保护生物 

的多#te ,在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时；应遵循最佳持续产」?1的原 

则。 

」 ！ ^ ， ？监？1 

‧1 、,各国应建立充分的环，护标准，监,环境质 ; t和资利用的变'化并 

‧ 有 关 的 数 据 。 ： • 

*该提纲是以国际环境法专家组(专家组成员名单见附件 : i )向rêilé錢 

交的报告中更详细的法律内容为基础写成的。iMiâ《仅为m则和条款的主要精 

神 ， 而 不 能 代 卷 全 文 , 全 文 《 环 境 保 护 和 持 续 发 展 的 法 厚 则 》 即 将 出 ( 多 

德雷赫特，'荷於- : M a T t i n,ws M j h. G ff出厥社) 

环境预评 

5 、各国对于已提出的并可能对环境;i^f重火i;N;l的活动戎自然资源的利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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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通％，参与和正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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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If对已列入计划的-并对于环有重大影响'的活动应及N"it知全-

关的人。i合予他们平等地参与行政和司法过程Éi/权利和通过正常的程序。 

寺续发厥;iî':icj:«i 

'< 、各国应保证把环境保护作为^划和开.发活动执行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并对其它国家，特别是向发展中,家 3 

'！^作总义务 

文持
3
:1、:％ '和持续发展 

8、各国应在履个？上述权利和又务的过程中，和其它国家真诚合作， 

J :L, ― ， ， , | l 然 资 源 和 . 环 境 影 ！ 气 的 邑 则 ， , 利 , ' 夂 , 

i ， — f f i l 翻 — — 

y`各国应以合理和平等的方式利用跨阖界自然资l!ï„ ` 

Jiï防和消除环，影响 

1 0 .、各国应预防或消除可能引起或引起严重危害的任何跨画界的环境影 

响。（以下1 1节和.i 节中所列情况除外） 

严格贲任 ` 

].1、当进行或抵准某些危险而有益的活动时，各国应采农合理的预防性 

措施限制其危险性，并保证一旦发生重大的跨国界危害时揭供赔偿，即使.采 

JRff'力时并不知遊其危害性。 ` 

关于预防危兽费用大大超过.危扭I成的祸失时的预先协议 

1 ^ 、当计划进行或批准某些跨!ij界危4纟:重大但比预防费用少的活动时， 

各 I M J应和受影响的国家在公平仓理 m件下进行谈判 ,根据协定条件开展活动。 

(如果达不成协议，可见 2 ; 2 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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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标准 

1
 3

.、各国在环境管理和处理跨国界自然资源及环境影响中应使用至少与 

国内相同.的标准（即对本国公民不做的事情'也不对其它国公民去做). 

问题合作的总义务 

1 -.U各国E与其它国家真诚合作，ftt:Hf谏I用跨il界资源， 

防或消除跨国界环境危害。 

资 ， ? ; i l _ 

1 5 ,各国应及时地向其它有关闳家提供关于国界 i l然资源或环坟， 

的资斜。 

，评价和通 

1 6、各国应预先和及时地向其它闳家发出通知，提供有关资料，并应对 

列入计划的。可能对跨国界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活动，应进行或要求环境:预评 

价。. 

' 握 t ! i 

1 7、各国对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现冇的或潜在树环境的影响，应尽 

早地，真诚地同有关国家进，协南。 

环境评价与保护的合作安排 

1 8、各阖应与有关m家就跨 | I l界自然资源和环境影响的监測，科学研究 

标准的建立等方面进行合作 „ • 

紧急亊件 , 

1 9 ,各国对可能造成跨固界环垸影响的紧忽形势应制订出应 à计划'，当 

紧急事件发生时，应向有关国家迅逨报警，提供有关资料并同它们合作c 

平等地参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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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 、 各 ) ^ j 对 那 些 受 到 或 可 能 然 和 环 境 的 使 用 中 i i ， 国 界 干 扰 影 响 

的所:!ï人拔供相同的，与行政f¦: W X;^::;t:f;iï的权利，取正常的程；乎，并给予间等 

mm ̀ . 

：).：|：:i;、闳寇ç龟任_ ` 

2 1、各国应停jbili背环境方面国际义务的活动，并对由：此造成的危害提供 

赔偿" 

I V 、 和 平 解 决 争 端 

`ù 2 各国应使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环境争端，如J|i解决争端的共同协议或其" 

它解决争端的方案在 1 3个月内没有达成，应把争端提交调解，如果还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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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委员会和它的工作 

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创立，是i 9 8 3 年 秋 联 合 3 8届 

会议上大会通过的38 / 1 6 i项决议的成果。该决议要求秘书长 

任命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并要他们联合任命其余的成员， 

这些成员中至少有一半是发展中国家选出来的.：.秘书长任命 

了挪威工党当时的领袖布伦特夫人为主库，苏丹前外交部长 

卡利德为副主席。他们联合任命了其佘的委员会成员 . 

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发挥作用'）所有它的成员以 

个人的身份为委灵会服务，而不作为他们政府的代表,> 这样 

委员会就能够处理任传问题，征求任何建议，制定和提出任 

何认为有关系的适当的提案和建议。 ， 

为实行它被授予的任务，委员会已认真 ,究联合国大会 

3 8 / 1 6 1项决议提出的"职能范围"，并紧密地与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执行理事会政府间会议筹备委员会共同工作 ,后者自 

己就到2000年和2000年以后环境前景问题，准备了一个政府 

间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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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报杏经环境署执行理.事会讨论以后，将提交联 

合国大会，供1987年秋天42届会议讨论。 

委 员 会 成 员 

主 席： 

布 伦 特 夫 人 （ G R O H A R I EM B R U N D T I 

AND)，挪威。首相，工党议会领袖1981-86，议会议员1977 

-86,环境部长1974-79，奥斯陆健康事血学校副校长1968-74 。 

副主席： 

卡利德（ M A N S O U R K H A L ID)，苏丹。副首 

相1976，教育郜长1975-76,联合,安理会主席1972 ，外交部 

长197〗-75，青年和社会事务部长190-71 。 

委 员 ： 

阿格尼日（Susanna Ape! 1 i >，意大利。参议员，外 

交大臣助理，国际人道主义问题独立委员会成员，欧州议会 

议员1979-8i,Monte Argentario巿长1974-84,奴会议员 

1976-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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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尔 - 阿 塞 尔 （ S e l eh Âbdulrahman A l - At bel ), 

沙特何拉伯。沙特阿拉伯国家科学和技术中心委员会执行主 

席和主席，沙特国王大学研究院副院长i976-84，沙特国王大 

学工程学院院长1975-76 。 

岗查雷斯（PaÎH)l Gonzalez Casanova),墨西哥： 

*墨西哥国家自治大学政治和社会科学系教授，拉丁美洲社 

会学学会主席。（4 9 8 6年8月，由于个人原因停止参加委员 

会的工作） 

奇德泽鲁（Bernard T. G. Chidzero),津巴布韦.' 

财政经济计划和发展部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发展委 

员会主席，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成员；世界经济发展和研 

究学院委员会成员，联合国贸发会商品处长1968-1977，联合 

国贸发会副秘书长1977-80 。 

凡迪尔（Lamine Mohamed F a d i k a ) ,科特迪瓦。海 

'洋事务部长，国家环境理事会主席，海洋事务国务秘书19 7 4 

-76 。 

赫夫（Voiker H a u f f )，联邦德国。议会议员；社会民 

一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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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环境事务組副主席；交通国务秘书19 8 0 - 8 2 ; ^究和技术 

m务秘书〖974-80，科学研究和技术国家议会'秘书i972，78 > 

伊斯特凡.朗（I s t v a n L a n g ) ,勿牙利科学院秘书长； 

匈牙利科学院执行秘书1963- 7 0 ;匈牙利科学院土壤和农亚研 

究所〖955-63 

马世骏（M A SH î J.UN)，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 

院 生 态 研 究 中 心 ' 主 任 ， 环 境 科 学 委 员 会 主 席 ， 中 国 生 学 会 

主席,， 

博特罗（Margarita Mar ino de Bot ero) >哥伦比 

亚 。 绿 色 学 院 院 长 ， 可 再 生 天 然 资 源 和 环 境 , 家 研 究 所 主 任 

19 8 3 - 8 6 ;可再生天然资源和环境国家研究所国际间事务办公 

室主任1978-83;联合闺环境署区域顾问1973-77 。 

辛夫（Nagendra Singh)，印度。国际法庭主席，印度 

环境法研究院主席，印度国家劳动法学会主席，环境法 S际 

管理委员佘理事会终身理事，果阿大学校长。 

婼古尔拉.奈托（P a u l o Nogue ira~ Net o) >巴西`' 

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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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科学技术理事会环境首席秘.书；联邦环境秘书！9
7
4 

-86»环境保护协会主席1954-83，圣保罗国家森林理事会主库 

1967-74 。 

来多三朗（Saburo OkiU)，曰本,> 国际大学校长；环 

境厅顾问，对外经济问题顾问委员会主席19g4-.85 '.国际经 

济关系政府代表i980-81;外交部长]979 " ) ;海外经济合作基 

金会主席Î973-77;皮尔逊委Pi会1968--69 <-

兰夫尔（Shr idath S . Ramphal ) ,圭亚那. .国家联邦 

秘书长，外交部长i972-75;司法部长〗967-72,总辩护律师19 

66-72 。 

拉克尔肖斯（WUHam Doyle Rucke isîuius ),美国` 

CO IE帕金斯辨护律师，美国环保局长1970-73,1983-84» 

W E Y E R H A E U S E R 公司法律和公司事务高级副主库 

1976-83;联邦研究（调查）局执行主任i973;美司法部副总 

辩护律师1973 。 

萨赫浓（Mohamed Sah noim ) ,阿尔 :及利亚阿尔及利 

亚駐美国大使；阿尔及利亚駐联合国代表处 ,驻首席代表 1 9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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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4，阿尔及利亚驻巴黎大使1979-82!阿尔及利亚驻波恩大 

使！"5-79,阿拉伯联盟副秘书长1973-74:非.洲统一组织副秘 

书长i964-73 .̀、 

沙利姆（Emi ! Sal i m ) , 印度尼西亚 "人口和环境 @务 

部长，发展监督和环境,务部长1978 - 8 3，人民协商会议议员 

1977-82»交通通讯部长Î973-78;改革管理国务部长-，国家计 

划委员会副主席〖97卜78 0 

夏义伯（Bukar S î i a i b )，尼日利亚,:农亚、水资源、. 

农村发展部长1983-86,尼日利亚总统特別顾问！980-83,尼曰 

利亚驻罗马大使1979，联邦农业和水资源部常务秘书1968-7 

8 > 

萨可洛夫（Viiidimir Soko!oY),苏联。苏联科学院动 

物 形 , 惑 、 生 进 化 研 究 所 主 任 ； 国 立 荚 斯 科 大 学 生 物 系 脊 推 

动物专业主任、教授；苏联科学院化学工艺学和生物科学学 

部常务委员会副主席。 

斯塔诺夫足克（Ja n s StanoYnik),南斯拉夫。南斯拉 

夫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库团成员；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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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1967-83，联邦内阁和联邦执行理事会委i 1966-6
7 

斯特朗（Maurice S t r o n g )加拿大 ` 美洲水发展组 

织主席，前联合国秘书长助理和秘书长特別顾问，联合国非 

洲紧急行动办公室执行主任i983-86;加拿大石油委员会主席； 

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973-75;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协商会 

秘书长Î970-?2 。 

麦 克 巵 尔 （ M acne i l l ) .加拿大.、本委员会秘书 

长和执行办公室成员；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环境主任197 8 - 8 

4，加拿大国家城巿事务部副部长1974-76;联合国人类居住会 

议加拿大首席委员i9 7 5 - 7 6 ;加拿大国家城市事务部助理副部 

长1972-74 。 

委 M 会 的 任 务 

委灵会1984年10月1日-3曰，在曰内瓦召开的成立会议 

上正式通过它的任务： 

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建立于地球环境的压力空前增长 

对人类未来严粛的预测已为人所共知的时刻,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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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员会相信 f i l l l̂ r * - i f ' 大 , ^ 持 发 敎 的 生 悉 的 玫 策 

和 实 践 ， 有 可 能 建 造 一 f 更 加 繁 荣 的 政 策 和 实 践 ， 有 可 能 建 

造一个更加繁荣、合理和更为安全的未来。 

委员会确信 > 如果对当 1 |的一些看法不傲重大的改变就 

不会实现下述目标：改变观点、态度和生活类型；改变某些 

重大的政策及其制定和实施办法；改变政府、贸易、科学和 

人 民 之 问 合 作 的 性 盾 ； 改 变 已 证 明 不 能 解 决 很 多 环 境 和 发 展 

问题的某些国际合作形式；麵根结底，是人民、组织和政府 

的理解水平和责任感的改变 o 

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为此征求建议、参加和支持以便 

给予紧急协助： 

L 重 新 审 查 环 境 与 发 展 的 关 键 问 题 ， 提 出 解 决 这 些 问 题 

的其有创造性的，具体的和现实的行动建议； 

2. 加强环境与发展方面的闺际合作，评价和提'出可以打 

破现状的合作新形式，对政策和事态施加影响，使其朝着需 

要的方面变化； 

3. 提高个人、志愿团体、企生界、研究机构和各国政府 

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认识水平，促使他们为采取行动承担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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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征求这些个人、科学机构、非政府組织，々门机 

