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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发展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贡献

l ‘ 贸发理事会依照联大第42/186和42，/187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在其第三

十五届第二期会议议程k列入这样一个议程项目:"贸发会议依照联大第4ν1 87

号决议在其职权范围内对持久发展所作的贡献以及对联大第4ν1 86'号决议和经社

理事会第 1 988/69号决议的后续行动所作的贡献"-

2. 为供其审议本项 目 ， 理事会收到一份说明 ， 其中筒要叙述了贸发会议过去

在与环境有关的领域所进行的工作，并扼述了今后活动的建议.该说明的内容载于

本文件附件一.

3 ‘ 在1989年3 月22 目 第751 次会议土 ， 理事会通过下列决定 :

第 3 7 0 ( X X X V )号决定

"贸发会议依照联大第 42/1 87号决议在其职权范围内对持久

发展所作的贡献以及对联大第 4 2../1 86号决议和经社

理事会第 1 9 88/"69号决议的后续行动所作的贡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1.决定依照联大第 42/1 87号决议第 1 8段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向 第四

十四届联大递交所附议定结论以及第三十五届第二期会议报告的有关章节B

2. 请贸发会议秘书长也将它们转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以供提交环

境规划理事会下届常会.

1 989 年 3 月22 日

第 7 5 1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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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议定结论

1.请贸发会议秘书长为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七届第一期会议分析持久发

展和贸发会议在其职权范围内所进行之活动的主要方针之间的衔接情况B

2. 同 意理事会根据上述分析审议可能需就联大第42/186 号、第4 2/187 号

决议和经社理事会第 1 988/69号决议有关规定采取的后续行动B

3. 还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在筹备1 9 ♀0年联合国第二届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

议时适当注意持久发展问题，

4. 进一步请贸发会议秘书长与联合国开发计戈|磨和其他有关机构合作研报技

术援助建议9让捐助者提供资金，并请它们为此目的提供额外资金z

5. 强调应在本组织及其附属机构的职掌和方案内进行上述所有活动， 并应维

持贸发会议范围内政府间机构所规定的总方向和优先次序.

"骨'骨

还遵照上述决定第 1段将理事会第三十五届第二期会议报告有关部分载于本文

件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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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Distr.
GEl币RAL

TD/B/1l99
4 J缸uary 1989
CHINE回

Original: 因GLISH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第三十五届第二期会议

1 988年3 月6 目 ， 日 内瓦

环境和发展:联合国贸发会议对联合国犬会第 42/ 1 8 6号

和第4 2/ 1 8 7-号决议的后缓行动所分担的工作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

1 .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就环境和发展问题通过了两项决议，需要联合

国机关、组织和方案、包括贸友会议做出积极响应.第 42/ 1 86号决议介绍了《到

公元 2 0 0 0 年及其后 的环境展望 ) ;第 4 2/ 1 81号决议表达了联合国大会对世界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反应.这份报告和《到公元 2 000

年及其后的环境展望》使人们对解决环境问题更加重视并为它注入了新前活力.

2. 大会通过关于这些重要文件的第42/18&号和42/187-号决议I »而将持

续发展幸为国际社会的期望目标.第七届贸发大会预示了联合国大会将做出的这些

决议. <最后文件》第 2 1 段指 出 :

U 经济、 人 口和自 然环境之间的密切相互关系也变得很明显. 与 长期的 '

贫穷状态相联系的自然环境的退化由于发展中国家受到的财政压力而变本

如厉，结果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保护方案的减少.但是，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通过符合生态的持久增长并将环境因素结合到发

展方案中去，才能制止和扭转这种退化"，

3 .因此，"根据上面所述，大会就所有国家必须执行国家和E际政策措施，

_ ;z, _



可..

为吏迅速的、持久的发展改善环境的必要性达成普遍谅解".'

4. «我们共同的未来γ和《到2 0 0 0年及其后的环境展望»'均以持续

发展的概念为依据。联合国大会第42/ 1 8 7-号决议指出，实现持久的发展十分必要:

《我们共同的未来》为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如下:

"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p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

成危害的发畏。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

，需要'的概念s尤其是世界上贫宙人民的基本需要9应将此放在

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

，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E眼良前和将来需要

的能力施加的限制

5. <我们共同的未来》进一步指出，"满足基本的需求部分地取决于取得全

面的增长潜力.很明显，持续发展要求在基本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地方实现经济增

长而在其它地方p假如增长的内容反映了持续性的广泛原则并不包含对他人的剥

削，那么持续发展就能与经济增长相一致" . s

6. 持续发展观点 的优点 在于它陆当地将正确管理环境置于可明确理解的增长

和发展的范围内.的确，它强调，普遍贫穷往往是环境退化的根源;因此消除贫

穷是持久改善环境的必要条件。?恰恰通过制定满足穷人需要的经济增长战略，

才能最有效地扭转主要由贫穷造成的环境退化.换言之，不应用环境保护作为借

口，为发展中国家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设置更多的障碍.环捷方面的规定可能

《第七届贸发大会最后文件?第3 0 段

! AI42/427， 附件@

'联合国犬会第4 2/ 1 8&号决议，附件

a 第 3 段，

《我们共同的未来~2. 1..

6 同土， 2. 6.

