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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A.背景

1 .联合检查组第一次参与联合国系统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和管理活动是 

1972年，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UNESCO)在罗马召开的“古埃及历

史与文明文献和研究中心”大会，要求下编写了一份研究报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认为（第9 2 EX/4号文件）这个文件对埃及政府1955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建立的“研究中心的工作作了明确的估价” •研究 

中心与挽救NÜBLA遗址运动有特殊的关系，因而使埃及政府能保存所有重要的古 

埃及遗址的记录，特别是那些因“高堤”的建筑受影响的遗址的记录•

2 .在非洲的联合检查组并进行了另外两项研究# 第一项研究是关于在尼曰

利亚JOS的“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区域训练中心”，（JIÜ/REP/74/8),也 

是1974年在教科文组织的要求下编写的，研究报告回顾了联合国系统对训练非洲 

地区保存和保护本国文化遗产专家所绐予的支持.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对此进行了 

审议（第9 8 EX/7号文件），同时使公众对教科文组织在同样领域内，不仅在非 

洲，而且在拉丁灵洲地区，例如，在墨西哥丘鲁布斯科中心秘鲁库斯科中心，以及 

其他亚洲中心培训专家的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兴紙 蚁府间非洲文化政策会议也对

该报告逬行了审议《 联合IS粮农组织（FAO)肤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ÜHEP)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理箏机构.（经社理箏会第E/ 

1979/103号文件）先后对1970年起草的题为“在姆韦卡和加鲁阿的非洲野生 

物管理区域训练方案”第二个报告进行了审议（JIÜ/REP/79/I ). 粮农组织

理事会在最示欢迎这份报告（CL/?6/7)的结尾时说“尽管联合检查组的研究仅 

涉及两个在非洲的机构，但从地理和主题方面来讲，其建议具有更广泛的应用价值.，，

它促请粮农组织在野生物资源管理领域内担负起更多的工作•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 

员会部长会议也审议了这个报告，•为支持报告提出的各项建议，在1980年6月通 

过了一项执行建议的决议• ："

3 .联合检查组的以上三个报告，总结了联合国系统对非洲地区各国政府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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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本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中的活动所提供的协助.本研究报告是拉丁美洲地区同一 

领域内的一■个继续《

4.许多标准的文件、决议、公约和其他国际声明及方案都授杈联合国系统， 

积极参与保护和管理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活动.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的同 

时，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通过的宣言和行动计划，进 

一步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世界遗产公约*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相生物圈计 

划（MAB) 5和最近的世界保护战略4.是其他的例子.

5 .最近，在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II际发展战略5和1980年1 2月5 B联 

大关于“在环境领域内的国际合作”的第35/74号决议中，又再次重申t实行不 

危害生杰的发展过程的必要性，上述决议录示赞同发起世界保护战略，并.促各国 

政府、国际组织、联合国系统的机构和组织，在制定蚁策和方案时考虑这个问题.

同样地联大第三十五届和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又通过了有关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 

决议，（第35A号、3 5/ 1 2 7号、35/128号、30/7号和36/6▲号决议）， 

并提议在下届会议上通过世界自然保护宪鞏（第35/7和36/6号决议）.附件一 

列举了与拉丁灵洲地区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和发展罝接有关的直要国际立生

6.在斯德哥尔摩会议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之后，人们开始对环à问题进 

行了一些研究，有了进一步明确的认识，囱而国际上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美注《

'联合Ë人类环境会议报告，斯德哥尔摩，1972年6月5.日一 1 6日，第A/ 
COÎJF. 48/Rev. 1 号文件，第二章,

2 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逋过，并在同年底生效a

5 在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逋达

4 . 1930年3月开始生效.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善的指导

和资助下，由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LüCîO与粮农组织和教科文组 

织联合起草• -

5 大会第35/56号决议，附件第4 1和156—158段，1980年1 2月fe日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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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如果目前对破坏地球维持生命能力的影响不予以制止，忽视破 

坏文化遗产和价值的现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是很长的时间内，将对人类身 

心健康带来有害的后果.错误地管理自然区域和在发展过程中不重视保护性措旌 

的结果，使人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地球上，大面积区域不断的沙漠化，森林 

和流域的减少造成了干旱和洪水的发生，造成农业、’医学、药物和工业程序发展所 

依靠的遗传基因枯竭.在大多数情况下，污染是可以得到控制的，但通常要付出 

很大的代价，但当维持生命过程的一个环节消失后，它是永久地消失了 • 对文化 

遗产的破坏也同样造成了有害的后果——这种破坏威胁到一个良族或人民的历史延 

续感和个体意识.人们确实已经认识到，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是一个问題的两小 

方面；一个是保养身体，另一个则是丰富精神.

7.很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自然与文化即使没有冲突，也是互不相千的两码 

箏.世界遗产公约大胆地开创了一种新方法，克服人们头脑中的这种概念；这种 

新方法引起了公众更大的兴趣，它证明了，人类在自然和文化方面的遗产必须溶成 

一体，以保证持续和协调的发展• 很显然，自然生境和种类的损失及文化遗产和 

价值的损失，不仅使直择有关的国冢陷于贫困，而且使一个区域，甚至参个世界陷

于贫穷.在研究过程中搜集到的资料似乎说明，在拉丁美洲地区，人们越来越清 

楚地认识到，在各种情况下，尽管具体的保护措施和管理政策有所不同，但遗产保 

护问题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

8..因而，人们提出了许多加强保护和合理管理人类有限遗产的强制性理由/s 

如在世界保护战略中意味深长地指出那样，“保护与友展一样，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发展的目的主要是逋过使用生物层来达到人类的目的，而保护的目的则在于通过确 

保这种使用的继续，达到人类的目的.

1981年1月提交灵国总统的2000年全球报告，吴国政府对“到本世纪末世 

界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能变动”的分析，是生动描绘了未来二十年画面的一 

份最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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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范围和目的

9 .检查专员将研究集中在拉丁美洲，是出于几珅考虑。首先是，联合国系 

统在拉丁美洲进行了若千个区域和国家的保护和管理野生物、森林资源和文化遗产 

的大规模项目（参见附件三）9第二，由于在遗产保护和管理方面存在着不同的问 

题和使用不同的方法，许多拉丁美洲地区国家都积累了各自不同的，而且是相当丰 

富的经验和专门技术，通过适当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机构，这些国家可与本地区 

其他国家和其他地区交流经验8 第三，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缋，但用一句谚语来说， 

这仅仅是“沧海一粟”，眼前的任务是艰巨的，人们对联合国系统的作用寄予了很 

大期望，联合国系统必须小心节俭地使用稀少的资源，才能取得一定的效果.第 

四，1982年是通过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和行动计划的十周年纪念曰.联大 

第三十五届会议决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机构应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审查在执 

行斯德哥尔摩行动计划7时所取得的主要成绩。检查专员们希望，本报告也能对 

这项审查和教科文组织将于1982年召开的世界文_化政策大会的讨论作出一点贡献,

10. 为了提出改进意见，研究报告还对联合国援助拉丁美洲地区国家及国家间 

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活动的资源的使用情•况，作了估价。研究包括检查需 

要保护的遗产，及联合国系统在提高公众的认识，在训练和发展国家与区域的研究 

和监测能力，以及促进犮展中国家技术合怍方面的工作情况# 研究报告还对联合 

国系统以合理、协调和相互支持的方式开展这些活动的能力，以便充分地利用有限 

的资源的情况作了观察。

11. 在自然遗产方面，这项研究主要集中在保持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保 

护遗传差异和合理使用物种与生态系统方面a 8国立公园、生物层保养区和受到同 

一类保护的自然区域可以成为生态犮展方面的养护行动的主要工具，它们可提供机 

会，阐明和检验怎样管理自然区域和生物资源以援助犮展和履行对遗产的责任的不 

同方法。至于文化遗产方面，研究主要涉及了文化遗产，例如，建筑工程、古迹、 

考古遗址及类似的遗产和内容，研究还提到了保存在博物馆的文化遗产，但并不牵

7第35/74号决议，第1 3段执行段落.

8在世界保护战略中讨论的生物资源保护的三个具体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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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到“活的艺术”和“表演艺术'

12. 检查专员们在起草报告时，同拉美经济委员会总部及设在墨西哥城和西班

牙港的分区办事处，粮农组织总部及设在圣地亚哥的拉美分区办事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部和设在圣地亚哥的区域教育办事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和设在日内 

瓦的欧洲区域办箏处及设在墨西哥城的拉丁美洲区域办事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 

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工ÜCÏT)等组织进行了广泛的磋商。检查专员们 

还会见了世界银行、泛美卫生组织（PAHO )、美洲国家组织（0AS)泛美开发银 

行（工DB)及双边援助机构，特别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史密森学会的官员a 检查

专员们选择了拉丁美洲地区一些国家进行访问，这些国家有：墨西哥、哥斯达黎加、 

巴拿马、厄瓜多尔、秘鲁、智利、巴西、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巴巴多斯, 

检查专员们在这些国家访问期间，有机会参观了若千具代衰性的国冢公园、古迹和 

考古遗址以及其他的保护区域、养护中心、研究和训练机构，不仅会见了政府官员、 

还接触了积极从箏保护和管理本国遗产工作的私人和组织.

13. 检查专员们对那些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意见和看法的人表示感樹，并对访问 

过的各国政府，对研究工作的关心和高级官员们为配合检查专员的工作所花f的时 

间，录示由衷的谢意，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駐地 

代录和联合国系统的工作人员，对研究工作绐予的支持和有益建议最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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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遗产保护：目前的政策及做法

A.关心遗产保护工作的起因和发展

14. 就在一百年以前，1872年3月1日，美国联邦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宣布 

了世界上第一个国象公园。这就是位于美国怀俄明州的黄石公园，黄石公园以其 

壮观的间歇泉、温泉和野生物而闻名于世• “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而采取有 

效措施，将一个地区保持在自然状态中，这一个第一次作出的努力渐渐地为北美和 

世界其他国家所仿效•

15. 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里，人们对遗产保护的关心是由来已久的，但至今 

还仅限于学术界的少量和分散的小团体中。他们经常怂恿有关方面采取一些保护 

性措施，以挽救濒于灭绝危险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还鼓励人们进行研究活动。主 

要由于这些人的推:动和积极努力，才产生了国家公园a 有许多国家可以为本国是 

第一批建立国家公园的国家而感到骄激• 例如，墨西哥在1898年建立了第一个 

森林保护区，这个森林保护区以后成为墨西哥第一个国家公园（El Cüico

阿根廷于1903年建立起国家公园网（îTaüuel Huapi )，智利是在1926年 

(Vicente Perez Rosales );紧■接着，厄瓜多尔在1934年也建立了国 

家公园网（加拉帕戈斯群岛）.

16 .美洲_区是第一个在国际公约中，将国家公园概念具体化的地区• 在泛 

美联盟的主持下，于1940年制.定的“西半球自然保护和野生物养护公约”，通过 

引进各国保护和保养自然生境，各种物种代表和动植物区系种类的标准术语和措施, 

为国家公园的进一步发展制定了一个方向。公约还号召人们保护和保存奇景区和 

具有历史和科学价值的风景。公约为遗产保护的区域和全球合作打开了一条路。

17.从50年代后斯以来，由于高度工业化、引进先进农业技术^人口的急剧 

增长（附件七）、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导致城市的迅遝扩大，及现代化的 

运输设备进入至今难以到达的地区等等，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深刻变革， 

但对这个地区人类生境总的来说，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安第斯山脉的山坡正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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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越来_严重的侵蚀，半干旱土地也正在变成沙漠，水的供应不单不能满足蔓延的 

城市区_和扩大的工业不断增长的需要反而减少了。 由侵蚀引起的河流中沉积物 

_ 了重i要的建筑工程。由于对文化遗产的忽视和无知，而且没有将它们作为国 

家瑪产的一部分看待，文化遗产也同样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由于普遍患了 “发展 

主义”的欣快症，因此，几乎没有一个在决策和制定政策阶层的人愿意承认全力发 

展和对遗f的系统掠夺，使人类环境退化的因果联系。碉实有许多人认为，保护 

的概念对发展是不利的。

18 . 70年代初标志着一个转折点。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大大提高了人 

们对环境的认识，发展政策对生态的有害的副作用及对人类环境的破坏，.促使拉 

丁美洲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关心本国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问题• 这种新的意识也 

是由这个掉区许多国家中出现的目的明确的保护组织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活动培 

养起来的,

19.:目前争论的问题已成为，使经济和社会犮展的迫切需要与适当保护人类环 

境协调一芦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1970年期间，由美洲各国政府和专家们，在 

若干个会_上提出的• 1974年在墨西哥科科约克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 

个宣言，_言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生态发展的概念和原则作了进一步的阐明。 

1974年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审议了为美洲湿热带生态犮
ï

展制订方f的问题.在召开了一系列亚马孙国家政府代表会议之后，于1975年 

建立了国_保护和防护亚马孙流域动植物技术委员会，委员会最后以制订了 1978 

年7月的-马孙合作条约’和明确地表示需要“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平衡”的 

贝伦宣言M而告结束。中美洲国家政府代录的一系列多科性会议，集中讨论了用 

统一方法f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问题.在这些会议上，明确地承认了，国家公园 

和类似的#护单位，是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工具.

I在联表第35届会议上分发的第A/^5A80号文件。

'。在联参第35届会议上分发的第a/35/593号文件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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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70年代，人们还目睹了粮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援助的保养和管理荒地 

及保存和提高文化遗产价直的大规模区域项目的执行情况。这些项目鼓励各国， 

建立国家公园制度，建立遗产保护和保养机构，并制订适当的国家法律.这些项 

目又促使人们着手进行许多国家项目（参见附件三h

21. 目前，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建立了国家公园和其他类型的保护区域。

人们认为，其中一些具有功能健全的国家公园系统，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合理的系 

统。检查专员们在访问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智 

利（Conguillio - Paraguas )和巴西等国的国家公园时，亲眼见到了在公 

园保护和管理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及有待解决的问题。然而，检查专员们注意到， 

在他们所到之处，只有很少国家有足够资源和受过训练的人员，恰当地管理国家公 

园和其他保护区域• .

22. 录一根据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提供的最新数据，对拉丁美洲地区 

养护单位的数目及总面积作了铣要的介绍。在编制养护单位清单时，主要的问题 

是拉丁美洲地区命名各种保护区的术语有很大差别。检查专员们得知，国际自然 

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正力图使各类名称进一步统一起来，他们访问过的许多国家正 

在重新碉定各种保护区的名称.