构和联合国其它机构以及关心环境和发展问题的各国政府的 

观点，要求他们的支持，.促进他们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委员 

会特別希望听取青年'f|`}的观点,、 

委员会在完成其任务过程中,将认真注重联合国大会3 8 

/ i 6 1项决议所提出的参考条款，该条款表明联合国大会欢迎 

建立这个委员会> 

` 委 炅 会 的 工 作 

1 9 8 4年5月在曰内瓦召开委员会的组织工作会议上，通 

过了它的程序和工作规章，并任命一个秘书长指导它的工作,, 

1984年7月在曰内瓦建立了 一个秘书处，暫时在Mo r i ! Ion 

中心，以后迁到威尔逊大厦，秘书处的成员有： 

秘 书 长 ： " m MacNeiil 

高鈒专亚人员： 

Nit in Des ai ，高级经济顾问 

Vitus Fernando,髙级项目官员 

Branisîav G os ov ic >高级项目官员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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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ie～M ad e 1 e ? nc Jacqu m IQ r,.财务和行政官|| 

Kazu Kato，项目主任 

Warren H. Lindner ，委员会秘书和行政主任 

Elisabeth Monosowsk i ，高级项H官员 

G us ta Y() Monte ro 项 ^ 计 划 官 员 

ShîBiwaayi Miintemba , 高鈒项目 *员 

Jan os Pas ZI or , 髙 鈒 项 官 员 

Peter Robks ，高级公共新闻顾问 

V in ce nt e S an ch ez ，项目主任 

Linda Starke 、编辑 

Pet er Stone - 新 闻 主 饪 

Edith Sur be r ,財政和行政官员 

后勤服务人员： 

Bri ta Baker 

Elisabeth Boh îe r- Goods hi p 

Mar ie P ie rr e D es t o ue t 

Marian Doku 

Tamar a D un n 

Teres a Harmnd Aud Lo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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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ka de Mar sa no 

Chedr a M ayhe w 

Chr is te i 0 U es cb 

E 11 en Per ma to 

G ua da îupe Q ue sada 

M il dred Rahpoz 

Eve iy n Sa! va do r 

Ion a D S ou za 

Kay Streit 

Vicky Underbill 

Shane Vanderwert 

委员会在198 4年10月卜3曰在曰内瓦召升了第一次正式 

会议。会议期间，委员会通过了它的任务，在工作中要解决 

的关键问题，为实现其目标将采用的战略以及指导其工作的 

计划和时间表。会议以后，委员会立即公布了它的主要工作 

文 件 " 变 革 的 任 务 " 。 

在开幕会上，委员会选择了在它工作期间要进行分析的 

^ 个 关 键 问 题 ： 

^人口，环境和持续发展的前景；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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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环境和发展； 

s 工 血 ： 环 境 和 发 展 ； 

s食物保证、农业、林业、环境和发展； 

^人类居住：环境和发展 * 

^ 国际经济关系、环境和发展； 

3环境管理决定支持系统；及 

"国际合作。 

委员会同意将对2() 00年或20 0 0年以后的前景和它们的经 

济、社会的共同资源的前景以及地区性政策问题进行审理 D 

在开幕会上，委员会也决.定了它的工作程序将是公开的， 

显露式的，提供参与机会的，因而在其工作进行中，所采取 

各项战略将保证在它将解决的关键问题上能得到最广泛的意 

见和建议。 

为此，委员会决定：它将在世界所有区域召开协商会议， 

并寿' ]用这些机会获得这些区域里环境和发展问题的第一手见 

解，它还决定利用这些访问召开公开的公众意见听取会，在 

那 里 政 府 高 级 代 表 、 科 学 家 和 专 家 、 ^ 究 机 构 、 工 业 家 、 非 

政府组织代表和普通的公众能够公开地向委员会表示他有I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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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心 ， 并 就 共 关 心 的 題 提 i h 'é^îl的观,'Y和建R . 

这些公众意见听取会是委员会独- -无二的特征，已变成 

它的 "商标 "，表明对委员们和参与者泉说， .委员会提出的 

问题，确实是全球的关切所在，它超越了国家边界和根本不 

相同的文化。在公众意见听取会中，数以百计的组织和个人 

出席提供证据，委员会收到了五百多份有关的建议书，材料 

内容超过一万页。对委员们和秘书处来说，公众意见听取会 

具有难以估量的好处,，委 I 会感激所有对他们这项成就有贡 

献的人们'、 

委员会的审议会议，现场访问和公众意见听取会曾于1 9 

85年3月27 — M 日 在 印 度 尾 西 亚 雅 加 达 年 6 月 2 卜 - ' 2 8 

曰在挪威奥斯陆，i9 8 5年i O月25—H月4日在巴西圣保罗和 

巴西利亚，i% 6年5月21—23曰在加拿大溫哥华、埃德慕顿、 

多伦多、渥太华、哈利法克斯、魁北克 " 9 8 è 年 9 月 Î 5 - 20 

日在津巴布韦的哈瑞；1986年9月20- 2 3日在肯尼亚的内罗 

举，1986年12月6--i2日在苏联莫斯科"％7年2月23--28 

曰在曰本东京举行。委员会特另s〗工作组会议也曾在曰内死、 

莫斯科和柏林（西部）举行。 

为进一步# ‧大它的赘料和建议库：委 S 们委任一組奇家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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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另， î顾问，以便在分4斤关键问题时协助委S会.氣其秘4^处，. 

专家包括食物安全和林亚：Ed * a r d S. Ayensu ，歸际经济 

关 系 ： G aman i Corea，能源：Gordon T Coo dm an >环 

境管理决定支持系统：Aahok KhosU>国际合作与立法(î; 

制：Robert D . M un ro ,工业：Mi c h a d Royst()n/环 

境与安全：Johan J or gen Hoist .青年：（iu r Oliv> 

er Segond ，委员会主席还聘请Hans Christian Buggti 

和Morten Wet la n d为顾问.，在后来的工作中，委员会委任 

Lîoyd Timberlake为特.fe^;|编辑顾问。 

为了协助它的三个主要领域一- - 能源、工业.和食品安全 

的工作，委员会成立了由髙级专家組成的顾问小組，对准多-

作出的建议和结论提供咨询。委灵会的顾问小組的主席和委 

员是： 

能源顾问小组 

主席：Enrique Igî es l a s 鳥 拉 全 外 交 部 长 ' 

成员：A M l a t i f Y A l - Hamad (科威特） 

Toyoaki Ikuta (日本) 

Gu Jian ( 中 国 ） 

Ai Noor Kassiim ( 坦 桑 尼 亚 ） 

U î f Lantzk ( 联 邦 德 已 去 世 > 

― 1 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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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 n g a n Maat!iai ( 1 Ï尼亚） 

D a v id J . R ()S e (美&i , 已 去 世 ） 

Pre m s h an ka r J ha (印度) 

Cari Tham ( 瑞 典 ） 

Gyorgy Vajda (匈牙利） 

工生顾问小組 

主席：Uiéeî'to Col umbo (意大利）E N E A X / I ^ 

成 员 ： B e.î .sy A ne kc r J oh ns on (美国) 

M . J . Flux 1英阖） 

A rn oî do J ()s e Gab al don ( 委 内 瑞 拉 ) 

AleesandtM- C , Hel fr ich ( 荷 兰 ） 

Cha rl es L ev in son ( 加 拿 大 ) 

Finn Licd ( 挪 威 ） 

George P , L iv an os (希腊) 

M oh aaied Mazouni (阿尔及利亚） 

丁 îionîas M ccar th y ( 美国) 

Jose E . Mindl in ( 巴 西 ） 

Kei ch i Osh ima ( 日 本 ) 

Roger slre!on (美国） 

Naval Tata ( 印 度 ） 

：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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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小组 

主席： M S Swaminathan (印度）国际大来研究所主任 

成炅：Nyle Brady (美国） 

Robert Chaoibers ( 英 国 ） 

K , Chowdhry ( 印 度 ） 

Gilbert() Gai lopin (阿根廷> 

Joe . H u!se (加拿大） 

Kenneth King ( 圭 亚 那 ） 

V. Mai ima ( 坦 桑 尼 亚 ） 

Sam ir R ad wan (埃 .及 ) 

Lu Liang Stiu (中国) 

三'卜顾问小组的报告已于î 9 8 6年 5月在加拿大开会时提 

交委i会讨论，其后已刊印发表，书名《20 0 0年能源》、 ‧《 

200U年工业» 、《2000年食物» ,> 

委 员 会 在 评 审 法 律 权 利 和 原 则 问 题 时 , 也 得 到 了 以 加 拿 

大Robert Mufiro为首.以荷.生Job an G. Lanmers为报 

告员的国际法专家小组的协助，该组成员包括A m h o n i e o 

Â de de (肯尼亚），Franeoi se Bur tienne ( 联 邦 得 S ) , A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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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and re -cha r! es K (法 ! ^ î ) . Si e]iben M ec:?f (r ey 

(美阖'），Akio Mor ishîM (曰本），Z a k i Mustafa ( 

苏丹KHerui Sniets (比利时），Robre言Stein(美国）， 

Aiberto Szeke ly ( 墨 西 哥 ) ， A !c xa nder T imos hc nk o ( 

苏 联 ） ， A ma do Tolenlino (菲律宾）..，他们的报鲁已于 

1 9 8 6年9月H a r a r e会议中提交委员会，并得到重視；报告 

名为《坏境保护和持续发展的立法原则》 

委员会在工作过程中，还从全世界邀请了有名的专家、 

研究机构、学术中心就有关八个需要委员会审议和考虑的关 

键问题，作出了 75份研究和报告.，•这些研究和拫告为委员会 

顾问小组最后报告和这粉报鲁的完成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基础 

资料。 

财 政 捐 款 

《吏委员会得已起步工作的初步基金来自加拿大、丹麦、 

芬兰、日本、荷兰、挪威、瑞典和瑞士,家政府. . .在创建这 

个 委 员 会 和 委 员 会 的 工 作 过 程 中 ， 这 些 ' 发 起 " 政 府 都 是 很 

起作用的，他们中每一个国家提供了比原来承诺的更多的捐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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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这 些 " 发 起 " 国 家 外 ， 委 员 会 还 接 受 了 来 自 麦 隆 ， 

智 利 ， 联 邦 德 国 ， 匈 牙 利 ， 阿 曼 ， 葡 萄 牙 和 沙 特 阿 拉 伯 各 , 

政 府 的 财 政 捐 款 . ： 还 从 福 特 基 金 会 和 D . 和 麦 克 阿 瑟 

基 金 会 以 及 从 N O R A D 和 S ï D A 得 到 重 要 的 捐 款 。 

其 他 捐 款 

曰内瓦州政府和日内瓦市修复并装修了威尔逊大厦的 

翼，免收租金和设备费，无偿提供委员会秘书处使用。委员 

会在印尾，巴西，津巴布韦和苏、联所举行会议期间，当..地费 

用 .由东道i l政府支付，委员会工作小組在莫斯科举办会议的 

费用，也由苏联政府支忖, '工作组在柏林（西部）开会的费 

用 由 联 邦 德 国 t 付 。 一 次 在 科 威 特 召 开 的 能 源 顾 问 小 组 会 ， 

由阿拉伯社会与经济发展基金会作东道主，并支付所有费用... 

委员会的会计枨目由日内瓦 H u n z i ke r 及 其 同 事 审 计 。 

委员会对所有为完成它的工作所必须而提供财政的和其 

它支援的政府，基金会和研究机构，包括那些捐款晚到来不 

及 在 这 里 表 示 感 谢 的 各 个 方 面 ， 表 示 真 诚 的 感 激 之 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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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止 的 动 

在发布此报告与1987年联合国42届大会审议此报告之间、 

委员会将在一系列区域性代表会议中，会见政府髙鈒代表， 

企业和科学团体，非政府組织以及新闻界并讨论这个报告,， 

与此i S ]时，为了这些建议和^论，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由公众 

和政府支持的机构。 

联合国讨论这个报告之后，委员会没有继续工作的计划 

因此，将于1987年n月31曰正式停止活动。 

-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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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本委员会自i983年底成立以来，得到了全世界数以千 î ^ -

的个人，机构和组织的建议和支持，其中的许多现列出如下。 

许多人花费长时间的劳动为公众意见听取会准备提案；准备 

向委员会提交报告。没有他们的奉献与合作，没有特別顾问 

们及法律咨询专家. .〗、组的主席和成员的奉献与合作,本报告 

的完成是不可能的 "委员会向他们所有的人谨致以衷心的感 

谢。有关的单位与职称都以与委员会接触时为准。核实以下 

名单及职称'是很囷难的。如有差错，委员会表示歉意。 

Thomas Aarnio,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Finland,-

Aziz Ab'Saber, University o£ Sao Paulo, B r a z i l : 

Muchtar Abas, Indonesia; 

A.H. Abbott. Deputy Minister.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Nova Scotia, Canada； 
Krisno Abinto. WALUBI, Indonesia; 

Tatjana Adaroova. USSR State Committe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SSR: 

K a t h Adams. Eatthacan, United Kingdom: 

Pa t r i c i a Adams, Director, Third World Reseacch. Energy Pcobe, 

CanadaJ 

Adebayo Adedeji, Executive Secretary,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 i c a , Ethiopia ; 

George Adicondro, Dicectoc, Irian Jaya Rural Development Foundation. 

