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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 言 .

1 . 兹依照大会1 9 7 2 年 1 2 月 1 5 日 第 2 9 9 7 ( } 0 ^ 工工） 号决议向大会提 

交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第九届会议的报告，

■ 2 。规划理事会第九届会议于1 9 8 1年 5月 1 3 至 2 6 日在内罗毕环境规划

署总部举行• 本报告经理事会本届会议1 9 8 1 年 5月 2 6 日第9 次会议上通过



规划理事会第九届会议认为需要大会和或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具体注意的事项

3 ‘ 大 会 1.9 7 4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3 4 5 号决议请秘书长把有关人口，资

源，环境和发展间相互关系的协调多学科的研究结果报告，，连同环境规划理事会的 

适当意见经常地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这 ♦问题的第 

二次报告（E /198 L/65 ) ,按照 1 9 8 1 年 5 月 2 6 日第9 / 2 号决定第二节第 

1 0 段 （参看本报告附件一》，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它在该决定第6 — 8段所 

表示的意见。 ’ 理事会按照同一决定第9 段，决定将执行主任遵照他于1 9 8 1年 

1 月召集的关于这♦ 问题高级专家组的建议编制的报告附入本报告。 这份报告已 

附入执行主任关于这小问题的说明（üNEp/GC.9/2/Add.é) ,现转录作为本报 

告的附件二。 参加理事会第九届会议的各国1；乂表团对秘书长的报告和执行主任说

明所表示的意见载于本报告的第6 7至 6 9 段，第 1 7 &段和第2 8 8段，

4 . 规划理事会按照1 9 8 1年 5月 2 6 日第9 / 1 号决定的第三节，注意到 

执行主任（在 ÜNEP/CJC . 9/2/Add . 1 他关于这小问题的报告所泰f 的 ）执行大 

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0年第二届常会同环境规划署有关的决. 

议的意向， 理事会按照第三节第3 段，也响应大会1 9 8 0 年 1 2月 1 7 日关于阿 

拉伯语文服务的第3 5 / 2  1 9号决议，决定修正大会议事规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 

以便把阿拉伯文列为大会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

5 . 理事会1 9 8  1年 5 月 2 6 日第9 / 2 号决定，根据大会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3 5 / 7  4 号决定的第1 3 段》其中大会决定于1982年召开特别性质的 

规划理事会会议，审议了执行主任响应该决议第1 5 段所提出的报告（UUEP/ÜC. 

9/2/Add . 2 ) , 建议大会通过关于特别性质会议的决议草案。 该决议草案的案



文载于这项决定的第1段 （参看本报告附件一同 时也请大会注意这项决定的  

第 6 段，其中理事会请大会从优考虑召开特别性质会议的所涉财务问風  关于各

国代表团对这♦ 问题所表示的意见参看本报告的，三章，第 8 4 至 8 7 段》

6 。大会或愿注意理事会关于环境和军备竞赛的1 9 8 1 年 5 月 2 5 日第9/4 

号决定的第2 段，即理事会请大会专门讨论裁军的第二届特别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在 

这届会议的议程草案中列入关于军备竞秦对自然影响的一个项目。 关于各国代表 

团对这个问题所表示的意见。参看本报告， 8 1, 8 2 和 1 3 7 至 1 4 2 段， 这 

项决定以点名表决通过V 表决情况见第1 4 0 段，

7 . 大会 1 9 7 5 年 1 2 月 9 日第S4 S 6 ( XXX ) 号决议请规划理事会将环 

境方面所缔结的任何新的国际公约和现有公约的情况，特别是关于批准，加入和生 

效的情况，以及各国政府在理事会两届会议间年度内所表示的成为缔约国的意向，

每年通知大会。 因此，理♦ 会按照 1 9 8 1 年 5月 2 6 日第9 / 1 0  A 号决定第 

5 段 （参 看 附 件 一 ），授权执行主任将他关于环境方面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的 

报告 （ UNE P/GC. 9/5/Ad d . l } 连同这种公约和议定书目录的第四次增编

( imEP/Gc/lIlFORMATIOH/S/SiiPPlement 4 ) 递送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

这座文件将作为单独的文件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8 . 大会 1 9 7 9 年 1 2 月 18 H第 3 4 / 1 8 3 号决议请规划理事会通过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交有关海洋污染问题的报告。 理事会按 

照第 9 / 1 0  A 号决定，第 6 段，授权执行主任响应上述决议， 以理事会的名义递 

送关于这小问题的报告【üNEP/üc.9//5/Add.4i)。这份报告将作为单独文件提 

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 年第二届常会和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0 关于各国代 

表团对海洋污染问题表示的意见，参看本报告第2 9 5 至 2 9 9段，

9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 年 7月 2 3 日 第 1980/4 决议请环境规划 

署遵照大会1 9 7 9年 1 2 月 1 8 日第3 4 / 1 8  8 号决议，详细拟订关于能源和 

环境的具体提案， 以便为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作出更有效和有意义的货



献，并就此通过规划理事会向经济及社会理♦ 会 1 9 8 1年第二届常会提交报告。 

大会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3 5 / 7  4 号决议第6 段强调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会议的重要性，并要求环境规划署积极都助如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 因此，大会 

或愿注意规划理事会1 9 8 1 年 5月 2 6 日第9/^10  A 号决定第7段响应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的决议，授权执行主任以理事会的名义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 年 

第二届常会提交的关于环境â 划署和能源会•议的报告(UIŒP/GC.. 9/5/A dd . 4 )。理 

事会也通过关于能源会议（ 1 9  8 ，1年 5月 2 5 日第9 / 7 号决定）和关于能源作 

为环境方案的一♦ 狗成部分的工作的决定（1 9 8 1 年 5月 2 6 日第9 / 1 8 号决

定 ）。 各国代表团对这些问题的意见载于本报告第1 0 4,  1 0 5 段和第3 12  

至 3 1 7段。

l a 大会关于两个或西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齋源在环、境方面的合作的1 9 7 9  

年 1 2 月 1 8 H第3 4 / 1  8 6 号决议请规划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交这 

项决议的执行进度报告。 理事会审议了作为理事会报告基础的执行主任编写的报 

告 （uiŒP/üC . 9/2/Add . 5 ) , 按照 1 9 8  1年 5 月 2 6 日第9 / 1 9 ：8 号决 

定 【参 看 附 件 一 ），确定这份报告不克完成任务，请执行主任同各国政府协商， 

准备在其第十届会议审议一份专门叙述这项决议的实行情况的报告， 而不必就共有 

自然资源的鉴定和定义提出建议0 因此》这份报告将通过经济及杜会理事会向大 

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参看本报告第5 2 1段 ）• 关于规划理事会第一会期委

员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参看本报告第3 2 3 ,  3 2 4 加第 3 7 4 至 3 8  0 段，

11. 大 会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3 5 / 7  2 号决议请规划理事会继续通 

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苏丹 - 一萨赫勒地区内《向沙填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 

的执行情况每年向大会提出报告。 因此》理事会通过1 9 8 1年 5月 2 6 曰第 

9 / 2  2 E号决定， 授权执行主任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关于苏丹—— 萨赫勒 

地区内《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的报告（UîSŒP/üC . 9/8/



A d d . l  ) 以及这项决定o 这份报告将作为单独的文件提交经济及杜会理事会。 

大会也将注意到该决定的第《段，即理事会决定通过联合国苏丹一 萨赫勒办事处 

把贝宁列为有资格接受援助的国家I 这一段是对第3 5 / 7  2 号决议第5段的响应。 

规划理事会会议期间内有关的讨论载于本报告第9 9,  2 5 1 加 2 5 2 段，

l a 大 会 第 3 5 / 7 4 等决议第1 2 段，响 应 经 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第  

1 9 8 Oy/4 9 号决议第9 段 的 规 定 ， 请 各 国 政 府 考 虑 一 些 建 议 ， 将 

联合国环境基金的额外捐款用于对付发展中® 家严重环境问题的措施，同时考虑到 

大会第1 9 7 9 年 1 2 月 1 8 日第3 4 / ^ 1 8 8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j 并请规划理事 

会就此向经济及社会理♦ 会 1 9 8 1年第二届常会提出报告。 因此，执行主任向 

规划理事会第九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为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提供额外资源的报告 

(UNEP/GC. 9/10/Add.2 ) , 在这份报告中他审查了保证向环境基金提供额外 

资源的各种措施》包括新的筹资方法，通过已有财务办法增加捐款和墙典在规划理 

，会第八届会议所作的提案，，并讨论了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第二委 IS会关于设立 

环境基金 " 特别密户 " 的事项。 不过》理事会根据第二会期委员会的讨论【参看 

本 报 告 第 4 3 8  — 4 5 1 段 ）， 按 照 1 9 8 1 年 5月 2 6 日的第9 / 2 4 号决 

议 （参看下面附件工），决定将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作请求的响应延到理事 

会第十届常会。

l a  规划理事会1 9 8 1 年 5 月 2 6 日第9 / 2  7 C号决定，请大会责成行 

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深入审査环境基金的方案费用和方案支持费用，要注意规 

划理事会第九届会议的讨论，并就此向理事会第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有关的讨论 

载于本报告第1 1 3段如第4 8 0 至 4 9 8 段。

参看《大会斤式记录，，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2 5 号 》【 ) , 第 80 

段。



第二章 

会议的安排

A . 会议开幕

1 4 由于理事会第八届会议的主鹿未出鹿，本届会议由副主席科兹洛夫先生 

( 白俄罗斯苏维埃杜会主义共和国）宣布开暮

B . 出库情形 

1 5 . 下列理事会理事国，浪代表出席了会议：

阿根廷 埃塞饿比亚

澳大利亚 法国

孟加拉国 加蓬

比利时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博茨瓦纳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巴西 和纳

保加利亚 几内巫

布隆迪 冰岛

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印度

智利 印度尼西亚

中11 伊拉克

埃及 意大利

理♦ 会各理事国分别于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1 9 7 8 年 1 2 月 1 5 日和2 1 日 

第8 5 次和9 1 次全体会议、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1 9 7 9 年 1 2 月 1 8 曰第 

1 0 7 次全体会议和大会第 ‘三千五届会议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8 4 次全体

会议上选举产生（第33/323 , 34X320命 35/313号决定），



日本 苏丹

肯尼亚 瑞典

科威特 端士

利比里亚 泰国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土耳其

马拉维 乌干达

马来西亚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生义共和国

墨西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待兰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新西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巴基斯坦 美利坚合众国

巴拿马 乌拉圭

秘鲁 委内瑞拉

沙特阿拉伯 南斯拉夫

斯里兰卡 扎伊尔

1 6 . 下列非理事会理事国的S 家浪代表出席了这届会议：

阿尔及利亚 民主也门

奥地利 丹麦

贝宁 芬兰

加♦大 希腊

寄伦 tfeJE 罗冯教廷

刚果 却牙利

塞浦路斯 以色列

捷克斯洛伐克 象牙海岸

民主束捕寨 牙买加



尼曰利亚 卢旺达

挪威 索马里

阿曼 西班牙

菲律宾 斯威士兰

波兰 突尼斯

大韩民国

I 7. 非洲国民大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阿札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也派代表以 

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会议。

联合国秘书处由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代表出席。

1 9 .下列联合a 机构和秘书处各单位派代表出席了这届会议：

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

改洲經济委员会【改洲经委会）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美经委会）

西亚经济委员会（西亚经委会）

联合Ü 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 工发组织）

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 ）中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救灾协调办事处）

联合 s 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終赫勒办事处）



20. 下列专门机狗浪代表出库了会议： 

a 际劳工纽织 ( 劳工组织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级 )

联合® 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世界卫生组欽【卫生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

2 1 . 下列其他政府间组织浪代表出库了这届会议：

非洲发展镇行

阿拉伯联盟教育、文化和科学组织（阿盟教科文组织 )

经济互助委旧会（经 互 会 ）

改洲经济共同体 

阿拉伯国家联盟 

非洲统一组欽（非统组纽）

此外， 3 7小非政府组织也旅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会议*

C .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2 . 在 1 9 8 1年 5月 1 3 日第九届会议开幕会议上，以教掌方式，选出 

主席S 马加里诺斯。德楊洛先生（乌拉圭）

副主鹿: 阿卜杜勒巴尔。阿盖恩先生（沙特阿拉伯）

洛塔尔。赫特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约翰。科 非 。奥福赫先生（加 纳 ）

报告员 Ï 施林曼先生（荷 兰 ）



D , 全权证书

2 a 依照理事会议事规则第1 7 条第2敦的规定》主鹿团审査了出席理事会第 

九届会议各代表团的全权证书， 主席团认为各全权证书均符合规定》并报告理事 

会， 理事会在5 月 2 6 日第九次会议上通过了主席团的报告。

E . 议程

2 4 在开幕会议上审议临时议程时，若干代廣抗议所谓的 " 民主東捕寨 " ， -  

个不存在的国家的代表出席理事会. 束捕察人民已推翻沾染血迹的波尔布特政权, 

它不代表任何人；让一小屠杀数百万人民的政权的代表出席理事会会议是不适宜的， 

東捕募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是東捕寨人民共和国政府，

2 5 . 按照议♦ 规则第6 7 条规定》主席允许民主東捕寨代表发言， 后者对苏 

联和其他代表团屡次企图质向其代表闭参与联合国会议的谋略表示遗憾，并指出这 

小问题已在大会1 9 8 0年 1 0 月 1 3 日和1 2 月 1 5 日分别通过的， 35/4 A加 

B号决议中获得解决* 理事会应遭责旨在使越南对民主東捕塞进行侵略战争合法 

化的那些策略，并应遵照大会的有关决议要求越南撤兵，

2 6 . 中国代表说* 各国代表团本着合作谅解的精神出席本届理事会， 苏联代 

表的发言破坏了这种精神，并构成对一个独立自主的成员国内政的干涉， 大会第 

35/4 A和 B号决议未经表决即获通过》不言而喻地承认民主束捕寨政府为東捕寨 

人民的合法代表环境规划署是联合国系统的一个组织， 它必须遵照大会的各烦 

决议，因此中国代表团认为理事会应立即恢复正常讨论，

2 7 . 理事会然后通过了第八届会议核可的本届会议临时议程％ 通过的议程 

如下：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2 5号 》（A / 3 5 / 2 5 ) ,第 1 7 0 

和 1 7 1页.



" 1 , 会议开幕，

2 . 组织事獨：

( a ) 选举主库团成贾；

0 ) ) 本届会议的议程和工作安排/

3 . 代表的全权证书，

4 . 执行主任的报告和环境状况*

5 . 协调问题，

6 . 方案事项*

7 . 《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劫计划》执行情况的协调工作和后趣行场 .

8 . 环境基金：

(a) 1 9 8 0 年基金方案执行情况；

0 » 环境基金的管理；

《0》 1 9 7 9 年 1 2 月 3 1 日终了的1 9 7 8 —  1 9 7 9 两年期财务报告

和核决算；

( d ) 颂目和方案评价 .

9 . 行政和预算事项,

10.想越1 事会第十届会议的临时议程，日期和地点 ,

1 L 纪念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第十周年的具有特别性质的规划理事会会议的 

时议程  ̂ H期和地点.

其他事项參 

1 a 规划理事会提交大会的报告。

14■会议闭茶



会议的工作安排

2 8 . 在本届会议开幕会议上，理事会参照秘书处在临时议程的说明中所提出的 

建议和执行主任所提议的会议时间表（UITEP/GC. g/lXAdd. 1和Corr, 1 ),审议 

了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问题》 大家同意，项目4 应当在一般性辩论的范围内审议，

2 9 .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决定设立两个会期委员会，并决定将下列议程项目

发交它们.

第一会期委员会Ï 议程项目6 加 7 ;

第二会期委员会Î 议程项目8(a)» (b), (C). (d)和 9.

副主席，阿卜杜勒巴尔 • 阿盖恩先生（沙特阿拉伯）和副主廣，洛塔尔。赫特 

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分别被任命为第一和第二会期委员会主席，

G. 委员会的工作

3 0 . 第一委员会于5 月 1 3 H至 2 5 H举行了 1 4 次会i l  在第一次会议上,

选出让一巴蒂斯特 • 穆库里先生（布隆迪） 报告员，并通过工作计划和暂定时间 

表  第五章载有委员会的报告全义

3 1 . 第二委员会于5 月 1 3 H至2 5 日举行了 1 4 次会议 • 在第一次会议上, 

选出吉尔贝。萨巴特先生（法 国 ）力报告员，并通过暂定工作时间表第六和第  

七章载有委员会的报告全文•



第三章 

—*般性辩论

s a 本届会议第2 至第 7 次全体会议上讨论议程项目4 时，理事会收到了下列文 

件：执行主任的介绍性报告（Uïf：E i>/G C .9/ 2 ) 及与环境署有关的大会和经择理事 

会的决议和决定的增编  【 Add . 1 ) , 规划理事会 1 9 8 2 年特具小性会议

( A d d . 2 和 A d d . 2 / ■ Co ^ ^ . l和 2 ) , 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A d d . S 关于 

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工作（A â d .4 , 并附有秘书长向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提出的有关报告补编一份），执行主任的介绍性发言（A d d . 5 ) , 危 

险化学品名单的初步报告（Add .0  ) 以及关于 " 环境状况：选定主题—— 1 9 

8 1 年 " （U H EP/G C。9/^ ) 的报告。

33. 执行主任在开幕善议上所作的介紹性发言里谈到规划理享会第八届会议 

以来世界社会的各项主要发展，为特具性会议作出的安排以及方案和环境塞金事

34； 为处理目前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和结构不平衡情况而进行的全球谈判中， 

环境问题不过是合作关系必须取代对特局面的问题之一。 在无情的经济现实之下， 

环境问题可能显# 并不迫切，可是* 对环境问题的忽视，是造成目前情况的一小重 

要原因。 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现在每年挥霍五千多化美元的资源一 这一笔资源 

本来可以更好地用于发展一 ，并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这是人人W知的。 现在 

所希望的是，大会即将举行的关于裁军问题的第二届特别会议， 会产生控制军备竞 

奏和缓和I I际紧张局势的措施0

, 35„ 自从规划理事会第八届会议以来，大会通过了第三小联合国发展十年的

S 际发展战0§|(第 35/36号决议），其中适当 :W 虑到环境问题2 还强调了一些需：

要作出坚决努力，以谋持久和有益环境的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 . 特别重要的是增 

加粮食生产，改善营养标准和节约能的生产和偉用。 大会嚴吁请进一步研究人口、 

.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有关提案已提交给理事会。 '



36， 在不义即将举行的第三届联合海洋法会议、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

及最不发达 s 家问題会议上，.环 境 都 是 ♦ 重要问题  ̂ 他希望规戈!I理事会的讨论 

可以启发在上迷各♦ 会议上座采取的立场。 他向各会员国担保》环境署秘书处会 

作出适当的贡献。

, 37„ 规划理事会的本届会议将为1 9 8 2 年联合S 人类环境会议第十周年会

议展开筹备工作。 特具♦性会议具有前橡和后顾的目林，评价到目前为止取得的 

成就，及倍计本世纪结束以首和以后的前景。 他向规划理事会提出的报告中列明 

了秘书处为十周年会议提议的各项活动。

38。 关于斯德哥尔摩行动计划的主要成就的审査报告，斯德香尔摩十年之后

的环境状况报告以及关于环境观划署1982 年指标的审査报告将作为审议过去十年环 

境状况的基础文俘。 这些文件又引出前險文件：前棄文件、环 境 署 下 一 ^年 的  

行动趋向报告和1 9 8 4 — 1 9 8 9 年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0 秘 糊 阁 程 中  

尽可能在各姐成分子之间建立联系和相互影响力。 它曾想设计一♦ 共同时间表， 

以便会同各国政府，科学界，联合国系统的成员以及其他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进行 

筹备工作。 -

39。 至于前景文件，协商结果认为，必须就共同看法达成协议* 再进而 fc求 

各圆政府的意 I 来制订长期行动方案和确立世界社会的期待目标。 因此》他提 

议 只 编 写 1 9 8 2 年前景文件里的第一部分， 留待 1 9 8 4 年再来考虑全部文件。

40。 力了协助理事会完成它审查主要成就和查明一下十年的行助主要趋势的双 

重任务，秘书处提议起草一个单篇讨论文件，由四个部分组成 . 第一部分概述1982 

年环境状况报告所指出的过去十年间对环境的看法的改变；第二部分慨述执行斯德 

哥尔摩行动计划的成就；第三部分概述有关长期环境问题的共同看法Î 最后一个部

分将列出环境规划署下一个十年行动的主要 !趋势的建议。



, 41。 规划理事会第八届会议决定，第十届会议应制订1 9 9 2 年的指标. 不过 , 

因为全系统方案本身将订出1 9 8 9 年的详细目标，规圳理事会也将于1 9 8 2 年 

决 定 T - 个 十 年 的 行 动 趋 势 ，理事会或许愿意延到第十一届会议再考虑1992 

年指标问题，

4 2 . 理事会也在第yV届会议审议编制最危险物质的筒表和召开一次科学讨论会 

的提议• 后来大家同意应在特具个性会议之后召开讨论会•关于危险物质表已提出 

一♦ 说明，征求指引应该采取的具体行动，

4 3 . 在谈到方案和基金事项时，执行主任指出，理事会是第一次你们收到关于 

工作计划和决定的主要进展和成就的方案执行情说报告 ( ÜHEP/GCj9/5X他欢迎理

事会对这份报告的编写方式和实质内容提出意见 .♦

4 4 中期计划坡及1 9 8 4 年 1 月 1 日全系统中期方案开始以前的这段期间， 

是 参 照 1 9 8 0 年代国际发展战略各项现定起草的. 理事会应对这个计划的格式 

和内容表示意见 ,并应决定执行这个计划所審要的資金水平•爭事会也收到全系统中 

期环境方菜目标草案 ( UNEP/G C .  9 / 7 ),理事会的指示对与合作机构共同谈判方

案是有极大帮助 .的•

4 5 . . .尽管规划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亭会和大会都发出呼吁，基金的认捐总额 

只略略超过125» 000, 0 0 0 美元，而 1978 -1981年的指标是 150, 000, 000 

美元 . 一些返交的捐款将使情况复杂化，而且许多国家依照没有交付它们在同一年 

期间的预期捐款. 这光其是令人感到遗游的，因为理事会收到的文件中提到的西非

和中非、加勒比海、科威特行动计戈m 城、，南亚和东盟区城的各项安排都证明了环 

境是集合地邻国家，有一些要不然是在交战状态的国家的一个团结因素.向环境基 

金增加财政支持是有必要的，他建议理事会19S2 -198傳捐鼓指标为 120,000,000 

美元 . 理事会关于这项指标的决定是这屈会议最重要的决定 .



46， 鉴于联合国系统想在1 9 8 4 — 1 9 8 9 年期间完成的目标，要求理事会 

表示它相信环境基金应为这六年期间提供的資源数量：决定的 1 9 8 2 _ 1  9 8 3 

年的基金指途可以作为这种指示性数额的基础，理事会或许愿意考虑建立一个在六 

年的范围内作出多年期认捐的系统，

4 7 . 基金总结余的不可兑换货币部分1 9 8 0 年已下降到58. 9 % . 虽然计划 

项目的选定没有过份受到这种货币结余水平的影响，规划理事会最好重新吁请捐 

款不 可 换货 币 的 国 家 ，于 1 9 8 ? 年至少捐献2 5 96的可兑换货币，并在此后增 

加这个比例 .

48。 关于由环境规划署负责的信托基金，他汇报了在地中海地区所作进展， 

并吁请准时支付以确保按预计的时间表捕款，避免造成执行方面的困难。

49。 科威特行动计划的签署国已展开其本身的区城組织，到今年年底。 环 

境规划署无须再负责监督该行动计划的秘书处或管理该信托基金。 这是环境规剑 

署和环境基金成功地发挥其佳化作用的一个明显例子。

5 0 . 目前提议为西非和中非及加勒比区域建立信托基金 . 面对这些新的要求 ,

环境规划署对现有方案所能发挥的财务作用必然会减少。他希望理事会呼吁有关各国 

政府为执行这些行动计划提供必要的財务及技术资源，

5 1 . 规划理事会巧收到，为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提供额外资源及行动计划的 

筹资情况等报告（UNEP/GC . 9,/10//Add*2fP3).他希望规划理事会对此提出建议 .

52, 他很荣幸地再度当选环境署以后四年的执行主 任 . 这几年将是环境和 

环境，刘署的一个重大挑战时期。对面临贫困和发展不足的苦难人类来讲，加速经济

发展是最迫切的需要，尽管如 I 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已经被确 认 . 如果对环境事 

业采取新的合作政策，会使一个浪费资源和保特权的社会，进入一个人民之间和 

国家之间通力合作、为共同幸福服务、为后代人民维ÿ ■权 利的 新世 界 .如 果失 败  

了，我们的意志和资源将消灭无遗* 前途终将同归于尽•



53。 联合国人类住区（生 境 ）中心（生境中心 ) 执行主任说，他在上届会议 

提到的生境中心和环境规划署之间的合作关系，尽管经费推糖，还是在继续发展。

54  环境署对过去十年所得进展的评价， 要从人类住区的发展和需要为全世 

界与0俱增的人口维持适宜居住的物质环境之间的广泛关系这个背景来看， 他提 

到斯德是尔摩会议的第一项和第四项建议， 说在这些建议的执行方面还要许多事要 

做；一方面，贫穷人民连最基本的需要都无法满足3 而，数的有钱盼级又因为富裕 

所产生的副作用而受累 . 尤有进者，许多穷人^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审里 , 

还受到有钱人引起的技术性的危專。

s a  传统的人类住区发展往往造成车辆的拥挤， 极化钱的水电设施 *水的污

染及环埃.的破坏 . 发展中国家千千万万的人没有净洁的饮水， 处置废物的卫生设 

备，适当的住所， 以及安全有效的廉价交通工具.已有的基层设施和服务往往未 

能迅速扩充，来满足有增无已的人口的需要 .

5 6 . . 设计不菩的交通系统是空气汚染的一个主要来源》 而如系要筑更多的格 

和停车场，来减轻交通的拥挤问题， 乂 是 一 件 非 常 化 钱 的 长 期 性 的 改 善 ，需 

要及早规划》 改良公共交通》及土地使用的仔细规划 .

57. 房屋和基层设施的筑造也会引起环境危署. 随着欲望的升氣人们的  

要求往往从当地易得的建筑材料， 转向富有国家所用的 .材料 . 可是，仅仪对木材 

的喜好， 可能对全世界的森林发生巨大影响 . 有需要进行国际研究》 来分析在

3 0 至 5 0年内建造十亿房子对世界资源所将产生的全部影响 *

58。 国际社会深明大都市的环境'间题，但是据世界卫生组织（卫 -生 組 织 ）关 

于供水和卫生情况的资料，农村居民的环境条件甚至还远不如都市货民的环境条件。： 

蕃于公共投资的集中在都市以及农村地区的缺乏机会，資民窟的继续漫延几乎是无■ 

可避免的后果。 对于都市成长问题所采取的许多传统作法，未能导致长期的解光



然而，如果予以适当规划的话，資民窟可能成为发展方面的一小积极因素。 在许 

’多发展中国家里已经证明，贫民窟的居民往往是精力充沛，足智多谋，应该伊除一 

切障碍，让他们对社会作出非常有益的贡献。更广泛地讲，要解决都市和农村地区 

的经济和环境间题，必须把公共投资作更广泛的分布，借以缓和农村居民外流的趋 

向。 同时，想影响人口分布的任何企图，必须以在全国和地方一级执行的全面发 

展政策为基础。

59。 许多政府很想改善他们的人类住区* 可是及现现有的规划技术,还缺乏

适 当 会 计 制 度 . 我们需要新的手段，一万面要取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同 

时又对环境因素给予适当的重视集体代价和集体料益之间的平衡点，也可以说 

是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平衡点 . 所有的代价和潮益， 甚至是难以数量计算的 

代价和利益，都应予以顾及3 也有需要制订与所追求的目标联系的环境标准.除 

了关于房屋耐久性及公共卫生设备等等的现有标准以及正在采用的关于空气和水质 

的新杯准之外，还应该采用控制房屋大小、 空间及密度的标准. 除此之外》还需 

要体制安排，保证在对住区问题作出重要决定时切买应用这种标准和环境会计.对 

于住区的发展问题> 不应采取狭腊的作法， 需要通过一>1̂ 综合的规划过程， 来防止 

和 减 轻 发 展 的 不 利 彭 要避过对环境因素的會慎，来改善决策规划过程 .

60. 已完成的全国性的计划不可能顾及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环境问题， 因此需要 

次于全国一级的规划， 以便为具有全国和地方重要性的发展计划提供构架， 并在工 

业地点、基层设施的部署如人类住区的发展等方面提供指导。 遗憾 的 息 很多国家 

还没有W事次于全国一级的现划所需的机构和人员•

61. 同时， 应在综合区域计划之下规定都市成长的重点、工业的分布、基层 

设族的部署、废物处置办法、娱乐区的地点和农地的保护• 地方性的综合规划， 

旨在协调投資活动- 它广泛分布• 对各种活动的地点和密度加以控制， 可为人 

造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谐和，兴存提供基础 .



6a  虽然有很多无法î i 测的和无法控制的因素- 协调一致的综合规戈!]远胜于 

只见树不见林的作法。 在人类住区以内和周围人口增长、一切设施供不应求以及 

环境日益退化的情况之下，有绝对需要力谋减少各部门之间的冲突. 在任何发展 

阶段，都需要利用一切手段，来规划、建设和维护一个适于居住的环境^

6 3 . 在本届会议第2 如第7 次会议上进行一般性辩论时，许多发言的代表对 

环境规划署的成就表示赞许，并赞扬了执行主任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

6 4 许多发言的代表认为规划理事会第九届会议，.也就是斯德奇尔摩会议第十 

周年的前一届会议* 必须向执行主任提出关于筹备规刻理事会A 9 8 2 年特具个性 

会议许第十届常会的指示， 以便为环境方案制订未来方针。

, 6 5 . 世界大部分地区都经历到一般性的经济困难，各S 如今不得不面对资源 

短缺所引起的基本问题， 以及如何解决因通货膨JK和夫业带来的困难问题。 在经济 

紧缩的情形下，必须作出艰难的取命， 拟定优先次序，因此保护激养护环境的需要. 

将受到严厉检查。 不过》减少对环境行动承担义务将流于眼光短浅。 经济困难 

只加剧了关于資源集中的争辩，并无疑地向环境;规划署提出挑战以加强其主张环境 

保护的迫切和极其重要的作用。

66。‘ 在这方面， 许多代表团赞许地注意到世界各地日益认识到环境考虑同国家 

发展规划的传统经济参数一样.重要。 因此，它们欢迎大会通过了联合国第三个发 

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并赞扬执行主任为确保该战略充分反映环境考虑作出的倡议。 

有人认为环境署现在必须配合新战略的有关规定给予业务支持， 以便确保于环境无 

害的持续发展。 ‘

6 7 . 各国代表对环境规划署在人民、资源、环境如发展间相互关系方面的倡议 

表示支持，并赞同专题研究处理办法，包括执行主任建议的环境规划署行动优先次 

序。 一些代表a 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应参与研究这小问题，以保证照顾到 

一切处理办法。



.68。 主管国际经济及社会事务厅助理秘书长介细了秘书长关于相互关系的报告 

(UHEP/GC  .9/2/Add  .4/Supp lem ent  ), f t指出改变人口、资源和环境趋势 

所需的行动不应推返、除非预先处理了重要的发展选择 . 同时，必须把这种行动 

放在发展的多学科处理办法的关系上处理 ‘因此# 强调有必要实际调查具体问顆， 把 

相互关系知识的调动、综合和结合注入现有的努力 . 很显然》.联合国系统肉外的 

所有有关组织和机构都应参与这些努力， 由联合国系统单位负责是力有所不逮的.

69 ...有一个代表团在评论秘书长的报告时说，’报告中载有许多有用的结论，但 

因报告编于抽象，就在联合国系统内具体陈述进行中的活场或乾全系统中期环境方

案提出具体建议而言 !》却示够充分。 鉴于报告所载执行主任召集的高阶展专家组 

的报告全文中载有许多关于工作方案的具体建议》应将该报告作为附件，载入环境 

规划署第九届会议的报告。

有人对环境署提高环境认识所作努力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甲国家对达成无 

等于环境的发展必要性的新的协商一致意见表示替赏。有人希望特具个性会议还会 

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发畏。在这方面几个代表团强调有必要审查环境夢划署的他化 

作用，或者重新予以确定- 在他化作用之外并入实际援助和直接参与计划项目的执‘‘ 

行 g 以便帮助该组织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那些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作出它必 

要和应有的影响。

71。 有人表示支持执行主任的建议，为确保即将进行的全球谈判充分计及环境 

考虑面提出的建议，不过，有一个代表团指出，环境问题并不是这些谈判议程觸目

上的主要论题，因此认為环: 规划署不应參与。

7a  各代表团强调有必要尽速执行世界养#«战略。 有一个代表团认为，该 ： 

战略中提出的养护慨念，同发展一样重要，不但是发展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同发展 

相辅相成的。 在这方面，有人提到国际养护大自然及自然资源联合会（大 自 然 养 I 

护会》的特殊性质，它是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的组织；有人希望环境规划署不 

削减对该组织的以计划项目为主的支持。



7 3 . 许多代表团报告了它们本国的环境机构体制，以及近年来通过的具有环境 

重要性的各项决定。一小代表® 说环境规划署可以发生重要作用，宣传各国作出的 

努力，使他们的发展潘动顾及环境因素2 同时可以唤起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的注意。他们提到许多创造意识的活动g 例如植树日2 土壤流失周，保护环境宣传 

月等等。一个代表团报道了每年举行的国际环境电影节，并建议环境规划署主办19 

8 2年的电影节■ , 来庆祝斯德奇尔摩会议十周年。

7 4 . 许多代表指出环境方面日益扩大的国际合作，说明他们的政府所加入的范 

围广泛的许多国际公约，以及参加的国际会议。

7 5 . 还有些代表提及联合国系统以内和以外环境方面的区城合作活动。若干代 

表觉得环境规划署应该促进这种活动，理事会第十届会议应讨论是否可能在环境基 

金以内成立区域分子。 一个代表团认为环境规划署甚至应该进一步指定分区械，

作为方案制订和财务支持的中心点。 有一代表团建议加强区城委员会，来处理基 

本上是区域性的问题，可使环境规划署致力于执行国家方案的研究、新闻报道和援 

助工作。不过，许多其他代表团认为环境规划署应将其职权下放，让各区城办事处 

负起规划和执行各计划项目和活动的更多责任，这样环境规划署的全球行动就可以 

更有效、更灵活地以区城指标和需要为中心建立起来》

7 6 . 许多代表提到具体的区域活动，还要求环境规划署向下列各方案提供协助： 

南亚洲合作环境方案，东盟区城环境方案，东亚海方案，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 

红海方案及广大加勒比环境方案。 一个代表 ffl敦促理事会撤销它关于对地中海信 

托基金停止财务支持的决定。

7 7 . 几个代表团指出，在欧洲方面，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的保护环 

境高层会议，展开了新的国际合作的前景，并希望环境规划署继续依照理事会第8/ 

16A号决定支持各项活动，特别是因为这些活动对欧洲区城以外的地区也有重要性。



7 8 . 许多代表赞扬环境规划署在区城海方案方面的工作，对于在世界各地取得 

的成功表示满意。 一个代表团说，这个方案是环境规划署他化作用的一个良好例 

证 ，秀有盛代表认为这是环境规划署工作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部分。 一小代表对选 

择雅典作为地中海行动计划秘书处的东道主表示感谢，而另一个代表要求把红海方 

案加以修改，使所有的有关方面都能充分参加。

79. 1981年 4 月在牙买加举行的加勒比环境方案政府间会议的主席详细报道 

了为展开方案而已经采取的步驟，并希望同环境规划署继续合作。

80. 鉴于某些地区的环境败坏对生活素质构成严重威脉，而由于缺乏政治意志 

以及各国之间的利害冲突，要谋补救之道，也是困难重重，一个代表团要求环境规 

划署就一个 " 环境安全计划 " 通过一项决定S 以保伊各国不受到邻国的发展活动所 

引起的不良影响。 可是另一代表指出，这个问题是双这性质，因此不宜在理事会 

上提出。

8 1 . 若干代表感到遗憾的是：浪费在军备上的资源本来可以更好地用于环境计 

划项目，而且军备竞赛可能对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 他们着重指出，需要迫切采 

取主动，而且杯境规划署不应服离裁军、和平与安全等问题，执行主任确保立即编 

写秘书长关于军备竞赛的不良影响的报告。 环境规划署应在大会关于裁军问题的 

第二届特别会议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但是，一个代表团表示，环境规划署应让专 

门研究这个问题的机构来处理裁军问题。

82.若干代表敦促环境规划署促进大会关于各国为当代和后代养护大自然的历 

史责任的第35/8号决议的执行，因为这个问题也与军备竞赛有关。

83. 一小代表重申了他的国家发出的呼吁，即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讨论战争遗 

留物这个严重问题，其中包括对战争遗物所作损害的赔偿问题，并數促环境规划署 

采取必要步骤在不久的将来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另一个代表对大会1980年 12^5 

曰第35/71号决议的执行没有取得进展，表示遗憾。



84. 大家普遍支持执行主任为安排特具个性会议提出的提i义。许多代表团表示， 

除其他事项外，为经济的理由起见， 1982年的会议应在内罗毕举行。墨西哥代表 

说，墨西哥政府不坚持由它担任纪念斯德哥尔摩会议十周年的规划理事会特别会议 

东道主的提议，而且它将向肯尼亚政府提供充分的支持。 若干代表要求，特具个 

性会i义应尽量短，有些还表示，最多为六个工作日。 但是，其他代表团认为，需 

要更多的时间。至于第十届常会，数小代表团建议说，七天足够，尤其是因为执行 

主任恰当地指出，不需要进行一般性辨论。

8 5 . 大家普遍同意，规划理事会尽早说明各国应派高级政治人员，最好是部长 

级的代表出席特具个性会议。

8 6 . 数个代表团强调说，规划理事会应力求避免两个会议的工作的重复；特具 

个性会议应致力重新引起各国对环境事业的关怀，并使各国政府对它作出政治承诺。 

许多代表团强调说g 特具个性会议剛好提供一个大好机会，对环境规划署存在以来 

第一个十年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广泛的审查，并为令后的活动构想出一些慨念。为该 

届会议提议的项目有：根据专家报告对某些军事活动的环境影响进行研究；审查各 

种纠正不遵守斯德哥尔摩原则或不促进其适用的方法和途径，透彻地审查环境规划 

署用来支持联合国其他组织的活动的资金所获得的代价。

8 7 . 大多数代表赞同执行主任的建议，即应海特具个性会议提出一份主要的文 

件。一个代表团建议，规划理事会应考虑组织区城会议，以协调各种对文件的看法， 

而且各国和各区械的环境报告也应提交该届会议。 另一个代表团要求规划理事会 

代为进行对土地恶化的各方面进行特别研究，因为这对环境造成了最严重的生态威 

胁。有人希望可以把要求提出的各种报告并在一起，以免特具个性会议不致于遭受 

文件泛i监之苦。

8 8 . 数个代表团画调说，斯德哥尔摩后千年的环境状况报告是一份供决策人员 

使用的文件并应同联合国系统内所有有关部分密切合作拟订。 其他代表团着重指



a . 应当适当地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而且应有一名东欧国家的代表参加报 

告的最后编辑。提议进行深入讨论的主题包括粮食、能和土壤。

89。有一个代表团提议仿照波尔逊和布兰德特委员会，设立一个独立的名人委 

员会，以进行2000年及以后世界环境的研究。 有些代表a 建议说，前景文件应 

由大会设立的政府间筹备委员会，在名人委员会的协助下拟订并同意一项提议，即 

只应向特具个性会议提供第一部分的前景文件，亦即是关于共有慨念的部分。一个 

代表团不赞成在规划理事会以外就前景文件作进一步的协商。若干代表团认为，应 

延期拟订环境规划署的1992年指标，以便将文件维持在限度内。

90。一个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执行主任所建议的1982年新闻方案没有提供 

关于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方面预期提供的资料的详情，也没有报道非政府组织应可发挥的 

重要作用，因此要求执行主任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另一个代表团认为，方案应把 

重点放在少数几小有主要影响的组成部分上。有一个代表表示，各国的活动可以加 

强十周年的影响，另一个代表团认为，可以颁发奖金和奖牌，以示对环境保护的数 

励。

91。 数个代表团强调说，环境规划署应集中处理它具有独特能力实现环境目标 

的领域，并应避免野心太大和相互矛盾的计划项目。 有些代表团指出说，环境规 

划署的他化工作和向区域内政府间集团注入 " 种子资本 " 的作法可在适当时间内以 

自助的方式扩大进行。 一个代表团认为，规划理事会应规定2 各方案应造福最需 

要这种方案的国家；其他代表团敦促说，应以更平衡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分配援助， 

其中几个代表团认为 - 应对非洲的计划项目核拨更多的钱。 男一个代表团说，环 

境规划署今后应更有选择地制订方案优先次序，另一个代表团要求彻底分析为什么 

不能达成全球环境监测系统（监测系统），海洋方案及干翠和半干翠生态系统等领 

城的指标。



9 2 . 大家普遍对执行主任提出的筒要和有用的方案情况报告（uioiP/GC. 9/5 

和 Corr. 1愈 5/Add. 5 ) 感到满意。 一小代表团建议说，应每年出版这种报告， 

内容方面也许应更具分析性，另一小代表团说，必须更强调虫事管理制度和牧地评 

价。

9 3 . 若干代表团对1 9 8 2 -  1 9 8 3 年中期计划表示欢迎。 一小代表团认 

为重要的是，中期计划应完整地足以作为环境规划署的指弓I,应避免武断的解释并 

可在必要时，加以修改。 月一小代表闭说2 应明确列举不同组成郁分之间的关系。

94 1 9 8 1东环境状况掘告得到晋遍的欢迎，但是一位发言人认为它没有充 

分地考虑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 一♦代表团说规划理事会仅注意到振告 

是不够的；各国政府应该作出采取具体行动的承诺， 另一个代表团表示支持执行 

主任的建议， 即各国应从其国^ 总值拨出其中一部分以控制汚染，它并建议说，应 

重新安排报告内关于地下水的一部分，以期区分干軍和湿地区。 一个代表特别遲 

调环境经济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分析不同环境保护纠正性措趣是否有效及评价由于 

经济发展计划不善而对环、境造成损，的途径。

95,，许多代表说，他们认为地球观察方案特别重要。 他们欢迎监测系统提供 

的:t 来愈多的资料；不过，一个代表团强调说，除非监测系统是全球性的，否则不 

会发挥有效的作用，另一个代表团说，方案需要进一步改进及大力协调。

9 6 . 有人认为園^查却系统(查询•系统)方案极为重要值德驗不过，一小代表团批评其行 

政体制过份庞大，并认力对各国的助益有限，

97, 色 表 对 关 学 品 国 》 记中心(化学品登记中心)掀A行的工# ：表示— ， 并 

敦促环境规署加强这类活动，以便克服由于广泛使用有毒^学品造成的愈来愈多的危 

險并保证发展中国家不会成为不安全药品和有普化学品的过圾堆。有一个代表强调有 

必要劝阻向发展tp国家输出和推销有香的化学品。有人指出，应当tp出协调努力，

以 大化学品登记中心关于选定化学物质的工作项目，把那些选自宜从上次调查以



来发现或发嚴的可妹有毒的化学品如入其中 ’ 一个代表团回顾有人提议应制订一 

份危险化学物质名单，提交理事会第十届会议，它并力行主任关于这个主题的初  

步报告表示欢迎，它希望执行主任在制订名单时借用化学品登记中心现有的专长， 

并黎^飽情况征用外面的专家。

- 9 & 一^ 代泰团教促环境规划署找.其执行世界气候影响研究方案的工作；其他代 

表团要求制订一项国际二氧化被方案， 若干代表团对草拟一項保护臭氧层公约表 

卞支持 • 有人建议，应该设立— 个工作组，以 编 制 第 份 草 案 ，并建议臭氧层协 

溺委员会应监测盤个过程。 U.-.

