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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事会第十五届会议于 1 9 8 9 年 5 月 1 5 

日至2 6日在內罗毕环婧著总部举行。理事会在 1 9 8 9 车 5 月 2 6日的第 1 4 

次会议上通过了本会议记录。 



第一章 

本届会议的组织 

A .会议开幕 

2. 第十五届会议于1 9 8 9 年 5 月 1 5日由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副主席 

安萨里先生（印度）主持开幕。 

3 . 在理事会的首次会议上静默一分钟，以悼念自理事会上届会议以来因生态 

灾害而蒙难的受难者。 

4.规划理事会下列理事国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 

博茨瓦纳 

巴西 

保加利亚 

布隆迪 

加拿大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捷克斯洛伐克 

B..出席情况 

派代表出席会议： 

芬兰 

法国 

加蓬 

德！:忠联邦共和国 

希腊 

圭亚那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扭克 

曰本 

约旦 

肯尼亚 

茱 索 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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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瑞典 

马耳他 瑞士 

墨西哥 多哥 

荷兰 土耳其 

阿曼 鸟干达 

巴基斯坦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裹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韩民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卢旺达 美利坚合众国 

沙特阿扭伯 委内瑞拉 

塞内加尔 南斯拉夫 

斯里兰卡 扎伊尔 

苏丹 津巴布韦 

5.下列联合国会员国或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 

的国家派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阿尔及利亚 塞浦路斯 

阿尔巴尼亚 民主柬埔寨 

奥地利 民主也门 

巴林 丹麦 

比利时 吉帀提 

布基纳法萦 埃及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埃塞俄比亚 

科摩罗 冈比亚 

刚果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国但非理事会理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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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 尼 8尔 

几内亚 尼日利亚 

以色列 挪威 

意大利 秘瞢 

牙 买 加 ， 菲律宾 

科威特 葡萄牙 

利比里亚 塞舌尔 

马$〖维 索马里 

马来西亚 西班牙 

马尔代夫 斯威士兰 

马里 阿伯叙利亚共和国 

蒙古 泰国 

摩洛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尼泊尔 鸟扭圭 

新西兰 赞比亚 

6 . 非联合国会员国的罗马教廷也派观察员出席会议。 

7. 下列联合国机构和秘书处单位亦派代表出席会i乂: 

联合国国际经济及社会事务部 

联合国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厅 

联合国新闻中心，内罗毕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置基金会）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 

非洲经济娄员会（非洲经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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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 

西亚经济社 0员会（西亚经社会） 

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科学和科术保进发展中心（科技促进发展中心） 

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萨赫勒办事处)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 

8. 下列机构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国际^工组织（劳工组织） 

联合国賴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瓶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f卫生组织） 

世界银行 

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f工发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9. 下列其他政府间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欧洲共同体 

政府间干旱和发展管理局（干旱和发展局） 

政厨间海洋竽委员会（海洋学委员会） 

阿伯国家联盟 

北欧理事会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 

南部非洲犮展协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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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此外， 3 2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派观察员出席了会 

1 1 . 下列其他组织有观察员出席会议： 

南非非，人国^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 

巴勒斯坦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泛非大会） 

C.选举主席团成员 

12. 在本届会议的首次会议，理事会以鼓掌方式选出下列主席团成员： 

± _ I ‧ N .托格科夫先生(保加利亚） 

副主席: E .拉贾科斯基先生（芬兰） 

Q.加西亚先生（哥伦比亚） 

J.尼加先生（肯尼亚'） 

报告员 : S .特尔先生 f约旦） 

D . 全权证书 

1 3 . 主席团按照理事会议事规则第1 7条第2款的规定审査了出席规划理事会 

本届会议各位代表的全权证书。主席团认为这些全权证书均属妥当，并就此向理 

事会作了报告，理事会于5月25日的第12次会议上核可了主席团的报告。 

E . 议 程 

14. 理事会在本届会议的首次会议上，通过了以第十四届会议核可、并经其第 

一届特别会议第SS ‧ 1 / 1号决定第 2段和第 S S ‧ 1/3号决定第7段e修订的临时议 

程为根据的下列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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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议开幕。 

2. 会议釣组织： 

(a) 选举主席闭成员； 

(b) 会议的议程相工作安排。 

3. 代表的全权证书。 

4. 执行主任的报告。 

5. 大会第四十二和第四十三届会议各项有关决议的后续行动。 

6. 环境状况报告。 

7. 协调问题： 

(a)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之间的合作; 

(b)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报告； 

(C) 1 9 9 0 - 1 9 9 5年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修订准则。 

8 . 方案事项，包括《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 的执行情况• 

9. 环境基金及行政和其他财务事项。 

10. 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日期及地点。 

1 1 . 其他事项。 

12. 通过报告。 

1 3 . 会议闭幕。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15.理事会在本届会议的首次会议上，参照载于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GC . 1 5 / 1 / A d d . l ^ C o r r . 1)和执行主任建议的会议时间表（UNEP/GC . 1 5 / 