23. 根据目前的科学见解•，一个国家应以5%到10%的面积，用来建立一个 

养护单位网。如果这些单位位釁适当，拥有足够的面积和合适的生态种类，可以 

设想，这些单位将能碉保有选择的生态过程和野生物物种的存活• 表一说明，较 

大的国家要达到此目的，还需付出很大努力。但如果目前保护区的增长率继续提 

高，拉丁美洲将在本世纪末达到这个目的。无论如何，这将是对国家行政当局的 

机智和能力的一项考验，政府对体制建设和适当管理设施必须给予重要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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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拉丁美珊地区的国家公囷和其他保护区.(1981 )

国别
总面积 

(km 2 )

保 护区 受保护区 

百分比

(% )

世界遗产

遣址数ft数量 面积Um* )

安提瓜和巴布达岛 44C- 2 25 5.53 -

阿根廷 2,766.889 20 35,636.51 1.28 -

巴哈马 13,935 3 1,217.3 S.73 -

巴巴多斯 451 1 2.5 0.5Ô -

玻利维亚 1,098,581 13 46,306.3 4.26 ■

巴西 3ÔU.965 35 99,606.5 1.70 1

英属维尔京群岛 2,175 6 9.28 0.42 -

智利 '5^,945 42 34,345.24 11.14 -

錢比亚 1,139,914 31 39,387.59 3-45 -

哥斯达黎加 5〇,?〇〇 18 5,475.59 10.79

古巴 114,524 4 243.05 0.21 -

多米尼加 751 1 68.4 9.10 ■

多米尼加共和æ 48,734 5 i.475-4 3.02 -

ÆA多尔 283,561 9 26,314 9.27 2

萨尔瓦多 21,393 1 19.9 〇.〇9 -

危坤马拉 108,969 5 1,6SC.45 1.54 2

圭亚那 214,969 1 116.55 〇.〇5 -

海地 27,750 . 1 2.5 0.009 -

洪節拉斯 112,088 2 3,579,08 3.19 1

牙买加 10,962 2 3.37 0.03 -

:马提尼克 1,100 1 4 0.36 -

1西哥 1,972,540 24 6,077.78 0.30 -

荷爲安的列斯解岛 992 4 134.55 13.56 -

ÆA*拉瓜 130,000 2 H3 . 0.15 . -

巴拿马 75,65〇 7 3,606.16 11.37 1

巴拉圭 406,752 6 12,355.38 3.03 ■

秘蒈 1,295,216 21 67,932.56 5.20 -

汲多黎各 3,397 3 ô.od 0.07 -

苏里南 165,265 9 5,920 5.56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5,13〇 13 240.55 4.66 -

美属维尔京群岛 545 â 74.5 21.59 -

马拉圭 176,215 5 194.45 0.11 -

委内瑞拉 912,〇5〇 34 73,368.9 8.09 -

资料来源:⑻总数量(2)和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的总面积数播(3)是根嫌1981年6月在秘警 

召开的C NPPA工作会议上，Ü际自然及自然资《保护联里提供的最近的联舍 

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家公园和保护区名孳钃制的.

(W世界遗产遗址的数《(5>从教科文组织提供的资料书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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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际公约

24.拉丁美洲地区许多国家，已批准裒加入了许多有夫护自然和文化還产的 

篁要国际公约或方案。附件二对各国批准和加入情况作了概要的介绍，从附件 

二中可以滑楚地看到，拉丁美浏地区大多数国家近来已接受了下面四个主要公约：

(1) 1940年的西半球自然保护和野生物养护公约。

(2) 1970年的禁止和预防非法逬出口或转移文化遗产所有权方法公约.

(3) 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4) 19 7 3年的野生动物植物群中有灭绝危险的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25 .拉丁美洲地区还未承认1979年的移栖物科国际公约和有关湿地的国际公 

约。同样地，也只有极少的致府作为正式成员，直接参加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 

护联盟及活动• 因此，检査专员们.对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和世界野生生 

物基金会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未能发展宝贵合作，辱到道憾a 检查专员们所获得 

的材料似乎表明，执行类似野生动植物群中有灭绝危险的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项公 

约条款的情况是参差不齐的；材料指出，如果这种情况不葩得到补救，如果所有国 

家不加入所提到的公约，那么一个国家经过最褙心设计的诛护性宿施，特别是保护 

移栖及濒于灭绝的物种和文化還产的宿施也是无用的《

26. 实际上，所有国家都有关于珠护自然和文化道产的法律佘款，伹在大多数 

情况下，这些法律条款部分散在大量不同的文本中.有许多条款是根提过了时的 

概念和思想制定的，在一些囯家中，已开始加强立法的工作3但是离国际公约和 

合逕保护及管理遗产的旻求还相差很远3 在检査专员们访冋担丁美训期间，一个 

晋過«见是，联合国系统在鼓，领部些还未批准和加入这些公约的国家方W,在提供 

专门忮术和促进交流有矢含理实施蒱施的愤視方面，可发挥一定的作用•

C •遗产及营理的、择刳安排

27. 在拉丁美拥垲区3有大量的公共和私人的组织和机构，用许多不同方法对 

待遗产管理人资格的冋题.除很少情况外，对自然還产的貴任——包括国家公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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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受保护的自然区域及野生物——传统上是授予政府部门和设在农业部内的机 

构执行。在一般情况下，教育与文化部负责文化遗产事夯，近几年来》许多国家 

建立了保护文化遗产的独立国家机构》 特别的憒况以及对需要适当保护和管理措 

施的认识程度，支配着各国相应的体制安排以及权力范围。

28. 检查专员们所访冋过的国家，都具有许多不同的体制安排。例如，在墨

西哥农业部内设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贾国家公园和野生物事务，而国家人类学和历 

史学会专门负责关于哥伦比亚的遗产和西班牙殖民地遨产的保护和修恢工作。厄 

瓜多尔农业和畜牧业部，林业处的国家公园和野生物科负责管理厘家公园和•珠护区 

域》 最近新建的国家文化遗产学会和中央银行博物馆合伙管理文化遗产.在智 

利，M家林业公司（conap 管理国家公园和野生物事务，并向农业部汇报工

作情况。将来设在教肓和文化部中的文化理事会，在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事务中， 

将起到规范性作用；私人机构在教育和文化部的指导下，将逬行恢复和保护的具体 

工作• 巴西有联邦和国家的混合机构，处理自然和文化遗产事务。例如，巴西

林业开发局（ISDF ),通过国家公园、野生物及保留地处，负责将保护区分成国 

家公园和保留地，根据联邦法律现定，还负责保护和管理全国的野生物《 设在联 

邦内务部的特别环境事务秘书处与巴西林业开发局共同制定了一个保护生态系统方 

案，包括对保护区域的生态研究及调节发展的扠术• 有几个国家有本国的公园系 

统及相应的体制基础。在半公共基金会Pro~memoria的资助下，国家历史和 

艺文遗产联邦秘书处（SPHAN )和不同名称的国家机构共同负责■文化遗产事务9 

委内瑞拉是拉丁美洲唯一的以专门一个邵处理环境问题的国家（环境和可再生自然 

资源邵）；独立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向环境和可再生自然资源邵汇报工作，在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保护和管埏国家公园和保留地的杈力授予农林邵的森林管理人，

正在起草一项成立国家選产托管局的计划。这个局最终将负责自然和文化遗产事 

务。

29. 到目前为止^拉丁美洲地区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建立同时处理自然和文化 

選产箏夯的政府机构。然而检查专员们注意到^人们似乎晋遍感到，对遗产的保 

护和管理需要采取一#统一的方Ü 检查专员们访问的囯家再三证实了这种看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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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巴拿马政府对待西班牙殖民地港口城市PORTOBEIO的历史遗 

址的政策——这个城市已被列入I界遗产名单一作为单一的一体，需要对其历史 

遗迹和周围地区的植彼实施保护性措施》 任意选出的其他例子有：保护秘鲁印卡 

城堡MACHÜ PICCIÜ遗迹周围的山林，对遗址的芫整和充分欣赏遗址是十分重要 

的；里约热内卢州博物馆基金会董事长兼里约热内卢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理事会主 

席，用针对将来是保护工作后备军的儿童制定的，以博物馆为基础的教学计划，使 

人们更妤地理解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统一性问题；几个加勒比海国家建立了国家遗 

产托拉斯，负责处理所有還产方面的问题；还有智利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对动植 

物和人类学及考古学逬行了研究。

30. 大家公认，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都需要有各自的保护措施和管3^政策.

检查专员们会见过的许多官员都认为，作为一个长期的目标，最好以单独一个国家 

当局处理所有遗产保护和管理问题》 目M,负责遗产事夯的大量组织和机构，对 

建立各组织和机构之间的直接联系和与联舍国系统各组织之间的联系，制造了许多 

障碍。经常发生这种情况，按照这些国家和组织间可能存在的正式交往渠道，一 

般预期会采取行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管理人及博物馆馆长等反而未被忽视。

检查专员们了解到，这些人没有得到哀只是部分地得到了与他们1接有关的，由联 

舍国系统的某个组织散发的出版物、筒讯、科学论文，参加大会和技:术会的邀请， 

提供研究金或交流专门技术的情报• 因此，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各国政府必须努

力找到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适当办法.

31. 在审查有关囯家道产的体制安排冋题的同时，也不能忽略非政府组织所起 

的诈周。给检查专员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若干国家拥有组织完善和目标明确的 

保护协会；这些是，厄瓜多尔的MTÜRA，巴西自然保护基金会和加勒比保护热会。 

在检查专员们与这些组织代表开会时，代表们常向检查专员们提忠的看法是，这些 

组织应更多地参与由龄合国系沆各组织X勘的有关遗产保护的项目/很多这样的组 

织感到他们有足够的设备承担这一任务。检查专员们同意，如有_关非政府组织组 

织完善并具有必要的专门知识，或至少能取得这种知识，是应让他们参与这些保护 

项目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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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训练与研究机构及方案

32. 训练足够的中级管垤人员和技术人员3是成功地执行遗产保护及管垤政策 

和方案的先决条件。为这些政策和方案提供科学根据的研究1力，同样是十分重 

旻的。在裣查专员们访问过的所有囯家里，人们都明碉地1调了这一点。在许 

多区域会议上，也有共同的反响；最近的一个例子是，1981年1月」在厄瓜多尔 

基多举行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训练区域战略讨论会上•这一点也是要在下章讨 

论的，许多联合国系统援助的有关保护项目的由来。

33. 检查专员们从搜集到的材料和现场访冋中了解到，拉丁美洲地区各国都具 

有相当大的训练能力。在同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有关的学科方面有谇多培训 

机会和方案，但大部分是在大学和研究院一级逬行，在修复、保护和文化遗产保存 

方EÎ也有许多这类机会。 • •

34 .检查专员们犮现手头上有一些突出的例子是关于访问过的国家的训练和研 

究能力情况》 其中有，墨西哥生态学学院，负贡管垤两项人与生物圈计划，生物 

圈保护区，人们评论这两个保护区是用新方法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的十分成功的试 

验。在墨西哥文化遗产方面，起初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建立的丘鲁布斯科文 

化资产修复和养护中心，在国家和区域一级在其备专业领域内，也同样起到了先锋 

作用，巴拿马、巴罗、科罗拉多岛国家遗迹和科学研究站，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 

群岛的置尔斯、达尔文研究站，以各自的方式』都是有很大训练潜力的优秀的科研 

中心。厄瓜多尔国家文化遗产学院修复和保护文化遗产中心，是训练和实际工作 

灵活地结合的例子•.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方茱就智利Alti— 

piano脊椎动物和人口逬行的生态学、生物学和道传学的多学科研究，有突出的 

实际目的:挢助拟订保持Agmara人民适当生活标准的发展和昧护政策。

35.在巴西可以看到应用复杂的研究和监测方法的例子：一项研究是圣保罗州 

森林研究院，使用照相片判读和卫星监测系统跟踪圣保罗州自然和人工森林发生的 

一切情况》 另一项研究是，关于污染控制问题，由里约热内卢州环境工程基金会， 

在设界卫生组织和泛美卫生组织的援助下。委内瑞拉环境部订立了“潜力”指标， 

以踊定自然区域的实际使周和将要使用，能满足未来保护工作、农业和其他经济活

1有关这些科学的训练机构和方茱清单，列入美国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制定的文件 

中，“自然资源和环境训练战略：发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人员和机构”， 

1980年，美国，华盛顿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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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哿要• 这个工作似乎为土地使用规划:，提供了一#方法并可应用在其他地区•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海运事夯学会，在嵌舍国开发计划署的拔助和联舍国做为其执 

行机构的情况下，已经成为优秀的海洋学中心，海洋事务学会是1976年（开发计 

划署第号项目），其目的是，通过研究、培训和对该国提供咨询厫

务，进一步促逬人们对海洋环境各方面冋题的了解。

36. 在区域一级的形势则有很大差别。到目前为止，仍没有确定的区域机构，

网或方案来指导和促进遗产保护和管理的训练和研究工作。然后，就文化遗产而言， 

联合！II开发计划署和教科文组织支助的区域项目R9/1005号，目前有九个 

国冢，是一个处于初期状态的区域机构，如果对这个年轻的机构予以扶植，可以成 

为为拉丁美洲地区服务的芫全成熟的工具•该项目目前的经营一方面是通过许多培 

训中心提供各种专门课程，例如：在秘鲁，库斯科，有考古学的修补和保护课程； 

在哥伦比业、波哥大，有博物馆学课程；巴拿马有陶器修补课程；另一方面，则通 

过儿乎全由拉丁美洲地区的人组成的专门讨论会和巡回课程•在上面第3 4段中提 

到的墨西哥丘鲁布斯科中心与区域项目，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37. 在自然遗产方面，设在哥斯达黎加的热带农业培训和研究中心(c_〇 

AGROtrOMICO TROFICAL de ENSSUAÎTZA e INVESTIGACIOIT - CATIE) 是拉丁美洲地区 

目前唯一专门处理野生物和自然区域的养护和管理问题的培训机构.培训是通过该 

中心的再生自然资源方杗荒地和流域管理项目进行的• 4美洲国家组织泛美农业科 

学研究所（IICA)的行动的间接影响下，根据哥斯达黎加法律建立了热带农业调查 

教育中心，是在中美洲分区内进行研究、培训和技术合作活动的独立机构•然而，

其优秀中心的光荣称号，远远超出了分区的范围•在1976年开始的荒地和流域管 

理项目，是受到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国际自然 

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和热带农业调查教育中心的资助.

38. 除热带农业培训和研究中心外，没有其他区域安排能与非洲母吊卡和加鲁 

闸野生物詧理培训中心相比。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区域荒地生物管理项目，开始是由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TF —199)提供资金，后来不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RLA/ 

72/108)的资助，但仍未能建立一个在国家间基础上，继续进行培训和谘询服务 

工作的区域结构。检查专员们知道，上面提到的TF—199项目的目&之一是，发展 

荒地管理中级水平的训练，并意识到已对其他的地点开始进行调查，人们普遍支持 

扩大阿根廷巴利罗切现有的教学设备，使其成为区域中心，但就检查专员们所知， 

到现在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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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乍看起来，在许多国家进行的高水平的训练和哥，•究方蒹是引人注目的.然 

而，检查专员们会见过的人都强调，大多数的培训机会都忽峰了營理训练，特别是 

中级管理相技术员水平的训练，而这方面的需要可能是最紧恚的.几乎所有的国家 

都感到本国没有足够的受过训练的经理、森林看守宫、守卫相其他技术人员一这些 

人负责执行管理计划；毎天与农村农民、当地人民、林业工人、来访者和研究工作 

者接触；负责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偷猎者、“找寻财宝的人”相其他非法活动•由 

于这种原因，检查专员们懕到，象热带农业培训相研究中心这样的现存中心，经过 

适当的准备之后，能帮助拉丁美洲地区设立专门的师资训练班，如同联合检查组向 

非洲加鲁阿和姆韦卡中心建议的那祥，然后这虹教员可以在本国开办国家野生物管 

理学校•

2 .公众的认识

40. 如前面指出，那样，公众对环境问题相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必要性的认识，

只在过去十年中，汇集成一种势头.虽然非政府组织相积极从事遗产保护工作的个 

人这方面的功劳很大，许多国家的政府机构和组织，博物馆，甚至是银行在挺高公 

众对保护问题的认识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入染德哥尔摩会议对挺高公众的认识，无 

疑是起到了推动作用•联大有关保存相发展世界遗产必要性的决议（参见附件一）， 

也起到了加强作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这一地区展开的活动一联合国粮农组织荒 

地管理区域项目和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区域方案，以及许多囯家项目一对公众舆 

论的形成和官方对环境问题态度的形成，都起了相当大的影响•美洲国家组织（OAS) 

通过组织工作队和敦促各国政府加入各项国际公约，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41. 在访问过的所有国家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类似机构的高效率和t

身精神和拉丁美洲地区在遗产保护和管理各方面所具有的大量有知识、有能力的世 

界著名权威人士，都给检查专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妇女参加各级文化和自然遗 

产的保护工作，是拉丁美洲地区所取得成绩中一项最令人鼓舞:的方瓦................................