7 {环境展望) 3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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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贸易的障碍.在某些情况下，需妄认:在审查采取这种措施时支出的环绕方面的

理由，以确保它们同实际存在的危险有失。更为主要的是，发达国家的环绕保护

论者可能将他们所关注-的事情，即保护自然景色的愿望强加给发展中国家9其结呆

可能是剥夺有关社会最贫穷最弱小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计，土著民族反对将他们传

统居住的土地改造成国家公国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问题.环境方面的考虑不应成

为一种新的条件限制的模源，即通过如剧贫穷使环境进一步恶化.

7. 贸发会议响应贸发大会第 47 ( m ) 号决议， 对联合国就环境和发展的关系

开展的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贸发会议对一些经济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这些问

题包括:将环境方面的考虑纳入对自然资源进行的社会性评估和定价过程，并设计

为此所需的评估方式;自然资源价格形成的实际过程，并特别注意如何使环境方面

的考虑在实际价格和开发政策中得到反映;以及环境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外贸战略造

成的影响.事实证明，这项工作是贸发会议在环境领域的创新~ 1 9 B 2 年贸

发会议发表了最后报告，总结了土述系列研究项目的成果.-

8. 此后， 资金紧张使贸发会议在环堤与发展方面的工作受到限制 . 尽管如

此，环境方面的考虑继续明确或含蓄地出现在贸发会议的研究工作、各种报告和文

件中.秘书处在技术方面的工作就适当地考虑了环境方面.'在风险处理工作

中也已如以顶及.

9. (1980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 ) ，0 呼吁 在一些

环境问题上采取行动.贸友会议秘书处的部分职责是在全球范围内监督《新的实

质性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因此秘书处在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年度报告申，不断.

提到环境问题o . (特别方案》为 1 9 8 8年 5月 2 4 -=- 2 5目在马耳他举行的发展

中岛屿国家专京组会议编写的报告 ( UNC r An/ LD C /'且i SCI 17) 讨论了影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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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岛屿国家的环境问题。贸发会议秘书长根据贸发.犬会第 1 5 1 ( V I )号决议，准

备了关于"萨赫穷国际抗旱常设委员会 ( C I L S S )成员国的干旱和对外贸易"的报

告， 1 1该委员会9个成员国中的7个为最不发达国家o秘书长还根据理事会第

328( XXXlI ) 号决定准备了关于 " 干旱和发展事务管理局 ( 工GA D:J ) 成员 国的干早

和对外贸易"的报告， 12其中6个成员国中的5个也是最不发达国家.最后

份报告还为执行联合国大会第42/ 1 88 和 42 / 189号决议( <:发生沙漠化和旱灾

的非洲国家》和《防沙治沙行动计划:>)做出了贡献@

10. 联合国大会呼吁 国 际机构在其政策、 预算和人事策略中纳入持续发展的目

标. 1'如上所述，贸发会议并没有停留在;分别就各种环境问题设立方案上，而且

把持续发在的目标纳入其对发展的基本态度之中.今后，贸发会议秘书处也不准

备孤立看待这些问题，而要在秘书处的主要活动中尽可能推动关于持续发展方面的

工作.贸发会议的代表参加了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持召开的环境事务指定官员

会议，以及各种有关环境问题的机构间小组会讥

11.除τ规定这一总 的方针之外， 联合国大会第 42/ 1 8 &号决议还呼吁贸发会

议在其权限范围内就一些具体问题开展工作.而且， 1 9 88 年修订的联合 国

1984-1989年中期计划贸发会议部分第16. 16(工)段指出 ， 关于贸易 、 发展、 货

币和金融对实行国际发展战略所做贡献的内在联系的次级方案，应把"根据联合国

犬会第 42/ 1 87号决议，在贸发会议权限范围内审议它对持续发展所分担的工作"

作为政府间目标之一.

12. 联合国大会第42/186号决议特别提到公平商品价格的环境影响， 并强调，

涉及到商品贸易时，适当拍环境管理十分重要- 1·决议还指出，债务负担增加了

负债国迅速挣驭外汇的压力，并需要债务国对其经济进行特珠调整，从而对持续发

" TD/B/ 1082 , 1985 年1 2月1 9 日 

'2 TD/B/1180 , 1988 年7月8 目 .

。《环境展望?第 1 1 3 段.

14 ~环境晨望?第2 5 例，63 ，68剖， 但>0



展造成危害·"此外， «:环境展望》提请贸发会议特别汪意以环境方面的考虑为

由而采取的非关税措施，以免此类措施用于保护主义目的，

13. 在上述各段论述的方面， 贸发会议建议， 在可得到 的正常预算资金范围 内

和酌情利用预算外，时政支持的情况下，在以下领域进行活动。

商品

14 ‘ 联合国大会第42/186号决议指 出 :

" 6 8 (a)…通过 ( 例如商品综合方案等 ) 国 际商品 协定， 调整不断恶化

的贸易条件，把国际商品价格稳定在公平合理的水平，再由生产者实施适

当的环境管理办法如以配合，应能在这一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 4

15 .该段承认，在为实现稳定公平的商品价格采取的国际行动和生产国实行的

适当环境管理办法之间存在联系.该段应同提出贸发会议极限范围内其它问题的

第 6 3 和 2 5 (e )和(W)联系起来看.

