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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54 

可持续发展 
 

 
 
 

  2007 年 9 月 18 日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向阁下转递 2007 年 9 月 4 日和 5 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环境与可持续

发展问题部长级会议：对国际治理的挑战” 后文件（见附件）。会议由对外关

系部长塞尔索·阿莫林和环境部长玛丽亚·席尔瓦共同主持。会议旨在讨论目前

的形势以及推进关于国际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辩论的各种方案。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题为“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大会议程项目 54 的文

件分发为荷。 

 顺致敬意。 

 

        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玛丽亚·路易莎·里贝罗·维奥蒂（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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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9 月 18 日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共同主席的摘要 
 
 

 共同主席确认了需要思考的三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大体取得一致的几个要

点；第二个领域是与会者认为重要的几个主题，但由于尚未对这些主题取得必要

的一致意见，因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第三个领域可以称为今后可能采取的行动路

线。 

  已经取得一致的领域 
 

1. 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之间的平衡看待和进行国际环境治理。环境是

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 

2. 目前并未有效地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多边环境协定大规模扩大，使执行

工作越来越缺乏力度。 

3. 必须改善目前国际环境治理的形势。维持现状是不行的。 

4. 联合国必须成为处理国际治理问题的中心。在这方面，必须一步一步逐步改

善治理情况。 

5.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是联合国在环境方面的顶梁柱。会议强调环境

署非洲总部的重要性。 

6. 目前迫切需要协调和全系统的统一。但是，多边体制的资源似乎不足以进行

这种协调以及有效实施环境署的任务和多边环境协定。 

7. 只有获得明确的授权，适当、可以预测和稳定的金融资源以及政治权力，国

际环境治理的体制结构才可能发挥作用。该体制目前已因过多的协定和承诺而不

堪重负。资源分散、零碎、又相互争夺，而任务重叠。 

8. 必须维持已经谈判形成的多边环境协定的自主性。 

9. 决策进程的透明化是改善这一进程的必要条件。会议强调民间社会的贡献。 

10. 要加强环境治理，必须加强国家和区域的行动能力。而且，需要加强能力建

设和技术转让的手段和机制，例如《巴厘战略计划》。 

11. 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必须成为国际环境治理进程的一个不变的参照点。

减少贫穷也必须继续成为这一辩论的核心内容。 

12. 有必要制定一个可使国际环境行动更有效和更深入的新的合作模式（北南

南）。然而，南南和北南南（三角）新的合作机制必须补充而不是替代南北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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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球环境基金并不是一个充分的供资来源；获取其资金的过程缓慢而又复

杂，而且与会者认为其决策结构过于复杂。但是，全球环境基金必须依然是今后

解决国际环境治理问题的核心因素。 

14. 没有经常性地建立相互信任的行动，这种讨论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 

  尚未取得一致、因此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领域 
 

15. 会议确认了以下体制结构的备选方案： 

• 将环境署转变为一个新机构（组织或机构），负责协调环境领域的所有

行为体，着重调动资源、加强机构能力、技术转让和传播科学知识。 

• 创建一个伞式机构（组织或机构），在制订规范、开展合作和筹措资金

方面、在转让技术和传播科学知识等具体实施方面，以及在进行能力建

设以遵守多边商定的目标方面，倡导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该机构将综合

现有的国际机构（环境署、全球环境基金和各公约的秘书处）。在这方

面，必须体现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作用。 

• 保持环境署目前的形式，同时予以加强。需要分散结构，同时加强区办

事处的决策权和实施权。 

• 与会者还提到，可以通过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其各专题委员会和其

他机构之间的协调这一途径，加强和改善经社理事会，从而改进现有体

制。 

 许多与会者发言谈到需要设法广开财路，但同样强调必须考虑新的额外资源

以及发达国家的领导作用。与会者还强调必须履行对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 

  今后我们可以集体采取的步骤 
 

16. 必须在联合国内进一步普遍考虑这一问题。非正式进程并不是为了取代广泛

的普遍讨论，而是为了补充这种讨论。 

17. 必须找出推进这种对话的方式方法，目的是形成成熟的想法，寻找共同点。 

18. 确认治理体制的核心作用或优先事项及其潜在资源也许是一项困难的任务，

但籍此可能就重要问题达成一致。 

19. 确立一个长期目标或若干短期或中期目标将有利于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讨

论环境治理问题，这些目标可与体制结构领域或加强和改善体制的战略联系起

来。 

20. 一旦确立目标后，就需要考虑规定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时间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