' 9 9 . 许多代表对沙漠化方面日益增多的问题表示深为关怀，并 支 持 环 境 规 划 署 . 

在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方面作出的协调工作。有 人 对 环 境 规 划 署  

和开发计划署通过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萨赫勒办事处）在苏丹一萨赫勒地 

区就治沙方面进行的合作表示欢迎，有人并提出要求，将贝宁加入可以从萨赫勒办  

事处获得援助的国家。 墨西哥代表表示愿意征求该国政府是否有可能作为盟测西半 , 

球沙漠化过程的会议的东道国，可能的话，更加多一些国家。

100. 一个代表团认为，应该重新确定并阐明沙漠化防治协商组的取责，另一个 

代表团说，应该加强环境规划署沙漠化组，并使其恢复原有的作用， 使其能及早在 

1 9 8 5 指标日期以前优先进行关于执行《行动计划》的评价工作。

101. —个代表团要求规划理事会将孟知技国加入可以从《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 

行动计划》项下接受援助的国家名单* 另一代表团坚决反；!^将孟加拉国列入名单 

的任何提议。

1 0 2 c 有 人 哦 划 暴 与 热 带 森 林 有 关 的 活 动 表 示 支 持 。 一个代表团对衷订

的第二次专家会议尚未举行表示遗憾，并强调说，急切需要一个全球计划。 不过，

另一个代表团认为，这样的计划不是必要的，并对国家主权造成不能接受的侵黏 .

一个代表团强调有必要收集和散发资料，拟订战略、推展管理技术、 以及推展与热 

带森林有关的训练。 、



103， 有人^ 境规戈I摩在制iT 一项世界土壤政策方面作出的努力表示支持.有人 

建议，应进一步进行关于土壤生产力方面的工作， 一个代表团认为，环 在  

制的关于土壤中冲独加沉积的指导原则将会极有.助益• 另一代表团对土壤恶化 

的全球监侧表示支持，同时又一代表B 提请注意第二次专家会议关于世界土壤政， 

的報告，并强调有 1̂{̂要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就会议的建议采取进一步行动.一 

表团敦促环« 划 署 考虑:解决新的国际发展战略单独提出，供特别注意的有关 

土地恶化的问题，

1 0 4 许多代表闲提请注意危急的世界能源情况，及其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待别注意愈来愈多利用森林资源作为满足国家能源需要的方式. 一些代表团提请 

注意，对于采用诏气等来源满足家用燃料需要，以及改进燃材制度使其更有效率等 

方面作îfi的努力有人认为，环境规划署，如果采用下述办法，必将大有助益于这方面 

的工作：协助各国加强它们在备择能源领域，特别是风力、巧气等领域内的研宪和 

发展徒力，

.1 0 5 ,许多代表团提到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的重要性 ， 特 

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它们强调，新能源的开发和便用与环境的养护和保 

是相互关联的问题.若干代表团强  1嗣慑应对亥会议作出重大贡献•并掛酌情况參  

与会议建议的执行工作。 一个代表团特别提请注意燃材危机的严重它并得到 

其他代表团的支持，建议理事会应向该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提出一项关于该主题的呼 

吁。 劣一代表表示愿意提供该国就能源问题进行的两項研究 ， 作为对能源会议的 

贡献.

1 0 6 . 数个代表团对环境规划署ii划对即将召开的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投入表示 

支持* 有人指出，该会议Ê 铭记着能源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决定这些国家前途^：勺 

主要因素。



1 0 7 .数个代表团欢迎执行主任关于使用共有自然资源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报普 •- 

一 代 表 团 數 便 理 ♦ 会通过关于共有•自然资源的原则 ,并序吁各国政麻遵守这些原 

则 . 不过 ,1 弟一个代表团强调环境规划署决不能超出大会所决定的，尤其不能认为这 

些原则已获得广泛接受便照着去傲 .

1 0 8 . 有人认为环境^ 将是一个，考愈重要的主题， .

示支持• 一 «团 特 别 欢 迎 环 境 规 划 署 计 划开始拟订一项关于环境影评价的全球 

公约，

1 0 9 .若干代表B 欢迎为粟订于1981年在蒙得维的巫举行的环境法高级政府官 

员特别会议作出的筹备工作，这次会议应会制订一个长期发展环境法范围和方案， 

特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象. 一个代表固建议，在编制这项方案 1̂ 应包括评份、 

管理和支持措族等组成郁分， , 其他代表因欢迎于1 9 8 0 岛遥太华举行的非正式

等备会议，但认为应该扩大参与者列出的优先次序，其中应包括特别关于发展中国家 

在管理、保护和合理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各獨问题. 另一代表团着重春出，理事会 

应明确指导筹备委员会如何制订特别会议的议程项目，它并希望筹备程序的结果应 

可认明各种问题和各项讨论主题，这样它的国家政府才有必要参加 .

1 1 0 . 注意到环境教育在训练那些以后准备从♦环境管理工作人员方面的极其重 

要 性 •个代表团说，关于设立一个环境教育方案活动中心的必要一点都不夸张：

m i l , 保进设立各种环境教盲和训释网，并应把向各国政府的必要技 

术和财政援助列为方案中的优先項目. 另一代表0 对这方面表示具有相同看法，

它赞扬环境规划署对国雜环境科学训练中心（环境训练中心）的支持，并欢迎关于: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设立一个环境教盲机构网的工作。

1 1 1 .若干代表团赞扬非政府组织在环境规划署的活动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增强 

环境意识方面，有人并指出，这类组织 ?t庆祝斯德得尔摩会议千肩东纪念可以作 

特别的贡献 . ：一个代表团要求，执行主任关于同各非政府组织之间关系的报告应 

提及大自然养护会。



1 1 2 - —些代表团认为， 1982 -198 3 年中期计划项下支出指标约12» 0 0 0万美

元是合理的，另外一些代表团i/L为偏低如果希望两年期的活动、实际增长2 5效I 给m 的 

敦觸则应增至约15, 000万美元，不过，其他代表闭认为， 12, 000万美元数字 

★ 高不合实际，并认为理事会不应通过这样一个不可能获得充分资金的方案，而 

应 紀 1 9 8 2 - 1  9 8 3 年预其订在可能获得捐款的水平，此外， 一 个代表闭说， 

可能还应制订一个可以一致努力 '依合适目标。另一代表® 建议，应该根据不同的 

掘敦水平提出各种备择方案. 数个代表团指出，如果捐敦71̂ .平不定，环境署必須 

审查其优先次序，一个代表团建议应该作出努力把环境规划署内规划的工作伺可 

能获得的经费联系起来，另一个代表团说，规划理事会应该享有最高权力，每年 

掛葡情况灵活地修订或停止各计划项目。

,.113。一个代表团指出环境规划署的行政支出仍然相当庞大，其中还包括耗资而 

不见得有效的工作。此外4 一直有一种趋势，便是将以往由基金支付的业务费用 

转至联合国经常预算下， 修 正 这 种 情 况 ，不仅可提高方案 ft效率，还可动员 

可得资金，

1 1 4 有人对扩大基金基础的工作表示赞赏☆ 若干代表团呼吁各国政府增加它

们对基金的捐款，或至少按实值计算捐款数额•许多代表团宣布了它们国家政府对 

1 9 8 2 - 1  9 8 3 年期间的揭敦，据报其中许多的捐敦比前一期间有所增加。

: 1 1 5 .有人对捐敦不足表示遗憾，并对延远向基金付款的趋势表示关心。有一个代表 

对文件暗示方案的延返执行是某- 国政府的责任提出反驳。 添境潮划夢3 

以使用；此外，延运的原因可能是因力诸如大量空缺和人员的更替过频。



1 1 6 . 许多代表团对提议的 " 特别密户 " 表示支持，这 是 大 会 要 求 瓶 旨 在 提  

供额外资金，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一个代表团说， " 特别窗户"应可吸 

牧一些提交基金以外的资源，将是一个资助一系列具体方案的适当办法. 其他代表 

团认为，这现提议值得特别仔细考虑，一个代表团指出，如果采用这个办法，受援 

者必缀把环境问夢列于高度优先次序，不过，一个第三个代表团集团反 ;If这项建议 , 

它辨称道，环截伐是一小发展援助机构，而且， " 特别窗户"会争取已够稀少的 

资源同时又增加间接赛用。数个Pi表团对修订财务细则以指拨特殊用途经赛表示保 

留， 因为这会影基金的本质和作用，

117， 一个代表团指出，从讨论中可以看出，提议的利用收取国际费、抽税等获 

取額外资源的各种办法既不适当也难实行， 因此他说环境趣划署应放弃这种办法。

1 1 & 有人对基金内不可兑挨货币的余额表示关心。有人大力支持执行主任的努 

力， 因为他鼓厳以不可换货审作出捐敦的国家在 1 9 8 2 年订出一个可兑换货市 

起 巧 占 2 5 % 的比率，并从而每年提高比率。有些代表® 指出，不可兑换货市的捐 

敦应到达仅供捐款国使用的指定用途捐款数。 其他代表团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持基 

金的志愿特性，不要加以任何R制，有人并指出，以不可兑换货市捐敦教国家内活 

动的培加减少了积义的敦项，同时执行主任的报告显示，所指称的困难情形并不存 

在 .

l i a 有人欢迎通过将阿拉伯文作为规划理举会的工作语文，认力这是往前迈进 

的一步* 一个代表希望， 已采取所有必要措 ;f c 以确保该语文的使用。

1 2 0 .数个代表团对环境规划署执行关于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的理事会1980 

4 月 2 8 日第8/4号决定方面作出的努力表示欢迎，另一代表团要求提供关于为执 

行这一主题各种决议所采行动的资料。



121. 巴解组织代表遭责以色列皆在把巴勒斯坦人民赶出他们家园的不人道作 

法。 最近的发展包括进一步吞并土地；关闭各圣地；以及各种压制大学的措處  

除了攻击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还干涉黎巴嫩的内政。 此外，新成立的美国 

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把整个世界拉向战争的进象  他呼吁规划理事会遮责以色 

列、美利坚合众国及其同盟，它们一心想破坏环境，还想消灭巴勒斯坦人民。

122. 以色列代表在行使答辨权时遵责巴解组织代表滥用规划理事会论坛的企 

图。 他说 , 过 去 1 3 年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生活状况已有许多改进，该地区 

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和绝对的宗教自由《 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的焦点仍然是 

许多阿拉伯国家坚持拒绝承认以色列有存在的权利，又加上不能作代表的巴解组 

级进行的许多恐怖活动，这些活动旨在消灭以色列国家。 以色列同开发计划署 

合作执行了许多造福巴勒斯坦人民的计划项目；集中和协调国际提助是为人民的 

利益服务的最佳办法，

123. 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团在行使答辨权时也道责巴解组织一贯使用科学和 

技术论坛进行论战和宣传的攻击；指出巴解组织的干扰根本不值得提供实质性的 

答复。

124. 一位代表遵责河内当局在苏联的支持下对其他国家进行的侵略战争。大 

会关于终止侵略和要求越南军队撤离的呼吁遭到忽视，束捕寨成为一片荒凉資療 

的土地。 采用旨在造成饥荒的焦土政策，又加上使用化学武器，速反了国际协 

iX  应该派遣一个联合国特振 ffl到束捕秦证实所收到的报告叙述的事实。 方 

一代表对最近在束捕寨和阿富汗的侵略行动表示遗憾，这种行动風碍了它们的发 

展，并对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

125. 数个代表团欢迎执行主任执行了关于与南非关系的理事会1 9 8 0 年 4 

月 2 8 H第 8X3号决定，一个代表团请他确保各菌都认识到，南非的情形是一个 

对杯境有重大潜在破坏的问题， 有一个代表团指出种族隔离是严重速反了联合



国人类环境宣言的基本原则，并要求规划理事会道责这个制度和向种族隔离的受 

事者提供一切可能援助。

126。 经济互助理事会（经 互 会 》秘书处的代表筒短概述了该组织在环境合作 

领城内的成就。 计划在 1 9 8 1 — 1 9 8 5 年进行的活动包括下列优先领城： 

低废和无废技术；合理使用自然资源；以及全球监测系统。 这些活动有助于达 

成 在 1 9 7 9 年举行的欧洲经委会关于环境保护问题的高阶展会议制订的目标， 

她还提到按照经互会和坏境规划署之间合作协议进行的活动，

1 2 7 . 南亚合作环境方案的代理主任说，这个方案反映出参与国家对环境事项 

的深切关怀，是一种自力更生的努力，确保次区城的资源是用持久发展的方式来 

管理。 他赞扬环境规划署及其亚洲及太平洋区城办事处的不僻努力，使方案能 

够实现，他并呼吁各捐助机构提供适当的援助。

1 2 8 .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代表对欧经共同体和环境规划署之同的合作表示满意， 

这项合作导致显著的意见一致，环境问题在许多共同体的政策中占了极重要的地 

位，其中包括共同体内的发展提助政策和管制活动。 欧经共同体特别关心，环境 

规划署关于环境法和区城海洋的活动，并且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1 2 9 .环境联络中心（环联中心》的代表以数个与会的非政府組织的代表身分 

发言，对迟送不肯向环境署作财务承诺的情形表示关切， 她欢迎执行主任请非 

政府组织参与1 9 8 2 年会议的提议，这次会议必会重新燃起大家对环境问题的 

兴趣，她并叙述了计划的与庆祝十周年有关的各项活动， 各非政府組织欢迎与 

非政府组织联系的责任已分配由杯境规划署的高阶层负担，但是仍然相信这项责 

任应该是全时的。

1 3 0 .养护大自然及生物资源国际联合会（大自然养护 会 ）的主任赞赏环境规 

划署的合作和各国政府的支持，提到该组织在促进发展的养护方面的各种活动并 

着重提出世界养护战略，认为该战略在将养护问题列入世界的议程项目方面可能



作了最多的努力，超过自斯德哥尔摩会议以来任何其他个别的行动，充分地反映 

了大自然养护会的广泛养护任务。 大自然养护会为促进战略的直接执行采取了 

无数措族> 他还欢迎同环虎规划署签署再度合作执行一些计划项目，他希望合作的 

项目短期内便会扩大》

1 3 1 . 国际商会环境委员会的主席，并代表国际工业与环境中心发言，他报告 

说 ，在 1 9 7 4 年通过的 " 世界工业的环境指导方案 " 即将修改及校订。， 他慨 

述了国除商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当前活动。并叙述了关于同时召开一次工业会议， 

来庆祝斯德哥尔摩十周年的计划。 工业界愿意照顾到环境问题，甚至预先考虑 

到环境方面，但是拒绝不必要的限制，并反对 " 污染者偿付 " 和 " 无污染 " 这类 

口号和标语含有的过分倚单的意义。 他吁请各国政府，工业界和养护者彼此抱 

着合作和谅解的精神 . 承认对方追求更好环境的共同目标的诚意。

1 3 2 . 执行主任感谢在一般性辨论时大家对方案的成就作出的正面评论，他提 

请注意业已达成协议的若干领城》 这些领域包括：他愿意继续把现已列入第三 

个联合国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的环境考虑加入业务内容；环境在全球谈判回 

合中的重要性；对研究人民、资源、发展和环境之间相互关系采取的办法，全系 

统中期环境方案作为协调工具的价值；以及前景文件第一部分的内容和拟订过程。 

注意到若干代表对环境规划署有多大能力影响联合国系统表示怀疑，执行主任强 

调说，联合国系统的成员都对杯境规划署的看法作出了非常积极的响应，并且还 

强调同各机构打交道时所必须面对的若干函难，其中一个事实是，各机构目前还 

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案预算系统。

1 3 3 . 执行主任注意到g 对环境基金1 9 8 2 — 1 9 8 3 两年期的指标似乎有 

极大的分技，因为有些政府要求进一步节约和集中活动2 他提请注意新增的活动 

及本届会议上申请经赛的要求。 他当然总会遵照各国政府的意思行事，但是， 

如果要他切实有效地负担环境署的责任，则必须有明确和具体的指示。 不过他



不了解，为什么要考虑设立订一个常设机构来监测环境基金管理和管理计划项目， 

因设立环境规划署的大会决议已把管理环境基金的责任委托给执行主任。

1 3 4 . 至于特具个性会议及第十届常会的期限问题。 各国政府应知道。必须 

有足够的时间让各位代表有效参加会议，这点是重要的， 在本届会议期间，约 

有 6 8 位发言人参加一般性辩论，占去了六次会议；因此，特具个性会议必定会 

有更多的发言人。 在第十届会议上，规划理事会要通过与杯境状况报告有关的 

各项决定/ 规划理事会的周期和各届会议的期限；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 

的掘告；关于环境规划署/ 生境中心联合主席团会议的报告；环境规划署在区城 

的参与；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和方案情况报告；环境基金的管理及环境基金方案 

的执行情况及其他等等问题。 ^ 此，在这些要求下，他得到的结论是，常会至 

少需要九天，同时特具个性会议是不能在七天内结束的。

1 3 5 . 他对就规划理事会向能源会议提出政策声明的提议，表示欢迎。 他还 

仔細地解释斯德哥尔摩后十年的环境状况报告的性质。 这不是一份由各国谈挪 

的文件，因为这是执行主任的报告， 内容可能有三个形式：科学形式，通俗形 

式和执行主任向决策者提iB的执行捕要。

1 3 6 . 在答复一个代表闭就结余款项和報行投资提出的意见时，他解释说，

1 9 8 0 年底的记录上虽然显示出一项1120万美元的投资数，但是有一些需偿 

付的倩敦会抵销这笔敦额‘ 重要的数字是年底的基金结余，即 1080万美元的 

可兑换货市，其中包括当时未付清的680万美元承付款项。 因此，执行主任没 

有能力对这种基金作出额外的承诺，因为他不仅要等待有关国家缴付款项日期的 

消息，而主要是等待有关国是否会提供更多捐敦的消息。



规划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3 7 .规划理事会本届会议于1 98  1年 5月 2 5 日第8 次会议审议了保加利 

亚. 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如国，匈牙利， 

波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提出的关 

于环境和军备竞赛的决定韋案（ÜNEP/GC. 9/L. 6/Rev. 21

1 3 8 . 中S 代表提醒理事会中国对通过大会吳于各国为当代和后代养护大自然 

的历史责任的第3 5 / 8 号决议的立场。 中国一贯赞成真正的裁军但认为规划 

理事会应把这♦ 问题留给联合国专门召开的会议讨论， 中国代表团对这小决定草案 

不参加投票。

1 3 9 . 荷兰代表， 以改湘共同体成511中的规划理事会理事国的名义发言，说 

这些国家已对大会第3 5 / 8 号决议约略表明态度，当时它们在大会投弃权票。联 

合国系统内另设有讨论裁军的适宜论坛，而且应避免重复。 他所代表的各国认为 

不求环境规戈曙分散稀少而珍责的资源来具体讨论更适宜在别处处理的问題。 由 

于这♦ 理由，S 们对这小决定草案投弃权票。

1 4 0 .接着主席将决定草案付诸表决。 应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请求，采用点 

名表决。 决定草案以1 1 票对零票, 3 3票弃权通过（参看附件一，第 9 / 4 号 

决 定 ）。 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 : 孟加拉国，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埃塞俄比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几内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21、乌克兰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南斯拉夫。 .

反对: 无 .

弃权 : 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智利，埃及，法国，加蓬、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冰岛，印度尼西亚，意大利， 日本. 肯尼亚，科威特，利 

比里亚，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新西兰， 巴拿易，秘鲁、沙特阿拉



伯，瑞典、瑞士、泰国，土耳其、乌干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 

合众国，乌拉圭，委内瑞拉。

141. 瑞典代表说，織典认为不能支持大会第3 5 / 8 号决议，因为它不够具 

体》 而且似乎也不可能取得比通过一些国际协议的办法所达成的成果更为具体。 刚 

才通过的决定， 基本上是第3 5 / 8 号决议的后继行动，因此瑞典代表团认为不宜 

支持它。 不过，它的弃权切不可误解为它不支持 5̂ ;境规划署在研究战争和武装冲 

突的环境方面问题的合法作用。

1 4 2 .巴西代表说， 巴西代表团弃权表决大会第3 5 / 8 号决议射刚才理联会 

通过的决定， 因力它是同一性质的。 这♦ 决定没有强调核 (1家的主要责任，也没 

有指出非核国家不一定要负同样的责任。

1 4 3 .在同一次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非洲国家集团提出关于战争物质遗留物 

的决定草案（UlfEP/üC . 9/L . 8 ) 。

1 4 4 .德意志联邦共如国代表也以澳大利亚、 th利时、法国， 意大利> 荷兰、 

新西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发言，要求对该决定草案进行表决。 这 

九♦ 国家的代表团认为理事会不是讨论战争遗留物问题的适宜的论坛， 它 们 不 认  

为应该把这问题强加于 ïf、境署而徒然增加其工作量。 这些问題通过双边谈判进行 

才是最有用的。 此外，这项决定草案对一般性的国际法的些问題作了基 '本假设 , 

其效力是有疑问的。

1 4 5 .端士代表说，如果对该决定草案的第一段单独举行表决，它将弃权， 因 

为他 i人为这问题是需要双边谈判的问题。 不过，受影响国家的要求是合法的， 

而且应该为战争的物质遗留物问题找出一小解决办法 Î 由于这"4"理由，他对该决定 

草案投赞成票。

1 4 6 .该决定草案以1 6 票 对 8 票， 6 票弃权通过（参看附件一，第 9 / ^ 5号 

决 定 ）。



1 4 7 . 苏联代表说，他对该决定草案投赞成票，苏联代表团在表决大会第35/  

7 1 号决议时已经表明理由。’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对这些议论表示同感。

1 4 8 . 在同一次会议上，理事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印度尼西亚，墨西哥， 

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咸，斯里兰卡，苏丹等各国代表团提出的一项决定 

章案，标题是 " 危险化学物质名单 " （UHEP/GC. 9XL. 1 1》（参看附件一，第 

9X6号决定

149. 接着理事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孟加拉国，贝宁，加拿大，中国，丹麦， 

法国和荷兰等国代表a 提出关于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的决定拿案

( U1EPXGC. 9XL. 1 3 ,参看附件一，第 9/7号决定）。

1 5 0 . 理事会本届会议于1 9 8 1年 5 月 2 6 日第9 次会议以协商一致的方式 

通过了主席提出关于方案政策和执行的一项决定草案（UHEP/^GG. 9 / l. 1 4 和 

C o r r .  1 ) ( 參看附件一 ， 第 9 / I 号决定）。

1 5 1 . 科威特代表以阿拉国家集团的名义发言， 要把它的理解载入记录，即 

刚才通过的决定的第m  t , 第 1 段，除了别的以外，意指执行主任将与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署长继续讨论执行主任在介绍性报告【 9 X 2 ,第 2 0 段 》

中所说的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的计划项目提案的审定间题。 这些国家的理 

解也包括这些讨论将迅速结果，计划项目也将立即执行，而且执行主任也将制订 

进一步的活动，以保证在环境方案责任范围内执行大会第3 4/13 3号决议„

1 5 2 . 接着，规划理事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主席团建议关于规划理事会1982 

年特具个性会议的决定草案（ui5rEP/GC. 9/L. 9 ) ( 参看附件一，第 9/2号决定)，

1 5 3 . 在同一次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非洲国家集团提出关于全球军备赛用

( UUEP/GC. 9/ L .  10/ R e v .  1 》的决定草案和在东欧国家集团提出的一系列拟 

议修正案（U M 1P/GC. 9/L. 10/ R e v ,  1/ A d d .  1



1 5 4 . 中国代表说，这小决定草案由于加入拟议的修正就关去了价值„ 实际上 

它们是某个国家的扩军、备战和侵略政策的烟幕， 因此，他不参加投票。 孟加 

拉国代表对这些意见表示同感。

1 5 5 . 埃及和利比里亚代表痛惜地表示，修正案并没有与决定草案的提案国进行 

任何协商P 提案国盤决反对修正案。

1 5 6 . 按照议事规则第5 3 条的规定S 理事会就该决定韋案的修正案进行表决修 

正案以5 票对 1 1票， 2 5 票弃权否决•

1 5 7 . 接着理事会回到决定草案本身。 荷兰代表，以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名义 

发言，指出联合国系统另有讨论裁军问题的适宜论坛，而且应避免任何重复。 此 

外，按军费比例分摊环境保护或发展的费用的一个主要先决条件是确立衡量和比较 

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军赛的有效和可靠工具。 如果不经过这种 

程序，任何想在军事赛用和其他方案之界拉上关系的企图都可能歪曲事实，

1 5 8 . 端典代表指出，端典政府非常积极在联合国有关论坛促进裁军倡议，同时

尽最大可能加强环境领城内的国际合作。’ 不过，该决定韋案提议联系军赛和改

善环境的资源之间的关系是与端典的政策背道而驰的，

159. 沙特阿拉伯代表说，环境规划署，不是讨论裁罕事项的适宜论坛，而且， 

因为没有任何国际协议作出其他规定，环境方案的任何资金来源都需来自自愿捐敦, 

最后，原来样子的决定享案侵犯了各国的主权•

1 6 0 . 瑞士代表说，虽然端士一貫反对军备竞赛，而且理解使用武器对环境的可 

能后果的关怀，但是它认为不宜由环境署处理这些事项，它们应留给其他国际机构 

处 理 因 此 ，他对该决定草案投弃权票。



1 6 1 . 于是主席将决定草案付诸表决该决定草案以1 7 票对 2 票， 2 3 票弃权 

通过（參看附件一，第 9 / 8 号决定）。

1 6 2 . 苏联代表说，他对这项决定草案投弃权票是按照苏联的看法，即应该遵照大会 

197脾 12^7日第3093义（又7工工1 )号$敏 ,的规定，把制减军费释放出来的资源的一邵 

分用来作为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额外资源。保加利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对这个 

发言表示同感0

1 6 3 . 美利坚合众圓代表对该决定把裁军和环境保护联在一起表示遗憾。指明具

体的百分比指标只会限制目前正在进行的保护环境的工作，而且就美国而言，它的、

确会使分配给这些工作的资金的大量减少。

1 6 4 . 接着，理事会又审议由非洲国家集团提出的关于声援南部非洲种族隔离的 

受，者的决定草案（UNEP//GC.9/L.17)。

1 6 5 .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提请注意，这项决定草案没有按照议事规则第4 3 条所 

规定的时限提出。她提议理事会应拒绝审议这项草案， 以免树立不好的先例, 并要 

求对这项提案进行表决。

• 1 6 6 .接着理事会对美国代表的提案进行表决这项提案以1 3票对 2 5 票， 6 

票弃权否决。

1 6 7 . 阿根廷代表说他对该程序提案投弃权票是因为一方面他为没有让他有机会 

讨论该决定草案感到遗憾，另一方面他又不愿苟同透反理事会议事规则的举场。

1 6 8 . 理 ♦ 会恢复审议这项决定草案之后，若干代表对其中一些条款持保留态度， 

他们认为这些条款超出理事会的权限。接着提案国请求时间，以便对该草案进行进 

一步的协商0^合王国请求立即对这项草案进行表决，美利坚合众国代表附议。



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代表反对这项提案。接着，理事会对决定草某应该立即进行表决 

的提案进行表决。这项提案以1 2 票对 3 2 票， 3 票弃权否决。

1 6 9 ' .于是暂时撤回草案， 以便协商。随后，埃塞俄比亚代表介绍T 印度代表团 

共同提案的该革案订正本，他说这个订正本已经照顾到发表的各种批评。

170 . 荷兰代表以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兼理事会理事国的名义发言,说不应要求执 

行主任直接介入反对种族隔离之类的事项， 因为这些事项另有道当归属。 因I 这 

些一再对种族隔离表示憎恨的国家代表团将对这项决定草案投反对票。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对这个发言表示同感。

1 7 1 . 瑞典代表说，请执行主任寻找途径和方法以协助民众提高认识种族隔离的 

环境方面问题是非常有问题的。虽然种族隔离可能对环境的有影响，但是瑞典认为， 

这种斗争应针对种族隔离制度本身，而且应在整个世界社会都有代表參加的其他论 

坛进行。

1 7 2 . 端士代表说，瑞士政府一贯强调不应在联合国门机构的辩论上拉进政治 

色彩。瑞士遣责种族隔离，但是为了联令国机构的普及性，他对该决定草案投弃权 

票。

173 . 阿报廷代表对剛才进行的协商表示感谢， 因为这项协商促成了一个大家可 

以接受的案文。该决定草案现在既符合环境署的性质和环境关怀，又建立在已经普 

遍承认的原则上。

Ü 7 4 . 接着理事会对该决定草案进行表决。应埃塞饿比亚代表的要求进行点名表 

决。该决定草案以3 7 票 对 1 2 票， 3票弃权通过（參看附件一，第 9 / 9 号决定)。

表决情形如下：

赞成：阿根廷、孟加拉国、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布隆 迪 、白俄罗斯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甲国、埃 及 .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萨拉克、肯尼亚，科威特、利比里亚,



反对 î

弃权 :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圓、異来西亚 . 墨西寄，巴基斯坦 . 巴拿冯，秘鲁、 

沙特阿拉伯，苏丹、泰 国 、土 耳 其 、乌干达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首长国、乌拉圭 .

委内端拉、南斯拉夫、札伊尔，

澳大利 亚 、比利时、法 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 岛 、意大利、荷兰、 

新西兰、瑞 典 、瑞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共和0 、美利坚合众 I L

智 利 、曰本、马拉维 0



第 四 章  

协 调 问 是

17 5 各代表团在本届会议第7 次全体会议上审议议程项目5 时，牧到 UN C，9/  

4 和 Add. 1—3» Add . a/C orr  . 1  和补编及 Add .4 和5和Add , 5/Corr .  1 等 文

件。许多代表团决定在一般性辩论会上发言时选择协调问题这个项目；但是它们的 

意见《载于本章。

1 7 6 . 许多代表团对秘书处就制订1 9 8 * — 1 9 8 9 年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所 

作^备工作表示赞扬。若干代表团欢迎为把联合国其他组织的合作列入名单作出的 

赛 也欢迎这些组织对行政协调委员会向趣划理事会提交•报告中提到的想划理事 

会、经济及社会理会和大会等有关决定和决议作出的积极响应。但是其他代表团 

并不完全相信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部分作出的协调和合作工作达到了它们应有的成 

就和效紫《 它们强调境规划署同联合国系统其他部门积极合作的必要，并要求各国 

政府指示它们浪驻有关执行机构的代表团。《个代表团强调说》全系统方案可促使 

对环境规戈曙进肃的审查，檢查它如何在联合国系统内完成其协调和傻化任务， 因

此要求执行主任分析联合国其他组织执行同它c f各自职务有关的全系统方案的各项 

规定的方式，以及环境规划理事会各项决定对这些组织的方案的影响，并要求他就 

分析结果，向规刺理事会第十展会议提出报告。

1 7 7 .有些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起，对提议的全系统方案的结构和内容表示赞 

扬，但认为可以得到 i的执行经费有限*因此必须清楚评价行动优先次序及清楚分 

S 环庚规划»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机构之间的责任e 至于许多联合国组织G i；环境考 

虑列为它们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事实应加以利用。

178.—小代表团提出，全系统中期环境方菜不可能有效执行，除非向鉴个联合 

国系统提供足够的资金。



1 7 9 .许多代表团认为前棄文件是一許十分重要的文件。 ，它们支持行政播调 

会和执行主任建议的结构，并同《V环境朔戈曙只应致力为规划理事会特具小性会议查 

明世界社会对来来环境问题的共筒看法f 蹇小文件应在 1 9 8 4 年完成。

代表团认为，前棄文件是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的小自然政治基础，也是把环境考 

虑到入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审査工作中曲一小主要论坛  ̂ .编写文件时， 应尽量翁 

用联合国系统就人民^ 资滋，环境和发展之间相互关系进行的工作结果0 另一^  

代表® 认为，前景文件的编写工作有助于确定今后要处理的环境趋势，另一小代表 

团强调说》'这小工作可以在加強联合国系統内各环境方案之间相互协调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1 8 0 . 数小代表团为整前景文件的编写过程提出一些方法，让各 ® 政府，各 

区域组织，科学界和联合国系统充分参与》具体的提议有：由大会召集一4^政府 «  

筹备委员会及设立一♦ 独立的高级专家委员会。 但是》 —  代表团谈- 它不赞 III 

Æ趣划理事会的范围外设立一^ 政府间机构。

1 8 1 .數♦代表团大力呼吁执行主任把目前安排下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完成的优 

良工作成果考虑在内，因为环截找曙支持其中® 小委员会的秘书处的环境协调股，它 

们并要求挟行主任不要缴因环^ 划署的支助，直到各委员会能在这方面自力更生• 一 

小^ ^ 团®调说， 区域委员会的处境# 特，它们能协助发展中展家解决影响它们人 

类幸福根源的环境保护问题0- 些代表团满意地提到环境规划署同改洲委会之同现 

有的合作关系• 特别是对 1 9 7 9 年保护环境高级会议的结论所采取的后趣行动•

182 . 若干代表团赞扬生境中心故行主任就他的經织同环规划署之间的昏》 ^  

雜, 并 $ 调，有必要趣续扩大这种合作关系。 一小代表团强调，应在工作方面绝 

对化先从♦ 这项合作C 从费用/ 利益方面来说，它怀疑联合主席团会议是否可行， 

B 此要求执行主任筒生境中心执行主任协力研究这小问题。 另一个代表团建议*



i S » 环境规划署和生境中心进一步研究和制订生态系统， 以解决人类住区问题0

1 8 3 . 粮农组织的代表提出他组织内的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门间工作组，并突出 

粮农组织同联合国其他组织， 其中包括环N厳贱懦，在环境方面的一些最重要的合作领 

域  ̂ , 粮农姐织将继续促进联合国系统内环境方案的协调工作，并打算在这方面充 

分发展作用。

1 8 4 .教科文组织的代表也代表劳工组敦发言，他着重指出，环横规划é 在联合国 

系统内发挥了协调和展开环境活动的重要性> 他要求进一步集中环游贼曙的W ,  

来从事同联合国各组织的合作项目,他还说，环境规划署，应避免分散精力或同其他方面 

竞争。 教科文组织和劳工组织愿意致走于一♦适合他们进行环境活动的全系统方 

裏》 从 教 科 文 姐 织 的 观 点 來 境 规 划 暑 # 化作用的评价，无疑地是正确的。

185 . 执行主任在总结规划理事会的看法时表示，各代表® 对行政协调会的报 

告表示赞扬，而且其中大部分都确实期望进一步制订全系统方大促进整小联  

合® 系统方案的统一。 执 行 主 任 谈 到 有 些 困 所 表 示 的 环 ^对 其 余 联 合 国 系  

就的影响力不够深入的说法时》© 顾说，环境规划署进过行政协调会得到联合国其他组 

织最高阶展的支持及合作，他还说，如果没有彼此的了解，，是永远达不到目前这种 

合作程度的。 自 1 9 8 4 年起， 系统内的Â部分组织都要进入中期规划和制订方 

案预算的共同周期，从而大为促进各方案的 i►调任务I 他希望I觸殘规划署合作执行环 

境方案的各机特从而能宣布它们对中期方案斯间头一小两年预其期承付的敦項。环境 

规划署应继续在联合国系统内发挥三方面的作用：同联合国内其他组织合作，利用其 

知识投入和环境基金的催化资金来展开影檢力》进行大会授予环境规划#的协调 

执行规划理事会提出的具体要求， 例如监《I系统，査询系统和化学品登记中心的计 

划項目等。



186. 前棄文件得到规划理事会的广大支持。 各国代表团大致上同意他就 

文件结构提游提议，也同意他的看法，他所认为的把文件的第一部分， 即世界社 

会的共同看法及应付这方面的可能办法等作为未来国际环境努力趋势的一部分文件

提交 1 9 8 2 年规划理事会。 最重要的是》他为编写文件其他两部分的过程提出 

三♦ 提案：由一♦ 独立的委员会支持的政府间过程，一♦完全独立的过程及不再进 

步编制文件的过程，他大致上详细地解释了关于一小独立的专家委员会的筹资性 

质和方式，并特别强调说，主要由小别S 家政府或私人机构提供资金。 他希望起 

划理事会能在会议结束以前， 对目前在审议中的不同提案所涉财政和行政影响仔细 

权衡后，提出确切的建议。 •

1 8 7 .他指 W数 表 团 对 环 境 规 划 署和各区域委员会之间的继续合作表示极感 

趣》他并向理♦ 会保证，只要这# 委员会里设有环境协调组这类安排，他将根据

对现有经费的彻戾评价和各委员会是否有取代这些责任的可能，继续向这些协调組 

提供支助》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88. 规划理事会本届会议于5 月 2 6 曰第9 次会议， 以协商一敦的方式通过主 