63. 商品价格长期下跌， 如上价格不公平、 不稳定， 对自 然资源的环

境管理产生不良影响.此外，商品价格也没有充分反映资·源耗竭的环境

代价.为了增加收益，上等土地‘捕鱼区和其他自然资源都被过度利用，

热带森林也被侵害.外销农作物取代糊口农作物，迫使小农及牧户离开

上等土地，并导致边缘土地及自然资源遭受过度的压力.

25 (e) 政府应查明各种作物 、 林业和土地利用型式对环境的直接和间

接影响.应根据这种环境评价来制定财政及贸易政策.

25 阳) 应就农业价格政策缔结国 际协定， 以期尽量减少农业方面对搜

食和自然资源的浪费和不善管理.此种协定的目的应当是按照在国长期

性农业生产能力，实行国际农业分工.

16 .考虑到联合国第 42/ 1 86号决议中的上述各段，似乎需要贸发会议鉴定与

商品贸易明确有关的环境万百的考虑，包括资源开发和资源消耗的影响，并审查将

何同上，第 6 5段，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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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考虑反映在商品价格中或在其它方面将其纳入政策变量时出现的概念问题，

以便提出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一-包括通过在国际商品协定或安排中做出适当的规定

一一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

17. 在这方面， 应优先考虑热带木材. 由于木材生长周期矢 ， 相对而言同它

有关的概念问题容易鉴定;事实上垃去许多重要的经济理论是在木材研究的奉础上

产生的.外部因素以及由谁来承担其代价，简言之利益冲突，在热带森林的研究

中得到充分说明.这些问题不仅引起当地居民(森林地区居住者相对于森林开垦

者)的关注，而且引起国家(获得外汇收入在国家经济政策中的优先地位对砍伐森

林的作用产生了影响)、地区(在河流上游地区砍伐森林造成下游地区发生洪水和

淤泥沉积)和全球(考虑到热带森林对世界气候的影响和森林燃烧助长 H 温室效应"

的情况)的关注.由贸发会议主持谈判议定的《国际热带木材协定》明确指出了

开发热带木材的环境影响.

18 .贸发会议可根据国际热带木材组织在处理环境问题上的现有权限.正在拟

议中的有关《国际热带木材协定》执行情况和最终在贸发会议主持下重新谈判议定

该协定的建议、以及国际社会对热带雨林面积缩小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日益增长的关

注，对热带木材进/出口所需费用进行分析，以便为有效实施环境方案提供资金.

与环境有关的贸易问题

19. 管理进口 的环境标准和条例有时可能对贸 易构成非关税壁垒， 在这万面，

《环境展望》指出:

"68 (b) 有关环境的条例和标准不应用于保护主义用途…如果此种规定 ，

和标准适用于商品及帝战品，贸发会议应提供宫关的资料"@

与环境有关的贸易措施在多大程度上阻碍发展中国衷和其他国家的出口产品进

入市锚，而受到影响的国家可提采取哪些行动抵销这些措施对贸易的不利影响，都

可以成为秘书处的研究题目.这项研究将包括对发展中国家出b产品主要市场的

每环境有关的政策、立法和规定进行考查，以便确定有关措施涉及的具体产品和部

门.在这方面，贸发会议贸易控制措施资料系统做出了把玩具体产品采取的适当



"

措施列入其非关税措施范围的规定，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可在正当的环境保护考

虑奉础上采取这些措施，但是，经过认寞审查这些规定，以及生产形势的其它参数

(例如贸易、生产和消费) .人们可能认识到这些措施对贸易的阻碍作用.系统

地收集和汇编与环境有关的贸易规定资料将有助于监督该领域的行动，包括采用或

取消此类措施或改变其适用规则，

最不发达国家的环境和自然灾害

20. 贸发会议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年度报告通 常以简短篇幅介绍这些 国家在环

境和自然灾害方面的新发展及有关政策。最不发达国家的环境退化问题以及在这

方面采取哪些解决办法和预防措施的问题，在为定于 1 9 9 0 年举行的第二次联合

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进行的准备工作和会议本身中，都可能占有更为重要的地

位

21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I 988 年9月 通过了关于洪水和旋风对发展 中国 家发

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第362 ( XX XV ) 号决定. 除其它事项外， 该决定提请贸发

会议秘书处根据请求在其职权范围内，考查和研究洪水和旋风对受灾国家特别是最

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并确定这些国家恢复和保持持续增长和发展所

需的条件.贸发会议将同其它有关组织，包括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协调进

行这万面的工作.

22. 此外 ， 贸发会议还可以收集资料和制定有关政策措施， 以便限制难免会发

生的自然灾害所造成之损失的程度.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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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贸易和皮层会议第三十五届，会议报告摘录

骨骨 4岳骨骨

第二章

贸易和友展领域的其他事项

贸发会议依照联大第 42/1 87号决议在其职权范围内

对持久发展所作的贡献以及对联大第 4ν1 86号决议

和经社丑事会第 19 8 8/69号决议的后续行动所作的

贡献;

(议程项目 7 (a) )

发展方案资金协调员，主任说， TD/々8/巧1 1 8 9 号文件是第一次试图响应

联大第四十二届全议通过的有关环境和友展的两项决议，把秘书处工作方案内的有

关持续发展的目标统一起来。这个文件列出了它认为可以促进国际对持续发展概念

了解的三个领域:商品;同环境有关的贸易问题和环境问题;最不发达国家遭受的

灾害.秘书处的建议涉及明显属于贸发会议职权范围的具体问题，收回应了联大决

议中具体提到的内容.建议还反映了秘书处严重的资金困难.