1/Add. 1.附件一），审议并核可了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16.在本届会议的首次会议上，理事会很据议箏现则第6 0条的规定设立一个 

会议期间的全体娄员会，并将议程项目7(aH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gj人类住区 

f生境）中心之间的合作），7(0 (1990—1995年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修订准则） 

^ 8 (方案事项，包括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发交该委员会审议。理 

事会还决定将议程项目70))(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报告）中有关治沙行动计划的协调 

^后续行动的部分发交全体委员会审议。理事会决定由理筝会副主席G .加西亚 

先生I哥伦比亚）担任全体委员会主席。 

1 7 . 理事会还决定设立一个不限定成员名额的非正式谈判小组，由理事会副主 

席拉贾科斯基先生（芬兰）担任主席，其核心成员由每一区域集团各派两名代表组 

成，负责审査政策决定草案，然后提交给理事会全体会议进行正式审议。 

1 8 . 理事会还决定由理爭会副主席J .尼加先生（肯尼亚）协助主席处理会务， 

特别是全体会议审议行政及财务筝项时。 

G.全体娈员会的工作 

19.全体委员会在加西亚先生（哥伦比亚）主持下从5月15日至24日共举行了 

15次会议。在其首次会议上，全体委员会选举R .巴雷特先生（大不列颠及：^1^ 

尔兰联會王国）为裉告员，并核可UNEP/GC. 15/CW/L.1号文件内的关于其工作 

安排的建议， 

H .肯尼亚总统致词 

2 0 . 在本届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环境署执行主任向肯尼亚共和国总统丹 

尼尔‧莫伊阁下颁发"全球 5 0 0奖"，表彰他在其国内外对环境事业做出的贡献。 

2 1 . 莫伊总统向理事会致词中说，理筝会被要求觯决的各种环境问题源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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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及全球,故觯决问题既需人类的干预又需全球的行动^合作。当前'气候恶化和臭氧 

层消耗是两项最严‧ ̂的挑战。因此，急需所有国家都加入《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 

约》和《关于消粍臭氧层的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2 2 . 他强调需要有一个国际条约去控制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他说《关于控制 

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处理这种废物的公约》（1989年3月2 2日在巴塞尔通过） 

是一项积极性发展。各国应制定法律楚治从事非法活动污染环境的人。同样， 

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必须拒绝让发达国家把它们的领土变成废物倾弃场址。 

2 3 . 热带森林消失及伴随而起Ô5r不可逆转的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减少，以及沙漠 

化，是另一些急迫问题。各国政府有责任确保发展和保护环境应并行不悖。肯 

尼亚已采取步骤去保护可耕地使不受土壤侵忧并开垦贫瘠:^ 这些活动都继 

续得到全国各级的支持*但^仍然有必要动^外界资源去继续援助非洲国家，特 

剁是那些与撒哈扛沙漠接壤的国家。肯尼亚也参与了保护区域海洋环境的努力。 

它是在：东非区域海洋方案下缔结的公约和一些议定书的存放国，并正在做出批准这 

项公约和议定书的安排。 

24.最后，莫伊总统说，觯决环境问题的关鍵是国际承诺。同时，归根到底, 

国家一级的行动是至关重要的，从长远看,如果全体人民，特别是工业界人士和农民愿意 

适当地调整其作业和生活方式，那么保护环境的努力就会得到成功。必须在国际 

范围内确定一项全新的责任和义务观念；充分动员全球力量去应对可能发生的生物 

总体灾难；优先事项的顺;？和态度必须随着时间而玫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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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通 过 决 定 * 

加强联合国坏嫜觐划署的任务*功效（第15/1号决定】 

2 5 . 堙 事 会 在 1 9 8 9 年 5 月 2 5 日 的 第 1 2次会iUL收到了主席闭就这一议题提 

交的决定草案（UNEP/"GC. 15/I..32)o 

2 6 . 执行主任说，决定草案第二节第5段建议，理事会主席团与联合21各专门机构 

^其他机构的相应机关的主席团会晤，其所涉经费估计为60, 000美元。 

2 7 . 决定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iio 

2 8 . B本代表说》B本代表团赞同协商一致是因为S本政府认为需要加强环境署的作 

用；它将以资金ife人员继续提供支持。他希望决定第五节第1段谈到的标尽快实 

现。但是，他说曰本难以按决定第五节第2段提及的速度增加年度捐款: 

2 9 . 肯尼亚代表说，肯尼亚赞同关于1^决定的协商一致意见，但是认为，决定第四 

节第1(b)段应在水资源的素质之外也提及其供应问题。 

大会第四十二届^第四十三届会议*经济及社会理爭会1 9 8 7 年 ^ 1 9 8 8年届 

会通过的与联合国环境署直接有关各项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第15/2号决定） 

3 0 . 理事会在 5月 2 6曰的第 1 4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议题捷交的决定草 

案（ U N E P / G C . 1 5 / 1 . 3 7 )。 

3 1 . 决定草案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 

3 2 . 美国觯释就该决定附件一第1 3段^附件二所载的理事会对"持久发展"概念 

的理觯发言，表明美国代表团对理爭会该项理解的最后一小子句的觯释。美国代表 

*理事会第十五届常会通过的各项决定全文，参看本报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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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同意，持久发展概念本身并不构成新形式的条件限制。做为发展援助提供者，做 

