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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大会在第二一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 

环境合作的组织和财务安排的第二九九七（二十七）号决议中，决定设置一个联合国 

国环说方案规划理事会，由五十八个成员国组成，同时规定了这环境理事会的任务 

和责任。 大会在同一决议中又决定设置一环境秘书处,由环境方案的执行主任为首 

长,同时观定了执行主任的职责。 大会又通过了有关一项环境泰金 '设置和營理 

的各项规定 ,，并决定在行政协调委员会主持 .下和体制'内设置一个环境协调委员 

会。

2. 大会在同次会议中选出下列五十八个国为环境规划理事会的成员国，并决 

定了它们的任期：

阿根廷、"" ‘ 24大利亚、" " " " * 奥地利/ * : 巴西、"""V布隆地、* * *落变隆、**

. 加拿大、* 中非共和国，* * * 智利、* * * 中 国 * 捷克斯洛伐克、* 法国、, *  

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加幼、* 危地马拉、 *  

冰岛、* * 印度、* * 印度尼西亚、* 伊朗、* * 伊拉冗、* * * 意大利、 牙买 

加、 * 日本、* * 约旦、* * * 肯 尼 亚 科 成 特 、* * 黎巴礙、* 马达加斯力3 、

•.马拉维、 * *  § 面哥、,* * * 摩洛哥〜 * 有兰，* * * 尼加拉瓜、. * * * 尼日利亚 y  

已 基 其 e •拿 马 秘鲁 ^ " " 菲律宾 ^ 波 兰 ; 罗 马 尼 亚 塞 内 加  

尔、 寒 拉 勒 窝 内 ，索冯里、 西 班 牙 斯 里 兰 卡 苏 丹 、 瑞典、*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突 尼 斯 土 耳 其 《f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肤盟

大不列赖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J  * *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 吴 利 坚 合 顿 *  *.... . . . . . . .  '
姿内墙拉 ' " 和南斯技夫 *。

M 素期至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千一•日止 

■ * * 任期至一九七口年十^月三千一日止 

任期至一丸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3. 大会在那次会议中根插秘书长的提名，选出莫里斯。斯特朗先生为联合Ui 

环境方案执行主任，

4. 一九七三年六月千二日，在规划理事会第一届会议的开幕式上，联合国秘 

书长不能出席，环境方案执行主任宣读秘书长的一篇文告。 秘书长在文告中提到国 

际大家庭所面对的可怕的环境问题。 他敦请规划理事会设法调和人类正当的迫切需 

要的满足和后代子孙的利益的保护。 他说由于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是无可避免的，所 

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积极参加这项工作。 他认为规划理事会在维护或增进 

生活素质方面可发挥重大的作用；他并表示希望理事会本着友好和合作精神进行会务 

一一这种精神曾洋、溢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筹备期间及会议中。

5. 会议在欢呼声中推选英格门，本特松先生（瑞 典 ）为理事会主席；他发表 

讲话，说到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至十六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所通过的建议 1( A/COHE . 4 8 / R e v  . 1 ) , ①并提到规划理事会行将处理的各项间题。

6. .主席表示希望在斯德哥尔摩会议所呈现的国际合作的积极精神继续  

发扬。 他强调说，环境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已经引起公众^ 觉；现在需做的事是采 

取行动将现有知识变为具体措施；虽然这种行动主要应在国家一级上采取，但是有些 

问热是应当由国际一级来处理的。 在这方面，他唤请注意这几个月来一些公约的缔 

订，以 及 环 境 基 金 和 规 划 理 事 会 本 身 的 设 置 。 如要对斯德哥尔摩会议通 

过的一0 九项建议全部立刻采取行动是是不可能的 , 不过，他强调说，那次会议所引 . 

起的种种企望决不可任其破灭。

7. 在第一次会议上，环裸方案执行主任莫里斯，斯特朗先生作了讲话（miEP/:

OC/L.IO); 他叙述了秘书处为筹备本届会议所做的工作，并列举了他认为在秘书处所 

提i义的工作方案范祷内和遵照斯德哥尔摩会议和大会的建议所应该优先揉意的问超。

①这份报告将要印成联合国的一种销售出版物。



8. 他认为规划理寧会第一届会议是在大会所设机拘内来执行斯德哥尔联的 

议的开始。 秘书处专心草拟了一些不可缺少的初步步骤一一反映在议程内一一m  

理事会核准。 必须作出决定的事项计有：环境方案的主要目标和由这产生的优先次

序，弃境基金作业总则草案和一九七三年-----------九七四年度 " 基金方案 " ，以及应一

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大会第三0 0 — ( 二十七）号决议规定须向大会提t 的关于人 

类住区会议和展览的建议。 环境基金的作业总则草案与组约联合国#书处积极协商 

后得到的结果；后者提议制定一些关于人事和财务细则的适当的行政安排，来补充这 

个作业总则。

9. 执行主任先说明了一些与环境方案有关的考虑，然后建议说,在下列 

方面优先采取行动非但是可取的，而且是可行的：食物、，空气或水受沾染后加于人类 

健康和福社的 ; 热；水质的改善；.土壤退化；海洋环境恶化。 再者，在经济和贸身、 

能、和人类居住区等领械也需要采取行动。 ’执行主任朝望这些领域将构成他提交.规 

划理亭会第二届会议的详细提案的主還不过 , 其他重要领域的工作也将进行。 位 

认 为联合国环说方案 . 应可在总目标范bil内梭助各国政府处理它们的环境问題。

援助可以采取技术援助、训练、加强机构功能、动员额外资金、发展并传播对环境无 

，的技术等方式；接着他说明了提供这种援助的一些具体方法。

1 0 . 除了环現方面上述迫切和实际的问题:外，执行主任还指出了一些最重要的 - . 

领每》并说他拟对这.些领域着手进行必要的准爸工作和协商 , 然后拟定具体提號，作为 

划定联合国环境方案未来活幼路线的尝试。 这些领域是关于辩认有些人类活动中存 

在着的 " 极限、，，、 ^ 候改变、对环境有特别影响的工业活动、 旨在都助乡村社会对它 

们的自然资源^ 人力作更好利用的 " 生态发展 " 、及拟订国际环境法。

11. 最后，执行主任强调说,规划理事会现在有机会来为它所担负的任 .务确定 

方向并给予推动力，这项任务便是：使人类当它受露于历史上鼓急速受化所产生的:包

之下，能结结生存，能 进 生 命 的 素 质 ，并 且 以 斯 德 骨 尔 摩 宣 言的 话 来 说 ，来保 

证人人都享有一，个 " 允许尊严和幸福生活的环境 ’\



1 2 . . 本报告②摄述了规划理事会第一届会议议事和审议的经过。



第一章

人類環境行動計則： 拟订方案和優先次序 

( 議程項目 6 )

环 境 .協 調 委 的 报 告  

( 議程項目 f i )

A . 人類環境行動計划： 拟订方案和優先次序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大会第二九九四（二千七）号决议第2 段规定将 

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行动方案（A/COUE . 4 8 / 1 4 / R e v  . 1 , 第二章）发 

交理事会采取适当行动。

14. 为规划理事会第一届会议便于审议这个项目起见，环境方案执行主任编制 

了一份报告书（U E E P / G C / 5 ) , 列举有关环境方面国际合作未来活动的拟议目标和 

方案。 执行主任向规划理事会发表的政策性说明中指出其他五个领城，即环境改变 

的极限，人工影响天气和气候，特种工业的环境问题， " 生态发展"和环境法一一对 

这些领域内的问题已着手从事初步工作，结果可能导致具体的提议以备规划理事会将 

来审议。

15. 代表们欢迎大会成立联合国环境方案及其秘书处，规划理事会，环境基金 

和环境协调委员会。 许多代表注意到自斯德哥尔摩会议以来已获得极大的进展，特 i 

别是有关环境三项国际公约的签订 ( 同i l , 第 4 段’）。 秘书处虽然时间和人力有限, 

仍能就方案的拟订和优先次序拟订种种提案，构成了发动工作的良好基础。 环境基 

金一亿美元的目标已差不多达到。少数代表认为拟议的行动计划过于笼统而不够着重 

行动，且未指出应采的具体行动。 若干名代表则表示赞成文件U E 1 1 P / G C / 5所列 

载的环境方案一般目标。 但他们多数希望目标 (a)指明保护生态系统及目标 (b)更大地



着 i 发展一一包括自然资源一一的规划和管理；此外，他们认为把技术捷助，训练和 

情报遂一指明为环境方案的主要目标。若干代表无尿留地赞成文件UNEP/GG/5所列 

的+ 四項特殊目標V 且全都認爲在擬霞的目標之間難于規定任何優先次序。 但造 

般認爲根據問題的全球普遍意義》迫切性，聯合國体系內外已在進行的工作和使 

用現有資源作出重耍切實貢献的可能性 , 是可议陶明优先的领域的。据称规划理♦会 

期望于其第二届會議接到關于擬議方案的確切和詳盡的資料，指出摄議方案的目m  

和性廣，在執行方面提供合作的机構和組織以及執行的費用。 有些代表注意到執 

行主任指出未來行動的五个新領域井希望關于這些領域的資料將于规划理事会下一 

届会议提出。

16. 若干名代衷强調應該盡可能利用聯合國体系內專門机構和其他組f战的

来執行這个方案。 爲保証協調，填補空白和避免重复起見，應該仔細檢査聯合國 

体系內的現有環境活動。 他們認爲也大可利;H聯合國体系外的其他有關組織的服 

務 。
■ .- - ,

1 7 . 有人强調環境方案應爲聯合國中有關聯合國体系內外環境問題一切活翻

工作中心和協調者。这就会韻助规划理事會掌握全面的形勢来斷定所需的政策和行勒。

1 S . 許多代表迎執行主任爲了和毎一區經濟委員會及貝鲁特联合Ü 经济及 

社会祭务处成立聯格單位而朱取的行動。 拙們認爲這樣做法會促進歐域的合作努 

力且能加强各區域組織在環境方面的工作。 他們又弾觸環境方案應與聯合國体系

内外的次區域，席域和全球à 組織保持密切聯系，借攀它們的經驗和取得它們的協
'

助 0

I 9•若干代表认为理事会应为方案和方案活动订下准则，并应供给规划理事会一 

切必要的详■ 料以便规划理事会得有效地履行责任。 然后就能授权执行主任在规 

划理事会核定的条件和預其范围内进行方案的活动。

一， 2 0 . 若干代表主張由環境方案秘書處担任各項公約的秘⑤處喊務》因 沒 fr 

其他机榜具有此項資任。 位代表認◎ 這項任務的資應出自腐 i合 c i☆ 正常愤 :P： 

而不出，自環境茶金.。



2 1 . 有一項提縫請各國政府就它們爲執行行免/計划正在進行或計划進 rr的活 #  

向執行主任提供確切的情報。

2 2 . 許多代表提到宜言中有關人類環境的原則二十六。 這項原則促請注意核 

武器對人和他的環境的危險V 幷呼吁取蹄和完圭銷毁這些武器。 這些代表敦促立 

卽停止任何種類的核試驗。

2 3 . 很多代表表示地球监察方案應獲得後先次序。 這个方案包括評价， 

研究，观測和環境現况資料的交換。 這个方案約目標是提供一条|_„基 线 ，児此 

可以對各種趨勢加以評价，有充分時間預早M 出有寄影响的醫吿以使及時来取料 i£ 

措施。 這个方案亦會帮助估計每一个保護階曆的費用，而 此 項 資 料 亦 給

以便每一政府參照本國的社會和經濟条件能自行決定所露的保護程度。

2 4 . 若干代表提譲這个方案關于观測的構成部分應該有个開端，這就是設 

立全球環境 ◎ 測系統一 观測系统 , 這个系統I■先從事规測巧染物☆ /Je平，將來遂 

漸包括其他的環境參数。 他們义贊成祭行主任的Ü 議 》卽在一九七四年召開監i l  

問題政府間會議，以便擬訂观測汚染物水平的全球計划。 肯尼亞政府已提謙为这 

个會議作東道，若干代表對此表示飲迎。

25. 關于观測土地、水 、土壤、食物和生物區所含汚染物的間题，地 球 监 察  

方案亦已談及。 有些代表認爲這个方案應有關于行動的規定以便辨認在國◎ 上 à  

生重耍影响的汚染物，確定曙露和鼓应之間的關系，初步保護標准和程序来制订可 

取的应用限度。

2 6 .有些代表認爲這个方案宜于規定行動，以便調査并比较环境中污染物的来

源，传染途径和归宿及其变形。

2 7 . 有fife代表认为这方案也應規定行動以便促進關于控制指定巧染物的國際

議定准則和標;准藉以保護人類健 f j l和福社。

2 8 . 若干代表指出有必要研究污染物和人类活动造成其他因素对气候的响。 

有人提到斯德哥爾校議的建議七十九會請世界氣象組織成立的席域和某報背素观 

測站。 现在假定這个观測站辆將來愈幷人将在全球环境观测系统一观测系统内 .



为 观 测 汚 染 檢 水 平 而 設 的 整 个 观 测 祐 纲 。 有人提議這个方案應包括調☆人 

造氣候變化的行動。 漠大利亚代表告诉理事会该国政府已决定依照这项建议设置 

一个基线和区域观渊站，并要求执行主任向他提供世界气象组织和环境方 i 间订出 , 
的办法的详情。

29. 至于故意的人工影响气候，執行主任提議應該在這个敏域內發起行力, 
這个提議得到支持。 一位代表請求對這个問題從事法律研究。 另一代炎提议应 

對S能改變氣候的一切未來大規模計划從事國際的技衛評价。更有另一代表提議專家 

圓應估計小氣候和大氣候的变更对人和生?物层可能发生的影响及其程度I。，此外，有 

人提議環境方案應發起擬訂關于改變氣候的技術及其處用爲國際接受的程序，包括 

一項行動守則。

30. 海洋占了地球面積四分之三，幷爲食物、竊 粉 和 其 他 生 命 必 品 的 要  

来源 ;因此，海洋發生汚染日增的現象使各方紛紛表示戚盧。 有些代表雖歡迎防止凶

傾棄廢物及其他物盾汚染海洋倫敦公約的蹄 f r » 但豐于該公約未有關于故意將油和 

其他汚» 桃泄入海的規定，認爲該公約尚不够彻底。 有人建议规划理事會應间政 

府間海事协商組織依照斯德哥爾摩會議的建議八十六全面禁止所有這種挑泄。

有人对世界上若干海洋区域如地中海、波罗的海、波斯一阿拉伯淨，的 污 染 ，表示 

关注。 I规划理事会获悉了波萝的海沿海国家控制该海域的污染的.工作。 关于

管，制来自陆地污染亦彼请注意。 有关地区各国的代表们特别顾虑的是波罗的海 

必须的污凝这些代表希望最近沿海国拟订关于波罗的海海洋环境公约一一该公约也 

注意到来自陆地的污染一一的努力将有结果。 有人提议有关国家振摆在区域阶层 

所作的相同创应彼此进行协商，寻求如何建立一项能为国际上接受的务法藉以控 

制来自陆地的有毒物质倾入河流和海湾水域。 其他代表极关切石运 ; 石 i à [匕 

学工业在波斯I 一阿拉伯湾区城内造成的污染。 有代表宣布科威特政府已采取步漆 

召集一个波斯1 一阿拉伯湾污染问题区域会议，由该区域全体有关政府参加.，期拟订

一项公约来保护这个极重要水域 。 地中海的•沿海国的代表们也关切地中海的污染 , 

特别是装载破氣化合物的船只所造成的。他们要求规划理事会支持他们的努；(^-该項



努力已订出了《贝鲁特宪章》的基本原则，来保ÿ*并发展地中海。 一位代表强调 

必需通盘地来保存和管理公海的渔业资源 , 以免因过分捕取而陷于耗竭。 一位代 

表认为环境方案应只在接到所有有关政府的具体请求时才参加区域方案。

3 1 .有人認宜于辦理世界淸潔河流登記，以此作爲估量來自陸地的海洋污染 

的:t 要方法。第一步工作自然是耍決定選擇清潔河流的標准。一些代表指出这或许 

是区城一级上可取的措 .施，作为有关沿海国家控制海洋污染的工作的一部分。

32, 位代表綺執行主任敦促國隱捕錄委員會依照斯德带爾If的建議，三十三重 

新考慮商業捕活動暫停十年。

3 3 . 有些代表强調 I I定全球性的动力政策以防止动力危机的重要性。 他们认

€1必須制定長則方案以使發展對環境産生最少不利影响的动力新来源以应未来的需要。 

有人提议作为第一步由联合国环境方案作一综合性研究，定于一九七五年完成，以 

期为将来的动力政策拟订准则。. 一位代表说他本国政府愿意支持这项计划， 亦有

人提议这个方案可以借重自然委员会被请求办理的研究工作。 其他代表则强
• • . , - . ■

有关使用其他动力来源的问题极其复杂，必領作远较周详的考虑，始可由环境 

方案作任何承担。 他们要求执行主任编制一份关于能问题和它的契杂性的报告 *

供规划理事会第二届会议审议。

3 4 . 有些代表提到自然灾亭的問題，希望在環境方案工作計划的范圍內進行

種種研究藉以決定關于預吿幷盡可能减轻單灾风灾、水灾和地震等灾害的可能采 

用的方法。

3 5 , 很多代表對于執行主任爲成立國際查詢制度③所采取的切步步骤，
■ - .. . . .  , _ ■ _ •-

表示赞賞，雖然這制度目前的規模較小而是初創性盾 的 。 耍建立起一个每全 ‘ . 
' 的收集資料和具有評价能力的系統，國際査詢制度是不巧缺少的第一步'。 這个 

制度應先開始作試驗性的作業以期保証有直接向有關各方提供有些選定部的資

③ 经 议 定 不 用 先 前 的 " 国际环境资料来：̂̂^^询机将 " 名称，改用 “ 0 际查询制 

度 " 。



料的能力。 可是一位代表指出，拟议中的国际查询制度作为交换机的慨念是有限 

的，因此，它的范围和目标应予扩大，使它成为更有用。 它愿具有灵活性5 處與現

有系統互相聯系 , 應能利用現有系統以及能满足使用者的要求。 查詢制度將来應
■ • . . .  , ; .