旦旦发言人(丹麦)说，环境问超过去曾被忽视，现仍未得到足侈的讨论.

国际上对环境恶化的关心在过去几年里已有增加s并促使环境问题被列入国际社会

的E生活议程@

环境与发展政策的目标应包括持续地争取增长并减轻贫困。实现这些目栋

的责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承担。 E组注意到联合国的有关机构和组织、特

ZJ是环境规划署正作出越来越大的努力 ， 以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 ， 也同 意贸发 ·

会议我书长的意见，即贸发会议的贡献应基本上看作是工作方案性质的@持续发展

的目标应纳入贸友会议对贸易和发展问题的基本办法呈@

叮 r飞 -



B 组成员 国 都 认 为 贸 发会议秘书长应 : (a) 分析持在"发层如何影哺贸 易和

发展问题以及如何把持续发展的目标纳入发达国家和友晨中国家的结构改革过程;

(b) 就贸发会议对联大第 4 3/1 9 6 号决议设想的 1 9 9 2 年会议的筹备过程所能

作的贡献动手准备; (0)' 在筹备第二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时 ， 适 当地注意持

续的友展并编写一份有关最不发达国家持续和无损环境的发展的研究报告s目的在

于辨明可加强它们中期和长期经济计划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的诸国宗;但) .同开友

计划署和其他机构合作拟订技术援助的建议，供开友计划署和其他捐助者在出资时

考虑.

此外p 理 事 会 和 各 主要委员 会应当审查和研究贸友会议对这些问题的贯彻

商品委员会应当在其职权范围内，分析与商品及商品贸易有关的持续发展，并考虑

有必要执行保护环境的措施;技术转让委员会应当在其职权范国内，研究环境技术

转让问题以及技术援助的必要性，以便促成有助于长期持续发展之技术的成长.

最后 1 B 组 希 望 本 届 会议的讨论有助于为贸发合议今后在持续支晨方面的

工作确立实际和明确的指导方针.

波兰代表说，在联合凰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生态

发展的概念，起初含有消极含义，现在已被广泛接受.他忆及联大第 4立/1 86号决

议n强烈吉持从环境角度解决发展中国家和其他负债深重国家的债务问题.贸发会

议曾在早先阶段制定了一个从环境角度研究贸易和友展相互关联问题的方案.这一

工作应当继续开展.

他赞同贸发会议对执行联大第 4 2/186 和42./187 号决议的贡献应集

中在商品，罔环境有关的贸易问题、‘环境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灾害诸领域.秘书处

在作为潜在非关税壁垒的有关进口的环境标准和管理条例方面的工作涉及更多地使

用贸友会议的贸易管制措施资斜系统.这种工作应同关贸总协定合作进行.而且，

鉴于生产结构和发展格局方面巨大转变所引起的挑战，贸友会议今后工作中应加上

相互关联的生态结构的研究.

他强调波兰新政府特别关心在较大的生态安全范围内环境技术转让和环境

保护问题@他提到该国政府在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上提出的有关 " 1 99 1-'

2000 年环堤保护十年 " 的建议以及沃伊切接 · 雅鲁泽尔斯基在联大第四十后合议

期间提出的有关不受阻碍地环境技术国际转让的英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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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旦代表说，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环境问题，在制订经济发展规划时尤

其如此.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B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对之加以保护@贫

国是环境退化的最主要根源s加剧贫困只能使环境进一步恶化.

过去，贸发会议在环境和贸易方面开展了一些有益的工作p但是应当做得

更多@贸友会议应在其职权范围内继续在处理商品问题s债务问题，最不发达国家

等问题方面，注意环境问题@同时还应特别注意关税措施，以避免把它作为借口用

于保护主义，并且特别注意系统地收集与环境有关的贸易资料@

国际社会，为了人类共同利益p为了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

充分注意工业生产，人口，资金流动及债务，贫富差距扩大等因素与环境和持续友

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并减缓各发展中国家为谋求

解决其早已很严重的环境问题方案所遇到的困难。在向发展中国家投资时，发达国

家应考虑到其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在这方面，最近拉美地区正在出现"变债务为

自然"的做法 ( U d e b t for nature?swaps). 另据报道s 今年的七大工业国

首脑会议上.债务与环境问题将有可能首次被列入会议议程，鉴于最近积极的发展

情况，我们希望环境和持续友展这一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

亘主主代表以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的名义发言说，充分支持B 组发

言人和贸发会议秘书长关于持续发展的意儿.共同体同意，贸发会议关于持续发展

方面的今后工作应当计划周详，从而促进实现贸发会议现有方案的目标并将这·种工

作纳入上述方案.

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球基础上极其重视环境问题.根据

《欧洲单一法案儿组成共同体的《条约》第3部分已经扩大，增列了标题七"环，

境".其中具体规定，共同体有关环境方面的行动应维护‘保护和提高环境质量;

促进人类健康的保护并确保谨慎而合理地使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的规定必须成为

共同体其他政策的一项组成部分@

1 989年3 月2 日 ， 欧洲环 境 部 长 理 事 会决定， 于本世纪末停止生产和

消费氯氛碳气体.这将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步将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停止至少百

分之八十五.在这方面.共同体赞成修改《有关损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

立
法?