为多边发展供资机构参与者，美国期望与发展中国家密切地共同工作，帮助它们实 

现持久发展。但是，在进行这些工作时，美国将继续敦促改变发展项目提案，以期 

尽量减少对环境的长期影响，并且，凡美国认为会导致不可接受的环境损害的项目， 

美国继续反对向其供资。从长期看，美国希望，随着发展中国家将持久发展概念纳 

入发展政策*计划，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项目提案会出现根本变化。在此之前，发展 

中国家可预期同美国与其他发展援助^资金提供者，就具有潜在重大环境影响的项 

目供资问颞进行激烈谈判。他希望避免造成印象，该最后子句意味着美国的长期政 

策发生了变化。他还遗憾地指出，i经各方同；f的关于持久发展的理觯，略而不谈 

将受有关决定影响的地方*区参与的问题。美国认为，经过公众参与过程，包括地 

方参与*同意，方能产生最有效的环境保障。美国还认为，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的报告已以一定篇幅解释了持久发展概念，而理事会所下的定义不如委员会报告反 

映了特别关注的、对问题的细微区分和防止误觯的说明，可能导致人们曲解世界娄员 

会精心发展出来的有益概念。 

3 3 . 瑶士代表说，对于发展援助捐助国勒接受国之间在对话中的任何对抗迹象，他 

都感到痛惜。但是，他坚信，必须考虑发展活动的环境方面，因此，他支持美国代 

表富有建设性的评论。 

3 4 . 巴西代表说，理筝会关于持久发展的说明有益于进一步更精确地界定该概念。 

巴西代表团认为，多边发展机构规定援助或发展供资的条件会阻碍发展进程本身。 

只有不加阻磾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对抗最残酷的环境退化一一贫困，才能实 

现持久发展。巴西代表团高兴地听到执行主任在本届会议开幕词中表达的这一观点： 

持久发展与附加条件二者不能相&巴西信，世界若要走上通过发展保护环境的 

道路，就必须摈弃附加节件的做法。 

3 5 . 印度代表支持巴西代表的评论，他说，印度代表团认为，评判什么对地分杜区 

有利的最佳评判者是地方社区，而不是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捐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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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 垂亚那代表说，圭亚那代表团也支持巴西代表的评论，对于美国代表发言中似 

含附加条件一箏表示遗憾。 

3 7 . 墨西哥代表说，他也赞同巴西代表的意见：在持久发展问题上附加条件有悖于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联合囿钚埼.勒发展会议（第15Z3号决定） 

3 8 . 理爭会在 5月 2 5曰第 1 2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议颞提交的决定草案 

( U Ï Ï E P / G C . 1 5 / L . 2 8 ) 0 

3 9 . 主席说，经协商之后主席团决定把决定草案附件（"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一项 

关于至迟于1 9 9 2年召开一个联合国环境相发展会议的决议将予考虑载入的几项 

要点 "）节第 1段 "联合国环境 *发展会议 "改为 "联合国环境湘发展会议 " 

(中文本注:修改涉及英文字母大写和小写的改动。),并建议，或可将此做为会 

议名称。 

4 0 . 决定草案经口头修正后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 

4 1 . 应印度代表要求，会议秘书觯释说，根据联合国规则*惯例，决定草案附件B 

节第6段的措词表明：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或专门机构成员S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 

国应自动受到邀请，做为正式成员参加联合国环境禾口发展会议政府间筹备委员会的 

每一次会议。 

4 2 . 美国代表说，美国代表团特别重视决定附件B节第4段。只有集中注意力于该 

段述及的诸问颞，该会议才能促进所有国家的无害环境勒持久的发展。曾就会议的 

适当名称问题进行了大量讨论，美国代表团赞同就拟议的会议名称达成的协商一致， 

是因为理解到，决定的实质内容不会改变从而削弱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4 3 . 肯尼亚代表说，他对第15/1号决定第四节第1(b)段做的评论同样适用于第15/ 

3号决定附件的B节第4(b)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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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0年理事会特别会议（第15/4号决定） 

4 4 .理事会在 5月 2 6曰的第 1 4次会议上收到了希腊、印度、荷兰、葡萄牙、瑞 

士^美国就这一议题根据主席团早先提出但随后撤销的决定.草案（UNEP/GC . 1 5 / 

L. . 2 )拟定并提交的一项决定草案(UUTEP/GC . . 38 )。 

45 . 会 议 秘 书 觯 释 说 , ( 议 中 的 会 议 的 费 用 需 从 # 国 经 常 预 算 支 出 ， 费 

用额取决于会议地点，而地点又取决于大会关于拟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勒发展会议筹 

备委g会第一次会议地点的决定他举例ij^如果在罗毕举行为期三天的特别会议， 

费用估计为65, 000美元，如在曰内瓦，约为30?, 000美元，如在纽约，约为 

404, 000美元0 

46 .决定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47..仇行主任说，根m的理觯，理事会通过的决定有悖于两年前各®î«做出的 