鹿团提出的关于协调问题的一项决定草案（UITEP/GC. 9/1), 1 6 ) ( 参看附件一， 

第 9/3号决定）。



第五章 

方案事项

1S9•议程项目6和7 是分配拾第一期委.员会审议的。在审议项目时，委员会持有下 

尹j 文件：UNEP/GC.9/5 及 C o r r . i  和 À d d l— 5 ; ÜUUP/GC . 9/ti 及C o rr  • 1 

和 A d d , l ;  UÏTEP/GC . 9/7； UHEP/GC . 9/8 ^  Add . l; UNEP/GC . 9 / IN ；F. 1; 

UNEP/GC/INF. 1 / R ev .a/S u p p iem en t2  ； UNEP/GC/INE• 5/Supp le in -  

enté  ; UEEP/GC , 9/é/Add  , 1 和 4 o
«

A . 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的草拟目标、 ,

结构^详细程度  ,

190.助理执行主任在介绍全系统方案的草拟目标、结构和方菜样本（UNEP/ 

G G .9 / 7 )的发言中，强调了有关的联合国组织和机构积极參与全系统中期环境方 

案的编制工作， 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中期方案的合作特性P 在 UNEÏ>/GC.，V ^ 7号文件 

及其附件里提出的方案草案，说明了整个联合国系统环境方案的目称，惟曾避免列 

入其他组织的全部方案。联合国各机构的方案制订周期，預将从 1 9  8 4 年起趋于 

一致；然而， 目前还是很难一下子规划到1 8 9 年，所以不得不在案文里只顾及

广泛问题，并保留一些伸缩余地。在理事会对中期方案的草拟结构、 目标和细节表 

示意见之后，秘书处将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成员加紧协商， 以便在已核准的范围内， 

从详制订方案• 提交理事会第十届会议。

191••各国代表团对狱灯全系统方案的结构和目标所I f 努力表示赞扬。 . 有人指 

出， 鉴于该方菜的制订同联合国系统内环境协调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规划理事会 

有必要根描这种协调来考虑该方装。'方案的拟订是一项创新且具有挑战意义的活动 , 

特别是因为它斌有全系统特性。在最后获得核可之后， 该方案应作为机构间 i 调的 

工具， 以便确保为分析和减轻环境问题所作的圓际努力发挥最大影响，特别是必頭 

影响、并具体地反映在联合国，系统 .内各組织的小别工作方累积顶算。联合国系统内



这方面的协调工作必须予以加强以补救如下的情况：-有些组织尚未提供有关 19 8 2— 

1 9 8 3 年环境规划署中期计划中所鉴定的各项次级方案的充分预算资料。 也有 

必要加强各組织参与有关小别方案的联合方案制订协商。

1 9 2 .有蓮代表团问起全系统方粟对本系统各组织的约H 度。 因此委员会费 

许地注意到行政協调委员会的意见，即 " 由集体构想制订èt全系统中期环境方累应 

对整小联合国系统有所帮助Ï 每一个組织应按照它自己的法定任务及规划程序来 

行中期方菜的各项规定，••，-，，，作为一•个可以响各机构制订计划和规划过程的手段 "
H'

( UNEP/GC 9/4/Add. 1 . # 5 段 ）。

193 .各国代表旧一致认为如果參与联合国各成ê 组织? I享机钩的小别政府的代 

表对环境问題的意见一致，将可大大地便利机构间的协调。 现已普適认识到有必 

要有系统地加紫努力，确保各Ü 致府以由各部门问在这方力1î 调。 当这豊g宅卒

机构讨论它们的未来方案时， 环境规划署浪高级代表出席它们的会议是十分重要的。 

委员会指出，一待规划理事会最后核可全系统方案当即提交各有关联合国组织的理 

♦ 机构审议。

19̂ - 大家普遍同意，该方案不应包括只有各 I I政府才能采取行幼和应采取行动 

. 的领域，不过》可以指导各国政府制订和执行其与环境有关的方案。

195 .委 ®会详细地讨论了全系统方案的结构。 有几 ♦ 代表团对机钩间☆提出 

一组相当全面的次级方案而所作努力表示欢迎》这组次级方案的主旨是要澄清联合 

I I系统所予定的环境活动的性质和范围。 不过，有盛代表认为由于缺少关于每小 

目标下方案活动的资料，不易对现在提出的目标作出辦断， 因为，各项目标势必是 

一般性的。 因此，有人建议环境规划署向各圆政府貴发一份全系统方案草案全文，并 

征求它们的意见 , 使它们能更具体地参与制订过程。 有人还强调说，该方案应反 

映政府间，其，专家会议和各委S 会关于不同方案所爲主题部门的意见^



1 9 6 .有 ;i 代表® 说，有必要使全系统方案周 1982车来11082 车以后环境规划 

署的目标和同正在为 1 9 8 2 年理事会特具 ♦ 性会 i义编写的前音文件相联系。 它 

们指出有必要参酌正在出现的环境问题和调查结果或许每两年对该方案作出一次审  

査。 雷要作这种定期审查和订正，也是因为次级方案的规划以及预算资源的分配 , 

将随着时间而愈趋具体。 秘书处已经保证， 力 1 9 8 2 年准备的各项文件，虽然 

不得不同时并行编制， 它们之间的实质联系必予维持。

197 .大家同意V全系统方案并不限于由环境规划署支持的或带头推进的环境活动， 

也不是说-每一种活动都将由环境规划署秘书处负责协调。这个方案的目的是： 为联

合 ® 系统进行的与环境有关的种种活动提供一♦ 全球范畴；通过相互支持和相互影 

响力，促进各种活动之间的协调和贯性，从而取得以費用而说最最有效和最大量 

的成果。

198 .某些代表团认为，一小综合的全系统环境方案可能不足以反映环境规划署在 

整个系统里所扮演的角色。 因此，这小方案或许最好不要求其包罗万象而要准确反映 

环境规划署根据联合国系统已得的成就而舰定的优先领城，致力于填补空隙及支持

关健性的环境活动。 应该特别重视次级方案中具有多种目标的、同各11的发展活 

动密切有关的部分， 例如与土域，水、林业管理及土壤退化等等有关的方案活动。

199• 有些代表团认为， 目标草案太着重进行调查、收集资料和监测工作。 他 

们认为应更强调侧重行动的工作，例如通过试办项目应用现有的和新的知识来保护 

和改善各11的环境， 以及加强区域训练及研究中心和各国机拘在制订、执行和监测 

环境改善方案的能力，不过》有些其ffc代表甜A为，把重点放在环境评价上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环境规划署具有在这方面作出重要独特贡献的潜力。

200.有几小代表团表示，提议的结拘似乎照顾到主要环境问题，但是滨变出结 

构的指引方尉或标准却不絲清楚。 环境问题通常具有包罗万象和跨部门的特息



É 此可能难把方案清楚分类；但是，可以利殆下列方法衆改善结构：减少次缴方案： 

的i 叠，&必要时重新安排次序和重新分姐；突出次级方案之间的具律关联，把小别 

次级方案下的目标更具一贯性。 例如：有些次级方案提到 " 研 究 " 、 " 训 统 " 和 

" 法律文书和研究 " ，而另有些似乎亦宜顾及这些方面的次级方案却没有提到。各 

方同意编制一小方案附件， 列举跨部门的问题，并就它们所列入的欢级方案标題提 

供相互参照的资料。 有一个代表团支持执行主任有意制订特具多学科和全球 -个性的 

方案作为全系统方案的组成部分。

201.有一  ♦ 具体的提议是，把方案 9 一 1 S并 入 " 开发自然资源 " ， 4*和 5 并 

入 " 同人类住区有关的环境问;1 " ,  1 3 和 并 入 " 保 护 有 灭 绝 危 险 的 物 种 " 。17— 

1 9并入 " 海洋环境 " ， 2 0 — 2 2 并入 "环境与发展，，和 g 4 ,^  2 e 并入 "支助 

牲 措 施 另外一♦ 提议是把方案分类为 : 土地、水，空气、海洋、生物区、 

人类住区，工业，能、 自然灾替， 以及教育、新闻，训练和研究等支持性错錄。 对 

这些提议没有达成協议。

2 0 2 .在响应若干代表团就有必要充分重视环境规划署活动成果提出的建议时,有人 

提到最好把对遗传资源和野生物、环境无專及适宜技术所作努力结合环境管理方案 

☆ 其他有关部分，诸如包括能、人类住区和大地生态系统在内。不过，若干代表团 

强调最好诸如彼此独立的把区域海和工业与环境这些部门保持在方案内。大家广泛 

地以不同程度强调下列许多活动：红树生态系统， 湿地生态系统， 环虎与运输，海 

底开采矿荡结核， 战争残余，特别是雷的消除，精食错存和防止食物愤失，沾染地

■外太空， 药品的不良影响，环境统计， 以及加强各圓的环境体制实力。 有些代 

表 s 及大自然养护会代表辨称，世界养护战略的范围大广，不能只限于野生妆和保 

护区的方案，而应反映在所有有关方案 1̂ 。 但是也认识到，找行线略的责任是在

于各國政府本身。 ’



203•对进一步制订小别方案内容提出的具体意见如下：

方 案 1 : 有一小代表团认为, 在 1 (a) ( iv )下，应把酸性以外的其他影响列入在 

由; 有人还建谈• 方案应限于对人本身所产生的彩响；

方案3 ; 有两个代表团认为该项目是一个低优先現目；另一个代表团建议在3 

(e)下列入" 移民工人的职业卫生问题" ；

方 案 有 人 为 ，环境规划署既然集中注意饮水供应和卫生的环境方面， 因此可 

以适当地重订方案并与方案9 结合；

方 案 5 : 有人强调应列入社区规戈I]的环境方面， 尤其可在 5 (aXi)内 " 规划和发 

展 " 前面加上 "国家 ， 区域和地方k 围的 " 等字； 有人提议把保护文化遗产，其中 

包括遗址， 以及民众参加改善住区环境等列入在内；

方案 7 : 有人i t 劳保护臭氧层方面的目标 ( 7 ( d ) )相当含混，所以建议增加勇 

一 项 即 制 订 适 用 于 保 ÿ*臭氧层的有效法律体系；

方案 9 : 有人提议应对目标的全部结钩加以流 ’线化， 将方素4»的环境内容列入 

方 案 9 , 增加训炼和硬究组成部分） ,

方 案 1 1 : 有人认为方案应更灵敬响应执行世界土壞政银Ô!；霞要J

方案 1 3 : 有人提议具体列入 " 沿海生态系统 " • " 红材生态系统 " 和 "湿 地

生态系统 "；

方 案 1 7 - 1  9 : 有一 ♦代表团建议海洋污染部门•可以按照 " 区域海 "的方针  

大 纲 一 " 有人提议方案 I  « 应包括 " 海洋学研究 " 以及教科文组织和其他主管 

组 iR的其他有关工作。 教科文组织代表建议，全 系 统 " 区域海 "方案不仅应列入 

环境署区域海方案的工作，同时也应反映联合国系统其他级织正在进行的有关工供



方案2 0 : 有一小代表S 提议次级方案20(b)以 " 对用于改善环境的费用的有效 

性进行评价的方法" 补充对环境措雄的賽用 / 利益评价的适当方法学 "j

方案 2 1 : 有一♦ 代表团说，移民工人在土地退化方面的作用值得注意4 ■ 

方案 2 2 : 有人提议列入下列次级方案 ,

— 工业地点政策的环境影响；

一 工 业 》专物的处理，倾弃和回牧利用【其目标是：制订处理具体工、îb变物的 

准则和手册；为制订和执行流出物标准制订准则；安排工业废物和处理办

法的训练方案

— •关于工业环、瑰控制的国际情报交流；

— 加强工业环揉控制机拘;.

方案 2 S : 有一♦代表团提议 , 标题应改为 "能源和环境 " ，又说目前的次级 

方案 2 3(a)应集中处理新能源技术& .月一♦代表団说次级方案 2 3(e)超出了环境 

方案的范围，后者应集中注資:鉴定和促进生产和利用能慕的无損于环境的方法。另 

一♦代表团提议增加一小关于" 节约能源的方法学 " 项目， 有一♦ 代表团提议在23 

(a) (Ü )的新技术表中增如“ 生物能源’’，男一小代表团吁请对常规能 if、的有跟 '& ^  

以强调；

方寒 2 4 : 大家同意应对总目标加以限定，加上 " 在现有机构范围内，，一语。 

有一♦ 代表团建议将次级方案2 é 《a)标题里的 " 执行 " 改为 " 制订和执行，,。 有 

人建议在次级方案2 4 (b)" 协定 " 如 入 " 准则，，二字，及目标 2 é (b)" 行为守则 " 

后面添入 " 准则 " 二字。 有人又提议，标题中应删除 " 新机关，，一：词， "新的海 

洋公约法 " 一词改为 " 第三届联合國海洋法会议的结果 " 。 有人又提议， 目标24» 

《cX i )"立法 " 之后添入 " 制 管 " 二 字 '



方案 2 5 : 各代表团要求强调大学的作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 I I家 

的机拘能力需要加强， 以求(a)在传统学科中增列环境方面问题，

0>)展开环境研究的新方案；

方案 2 6 : 有一 ♦ 代表团建议，应更强调促进对各级环境管理的认识。

20̂ ^ .委员会从方案其他部分应有的格式和洋细程度的审议了  ÜÎJEP/ÜC.

9/7号义件附件 lil里提出的遗传資源的全系统中期方案。 一般认为方案样本中所

用的格式和评程度是令人漠意的，虽然1)?应再加改进， 以提供更完签、一贯和明 *
确的全系统图象， 以利执行。 将方案和次级方案的一般方针约介绍佳说明加以节■ 

缩也是可行的 : 只需提到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纽的有关决定 '每决议就已足够。劳工组
， ■ , i

织的代表认为由于各组织要一体，秘书处和政府间目的之间不应分彼此.这种区分 

-只能对行动方式适用，

205. 有人认为k 将方案和次级^案以及各有关机拘的职责联系起来0 尤其

关于协调的一节应正确划定♦ 别组织参与有关法动的性质和范菌，并应明确指出按 

照♦ 别组织对次级方案因棄分列的计剥中的预 #分配敦類 0 相反地》夷人建议，

如系每一♦ 次级方案都反映小别组织的介入性质和程度，协调的方式和程度就会看 

得 更 清 先 有 一 ♦ 代 表 团 建 议 ，这种资料可以表格方式處出。 另一♦代表因提 

议》如果可能的话， 已制订的方案应指明各个方案所针对的 " 对象集団 "。

206. 非洲经委会、劳工组织、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卫生组织和气象级织的 

代表对编制全系统方案的协作努力表示赞赏，他们强调在编制该方案时机构间进一 

步进行双边和多进协商的重要性，以确保各项活动配合各缴织的任务和方案制订程 

序，虽然方案应反映每个机构认为与环境有关或具有特别环境意义的所有活动，仅 

是一个机构所关切的郭些活动只件筒短处理，教科文组织的代表着重指出，全系统



方案的结构应广泛和前后一致，在进行详细制订时，关于自然资源评价和合理管理 

的活动应联系保护活镑。各位代表说，为了达成具体成果，全系统的处理办法应保

持灵活，而不应过分强调。他们表示，他们的组织将继续同环境规划署进行密切合作，

进一步在联合国系统的全面协调安排范围内制订全系统方案，
\

B . 1980—1983年环境方案 

1. 导 言

207.助理执行主任在他的介绍性发言中说，後书处欢迎各方面对方案成绩报告

( U35EP/GC. 5 C o r r l  和 Add 5 ) 和中期计戈 ( UHEP/GC. 9/6 和 C o r r .  I- 3  )
/ ♦ t

这两个文件的格式和内容，尤其是中期计划里规定的优先次序，表示意见， 他还 

促请注意地球观察深入审查报告里列出的、又于 ÜIÎIÎVGC. 9/1UF. 1号文件里从 

详叙述的今妄几年内环境评价的优先项目单，

208. 各代表团一般地同意，方案成绩报告和中期计划的格式和内容堪称简洁合

理，资料丰富，比往年的文件大为改进， 而个代表因认为这两个文件极为详尽，

有一个代表团认为值得从长辨论。 —个代表团觉得在这两不文件的各部分之间有

些彼此脫卞之处， 因此建议在今洽方案文伴中，应使其后顾报告和前.报告剪后 »

一致 . 会上还表示了下列意见：在方案成绩报告里，所讲的进展皮同具体目标联 

系起来；应 更 详 细 地 说 明 成 就 、后果及所遭遇的困难，.以便为未来行动订立优 

先次序，同时减少各项活动和会议的行政方面的报导，以避免增如文件数量 ， 最 

好把本年度和过去年度的预算一起复制；这个文件应附有上一年内环《 划署的出版 

物名单,以加强有关环境方案.的新闻报导工作 . _

209. 关于中期计划，几个代表团认为应该列辆每一个战构成部分的预算细目， 

并更清楚地说明主要负责方面的业务和财务责任, 如果要确立优先次序， 以及在方 

菜方面的热情和财务现实之间取得平衡， 则这种细节是极有帮助的。 另 一 个



代表团力言评货对象的选择应以其同全球问題的关系、其紧急性和重要性以及其提 

供的区.域合作和训练机会为根摆• , 因此干翠地、沙漠化 ^ 森林和海洋应是地J求观 

察的一般优先领坡。有一■个代表团指出，按照中期计划的第4 段，其中有些目标已 

经规划理事会核可《它认为• 规划理事会确核可了一系列的目标、 战络、集中领域 

和 1 9 8 2年指标， 以便指导坏境方案的工作•因此不明白为什么文件中引用新的 

目标和战略。这些改动是应该提请规划理事会核可的。

2 ，环境评价

210. 许多代表团认为地球观察是环境方案的柱石，因为如I系没有评价，便无有 

效的环境管理可言，而且也没有别的机构能象环境规划署那样进行评价工作。 一个代 

表 S 相信垣事会一定会同意执行主任的建议（iJ^JEl>XGC，9./6,第 i  0 段 ），即 3̂： 

境方案的未来方向应该反跌这个前提， 这个代表团敦便执行主任为地球观察提供 

充分资氣有效地执行其任务，

211.面个代表团欢迎新加的关于 '巧究命评价的领算分项目， 因为评价工作的成 

端赖有效的研究方案 •

212. 有几个代表团强调地球观察方案应避免人力翁力的分散* ÉL集中注意預期 

会产生具体成果的少数几理活场*对于地球观察深入审查报告和第1 8 段的方案成 

绩报告里列IB的以及中期计划和U3ÎEP/GC. S t/ iu r. 1 等文件里反肤的环境评价对 

象，大家都普遍表示同意• 好几个代表团认为这个深入审查是一份评活场的華合 

筒编，将有助于未来活參r的设计。

21?，两小代表团说• 地球观察范围内的各項.活动一轰是针对较发达g家的奇要, 
这种ü家具有产制、分析和利用环境资料的能力.它们义为地球观察方案应更多 

注意'爱展中国宏的需要和能力， 因为这种国宏哉乏现代技米和人才， 所以不可能把 

环境评价列为优先项目.



214. 一个代表团欢迎环境规划署同各专门机构之间在地球观察方案范围内的合 

作关系。報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和气象组织的代表强调这种看法，并特别提及全球 

环境监测系统以内的联合项目（参看第221和 22娘 ）。

( a ) 全球环境监测系统（监测系统 )

2 1 5 .各国代表闭对于监测系统主要分部门—— 可再生自然资源、污 染 （包括长 

程传输污染物）和气候范围内的所有计划项目一般感到满意。有一小代表团认为， 

如果没有监测系统监测网提供的这类资料，环境评价工作是不可能有效达成的：中 

期计划中提到的成效标志—— 诸如各种新方法，对于监测系统的评价、特别是制作 

评价报告—— 标志了监侧系统在环境价值方面的作用。有两个代表团说，他们的国 

家认为最近出版的环境规划署粮农级织X 教科文組织共同提出的土壤退化评价办 

法特别有价值。

2 1 6 .有一个代表团认为，监测系统内的活动偏于孤立。与其他组织的活动没有 

联系：环境规划署和经互会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应该促进有些监测系统活动的协调。

一个代表团说，某些环境规划署/ 粮农组织/ 卫生组织合办的活动应谈取（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化学方案的经验，这类方案间的进一步协调必有助益。相反地， 

若干机构的代表对于目前的协调程度表示相当满意。有一个代表团數促秘书处继续 

支持监侧系统内环境规划署X 欧洲经委会的欧洲监测和评价方案。

2 1 7 .有一些代表团认为，监测系统所报告的进展主要是在地方和区域活动方面。 

即将举行的国际综合监测座谈会（ 1 9 8  1年 1 0 月，第比利斯）应产生一些关于 

加强某些监测系统活动的提案，使这些活动成为以若干科学活动为基础的名符其实 

的全球努力。

2 i a 有一个代表团在另一个代表团的支持下，强调有必要把海洋监测列入监测 

系统，从而扩大海洋监测工作，使不仅是包括区城所关切问题。例如，海洋监测可 

由海洋污染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組（海洋污染组）主办，象全球大气研究方案（大气 

方 案 ）一样也设立一个协调组。



2 1 9 .肯尼巫代表说 , 肯尼亚山上正常空污监繊雄已鄧分装备完毕,他的政府希 

望获得必要的资金，使监站开始全面作业。

2 2 0 . 粮农组织的代表说，热带林覆盖侧计划项目已结束，热带林资源评价正 

在付印中，他认为这两项环境规划署/報 .农组织合办的计划填S 很成功，而且不是静止 

不前的工作, 必须依照中期计划, 采取后继行动。

2 2 1 .教科文組织的代表指出，他的组织对同监测系统：；̂案活动中々和有关机构

^ 再生自然资源领城为拟订联合活动所进行的密切合作，表示满意„ 他表示，监 

测系统中的水质监测组成不应只限于饮水，而且还表示同意前一位发言人，即应把 

海洋监测列入监测系统。

2 2 2 .非洲经委会的代表指出，监测系统在可再生自然资源方面进行的计划项目 

已开始在非洲展开。就这方面来说，有一个代表团希望牧地I监侧活动r ■展到其他区 

域。

(b) 国际查询系统（查询系统 )

2 2 3 .对于査询系统取得的进展，大家广泛愿到满意。 有查代表团认为它是环境 

规划署最重要的一項活切。有一个代表闭谈到查询系统的使用率不断在增加，另一个代 

表团注意到，查询系统网现已拥有8, 5 0 0 多个资料源。另一个代表团表示，该网 

络容暴适应各个不同居次的服务工作。大多数发言人都同意，应优先重视资料服务。 

有一个代表团建议修改特征一览表。另一个代表团问及查询'系统的全面赞用一 - 效 

率，第三个代表团建议還步增加资轉源和使用者数目。

2 2 4 事实上，大家一致支持评价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有些 '代表团赞同所有建议, 

但是有一个代表团质问，是否全部有必要大多数代表闭支持继续发展各国的联络 

点，有几个代表团表示，联络点或许需要’方案活动中心协助提供资料和培训工作人 

员. 有些认为，如果真是执行建议，可能会对各国的联络点增加负担，因此对此持 

有保留，有一个代表团认为，由于经费有限，不应增加联络 .点的工作.有人对各国 

联络点的业务提出不同的办法* 有一个代表团表示，其联络点即将电算化，另一小



代表团说，其联结点已培如人为搜索活动， 有两个发达国家的代表团说，它们的政 

府不再fë继续津贴费用日益增涨âtj国家指南，但其 4̂ 一个代表团表示，其国家联络 

点正在向政府申请更多的经费.

2 2 5 .有几个代表団主张增加向査询系统方案活幼中心提供的支助，使它能遵照 

评 价 报 告的建议 行 事 ，特别是象有一个 代 表 因所说的：加 强 通讯 .提供具体资料和 

促 进推展工 作 ， 大家普遍支持 .查询系统应从查询阶段进入提供具体資料的廷议*有 

几 个 代 表团虽然 同 意 这 样 做 最终有益处，但 是认为可 能 花 费 太 无 一 个代表团告诚 

说，查询系统不应成为文件传送系统。另一个代表固敦促査询系统进一步同联合国 

内现有资料系统密切协调，第三个代表团建议说查询系统的大不应从方案活动中 

心推动，而应跟得上各国的联络点发展。关于增加经费的建议，有一个代表团想知 

道，如果不能获得更多资金，查询系统是否仍然有价值，另 个 代 表 团 着 重 指 出 ， 

今后的战略应切合实际。 -

2 2 6 . 教科文组织的代表表示，教科文组织会根振全球科学和技术资料系统（科

技资料系统）的评价，同环境合作研究各国联络点是否可以实际地摆脱查询阶段这一 

点

2 2 7 .思理执行主任说，据佑计，从査询过渡到资料提供，每年必须额外支出 

400, 000美元 , 而且要加强各国联络点的话，还需要更多钱。

( C ) 可能有毒化学品登记中心（化学品登记中心）

2 2 8 .大家认为化学品登记中心是地球观察的一个重要组成，应继续得到足够的 

资源来加蛋它收集资料和散发资料的活动，许多代表团赞扬化学品登记中心取得的 

进展，并相信化学品登记中心不久可以开始作业，

2 2 9 .有几个代表团赞扬化学品登记中心同各国通讯员建立的工作关系，并强调 

有必要进一步训练和协助发展中国家的通讯员，此外也强调了化学品登记中心协助



设立各国可能有毒化学品登记的重要性，有些代表团表示，化学品登记中心在提供 

'有关输往发展中国家危险化学品资料方面可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一个代表困提 

请注意同有关国际方案，特别是同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合作的必要。

2 3 0 . 大家认为，关于收集和散发化学品资料的网络安排慨念十分重要，并且还 

指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工业界程极參加同化学品登记中心进行网络工作的必要，

2 3 1 . 有一个代表团赞扬了化学品登记中心为执行关于危险化学品废料的越界输出 

和处置的规划理事会1 9 8 0 年 4 月 2 9 日第8/8号决定所取得的成就。

外限

2 3 2 .许多代表团说，目前进行的和狱议进行的有关气侯变化和二取化碳活动值 

得列为优先55目，并希望，同其他有关组纽进行的合作迅速前进。有几个代表团和 

'机桂注意到世界气候方案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复杂性，并指出有必要密切 

协调规划和执行工作，以保证所有组成部分并驾芥驱，不分先后。有一个代表团和 

气家组织的代泰t i义环境规剑署为世界气候影响研究方案设立的秘书处应同世界气候方 

案一起，设在日内瓦。有几个代表团对设立气候影响方案科学咨询委员会及对中期 

计划内拟订的具体活动，表示满意。

2 3 3 .有若干代表团说，应优先宣祝世界气候影 * 研究方某内的二氧化碟.问题。 

有一个代表团告诚说，二载化碳的研究■工作还没有结束，S 此，目前还不能根据二 

载化 -多的排出量，有把提地预测气候变化。大家认为，二氧化碳是一个可能引起意 

见分妓的问题. 有一个代表团提议，环境署、气象组织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

( 科联理事会）设立一个常设机构，提供指引和从事协调。奥地利代表说，奥地利愿 

意作为预定在1 9 8 2 年下半年举行的二氧化破问题会议或环境规划署/ 气象组织/  

科联理事会即将在这方面举行的任何其他活动的东道国。



2 3 4 .有几个代表团突出了气候和农业之问的关系。泰:科文组织的代表注意到世 

'界气侯方案同號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活场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表示气侯不但影响自 

然生态系统，也彭响农业。

235 . 虽然有几个代表团和气象组织的代丧» 环境规划署^持人工改变天气的工作， 

但是没有把它列为高度优先项目.有个代表团注意到人工改变夫气在减轻旱灾中

可能具有的重要性，并敦促继续支持增加雨量现目。

2 3 6 .大家普遍支持评价和保^ 臭象县ât活苟。各国代泰 Î3对臭氧层协调委员会 

成员之间的合作以及由此弓I发的 i ：际 努 力 獨 ，表示欢迎。有一个 代 表 SI要求热瑪 

5 员会培如活动，^ 有一个代表g 说， i办调委员会的报告是评价环現的优良榜样， 

并就报告的编制赞扬执行主任。

2 3 7 .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代表回頭了限制鼠氛经生产的措族，并注意到为执行规 

理事会1 9 8 0 年 4 月 2 9 ê 第 8/7B号决定采取后經行动的必要。就这方面来

说，他担心发达国家虽然在其国内采取管制措施，同时却精出可能影响臭氧层的化

2 3 8 .有一个代表团说，社会外限是一个相当新的问题，因此，只有在经费充格 

的情形下，才给予化先注意。教科文组织的代表说，外的定界虽然不 够明确 ，但 

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因此，在这个领城制订一个明痛的方案时，应考虑到许 

多机构的活动, 其中包括教科文组织的活动。

(e) 环境数摆

2 3 9 . 数个代表团着重指出环塊资料，其中包括环境统计，在促进兼械到环境评 

价和环境t 理的最大持久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许多代表团提到环境规划署对制订

环境统计范围的工作提供支持的重要性，并表示希望这种支持继续下去。有关方案 

应特别集中于实际地牧集和解释数据的方面，并应比较缓慢地发展电算数据基3Ü。



240. —个代表团报道了同环境规划署联合进行的国别环境统计试办研究的进展， \ 

该项研究的最终意图包括训练统计员。

3 . 环境管理

(a) 人类住区规划的环境方面及人类健康和环境卫生# I.I», ■■■，■■ .1.     -

H 人类住医规划的环境方面

2 4 1 . 某些代表 ®强调环境方案内人类佳区的重要性，不过认为环划署应该对它 

在这方面负起的责任重新评价，因为生环中心业已全部展开业务，座在这方面发生 

领导作用.
242. 一个代表团认为过去一年内在这方面毫无成就，全世界仍有千千万万的人 

民在环境败坏的情况中生活，如果再削减这方面的经费，则可能損及环境署在这♦- 
急需一致努力的领域发生重要作用的能力 .

2 4 3 . 另有些代表团力言应对人类住区的管理方面和规划方面同样重祝弁应作出

更:有效的安排，来协调环境规划署和生境中心两方面的种种活动。

2 4 4 . 教科文组织的代表说，环境方面的多数问题都是教科文.组织直接关心的问 

题，他强调在人与生物圏方案下研究都市系统的规划和营理问题所采取的生态系统 

作法的价值 .

2 4 5 . 执行主任的代表说，一方面要削病人类住区方面的经费，同时又要加强环

境规划署和生境中心之间的密切工作关系，似乎有些矛盾。

« 人类健康和环境卫生

2 4 6 . 多数代表a 支持 1 9 8 2 - 1  9 8 3 两年期的活场方案，力言环境奢应继 

续发挥协调作用，并应同卫生组织维持.和加强密切的工作关系， 两个代表团主张宣 

视符合卫生条件的用水供应，而另有些代表团认为环境署在这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 

只是他化性质，因此它的名字不应列入中期计划的 "主 角 " 一担 *



2 4 7 . 虫，管理方案的各项目标得到支持，各方面也同意需要避免工作的重叠。 

一般都同意不应削减这方面的顶算。一个代表团建议扩大这个方案的范围，在现在 

涉及的三种作物之外，再顾及更多作物。

2 4 8 .若干代表团强调气象組织/ 劳工组织X 环境规划署关于国际化学品安全方 

案的根本重要性，这个方案连同化学品登记中心和监测系统是全球长期环境评价方 

案的一部分。

2 4 9 .卫生组织的代表说，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在去年取得长足进展。 目前集中 

注意的工作包括：制订关于一组工业消费化学品的卫生标准；试驗和监测的方法问 

题 ；毒理学和其他有关部门的人才训练。环境规划署和卫生组织共同关注的、需要 

通力合作的其他部门是：国际饮水供应和工生十年，包括修正国际饮水质量准则， 

单独编制一卷包括最不发达国家的需要的文件；以便顾及许多有机物质的水平；关 

于化学品意外事件的应急规划和响应办法；有毒废料的管理；化学品安全和工人保 

护；食品附加物和农药；环境管理与人类健康和福利之间的关系；与卫生有关的监 

测；室内气候对人奥健康的影响。卫生组纽欢迎环境规划署、報农组织和卫生组织 

间就防止农业发展方面水传疾病和有关疾病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50. 劳工姐织的代表报导了国际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改善方案之下环境规划署， 

应继续负责协调的种种活动。劳工组织将会同卫生组织继续负起主要责任，在执行 

中期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活动时，将继续同环境规划署合作。有两个代表团说，环境 

规划署在有关工作环境的活动方面所起作用应仍然是纯粹的他化作用。



0» 大地生态系统

干旱和半干翠地生态系统及沙漠化

2 5 1 .联合国苏丹—— 萨赫勒办事处（萨赫勒办事处）主任详细地说明了该办事

处的工作方法， 1 9 8 2 — 1 9.8 3 两年期间的集中工作部门，并力言需要加强机

构间合作。该办事处的工作得到普遍支持。一44^表团建议扩充其工作范围，除了

现有的十个国家之外，也将贝宁包括在内。

2 5 2 . 委员会对联合国沙漠化会议各项建议的后继行动的进展表示赞赏，若干代 

表团格述了它们各国对执行行动计划作出的双追和多进贡献，并重串各该園è 府愿 

意继续提供这类支持. 数个代表团特别赞扬通过萨赫勒办事处，在苏丹一萨赫勒地 

'区进行治沙的方式许多代表团强调有必要在研究和训练防治沙漠化方面进行区域 

合作, 环境规划署继续连同萨赫勒办事处和联合国其他组參、及各国政府，支持这 

方面的活动•

253. 一个代表团对防治沙漠化工作的进度表示关切，并强调有必要采取适当的 

步骤来促进工作，以便及时控制沙漠化使其不至于到达无法控制的地歩，另一个代 

表a 说，填满沙漠化组的空缺是一件急迫的事，但是在没有填满以前，应极据现有 

的工作人员来修改行动的优先次序. 而个代表团着重指出，应主要在国家一级并同 

时得到双追或多进支持，来从事治沙工作，许多代表团强调有必要在发展中国家调 

动更多的资源*

254. 一个代表团重申它对治沙特别帐户采取的反对立场，它认为所有》资金应 

避过现有的筹资机构这个渠道 ; 一些其他代表团表示支持特别怅户 .

255. 一个代表团认为，中.期计戈I]的目标过分蛋调监测、制图和嗟商等工作，因 

此敦促采取更切实的办法• 另一个代，表团建议说，新的国家或区域沙漠化监测系统 

只应在举行了区域会议，确定了应作的工作和应监测的林志以后，才能成立《在监



测领域以及在保护动植物领域，杯境署应支持在干軍和半干军地带建立生物圓保^ 区. 

，作为制订一个^ 际间接受的沙漠化评价和制图方法工作的一鄧分，应根据粗期活动 

赛用昂责以及比例尺为1, 500, 000的地图是否有用，来审查粮农组织/环境规剑署联 

合制图方法的计划项目。此外，还应收集、发考和随时订正各国政府的洽沙活动的 

清单- 此外，有必要支助区域一级的数据收集和# 播；在这方面，有人提到为地中 

海气侯国家成立资料网的计划项目• 执行主任不应 待 至 1 9 8 5 年才评价行场计划 

的执行进展；应优先考虑这项工.因为可以使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更切实越提出 

计划项目和分派工作人员參

2 5 6 .执行主任的代表回答时说，按照计划，是用大比例尺制订沙漠化地图，而 

丑， 1 9 8 5 年已是最早的评价期限，因为届时，防治沙漠化方案的所有想成因素 

都会一齐前进。

2 5 7 *教科文组织的代表说，人与生物圏方案是一个多学科性的、针对问题的研 

究和训练方案， 目前正在很成'功地进行，并将于 1 9  8 1 年 9 月举行一次会议/ 展 

览，对该方案进行审查，作进一步的制订. 就干早地和沙漠化而言，根据人和生物 

圈方案成立的综合试办及示范计划巧目网—— 其中包括在肯尼 3̂ 和突尼斯进行的干 

合计戈顿目—— 是对大会第3 5 / 7 3号决议的实际响应，因大会在该决议中要求 

进行沙漠化防治研究和训练，因此应对这类活动予以进一步支持 .

■ 2 5 8 . 非洲经委会代表说，自从联合国沙漠化会议以来，他的委员会一直在积极

地从事治沙工作 . 它的工作方案包括：研究干早地区地下水资源制图工作以及同教 

科文组织和粮农组织合作安排治ÜHll练方案 ,

2 5 9 .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代表宣布说，.他会提供一份关于欧洲共同体提供资金的 

治沙计划项目名单 •



热带林地和森林生态系统

2 6 0 . 各代表团注意到，大家已曰益认识到，热带林地是人类跟前大规模的全球 

性问题中的核心问题，林地損失所引起的水灾、农耕地丧失和.燃材的曰益缺乏等都 

造成报高的社会经济代价，因此》各国协调一致地对付需要大笔经费的邀伐森林问 

題，是很重要的， "

2 6 1 .数个代表团对1 9 8 0年在内罗毕举行的热带森林专家会议提B 的建议表 

示支持，其他数个代表团还表示欢迎召开提议的第二次会议 . 一些代表团强调说， 

第一次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为制订综合国际行动计划莫定了健 .全透彻的基础，它

们斤强调，有热带森林的各个国家应尽速采取律全的森林管理制度 . 有人提议说， 

为了确定是否需要额外经费，第二次会议应参照贸发会议/ 梭农组织目苗正在巧究

的国际筹资办法的结系；有几个代表团建议，会议应仔细研究非法伐树的问题，并

有必要为结合农林业拟订土地利用模式，从而减少对热带林地造成过分压力，

»

2 6 2 . 两个代表团强调说，由于薪材是农村居民的想料来源，因此需要在群众基 

层上推行人工造林的措施，避免过份突出各国政府和大塑组织的作用，它们还S 调 

了养护森林和明智管理森林的重要性，以及人工种植有双重用途的树种，例如果样 

和金合欢等的益处，其中一个代表因还着重指出了为林业副产品振订市场销售翁度 

的重要性，这样可以保证生产国从它们的产品得 Ï0公尤的利润，它还强调说，热带 

森林管理训练应尽量在问题所在地区进行•有一个代表团要求适当注意於带林地和 

湿.热地带的森林，

• I

2 6 a 育;-个代表团对在雅混得设立热带生态学资料和学文栽区域中心所取得的

进展表示欢迎，并要求环境執划署考虑为东非地区设立一个类似的中心。



264 有两个代表团说它们不能同意关于热带森林的一般性目标，因为这些目 

振尚未经规划理事会核可 . 在制订行动计划之前，规划理事会先必须对目标作出决 

定《 进一步与有关国家进行协商和密切合作以拟定战略的组成部分. 一旦制订热带 

森 林 方案，对主权、国 家 优 先 次 序 和 区 埃 安 排 会 产 生 影 响 , 因 此 超 学 范  

围。 其他代表团提请规划理事会注意制订该方案时应考虑到和符合关于这一问题的 

有效协定或公约，并应充分体现处于热带森林范围内各国的需要 .

2 6 5 . 精农组织代表说，精农组织的活动，不论是经常方案或外地计划项目下的

活动都完全尊重有关国家的意愿 • .对第一次热带森林专家组会议采取后继行动时，

後农组织同环境规划署的合作须尊重这一原则。

2 6 6 . 教科文组织的代表说，教科文组织愿就提议的第二届专家会议进行合作，

并强调环赚划勒Î：支持的人和生叙困关于热带森林的综合试办计划巧目网进展良好，

因此应继续下去并扩大到其他国家 .

2 6 7 . 执行主任的代表向委员会保证，各国政府提出的具体建议都会得到充分注 

意，而且就象过去一样，今后的活动都会依廣有关国家的意愿来进行。

i (3 山地、岛吗、沿海和其他生态系统

2 6 a 委员会对目标和战略表示普專赞赏，，许多代i a 要求环境趣划署同人和生物圏 

方案在其关于战略目标和战略的工作上密切合作 . 另 代 表 团 ，提到次级方案下 

各组成部分同方案其他部分的相互关系时，说避免重复是可能的，环境署应对实施 

財政节约作出仔细评价 . 有几个代去团虽然文持为1 9 8 2 —  1 9 8 3 年期间筹措 

经费的数额，但是指出在有要情形下，区域海洋和其他方案下的活动同预算分项目 

1 1 0 5 下处理的问题有关，因此建议，或许宜于在而、三年间再审査有关的拨敦问 

题 - 另一个代 表 ®具体建议环境规划署和大自然养护会应开始共同讨论以避免工作上 

重迭并共同制订国际遂地战格计划 . 在制订该计划时，必须强调湿地的结构和功能，



269. 一个代表困认为怀疑的是 , 在没有清楚指明的情形下，在促进政府间对设立 

.和保护具有国际重要的独特生态系统地医的协议方面，各国政府可以发挥什么作用J

以及如何确定这些地区。

270. 教科文组织的代表说，不应忽规山地^ 岛崎和沿海生态系统；特别是，应 

编写一份关于沿海生态系统的知识状况报告 .