(共同体及欧洲委员会的 1 2 个 成 员 国 属34个批准该议定书缔约国之列 ) ，其

中规定至 2000年只削减百分之五十的氯氨碳气体的生产量a去年 3 月 T自 u 拯救

臭氧层"会议同意s (蒙特利尔议定书》应予以修改，而想方设法帮助发展中国家

停止生产和消费氧氛碳气体将是这一修改的主要特点e会议主席指出，会议已提由

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完成上述任务的建设性建议p重点在于不会妨碍它们的经济增长@

同时还提及在罗得岛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会议( 1 988年 1 2月2-3 日 ) 的 《 环

境宣言).

由于《欧洲单一法案》的生效p环境已被视为所有共同体政策的一个组成

部分，并且于正在进行的《洛美协定》谈判中a各缔约国表示了希望看到第六个

《洛美协定》在更大程度上载明对环境的关注.

在完全意识到最不发达国家内自然灾害、恶劣的环境行为、峡少发展三者之间

的联系的情况下，共同体制定了防止沙漠化方案并建立了紧急援助基金@贸友会议

与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就这一专题合作进行的研究将是最有益的.贸友会议还将促

进实现联犬第 42./1 69号决议把 1 9 9 0年代定为"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的目

标.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感到不安的是，议程项目 7但)已A议程项目 2 (b)分

出;当两者密切相关时，都单独审议前一项目.

坦桑尼亚政府充分赞同国际社会对环境污染和恶化的关注，并决心在该国

家可用的有限资金范围内(其国家人均收入是每天 8 0美分) .竭尽全力维护和改

善自然环境@

他询问是否作出过任何估计:有没有必要增加消除环境污染的资金并确保

在一切模式的商品生产和劳务中，环境保护成为长期性内容@更重要的是s坦桑尼

亚代表团真正感到不安的是，如何能获得上述额外的资金.可以假定旦在工业化国

家s通过价格的相应调整s市场将提供上述资金@由于依赖商品的各国家将仍受制

于市场的浮动并遭受日趋恶化的贸易条件，保障合球环境的负担将必然地落在它们

肩上，

ZJ--



关于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p它们将必须应付严酷的困境:既必须为眼前的

生存获取能源，同时又得保留树木和森林，为未来保留生命维持系统@同时p由于

在这些国家水域航行抱船只任意倾倒垃圾的后果s它们的海岸线已遭到日益严重的

污染.当这些国家要求清除污染时，各航运公司威胁撤出或提高运费率@不可避免

的后果是进口'价格的上升和出口收入的下跌.不论从商品或劳务交易而言，通过广

泛的产品和劳务，仍有可能将负担转嫁给贫困国家·

D 组 发 言 人 ( 苏 联 ) 说 ， 近 几 年 发生了各国相互依存程度前所未有的增

长‘新技术的出现、世界经济传统结构被打破以及国际化新阶段的开始.目前世界

必须调整适应目益增长的生态相互依存的概念.以传统方式进行工业化可导致生态

性的灾害.环境问题可对国际安全产生严重影响的现实，对这两点的认识将有力地

促进对人类未来的关注.世界目前正面临着所谓的"生态难民"问题:沙漠化和砍

伐森林过程巳产生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D 组意识到 发 展 面 临 着 真 正威胁。 国际社合应齐心协力维护本星球的基本

资源.解决生态问题需要在传统的思维方式及行动模式方面进行变革.应实现新的

政治思想，在这方面.人们必须考虑联大第 42/1 8 6、 4ν187和经社理事会第

1988/69 号决议以及 《华沙公约 》 成员 国的文件 " 军备竞赛对自 然环境和生态安

全其他方面的影响".在第四十三届联大上，戈尔巴乔夫主席主张.增强联合国在

组织集体对付生态威胁和制订解决环境问题的国际机制两方面所起的作用.贸发会

议应在其职权范围内，对于调查研究环绕与友展之关系作出贡献， D 组大致上同意

TD./B/1 19 9 号文件的结论并欢迎贸友会议对环境问题所作的贡献血 特别是有关

1990 年最不发达国家会议作出的贡献. 贸友会议应对1992年环境问题会议

的筹备作出积极贡献.由裁军进程所节省的资金可用为改善环绕的额外资金@

加拿大代表完全赞成 B组发言人的意见并强调，目前对反展进程的各项限

制以及环境日趋恶化的程度不能让其继续下去了@加拿大长期以来特别关心环境

与经济友层之间的关系.由于加拿大拥有全球第二大的国家领土和最长的海岸线，

濒临三大洋，是即将于 1 9 92 年举行的环境与发展会议的首要支持者之一 @ 该会

议将或为国际社会关注环境问题的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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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在其他方面也很积极E例如多伦多关于变幻中的大气层会议、《关

于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和最近在渥太华举行的大气层问题法律和政策专家会

议.这些均进一步推动了关于持续发展问题的国际性讨论，. -在这方面，加拿大充分

支持 Brun d t l a nd委员会的报告.持续发展的思想不可再偶单地视为一项概念B

而必须列入各国的首要目标并不论其处于何等发展水平a必须成为各国政策制订进

程的关键因素;为实现这一目标，本届会议应竭尽全为，以指导贸发会议今后在该

领域的工作@

挪威代表以北欧国家(丹麦、芬兰、瑞典、挪威)的名义讲话说3他赞同

B 组国家意见， 并说， 北欧国家期待贸友会议尽最大努力为持续发展作 出贡献 . 这

个目标现在应视为所有国家s不单是最不发达国家，在持久基础上获得经济增长并

减轻贫困的工具.