决定：即举行两年期届会，特别届会仅用来通过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本决定无异 

于要求恢复年度会议。但是，该决定将提交联合国总部，并请秘书长在经常预算中 

列入特别会议所需经费，其数额以会议秘书提供数额为据。 

4 8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回顾说，起草关于召开理事会特别会议第一 

份非正式决定草案的各S!代表同意略而不提该会议应为部长级会议的问题，但理解 

到本届会议报告将包括大意如此的文字。 

4 9 . 美利塱合众国代表针对执行主任的发言回答说，他支持本决定，但理解到它决 

不表明理事会有意恢复年度会议。 

环境规划理事会对拟订联合国第四个发旨年国际发展战略所作贡献(第15^5号决定） 

5 0 . 理事会在 5月 2 5日的第 1 2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决定草 

案 ( U N E P / G C . 15 / L . 26)o 

5 1 . 决定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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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外债^坏境问题(第 1 5 / 6号决定） 

5 2 . 理箏会在 5月 2 5曰的第 1 2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决定草 

案（UNEP/GC . 1 5 / L . 3 6 ) 0 

5 3 . 决定草案未经表决获得通 

5 4 . 联合王国代表说，联合王国代表团对决定的执行部分文字慼到不快，因为，联 

合王国认为，债务瞀理问颞应在其他联合国机构谈ièo德意志联邦共命囿、曰本、 

美利坚合众S代表也支持这项发言。 

联合il环境规划署与阿拉伯主管环境事务部长理爭会之间的合作（第15Z7号决定） 

5 5 . 理事会在 5月 2 5日的第 1 2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决定草 

案 ( U N E P / G C . ia/L.23)o 

5 6 . 决定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环境状况（第15/8号决定） 

5 7 . .理事会在 5月 2 5日第 1 2次会i义上收到了阿拉伯国家集团就这一议题提交的 

决 定 草 案 （ 删 l O / l i 35) 0 

58.按照美国代表的要求，对决定草案进行了唱名表决。 决定草案以2 8票对 

1 票 ， 1 8票弃权获得通à±o 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阿裉廷、孟加拉国、巴西、保加利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圭 

亚纳、印度、印庹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旦、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耳墨西哥、阿曼、巴基斯坦、波兰、沙特阿 

拉伯、斯里兰卡、苏丹、瑞典、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氣南期拉夫、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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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澳大利亚、博茨瓦纳、加拿大、智利、科特迪瓦、法国、德;€、志联邦共 

和Hk希腊、日本、肯尼亚、茱索托、荷兰、大韩民国、卢旺达、瑞士、 

乌干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委内瑞a» 

5 9 . 西班牙观察员代表理事会的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和瑞士，解释妆票立场发言 

说，这些国家在表决中弃权，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决定触及的政治1 口j趔属于联合&其 

他机构而不是环境署的范围。給理*会增加政治冋翅的压力不仅不合适也不利于 

环境署。 

6 0 . 加拿大代表说，加拿大代表团认为环境署的作用是在买职责范围之内讨论关鍵 

的环境问题。本决定的玍题应该在适当的机构予以讨论。 

6 1 . 芬兰代表同时代表瑞典发言说,尽管决定中包含一些可以由其他联合国机构更适当 

处理的一些内容，芬兰和瑞典还是te票赞成决定。 

6 2 . 伊朗伊澌兰共和国代表说，尽昝它杈票赞成决定，他希望重申伊朗代表团对谈 

刭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时所使用的措词捋保留意见。 

6 3 .美国代表说，对把政治问题硬加到联合国技术机构上，例如理事会， 

他感到遗憾。此外，环現署不是技太援助机枸因此不应当^祖理事会第14/4号 

决定所要求的那类活动。但是美IS代表团的立场并不;1味着;巴勒^坦人民经济 

和杜会福利的麻木不仁，巴勒斯坦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应当通过汉边和多边锬助 

机抅加以改善。他高兴的注意到，环境署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将参与一项题为"为 

巴勒斯坦人民工作的环境卫生官员提供供氷、卫生和保鍵训练课^ "的项目。美国赞 

同执行主任关于这一主题的报告第18段的建议（UNEi^GC. 15/5/Add 2 ) , 即 

应当考虑一项在被占领领土上的非政治性方案由开发署、各国和当地领导人执行。 

64 .乌千达代表后来通知环境署祕书处说,乌干达代表团本来打:^投票赞成决定草案。 

6 5 .大韩民国代表后夹逦知环-冕署秘书处说，如果:代表团有时间在票之前 

与其政府磋商，它本可如同票赞成第14/4号决定那样，投票赞成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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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布隆迪和塞内加尔代表后来知环境箸秘节处说，如果表决时1 必们在场，他们 

本来也会投票赞同决定革案。 

国际合作保护人类和环境免受化学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毀灭性武器的摧残（第15/9 