能獲得關于環境問題的現有科學技癒出版◎ 所® 的資料，尤其是對發展中趣家具 

.有重耍性的資料。 同時，査詢制度M 盡量利用各領域現有的知識和經驗如土壤 

保 存 、森林管理、水資源、汚染控制、 人類居住區的規划和管理以及有■環境問 

題的立法和行政一般希望對于聯合趣体系中现有和擬議的各項資料和數據工作 

作一簡耍報吿以期避免重復。若干名代表希望规划理事會授權執行主任繼續已經開

始时工作，希望他能將有關這个問題的資料提交规划理事会下一届会议。

36. 一些代表一方面支持国际查询制度进一步的试验性发展，但认为也应支 

持以增进环境资料、特别普发展中国家环境资料的供应为目的的其他机构。

37. — 些代表强调资料的重要性和设置国际查询制度的必要。.他 们 对 一 些

国家在这方面所作勢力表示感谢，但认为拟议中的制度尚有一些铁点需加纠正。 .

他们要求执行主任指 i政一个工作0 1 ,凡感兴起的规划理事会成员国都可参加，来订

.立一个国际査询制度使联合国全体成员国得到均等的利益； 这工作团的结论可提 -

出第二届 会 议 •■位代表说2 这新设的国际查询制度应归秘书处负责 ;秘书处

或一个专家团应愈所供应资料的责任。 他又说这制度应按国家或按领土或区填来

安播 : : 但不可用海合方武。

， Î Ô . 若干代表認爲，作爲調協環境目標和發展目標的手段》" 綜 合 规 則 "

具有磁先性。： 他們建É 說 ，同教科文组织的人和生物歷方案合作研究生态

系統》M 综合規划和管理是不可缺少的。 .應該燈先擬訂准則和方法預先處

理幷減少發展計划對坦 i l 可能有的不辆影响。 M 該作出有系統的努力》使技癒

适应当地的地理和生态情况，好能消除外来技术的有香影响。

3 9 . 許多代表强調說》發展中的環境問題往往幷非過度工業化蓮帶引

起的，而是發展不足的直梭后果。 改善 f i 境 ，来提高人類中大多數的生活素⑧》

發展是主耍手段之一。 因此，綜合規划的0 標應在保 IE經濟墙長、人口抬 i疫⑩



可供利用資源的分配和環境影响之間的平衡。 國際努力的方向應是促進檢長率高

而環境危臉少的經濟增長和發展過程。联合国环境方案應該設計一些方案來 ff?助各

國政府在本國的發展方案內列入有關環境的計則。 各方都强调，持續的發殷和维

持環境盾量及健全地管理世界資源幷弗互不相容的。 代表说，由于世界环境

的污染主要不是发展中国家造成的 , 采取保护环境措施的负担不应落在它们肩上。 

他们认为环境问题不应錄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40. 一些代表强调应适当地注意鼓廣低废料和无废料技术的发展。

41. 一位代表讲到应把改善工作环列为环境方案处理事项之内，他指出这 

事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很重要。

42. — 位代表强调，各国有义务遵照举世公认的法律原则，和特别還照共同 

自然资源和共同环境的法律原则，保证并证明任何在该国管辖范圆内在其控制之 

下进行的活动不损香其他国家的环境，也不损菩该国管辖范圓外区域。 这项义务 

不得听任在共同环境内进行活动或计划的国家片面决定； 根掘这项义务，当，国 

家应事先提供关于这种计划的详细资料，并与有关各方进行协商。 依这位代表的 

意见，有关国家应可索取这种资料以进行评价 , 和有权在必要时召吴协商。

4 3 . 有些代表认为除了《祭二个聯合國發展十年國療發展戰略》用于發展的

資源以外，應該另有資源以供辦理聯合國体系內外的各項環境方案。 有些代表强 

鍋說 , 環境基金不應只是用于發展援助的本身。 另些代表說，他們本國政府將响 

應發展中國家的梭先次序》幷樂于將其可動用援助的一大部分用于il境性盾約計 

和技術援助，也保証其發展援助計朽普遍考盧到環境因紫。

4 4 . 對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開發和使用有限的S 然資源方 fffi的不合理 

和浪資 f t況 ；若干代表表示嚴重■ 切 。

45. 敎行主任在介绍性â 話中表示旧切土/fîR"解 的 5 4#別 沙 没 数 大 ， 

和撒哈技以南、以及其他亞i » 拉丁美洲⑩衆的色HÏ情况，許多代表都同樣關切這个 

題 。 ，在基本上是â 業經濟的大多敷發展中國家內》 w 现联高的農業生產的主耍限



制是肥沃土壤因冲触、豐滅化和汚染而损失， 以 及 量 足 而 质 良 好 的 水 缺 乏 。 

因化，他們認爲，方案應待別注重幷優先處理水土保持和整治。，應當采取紧急措 

施來a l靈幷遇止土壤特別是干焕地區土壞的厳重降解 Î 且制止世界上沙沒的擴大。 

需耍作出重大努力来扑減因土壤冲賊，包括不智的伐林而引起的自然资源的浪 ï：!^。 

應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意見和援助？支持它們保持水，源和権護水盾的努力。 有些 

代表認爲環境方案應支持國家称區域的水資源管理方案中有關環境方面的活動。 

別的代表覺得，险了有關合理利用土地資源的意見和援助外，也應来取步驟，使發 

展中國家Ô7以取得保持幷增進農業土地# 宜力的生物技術。 應該特別注意擴物資 

源開来對環境的影 响 。

46. 若干名代表提請大家注意有必耍保存幷增進森林資源，以保護世界的特 

别是熱帶和亜m m的森林面積。 有些代表敍述他們本國一有時是在國除組 

織協助下一 爲維護國家森林資源而来取的措施。 他們承認，環境方案可以在這 

種方案的執行上起重要作 ;H 0

47.; 許多代表都認爲，改善農村和城市居住匿的生活盾量一点應作爲最高俊 

先事，項 。 ，干代表认为都市、城鎭和鄉下壞境的惡化主耍是由于人口播加和分紀

；?；均 、人口從農村湧入城®、住房缺乏、工業地点不加選撑、交通設傭不足、艮好 

itfi的水供ii不足、下水道和廢檢處赵設施跌乏、以及沒有体制上的基層結構。.各 

方認識到，處從城市和鄉村方面進行改善人類居住區的長期方案，幷應開始舉辦一 

体化的示范計划。

4 8 . 各方謎爲應特別注意以下各領域中的示范計刹 : 供水、下水道、固体廢

物的處理、和有价•値 的 副 品 的 再 循 環 —— 后者若不加處理，在度村和城區都☆或 

爲環境方面☆ 額外â 担 。

4 9 . 大家覺得，應在綜合性國家經濟規划 : ■包括就業机會和人口的分散與 

分配 —— 的范圍內解決這問題。 住房計划應該根據當地的社會文化和經濟因素。 

爲發展密集勞力相成本低的住房耍革新約技術。



50 . 若干名代表表示希望沿着这些路线的行动立即开始,不要等候一九六七年 

举办的联合国人类居住区会议一一展览的成果。

5 1： 若干代表認爲應精極進行大會第二九九九 ( 二千七）号决 i义所級定辦理 

m , 卽設立了个國際基金或金敲机楊，，由它提供原始資本和技術援助，使能灯效， 

地動員國內的資源》從事住宅建設和改善人類居住區的壞境的工作。

• 52； 很多代表满意地注意到一九七二年+ — 月+ 六日敎科文組織通過了《保 

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以及一九七三年三月三日在華盛頓簽訂了《關于有絶 

減危臉的各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貨資公約》，這兩者都是斯德哥爾摩會議所提组à i的

成果。 第二个公約第十二条規定，一旦公約生效，德由環境方案執行主任它提 

供一小秘书处 ， 这一点规剑理事会已经?^了审议。 该公约的最后文件表示希望规划

理事会核可环境方案承担这个秘书处的任务。 （参看文件U E E P / G C /L . 3 .第 2 段 ）

有些代表指出有绝灭危险的各种野生物问题是各方所关心的极端重要领域，建议按照

公约的要求，应由执行主任办理秘书处的任务。；又有人认为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公约的

行政问题如不能适当地属于任何■ -个机构的职权范â 时，这項责任就可能属于环境方

案的职权范围4 有一位优表认为，在原则上执行这种任务所霞的经费应由联合国正

常预算承担，不应由环境基金承担。

5 3 . 有些代表對于世界各地因對野生勤植物和對其生活環境濫加殺害破壞Î

: 使野生物日漸減少的情表示關心 。- 這些代表建議，應来取步驟料正這種tft況

幷應列爲優先事項辩理，保護É 然場所和野生物生括環境所應構成環境方案的，•-部. . . ' • . . • . ' ■ ••

. 分活動。 関于這一点 .，.道些代表認爲，，如各國政府提出耍求，應援助各幽政府对 

. 公园和保護地區作符合生態原則的管理，幷帮助訓練這項工作所需人賛。

5 4 . 有座代表認爲，遺傳資•源的保謹處列爲優先辦理事項。. 世界各地許多

: 種類的植物和動物能否纖續生存绝对序是有保证的關于有絶續危臉的各種野生動捕

物公約只能解決部分的問題，因 耍 迫 切 聚 取 持 約 行 動 来 牧 集 和 保 存 各 M it岛liiî

物的基因库以求改善各种不同的家富和野生动物的繁殖方案以及各类农作物或森林资 

源的选择性培植。 在这方面，有些代表宣称，他们的本国政府预备为这种计划提供 

便利和专门知识。



5 5 . 有些代表说，爲保護環境而制訂國家政策和来取措施時，德從它們影响 

國際贸易，特別是殺展中國家的賈易的觀点幷參照《國際發展戰略》的 I钻定加以考 

慮 。 他們又說，在某些情況下，促長汚染的合成物盾取代了具有生物降解性的自

然物盾；后者是發展中國家的重耍出口項目，但却遭到某些消費國設立的貿易壁壁■ ■'
和歧視。 因此，他們飲迎執行主任的提議，對合成纖雄和自然繊f t 的優缺点與可

. . .  ;■ '
能被用作藉口在國際賈易中實施保護主義政策的管制和標准進行研究。

弓S, 有些代表同意执行主任主张应该进行研究来决定工业设于发展中国家的可 

能 好 处 的 提 议 ( u i r E P / G C / 5 ^ 1  1 6 段 《三 〉）。 ’他们认为，这项研究应照顾 

到技术转让对接受国的影响。

5T. 有些代表认为，联合国环境方案应积极参 irtf降’于一九七四年召开的联合国 

人口会议，.并与该会议的秘书处密切合作，从事会议的筹备工作。 他们要求执行主 

任向关心环境的国家级机构请求它们也积极参与该会议的筹备工作。 有些代表说， 

人口急遂增多必然使得环境的恶化每况愈下。 除了需要在环境方面的约制外，他们 

认为，也需采取行动抑制富国和穷国的人口增长。 其他代表认为，联合国环境方案

从事人口领域活动的时机尚未成熟，而且无论如何它不应该在人口会议以前作这件事。

5 8 . 許多代表說》雖然影响壞境的問題大都是衆所周知的’但還需耍作出堅

決的努力,敎育一般群衆關于環境的重軍危險，和 敦促各階層的人尊董保護環境的 

基本原則。 關于這方面，他們提到了《人類環境宜言》第十九条原 則 。 他:巧卷 

重指出，器于問題的普遍择度，如果不把群衆發動起来，就算是作了最周詳考慮的 

德護環境計划也不會成功 。 他們敦促聯合國環境方案把制定一項關于環境的敎育

和資料的全面方案作爲最後先事項辦理P

5 9 . 有些代表着重指出各國努力處理環境閩題的童耍性。 在發展中國家里，

大多都缺乏所需求的科學营理和技術的能力。， 因此，他們認爲，訓凝各學科'力 

國人員應受到最迫切的重視。 又認爲，聯合國環境方案對制定一項還境領域內的

Xh



国际技术援助和训练方案、和对在区域性基础上支持各种训练方结、特别是设计人 

.员和行政人员的训练班，.可起有利作用，来评价环 :̂ ;̂政 ;̂ ;̂ 是否 1̂ 合̂。 一位代表说， 

技术 !̂叙助只是短；!则生^^决办法； 议考虑设置一•所大学或一，个中心来训练处y  

.坏境问翅的高级专家。

6 0 . .就環境方面的國際法這个問题而言，有人建議應邀請大翁考慮^纂井遂 

步制訂環境法》以及把這个問题交付迪際法委員 .★ 。 •又進一步建議，編i r i斜于環 

境約國 I際性文書應于聯合國環境方案活動的范時內造 行 。

s ' 环境协调委员会的振告

■ 6 1 . .大会以第二九九七（二十七 )号决议第四节设立了环境协调委员会 

作为由协调事宜行政委员会主持，并在其体制以内的一个机关问的机狗。 环境协 

调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保证联合国体系一切有关组织在各項环境方襄的执行方面取 

得合作与协调。 一九七三年四月九日 ， 协调委员会—— 它应每年向î f 境规划理，

会提出报告— 在环境方案执行主任的主持下，于日内瓦举行了第一届会议。规划 

理事会收到了这届会议的报告（uitî：i v g c / 7 1  由于环境方案的行动计划，和为使

这方案发生作用而应对环境领城内各项活动进行的协调，彼此密切关联、互相依存， 

规划理事会决定应在议程项目6 的辨论范围内讨论环境协调委员会的报告。

6 2 . 执行主任在提出环境协调委员会的报告时说，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很成功， 

有许多收获，是联合国体系内各组织今后在环境方面合作协调的佳兆。他叙述联合国 

在环境领城内的努力的新颖和合作性质时，着重说明合作机构的慨念。他说，各机构 

将积极参与方案的提 i义的拟订，以共成规划理事会确定的目标。对于规划理事会核准进

行的具体方案，联合国各组织将帮助执行，倒如合作执行具体计划、并 在 其 主 管 的 . 
領域内提供窝见，。 仏说，也可以用坪境S 金韵资 i眾来如造各专门机待已有&冬 

项环境方案 , 或协助创办新方案。 他认为V 各国政府避免发起可能引起工作重复



的事项也就可以帮助这种合作努力，故外,也期望 I 它们透过规划理事会来出有关的 

建议，这样作法的效果之是能影响各机构在环桃领域内的方案，而同时又不与个 

别理事机构的决定相冲突。

6 3 . 代表们对环境协调委员会的第一次报告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为联合国体 

系内各组织、建立有效的活动协ÿ 和 合 必 要 基 础 的 一 步 韋 要 行 动 。他们疼奪到各方所 

表现的善意，并表示希望良好的关系将继续是机构间努力的一项特点◊ 有些发言 

人警告说，各国政府若忽视各个自主的国际组织同可能发生的工作重况 ,和因 

此可能弓I起的各种问题 , 是很不切实际的。 一•位代表班示希望环境协调委员会下 

次的报告能较好地指出各有关机构是茶真 '正切实傘握了具体的环境方案中.的协调 

问题， 男一位代表建议说，各国政府应该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廣环境协调委员会 

的会议。

6 4 . 许多代表说到 , 理ÿ 会有必要密切考查环境 j •办调委员会的i工作;但直邀 

代表觉将这可能卞完全是环É 方案规划理事会的责任月为各专11机构的理# 机构 

同环境问题有关》— 位代表指出，环境协调委员会有这项很韋要的职责，.及作为专 

门机构整个集团同环境方案规划理事会之间的联系渠道。若干襄言人认为规划理事 

会同环境协调委员会间的关系应在经验的基础上渐演进, - 旦环境方案的行动计 

划明白规定出来，进入执行阶段以后，整个协调问题将较易处理 ,

65. 一个专门机构的代表同时代表其他专门机构发言时强调指出，有必要同. ■ - •

环境方案密切合作，并说， 力了达成规划理亭会所核定各项环境目标各机构在 

全球性的努力中准备尽它们的一份力量 , 

6 é , 发言人大都其常注意环塊领埃内工作协调的^ 般性问题。 他们觉得 , 

协调具有中心重要性, 为环境方案在能靠其他机构执行其方案的情况下就不自已• .
执行计划 , 而且环境问题的本质就是不能分部处理，需要务个学科合起来来处理 . 