Indonesia； 
Erwin Adriawan. Bi o l o g i c a l Science Club. Indonesia; 

An i l Agarwal. Centr:e for Science and Environraerxt. India; 

c i culture Canada, Government 01! Canada ； 
Maria Ag\iri Yoshioka, Corapanhia de Tecnologia de Saneamento 

Ambient;aî (CETESB), B r a z i l : 

Robert Aiken, Arabio, Sweden; 

Shukhrat Akhundzhanov, USSR Academy for Foreign Trade, USSR; 

Tutty Alawiyah, Uuiversltas i s l a m h s . Syafi, înà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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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eraar Albano, J r . , Chairman, Cotia C i t y Council. Sao Pauio. 
B r a z i l ; 

Getoncio Albuquerque Kocha, e x - P r o o J d e n t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eologists. B r a z i l； 
Kaiiittardin, Algaroar. BPPT, I n d o n e s i a 

Mary A l l e g r e t t i , Institute for Socio-Economic Studies, Bcazil: 

Vanessa A l l i s o n . Canada; 

Tisna Attiidjaja, Ketua LIPl, Indonesia： 
Djoko Amlnoto, Chalcraan of the Board. Bina Desa. Indonesia; 

B.D. Mftoa. A l l Af r i c a CounciI of Churches. Kenya； 
David Anderson, Resou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ivision. Alberta. 

Canada; 

Sergio Roberto de Andrade Leite, President, Association for th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of Acaraquara (SEMARA), Bra z i l ; 

David Claudia Andujar, Coordinator^ Co随issicm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Yanomani Park. B r a z i l ; 

M. Appelberg, National Swedish Environment Protection Board. Sweden; 

E. Apter. Department of P o l i t i c a l Science. Yale University. USA; 

A. Arbatov. Head,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S c i e n t i f i c 

Institute of Systematic Research. USSR: 

June Archibald. Foreign Aid Issues Reseacch Framework, Canada; 

Tom Chr. Arelsen. Environment and Youth, Norway; 

Kai Arne Armann, Future in Our Hands, Norway;-

A . Arismunandar. Pectarabangan & Snergi, Indonesia; 

Association of Peel People, Canada; 

Association of Univetsities and Colleges in Canada. Canada: 

Donald Aubrey, Research Coordinator, STOP, Canada; 

Achoka Aworcy, The Kenya Energ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Kenya; 

Aminuddin Aziz. MUI, Indonesia-

A. G. Babaev, Director. Institute of Desert, USSR; 

Thomas Bachman, Bei:lia (West)； 
Lisa Bader. Canada; 

Lynda Baiden,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Nova Scotia. Canada； 
Yves B.ajard, F i r s t Wateicount Group. Canada;. , 

W. Banage. University of ZaiRbia; 

Patrick Banda, Zimbabwe; 

J. Banyopadhyay,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Natural Resource Policy. India: 

Remy Barre, Consecvatoice National des Arts de Metiers, France; 

Ken de la Barre. New England Environmental Conference, Tufts 

University. USA; 

Marcia Matli Battaglia, Companhia de Tecnologia (Je Saneamento 

Ambieatal (CETESB), B r a z i l ; 

Beatrice Bazar, President. 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the Club of 

Rome, Canada: 

Roger Beardmore, Regional Directoc. Con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Service, Environment Canada - Atlantic Region, Canada,-

Suzanne Beaudoin. Text Processing Operator. Intergovecnmentai 

A f f a i r s Directorate. Ottawa, Canada; 

John Beddington, Imperial College, United Kingdom; 

B. ML Bel'kov. Chief of S t a t e C o 匪 i t t e e for Nature Protection of the 

Byelorussian S.S.R. USSR; 

Jean Bélanger. Canadian Chemical Producers Association, Canada; 

Shacon Belaschuk. Informâtioa Division, Government Alberta, Canada; 

J u l i e B e l l , Ministry of E n v i c o n r a e r i t , Toront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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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B e l l e r i v e . T r a n s l a t o r . T r a n s l a t i o n Bureau. Quebec, Canada; 
B j o t n Bergmann-Paulsen, Nordic Experts Group. Norway: 
E i n a r J . Berntsen, Norwegian H y d t o l o g i c a l Committee. 

R o s a l i e B e r t e l l , P r e s i d e n t of the Board of D i r e c t o r s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I n s t i t u t e of Concern f o r P u b l i c H e a l t h . Canada； 
T o r o l f B e r t h e l s e n , Statens I n s t i t u t f o r S t r a l e h y g i e n e , Norway; 

I. B e r t i l s s o n . Environment Coordinator. A f r i c a n Development Bank. 

Cote d ' I v o i r e ; 

Alexandre B e z e r e d i . O f f i c e r . Western Europe I I R e l a t i o n s D i v i s i o n , 

Nalur Bha?avan, SASEC. Sweden: 

Harry Bhaskara, The J a k a r t a Post. Indonesia: 

Paolo B i f a n i . France: 

Bimo. V i c e D i r e c t o r , Yatasan Indonesia S e j a h t e r a , Indonesia; 

S. B i s t r o n . Research S c i e n t i s t . I n s t i t u t 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and: 
J u u l B〗"ke, Chief Economist, Norwegian F e d e r a t i o n of Trade Unions, 

Norway; 

F r a n c i s Blanchard. D i r e c t o r General.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abour O f f i c e , 

Roland Segurd B l i n s t r u p . Regional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v e , B r a z i l i a n S o c i e t y 

f o r tbe Defense of F l o r a and Fauna. B i a z i l : 

Andreas Blosn, Blom F i s k e o p p d r e t t . Norway; 

Stéphane B l o n d i n . Canada; 

Mic h a e l B l o o m s f i e l d . Harmony Foundation of Canada, Canada; 

Ole Boclcnan. Norsk V i f t e f a b c i l c l c . Norway; 

Ragnar Boge, Swedish N a t i o n a l I n s t i t u t e of R a d i a t i o n P r o t e c t i o n . 

Boediono, UGM/Bappenas. Indonesia: 

Peter von Boguslawsky. M i n i s t r y of the Environment, F i n l a n d : 

Jacob Boaann-Lacsen, Future i n Our Hands. Norway; 

Alexander B o n l l l a . Regional C o o r d i n a t o r , C e n t r a l A n erican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o j e c t on Ecology and Agrochemics. B i a z i l ; 

Knut Bonke, Kvaecnec Brug A/S. Norway; 

Alexander Bocodin. USSR State Comnittee f o 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SSR; 

Jean-Luc Bourdages, Comité poux une stratégie québécoise de 

Eugenia Bovina, USSR State Committee f o 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SSR * 

Todor Bozhinov. Chairman, Committee f o r Environment P r o t e c t i o n . 

F r a n c i s c o Bozzano-Barnes. Canada: ： 
Jim B r a d l e y , M i n i s t e r of Che Environment f o r O n t a r i o , Canada； 
V i c t o r Bravo, I n s t i t u t e de Economia E n e t g e t i c a . A r g e n t i n a ; 
B r a z i l i a n A s s o c i a t i o n of S a n i t a r y and Environmental En g i n e e r i n g . 

一一 ‧ ‧ 》 
Robert Btennan, Graduate Student. School of Comaunity and Regional 

P l a n n i n g . Canada: 
W.A. Bridgeo, S a i n t Mary's U n i v e r s i t y , Canada; 
Marina B r i s o t t i , Conpanhia de Tecnologia de Saneamento Ambiental 

(CETESB). B r a z i l ; 

Denies B i i s t o . Communications Branch. Ottawa. Canada: 

B r i t i s h Columbia Watershed P r o t e c t i o n A l l i a n c e , Canada; 

Cl a y t o n Broddy, Canada; 

David Brooks. F r i e n d s of tbe E a r t h . Canada; 

Le s t e r Brown, P r e s i d e n t , Wocldwatch I n s t i t u t e .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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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u l Brown. P r o f e s s o r , School, o f P u b l i c A d n i i n i s t j c a t i o n , D a l h o u s i e 

'•` U n i v e r s i t y , Canada； 
G e o f f r e y B r u c e , V i c e - P r e s i d e n t , C a n a d i a a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D e velopment 

A g e n c y , Canada；' 

L o u i s Bruyère. P c e s i d e a t , N a t i v e C o u n c i l of Canada. Canada； 
A l e x a n d e r B r y c e , Cons*îiïor. C a n a d i a n M i s s i o n , Geneva, S w i t z e r l a n d ; 

P.V.R. Bubrahmanyara, N a t i o n a l Kuviconnienta.l, Engineering Research 

I n s t i t u t e , l a d i a ； 
Tubagus B u d i . S n g k a t a n B e t s e n j a t a , I n d o n e s i a : 

David B u l l . E x e c u t i v e D i r e c t o r , F.nviconraent L i a i s o n Centre. Kenya； 
H u b e r t Bunce. R e i d ^ C o l l i n s and As&ocxar.es L i m i t e d . Canada; 

Hayden B u r g e s s . W o r l d C o u n c i l of I n d i g e n o u s P e o p l e s , Canada; 

M. BuEhan, F I S I P UÏ, Inàonesia: 

Françoise B u r h e n n e , ÏUCN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Law Centr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an Burton, D i r e c t o E , I F IAS. Canada; 

B u t a n t a n Museum I n s t i t u t e . B r a z i l ; ' 

J o h n G. B u t t , M i n i s t e r o f E a v i i r o m a e n t . Newfound land, Canada. 

C a n a d i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S e r v i c e O v e r s e a s . Canada; 

A n d r e a S a n d r o C a l a b i , P r e s i d e n t , S o c i a l and E c o n o m i c Planning 

I n s t i t u t e o f t h e P l a n n i n g M i n i s t r y o f B r a z i l ; 

Vincent C a b l e , A i d e t o C o r a r a i s s i o r i e r Ramphal, United Kingdom; 

C h a r l e s C a c c i a , Member o f P a r l i a m e n t , House o f Commons. Ottawa, 

Canada; 

C a n a d i a n C h e m i c a l P c o d u c e r s ' A s s o c i a t i o n (CCPA), Canada; 

C a n a d i a n N a t i o n a l I n s t i t u t e f o r t h e B l i n d , Canada; 

Canadian Nuclear A s s o c i a t i o n , Canada： 
Canadian W i l d l i f e F e d e r a t i o n , Canada： 
O n e l i a C a c d e t t i n i , F r a n c e ; 

C l o e C a r d o s o P i n t o , C h a i r m a n , C l o e - M i s a e l Foundation, B r a z i l ; 

Carlton Univecsity students, Canada； 
S h i r l e y C a r r , C a n a d i a n L a b o u r C o n g r e s s / W a t i o n a l S u r v i v a l I n s t i t u t e . 

•' Canada; 

J a c q u e s Carrière. C h i e f T r a n s l a t i o n B u r e a u . Quebec. Canada; 

Jenny Cart.er, World Hunger. Canada; 

C e l i a G. C a s t e l l o , Companhia de T e c n o l o g i a de Saneamento A m b i e n t a l 

( CETESB), B r a z i l ; .̀ 

M a r g a r e t C a t l e y - C a r ! s o n , P,résident, C a n a d i a n Intecnational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g e n c y , Canada; 

C h e r g a de J e s u s C a v a l c a h t l V a s q u e s , Movement l a t h e D e f e n s e o f L i f e , 

B r a z i l ; 

Magda C a w l e y , O f f i c e of t h e R e g i o n a l D i r e c t o r G e n e r a l , P a c i f i c and 

Y ukon R e g i o n , Canada； 
C a r l o s C e l s a , Companhia de T e c n o l o g i a ue Sanearaento A n t b i e n t a l 

CETESB) . Br.a;îil' 

F l o r a M a r i a C e r q x i e i j c a R i b e i r a de Soxiza. C e n t e r of EKvironmental 

'•̀ • R e s o u r c e s of t h e S t a t e o f B a h l a . B c a z i l ; 

M i c h a e l ChadwicK. B e i j e r I n s t i t \ j t e . Sweden; 

B. C h a k ' a l a , l l , C a c l b b e a n . C o n s e i v ? t t i o n A s s o c i a t i o n . Barbados： 
Chen Changdu, P r o f ASSOC. U n i v e r s i t y of B e i j i n g . C h i n a； 
J o h n G, C h a r b o n n e a u . J\ùvit;cr,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rograiiune Branch, 

. I n t e r gove r nKe n l a l A f t a i r s D i r e c t o t a t e , Canada; 

P. Chaiaraya, Zimbabwe 

E.N. Chidumayo. C o n s e r v a t o r of N a t u r a l R e s o u r c e s . Zambia； 
L» C h i k w a v a l r e , P r o j e c t O f f i c e r , Zimbabwe Women's Bureau, Zimbabwe; 

V i c t o r . l a C h i t e p o , M i n i s t e r of N a f u r a l R e s o u r c e s and Tourism. 