贸发会议对贯彻联大有关环境和发展的决议所作的贡献应不仅限于 TD/13/

1199 号文件中 所说的范围 . 贸发会议应努力澄清如何把持续友是问题纳入对发展问

题基本解决办法之中，并找出可能的困难以及需在国家、区域和国际一级采取的纠正

措施.因此，正如贸发会议秘书长所说，有必要在本届理事会上制定贸发会议在这

个领域今后工作的工作方案和政府间指导方针.

北欧国家认为，贸发会议这个政府间机构应致力于贸发会议的能力获国际

承认和赞赏的持续友展这一领域特定问题.如呆失去这个机会，贸发会议也许再也

没有参与这个今后国际讨论议程中的优先项目的机会@

奥地利代表说，他同意秘书长对持续支展概念的卓越优点的评价F但他认

为不应忽视两个基本方面:反展的不可预料性和友展的可以避免的代价@

发展及其环境后果是无法预见的.谁也不曾预料到诸如酸葡或臭氧层损耗

的现象，其原因和后果仍不得而知@这意味着血预测工具尽管重要但应配以在环境

破坏效应形成较大规模之前便能采取快速有效措施加以补救的工具.第二点使人这

样考虑:既然所有国家不是以同样速度友展E相反是在不同时间进入发展阶段e所

以落在后边的国家应想法避免人们已看到的某些技术的消极影响.这些国家应使人

民免受这类错误的伤吾，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先进的国家.进入特定发展领域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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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现有各种技术中进行选择.因此，进行这种选择时应充分考虑已知的风险和

涉及的危险.

对这番属于思辩性质的话当然可提叫不同的质疑·然而奥地利代表团 i
希望这些话能提供更多的思想养料，有益于因人类共同需要和关心而被认为不可避

兔的一场讨论.

在第 7 4 6次会议上， B 组发 言 人 ( 丹麦 } 提出 口./E/L. 854 号决议草

案，标题是:"贸发会议对于持续发展的贡献".电

奥地利代表在答复曾要求他阐述"可避免发展"这一概念的尼加拉瓜代表

时说，比3号他国家较晚进入发展讲畏的凰家能够 J认各种技术中加以选择，因而处于

有利地位.

"可避免的发展"可界定为导向与社会价值制度相反方向的所有发展."持

久发展"不限于生态方面的考虑，但应包括社会组织形式、文化传统、宗教和哲学

信仰，甚至简单的饮食、穿着和居住习惯等因素.因此，将发展往忽视这些因素的

方向推动，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或至少发展成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人类已显示出适应自然环境变化的显著能力，而同时又极力控制他人强加的社会组织

制度.因此发展需要-个基本因素，即自由.为了在长时期内经久不衰，友展必须

得到人们的广泛接受.

77 国集团发言人 ( 危 地 马 拉 ) 说 ， 虽然 " 持久发展 " 的概念在联大和经

社理事会的各项决议中体现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愿望，而联合国系统内被赋予处理环]

境问题的主要责任的专门机构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因此，贸友会议在尊重联大第

42/186 号和第42/187 号决议号召的同时， 不应进行重复或冲淡在机构工作重

点的环境方面的活动，或浪费联合国的有限资讯贸发会议的主要佑用是其在贸易

和全面经济发展方面的中心任务，而这-任务是 7 7国集团最关心的.



发展中国家都同样地关注和理解有必要保护电改善和维持本国环境.尽管

经济环境不利s还是作出了努力.对环境恶化的主要责任在于发达国家它们造成了

大量世界环境问题.他回，萌到2联合王国首相曾在国际臭氧层大会上说B已经工业

化和造成大部分问题的国家期望其他国黑牺挂其人民的希望和幸福来支付代价a 这 r

是不能容忍的'\

妨碍发展中国家保护其环境的主要因素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债务、负值的资

源转让、出口收入下降、资源短缺和取得及扩大技术能力方面的限制等问题a发展

中型家已经受到多边机构和贷款国的严厉条件和交叉条件.它们接受以沉重的社会

和i呈阳'无价来进行严格的结构和政制i整。以环境以胁的任何新的压制性条件都会使

它们已经紧张的争取所需发展资源的能力陷入瘫痪。因此国际合作不应导致产生把

反展资源与环境措施联系起来的新的限制条件，而应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按黑其国

家重点和方案保护其环境.

77 国集团坚信， 只 有 以 有 利 于 发展中国家发展和增长的方法改善世界经

济的全面形势s才能有效地保护世界环境.应提别重视改进国际和区域一级的合作

与支持s以减缓自然灾害的影响，同时对最不发达、岛均和内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

问题给予特别注意.

