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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7 l(i)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环境

环境领域内关于两个或 

两个以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然的合作

秘书长的说明

1。大会1 9 7 9年1 2月1 8日第34/186号决议要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 

事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交关于该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的报告。

2 •秘书长通知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A/36/567 )，环境规划理事会1 9 

8 1年5月2 6日第9/19号决定指出，执行主任提交的题为“关于两个以上国家 

共有资沅在环境方面的合作”的报告（ÜUEP/GC.9，Add.5 )，无法作为规划理 

箏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的基础。根据上述决定，规划理事会无法向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交关于第34/186号决议执行进展情况的报告。

3。 规划理事会1 9 8 2年5月31日第10/14号决定授杈执行主任通过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UÜEP/GC.10/8，Corr.l和2及 

A<1 â . 1 )。 本报告就是根据上述决定分发的。

4。 环境规划理事会第10X14号决定还建议大会，重申大会第34/186号决 

议的整个规定，包括要求所有国家遵守关于养护与和谐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 

有的自然资沅的,1则，作为就此科资沅制订双边和多边协定的准刻和建议，并要求 

规划理事会在1985年提出该决议执行进展情况的进一步报告。

* A，37，l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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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环境规划理事会的报告 

一、导言

1 .大会于1979年12月18日第3备^1 决议中注意到依据规划理事 

会1975年4月2 5日第44 (HE)号决定（依照大会第3128 ( XXVHI得决 

议）成立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源国际专家工作组》的报告，以及其 

中所包括的原则草案。大会要求各会员国于拟订有关共有自然资源的公约时以这些 

原则为准则和建议。大会还要求规划理事会就执行这项决议的进展情况向大会第三 

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2 .执行主任依照第3 4/1 8 6号决议向规划理辜会第九届会议提出了关 

于樹Ï该决议的讲度损告【UHEP/(JC.9/U/A(id.2)。 规划理事会认为执行主 

饪级报告不€以作为大会第& 4/I 8 S号决议所要求的报告的基袖，因此要求执行 

主任向埋禀会第十届会议另操报告【第9/I9 B号决定），其中告讲执行大会第 

a 4 Zl 6 8号决议的赉展情况，而不要就共有自然资源的鉴定和定义揭出建议。

S.因此》执行主任于1 9 8 1年8月4日致函各会炅国政府，要求提供关 

于执行大会第3 /1 8 6号决议的进展情况的资料。从各国政府接得的关于它 

们如何依照大会决议应用原则草案的清况的资料，于下文第二节内筒略说明。

二、各国政府应用原则草案作为拟订双边 

或多边公约的准则和建议

生•执行主任于1 9 8 1年8月4日致函各国政莳之后，接得下列二十七国 

政府的答复：阿根廷、孟加拉国、巴西、智利、丹麦、芬兰、法国、德葸志联邦共 

和国、匈穿利、印度、意大利、莱索托、马达加斯加、墨西哥、荷兰、尼日利亚、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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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罗马尼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塞内加尔、斯里兰卡、瑞士、多哥、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

5.智利、丹麦、法国、匈牙利、马达加斯加、墨西哥、荷兰及津巴布韦等 

国政府表示支待原则草案，但并来提出应用这些原则的具体例证。

6 .下列十三通政府除了表示支持原则草案之外，还提出了实际应用的例证:

(a)孟如拉国政府报告说，它已同印度订立了关于利用恒河的协定，这是孟加 

拉国请.内最大流域之一。该协定:对于因上游取水而对孟加拉国引起不良影咽的情 

况加以隈制。此外，孟加控国还建议了一项所有沿河各国合作利用恒河水源的全 

面计刻。孟加拉国已会同印度成立了一小河流联合委房会，就它们的共有河流的 

水资源的协调利用从事协商。最后，孟加拉国指出，在園际法委员会尚未订定国 

际水法的情形下，原则草案对于各国如何协调利用共有水源的问题，提供了有用的 

准则；

⑽巴西对原则草案表示保留，巴西指出，尽管专家组的草案承认各国对其自 

然资源的主权的原则，但有几条原则草案严重限制了国家主权的行使，或容许干涉 

一国的内政。巴西还说明了区域一级合作的基础及有关实例。

⑹芬兰政府报告说兰及其备邻国挪威瑞典和苏眹)t间关于过时各项协定中，都 

反映出原剌革案。这些协定都是以需要密切合作为根据，其中包括有关成立联合 

机构负责管理勒控制水源的秭种規定。例如^芬兰耜挪威成立了一+边界水源委 

S会，负责就它们的边界水源的利用昶保护问题提出建议和采取行动。丹麦、芬 

兰、挪威昶瑞典订立了一项公约，其中规定所有这些国家的公民，对于任何妨害环 

捸故事物，同此秭禀物跅在国的公民^有提出抗议的同等权利。斧兰也卷如了各 

种河流合作活动，牿别是关于波罗的海。 .