42. 促进公众对遗产认识的方法有：教育运动，与宣传机构保#联系；组织专 

题讨论会和研究班及同一类的会议；出版简讯、科学论文、小册子来传播情报；并 

进行研究工作，为这些活动提供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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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在教育活动中，特别引起视察员注蒽的是，最近由厄瓜多尔NATUKA建立 

的一个非政府自然保护协会的活动„这项活动被命名为“ Edunat”是自然知识教 

育首字母缩略词；它包拾识别问题范围的调查阶段，出版研究结果，使人们了解这 

些问题的中间阶段，第三阶段是集中政府及商业界的主要决策人相政策制订人，共 

商问题，并提出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

4 4.检查专员们还注意到了其他一些例子，包括加勒比保护协会（CCA)在巴 

巴多斯进行的环境教育方杗；该方菜以后将在加勒比海其他岛屿实施•哥斯达黎加 

和智利等国的国家公肉管理局，在经常受到参观的公匠中，设置专门的资料和教育 

中心，内政部环境事务特别秘书处在巴西联邦地区进行的试验计划，目的在于通过 

在教科文组织援助下出版教师手册和小学生课本，在区域六年级和七年级的教学计 

划甲，介绍生态学和保护的基本概念；THE MÜSEO DEL HOMBRE PANAMEÊfo 
(巴拿马人博物馆）或厄瓜多尔中央银行博物馆等，通过清楚地陈列展品和专门的

导游，向来访者灌输对这些国家的自然相文化遗产的欣赏鉴别能力；里约热内卢州 

博物馆基金会发起的一系列非正规方杗，目的在于教育儿童尊重并了解本国的自然 

和文化遗产，而自要的一点是，把两者看作是一个整依

45. 在许多国家中，使用宣传机构提醒人们注意环境和遗产退化所造成的问题， 

教育人民懂得每个人对保护国家遗产的责任，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例如，巴 

西环境筝务特别秘书处定期举办由首要记者参加的有关环境事务简要情况介绍，并 

发起一个有关环境事务的每月一小时全国电视节目.宣传机构也成为表达公众关心 

和对保护或保养遗产不足之处不满的’主要渠道.

46. 各种出版物的清楚和扼要的方式，介绍文化和自然遗产，对挺高人们的认

识也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参加教科文组织区域项目的国家所出版的情报资 

料，既起到了这种作用。检查专员们见到的样本有，通过筒单的短文和漫画形式， 

介绍西班牙占领前一秘鲁的历史，以介绍适当管理遗产的重要性.还有一系列给人 

以深刻印象的有关遗产保护的文献，其中一些是科学研究的成杲和专家会议的后果， 

一般是由银行和其他国家道产机构主持和出版的• •

47. 公众对遗产保护和營理关心的显著标志是，越来越多的地方组织在各处出

现•虽然这些组织经常磁到很大的困难，然而这些组织显示了公众对整个地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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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下降越来越关心。

48. 总的来说，拉丁美洲地区已建立了一个有关遗产保护和管理各方面的丰富 

的知识宝库•这个宝库正有待合理利用，以便取得理想的效果，联合国系统应利用 

这一资源。_

49. 然而，检查专员们遗憾地注意到，拉丁美洲缺乏强制性的文化考察参观活 

动，而在非洲特别是在北美这种活动使国际公众对无价之宝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有了 

永久的认识（参见附件六）•虽然旅游业被作为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目标， 

载入粮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教科文组织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区域方粟中, 

但到目前为止，仅取得了有限的进展.然而，旅游业是拉丁美洲地区，特别是加勒 

比海囯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检查专员们注意到，世界旅游组织1980年在马尼 

拉召开的大会上对需要促进发展中国家旅游事业和资助这些活动所作的强调的.

^ .给制清单的能力

50. 在采取任何保护措施之前，都必须事先了觯要保护些什么的问题•因此编 

制资源清单，对制定有效遗产保护和管理政策和措施是非常重要的。清单对保护自 

然和文化遗产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1. 在自然遗产方面，许多国家都各自累积了一套辩别和草拟受保护和可受保

护的自然区域，以及野生动植物清单的方法.如已提到的，委内瑞拉环境部试用 

“潜力指标”来类分实际使用或可能使用的自然区坑 '

5 2.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试图将拉丁美洲相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公国 

和相同的保护区，编入目录，但由于在名称上存在着很大差别，因此，收效甚少. 

然而，在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组织的，由拉丁美洲地区各国国家公国系统 

局长参加的，在1981年S月召开的会议期间，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外界 

支援下，还绢制了一个种类分布图。在许多国家中，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并 

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进一步改进和发展的环境纵断面研究介绍了另一个辩别需求和问 

题的方法《■在巴西，为编制清皁和监测活动，成功地使用了航空测量，照相片判读 

和卫星观测等技术。检查专员们得知，尽管人们作了各种努力，但对什么是控丁美

洲需要保护的问题的全面了解，仍然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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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文化遗产清单的质量和内容在每个国家之间都有相当大的差别.教科文组 

织区域项目（RLA/78/1018)，以及几个国家有关保护文化遗产的项目，有力地 

推动了将中美洲、安第其山脉分区（RiA/72/lOll)和巴拿马（PP/75/76 ) 

的文化遗产系统地编入目录的工作.人们正在努力发展一致的标准和定义，但还需 

要一定时间才能逐渐地形成一套普遍适用的方法.

54. 检查专员们热切地希望，在包括在“联合Hi自然公园和相同的保留地名单’ 

里的世界遗产清单订立后，这个名单将更快地扩大，教科文组织将鼓励各成员国为 

受法律保护的所有重要的国家古迹相其他历史和文化遗产编制类似为国家公园编制

JLLm «士从

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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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援国家和区域保护活动中的国际合作 

A.联合国系统的合作

55 .主要参与区域和国家保护和管理文化与自然遗产活动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 

有：粮农组织、开友计划署、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技术合作鄧。就地区而言，环 

境规划署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在起軍大加勒比海流域行动计划中，起到了促进 

作用。拉美经委会除了其分区办事处参与起草加勒比海流域行动计划外，一直只 

起着边际作用。

56. 检查专员们发现，除一些个别情况外，技术合作活动的情报，特别是关于 

遗产侏护和管理方面的材料是非常零乱的，并且很难获得。目前就拉丁美洲地区 

的方案和项目的数据而言，教科文组织是个例外，在其正式文件中例如：总干事对 

1 9 77—1978年的损告（教科文组织第21 C/3号文件）教科文组织对这个问题的 

政策和活动方案，都明确地加以说明。情况既然是这样，那么任何想要评价这些 

活动的企图，都是必定是冒险的行为。因此，检查专员们希望，直接有关的组织 

.应齐心协力，改进数据基准和“惯例记忆”，促进将来的评价工作。

57. 现将检查专员们掌握的资料总结如下，这些资料推.•括性地说明了联合国系 

统各组织，在保护拉丁美洲遗产中所起的作用。

(a)附件三，表1中显示了 1968年和1981年期间，由开友计划署援助 

的4 2个项目，包括8个区域项目，共计2200万美元，其分布如下： 

2 6个关于文化或自然遗产的教科文组织项目；15个粮农组织项目， 

其中4是专门涉及自然遗产问题，其他14个项目是有关林业发展 

自然遗产的部分；还笮一个是联合国自然文化遗产项目。

⑼附件三，表2列举了由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基金会在1979年和1981 

年期间，援助五个国家的八个项目，总计27.1万美元。

⑻在1976年一1981年期间，教科文组织常规方案援助了 2 3个国家 

的项目和2个文化和自然遗产区域方案，总计75:2,670美元〇 其 

中大多数项目都是关于，在修复和保护方面的技术合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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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1975年和1978年期间，粮农鉬织援助了 4个项目，其中3个项 

目是由赖农组织技术合作方案援助的，还有1个区域项目，是由自然 

遗产保护领域内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援助的，总计七十三万二千美 

元。另外，賴农组织抄丁美洲区域办畢处，还通过协商，一次又一 

次地向其成员国直接提供援助。

⑹环境规划署读助了21个项目，总计5百万美元，但其中只有一项是 

与自然遗产保护直接有关，即1974年由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 

盟执行的F?，〇6〇3—73—02号项目，关于“在中美洲地区建立国家 

公园和资源协调系统”，价值25000美元。其他方案刼是有.关一 

般环境保护，海洋污染，大加勒比海流域、西班牙环境保护教育训练 

和Salte Grande发展项目。检查专员们希望，环境规划署将 

来能将更多的资源用在自然遗产方面。

58•世界银行通过自己的环境葶务办事处，对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也.作出 

重要贡献。对军查所有对环境保护有一定渗嘀的贷款建议，它有一个确定的政策。 

已向拉丁美洲地区许多国家提供了贷款，以资助各种与环境保护直接有关或有鄧分 

关系的项目。前一个例子是向巴西提供贷款，资助圣保罗Tieti河水流污染 

控制项目。第二种类型的两个例子包括，银行中设立一个考古学部分——资助洪 

都拉斯的EL La jén水力发电站工^及向巴拿马发展科隆省，包括修复Portobelo- 

San Morenzo遗址提供贷款，这些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单，并代表了文化和 

自然遗产的结合。资助修建公路，常常导致对环境影响的研究，从而引起人们对 

有关政府朱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的关注。世界银行在其发展项目中列入重要的自然 

与文化遗产和就其进行有意义的审议，是值得赞扬的。

59.对保护和管理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世界银行、加勒比犮展银行、泛美发 

展银行、开犮计划署、环境规划署和美洲国家组织等十多个多边发展援助机构，在 

1980年通过的"有关经济发展的环境政策和步骤宣言”（参阅附件玉）。检查专 

员们希望，所有双边和多边援助组织以这些机构为榜样，签订这项宣言或类似的宣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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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区域活动

60. 在区域一级，粮农组织开展的最有意，的活动是，1972年到1976年3 

月期间所进行的荒地管理和环境侏护项目。最初阶段（RBï TE 199 )是由洛 

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在信托基金的基础上资助的，是开犮计划署和粮农组织区域项目 

的粮农组织林业专家在哥斯达黎加美洲国家组织泛美农业科学研究所，关于拉丁美 

洲未来林业资源管理活动的重点问题领域内的工作的派生。有关管理和发展所谓 

“野生自然资源”（森林、山脉、沼泽地、沿海地区箬箬）的活动，对长远犮展可 

作出重大的贡献。这个被称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和賴农组织荒地管理合作计划的 

焦一期工作的主要特征是，建立一种概念结构，从保护环境出发，便生态系统和生 

物生产力等因素与人类的需要和福利结合起来。在这个概念结构中，国家公园， 

森林或古迹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作为管理资源的方法，因此，人们认为，木材的生 

产、对遗传物质的保护，以及提供娱乐设施、千净水和调查自然区域的机会，都是 

在管理过程中产生的。

61. 方茱中由开友计划署资助的都一阶段I RiA/72^028 )与第一阶段重迭, 

这个题为“荒地管理和环境保护”的阶段，扩大弟一阶段的工作。并逬一步发展 

了在笫一阶段中产生的概念结构，使其更为#碉。该项目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 

们认识国家公园、国家森林、自然和文化遗迹、生物或科学保留地、野生物保留区 

或鸟兽禁猎区等协调的荒地网，及其他管理系统，是确保能在长久的基础上从荒地 

不断取得各种产品和服夯的蠢可靠方法之一。

62•这个项目以智利圣地亚哥为基地，分区项目总部在最后阶段设在危地马拉。 

许多活动协调或补无了国家项目，特别是林业方面的国冢项目。这个项目两个阶 

段的主要成果是，精心制作了 作决定的图解模式以碉定t理可恢复的自然资源 

重点保护目标和供选择制度之间的互相关系。（参见附件四）。检查专员们注意 

到，在访问过的几个国家中，这种图解模式已成为决策人和计划制订人手中，用合 

理方式厌定建立或扩大在不同管理制度下的荒地网或自然区域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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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由此产生的概念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有助于确定许多国家在国家公 

园及类似的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方面的国家政策.所转递的启示已受到越来越多 

的实践者的赞同，必须依赖保护自然资源-野生物、森林和所谓的荒:^及其还未被 

人们所知和所开犮的物种和遗传物质，以及它们在保护流域中所起的作用，来维持 

犮展.

64. 这个项目的其他显著成缋是，为拉丁美洲地区各个国家（例如：巴西，智 

利、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的若干个国家公园和其他保护区起箪管理方案和总规 

划；编制有关使荒地资源的管理和发展与区域和国家（例如：哥斯达黎加）计划步 

骤相统一的研究报告.为教师、管理人员和负责规划和管理自然资源的专业人员 

举办了各种讲习班、讨论会和训练班.作为拟订管理计划工作的一部分提供了许 

多培训机会.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针对有关法律和政策方面的问题，向一些国家 

提供了顾问服务（例如：在哥伦比亚起草的环境保护法箪案）.为了支持拉丁美 

洲地区的培训和教育活动和技术转让工作，发行了 3 0多种刊物和技术文件.在 

执行项目中所获得的经验，由前技术总顾间整理成一本综合性的册子，并用西班牙 

语出版，题目是“为生态发展规划国家公园：拉丁美洲的方法与情况

65. 尽管公众对区域项目开展的各项活动表了极大的关注，但到1976年后就 

没有继续下去.主要原因是开友计划署的财政危机.然而，检查专员们得知/ 

尽管要求捐助这个项目的呼声强烈，但由于没能通过适当的渠道最达出来，因此， 

延长项目的提议未能列入根据区域指示性规划数字优先审议的问题中.人们对 

环境规划署在延长项目方面所寄予的期望，也未能实现.检查专员们得知，只要 

各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求，开犮计划署愿意对这个领域中的活动提供援助，并通过指 

示性规划数字或其他方法给予资助.在适当的区域政府间讨论会上，可充分讨论 

和系统地提出这一要求，到目前为止，这种讨论会很少涉及到文化和自然遗严的问 

题.他们希望拉丁美洲地区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尽快恢复上述区域项目的各项活 

动，并按照最后报告的建议（开发计划署/RiA-72-028 )采取行动.