贸发会议在环境和发展方面的贡献应在其职权范围之内涉及下列方面:

H 发达国家 已通过的有关环境的政策、 立法和规章的具体问题;

同秘书处应在其夫于最不发达国家问题工作方案肉继续正在开展的有失

环境和发展的活动a特别是为 1 9 9 0年巴黎会议作准备工作;

臼正如联大第 4岛' 1 81号决议第 1 5段所提到钩 ， 可请秘书长建议发达

国家和贸发会议采取加强与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具体行动s以便使

它们按照其圄民发展计划、优先次序和目标来反展和提高其确定、分

析、监督龟防止和管理环境问题的能力a

- 17 -



阻。正如联大第 4ν1 87号决议第 1 4 段所要求的 ， 可请秘书长每年在理

事会会议期间召开一次会议，争取工业化国家对额外资金的具体认捐

和财政义务，以期协助发展中国家完成其任务;

伍j 可请秘书长在其依照这两 项决议向联大提交的报告中列举秘书处 已开

展的 TD/B/1 1 99号文件第 7、第8和第 9段中载述的各种活动.

黎巴嫩代表说，她本国面临着与毒品和危险产品和废料交易联系在一起的

严重的环境困难.一部分毒品和危险产品和废料的国际流动是违反国家立法和有

关国际法律文件的，损害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和公众健康。

该国代表团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严重环境问题，如没有国

际社会在成员的充分合作，就无法得到解决，在这一方面应采取措施。此外，持

久发展不应导致任何新形式的"限制条件"，而应在协助发展中国家保护和维护其

环境方面补充国家和区域努力.在这一方面，应避免联合国机构活动的重复和重

叠.

孟加拉国代表说，持久发展包括许多互相关联的问题:本地资源状况、自

然资源的养护与合理开发、贫穷与环境恶化的关系、绿色革命、化学肥料、杀虫割、

除葬剂的使用、国内禁止货物的出口、危险废品的倾销、结构调整方案的影响、国

外货源流动、取得所需技术和进入所需市场的机会。一再发生的特别影响最不发

达国家的水灾、旋风、海啸等自然灾害，应是国际社会主要关注的问题.这种国

家最无能力承受一再发生自然灾害的冲击.

世界面临着弥补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的问题，同时以尚可接受的发展步伐

继续苗进.国际社会和孟加拉国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十亿美元在儿天内付之东

流，挫败兵发展努力。孟加拉国代表团强烈认为，人类促使产生了导致生态灾难

的危险变化科学家们曾预言，世界的整个生态平衡有可能遭到毁坏.假若气

候和环境变化继续不受遏制，许多低地沿海国家就会被海水淹没.

对孟加拉国来说I 1 9 8 8 年的水灾是人们记忆中最严重、 最可铀的-孔

著名专家曾警告说，孟加拉国可能由于已经出现的环镜不平衡而每年遭到水灾.该自

国是它所不能控制的全球生态灾难的受害者，因此这种自然灾害应视为整斗、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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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实际上，国际社会在实现"持久发展"的目有耐，可在减轻环境灾难的

毁灭性影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他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即只有在各国增长和发展目标的前提下，不是通过

外加的标准或条件，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自诸如能源耗损耻树本砍伐h

土壤侵蚀、洪水、沙漠化、污染、有害健康的生活条件以及有毒的废物.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集中谈论诸如特立尼达和多巳哥等小型岛屿发展中

国家所关心的具体问题.她回顾到另一项大会决议一一第43/189号一-敦促

贸发会议"加强其作为在全球范围内采取有利于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具体行动的中，心

作用并作为这方面的催化剂 " a她强调指出，这些国家的生态系统极为脆弱。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不得不努力克服环境恶化对其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没有计划的砍

伐森林的措施对野生动物和水域产生了不利影响，进而导致水灾增加、鱼类短缺、

珊嘲礁无可挽回的破坏等.在这方面，秘书处可促进该区域内合作，而这种合作

又可在国际范围内广为传播.

持久发展不仅仅只是环境保护.它意味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增长的经

济成本提高.它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达国家早先在其为自身发展操纵环境资源

过程中奉行的错误或麻木不仁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但发达国家同时又把必须承

担的共同责任强加给发展中国家.

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早已陷入国际市场土发展资金的高昂戚本以及维护

环境的替代性技术研究与发展的日益上涨的戚本之中，经常面临减让性援助流动的

削减，因而极为关切地注意到发达国京在环境保护的幌子下采取导致贸易条件进

步恶化的保护主义措施，后者给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出口带来潜在的发展成本.

里韭ZE代表说， 大会第四十二届 全 议 通 过 的 决议承认， 不成比例的债务负

担、发达国家越来越盛的保护主义、流入发展中国家财金不足等因素损害了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可能性并导致环境蜕变.解决环境恶化的办法是建立促使发展中国家

较快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

贸发会议不应试图重复正在环境规划署、经社理事会或联大进行的关于持

久发展的政府间辩论.对贸发会议来说，应在相关的现有方案、主要是秘书处活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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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范园内，审议工作方案问题。秘书处不应牺牲现有方案来从事持久发展的工

作.因此正如联大第 4乙/1 84号、第 4 4/1 87号和第 43/1 96号决议所预计的，由

这需要额外资金·贸发会议的贡献应眼于其职权和联大各项决议特别是第42.1'

186号决议的具体要求.

