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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代表荷兰首相吕贝尔斯向你转递1 9 8 9 年 3 月 1 1日关于地球大气层及保 

护其质量的可能办法的《海牙宣言》（见附件)。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暂 

定项目表项目1 2 . 8 3(f)和8 6的正式文件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9年第 

二届常会临时议程项目7(f)的正式文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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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9 8 9年 3月 1 1日在海牙通过的 

《海牙宣言》 

生存权是所有其他权利的根源。保证这项权利是全世界各国领导人的首要职 

责。 

今天，地球大气层所受的严重侵害已威胁到我们地球上的生活条件。 

权威的科学研究已表明，存在着特别与大气温度上升和臭氧层耗损有关的巨大 

危险。对于后一种现象，已经根据 1 9 8 5年《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和19 

8 7年《蒙特利尔义定书》采取了行动，前一种现象则由环境规划署和气象组织成 

立的政府间气候改变问题小组处理，该小组刚开始工作。此外，联合国大会于19 

88年通过了关于保护全球气候的第43/53号决议，其中承认气候改变是人类共同 

关心的问题。 

根据现有的科学知识，这些现象造成的后果很可能危害生态系统以及全人类最 

切身的利益。 

由于问题涉及整个地球，因此只能在全球一级制定解决办法。因为所涉危险 

极其严重，所以寻求的补救办法不仅涉及保护生态系统的基本责任，还涉及在一个 

适合生存的全球环境中过尊严生活的权利，因此国际社会有贵任尽一切努力为当代 

和后代保护大气层的质量。 

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觯决办法有三项显著特点：即重大、迫切和全球 

性，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不仅必须执行各项现有的原则，而且必须釆取新的办 

法，制订新的国际法原则，包括新的、更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 

, 为此，需要釆取立法性、支援性和调整性措施，这些措施应考虑到处于不同发 

展水平的各个国家的参与和可能作出的贡献。目前影响大气层的大部分排放物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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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最有改变余地，也具有最多资源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国际社会，尤其是工业化国家负有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特别贵任，发展中国家将 

因大气层改变而受到很不利的影响，虽然迄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大气层的变化不负 

多少责任。， 

不论是国际或国内的金融机构和发展机构都必须协调其活动，以便傻进持久的 

发展。 

在不影响每个国家的国际义务的情况下，筌字者承认并将促进下列各项原则： 

(a)通过加强现有的机构或建立新的机构，在联合国架构内设立新的主管机构。 

在保护地球大气层方面，这个机构负责防止全球大气层温度的进一步升高，并应采 

取有时即使尚未达成一致协议也可以具有效力的决策程序； 

0))该主管机构自己进行或委托进行必要的研究，按其要求向它提供适当的资 

科，确保科技信息的传播和交流一一包括提供便利以取得所需的技术，研制仪器工 

具和制订标准以促进或保证大气层得到保护，以及监测这方面的遵行情况； 

(C)采取适当的措施，促进这个新主管机构的各项决定得到切实执行和遵守， 

这些决定将受到国际法院的管制； 

(d) 一些国家，从其发展水平及其对大气层恶化的实际责任等方面来看，保护 

大气层的决定对其造成不正常或特别的负担时，应当获得公平仓理的协助，作为承 

受这种负担的补偿，为此目的将必须制订机制； 

(e) 为上述各项原则^定必要的法律文书，在体制上和财政上提供一个有效和 

有条：：！的基础， 

在本《宣言》上签字以示赞同的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及其代表特此速调他们决心以 

下述方式促进上述各项原则： 



A / 4 4 / 3 4 0 
E / 1 9 8 9 / 1 2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4 

一在联合国内同联合国主持下成立的现有机构密切协调和合作，进一步发展他们 

的倡议； 

―请世界各国和这个领域的各主管国际组织，考虑到政府间气候改变问题小组的 

"卄究，参与制订纲领性公约和主管机构所必需的其他法律文书，并参与执行上述各 

项原则，以保护大气层和防止气候改变，尤其是全球温度升高； 

一促请世界各国和这个领域的各主管国际组织签署和批准关于保护自然和环境的 

各 项 公 约 ； -

一呼吁世界各国签署本宣言。 

本宣言原件以法文和英文写成，将交由荷兰王国政府存于其档案。每一参与国 

将从 荷兰王国政府收到本宣言的一份正式副本 

荷兰首相应将不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〇二条登记的本宣言文本递交联合 

国 * 会 员 国 n 

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长 

加雷斯‧埃文斯 

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 

侯赛因 ‧伊本‧塔拉勒 

巴西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 

保罗.塔尔索-弗茱切 ‧德利马 

肯足亚共和国总统 

丹尼尔‧托罗伊蒂奇 ‧阿拉普‧莫伊 

加拿大总理 

布赖恩 ‧马尔罗尼 

科特迪瓦共和国总统 

费利克斯'乌费埃-博瓦尼 

马耳他共和国总理 

爱德华 ‧芬尼切‧阿达米 

荷兰王国首相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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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 

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 

法兰西共,国总统 

弗 朗 索 瓦 ‧ 密 特 朗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赫尔穆特.科尔 '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总理 

米克洛斯‧尼米浙 

新西兰副总理 

杰弗里‧帕尔默 

挪威王国首相 

格罗.哈茱姆 ‧布伦特兰 

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 

阿卜杜‧迪乌夫 

西班牙首相 

费利佩‧冈萨雷斯 

印度外交部长 

纳拉辛哈*拉奥 

瑞典王国首相 

英瓦尔‧卡尔松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人口事务 

和环境保护国务部长 

埃米尔 

突尼斯共和国总理 

赫迪‧巴库切 

意大利环境部长 

乔吉欧 ‧拉福罗 

委内瑞拉共和国环境部长 

恩里克。科尔梅纳尔斯‧恭诺尔 

日本国务大臣 

青木正寿 

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 

罗伯特 ‧加布里埃尔‧穆加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