Zimba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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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lUei:gov(ïia`miei-`ta丄Intsrr-sessionâl P r e p a r a t o c y Conuaittee, Kenya； 
Christi<`sri F a c m e r s F e d e r a t i o n , Canada; 

J. Chuto, Designer. Design Office for Atmosphere Protection, 

Poland: 

Adolph Ciborowski, Ministry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Enviconiaental 

Protection. Poland； 
D. Cichy, Research S c i e n t i s t , Institute of School Frogcammes, 

Poland; 

Jose Thiago Cintra. CLEE, Mexico; 

J o e Clark.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xternal A f f a i r s , Canada; 

Jack Clements, Senior Enviconiaental Advisor. Canada; 

Alain Clerc, S c i e n t i f i c Advisor, Office federal de la Protection ds 

1 'Enviroiinement, Switzerland; 

Staiîley Clinton-Davis. Cominissionec for Envitonmeat, Eucopean 

Economic Coraiaission, Brussels. Belgium; 

Maxwell. Cohen, University of Ottawa. Canada; 

Carol C o l l i e r , Coordinator. Department of Regional Industcial 

Expansion. Quebec, Canada; 

Antoinette K. Colosucdo, Coinpanhia de Tecnologia de Saneamento 

Ambiental (CETESB). B r a z i l ; 

Coiftisao do Meio Ambiente da Baixada Santista, B c a z i l ; 

Commission of Enquiry on Unemployment Insurance, Canada;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the B i l l i n g s Dam. B r a z i l ; 

Companhia Enecgetica de Sao Paulo, B r a z i l ; 

Coinpanhia de Tecnologia de Saneamento Arobiental. B r a z i l ; 

Shirley A.M. Conover, Envitormental Scleatist and Consultant. 

Canada； 
Cairol Conrad. Director. Policy and Planning Department of 

, Development. Nova Scotia, Canada; 

Coaservation Council o f Ontario, Canada: 

Alberto Contar, President, Maringa Association for Envlc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ducation (ABEAM), B r a z i l : 

Thomas Coon. Indigenous Survival International. Canada; Tim Cooper, 

National Co-ordinator. Christian geology G c o u ^ England; 

Charles Corea, India： 
Jose Psdro de O l i v e i r a Costa. Executive Seccetary, Secretaria ., 

Especial do Meio Ambiente (SEMA), B r a z i l ; ' 

Council C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USSR; 

Robert. Coupland,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Canada; 

John E. Cox, Ottawa, Canada: -

Barbara Coyne, Executive Assistance, Ministry of Enviconment, 

Toronto, Canada; 

A l i s t a i r Grerar. Chief Executive O f f i c e r . Enviconment Council 

of Alberta, Canada: 

Crossroads Resource Grotip. Canada; 

Christopher Cudmore. Canada; 

Ignas da Cunha, Assistant to the Dicectoc, Soc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ency. Indonesia; 

Joao Pedro Cuthi Dias, Secretary for Environment of the State 

of Mato Grosso do Sul, B r a z i l , 

Graham Dabora. Acadia University, Nova Scotia, Canada; 

D.e. Danha, Executive Director, African Development Banic. Cote 

d'Ivoire; 

Dani swoco, IAI, Indonesia; 

P. Dacangwa, Zimbabwe;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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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a n D a c l x n g , Member o f P a r l i a m e n t , C h a i r m a n , House o f Commons, 

S p e c i a l Coraraittee on A c i d R a i n , Canada; 

Ray D a r t , C a n a d a j 

D i l i p Das. India; 

P a t r i c k i>avldson. Canada; 

Kenneth G. Davis. President, Canadian Foundation for World 

Development, Canada; 

Scott Davis, Foreign Aid Issues Research FramewoicK, Canada; 

Claude E, D e l i s l e . Ecole Polytechnique de Montreal, Canada; 

Wandy Demàlne, Western and Northecn Region, Alberta, Canadift: 

Micheline Demers, Direction des Comraunications, Ministère aes 

Eolations Internationales, Quebec. Canada; 

Michael Denc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Canada; 

Department of Enviconment, Government of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c, 

Canada； 
Department of 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Department of Physics, Carleton University. Canada; 

Department of Renewable Resources, Govei:nment of the Yukon, Canada; 

Doris Derry, Western and Northern Region, Alberta, Canada; 

Alain Desautels. Reviser, Translation Bureau, Quebec, Canada; 

Richard Deschenes, Head, Transportation Section, Quebec, Canada; 

Daniel Deudney, USA; 

Gordon Devies, Associât ion of Canadia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anada; 

Marion Dew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oncern for Public Health, 

Canada; 

Emmy Dharsono. Coordinator, SKEPHI, Indonesia; 

Eberhard Diepgen, Governing Mayor of Berl i n (West)； 
Dave Dilks. Foceign Aid I s s u e s Reseacch Framework, Canada; 

N.H. Dini, WALHI, Indonesia; , 

Direction des Reserves Écologiques et des Sites Naturels, Ministère 

de 1'Environnement du Quebec. Canada; 

A. D j a l i , BATAN, Indonesia; 

Achraad Djen, The Indonesian Environmental Forum, Indonesia; 

Artur Joao Donate, President. Industrial Federation of the State of 

Rio 'de Janeiro and the Industcial Center of Rio de Janelra. 

B r a z i l ; 

R.S. Dorney, Consulting Ecologlst, Ecoplans L.̀ td., Canada; 

Odd Einar Dorum. Leader of the Norwegian Liberal Party. Norway; 

Marc Dourojeanni, Coiegio de Ingenieros. Peru; 

Haraid Dovland. Norsk Institut for Luftforskning. Norway; 

Thérèse Drapeau, Service d:es Communications, Environment Canada; 

F e l i c i a Duarte, Movement in Defense of L i f e , B r a z i l ; 

Daniel Dubeau/ Directeur de 1'Environnement, Hydro-Quebec, Canada; 

Clement Dugas. Enviconraent Canada: 

Julian Dumanski, i^gricultural Institute of Canada; 

A, D̀ û nkel, Director-Gener:al, General Agreement on T a r i f f s and Trade, 

Switzerland: 

O.P. Dwivedi. Chairnsan, Department of P o l i t i c a l Studies.. University 

of Quelph. Canada； 
Sidsel Dye`kjaer:-Hansen, Danish UN Association, Denmarlc. 

EDPRA Consulting Inc., Canada; 

Wayne Easter, President, National Farmers'. Union, Canada; 

Ecole Nationale d'Economie Appliquée, Senegal; 

Joseph R. Egan. Egau Associates. USA; 

N,S. Egorov, Deputy Minister, Higher and Specialised Secondary 

Education of the US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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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 t i l E i d s b e r g , V e n a e r s b o r g . JJorwayi 

Cons t a n i e E i s e n b a r t , FEST. î`edecal Ke p u b l i c of - Gecmany; 

A n t o n E l i a s s e n , N o r w e y i a r j M e t e o c o l o g i c a 1 I n s t i t u t e . Norway; 

J,R. E l l i n , V i c e - C h a i r H i a n . V o l u n t a , c y F l a n n i n y B o a c d , Nova Scotia. 

Canada； 
John Sllcington. Director, Blorôsources Ltd, United Kiagdom; 

K e n n e t h C. E r n b e r i e y . M a n i t o b a E n v x E o n m e u t a l Council Land Use 

Committee, Canada； 
S a b i n e Emmerich, B e r l i n (West；》；； 
R.J. Engelhard. Staff Member. The Bei jer Institute Centre foe Enei;gy 

and Development in A f r i c a , Kenya¦ 

E n v i r o n m e n t Component P u b l i c Service Alliance of Canada, Canada;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Study Institute, USA; 

Environmental Health Directorate, Health Protection Bcanch, Hlnistei: 

of National Health and Welfare, Canada: 

Environmeatal Quality Committee of the Alberta Fish and Game 

Association, Canada,-

George Erasmus, Indigenous Survival International, Canada; 

Karina Eriksson, Ministry of Agcictilture, Sweden; 

Alan Ernest, Foreign Aid Issues Research PraroeworJt, Canada: 

John Evans, Canada; 

S.A. Evteyev. Deputy chairman. S c i e n t i f i c Council on the Biosphere. 

USSR Academy of Sciences: 

Anthony J.Falrclough. A c t i n g Director General. Commission of the 

E u r o p e a n C o m m u n i t i e s , B r u s s e l s . Belgium,* 

Hugh F a i r n , C h a i r m a n . Land R e s o u r c e s Coordinating. Council; Voluntary 

Planning Board, Nova S c o t i a , Canada; 

T.L. de Fayer. Canada; 

Anwar F a z a l , lOCU R e g i o n a l Director t o t Asia/Pacific, Malaysia: 

A. Fazelyanov. Aide to Coraraissionec Sokoiov, USSR; , 

F e d e r a l Environroental Assessment Review Office, Govertiment Canada; 

P e d r o A n t o n i o F e d e r s o n i . J r . Head o f M`uséum, B c a z i l ; 

Fabio Feldman. Coordinator, Lawyers' Association of B r a z i l ; 

Douglas Fecguson, student, Korth Toronto Collegiate, Canada； 
Maxime F e r r a r i . Director, UWEP Regional Office for A f r i c a , Kenya;. 

Janine F e r c e t t i . The Pollution Probe Foundation. Canada: 

Erik F i l l , Head of Division, Dan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DeRinark; 

Flying Tomato Production, Canada； • 

F o r e i g a Aid assises Research Fraroeworfe, Canada; 

Richacd Fort,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Norway: 

T h e o d o r a C a r r o l l F o s t e r . EDPRA C o n s u l t i n g , Inc., Canada; 

James F r a n c o i s , E x e c u t i v e D i r e c t o r , Watershed Association 

D e v e l o p m e n t E n t e r p r i s e s , Nova S c o t i a . C anada; 

M a r c e l F r e n e t t e . P r o f e s s e u r T i t u l a i r e , D e p t de Genie C i v i l 

Université L a v a l , Canada; 

A l e x a n d e r G, F r i s d r i c h , C h a i r t a a n , German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D e v e l o p m e n t , Ber 1 i n ( W e s t )； 
I.T. F r o l o v . Academy o f S c i e n c e s o f t h e USSR: 

R i t m k o F u k u d a , S o c i a l C o o p e r a t i o n D i v i s i o n , Ministry of Foceign 

A f f a i r s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B u r e a u , J a p a n ; 

F u n d a c i o n p a r a l a D e f e n s a d e l A j u b i e a t e (FUNPiM), Argentina. 

H i c h a r ci G a e c h t e r , Ambassador ot` Swi t z e c l a n d . Kenya; 

G i l . L e s Ga gnon, Ser:vice, de l a R e c h e r c h e ¦ a p p l i q u e , Ministère de 

1 ' Enet-gie e t des R e s o u r c e s , Canad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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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 Gagnon. Comité poyr une stratégie québécoise de conservation. 
Canada； 

Julio M.G. G a i g c r , PL'esident, K a t ional I n d i a n Support Association, 

B r a z i l ; 

Gary G a l l o n , Canada: 

Raul Ximenes Galvao, University of Sao Paulo, B r a z i l ; 
I.P. Garbouchev. Bul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 Bulgaria; 
Rolando Garcia,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XPN. Mexico; 
Jerry Garvey. Communications Consultants Ltd., Canada: 
T. Gedamu, Senior Economic Advisor, Afcican Development Banfe, 

Cote d'Ivoire; 

Richard Gendron, Mouveraent EcoXogique Collégial de Shei:bi:ook:&, 
Canada: 

Robert Geraghty, Deputy Minister. Department of Housing. Government 

of Nova Scotia, Canada； 
Steinar G i l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es. Norway; 
Michael Gilbertson. Contaminants Evaluation Officer, 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J,W. Giles, Associate Deputy Minister.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Ontario, Canada; 
Libuse Gilka, Society for Understanding Nutrition, Canada; 
Marcelle Girard. Service de Communications, Enviconment Canada; 
Thomas Gladwin. Associate Professor, New York University, USA; 
Harris E. GlecJcman. Transnational A f f a i r s Officer. Centre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United Nations, USA; 
Global Tomorrow Coalition, USA; 
E. Gobena, Conference Organizer, UNEP, Kenya； 
Lotraiae Goddard, Administration Officer. Intergovernmental A f f a i r s 

Directocate, Canada; 
Maynaci Goes. President. Caraara Municipal âe Campoa do Jordao, 

B r a z i l ; 

Jose Goldemberg, President, Companhia Energetica de Sao Paulo, 
B r a z i l； 

Bernice Goldsmith, student. North Toronto Collegiate. Canada; 
Maria de Lourdes Passos Gomes Nahas, Companhia de Tecnologia de 

Saneamento Amb\ental (CETSSB), B r a z i l ; 
John Gordon. Environment Analyst Con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Service, Environment Canada ― Atlantic Hegion, Canada; 
Steve Gorman, Schedtiling Officer, Office of the Deputy Minister. 