66. 目前粮农组织参与野生物和荒地管理的活动仅限于，由区域办事处预算资 

助的顾问服务• 区域办事处农业犮展自然资源和环境方案的两名工作人员除了若 

干责任外还负贾注视保护和管理包括野生物和受保护自然地区在内的自然资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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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两年前，在粮农组织和环境规划署之间，就后者提供一个野生物和国家 

公园管理顾问员额的问题，达庇了协议• 在1980年2月召开的最近一次会议上, 

粮农组织拉丁美洲林业娈员会申明要尽快执行这个项目，但根据现有的材料，仍没 

有开始的迹象.

67. 在决定性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定一级，对于普遍承认持续犮展和保护之间 

的关系还没有任何突破——除少数例外情况.大多数国家的计划制定人仍认为， 

同尽快加速犮展步伐，满足本国人民相当合理的需要相比，保护问题只不过是一个 

边际问题.因此，保护问题一直未被列入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会议的议程中. 

然而，检查专员们最近得知，着手进行环境规划署和拉美经委会的拉丁美洲横向合 

作合办项目，是调整这种形式的重要尝试.同样，如亚马逊流域国家签订的亚马 

逊条约以及大加勒比区行动计划，如果可行的话，就可以促使更多的人接受持续犮 

展的概念，并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采取同样的行动.

68. 在文化遗产方面，目前在区域一级的重要活动是，在本报告前部分已提到 

的，执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教科文组织项目：“保护，养护和改善文化遗产” 

(分三个阶段，RiA/72/0 47 , RLA/76/002^3 RiA/79/005 ).这个项 

目是在6 0年代末，7 0年代初，在国家一级和区域一级采取的活动的派生物，在 

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些活动的高潮.是在墨西哥保护和修复文化遗产丘鲁布斯科 

中心和秘鲁库斯科一普纳地区大规模修复建筑古迹项目的基础上建立的.

69 .丘鲁布斯科中心是1966年在教科又组织援助下（设备和专冢）建立的• 

一直是在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学院范围内工作.目前该学会提供了六个不同 

的课程：修复动严的五年学士课程；将两年压缩成一年的硕士水平的修复建筑课程； 

两年压缩成一年的，硕士水平的博物馆学课程和三项美洲国家组织举办的课程，一 

个是博物馆学课程，一个是建筑（最近与另一个课程合并），第三个是恢复动产课 

程•虽然在这个中心学习的学生，半数以上是墨西哥人，但中心，特别是美洲国家 

组织举办的课程，也向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开放• 最近-几年r平均_有3 Ô名来自拉 

丁美洲囱家的学生，取得教科又组织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助学金，参加了这个中心的 

各种课程.还有许多自费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欧洲或北美.在检查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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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访问期间，有五名塞内加尔学生是通过墨西哥和塞内加尔政府之间一项特别安排 

来进修的，在中心学习fe间，要求学生针对具体的顼目逬行买习，便他们在完成 

学业后，回到不单位能立即发挥效力.丘鲁布斯科中心修复的物件数量，1976 

年每年平均7 0件，到1979年增加到5, 200件. 中心还提供各询服务，并将

自己的工作人员借调到教科文组织建立的训练中心（下面将谈到）或国家机构中去. 

由于丘鲁布斯科中心的效率鬲和成缋好，赛西哥政府批准为该中心建造新房，提供 

大笔款额.

70. 在检查专员们访问拉丁美洲期间，几次亲眼目睹了丘鲁布斯科中心所产生 

的影响.其中一个例子是该中心同有毕业生、受训者和工作人员参加的，在墨西 

哥城中心的“Templo Mayor”倐复和保护项目的紧密联系，在所访冋的一些 

国家的国家保护和修复中心主要因为能聘得丘鲁带斯科中心的毕业生，才使这些机 

构得以存在.丘鲁布斯科中心教学人员进行的顾问工作是很受到赞尝的.丘鲁 

布斯科中心无疑对训练几代环境保护者、博物馆学者、又物修建者和建筑师，起了 

相当大的作用.而这些人在提高人们对21冢遗严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的认 

识方面，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71. 开友计划署和教科文组织在秘鲁的修复古迹项目，是美洲开犮银行资助的 

大规模倐复和犮展库斯科一普纳区域计划的一部分.库斯科保护和修复又化遗严 

培训中心成了后来在该区域项目下展开的培训活动K中心• 实际上后者被移植到 

秘鲁的项目中，并在其初期，迎舍了安第斯条约成员国的需要.

72. 既然总的来说这些国家具笮共同的文化遗严，因此，由安第斯条约制定的

统一步骤涉及到又化筝务是很自然的.这些国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遗产的迅速 

退化W严重后果.，以及对剩下的遗产立即采取保护和絛复措施的必要性，因此提议 

建立一个分区机构，促进X化遗产條复和保护专门技术的发展.在六个安第斯国 

家文化遗产机构和国家计划娈员会代表会议确更了项目的目标和工作方式后，在 

1974年开始实施区域项目第一阶段（RLA/72/04 7 ). 文g部或文化学会

和计划娈员会代表们的不断参与和相互作用，是实施区域项目期间的显著特征之一. 

这种相互作用，使人们能逬一步了解和认识在平衡犮展聢策中，文化遗产的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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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项目弟二阶段RiAX76/002是在1976年初开始实施的，一直延续到 

1978年底.在这期间，Pb根廷和巴西加入了项目.项目弟三阶段皞来决定到 

1980年底结束，但延长到了 1983年底.

74 . —开始的工作重点就放在培训工作上.在库斯科举办的课程的对象是建 

筑师（倐复建筑遗迹和历史遗址），可移动物件的絛复者（绘画和木刻）及考古学 

冢（犮掘扠术等）• 同时，项目援助个别参加国建立本国的文化遗产倐复和保护 

的制结构和基础结构.在一般情况下，在丘鲁布斯科和库斯科半心受过训练的 

人，都是各有关国家的骨干力量.由于组织了修复可移动物件巡回课程，库斯科 

中心在1976年后中止了这门课程.1 976年以后只有为建筑师设立的课程还在 

继续.1975年至1980年期间，在库斯科区域培训中心受过训练的人共有181 

人，其中有141人是参加古迹和遗址课程，I 4人参加考古课程，2 6人参加物件 

絛复课程• 三分之二的受训者是由项目预算资助的• 1980年底对以前参加过库 

斯科建筑物和古迹修复课程的人进行调查的.结果最明，大多数人在他们本国的行业 

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75. 培训活动还扩充到其他学科，例如：博物馆学或目录的编制，并分别在不 

同的地点上课.近几年来，哥伦t匕亚首都波哥大已经成为同哥伦比亚文化遗产协

( Colcult'ura Andres Bell。公约秘书处合办的博物馆学课程中心.

波哥大中心是在1978年1 1月举行的一个讨论会后成立的，该讨论会召集了拉丁 

美洲，欧洲和非洲的专冢们，向哥伦比亚X化遗严协会就课程设计和教学计划提出 

意见.在智利，圣地亚哥，秘鲁的库斯科还举办了有关编制目录的短期讨论会和 

课程.在1979年和1980年期间，在波哥大区域博物馆学培训中心受过训练的 

人数达126名，其中有4 7人参加中级技术人员课程，7 9人参加了经理和管理人 

员课程.

76. 在库斯科和波哥大培训中心，平均每个课程有30 — 40名教学人员和特别

顾问. _

77 .区域项目还鼓励和协助在各个国家举办训练班.其自的一方面是为正在 

建设中的修复中心培训骨干人员，其中一些恢复中心还要受项目的资助，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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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高现有中心工悴人员的技术水平.为“文化代理人”负责培养人们珂文 

化遗产及其价俚的认识和从畢旅游工作的人们，包括导游，旅游企业工作人员、旅 

游雇员等等，组织了各种课程.在1977年到1980年期间，经过基多、拉巴斯、 

波哥大，Bel0 Horizonte，库斯科和利马的国家训练中心训练过的人数达 

402名，其中363人参加可移动物件的保护和修复课程，3 4人参加纺织品的保 

护和絛复课程.

78. 拉丁美洲地区的咨询服务构成了另一项主要活动.咨询服务的范围很大， 

设立或加强国家保护和修复中心，遗产清单；博物馆；城市规划和城市改建；视听 

材料和出版物，对传统材料的研究，如，砖坯.木材、纸张、纺组品、石头和金 

属.在1979年，项目动员了 120. 5人/月顾问，1980年164. 25人/月.

在1979年的6 6名顾问中，有5 7名是来自拉丁美洲地区（占86. 4% )，7名 

来自欧洲，2名来自美国.在1980年的6 5名顾问中，有5 6名拉丁美洲地区 

的顾问（占87. 7% ),欧洲8名，美国1名.

79. 在区域项目的范围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的题目中，有 

两项是有特殊意义的，或是由于它们別•发展的贡献，或是由于它们独特的方法.

一项走有关工业化过程对拉丁美洲城市的历史中心的影嘀的多学科研究，其中涉及 

经济和社会的因素，例如：就业，住房，公共设施等，以及法律和其他方面.经 

济学家、城市规划人、人类学者、建筑师、自然美化，艺术史和城市立法方面的专 

家组庇一支队伍，对•巴伊亚，基多和库斯科进行了专题研究.另一个研究题目是 

关于博物馆和儿童的试点活动，包括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的16个不 

同的博物馆.其目是为博物馆详尽地制定儿童K教学计划提供数据.

80 .很多调研和讨论会的结果及其他课程，都已友行出版.犮最了 6 0种出 

版物及40种视听材料.正在起蕈拉丁美洲地区现有的文化遗产立法纲要，也在 

编制一本倐复和保护工作的人员和中心的区域和国冢姓名地址录.

81‘ •表2和表3说明，开犮计划署在1975年到1980年期间序投入的资金， 

和咨询服务的费用.在项目最初两个阶段购买的设备，主要用于设立在破利维亚 

和厄瓜多尔等地的保护和修复讲习班.如最3说明的那样，平均每月的咨询服务 

从1975年的3, 200美元下降到1980年的1, 185美元.在頋问和专家标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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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急剧上升时，这是该项目的显著特征之一，只賓在使用特别服务合同时，才能作 

到这一点.唯一的专职国际职员是总技术顾问.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大多数顾 

问是来自拉丁美洲地区；在很多情况下，在各国范围内使用本国人材.所有的顾 

间都是短期雇用一周到两个月，很少有超出两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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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345.8S3
19 76 176.475 40%
1977 200.00:0 36%
19^5 205.800 35%
1979 421.352 40%
1930 400.665 32%
1981 352.980 307。

表 3

咨询服务费周

197Ô-1980

年 总开销 人/月 每月平均（美元）
无丽伍丌沔费用 

(美元）

19 75 126.-00 35.5 2,200- 3.200
1976- Ô0.30C) 16 3.S00 3.800
1977 74.100 39 1.900 4.000
197g 112,180 79 1.42-0 4.500
1979 155.025 119.25 1.300 4,700
1930 199,376 168.25 1.135 5.100

8 2.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项目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倾向。项目通过使用 

拉丁美洲池区内的专门知识，可以鼓.激知识和技术横的交流，并建立起一支乐于并 

能隨时提供it务的专家卩人丨五。同时还能鼓励当地人材的发展，和犮展适合拉丁美 

洲地区特殊条.件的技术。

83.由于广泛地利用费用分摊办法，节省了研究金费用。1980年平均毎个

ÿ_______ 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总预算及投入的

百分比份额

年 总额美元 頋问 训练设备⑹/散布(D) 杂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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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训练者每月的费用是3 8 0美元，与估计的平均每月9 0 0美元相比要节省许多 

钱。

84. 区域项目有助于从各基金会、私人银行、本国的政府机构以及联合国系统 

其他组织和多边与双边援助组织调动基金。联合国自然灾害援助协调办公室资助, 

在危地马拉举办有关地震对古迹影响的研究班课程，显示了各种资金来源之不一。

还与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建立了关系。同中美洲文化遗产保护与分区项目 

RLA/7 8/018 —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85. 该项目并为制定、执行和监测一些国家的项目（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 

亚、海地和秘鲁）或为诸如古巴和厄瓜多尔等国家规划这种项目提供了援助。从 

一开始，项目就强调了保护、保养和修复文化遗产，必须与拉丁美洲地区和国家发 

展计划紧密联系这个概念。人们认为，发展的文化方面对克服不景的和“边际” 

的农村和城市地区的问题，有明显的作用。

86. 视察员们注意到，人们更容易接受发展的文化方面的概念。如教科文组 

织区域项目中计划者和负责保养文化遺产人们之间的相互倌用的制度化以及对这个 

问题有较少的争议。无疑是有助于这点的。这个项目所取得的成绩，大部分归 

功于使用了革新方法，以及对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馆的强调。另一个因素是该项 

目涉及许多从畢文化遗产工作的机构和人和它在域市规划、经济和社会的犮展方面 

的结果。

⑼ 国家一级的活动

87. 检查专员们观蔡到的各项自然遗产保护活动，包括在墨西哥的教科文组织 

和医务咨询委员会生物圈计划；该计划的主要部分，是由生态学会执行的；在检查 

专员们看来，这个计划有两个创新的方面，对管理自然区域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 

每个生物圏保护区都代表着联邦政府，有关国家政府和当地人民之间的联系。通 

过这种紧密的联系和会影响周围地区的适当管理技术的发展，当地居民，以及政府 

当局建立一个共同利益集团，使各方都感到自己与生物圈保护工作的成败利害攸关，

88. 热带农业研究与敎育中心荒地和流域营理项目的显著特征是其工作方式* 

不论政府机构、地方当、局、非政府组织：还是土著居民，其活动一般郡是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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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热带农业研究与教育中心提供在主管人以上的培训或意在诱导自力犮展的 

训漆 在设计和制定荒地和流域管理计划所获得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项目，目的 

在于，在保护资源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制订国家的各项策略。从搜集到的证据来 

看，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似乎没有充分利用热带农业研究与教育中心。教科文组织 

仅向荒地和流域管理项目提供了有限的资金，用来出版简讯，资助在中美洲池区为 

促进材料咨询委员会计划和世界遗产公约的活动所需的旅费。及在热带农业研究 

与教育中心培训南美洲学生的活动。

89. 哥斯达黎加许多相当先进的囯家公园系统的建立，不仅归功于政府的开明 

政策和公众对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而且归功于粮农组织区域项目和热带农业研究 

与教育中心以后提供的大量咨询服务。同祥重要的是，哥斯达黎加正在进行由教 

科文组织资助的，在拉丁美洲环境领域的五个项目之一。这个项目是关于潮湿热 

带地区的环境保护教育问题，重点是保护在过去有用，并确知对环境无害的糊口经 

济的传统和惯例。

90. 在厄瓜多尔，一项粮农组织和开发计划署的国家项目（ECÜ-77 —005)，

使人们能编制具有显著价直或利益的自然区域清单，作为选择优先受保护的遗址和 

制定管理计划的工具。加拉帕戈斯群岛ü家公园也受益于稂农组织区域项目的咨 

询服务，特别在管理计划方面。很据親农组织的另一个国家项目（SCÜ—71—527) 

建立的林业学校，专门负责培训中级技术人员，但直到最近，对于环_保护方面没 

有绪予一定的亶视:。教科文组织通过世界遗产基金会，向加拉帕戈斯群岛.U家公 

园捐助了 ，000美元。

.91.智利囯家林业公司（C0EAE)在过去2 0年内，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开发 