(E) 丝

2 7 1 . 许多代表团强力; ^ 趣规划署 '为响应规划理事会第S / 1 0 号决定 , 制订国际 

间可以接受的世界土壤政策和土壤分类法而作出的努力，并且还表示，这种努力应 

继续下去. 一个代表® 强调，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是位国际间承认的土壤分类制 

度而定，并吁请注意有必要加紧努力，将热带地区土壤予以分类，作为制订土察分 

类制度的基础；各国的活动是士壤和土壤管理资料的重要来源，因此发展中国家的 

科学家应参与所有同土壤分类法有关的活动，

272， 另一个代表因对轻书处打算便进综合土壞管理积保护工作的意图表示養扬， 

并要求研究这方面的关辕问超。许多代表团莲调了封土壤和水的管理采取综合办法 

的必要.

273， 報农组织的代表着重指出其级织在土地和水发展领域，其中包括养护、社 

会经济和方法的各个方面，向发展中廣家长期提供协助. 他强调该组织同环境规划署、

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其他组納在土壤方面的合作，特别强调该组织在制订世界土壤 

政策方面发挥的作用.

(E) 主

2 7 4 许多.代表团强调在水的供应方面质与量的重要性，并对联合国各组织间在 

这方面的合作表示欢迎.一个代表团着重指出欧洲经济共同体在水的品质方面作出



的努力，并呼吁在双进和多进基础上对与水有关的活动更努地一致合 作 .另一个 

代表团说，应该优先考虑在选定流楼执行关于以综合办法养护和利用水资源的示范 

计划项目，其他代表团则强调与水有关的活动应通过实用而善加选择的方案构成部 

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具体的援助，一个代表团提出 - •个拔助例子，即协助制订经济 . 

的地下水18•氣办法，有人强调在水管理领織训练所起作用 .

275， 一个代表团怀疑关于水的方案是否充分考虑到19 8 1 年环境状况报告的 

调查结果，该报告将地下水形容为 " 极受误解•的资源，，，因此它对 1982—198样  

拟议的活动表示有些保留，

276. 一个代表团赞赏环境规划署和其他组织在国际饮水供应和卫生十年方面发 

挥的作用，但同时察告说，发展中国家替要更多的援助，这样它们才能达到于1990 

年以前全体都能获得清洁饮用水的指标 .

277. 教科文想织的代表介绍了关于制订针对研究和训练活动的国际水文方案的 

情 形 ，并提到定于1 9 8 1 年举行的国际水文学和合理管理水资源会议 ‘

2 7 8 . 环境联络中心的代表表示支持水的方案.他指出 ， 关于大水观对环境的彭 

«1̂ 的资料从朱充分予以散发，他并提请注意目前关于人工湖的彭响和关于大水观和 

环境方面的一些指导方针，

(六） 遗传资源

2 7 9 . 许多代表团对关于遗传资源的方案表示欢迎，不过其中一■个代表团虽支持 

这项方案的目标、战略和活动，但指出缺乏对生活在受污染环境人类的遗传监侧， 

他并表示该国愿意提供科学家和数据以支助这一工作.另一个代表团提出有必要保 

护形形色色的遗传资源，但是担忧，鉴于人口的大量增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今后 

关于保护这些资源的计划可能不够充分.该代表团重申其对森林遗传资源养护措族



的支持，并增加研究工作，使其成为养护动物遗传资源的一个方法，同时提请注意 

有必要炉存作物育种村料，并通过国际协议，使大家都能使用存的作物遗传材料，

环、境规划署、卫生组织、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和精农组织间的协作必须注意遗传改造 

★特别是关于m a重组的安全方面。对所涉危寒作出客观评价以及对这类技术的安全发 

展制订国际保证纲k 是十分必要的 .

(七） 野生物地区和受保ÿ *地区

2 8 0 .关于执行世界养护战略的工作受到广泛的赞扬，若干代表闭辨告了各该国 

家在这方面的活动 . 一个代表团指出， 自从开始实行战略，发展不应摘及环境的新 

的慨念广泛获得接受，它呼吁在国家和国际各级尽速执行战略，并教促环境规戈曙文特 

养护大自然国际联合会和世界野生物基金在这方面的工作 . 月一个代表团认为，执. 
行找略将是促进平街发展及促进平衡发展与有关环境打成一片的有力工具•教科文

组织的代表提到在环境规划署的支持下已成功地拟订实用微生物方面的活动。

2 8 1 .数个代表团感到关心的是，环境署未对《特别在水禽生境方面具有国际重 

要性的缀地公约》的临时秘书处提供財政支持，它们指出，它们的国家政府愿意捐 

助该秘书处，但是环境:规划：#义须在过坡阶段提供支助，一个代表团提议，对于湿地的 

保护应给予较高优先次序，然后才支助关于国家公园和其他受保护地区的国际会议，

或支助有关的出版物， 它要求环境规划署继续对野生物群中有灭绝危险的物种国际货易 

华盛顿公约特别基金作出临时支助.

2 8 Z 欧经共同体的代表强调在华盛觸第三次会议（1 9 8 1 年，德 里 》上所采 

取决定的重要性，特别是关于掠鱼的决定，改经共同体已对此通过立法， 因 此 从  

1 9 8 2 年 1 月 1 日开始将禁止为商业目的进口一切主要的掠鱼产品，它并请环境



规划署发挥其催化作用，以确保国际捕餘委员会（捕觸委会）在今后的讨论中考虑到 

这个决定。就成为波昂《养护野生动物中移栖物种公约》的缔约国而言，欧经共同体， 

如公约所预期，将促进区域协定的缔结。不过，为求确保执行这些公约和其他公约， 

适当的技术训练和管理设施极为必要，欧经共同体考虑随时支助提请其援助的有关计 

划项目。

2 8 3 . 教科文组织的代表高兴地注意到生态系统养护组的效率有了改进，并强调 

进一步发展生物圈养护区网的重要性，

( C ) 环境与发展

H 综合办法和环境无替及适宜技术

284 多数代表团赞同关于环境与发展部门的中期计划，并环境规姊票为促使发 

展与环境管理打成一片作出的努力. 若干代表团提到数个国际开发机构已赞同将环 

境管理考虑的指导方针适当地加入发展规划，它们要求环境频戈曙加紧提僵,并监智指 

辱方针的遵守情形. 有些代表团表示不安的是，在 （已分配预算项目的）环境与发 

展下列入涉及或甚至属于 预算项目的方案其他部分内计划项目组成部分的计划

项目，诸如能、海洋、大地生态系统和人类住区（环境方面 ) 等主题部门 . 因此， 

» 环境规戈曙在环境的各主要领域不作出最大努力，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促进发展计 

劲面言，'则是有壤 的̂.

285. 一小代表a 说，中期计划应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力外数个代表团建 

议，可将目标和战略重新安排，以避免重复，一个代表团建议，评价关于外限方面 

的基本需要应该是综合办法中的一部分，还有人建议，报 据 " 环境教育和训练 "项  

下的经济学家和规划家训练应该同坏境与发展项下的训练部分有关.有一个代表团 

指 tiJ关于环境与发展和环境管理的各节已加Et合并，现已制订的新目标比规划理事



会以前核可的目标更加狭窄，弁指iBïf、境规划曹提出的生态发展慨念以及在肯尼亚和委 

内卷拉关于环境与发展的计划项目均被消 I 它认为 1 9 8 2  — 1 9 8 3 年中期计 

劲应包括達些属于发展中国家优先注意的活动 .

286. 一些代表困说，要实现持久经济智长不仅寄要在执行发展计划项目以前评 

价环境的影响，还应做事后的评价，因此提议环境规划署优先考虑促进为进行这种事后 

环境审计的技术。

2 8 7 . 两个代表团认为，光其是因为费用 / 利益分析的费用，无須在方案里保留 

费用/ 利益分析，

28& 一个代表团表示关怀的是，关于人民、资ii?:、外視和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 

文 件 （UIŒP/GC. 9 /2 /A d d .  4 赚念不适当 :产生困难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未能广

泛地参照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的经验，造成文件弓j起许多矛盾问题，但同时不後深 

入讶 iè .

289. —个代表团表示支持环境无等及适里技术方面的活动，并寒议,环境规潮署关 

于突和无废技术的工作应该包括其》P , 而 不 应 包 括 在 工 业 环 i义项下 .

(二 ) 工业与巧、境

2 9 0 . - 般同意， 工业与发展方案是一个重要的方案，而M 环境规刻署的工作表示 

满意，其 中 有 代 表 团 指 出 它的工作对发展中国家非常有效、有价值， 有人建 

议， 联合国其他机构，特别是工爱组织， 应在这方面负责大量工作， 也有人表示，

工业应在方案执行方面起较大作用， 有一个代表团说》解决工业汚染的努力应给 

'予支持，并提议由他的国家提供专宏援助， 以执行环« L 划署的有关项^ 另一♦代表

团強调有必要把工业当作发展的一♦促进因素，并强调应制订工业地点的准则，要考 

虑到人口分布的需要。



2 9 1 .有两个代表团说，工业方案制订时应确立环境准则。 ；̂一代表团赞扬环 

境规划署和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的联合活动，他们与国际石油工业环境养护协会协 

商而编写了关于石油、溢出化学品应用的出版物，可以作为环境规划署/ 机构合作的 

模范。

2 9 2 .有人表示坚决支持特定工业部门方面资源养护政策的制订和执行。 不过， 

有人提请注意，发展中国家无法支付汚染担制先进设备的费用的可能性；因此，环 

境规划署应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级织合作促进发展污染担制，要重视低废和无废技 

术以及废物10牧利用。

2 9 3 .有一个代表闭建议， 区域或分区城基础上制订的方案很可能比集中处理全 

球战略的方案更为有效。另一代表团要求增加工业与环境方案的研究、资料和出版 

物，并提请注意它的国家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

(d) 勉

294. 一个代表团说，区域海方案是资料和数据的来源，这些资料和数据应用于 

巩固海洋和海洋生物资源的活动，而不应与这些活动重复。另一个代表团说海洋污 

染和海洋生物资源由其他机构处理较为适当，并促请环境规划署只发挥佳化作用， 

不应该在这些方面展开活动。

H 海浮污染

2 9 5 .各国代表团对环境署的工作和其他机构关于海洋环境污染评价的工作表示 

赞赏，有人强调环境规划署和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应进行合作。 有 

人提请注意应进行基准研究并制订治理污染的措施。 有一个代表团强调油船故意 

排出的油类所造成的重大汚染威胁，而另" -代表团提到河流的游源. 出、ÜDT和其 

他农药、以及化学和生物流出物，又有一代表团说，应按照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



议所规定的原则进行防止在海洋溢出油类和倾弃废物与其他有兽物质。

2 9 6 .有一个代表团说，公海监测比环境方案的其他构成部分进行较慢。 海洋 

环境汚染物的系统研究计划是追切需要的，它是评价污染物对海洋和沿岸生态系统 

的第一个必要步驟。 1 9 8 0 年 9 月在美利坚合众国，蒙特雷会议所建议的公海监 

测方案应遇速执行，高'污染影响区域侧重过程的研究和海洋废物倾弃的全部问题研 

究亦是如此。此外，海洋污染物的来源数量和影响的继续评价应加以积极支持作为 

地球观察的一个构成部分，而各监测系统由于累积可观的数据基础，可以有效的并 

入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成为各区域海方案的一部分。

2 9 7 .月一个代表团说，海洋环境监测方案的测度如果要得到可供比较的结果， 

相互校准是不可较的。

2 9 8 .有人提请注意肯尼亚新建的海洋和渔业研究所，有人要求环境规划署协助 

发展其研究能力。

2 9 9 .有个代表团说，内陆湖和河流的污染防止应列为方案的一个独立项目。

( = )海洋生物资源 '

3 0 0 .环境规划署就养伊海浮哺乳动物提议的行动受到普纖的支持，有人希望宏 

大而主要的活动纲要可以在中期计划期间内完成0 各国代表31數促环境规划署/  

粮农组织关于海洋哺乳动物的行动计划的第一阶段应于1 9 8 2 X 1  9 8 3 年期间 

执行，并强调各有关机构应采取协调行动，要充分注意到除了传统和养护的最持久 

生产办法之外对海洋哺乳动物作不同非消耗性使用的观念。

3 0 1 .有人要求修改行动计划，因为其中所载 " 最佳水平 " 的定义—— "维护海 

洋生态系统的生产率和健康并保持动植物的数量，或恢复其最佳水平" —— 不为科 

学家普遍接受。在这方面，艘农组织代表提请注意设立一个科学咨询委员会，以商 

定计划草案科学方面问题。



3 0 2 .有人表示支持国际捕録委员会的活动和建立印度浮禁捕区，并将其护展至 

南部进界的提议0 有一个代表® 认为，养护棘鱼唯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彻底禁止 

m t o 其他代表团促请环境规划署拟订行划，以养护有灭绝危险的其他海洋 

物种，例如海龟，并采取适当行动，以及在区城一级协调立法，保护有灭绝危险的 

海洋物种其中包括儒艮。 有人指出有必要增加公众认识养护海洋物种的重要性。 

并促请执行主任使用环境规划署的广泛的非政府组织网，以广泛散布有关资料。

3 0 3 .环境规划署的协调和他化作用应成为數励各国政府加入区城和X 或双进协 

定的主要力量，以便保护海洋生物资源的具体数量，有人进一步建议，区城海方案 

可以提供有效的方法，以完成方案目杯。

3 0 4 .有一个代表团认为，因为海洋生物资源在可再生食物来源方面的价值，它 

的养护和合理利用是极为重要的。

( 3 区械海方案

3 0 5 .各国代表团对本方案表示一致支持，其中有一个代表团说本方案是处理陆 

地/ 近岸分界面的独特环境问题的一•个方法，也是更有效处理公海环境问题的联系。 

将东非和西南太平洋和东南亚海洋列入方案受到欢迎，因为这样更照顾到全球的平 

衡，有人敦促环境规划署继续努力，以执行各国政府为维持有关区城发动的冲勒而 

采取的行动计划。

3 0 6 .有人提到《定的非洲经委会X 教科文组织关于度展非洲海洋科学和技术讲 

习班， 它可以为环境规划署编制海洋研究和发展中心目录和环境规划署国际经 

济和社会事务司预定1 9 8 1年后半年举办的沿岸区城发展和管理讲习班作出贡献。

3 0 7 .若干代表团对削减区械海方案经费水平的提议表示关怀，因为这样做可能 

会无法完成它预期的目标。



3 0 8 .若干代表团认为地中海方案加以进一步的支持，因为它是其他区城的方案 

的模型，虽然另一个代表团说，坏境规划署应保证它向各行动计划提供经费不应超 

过需要的时间。

3 0 9 .有人提请注意加勒比群岛油类和有寧物质溢出的应急计划， 它 应 作 为

1 9 8 0 年加勒比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加以制订。 有一个代表团慨括提出目前通过 

海洋学委会加勒比海区城协会执行的双速和多过方案，并强调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 海洋学委会）加勒比行动计划海洋环境研究、盟测和评价组成部分的规划和执行。 

加勒比环境项目的协调员对联合国系统在制订行动计划方面的合作表示赞赏。

3 1 0 .有一些代表团在强调本方案区域价值的同时，促请加强注意海洋方面的全 

球问题；并请环境规划署增加活动，与海事组织合作处理这个问题。

3 1 1 .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呼吁同海洋学委员会及其各方案，例如海洋站系统（全 . 

球综合海洋站系统）和海洋污染监测方案（海洋学委会气象组织海洋污染监测方 

案 ），协力加强对海洋的全球性研究和监测。 他高兴地注意到区域海洋方案的大 

力发展, 但是表示该方案的范国广大，加上香合作机构的理事机构未对任务作出明 

确规定，因此暇制了它们的参与程度。

(e) t

3 1 2 .若干代表团提请注意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并建议 

后继行动方法, 以监测会议所确定的结论，环境规划署应参与执行会议的决定。不 

过，另一个代表团警告说 , 会议结果经过彻底研究以前不应制订新的战赂。有一个 

代表团要求澄清环境规划署继能源会议之后在发展代用能源的方面的作用；有人质 

问环境方案与自然资源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关系。

3 1 3 .各代表团确认，环境规划署在讨论代用能源之间关系时有责任强调环境考 

虑的重要性0 有人表示支持促进有效开发无善于环境的代用能源，有一个代表团



认为这个问题与误用目前能源同其重要。男一个代表团强调应研究和发展节者能源 

的技术，以促进稀少资源的更有效使用。

314. 有些代表团对工作上的可能重叠情形表示关切，并指出对能源生产和使用 

所涉环境影响的了解已在国家及国际各级作出努力。 .

3 1 5 .有一个代表a 说，关于新能源的现有资料太少，并表示怀疑，用来促进对 

能源生产和使用所涉环境影响增加了解的战略是否会显著地增进目前的知识，因鉴 

于区械方面的件多不同情形，要从个别研究中得出有效结论常常是不可能做到的。

3 1 6 .有人对拔款给能源方案的敦数表示关切，认为这项拨敦不足以让环境规划 

署成功地参与工作。 不过，有一个代表团指出，鉴于经费不足而且其他机构已在 

处理这个问题，不如将这些资源用于其他优先活动。 ’

317. 有一个代表团要求在执行主任关于环繞规划署和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会议的报告第7 段中提到1 9 8 0年 1 1月 1 :7日至2 7 日在茶尼黑举行的国际 

专家小组会议对环境规划署所编写的关于不同能源所涉环境影响的比较评价报告的 

讨论。

(f) 自然灾香

318. 有一个代表团赞扬执行主任和联合国系统其他八个组织首长签订的关于自 

然灾香的谅解备忘录0 弟一个代表团赞许地注意到中斯计剥中略述的广泛方案范画， 

并要求对旨在救助人类生命的各项活动给予优先注意。 另一个代表团辩称，救灾 

工作应以顶防自然灾專为重点，并指称其政府准备在发果中国家组织地震预测讨论 

会。其他代表团建议说，在目前的财政情况下, .环境规划署应把它的参与眼于计划 

中所列出的活动。

3 1 9 .气象组织的代表说，该组织在自然灾寄方面所取得的工作进展有相当一部 

分是由于环境规划署提供的合作，协助和支特,特别是在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以及



加勒比和其他地区。 他要求环境规划署对执行台风业务实验和中期计划中所提到 

的在资料传播、教育和训练方面有关的气象组织活动，继续提供支持。

i s ) 环境法

3 2 0 .有几个代表a 高兴地注意到环境法专家工作组关于在国家管辖范®内进行 

近岸开采和钻井所涉环境的法律方面的结论，它认为这普结论有助于防止由于近岸 

勤探和开采碳氣化合物及其他矿物所引起的污染0 有一个代表团建议将这些结论 

建议给各成员国，以便作为在其国家管辖范围内进行这类作业时列入考虑的基本准 

则。 另一个代表团辩说，将这些结论并入国家立法前尚需作出仔细研究，另一 

个代表团说，在将这些结论分发给各国政府征求意见前，不应采取这些结论。 另 

一■个代表团对工作组会议的结论持保留意见，因为这些结论未曾考虑前各国在生态 

破杯方面的责任。 ’

321. 有一小代表团对提议环境法专家每年举行西次会议来审议新研究方案所需 

对环境规划署的价值表示保留意见。 它进一步认为，为教授环境法的各大学提议 

举办讨论会可以延返而不致引起损头，而_^-^个代表团则要求改善环境法方面的训 

练设施。

3 2 2 .有一个代表团注意到非洲经委会已通过一项关于" 加强国家从事环境立法、 

评价和管穆作为发展战略的能力，，的决议，其中呼吁非洲国家审查区楼城内主要发 

展部门的立法。

3 2 3 .劣一个代表团© 顾说，在理事会第八届会议上，它已曾对执行主任提议的 

工作方案表示反对，理由是这个工作方案超出了大会所给予的任务范围。 因此， 

该代表团认为不能同意执行主任关于环境方面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 

源的合作的报告以及委员会所收到的工作方案。 有少数代表团对环境规划署制订 

法律原则供各国作为指导方针这一点表示关切。 有一个代表团着重指出，环境规



划署应以制订准则为眼，不应为各国制订原则，查明共有自然资源的责任是在各国 

本身，因此，环境规划署应只♦ 入同各国政府的协商，并向大会提出报告。 不过 , 

其他代表团欢迎在养护和协力开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源方面为各国提 

供指导的行动原则草案，因此敦促尽早通过这些原则。

324. 有人提请注意环境规划署不同意大会第三千六届会议上关于这个问题的报 

告，并建议编写一份简短的报告就够了，但有一项了解，即执行主任为进一步行动 

作出的建议可予以删略以便在适当的情形下加以讨论。

3 2 5 .有一个代表® 说，成绩报告中提到1 9 8 0年 1 1 月在涯太华举行的非正 

式协商会议的参会者未曾审议和就环境法深入审查草稿提出意见这一点是不正确的。 

事实上，并没对该草稿作出任何正式的和任何明显的非正式讨论。 此外，它指出 

该会议是无法就海洋污染、臭氧耗竭、有事废物是否应由即将举行的政府高级官，员 

环境法专家特别会议予以优先处理这一点" 达成协议 " 的。

3 2 6 .有一个代表团赞同地注意到予定由该特别会议进行讨论的各议题。 并要 

求增列一个项目， " 为保护国家资源拟订环境法" 。 方一个代表团说充分认识到 

发展中国家将环境考虑配合社会经济发展优先次序的努力应是在全球，区城或国家 

各级拟订环境法的主要考虑，它认为该特别会议应选定优先注意领城，以便在这小 

基础上列入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中关于环境法的那一章，但同时得确保该章能反映 

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均能接受的优先次序。
\

3 2 7 .有一个代表闭在这方面强调制订指导方射和为制订国家环境立法、条例以 

及环境评价程序提供协助的重要性，如 果能成为 ■项普遍接受的法律文书，按照不 

同各级的关心作出适当的处理，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而言，这将是为逐步拟 

订环境法迈出的一大步。

328. 有一个代表团支持环境规划署是协调全球陆地来源海洋汚染管制的最适宜 

组织的意见。



329. 有人强调环境规划署确保中期计划的具体目标和战略必须符合方案全面目 

标主旨的重要性。 有一个代表团对计划的有几个战略组成部分持有保留意见，例 

如，关于公约适用的参考资料尚未齐备，在海洋法方面，尚未通过一项促进针对环 

境无兽适用的条约。 环境法应适当地成为环境政，的一个方面，而不应只当作一 

个主题来处理。 劣一个代表团说，在建立国家科学基础之前，不应该制订法律准 

则。

4. 支持性措施

( a ) 环境教育和训练

3 3 0 .许多代表ffl支持环境教育和训练方面的目林，计划和活动，它们认为与环 

境规划署的他化作用相符合。 不过，有*代表团对区城需要未能在制订环境教育 

和训练方面充分予以考虑表示关切，但其他代表a 认为有必要将环境训练和教育方 

案并入方案的其他部分。

3 3 1 .有一个代表ffl说，环境教育第2 、 3、—5和 7项目标及环境训练第1、 2 、 

3和 4 项目标应列为优先注意项目。 另一代表团问起按中期计划建议举行国际环 

境训练会议是否适宜这样做。

3 3 2 .许多代表团支持环境规划署X 教科文组织合办的生态训练方案。 有一个 

代表团说，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已在不同国家取得良好成绩，特别是各国已开始 

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 不过，在最不发达国家，仍然缺少执行对环境无，的 

中期和长期发展的人材。 有两个代表a 宣称它们的政府正在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 

学生组织关于许多重要环境问题的大学训练班。

333. 有一个代表团代表法语系非洲国家对在其区域缺少环境训练活动表示切 

心，因此敦促环境署，特别是该署的非洲区城办事处在这方面加强合作和增加活



动。 另一代表团建议在非洲区城设立一个环境训练中心。

3 3 4 .有一个代表团强调有必要对儿童进行环境教育，特别是关于有害化学物质 

在人类环境中的存在情形及其有事特性0 —个代表团对缺少西班牙文的训练材 

料表示关切。

3 3 5 .有一个代表旧认为拨给环境训练的经费不够充足。它指出其政府已设立一 

个环、境训练中心并欢迎环境规划署予以财政支持。

336. 1 [科文组纽的代表说，虽然环境教育和训练领械的成就目前令人满意，但 

仍然有许多工作可以做，光其是在行动方面。 这个方案的新阶段将特别侧重实 

际的实地活动和制订不同语文的教材并适应当地的条件和需要。 他也支持与环境 

规划署合作进一步为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发展坏境教育。 它希望人和生物圏方案能 

在这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 训练方面目前已做了许多工作，但进一步支持训练综 

合管理环境资源方面的专家是很重要的，而丑的确比预定的环境训练会议还更重要。

3 3 7 .非洲经委会代表提到拉哥斯行动计划的训练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加强负责 

环境评价、环境数据妆集和环境管理的有关国家机构的环境训练知识。

(b) 技术援助

3 3 8 .各国代表a 表示支持派定的技术援助方案。 不过，有一♦代表团着重指 

出，援助不应只眠于法律及行政支持：应包括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专家提供考察经 

费、笑学金等。 另一代表团提到发展中国家需要外聘专家以协助它们发展和制 

订国家环境法，因此指出说，有关的活动应结合环境法活动。

3 3 9 .非洲经委会的代表提请注意其第七届部长会议所通过的一项决议，其中规 

定新成立的区城政府间人类住区和环境委员会对环境问题的职权范嵐，该委员会， 

除别的以外，将审查非洲区城关于环境方案的技术援助和区城合作。



(C) 新闻报导

3 4 0 .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强环境认识是当务之急。 有一个代表 

团重申，它认为环境规划署必须加强编写和传播它所出版的环境资料订正书目的能 

力，通知各国政府在砰境规划署进行过的和正在进行的活动。 方一个代表® 说， 

这种书目应包括其他联合国机构和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关于环境问题所出版的 

资料。

3 4 1 .有一个代表团说，它的政府积极支持环境规划署资料领械为一般大众进行 

的活动。， 它的政府目前正在其本国用当地语文散发科学性的环境资料和通俗的环 

境资料。 环境规划署应更积极地进行这个领域的工作，特别是应为一般大众制作 

更通俗的科学性出版物。

5. 结束辨论

3 4 2 .执行主任的代表对各代表团提出的许多实际建议表示感谢。 代表进一步 

确定核可目标和战略的修改必须按照规剑理夢会的具体决定；在本届会议，有人仅 

对涉及外限的人类基本需要评价方案提出修改。

C . 须算拨敦

343. 第二会期委员会主席将第二会期委员会关于环境基金的指标数和预计水平 

函告第一会期委员会的主席后，许多代表团都认为难于确知如何着手处理方案优先 

次序的确立和中期计划附件一所载对两位数颈算项目提议的拨款0 有 两 个 代 表 建  

议应在四位数预算项目基础上确定优先次序和拨款数。



3 4 4 . 有些代表团指称，如达不到 1 .2亿美元指标数，提议按照百分比对个别预 

算项目的经费作出全面裁病，从发展中国家的观点是不会被接受的.因此建议在这 

种情形下，关于人类住区和人体健康、环境与发展、大地生态系统和包括沙漠化在 

内的干軍地及半干翠地的两位数預算项目应保持不变，但应按照其他頸算項目的裁 

减调整差额 .

3 4 5 .不过，许多代表团认为在委员会的工作快将结束时，委员会就最后拨敦和 

优先次序达成协议，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 因此认为附件工所显示、全面按百分比分

ft经赛的办法是可接受的，此外还指出目前的分配办法是经过深入讨论和长期经驗

的结果。 .
3 4 6 . 副执行主任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环境规划署愿意更详尽地i寸论中期方案中 

的战格构成部分，不过，应考虑到，虽然辣超理事会的作用是在这方面向环境署提 

供一般性政府指导方针，但执行主任的责任是经常让规划理事会充分了解方案的进 

展. 因此，他建议，就目前而言，核可中期计劲附件工中所提议的两位後预算拔数 

和第二会期委员会主席信中提出的建议，象以窗一样，执行主任将向规划理事会下 

- 届会议提出关•于发展情况和实际拨敦的报告，以便对优先次序和拨敦作出可能的 

订正.



D ，核可决定

3 4 7 . 辩论之后，委员会核准由规戈']理事会就下列问题通过决定。 理事会通 

过的决定全文载于下面的附件。 下 面 各 段 列 明 通 过 的 决 定 号 规 划 理 事 会 就  

这些决定所作的行动参看第十一章。

方案事项

3 4 8 . 委员会建议规剑理事会通过主席提出的决定草案 { 第 9 /10号决定）。

3 4 9 . 经过详尽讨论之后，同时还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小型起草小組，编制了订 

正案文，委员会也建议通过亚洲集团提出的订正后的决定草案, 其标题为 " 环境方案 : 

长 期 问 题 " （第 9 / 1  号决定）。

350. 委员会也审议了非洲集团提出的关于发展中国家严重环境问题的优先次序 

的决定草案。经过详尽讨论之后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起草小组* 可是未能就订正案 

文达成协议^ 为了避免表决起见，澳大利亚代表提出了若干修正* 并经提案国接受 , 

委员会乃建议理 ♦ 会通过订正案文 { 第 9 /  1 2 号决定）。

外 限

351，委员会建议理事会通过一件奥地利、比利时和美国提出 的 关 于世界气候影

响研究方案的决定革案《第 S A 号决定秘书处表示该决定可于现有资 ^  

à 國内执行，

3 5 2 . .委f ô îk 建议规划理事会通过奥地札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 

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希腊、冰岛，意大利、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尼日利亚、 

新西兰、瑞典，瑞士、 大不列鼓及北爱尔联合王国、美禾i坚合众国和乌拉圭等代表

团提出并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修正的关于保护臭载层的决定草案 { 第 9/1SB
号 决 定 ) 0

353. °有人代表提案国表示执行部分第2 段中 " 技术专家 " 这个用语应作最广义 

的解释，包括所有有关科技领域的专家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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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4 .有两个代表团说，因为还必须对臭氧层及其与大气其他组成成份的相互作 

用作出更多科学了解，就开始关于拟订公约的工作，甚至于拟订构架公约的工作面 

言， 时机尚未成熟，因此，它们希望决定本文中提到 " 准 则 " ，并表示保留就这个 

问题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权利 .

3 5 5 . .秘书处表示，鉴于瑞典政府懷慨地表示愿意作为按照该决定的规定成立的 

特别组第一届会议的东道国，由环境署负担的额外费用，即会议服务人员的旅赛可 

从现有资源勾支，秘书处还表示根框它的了解，执行部分第3 (a)段中 " 其他论坛 " 

是指诸如经合发组织、经互会和改洲共同体委员会等国际组织。

人类住区

3 5 6 .委员会建议规划理事会通过贝宁、’ 赛伦比巫和乌拉圭提出的关于人类住区 

的当地规划和环境管理的决定草案【第 9 /  1 4»号决定）。

357. 一个代表团说，它虽同意该觸决定的实质内容，它认为环境规划署必须避免在 

其他联合国机构的职权范围内采取片面行动，

3 5 8 . 秘书处表示这项决定可于现有资源范围内执行•

大地生态系统

359.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通过非洲集团提出的于干早和半于軍地生态系统的决 

定 草 案 （第 9 / 1 5  A 号决定）。

3 6 0 . 秘书处指出，该项决定内提及的计划项嚴的赛用目前还无法计算。将在可 

用资源范围内尽力有应这風决定》



361 . 委员会建议规划理事会通过下列.各国提出的关于世界土壤政策的一件决 

定 草 案 （第 9 / 1 5 S 号决定）： 宁、保加利王，布隆迪，加 拿 大 智 利 ，

比巫、塞浦路斯、埃塞饿比亚、肯尼亚、尼 日 利 挪 威 、 G拿与、沙特阿拉伯， 

墙典、苏 跃 美 国 ，乌拉圭 .

3 6 2 . 秘书处表示，该决定执行部分第6 段所要求的报告将列入行将提交理事会 

第十届会议的方案成绩报告的有关部分，决定里的其他规定对环境基金并无財务牵 

涉 .

环境与发展

3 6 3 . 委员会审议了肯尼亚和委内墙拉两代表团提出的一件夹定革莱》

3 6 4 . 苏联代表团指出，就象向理事会提出的其他许多决定草案一样，要各圓代 :̂ 

表团对它们未得机会进行审查的文件内容作出正面响应。

365，秘书处指出，环境与发展计划项目得出的结论只能在经过积极 评 价 之后方 

能予以执行，而且只能在可用资源的范围以内。在向理事会提出全系统中期环境方 

某以前一年的现敦段，不宜对預算项目分配经费的未来權加作出严格决定。

3 6 6 ,提案国按照各方提出的意见订正了决定案文，委员会建议理事会通过订正 

菜 文 （第 9 / 1  6 号决定）。

海洋

3 6 7 , 委员会建 ijÜM i理事会通过比利时、得 伦 1 ^ 、丹麦，法国，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 希腊、意大利、象牙海岸、马来西亚、墨西濟、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 

墙士， 突尼斯、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墙拉 '  南斯 

拉夫 ’和肯尼亚等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区械海洋的两个决定革案（第 9 /  1 7 A 和 B号

决 定 ）。. /



3 6 8 . 关于第一个决定草案，秘书处提请注意草案中提到规划理事会第7/8号杀 

定的各项规定，其中请执行主任考虑作为中期计划的一部，分，在可动用的资源范围

境规划署避续分担地中海行动计划的方案开支》看来，中期计划中所要求的资源总 

额一其中包括区域海洋方案约为90防美元一或许不可能得到，因此丧照该项规定, 

能实际使用的款数还得看是否有可动用的资源。

3 6 9 .有两个提案国指出该决定本身要求 " 在预算范围内 " 来执行。

3 7 0 .另 代 表 团 告 诚 说 ，在其他预算项目下提供的经费虽可用来支持区埃海 

洋方案下的活动，但这类活动必须符合这些预算项目的目标和战略，如系不予以充 

分注意，这样做巧能构成从对发展中国家十分有利的业已支持不足的活动转移资源 

的危险先例 .

能 渡

371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通过一件肯尼亚提出的并经漠大利亚和法国代表修工的 

决定草案（第 9 / 1 8 号决定）。

环境法

3 7 2 .委贾会建议理事会通过一■件下列各国提出的关于擅长环境法的高级政府官

员特别会议的决定草案I 第 9 X 1  9号决定）：奥地利、孟加拉国、博茨瓦纳、加 

拿大、身伦比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新百兰^尼日 

利亚，沙特阿 lÈ伯、 苏丹，瑞典、阿拉伯联合首长国、鸟拉圭、南斯拉夫，

373 . 两小代表团对特别会议所处理的三♦具体问题领域持保留态览

3 7 4 ,秘书处强调需要知道参加会议的人数• 这个会议可能需赛300, 000美元， 

其中约200» 0 0 0美元必须出自基金方案准备金，

85 —



3 7 5 . 委员会审查加核可了美国代表团就两♦或两小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源在 

环境方面的合作提出的一件决定草案。

3 7 6 .在该决定草案得到初步核可之后，副执行主任指出在委员会口头提议的一 

段案文里的一点技术错误，并建议一个纠正这个错误的订正案文，并在执行部分作 

出相应修改，以便更清楚地反映委员会的看法 .

3 7 7 .已西代表说，他的代表团深知这里所引起的关注，不过它觉得不应该对已 

经核可的案文再作讨论* 但是他不欲质问主席对这个问题作出的裁定，因为所牵涉 

的只是按照他的代表团在早先辩论中提出的意见，对案文用语加以澄清. 不过他要 

声明，委员会的这种行动不应树左对已结束的问题重开辩论的先例.此外他还建议 

在提议的执行部分新加一段里删去“ 在其第三+ 七届会议上 " 等字，

3 7 8 ,主席重申不宜对已解•决的实放问题重开辨论。 因此，委员会对于案文用字 

的技术问题采取的行动，决不会树立先例 .

379。委内瑞拉.代表也同意，委员会的行动不应树立先例，并建议最好是在全体 

会议上提出更正* 美国代表说他完全同意巴西和委内瑞拉两代表的看法.可是作为

该决定原有案文的提案者，他的代表团同意秘书处提议的建议》但有一项了解是，

这只涉及技术上的更正0

380 . 委员会同意建议理事会通过该决定草案经巴西代表修正后的订正案文 .



环境教育和训统

381 . 委员会建议规划理事会通过下列各国提出的一件关于大学与环境的决定 

草案【第 9/ 2 0 A 号决定）：加拿大、智利、哥 伦 沙 特 阿 拉 伯 和 乌 拉 圭 ，

3 8 2 ,教书处强调需要象国际环境科学训练中心（环境训练中心）一•样，一定要 

有具体保证能对区域中心提供支持，然后才能采取行动。

383 .委 S会也建议规划理事發通过柱丁美洲国家渠团、亚洲国家集团和非洲国家 

集团分别提出的三个决定草赛（分别为第9/20B、 G和 D号决定）。

3 8 4 秘书处指出，在各区域处理环境教盲和训练的最有效办法是拉丁美洲区城 

现已采取的办法. 在柱美区域，有一国政府（在其他区域，可能是一小组织）事先 

同意承担这种活动的主要赛用，在过去四年期间，环境训练中心的花费约达950万 

美元，其中840^美元是西班牙政府提供的。非洲国家集团和亚洲国家集团决定草 

案中所要求的活动经赛未列入中期计划。关于非洲国家集团提出的决定草案，秘书 

处的了解是，执行主任在执行部分第2 段中所要求的行动只在响应各国政府的具体 

要求时才能进行. 关于亚洲国家集团提出的决定草案，应指出的是，经验显示方案 

活动中心对环境教育和训练的处理办法不如环境训练中心采取的办法有效；秘书处 

愿意在可动用的资源范围内设法向亚洲和太平洋发展中心提供援助，以便在该区域 

设立训练网*

3 8 5 . 教科文组织代表強调环境教育和训练的方案应与有关专门机构充分^作 

进行。

386 .非洲和亚洲国家集团的代表参照秘书处的意见对它们名:自的决定草案提出 

了修正案，并认可秘书处对非洲国家集团所提案文执行部分第2 段的了解。



区域方案和方案支持

387 .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通过亚洲和拉丁美洲集团提出的一件决定草案。

( 第 9/21号决定）。

3 8 8 .秘书处指出，关于环境规划署区城代表的问题将在第十届会议上深入讨论， 因 

此不宜建议通过有关这个问题的决定草案。而且鉴于预算方面的限制因素，其势不 

可能增加经费来支持区域代表,，所以提及加强区域办事处的能力一语，最好侧去。

3 8 9 .印度和马来西亚的代表以提案国的名义声明，该决定的用意不一定是为区 

域办♦处提供更多資源，而是加强它们的能力，提高它们的效力，

治沙行动

3 9 0 .委贾会建议理事会通过一件主席提出的关于执行治沙行动计划的协调和后 

续行场的决定草案（第 9/22A号决定）。

3 9 1 .关于执行部分第 3 段的规定，秘书处声明如果资源有着落，可以提供援助。

392. 一个代表团要求在记录中反映需要在提及治沙的地方兼用" 防 " 和 " 治 " 

两个字•

3 9 a 委^建议规划理事会通过非洲国家集团提出的关于在苏丹一萨赫勒地区 

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的 决 定 草 案 ( 第 9/22B号决定）。



第六章 

环境基金

394。议程项目8 是分配给第二会期委员会审议的， 关于该委员会的工作记录， 

参看第3 1段。

A。基金方案的执行情况

3 9 5 . 审议项目8 (a)时，委员会持有uirapXGC.9/9和 Add，I 号文件，

396 . 环境基金和行政局代助理执行主任在介绍执行主任关于基金;ÿ案的执行情况 

报告（ÜNEP/GC.^ '和 A d d . l  ) 时唤请注意，由于1 9 8 0 下半年基金捐敦的缴 

付情况无法确定，使执行主任担忧基金的流动力， 因此方案的执行不得不予以推运。 

虽然如此，在到 1 9 8 0 年底时已经承付的敦项， 已达1 9 8 0 年度配给总颇的8 9 

%。实际支出在承付总额中所占的比例（ 8 3 . 5 % ) 以及在配给总额甲所的比例 

( 7  4 % ) , 比任何以往年度为高；同时由于通货膨服以及一个较小的基金方案，内 

部计划项目在费用总额中所的比例渐增，而且在联合国系统中由合作机构执行的计 

划项目所占的比例则渐跌；区域和区城间计划项目对全球计划项目的比例也有增加Î 

在 1 9 8 0 年内尚有8» 50a 000美元未曾派定用途，执行主任建议将这笔钱转入 

1 9 8 1 年。 此外 1 9 7  8 年和更早年度的收入超过支出，而 1 9 7 9 年和其后年度 

则支出超过收入。支出所以能够超过收入，是因为劫用累积的现金余款0 可是，

1 9 8 1 年的支出予期会超过收入10» 000, 000美元，到了 1 9 8 2 年初，基金的 

可兑换货币的现金余额将无法高于最低限度水平。



3 9 7 .关于执行主任在！ 9 8 0 年内推迟执行方案的决定，好几个代表团表示关 

注，因为方案方面" 停停走走 " 的现象不限于1 9 8 0 年 . 他们认为基金的流动力 

根本没有fi题；环廣贼>廣可以用它的大量投资来满足它的境敦需要* 一♦ 代表闭说， 

如果予见到流动力危机，应坪酌减方案费用和方案支持赛用预算，而不应削减基金 

方案活动. 另一代表团建议将基金方案准备金增至2 , o o a  0 0後 元 ，以便流动力 

危机提供一种现金“ 缓冲 " • 有人强调，计 划 项 目 应 该 是 长 期 性 的 ， 旨在满 

足方案需要，面不应受制于捐款的缴付，一个代表 a 对于1 9 8 0 年方案的迟误表 

示关切. 另一代表团指出把任何一年基金资源的一个庞大^^分在同年度的早期就指 

定用度，承t 义务，足证忽视了必要的方案弹性 .