Ottawa, Canada; 
Debbie Goryk. Western and Northern Region. Alberta., Canada; 
Laurie Gourlay. Canada; 

Odd Grann, Secretary General, Norwegian Red Ccoss, Norway; 
Douglas R. Grant. Scientist.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Quaternary 

Research, Canada; 
Fitzhugh Green. Aide to Commissioner Ruck,elshaus. USA; 
Greenpeace, United Kingdom; 

Dolores Gregory, Aide to Commissioner Ruck:elshaus. USA; 

Lucio Grinover, Director,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Sao Paulo, B r a z i l ; 
Gacy GuEbin,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to the Minister of Enviconment. 

Canada; 
Ibsen de Gusmao Camara, President, B r a z i l i a n Fo`uiid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Nature, Bcaz i l : 
Z. Gyimesi.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Physics, 

Hun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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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r a i d E a d a d . Chief E d i t o r , PRISMA I n s t i t u t 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 e s e a r c h , E d u c a t i o n S I n f o r m a t i o n , I n d o n e s i a ; 

Ahmed Ha g a g , Ambassador o f E g y p t , Kenya； 
B e r t i 1 H a g e r h a l l . M i n i s t r y o f A g c i c i x l f u r e , Sweden; 

L a u r a Hahn, Canada; 

P e t e r H a i 1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Ge o g r a p h y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Reading, United 

Kingdom; 

B e t t y H a m i l t o n . E n v i r o n m e n t Canada. A t l a n t i c R e g i o n , Canada; 

H,L, Hammond, F o r e s t e r S i l v a E c o s y s t e m C o n s u l t a n t s Ltd., Canada: 

O l e J o r g e n Hansen, M i l j o v e c n d e p a r t e m e n t e t , Norway;. 

S v e i n Hansen. A i d e t o t h e C h a i r m a n . Norway; 

A r t h u r J , Hanson. A s s o c i a t i o n , o f U n i v e r s i t i e s and Colleges i n 

Canada； 
H a l l e J o r n H a n s s e n . NORAD/DUH, Nocway; 

Hanswarb. EMDI, I n d o n e s i a ; 

Est`a S i r i a r H a r a p a n , I n d o n e s i a : 

J o r g e H a r d o y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I n s t i t u t e f o r E a v i c o n m e n t and 

D e v e l o p m e n t , A r g e n t i n a ； 
K e n n e t h H a r e , P r o v o s t o f T r i n i t y C o l l e g e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Toronto, 

Canada; 

J e n n j f e r B a r K e t . S e n i o r E n v i c o n m e n t a l P l a n n e r , M.M. D i l l o n Ltd.. 

Canada; 

J o r g e n H a r t n a k , M i a i s c r y o f E n v i r o n m e n t , Denmark; 

N a s h i h i n H a s a n , C h a i r m a n o f t h e B o a r d , WALHÎ, Indonesia: 

E r k k i Hasanen. The Academy o f F i n l a n d , F i n l a n d ; 

M i c h i o H a s h i m o t o , E n v i r o n t a e n t a l S c i e n c e P o l i c y Unit, Tsukubà 

U n i v e r s i t y , J a p a n ; 

Z e n t a r o H a s h i m o t o . A s s i s t a n t o f V i c e M i n i s t e r , Environment Ageney. 

J a p a n ; 

F r e d e r i c Haiage, E n v i r o n m e n t and Yo\îth, N o r w a y i 

H e a t h e r H awrys,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A s s i s t a n t .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B r i t i s h C o l u m b i a , Canada," 

J a n i c e Hayes. O t t a w a C o n v e n t i o n S e r v i c e s L t d . , C a nada; 

I v a n Head.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R e s e a r c h Center, Canada; 

G a e l - G e c a n Heden, K a r o l i n s k a I n s t i t u t e , Sweden; 

R o b e r t v a a H e e c k e r e n , The N e t h e r l a n d s ; 

M a r i a n n e H e i b e r g . N o r w e g i a n I n s t i t u t e o f International A f f a i r s , 

Norway; 

D i e t e r H e i n r i c h . W o r l d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f W o r l d F e d e r a l i s t s , ' 

N e t h e r l a n d s； , 

M o r t e n H e l l e , S t a t e n s F o r u r e n s n i n g s t i l s y n , Norway; 

Bo H e r r l a n d e r , F l a k t I n d u s t r i AB, Sweden: 

F a r i d a H e w i t t , F o r e i g n A i d I s s u e s R e s e a r c h FramewoEk, Canada; 

N i c h o l a s H i g h t o n . B e i j e r I n s t i t u t e . Sweden; 

Scuart. B. H i l l . E c o l o g i c a l A g r i c \ i l t u r e P r o j e c t s . MacDonald College 

M c G i H U n i v e r s i t y , Canada; 

J a n u s H i l l g a r d . G r e e n p e a c e , Denmark; 

D o r o t h y Hogben. Comm-unications B r a n c h , O t t a w a , Canada; 

M i r i a m H o l l a n d , Canada; 

e . s . Ko 1 1 i n g . I n s t i t u t e o f A n i m a l R e s o u r c e s E c o l o g y , University of 

B r i t i s h . C o l u m b i a . Canada 

S i d n e y H o l t . l a t e r n a t i o n a l Leagxie f o r t h e P r o t e c t i o n of Cetaceans, 

U n i t e d Kingdom; 

E r i k a H o r v a t h . C anada； 
P. H o s i a , Zimbabwe; 

E. H o w a r d - C l i n t o n , E c o n o m i c A f f a i r s O f f i c e r , E c o n o m i c Commission for 

A f r i c a . E t h i o p i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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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 Htun. DirecLoic. UlSfEP Regional Office for Asia and P a c i f i c , 
Thailand; 

Donald Huisingh, N o r t h C a r o l i n a S t a t & U u i v s a r s i t y , USA; 

E r i c Hulten, Norsk: Rad. S we den,-

Michael Humphries, Chairman, Islands Trust, The Wiidecness Advisory 

Committee. Canada; 

George Hyfantis. Advanceci Waŝ te Management Systems,- Inc., USA; 

Erik Hyrhaug, New Thinking, Norway; 

Thomas Hysing, Norwave, Norway. 

M. Ibrahim, Badan Litbank DepTan, Indonesia; 
Eva Ikonen. The Academy of Finland, Finland; 

ToshiyTjki Inamura, Minister of State. Director of the Environment 

Agency, Japan; 

Indigenous Survival International, Canada； 
Rhoda Inuksu, President. Inuit Tapiriaat of Canada, Canada； 
Uzuki Isomura. V i s i t o r s Beceiving Section,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Hospitality and Conference Assoc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 f f a i r s , Japan: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Pcotection and Control in Mato Grosso do 

Sul (ÏNAMB). B r a z i i ; `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Franc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 c i e n t i f i c Unions, Franc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Canada;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stitutes for Advanced Study, Canada; 

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logical Sciences. Canada; 

Colin Isaacs, Pollution Probe Foundation, Canada,* 

N. Islam, Assistant Director General. Food and Agciculf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Italy; 

I.D. IvanoV,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SSR; 

Y,A. Izrael, Chairman, State Committee on Hydrometeorology and 

Control of the Environment. USSR.. 

J. Jakobsche, Advisor to the Chairman of the Planning Commission, 

Council of Ministers, Poland; 

Neil Jaraieson. East West Centre. Hawai,； " 

Bhupendra Jasanl,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weden; 

E . D . Jenny, Indonesia； 
Gregory J e f f s , Canada; 

Hira Jharatani, B i o l o g i c a l Science Club, Indonesia; 

S vein Steve Johansen, Norwegian Institute for Water; Research. 

Norway; 

Jan Johansen. Statens FoKurensningstilsyn, Norway; 

Thomas Johansson, University of Lund, Sweden; 

Alf Johnels. Natuchistoriska Hiksmuseet, Sweden; 

P.M. Johnson, Chairman Advisory Committee and Trustee, The Eisa 

Animal Appeal. Kenya： 
Down Jones, Foreign Services Coramunity Association, Ottawa, Canada; 

Karen Jorgensen. Ministry of the Euvironment, Norway; 

Irwan. Julianto. KOMFAS, Indonesia； 
Calestous Juma, Science and Policy Research Unit (SPRU)。 Sussex 

University, United Kingdom; 

Moch. Jusuf, Antara,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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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K a a z i J c . D e p u t y D i r e c t o r o f V o c a t i o n a l Tcaxning Institut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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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u s b a n d r y , USSR; 

Y o l a n d a K a k a b a d s e , D i r e c t o r , F u n d a c i o n Natura. Ecuador; 

Fumio KaneKo. Assistant D i r e c t o r , International Departmeti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H o s p i t a l i t y and C o n f e r e n c e Service Association, 

M i n i s t r y o f F o r e i g n A f f a i r s , J a p a n ; 

yosl),ik:azu Kane )co. D i r e c t o r , S o c i a l Cooperation Division, Ministry of 

F o r e i g n A f f a i r s . U n i t e d Nations Bureau, Japan; 

Kartjon,o. Manager.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 Bina Swadaya, 

I n d o n e s i a； 
Roger K a s p e r s o n , C l a r K . U n i v e r s i t y , USA; 

J.A. K a t i l i . P e r t a m b a n g a n & E n e c g i , I n d o n e s i a ; 

K a t i v i k E n v i r o n r a e n t a l Q u a l i t y Commission, Canada; 

A r i s t i d e s K a t o p p o , D i r e c t o r , S i n a h K a s i h P u b l i s h i n g Gcoup, 

I n d o n e s i a ; 

P e k k a K a u p p i , M i n i s t r y o f E n v i r o m T i e n t , Finland; 

r s s e i K a w a k a t s u , D e p u t y D i c e c t o r , S o c i a l Cooperation Division, 

M i n i s c c y o f F o r e i g n A f f a i r s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Bureau, Japan; 

J o e K e e p e r . N o r t h e r n F l o o d Co議ittee (Ci;ee Indian Bands). Canada; 

T e r r y A. K e l l y . C h i e f ,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Text. Processing 

C o i a m u n i c a t i o n s and S u p p o r t Services, Canada; 

Kenyan and Kenya B a s e d KGOs, K e n y a ; 

E s t h e r K i e t i h o l z , W e s t e r n anà Northern Region. Alberta, Canada; 

G u s t a v A, K i e n i t z , B e r l i n (West:): 

S h e i l a K i e r e n . S p e c i a l A s s i s t a n t , Office of the Minister of the 

E n v i r o n m e n t , O t t a w a , Canada; 

K e i k i c h i Kifeara, P r o f e s s o r . C o l l e g e of A r t s and Sciences, Chiba 

U n i v e r s i t y , J a p a n ; 

D e n i s e K i l l a n o v a M a t t a s , D i r e c t o r , Department f o r É¦ducation and 

C u l t u r e , M u n i c i p a l i t y o f Vargem G r a n d e P a u l i s t a , E c a z i l ; 

Lee K i m b a l l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I n s t i t u t e f o e Environment and 

D e v e l o p m e n t , USA; 

J. P . K i m m i a s , P r o f e s s o r o f F o r e s t E c o l o g y . University of B r i t i s h 

C o l u m b i a . Canada: , 

T a i j i r o K i m x i r a . S o c i a l C o o p e r a t i o n D i v i s i o n , 

M i n i s t r y o f F o r e i n A f f a i r s . U n i t e d Nations Bureau, Japan; 

Y u j i K i m y r a . A s s i s t a n t D i r e c t o r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A f f a i r s . Enviconment 

A g e n c y , J a p a n ; 

J i m Kingham, D i r e c t o r G e n e r a l , O n t a r i o R e g i o n . Environment Canada. 

O n t a r i o . C a n a d a； 
M.F. K i s i o a d i , A i d e t o C o r a m i s s i o a e r S a i i m , I n d o n e s i a ; 

Chuck K n i g h t , M a y o r , C i t y of F o r t W c M u c c a y , Alberta, Canada: 

Osarau K o b a y a s h i , D i r e c t o r o f t h e E n v i r o m n e n t Protection Department, 

Tokyo E l e c t r i c Power Co- L t d , , J a p a n ; 

T a t y a n a Kodhiat.. The I n d o n e s i a n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F o r i m . Indonesia; 

K o d h y a t . I n s t i t u t e f o e I n d o n e s i a n T o u r i s r o S t u d i e s , Indonesia;. 