计划署的援助下，;.在林业和国家公园方面开展了大量的活动。三个大规模项目的 

最后一个于1977年起开始；修订后的开犮计划署到1983年5月的投入为之60 

万美元。开发计划署对前两个项目投资的总数达3 6 0万美元。虽然目前的项 

目活动大部分集中在有关森林种植园和天然森林的生产管理问题上，但项目活动仍 

涉及到II家公园和野生物的问题。例如，智利大学订有设计一种'(古价S家公园经 

济价值方法学的合同；一名頋问起草了一项野生物管理计划。同时对積筒国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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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系统及重新制定.管理计划也提供了援助。

92. 这个项目的一个创新特征是一应用“新范围”产生的方法和方式一充分地 

犮挥国家的能力。除总技术顾问外，只有一名长期专家提侯Ül外的夸门知识。

因此，充分使用本国的顾问，期间从一到三个月；并根据合同安排，逾过本国机构 

进行各种活动。到1981年4月，已同目前包括9个机构的名册内的机构签了

14项合同，价值50万美元。开犮计划署驻地代表、粮农组织成员1代表和两 

名致府代表，组成了一个地方委员会，负责接受和审查各种投标，并提议判给哪个 

机构合同。但是，最后决定由粮农组织总部作出。正如检查员们已证实的那样, 

后一项规定会引起，并且已经引起了耽搁〇 由于各顼活动都受到了季节的限制，

任何耽搁都可能破坏整个工#安排，出于同样原因，也会增加项目的支出。鉴于 

分包合同方法的独特之处，而且与“新范围”的精神相符，检査专员们感到，应找 

出一种方法来尽可能消除可能减慢作决定过程的官僚主义障疼

93. 由粮农组织和开发计划署支助，总数达4 6 0万美元的巴西森林发展和研

究十年计划（BRA/71/545/，BRA/76/027/和 SRA/78,003)，目的在于， 

改善国家森林部门发展的生物技术及经济基础；促进国家森林资源的合理使用，•加 

强巴西森林友展学会（工BDF)。 通过便用先进的卫屋测童和监测技术，使编制林 

业资源清单成为可1。 第二个项目的一个构成部分的主要目的在于为该国制定一 

项总的野生物管理和保护计划，而璽点在亚马孙地区。这一计划将包括对现賓野 

生物资源的估价，检查各种可能危及这些资源的因素，改进这些资源的管理和犮展 

的体制揞施方面的建议，逬行各种研究以支持这项计划，及培训的工作。通过执 

行这个项目，能大大地加强巴西森林发展学会国家公园、野生物和保留地部门的工 

作。还需要注意的是，许多a家公园和类似的保护区域，及总的受保护面积，在 

过去3年中都有了 一定的扩大。由于人们对亚马孙生态系统脆弱性的进一步认识， 

使政府着手修改亚马孙地区的发展政策，在这点上，部分原、因在于执行粮农组织援 

助的项目时，使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更滑楚了。 i •
94. 海洋资源即使不是许多加勒比海国家的最重要经#要素，也是一项篁荽因 

素。因此在这一地区设立了许多海洋研究和培训学会或中心。19 76年逛立的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海洋筝务学会，一直得到开发计划署通过联合国发展技术合作部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DTCD)项目（TRL/T2Z011 )，向其提供的援助。开发计划署1，382，219 

美元的湲助，不仅包括支付国际专家，还包括五个本国专家的费用，他们五人每人 

负责一个项目，到1980年，政府捐款达444，000多美元。五个项目包括以 

下的题目：公共教育，沿海地区的规划和管理、社会经济及法律问题、自然资源及 

环境质量。如以前说明的，该学会已具备了成为一个优秀的海洋学中心的专业知 

识水平。

95. 在文化领域内，哥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繁荣的文化留下的遗产和以 

前的征服者和欧洲和非洲血统的移民留下来的艺术及建筑遗产对现在的美洲1家是 

自豪的理由也是关心的对象。在过去十年中，人们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保存 

过去的遗产成为国家自我同一性的一^分的必要性，并且促使政府和民间组织采取 

行动，挽教并防止剩下的遗产受到进一步腐蚀和破坏〇 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很重， 

超出许多国家的能力范围。人们兴奋地看到一如检查员们亲眼目瞩的那样一几乎 

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具有这种意志和决心。联合！S系统，特别是通过教科文组织， 

在援助囯家修复保护和陈列文化遗产中，起刭了一定的作用。

96.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教科文组织帮助将MUSEODEL HOMBRE PAITA— 
MSNO(巴拿马人博物馆）设置在巴拿马城前主要火车站，并提供博物馆图示法专 

家和向博物馆工作人员提供研究金，便他们能够参加在羞酉哥丘鲁布斯科中心举办 

的各科课程。由于将？0RT0BEL0-SAÎJ LORENZO历史遗址列入坐界遗产名单， 

促便政府逬一步加强对这个遗址的修复工作。

97. 在5 0年代后期，在厄瓜多尔，教科文组织援助的小规模文化遗产项目， 

是后来中央银哲从实质上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恢复工作的一个直要因素。在教科 

文组织专家的建议下，银行在19 60年钩买了一套属于一位外国收藏者的古董，以 

防这些古玩流到囱外。从那以后，银行开始系统地购买一些单独的和莶套的古董。 

1969年，在一名用教科文组织研究金，参加过在欧洲举办的博物馆学专门课程的 

馆长负责下，在银行新建的房屋内，开设了一个博物馆。中央银許博物馆已经成 

为11家遗产的主要保护者并与国家文物遗产学会共同开展修复工作，还开展了研究、 

教学和出版工作。银行还在本国若干其他城市开设了博物馆，目的是分散银行的 

收藏品，使它们更接近人民，银行还计划在一些主要考古遗址附近设立小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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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仍然保持同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博物馆馆长是以前一节中讨论过的区域项目 

的倡导者之一，该博物馆在有关儿童和博物馆分项目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检 

查专员们感到，厄瓜多尔中央银行参与i化遗产保护的例子，在别的地方仿效时， 

值得认真注意。

98.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对于在1975年在国家遗产学会指导下，建立 

一个艺术品修复和保护中心的工作，是十分有帮助的9 工作人员在现场或在库斯 

科中心受到了培训。按照区域项目由短期顾问提供的咨询服务使工作人员的培训 

和深造得以完满结束。学会在1975年和以后的一些年中，在培训遗产清点和考 

古挖掘技术工作人员时，也得到了一些援助• 学会近几年来，在教科文组织区域 

项目的赞助下，举办了博物馆学课程。

99. 在智利，教科文组织援助的文化遗产活动，是在区域项目和三个国家顼目 

之内进冇。就前者而言，智利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每年举办博物馆学课程，为期 

—到两周，国家美术博物馆接受清点事务方面的咨询服务.国家:项目之一是，保 

护刻在大山洞墙上的物像及复活岛的石碑。另两个项目包括调查分析现有的博物 

馆网，目的在于改变组织和陈列安排，并为档案保管员设立函授课程。

100. 教科文组织对巴西的援助，一方面包括提供专家服务，例如，作为修复和 

建筑保护课程的师资或编制清单的顾问；另一方面包括向巴西人提供参加在国外举 

办的译程和专业讨论会的研究金，向国外专家提供参加在巴西举办的专业讨论会的 

研究金9 最近，巴西已成为区域文化遗产项目的参加国。根据这个项目，教科 

文组织在1978年向BEiO H0RI20ÎITE联邦大学美术系的保护和保存中心，以 

一次捐款6, 000美元消费品和每年提洪两名教授，.每名任期一个月的方式，提供 

援助。自从1978年以来，这个中心已经培养了 62名修复和保护工作人员， 

同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是有来往的：里约热内卢州博物馆基金会总干事代表教科文 

组织在若干个加勒比海国家，执行了许多顾问方面的工作$

101. —个有趣的经验是，1979年在巴西GETÜLI0丨VARGAS基金会美洲行 

政学院的一个文化活动管理课程，但在开课一年后，由于_乏资金而停办了。 这 

个课程是由政府、开发计划署/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和美湘国家组织共同资助开办

的，目的是说明如何将行政和管理的概念传递到从窶文化活动的人们中去，并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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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如何掌握管理的“本质” • 教科文组织要求将这一例子记录下来，还同意支 

付出版的#用.

102/教科文组织颍问向牿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就淳立国家遗产托管局的法案提 

出意见4 在检查专员们访问期间，这些建议仍处在议案阶段• 教科文组织在其 

他一些加勒比海国家中也积极地从事类似的活动，还进行书面和口述遗产的保存工

作.

103.许多与遗产保护事务有关的致府官员和个人及检查专员们在访问这个地区 

期间所会见的联合(S官员，对联合国系统主要有关组织，牿别是环境规划署、賴农 

组织、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等组织：在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方面缺乏足够的 

干劲和领导能力袭示失望• 确实令人遗憾的畢，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到目前为止， 

未能采取一个有足够说服力的共同立扬，他们都应感到与此事有关；就社会代价而 

言，忽視这一问题的代价将是很高的，甚至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它将降低人们的生 

活质量，破坏生态平衡，如果要使目前和将来在发展活动方面作出的昂贵投资> 能 

对这一代和后代产生长期的效耷，将认真保护和管理遗产问题作为可以轻易敷衍的 

边际问题，是十分不明智的4

104检查专员们认为，不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精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应该关 

心遗产保护问题；其他联合国糸统组织对此事务都应负有责任.检查专员们确实 

认为所有联合国系统组织，特别是那些致力于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事务的组织，

如，.国际劳工组织'—••应保证环境保护和改善一•一包括保护和管理遗产-----应成为

他们关心的一部分.检查专员们认为，联合国系统的驻地协调员通过鼓励和支持 

地方的各项活动，可对各国的遗产保护工作作出贡献。

Bi区域政府间组织、双边援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 105.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不是唯一#助国家和区域保护遗产活动的组织。美洲 

国家组织（〇 AS)、美洲开发银行（IDB)、美国国际开发署（ÜS AID),史密森学 

会、若千美国政府机构及一些基金会、大学和其他非政府机构，如；国际保护自然 

与自然资源联合会、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兄弟苺金会等各种来源，也向 

拉丁#洲地区各国提供大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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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面家组织（〇AS)

106. 美洲国家组织有一直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的长期从事保护工作的历史#

美洲国家组织在自然遗产领域内的大量工作，是在1940车的西半球自然保护和野 

生物保护公约的保护伞下进行.目前美洲国家组织是以三又式方法汫行工作：通 

过一个大的构成部分，其中包括科学和技术发展区域计划下所渉及到对野生物，国 

家公园及类似保护区域的保护；通过专门项目进行新的具体研究或具体目标的研究 

(例如：使用荒地和本地动物群，保存基因库，保护南美洲Cama 通过

区域项目把那些对决策人和政策制定人有影响的人们召集在一起，以及激发国际行 

动.美洲国家组织根据同开发计划署和环境规划署签订的合同，执行了若千项目: 

例如，环境对巴拉圭河上游发展影响的研究，包括环境考虑的规划方法学研究及一 

套关于湿热带和人类居住区及其相互作用的试验项目.

107. 在美洲国家组织的主办下，在1977年和1979年期间，召了五次技术 

性会议，粮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审查了确保有效地执行1940 

年公约的一些措施。

108. 讨论题目涉及到，保护海洋哺乳动物及其生态系统；保护西节球的主要陆 

地生态系统；关于国家公园、野生物保留地和其他保护区域行政的教育和培训；保 

护移栖动物及其生态系统；1940年公约的法律问题.美洲国家组织根据自己的 

技术合作计划，向这个地区各国的国家公园提供了援助。例如：一名美洲国家组 

织的专家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林业部合作，利用上几段提到的賴农组织区域项目制 

定的模式，鉴定可受保护和养拥的区域。并向南美学生提供研究金，让他们参加 

在哥斯达黎加热带农业研究与教育中心的荒地和流域管理课程.美洲国家组织还 

参加起萆加强大加勒比行动计划a 美洲国家组织还是1 980年2月制定的“有关 

经济发展环境政策和步骤宣言”的签署者a
109. 美洲国家组织在保护文化遗产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在美洲国家组 

织的区域计划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文化、历史和艺术遗产及环境的叙护和发展. 

保护并陈列有纪念意义的建筑遗产是一项主要的活动；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由美 

洲国家组织召开的旅游和文化遗产会议，起箪了一项保存城市殖民地中心“基多计

-35 -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划”，其他活动还有，在陈列和保护可移动物件方面的培训和咨询服务、博物馆 

学和博物馆图示法及清点工作中a 在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达成的正 

式协议基础上，两个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正如报告前部分提到的那样，美洲 

囯家组织向参加教科文组织各种训练中心的参加者提供研究金.

美洲开发银行（IDB)

110. 另一个有关遗产保护的区域政府间机构是美洲开发银行。在斯德哥尔摩 

会议之后，美洲开发银行从环境影响的观点出发，发出了有关环境管理和审查贷款 

的政策指示-镅行最近向建立对环境影响分析和监测体制能力的实质牷技术合作， 

提供了许多贷款i银行向旅游发展项目和城市更新提供的许多贷款，都具有重要 

的保护含义a 银行公开宣称的政策是指出可从对环境有益的措施中，取得的经济 

和社会利益。银行与联合国系统，特别是开发计划署、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和泛美卫生组织有密切的关系》 目前，银行正准备进一步加强与教科文组织的关 

系。

美国政府的机构

111. 各个美囯政府机构，也向拉丁美淌的各种保护活动，特别是自然遗产保护 

活动提供大量资源，美0国际开发署是其中重要的机构之一，自从斯德哥尔摩会 

议以后，美国议会授于美S国际开发署越来越多的权力，使它成为援助发展中国家 

发展和加强保护和管理本国环境与自然资源能力的机构，通过教肓、保护管理、体 

制建设和培训来完成这一任务.环境和自然资源计划从1977年（1，500万美元） 

增加到二亿美元9 由于人们认识到了森林保护和管理与基本经济和社会需要以及 

发展中国家最穷部分人口的文化形式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人们对砍伐森林所出现的 

问题和争论，表示了极大的关注a —个目的是建立超出国界的环境联系，另一个 

目的是确保发展的持续性。目前，美国国际开发署参与了I0个国家的25个项 

目，总额达14, 250万美元。在这些项目中有，援助热带农业研_究与教育中心的 

荒地及流域管理项目；环境外彤研究，例如，同NATÜRA订立合同，在厄瓜多尔进 

行研究；环境问题的教育；厄瓜多尔安第高地的更新造林与土壤保持；向哥斯达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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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等国家公园管理局提供猨助a.最近^美国囯际开发署发起了一个对自然资源管 