39 8 .某些代表团赞扬执行主任对第7 / 3 号决定作出的响应，即减少和遂步结 

束对Æ已进行H年以上的计划项目的支持♦
3 9 9 .至于有关项目执行机构（uîTEPXGC.a/Q号文件，表 6 ) 有一个代表团问联

书处对合作机构和支持组织在项目执行方面各占比率的政策如何‘ 另一个代表团

问起 *执行主任在开幕会议上提封不耳义换货市没有过份影响方案这一点是否将合

事实，因为，支持组织在执行项目方面所占比率较合作机构大，这主要是由子支持

想织所执行的不可兑换货市竣目增知了- 此外，有人问• 合作机构计划項目所占

份额削病是由于这些计划項目本身的行政困难， 以致合作机构不愿意承担这些计运«
项目• 另一•个代表团问，同合作机构》计划项目相比较 *确有多少资金花在支持 

组织的计《项目上* 以及全系乾中期计《对 此 可 乾 产 生 的 财 政 影 有 几 个 代 表  

团对内部计划项目的增加提出霉见》他们认为， 这样做逢反规划理事会前几届会该 

作出的决完 *因此为是不适宜的 •



4 0 0 . 关于邊金方案活动的地域分配问题（表 7 ) , 有一位代表团问及拉丁美洲 

所占比例为什么这样少。 另一个代表对秘书处作出的努力表示赞扬，并赞许地注 

惹到对在巫洲进行的活动的百分比有所增加，它希望这种趋势会继续下去， 有人问到斤 

来殖定全球、区域间和区域计划项目的准则， 有几个代表团特别提到一些方案 

门由于其重要性或由于到目前为i 取得的成翁* 这些方案部门特别值得注意， 例如 : 

海浮、 漠化、环 境 与 发 展 能 等 方 案 部 门 - 若干代表闭着重指出同联合国人类 

住区中心(â境中心)合作的重要性•并问起环^ 划暴^ 境中心合办活动的费用支出状况.

4 0 1 .若干代表团表示尚能改进文件的提出方式 . 有 人 批 评 文 件 所 用 词 X  

中 术 诺 定 义 的 方 式 ；例如各表内没有清楚区别 ‘‘ 承付款填 " 、 “ 支 出 ，，和 " 基 

金方案活动" 等术语， 有一个代表团建议制订一小单一的表，显示所有有关年度 

和致算$ 目下的经费、拨款、承付款项、支出和牧入 .

4 0 2 .代助理执行主任答复了各代表团提出的问題，他首先谈到 " 停停走走 " 

的制订方案问题. 执行主任十分重视有必要经常维持环境基金的现金流动性；因 

此•他认为就财务安善管理方面来说》 他必须暂停核可可兑换货审计划项目.但是  

他同意应找出，避免流进危机的其他办法 . 关于增加基金方案准备 ’金， 以便在流动 

性差时期作为缓冲的建议， 代助理执行主任指出， 关于基金方案准备金的使月I已 

有明文规定. 堆备4 * 目的是为规划理M 的决定的执行和其他未預科到的活动的承担 

提供经赛; 它不是那种支持经常方案的准备基金•流动力.危机时，裁病方案费用和方案支 

持麥用，面不裁病基金方案活动本身是很困难的， 因为前者包括长期承付敦项，例 

如工 作 人 Ë fe合同 .

4 0 3 .关于利用合作机构或支持组织执行计划巧目的政策，有必要维持 - •个平衡 

的、一貫的方案.环境规划署有责任尽量利用联合国系统各组叙来执行方案，借以强调 

环境观湖署的他化作用， 而内部计划项目的进行亦应遵循理♦会的有关决定.在全 

系统中期方案之下，由合作机构执行的计划廣目一定会增加，可是现在还不知道这 

方面》財务影响•



4 0 4 . 三个合作机构已表示兴趣，准备同环境署合作进行不可克换货市的计划项 

目。 教科文组织已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累斯顿为环境规划署执行生态«训练筑目

( rP / ïl0 2 -7 8 -0 l  ) .  如系其他机拘也步其后么约话，则合作机檢执行的巧 

目对支持组织执行的项目的比例将见增，的确，不可换货币对方案并无不适当的影响 •

405. Â參计划项目的增灰是由于理事会第/V届会议作出的各项决定需要由环境 

规划署来执行:环境法会议，热带森林破坏 , 土 壤 政 策 和 费 用 利 益 分 析 . 秘 书 处 对  

这种情《•教局样关注，并在设法予以补救.

4 0 6 .教行主任完全认识赛地域分配的政治重要性，因此竭力设法保持长期活动 

的公平区域分纪. • 但是由于活动有周期性，所以，在一定的时候，某一个区域的 

计邀廣目曲途域范围是由直接受益最多的地区来决定的：区域计划《目直接造益其 

区出区钱河计划项目造签数个区域，例如区域间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但它没有 

全球，有一_ 例如发展中§ 家的不可兑换货市训练项目；全球计划項目涉及全世界 

的调查和資价翁进行，其结系可对全球适用， 预期国家或区域计劲项目产生的结 

果可知以分折，以便应用于全球范围，但在适用于全球之前，它依然被划分为国家 

式区埃计《環目• 计划项目简编中，特别列有关于地域分配和全碑计划项目一节，

短据内将予印发.

4 0 7 . # 来，载有各有关年度和预算项目的拨款、分配数额、承# 敦项、支出和 

故入》表格仿将列为主要文件的增编，因为环剥署的— 编制主要文件时仍未审 

定.

4 0 8 .与生境中心的合作以一份谅解备忘录为根据.合办活动的支出共计

1 9 7 9 , 为247, 8 92美元， 1 9 8 0 年 为 176, 2 4 2 美元，而 19 8 1年的承 

付敦《目前为233, 485美元 .



4 0 9 .讨论结束时，委员会对执行主任关于1 9 8 0 年基金方案的执行情况报告 

表示加以注意。

B .基金管理

. 4 1 0 .审议议程项目8(b)时，委员会持有UNEP/GC.9/10和 C o r r . i 和 2 以 

及 Add. 1— 9 号文件。

1 . 捐 款

41 1，环境基金和行政局代助理执行主任介绍了执行主任关于基金管理的报告和 

执行主任关于1 9 « 1 年 1 月 1 日至4 月 3 日基金发展的说明（ÜNEP/GC . 9/10 

和 C o r r . i和 2 以及ü2OlP/GC.9/l0/Add.5 ) ,  并提请特别注意现有基金資

源的不稳定情况 . 由于1 9 7 8 年以来通货膨胀和基金摘家实际价值的下降，基金 

的有效价值已在姨低，这’对基金方案活动水平有：£ 大 彭 各 国 货 币 与 美 元 汇 率 的  

波动也对基金捐款有彭响，并造成基金可动用資扭的不确买估计。虽然權加捐家水 

平和增加不可兑跌货市抱款方面已作各种努力，但成就ÿ 常有PtU硕买，有巧个国 

家 已 减 少 1 9 8 0年的捐款，有一个国家甚至根本不编 . 与 l ï几年相反，现金结 

糸 1 9 8 0 年已经用完；在 1 9 8 1年年底以前，至少就可兑换货币方案而言，基 

金积存结余将达到最低工作水平，而完全依赖目前的摘敦 . 在这种情况之下，除非 

i 9 8 2 -  1 9 8 3年自愿捐款有显著增加，要增加基金的值化和协调影响是非常 

困难的.

4 1 2 .为了应付这称情况，执行主任已向毅划 Î主亭会提出 -旧項请求，即审议、评 

价 和 柱 可 9 / 6 号文件所列的1 9 8 2 — 1 9 8 S 年中為计划，汚此活 

动方累要共计约 1. 21乙美元的执行费用，而且，如系提议的活參水平不枝接受的 

话，请通知他那些特别的活动和方案构成部分应该削除或削减，和削减的数目，



413. 1 . 2亿美元的数E 是报描规划理事会自第一届会议以来按不同时侯☆重 

点基雄所提出的一批核心活劲，联合国机相请求作为全系统环境方案一部分合作 

项目支助组织的需要 . 它也根据可以视为新方案最低水平的评价， 这项评价民 

映出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和5%的'小额实际增长率， I  . 2 亿美:Æ指标的核可并不 

是要传统的捐助国自动增加捐款； 1 . 2亿美元是执行主任尽力追求的目标，

4 1 4 .许多代表团支持执行主任的提 议 . 一些代表团认为执行主任的指标数 

目太少；有少数代表0 建议应列出2 5 %的增长率， 即将指标定在1 . 4 5亿至

1 . 5亿美元之间. 又有一些代表团， 一方面同S I  . 2 亿美元就全球环境需要 

而言是相当少的数目，另一方面认为达到1 , 4 5亿美元指标所需要的捐款是不会 

来的， 因此支持执行主任的提议. 若干代表团认为1 9 8 2 - 1  9 8 3 年指标的 

确定应根据方案需要，而不应根据可能收到的捐款. 四个代表团宣布它们政府对 

基金捐敦的可能增加数. 另外三个代表® 通知委员会， 它们的政府不准备培加捐 

款• ，

4 1 5 .有一小代表团提到它已减少1 9 8 0年的捐款^ 说 它 在 1 9 7 9 年的捐款 

是例外情形，明显的制病是由于回复其经常捐款办法而已 . 另一^ 代表 ®指出汇  

率的浪动事实上意味以本国货市维持同样捐款水平已使其政府受損，

4 1 6 .其他几个代表a 认为执行主任的提议不切实际。 因此， 指出目前对基金 

的揭款必须加倍才能满足提议的5 % 增长率和佳计的1 4 % 通货影张率，有人回顿 

1 9 8  0 年 1 2 月在非正式协商会议上表示的多数意见， 即应维持零的增长率，并 

要求根据零的和 2.*5%的增长率向委§ 会提出敦数。 有人问起 1 4 % 通 

货摩张率，并指出在这方面行碑问题协商委员会（行政协商 会）只建议12% 通货膨

丰，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近来接受的通货膨胀率为1 1 % 。



4 1 7 .若干代表团认为缩减方案以便与现有经赛相称， 因此对介乎 6,  5 0 0 万 

美元和M 0 0万美元之问的方案表示支持。 有两个代表® 建议，如能除去不见成 

效的计划项目改进管理办法，将可改善方案本，。 有一个代表团建议对 1980— 

1981年总额采用行政协商会的12%通货膨胀率，则方案预算为 .7 5 0 0 万美元。

418 .有几个代表团对方案费用和方某支持妻用水平比基金方案活动水平高这一 

点表示关切，并建议如果认为必须作出裁减 , 《应裁病方案费用和方案支持费用， 

面不是裁病基金方案活动。

419 . 有一个代表团强调适宜和良好的环境营理是个健康的经济所不可少的， 

而且是任何发展方累的一个組成部分，并指出在经济不景气时缩减环境方案是不适 

合的。 虽然认识到这是实际情形， 它还是敦促各国政府扭转这个趋势，对基金作 

出像慨捐助。 男一个代表团支持这一呼吁，并指出如果各国政府只要向基金捐助 

其国防预算的手分之一， 基金资源每年将可增加5 0 0 万美元。

4 2 0 . 代助理执行主任提请注意应几个代表因的要求已分发的一份文件，其中就 

11 )82 -1983年方案按照不增长率 ,2.5% 增长率和5%增长率提出任择办法,并反映 

1 2 % 和 14 %通货膨胀率„ 他说在决定指标数方面有许多任择办法，执行主任当 

然必须遵照规划理♦ 会的指示。不过 * 规划理察会应决定优先次序。他认为执行主 

任所提议的方案是经济紧编对期最可行的方案， 因此应注意到不管就基金方案活动 

的执行决定那种指标数，都必须考虑到某些基本因素，诸如收到的实际捐款数量，

捐款的某些结构（即收到的可兑换和不可兑换货币敦数）基金的现金流动能力及其 

对优先注意活动的拨款。

4 2 1 . 在详细讨论指标数时，亚洲集 a 各国代表团的成员不同意委员会的多数意 

见一即主席给第一会期委员会主席关于1 9 8 2 — 1 9 8 3 两年期基金指标数的信 

中应提到预计的捐敦不可徒超过7, 7 0 0 万美元这一点，因为这样会影响达到1 ，2



亿美元指标数的可能性。不过，经过非正式讨论后，它们同意接受在信中提及这一 

点，其他代表团认为，基于以往几年的经验，这个颗* 是切合实际的. 有一个代表 

团指出提及这一点待合执行主任自己对情况所作评价 .

422 . 委员会后来决定向第- •会期委员会传达它载于第a/ 2 3号决定的第11一 

1 3 段，关于 1 9 8 2 — 1 9 8 3 两年期指标的意见。

423. 有一个代表团对松书处的评论  1乍出反应，强调需要一份报告，提供方案执 

行情况以及按照全球、 区揉4 区域间、分区域和国家编排的计划项目和活动的资料， 

并列出承甘款项和引起的开支，但同意这种资料可以通过《给各国政府的报告》提 

供，不过要求执行主任提转的这种报告应适当地加以相互查对。

4 2 4 . 讨论结束时，委员会建议了一个决定韋案，供规划理事会通过。 关于规 

划理事会通过的决定案文，参看附件一，第 9/2 3号决定。

4 2 5 . 决定草案核可后，联合王11代表以比利时、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法国、 

意大利、荷兰、瑞 士 和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等 各 国 的 言 他 对 规 划 理 事 会 被 迫 在 这r

届会议上处理事务的方式表示关怀 . 这些国家的代表团^^力委员会处理大大超过 

似乎可以从捐敦提供的数额的预算数目请求的程序是无法接受的.这些国家充分 

理解需要巨额的拨款数目，以吸引更多的捐款；同时它们又认为如果这个数字大大 

超过目前收入共计的倍计数，为求得財政妥善管理就必须让规划理♦会有机会考虑 

一个实事求是的方案， 它们认为，执行主任有责任向规划理事会提出一项分析， 

设定捐款总额的各种不同水平，以便理事会对拨款的分K•采ÿ 合理的看法，这些国 

家也请执行主任，如果将来遇到同样的情况时提出这种分析• 澳大利亚和日本代表 

表示它们的代表团同意上述意见。



2 . 不可换货市

426 .环境基金和行政局代助理执行主任在介绍依照理事会第8/1 8 号决定第8 

段编制的执行主任关于不可兑换货币结余对基金计划项目选择和执行的影响的报告 ' 

【UNEp/GC . 9 / 10/Add, 1 ) 时，促请委员会注意不可Jèj换货币在1 9 7 9 年 

拘成了基金资源的82% , 因 此 变 成了一小严重问题。 外聘审计委员会和规划理 

事会都力言需要采取行动来纠正这小局面。 在 1 9 8 0年，由于执行主任及以不可

货市捐敦的务国政府通力合作，不可兑换货市的支出达到5, 800, 00後 元 ， 

超过了牧入• 用不可乂换货市的计划项目现在已是鉴个方案的一部分，不过主要是 

在训练工作方面，执行主任的结论翁见该报告第2 0 段，环境基金目前 的 不 可兑换

货市结余水平不至于严重影响计划项目的选择。 他建议的补教办法，是要求不可 

义换货市捐敦国政府增加其捐敦总额中可克换货市的部分，同时把不可兑换货市的 

计划項目在全赛方案中所占的比例以2 0 %为限 . 确有需要采取这种行动，来维持 

方案的平衡，

4 2 7 .执行主任的报舍受到一般tt欢迎，可是下列结论引起关切：执行不可义换 

货市计划填目的费用较高，额外的行政支持赛用，以及方案的失去平街，纵使只在 

计海项目的地域分配方面，一个代表团说，不可兑换货 i 计划项目的选择标准似乎 

不太严格，另一代表团认为应对所有计划巧目用同一标准* 另有些代表团指出，不 

可À 换货审，由于它的性质，用处受到限制，因Jfc便请不可兑换货東捐敦国设法以 

可换货市缴付其捐敦，因为基金的资源稀少，有需要保持最大的件缩性，他们力 

言基金的资《必须是为了全体的利益 , 特别是度展中国家的利益，在任何地方都可 

以使用，任何有关方面都以使用 . 他们还指 flJ, 有许多獨家货审是不可兑换货币 

的国家，照样以可乂换货竣缴付其捐敦 . 此 ^ 有人指出，不可见换货市计划项目 

的一部分赛用需要以可兑换货市支付，因此，环境署不应只是为了要化而化不可兑 

换货市，因 为 化 不 可 换 货 审的同时 , 会 k 少基金方案的可克换货审总额•



428 .—个代表团问什么是 " 可克换 " 卢布，它们的兑换条件又是什么；为什為 

某些不可兑换货斤的余额见增，而目前似乎没有这种货市的揭款，是否有些不可兑 

换货币要比其他不可兑换货巧 较 易 换 ；除 了 报 告 (U H EP/gC . a / 1 0 / A d d .  1 , 第 

6 段 ） 表内所列的，在联合国以内可以义换的不可 >̂ >换货币之外，是否另有其他不 

可克换货市的描敦；为什么用不可克换货市的训练班要 fc别的训练班长，而且更化 

钱 ； 以不可克换货市捐敦的国家是否有增加或病少的超勢• 另一代表团建议，多数 

可 兑 换 货 市 揭 敦 国 在 不 可 货 市 捐 款 ’国里多少会有些费用，例如大使馆的费用， 

环 資 或 ^ 以其不可JL换货审积余的一部分同他们克换为可兑换货市，这样一来对 

三方面都有利 .

4 2 9 .基金方案管理处处长在答复上述问题时说：苏联捐敦高达2 0 % 可以通过 

美元偿还下列赛用而得到^ ^ ^ 雇用苏联籍国民为工作人负或顾问所引起的费用， 出 

差购买苏联国家空公司机票的赛用，购买苏联国内执行的计划项目所使用的用品 

和设备赛用和在苏联购买以供苏联国家以外的计划现目使用的设备运输和装谈所引

起的费用.从比例上来说，卢布可克换部分，由于使用上受到这些限制，并没有象 

不可兑换部分利用得那么多• 一些不可克换货币的增加由于3：率的波场并没有使捐 

敦相应增加. 某些不可兑换货市比另一些不可兑换货币有用，因为计划项目是在捐 

故国内执行；例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冯克大部分用于德累斯顿的生态管理训练班 . 

此外，一些国家，如印度虽然用其国家货市捐激，但是它们的捐敦都可以在联合国
參

系统内£ 成可免换货市，不 可 克 换 货 市 揭 象 与 可 嚴 货 f 的比率依然相当固定.

4 S 0 .若干代表团原则上支持执行主任所建议的行动 (UUEP/GC . 9/ lO/Add . 1 , 

附件二）•但有许多代表团认为基金財务细则第2 0 3 . i 条应加以修改* 以避免限

制方案的执行。



431.若干其他代廣团反对建议的行动； 它们不 i l为不可兑换货币捐款或使用有 

任何问頸， 因为它们所执行的计划项、目是对最不发廷® 宏 有 利 的 .有 人 强 调 基 金  

捐敦的志愿性质* 因此各国政府不必拘泥于捐敦的方式和形式， 总之， 因为不可 

M 货市的支出超过1 9 8 0 年约等于 1 , 5 0 0  0 0 0 美元的不可兑换货币的捐敦， 

不可ji族货币累积问题似乎已经解决， 许多代表团认为不可兑换货市的累积是人 

为的问爆， 不可兑换货市计划项目与环境方案融洽无同并成为环境方案的一小生 

要构成部分， 同时还鼓励各国间广泛的合作， 若干代表认为修改第203 . 4 条将 

取消捐款的自愿性质‘ 而且》它们质问规划理事会是否法律上有权修改基金的射 

务细则，

4 3 2 基金方案管理处处长在答复规划理事会是否有权參改财务细则的问顾时说  ̂

因为基金财务细则是由靓划理事会自己起草再提交大会核可的’， 原则上没有理由说 

它不能提议修改细则、再征求同；I#的核可，

4 3 3 .有一小代表团指出，不可兑换货市在其不 ’受通货廣胀影响和没有 'X率波劲 

：5Sr面较可族货审为优 . 另一小代表团说》最好把不可兑挟货市用于一个计划目比 

整个放弃这♦ 活动为优 . 其他代表团指出， 不可兑换货审的捐款是带有目的的， 

有人建议捐款国或可指导环境频划署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它们的货币， 以俾益环境方案 .

男一个代表团指出，如果这种措旋的目的是每一•个国家决定其捐敦使用的活i动，规 

划理事会决定如何分配汇集的基金资源则变成毫无意义了。

434 .在回答就该文件附件二(e)段中 " 为瑕，这一用词提出的问題时，代助理执 

行主任说，提议用不可兑换货币来执行方案部分但从2 P % 为限仅是为了保持方案 

平街。 当然，委员会可按其愿意建议任何限制。由于1 ’9 8 2  — 1 9 8  3年的基金 

资源中可兑换货市倍计为S, 0 0 0 万美元，不可兑换货市相当于1, 6 0 G 万美 

元，执行主任认为最好根据提.议的方案对不可兑换货币计划项目的执行规定一普跟 

制。此外，没有任何要改变环'境基金捐敦的自霉性质的意因。关于因利用不可兑换



货审对方案引起的可能不利彭响，他说，至今没有产生任何显著影响，但是在计划 

項目的地域分布方面都导致了某些偏向。决定草案第4 和 5 段 建 议 规 划 理 夢 会  

( UUEPXGC 9/10,附牛）重申其第八届会议上作出的呼吁， 这两段的精神是按照 

基金财务细则第2 0 3 . 4 条的规定，即以立即可使用的货币作出的捐款应为基金*受

4 3 5 .在提到不可）L换货市承付敦巧建议的限额时，有一个代表团说，在避免影 

响方案方面，执行主任必须取得想划理事会的支持。其他代表团认为有必要确定一 

个限额， 因力这并没有对方菜产生任何明显的不利影响。有几个代表团着重指出有 

必要得到可立即使用的捐款和更多可义换货币，这对发展中国家将有更多好处 *

4 3 6 .有几个代表认力建议的行动涉及法律问题， 因此有必要修改基金财务细则 ; 
它们不赞成提出任何有关可兑换货币和不可见换货市百分比数字，也不赞成对这

些货审的承付象项确定限额。 在这方面，有一个代表团认为建议的行动将构成对

各国主权的侵犯。它的政府以不可兑换货市出的捐敦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4 3 7 .这小问题的辩论结束时，委员会建议一小决定草案，以供规划理事会 

通过。关于规划理事会通过的决定案文，参看附件一，第 9 /2 3 号决定。

3 • 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筹措额外资源

4 3 8 环境基金和行政局代助理执行主任于介绍依照经社理♦会第1 9 8 0 /4 9  
号决议' 9 段的规定编制的执行主任关于为发展中a 家的环境问题筹措额外资源的 

报告（ÜNEP/GC. 9 /1 0 /A d d .  2 ) 时说， 关于为环境基金筹措额外资源以处理 

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环境问题一事，需要理事会表示意见。在提议的四种筹资办法中， 

" 特别窗户 " 似乎最最行得通应予特别注意。



4 3 9 .这种报告，龙其是"特别窗户"这个慨念，得到许多代表团的欢迎 。 一  

t 代表团提及规划理事会第八届会议曾要求执行主任报告理♦ 会休会期间的发展 * 

它旧关于 " 特别窗户 " 这个问题有什么发展《其他代表团力•特 别窗户 "这个  

办法特别f 合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需要， 它们全力支持这个建议，特别有鉴于环境 

基金的稀少资源。可是另有些代表团虽然盛赞策动这一建议的精神，认力这个问 

海非常复杂, 需要仔细考虑• 他们指出，如果把给环境规划捐款指定特别用途， 

可绝报及整个方案的伸缩性Î介入一个与环境规戈曙的协调和催化任务不符的支援因 

素Ï 还有接受有条件揭敦的含意，这是在不可兑换货币方面被反对的一点；可能

造成捐款走向 " 特别密户 " 而忽视一般方案的局面，终而损及环境基金的资源数量 , 

遗反环境规划署财务细则第2 0 3.  4 条的规定。

440.某些代表因要求说明如何分配" 特别密户 " 所牧得的捐默》—个代表团问， 

一个信耗基金是否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另一代表团问，如果在第二会期委员会里 

重新规定优先次序，是否亦可这到同一目的》

441 .建议*•特别密户 " 的瑞典代表团说 " 特别窗户" 的资源将分配给规划理事会 

查明是发展中® 家最严重环境问题的有关方案》然后由执行主任在方案以内指定应 

予进行的巧目和活动执行主任将向理♦ 会每届会议提出报告e " 特别窗户"这个办  

法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并不相 称 *因为发展活动的某些环境因素超出国际发展援助 

或厌进缓助集团的范围， 例如在林场作符合环境条件的选择。而且，环境方案已经 

其有发展方面，例如在环境与发展领域0 " 特别密是旨在发掘一般用于发戾的  

目的为数更大的国际和双这援助•

442 .有些代表因表示关切， 因为" 特别窗户"的作法可能把方案重点移向个别国 

家，葡紘忽了环境署，任务规定中对全球或区钱问题的重视0 另有些代表因认为，

" 特别窗户，这个作法可使多进揭款惠及较不发达国家， 因此促进区域利益*



443. 代助理执行主任说，对执行主任的提案的响应，将编列名单分发 .由于执 

行主任必領对信托基金争取.1 3 % 的行政费用，端典政府在同环動狀I]署协商之下，想 

出了" 特别窗，户 " 这小办法，在这个办法之下 ,环境规则署可以接受捐款而无需付行政 

费 , 有两秀计划项目可由 " 特别密户 " 供资：保证能在展开大规模发展方案以前进 . 

行适当环境评价及：1^响研究的计划项目；与全球范围的活动有关的> 需要大量资源 

以保证适当协调和适当方案制订的计划项目，例如与沙漠化和森林被坏有关的项目 , 

化虽然也同样地感.到关切，有些捐敦国可能向 " 特别窗户 " 捐敦而忽视了径常方案 Î 

在这方面无法提出保证，因为各国政府有权决定如何捐敦就如何捐敦，所有捐敦都 

是志愿性质. 执行主任认为 " 特别密户 " 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环境R题寻找额 

外资源方面的一个令人兴杳的发展，

4 4 4 .在趣续讨论时，支持 ' 特别窗户 " 建议的那些代表团还提出了其他意见，

它们强调" 特别密户" 的主要目标是在发展中国家增加环境活动，因坏《 ^|廣的活动 

在这些国家的彭响到目前为止仍极有限. 在这方面，有人环境规划署的资源知此有

不应当因尉务细则所引起的技木困傘而拒绝额外资金；有些代表团认为，•如果 

现有財务细则R 制设立 " 特别密户 " ，那么应对它作出修正以便设立 " 待别贸户• .  

赞成修正財务细则的那些代表B不认为基金的性质会因此改变；各国均可向"特别 

密户" 和基金作出捐助. 有一^ 代表团宣布，如果设立 " 特别窗户" ，它的政府有 

霉向它捐助。

4 4 5 .其他代表a 认为修正财务如则会成立危险的先例，事à 上并可能改变基金 

的结构和目的，有一个代表 a 说，如果按照建议的方式修正财务细则，其政府必须 

重新考虑其捐敦，有几个代表团重申它们关切基金捐敦可能减少，并可能出现揭助 

国指定其揭敦用途的趋势.



446 .若干代表团说，虽然它们不坚决反对设立 " 特别窗户 " ，它们政府无意向 

它揭敦; 因此用这种方式吸引资金，显然是很冒险的，不过，有一个代表团认为印 

使开姑时捐敦有限，以后可能会增知 . 有人建议设立 " 特别窗户 " 但须在六、七年 ' 

之后作出审查•

4 4 7 .委员会后来决定建议一小决定草案，以供规划理事会通过。关于规划理事 

会通过的决定案文，参看附件一，第 9 / 2  4 号决定，

4 .行动计划的资金筹措

4 4 8 .环境基金和行政局代理执行主任在提出执行主任响应规划— 第0 号决定》 

第七节编写的关于行动计划的资金筹措（，UÎ^®î>^®C.，9/ lO /A d d : . :3 )'的报告时指 

出, 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规划理本会本身经常核可行动计划而不保证提供.执 

行的经费。第 1 2 段慨括列出执行主任认为可行的五个筹资办法，第 1 9 至 2 9 段 

载明征求过委员会意见的结论和建议。

4 4 9 .数个代表团对报告表示赞扬，认为它对问題 '的躲决办法提供了有利的看法， 

但是对于结论和建议之同的关系以及附件中建议想划理事会仅应注意报告和核可各 

巧建议一事，表示有些担忧。一个代表团说，重要的是，环境^曙不应太早从一个经孩 

可的行动计划的计划项目撤销其技术和经费支持，并建议说，应在建议的行动中载入 

一句话•表明这小意思•数个代表闭都支持这巧建议. 另一个代表团要求澄清第2 3
段中的说法，即措区妓活动资金的主要责任应由该区域各E 承担；最不发达国家 

可能难以支持行动计划下的活动，因此该代表团坏疑到时情形会如何。

4 5 0 .代助理执行主任回答说，执行区域行场计划初期的資金筹措主要是国家的 

责任，但是国际社会应尽其所能，随 时 协 助 .第 2 3段可以用这种意思来遵清 .
4 5 1 .辨论结束时，委员会建议一个决定草案，以供规划署理事会通a t  关于规 

划理事会通过的决定案文，参看附件一，第 9 / 2 号决定•



5 . 环境基金作业订正总则

4 5 2 .基金方案管理组主任于介绍执行主任关于环境 I基 金 作 业 订 正 总 则 的  

说 明 （ÜU IIP/GC. 9/ lO /A d d .4  ) 时， 向委员会报告说，全系统中期方案的最后

格 式 势 将 影 响 到 规 则 ，因此执行主任认为在此刻加以订正，未 免 过 单 .提 议

的修正将向理事会第十届会议提出，委员会在目前只需注意到这个文件。

453. —个代表团问，基金业务总则与基金财务细则有什么不同之处，并要求保 

证提议的订正总则不致在任何方面影响财务细则，

4 5 4 .基金方案管理组主任答复说，财务细则管制基金的财务活动，而业务总则所 

及的是基金的f î 常工作安书& 全系统中期方案李涉到查个联合国系统，与B 常

约工作安播密切有关，因此有'必要把全系统中期方案之下同联合国各组织的工作关 

系支分澄清，然后方能作出如何修正业务总则的最后决定.订正后的业务总则似 

乎不会对I»务细则发生任何影

4 5 5 .委员会对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环境基金作业订正总则的说明表示注意。

6 . 信托基金的管理

4 5 6 .基金方案管理组组长在介绍执行主任关，于信托基金的管理的说明（ UNEP / 
GC. 9 /1 0 /A d  a . 6 ) 时对于很料散发文件表示抱歉，但 这 是 无 避 免 的 ，因为 

信托基金会议多数都直至1 9 8 1 年 3月或4 月才举 行 .他提请注意 ïïIŒP /GC. 9 
/ 9 /B a e k g r o u n d 4  号 文 件 和  9 / 9 ，文件第  2 G —2 7  段，因为

同讨论有在提到关于环竟管理的区城训练满，巧班信托基金时，他指出，设立一 

个信托是金的办法是接受以瑞典国际开发则^供的資金来資助关于环境參理的各 

& 核训练诉习班的一办法•文件第2 段焚到的1 3 %现赞是秘书长要求执行主任 

间联合国系统W各组织执行首长一样收取的费用.



457. 一小代表团质询道，是否有必要在 lis时秘书处从7 月 1 日迁至区域组织后 

将科威特信托基金延至1 9 8 1 年 1 2 月 3 1 H . 其他代表团问，应采取何种办法

设立一小信托基金，并应如何执行信托基金方案• 另一个代表团问，是否将关于纸 

象和纸业训练讲习班使用的办法扩展到在其他训练讲习斑

.4 5 8 .基金方案管理组组长在回答第一个何题时解释道，科威特信托基金必须延 

至 1 9 8 1 年 1 2 月 3 1 日，这样才能清偿所有久欽；待还清后便将结束信托基金 . 

端典国际开发机构信托基金是某一国家倡议的结果；他未曾注意到有任何将其 r 展 

到其他领域的意图 .

4 5 9 .代助理执行主任在提到设立一个信托基金的卷序时说，这个过程餐要极 

长的时间，还要各有关各方在各级上举行会议，以便对行动计划和筹款办法达成协 

议 • 当各方同意要求设立一个信托基金，便将计划项目提交规划理事会请其核可 .

4 6 0 环境基金和行政局代助理执行主任介绍了执行主任关于东亚区坡的区域信 

托基金的说明（ÜNEP/GC.9/ lO / A d d .9  )，说这项请求是在规划理事会本届会 

议开始以后收到的， 因此没¥ 列入核可的议程。

461. 委员会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为执行保护和开发东亚区域海洋环境和沿岸区 

域设立区域信托基金的说明，并核可一项建议，即执行主任应征求秘书长的同意设 

立这个信托墓金 ( 参看第9 / 2 6 号决定），

462. 代助理执行主任提请注意执行主任关于收到养护大自然和自然资源国际联 

合会来文的说明（üHE：P/GC.9/lO/Add.7 ) ，该说明是必然解释， '

4 6 3 .委员会对执行主任关于为拉姆斯马公约提供永久秘书处和临时安排的说明 . 

表示注意。

4 6 4 .委 ê 会讨论信托基金之后建议一项决定草案，以供规划理事会通过关于，

规划理事会通过的决定案文，参看附件一，第 9 -/2  6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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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1978—197 9 两年期 1979 年 1 2 月31日

终T 的财务报告和决算

4 6 5 .审议议程项自81C，时，委员会持有U U E P /G C .9 /L .1号文件。

4 6 6 .环境基金和行政办公室代助理执行主任在介紹执行主任关于1978—1979 
两年期财务报告和决算的说明（ü2 ÎE iy^G C .9 / l< .l ) 时说，要请委员会注意到外

聘审计榮员会及行政和预算问題咨询委员会的评语， 以及执行主任的与此有关的惹 

见， 执行主任业已采取外聘审计委员会和行予咨委会所要求的行动 .

4 6 7 .关于顾问和外聘专家费用的加强控制，大会核准的环境规为i署尚未遵行的关 

于外聘专家的各项原则，以及财务科空缺的补足情况，都有问题提出•• 一个代表 

团要求提出一个组织图解，说明目前的取、位和空缺情况 .
468. 财务科科长宣读了外聘审计委员会的 评 语 全文，说 为 了 改善情况 起 见 ，財 

务 料 原 有的六个 组 业 已减为四个，财务科已任命一 位 副 科长，现 正 根 据总部的会计 

手 册 编 制 专 供 环 境 规 » 用 的 手 册 ，一待总部的手册订正 之 后 ,环 境 规 趙 署 的 手 册 即 可最后 

订 定 ，财务科的空缺情况业已改善， 目前的情况已是 正 常 , 在 为 外 聘 专家订约 及 付  

款而来经适当证明时，证明官员、请求官员和財务科之间的协调程亦已汝 善 ， 在  

这 方 面 &经公布了一项行政命令 .
4 6 9 .委员会对执行主任关于环境方案基金1 9 7  9 年 1 2 月 3 1 日终了的1978— 
1979两年期财务报告和决算的说明加以注意。

D . 计剑项目评价方案

4 7 0 . -审议议■程项目8 (d)时，委员会持有UNEP/^gc . 9 X l l号文件。



471. 环境基金和行政办公室代助理执行主任在介绍执行主任关于计划项目评价 

方菜的报告（U N E ? /G C .9 y il ) 时说，环境署现在愈来愈注重制订评价方法。

但是发现评价并不是解决方案规划困难的唯一办法；而且也认识到•改善计划项目 

制订是从事有益的计划项目评价工作的先决条件，现正在对这方面进一步加以注意。 

执行主任对与《给各国政府的报告》一起发行的UNi]p /FUiri)/l>ROJ；ECTS_/C类 

文件形式建议两项修改，即应取消标题为 "影响 "的部分，代以实际结果和预期结 

果的比较一节。此外，应不再报道所有已完成的项目，而应更详细地报道更有代表 

性或有意义的项目。

4 7 2 .关于如何评价环境署同区域经济委员会的合作关系，有些代表闭说，它们 

希望，任何加强环境署支持的作法不致于影响环境区域办事曼，因为，在任何情形 

下都不应减少区域办事处就环境署事项同各国政府联系的责任，

4 7 3 .许多代表B对报告里提到的方案规划困堆和评价方案取制，表示关切，有 

一个代表H 指 ffi, K前已报道过类似的困难，因此主张对有关事项予以迫切的注意. 

另一个代表H 问，制订1 9 8 . 2 - 1  9 8 3 年中期计划时，t 多大程度上考虑到评 

价结系，在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方面会考虑到何种程度. 有人提到，需 广 泛 傲  

发计翅觸目结果，尽可能促进方案局同新闻想之间的进一步合f .