号决定） 

67.il事会在本月2 5日的第1 2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决定草 

案 （ U 膽 / G C . 15/-L 3 3 )。 

6 8 . 决定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6 9 .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说，美国代表团多次表示反对使用化学武器，但是它所关心 

的是撰写决定第3段要求的全面报告所需要的时间和努力。 

联合国环境紧急锾助中心（第1 5zZl (>§‧决定） 

7 0 . 事会在 5月 2 5BÉ?3-'^1 2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决定蕈 

案（ U E E F / G C 15/Ii 29) 0 

7 1 . îJt书口头纠正了草案执行部分分段(b)的一些技犬镨误。 

7 2 . 应执行主任的要求，主席团同；t修改决定草案执行部分分投(d),在"报告"一词 

前加上初步"一词,.并且删去"逋过经济及社会埋事会"。 

7 3 . 该决定草案经口头修正后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 

7 4 . 执行主任说他对分段(d)的理解是，他将向大会第4 4届会议提出口头报告，作 

为他关于规划理事会报告的介绍性说明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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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协 调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第 1 号 决 定 ） 

7 5 . :i事会在5月2 3日的第1 1次会议上收到了常驻代表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交 

的决定草案（uiîEP/GC. 15/1. 1 3 )。 

7 6 . 该决定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向环境署常驻代表委员会会议提供语文服务问题（第15/12 j j ^ ) 

7 7 . -1筝会在5月2 5日的第1 2次会i义上收到了常驻代表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交 

的决定草案（UNEP/GC. 15/L 8 ) 。 

7 8 . 书说如果在两年期内举行全部8次会议,向常驻代表委员会会议提供充分语 

言服务的费用约为4 5万美元。 

79 •该决定草案未经表决获得通àio 

80.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说，该决定建议的有限经费分配方法有失明智。如果决定 

草案付诸表决，美国代表团本来会妆反对票。当提案提交给大会时美国将投反对 

票。偏离常驻代表委员会会议目前的做法将会给兵他机抅开一个先洌，而这是联 

合国难以负抠的。 

81.0本代表赞同美国代表的观点‧ 

82.中国代表说，中国政府信，裉据规划理事会的议事规则，在包括常驻代表委 

员会会议在内的所有环境署正式会i义上应平等对待六种正式和工作语文。任何安 

排凡涉及不平等对待不同正式语文，中国政府都不能接受。中国政府在若干场合 

上已向秘书处表明了它的观点。中国政府还注 ;1到由于经常预算限制，环垸署正 

在考虑逐步减少人员，但是这一迸程不应用来作为取消或减少某一些语文服务人员 

的理由。如果由于预篝限制必须减少语文服务人员，那么所有正式语文服务人员应按 

照同样比率削减。 

- 1 7 -



环境状况报告（第 1 5 / 1 3号决定 A至 c ) 

8 3 .*里事会在5月2 3日的第 1 1次会议上收到了常驻代表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交 

的三项决定草案（uwEiycc. 15/ii a 决 定 草 案 A 至 C ) 。 

8、.在听取了执行主任关于议程项目6 (环埂状况报告)的讨论总结之后，m事会决 

定决定草案A第6段中谈到的1990年环埂状况报告应当增加下列几个邵分：女性 

儿童、毒品和吸烟以及改善儿童环境的体制结抅；并,夫定在决定草案^^3段提到的 

关于正在出现的环埂问题的下一个报告中，执行主任应当详细阐述新技太问题并简 

要叙述城市垃圾、塑料以及北极生态状况等问题。 

8 5 ‧拫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建议，理事会核可在决定草案A中加入新的第 4 

段并且修改同一决定草案原夹的第4 (a)段。 

8 6 . 裉据智利代表的建议，理事会核可在决定草案C第1段中增加新内容。 

8 7 . 上述决定草案裉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智利代表的建1:义进行了 口头修正，其新 

增加内容得刭理事会核可，并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交换所职务（第15力4号决定） 
'' ‧‧‧‧‧ ' ‧ III -I I - II M ‧"圍—國‧ ‧‧‧‧‧‧—一 

8 8 . 事会在 5月 2 5日的第 1 2次会议上收刭了主席团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决^ 

案（画 P / G C . 15/Ii 2 4和 C o r r . 1 )。 

8 9 . 决定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àt> 

区 域 办 搴 处 制 度 （ 第 号 决 定 ） 

9 0 . 垤事会在 5月 2 5 B第 1 2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i义题提交的决定草案 

(UNEPyaC lô/L SQ/Rev.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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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 根据委内瑞拉代表的逑议，理事会核可在决定草案第4执行段中"非洲"一词 

之后加上"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分别"。 

9 2 . 决定蕈案经娄内瑞拉代表的口头絛正后以协茼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第六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邵长级环埂会议（第15yZl6号决定） 

9 3 . 埋事会在 5月 2 5日的第1 2次会议上收到了主席团就这一i乂题提交的夾^ 

案（ U猜/ G C . 15/L 27 )o 

9 4 . 决定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àt^ 

第15/17至15/^41号决定 

9 5 . 第15/17至15/41号决定在全体委员会提交的草案文本基础上获得通过 

( U N E P / G C 15/-L 2 2和 A d d .卜 3 ) 。 除非下文另有说明决定革案已经委员 

会核可，并在理事会5月2 5日第 1 2次全体会议上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未加评论获 