慈个系列的人类活动。许多代表认为，由于可用于处理这种全球性问题的资源和专家 

比较缺少 , 必得透过协调行动来避免不必妥的重复， 人们承认，由于缺少协调小



国们面临更大的Ëil难 ，因为环境方面各项国际活动的数量和范1§|使得它们有欧的人 

力物力越来越穷于应付。 有些代表，例 提起 教 科文组 织的人和生物层方案， 

认为这是一项涉及各部门的计划孩得机钩间积极的合作，这项部际计划挺供了重要 

的环境资料，

6 7 . , 许多代表特别提到环境方案在协调方面所负的任务，认为协调是该方索 

的基本任务之一。 有些代表提到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曾疑议视划理 ^̂ 会̂ 应 “提出 

全盘的政策指导来指挥和协调联合国体系内的各项坏境方案"。’他们认为环境方

案应作为联合国体系内条环境事项我中夹机关 , 负责发动环境领城内的各项活动，尽 

量利用联合国体系内外现有的各机拘和奄门知识，并以建立各活动之间的联系，确保 

各活动彼此相辅相成的方式来都助现有各机构发挥最大作用， 有些发言人建议环境 : 

方案应拟订办法来辨认和填补现有各环境方案之间的空白,视情形需要提议重订专门 

机构现有的工作的新方向的忙展其活动，并将环境的集体方案的观状以及方案方面必 

须进行的任何改善的问题随时通知各国政府 * 关于这一点，有些代表提到国际蟹询 

制度将来可能发生的作用。

6 8 . . 有些代表说，环境方象的协调任务，本身就含有给予执行主任若干程度的自 

治和业务上的灵活性的意思；执行主任在规划理事会的指导下，在协调各项环境活动 

方面担任中心角色。 有一位代表提到大会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的第二0 四九(二 

十 ）号决议已规定了协调一词在联合国体系内的意义， 并说根推大会第二九九七(二 

十 七 ）号决议，环境方案在这一领域有向各专门机构提供指导的职责。 其他代表又 

指出，环境方案在履行这项任务时，一定要尊重各組织本身具有的结构、特性及其所 

承担的义务。 有一位代表说，应该妥为顾到宪章指定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协调各 

项社会和经济方案上所负的中心任务。 代表们觉得协调联合国体系内的环境活动必 

须规定十分清楚的方针，但是有些代表提出警告说，如果只怕发生工作上的重复可能 

就会—*事无成。

69. . 很多代表觉得环境基金资源的利用不但是辅助专门机构现有的資源或是发 

动各种计划提供所需经费，而 且 改 进 协 调 ，对现有和未来的方案提供个全報性、



协调一致的方案，激励各专门机构的活动更偏重于处理环境问题 ,

70 . 有一位代表提出建议说，环境方条的任务应为：

( a ) 确实查明联合国体系内不同的国际组织正在处理些问题；

‘( b ) 将这项资料广为传播以期避免或消除不必要的重复活动；

( C ) 授权联合国专门机构以及其他组织处理特定的问题；

( e ) 认明各项活动中之间的空白，只有在没有任何国际組织能承担的位况 

下方能设立其自已的工作小组或尽可能依靠各国的国内H 拘；及 

( d ) 合理和经济地利用环境基金籍以改善协调，iitt励环 : ^方 幼 。

71 . 很多代表强调环境方案区域活动的重要性，并表示欢迎执行主任与区城经 

济委员会和其他区域性机构密切合作设立区域单位所作的安排。 有些代表强 

调区域经济委员会在全世界的环境活动方面所能起的重大作用。 代表又指出区域或 '

次区域性的办法应以生态区域作基础，不可按照传统的区域 li3类办法。

72. 有人议执行主任应作出适当安徘使各区填经济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得参加 

环境协调要员会的工作。

7 3 . 许多代表对于在区域这一级进行活动，泰示欢迎，他们提到欧经委会拜 1 

境问题高级顾问的第一届会议所提供的具有重要性的工作。 同时也有人提到i联合国 

体系之外政府间机构所负的重要任务 . .在这方面，对于在环境方案和欧洲经委会的 

合作下 , 具有环境方面à 要责任的政府间姐织的第一次秘书处间协商会议，代te们表 

示赞同。..

7 4 . 执行主任在结语中指出，果如所料，环境领域内国际行动的协调问S Î正是;

冬国政府关切的重心。 他也提到各国政府想要确实知道，在环境方面已采取或打'降 

采取什么国际行动为规激理事会作出决定根据。在这方面，他说，联合国环境方 

案秘书处的基本作用之一是，向规划理事会提供必要的材料和资料使它能起协调的作用。

他也錢词代表们强烈的、一致的愿望 ‘JÈL该尽可能利用现有能力执行联合国环境方案的行动

计划，并不应自行创制和执行一些方案来同专门机构从事的活动进行竞争。 他又说 .



各专门机狗所负担的任务是整个环境办法内的一项关键要素;联合国环境方案的计划 

是属于整个联合国体系的，规划理事会只是负责给它一个共通的方向和路线。

T5.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八日，在第十次会议上，关切环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 

的J T t 人作了讲话：声述这些非政府组织的集体意见，④

7 6 . 在结束关于项目6 和 8 的一般性辩论时，执行主任就一项拟i义在下一届规 

划理事会召开前采取的行动发了言，并答复了代表们早先提出的问题。他说,他得到的

印象是：.代表们的看法并没有同联合国环境方案的总的目标或Â 体目标抵餘，这些目 

标基本上反了各国政府自斯德哥尔摩会前讨论以来的看法。在他向下一•届规划理事会 

提出的具体提议肉，将充分考虑这次辩过程中提出的某些建议，

7 7 . 他高兴地注意到，.几乎所有的代表都在其奴策性发言中表示了对资料的重视Î 

他认为国际查询制度应从小做起，先编制一本载列各种来源的指南。 国际查询制 

度预定的目标有二：

( a ) 韻助那些需要知识的人迅速地，简便地，和取得所需的知识，免受无关细 1̂ - 

的抱束； .

(b) 避免液费资金于那些处理环塊问题而在工作上重复或忽略现有资料来源的资 

料中心和数据系统，

他将向规划理事会建议请理事会同意国际查询机构在试验的基础上办理，使得规划理 

事会能够对它作充分的评价，并在未来一届会议作最后决定。

78. 对于规划理事会管理方案和环境基金的责任方面，他说，各国政府都愿意 

彻底知道联合国体系内外现在正进行中的或打算要进行的活动 ,得親理事会能够 

决定方案的大慨艳靡和行幼的优先次序。

7 9 .执行主任重申他的看法，即联合国环境方案将专在规划理事会权力之下行使职务 . 

® 这篇舌是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七千条而作的。



现在所需要的是制定行 .使有效管制的程序，同时也要保证在执行其决定时具有业务上 

的灵活性。

8 0 . 他认为，第一届环境协调委员会已为联合国体系内对环境问题统--故理寞 

定了健全的基础。 事实上，秘书处本年早些时候已经就方茶的制定进行了机构间协 

商，并且；各机构也就各个工作领域提出大量的初步提议。 这些提议为制定具体方 

案提议提供了基本的组成要章，在规戈} 理事会可能于本届会议规定的总自的， 优 

先次序的范 èH内，还要从爭进一步的协商。

8 1 . 在答复某一问题时，他说为了语文上和行政上的理由，并为一贯起见，

秘书长认为宜用 " 联合国环境方案，，名称的半数，而不用这个名称的多数。

82.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在第十七次会议上，牙买加代表以下列国家

的名义提出一篇拟请规划理事会就议程项目6 和 8 通过的决定的案文（U N E P /  

g g / l .  15 . ) ; 这些国家是阿报廷、孟加技国、巴西、布隆地、落麦隆、中 非 共 . 

和国、智利、古 Ë 、埃及、加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危地马拉、印度、印 

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约 旦 肯 尼 亚 .> 科威特、黎巴傲、

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技维、基西哥、摩洛哥、荷兰、尼日利亚、巴基紫坦、 

巴拿马、秘鲁、菲律宾、越南共和、塞内加尔、塞拉勒窝内、西班牙、斯里兰卡、

苏丹、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弗和国、. 突Æ斯、大不列顧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 

桑尼亚联合王国、乌拉圭、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札伊尔。

8 3 . 他介紹这个决定草案，.说, 这是同所有感兴趣国家进行协商后得到的 

结果。 他称赞所有代表团都表现合作和真正国际关切的精神,和都认识所涉问 

题的世界性和多祥性。

8 4 . 主席说，他要说明一点，文件 UNEP/GC/JV 1 4是文件UlOlP/GC//

À  1 5 的根据，后者现替代了前者。

舰划理事会采取的行幼

8 ^ , . - 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在第十七次会议上，规划理事会一致通过



了牙买加代表介结的决议革案。i®

8 6 . 摩洛哥代表认为，这篇案文的 ;E节应载入规定求执行主任： （a) .采 

取有效、积极和迅速的措施，防止海洋环境的健康遭受任何损， ； (切.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更积极的负起作为一个同发达国家的协调员的任务，以保证一些业经批准 

的公约获得实施，来制止海浮受棱复化合物的污染，和制止使用受禁止的、剧烈的 

方法和技术耗竭海洋资源。

8 7 . 日本代表说，日本代表团对案文中关于商业捕錄活动暂停十年的一段， 

表示保留。

:⑤通过的决定全文 , 见本报告附件一。



第二章 

环境基金

A . 环境基金作业总则

B . 审查并核准一九七三 年 -----------九七四年的基金方案（i义程项目7 )

88.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 大会在第二九九七 (二十七）号决议第三节里， 

决定设置一个志愿基金，定 名 为 环 境 基 金 ，并确定了这个基★的目标和它作业 

的一般方式。 在同一决议第三节第7 段里，大会决定"环境理事会应凰订环境基 

金作业所必需的一般程序"。

8 9 . 为了协助规划理事会，执行主任经与联合国凝^ 楼有关部门进行协商后， 

起草了一份这种程序的享案（U M 2 1 P /G C / 4 ) , 供理事会审议，劣外，还起草了一 

份关于基金方案准备金的补充程序（U E E P / G C / 4 / A d d .  1 ) 。:

90. 大会在第二九九七 (二十七）号决训第一节第 2 段 (g)；̂段里和第二 1T第 3 段

里决定：规划理事会应每年审查和核定环境基金资金的利用方案（"基金方案")；又 

ik务方呆费用、方案支特费用和 " 环境基金 " 的行政费用，应 ! ) 3 "基金 " 资担。

9 1 . 关于这个议题，执行主任提出了一份说明（u h k p / g g / s ) , 其中载列拟

议的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的基金方案。

9 2 . 在关子第6 项和第..8 项议题的一•般性辩论中，许多代表 '直布了各该国对环境 . 

基金的捐款。 他们并笼统地就拟谈的环境基金的作业程序和方式作了评论。

9 3 - 规划理事会决定将这个项目发交一会期委员会审议具报。



94.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在第十七次会议上，规划理事会审议了会期委 

员会提出的报告；⑥该报告由规划理事会副主席兼会期委员会主席文森特，桑切斯 

先 生 （智 利 ）作 f 介紹。

视划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9 5 . '规划理事会知悉了会期委员会关于对第7 项议题辨论经过的报告。 规划 

理事会通过了会期委员会提议的环境基金作业总则。⑦规划理事会议定把一些关  

于基金方案准备金使用的补充程序推返到第二届会议审议。

9 6 .根据基金主任提出的说明和随后会期委员会内的讨论，进一步地作了决定 , 

批准执行主任提出的、载于文件UïfEP/G G/8内的关于一九七三年的财务准备金、 

基金方案准备金、方案支持费用、和基金行政费用的提议，并暂时批准关于上述各 

项的一九七四年的提议，同时注意到执行主任已宣布将努力按照文件UIÎIEP/GG/ 

1^.赠 2 2 段内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建谈的数额来达成预算上的节省，并了 

解他将把他所作努力的结果向规划理事会第二届会议提出详尽报告；另外，附一项 

了解，这就是，规划理事会将于第二届会议，根据订正过的、附具充分文件的提议 

和倍计，来审查一九七四年的拨敦。 规划理事会并决定核准执行主任所建议的 

(ü M lP / G G / jL。1 6 ) 和在讨论过程中经修改后的关于按照" 基金方案工作 " 分配 

资金的办法 ®。

" ， 瑞與代表说，关于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瑞典代表团保留权

利要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下届会议或在大会下届会议中提出因该报告而弓I起 的 一 些  

问题。 一

⑥会期委员会的报告，见本报告附件二 „ 

® 总则全文，见本报告附件一。

⑧关于分配资金的决定，见本报告附件一。



第三章

‘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和展

( 议程项目 g )

9 8 . 大会在第三0 0 - : ( 二十七）号决议里决定举行一次联合国 .人类住区会 

'议 和 展 览 。 大会在该决议的第？段内接受加拿大政府的表示，让它担任这个

会 议 和 展 览 的 东 道 国 。 大会在第3 段里请秘书长 " 编写一个报告，开列这个 

会议和展览的计划及其预计賽向联合国坏 :Î ；规划理事会第一届会 i义提出" 。 

遵照这项决议，秘书长已向规划理事会提出了一个报告，以及一件关于这小"会议 

和展览 " 预计费用的说明（Ü M 1 P / G G /6和 A d d , l ) 。

9 9 . 在关于议程6 和 8 的一般性辨论过程（参看上文第一章）中，许多代表提 

到了举行这个会议和展览的计划，并称赞这会议和展览所拟达到的S 标。 几个代 

表声称他们的政府准备提供示范计划在这小展览内展出。 与会各方一致承认这个 

主题的重要性，尤其是鉴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目前许多人民的居住情况。

1 0 0 .可是，有些代表要参照进一步资料对这项主题作进一步审议；所以，在这, 

以前，对他们国家是否参加这个会议表示保留态度。

1 0 1 .若干代表， 同了文件U1TEP//GC/L. 2 所 载 的 这 个 会 议 的 主 题 。 有一

位代表虽然赞同这些主题，但指出它们大过I笼统/ 应当订得较严密些。 另一位代 

表说，文件 U H E I V ^ C / ^和 U N E i y ^ C / l *  2 所载的主題和目标应在錄备过程中加 

以进一步研究。 几位代表认为籍对这些目标更清筵阐明。 一位代表不同意文件 

imEIV/GC/ (3所载的目标，认为这些目标应由各国政府按照它们各自的社会和经济 

制 度 决 定 ，

1 0 2 .许 多 代 表 穀 调 筹 备 过 程 的 重 要 性 ; 有 些 代 表 表 示 赞 同 文 所  

，搞述的过程 街有就这个项目言的代表都 i 义为i规划理京会向大会建议，这



会议的筹备工作应受一个政府间的筹备委员会的指导；联合国秘书长应指诚会议 

秘书长一人，另设个小规模的秘书处协助办 •联。 ,

103 . 各方对下列几事的意见不尽相同： 筹备委员会的成员、‘会议秘书处职员  

的来源、筹备委员会应通过什么机构向大会报告、以及规划理事 会 和 环 境 方 案 秘  

书处在筹备过程中应承担的任务。

104. 一些代表提议，凡是规划，理事会感兴趣的成员国都可参加这个筹爸委员会； 

一位代表认为规划理事会成员国不应当成为参加筹备委员会工作的先决条件;另一位  

代表认为，所有感兴趣的组织和政府都有权作筹备委员会的成员。

105. 有些代表说 , 住 房 、造 房 和 设 计 委 员 会 及 住 房 、造 房 和 设 计 处 应  

分 别 在 筹 备 委 员 会 和 这 会 议 和 展 览 的 秘 ，书处内担任关健性任务。

1 0 6 .几位代表建议让住房、造房和设计委 .员会担任筹备委员会；这些代表中 

更 有 人认为 住房 ,、造 房 和 ，设 计 处即应担任秘书处。 其他代表则认为 , 虽然'等 

备委员会应包括住房、造房和设计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不应W那些成员为限，而 

应予扩大P 增加最多十个理事会成员国，以便就这个会议和展览'的筹备工作提 

供意见。 一些代表觉得筹备委员会应当也能利用环境方 '案和联合国各专门机 : 

拘所具有的专才，.和 应 能 获 得 住 房 、造房 .和 设 计 处 的 协 助 。， 有一位代表表 . .  

示意见说，规 划 理 事 会 和 环 境 方 索 秘 书处 都 不 应 过 分牵 连在 这个 会议 的筹

备工作中。• •
I 。7. 关于4 备 委 贝 会 或 这 化 议 和 H 览耐必书长应以什么方式向大会具报  

爲，有■ 表认为这个报告应该通过环境方《 的执行主任 ; 其他代表m 为应 

过 规 划 事 会 ’ ― 位代表说知备委员会的报告应兼通 ;i■ 行 主 任 和 环 境 方 案 理  

举会，另 一 位 称 籍 备 委 员 会 应 向 境 方 案 具 报 。

1 0 S .关 于 这 个 会 议 和 卷 览 的 预 计 用 ，有些代表資同文伴ülTE?/G C / é /  

A d d  . 1 所载的慨# ;  一 位代表虽然同意这些慨算，但又说应在Ü 算中列入 _ _ 项声势 

壮大的Jjt市 新 闻 方 案 的 _«些代表关心预计费用过高 ； 但另■^些代表指出在现



阶段就对费 .用作出肯定决定 , '..为时过早，，' — 位代表认为费用一事可听 .由大会去决定。 

另一位代表认为.应等到理事会下届会议时再予决定，因为料想到那 fif会有更详细的慨 

算订出，包 括 环 境 基 金 可 能 作 出 的 捐 助 * 一位 代表 认为环 境基金应负起协  

调任务，但另一位代表认为基金如作贡敲的话，不可太多。 一位代表的意见适 

正相反；既然这•个会议可能吸收的经费是无服的，应首先订一目标。

109. 几个代表着重指出，无 论 这 \会议和展览多么设人兴趣，如 果 把 环 境 基  

金 " 的有限资源的一大部分用在它上面，会予公众舆论以不良印象，因为公众希望见 

到保伊环境的具体措施。

110.— 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在第十五次会议上，规划理事会审议报告草稿的一章 

( UNEP /L . 12/A dd . 3 ) , 内载一篇总结对议程项目9 的讨论经过的案文。

111.几位代表讲到文件U N E P / G q / B和 Add* 1 ; 他 们 就 环 境 方 案 对 这 小

: 会议和展 览的参 加、和 就 环 境 基 金 对 有 关 费 用 的 负 担 ，向执行主任提出了几 

个旧题0

n 2 . 执行主任在答复时指出，如果提出的费用数字是根据极初步性资料编制的，

那将来必须参照规划理事会中的讨论彻底修 i 'Ç F过，秘书处方面觉得，大会在征求规划理 

事会关于这事的建议时,或许还希望知道规划理事会对于由环境基金来负担这个会议和 

.展览一•部分费用一事的意见。 对这些讨论如果不向大会表示一点意见，是很困难的。 

他说，从着手进行的实际需要的观点看如果规划理事会表示原则上这领域可使用基金的 

款项 , 则男一点也是很明显的，即人类住区将是环境方案工作上的一小优先领域。

纵然对所讲的较大数额没有任何进一步明确的财务授权或承担, 他顶期在今后几个月 

内进行所需的任何筹备工作 , 是不会有因难的。如果规戈輕事会的报告所反唤的行动就 

是如此，他认为秘书处从♦ 筹备工作是没有困难的，因为无论怎样关于人类住区一 

般性方案的筹备工作 :，和关于这会议的展览和示范部分的筹备工作，两者间将有 

许多地方是共通和重复的。



113 .菲律宾代表着重指出公共新闻作为环说之一部分的 m 要性；他询问在 

方案和费用中有否反映这一点。 i

114 .执行主任的代表答复说，向大会提出的傳细预猛将栽有这个会议 b 展览 

的新闻工作的费用慨数。

划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1 5 . 规划理事会在进一步的讨论中，对案文革案的末段 (UÏÏEP//GC/L. 12/A dd ,3, 1 ' •
作了修改，然后，通过了修改后的案文。: 9