4 7 4 大家普遍，同为评价方案提出的新方 向 .有人索求关于进行深入评价的标 

准的資料，这方面的工作应给予更大的强调•有人强调确定环境署运动影响的重要 

性并希望继续这样做• 有一个代表团认为，如果秘书处在《给各国致府的振普》中 

不振道所有已完成的计劲项目，则关于环境署计划項目的资料事实上就更少了，另 

一个代表团提请注意《给各国政府的报告》的英文? 和其Ik语文本之间出版时间的 

差距，有一个代表困虽然支持建议的新方向，但是强调，有必要同联合国系统的其 

他评价单位趣续积极联系它建议说，新方向中应对这种《̂系的保持作出明文规定• 

有人问为什么建议把部门分析和进程评价列为低优先注意事項•



475. 在答复就环境署同E 域经济委员会合作关系提出的意见时，代助理执行主 

任说，对这种;合作进行评价是因为环境署业务正面临经參问题，因此必须为环境署 

找出在区埃一级作业的最好办 法 .这个问题已同各国常驻环境署的代表进行非正式 

讨论，有关提案将提交想划理事会第十届会议，

476.,基金政策和评价处处长在答复讨论会上提出的几点问题时说，部门分析没 

有所激期的那么有敎，因为同一预算项目下的计划项目的性质常常後不相 同 .因此 

不能一慨面论 ， 项目评价方案并没有排除部门分析；相反地 ， 对富有成效的活动给 

予更多优先注意，例如深入评价规划理事会以前提出的密切有关的各组计划項目 .
只有当费用较低的措施，例如内部管理审査，不足以显著改进方案时，才进行深入 

评份 • 对于重新制订方向的方案和需要修改É&计划项目可以进行深入评价 ， 因为有 

必要为试验试项目和长期计划项目查明一♦计划项目或方案的首提，就可能产生 

的结系来说，进度评价的费用太高，而且改善方案的潜力比审查方案实质部分的潜 

力 t e , 评价环填署活动的影响这55工作是重要的，而且要继续提供计划现目影 

特别是关于环境署方案及其执行伙伴的方案件。不过，在计激项目完成后不久， 

集中報道计划项目的结果，将比较切合实际àS. 《給各国政府的敦告》里 的 UNEP /
PUEIVPROJECTS/G类文件量有增加；如果规划理事会愿意， 秘书处可以趣续出版 

关于所有已完成的计划项目的报告。 秘书处还会继续努力更明确地确立计划项目

的目挺， 而就这方面来说，在 核 *Î1计划项目以前 ， 先对计划项目的潜力作出评价， 

是尤其重要的，评价作用和管理作用之间的区分有时不清楚，因此应特别注意避^  
单位之间工作上的重复 . 对计划巧目的结果翁用不 '够 ，仍是一个问题，但是 Ü IŒ IV  
? ü E 7 P « 0 J $ c : r s /c ^ 文件还提出一个额外检查办法，以保证文件的实际效用 . 
大家认识到需要更多关于计划项芦结果的资料，这方面将会得到更多的注意•秘书 

处 望 各 国 铁 府 对 《给各国跋府的振告》里* 道的计划项目结果提出反应和意见 •



对生要方案规划工作来说，例如中期计划，评价结果虽然重要，但是反馈工银应继 

续下去，在其他时侯也应当把评价结果列入方案。计划獨目和方案之间的关，是环 

境署各方某中^ 一项特别重要的特点，因为只有在计划项目能推进环境署方案指标 

的条件下才有à 由给予支持 . 因此，环境署要查明每一个计划项目是否对它所厲的 

方，作出具体贡献，是重要的.

■ 4 Î Î .讨论结束对• 委员会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计划项目评价方案的报告，并强 

调有必要加强环境署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組■织的评价单位的合作。



第七章 

行政和预算问题

478 .议程项目9 是分配给第一会期委员会审议的。 关于该委员会的工作纪录， 

参看第二，，第 3 1段。

4 7 9 .參葡会在审议项目9 时，持 有 ÜHB>/oc,9A 1 2 和Copt, 1 , ÜMBP/ac，9/l3和， 

Coït. 1-3 和 Md* 1 以及 Corr. 1 和 Add*2, OTïP;fâC，9/14 和 AddU 1, UHB>/0C.9/U2 和 3 以 

及1«»>/00»9/8101«»0»]> 4 和4/001̂ ,1 等各号文件。

A . 1980—1981两年期方案费用和方案支持费用执行fM报告^ 义的1982

一 1983两年期预算

4 80. 环境基金和行政局代助理执行主任介绍了 1 9 8 0  — 1 9 8  1两年期方案 

费用和方案支持费用执行情况报告及提议的1 9 8 2 -  1 9 8 3 两年期预算（ÜUEP/

GC . 9 /1 3  和  C o r r .  1—3 和  A d d .  1  和  Ad d .  l / C o r r  . 1 和  C o r r .  2 ) , 以 及 行  

政 和 预 算 问 题 咨 询 委 员 会 （行 预 咨 委 会 ）的 有 关 报 告 【 ülfïïP/üC  . 9 / L .  2 和 L  .3 ) ;

他i励 I行1#况报告（UNEP/GC.9/12和 C o r r . l  ) 所要求的额外资源，依计为 1 ,

2 1 5 . 10 0美元，是调蕃通货膨服和汇率波动后的净额。关于后者，由于肯尼 

亚先令于1981年 2 月 2 曰贤值的结果， 已节省6 5 5 , 0 0 0 美元；新的官定汇 

率是8肯尼亚先令对1 美元，而 1980—1981年概算里所用的汇率是7 .4 3 肯尼亚 

先令对1美元0

4 8 1 -执行主任请求1 ， 4 7 5 ,  7 0 0 美元， 以供下列用途： 设立一名D - 1  
一 名 P — fV, —名 ？_ 4 ， 3 名 ？一 S和 6 名当地雇用员额（7 9 0 ,  2 0 0 美元）， 

及环境署/ 开发计划署支援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的合办计划項目（68 tt500
美 元 ）• 后者目前由环境方案活动《算提供资金。其他提议是: 沙漠化组两名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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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员额改为 .常设员额， 1 3 名临时助理经费开支的当地崔用员额改为常设员額， 

并另外拔款 2 5» 0 0 0 美元， 以供举行特设专家组会议，审议关于为《向沙漠化

进行战斗的行參计划》的执行颇外提供资金的报告草菜， 因 为 19S0 —1981年预

算没有列出这笔经费。 、

4 8 2 关于提议的1 9 8 2 — 1 9 8 3 年方案费用和方案支持费用预算（üHEP/ 

GC. 9/13和AddJ和 2 ) , 执行主任很希望能有积极增长率，因为 1980- 1981 

年没有实际增长. 1 9 8 2 - 1  9 8 3 年方案费用和方案支持费用预算主要察外需 

要是：设立行政处两名？一 1 /  P — 2 员额；行政领导和管理方案一名当地雇用员 

额；坪境方案三名当地雇用员额：欧洲E 域办事处一名当地雇用员额和会议事务方 

案一名当地雇用员额；行败事务方案两名P - 3 的职位改叙力P — 4 , 行政 «导和 

資理方案一名？一 3 职位改叙为P — 4; —名 P —  4 内部审计员员额和一名狭书以 

及旅费，所有这些都列入 " 研究金补助金和捐款 " 项下，费用总额由环境署和生境 

中心按7 5%和 2 5 % 的比例分担；环境署的份额是用来僮还联合菌的 .

483. 许多代表团认为1 9 8 0 —  1981年执行It况报告的慨算以及1982—1983 

年方案赛用和方案支持费用慨算都定得太高.它们在这方面提请注意行领咨委会关 

于 1 9 8 0— 1 9 8 1年成绩报告的报告（ÜHEP/GC, 9/L  2 ),其中建议想划理 

事会请执行主任努力减少1 9 8 0 - 1  9 8 1 年方案费用和方案支持费用预算下的 

支出. 有一^ 表团认为 1 9 8 0 - 1  9 8 1 年的订正慨算应减少1, 215, 000# 

元^ 坪维持最切核可的水平，有人建议沙漠化组的两名？一 4 员额不应改为常设员 

额，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伊赫勒办事处）支持费用685, 5 00美元的一半 

应从基金方案活动转入方案费用和方案支持费用预算，临时助理改为常设职位的13 

名当地雇用员额不应予以核可，提供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墨西寄城的拉丁美洲经 

济委员会办事处的临时助理人员应予制除. 有一个代表团支持这些建议，主 It将提 

议的 1 9 8 0— 1 9 8 1年方案赛用和方案支持费用预算改为19, 800, 000美元 , 

这项提议得到若干代表团的支持.



4 8 4 几个代表团指出沙漠化问题的曰趋严重，因此反对足以访碍汝漠化组工作 

的任何削病, 它们坚持该组两名P —  4 临时贾额改为常设员额•

4 8 5 .秘书处代表答复一个代表因的问题时说基金支持的专业人贾貝《较高的空 

♦ 率所造成的支ÜJ不足的数字是1, 884, 0 0 0 美元，而不是行预咨委会关于1980

- 1  9 8 1年方案赛用和方案支持赛用预算的损告所列的500*000美元（UNEP/

ÜC . 9/L. 2 , 第 7 段 ）。执行情况报告第20段内指出的净节'余只有AQ9, 000美元，

这是因为预算里用的标准薪金额同1980年 命 1 9 8 1 年新的标准薪金实际支出额之

间的差 别 造 成 了 约 美元的额外支出，专业人貝员额不同职等的差别是 

1 .2 9 ^ .  396 , 一般事务人负负额约为2 5 .  9 96. 仗就一般事务人员负额而 

言， 1 9 8 0 年 算标准赛用和实际赛用与1 9 8 1年新标准赞用之间的出入约为 

900, 00後 元 .

4 8 6 .关于提出的其他问题，他说一般胳时助理人贞的削减将严重核碍环境署工 

作的《利进行，特别是在工作射纖间。联合国苏丹一F 赫勒办事处内有两个计划项目，其 

中之一为方案性质，另一为体制支持，执行主任认为，体制性计划项目应全部从基 

金方案活參?转入方案赞用和方案支持赛用预算，按照建议只转一半是小运当的。

4 8 7 .在以后的讨论期间，有些代表团认为为特设专家组会议增加拨敦的请求应 

予否决， 1 3 名当地雇用一般事务人 i l 从临时助理改为常设贞额的提议讨论了很长 

时同；一些代表团认为长期以时助理人贞名义雇用工作人员，然后要求将他们的 

取位改为常设职位，等于是要规划理事会接受一个既成事实。其他代表菌指出人情 

问题；以ifc时助理人贞名义工作着干年的工作人贞可以合法地期待继缓受雇，

488 .秘书处的代表指出已经通知规划理事会第七届会议，将有更多时助理人 

貝改为常设Æ额，

489 .委员会在结束讨论关于1 9 8 0  —  1 9 8 1 年 费用预算的执行清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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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后，建议一项决定草案， 以供规划理事会通过》 关于规划理事会通过的决定案义,
参看附件一 , 第 g/27A：fp C号决览

4 9 0 .关于m 义的1982 —1 9 8 3 年方案费用和方案支持费用预其《UNEP/gc：..9/

13和 C o r r . 1 和 3 ^  Add . 1 和 Corr  . 1和 Add. 2 ) , 有一个代表团说执行主任 

的 提 议 有 一个是可以接受的，若干代表团支持它的说法， 另一个代表团提到行 

预、咨委会关于拟议预算的掘告  （üNEî>GC.a/工.3)并问执行主任对它是否有任

何意见• 有一小代表团根据行预咨委会报告，对执行主任的报告（Ü1EP/GC. 

9/13和 Add.  1和 2 ) 表示保留射别是关于取位改署和一盛拨敦项目的巨大增加 .

4 ^ 1 -秘书处的代表说《咨询要员会的报告已经述非常详细的研究， 关于第10 

段行预咨委会对职位改叙和缺乏职务说明的意见• 因为这些职位的职务没有任何改 

变，所以每一小职位只有一小职务说明；这 些 都 以 背 棄 资 料 提 交 委 g 会 ， 至 

于 第 1 1段对特设专宏组的意见，执行主任已通知行《咨 委 会 需 要 终 I备活动和后 

继行动，因为1 9 8 2 — 1 9 8 3两年期由于1 9 8 2年将举行特具个性会议对斯 

德母尔摩之后千年进行评价而具存捧别性质，此外， 大会和规划理事会都要求环境 "fit 

责愈来愈多的工作， 因此常祭要求召斤这类会议• 关于 第 1 .2段咨询券§ 会对

顾问费用的意见• 他提请注意秘书处常常需要非常高水平的顾问以处理政策事项； 

与纽约的情况相反，内罗毕雇用顾问《提供巨额的旅费，

4 9 a 若干代表团认为处理委S 会故到的预算事项的各种文件所遵循的程序不刺 

于事务的正当进行. 它们尤其认为遗裤的是没有时问讨论行预咨委会的报告 . 它们 

建议将来应首先讨论行预咨委会的报告，并参照咨询黎廣会的建议对执行主任的报 

告作出决定•，鉴于上述种# 理由，一个代表团对关于方案赛用和方案支持參用领算 

的各项决定草案一慨持保留态度 , 并说如系付诸表决的话，它是会投反对票的，



493 .狭韦处代表在答复关于1 982fP 1 98脾 的 ^ 计通货膝胀的意见时说， 

经常预算翁第一次成绩报，里用的是1 族账率, 但 是 瓶 行 立 任 在 他 的 方  

案费用和方案支持费用领算中指出，这个数字似乎太过保守， 关于ÜBEP/GC. 

9/13号文件第3 1 段所提到的两个特设会议的问题 ， 他说这两个会议是为非洲区 

域 计 划 的 ， 它们的组成还没有决定^ 但是原意是尽量包含非洲的专宏， 会议的 

结果'将转致这区域的各国政府,•

494  一个代表团指出，方案费用和方案支 持 费 愈高.，提供基金方案活动的就 

愈少；提议的方案费用和方案支特费用将击 1 9 8 2 - 1  9  8 3 年指标120,GOO,000 
美元的21. 6% , 而在 77, 000 , DOOH元中则约占三分之一  •它 建 应 核 可  

26, 000 , 0 00美元的拨款同时也应核可新员额，但有一•条件是方案费用和方案 

支持费用不超过基金实际可以提供香源的 .2 5%。 几<；̂代表面支持这：*5建议。<
4 9 5 .环 境 基 金 和 行 政 易 代 助 理 执 行 主 任 行预咨委会提 iÜ T方案赛用和方 

案支持赛用与基金方案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 执行主任知道这个问颗，并同意1 g® 2— 
1 5 8 3 年f t 实际需要应按:照揭款而不应艘伊指标数来确定 . 面此大家、同意， 

这个问题JÊ[子1 S  8 2 年会议中參照更新的掘象和肯定认捐的资料加以审查•

4 9 6 .有 代 表 因« 1  9 8 2 - 1  9 8 3年拨截25 ,  50U 000美 ^ 但  

附有条件，菊J方案费用和方案支持费用不应超过两年中每一年实收描款的3 3 % .

同时请执行主任询规划理事会第十® 年会议提出报告. 不过，英一小代表0 指出， 

指 定 百 分 化 将 使 1 9 8_2 — 1 9 8 3 年方案赞用和方案支持赛用预算的大小受 

到实有经费的瑕制，E 此》为 1 S »  2 — 1 9 «  3 年预算核可面定数额未免太早.

4 9 7 .代助理执行主任说，执行主任不愿意看到方案费用和方案支#赞用预其所 

占的百分愈来愈高. 不过，关于什么是行政赛用， -什么是方案赛用，他要保窗立 

场，他将在建议的百分比范围内工作. 不过，执行主任想将一个技术画难载入记录，

坪要到年底他才能知道实收编象有多少. 结果，他不得不用未知数来安播行政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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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 .委员会在结束讨论时，建议一项关于1 9 8 2— 1 9 8 3 年方案费用和 

方案支持费用预算的决定草案， 以供规划理事会通过0,关于规划理事会通过的决定 

， 文，参看附件一，第 9/27時决定 。

B . 1980-1981 m m  1980年 1 2 月 3 1 日终了的

第一年财务报告和临时决算 ( 未经审计）

499. 代助理执行主任介绍了 1 9 8 0  — 1 9 8  1 两年期1 9 8 0 年 1 2月 Si

日终了的第一年财务报告和临时决算（未经审计）（UMJp/i3C，9/4和 Corr .  1》。 

• .

500. 一♦ 代表团提及基金的 '流劫力何颗， 因为框说由于《基金最大捐款 国 "
*

未曾按时缴# 其全部捐I t 执行主任不得不从1 9 8 0 年 8 月起推延执行计划项目。 

这小代表团认为这决不是问题所在； I ' . 这已是第二年提出这小问題。 但 .

该 文 件 附 表 3 . 1 显示， 在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B时环境署有投资总额 

11,20(^ 000美元》其每年牧入的患金约 2 ,  000, ©00美 元 . 如系发生流

力问题的话，何不动用一部投资？大家同意需要一笔工作资本基金， 但是其数额决 

不能大至方案总额的三分之一， 决不能把方案推迟执行， 来保拍工作资本基金； 

工作资本基金的目标翁是要保护方案.

5 0 1 .基金方案管理组主任指出， 应在整个基金资产负债表的范房内来看投资附 

轰 . 这里》投资数额是基金舍部资产的一小重要薄分， 可是从资产负债表可以看 

出， 同时4 有许多负债项目• ’ 最重要的是表内最后一行的基金结余总额25 , 50(i 

000美元》其中 14 ,70Q  000美 元 是 不 可 兑 换 货 80G  000美元是可兑 

换货审 • 在可兑换货市的结余总额中• 有 f t  8 o a  0 0 0 美元到了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未缴付.

5 0 2 .代助理执行主任说，处理現金流动问题的办法是每年按一定百分比增加財 

务准备金和审查1 9  8 4 年财务准备金的全面瑕度》

' 5X>a ,有一个代表团说， 參于本届会议的时间有R它于是要求为第十届会议编

写一份讨论文件，以便届时就这个巧题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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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4 .姿 S 会注意到1 9 8 0 — 1 9 8 1 两年期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曰终了 

的第一年财务报告和临时决算 ( 来经审计）。

C . 内罗毕联合a 办公參地

505.，环境基金和行政办公室代助理执行主任于介绍执行主任关于内罗毕联合 

国办公房地的报告（ü » E p /ü C .9 / lé 和 A d d . l  ) 时向委员会报告说》大会第三 

十五届会议已经采取有关此事的所有决定。

5 0 a 参 8 会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内罗毕联合圓办公房地的报告。



第八章

其他事项

5 0 7 .没有人对议程项目1 2 的讨论提出任何问超。



第九章

规划理事会第十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日期和地点

5 0 8 . 理事会本届会议于5月 2 5 日第8次会议按照主席团的建议，决定第十届 

会议的临时议程、 H期和地点，并核可该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参看附件一， "其他 

决 定 " ）。

5 0 9 . 执行主任指出，他在项目4»下提出的报告，除其他问题外，还包含（按照 

理事会第七届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的）理事会会议的周期和期间， 1 9 8 3 年环境状

况报告的预定主题和环境规划署在区械一级的参与情况。此外，项目6还包括1982 

年指标完成进度的评价。

5 1 0 , 理事会在同一次会议上也按照主席因的建议，

议之间休会期间同各国政府非正式协商的日期和地点 (
决定第九届会议>»第十届会 

参看附件一， " 其 他 决 定 "）



第十章

规划理事会纪念联合®人类环境会议十周年 

特会的临时议程， 日期和地点

511 .议程项目1 1的审议编入一般性辨论内（参看第三章K

512. 规划理事会本届会议于5 月 2 6 日第9 次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主席 

团提出的一项决定草案，标题是 " 规划理事会1 9 8 2 年特具个性会议 " （参看附 

件一，第 9 / 2 号决定）。



第十一章 

通过报告

5 1 3 . 规划理事会于5 月 2 5和 2 6 日第8 和 9 次会议上审议了理事会第九届会 

议的工作报告草稿。

5 1 4 . 日本代表指出，理事会第九届会议通过了一# 政治性的决定。 日本代表 

团对所有这些决定一抵投弃权票， 以反映它对政治问题千扰环境工作这种愈来愈高 

液的趋势的深切关怀。 这种趋势可能打乱理事会的活动并使环境署分心，无法做 

它原来确定的工作。

5 1 5 .联合王国代表说，理事会将来的会议应確少和简化它所编制的文件，并且 

还应保证发言者坚守讨论中的项目。 此外， 决定草案应及早提出而且应尽量在正 

式会议室外达成协议》不要占用逢事会的时间来进行谈判。 最后他说，如果理事

国希望环境规划署真正有效地处理真正的环境问题，它们应避免长篇的演说和不相 

干的决定，而且不要攻击有能力协助解决环境问题的国家。

5 1 6 . 加纳代表获得其他许多代表的支持，对前一位发言者的发言深表忧虑。规 

划理事会是一/卜国际论坛，各理事国不但有权，而且可以予想得到，会在这小论坛 

行使它们的充分主权。 对于什么是相干，的, 可以有很大的意见分坡；但是他相信,

所有发言者都出于诚心想协助达成环境规划署的目标。任何企图支配理事国说什么 

和不说什么或暗示各国代表团采取的立场视它们是否被列为捐助国或受援国而定， 

都是不可容忍的。

517. 沙特阿拉伯代表说，这届会议期间产生的意见分坡表明了环境关怀的复杂 

性C 他表示希望，不要让这些分峡干扰到目前为止所建立的合作。

518 . 理事会5 月 2 6 日第9 次会议注意到经第一会期委员会报告员口头修正后 

的该委员会的报告，并通过该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第 9 / 1 0 至 9 / 2 2 号决 

定通过的决 定案文 参看附 件一。



519 . 有一个代表® 回顾在第一会期委员会和全会辨论期间，它对 1 9 8 2 —
1 9 8 3 年中期计划草案持严肃的保留态度。 因此，它对 1 9 8 0 — 1 9 8 3 年 

环境方案的决定（第 9 / 1  0 A 号决定）的第9 段持保留立场。

5 2 0 . 关于干單地和半干单地的决定（第 9 / 1  5 么号决定），执行主任说，他 

设想对各计划项目的支助请求都须加惯例性的限制规定： " 在已有资源范围之内" 。

521 • 他对擅长环境法政府高级官员特设会议的决定（第 9 / 1  9 A 号决定）第 

1段的理解是该环境法专家组以该会议的筹备委员会的身份，在该会期委员会报告 

提出的所涉财务问题范围之内（参看第3 7 4 段 ）其成员将扩大以包括对特设会议 

表示有兴趣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此外，他的理解是 , 虽然第4 (a)段可以设

想提到表示有意响应规戈>1理事会 1 9 8 0 年 4 月 2 9 日第8 / 1  5 号决定的国家，

但是理事会想放弃该决定具体规定的1 9 8 0 年 9 月 3 0 日的期服，因而接受所有 

表示有这种兴趣的国家的参与。他还强调第4 0))段所说的会议将在紧接着筹备委员 

会会议之前两天举行。最后，他指出已经获知有一个国家表示愿意支持—— 虽然还 

没有确定，但是他吁请捐助国考虑向这一系列的三个会议提供支持。

5 2 2 . 他指出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源在环境方面的合作的决定(第 

9 / 1  9 B号决定）没有具体规定理事会关于执行大会第3 4 / 1  8 6 号决议的进 

度报告应在何时提出大会。 因此，他在准备该报告的材料时将按照这份报告是要 

提出第三十七届会议这个原则来进行。

5 2 3 . 他注意到关于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环境教育和训练的决定（第 9 / 2  0 C 

号决定）的第 1 (d)和 3 段提到方案活动中心，回顾已经递交各国政府的在试行基础 

上设在非洲的同样的中心的评价报告，提出环境规划署和教科文组织的评价人员都 

认为这个中心达成了它的目标，因此将来更适宜的行动方针是建立教育和训练的机 

构区城网。

5 2 4 . 关于区城方案和方案支持的决定（第 9 / 2  1 号决定），他指出，因为理 

事会第十届会议将讨论环境规划署的区城参与情况，在理事会该届会议作出决定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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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采取加强区域办事处的任何行动。

525 ,  阿根廷代表说，原则上规划理事会的所有决定都必须立即执行，而不需 

要理事会在下一届会议予以进一步肯定。 加強各区域办事处能力的决定和应在另

外场合讨论环境规划署参与区城工作问题的决定之间没有冲突，执行主任应履行理 

事会第 9 / 2  1号决定所交付给他的责任。

526.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说》不管牵涉的问题如何，美国代表团希望理事会 

可以俄赖执行主任采取执行其决定所需要的行动。 就讨论中的问题而言，现有的 

具体决定与1 9 8 2 年综合审査这小问题遍有冲突。

527 . 执行主任解释说，如果将这项决定理解为需要增加各区域办事处的工作 

人 à 的话，就很难加以立即执行了。 通过协商，旅费等方式增加对各区域办事处 

的活动支持是不成问题的。

528.  阿根廷代表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小问题是根推多边行动，促进区 

钱解决的一小问题。 他深信执行主任将在他立即可以掌握的可熊性范围之内，尽 

一切努力加强各区域办事处的能以便为它们区域内的各国提供意见和援助。如 

果需要增加工作人S 的话，这种请求可以向理事会第十届会议提出。

5 2 9 . 理事会1 9 8 1 年 5 月 2 6 日第9 次会议注意到第二会期委g 会报告员

口头修正后的该委员会的报告（参看第六和七章），并通过了该委员会建议的决定 

草案（第 9 / 2 3 - 9 y ^ 2 7 号决定）。

5 3 0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也以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 和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a 的名义发言，说这些政府对环境基金的数量和它们所提供的货市，按照大会 

第 2997 ( X X V I I ) 号决议和基金财务细则第2 0 3 . 4 条的精神和字面，都是厲于 

各 11主权管格范围内的事情，任何金图强制规定比例和货市的企图都是透反了自愿 

的原则，而这项原则是环境基金业务的基本原则。 这些代表团认为关于不可兑换 

货市的决定绝不可能被解释成会对管理基金业务的原则和规则发生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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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1 . 有一♦ 代表团说》第九届会议对执行主任提议的下一♦两年期的开支水 

平的讨论也许比以前任何一届的会i义更热烈，因此尽管一些代表团表示有些保留， 

最后还是产生了协调一致的意见，这是令人高兴的。 现在似乎已到达一♦十字路 

口，真正令人担忧的是，通过自愿捐敦* 特别是通过有能力捐助更多的国家的自愿

捐敦筹措的资源是否无法达到以前环竟规划署认为必普的介入水平。执行主任应特别 

参照目前世界经济情况》厉行节约，并兼顾效力。 最后，执行主任对展开活动设

立东亚区域信托基金所表示的谅解是非常值得感谢的。

5 3 2 . 关于第9 / 2  3号决定, 执行主任说，按照他的理解，第 9 段所要求的 

报告是提交规划理事会本届的报告的修正本而不是一份新的报告，而且第 1 » 段所 

要求的进度报告与《给各国政府的报告》所载详细资料不重算，而只是适当加以查 

对而已接着他提到第.六章，第 4 2 5 段的声明的最后一句话， 他认为他已向规划 

理事会提供了详细情况》 以促使它采取合理看法》而且他照顾到小量的增长，他也 

对优先事项发表了看法。

5 3 3 . 阿根廷代表说， 规划理事会所需要的是将决定第1 3 段所提及的资料以各 

种工作语文和正式语文在该届会议开始六个星期以前提交各国政府，以便分析情况 

和适当组织意见。 执行主任指出，除了一个语文的一份文件返了一个星期之外， 

所有并非不可避免在限期之后编制的有关基金和行政的文件都已按照六国规定分发， 

他并且向理事会保证，秘书处将继续确保今后在这方面将有相同或更佳的表现。

5 3 4 . 关于第9 / 2  5 号决定， 执行主任说，按照他的理解， 这*条款涉及将要 

通过的新行动计划，而与目前已在执行的行动计划无关；对行动计划继续提供技术 

和财政支援的义务不一定是指在同一水平上，而只是在已有资源范围内；规划理事 

会采取的决定将按照执行主任的建议并照顾到理事会第七届会议关于遂渐结束可能 

长期拖住环境基金的方案活动 ( 第 7 / 3 号决定，第 6 段 ）。

5 3 5 . 关于第9 / 2  7 C号决定的草稿， 他指出理事会照规矩无法处理一个向行 

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提出的要求。经联合王国代表的提议，后来将该草稿修正 

为下面附件一所载的文本。

5 3 6 . 规划理事会本届会议于5 月 2 6 日第9 次会议通过本报告，但需加入第8

和 9 次会议所核可的修正。



第十二章 

会议闭幕

5 3 7 . 沿例相互交换了礼貌性发言之后，主席宣布规划理事会第九届会议闭幕。



附 件 一

环境规划理，会第九届会议的决定 

目 录

决定号码 标 题 通过日期 百次

9 / 1 方案政策和执行 198 1 .5 . 26 130

9 / 2 环境规剑理事会1982年特具个性 198 1 .5 . 26

会议 13̂1

9 / 3 协调问题 1981 .  5 . 26 138

9/4= 环境与军备竞赛 1 9 8 1，5. 25 1U3

9 / 5 战争遗物 1 9 8 1 . 5 . 25 lli5

9 / 6 危险化学物质名单 1981 .  5 . 25 1̂ 6

9 / 7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 198 1 .5 . 25

9 / 8 全球军备奏用 1981 .  5. 26 ikS

9 / 9 声援南部非洲种族隔离的受寧者 1 9 8 1 .5 . 26 lîj-9

9 / 1  0 方案事项 1 9 8 1 . 5 . 26 150
A . 1 9 8 0 -1 9 8 3年环境方案 1981 .5 . 26 150

B .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 1981 . 5 . 26 151

C V环境法 1 9 8 1 .5 . 26 152

D . 国际查询系统（查询系统） 1981 . 5 . 26 153
9 / 1 1 环境方案：长期问题 1 9 8 1 .5 . 26 15U

9 / 1 2 发展中国家严重环境问题的优先 1 9 8 1 .5 . 26

次序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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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录  

(续前）

决定号码 标 题 通过日期 更次

9 / 1  3 外慑 156

A .世界气候參响研究方案 1981*5 .26 156

B .保护皇義层 1981^ 5 . 158
9 / l é 人类住■区的地方环境规划和管理 1981^5^26 160

9 / 1 5 大地生态系统 l6l

A .干军和半干軍地生态系统 1 9 8 1 2 6 l6l

B . 世界土壤政策 1981 .5 .26 162

9 / 1 6 环境与发展 1981 .5 .26 l6h

9 / 1 7 海洋.：区域海洋 165

A - ,规划理♦会1979年 .5月 3 日 1981，5 .26

第 7 / 8 号决定和1980年4»

月.2 9 日第8 / 1  3 S 号决定

的执行情况 165

B .规划理事会1980年 4 月 2 9 1981 .力.26

日第8 / 1 3 C号决定的执行

情况 166

9 / 1 8 能 1 98 1 .5 . 26 167

9 / 1 9 环境法 168A.专攻环境法的政府高级官员特 1 9 8 1 .5 .26

别会议 ■■ 168

B. 关于而小或两个以上®家共有 1981 .5 -26

自然资源在环境方面的合作 170

- 126 -



决定号码 标 题 通过日期 页次

C

D

9 / 2 0  环境教育和训练

A .大学与环境

B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城的环 

境教育和训练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环境教 

育和训练

非洲教育和训练及各国机构 ' 

的加强

9 / 2 1  区域方案和方案支持

9 / 2  2 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

A . 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 

行动计划》的协调工作和后 

■ 继行动 

B . 1980年 1 2 月 5 曰大会关 

于苏丹一萨赫勒地区内《向 

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 

的执行情况的第35/72号 

决议的实施情况 

9 / 2  3 环境基金的管理’

9 / 2 4  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提供额

外资源

1981 .5 .26  

1981 -5 .26

1981 .5 .26

1981 . 5 . 26

1981 . 5 .26

1981 .5 .26

1981 . 5 .26

1 9 8 1 - 5 . 26

1981 . 5 .26

171

171

173

176

177

178

178

ISO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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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2 5  行动计划的资金筹措

9 / 2 6  信托基金的管理

9 / 2 7  方案费用和方案支持赛用

A . 关于 1980—1981两年期方案 

费用和方案支持费用预算的成绩 

报告

B . 1982—1983两每期方案费用和

方案支持费用预算 

C .行政和預其问题咨询委员会对方 

案赛用和方案支持费用的审查

1981 .5 . 26

1981 .5 .26

1981 .5 .26

1981 . 5 .26  

1981 . 5 .36

187

188 

190

190

191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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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大会1 9 8 0年1 2月5日关于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的第3 5/74 
号决议以及大会1 9 8 0年1 2月5日关于战争残余物的问题的第35/71号 

决议；1 9 8 0年10月30日关于世界自然宪章草案的第35/7号，1980 
年 1 0月3 0日关于各国为当代和后代养护大自然的史历责任的第35/8号；

1 9 8 0年 1 1年3日关于原子辖射的影响的第35/12号； 1 9 8 0年 1 2  

月 1 6日关于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的第35/204号;19 8 0年 12 

月1 6日关于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第35/205号；1 9 8 0年 1 1 

月1 0日关于宣布国际饮水供应和Æ生十年的第35/18号； 1 9 8 0年1 2 
月5日关于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第35/56号；1980年12 
月 1 5日有关交换关于禁止使用的有專化学品和危险药品的资料的第35/186 
号； 1 9 8 0年 1 2月5日关于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捷助的第35/1 1 1号；

1 9 8 0年 1 2月 1 6日有关关于改經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的大.会第 

32/197号决议附件第八,执行情况的第35/203号；1 9 8 0年1 2月17 
日关于阿拉伯文服务的第35/219号；1 9 8 0年 1 2月 1 6日关于发展中 

国家间的技术合作的第35/202号；1 980年12月10日关于联合国同 

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的第35/117号； 1 9 8 0年 1 1月3日关于1 9 8 0 
- 1 9 8 3年中期计划的第35/9号'；1 9 8 0年1 2月 1 7日关于人事问题 

的第35/210号； 以及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 

第二届常会的其他有关决议和决定，

审议了

(a)执行主任的介绍性报告，'
(b)执行主任的介绍性发言，2

ÜITEP/C3C. 9/2,UUEP/GC.9/Add.5.



(c)执行主任关于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有关的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和 

经济及社会理♦会1 9 8 0年第二届常会的决议和决定的报告，，

( d ) 执行主任关于人民、资源、环境和发展间相互关系的工作4和有 

关秘书长关于同一问题的报告，的说明，以及该报告，6
(e)执行主任关于1 98 1年环境状况的报告， 7

考虑到各国代表团在理事会第九届会议对方案政策和执行所表示的意见，

执行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除发展战略 

和筹备促进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全球谈判回合和国际会议

赞赏地注意到环境考虑已并入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

本文；

2. "I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按照大会规定的要求，在执行战略方面发挥 

其作用的重要性；

3 .强调所有参加联合国主持的、有别于环境主题的会议或谈判的国家政 

府和联合国机构应把环境考虑充分考虑在内的必要；并重申其对执行主任发出 

的呼吁，即趣续向战略所载的有关规定提供业务内容及掛酌情况，协助筹备全 

球谈判回合；

ÜNEP/GC.9/2/Add .1。

U2JEP/0C. 9/Add.4,
UNEP/GC. 9/2/Add.4/Supplement,
S!/1981/65。
uEEp/Gc. 9/a,
大会第35/56号决议，附件。



人民、资源、环境和发展间相互关系

1 . 欢迎大会在1 9 8 1年1 2月5日第3 5/ 7 4号决议赞同理♦会关 

于联合国系统对资源、环境、人民和发展之间这种相互关系工作提出的建i义 

并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步骤, 执行建议；

2. 建议的执行迅速展开；

3 .同意执行主任提交规划理事会的高级专家經关于这小间题的提议,特 

别是执行主任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应优先进行的专题研究的建议； ，

4 .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从优考虑执行专家组关于工作方案提出的amm

提议；

5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人民、资源、环境和发展间相互关系的报告；

6 .确认秘书长报告的第16、20至26、36至39、41、51、56, 57, 59, 
60和62至64段所表示的意见中肯，可以成为进一步报告这个事项的重点；

7 . 认为这种进一步的报告应集中向各国政府提供有关研究结果的具体意 

见，以便国東区城和全球各级的活动照顾到这些结果，并应成为向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和大会报道大会第3 5 / 7 4号决议所要求的相互关系工作方案执行 

情况的主要丄具，因该决议可视为编写报告的纲领；

8.又认为在重视进一步发展慨念的同时，应强调在不义将来为已经发展 

的慨念提供业务内容，执行有关项目和专题研究，使这些项目和研究的结果成 

为改进慨念的有效基袖并证明相互关系的处理办法在促使可能的健全、持义和 

遇速的发展方面的正确性；

9. ^ 在第九届工作报告中附加执行主任就相互关系提出的报告。该报

参看附件二，第4段。



告是根振1 9 8 1年1月就此举行的高级专家组的建议编写的; 
10.请经济及社会理♦会注意，上面第6 -8段所表示的意见；

执行大会第三千五届会议 

和经济及社会理♦会 1980#
第二届常会的决议

1 . 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执行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有关的大会第三十五届 

会议和经济及经会理事会1 9 8 0年第二届常会的决议的意向；

2 . 回顾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决定至退在1 9 8 2 年1月1日以前将阿拉 

伯语文列为包括规划理♦会在内的附厲机关的工作语文；

3 . 决定修正议♦规则第6 3 条第1款，将阿拉伯语文列为规划理♦会的 

一种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

1 9 8 1年5月2 6日

第九次会议

UMP/GC 9 /2/Add. 4,附件二。



9/2.环境规划理事会1 9 8 2年特具个性会议

规划理事会，

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规划理事会1 9 8 2年特具个性会议的报告，'，

1.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大会，mmmmmmm"回顾其关于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的1980年12月5日第35/ 7 4 号决议第1 3至1 5段，

"对需要使1 9 7 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上表达的、需要各国和国际同通力合作、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紧急感及各国 

政府矢志努力的火焰复燃， 表示关切,
“ ̂鉴于斯德奇尔摩会议以来对于环境和环境问题的看法的根本改 

变，世界社会有需要作出适当响应，考虑到人民、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 

的相互关系，

“ 1 . 决定环境规划理事会特具个性会议应于1982年5月 10日 

至1 8曰期同在内罗毕举行； '

"2. ^ 各国代表团团长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应以十五分钟为限；

"3. ^ 本附件第一节所载临时议程草案；

"4 .进一步决定规划理事会的议事规则应对特具个性会议适用, 第 

17、18. 19、31和67条规则经规划理事会的修正并载于本决议附件第 

二，；

U H E P / G C .9 / 2 / A d d .a

参看《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报告，1 972年6月5-16日，斯德齋尔. 

摩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2!.73.工工.4.14和更正），第二孝。



"5. î f 邀请各国政府在最高政治一级参与特具个性会议，并特别 

邀请负责处境问题的各国部长参与会议；

"6. ^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指出的方武拟订一个特别 

新闻报道方iT
f 巡规划理♦会的愤例，鼓嚴各非政府组织参与特具♦性会议;
希望在1 9 8 2年宣布一种新的国际笑金和若干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奖章，以激场对环境的良好管理和保护。

" 7 .  

" 8 .