理训练的需要和能力的区域性研究，在这项研究之后，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召开了 

区域性会议，讨论制定一项适当的区域性战略（参见第3 2段检查专员 

们还了解到，“美国囯际开发署可通过驻在区域内，不断壮大的资源管理专家队伍 

向林业及育关自然资源领域，提供临时短期技术援助。

11 a美囯国家公园管理局及美国渔业和野生物管理局广泛地参与了西 '参球的技 

术合作活动，特别是参与了培训和帮助委内瑞拉等国制定国家公园规划和管理计划， 

还协助厄瓜多尔等国编制物种清单，以制定物种分布图。

史密森学会

113.史密森学会援助了若千科研机构、项目和培训计划^ 特别是检查专员们 

所见到的，由史密森学会主办，在巴拿马、巴罗科岁拉多岛设备完备的研究站进行 

有关热带生物的一项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巴罗科罗拉多岛研究站是由巴拿马史密森 

热带研究院同巴拿马政府和巴拿马大学共同管理。最近，史密森学会同弗罗里达 

州、Gainswille的弗罗里达大学合作为拉丁美洲学生开办了一个保护灵长目培 

训课程a 由于美国国家卫生学会的援助，在秘鲁、伊基托斯完成了大量、持续捕 

捉灵长目的试验项目，才开办了这个课程，美国国家卫生学会一度曾关心快速下降 

灵长目的数量a 检查专员们在访问拉丁美洲后的一年内注意到，全球对保护灵长 

目的计划越来越重视，因为科学实验室为了试验药物对灵长目的需求不断增长；但 

灵长目已越来越稀少，一些品种已有灭绝的危险/因此，他们希望各4、成员国和 

国际社会不要降低或削减对保护计划提俣的资金。

国际保护自然与自然资 

源联合会（工ÜC2T)

114囯际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源联合会，是自然保护方面的主要国际非政府组织, 

同世界野生物基金会（¥W?)、教科文组织、环境规划署及粮农组织等从事保护工作 

的机构有密切关系a 同时还是环境规划署、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保护自 

然与自然资源联合会生态系统保护团体（SCG)的一个成员，生态系统保护团体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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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机构间团体，目的是协调匹个国际组织在这个领域内的活动a

115. 国际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源联合会在同其九个主要的“计划区域”有关的事 

情方面，并通过在生态系统保护团体中，辩别需要注意问题的特殊作用，对保护拉 

丁美洲自然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1国际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源联合会还向热带农业 

研究与教育中心的出版计划和促进缔结国际公约，协助厄瓜多尔挽救加拉帕戈斯国 

家公园涉于灭绝的动物群提供了援助，国际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源联合会还参加了 

制定大加勒比行动计划，并与美洲国家组织合作，促进和执行西半球公‘约9 萨尔 

瓦多和加勒比地区分别得到为养护方面的教育提供的6, 000美元和5, 000美元 

援助.还向阿根廷、大查科、破利维亚和巴拉圭鉴别保护需求的工作提供了同样 

的援助#

_私人基金会

116. 在私人基金会中，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是拉丁美洲保护活动最忠诚的支持 

者之一，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开展上面A节中提到的粮农组织荒地管理区域项目， 

起了关键的作用。基金会还一贯支持热带农业研究与教育中心荒地和流域t理项 

目。由加勒比保护协会和密执安大学共同执行的东加勒比自然区域管理计划（2C 

NAM?)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的资助a 几所美国和加拿 

大大学，也积极参与自然资源管理的研究和训练计划。许多拉丁美洲有影响的自 

然资源保护论者和囯家公园工作人员，均在密执安大学自然资源学校受过训，该校 

已成为国家公园和自然区域管理的权威.

117. 检查专员们会见到的许多人都感到，联合国系统最有意义的贡献之一是， 

使全球的展望影响上面所说的美洲国家组织和其他机构■—以及其他区域或双边组 

织和机构一的区域任务；这些组织和机构比联合国系统控制更多的进行保护工作 

的资源.检查专员们一致认为，确实有互相补充的可能，联合国系统还可以更多 

地利用这些资源。

国际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源联合会：“ 1980 — 1982年持续发展的保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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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由于这个地区有许多遗产保护和瞀理组织，再加上问题的复杂性和需要节 

俭使用稀少的资源要协调各个方案和各项活动和制定共同战略是很困难的.要  ̂

调来自巴黎（教科文组织）、罗马（粮农组织）、内罗毕（环境规划署）、华盛顿 

(美洲囯家组织）和Giand (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 

会）的野生物和保护区域战略，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因此，应该成立一些体制化 

的协调机构，专门处理这个问题•然而，检査专员们.从访问的国家观察和搜集到的 

材料中得出，这种协调工作在区域和国家一级都是很不够的，环境规划署也没有起 

到促进作用.

119. 在区域一级的协调活动，是以协调广泛的环境事务的方式存在《 协调活 

动是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办事处的领导下，以定期召开机無间协商会议的方式 

进行.这个方法还包括实施双边和专题共同规划活动及以后及在专题会议后召开 

机构间工作组会议《 1980年1 1月召开的第6届机构间协商会议参加者釦名单 

有，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及其联系机构：粮农组织、环境规划署、教科文组 

织、开发计划署、人口活动基金会、劳工组织、卫生组织和泛美卫生组织、政府间 

海事协商组织、工发组织、儿童基金会、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 

经济体（SELA)、拉丁美洲能源组织（OLADE)、拉丁美拥人类住区情报网

(LATIEAH)、马德里的国际环境科学教育中心（CIFCA)、美洲水土全面发展中 

心（CIDIAT)和安第斯发展大学中心（CIÎTDA)的代表，证明各种组织在某种程 

度上都参与了环境事务.到目前为止，通过协调会议处理的问题，没有特别包括 

或更深入接触到野生物和保护区域的保护和管理问题.更令人遗憾的是，在区域 

一级上没有同生态系统保护集S.( ECG)相等的组织——该集苗包括环境规划署、 

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和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不论在生态系统保护集

团会议上决定了什么协调或共同战略检查专员们在访问过的国家或整个区域中，几 

乎没有发现有这种迹象. . ：•

120. 尽管没有正式的机构，有关野生物和保护区域的协调浩动仍通过临时的渠

道进行• 经常是在个人接魅或在有关组织之间特别的双边协议基础上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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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检查专员们得知，粮农组织和环境规划署之间的官方协调只是在总部进行， 

囡北，在区域一级的联系只能保持在粮农组织区域办事处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方案官 

员同环境规划署区域办事处官员个人接触的基础上 很显然，这种方法不能保证 

方案的持续性和一致性《

121. 有效的共同行动的另一个障碍是粮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的两个区域办事处, 

在没有经常请示总部的情况下，没有杈力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这种情况削弱 

了区域办事处作为正式合伙人的有效性，而且由于行政上的拖延,：延长了决策的过

122. 联合国系统与非联合国组织方案之间的相互作用，以特别方式或通过正式 

双边协定出现，例如，教科文组织与美洲囿家组织之间，泛美开发银行同联合囯系 

统若干组织之间；环境规划署同泛美卫生组织之间在环境卫生方案方面，及环境规 

划署，美洲国家组织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之间对有关东加勒比石油溢出的应变计划^ 

其他的例子有，加拿大和美国政府，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环境规划署、国际自 

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出版的期刊，公园杂志，几个组 

织合作起草的大加勒比行动计划等项目。

123.. 非正式接触虽然有灵活的优点，检查专员们注意到人们一致认为，应在区 

域一级，建立一些专门适合协调野生物和保护区域问题的协调机构.促使人们在 

利害攸关和集中使用有限资源比单独使用能产生更大的结果和影响的领域内，采取 

共同行动.

124 由于有较少的组织参与文化遗产的方案和活动，因此协调任务要相对简单 

一些.检查专员们发现，在教科文组织南美洲和中美洲保护文化遗产区域方案的 

保护伞下，可以进行有效的协调工作• 然而，虫现的一个问题是，在完成开发计 

划署援助的区域项目时，将出现什么情况。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机构，保证在现 

有项目下建立的合作关系能继续下去.

125., 这种机构或讨论会可使这个区域里的政府高级官员聚集到一起，共商文化 

与自然遗产保护和合理管理问题，以期达成一项一致同意的区域保㊉发展方案及行 

动计划》
—4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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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发展中囿家间的技术合作

126. 拉丁美洲地区可以感到自豪的是，在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几个领 

域内，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在上一章C节中就已指出，.整个区域内建立了若千 

个优秀的中心，其中一些在开始时受到了联合国系统的援助，另外一些是受美洲囿 

家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援助.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成就是，成立了两个优秀 

的区域训练中心，一个是哥斯达黎加的热带农业研究与教育中心，另一个是墨西哥 

丘鲁布斯科中心.大量使用拉丁美溯地区的专门技能和人材，是这两个中心的显 

著特征•

127. 在检查专员们访问期间，参观了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类型的工作 

实例。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有许多柷构和中心具有很深的潜力和丰富的资源， 

只待合理利周，达到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传的目的.所记得的例子有，墨西哥生态 

学会，有3 0 0万美元的研究预算和实地训练设施；厄瓜多尔加帕拉戈斯群岛的查 

理斯•达尔文研究站，有各种进行实地研究的设施；智利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有 

进行多学科研究和制定年轻人活动方案的经验；圣保罗州林业研究学会，和设在巴 

西的巴西林业发展学会，在研究、清点、监测及管理森枚公园和其他保护区域方 

面都有丰富的经验》

128. 检查专员们还注意到，在非政府组织之间有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联系. 

厄瓜多尔的UATÜRA、巴西自然保护基金会和加勒比保护协会等机构有许多共同之 

处，可以同拉丁美洲地区的类似机构进行经验交流，并可向各国政府提供许多帮助. 

例如，加勒比保护协会是制定大加勒比行’动计划的直接参与人，ITATÜRA受美囿国 

际开发署的委托，承抠了对厄瓜多.尔环境外形的研究-非政府组织比政府机构有 

更多的有利条侔，非致府组织可以在“基层”开展工作，可以不受政府和官僚主义 

的束缚•

129. 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工作不应只限于拉丁美洲地区和加勒比地区，___还应 

扩大到其他地区《 这些地区存在着许多共同的问题，相互交流专家知识可以达到 

取长补短的目的.语言或文化上的类同应促进更多的交流a 在巴西和非洲葡萄 

牙语国家之间的交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实践证明，语言不一定是相互交流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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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如塞内加尔学生参加在墨西哥丘鲁布斯科中心举办的课程；巴西的美洲行政学 

校（EIAP )和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非洲文化学院之间建立的联系.

130.在讨论拉丁美洲地区发展中1家技术合作时，不能漏掉美洲国家组织所起 

的作用• 美浏国家组织作为具有长期技术合作历史的区域性组织，对促进发展中 

®家技术合作无疑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这个表达方式产生之 

前很久，美洲囿家组织就进行了各种具有这种特征的活动.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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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及建议

131. 梭查专员们认为，尽管研咒所受到的各种限制，特别是缺乏联合国系统在 

遗产方面技术合作活动的各种数据之外，他们可从调查结果及搜集到的材料中得出 

一定的结论，并以此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这些结论和建议对将来的活动可以起到一 

定的指导作用.

132. 检查专员们的主要结论之一是，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拉丁美洲区域对遗产 

保护和管理活动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对保护自然遗产活动投资——与美洲国家组 

织、美洲开发银行或双边发展合作机构等组织相比，是十分有限的.如果与联合 

国系统向兵他领域活动的资金投入相比.也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检查专员们认 

为，通过各种途径3如：重新分配资源，联合国系统将能提供更多的资金.此外, 

由于错误政策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赔偿和修复环境需要较高的费用，联合国系 

统应努力从双边机构和其他的釆源吸更多的资源，援助檟心设计的区域或国家计划. 

联大第35/7 4号决议提出了明确的任务，要求联合国系统所有组织执行世界保 

护战略a

133. 检查专员们发现，虽然联合国系统只投入有硬的资金，但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联合国系箄的支持，引起了公众对遗产保护的关心和兴趣• 联合国系统还 

向国家和区域不断扩大的各项活动提供了资助.同丘鲁布斯科、库斯科、查理斯、 

达尔文研究站和热芾农业岍究与教育中心等区域培训和研究中心的合作，也取得了 

明显的效杲.人们仍便用着在执行粮农组织荒地管理区域项目中，•在建立保护目 

的与供选择的管理方式之间相互夫系中所总结出的一套方法.溉这些揞施而言， 

检查专员们希望双边和多边援助M织考虑对执行保护计划提供援助，特别是对执 

行教科文组织在拉丁美刑地区的生物B侏护网提供搪助.

134. 岍究报告另一个引人汪意的结论是，尽管普遍都承认持续发展与遗产保护 

紧紧相连的概念，但到目前为止，在区域或国家一级上：对在今后长期行动中接受 

这种概念的含义，还没有真正的突破• 在S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各為会议的议程中, 

都没有亶点哭出保护问题• 在大多效国家中，计划制定人和政策制定者都将保护 

问题作为边际问题■•而不是作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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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同样令人遗憾的走.翁起釆，整个联合国系统还未就迫切需要一种注重保 

护的方法，发展拉丁美洲地区，达成一致意见* 尽管决定技术合作重点的：fe终杈 

力在于谷国跛府，联合国系统谷组织也没有垤由放弃在鼓励通过和遵守阍保护原则 

相符的发展方针中所应尽的责任.他们在认可世界保护战略时，是赞同这些原则

的.

136. 人们又提出成立一个机构或论坛的问题，通过这种机构或论坛，可以将各 

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召集到一起，共洵遗产保护和适当管理的问题，以达成一项一致 

通过的区域保护发展方案和行动计划.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和论坛具有确 

保继续执行以保护为篁点的发展政策的足够权威• 检查专员们认为，环塽规划署 

在区域海洋行动计划的先进经验，将大大有助于类似的祖丁美洲文化与自然遗产区 

域保护计划的发展，并可以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作为区域诂调机构的总部.

137. 联大1977年第3 2/197号决议，号召各区域委员会“作为本区域在联 

合国系统内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心，”因而“对区域一级的协调和合作活动， 

实行集体领导和共同负责•”经社理事会1979年8月2日第1979/5 6号决议, 

批准环境规划署理事会提请各区域委员会注意，“如果仍未开始的话，应利用建立 

政府间区域环境娈员会的有利条件的决定.”因此，许多人赞成在拉丁美洲经济委 

员会部长会议上，讨论砑关遗产的问题.

138. 在秘书处，如果目前设在墨西哥城的环境规划署区域办事处或环境规划署 

内罗毕总部的买质责任，作为建议的区域政府间论坛和区域协调單位的一部分，转 

移到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环境和保护领域内的行动将会加 

强.这种安排同样有益于在S丁灵调经济委员会，特别走拉丁美洲经济社会计划 

研宄所指挥下所进行的训练计划，这个训练计划中.可结合持续发展的原则和概念.

139. 考虑到在拉丁美洲地区有讦多遗产保护和管理组织，因此，合作和协调各 

种方案与活动的问题走非常重要的问题.鉴于美洲国家组织和其他双边发展合作 

机构的大量参与，就不得不找出备种方法，保证美洲国穿组织与联合囿系统各组织 

的活动协调一致.相互支持，并尽一切办法相互补充• 检查专员们认为，建立 

上面提到的那种正式的协调机构，特别走建立有关野生物和保护区域保护和管理的

协调机构的提议，是完全正碉的.目前机构定期召开的机构间协商会议，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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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太广，耿员的组成太复杂，便人们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具体的领域内. 

总之，在区域一级的政府没有对成立这个机构给予足够的支持.

140. 无论最终制定出什么样的安排.检查专员们感到，对国际保护自然与自然 

资源联合会，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等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本国非政府组织的大鼋 

投资应留有一定的余地.必须建立一些联系，以便充分挖掘其潜力，保证更奸地 

配合政苻和民间所发起的各种活动.