Y o s h i h i r o Kogane, V i c e P r e s i d e n t , N i k k o R e s e a r c h Center Ltd., Japan: 

O l e A n d r e a s K o n g s g a a r d e n , E l K c m A/S F i s k a a V e r K , Norway; 

S e r g e i K o r n e e v , USSR Acadeiay f o r F o r e i g n T r a d e . USSR; 

L.N. K r a s a v i n a , Moscow F i n a n o i a i I n s t i t u t e . USSR; 

A i l t o n K r e n a k , Coord i a a t o c , I n d i a n N a t i o n s ' Union, B r a z i l : 

B j o e n u l f K r i s t i a n s e n , N o r w e g i a n Fa r ;ne c s ' Union, Norway; 

S e r g e i Kroraov, USSR Academy o f S c i e n c e s , US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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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e&h J. Krop, Society for C l i n i c a l Ecology, Canada; 
A. Kubozono, Director. International A f f a i r s P l v i s i o h , National ； 

Aerospace Development Agency, Japan; ' 
Yuri Kurdas. USSR State Committe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SâR; 
Paul Kxizmin, USSR S t a t e Committe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SSR; 
Kaci Kveseth, Royal Norwegian Council of S c i e n t i f i c aad Industrial 

Research. Norway; 
B. Kwernaat, Conference Organiser. Harar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Atte, Zimbabwe. 

Monique Lachance. Coordination Sectorielle, Ministè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Quebec, Canada: 

Polca Laenui, World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Canada; 
J. Laine, E & RS 300, Canada; 
Nicolau Laitaao, Director,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lto Urugâi Catarinense - Vale do Rio de Peixe, Jabora, Saxlta 

Catarina, B r a z i l ; 
Cindy Lamson, Institute f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Dalhousie University, Nova Scotia. Canada; 
Gundrun Landbo, Chief, Information NORAD. Norway: 
Cacilda Ldnuza. Actress, Member of the Seiva Ecological Movement, 

and Member of the B r a z i l i a n Ecological Movement, B r a z i l ; 
David Large. Voluntary Planning Board. Nova Scotia, Canada； 
I.A, Latysjev. Institute for East Studies. USSR; 
John. A. Laurinann. Gas Research Institute. USA; 
Guy LeBlanc. Minister of Environment, Nova Scotia, Canada; 
Gerald Leach.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ited Kingdom; 
Jose Leal. Economic Commission foe Latin America, Chile; 
V.A. Legasov, Member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Jeffrey Leonard,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USA; 
Don Lesh, Global Tomorrow Coalition. USA; 

` G i l l e s Lessard, Intec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Canada： 
Arturo Leyser, Berlin {West)； 
Tek-Tjeng Li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Indonesia; 
Mara L i l i a n s , Vice-President, National Council for Protection Mediuj; 

Director of National Council for Water, Romania; 
C l i f f o r d Lincoln, Environment Minister of Quebec, Canada; 
Per Lindblom, Deputy Director. IFIAS, Sweden; 

Gôtz Link. Programme Officer, German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B e r l i n (West)； 

Mr Liphuko, Department of Regional and Town Planning. Ministcy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Lands, Botswana; 
Fu Lixiu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urice Lloyd, Manager, At l a n t i c Region UMA Group. Nova Scotia, 
Canada: 

Yedo Lofaao, Congressman. Legislative Assembly, B r a z i l ; 

Marianne Loe. Norsk Folkeljelp, Norway; 
A.A. Loedin,, Libang DepKes, Indonesia; 

Martin Loer, ProtoRoll des Landes B e r l i n (West); 

J. Lofblad. General Secretary.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Building 
aad Woodworkers, Norway; 

John Logsden, Director of Programm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ublic Policy.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USA; 
Hindu Lohani. Chairma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Division, 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aiXaaà; 
Aage Lomo, Federation of Norwegian Industries, Nor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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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y Cristxna Lopes Moco. Companhia de Tecnologia de Saneamento 

A m b i e n t a l (CETESB), B r a z i l ; 

J o c e l y n e L o u i s - S e i z e , T e x t Processing Operator. Intergovernmental 

A f f a i r s DirectOKate, Ottawa, Canada; 

A s b j o r n Lovbraek, Michelsen Instit'ut, Norway; 

Tom Love joy, Vice-President of the World W i l d l i f e Fund-US, USA; 

L. L u c t a c z , P r o f e s s o r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Warsaw, Poland; 

Svante Lundkvist, Swedish Minister of Agriculttite, Sweden; 

Jose A. Lutzemberger. President. AGAPAN de Porto Alegre, Uniao 

Ecologica. B r a z i l ; 

Ned Lynch. Director,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Branch. 

Intergovernmental A f f a i r s Dicectorate. Canada: 

Finn Lynge, Inuit Circumpolar Conference Environmental Conmxsslon, 

Denmark. 

M.A.L, Mabagunji. Department of Geogcaphy, Ibadan University, 

Nigecia; . 

Nydia MacCooX. Ottawa Convention Secvices, Ltd. Canada; 

Paulo Afonso Leme Machado, Professoc of Environmental Law i n 

P i r a c i c a b a . B r a z i l ; 

Peter MacKellar, Direct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 Division, Ottawa, 

Canada; 

Andrew MacKay, President. Dalhousie University, Nova Scatia, Canada; 

A. R. MacKinnon. Director,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cogtams. Canada; 

Norman MacNeill. Deputy Minister.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Government of Nova Scotia, Canada; 

L u c i e MacRillo. Admiuistcative Operations, Ottawa, Canada; ` 

V e r a Luiza Visockis Kaceda, B r a z i l ; 

findrew H. Macphecson. Canada; 

Marc Magali, Co-Présidente, Société pouc Vaincre la Pollution, 

Caaada; 

Burhan Magenda. Faculty of P o l i t i c a l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Indonesia; 

,Sophie Mair. Canada: 

Vladimir Maksimov, USSR Academy foe Foreign Tcade, USSR: 

Cacl Goran Ma 1e.r. Sweden; 

Halfdan Mahler, Directoe-General, Wocld Health Organization. 

Switzerland; 

Kathini Maloba,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lantation, 

Agricultural and. A l l i e d Workers, Kenya; 

Z e p h a n i a h Mandicahwe, Zimbabwe; . 

Leif Manger, Norwegian Association for Development Research. Norway: 

Elisabeth Mann Borgese, Dalhousie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Studies, Canada; 

William Mansfield, Deputy Executive Director, UNEP. Kenya； 
A u d r e y Manzer, Chairman, Dartmouth Lakes Advisory Board, Nova 

Scotia. Canada; 

A n d i M a p p a s a l a . C h a i r m a n . Y a y a s a n TeHung Poccoe, Indonesia; " 

Ninuk Mardiana. KOMPAS, Indonesia; 

Ma hoir Mardjono, Chairman, FI SKA, Indonesia; 

Pierre de Margecie. The Toronto Issues Exploration Group, Canada: 

M.H. Maria. KOMPAS. Indonesia; 

D.J. Macq`uardt. Director , Admiaistrativs Operations, Canada： 
Aristides Marques, Vice-Executive Secretary, National Council for 

Urban Development, B r a z i l : 

B. E. M a r c , D e p u t y M i n i s t e r , M i n i s t r y o f Environment. B c i t i s h 

C o l u m b i a . Canada; 

Andce M a r s a n , A a d r e M a r s a n & A s s o c i a t e s .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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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f Marstrander. Director, Environmental A f f a i r s , Norsk Hydro. 
Norway; 

R-B, Martin, Principal Ecologist, Degartiaent of National Parks and 

W i l d l i f e Management, Zimbawbe; 
Andre Martin. Service des Relations P`ubliques, Hydro-Quebec, Canada; 
Maureen Martinauck. Information Directorate, Toronto, Canada: 
Esperanza Martinez, Executive Director, Society for the Defense of 

• Nature in Pacharaaiaata Camaccuna. Ecuador; 
Soedacno Martosewojo. Indonesia; 
A. Mascarenhas, Regional Director of the Conservation for 

Development Center, lUCN, Zimbabwe; 
Sergei Maslov. USSR Academy for Foreign Trade, USSR; 
Joel Matheson, Minister of Mines and Energy. Govecnment of Nova 

Scotia, Canada; 
T.I. Mathew.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Switzerland: 
Kazuo Matsushita. Assistant of Vice Minister, Environment Agency, 

Japan; 
I. Matsvairo. Zimbabwe; 
Denise V. Mattos, Director. Education and Culture Department of the 

Municipality of Varge en Grande Paulista, B r a z i l ; 
Tom McCarthy, Chairman, Environment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France; 
Donna McConnell.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Nova Scotia, Canada; 
Donald Mccracken; Foreign Aid Issues Research Framework. Canada; 
Donna McCceady, Research Coordinator,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Nova Scotia, Canada; 
J a n e McDowell. Communications Officer, Intergovernmental Affaics 

Directorate, Canada: 
A.D. Mclnty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for Scotland, 

Marine Laboratory. United Kingdom; 
A.J. Mclntyre, Canada; 
A l i s t e r Mclntyre. Deputy Secretry-Genera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Switzerland'. 
Keith L. Mclntyre. Mohawk College of Applied Arts and Technology, 

Canada； 
Suzanne McLennan, Charter Division. Ottawa, Canada; 
Tom McMillan, Minister o£ the Envitonmeat. Government of Canada, 

Canada; 

Jeffrey A. McNeely,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dtucâl Resources, Switzerland; 
Harvey Mead. Union Québécoise pour la Conservation 'de la Nature, 

Canada; 
J .A. de Medicis, Ambassador; of B r a z i l , Former Chairman, 

Intergovernmental Inter;-sessional Preparatory Committee. Kenya 
Evan MehlMni, Norwave A/S, Norway; 
Meizar, SKREPP. Indonesia; 

Guiliermo Gallo Mendoza, Fundacion Bariloche, Argentina; 
Gray Merriam, Professor of Biology, Carleton University, Canada; 
Joyce Miche!ls, Head. Correspondence, Con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Ottawa. Canada; 

Andrew Michrowski, President, Planetary Association for Clean 
Energy, Canada； 

Bogadur Mickailov, USSR state Committe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SSR; 

L.E. Mikhailov, Deputy Chairman, USSR State Committee on Forestry. 

USSR; 

Simon Miles, Conservation Council of Ontari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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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ton M i l l e r . Director General, International Union f o r the '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S w i t z e c l a n d : 

B e t t y Mindli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B r a z i l : 
A b d u l Samad Minty. Anti-Apartheid Movement, United Kingdom; 

I r v i n g Mintzer,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USA; 

B a r b a r a M i t c h e l l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ited Kingdom; 
D e b b i e M i t c h e l l ,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Nova Scotia. Canada: 

R. Mkwanazi. Zimbabwe; 
A d h i Moersid, lAI, Indonesia; 
N.N. Moiseyev, Member,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Dag Mollec, Fiskeridirektoratets Havfocskningsinstltutt, Norway: 
B.A. Molski. Professor, Botanical Garden of the P o l i s h Academy of 

Sciences in Warsaw, Poland; 
Olga Monakova. USSR Academy of Sciences; 
Marcello Monteiro de Carvalho. Attorney-at-Law, B r a z i l ; 
Estanislau Monteiro de O l i v e i r a . Secretacia Especial do Heio 

Ambiente (SEMA). B r a z i l ; 
Raul a. Montenegro, President. Asociacion Argentina de ^cologla, 

Argentina; 

Andre Franco Montoro, Governor, Sao Paulo, B r a z i l 

Laurinào S. Moreira, Miguelopolis, B r a z i l ; 
Joao Eduardo Mojcitz. President, B r a z i l i a n National F e d e r a t i o n of 

Engineers, B r a z i l ; 

Oraar Morrinez-Legeretta. Mexico;-

Karen Morcisoa. Canada； 
Joao Eduardo Mortiz, President, B r a z i l i a n National F e d e r a t i o n of 

Engineers, B r a z i l ; 
Ted Moses. Grand Chief/Chairman. Grand Council of the Ccees. Canada; 
Movement for the Defense of L i f e , Santos. B r a z i l ; 
T.p.2. Mpof\j, Director of Natural Resources, Ministry of N a t u r a l 

Resources and Tourism, Zimbabwe; 
P. M`uchanyuka, Zimbabwe; 
.Simon Muchiru, Environment Liaison Centre, Kenya; 
Robert Mugabe. Prime Minister, Zimbabwe; 
Kartono Muhamad, FISKA, Indonesia; 
Paul Muldo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 o u n c i l of 

Canada; 

Harald Mullec. Hessische Stiftung Fcxedens- und K o n f l l k t f o r s c b u n g .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ngrid Munro, UN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s (Habitat). Keaya: 
David A . Munro, Secretary-General, Conference on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and 

Development, Canada; 
Laura Murphy. The Indonesian Environmental Forum, Indonesia; 
Charles M. Musial, President. New Waterfront. Fish and Game 

Association. Canada； 
Rahab W、 Mwatha. Secretary, The Green Belt Movement, Kenya； 
Norman Myers. Environmental Consultant, United Kingdom. 