•116 ,意大利代表一面重申支持举办这个，会议和展览[ , 一面对拜备委员会的 

组成和数目表示怀疑。 现阶段他极关切这计划的经费问题 , 指出 , 迄今为止，尚 

无关于这会议和展览费用来源的详细资料。 依他看，经费来源问题应由大会 

作:出决定；展览的费用不应从环境基金开支。 他认为环境基金应只供给严格I I 于 

一些试验性工作的经費，而 这 会 议 和 展 览 ' 可视作这些试验性工作的等备阶段。 

这个、会议和展览的费用应归联合国预算开支;联合国预算和环境基金不可温为 

一谈。 他要求秘书处研究可否编制一份较详尽的分析，载列应由基金负担的开支。

1 1 7 .美国代表一面重申支持这会议和展览的目标，但对尚无关于其经费来 

源的较详细资料，表示遗憾。

118. 联合王国代表对  ' 住房、造房和设计癸员会 Ï♦ 负担frÿ任务 , , 表示保 I f。 

一般讲，他支持意大利代表的意见。

1 1 9 .荷兰代表讲到将向秘书长赏意见的政府间委员会； 他表示意见说，现有 

住房、造房和设计委员会的机钩应充籍备委员会； 它 成 员 数 目 可 誉 至 37 ,

而不是27。 他对于一个由5 8 名成员组成的募备癸员会 :< 表示保留； 荷兰代表 

团拟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大会中提出这问题。

1 2 0 . 要内瑞拉代表支诗荷兰代表关于把等备委员会成员数目从 5 8 名 ; 为 3 7 名 

的意见。

® 通过的案文 , 见本报告附件一。



. 1 2 1 ,巴西代表说，当开始讨论项目9 的时候，巴西代表团即提议应使用住房、

造房和设计委员会充这会议的 - •个政府间筹备委员会； 但也愿意接受以这委员~

会为基袖来设置筹备委员会。 他声明已西代表a 保留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提出 

这个问题的权利。

1 2 2 .加拿大代表说，根据案文，拟议的筹备委员会的成员最多五十八名。 

依他看，成员数目多一些较好。 他强调成员任期的连续性和这会议和展览的 

" 环 境 " ，响两亭的重要性。

> 2 3 . 中非共和国的代表认为筹备委员会成员数目应该相当多。 最重要的，

应对这 " 会议和展览 " 弓I起的活动作好经熟安徘，因为如无贯彻行动，这个会议和 

展览将等于白开。

1 2 4 .法国代表说，规划理事会下届会议将较详细地研究费用问题因此在下届会议 

以前他不能代表法国政府承担一个不定数额的开支，不过，如果只需要筹措展見筹 

备賽用的一个合理部分，那就不在此限。

1 2 5 .印度代表强调必须协调筹备委员会5 8 个成员的任期以保证连续性。



第四章

因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而引起的其他问題

( 议程项目 1 0 )

A .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

1 2 6 .大会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的第二九九四（二十七）号决议里促请各 

国政府和规戈！1理事会注意《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A /G 0：M；P. 4 8 / 1 4 / R e v .  1, 

第一章〉。 *

127. 规划理事会主席建谈，规划理事会也许宜在以后一届会议考虑应采取什么 

行动来响应大会的决议。 他又说，在这期间，将在方案范围内进行《宣言》所要 

求的关于发展环境法的工作。

规划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2 8 .规划理事会议定将这问题推迟到理事会日后一届会议审议。

B . 国家级，的行动

12 9 .如同《临时议程的注释》中说明的，有几件大会决议襄求各国政府在环境领 

城内采取国家级的行动J L划理事会主席建议说在这届会议上就来设想制定各国政府 

就其本ü i的坏境改策、方案和机构作定期报告的程序，也许为时过早。 因此，他建 

议要求书化来巧究什么是安徘这种资料传递的最好方式并向理事会报告研究结果。 

他并廷议说，也许可邀请各国政射将各项与方案有关活动的资料提交执行主任。

规划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3 Q .规划理事会核准了一主席的建议:要求秘书处研究什么是安排香料传递的最

好方式，并向规划理事会报告研究结果。 它又核准了邀请各国政府将各项与方案
:

有关活动的资料提交执行主任的建议。

C .世界环境曰

大会在第二九九四（二十七）号决议里指定六月五日一一第一次联合国人类



环境会议的开幕周年纪念日一一为每年举办世界环境日的日子。

132 .在审谈议程项目6 有关的一般性辨论（参看上文第一章）中，许多代表说 

他们国内举办了一九七三年世界环境日。他们叙述了为举办这小环境日而举行的节 

目，其中包括由国家首脑和政府首长、杰出科学家和学者、以及政界领袖的致词；

无线电和电视播送的特别目；各教育机构的活动。

规划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33.规划理事会注意到了各代表团所提供的关于他们国内举办一九七三年世界 

环境日的资料。

D 。召开第二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问题

134. ^开第二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问题 一 一 斯德哥尔摩会议第四 (一 )号决议的主 

题一一是大会发交规划理事会审议的；大会 " 请规划理事会顾到《行动计划》的执行 

情况和环境方面的将来发展而研究这小问题，向大会提出意见和建议，使大会可至返 

在第二十九届会议对这问题的一切方面作出决定。 "⑩

1 3 5 .在关于议程项目6 的一般性辨论（参看上文第一章）过程中，日本和墨西哥 

的代表再度表示他们的政府愿意担任第二次人类环境会议的东道国。

规划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3 6 .会议议定将这个问题推迟到规划理事会第二届会议审议。 规划理事会注意 

到了日本政府和墨西哥政府的表示。 .

⑩ 大 会 第 二 九 九 四 （二千七）号决议，第 5 段。



第五章 

组织、行政和机构事项

会谈开幕（议程项目 1

I 37. — 九七三年六月十二日，联合国环境方案的规划理事会第一届会谈在万国 

宫由联合国环境方案执行主任代表联合国秘书长举行了开幕式。

5 . 选举职员（议程项目 2 )

I 3®* — 九七三年六月十二日在规划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他们默掌推选英格门 .

本特松先生（瑞 典）担任主席。 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千二日，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 

文森特 • 桑切斯先生（智 利 ）, 伊 桑 . 谢扎德先生（伊拉克）和西格弗里德 .察赫曼 

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当选为副主席；西 蒙 。贝达亚 • 恩加罗先生（中非共和国）

当选为报告员。

C . 议程、安排会议工作（议程项目3 )

1 3 9 .在第一次会议里，规划理事会又审议并通过了执行主任草拟的临时议程（UIJEP/ 

G C / 1 )。 通过议程如下：

1 . 会议开幕。

2* 选举职员。

3 . 会议议程、安播会议工作。

4 . 议事规则。

5 . 代表的全权证书。

6 . 人类环境行动计划：拟订方案和优先次序。

7 . 环 境 基 金 ：

( a ) 环境基金作业总则；

0) ) 审查并核准一九七三年---------- ■九七四年的基金方案。



8 。环境协调委员会的报告。

9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和展览。

1 0。因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而弓I起的其他问题。

11 . 规划理事会未来会议工作的安排。

1 2。规划理事会第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日期和地点。

1 3。规划理事会行动所涉经费问题。

1 4 。其他事项。

1 5。，规划理事会向大会提出的报告。

140 .会议同意将项目6 和 8 合并审 i义。

141. 主席将秘书长递来的一个关于联合国财政情况的文件的内容通知了规划理事

142. 规划理事会根据秘书处载在《險时议程注释》和 《拟议的时间表》（Ü M ]P /  

0 C / 1 和 Add 1 ) 里的建议，考虑了会议工作安徘的问题》 会议决定将项目7 交 

由•一个会期委员会审议 , 这会期委员会将把审议结襄向规划理事会具报。会议指银文 

森 特 ，桑切斯先生 ( 智 利 ) 为这会期委员会的主席， 会期委员会选出乌托罗。苏 

卡汤先生（印度尼西亚）为其报告员。 ©

D . 议事规则（议程项目4 )

U 3 . 规划理事会接到一份执行主任同联合国法律事务厅协商后拟订的议事规则 

草案 ( U B E P / G G / 3 ) ; 这份草案是根据标准的联合国程序和惯例拟订的。主席建议， 

规划H ♦ 会也同意理事会暂时遵行这文件里提议的议事规则韋案，但对其中.关于 

主席 Ü 人 数 和 组 成 的 第 十 八 条 作 了 更 改 ？由于在会谈前进行的非正式协商 .结果， ' 

已袋议定规剑理事会生廣团包括主席 " - A 、副主席H 人和 â 告员一人,在充分顾到公 

封地域代表性的原则之下予以选出 ( 参看文件 U H E I > / G C / 3 / C o r r  ,  1  )'。

© 会期委员会的报告，见本报告附件二。



144， 主席在讲到非规划理事会成员的国家参与规划理事会工作一 1̂ ^时，指出，就 

中国代表权而论，其参加联合国所属一切机构，必须遵照一九七一年千月二十五曰大 

会所通过题为 "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 的第二七五八（二十六）

号决议办理。

规划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45. 规划理事会在第一次会谈上同意了暂时采用议事规则草案和关于第千八条的 

修正 (U H E P /G C /3和G o r r . l ) 之后，于六月二十日第十三次会议上决定：请秘书处

在这届会议结束后尽早写信给各国政府 Î 请它们在一九七三年T 月三千一日以1^[以书 

面提出对这粉议事规则草案的评论；这矜评☆ 将汇集成一，文伴于第二籍会议之前展 

早时期分发， 会议并同意;由规划理ÿ 会 激 一 个 小 规 模 约 五 人 工 作 指 i谈时应宠 

分顾到公句地域代表性的原则，在第二届会议之前很早时期开会,根播这份议事规则 

草 案 和 各 国 政 府 对 它 提 评 论 ，制 订 组 议 ^ 规则，供规划理事会第二届会议审议

和通过。

■E 一出席情形

• U 6 ,下 列 规 划 •理 事 ，会成员国出， 了这届会议： 阿根廷、 大 

利、巴西、布 i t迪、落受隆、. 射拿大、中非共和国、智利，中国、

法国、加II、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约危迎马拉、.☆岛、印 

度、印度尼西巫、伊朗、.伊柱克、意大利、牙买加、曰本、约旦、肯 足 科 iÿ;特、 

，巴娟L 马达如斯如、马拉维、S 百哥、摩洛哥、荷兰、尼H 系is、已基W 坦、已 

拿马〜秘鲁、 律宾..波兰、罗马，尼ÎL,塞肉;!̂口尔、IS挂勒宫内、 班牙凝里兰  

卡、苏丹、 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土耳其.，苏结埃社会主义兵f-ili 

联H 、：女不列]宣及：!h爱尔兰3!转合王国、坦桑尼ÜE转合共;f指 、 合众a. 内

瑞拉和南斯拉夫。

® 规 划 理 事 会 Æ 个成员国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 尼 i l 、握西哥、瑞典 .



1 4 7 .下列非规划理事会成员国的国家出席了这次会议 :孟加掠M、比利时、古已、

丹受、埃及、芬兰、希腊、句牙利、以色列、象牙海岸、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 

共和国、马耳他、新西兰、挪威、，萄牙、大韩民国、越南共和、南非、瑞士、泰 

国、乌克兰苏维埃铁会主义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首长国、乌拉圭和札伊尔。

148 . 联合国我书处由机拘间事务厅和经济及社会，务部游了代表。

149，下列区城经济委员会派了代表： 欧洲经济委员会、非ÿli经济委员会、亚 

调及巧东经济委员会。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及联合Ü Pt  

灾协调专员办事处也浪了代表。

150. 下列联合国机构派代表出席这届各议： 联合国儿童基金、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跌合国训练研究所。世界精食方案也滅了代表。

1 5 1 . 下列专门机构激代表出，这届会议： 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精食及农业 

组织、联合国敎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卫生姐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4 国际电 

信联盟、 界气象姐织政府间海事协商組织。

152. 国际原子能机构、关税及货易总协定的缔约国也银了代表。 .

153.下列其他政府间组织嚴代表出，这届会议： 加勒比开发银行、某因河 f ： 

行中类委员会、欧洲理ÿ 会、多51河委员会、东非共同体、欧ÿij共同体、美i：:i间开 

資银行、海洋镑泰国际S 亭会、阿拉怕国家联盟、堯渴国家组级和世界创作权組织。

. 154,很多非政府组织滅了观察员列席规划理事会会议。

g  . 代表的全权证书（议程项目5 )

155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日，规划理事会在第十四次会议上通过了主席团提出 

的关于出席规划理事会第一届会议代表的全权证书的报告（U E P / G G / 9 ) 。



G . 规划理事会★ 来会议J：作的安排（议程项 '目 11 )

156. 一幾说来，参加辨论这一项目的代是都认为，在原则上理 ; ^ ☆ 应4&年召开 

一次为期两周（十个工作天）的常会；从联合 ÎSi会议日程表看，这 常 会 宜 在 二 /  

三月间举行；又，在通常情况下，这常会应于内罗毕召开。 代表们认为，在某些 

情况下得對餘情形在其他地方召开续会 , 举例说 , 续 会 可 在 X 会每年常会举行以 

前若干日在联合国怠部举行。

1 5 7 .就两届年会期间的工作而论，一位代表说，宜于在可用资：?尉 内 、在专 

题基础上，把一些工作交给技术性专家♦ 姐办理；这项意见后来获得其他代表的支 

持《 他认力，这种专设专家小组的成员应得到他们本国政府的信任；并建议，就 

象某些专门机梭的愤例一样可拟订专家团名单，根据名单，挑选专家。 他补充说， 

规划理事会应当对这类专家小组负技术性领导责任。 同时，他义力主在现阶段 

不应设定抵行两届会议期间工作的机构。 他说 , 如果所需文件能及时提出，或译 

宣于在第二届会议以前在一个已该有联合国总部的地点召开一次短期性的筹备会议，

158 . 几位其他代表认为，设立常设委员会或常设机构言之过早；据他们的意见， 

这种机构应该等到取得更多经验之后才可设置；他们也不赞成设立一个筹备委员会， 

不过，他们认为在一届会议之前进行协商或许是可取的。

159. 几位代表表示意见说，执行主任有权召集专设专家小姐来处? I特定事项。 

一位代表认为 ， 这类专家应以个人资格而非政府代表資格任 : 他并i；L, 专家小组 

应是非正式约 , 很小规模的。

160. 一位代表建议说，或许宜于设立一个方案咨询委员会， 协助规划理事会履行 

其有关方案拟订和执行的全盘性职务。 他认为，这一咨询机构将顶先鉴理理事会拥 

有的一切有关资料并提出评论。 它也要经常同执行主任协商。 这样一个委员会的 

成员数应该合理；它â 拥有必要的专才；它的连续性应该得到保证。 虽然他承认在 

现阶段对这建议作决定还太早， 但希望这个意思会得到进一步考虑。 他希望规划理



事会较周详的研讨一些旨在创设一个机构来协助理事会履行有关方案拟订和执行的全 

盘性权务的建议。

几位代表认为，规划理事会第一届会议在一般性辨论上花了很多时间；希冀 

未来会议对一般性辨论的发言时间加以暇制。 他们中有几位建议说，各代表团可以

把他们本国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的活动、政策和方案编成书面资料分发。 很多代

表说规划理事会第一届会议的工作，由于一些文件未能及早提出或翻译水平不够标准，

受到妨碍。 他们希望这些缺点将来获得改善；严格遵守六星期前分发文件的规则。

一位代表著重指出规划理事会未来会议的临时议程，其内容应该明确，并应保持在可

办得到范国内。

1 6 2 .参:V:滸祐:的大银分代都认为 ^ 在 第 二 届 会 议 时 ，或许宜于设立几个会期 

委员会来处理特定事项；这种委员会应任由所有感兴趋的代S f i i参； 几位代^^^化 

这 种 会 資 员 会 目 不 应 起 过 两 个

'许多位代表认为，规划理事会来来会议的工作，能否取得积效，将系于提出 

文件的质量、执行主任提议的方案的健全性、和有关环境基金资源利用情形的决定。

规划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64. — 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一曰，规划理事会在第十五次会议中决定：理事会通常应

每年举行一次常会，会與两周，每年二、三月间在内罗毕举行。 理3?会注意到执行 

主任氣刹用包括改府代表在内的专家小组；这科专家小组特协助 .环境方案秘书处 

来拟订规划提议并编制符合适当水平的文件，以供规划理事会审议。执行主任将告诉各

1 6 5 ,关于为规划理事会会议设置筹备机构一节，会议议定，在不影响将来可能决 

定的任何长期安排的条件下，规划理事会第二届会议举行之前或许有需要召集一次会 

议，在非正式基袖上，同执行主任商讨他的全面方案提议中的一些重要部分，然后由 

他正式提交第二届会议审议。 这将是规划理事会成员的一次特别会谈。 会议并同 

意倘这项会议是有必要而可行，主席将商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和执行主任来决定会议 

的曰期、会期和地点。 主席作此决定时将考虑到理事会成员所表示的意见及必要文

件的是否准备就绪。



166.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认为，鉴于规划理事会第一届会议的结束离第二届会议的 . 