得通过。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区域和分区域方案（第15^/17号决定） 

9 6 . 委!5会核可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蘖团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决定草案（UlïEP/ 

GC 1 5 / C W / L 3 )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人类住区（生現）中心之间的合作(第15/18号决定） 

9 7 . 委员会核可了主席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决定草案（Ui^EP/GC. 1 5 / C W / L 5 ) 。 

西亚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和管理（第15/19号决定） 

9 8 . 委员会核可了常驻代表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决定草案（Uïi£P/CJC. 1 5 / 

A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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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舍国环:L£规划署1990-1991两年期方案预箕（第15/20号决定） 

99.根据主席的建议，委员会核可了关于这一议题的决定草案，草案的基础是执行 

主任关于这一i义题报告中包括的建议埋事会采取的行动(UKBP/GC. 15/9 ) 。 

1990~1995年全系统中期环《方案（第15^^21号决定） 

100.姿员会核可了常驻代表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决定草案（UNEP/GC. 15/ 

li 14 ) 。 

秘书长关于倾弃核废料对于环境的影响的报告（第15Z22号决定） 

101.根据主席的建议，委员会核可了决定箪案，草案的基础是执行主任关于这一 

议 题 的 报 告 中 包 括 的 建 议 埋 事 会 米 取 的 行 动 1 5 / 9 / A d d 6 ) 。 

沙漠化（第15/23 A至 D号决定） 

1 0 2 . 委员会核可了关于这一议题的4份决定革案，还有一份载于决定萆案D附件 

内由非正式特设起草小组提出的供递交大会的决议草案，该小组包括澳大利亚、巴西、肯 

尼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苏丹、瑞典、瑞士、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lil的代 

^ ( U.WEPyG C 1 5 / C W / L 4 ) 。 

1 0 3 . 全体会议逋过决定草案之后,肯尼亚代表在评论第15/23 B号决定第 1段的时候 

说，肓尼亚代表团坚符认为向"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提供资金的联舍国特别帐户 

不应当取消，并且认为理事会第十六届常会审i义这一辜项是适合的。 

持久农业（第 1 5y^2 4号决定) 

104. 委员会核可了阿尔及利亚、加纳、尼曰利亚、卢旺达、塞內加尔,句瑞士代表就 

这 一 议 题 提 交 的 决 定 草 案 （ 1 5 / C W / L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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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的油污染(% 1 5 / 2 5 号 决 定 ） 

105.委员会核可了埃及、约旦、苏丹*沙特阿拉伯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决定草案 

G C . 1 5 / C W / L . 12) 0 

科威特行动计划的海洋区域内的监视、生态评价、清理战争造成的污染、战争残迹 

ifa船只残骸的行动计划15/26号决定—） 

106 .^员会核可了科威特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决定草案（UWEP/GC . 1 5 / C W / L .7 ) 。 

对海洋J豫(包括海上倾弃度物）的防范办法（第15^^27号决定） 

107. S员会核可了加纳ife意大利代表提交的题为"海徉污染的防范办法"的决定草 

案（ U N E P / G C ‧ .9 j 0 

108. 在全体会议上根据肯尼亚*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建议修改了决定草案的标题。 

国际潜毒化学品登记中心（第15/28号决定） 

109. 姿员会核可了常驻代表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决定草案tUNEP/GC ‧ 1 5 / 

!‧.12,决定草案E ) 。 

110. 在全体会议上，理事会同意修正决定草案附件关于登记中心订正目标的第五段， 

改成："促进执行化学品国际贸易资料交流所必须的政策"。 

具有全球意义的危害环境的化学物质、化学过程^化学现象清单（第15Z29号决定） 

1 1 1 . 根据主席的提议，委员会核可了决定草案，草案的基础是载于执行主任就这一 

议题所作的报告中的建议理爭会采取的行动（UNEP/GC. 15/9/Add . 2 / S u p p l e -

m e n t 3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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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特别是 1 2际贸易里禁止的及严格限制的化学品的环境无害管理【第号 

决定） 

U2.裉据主席的提议，^员会核可了决定草案，决定草案的基础是载于执行主任就 

这 一 议 颞 所 作 的 报 告 中 建 议 理 事 会 采 取 的 行 动 【 . l a / 9 / A d d . 2 / S u p p -

l e m e n t 3 )。 

环 境 方 面 的 国 际 法 律 文 书 （ 第 1 号 决 定 ） 

113.委员会核可了常驻代表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决定草案（UNEP/GC.15/L.17)。 

共有.资源及近岸采矿翱钻探的法律方面（第1 5 Z 3 2号决定） 

114 .委员会核可了常驻代表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决定草案（U C . 1 . 12» 

决定草案A J。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方面的进展（第 1 5 ^ 3 3号决定） 

115. 委员会核可了加纳、瑞士^联合王国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决定草f (UlJEP>/GC，ia/ 