NATUR & UNGDOM, Norway; 

William Nagl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USA; 

I.V. Nagy, President,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of the 

P a t r i o t i c People's Front, Hungary; 

Syamsuddin Naxnggolan. Yayasan Panca Bakti, Indonesia; 

P.K.R. Nair.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A g r o f o c e s t r y 
( I C R A F ) . Kenya: 

Lance Nale, Executive Director. Voluntary Planning Board,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Nova Scotia,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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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bnyoshi Naraiki, Member of Board of Directors, Japan Economic 

Research Centre. Japan; 
David Nantes, Minister of Municipal A f f a i r s , Govecnment of Nova 

Scotia, Canada; 
National Agenc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nmark: 
National Council of Rubber Tappers of B r a z i l , B r a z i l : 
National Survival Institutes, Canada; 
Yoshihiro Natori, Assistant Director, International A f f a i r s , 

Environment Agency, Japan;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USA; 

Valerian Naumov, USSR state Conimitte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SSR; 
Coleman Nee, Aide to Commissioner Ruckeishaus. USA;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 of Barra da Tijuca (AMABARRA), B r a z i l ; 
Gordon Nelson. Faculty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Fiona Nelson. Chairperson, National Survival Institute, Canada; 
Jeremiah Niagah, Minister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Kenya; 

Peter Nljhoff, Director. Nature and Environment, lUCN, Netherlands： 
Hiroshi Nishiraiya, Social Cooperation Division, Ministry of Foreign 

. A f f a i r s . United Nations Bureau. Japan; 
Teshishige Nishio, Director, 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 Environment 

Agency. Japan; 
Garth Norris, Western and Northern Region, Alberta. Canada； 
North Toronto Collegiate. Canada； 
Norwegian Farmer's Union and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Norway; 
S. Nugroho, LKBN Antara, Indonesia; 
Abdul Hakim Nusantara< SKREPP, Indonesia; 
Joseph S. Nye, Director, Centre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 f f a i r s . USA; 
Julius K. Nyerere, former Pcesident, Tanzania. 

John O'Riocdan, Director. Planning and Assessment.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B r i t i s h Columbia, Canada; 

Timothy O'Riordan.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United Kingdom; 
G.O.P. Obasi, Director General, World Meteorogical Organization, 

Switzerland; 
Hans Odendahl. Manager, Crawley-McCracken, Ottawa, Canada: 
Richard Odingo,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Nairobi, Kenya; 

Kami I Oesman, Bird-Lovers Association of Indonesia, Indonesia; 
Paschalia Edith Ogaye, Breastfeeding Information Group, Kenya: 
Toshohisa Ohno. V i s i t o r s Receiving Section, International 

Hospitality and Conference Service Associ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 f f a i r s , Japan; 
Oikos, Association for Defenders of the Earth, Bcazil; 
Ibu Qedong Bagoes Oka, Indonesia: 
Luza Ok i i s h i . Companhia de Tecnologia de Saneamento Ambiental 

(CETESB). B r a z i l ; 
G. Okolotowicz, Research. Scientist, Sea Fisheries Institute, Poland; 
Kare Olerud, Norwegian Society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Norway; 
Maria Isabel O l i v e i r a V i e i r a de Mendonca, Companhia de Tecnologia dc 

Saoeamento Ambiental (CETESB), B r a z i l ; George Opundo, Ministry 
of Enviconia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Kenya； 

Beatrice O l i v a s t r i . Executive Director, National S \ir v i val Institute.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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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 l & o O c s i n i . U n i v e r a i t y o f Sao Pa`alo, B i - a z i l j 

ARtoni--? O r t i z Mena „ P r e s i d e n t , îRter.-American D e v e l o p m e n t Bank. USA; 
J . 0 . Oneho. P o p u l a t i o n Stuâies aad H e s e a c c h Institute, Kenya： 
J o s e p h O`aina, Dean o f S c h o o l o f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Studies, Mol 

U n i v e r s i t y , K e n y a； 
J a n e t t e O u t e r K i r k , A d m i a i s t t a t i v e Assistant, Office of the Deputy 

?îinisttsr, O t t a w a , C a n a d a : 

L a r s O v e r 8 i n , Norwegi-an I n s t i t u t e f o r W a t e r B e s e a r c h , Norway. 

Mdure e n O x l e y , C a n a d a . 

M a r i a T e r e z a J o r g e P a d u a . G e n e r a l S e c r e t a r y , B r a z i l i a n Institute for 

Foe e s t r y D e v e l o p m e n t . B r a z i l ; 

Waldemar P a i l o l i . P r e s i d e n t , B r a z i l i a n A s s o c l a t i o i a f o r the 

P r o t e c t i o n - o f N a t u r e , B r a z i l j 

G.K.C. P a r d o e , U n i t e d Kingdora; 

Leo Pare。 So\is-Mïïiisi:r:e, M i n i s t e c 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Quebec, Canada； 
R e g i n a M a r i a P a s s o s Gomas, Companhia de T e c n o l o g i a u e Saneamento 

Âtnbiental ( C E T E S B ) , B r a E X l ; 

S u r e n d r a P a t e l . P r o f e s s o r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S u s s e x , IJnitecf Kiogdoa; 

C o t r y F a t t y < I n d o n e s i a ； 
Torbjor,.a P a \ ! i e , N o r g e s N a t u r v e r n f o r b u n d , Norway; 

0, P a v l o v , A i d e ' t o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S o k o l o v . USSR: 

J > Pa w l a t t . D e p u t y C h i e f - I n s p e c t o r , S t a t e Inspectorate of 

E n v i r o n m e n t . P o l a i m ; 

B i n g P e a r l , C h i e f : o f S t a f f . , M i n i s t r y o f National Defence. Ottawa. 
C a n a d a ; 

C h a r l e s P e a r s o n . The J o h n s H o p k i n s U n i v e c s i t y . USA; 

Red F a d e r s e n . M i n i a t e r o f R e n e w a b l e E e s c u r c e s . Government of the 

Noj;thv?est T e r r i t o r i e s . C a n a d a； 
F l a v i c R i o s P e i x o t o da S i l v e i r a . M i u i s t e r o f U r b a n Developmeat and 

、 E n v i r o n m e n t , B r a z i l ; 

A u s t i n P e l t o n , M i n i a t e j : o f E n v i r o n m e n t , B r i t i s h Columbia. Canada; 
M a r i a J o s e P e r e. i r a de L a c e r a a〖Dede》， Kttsident o f Gariroba 

s h a n c y t o w n , B r a z i l ; , 

Renan Pere丄et, B c i e n t i f i e SecEôtary. I n s t i t u t e f o r System Studies o f 

t.ne S t a t e C o i a n i i t t e e f o r S c i e n c e anà Technology and the USSR 

Academy o f S c i e n c e s ； 
Nadyr S o b r a l P e r e s de Souza. P r e s i d e n t . R e g i o n a l Council f o r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D e f e n s e (CONDEMA). B r a z i l ; 

P e r m a n e n t A s s e m b l y of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i s t Groups i n Sao Paulo 

(APEDEMA) , B r a z i l , " 

S igut;d P e t e r s o n . . P r e s i d e n t , A g r i c - u l t i i r a l Institute of Canada. 

C a n a d a ; 

L e o n i d P e t r e n k o , USSR S t a t e C o 職 i t t e e f o 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SSR;• 

Y u r i F c t x o v , USSR Ac is demy f o r F o r e i g n Trade. USSR; 

K l a i i i i P f i s t e t . M i n i s t r y o f E n v i r o n m e n t , Finland; 

n. J e a n P i e t t e . . D i r s c t o r , D i r e c t i o n des Strategies et Politiques 

Envi,conrieïuentales. Quebec . Canada ； 
L u i s C a r l o s P i n h e i r o Machado, P r e t i i d e n t . B r a z i l i a n Company of 

F a r r a i n g / R a n ' ^ h i n g R e s e a r c h , B r a z i l . ' 

D i c X p i rman. Z a m b e s i S o c i e t y and t h e W i l d l i f e Society. Zimbabwe; 

P i a n e r . a r y . AÛs0c i a t i 0 n f o r C l e a n E n e r g y , I n c . Canada; 

G e o r q e P l e t i u k h i n e , USSK S t a t e C o m m i t t e e for Science and Teclinology, 

US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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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an Poerbo. PPLH ïTB.. Indonesia; 

P ' l ` . P o l e t a e v . D e p u t y C h a i r n t a n , C o m m i s s i o n on Environmental 

P r o t e c t i o n and R a t i o n a l \î&e c i Hàtmâl Resources o£ t h e 

Pr«si<;Uvm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USSRi 

Poiltition P;;obe Foundation. Caiv^a.-i ； 
B.V. Pospelov, Institute for the Far-East, USSR; 
Luiz Auguato de Proenca Rosa. Fedo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B r a z i l ; 

George Fxiddle. Chairman and Associate PEofessor, Faculty of 
Euvironmentai Studies, Wanerloo University, Canada; 

D.1. Protsenko, Chairman. State Committee on Natural Protection of 
the Ukranian SSK, USSR; 

Provinces of Al bar ta, B r i t i s h Coiuitibia. Nova Scotia, Ontario, a ad 
Qu&bec. Canada ; 

Public Advisory Committees to Euvironment Council of Alberta, 
Canada; 

Ag\is Puronomo, The ladonesian Euvironment a 1 Forum, Indonesia. 
S.A. Sûsim. Aide to Commissi oner Al-Athel, Sautdi Arabia; 
Irene Quellet. Admlnist-tative Assistant, Intergovernmental A f f a i r s 

.Directûi:ate. Ottawa, Canada. 

T-W. Raintung, DQI, Indonesia; 
Jacub Rais. Bakosurtanal, ladoasisia: 
Arcot Hamachandran, Executive Director, UN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s,, Kenya； 
Hanna Rambe, Ma}aiah M^itiara Indonesia; 
K.K.S. Baua, for,mer Chairman, Iatei;governmental Inter-sessional 

Preparatory Cammittee, Kenya; 
Paul Raskin, Energy Svstems B<esearcJî Gronp, USA; 
A. Ray, F-undaroental Kesearch Institute* Canada; 

-Amalya Reddy» DepaKtment of Management Studies, Indian Instittite ot 

Science, India； 
William E. Rees. Associate Px: of essor. School of Community and 

Regional Planniag. Uniueraity of Beit ish Columbia. Canada；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Farming Systeros Research Groups. Royal 

Tropical Institute, Netherlands; 
David Rehling. DanmarJcs Natuxtredningsforening, Denmack; 
Wiliiam K. ReiUy, Presideni:.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USA; 
Magda Rerinec. President. Ft lends of the Earth, B r a z i l ; 
Robert Repetto. World Hesources Institute, USA: , 
Ataide Ribeiro, City Coiiucilmah.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Council of 

Santana do Parnaiba, B r a z i l ; 
Miles G. Richardson, President. Council of the HaIda Nation, Canada: 
Peter Richetts. Saint Mary's University. Nova Scotia, Canada: 
Sht^ild F i t c h i e . Communications Branch. P a c i f i c and Yukon Region. 

Canada; 

F i l i p p o ài Kobilaat, Aide to Commissioner Agnelli, Italy; 

Raymond Robinson, Federal Eaviconmen,tal Assessment Review Office, 

Canada； 
Hennin.g Rodhe, - Stockhoims Univecsitet,. Sweden; 

Nina KValheiiti Rong, Bong Laks a/S. Norway; 

E.F. Roots. Office of the Scieuce Advisor. Canada: 

Imcon Rosyadi. MH , Indonesia; 

Rolf Svein Rougna, Ordfocer, Norway; 

Sauli So\ihinen. Finnish Counci 1 foe the Protection of the 

Euviconnient:, F`in丄arid: 

Staiil,ey Rowe, Saskatchewan Environmental Society, Canada; 

Royai Society of Canada, Academy of Science,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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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USA; 
I.I. Ru3sin„ Professor.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USSR. 

Ignacy Sachs, Centre International d6 Recherclîô sur 1 'environnement 
et le développement, France; . 