建议1 :审议建立一个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指挥下，统一的区域政府间讲坛, 

以召集最高层的政府代录、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以及美洲国家组织和其他区域组织， 

讨论和洵定以保护为篁点的发展的共同方法，目的在于制定一项绿合性区域战略和 

行动计划.应探索在欧洲经济委员会制定的先例的基础上.任命一组环境和遗产 

保护高级政府顾问的可能性.大加勒比流域行动计划，应作为在遗产保护领域中 

合作努力的典范.

建议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应考虑通过将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闪罗毕区域办事处的实际责任转予委员会秘书处，以构庇环境现划署和担丁美 

洲经济委员会司全球协调單位的方法，加强委员会作为拉丁美洲地区保护和环境活 

动的能力.

建议3；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特别是那些主要参与遗产保护和管理的有关组 

织——应执行世界保护战峪，并鼓励各政府通过持续发展政策.为了收到*大的 

效果，他们应紧密合作，并协调其方案和活动，保证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活动和美 

洲国家组织及其他发展合作机构，包话国际俅护自然与自然资源联合会等非政府组 

织的活动是相互支持的.

建议4 ：联合国系统，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和袄合国粮农钼织应迤过审查其优先考虑的事项和从联合国系统内外吸 

引更多的资源，大量增加用于保护的资源.

141. 如果拉丁美洲地区各国加入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HL际公约，保护行 

动就将会有很大的收效.同时，国家立法和惯例也应同公约的规定和目前人们对 

保护和管理遗产的宥法相符合.检查专员们发现拉丁美洲地区有关这方面记录是 

1P得称赞的，但还有空白需要填补• 检查专员们注意到，人们对保证一个国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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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国际侏护公约所规定的义务，不受另一个国家法律条款不完备或不履行这种义务 

的千扰和破坏，是非常敏感的.如果能进一步统一名称，也将是有帮助的.

142. 在大多数国家中，田于遗产保护和管理法律文本和机构太过重复，在许多 

情况下都能破坏意图炅好或最完善的立法和各种执行措施.在这种情况下，精简 

国家体制安排将有助于使联合国系统的猨助更有效.

建议5 :

(a) I直接有关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应为适当的立法和执行揞施，提供 

专门技术，促进情报交流，帮助拉丁美洲地区还没有釆取行动的国家 

批准和加入经济和服务事业委员会，世界遗产公约.对文物的非法贸

-易和其他公约• 还要向那些希望加强本国立法文本和体制安排，改 

进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的国家提出这种忠告.应在发展中国家技术 

合作的范围内，鼓励S1家间在制定保护立法方面及其执行方面逬行合 

作.

(b) 1940年西半球•自然保护及野生物养护公约，龙美洲国家组织在自然 

遗产领域内的活动所依据的主要文件.主要有关的联合国各组织，

应保证其活访与公约协调一致，并同美洲国家组织合作，探索确保这 

个公约生效的逑径.

143. 虽然几乎所有的国家已建立起国家公园及其他类型的保护区域-------- 些国

政甚至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国冢公园系统——但走人们仍普過认为，受过训练的人员， 

特别是专业和中级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一级的数童，离适当处垤与管理这些公园所 

需的，相差太远了 . 根聒官方消恩，从现在到2000年期间，所需要的这一级人 

员，估计将达到4 2, 000人*尽管抆丁美洲地区各国在各种讨论会上一再要求， 

粮农组织的荒地智理区域项目太短禾能制定出一项区域训练方案或区域训练战略• 

几个粮农组织国家林业项目#有保护部分，徂是没有专门的，针对保护区域管理培 

训的部分.在美国世界野生物基金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指挥下形 _成的发展自然资 

源和环境培训区域战略的积极性s受到了各界的欢迎•

144. 在文化领域内，受开发计划署和教科文组织援助的保护和修复文化遗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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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项目（RLAZ79Zu〇5)，在培训的人奴，所建立的国家机构和能力方面，取得 

了可喜的啟绩，并在工作中，创造了一些富于想象和革新的方法，但仍不能保证在 

开发计划署和教科文组织结束对项目的援助后，项目还能继续生存.因此.必须 

作一些安排，俅证区域项目的持续性.

建筑6 ：

⑻联含国系统各组织及拉丁美洲经济娈员会应充分利用其培训方案和咨 

.询服务.，尽快达到持续发展和遗产保护的目标•

⑼粮农组织应保证不论在国家林业项目的范围内，开展什么培训方案， 

援助也应'包括俅护区的保护和管理及生态发展基础的实质部分.

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与适当的当局和机构协商.采取及时的宿施，在 

有关政府的负责下，以充分满足其需求的方式，保证项目的继续.

145. 拉丁美洲地区在遗产俅护和管理的专门知识方面，完全可以自力更生• 

拉丁美洲地区还具有一些优炅的研究设奋和能力..在许多国家中所进行的渉及面 

很广的研究方案，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兴趣和支持，一些研究机构甚至成为它们专业 

方面的优秀中心.检查专员们发现，在他们访问过的机构中，人们都迫切希望与 

其他机构’交流.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级上，同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联系的可能 

性走很大的，这种联系对其他地区也走羽■益的，特别是对那些缺乏足够研究能力的 

国家有益*

建议7 ：联合国系统谷组织应从受其後助的机构开始，鼓励在遗产侏护中的区 

域性舍作.迴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促逬并加强区域内或与其他区域的发展中国 

家技术合作联系和安排《 遗产保护和t理方面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联系，应渉 

及讲究、培训、情报及研究结果的交流和咨询服务箬等方面.还应寻求加强与美 

洲国家组织兮作的各种途径.

146.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从长远釆看，保护欢策和措施如果缺_乏直接有关的组 

织和普遍的公众的支持，就注定要失败.引起政府当局和舆论注素保护和生态发 

展的需要的任务走艰巨的.因此，应采取能#响决策人和公众的一切办法•检查 

专员们注意到，人们普遍感到需要强有关提高公众认识活动的•情报和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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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Ta强包括非政府组织之间在编制教育和其他宣传材科方面的区域合作，

147..自从_吴洲国冢组织大会長衩美洲国家组织秘书处，在1940年公约的范围 

内，参与这一事务后，从成本利益的观点出发，联舍国系统和美洲国家组织之间的 

密切舍作是十分有益的.联合国系统可以利用其世界性经验，便全球展望对将采 

取的各种共同活动发生一定的影啊• 检查专员们希望，最近开始的环境规划署和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横向合作项目和国际环境科学培训中心培训方案，在这个领 

域内起到一定的作用•与粮农组织、环境规划署、教科文组织、美洲国家组织、国 

际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源联合会、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加拿大公园和美国国家公园 

管理局合作出版的“公园”杂志，就是这种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粮农组织、 

环境碱划署和美洲国家组织拟创办的野生物、国家公园管理和荒地保护方面区域情 

报交流——将命名为“美洲狮裉”——对促进类似的合作联系，将是一个极妤的机 

会.检查专员们得知，便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批准创办这家报纸• 

因此，需要创办一个区域论坛•

建议8 :交流有关教育计划和提畢人们对遗产保护及生态发展问题认识运动的 

情况，应被看作是有直接有关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美洌国家组织等区域政蔚间组 

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

建议9 :环境規划署和粮农组织应同拉灵经委会和美洲国家组织紧密兮作釆取 

适当的行动，保证拟议甲的“美洲狮报”走与其他有关区域或双边机构的合资经营*

建议1 〇 :琢功的租丁美湘地区教科文组织的人和生物圈计划（M A B ),薔 

要双边和多边组织的更多挺助.

-43 -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附件一

賓关拉丁美洲地区文化及自然遗严保护和犮展的国际立法 

A.国际立法.

1 .禁止和防止文物非法进口、出口与转移所有杈方法公约 

(文物的非法贸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 97 0年1 1月

2. 关于具有国际葸义，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所的湿地的公约 

(湿地公约）.

伊朗•拉姆萨尔——1979年2月

3,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严公约

(世界遗产公约）

巴黎——1 9 7 2年1 1月 

4 •野生动植物群中有灭绝危险的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野生动植物群中有灭绝危险的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或华盛吨公约） 

华盛吨一- 1 9 7 3年3月

5. 养护野生动物中移栖物种公约 

(移栖物种公约或波恩公约）

波恩——1 9 7 9年6月

区域公约

6. 西半球自然保护和野生物养护公约 

(西半球公约）

华盛吨—1 9 .4 0年1 0月

7. 保护美洲国家考古、历史和艺术遗产公约 

圣萨尔瓦多——1 9 7 6年6月

8. 亚马逊合作公约

巴西•巴西利>1— 1 9 7 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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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环境行动计划 

牙买加.蒙特哥湾一- 1 9 8 I年4月 

(行动计划包括起草加勒比环境公约的工作)

C .联大的各项决议

10 .在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1 1月1 6日通过了有关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 

护公约之后，紧接瞢，联大于1打2年1 2月1 8曰通过了关于“文化归还原籍国 

的第3026 A (XXVII)号决议.联大就同样项目，通过了以下决议：

197:3年I 2月1 4日第3148 (XXV工工工）号 

197:3 年 1 2月 1 8 曰第 3187 (XXVIII)号 

197:5 年 1 1 月 1 9 曰第 3.391 (XXX)号 

1976 年 1 1月 3 0 3 第31，40 号 

197丨7年1 i月I 1彐第32/1 8号 

197丨8年1 2月1 4曰第33/50号 

1979 年 1 1 月 2 9 3 第 34/54 号 

19.30年1 2月1 1日第35/128号 

198:1年1 1月2 7日第36/64号

1980年2月1 1.曰关于“保护并进一步犮展文化价值，包括保护、赔 

偿和归还文化与艺术遗严”的第35/127号决议 

关于“世界自然宪鞏蕈案”的1980年1 0月3 0日第35/7号决议和 

19S1年1 〇月2 7日第36/6号决议 

关子“备&为当前和活代荞护‘大自然’的历史责任” K 1980年1 0月 

3 Ch日第35/8号决议和1 981年1 0月2 7曰第:切/7号决议 

关于“环建领域内的®际合作”的1980年1 2月5日第35,74号决议 

和1981年1 2月1 7日第33/19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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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联大第351^74号决议，除其他外：

⑻注意到环境领域内的国际公约和箪案（A/35/359 );

㈨重申了经社理事会1980年7月2 3日第1980/49号决议，应根据 

国家计划及重点和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审SW 

关环境问题；

⑹批准联含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有关资源，环境，人民和发展之间相互 

关系的建议；

⑹欢迎从1980年3月起开始实施世界保护战略，并敦促各政府和国际 

组织在制定各自的政策和方案时考虑到这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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拊件二

拉丁美洲地区：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批准情况

1981年3月3 1日

际公约方案 S G H
(S A 3 C 0 1 a b = 公约_议定书

阿根廷 :X • X x (1978) x (1973) 2 3

巴啥马 .； 1
巴巴多斯 i ;;1

豉利维亚. X x (1976) x (1976) ■ L 2 \
巴西 X : x (1977) x (1973)： 5 [4 , x (1958) x (1958);

智利 .x x ; x (1980) 1 ; 5
--------------------------------------------------------- i-------------------------：-------------- i------ __ .

哥伦比亚

苷斯达黎加 XX： 1 x (1977) ■ x l j 5

古巴 ； ■ j ' ! x (19Q1) x (I960) j j i 1 x (1957) x (1957)

多米尼加共和国 ! *! : 1 i ! x (1973) j 2 : 1 x (I960)：

厄瓜多尔 I X ■ X j ! x (1975) x (1971) x I ； 1 x (1956) ' x (1961);

萨尔瓦多 i ，' ! i x (1978) fl~1 i i

危地马拉 丨X1 i x ；! x (1979) il2:

圭亚纳 丨丨丨X j
x (1977) : 八—.i

地 丨i i i x (I960) i ； ； i
洪都拉斯 ；j i x (1979) x (1979), S * ,

t墨西哥 ；_ ; j 1 |X (1972) 1 1 2 ：x (1956) 1 x (1956) |

:尼加拉瓜. i x； i x j x (1979) \x (X977) 1 |x (1959) j x (1959) î

巴章马 ；xl : x 1 x (1?76) ；a (1973) t i ■ x (1962)丨

i巴拉至 丨4 i * x ! 1

1秘鲁 ：—：x x (1979) j i i

苏里南 ! j X

梓立尼达和多巴哥丨j X i i
乌拉圭 I *. T x (1977)

娈内瑞拉 >1 % x 2 9 i

=1940年西半球公， 3

^野生动植物湃中育$绝危险W物种国际贸易 F:

公约 1973 '

=移栖物评1979 h

=拉姆萨尔湿地

=197 2年世界遗产公约 

=对文化遗产的非法贸笏1970 

=国际保护自然与自然資源联合会成员 

=在武装冲突中•文化遣产的保护

a«围家 „

家机构

c*=非政府组织

资料来源:1981年1|〇月1 9日国际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涑联含会有关野生动植物群中有灭绝危掬种国际 

— 贸易公约也界邇产，西半球公约及国际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源联含会成员的函件•

1 98 I 年 7 月2 4日联合S牧科文组织函件（世界遗产公约、？T文化遗产刀非法贸易和在武装冲突

中耵亢丨匕運严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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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

-é
d-

03
3

PA
H
-7

2-
O

U
1

* H
A
H
-7

6-
O

Ü
5

PA
K
-7

9-
O

U
4

3C
a

!

i

1

i\

哥
《

达
•

加
!

.嶋
尔

]

i

萨
尔

瓦
多

m 1西
哿

巴
拉

圭 -

-

«
T
#

• 54 -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1 1

iK
■ '

刼鉍鉍
■K a 

m
ÿ m

I § i 

§ § § 听
.〇

〇
〇

 (旮
科

文
组

织
）

?6
5,
〇

〇
〇

 t 
其

他
）

；

' ■ ' ■ ' ''

i

政
府

锅
款

美
元 • ■ 14

.7
54

27
,8

85

i 
.

5,
55

3

：
44

4.
37

5

; 
J

m
l

■ • 14
0,

52
5

联
合
a开

发
计

 

划
爭

的
捐

款

屬C

11
,5
〇

〇

l,53
〇

,4
52 I

41
,4

50

1 
1.

50
1,

21
9

!•
 • ' . 38

6,
60

0

n 56
0,

81
7

执
行

机
构

教
抖

文
组

织

欹
枓

文
组

织

教
科

文
组

织

教
科

文
组

织

1教
科

文
组

织

_联
合

国
.

稂
农

组
织

教
科

文
组

织

粮
农

组
织

教
科

文
组

织
_

；'

03

丨 ^
i m

m

m

诔

恢
复

和
猓

护
古

迹
（

04
^7

0-
-0

6/
71

 )
恢

复
位

于
地

《
带

的
_古

迹
（

08
/7

1—
01

/7
2)

恢
复

库
斯

科
—
f纳

地
区

的
古

迹
11

97
3/

19
81

) ‘

修
复

圣
弗

朗
西

斯
科

德
利

马
（

从
19

了
8年

开
始

）
’

文
化

活
动

（
05

乂
75

—
01

/7
9)

建
立

一
所

海
洋

寧
务

吩
究

所
（

〇
6，

了
4—

0丨
/8

3)

圭
亚

那
地

区
的

林
业

发
展

（
0 
V7 4

 -■
0丨

/8
0 

)

!设
在

荃
西

哥
城

的
狃

丁
美

洲
保

护
和

修
复

文
化

遗
产

研
究

中

心
（

09
/6

8—
0V7

8)
:以

坏
棟

.保
护

为
目

的
荒

地
诠

埋
工

作
.(

07
/7

3+
-0

7/
77

)

恢
复

文
化

遗
产

_和
发

展
手

工
业

、
促

逬
旅

游
±

(0
6/

72
 -

03
/7

6)
 

...
...