-拟订一项关于地球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国际法律文书（第1 5 Z 3 4号决定） 

116. 委员会核准了肯尼亚、挪威、苏丹^瑞典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决定草案（ 

GC . 15/CW/L.6 )。 

保护臭氧层方面的进展（第1 5 Z 3 5号决定） 

117. 根据主席的提议，委员会核准了决定草案，草案的基础是载于执行主任报告中 

就这一议题建议理爭会采取的行动【UNEP/GC .15/9/Add . 3 )并经印度代表 

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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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在全体会i义上印度代表在解释立场的发言中说尽管他欢迎决定第7段提到〈嚇尔 

辛基侏护臭氧层宣言》的稽神和I愿，但是他对该段的措词持保留意见,认为该段措词在 

对涉及发展中国家的问颞方面还留下一些疑点。他还指出,《宣言》是在芬兰政府为 

东道国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最后定稿并且后来在蒙特利尔议定书签约国第一次会议 

上记载下来，而在这次会议上印度政府只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全球气候变化（第1 5 Z 3 6号决定） 

119. 委员会核可了加拿大、埃及、肯尼亚、马耳他、塞內加尔、瑞士、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初囿联盟 i f P联合王国代表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决定草案（ . 

L. 10)。 

120. 在全体会议上，根据法国代表的建议修正了决定蕈案序言第1 0段。 

1 2 1 . 加拿大代表在全体会议上谈到决定草案第1 l(ci)段时说，尽管他同意应当追求 

的目标是稳定二氧化碳^其他温室气体的排出，开发不产生温室气体的能源，但是， 

作为第一步要具体说明这些目标就要确定优先次序而工业化国家.尚未确定优先次序。 

'鉴于起草这一段文字涉及复杂的谈判，他接收了文本中目前的措词。加拿大代表的 

评论得到了澳大利亚、曰本、瑞典*美利坚合众国的支持。 

122. 印度代表重申了他在谈到第1 5 / 3 5号决定时表达过的对《赫尔辛基宣言》 

的保留意见。 

促进环境保护技术的转让（第1 5/^3 7号决定) 

123. 委 员 会 核 可 了 常 驻 代 表 委 员 会 就 这 一 议 题 提 交 的 决 定 草 案 . 1 ^ 

L.12,决定草案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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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测量的协调（第1 5y^3 8号决定） 

124. 委员会核可了常驻代表娄员会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决定草案UNEP/GC. 15/" 

L . 12,决定草案C ) 。 

工业意外事件（第 1 5 Z 3 9号决定） 

1 2 5 . 根据主席的提议，委员会核可了决定草案，草案的基础是执行主任就这一议题 

所作报告中建议理筝会采取的行动（UNEP/GC . 1 5 / 9 / A d d . 2 / S v p p l e m e n t 3 ) o 

环资系统：国际环境资嵙系统（第1 5 / 4 0号决定） 

126. 根据主席的提议，委员会核可了决定草案，草案的基础是执行主任就这一议题 

所作报告中建议理筝会釆取的行动（UNEP/GC. a / S u p p l e m e n t s ) 。 

环境影响评价（第 1 5 Z 4 1号决定） 

1 2 7 . 委员会核可了常教代表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交的决定草案（UNEP/GC . 1 5 / 

决定草案B ) 。 

额外资金来源（第1 5 / 4 2号决定） 

1 2 8 . 委员会在 5月 1 9曰的第9次会ill收到了常驻代表委员会就这一议颈提出的 

决定草案【UUe;p_/GC . 1 5 / L . 7 )。 

129. 决定草案经澳大利亚、联合王国勒美利塱合众国代表的口头修正以协商一致的 

方式获得通过。 

信托基金（第1 5y^4 3号决定） 

130. 理事会在 5月 1 9日的第9次会议上收到了常驻代表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提交的 

决定草案（ U N E P / G C . 15/L.51 

- 2 4 -



1 3 1 . 主席介绍了一些对文本的补充內容，这些內容考虑到了有关信托基金的最近发 

展。 

132. 决定草案增加了主席介绍的內容并经墨西哥代表口头修正，以协商一致的方式 

获得通过。 

环境基金： 1 9 8 7年 1 2 月 3 1曰终了的1 9 8 6 — 1 9 8 7两年期财务报告* 

y定决算（第 1 5/^4 4号决定） 

133..理箏会在5月1 9日的第9次会ill收到了常驻代表娄员会就这一议题提交的 

块 定 草 案 （ C . 15/L . 9 )。 

134. 决定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方案jfe方案支助费用（第1 5 Z 4 5号决定） 

135. 理事会在 5月 1 8曰的第8次会议上收到了常驻代表委员会就这一议颞提交的 

决定草案【UNEP/G C . 15/1<. 15 )。 

136 .决定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1988-1989两年期间环境基金的管理及1990—1993年期间资源的利用Ç第15^ 

46号决定.） 

137 •理亊会在 5月 2 2曰的第 1 0次会议上收到了代理主席就这一议题媞交的决定 

草案（ U N E P / G C . 1 5 / L . 2 0 )。 

138.决定蕈案经联合王国和美国代表的口头修正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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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执行主任的报告以及大会第四十二届和第四十三届会议 