附 件

" 环境规划理♦会 1982年特具个性会议

" 一 . 会议临时议程草案

1 . 会议开幕。

2 . 会议安排：

( a ) 通过议事跪则；

(b)选举主席团成员；

( 0 议程和工作安排，

3.代表的全权证书，

4 .审査人类环境行纺计划执行方面的主要成就》

5 . 环境规划署于今后十年内应予注意的主要环境趋向,
6 . 通过会议报告。

7 .会议闭幕。



"二. 规划理♦会特具个性会议 

议事规则的修正案

"第1 7 条 ( 代表权和全权证书）。鉴于特具个性会议颜期将有更广 

泛的参与，理事会或可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28条的规定，成立一个成员 

九人的全权证书委员会，其组成与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全权证书委员会 

的组成相同。 如果理♦会同意这个提议，则规划理事会议事规则第1 7 
条第2敦应于特具♦性会议期间停止适用。

" 第18条 (选举)
( a ) 第1 8条第1段应修正如下：

‘ 在特具个性会议第一次会议开始时理事会应于其成员中， 

选出一位主席，三位劃主廣及一位报告员，构成理事会的主席团， 

在会议期间任职。 主廣团应协助主席处理理事会的 事 条 在下 

面第6 0条之下可能成立的会期委员会或工作组的主席应被邀请 

出席主席团的会议。’
( b ) 第18条第2段不改动；

( c ) 第1 8条第3段应于会议期间停止适用。

"第1 9条 （任期）应在特具个性会议期间停止适用, 以便该会议自 

选其主席团成贞》 第1 9条如不停止适用，厕理♦会第九届会议的主席

团成员应于特具个性会议期间留任，直至第十届会议的首次会议为止。

“ 第3 1条 {法定人数) 。也因为特具个性会议预期将有更多人参加, 
允宜将第3 1条按照大会议事规则关于法定人数的第6 7条修正知下：

‘ 理事会会议至少须有三分之一成员国出席时，主序才可宣布开 

会并准许进行辨论。必须在过半数成员国出廣时才能作出任何决定。，

"第6 7条 (非规划理♦会成员国的参加），大会既已决定所有国家 

均可参加特具个性会议，第6 7条应于会议期间停止适用。"



2 . 决定一♦单独文件已足以顾及秘书处必须提供的环境规划署今后十年 

间处理的主要环境趋向的说明，以供特具个性会议审议，以及规划理♦会1 9 8 1年5月26曰第9/3号决定第三节，第1段所规定的前素文件的首先几 

个必要因素，包括其继续发展的方法和途径，以期能于1 9 8 4年完成；因此 

没有提出两小方案方向文件的必要；

3.进一步决定上述文件的编写工作提出的说明的第5段所定的程序 

和时间表，要特别强调各政府代表在1 9 8 1年1 1月1 6至2 0日举行会议 

期间的非正式协商时有必要详细审查该文件草稿；

4 . ^ 执行主任关于为规划理事会特具个性会议编制文件的其余建议；

5. f 执行主任确保提请大会注意特具个性会议的赛用慨算；

6. §大会有利地审议召开这届特具♦性会议所涉财政问题；

7. 授权执行主任利用环境基金方案准备金为特具个性会议的筹备提供经 

费，但有一项了解，即在大会对规划理♦会的建议作出决定后，应从联合国经 

常预其偿还这项准备金。

1 9 8 1年5月2 6日

第九次会议

ÜUEP/QC.9/4/Add.5,



审议了:

l a ) 執行主任关于协调问奪的报告，

( b ) 行政协调委贾会提^ 划理事会的年度报告，

{e】 執行主任关于编制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某钩报告， "

W 执行主任关于前景文件编制的说明, '7

î e ) 执行主任关于联会a 人类住区中心（生境中心）热行主任、人类住区委员 

会主库团同孝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及其规划理事会主库团举行的第三次联摩会 

议的後告》 '

W 执行主任关于词各g 埃委员会的合作的报告， 

ie)执行主任的介绍性发言，

各 a 代表S 在理♦ 会第九届会 isi表示節关于协调何题的意见，

* U B E P /G C .9/4
5 Ü H E P /G  C . " 9 / 4 / A d  d ‘  1

6 U F E P / G C ,  9 / 4 / A d d  . ♦

7 Ü B E P / G  C ,  9 / 4 . / A ri d , S  

« Ü IÏE P/G  C ‘ 9 / 4 / A d  d . 2 

, . U  H EP/G  C . 9 / 4 / A  d à - 8

20 ü lîE P / G  C . 9 / 2 / 左 d d ，5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年度报告

1 • 赞赏地遂意到行政协调委员会提交规划理事会的报告资料丰富,特别是报 

告载明委员会成员仍然愿意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拟订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和前 

景文件，并在这方面提供意见,，‘进一步发展这些活动以及査明沙漠化防治方面应该 

进行的优先活动领域，列明满足未来数年的需要所应完成的•条件和敦促联合国各机 

钩在与干军和半干军区有关的任何发展方案中特别注意沙漠化问题， 以便进一多执 

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V并特别注意促进这些活动和方案的財政支助。

2 , 对执行主任负责召集主管联合a 系统各 组织环境事 的指定 官 S 协商，

.雙写行政桑ê 会年度报告， 以供$ 昂会审议的方式和遵照大会1 978#42月5 0 ^3 3 /8 6
号决议，在行政委Æ★委资自己核可的年度报告范围内对环境和沙漠化事项的审议，

3 . 邊执行主任继续充分参与行政协调委员会的会议 ， 并定期报告季员会在 

其对环境的实质责任 ifP关于环境基金资源使用的财政和行政责任方面与规划理事会 

有关的决定， 二

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的编制. .

1 . 養扬行政协调委员会关于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的编制的意见5
2 . 紹全 系统中期环境方案将 f t规划理本会及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有关的政府 

问机构绘 IB—幅联合 f f l系统以内所进行各项环境活动的全恥包括各组织在其系事 

要求之下进行的、并不直接牵參环想署的各巧方案；



3 。 碎认全系统中期方案必须考虑到联合国系纪各机构如其他组织的需要和 

真实关心，’并应考虑到： ■'

( a ) 对联合.11系统各机钩相其他部门为规划理事会本届会议审议的全系统中 

方案的目标的制订所作努力羡示感谢；

m 敦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 系统各机构及其他组织之间为进一步拟订 

全系统方案想续进行密切合作； ’

( C ) 呼吁各成员国对全系缓方紫的进一步制订和执行给予支持， 并在各.有关 

理亭机构内作出必要的决定；

4. 速执行主任编写全系統方案的* 后草案，考虑到上述第2段 的 定 以 及  

提出的意见和就该方案的目标，结狗及评细程度作出的决定，并将草案提交规划理 .

事会第十届会议；* • 一

前景文件

1 . ^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意见，即前景文件应设法确定关于长期环境问题 

如良好处理环境保拍及改善问题所需适当努力的共同观念，勒助确定今后几十年的 

长期行动议程，并为世界社会制订预期目 if、；

2 . 授权执行主任鉴于为进一步审议提议的各种任择办法,同各国致府和国 

际组织就下列各点的需要程度、可行性和筹资办法进行协商：

( a ) 设立一个由代表所有地区的知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委资会，研究截至2000 

年时和2000年以后的全球环境前景并就此提出报告；

0 > ) 力编制和完成前景文件，促使所 有 国 家》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和机构及世界 

科学界參与有 ;关的政府间过程；



' (c) 其他可能的任择办，法 ；

3 . 决定在其第千届会议上参照执行主任的报告和特具个性会议的结果进一

步审议这些问题，

四

同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生境中心）的合作

1 . 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生境中心）间的持续合作， 

如执行主任编制的关于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执行主任和联合国人类住区委员会主席 

团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和环境规划理事会主席团的第三届主席团联席会议 

的报告 21所反映 ， 表示满意 ;

2 . g 执行主任同人类住区中心执行主任合作实瑰人类住区委S 会第四届会议 

作出的下列要求 i

( a ) 研究加强它们之间合作的方武和方法， 以便使合作更为有效；

( t ) 审查在筹备和向主席团联席会议提供服务方面加诸于其工作人S 和预 

算资源的所需，要考虑到关于阐明第三届主席0 联席会该的建议；

3 . 进一步请执行主任向靓划理事会第十届会议提 IB关于上述第2段执行情况 

的报告，

五

. 同各区域委S 会的合作

1 •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7 9年 8月 2 日第1 9 7 參/ 5 6号决议对环 

境规划理事会1 9 7 9 年 5月 8 日第7 / 1 号决定各現规定所表示的赞同，即还没 

有设立区域政府间环境委员会的区域委员会应设立这种委员会Î

2» UNEP/GC / g / i/ A d d ，2 .



2 联合国环境靓划署加有些区域委6会在IF境频域的有敦合作表示满 

寒 ; 并建议应H« 调经济委员会改进和加蛋这种♦ 作;

3 •决定在其第十届会议上讨论联合国环境想《署在区域一级的参与情况，

19 8 1年 5月2

第九次会议



参照大会关于各国为当代和后代养护大自然的历史责任的1 9 8 0 年 1 0 月 30 

日第35//8号决议和关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间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的19 

8 0 年 1 2 月 3 日第3 5 / 4 7 号决议，

回顾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 第26条原则， 其中宣称不 能让人 类及 其环境  

道受核武器及其他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彭明，各 ®必须作出努力，i ü b种武 

器的完全销毁，迅速达成协议，

又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以及 1 9 7 7 年 9月 9 日联合国汝漠 

化会于大规摸毁灭性武器对生态系统的有事影响的第四号决议.

全世界继续透行的' 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香竞赛消耗了人类解决、其经济. 

社会和环境问题所奢的人力敎力，

意识到这种情次>大大越增如了世界接战舍的危险 ， 将无每避免艳为人类的自然环

境以及地球上人类生存本身带▲ 空前祸患，
«

1 V遵执行主释在化提出的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中列入军备竞赛对自然的影明 

的定期分析；

2 - 里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届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考虑在 I该届会议议程

草案中列入标题为"军备竞赛对自然的影响 " 的项目； ’

a s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报告， 1 9 7 2 年 6 月 5 — 1 6 日，斯糖寄尔摩》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73 . I I .  A. 1 4和更正），第一章•

" 大会 1 9 7 8 年 6月 3 0 日第8—10/2号决议。

参看 A/COUF. 74/36 , 第二章•



s 书长向大会第二届载军特别会议提交特别报告，极摆大会1  9 8 0 年

1 0 月 8 0 日第8 5 / 8 号的想定就军备竞赛的有，參明编写；

4 •进一步请执行主任向规划理事会第十一届会议报告大会第二届特别会议关 

于上述问题翁基本结论积主要提议，

19 8 1年 5月 2 5 B 

第ill次会议



规划理事会，

回 顾 其 1 9 7 6 年 4 月 9 日第8 0  (IV)号决定和1 9 7 7 年 5 月 2 5 日第 101

(y)号决定，

认识到与此有关的大会1 9 7 5 年 1 2 月 9 日第3435 ( X X X )号， 1 9 7 6 年 "  

月 1 6  E 第 3 1 / 1 1 1 号 和 1 9 8 0 年 1 2 月 5 B第35/71号决议，其中支特

受 到 战 遗 物 例 如 布 雷 区 的 D 家向负责埋雷3^国家要求适当赔偿的合法要求，

1 . 重申埋雷国家对于因其埋雷而使理雷所在a 家還受的广大損害负有責任 ;

2 . . 呼吁负有此种责任的国家采取必要步骤 , 向受影的国家提供地图和其他 

悄报， 找出理雷地点，并同时作出遂当暗偿的安掘Î

3 . 请执行主任继续同秘书长合作 , 同有关各国协商，可否由联合国召开一次 

国际会议，以便采取措施，对这个问题尽速找到一个最后鮮决，

1 ft 8 1 年 5 月 2 ft B

第A 次会议



规划理事会 ,

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危险化学物质名单的初步报告

. 认识到这种名单的提出和定期审查可能对各国政府的政策具有重要性并对提高 

公众认识一些化学物质的可能环境危，有所贡献 ,

1  执行主任继续他关于编制一份对全球环境有杳、的危险化学物质的倚短名单的 

工作环境政策应特别注意这小名单，如果必要可在现有经赛范围内利用外聘专家 

以期向规划理♦ 会第十届会议提交这小名单，

1 9 8 1月 5月 2 5 曰

第 八 次 会 议

raEP/GC. Qt/^Add.0



9 / 7 . 联合国新能玩和可再生能玩会议

规划理事会,

件多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过度利用木材作为唯一能玩对不久的未来可能产生 

的严 ¥ 生态后果深表关切，

1. 追切呼吁联合国新能玩和可再生能玩会议筹备委员会确保在拟订会议的临 

时议程和编写以供通过的行动计划草案时，充分强调和优先注意新能玩和可再生能 

玩的利用，以便解决燃材所涉严重问题；

2 „ 请执行主任确保此项呼吁得到筹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注意。

1 9 8 1 年 5 月 2 5 曰

第 八 次 会 议



9 X 8 . 全球军备费用

规划理事会，

回顾大会1 9 7 9 年 1 2 月 1 8 曰第34/188号决议，其中强调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有需要增加其在发展中国家举办计划项目所需的资玩，

关切地注意到环境方案资玩的全球分配有义妥善，

又注意到全球军务费用几已达到每年5000化美元的巨额, 深感惊停，

确认战争和武器的使用对发展和环境的破坏性影响，

意识到5000亿美元的0.001 % , 就是 5 0 0万美元，这笔钱可以有效地用 

在环境管理上，

呼吁各国政府停止军备竞赛, 直到实现裁军后，至少将其军备费用的0.001 % 

用来进行发展计划和保伊环境《

1 9 8 1年 5 月 2 6 曰

第 九 . 次 会 议



9 / 9 . 声援南部非洲种族隔离的受.者

参照《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严里关于人人都有享受自由、平等和适当生 

活条件基本权利的第一条原则，

考虑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进行的有系统严重 

侵犯1

赞實联合国环境署规划理事会执行其1 9 8 0 年 4 月 2 8 日第8 / 3 号决定， 

其中要求执行主任停止同南非政府的一■切合作，

关切注意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反对执行联合国大会关于废除种族隔离及终止对 

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一切压道凌辱的各项决议，

意识到种族購离政策对于世界和平以及国家之间和入民之间掷谅解是一♦严重 

威脉，

意识到世界社会负有迅速终止这♦ 历史罪寒的道义责任,

1. 重申坚次支持终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南非政府之间的一切合作Î

2 。1 执行主任利用他的择旋促使世界社会洞察种族隔海，特别是班圏斯坦政 

策对环境造成的危险S

3„ f 执行主任寻找方法与途径来促进广大人民明了种族隔离的环境影响；

4. i又请执行主任就种族隔离对环境所造影响向规划理♦会第十届会议提出报

告J
’ 5。呼吁各国政府采取坚决措施, 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因为种族隔离政策对其 

受，者带' ^ 重的环境后果。

1 9 8 1年 5月 2 6 曰

第 九 次 会 议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报告， 1 9 7 7 年 6 月 5 — 1 6 日，斯德哥尔摩X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Î E. 7 a 工I .A .  1 4 . 和更正），第一章，

- 149 -



9/ao。方案事项

1 9 8 0 - 1 9 8 3 年环境方案

规划理事会,

审议了其第九届会议收到的方案案文,

1 . 赞赏地注意到执行主任的方案执行情况报告和1 9 8 2 — 1 9 8 3年中期

计划Î 。

2。，敦促执行主任继续改进未来方案成绩报告的评价方面;

3 . 直执行主任趣续方案执行情况报告内列明的评价活动Î ^

4。 为评价外限方面的人类基本需要订正的目标和战略Î

5。注意到关于环境方面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的报告， 并按照大会1 9 7 5 

年 1 2月 9 曰第3436 (XXX)号决议授权执行主任将报告连同上述公约和议定书名 

单的第四号补编，3° 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6 . 授权执行主任代表规划理事会, 按照大会1 9 7 9年 1 2 月 1 8 日第34/  

183号决议的规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关于海洋 

污染的报告，"
27

29

梦0

UHEP/GC.9/5 和 Adds, 1 —5 和 UITSP/GG, 9_/6 和 Add. 1

uuepxgc.9/5 , 第 1 8段，

ÜHEP/GC. 9/5/Add, 1 ，

UNEP/GC /INiPORMATIOlSryB/Supplenient; 4 ,  

ÜNEP/GC. 5/Add. 3,



7 . 又授权执行主任代表规划理事会, 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 年 7 月 

2 3 曰第1 9 8 0 X 4  9 号决议的规定，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第二届常 

会提交关于联合圓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新能玩和可再生能玩会议的报告；

8. 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联合国梭食及农业组织就制订海浮哺乱动物行 

动计划进行的工作，并请执行主任继续制订计划，以便提交规划理事会第十一届会 

议 ；

9 . 核可 1 9 8 2  — 1 9 8  3年中期计划里提议的活动；
««BMW»

1 0 . ， 行主任就中期计划里的每一小战略组成提出更为精确的预算指示。

1 9 8 1年 5 月 2 6 曰

第 九 次 会 议

B

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

规划理事会,

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的说明，"

1 , 在智行的基础上核可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的结构和目标, 并敦使执行主任 

考虑到出鹿规划理事^ 第九届会议各代表团在第九届会议期间提出的意见《并同联 

合国系统合作趣续制订全系统方案，以便提交规划理♦ 会第十届会议。

2 „ 注意到全系统方案中以遗传资玩为例的特定方案部门的详翻格式样本，

1 9 8 1 年 5 月 2 6 日 

----------------------------  第 九 次 会 议

" U20ÎP/GC。9/5/Add。4 

U2SÎEP/GC . 9/7 .



c

环境法

满意地注意到环境法专家工作组在其第八届会议工作报告中载明的结果， 

希望协助各a 政府促进环境免受B 家管辖范围内岸外采矿和钻採所造成的海 

洋污染的法律保证，

考虑到其促进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及在适宜情形下为此目的提出政策建议的

责任*

1 . 注意到环境法专家工作组第八届会议工作报告所附国家管辖范围内与岸外 

采矿和钻探有关的研究结论其中包括指导方针；

2 . 适执行主任将结论本文分发给各国政府 • 以征求意见；

3 . 建议各国制订法律时或就防止国家管辖范围内采矿和钻探引起海洋环境污 

染达成国际协议进行谈判时• 采取上述指导方针；

4 • 请执行主任就此事项向规划理 ♦ 会第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9 8 1 年 5 月 2 6 曰

第九次会议

ÜNEP/GC • 9/5/Add  . 5 參附件



D
国际查询系统（查询系统）

1。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提出 

的关于国蹄查询系统（查询系統）的评价报告的结论，即查询系统完成了规划理事 

会给予它的任务；

2 . 赞同评价报告所载建议，特别是关于要求国家联络点除查询外提供服务，■ mi

掛商情形加速查询—— 答复过程，和继续促进利用该系统的建议；

3. i 各国政府资助其国家联络点，使它们能如评价报告所建议扩大活动；

4、 适执行主任在可动用的资源范围内执行评价报告的这摩建议，以便利，如 

评价报告所设想，分阶段^^大查询系统。

1 9  8 1年 5 月 2 6 日 

第九次会议



回顾其第八届会议就下列问题达成的明确的共同.意见 : .

(a) 各国在国家和区域各级提供良好环境管理到目前为止所作的令人满意的进

展；

(b) 长期环境问题方面所取得的理解以及持久经济发展和坏境的良好管理之间 

的必然关系；

(0》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财政和经济的衰退状况日益引起对国际收支差额、 

矢业、通货膨服和不景气问题的注意，并曰益导致资源专门用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因此可能把环境问题降到次要地位；

(d) 因此有必要加倍努力尽可能促进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林的相辅 

相成关系的理解，并设计必要的方法学，以便在发展战略中实.际结合环境政策；

回顾规划理事会第八届会议受到各国代表因注意和支持的活动是环境与发 

展，" S i 是将环境考虑结合发展规划和费用/ 利益分析的准则，

1 . 坚决强调联合国系统对下列领械作出加倍努力和具体行动的重要性 :

( a ) 环境和经济发展规划，包括综合的环境和经济费用/ 利益评价；

( b ) 关于长期鮮决能源问题的环境管理；

( C ) 将环境方面问题良好地列入国家一级的技术援助方案制订；

( d ) 通过大众传播錄介和非政府组织普及环視一发展关系的敏盲和资料；

2 .  行主任将本决定序言部分所提到的长期问题反快在为1 9 8 2 年举行

的特具个性的规划理事会会议编制的文件内；

3. ^ 世界社会座付1 9 8 0 年代的主要潜在危险并同时处理发展中国家的 

环境问题0
1 9 8 1年 5 月 2 6 日

第九次会议



回顾大会1 9 7 9 年 i 2 月 1 8 日第 3 4 / 1  8 8 号决议> 其中蛋调赛合圓mmmÊmiaÊÊtm

环境规划署有必要增加在发展中国家按照它们的需要和优先次序进行其计划壤目 

所需的资源，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解决发展中国家最严重环境问题所进行的 

工作，

确认有必要确立解决发展中国家最严重环境问题的优先次序 ,

1 . 决定确立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次序如下 :

( a ) 环境与发展， 特别是健全环境管理方法学的制订；

( b ) 大地生态系统，例如，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和土壤管理；

( e ) 支助性惜拖，特别是在环境教育和训练以及技术後助方面；

( d ) 人类住区和人体徒康，特别是向农村地区供应自来水和废料管理，其中包 

，括有毒品的管制；

( e ) 干阜地和半干翠地，特别是沙漠化和牧地管理；

自然灾， ；

i é ) 能源，特别是各国的能源政策；

(h):海洋，特别是通过支助区城海洋方案，养护海洋生物資源及其生态系统；

2 . 又决定将上面查明的优先次序反映在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 ;

8 . 呼吁执行主任I Ù 述第 1、 2 段的执行情况向规划理事会第十届会议提出 

报告。 一 "

19  8 1年 B 月 2 6 B

第九次会议



9/13. 外暇

A

世界气候影响研究方案

规划理事会，

回顾其1 9 7 9年 5 月 3 日第7 /  4 号决定，其中请执行主任提请世界气象 

组织注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愿意同世界气象组织和其他有关组织协力执行世界气候 

方案内气候影响研究组成部分.，

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已感谢地接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提议，

注意到世界气候影响研究方案科学咨询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成就，特别是该委 

员会的下列建议：

( a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座同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合作，举行 

一次国际研究会议，讨论人工改变气候的社会一经济影响，

( b ) 有必要就世界气候影响研究方案的规划和执行同世界气候方案的其他组成 

部分进行密切协调，

( C ) 有必要对世界气候影响研究方案的规划、执行和监测提供有效的全时秘书 

处支助，

( d ) 有必要密切协调涉及世界气候方案所有组成部分的某些重要研究领城，例 

如二氧化碳、根食、能和水，



1. 盡鉴于世界气•候方案内处理特定主题部门的所有组成部分之间的密切相

互关系，有需要在支助这些方案的工作人员之间确立最密切的工作关系；

\ 注意到在世界气象组织里设立的世界气候方案办事处正在有效地协调各参 

与组织在世界气候方案中研究、应用和数掘等组成部分方面的工作；

3 . 赞许地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愿意提供后勤支持，将参与世界气候影觸研究 

方案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作人员也安排在气象组织总部；

4 建议执行主任依照科学咨询委员会的建议，与世界气候方案的其他组成方 

案提供服^ 世界气候方案办事处维持最密切的联系；

5. ^ 执行主任同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进行嗟商，以便就这种协调工作的种种 

需要和方i 取得协议；

6 . 要求执行主任会同参与工作的各国际组织迅速执行世界气候影响研究方案 

并考虑到需要同世界气候方案的其他姐成分子密切合作。

1 9 8 1年 5月 2 6 日 

第九次会议



规划理事会 , .

回顾其 1 9 7 7 年 5 月 2 5 日关于成立臭氧层协调委员会及世界臭氧层行动

计划的第8 4 C(V)号决定，

又回顾其 1 9 8 0 年 4月 2 9 日关于臭氧层保护措旌的第8 / 7  B 号决定， 

注意到后一决定建议大量病少使用含氣氣经1 1 和 1 2 , 其产量不应增加，

. 又注意到必须取得关于该决定执行情况的译细资料 ,

认识到为此目.的必绩展开工作 , 以期制订全球范围公约，其中涉及监淑L 科 

学研究及发展经济上可以负担的最好技术以限制并逐渐减少消耗臭氧的物质的徘 

出并制订适当的战略和政策 ,
还认识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保护加改善全球环境方面的任务加使命，

赞赏地注意到臭氧层银调委员会的工作> •'I. —
« ' •

1 . g 展 开 工 以 期 制 订 保 护 臭 氧 .层的全球范围公约；
• . . . .  • . . . .

2 • 又决定为此目的成立一个法律和技术专家特设工作姐，专家由有关各国政 

府及政府问组织提名，工组将通过执行主任向规划理事会报告其工作的进襄情况 ;

3 ..要求执行主任

( a ) 保证在这样展开的工中，所有的有关资料和目前正在其他场合进行的• . . .
有关工作，以及主管环境法的鼓府高级官员特别会议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结果》应一 

一予以顾及 ;



分 ：

(一）对特设工组的工作作出贡献；

« 收集关于1 9 8 0 年 4 月 2 9 日第 8 / 7  B 号决定执行情况的所有有关资 

料，包括统计枚技术数据，特别是根据协议的定义》关于减少便用含氨氣怪1 1 和 

1 2 和关于产量的资料；

( C ) 协助和支持特设工作组的筹备工作；

《d ) 向规划理事会第十届会议提出特设工作組的首次进度报告，加上他本人 

的意见Î

4 . 欢迎瑞典政府愿为特设工作组首届会议的东道国的表示。

1 9 8 1 年 5月 2 6 日

第九次会议



回顾《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 的第 13> U  15和 17条原则以及《人类环境 

行动计划》％的第1、 2 、 4 和 7 项建议，

考虑到国家发展计划中列入环境和人类住区因素以及城市和农村社会参与制订 

和执行这些计划等的重要性，

确认因此有必要通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和其他 

联合国组织和有关机构协调一致的行动，促进采取地方环境规划的政策，

叉确认大城市地区往往由于人民移入而迅速IT展 ，从环境和社会观点看来, 它 

的管理是一♦ 严重问题，

1. 各国考虑是否有必要采取人类住区的地方环境规划和环境管理政策；

a  t 执行主任，与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和其他联合国组织和有关机 

构合作，通过下列途径，促进地方规划和管理政策顾及环境因素：

( a ) 设计地方社区一级综合规划的模式和方法学，兼顾到环境问题和人类住区 

问题；

( b ) 鼓揚研究和传播这个问题的资料；

( C ) 數励联合国系统响应关于制订地方环境规划政策的援助请求；

( d ) 座各国政府请求，与大学和公共行政机构合支助住区规划和管理问题  

的地方官员训练方案。

1 9 8 1年 5 月 2 6 日

第九次会议

《联♦ 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报告，1 9 7 2 年 6 月 5 — 1 6 日，斯德哥尔摩X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7 3.  H. A 14和更正），第一章。

同上，第二章。



g / 1 5 . 大地生态系统 

A

干軍和半干軍地生态系统

趣划理事会

赞赏地注意到执行主任对1 9 7 7 年 5 月 2 5 曰第 8 6  A(v)号决定的反应， 在 

这项决定中理事会请他研究是否可能将干阜地综合项目推广到萨赫勒和北非区域，

考虑到沙漠化的扩大依然对这些区域持续发展的肥力和能力造成严宣的威脉，

考虑到霞要学科间和侧重问题的处理办法, 以确立减轻沙漠化进程和照顾受威 

胁地区的律全发展的管理原则，

赞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合作机构为推动萨嚇勒和北非区域的干翠地综合试办 

项目而作出的努力，

直技行主任同所有有关的联合国机构，特别是联合Ü 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檢 

商,，考虑于 1 9 8 2 和 19 8 S 年进一步制订和支持萨翁勒和北非区坡的干旱地综- 

合试办填目，包括延续目前.的计划项目。

1 9  8 1 年 5 月 2 6 日 

~第 九 次 会 议



B

世界土壤政策

规划理事会 ,

回顾: ■

( a ) 大 会 1 9 7  2 年 1 2 月 1 5 日第 2 9 9 7 ( 又乂7 工工)号 、 1 9 7  4 年 1 2 月 

1 6 加 1 7 日分别通过的第3 3 2 6 杀1 3 3 3 7  ( X X I X )号以及 1 9 7  6 年 1 2 月 1 6 

日第 3 1 / 1 0 8 号 和 1 9 7  7 年 1 2 月 1 9 日第 3 2 / 1 7 2 号决议，

m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第 2 和 3 条原则如《人类环境行劲计划》第 

52, 53、 54 和 55.项建议， "

( C ) 联合国沙漠化问题会议的结论和建议，

( d ) 规划理♦ 会 1 9 7 3 年 6月 2 2 日第1 ( 工)号； 1 9 7 8 年 5月 2 4 日第 

6 / 5  G ; 1 9 7 9 年 5 月 3 日第7 / 6  B号加 1 9 8 0 年 4 月 2 9 日第8 / 1  0

号决定， _

考虑到 1 9 8  1 年2 月 2 3 至 2 7 日在罗马召开的世界土壤政策高级专家会议

的建议，

1。注意到执行主任的进度报告 " 及其中所载为了推进规划理♦ 会 1 9 8 0 年 

4 月 2 9 日第8/10号决定而向环境署、粮农组织及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关于世界土 

壤政策的各项建议；

2 . 里执行主任将上述建议递交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S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 

文化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农业研究协商小组的各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土壤科 

学协会如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其他主管组织的行政首长，以期在三个月内取得关于执 

行世界土壤政策行动计划的目标加拟议纲领的评价；

" 同上，第一章，第 4 冗和第二章，第 17- 1 8 页，

ÜEEP/GC  . 9 / 5 / A d d .  St



3 . 满意地注意到执行吉任有意向成员国政府递交关于世界土壤政策高级专家 

会议的工作进度报告加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組织合作下, 拟订各国土壤政策的准则;

4. 受到土壤冲蚀如退化影响的各国政府开始拟订国家土壤政策，作为其发 

展计划的基本构成部分并于请求多进愈双进财政援助时对这种政策的执行给予其 

应有的优先地位；

5 . ÿ 执行主任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合作，向各成资国提供技术援助，以规 

划舶执行其国家土壤政策继续和加强支助国家一级的研究和训练，特别是诸如土壤 

养护、热带加山区冲蚀的评价加控制、国际土壤分类愈监侧系统标准的确立、土壤 

负载能力研究、以及适当土壤管理和养的法律糸 Ï土壤眼度的鉴定；

6 . 请执行主任就此向规划理♦ 会第+ 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

1 9 8 1 年 5 月 2 6 日

第九次会议



规划理事会 ,

认识到将环境因素并入所有各级发展规划如决策的重要性，

认识到环境与发展慨念在全面环境方案内有中心地位,因此有必要在方案活 

动和预算一级反映这一状况，

关切地注意到在制订、发展和执行有关环境与发展的计划项目方面进展缓慢， 

在两位数预算烦目下所拨经费相当低，

还注意到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内，特别是在肯尼亚和委内瑜拉进行的环境与发展研究作出的进展，

有必要确保在计划项目的研究阶段和执行阶段之间没有任何延缓，

回顾各国代表团在其第八届会议上提出关于有必要支持环境与发展计划项目执 

行阶段的意见， "

充分认识到有必要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起类似的计划项目，

1 . ÿ 执行主任今后在方案愈频算范围内较为注意环境与皮展预算项目；

2 . ^执行主任采取步骤支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中类似在肯尼亚愈姿内端拉已 

经进行的环境与发展计划项目；

3 . 敦促执行主任从环境基金拨款, 以便在，化的基liU上协助完成环境与发展 

计划项目的调查结果Î

4. ÿ 执行主任同其他国际机构愈政府间机构联系，以便争取它们在合作机构 

的基础上支助完成环境与发展计划项目的调查结果；

5. ÿ 执行主任向规划理事会第千届会议提出关于执行本决定的进展报告，

1 9 8 1年 5 月 2 6 日

第九次会议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 五届会议，补编第2 5号》（A /3 5 /2 5 ) ,第 312段,



9 / 1 7 ，海洋：区域海洋 

A

规划理♦ 会 1 9  7 9 年 5月 8 曰第7 / 8 号决定和1 9 8 0 年★ 月 2 9 日

第 8 / 1 3 B号决定的执行情况

规划理事会 ,

回顾其1 9 7 9年5月 3 日第7/8号 和 1 9 8 0年 4月2 9 B第 8/13 B 号决

定，

. 再次联合闺环境规划署赞助的区域海洋方案所包括的彬坡广阔并具有  

学科的特性，它们切实有助于全世界海洋环境的保护，

着重指出在执行已经进行的各种区域海洋方案方面获取的积极成果，

欢迎自规划理♦ 会上届会议以来通过的各新区域海洋方案的执行，

还认识到这些方案对于保护遠到威脉的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的极端重要性，

1 . 执行主任：

( a )实族规划理事会嗜9 7 9 年 5 月3 日第7/8号决定的复定，特别是有关 

1986—1981两年期的规叟；

实行殺*划理事会 1 9 8 0 年 4 月 2 9 B S 8 / 1 3  号决定，特别是实行请 

■执行主任些；酌情况，从所有有关预、算.确目拨出经賽用子与在这些項目下核定的工作 

计划特别有关的区域海浮方案内所进行的那些浩动的规定；

2 . 决定在预算范困内执行中期计划时应特别盆意讨论区域海洋的各章， 以期

达到各区域海洋方案中确定的目标，感括执行那些最近核可的目标。

1 9 8 1 年 5月 g 6 日 

~ 第九次会议~



规划理事会1 9 8 0 年 4•月 2 9 日第8 / 1 3  C号决定的执行情况 

规划理事会 ,

回•顾其 1 9 8 0 年 4 月 2 9 日关于扩大区域海方菊5 ^ 8 / 1 3C号决定，

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执行该决定的进度报告 ,

1 . 对于执行该决定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 ;

2 . 要求执行主任将正在编制中的行动计划草案完成后尽早送请各政考虑 :

3 . 敦促有关区域的各国政府同执行主任遗力合作执行该决定 .

98  1年 5 月 2 6 日 

第九次会议



回顾其1 9 7 9年 Ô月 3 日第 7 / 9 号决定，及其关于能源主题的以前各项决

定，

重新强调它认为能源对世界经济极为重要的看法， 以及能和环境及人类住区问 

题之间的密切相互关系，

. ÿ 缺乏适当的全球性体制安排以应付能的发展和适当使用情况表示关切, 并意 

识到有必要纠正这种情况，

如 过 去 两 年 期 预 算 中 拨 给 这 个 领 域 的 资，源-所 反 映 ，对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署给予这一十分重宴领域低优先注意，深表关切 ,

1 • 敦促执行主任争取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生境中心 ) 的合作， 以期共同努 

i 錄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

2 . â 迄一旦会议作出结果，趣续对能源预算项目大量拨敦，以便加速发展方 

'案的这一方面♦



A

专攻环境法的政府高级官员特别会议

规划理事会 ,

回 顾 其 9 8 0 年 4 月 2 9 日第8 /  1 5 号决定，其中决定在理事会第千届会 

议 之前召开专攻环境法的 政 府 高 级 官 员特别会 议 ，

• 确"i人特别会议的结果将对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中环境法都分的制订和执行拘成 

重大贡献，

又确认应在促进国际合作这小广大范’ i 肉制订环境法.一  …__  ̂ ,■ ...     .

1 • 决定于 1981年 1 1月在蒙得é 的亚举行专攻环境法的政府高级官员特别 

会议，作为特别会议禁备委员会的环境法专家工作组于1981年 9 月初在日内瓦举

行会议，

_ 2 . 进一步决定特别会议的任务如下:

( a ) 为制订和定期审查环境法拟定纲领和办法，重点是：

H 查明宜在制订环境法方面增加全球和区域协调及合作的主题领城：例如 

陆地来源的海洋污染、臭氧层保护和危险废物处理，要特别顾及发展中 

国家的利益； . ..............

« 促进这类主题领域的指导方针或原则，或缔结双边、区城或多这协议；

0 查明宜于制订这类指导方针、原则或协议的其他领城；

脚查明宜于制订预防措施及执行环境法的其他办法，包括改善对污染受害 

者的补救办法的频城；

伍） 向发展中国家增加和提供环境法领城的技术援助;



查明促进环境法列入学校课程的方法；

( b ) 为了促进上述各组成部分，制订一个包括全球、 区城和国家各方努力在内 

的方案；

3 . 又决定在 '第千届会议审查特别会议的报告 , . -

4 . 请执行主任：

( a J 邀请曾表示有兴趣参与的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或各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 

构的成员，和有兴趣的联合国机特和组织， 以及其他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参加特别 

会议；

( t o J 鉴于上述任务，在筹备委员会会议同时举行一次会议，以査明发展中国家

的特别利益和关心；

.编制所有有关文件，尽早在筹备委员会会议之前递交各国政府、联合国各 

机构及组织、和其他有关政:尉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 .

1 9  8 1 年 5 月 a 6 日

第 九 次 会 议 ------



B

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源在环境方面的合作

规划理事会,

回顾大会在其1 9 7 9 年 1 2 月 1 8 B 第 34/1 86号决议里注意到遵照大会

1 9 7 3 年 1 2 月 1 3 日第3 1 2 9 (XXV工工工）号决议在规划理事会1 9 7 5 年 4 月

2 5 日第4 4 ( 工： 决定下成立的两个或而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源政府间专 

家工作组的报告，及该工作组编制的原则草案，

又回顾大会曾要求所有国家于订立有关这种资源的公约时以这些原则为准则和 

建议，同时还要求规划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执行该决议的进度报告，

确定执行主任所提出的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 '然资源在环境;方面的 

合 作 的 报 告 不 足 以 做 为 M划理会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报告基袖，

^ 执行主任同各国政府协商，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一件报告， 

专门叙述大会1 9 7 9 年 1 2 月 1 8 日第S4/1 S6号决议的实行情况，而不必就共 

有自然资源的鉴定和定义提出建议。

1 9 8  1 年 5 月 2 6 日

第九次会议

*。ÜHEP/GC, 9/2/Add.



A .

大学与环境

环境规划理事会,

la顾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 的第18—2 0和第2 4条原则，《人类环境 

行动计划》" 的第7 、 8 和 9 4 项建议，及政府间环境教育会议的各项建议，

考虑到联合国坏境规划署1982—1983年中期计划企图将环境教育列入教育制 

度的各阶层，

认为自从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以来，现代大学有需要调整其结构和职责以满足 

为了保护和重建环境而弓I起的要求，这种需要现已曰趋迫切，

要求执行主任保证在执行1982 一 1983年中期计划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 

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大学和其他有关的国际和区城组织合作及国立或私立大学的支 

.持下，特别顾及发展中国象的需要，设法数斯和促进：

( a ) 在传统的大学课程里，特别是法律、经济、医学、工程、建筑、城市设计、• . • •

教育、农芝生物科学等等院校以及人类学和自然科学的课程里列入环境问聽；

■ ( b ) 举行保护、重建和管理环境所需的专业训练，特别强调在国家、区城和国

际各级执行1982—1983年中期计划里的方案；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报告, 1972年 6 月 5 — 1 6 日，斯德哥尔摩》.(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3. I I .  A. 14和更正），第一章。

同上，第二章。



( c ) 在选定大学合作之下，举行以 " 现代大学与环境"为主题的试办研究方案 

及国家和区域讲习班，及制订训练方法和教材；

( d ) 举办大学教职员的环境训练方案；

(e)利用各国现有的大学和区城环境教育中心来训练和再训练环境教育和环境 

管理方面的人才。

1981 年 5 月 26 B
第九次会议



B

规划理事会,

考虑到对 1̂ 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为解决环境问题举办环境训练给予的高度优先 

注意，

考虑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已有处理环境训练某些方面的各种机构的存在 .

目顾规划理事会关于环境教盲和训练的1 9 7 9 年 5 月 3 日的第7/10 A和 B 

号决定及1 98  0 年 4,月 2 9 日第 8/14号决定，

又目顾拉丁美洲区' 域办事处所安排的区域联合方案规划会议的结果,及为合作 

编制拉丁美JfÜ环境研究和训练中心清单所成立的区域机构间工作组，

1 . ^ 1 9 8  0 年 1 1月 1 9 日至2 1 日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的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国家及西班牙环境教育和训练代表特别 会 议 的召开及其结 ’果，会议 同 意 不久应 

开始设立一个机构网，负责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提供环境训练；

2 . 欢迎在拉丁美洲区域办事处设立协调股 , 从事初步研究和制订方针，以便 

在该区域设立一个尽早开始作业的环境训练机构网；

. 3 . 请执行主任将这项活动加入1982 —  1 9 8 3年中期计剑，支 持 这 未 来 机  

拘网，并支持协调股的业'务，因为开始时该协调股将柏成:确保机构将进行的训练  

方案得以开展和良好发挥的主要机构Î

4 . 向 执 行 主 任 虽 然 关 于 设 立 :机构网的可行性研究即将完成，但是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应对有些洁助的发起提供催化性支持， 以满足该区域环、境训练的 

迫 切 需 要 ; 、

5 , 數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跋府尽量便利将展开的研究工 作 ，及时提供索 

求的资料和设立支持协调股工作所必要的体制安徘，

1 9  8 1年 5 月 2 6 日

第九次会议



c

环境规划理事会,

目顾其1 9 7 7 年 5 月 2 5 曰第9 0 ( V ) 号决定，其中请执行主任考虑及早设立 

亚及太乎洋区域环境教育和训练方案活动中心，

•^识到该区域已有高学术水平的大学和机特,已适于制订研究廣和以上各级的综 

合环境教育和训练方案，

注意到亚洲及大平洋区填办事处1 9 7 8 年遵照第9 0 ( v ) 号决定所派的专家特 

派团的报其中调查了这些大学的设备 , 并就设立一个大学一级进行训练方案的机 

构网一事作出具体建议， -

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心 ( 原亚洲及大平洋发展研究所）在训练领城内既有 

的公认成I L

考虎到环境规划理事会1 9 7 8 年 5 月 2 4 日第6 / 1 0号决定， 1 9 7 9 年 5 月 

3 日第7/12号决定，和 1 9 8 0 年 4 月 2 9 日第8/16  B号决定，其中除其他事项 

外要求充分资助和支持区域方案，

1 . ^ 执行主任在可用资源范围内：

( a ) 按照议定的工作计划重新对ÜE洲及太平浮发展中心，提供两年期的财政支持；

0 » 采取紧急措旅，提供所需资源，在区城内设立提议 0̂ 大学和机构网， 以便 

进行研究院以上的综合环境教盲和训练课程；



( c ) 在适当的时候协助这个机构网，使 区 域 所 有 国 家 .在这方面的能力倍增；

( d ) 设立一个方案活动中心或同等设旌，以进行区壤内的教育和训练，借躬JE 

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设施和经验，以协助保证取得:这方Ê 所需要的资源 .