秘书处应在其关于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的年度报告中载入有关具有环境性

质的非关税措施的详细资料.它应特别是在为 1 990年 巴黎会议所作的准备工

作时继续注意最不发达国家的持久发展问题.未来，可以探讨把持久发展纳入商

品问题审议的方法，但不应重复环境规划署、粮农组织或不同商品组织的活动.最

后，秘书处应在其正在执行的技术援助方案中考虑到持久发展.这需要增多的预

算外资金，但不应重复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提供的技术援助。

旦亘代表说，世界经济和财政情况儿乎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因而对

全球性解决世界环境问题构成了障碍.贫困的生活条件和外部经济困难是发展中

国家环境问题的根源.债台高筑的发展中国家从事的结构调整方案要求更加扩大

出口以换取外汇，从而对其环境增加了压力.

巴西在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对话中起着正面而积极的作用，它主动提出担

任 1 9 9 2 年国际环境大会的东道国 。 关于环境方面的 国际合作， 他说 ， 多边金

融机构应向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方案提供额外资金，并为此目的提供新的便利，

而不应试图设置新的限制条件.发达国家应为环境保护提供额外资金，因为正是

它们通过无节制地消耗和滥用资源的模式已经并仍然在对世界生态平衡造成巨大损

害.因此它们应承担解决当今世界的环境问题的费用和主要责任.

贸发会议在环境方面的工作应集中研究发达国家以环境为理由通过的对发

展中国家出口构成贸易壁垒的立法和规章. TD/旬Vl 1 99号文件第 1 8 段所载

建议从未正式提交给国际热带木材组织，而属于《国际热带木材协定》权限范圈内

的事务只应在该组织内讨论.

主巫11f代表指出，现在愈益严重的倾向是把环境恶化同·发展中国家联系起

来，而发达国家对生态系统的直接或间接损害更具棋坏性，更无理由.发展中国‘

家的环境恶化往往是赤贫所致.发展中国家受到结构调整方案规定的限制和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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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偿还的束缚，所以它们不太重视环境问题，就不足为奇了.稳定和有利可图

的商品价格会有助于产生较好的增长环境J突尼斯已经采取使发展与环境得到谐

和的步骤.

环境保护决不应把新的负担望加给发展中国家或变成新的限制性条件和作

为借口实施新形式的保护主义.发达国家应协助发展中国家预先处置其生态问题;

把用于这一目的的资金替代发展资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至于贸发会议的作用，环缆规划署是处理环境问题的合适论坛，贸发会议

可参照联大第 4 2./1 8 6号和第 4ν1 87号决议作出贡献o TD/B/1199 号文件

的各项建议值得仔细注意.预算夕}资金应用于贸发会议在这一方面的活动，

科特迪瓦代表说，科特迪瓦政府对环境恶化有极深的体会，此种恶化使建

筑在经济增长神话上的文明有可能无法维持下去.

科特迪瓦在过去十年中制订了保护环境的国家战略3并在国际上充分配合

采取措施对付环境恶化的危险.科特迪瓦总统参加了最近在海牙举行的 2 4:国国

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然而，这些措施不应用作对发展中国家规定新的限制条

件的借口，因为如果这样做，就会损害发展中国家调整经济的努力及其人民的未来.

正如《到公元 2 0 0 0年及其后的环境展望》一文所指出的，造成发展中

国家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是贫穷、债务以及不断下跌的商品价格.因此p如要与

滥砍森林、沙漠化和污染作斗争，就必须采取措施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提

高出口收入并使发展中国家人民能得到更多资源.市场力量无法对这一问题提供

适它的解决办法. TD/V1 199号文件第1 3 至18段所载贸发会议秘书处建议

颇为适当.但是，试图在贸发会议某些主要委员会议程上增加关于保护环境的项

目则似颜为不妥.在为海牙会议采取后续行动之前，唯-有资格处理这些事项的

机构是环境规划署.

，、、



在第 7 5 0次会议上，主席提交了附有非正式磋商中所拟议定结论的一份决定

草案(士' D/B (XXXV )/L. 858 ) ，指出，他在主持了非正式磋商以后理解到，贸

发会议秘书长将就议定结论作一说明9说明全文将列入记录 e

贸发会议秘书长说，上述决定所附载的议定结论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分析持久发

展和贸发会议在其职权范围内所进行之活动的主要方针之间的衔接情况。理事会

的讨论情况已显示，这是一件涉及多方面的复杂工作.他在进行有关工作时将顾

及外部经济环境对持久发展的影响.

E兰E发言人 〈 丹麦 ) 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长的说明 ， 要求将 B 组的一贯主张列

入会议记录，即:在考虑持久发展时9必须充分兼顾国家政策和外部经济环境.

在第 7 5 1次会议上， 7 7 国集团发言人 ( 危地马拉 ) 指 出 ， 7 7 国集团 曾尽

力达成议定的结论，各地区组一致认为9秘书长将提出一项说明，并且熟知该项说

明的内容.

因此，令7 7 国集团感到高兴的是， 同早先所得到的 印象相反， B 组并没有表

示不支持秘书长的说明，那样做将使得各地区组到目前为止所具有的、通过谈判达

成协议的诚意引起人们的怀疑。对秘书长之权贵的信赖程度也会发生问题。

77 国集团希望在会议记录中列明 它对于秘书长个人身份地位和专业能力的

贯信任. 7 7 国集团认为按照理事会 自 己制订的规则 ， B 组针对持久发展问题提

出有关决议时已经过了截止日期，但仍议定本着诚意p予以适当通融，继续就该项

决议进行谈判.这种灵活的态度应该在理事会记录中确切载明，以供日后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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