召开为时很知•， 环境方案秘书处即将迁移至内罗毕， 而在此期间又要举行大会二十 

八届会议，所以设想在规划.理事会第二届会议之前召开一次蘇备会议 , 是不可取的 •

H . 规划理事会第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期和地点（议程项目 12 )

167. — 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在第十六次会议上,规划理事会审议了执行主任

在一件说明内建议的规划理事会第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U M IP/G C /C . 13 ) 。

168. 一些代表对建议的临时议程提出了修改意见 ;规划理事会同意了这些修正。

169 .在同一件说明里，执行主任说，<^作好暂行性安徘，定于一九七四年三月 

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内罗毕举行第二届会议。

规划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70.规划理事会通过了经修正后的第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并知悉了第二届会议

定于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内罗半举行。 ®

工. 规划理事会的行动所涉经费问题（议程项目 13 )

171.在理事会就各个议题进行辨论的过程中，秘书处促请注意规划理事会有一些 

行动将引起经费问题。

J , 规划理事会向大会提出的报告 ( 议程项目15 )

172. — 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在第十七次会议上，规划理事会通过了这份第一 

届会议的工作报告。

© 通过的临时议程，见本报告附件一。



K . 会议闭幕

173.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在第十七次会议上：代表们按馈例致了颂词 ,

执行主任和主席作了闭幕讲话，然后主席宣布肤合国环境规効理事会第一届会议 

幕。



附件一

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第一届会议所作的决定

决定号数 

第一 (一)号决定

第二 (一)号决定 

第三H 号决定 

第四 (一)号决定

目 录

人类环境行动计划：拟订方案和优 

先 次 序 （议程项目 6 )

环境协调委员会的报告（议程项目 

8 )

联合国环境方案基金作业总则（议 

程项目 7 (a ) )

审查并核准一九七三 / 一九七四年 

度基金方案（议程项目 7 ( g ) )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和展览（议程 

项目 9 )

其他决定

通过日期  页次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ko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57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39

通过曰期 

—九七三年六月十二日

‘九七三年六月十九曰

《议事规则》（议程项目 4 )

因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所通过决议而弓I起的其 

他 问 题 （议程项目 1 0 )

规划理事会未来会议的工作安排（议程项目 11 )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规划理事会第二届会议的族时谈程、 日期和地

点 （议程项目 1 2 ) —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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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第一届会议所作的决定

- H  人类环境;行动计划： 拟订方案和优先次序 ( 议程项目 6 )

环境协调委员会的报告 ( 议程项目 8 )

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 ,

已经审议了执行主任的报告《人类环境行动计划： 拟订方案和优先次序》 ， ®  

环境协调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报告，⑧以及执行主任在环境规划理事会第一届会议

开幕式上所作的政t 性讲话

顾到各成员国表示的意见射》 t o L L 述各报告所作的审议，

—*般性政衆^目标

1 . 重申依照大会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的第二九九七（二十七）号决议和联

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行动计划联合国环境方案的一■般性政策目标应是：

(a) 对自然的和人为的生态系统作综合各学科性的研 究 ， 以增进知识， 来对生物 

层资源从事整体化和合理化的管理，及保伊人类福社和生态系统。

(13)鼓揚和支持在发展、包括自然資源的规划和管理方面采取整体化方法, 以考 

虑到各种对环境的影响，而达成最大的社会、经济和环現的利益。

(C )协助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处理它们的环境问题，并帮助动员更多的财 

政资源以办理必须的技术拔助、教育、训练、新:闻的自由流通及经验的交谅.， 

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充分参加关于维护和改善环境的国内和国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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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意到下列详细目标 , 作为联合国环境方案的准则，但是这些目标未经充分讨 

论，亦非包括一*切

( a ) 预渊和防止因会物、空氣和水汚染而 '造成对人类健康和福利的威脉 ;

(13) ÏÆ過对来自海洋和睡地的污染源的控制，来 偵 察 if:对海洋健康的严重 

威胁，并保证海洋生物继续繁荣滋长；

(C )' 改艮人類用水約水廣 , 使人人均可享用符合人類 t t康需要的水☆ ;

( d ) 帮助政府改進鄉村和域市 '居住匿的生活条件；

( e ) 防止因冲賊. 缴械化或汚染而造成肥沃土壤力袖失，技制沙^ ^ ^ ^，恢复千^  

土壤的生產力；

( f ) 帮助政府管理森林資源，以求满足現& 和將来需要 ;

. t e ) 預測自然灾害并帮助政减輕這種灾害的后 果 ；

(1 1 ).協助政府預測和防止人造氣候變化所引起的不艮影响；

( i ) 鼓勵和支持能源的閱發和能的使用，以保証將來能的供應水平足数經濟 

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滅少對環境的有書影响； . .

Ü ) 帮助保証工業化國家來取的環境措施不對 .國際貿易，尤其是發展中國家 

的經濟、贸易或其他利蟲，發生不利影响，幷帮助發嚴中國家盡a 抓注由于環境， 

. 闕注而造成的相對優勢的變化所產生的各種机會；

0 0 保護受域絶威脅的動植物品種，特別是對人類生命和M'a利有重要 性 ☆ 品 ’

種 ；

( 1 ) 帮助政窮確定和 '呆存封各該國具有重要怠義、同f l f標成全人 Î⑤自然和文 :

化遺產一部分的自然區和文化區；

( m ) 帮助政府在發展規划方面考 ;g 到人口 :，曾長、密度和分布與可供利用源 

和環境 PS响之間的：！系 ；

0 ^ ) 帮 H t 遍巧環境敎肖和知識 :来增加公衆的警觉，打促 iili公 广 泛  

参加和支持坏境行动。
- h i  -



^ 联合国环境方案采取行动的优先次序

3 .注意到人类生命的素质必须成为环、境方案的中心问颠 ; 因此，改良人类整个生 

活环境的问题和研究对人类有迫切影响的环境问题在整个方案中应占最优先的次序，

4 .决定环境方案的主要专门任务是 : 了經和评价主要的环境问题，其中以 "地球益

察 " 为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环境管理活动；及各项支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 

是 ：

(a) 向政府提供技术援助以帮助它们评定环境需要并规划和执行满足这些需 

要的措施；

C b )协助训练需要专门技术的工作人员，以参加保护和改善环境措施一一包 

括从环境着眼适当的技术一一的研究和应用，特别注重规划与货理 ； ’

( C ) 提供财政或其他方式的支援来如强一些国家和区域机构；这些机拍可对 

环境方案中议定措施所需的国际体制作出重大贡献；

( d ) 提供资料和有关材料以支持各国在环境方面的新闻和教育方案，并都助 

政府或非政府方面的努力，以期有关发展的杯境资料更易于获得，

顾到如下的需要 Î

( a ) 改善人类的健康及其福社；

( b ) 保存并丰富维持地球上生命的生产资源；

(C) 了解人类与生物层其他构成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

( d ) 以最有效的方式来综合发展和环境问题 ;

( e ) 特别考虑对发展中国家尤为有利的那些活动。

5..•^选择执行主任采取行动的优先领钱应凭如下 ^̂ 1行政标智：

( a ) 问 竊 具 有 全 球 .遍 意 义 ；

( b ) 问题的迫切性；

(C) 审议联合国体系内外已在进行的工作；



( d ) 使用现有资源作出重要切实贡献的可能性；

( e ) 改艮國際環境合作的可従性。

6 .决定执行主任应于下文提到的主题范围内开始采取行动：

7* 方茶的主题范围依照直接与人的迫切物质条件和环境问题有关的先后次 

序在下文徘列；

置到每一主范围内所列事项并不规力完备亦不严守犹先次斤且在一个主 

題范围内采取的行动并不挪除在以下各主题范图采取行动或针对某些区域的窃要拟 

订种种方系；

9.里拔行主任在夢合国环境方案的能力与可得的资源范围内编制关于方案活动的 

具体提案，同时提出关于这些提茶是否可以立即执行的评价，执行方法和费用以备 

第二届会议审议；

1 0 . 1 执行主任特别注，规划理，会辨说时强调其重要性的邵些优先范围内的评细 

主题；

11 .承认下文第 1 2 段(0)项和其他优先主题范围有相互关系因此请执行主任立即将 

该主题并入其他主题范围且特别为这一项拟订行动方案；

12. M 执行主任执行下列任务：

( a ) 人类住区、人 类 生 活 环 境 和福社

H 由规划理事会第二届会议编制大会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的第二九九九 

( 二十七）号决议所要的关于人类居住区设置一个国际基金或筹资机构的 

问题的报告； '

( = ) 注意到大会一九七二年千二月千五日的第二九九八（二 十 七 ）号决议，并 

对该决议所生的结论表示关心又据此向环境规划理事会提出报告；

、二J 支 拷 目 提 高 ：̂1.^^水平相消灭特别由于发展不足环境 t 况M

生风土戾病种狗方某；

预 和 防 i i ü 食 : .空^ 和水的 i亏染对人身健康的K 路；与有关组织合 

共同为有矢 :5 4'? 定 医 ；



⑥ 促進、鼓勵和支持發展在廢物處盧和水處理方面巧能有广泛应用，特別Æ 

熱帶地區a 用的低成本新技術；

^ 與造當机構合作援助發展中國家擬U 和使用低成本的辦法來满足其住房 f

要的环境条件。特别应着重劳工密集措錄以及利用本地林料的方法；

( - Ü 促進有關過渡性居住區的特殊問題的研究》包括鄉村人口移居都市所及 

的 II會和經濟因第；

(/ \ )協助供給城市和乡村居往區 :足域的可以喝的自来水；

(/I).保证适当地注意人口密度的环境问题；

(b) 土地、水和沙漠化

H 展開一項協調一致的方案，協助各國控制因冲触、段fcH匕、沙漠化、和红

土化所引起的肥沃土壞的喪失，幷帮助它們里拓土地，后者从生态角度来

看和特别重视阻止沙漠的扩大是一致的；

仁） 協助各國評价因开矿而引起的土壤 降 解 幷帮助它們止這種降艇和作出 

補救；

a 協助各國防止汚染造成的吧沃土墙的喪失，及减輕土结的现有汚染程度；

■ , 卸） 支 援 和 鼓 励 协 调 致 的 研 究 方 案，藉以发展 , 管理和# 持生态系统 ,尤其 

■ 是不毛之地和热带森林，特别顾及支援各国政府在其国家和区域方案中所 

发动的努力；

® 支援、鼓勘和发动国家和国际间对有效预测軍情作出努力，并协助各国减 

. 祭翠的后果：

, 协 助 各 国 政 府 防 止 或 补 毅 水 的 污 染 ：并发展废翻再循环的安全办法 ; 

帮助发展水资源以g 足现在和将来对高品质水 èg要求；

亥援鼓碌国家和国际间对评价农业化学物对人类和生态系统所发生Êg?T、 

境上的影响，以及在避免农业化学物发生任何不利响方面作出的努力’； 

( W 发 起 评 造 林 和 跋 坏 森 林 的 趋 势 ；



( c ) 敬盲、训练、援助和报导

H 支持并鼓励发展有效的机构 , 以收集^ ^析并传殺科学、技术和埃律文献，电和不 

同的研究机构中现有关于环境问题的资料，做这种工作时要特别想到发展 

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a 支持并鼓碌剑练各种环境领域内的专家，特别在发展中国家训綠这种专家，

以协助发展当地的专门知识；

曰鼓励在一切水平进行的环境教育和新闻报导，以协助提高毅众对环境问题 

的注意和了解；

H 支持并鼓励在各发展国家内发展有关环境问题的研究能力6

⑥ 继续进一步发展国际查询机拘的范围9结狗和能力，特别考虑到使各发展中 

国家能及时并适当地利用这项役力免牧用；

提倡并支持举办有关环境教育及研究技术的国家、 区填及国际座谈会、研究 

班和实习班 ;

(d) i 易、经济、技术和技术转让

H  # 助保证各国政府所采取的环境措施不对贸易设置不必要的非关税壁全致

特别 fê发展中国家于不利；滞助发展中国家尽量利用可能因杯境考虑而在 

相对优势上引起的变化对它们造成的机会，并评他因此而发生的危险；检 

查可采取什么方法来抵消因发达国家所采的环境措施可能在货易上造成的 

不利趋势；

a  检查是否可行，如系可行，創设一个全球性的 " 及早警告 " 系统，使一些

国家能知道其他国家正在策划的环境措施对其货易可能发生的影响，或者 

对环境有香物质的出口，对其人民健康可能发生的影响；

B  检查新工业设置地点正在、或可能、受环境因素的影响的程度，以於这事

特别可能为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危险或机会； ’

(四） 检查为一些自然产品如纤维、橡肤、森林产品可发展的最适宜用途；掛酌 

情形同其他国际机构合作，建议采取国家行动和国际行动；检查如果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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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品和代用品的现行生产水平和未来的增长率对于污染问题可予减轻的 

程度，而那些合成品和代用品的天然产品是可由戾展中国家生产的.:；

( E ) 协同其他适当机构，采取步驟鼓励发达国家增加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援助， 

后者因使用对环境无，技术而负担的额外费用得到弥补； 

m 掛酌情形协助各国制定用以评价方案的准则 , 这种准则将考虑到环境影响。 

æ 鼓助在低废料技术和无废料技术方面交流资料和合作；

( / ^ 放碌训练人员，掌握把环境考虑纳入发展规划的技术、 以及鉴定并分析各 

种替代办法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与受益关系的技术；

W 鼓励进行全面研究， 旨在预防国际技术转让、特别是从发达国家转让技术 

给发展中国家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并评价这类预防的功效；

(e) 海洋 

H

H

(-Ü

就影响特定海域的海洋环境和其生资源的问题进行客观评价；

编制一份关于处理海洋生牧资源的保伊和管理的国际性组织和区墙性组织 

的活动的调查；

帮助各国辨认并控制来自陆地的污染，特别是经由河流进入海洋的污染；

推动国际协议和区域协议来控制对海洋环境形形色色的污染，特别是有关特 

定海域的协议；

敦促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订立时限彻底禁止故意的播油入海，并寻求订 i 措 

施使因发生事故而导致的徘油入海的可能性减至最低度；

拟订一项方案来监测海洋污染和其对海洋生态系统的 f ，响，如获得有关国家 

协议，特别 注 意 一 些 特 定 海 城 括 - - 些半封闭的海城的特殊问题；

IB iï国 îifMI综委员会通过协定将商业捕餘活动暂停千年； •，-

( f ) 保護天 然 、野生☆称遺傳資源
H 推动对各种动植物的保护和保 存 9特 別 是 罕 有 品 墙 或 有 域 危 险 品  
(= )支持从生态观点来■fîf討 生 态 系 統 过 程與 人 類 活 影 响 的 關 系 ；
Q  :辨认与保存独特的天然名勝和特别具有代表性的天然生态系统； 

m 发动编制一份有灭绝危险的農作物、鱼、家畜和微生特品种的詳被自錄，井 

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所办理的关于保存遗传资源的方案, 进行合作 ;



⑥ 支援發展中國家內的區域机擒和国家机构，来推动搜集、评价和保存各 

. 种 动 植 物 的 基 因 库 " , 以便为后代子孙着想，保持àâ传方面的多样性 ;

^ 推动在完全志愿基础上编制一份清洁河■流登记册；

(g) 动力

收集关于十分复杂且有许多未可始料的错律关系的世界动力危机问题的详细资料，

以便提交规划理事会下届会议。

1 3 ..邀请执行主任 就 《行动计 划》的其他领城收集资料和辨明可行性，以求达到 

一个地步可容许拟订具体的实施方案；

1 4 .并请执行主任在拟订环境方案时力求使它们与《国际发展战略》及 与 《科学 

及技术应用于发展工作的世界行动方案》协调一致；并 f 他在这方面采取的步驟向规 

划理事会下届会议报告， 使规划理事会能够遵照大会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的第 

三0 0 0 ( 二十七）号决议第 4 段的规定就这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

环境方紫的未来行动计划

15. Ê 盡到執行主任有意在如下各領域展湖初步工作，將来巧能恩致具体的提議以供规 

划理事会日后审议：

( a ) 人的活动可能引起生物层内若干因素的改变的可有 " 极 眠 "；

(13 )有益地利用气候改变技术；

( C ) 特定工业的特殊的环境问题；

" 生态发展 " ， 旨在支援住在村庄和他种农村居住区中的人民在他们的 

本身发展过程中更好地了解并利用他们当地环境里所有的自然资源和技 

术；

(e) 作出安排使会员国得就标准和法律达成协议并作出其他程序保证它们认 

识自然过程在生物层发生作用的安全极限并将迫近的危险向它们-预作警 

告；

- J+7 -



^ 方案的规划和执行

各会员国提供其本国内同环境方案有关的各种环境工作的资料，

1 7 .并邀请各国政府积极参与执行主任为了制订方案而发动的协商程序 .