Roald Sagdeev, Institute of Space Reseai:ch. USSR; 
Klaus A. Sahlqren. Executive Secretary, United Nations Economie 

Commission, for Europe, Switzerland; 

William Saint. Exec`utive Director, Fora Foundation. Kenya； 
Genevieve Sainte-Maire. Deputy Minister, Environment Canada, Quebec, 

Canada; 

Mika Sakakibara, Student, Tok:yo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txnology, Japan; 
Salam. The Indonesian Environmental Forum. Indonesia; 
DodoJc Sambodû. The Indonesian Environraental Forum, Indonesia: 
P l i n i o Sampaio J r . Catholic University of Sao Paulo, B c a z l l ; 
Richard Sandbrook.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nviconment and Development/Earthscan, United 

Kingdom; 
Kirsten Sander. Greenpeace. Denmark; 

Sao Paulo Municipal Advisory Councils for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CONDEMA), B r a z i l ; 
S a r l i t o Sarwono. Faculty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Indonesia； ' 
Adi Sasono, Directoi:, i n s t i t u t 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Indonesia: 
Eiko Sato, V i s i t o r s Receiving Section,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H o s p i t a l i t y and Conference Service Association. 

Japan; 
David Sattecthwait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conment and 

Developraer United Kingdom; 
P h i l l i p Saunder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Ocean Development. Nova 

Scotia. Canada; ' 
Lee Schippec. Shell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 United Kingdom; 
Wilhelin Schmid, Chef des Affai r e s internationales de l'Environnement, 

Département Federal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Swltzecland; 
Ted SchrecKer, Dept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of Studies, Canaâa； 
ïlja Schwartz. USSR State Comroitte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SSR; 
Christopher Seebach, President, Aquarian Agency Ltd-, Canada; 
Michael S e f a l i . Minister of Planning for Lesotho, SADCC Sector for 

So i 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Land U t i l i z a t i o n , Lesotho; 
Mats Segnestain. Swedish Society foe the Protection of Nature, 

Sweden; 

Véronique S e i f e r t , Earthscan. United Kingdom; 

Hans Martin Seip. Senter for Industriforskning, Norway; 

Rolf Selrod,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Norway; 
A.P. Semyonov. Chief Technical Labour Inspector, Central Council of 

Trade Unions, USSR; 
Yuri Senkevich, Institute for Bio-Medicine, USSR; 
Sugeng Setiadi, Chairman of the Board, Yayasan Mandiri, Indonesia; 
V. Shakarov. Aide to Coraniissioner Sokolov, USSR; 
Ravi Sharma, Environment Liaison Centre, Kenya； 
Margarita Shackovsky, Companhia de Tecnologia de Saneamento 

Ambiental (CETESB), B r a z i l ; 
Kathleen Shaw. Canadian 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Legislative 

Committee. Canada: 
R.H. Shepherd, President, Syncrucle Canada, Ltd.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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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Shrybman. Counsel, Canadian Environmeatal Law R.ssociation, 

Canada; 

M.S. Siahaan, DGI, Indonesia; 
Anton S i l a , KNI, Indonesia; 

Jaime da Silva Araujo, National Council of Rubbee Tappers, B r a z i l ; 
Linus Sinianjuntak. Chairman. YIH. Indonesian 
Michael Simmons, The DPA Group, Nova Scotia, Canada; 
Janet Singh, Aide to Commissioner Ramph.al, United Kingdom: 
Rosa S i r o i s . Environment C a n a d a , Atlantic Region, Canada; 
J. Siuta, Deputy Director.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and; 
R.W. Slater, Assistant Deputy Minister, Corporate Planning. Quebec, 

Canada; 
Fred Sleicher. Manager, Great La)ces Section,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Ontario. Canada; 
Br:uce M̀. Small, Pollution and Education Review Group, the Boacd of 

Education for the City of Toronto. Canada; 
M.G. Smith, Depactnv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 Yale University, USA; 
Ian R. SB̀ .yth. Executive Director, Canadian Petroleum Association, 

Canada; 
H.M. Soedjono. MUI, Indonesia; 

Francisca Soee. Protokoll des Landes Beclin, {West); 
Soeharto. President. Indonesia; 
Sugyanto Soegyoko, ITP. Indonesia; 
Retno Soetarjono, PSL UI, Indonesia; 
K. Soetrisno, Indonesia； 
Hardjanto Sostoharsono, Ditjen Tanamaa Pangan, Indonesia; 
Aristides Arthus S o f f i a t i Netto, President. North Fluminense Center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 City of Campos, B r a z i l ; 
Arthur S o f f i a t i . Sociedade Visconde de Sao Leopoldo, B r a z i l ; 
W. Solodzuk, Deputy Minister, Environment Alberta, Canada; 
Atle Sommerfeldt, Mellomkir)celig Rad for Den Norske Kirke, Norway; 
Gunnar Sorbo, Christian Michelsens Institute. Norway; 
Southecn African Development Coordinating Conference (SADCC), 

Botswana ; 

•Sonia F. de Souza, Agua Funda Anti-Pollution League, Bcd¦zil; 
John Spayne, Aide to Commissioner Khalid; 

J. Gustave Speth, President, World Resoucces. Institute, USA; 
Robert E. Stein, President, Environraental Mediation International, 

USA: 

Mark Stephanson. Director of Community Relations, Manitoba 

Environment, Canada; 
Tom Stoel.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USA;' 
Hans Sto^n,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Norway; 
W. Stoeritier. Aide to Commissioner Hauff.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Jane Stuart. Friends of the Earth Canada, Canada; 
Aca Sugandhy. lAP. Indonesia; 
Rosi Sularto. lAI, Indonesia; 
Suraartoyo, Bina Desa. Indonesia; 

Otto Sumarwoto, Lembaga Ecology - UNPAD. Indonesia; 

B.B. Suncareson. National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India； 

Osvaldo sunkel. Joint ECLA/UNEP Unit on Development and 
. Environment, Chile; 

Rakel Sur l i e n . Minister of the Environment,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Norway; 

K.H. Sutrisao, Vice-Director, Yayasan Indonesia Sejahteca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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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S w a m i n a t h a n , P r e s i d e n t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Rice Reaeacch Institute, 

P h i l i p p i n e s -

M i c h a e l Sweatman. D i r e c t o r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M i l d e r a e s s Leadership 

F o u n d a t i o n , C anada； 
B r u c e S w i t z e t , C a n a d a； 
A b d u l l a h s y a r w a n i . E x e c u t i v e D i r e c t o c . PKBÎ, Indonesia; 

I s t v a n S z a b o l c s . I n s t i t u t e for S o i l Science and Agricultural 

C h e m i s t r y , H u n g a r y ; 

F r a n c i s c o S z e k e l y , M e x i c o ; 

E r w i n S z e n e s , A i d e t o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L a n g . H u n g a r y . 

A. T a k a t s . D i v i s i o n Head. N a t i o n a l Authority for Environment 

P r o t e c t i o n and N a t u r e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 H u n g a r y ; • 

S e r g e i Taitiaev, USSR Academy f o e F o r e i g n T c a d e , USSR; 

C a r l 0 1 a f Tamm,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U p p s a l a , Sweden: . 

K o i c h i T a n i , D i r e c t o r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A f f a i r s Division, Enviconment 

Agency, J a p a n ; ' 

Task F o r c e on Wate r U se i n A g r i c u l t u r e of t h e A g r i c u l t u r a l Institute 

o f Canada, Canada: 

I n d r a T a t a , The I n d o n e s i a n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Forum. Indonesia; 

Dewi T a z k i r a w a t i , The I n d o n e s i a n E n v l c o n n i e n t a l Forura, Indonesia; 

Bo T e n g b e r g . Sweden; 

P e t e r T h a c h e r . W o r l d R e s o u r c e s I n s t i t u t e . USA; 

Tom T h a c k e r a y , D i r e c t o r , I n f o r m a t i o n D i v i s i o n , Government Alberta, 

Canada； 
e i a e s T h i m r e n . Sweden; 

V e r n o n G. Thomas, A s s o c i a t e P c o f e s s o r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Zoology, 

C o l l e g e o f B i o l o g i c a l S c i e n c e . U n i v e r s i t y of Guelph. Canada; 

F r a n k Thomas. P r e s i u e n t , F o r d F o \ i n d a t i o r i , ` Kenya； 
J o s e W i l l i b a l d o Thome. P r e s i d e n t , Z o o b o t a n n i c a l Foundation of Rio 

Grande do S u l , B c a z i l : 

B r u c e Thompson, C a n a d a ; 

J a n Thompson. A i d e t o t h e C h a i r m a n , Norway; 

` C r a i g T h o c b u r n , The I n d o n e s i a n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Forura, Indonesia; 

R o l a n d J. T h o r n h i l l . M i n i s t e c o f D e v e l o p m e n t . Nova Scotia, Canada; 

J o n T i n k e r , D i r e c t o r , E a c t h s c a n . U n i t e d Kingdom; 

S e d i o n o T jondro'negoro. ASMEN RISTEK, Indonesia; 

E i l e e n Tdbey, Coramunicat j.oias Consultants Ltd .Canada; 

K. T o e t i , TEMPO. I n d o n e s i a : . 

M o s t a f a T o l b a . E x e c u t i v e D i r e c t o r . U n i t e 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Kenya,' ' 

Ma j a T o l s t i k o v a . USSR S t a t e C o m m i t t e r for S c i e n c e and Technology, 

USSR; 

I a n T o r r e a s , O r g a n i s a t i o n f o r E c o n o m i c C o o p e r a t i o n and Development, 

F r a n c e ; 

R a l p h ïorrie, C a n a d i a n E n v i r o n m e n t , D e v e l o p m e n t , and Peace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s , C a n a d a； 
N, I . T o w f i q . A i d e t o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A l - A t h e l . S a u d i Arabia; 

T r e n t U n i v e r s i t y s t u d e n t s , C a n a d a； 
D i n a T r i s u n d a r i . The I n d o n e s i a n .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Forum, Indonesia; 

T r i n a T r o p i n a . U S S R , S t a t e C o m m i t t e e f o e S c i e n c e and Technology. 

USSR; 

M, T s a b i t , WALHI, I n d o n e s i a ; 

K y a i T s a b i t h . AñNugoyaîi P e s a n t E e n . I n d o n e s i a ; 

s . Tsilîwa, Zimbabwe ； 
M a r i n a T u m a r k i n a , Y o u t h E n v i c o n m e n t P r o t e c t i o n Council Moscow State 

U n i v e r s i t y . USSR; .. ̶ 

F r a n s Tuniiwa, DGI, I n d o n e s i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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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a, Canada. 

UNESCO Canada MAB/NET, Canada; 
USSR Commissiorx for UNEP. USSK: 

G.W. Uku. Chief of Protoco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les. Zimbabwe; 
Uniao Ecologies, B r a z i l ;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Switzerland;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 c i e n t i f i c and C u l t u r a l Organization, 

France; 

Univecsity of Laval, Faculty of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Canada. 
US-Base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Population 

N<30s, USA; 

U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the Business Round Table, 

USA; 

G. Ya. Uskov, State Coraraitte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SSR. 

Maccia Valiante. Canadian Environmental Law Research Foundation.. 
Canada; 

J.R. Valientyne. Senior Scientist. Gceat Lakes Fisheries Research 
Branch, Ontario. Canada; 

Randall Van Holle. Carleton University, Canada; 
J u l i e Vanderschot, Projects O f f i c e r . Intergovernmental Af f a i r s 

Directorate, Canada: 
David VanderZwaag. Assistant Professor, Dalhousie Law School. Nova 

Scotia, Canada; 

Nancy Vanstone, Programme Manager, Planning and Policy Development, 

Macitirae Resources Management Services, Nova Scotia. Canada: 
Galina Varshavskaya, USSR; 

Nelson Vasconcelos, Director. Pollution Control of Companhia de 

Tecnologia àe Sanearaento Ambiental (CETESB), B r a z i l ; 

Monique Vezina, Minister for External Relations, Canada; 

Jean-Pierre Vettovaglia, Minister, Mission permanente de la Suisse 

près l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Switzerland; 

yalmira V i e i r a Mecenas, Secretary. Natural Resources, Technology, a 

Ç'nviconment. ̂ B r a z i l ; 

Raymond Vies, Friends of the Earth, Canada: 

Sharon Vollman. Office of the Regional Director General. P a c i f i c an 

Yukon Region. Canada. 

Lars Walloe, Universitet of Oslo. Norway; 

Ingo Walter, New York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USA; 
Kirsten Warno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Denmark; 
Carol Warshawski,. Senior Officer, Federal and Intergovecamental 

A f f a i r s , Alberta, Canada; 
S,M. Washira, African Development Trust. Kenya； 
Fergus Watt, World Association of World Federalists, Canada； 
Helmust Weidn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Pearl Weinberger. Department of Biology, University of Ottawa, 

Canada； 
Arthur W. Westing,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weden; 

Westraan Media Cooperative Limited, Canada; 

Tim Wherle. student, Carle&pn. University, Canada； 
Rodney White, Canada; ： 
Henrilc Wickmann, Danis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Denmaric: 
Widjanartea, KRAPP.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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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o h n w i e b e . Director General, P a c i f i c and Yukon Region, Canada： 
porir),̀î w:Ignaraja.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ineat/ I t a l y ; 

B. W i d j a a a r K o . Suara Karya,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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