(û)德意志联邦共勒SJ政府认为这十五条原则是极重要的、具有开路性的准剌。 

在该国同荷兰订立的关于埃姆斯港湾的合作协定以及同法国昶瑞士订立的关于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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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协定里，都曾H用这些原剌。该国也参加了关于摩泽尔河、萨尔河、菜菌 

河及康斯坦茨湖的国际公约*，

(e) 意大利致府详细地报导了它所缔结的有关保护坏境的各项国际协议中所应 

用的各项原则。在区域一级上，它提及了法国、意大利和摩纳哥之间关于地中海 

沿岸水域的协定（19 76,摩纳哥），以及《保护地中海免受污染公约》（1976, 

巴寒罗那}。 在有关保护海洋环境及海岸地区的双边协定方面，它报导了意大利 

和南斯拉夫之间关于亚得里亚海及其海岸地区防止污染的协定（1 9 7 2，贝尔格 

茱德Î,以及意大利軔希腊之间关于保护爱奥尼亚诲洋钚境及其海岸垲区的合作协 

定。此外还报导了意大利同南斯拉夫订立的（1 9 6 8,罗马），以及词西班牙 

订立的（19 74*,马德里）关于大陆架分界问题的协定，还有葸大利和瑞士之间 

关于保护意瑞水域免受污染的协定（1 9 7 2,罗马）。

(f) 尼日利亚政府曾在最近订立的关于保护西非海岸免受污染的公约及议定书 

里,协助应用原则草案。

(幻挪威政府参加了许多应用这十五条原则的区域相次区域访定，牿剁指出了 

《北欧钚孃保护公约》（1974年2月19日）匆《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 

(1977 年 11月 13日）。

㈨罗马尼亚政府在它同保加利亚、匈牙利、苏联及南斯拉夫等国订立的各项

协定里，都应用了关于利用水资源的原則。 •

(i)塞内加尔政府在它正在设法拟"»^项汉约里，将应用这十五条原则。 

它加X的两个国际组织》均在设法通过关于塞内加尔河及冈比亚河共同利用的具体 

决议。

Ü)瑞士政府主要在与邻国共有的水资源方面应用了这些原则。甚至在原则 

草寒拟订以前，瑞士已在有关共有水资源的国际协定里在实质上应用了这些原姻。

⑻多哥政府已在它同贝宁联合举办的水力发电计划里以及通过西非国家组织 

应用了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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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阿根廷政府引用了国际合作的七个具体例子，这些例子表明在执行大会第 

34/1 68号决议方面取得了逬展、都与和用同邻国共有的水资源W关：

H关于科普斯和伊泰普的三方协定（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于1 9 7 9 

年1 0月1 9日签订）；

㈡阿根廷和巴西间关于利用乌拉圭河边疆段及其支流佩皮里瓜苏河的条 

约（1 9 8 0年5月1 7日签订，待批准）；

㈢将鸟拉圭河上游的水电工程项目通知乌拉圭；

㈣关于大萨尔托坝环境影响的项目现正由大萨尔托联合技术委员会及阿 

根廷和乌拉圭的环境机构在加以执行；

㈤阿根廷一乌拉圭关于适用于乌拉圭河受大萨尔托坝影哬地区水质控制 

的标准的倡议；

㈥阿根廷和乌拉圭采取的保护与保存普拉特河的主动行动；

㈦评估亚西雷塔规的环境影响（阿根廷和巴拉圭）。

⑽印度政府报告，它已继续其正在逬行的努力以协调地利用与其邻国共有的 

资源，这是指与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签订的关于最适度地利用水资源的协 

议。作为这一方面国际合作的一个例子，印度政府提出了印度和孟加拉国1977 

年11月达成的关于共同使用恒河河水及增加其河水流量的协议。

7. 茱索托、卡塔尔、斯里兰卡、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以及联合王国政府报告, 

还没有机会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

8. 委内瑞拉政府报告，它还未在制定有关共有自然资源的双边或多边公约时 

将这些原则作为原则和建议加以运用，因为委内瑞拉政府认为“共有自然资源”的 

定义是不妥当的，委内瑞拉代表团已向理事会第八届会议指出过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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