1 8 .邀请3衷合国体系各成员机构经常地向环境方案的执行主任提供关于它们在环 

境领城内正在进行中的和计划中的活动资料，以便执行主任可利用这类资料从事方案 

规划，避免工作重复，并增进合作；

19*道执行主任将联合国体系内外进#的同联合国环境方案有关的一切活动让环 

境理事会充分知悉；

: 2 0 . ^ 联合国环境方案同联合国体系其他成员机构进行的合作性协商，并称赞

环境协调委员会已作出建议性开端，有助于理事会的工作；

21 . É 理执行主任已作出安排以便利各区域参与环境方案工作，

2 2.认为环境问题的辨认和环境行动的实施应充分顾到地理 ‘ 地区和国家条件、

此外，在共同地理地区，环境方案必要时可支持各国间的双边合作或多边合作；考虑 

这种支持时，须充分地注意到地区组织和小I 区组织已做的工作；

2 3 .请求执行主任一方面尽量利用整联合国体系的資源来达成方案目标,另方面

遵照大会第二九九七（二十七）号决议，利用联合国体系外的适当组织，包括世界各 

地的国家组织和国际组织，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资源；

協助各國政府處理它們的環境問題
. , • • . - ... - '

. 2 4 .授權執行主( S立部開始執行封支持各國，時别是发展中國家約环境行勤的各項

提议，所用方法包括推广技术援助，郁助组织训练方，案，支助加强机构的能力，动员 

更多的财政资源和鼓励及支持发展新的，对环境无，的技术并尽量加以传播；



(1) 现測

25. g ü 各 政 府 ，聯合國体系各组织和国际 .学社团协力筹备使地球监察方案的 

观测部分早日展开工作。

26. ^ 应先遂步建立一个观测系统来现测一些可能影响天气和气候的污染 

和一些能积聚在生物有机体内并能经由生态系统，特别是沿传染途径进入人体的顽强 

和普遍散布的物质；应遂步拟订国际同意的 " 初步保护标准 " ，据以来评佑污染水平 

对于人类健康的重要性；

27 .承認动測工作的內容媳不止是處理化學汚染物，還應使用一切适當方法來辨^

一些对发展事业有影响的环境问题，如病媒传染的疾病；»

28 .遮请执行主任采取必要的步骤于一九七四年召开一个技术性政府间会议，博 

助辨认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污染物，瑜定对这些汚染物的观测工作目标、一般性原

则、和交互校准的条件，并拟订各种观测方案备提交规划理事会；

2 9 .飲迎肯尼亞政府表示想作iR道，邀請該次會議在內羅舉舉行。

②  國 際 査 詢 度  -

30.授权找行主任展开 [Si际査询制度的试验阶段 ,利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 

有关国际组织的专门知识 , 并请他将切步结果向规划理事会第二届会议具报，以便规 

划理事会对这个问题得作进一步考虑，然后作出最后决定。

A  1 2 際公約

讽 行 主 位 照 《关于有50^危险 ：̂’3各狗野生动植物国际买卖公约》第十二 

条规定，供给为执行该公约所需的秘书处服务；并请执行主任掛酌情形对环境领域内 

其他国际公约的拟订工作给予协助；



3 2.盤里各國政府考慮參照本國特殊情况，设立或加强冬种机篇和各種活動藉以提高

民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

3 3 . 1 執行主任保証环境方案活動的规勉務須配合幷支持在这个领域内的国家 

方案；

3 4 ,稱贊各國政府和執行主任爲舉辦世界環境日宠取的行勤 9 ,認每這是提高民聚認 

识的有效手段，并，请所有各国政府将来参加纪念这小曰子。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 r 二日 

第十七次会议■■■ * Lif «rt*



二H 联合国环境方案基金作业总则 

( i义程项目7 (a ))

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

養通过下面的联合国环境方案基金作业应遵循的总则：

第 一 章 序 言

联合国环境方案基金是由大会根据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的第二九九七（二

十 七 ）号决议 -以下简称 " 决 议 "  ■设立的。 本 《总则》是根据决议第三

节第 7 段拟订的，其中规定理事会应拟订管理基金作业必需的一般程序。

第一条

定义

本总则应适用下列定义：

( a ) " 基 金 " 是根据 " 决议 " 设立的 " 联合国环境方案基金 " ；

(扮 " 规划理事会 " 是指联合国环境方案的规划理事会；

( 0 ) " 政 府 " 是指有资格担任规划理事会理事的任何国家政府；

( ^ ) " 合作机构 " 是 指 在 " 决 议 " 规定的范国内，协作执行 " 基金方案，’ 

或一项计划，或 与 " 基 金 " 合作推行各种活动的联合国、专门机构、或国际原 

子能机构；

( e ) " 辅助组织 " 是指联合国以外的组织，依 " 决 议 " 第三节第 6 段所称 , 

推行基金所资助的各种活动者；

( f ) " 行预咨委会 " 是指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 g ) " 秘书长 " 是指联合国秘书长、或指秘书长授予处理一项事务的权力 

或任务的人员；

(d )
决议的全文将要附于本总则的铅印本。



( h ) " 执行主任，’ 是指联合国环境方案执行主任，或指执行主任授予处理 

一项事务的权力或任务的人员；

( i ) " 基金方案 " 是 指 " 决 议 " 第一节第 2 段(g)项中所称的基金资源的使 

用方案；

Ü ) " 基余方案工作 " 是指基金方案的构成部分、 已经理事会核准、 由规 

划理事会拨敦办理者；

( k ) " 计 划 " 是 指 " 基金方案工作 " 内单独开列的一项X 作 ；从管理上讲 , 

它是指一项单独的财务事项、为一項特定用途、及有一定时限；

( 1 ) " 计划文件 "是指关于 00项所称计划的一个正式文件，其中包括目标、 

工作规划、頸算、有关的背景和辅助资来4% 以及执行这个计划有关的任何特别 

安排；

( m ) " 财务准备金 " 是指为了保证 " 基 金 ，’ 在财务上的流动性和健全性_

为了补偿不平街的现金流动、并为了满足规划理事会时常决定的其他类似需要

而 设 立 的 准 备 金 户 ；

( n ) " 基金方案准备金 " 是指每年设置的准备金，其数额须足以满足格时

需要，提供非预料到的计划或计划各阶段的经费，并满足规划理事会可能决定

的其他用途；

( 0 ) 基金可运用的 " 资 源 " 包括：

H 各国政府认捐或缴付的自愿捐款，以及各辅助组织和非政府方面

所缴付的自愿捐款；

P 杂项收入；

( P ) " 拨敦 " 是指执行主任授予从" 基金 " 中拨出资源充作一小或一小以 

上特定用途的权力；

( d ) " 承担开支 " 是指由执行主任、或由他授权人员，在拔敦范围以内，为 

计划承担的任何债务的全部数额；

W  " 支出 " 是指执行主任为偿# 全部或部分承担开支而支付的款项。



第 二 章 基 金 的 资 源  

第二条

资源

基金的资源應來自自愿捐款及《財務細如》內規定的其他来源。

第三条

認捐

1 . 政府可以在任何时间对 " 基 金 " 认捐。

2. 自愿捐款可以按照一年一度的方式或若干年的方式認捐。 能時，政府 

认捐应用若干年的方式。

3 . 秘書長經规划理事会要求，应召开认捐会议，由政府在會議中宜布對 "基 

金 ，的捐款。

第四条

資源的管理

基金的資源應依照《財務細則》的規定取得、授權、管 理 、使用和處捜。

第五条

信托基金

執行主任獲得规划理事会的核可 ,可以在基金的范国内，设置若干信托基金，以充 

與基金政策、目標和活動相符合的特定用途。 每項信托基金的目標和限度，应明 

確 規 定 。 《財務細則》應适用于依照本条規定設置的任何信托 ;IfeÉ 0

第三章基全方案的核定與執行 

第六条

规划理事会和执行主任的职务

1 . 规剑理事会应提供一般性政策指示，以保证基金的资源按照基金用途获得 

最切实、有效的运用。 为此目的，应根据未来资 -源的佳计数额，并根据规划理事 

会依照执行主任的建议而制订的资源分配条件，来核定各项计划。



2 . 執行主任Ü 桐 制 基 金 方 案 " 和詳翻的" 基金方案工作 " ，連ilTl列献资源 

和支出慨算的一项中期计划，每年向规划理事会提出。 向规划理事会提出的 "基 

金方案工作 "中应尽可能多列详情，包括拟想的业务活动和支出係计。

3 . 规划理事会应核定基金方案，并应对其所包括的 " 基金方案工作 "实施有 

效管制，分配资源给它们，并控制它们的用途。 为此，规划理事会应按下列主要 

支出项目核准必要的拨敦：

( a ) 從 基金方案工作 " ；

( 功 **基金方案准傭 金 #的活 i n  

( « ) " 方 案 支 持 " 費用 I 

( à ) " 甚 金 " 的行政 ;t 用 。

’在核定基金方案工作时，规划理事会如果决定这样作，就应该要求执行主 

任在不妨碍预先规划活动的条件下，将在已核定的基金方案工作内要执行的任何或 

所有计划，向它提出，以便审议和核定。

5 . 以不访碍上文第4 段为暇，执行主任代表规划理事会并根据规划理事会的 

授权，应在基金方案工作经赛分摊额范围内核准各项计划，并按照核定的基金方案 

分拨经费。 但是，执行主任应向规划理事会提出任何计划，如果因其所涉政策或 

规模关系，需经过规划理事会的审议和核准。 执行主任也应将他认为须由本人直 

接执行的计划提交规划理事会核准。

6. 规 划 理 事 会 每 届 会 议 应 知 怒 自 上 届 会 议 以 来 所 核 定 的 一 'ÿ]計 

划 》和這些計划的執行進度。

7 . 除规划理事会可能授权给他的对于核定的基金方案的上述责任外，执行主 

任应如下文第七条规定，就基金方案实施的各阶段和各方面，向规划理事会报告并 

负责。

第七条

t i f t i 任

1， 基金应由执行主任接照规划理事的政策指示加以运思执行主任应 I 基金作



业全盘责任 , 包括就基金方案所有各方面的管理和执行，向规划理 :ÿ 会直接报告并负 

责。 唯有执行主任有权向规划理事会提出拟议的基金方案。

2 . 执行主任，有权代表基金，在规划理事会的权力之下，缔结符合《总则》

和 《财务细则》、且为基金的切实有效作业所必需或适当的安排，包括契约协议在内=

第八条

计划的拟订

1 . 执行主任应在基金可用资綴的范围内，在连续基 ÎÎÈ上 ，拟订必妥的计划，以 

执 行 理 事 会 所 核 定 的 基 金 方 案 工 作 ；奴 订 时 应 适 当 顾 发 展 中 国 家 特 ☆ 需要。

2 . 执行主任应确定各计划所要达到的目标，并将这些目标载入《计划文件》 

计划完成后希望采取的贯彻行动也应于确定后载入。 在适当情現下，Si立这种贯物 

行动所根据的基础2 也可列为计划的一 ♦ 适当自标。

3 . 在 《计划文伴》中，执 行 主 任 应 说 明 为 了 成 功 地 找 这 项 计 划 将 要 的  

财务、技术、管理和其他资源。

4. 执行计划的办法必须符合规划理事会根据执行主任的建议而核定的一般性准

则。

5 . 《计划文件》中应载明小别计划的详细执行办法，包括一个说明g 个计划所 

涉经费的慨算。

6 . 执行主任除经常同政府进行协商外，应定期同环境协调委员会进行协商，特 

别是就本条有关事项。

第九条

合作机构和辅助组织的选定

执行主任应指定为执行每项计划所需的合作机构和捕助组织，并特别注意 Ï；转合®  

体系内可用的能力。

第千条

提供资源的责任

计 划 文 件 中 应 到 明 些 合 作 lu肖和辅助组织负责提供第八条第3 项所 

称的各种贫源, 以及它们' { £ 执行赛天计 Et f ) \  i-t l à  f i  t 'U  ri 。



计划的执行

1. 在必要时，为确保 " 基金方案 " 发挥最大效率或增进其能力、并适当顾到费 

用因素、和顾到需要有效地使用联合国体系的能力, 可以掛酌情形 ,在充分顾到公平 

地域分配的原则下，使用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可提供的适当服务，包括： 个别专 

家、采购设备、用品和各项服务 , 及执行计划所在地国家内可提供的训练设旅， 在 

选择这些服务时，除 须 充 分 注 意 保 证 基 金 发 挥 有 效 用 途 外 ，将优先使用发展中国 

家的专家、其他人员、设备、用品、训练设族和其他服务。

2 . 授权执行主任执行各项计划，但如上文第六条第5 项所规定，每项计划均需 

获得理事会核准。

第十二条

联合国环境方案内部执行决议 " 的佳力

应使用基金以保证在联合国环境方案力部建立并维持为克分执行 " 决 议 " 和理事 

会的决定所需的能力。

第十三条

各机构提供的便利

执行主任应于必要时借助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现有便利. 办 

理其所属人员所能提供以外的服务。

第十四条

报告 ■

执行主任应依据他所担负执行 " 基金方案 " 所有各方面的责任，向规划理事会提 

出一年一度的报告，并掛酌情况提出特别报告，报告中必须着重 " 报告绮效 " 的慨念。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曰 

第十七次会议~



三(一） 审查并核准一九七三年-----------九七四年的基金方案

( 议程项目7 (b ) )

A  ■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理 ， 会 :
^ 对执行主任在文件üHEl>/GC/8 ( 第 9̂  16、1 7和 2 2 段 ）内提出的关于 

" 財务准备：ÉT"、 " 基金方案准备金 " 、 " 方案支持费用 " 和 " 基 金 行 政 费 用 " 

的提议，核准其一九七三年部身并暂行核准其一九七四年部分;注意了执行主任 

已表示将努力对® 算经费求达到 " 行政及預算问题咨询要员会 " 在文件 uiT；Eiyt}(v^  

工、9 第 2 2 段内建议的节省数额； 并附一项了解 :执行主任将向规划£1亭会;二届 

会议详尽报告这项努力èg结系 ; 另外有一项了解 :一九七四年的拨款将由规划g 事会 

第二届会议根据附具充分文件的订正提议和佶计重加审查 。

B

宾 合 国 环 填 躲 划 理 亭 会 :
1 , 决定对于至规划理事会第二届会议时可使用的资源 , 按照下表一所载"基 

金方案工作 " ，加以分配；

2 . ， 行主任办理适当的方案拟订工作和方案拟订前工作，按照下表所列和 

上文第一 H 号决定内详细说明的各项工作，来使用基金款項；

3 . 授极故行主任为保持 " 方案" 的 完 性 , 于遇有必要时，得调藍基金款项 

在下表所列预算项目之间的分配，以任何一项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为限度：



( 百万美元）

A . 人类住区、人类健康、生活环境和福社 

B . 陆地、'水和沙漠化

C . 教盲、训练、援助和报导 

D ，贸易、经济、技求和技术转让 

E . 海洋

? . 保护自然、野生物和遗传资源 .

G . 动力 

地球监察 

A . 观测

B . 国际查询制度

其他方案规划，包括环境方案的未来行动计划

1 0

0 8

0 5

0 6

0 5

0 1

0 3

0 9

0 3

5 5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g 

第十七次会议



四H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和展览

( 谈程项目 9 )
A

联合国环境規划理事会，

Ü  了有关联合国人类资区会议和展览 " 的文件，◎

考虑了各方在辩中对这事表不的意见，

这个会议和展览是为求改进人类住区环境从事不断规划和执行过程中 

的重要一步；

益决定建议大会考虑下列几点 :
( 1 )大会在第二十八届会议应核可载在文件une V G C / ^ 和 Add. 1和 

•GC/L, 2 内 的 有 关 这 个 会 议 和 展 览 .的宗 '旨、 目标和頭算费用的各项建议。这个

会议和展览的主要宗旨应为：

( a ) 鼓戚 革 新 作为交流经验的工具，及保证将人类居住区方面的新观念和新 

技术作I最大可能的散播；

0 = )就这方面作成并提出关于一个国际方案的建议以协助各国政府 ;

( C ) 在能够提供财 .承及在能够使用这些财源的方面，激发它们为人类居住区发 

展适宜的金融制度与机构的兴趣。

(2)应请联合国秘书长承担这个 " 会 议 和 展 览 " 的全盘责任，并请其顾到各方在 

理事会第一届会议辩，论中所表示的意见。

(3).大 会 下 届 会 议 应 设 置 一 联 合 国 人 类 住 区 会 议 和 展 览 筹 备 委 员 会 ，由具 

有优越资格的成员至多五十八名组成，向秘书长贡献意见。 这委员会的组成应顾 

到公平地域分配的原则，它 的 成 员 应 自 规 划 理 事 会 成 员 国 中 选 出 ， 不 过 ，

同 时 也 須 考 虑 到 住 房 、造 房 和 设 计 委 员 会 的 成 员 。

(4)这 个 筹 •各 委 员 会 ，除 其 他 亭 项 应 负 责 协 助 秘 书 长 来 间 明 并 确 定 这 个 会 & 
和 展 览 . 的目标 I.

