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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94(g)和 95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山区可持续发展 

《21 世纪议程》、进一步执行《21 世纪 

议程》方案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 

首脑会议结果的执行情况 
 
 
 
 

2003 年 10 月 17 日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向你转交 2003 年 10月 5日和 6日在意大利梅拉诺举行的山区可持续发

展国际伙伴关系成员国第一次全球会议的结论（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议程项目 94(g)和 95 下的文件

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马尔切洛·斯帕塔福拉（签名） 

03-57452 (C)    271003    281003 
*0357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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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0 月 17 日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第一次山区伙伴关系成员国全球会议 2003 年 10 月 5 日至 6日， 

梅拉诺（意大利） 
 
 

结论 
 
 

 山区可持续发展国际伙伴关系（以下称山区伙伴关系）成员国应意大利政府

邀请，于 2003 年 10 月 5 日至 6 日在意大利梅拉诺举行了其第一次全球会议。 

 与会者们在交换意见过程中回顾了： 

• 地球问题首脑会议（1992 年，内罗毕）通过的《21 世纪议程》第 13 章

“管理脆弱的生态系统——可持续的山区发展”的根本重要性； 

• 联合国大会有关 2002 年国际山年的各项决议，即 1998 年 11 月 10 日第

53/24号、2000年 12月 20日第 55/189号和 2003年 1月 30日第 57/245

号决议； 

• 2002 年 11 月 1 日《比什凯克全球山区问题纲要》； 

•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约翰内斯堡，2002 年），特

别是其中述及山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第 42 段； 

• 对山区可持续发展国际伙伴关系作了界定的山区伙伴关系基本概念文

件（“巴厘文件”）； 

•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决定，特别是有关伙伴关系的第 22-24

段； 

• 联合国秘书长为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编写的报告，其中介绍了国

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在 2002 年国际山年框架内所取得的成果； 

• 特别工作组在筹备梅拉诺会议时拟订的山区伙伴关系指导原则； 

 与会者们确认了它们对伙伴关系的承诺，并表示愿意增进伙伴关系的创新

性、透明性、灵活性、参与性和能动性特点；因此，与会者们谋求的目标是，促

进各级采取行动，保护山区环境，并对山区可持续发展中的环境、经济和社会要

素加以整合，以此帮助改善山区的生活条件。 

 会议重申，凡其目标和活动符合山区伙伴关系的设想和使命，并具备成员资

格的政府——包括地方和区域当局——以及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

均可加入山区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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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者们指出，山区伙伴关系具有伞式联盟的性质，因此不需要建立复杂的

管理机制； 

 会议提醒有必要建立一个便于沟通的共同秘书处，从促进发展和为各种举措

进行筹资的角度，根据经济合算、团结和公平的原则，为成员国提供各种服务，

主要是帮助它们建立网络，为它们提供知识管理支助，并以协调者身份协助它们

开展活动。在这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总干事主动提出愿意

为该秘书处提供办公地点，而且山区论坛也提出要为该秘书处提供通信和网络服

务。与会者们对此表示欢迎。 

 与会者们还着重指出需要将人们关注的环境问题充分纳入伙伴关系的工作

和活动，并强调了环境规划署在这方面所能发挥的促动作用。 

 会议指出，山区伙伴关系的主要机构关系是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的，同时它也力求与那些在山区可持续发展方面担负特定任务的各种利益相关者

团体，包括民间社会、区域组织和其他多边组织进行积极协作，并且加强与现有

多边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的联系，此外也避免重复现有的活动。 

 与会者们决定完全依照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决定，继续落实山

区伙伴关系，为此： 

• 授权已为筹备梅拉诺会议设立的不限成员特别工作队在完善山区伙伴

关系方面继续开展工作,并在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下届会议上向各成员提

出报告；工作队应侧重以下方面： 

Ψ 确定加入山区伙伴关系的标准和成员的责任； 

Ψ 研究今后如何根据下述原则对山区伙伴关系实行管理的问题，如所

有成员的民主参与、责任和团结协作、透明度和问责制、反应能力、

有效性和效率等； 

Ψ 确定一些方法，使山区伙伴关系能够发挥积极的促动作用，协助实

施按《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第 42 段采取的联合行动，为国家和

机构间建立联系以共同开展活动提供便利，并为国家、区域和全球

范围内的合作及资源调动创造条件； 

• 请所有成员就此向工作队提出意见。 

• 促进所有成员之间的协商，这种磋商主要采取电子联系的方式，必要时

也可以举行面对面会议。 

• 在 2004 年底之前从长远角度对秘书处的结构和组织情况进行审查。 

 将编写一份全面的会议报告，并提交给山区伙伴关系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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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还请山区伙伴关系各成员国努力争取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通

过一项有关山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决议。 

 与会者们商定结合即将举行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组织一次面

向行动的伙伴关系会议。 

 成员们还同意在 2004 年后半年举行山区伙伴关系第二次全球会议，并在此

方面欢迎秘鲁政府主动提出主办这次会议。 

 山区伙伴关系各成员赞赏意大利和瑞士政府、山区论坛以及粮农组织为会议

筹备工作所作的努力，并感谢意大利政府以及博尔扎诺、梅拉诺和维罗纳地方当

局的盛情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