2 . 呼吁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iR在联合环境教育方案和其他方案下对方 

案活动中心或同等设施给予最大的支持和援助 .

1 9 8 1 年 5月 2 6 日

~第 九 次 会 议



D

规划理事会，

回顾其指明区域方案需要充分的资金和支助的1 9 7 8 车 5 月 2 4 H 第 

6/10 号、 1 9 7 9 ^ 5  月 3 日第 7/12号和  1 9 8 0 ^ 4  月 2 9  日第 8/1 6 

决定及关于加强各国机构的1 9 7 4 东 3 月 2 2 B 第 8 ( I I ) A 号决定，第 

11, 3 ( b ) 市，

意识到其他区域设有在环境基金支助下提供环境训练的机构，

注意到非洲区域适切需要环境训练，

该区域没有任何具体的体制设施，表示遗憾 ,

又考虑到环境管理对该区域的发展的重要性 ,

注意到有必要为环境保护和管理加强各国的机构，

1 . 里执行主任会同非洲经济委员会，採讨在非洲区域内设立一个区域环境 

训练和教盲机构的可能性；

2.  ÿ 执行主任设法为各国的环境保拍和管理机构提供支助；

3 . 吁请执行主任就本项决定的执行情况向规划理事会第十届会议提出振告。

1 9  8 1 年 5 月 2 6 曰

第九次会议



环境规划理事会，

ta顾 其 1 9 8  0 年 4 月 2 9 日第8/16 B号决定，其中请求支持亚洲区城方案 

的执行工作，

注意到在这方面随后通过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分区域环境方案南亚合作环境方案 

以及其他区城的类似方案，例如安第斯条约和亚马逊条约，

意识到应继续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各区城办事处在支持这类区城方案方面发挥 

持久和重要的作用， ..

又意识到非常有跟的实膝能力可能描事各区城办事处继续履行这方面音任的能

力，

1 . 盤执行主任在 1982 — 1983两年期支持分区城环境方案下的各种倡议和 

活动，以加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各区域办事处在方案的制订和执行方面的能力；

2 . 吁请各捐助国和多进金融机构的理事机构，有效使用必要措施, 向上述1

(a)段提到的方案提供支持；

3 . 吁请各发展中国家除了别的以外,通过它们自己对其共同方案和活动的捐 

款，实际分担它们的责任。

1 9 8 1年 5 月 2 6 日

第九次会议



A

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的协调工作和后趣行动

规划理事会,

回顾大会1977年 12月 1 9日第32/172号， 1978年 12月 1 5日第33/  

89 等， 1 9 7 9  年 12  月 18  H 第 34/184 号和 1 9 8 0 年 1 2 月 5 H 第 35/  " 

73号决议，

又回顾大会向各国际金融机构、多这金融机构和工业国家及有能力 的 发 展 中 国  

家发出的 大 力 呼吁，向特别帐户提供财力支持并懷慨捐助，

又回顾其 1 9 7 8 年 5月 2 4 日第6/11号， 1 9 7 9 年 5 月 3 日第7/13号 

和 1 9 8 0 年 4 月 2 9 日第8/17号决定，

审查了执行主任关于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的协调工作和后继 

行动的报告

1 . 注意到各国政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为执行《向沙 

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 所采取的行动和执行主任执行大会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35^73号决议所采取的行动；

2 . 數促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的各组奴各机构、政府同及非政府组奴和所有 

其他国际组织加强它们防治沙漠化的努力，以便到1 9 8 4 年在执行《行动计划》 

方面作出进展； ，

UIfEP/GC.9/8o 

" A/c OUF. 7 4 / 3 6 ,第一章。



. 3  . 要求执行主任向面对沙漠化问题的潮理地区i l 家于它们请求时在其可用资 

源范圃内提供援助，以支持其治沙方面的努■力；

4 . 赞同执行主任准备向规划理事会提出一份关于《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综 

合报告，以便对该计划的执行所取得进展作出首次一般性辩论，可能的话，最^  

在予定的1 9 8 5 年以前提出Ï

5 . 注意到为防治沙漠化协商小组第三届会议作出的准备,并呼吁该协商小组 

加裝努■力，为执行防治沙漠化计划项目等措经赛;

6 . 赞同执行主任研究《行动计划》其他筹资措施的努力和为实行大会S'  35/  

7 3 号决议所要求的研究和训练特定方案而采取的步骤 .

1 9 8 1 牟 5月 2 6 曰 

~第 九 次 会 议  '



B

9 8 0 年 1 2 月 5 日大会关于苏丹一^翁勒地区内 

《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的 

第 3 5 / 7 2 号决议的实施情况

规划理事会,

旧顾大会1 g 

33/88 号、 1 9

7 7年 1 2 月 1 9 H 第 22/170f,  1 9 7 8 年 1 2 月 1 5 日第 

7 9 年 1 2 月 1 8 日第34/187号、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35/ 

7 2 和 3 5 / 8 8号决议，

进一步回顾其 1 9 7 8 年 5 月 2 4 日第6/11号、 1 9 7 9 年 5 月第7 / 1 3号 

和 1 9 8 0 年4 月 2 9 日第8 / 1 7号决定，

强调沙漠化的严重性及其对受到它影响的, 特别是苏丹一伊赫勒地区的各国人 

民的不良影《1^ ,和加强沙漠化防治措旋的需要，

审查了执行主任关于苏丹•一萨赫勒地区内《向沙漠化进行找斗的行动计划》的 

执行精况以及关于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第二届常会 

有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活.动的决议和决定的报告" ,

1 . 满意地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苏丹一伊赛勒地区各国内《向沙漠化进行战斗 

的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各国政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其他主管

" 分别为 UNEP/GC. 9/8/A dd . 1 和 UNEP/GC . 9/2/Add  .1 ‘



机关就此所采取的行动，特别是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代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所采取的行动；

2 . 进一步注意到苏丹一萨赫勒地区内1 8 小国家和该地区之外发展中国家中 

最不发达国家的防治沙漠化努力已获得优先考虑；

3 . 决定将贝宁列入有资格得到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在执行《向沙漠化 

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方面援助的国家之列 ;.

4 . 授权执行主任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协商之后, 报据执行主任核可的工 

作计划，继续向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捐出环境规划署对1982— 1983年度 

联合活动的行政和业务费用中所分摊的部分；

5 . 进一步授权执行主任代表规划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交关于这个 

问题的报告和规划理事会的决定。

1 9 8 1年 5月 2 6 H

第九次会议



1 . JS首次向环境基金捐款的各国政府及比其以前捐敦数额作出更大捐敦的各 

国政府表示满意；

2 . 吁请各国政府维持其捐款按1 9 7 8 年美元购买力计算的真实价值，并以 

此为根据，于 1 9 8 1年底以前为1 9 8 2 - 1  9 8 3 年向基金作出肯定的承捐；

3 ；再吁请尚未向基金捐敦的各国政府为19  8 2 — 1 9 8 3 年认捐，并请其 

捐款数额低于其能力的各国政府为1 9 8 2 —  1 9 8 3 年增加其捐敦额；

4 . 注意到执行主任就不可免换货市的积余对基金计划项目的选择和执行的影 

响所提出的报告；"

5 . 对执行主任为有效利用不可兑换货币捐款作出的不断努力表示满意 ;

6 . 里执行主任对不可兑换货市尽可能作最有效的利用，要考虑到有必要平衡 

地选择计划项目和考虑到执行主任报告中47 载结论；

7 . 再次注意到所有国家需要充分实行基金财务细则第203.4条的规定而不损 

及基金资源的数量；

8 . 再次呼吁尚未能以可兑换货币向环境基金缴付其全部捐敦的政府在1981 

年以兑换货币缴付其部分捐敦，此后每年增加可兑换货市的比例；

9 . 请执行主任向规划理事会第十届会议报告不可兑换货市结余对基金计划项■mmmm

目选择和执行的影响，包括基金中不可克换货币结余水平的任何不适当影响。 ，，

«  UJSTE P/G C. 9/10/A dd . l  

" 同上，第 2 0段。



1 0 . 重申整小1980 —  1981两年期基金方案活动的拨敦和分浪；
■" ■

1 1 . 接受指标数额应定为120,000,000美元 ,其中 93, 000, 000美元由分 

浪给 1982 —  1983年方案基金活动；

1 2 . 认为极有可能无法提供充分执行方案所需要的经赛,基金可动用数额绝不 

超过 77, 000, 000美元；因此，在执行主任执行方案时责成执行主任:

( a ) 保证基金平时的完整和适当的流动力；

( b ) 在两位数的预算项目中分配可动用资源，作为为此目的既定的百分比分类 

的依据；

( C ) 按照既定的优先次序在各两位数预算项目内分配可动用资源；

1 3 . 又责成执行主任向规划理事会第十届会议报告以上面（a)、 0))和 (e)为基

础的方案执行进度，并同时参照方案执行进度和预期可动用资源趣续或修改这个Itb 

理办法的适当建议• 报备应提供方案的执行情况的资料，按全球， 区域、 区域间和 

各®计划分类的计划项目和潘參 f的资料，并应指明所弓I起的承付敦项和支出， 以及

规划理事è ►执行计划项目和活动所根据的各项决定；



1 4 . 决定将1 9 8 2 —  1 9 8 3年基金方案活动的拨款分浪如下:

基金方案活翁

128L- 

【百;T 美 元 ）

J2§i 
( 百万美元）

共 计  
1982-1983

( 百万美元）百分

0 1 人类住区和人类铭康 4.5 5.5 10.0 11
0 3 支持 7.9 9.2 17.1 18
0 4 环境和发展 3,8 4.7 8-5 6

0 5 海浮 4.7 5-8 10. 5 11
0 7 窗 1.0 1.1 2.1 2
1 0 环境管理和环境法 1.1 1.4 2.5 3

1 1 生态系统 7.5 9.3 16.6 " 8

1 2 自然灾， 0.3 0.3 0,6 1

1 3 地球观察 7.5 9.4 16,9 18
1 6 数据 0.8 0.7 1.5 2

1 7 包括沙漠化在内的干阜地 

和半干阜地

4.0 5-0- 9.0 10

基金方案活动共计 k2.0 51.0 95,0 100



1 5 .重申执行主任的权力, 在 1982 —  1983年基金方案活动拨款总额范围以 

内，可对每一预算项目的分派额作20%的调整；

1 6 . 强调必须时时维持基金的流动力;

17. 7^^1982和 1983年的基金方案准备金应定为每年1 ,000,000美元；

1 8 . 授权执行主任为1984 —  1985年超前承担 , 以16,000,000美元为限；

19. 5 5 .1  9 8 1年的财务准备金为4, 400, 000美元，1982年为4,400,000

美元， 1 9 8 3 年为5, 200, 000美元，并授权执行主任每年将财务准备金加以调 

整 , 使它大慨相当于核准方案的8 %;

2 0 . 注意到联合国环境方案基金1979年 12月 31 H终了的 1978 —  1979两 

年期财务报告和来经审计决算，以及联合国环境方案基金1980—  1981而年期第 

一年的尚未审计的期中财务报告和决算；

2 1 . 对评价方案的继续进行，表示支持 , 并同时强调，有必要加强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的评价单位的合作关系。

1 9 8 1年 5 月 2 6 日

第九次会议



9/24 . 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提供额外资源 

规划理事会，

强调有必要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向环境基金提供更多的资源, 来处理这些国 

家的例如土壤退化和我林破坏等等最严重的环境问题，因为它们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自然资源严重恶化的例证，

表示希望为环境基金创造这种额外财政资源 , 以供上述自的使用，

1 . 决定延至规划理事会下届会议才响应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有关为发展中S 家 

环境问题提供额外资源的第1^80/49号决议；

2 . 里执行主任将此决定通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3 . 又请执行主任考虑到第九届会议上提出的各种看法，特别是关于"特别密 

户 " 的看法，继续同各国政府协商并在规划理事会第+ 届会议上再次提出这小问题 ;

4 . ， 行主任向规划理事会第+ 届会议提交关于这个事项的报告。

19 8 1年 5 月 2 6 日

第九次会议



注意到执行主任的报告 , 48

1. 决定为了保证联合国环境署在它正在单独或会同其他机构制订的各项行动 

计划方面充分发挥其他化作用起见，执行主任应：

( a ) 首先同各国政府协商，各国政府座迅速表示意见，说明他们认为环境署应 

遵照何种办法为有关的行劝计划制订筹资计划》

( b ) 会同各国政府制订详细筹资计划，具体规定各国政府和环境署所承担的义

务；

2 . 又决定 , 一旦行动计划按照上述程序通过之后，为保证其有效执行起见， 

联合国环境署座趣续提供技术和财务支持，直至规划理♦ 会弟作决定时为止。

19  8 1年 5 月 2 6 日

第九次会议

48 UUFP/G C . 9/10/Ad d . 3



回顾第0/13C、7/14D和 7 / 1 4 2 !号决定，其中分别核可设立：《保护和开 

发巴林、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海洋环境和沿岸地区的信耗基金》， 《保伊地中海免受污染信托基金》， 《野生动 

植物群中有灭绝危险的物种国际货身公约》信耗基金，

确认秘书长设立的并把管理权委耗给执行主任的所有信耗基金是接照环境基金 

财务细则来管理的，没有特别载于财务细则的任何事务则掛酌情况按照联合国财务 

细则*9和秘书长关于设立和管理信托基金的公报，，。来处理，

注意到巴林、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 

合首长国等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即把区城信托基金的管理责任转交给保护海浮环境 

区城组织的执行秘书，以及注意到执行主任对此提出的提议，

进一步注意到《保护地中海免受污染公约》缔约国第二届会议提出的建议, 8P 

请秘书长把地中海区城信托基金延至1 9 S 2’年 1 2 月 3 1 日，

注意到《野生动植物群中有灭绝危险的物种国际货易公约1 缔约国第三届会议 

提出的要求，即为公约目的提供的财政支持继续到1 9 S 3 年 1 2 月 3 1 日，

进一步注意到合作保护和开发中非和西非区城海洋环境和沿岸环境的全权代表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特别是提出的体制和财政安排，

又注意到东南亚国家联盟各成员国负责环境问题的部长之间达成的协议,即利 

用信托基金的办法，向保伊和发展东南亚区城的海洋环境和沿岸地区的行动计划 

执行工作筹供资金。

S T / S G B / < F ln a n c iia l  R u le  s/1  Re v. 2 

-0 s t / S G b/ 1 4 6 / R e v .  1 .



注意到已成立关于环境t 理的区城训练讲巧班信托基金，

欢迎各有关公约缔约国向资助现有的和提议的新的信托基金承捐的翁:项，

1 . 按照环境基金业务一般管理程序第二章第五条的规定，并在征得秘书长的 

同意下，

( a ) 将保护和开发 fe林、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 

和阿拉伯联合首长国的海洋环境和沿岸地区的信托基金，趣续至 1 9  8 1 

年 1 2 月 3 1 日；

m 将保护地中海免受污染信托基金继续至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

( C )将 《野生动植物群中有灭绝危险的物种国睹货身公约》信托基金继续至  

1 g 8 3 年 1 2 月 3 1 日； ，

(d) 成立一个保和开发西非和中非区城的海浮环境和沿岸地区的信托基金， 

最初以两年为期，至 1 9 8 3年 1 2 月 3 1为止；

( e ) 成立一♦ 执行加勒比环境方案行动计划的信托基金，最初以两年为期，直 

至 1 9 8 3年 1 2 月 3 1 日为止；

( f ) 设立一个信托基金以执行东亚海洋行动计划，最初以两年为期直至1983 

年 1 2 月 3 1 曰j为止。

2 . 在秘书长的同意下，同意执行主任依照所要求的期限接受，理这些信托基 

金的责任；

3. 各国在规定的捐款年度的年初尽速向各信托基金提供捐敦， ，

1 9 8 1 年 5 月 3 6 目

第九次会议



A

关于 1980 -  1981两年期方案费用 

■和方案支持费用预算的成绩报告

规划理♦会

1 . 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1980 — 1981两年期方案费用和方案支持费用颁算 

的成绩报告及与此有关的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2 . 注意到依照规划理事会1 9 7 9 年 5 月 3 日第7/14号决定第6 段里的请 

求而提出的成绩报告第1 0 — 1 2 段的内容；

3 . 核准在 1 9 8 0 -  1 9 8 1西年期方案费用和方案支持费用预算里为一名 

]>-1、一名？一5 、一名？一4 ^ 三名1>一3及六名当地雇用人员员额增拨790, 200 

美元的经费，因为这些员额没有转入联合国经常颈算第1 8 款；

4 . g ÿ 将 1 9 8 0 — 1 9 8 1年环境基^ 向萨赫勒办事•处提供体制支持的费 

用 685, 5 00美元，从基金方案活动预算（项目 1700 ) 转入方案费用和方案支持 

费用预算，从 1 9 S 0 年 1月 1 日起生效；

5 . 核准将沙漠化组两名？ 一 4 的临时职位改为常设员额;

‘ 6. ^在方案费用和方案支持费用预算里为沙漠化方案下一个特设专家组会

议拨款25, 0 0 0 美元；

7 . 核准将环境方案、行政和共同事务及联络和区城代表方案下1 3名当地雇 

用人员一般事务临时职位改为常设职位，从 1 9 8 1年 7月 1 日起生效；

分另!I 为 ÜÎTEP/G G . 9/1 2 及 UITEP//G C . 9/L . 2



8 . 核准订正拨敦总额1 9, 800, 0 0 0美元，连同执行主任提议的方案和支出

项目分配方式。

1 9 8 1年 5 月 2 6 日

第九次会议

B

1982 -  1 983两年期方案费用和方案支持赛用预算

规划理事会 ,

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1 9 8 2 — 1 9 8 3两年期方案赛用和方案支持费用的概 

算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

1 . 核可一名一等干事 ( ? 一 4 ) 内部审计员员额和一名当地雇用人员员额的 

费用的7 5 % , 由方案赛用和方案支持赛用预算偿还联合国，同时了解联合国人类 

住区中心将负担其余的2 5 96; '

2.  在行政和共同事务方案内设立一名协理干事（？一 2 ) 规划员员额， 

在会议事务方案内设立一名协理干事（？一 2 ) 的文件和突印股副股长员额，在会 

议事务方案内设立一名当地雇用人员员额，在环境方案内设立三名当地雇用人员员 

额，在行政领导和管理方案内设立一名当地雇用人员员额，并在联络和区城代表方 

案内设立一名当地雇用人员员额；

3.  将行政领导和管理方案的一名二等干事（？一 3 ) 职位改叙为一等干 

事 （P — 4 ) 职位，并将行政和共同事务方案的两名二等干事（？ 一 3 )职位改叙 

为 等 干 事 （？一 4 ) 职位；

4 . 又核可按照提议的次级方案和支出用途模型, 为 1 9 8 2  — 1 9 8 3 两年 

期的方案费用和方案支持费用拨敦25, 500, 0 00美元；

52 分另!I 为 UNEP/GC . 9/1 0 和 Ad d . 1、2 及 UHEP/G C . 9/L . 3



5 . 请执行主任在有效执行方案的条件下，用最经济、最有1T制的方法使用 

1 9 8 2 -  1 9 8 3 两年期方案赛用和方案支持赛用的拨款，要记得资源有的无着 

落, 并请他在任何情况下用心安排使这些费用不超过两年期每一■年实收捐敦总额的 

3 3 % ；

. 6 . 又请执行主任向规划理事会第十一届会议报告方案费用和方案支持费用颜 

算在1 9 8 2 — 1 9 8 3而年期第一年内的执行情况•

1 9 8 1年 5月 2 6 日

第九次会议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对方案费用和方案支持费用的审查 

规划理事会，

^大会指示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深入审查环境基金的方案费用和方案支 

持费i , 要考虑到规划理事各在其第九届会议上关于这个事项的讨论，并请它向理 

事会第十届会议提出这方面的报告，

1 9 8 1年 5 月2 6 日

第九次会议



其它决定

环境规划理事会第十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日期和地点

环境规划理事会本届会议于1 9 8 1年 5 月 2 6 日第八次会议上根推其议事规 

则 第 1、 2 和 4各条的规定，决定于1 9 8 2 年 5 月 2 0 日至6月 2 日在内罗毕举 

行第十届会议， 1 9 Ô 2 年 5 月 1 9 日举行非正式协商。在同一次会议上，理事会 

通过的第十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如下：

1 . 会议开幕 .

2 . 组织事项：

( a ) 选举主席团成员；

0 3 )本届会议的议程和工作安排。

3 . 代表的全权证书。

4 . 执行主任的介雜性报告和环境状况g

5 . 协调问题》

6 . 方案事项》

7 . 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剑》的协调工作和后继行动。

8 . 环境基金：

(a) 1 9 8 1年基金方案的执行情况；

( t ) )环境基金的管理；

(C) 1 9 8 1年 1 2 月 3 1 日终了的1 9 8 0 — 1 9 8 1两年期财务报告

和期中决算（未经审计）；

( d ) 计划项目和方案的评价。

9 „ 行政和预算事项，

1 0 .规划理事会第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日期和地点。

1 1 .其他事项。



l a 规划理事会提交大会的报告》

1 3 .会议闭幕。

闭会期间同各国政府的非正式协商

环境规划理事会本届会议于1 9 8 1年 5 月 2 5 曰 第 八 次 会 议 上 顾 其 19*75 

年 5 月 2 曰第2 3 ( 工工工）号和 1 9 7 7 年 5 月 2 4 日第1 0 4 0 0号决定，决定规 

划理事会第九和第十届会谈之间同各国政府的非正式协商订于1981年 1 1月 1 6 

曰至2 0 日在内罗毕举行，以交换有关方案内容及提出方式的意见，并审议执行主 

任或愿报告的任何其他项目《



关于人民、资源、环境和发展间 

相互关系的工作

1 . 规划理事会于1 9 8 0年 4 月 2 9 日第8 / 1 号决定里，同意执行主任就 

联合国和环境署关于人民、资源、环境和发展间的相互关系的未来工作所召集的高 

级专门组的提议（GC。8/a/A dd，3 ) 并请经济及社会理♦会和大会优惠考虑执 

行该组所提的建i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 年 7 月 2 3 日第1 9 8 0 / 4 9 号 

决议建议大会考虑规划理事会的决定，并强调研究这种相互关系的模式应包括详细 

制订关于相互关系的工作方案，该工作方案应与一体化全系统方案规划密切联系并 

由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领导，由他负起协调全系统工作的全面责Æ 大会于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3 5 / 7  4 号决议里认可规划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的建议，并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步戰，以执行这些建议，规划理事会所同意的专家组 

的提议之一是成立一个志愿基金，以便供资举办具体活动，以执行工作方案。

2 . 大会在 1 9 8 0 年 1 2 ^ 5 日第3 5 / 5  6 号决议里通过的联合国第三个 

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指出，发展过程中应考虑到环境、人民、资源和发展之间 

的相互关系，应加强这些相互关系的研究，而且双边和多边捐助者将提供援助，包 

括训练方面的援助，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内生能力，采用充分考虑到相互关系的现 

有知识的方法9

3 . 执行主任为了实施规划理事会第8 / 1 号决定，于 1 9 8 1年 1月召开了 

第二届高级专家组会议。以便就联合国关于相互关系的、面向行动的工作方案内应 

该包括的各种因素，以及环境规划署在这方面的作用P 向执行主任提供意见。

4 . 本说明附有高级专家组的建议慨要》执行主任将这个附件提交理事会审议, 

并建议由环境规划署对其中第12 (a)、（切和(1)段所列出的专题研究采取优先行动。



关于人民、资源环境加发展间相互关系高级专家组的建议慨要 

- 关于相互关系的工作方案的理论基础如范围慨要

1 . 专家组强调迫切需要制订关于相互关系的、面向行动的联合国工作方案。

' 2 .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里，社会经济的决策是根据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社会经 

济结构如过程，文化，传统，宗教和神话所 '包合的相世世代代的经检所取得的社会， 

经济，人口和物质因素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深入理解。 因此》世代 代 反 复 摸 素  

出来to环遗後理是以实际经验力根握， 决策时考虑到反馈资料考虑到长期影唆 • 

不辨自明，这一代人不应牺牲其后代以自利，人口应与它所生存土地负载绝力维

持平衡n 人类相互密切合作，有效地、合理地贫理资源。
♦

3 . 在迅速的现代化过程中，这种相互关系的实验性知识常常被忽视了。 结

果, 人与环境☆ 相互作用常常产生了意料不到的严重后系（贫穷，失业，域市資民 

窟的遇速漫延，环境退化如自然资源的不合理贷理），这些后果大郁分都由无法 

确社会经济决定的人们承受， 而这些决定却发劫、替 同 加 垂了这些后泉。

é  - 于衡有待纠正， 应找出方法来达成最好的积极的全面效果^  加强消极影 

有的相互关系应由动员有关部门的协调一致政策行动来消解。 应査出紅杆点， 使 

用 适 当 的 化 政 策 方 案 ， 以发动积极影响ÔÏI循环，促进持久性的发展。 专家 

组在这♦ 方面强调集体 ;taS家的自力更生以及加爱民众参与决策。

5 . 专家组强调秘书长提交经济及社会理寒会19  7 «年策二届常会的报告 

( 2/1979/75 ) 中所表示的相互关系研究的概念性的观点是正補 t t , 并进一步肯 

定它在第一次会议时对食物系统，土壤赞理、能源系统，森林營理》水 營 理 重 视 》 

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应该是有成果的， 而且协调一致政策》方蹇的意见也是适 

切需要的。



6 . 专家组運调，相互关系的方式激强度在各部门加各国之间彼此不局，甚至 

大郁分S 家内部地问也有差异，这取决于发展程度的不同激社会与文化 因 衰 因 

此》评价相互作用和确定 积 极 全 面 影 化 政 策 《方案的问廣， 应主要在分I t  

6̂ »谓家^0地区基础上如以解决^

7 。联合国精食和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人口基金）与环境规划署 

和国际座用系统分析研究院联合进行的关于未来人口使用的土地资玩的研究制定了 

一小明确的方法学， 以研究土地利用游绝* 食物系统迷化危害，土壤》水贫理办法 

*0人口压力之间相互关寒《 它》全球评价0^结论特别指出，到 2 (TOO年时非

洲将损夫7000万公填 6̂ 土 壤 资 源 界 其 余 ■部分脚嚴质下降3 5 %* 专家组指

出，21家一级的研究， 因为比较具体， 可 以 构 成 泰 实 基 础 ，实除执行全球如区 

域发展战格并提供旨在促进梭★ 生产方面《Ï更充分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一体化®  

家发展规划的重要工具。

8 . 专家组对农村生态》发展的考虑证明制订回答确切问摩的模武是很重要 

具体变数和它们之间关系对可靠援据的实验工作被强调为制订模式的绝对条件■ 

专定組着重指出，模武超栽过多变数的可绝性《反决真实复杂世界的重要性之« &  

维持平街《 在选择变援的标准中，专家组* 调有必要顾及长期》短 期 的 前 并  

考虑不总定性和危险性和反馈方法以及社会经济决定长期影有。

9 . 专家想总结指出，为提供更多有关发展， 人民、环境《資源间相互关系檢 

知识，座在不同K 域知à 家进行一系到的方案研究，优先处逮寄要这种知识曲情况* 

以便分析诸如森林欢伐》沙漠化等已经到达高阶段具有非常严重性质的请极过€« 

工作方累中应列入的其他領域包括相互关系的知识对查明各a 致府谈调一敦政策行 

动f t 紅杆点具有极大重要性的領域，例如绝源，河ji|汰域如烏*̂ ,



5 联合 s 系统的工作方案本案

10  . 专家组根播其考虑，提议在联合国系统关于相互关系的工作方案中列入 

下列案研究和项目，其中前面两壤应给予最优先考虑：

喜马拉雅山麓的森林欢伐: 社会，经济如物逮相互关联因棄加上相互 

增襄的影导致了更高更陵斜坡的森林欢伐，河jt|下游泛渡成灾，液嚴液绝破坏， 

水力发电水现寿命縮短和山上村民采集木柴的赛时赛力，剩下料种、牧获》从寒其 

化建设性工作的工作绝力缩减。 . 除非通过以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知识为基 

础的一•体化政焚》方案来被除这种循对策是不可能发生效果的。 为促成创始 

这些政策，首先应通过相互关系研究来充分评价问题的范围。 S家一级的任何活 

动都应由有关政廣指定的国家机构来执行,

苏丹一萨赫勒区域的过度放牧: 伸延到資療土地的干游、气侯变化》牧群 

^ 大而引起的过度放牧，在干阜如半干草地区造成了严重6̂沙满化间«« 而且， 

这♦过程是循环性的：例叙由于丧失植被商丧失地表水而引起6̂沙暴，对剩余》 

棱被造成进<-步银坏，而且随着沙遂化6̂ ^̂ 张，游牧民族更肉南移，对原来健康 

地区增加压力。 只有包括有关郁门博调致行动并根据有关各种因棄间相互关系 

的特定具体知识一 包括食物偏好， 梭食供应《 土壤特征^ 供水、气誤，人口**文 

化因棄一的全面发展方案才後有效地对付这种过程。 政府指定的a家机构'ji&缓 

执行大》分的工作。 在该区域内目前或规劲进行方案的a际趙织应提供缓助, 
这些组级包括坏境规划署料4•文组织和粮农组织；

( C ) 热带森林:开发热带森林资源的工作已经显示，知果对经济决定，森林居 

民》诸如动植物，土壤，水《气楼等环地因表之间的相互作用没有充分知识就采取 

行 动 话 ，生态系统可绝会发生逃速0 ^ ,往往是不可扭转的变化》 这种知识可 

絶有助于查明把杆点, 协调一致的政策行动可以在此产生积极的全面影响，确保合 

理管理热带森林》资源，其中包括丰富的遣传资源I



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加，近年来人类向有限生产絶力 

W有瑕土地资源索取後食大:f增加。 生产的限度是由土壤《气侯条件以及所实族 

的利用》營理技术决定的。 专家组建议上面第7段所说的目对全系统关于相互 

关系的工作方案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应在更广大基础上趣续进行，处理更广泛的 

相互关桌的赛围并纳入一系列的a家研究•  然后它将从诸如贸发会议《劳工组织， 

教科文组织，卫生组织，世界银行ife气象组织等联合a其他组iR以及各a政府和非 

政府想级淡取投入》

《e》农村生 态发 展 :农村发展方案至多导敦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的缓侵改 

#o 此外，忽视相互关系会产生各种有害的影唆，因为改变农村生态系统的一小 

组成部分必然会对其他的组成部分产生影响，而且常策是消极的影有需要在不 

同生态条件下的♦案研究，包括制订模式， 以墙进相互关系的知识并在农核发展方 

案的舰划，执行》评价中如以使用》

W a 家絶源规划: 支援®家绝源规划的♦ 案研究可包括：全面佑计a 家乾源 

使用总* , 在绝源生产方面对付ïf境退化的各种办法概要，各种政策6̂ 费用/ 利益 

分析》危险性评份。 相互关系的研究可以通过供应如紫求0̂ 分解力组成部分：资 

源种类， 技术*使用的强度和人口—— 这样才绝考處资源枯揭，人口《社会变数以 

及革新技术》工程效率的影问题 ,

河 流 域 ：和沫域银理方面的水块建筑jfe其他资本投资坂目常常失feo  

水的營理包括许多部门的活动，因此需要兼相互关系的协调一致《I政衆行动。河 

州魂域》水利赞理的相互关系研究应以查明紅杆点为目的， 使钱调一致的行动产生 

积极的丢面彬

(h )海均生态系统: 可以采用两种基本的小案研究办法， 第一种是族中注意发 

展中4 场BB家可能找行的各种不同的发展战略,体二种集中处理较小的外舟情况》 

其生态系统比较当地化，外来因素容易査明如数it化，因此可以使用化模式技



术的系统分析办法。 拉美经委会，亚太经社会，环境观划i ■、人口活动基金》教科文 

组织都参与岛与的相互关系研究。 联令Ü L 贸发会议相开发署关于最不发达  

国家的工作可以利用相互关系处理办法， 向关于岛蝴的一•系列的♦ 案研究提供投入》

( i ) 制i丁一体化发展规划如管理的方法学和工具: 制订这一部分的方案应特别

该取肯尼亚/ 杯境规划暑发计划署在国家规划方面相互关系和委内瑞拉环.境规划的 

研究》 它应包括制订评价相互关联因素的全面度影响如危险性评价的方法学 I

( J ) 评价过去目前的经验 : 阐明相互关系 6̂ 过去的经验 0̂—些目前正在进行 

的活动痛应加以分析， 以便查明具体to特定的措互关系，这样才能拟订行动准则，

避免消极的全面影响。 专翻应在不同地域场所相主题上面具有代表性：♦家组将 

中美洲的使用杀虫剂如海湾区域的迅速经济成长作为例证。

1 1 . 由拟订新的S 际发展战略的目标和政策措施可以推出相互关系处理办法 

应指导计划射规划全球和区域以及国家各级执行该战略的过程。

1 2 . 在行政链调会实质问颗《方 某 ) 协商委员会赞助下制订的机构间联合规 

划活动应通过实行相互关系范围内的系统分析处理办法予以加强。 这就需要加强 

联合S 系统内的分析结力，利用外聘专门人材，由相互关系工作方菜支助并通过有 

关的机构间办法。 关子相互关系的工作方案也支助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各区域委 

员会的后继行动以及机拘间关于长期发展目振的工作队的工作。

1 8 . 非联合国研究 : 联合Ü 系统所发展的大量直接有关相互关系处理办法的 

工作是在联合国系统外进行的，它们是官方的如学术 0̂其他研究机构的活动。 不 

同的活动可以用来向发展规划政策拟订方面进一步制订相互关系处理办法时使其 

更加精确ito细致。 联合S 系统当然而且必须分析并利用联合国系统外所进行的全 

球相互关系研究， 它们所采用的方法学加这成的结论将有助于奴订如执行专家组所 

草拟的工作方案。



附 件 三

规划理事会第九届会议收到的文件

编 号

UUEP/GC . 9/1 

TJNEP/GC . 9/ ]/Add  /3  ̂

及 Add ，2 

UÎTEP/GC . 9/2 

UHEP/GC . 9/a/Add. i

lorr  . 1

UUEP/GC . 9/ 2/Add  ^  Corr  . 1 ,

2 及 Supplement  

UNEP/GC  . 9 / 2 /A d d  . 3 

UNEP/G  C . 9/^2/ A d  d . é

UNEP/GC. 9/ 2/Add  ,4/Supp le  -

UNEP/GC . 9/ 2/Add  . 5 

UUEP/GC . 9/ 2/Add.  6 

ÜÏÏEP/GC . 9/3 

UUEP/G'C . 81/é 和 Ad d . 1/2 

UHEP/GC . 9/è/Add . 3 和 C o r r . i  

UITEPyaC . 9/ 4/Add .  3/Supple  -

文件标题

临时议程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执行主任的介绍性报告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 9 8 0 年第二届常会同环境规划署活动

濟关的决议和决定

规划理♦ 会 1 9  8 3 年特具个性会议 

同非政府組织的关系

关于人民、资源、环境和发展间相互关系 

的工作

秘书长关于人民、资源、环境和发展间相 

互关系的报告 

执行主任的介紹性发言 

关于危检化学品名单的初步报告 

环境状况：选定的主题一 1 9 8 1年 

协调问题

同各区城委员会的合作

环境规划署在区城一级的参与情况



ÜHBP/GC . 9/4/Add  . 4 

ÜHEP/GC . 9/4/Add , 5 

UHEP/GC , 9/5/ 和 C o r r  .1 *  

ÜHSP/GC , 9/5/Ad  d . 1  

UKEp/GC . 9/5/Add  . 2

USE P/G  C . 9 / 5 / A d d . 3 

ÜHBP/GC , 9 / 5 / A d  d . é 

ÜNEP/GC . 9 / 5 / A d d  . 5

UHEP/GC .9 / 6  和 C o r r . i ^  2 及 

Add . 1

UITEP/GC.9/7 

UHEP/GC. 9/8

ÜNEP/G C . 9/8/Add  . i

ÜHEP/QC. 9/9 

üiriîP/GC. Q /9 /A d d  • 1 

ÜNEP/GC • a / lO  和 c o r r . 2

ÜHEP/GC . Q / lO / A d d  . l

ÜHEP/GC . 9 / 1 0 / A d  d • 2 

ÜITEÎP/CJC . a / lQ / A d d  . 3 

üHEP/GG , 9 / lQ / A d à  , 4

编制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 

前素文件的編制 

环境方案：方案成绩报告 

环境方面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 

关于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源在环境方 

面的合作 

海洋污染

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新能玩和可再生能玩 

会议方案成绩报告（1981年 1 月 1 日一 4 

月 3 0 曰

环境方案： 1 9 8 2 — 1 9 8 3年中期计

划

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

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教计划》的 

协调工作和后继行动

苏丹一萨赫勒地区内《向沙漠化进行战斗 

的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1980年基金方案的执行情况 .

1980年和1981 年基金方案的执行情况 

基金的管理

不可兑换货币的积♦对基金计划项目的选 

择和执行的影响

为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提供额外资源 

行动计划的筹资情况 

联合国环境基金订正业务总则



UNEP/G C •. 9/10/Ad d . 5

UNE P/G C. 9/10/Ad d • 6 
UNEP/QC . 9/lQ/Add . 7

ü HEP/G C . 9/10/Ad  d . 8 

UNEP/GC, 9/10/Adà  . 9

ü N E P /G C .-g/ ll 

ÜITEP/GC . 9/12 和 C o r r  -1 

( 只有英文本 )

UITEP/GC.. 9/1 S 和 C o r r  • 2 

( 只有法文本）和 3 及 A d d . l 和 

C o r r . 1 及 A d d . 2 

UNEP/GC. 9/14 和 A d d . l  

UÏTEP/GC/IITFORMAT I O N / l/  

Rev.  X/Supplemnt  ,2 

UHEP/G C/IITFORMAI 工OH/5/ 

S u p p l e m n ti

UNEP/GC^irrORMT  工 OH /e/ 

A d d , 6

UNEP/GC . 9/1 HF . 1

基金的管理（1 9 8 1 年 1 月 1 日一4 月 

8 0 曰）

信托基金的管理

为《特别在水禽生境方面具有国际重要性 

的湿地公约》设立永久秘书处和作出格时 

安排

提议的环境基金" 特别密户"
为保ÿ«和开发东亚区域海洋环境和沿岸地 

区行动计划的执行设立一个区域信托基金 

计划须目评价方案

关于1 9 8 0 -1 9 8 1两年期方案费用和方案 

支持赞用预其的执行情况报告 

环境基金1 9 8 2 — 1 9 8 8 年方案奥用 

和方案支持费用预算提案

联合国在内罗毕的办公房地 

环境方案核定目标、战"Sk集中部门和 

1 9 8 2 年指标

环境方面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登记薄

卫生/ 粮农/ 环境在农业用水发展活翁中 

就防止和控制水传疾病和有关疾病方面进 

行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环境评价计划



ÜITEP/GC . 9/1 NF . 2 

ÜNEP/GC.9/I<.1

UNEP/GC . 9 /L . 2

Ü1ÎEP/QC.9/L. 3

üKEPy/GC . 9/I<. 4 和 C o rr  

( 只有英文本）

与会者名单

联合国环境方案基金1 9 7 9 年 1 2 月 

3 1 曰终了的1 9 7 S - 1 9 7  9 两年 

期财务报告和审计决算 

1 9 8 0 - 1 9 8 1 两年期方案费用和 

方案支持费用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1 9 8 2 - 1 9 8 3年环境基金方案费 

用和方案支持费用慨算 

环境基金： 1 9 8 0 年 1 2 月 8 1 日终 

了的1 9 8 0 - 1 9 8 1 两年期第一年 

的财务报告和期中决算（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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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1̂取联合国出IK物

联合a * » ★在全世界各it的书店和& »处均有;fttt。读向书店该》问或写信到纽灼或B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in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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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Hâ, CeKî Hfl no npoflajKe HbW-HopK h/ih HCen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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