©  文 件 imE；p/GC/6 , 和 Add。1 ; t jn e p / g c / l。2 。



(5)应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尽速委游 这 个 会 议 和 展 览 的 秘 书 长一人，通过联合 

国 环 境 方 案 执 行主任向联合国秘书长具报，并与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副秘书长， 

各区域经济委员会的执行秘书、 以及有关的专门机构的首长密切合作；并立即设置 

一小规模的会议秘书处，设在组约联合国总部内，利用联合国体系特别是环境方案 

秘书处和住房、造房和设计委员会所有的资源。

(6)应 校 贫 这 个 会 议 和 展览的秘书长视筹备程序的醫要召开专家委员会 ; 由于

筹备这项会议的时间有限，应请各国政府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三十B 之前向会议和 

展览的秘书长指明它们拟把哪些示范计划作为联合国人类住区示范计 划 在 

会议和展览中展出。

⑦为了郁助这个会议和展览的筹备工作：

( a ) 应邀请联合国、各有关专门机构、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和贝 :»*特 ^̂€合 ^经 济  

及社会事务处、 以及世界報行集团提供密切合作，并掛酌情况，协助筹备委员 

会的工作，包括安排区域性或分区域性的会议在内；

( t o )应道请所有关心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一切冗能的援助 ;

(C) 使用一切方法向全世界宣扬人类住区问题的性质和重長性；

( d ) 秘书长座采取具体步驟使所有参加国家在筹备工作中都发挥积极作；f L  

'  (8),秘 书 长 应 将 筹 备 工 作 进 度 向 规 划 理 事 会、-及通过经济及社会51 

事会向大会随时拉告，并在适当时间提出一份 关 于 这 个 会 议 和 展 览 的 最 后 盘  

告 ，其内容須，般括对结果的评价并提议应采取的贯彻行动。

(9)既然为了保证会议和展览的成功，必须有一个声势牡大的发布新闻方案，所以 

秘书长应该拟订一个方案和费用係计 , 提供大会审议。

B '

联合国环^£毅划垣♦ 会 ，

1 。i 主意了联合国秘书长报告® 中所列的联合国为举办这小会议和展览所涉的 

经费问题；

®  U I fE P/G G /6/A dd ,  1 。



2 ,  会议和展览的基本费用由联合国正常顶算开支；

3 * 暂先核准在第二届会议前必需由 " 基金 " 承担的开童部分 , 以便会议和展 

览的工作立刻开始，但须由第二届会议较详细地审查这些费用的总额；

4 . 建议我书长通过一切方法将这个会议和展览的费用保持在合理暇度内，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十五次会议

: Ë £ M

(1；̂佳巧 4 )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二日，在第一次会这上规划理事会决定暂时采用<»规剑草 

案 》，以及对第 1 8 条的修正（11^111^^0/^/和0 01 '1 ' .1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曰 ,

在第十三次会议上，规 划 理，会块定要求€◎书处在这届会议结束后尽早写信给各国 

政府，请它们在一-九 七 三 年 千 月 三 千 一 以 前 i乂韦面提出对这议事规则草案的坪 

论； 这种评论将汇集成 - - 汾文件于，二;â 会议之前很早时间分发。规划理事会并戾 

定指派一个工作困，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肯 足 墨百哥和瑞典五国代表 

组成，在第二届会议之前开会 : 我 # 这後议 * 統 ;巧草案禾2各国政府对它提起 ^̂ 斤̂ {^^ 

制订一组议事规则，供规划理事会第二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因大会，二千七届会m  3.过的各項块议?51弓1起 其 fë■问结

10 )

1 . 《联 合 国 人 环 言 》

规划理事会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九日第十二次会议上决定将这问题推迟到日后 

一届会议审议。



2 , 国家级的行动

—九七三年六月十九日，在第十二次会议上，规划理事会决定要求秘书处研究 

什么是安排各国政府递送关于它们本国环境政策、方案和机构的资料传递的最好方 

式，并向理事会报告研究结果。 规划理事会邀请各国政府将各项与方案有关活动 

的资料递交执行主任。

3 . 召开第二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问題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九日，在第十二次会议上，规划理事会决定将这个问题推迟 

到理事会第二届会谈审议。 规划理事会注意到了日本政府和墨西哥政府表示愿作 

为第二次会议的东道国。

规划理事会未来会谈工作的安推 

( 议程项目 11 )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规划理事会在第十五次会议中决定:理事会通常座 

每年举行一次常会，会期两周，每年二、三月间在内罗毕举行。

规划理事会注意到执行主任拟利用包括政府代表在内的专家小组;这种专家

小组将协助 " 环境方案 " 秘书处来奴订规划提议并编制符合适当水平的文件，以供

规划理事会审议。

关于为规划理事会会议设置筹备机构一节，会议议定，在不，响将来可能决定的 

任何长期安排的条件下，规划理事会第二届会议举行之前或许有需要召集一次会议，在非 

正式基描上，同执行主任商讨他的全面方案提议中的一些重要部分，然后由他正式提 

交 第 二 届 会 议 审 议 。 这将是理事会成员的一次特别会议。 会议并议定：倘这项

会 议 是 有 必 要 可 行 ，主席将商同主席团其他成员和执行主任来★ 定会i义约0 1:;]、 

会期积炮点。主席作此决定时将考虑到规划桂，会成员，[表示的?2：]^及:̂6要文'(^提否 

准备就绪。



规划理事会第二届会谈的他时议程、 日期和地点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曰

的临时议程如下：

1。 会议开幕。

( 议程项目 1 2 )

在第十六次会议上，规划理事会通过了第二届会议

2 。 选举会谈职员。

3 。 议程、安排会议工作。

4 。 代表的全权证书。

5 。 议事规则。，

6 。 执行主任的介绍性报告。

7 。 环境协调委员会的报告。

8 。 环境方案：

( a ) 审查联合国体系内的环境方案（参照大会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 

五曰的第二九九七 (二十七 ) 号、第三0 0 0  ( 二十七）号和第 

三0 0 二 （ 二十七）号决议；

( b ) 核 定 " 环境方案 " 内各项工作和它们对 " 基金方案 " 的影响。

9 。 由环境基金作业总则而弓I起的事项。

1 0。 财务和预算事项：

( a ) 关于一九七三年基金方案执行情形的报告；

C b ) 审查并核定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五年的基金方案；

( C ) 审查秘书长在联合国经常预算内有关联合国环境方案的提谈。

1 1 。 人类住区：

( a ) "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和展览 " ：进度报告；

C b ) 为人类住区设置一小国际基金或金融机构：秘书长的报告（大 

会第二九九九（二 十 七 ）号决议。



12 . 召开第二次 "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 问 题 （大会第二九九四，（二十七 ) 

号 决议 ）。

3 . 由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决议而引起的其他事项。

4 . 规划理事会会议的筹备程序。

5 . 规划理事会第三届会议的條时议程， 日期和地点。

6 . 其他事项。

7 . 规划理事会提交大会的报告。

8 . 会议闭幕。

规划理事会知悉它的第二届会议定于一九七四年三月千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内罗半

举行。



附 件 二

会 期 报 告

A. m

1 ： 规 划 理 事 会 ，于九七三年六月十四曰第六次會議上設立了舍期委员 fv: 

來審議議程項H ? 5幷向理事會報吿其审讓的結果。 委員♦于一九七三年六月十

五日、十八日、千 九 El二十日、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在规划理事会副主席文森特 .桑  

切斯先生（智 利 ）的主持下举行了会议。 会期委员会于一九七三年六月千八日第 

二次会议上选举了乌耗罗。苏卡汤先生 ( 印度尼西ÜE ) 为报告员。 所有感兴趣 

代表团都可参加会期委员会。

B . 项 目 7 (a)一一《环境基金传业总则》

文件

2 . 交給合■期委員會審議的有《總如|》草稿（UNEP/0C/4 ) 和關于基金方案 

准备金的補充程序草稿（lMEP/GC/4Z^dd. i  )  0 文件 IHEP/GC/L. l 提請注 

怠秘書長提出的行政# 法 （A/C , 5 /ISO 5 ) ，文件 UNEPÆ CÆ .11提請注意行政及 

預算問 題 咨 詢 婆 員 的 報 吿 （. A/906 8 和 C o r r  . 1 ) 。

執行主任和還境基金主任的議話

3 . 會期委賛會在第一次會議上听取了執行主任關于理事會爲行使其 t j •環境方 

案和基金的基本，任所需来取约行動的一般性 Ü 話 。 這个行動分別在三个 .H 体的 

層次上進行。

4 . 第… ，也就是最一般性的 S 是關于整个方案的。 . 理事☆ 這方向?’’、；]职 责 . 

是大舍第二丸九七（二十七 )号决议第一節第 2 段中規定的，大敛如下：

离 银 方 而 一 切 已 有 的 或 . ÿ Æ  tiij了 約 或 活 ，结约是I f i合 Ë.Ï!体系内許行 

的有錫主耍環境間題、和规划理事会制定的目标及优先次序的国际活动。

5 . 這項審兹 i m 由枯書處應集國際体系內一切已有的戒投别了約 ig境活動ni] 

綜合資料，使规划理事会能适当地看得出这些活动.，适当地考虑环境方面出现的、具有 

國際重耍性的 in]週 ，以便亲取巧能的 f ÿ l i。



6. 從這項審査中會肴到許多规划理事会愿采取更具体的贯彻行动的领域。這村ï 

貫撒行動就是他說到的第二个層次9 每行動可以稱爲一項2 ^ 工(^。 工作 

可能只是建議有關机構改變現有体系中某些行動的方向》或避指定不同約俊先次 

等；也可能是設計旨在達成一特定方案目標的整个一系列措施。无论如何，规划理1Ï 

會將愿意牧到一汾詳細的提案載有關于所提每一項方案工作的一切必耍傳料 , 

使理事會能決定需耍宋取的行動。. 有些這種提案可能能耍使用環境基余的原.来fê 

給提議的方案工作中若千部分的經資。

7 . 第三个具体歷次是爲方案工作4^^定部分壽供經費的提实。 每一部分y 

能涉及一个或多个个別計划。 倘爲某一項方案工作需耍提議使Æ環境:金资源fiÿfti! 

應提出說明所涉經貴問題的詳細預算。

8. 執行主任說，關于基金U 資辦理的方案工作的執行情湿，他当然须向规划理事 

会 提 供 一 切 必 要 的 详 细 报 告 包 括 个 别 計 細 ，使 理 事 能 够 板 ■ 這 Ï4•料作部一 

步的決定。

9 . 環境基金主任在提出執行主任提交的《la則 》草案時說， 這草?^⑥唯--  

目的是規划爲執行大會第二九九七（二十七）号决;課所必耍的机ë ,這机楊必须反映各 

.國政附對方案執行方式看法。 分析一下決議第三節的条款è :導這樣的结論：基 

金不應只是各項計划的資金來激，也不應在專/p基礎i . 出資?)̂ 理个别計划。 基金应 

該是實現理事會核定的政策和方案一種手段，用以t ■助辦埋理事核定的全Ô[[方'起中 

的若干部分。 因此，它對維持一項比它資助的部分大海多的方案發生刺激作用。 

耍理解執行主任提的提案，必 須 知 這 方 案 "和 "基金方案" ，也就是利用基金資 

.的方案的區別‘。

1 0 . 分択二九九七 (二十七)!号决议也指明& mi：M中合作力⑤ frt£ :

不是被認爲和聯合國体系其他部門的活動和組鐵幷列的一个部門，而是透整个 (.f.系 

反各活動部門薪增一面的i 作 。 《 M i 》草案中許多新創的提磁就是從這一点考é： 

出發的 , 例如"合作机将"一駒 , 沒有支付間按用的制度、以反改動了的財務=[任



辦法一一 這̂幷不表示執行主任鼓，他在這方面☆貴任，目的是希望透週利各机楊的 

財務控制制度而使他所II的資任能适合个別情況。

1 1 . :基金管理办法分为两部分 :载于文件UMIP/GC/4的作业总则草案，它将由规 

划 理事合，衝 :自決議第三 節 第 7 段 的；̂定加以制 訂 ； ，F ü 截 于 文 件 A / C . 5 / 1 5  0 5  的秘书 

長 向 大 舍 提 出 的 提 譲 ， 它 渉 及 基 金 的 行 幷 特 別 是 財 務 和 人 事 的 安 挑 , 它 也 包 括 一  

組 財 務 細 M 草 案 。 上 2̂：£ 南 部 分 在 處 理 上 要 有 所 不 同 是 因 爲 在 組 a 上 秘 肖 H :是 联 合  

國 的 行 政 l î f ê h d i 滅 于 行 政 、 財 務 和 人 事 事 項 的 決 定 標 落 在 大 會 身 上 。 但 是 5 雨 份 文  

件 都 是 È f ô 部 的 有 閱 官 員 同 聯 合 國 環 境 方 案 秘 à 處 經 這 最 密 !ÎU 的 合 作 和 f â 商 f e m h 来  

的 。 而 且 2 秘 « 長 對 他 的 提 譲 和 大 會 被 請 求 作 出 相 關 的 決 定 時 ， 一 定 會 愿 意 顾 到 萍  

合 國 環 境 环 境 方案規 刘 理 ， 會 關 于 環境基金 的 行 政 事 項 的 着 法 。

12. 至 于 《作業德知I》草 案 ？ I•光耍注®☆是 ，內 中 敬 的 各 項 定 反 映 ： 在有 
几个方向简耍創新，.和 'Æ所 有 以 蓬 成 所 0 目的的現有聯合Ml作業 i m ，維 一 敛 接 . 

受的槪念。
1 3 . 在全体會議的一€?性，論中？有几位代表提到了《草黎》第八象这一条论及 

规划理事# 和執行主任各自對使用S 金的資紐的^ 任。这个问题是关于规划理‘if ☆ 

定貸源分■時希望字■上掌g 資料的具体層次。 全体會議進fî 一殺性補

题給予招當的注. t ,食期委員會或許/ E t對 它 也 作 紋 爲 詳 究 。 擬m 的 办 法 叉  

耍求》® 未来的资源的估計来分É]資源？以便0 立…个 " 每年撥;I〈"的 辯 : 。 fi； 

醫處認爲這个 itn題最好Æ 方案局部板IT后才作謂節！因此5 第八条?|51 段落二句规 

定舰划理許，# 依 袖 王 任 的 經 議 制 U  .资激分if的条件 ° 自然，未来☆源的估，?r問 

題同這，1̂ 1[1：]超有聯系。 在所有這些，項上，fi结 正如執行主 任 的 提 議 灼 巧 ? %

常欢迎规划理事会的指导，以保证制定一个调节办法，反映大会第二九九七（二十七） 

号决议所表达的各国政府的意愿。

一般性讨论

1 4 . 会期委员会的成员一般上同意，基金作业总则对于规划理事会和执行主任运



用基金的各别责任应有明确的慨念。 有人提到在斯德哥尔摩会议达成的协议，并反 

映于大会第二九九七（二十七）号决议里的规定是规划理事会在使用基金资源方面可 

作政策指导，包括指定优先次序在内；这项协议颈期执行主任在执行方案上有相当的 

灵活性。 有人认为， 《作业总则》革案规定理事会可以请求把某一计划交它审议和 

批准;这样就保证，虽然给予执行主任这种灵活性，规划理事会还是能够进行必要的控制。 

但是，又有人指出，规划理事会虽然可以把在批准计划方面可运用到达某一数额的资 

金的权力授予执行主任，但涉及需要大笔资金的计划还是应由规划理事会本身批准。

15 . 一些代表认为核准计划的权力属于理事会；规划理事会得于每届会议把这项 

权力授予热行主任。

1 6 . 有些代表认为，对规划理事会同执行主任间权力均街的不同程度的着重只是 

词意上的问题；对各种用语有充分的说明后，问题就会澄清了。 在这一方面，有人 

建议，对 " 方案 " 和 " 计划 " 加以确切阐明，以及对 " 方案工作 " 一词提出说明，就 

可解决上述的某些疑难了。

1 7 . 报多代表认为信托基金的设置应得到规划理事会的核准。

1 8 . 有人提到执行主任在持续基础上拟订的各项计划,又有认为基于各国的主

幼来拟订计划也是可能的。

1 9 . 有些代表認爲有關直接執行計划的第十三条第3段有些地方需5：̂澄 清 。 

在這方面义提到在環境方案同各合作机構間的關系中執行主任 :■}■ 力 部 。 认为执 

行主任的直接活動主耍是集中在那些方案制定以前的各項活動，與定計划有关的活 

動 ，以及咨詢性Æ的活動。 叉有人提到宜向發展中國家請求提供服務人员和設骑。:

2 0 , 若干代表提到银^^⑤調委 !^ ^^封 ; 他们认为或 

許宜考慮在《作業 â 則 》中加進一条提到這 .ÏÎ作 。

2 1 , 代表們促請注意將由理，☆通過的《'作業總則》尚 《财务细则 »  

二者的相輔相成作用。 他::門認爲或I f 宜于把它們載在一个渾獨文件內。 又有人认 

爲 《作業德則》應該提供政策性范幽; 幷說，《总则》中 有 些 条 文 如 反 《财I务细 

則》中 ，似更 iS合 。



2 2 . 《总 则 》中 强 詞 绩 效 负 责 的 概 念 被 認 ! I 浩巧取的；代衣巧认为，- 项涉及使 ✓
用 " 基 金 " 資濕☆ 活iS/fe凍 時 Ï " 总 金 ^ ：̂:£：̂€提々:柯使用的。

2 3 . 許多代表資 :々]='■>同在ip fï0 '，7.■ 食 憩 之 甜 Î :先把M 个 《作业总则》U m E ?/  

GC/4 )  m i時性約iâ:c^。巧了下届合，惑约审? 廣先由 .一个 " 件 觸 n工，fF被 秘 书 处 进  

行准备工作？同時愛◎ 顾 到 各 方 议 中 資 ☆的鎮.見。 另 人 提 到 《作此总则》中应包- 

括某描修訂办法。

2 4 . 有些代表建议，应设立一个会期工作组，在理事会举行会议的三、 四个月之 

前召开，做准备工作。 他们认为，这样一个会期工作组可对执行主任有帮助，因为 

执行主任最好能熟知整个规划理事会的成员在政策上的想法，而不一定采取分述个人 

想法的方式。 但是，方有些代表更认为，所需要的可能不是一个小规模的准备小组， 

而是需要采 ]^11^1哥 !̂1̂摩会议前的程序，那就是，可视 'I#况需要，W 与特殊方面和 

特殊问题比较有具体联系的专门小组。

第一条

用途

2 5 . 代 表 們 這 r p ! 定不l i fT爲…職文出現  

讲同怠將第一句;T ' 決 議 横 有 : 金的用途 

( 二十七）号决议全文附载于《作业总则》。

第二条

域

26 各定义和修改通过如下：

( a ) .在 基 金 " ÿ ；] 定 1 ^ 中 ， ， ' ' ü i 合 國 Ü i É 基 金 詞 改 爲 合 國 還 境 方 案  

基 金 "。

( b ) " 规划理事会 " 的定义遗过。

( C ) " 政 府 " 的 定 義 通 Ü 。

( d ) " 合 作 识 , * *約 定 養 i i i i 。

( e )  . { £  ' ' 軸 助 私 L ⑩ * ^约 定 乾 中 , " 推 行 支 持 聯 合 國 : ^ 境 方 案 各 衝 ^ 制 ， # ^ > 別

是推行基金所支助的各种活动者 " 改为 " 推行基金所资助的各种活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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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行預咨委 #  "的定義通過。

( g ) " 秘 書 長 "的定義通過。

(ÎÎ} 執 行 主 任 "的定義通過。

0 ) '卞 築 "的定義 ! 去 。

( j ) "基 金 方 案 "的 定 義 的 号 爲 ( i)。

增入一个新定义，即关于 " 基金方案工作 " 的定义，作为 (力。

( k ) 計 划 定 義 M 去 ，檢入一个新定義。

〔（1 ) "計 則 文 件 " 的定義仍在 i'i•論中。〕

^ 在 "財 務 准 備 金 "的定義中，第 二 行 其他 需 要 " 改 其 ☆ 顯 似 需  

要 " ，所以，这向的末尾部分成为"并满足规划理事会时常决定的其他类似 

需要而设立的准备金帐户； "

^ Q ) " 基金方案准傭金 "的定義通過。

C ( 0 ) " 資 源 "的定義仍在討論中。）

( P ) " 撥 款 "的定義通適。

◎ ) " 承 担 支 " ☆ 定義通過。

( r ) " 支 出 " 的定義通過。

第三条

資源

7 . 句末" 爲主耍来源"中" 主 要 **兩字i]去；" 基 金 ⑥ 資 自 想 捐 .款为主 

要來源 "'改爲" 基金的資源蟲来自自愿捐款和其他来凝"。

第四条

11
2 8. 這条条文通過

第五条

資源約食理

2 9 . 第一句" I k得 ， "陶字之后]̂ ^入" 授檔， "兩字。ÎÏÎ 二句!Ü::;去



信托基金

3 0 第~ 句 " 執行主任，之后加上 "获得规划理事会的核可"。.第二句內删去

" 并向理事会报告 " 等字；到 " 明确规定 " 即加句号。

第 七 条 .