...
...

...
...

...
 .............

...
...

.1

ar

su
!

PS
R
-7

0-
00

5

PE
R
-7

1-
01

8

PË
R
-7

1-
55

9

PE
R
-7

7-
07

7

ST
L-

74
-0

12

TR
I-

72
-O

H

V
ëN

-7
?-

〇
19

R
U

-6
8-

52
1

i ÇLA-
72

-0
28

j HLA-
72

-P
47

 
1

因

圣
卢

西
业

牯
立

尼
达

扣
多

1巴
哥

委
内

瑞
位

丨
賊

項
B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IK
N

e

你
*

删
？t

碑

，寿

本

"
#
^
'
-

嫌
贫
珀
 '

 

英

雜
'

S
I

务
#
 
,

«

5
,

淨
进
买
镩
 
'

基

N

 
“3
兵
#

tâ
Ê

•ÿ

赛
来

4*

场
姝
矣
吻
阐
柒
奕
择

裨

-

1̂

.
*

茶《
Y

碱
矣
突
恕
坎
银||'璀

®
*

州
¥
a

難
 

•Ÿ

咖
¥
雄
麻
*

县
诠
咳
.
*

衮
赛
你

赛
来
实
氺
赛
缽

薄
来
实
氺
孝
諫

É
S
0
^
$
0
^
é 
»
3
S

•
*

树

蜱

岣

鉅

‘

茶

*
^
S
6
I

巷osl^zeî

泛

2
寒

犮

¥
#
3

—

"
来
实
来

当

試

&
>
•

00
0 (

毅
科

（
也

如

®呤涔

、îu S 军
§ 5
Ï §

20
,0

00
 (教

枓
文

绀
织

J

50
.0

00
 (教

科
文

逬
织

）

5〇
,〇

〇
ü (

教
科

文
组

织
J

5〇
,〇

〇
〇

 (美
洲

街
家

组
织

J

58食 
通每 
4〇 ^
§

§

«*\

55

2,
〇

〇
〇

 (肤
合

®
儿

童
基

金

41

51
〇

,〇
〇

〇
 (其

他
J，

2,
64

9,
〇

〇
〇

敌
府

埚
款

lÛ
O

,O
O

Q
a

2,
10

0,
Û0

0b

20
,7

97
.1

52

肽
诠

抝
开

友
计

 

划
《

的
祺

款 ■■K
19

6,
40

0

31
3*

59
7)

67
0,

52
4)

1,
21

8,
24

6)

! 22
,1

27
,7

93

执
行

机
构

教
科

文
组

织

教
科

文
姐

织

敏
科

文
组

织

教
科

文
组

织
媒

英

a
私

m
m
m

*

中
美

洲
文
(t

遗
产

的
#护

（
19

7«
/8

0)
 •

. 1
安

第
斯

文
化

逮
产

'‘

(1
97

2/
75

)
11

97
6/

78
)

(1
97

9^
81

)

頃
目

号
码

R
U

-7
8-

01
8

R
U

-7
2-

O
U

B
U

-7
4-

00
?

R
U

-7
6-

00
2

B
L&

-7
9-

00
5

1买
1
:a

区
域

枳
目

<
*
>
丨

鴒

M
农
*

-56 -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
(

《

*
系
3?
七

^
¥
*

〇
0

〇

«
1
-

赛
咖

¥
哳
爷

^
¥
«(
〇
〇
0

〇
1
-
_

刼
+-
安
¥
楸
〇
〇
〇

3
5?
扛
劫

#
这

*
米
疋
《
魏
 

0
0
0
C5
1

 •
#
：!

：

濟

；*
+-
SF

ll<

«
o
o
o
-
oo

>
»
 

扣钿！

雒

&
奢油荦

 a
^
-

=it1
^
H'
^
-
:

¥
#,
000

-
s
s

«
s
t
r

1r
-

f
l
n
ef

;
#£

«
a

-K
5t
«
^
*
w
-
«
2
#'
.
9

i

o>
J

^
_
=
¥
^

政
府

祸
款

(舞
兀

）

当
地

专
家

的
1资

3

^ §

8 5

1

§:

当
地

专
家

的
了

-资

当
地

工
ff

人
M的

工
资

未
指

明
。

一
t两

个
»Ï
S的

修
龙

_计
划

的
--

部
份

-a
Æ qB

世
界

谦
产

若
金

会
的

捎
款

 

(美
元

}

5〇
,〇

〇
〇 § §

KS • 50
.U0
0

§

2?
，
00

0

12
,0

00

执
行

机
构

#科
文

绍
织

教
枓

文
组

织

教
科

文
组

织

教
科

文
组

织

教
枓

义
组

织

教
科

文
组

织

教
科

文
组

织

, 
教

科
文

组
织

项
目

目
汲

日
期

向
安

垅
瓜

的
加

强
工

作
提

供
紧

患
拔

助
 

(8
/7

9 
- 

6/
80

)

却

m

凶

£

RD Oï
f S
赛w

劫：&

；
 .• ! 

"C
as
ti
ll
oy

 Ri
er
te

 de
 Sa
n L
or
en
zo

 d
el

He
al

 •
•

的
保

护
工

作
（

从
8丨

年
6月

始
）

在
基

多
历

史
中

心
的

修
复

工
作

（
从

19
31

 

年
中

开
始

）

向
Ti

ka
l保

护
工

作
技

供
的

紧
f该

助
 

(从
丨

98
丨

年
7月

始
）

m

硪

H Ï 
i 〇〇

—祕
■iEi

«

劫

If
aj- 〇0

课î Ha 为
保

护
加

枝
柏

戈
斯

斜
岛

购
买

设
备

-..
...

...
...

...
..

T. 
C. 

〇
98

1 
年

）

项
目
f码

4i
«

<.<〇 
» Dih

办《 
务， 
神兵
1 - 
^ air> •

蛛块

世
界

违
产

基
金

会
 

鉴
定

号
2 

—
1

^ 4

<C, te- 
^ air- 

岭奴 =bj m
;

危
地

马
拉

£瓜
多

尔

巴
拿

马

1

吐
瓜

多
尔

虼
地

马
丨

立
]

洪
®

 W期
厄

瓜
多

尔

~
。
®
 

进
驿
弈
 

S
 

班

*
îs

a
'K

a:
麻

珀

车
)
m

®
£
l
!

琳
*

Æ
¥
^w

^w
l¥

¥
JlF

w
r^T

¥
W

^F
S
¥
iîw

w
F
i¥

snls

M
琳

|||
亡

£

-57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砰！牛四

为达到主要浯护目的各神可供选择的 

f理和发廣自然与文!'匕资源方式

荒地t理方面洪选择的共刭 •

11 È ± 所野 •灸 m 野 X ! 大 % 剌通

Z •%
t
#

源 家 生 家 化丨 冢 护 的泞

公 名 禁动 锗 物 娱 遗丨 河 洛 区 使汉

1 胜 生 昔物 备 使 乐
址!

流 域 节或

古
k

区

区避 林 用 区 1有

迹 堆 区 积限

主要的保护目的 —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t 士

将典型的生态系疣保存 1 I 1 3 3 3 3 3 3 1 2 3 3

在自然状态中

保护生态差别*环境f 1 1 1 .1 1 1 2 2 3 1 2 2 2

理

保持遗传资源 1 1 1 1 3 2 2 3 3 2 3 3

提芪教育、研究及环境 1 1 1 1 2 2 1 1 2

研兖的地方

保护水文生产 2 3 2 2 1 2 2 3 3 2 1 2

控替卑蚀，沉积.扣保护 2 3 2 2 1 ■ 2 2 3 \ 3. 1 3

下;荒工禮

生产动祙蛋白，行猎相 1 1 3 3

约1

违:共誤乐扣旅斿设笼 1 2 3 1 3 1 2 1 1 3

在持续获得的基础上， 1 3
生产木材相饲料

保护具有文化、历史和 1 3 2 3 1 3 1

考古,f义的遺址和文 

物

洚护和‘張养风景区和逯 1 1 2 2 2 1 2 1 1 2 1

化区域

保持选择杈f理的灵活 1 1

性及多种使用

鼓励舍理見用边远地带 2 2 2 1 1 2 3 2 2 2 2

和龙一_,艾展'
-

1. 区域相'夺源f理的主要目的.

2. 不一定是主要的，叵通常玫列为是重要的目的之一.

3. 主資源和其塊f理目标允许下，可帘为目的之一•

汶為于:西唸.：C,D;米勒，H197S.森林计划割受*工牟夜术文件!了〇 . 16.?A(VRLAT/T?199 • 

宫利•圣埤亚哥，囝系主耷公司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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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五

有关经济发展的环境政策与步讓宣言.

有鉴于经济相社会发展是缓和主要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因为它确定了社会和环 

境之同的整体关系；还认识到，经疥发展和社会目标的实现•应以避免琪减少它特 

有的环境问题的方式进行，

认识到发展中国冢的主要环境问题与发达国冢的环境问题，就性质而言不一定 

相同，前者的问题主要是贫困所引起的.贫困不仅影响了生活质量，而且也影响到 

生活本身. ’

确信从长远来看，环境保护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仅是可以和谐共存的，而且 

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加强的，

认识到由于一些地区人口的不訢增长，随之而来对地球资源相维#生命的生态 

系统所产生的压力，对环境敏惑及负责任的犮展，已成为更加重要和紧迫的事，.

认识到各国政府有决定本国说先考虑事项和犮展方式的主杈，•

回顾通过联合囯人类环境大会宣言(斯德哥尔摩1972年）的国冢都深信（第 

2 5项原则），他们将保证各国际组织，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起到协调，有效 

的和推动作用，

又考虑到,国涿犮展援助机构及其政府成员，有责任保证受其资助的经济发展 

活动的î守续性î

因此,.下面的签名者宣布：

1. 支持联合国大会的行动原则和建议；

2. !努力：

(1) 制定系统审查所有考虑资助的犮展活动工作的程序，包括各项政策、 

方案及项目，以保证菝出符合上面第一节观定的适当措施：

(2) 同各政府及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达成协议，以保证在设计和进行经济

发展活动方靣^结合适当的环境措施； -

(3) 应发展中国冢的要求，为它们提供包括瑨训在内的有关环境箏务方面 

的技术捷助，从而发展他们本国能力，促进犮展中国冢之间的技术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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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对于针对保护、修复及管理冋题的项目建议，或在其他方面、具有美 

化人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及增加有关资源的项目建议；予以积极的 

审议，适当时并予以支持.

(5)犮起能改进项目评价、饥行和评价方法，包活成本利益的分析，和改 

进环境保护措施的研究和调查•和（或）进行这方面的合作； 

m支持对业务人员进行有关经济发展的环境方面的训练及为他们提供这: 

方面的资料.

(7) 出版和散发文件加视听材料，指导经济发展活动的环境方面问

题.

于1980年2月1曰，在纽约通过a 

非洲发展银行

主席：克瓦梅•多克福沃 

非洲经济发展阿拉伯银行 ^

主席：查迈•阿亚里 

亚洲开犮裱行

主席：吉田太郎一 

加勒比海开犮银行

主席：威廉•德马斯 

美洲开犮银行

主席：安东尼奥。奥蒂兹。梅纳 

世界银行

主庸：罗迫特.麦克纳马拉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

主席：罗伊》詹金斯 

美洲国家组织

. 秘书长：亚历詹德》奥菲拉 

联合国开犮计划署

署长.•布鲁福特•莫尔斯 

联合国环境现划署

执行执行主任：莫斯塔费.K.托尔巴

*— 6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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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拉丁美洲地区的国际旅游业

国 别 游客 人数 ’旅游收入（百万美元）

1970 1979 .1970 1979

阿根廷 694,900 1,350,000 74 213

巴哈马 1,298,300 1，176，100 233 509

巴巴多斯 68,400 316,300 32 83

破利维亚 11,100 202,900 3 35

巴西 194,200 764,200 30 108

智利 168,700 258,000 50 84

哥伦比亚 161,700 826,300 54 295,

哥斯达黎加 202,300 340,400 22 71

多米尼加共和国 221,800 304,400 16 109

厄瓜多尔 52,700 228,900 9 50

萨尔瓦多 137,800 293,1〇〇 9 23

危地马拉 171,600 415,600 12 105

牙买加 309,100 381,800 96 148

海地 67,600 ' 112,000 7 3 7

巴拿马 155,300 390,000 73 146

墨西哥 2,250,200 3,636,600 1,171 1,117

秘鲁 133,500 247,600 52 12Ô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86,900 190,000 24 91

乌拉圭 '567,300 713,400 43 66

委内瑞拉 117,000 783,700 50 261

资料来源•• 1981年联合国世界统计数字摘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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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泮七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国 M
面积

人口
密度人数/ 人口增长率 人口增长一

(h2 ) 平方公里 t % ) 倍所需年数

3 U 6

2, ?66,389 26,729,000 10 1.3 52

13,935 22^,000 16 3.9 .25

巴巴多斯 ^31 251,000 661 0.2 130

埂利迕亚 1,098,581 5,^25,239 5 2.7 28

3,511,965 118,645,^00 14 2.8 2'i

756,945 10,917,^65 17 1.9 39

哥伦比亚 1,138,914 26,360,152 22 2.8 22

哥斯达黎加 50,700 2,192,911 ul 2.Ô Z5
?■古巴 li“，524 9,352,000 35 1.6 33

多米尼加 751 79,000 107 1.1 -

多米尼加共和国 〇 5,275,iiO 117 2.9 21

厄瓜多尔 283,561 3,U6,100 28 3.4 21

萨尔瓦多 21,393 4,663,000 214 2.6 22

格林纳达 344 98,000 313 , 0.4 •

危地马拉 108,389 7,0^5,800 63 2.C 2 二

圭亚那 21-,969 365,000 U 1.9 32

海地 2?,'50 4,918,695 199 1.7 Z3

洪都拉斯 112,088 3,563.323 31 3.2 20

牙买加 1C,962 2,162,000 194 1.7 -1Ô

S西哥 1,572,546 09,381.104 33 3.5 21

尼加拉瓜 U0.000 2.4G9,58i X7 3.5 21

巴拿马- 〇,650 1,881,400 24 3.； 25

巴拉圭
a〇6. '52 2,973,^93 7 2.9 22

秘瞽 1,235,2:6 17,292,383 13 2.3 2-

圣卢西亚 616 113,000 131 1.6 -

苏里南 103,265 381,000 3 3.2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5,130 1,127,000 234 1.0 64

突尼斯 1/6,215 2,878,290 16 1.2 60

，委内瑞拉 912,050 13,515,063 15 31 2“

资料来源:(a) 1面积和人口数据是根据联合国说明图编制。（1980年7月So. 3105 , 

1974年 No. 2753 ) 〇

r〇)人口密度数据⑷及增长率数据(5)是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自然资源和 

萍境…培训战略”编制的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一美国华盛顿，1980 

年，第2 5页。 -

XX MX XX XX

-52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