基金資源的使用方法 

3 1 . 這条删去。

第八条

规划理事会和执行主任的职务

3 2 . 第 1 段 ：道段全文通過。 接着，增入一新的第2 段 。

第 2段 : 道段改爲第 3段 。 第一句內 " 幷應對基金方案實施有效管制 

改 为 " 并应对其所包括的基金工作方案，实施有效管制，向它们分配资源，并控制它 

们的用途。 " 在第 (一)分段中， " 各种计划 " 四字改为 " 基金方案工作 "。

在新的第 3段 后 ，增 入 新 的 第 4段和第 5 段 。

第 5 段 ：這段改爲第 6段 。 第 一 行 切 計 划 "之后加上"以及一切計切 

的执行进度。

第 6 段 ：這段改爲第七段，其中提到第十七条 r  處按照新的等碼倏改。

第九条

计.划的拟订 '

3 3 . 这条号码改为第八条。

3 4 . 在 弟 1 段中， " 以求达到决议的目标 " 等字改为 " 以技行规划理事会所核定 

的基金方案工作" 。句末 , 增 入 " 并应适当顾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殊^ 吳 " 。

2 5 - 在第 2 段内，第二行中 ;Ü 去 " 各国政府、合作机构和 lif助组织，，等字。 第 

二句开始部分的 " 提 供 ，，改 为 " 建 立 " 。 .



3 6 . 第 3 段段文改为： " 在 《计划文件》中，执行主任应说明为了成功地执行这 

项计划将需要的一切财务、技术、管 理 和 其 他 资 "

- 3 7 . 第 4 段重新起草。

3 8 . 第 5 段通过。

3 9 . 增入一 :新的第 6 段。

第十条

条文中提到第九条处改为

合作机构和辅助组织的选定

4 0 . 这条号码改为第九条。

41， 这条条文改为： "执行主任应指定为每项计划的执行所籍的合作机构和

辅助组织，并特别注意联合国体系内的能量。 "
第十一条；

提 供 " 投入 "的责任

4 2 . 这条号码改为第十条 '

4 3 . 这条标凰和条文中 " 投 入 " 二字改为 " 资 源 ，

第八条《

第十二条

同各国政府订立关于某些计划的协定

4 4 . 这条条文侧去

第十三条

计划的直接执行

. 4 5 , 这条条文重新起尊。

■ 第 十 四 条 ， ’ '

镑合国杯境方案内部执行 " 块 谈 " 的佳力

4 6 . 第 1 段 末 " 决 谈 " 二字之后二1]入 " 及规划理事会的决定

4 7 . 第 2 段侧去。



担任类似 ‘‘ 交换 所 " 职务的能力 

■ 4 8 . 会期委员会决定働去这条条文 ,但认为执行主任应根摆这条所含椒念进一 

涉振订提案，送请规划理事会以后届会议审谈。

第千六条

报告

4 9 . 这条号码改为第十四条；句末增入"报告中必须着重，报告绩效，的慨念"。

第十七条

执行主任

5 0 . 这条分为两段；原条文的首三句构成第1 段 ,其余部分梭成第2 段。

51， ’ 二句的第二部分改为： " 包 括 就 ‘â绝 方 案 ’ 所有各方W è瘤里和执行， 

向规划理♦ 会直接报告并负责。"构成第2 段的第三句重新起草，

第千八条

各机构提供的便利

6 2 . 这条号妈改为第十三条。

5 3 . 这条的第二句 f ] 去。

5 4 . 在结束了对《作业总则》尊案的遂条审议之后, 会委员会回头处理一些它

觉得需要进一步澄清或在早期审议时留待进一步谨清的条敦。

第二条

定义

5 5 . 在开首第一句中， " 及 《基金財务细则》'范圓内 " 的 " 及 《基金財务细则》 

各字f ] 去。

56. (1)"计划文 f V ’。 这定义的开首，部分重新起草。

5 7 . ③ 源 " 。 这 定 义 段 '任改如下： "各国政府认指式缴付的捐 

款，这些捐象必须出诸基金易于使用并在最大裡 ac上可兑換的货市，以及各辅助 

组织.…捐 "



第八条

规划理事会和执行主任的职务

5 8 . 委 员 会 对 早 先 起 草 的 第 5 两段作了进一步的澄清，因此在第4 段中， 

开头应作 " 在 核 定 ，基金方案工作，时，规划理事会如果决定这样作，就应该要求执 

行主任向它提出，以便审谈和核定 " 。 第 5 段开头应为 " 以不访碍上述第4 段规定 

为暇。 "

第十三条  第十三条

计划的执行

5 9 - 在宣新起草的这条条文的第1 段中，委员会决定把^ 后一句再行起草，改 

-为 " 在选择这些服务时，除须充分注意保证* / 基金’ 发挥有 .效用途外，将优先使用发 

展中国家的专家、其他人员、设备、供应品、训练设旌及其他服务。 ，，

6 0 . 会期委员会通过的《基金作业总则》草案载于附件一。 ©

关于基金方案准备金的补充程序

6 1 . 会期委员会认为这项补充程序 "一一载在文件üUSP/GC/4/Add. 1 内~-一 

应请规划理事会第二届会议审议。

秘书长提议的《财务细则》

6 2. 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拟在《环境基金财务细则》 ( 文伴 A/C. 5 /1 6 0 5的 

附 件 ）中反映出规划理事会对《总则》的决定所引起的任何必要修改。

C . 7(b)： 审查并核准一九七三年  九七四年的基金方案

63 . 会期委员会接到执行主任提出的一件关于审查并核准一九七三年  九 I

七四年的基金方案的说明（UNEP/GC/ 8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提出的一件关

于一九七三年  九七四年的环境基金行政和方案支持慨算的报告（u i î e p / g c /

L . 9 ) ; 和执行主任提出的一件说明（u m ip / g c / l„ 8 ) , 其中使请注意联合国正常 

预算内关于环境方案经费的编列（联合国经常预算第十六款）。

《基金作业总则》全文见规划理事会通过的第工 (一)号决定。



64 . 主席告会期委员会说，主席01已经决定会期委员会应该审查文件U M IP/G C /  

8 中 C 、 E 、 ？、和 G各节所载的执行主任分别就财务准备金、基金方案准备金、方案 

支持费用和基金行政费用所提的提案。 于对各项计划的拨敦® 将由全体会议于结 

束对议程第6 项的审议后加以审议。

6 5 .在提出执行主任的提议时， " 基 金 " 的主任也提出了执行’主任计上迫行預 

咨委会的报告的意见。 他说明执行主任对行预咨委会所作许多建议可以 I司意，特别 

是 ： 在 未 来 慨 算 中 应 i提具我详尽的住证，料，以及提出一个合并预 I f , 载列在 

联合国经常预算下及在 " 基 金 " 预算下所请求的经， ; 在将来提出^^算时应役用标 :，|

化的支出用途别分类；应当与适当部门就有关由电# 机协作的活动及通讯进行协商； 

关于交际费的拨款。

6 6 . 另方面，执行主任觉得不得不说明一下：；̂；̂提员額表中各员额的职等反 '̂̂

环 境 方 案 的 特 殊 性 质 ，鄙就是，就模合国体系内各项有关环境Ê找 案 É搞'导 

调提供政策性准则；这项职责所需要的职员结韵自然和在一个特定斜门内作业的机 ;i力 

的职员结构有些分别。 他并觉得 ,行预咨委会对一般事务人员和专门人员间比例的 

意见，似乎没 考虑 到环 境方案实务部门在统计和研究援助方面 1^要的一般3；̂务人 

员 ，也没考虑到在一♦ 新地点，需要以自给自足方式去建立一些支助，亭务，如® 记、 

. 卫、财务办，员、信；Ë 、司机、和文件复制人员等。 至于咨委会建议环境方案  

在曰内瓦的联络处将使它在欧洲经济委员会内附设支助性办事处一举成为不必要，这 

两个办事处的任何方式的合并都会使联络纯的世界性賜责和应在欧卻区纹上开展的 

工作两者间发生不幸的温港。 大 会 决 定 把 环 境 方 案 的 总 部 设 .在内罗毕，使得避 

免这种混潘一点格外重要。 行预咨委会关于族费慨算和购置车辆的意见已受到密切 

注意。 虽然对这两件，都 1"̂ 小心使5铁用尽可能1̂降仏，但执行主任Ü义为，按照这两方 

0 可能的需要^^^5",位 提 慨 算 是 切 合 实 际 约 。

6 7 . 提 ^，;斤五预̂ ^:^会在其 ^^告第 7 和 8 段中说明的京则性考虑，基金主任觉得 

* 領重申一巧基本3 实： " 联合国环境方案 "ây方案和 " 基 金 方 案 " （即环境基金的



资源的使用方案），两者间有後本性分别。 因此， " 方M 支持 "这项後念本身就是 

" 环说方案 " 主î é任务之一的中心内容；也提供了支用 " 基金 " 资源的正当理由。所 

从 将 行 费 用 顏 方 g 支持费用合并并算出这两项費用在佑计錢用总额中所占的比例

不足据以来对 " 环境方案 " 资源的愛用的合S '化 程 度 达 成 同 样 的 ， " 环境、 

方 案 " 职员总数和 " 基金 " 资 使 用 方 案 大 小 问 |::3任何比例，弁不足以来对大 

会所親定的 " 环境方案 " 的任务，作出关于營理致率的任何有意义éü衡量。

6 8 . 最后,基金主任传达执行主任的保证 , 即执行主任将严格藍視各种开支 , ' 

至少依廷议，下一点经费来。 因此，他准备设法 te开支总额保持在行预咨委会所 

建议的最高眼皮之内，但附一项了解：规划理事会将核可所拟议的员额表。

6 9. 在接着进行的试论中， 几位代表强调说，在审议执行主任的提议时，他 

们考虑到这些提议是在极其短促的时限内综写成的。尤其是关于财务准备金，这些代表 

指出，将 来 规 划 .理亭会如要能够作出一种理# 情％的决定，必 须 要 有 更 肯 译  

料。 在目前情扰下，他们准备对执行主任的提议作出有利的考虑。

7 0. 几位代表指出，他们很$ 视行预咨委会提出的评论，并欢迎基金王任说 

明了钱行主任右这方面的立场。 但是，在这点上，另有一些代表指出，应当考虑 

到 合 国 坏 境 方 案 " 一■些特殊任务的新颠性质，以及在开创这一方案的袖巧◎订 

适当计划的0 堵 。

7 1 . 根银基金主任提出的说明和随后的讨抢，会期委员会决定批准执行主任：

提出的、截于文件 u H E i y ^ c / ^ 内的关于一九七三年的 " 財务准备金 " ，"基金方 

案准备金 " 、 " 方案支持烫用 " 、 和 “ 基金行政# 用 " ÊV提议，并决定暂时批危 

关于上述在项的一九七K 年的提议，同时注：¥ 到^^行主任已宣♦特努力按照文件

22 |̂ 9̂ ̂ ]5^:1?会^̂ 议^ 数额奈这成预算上^ 节^ , 共了解

他将把他所作努力的结果向规划理事会第二届会议提出详尽报告；夷外，附一项 

了解，这就是， 规划理事会将于第二届会议， 根据订正过的、附具充分文件的提 

议和佑计，来审查一九七四年的经费。



D . 通过报告

7 2 . 会斯委员会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千二日在第千二次会议上通过这份银告的

时候, 决定审查其所作关于第二条 io)段 （资源的定义）的决定，并决定这个定义要 

屈文件ÜJJEP/GG/4内的定义来替代。



附 件 三

向规划理事会提出的文件一览表

编号 标题

U E E P /G C y i 临时议程（包括注释）

U U E P /G C /1 /A dd . 1 拟议的全体会议时间表：执行主任的说明

UHEP//GC/2 执行主任的介紹性报告

U H E P /G C /3和 C o r r .  1 规划理事会 《 议事规则 》 草案：执行主任的说明

Ü U E P/G q/4 环境基金作业总则：执行主任的说明

U U E P /G C /^/ A d d , 1 关 于 " 基金方案准备金 " 的补充程序：执行主任的说明

UNE P/G C/5 人类环境行动计划一 一 拟订方案和优先次序：执行主任

的报告

ÜK EP/G C/6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和展览一 一 会议和展览的计划和预

计藥用：秘书长的报告

UNE P/G C/ Q / A  d d. 1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和展览一 一 会议和展览的係计赛用 :

秘书长的报告

UH EP/GC/7 环境协调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报告----------九七三年四月九

曰，曰内瓦

O T E P /G C /B和 G o r r .  1 审查并核准一九七三年-------- --九七四年度基金方案：执

，( 仅英文和面班牙文） 行主任的说明

UH EP/G C/9 代表们的全权证书：主席团的报告

UîTEP/GC/^L. 1 环境基金作业总则一 一 秘书长提议的行政办法：执行主

任的说明

UITEP/GC/L , 2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和展览---------- 九七三年五月八日至

十二日在温哥华召开的专家会议：执行主任的报告



UÎTE3?/G G/L. 3 

UlTEP/GC/L. 4 

UÎEP//G C/L. 5 

U N E P / G C / L .  6 

UlTEP/GC/1,. 7 

UlTEP/GC/L, 8

U U E P / G C / V 9

UEEP/GC^/L^ 10 

U U E P/G C /L。11

Ui^EP/GC/L,. 12

标Æd

关于有绝灭危险0^各种野生 5̂：?植 :;:；1国际买卖公约，：

，主任的说明

关于为建立全球环境观测系统一事在联合国体系内进行 

的准备：执行主任的说明

《防止因倾弃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执行主 

任的说明

人类环境行动计划-------拟订方案和优先次序：执行主任

关于国际查询机构示范计划的说明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七六一 Ï ( 五十四）号决议：自 

然资源和环境：执行主任的说明

审查并核准一九七三年-----------九七四年的基金方案一一

联合国正常预算内关于环境方案经费的编列：执行主任 

的说明

— 九七四年的基金方案审查并核准一九七三年一-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一九七三年 -----------九七

四年度环境基金的行政和方案支持慨算的报告 

执行主任的介绍性讲话

环境基金作业总则一一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 

告：执行主任的说明

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第一届会议报告草稿一一目录和 

导言

U:].EP/G C/'L, r V.?、i  i 规划理事会报告革稿— 第一章 

U Ü E r/ O C / L .l^  A u 4 . 2规划理事会报告草稿—— 第二章 

UNE!V'G G/L。1 2/A d d. 3 

U N E P / G  C/L. 1 2 / A d  d. 4

规划理事会报告草稿-------第三草

m 划理事会报告草稿一一第四章



编号

U ÎIE P/G C /L . \ 2 y  

Add, 5 

Add^ 5 ( A )  

A dd .  5 ( B )  

U E E P /G C /L . 13

U N E P/G C /L . 14

Ü N E P / G C / X  1 5和

C o r r .

标题

.规划理事会报告草稿

第五章

第五章（续 ）

第五章（续 ）

环境规划理事会第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日期和地点 

执行主任的说明

拟议由规 #]理事会就议卷项目6 和 8作出的决定一一 

下列各国提出的提议： 阿根廷、 巴西、布隆迪、落 

麦隆、中非共和国、智利、古巴、埃及、加蓬、加纳、 

危地马拉、印度、印度尼面 i£、伊簡、伊拉3Ï、象牙 

海岸、牙买加、约旦、肯危亚、科咸特、黎巴殺、利 

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墨西哥、摩洛哥、尼 

日利亚、巴基斯但、 巴，马、秘鲁、菲律宾、趣南共 

和、塞内加尔、 塞 拉 勒 窝 内 、.斯 里 兰 卡 、 苏 

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扎伊尔。.

拟议由规划理事会就议程项目 6 和 8 作出的决定一一 

下列各国提出的提议： 阿极廷、孟加拉国、 已酉、

布 隆迪、落受 It..中非共和0 、智利、古巴，埃及、加蓬、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危地马拉、印度、印度尼 

西 亚 伊 朗 、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约旦、肯 

尼亚、科 特 、 已漱、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 

拉维、墨西哥、摩洛哥、荷兰、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巴拿马、秘鲁、菲律宾、越南共和、塞内加尔、塞拉



U N E P/G C /L . 16

UNEP/GC (I)/SC/L, 
和 Add,. 1 和 2 

和附件A — C
U E E P / G C / IN P . 1

勒窝内、西班牙 . . 斯里兰卡、苏丹、瑞與、阿粒伯叙 

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大不列顏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担圭、委内瑞拉、南斯拉夫、 

扎伊尔。

审查并孩准-*九七二年-----■九七四年基金方案：执

行主任的说明

会期委员会振告草镜

参加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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