各项有关决议的后续行动 

1 3 9 . 理事会于本届会议的第1至7次会议上同时一并审i义项目4和5,就各项 

文件中提出的政策性问À进行一般性辩论。项目 4下的文件计有：本项目下的文件 

摘要（imEP/GC. 1 5 / 2 ) ;执行主任 1 9 8 7年和 1 9 8 8年度报告 

1 5 / 3和 4 )第一和四章；执行主任的介绍性报告（UNEF/GC. 1 5 / 5和补编 1 ) ; 

执行主任关于对交换所的外聘评价结果的报告（UNEP/GC. 1和补编 

1 );执行主任的报告：理事会关于被占领的巴勒渐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内环境状 

况'第14^11号决定的执行情形（UiNEP/GC. l ^ O / A d d 2)；执行主任关于环 

境署区域办事处系统的报告（UNEP/GC. 15/5/Adcl. 3 ) ;以及 1 9 8 9年 5月 1 0 

s巴西和委内瑞拉常驻代表和哥伦比亚代办的信（UNEP_/GC. 15/i. 3 ) 。项目 5 

下 的 文 件 计 有 ： 本 项 目 下 的 文 件 摘 要 1 5 / 6 ) ; 执 行 主 任 1 9 8 7 和 

1 9 8 8年度报告（ U ; N E P / G C . 1 5 / 3和 4 ),第四章；执行主任关于大会第四十二 

和四十三届会议和经社理事会1 9 8 7年和 1 9 8 8年与环"直接有关的诸项决 

议和决定执行情况的说明（UI^EP/GC. 1 5 / 6 / A d d 1和补编 1 ) ;执行主任关于 

大会第 4 ^ / 1 8 6和 4 ^ 1 8 7号决 i义执行情况的说明（ U E E P / G C . l ô / O / A d à 2 ) ; 

执行主任的说明，递送联合国系统理事机构关于执行大会第 4 2 1 / 1 9 6 ^ 2 1 / 1 9 7 

号决议的报告（UNEP/GC. 1 5 / 6 / A d d .3和氺卜编1 一 1 2 );及执行主任的i^,明， 

il送秘书长关于召开一个5^境和发餍会议的问题的拫告苴案（UNEP/GC. 1 5 / 6 / 

Add . 4 ) . 

1 4 0 . 执行主任在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说，自上届事会以来，环境 

受形势推动，一跃而为国际政治议程上的首要议题，尽管环堉.在联大议程上通常 

不居于显著地位，t曰-联大第四十三届会议就环境问题通过了四项决议。在该届会 

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戈尔巴乔夫总统表示意见说，环境和债务宽减对于 

和平的重要性如同军备裁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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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1 . 1989年，《关于消耗吴氧层的物质的萦特利尔议定书》生效了。三月份内 

大事计有:#^了伦敦臭氣会议;24国政府一一其中1 7国由其国冢元首或政府首脑任 

代表一一在海牙就总的环境问题并特别就全球转暖和臭氧消耗发了一项强有力的声 

明；通过了《控制危险度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5月份，一项在 

赫尔辛基发表的强有力宣言，约束各国政府要逐渐停止消耗臭氧层的含氯氟烃的生 

产不得迟过公元2000年，及要尽遝停止哈朗和其他有关物质的生产。 

142. 然而，持久和晋及的行动的迹象还不多见。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是同 

它们旳生态问趲分不开的。同时，极少的发展中国^曾拔显著数量的资源兄保护 

环境之用，尽管除了最贫！；?国家之外，它们的发屣支出的百分之九十或以上是在国内 

自行筹资的。无论在南方抑北方，政府落于公共舆论之后。环境署突然前所未 

有地，处于刺激行动的关鍵性地位，而有它的经验做工作指南。 

1 4 3 . 本届会议议程上载着一些提案，要把环境署至少 7 5 %的人力和财力 

投 于 执 行 主 任 的 介 绍 性 报 告 （ 1 5 / 5 , 第 6 段 ） 所 列 的 几 项 优 先 领 域 。 

1 4 4 . 1 9 8 8年一项联合国跨组织方茱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令人失望。理事 

会的决定在联合国系统其他理事机构和论坛的影响尚有待加强。他正在提议一些 

措施，要使一个扩大的主席团或常设机构，特别是在理事会两届会议的间隔时期中， 

发挥积极作用。 

1 4 5 . 1 9 9 2年应是达成一系列具体行动的年份。不仅要为该年的一个联合 

国会议核准各项安徘。他还提议： 

(a) 就其后 1 0年的工作目标和执行方式达成协议； 

(b) 締结一项关于气候变化的纲领性公约和议定书； 

(C )讨论为达到适当的环境保护和对环境资源的管理的新构想； 

(d) 在联合国系统内作出适当的机构改变； 

(e) 授予理箏会以处理环境安全的职责，设立一个拥有适当资金的机制去处理 

环境紧急筝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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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拟订一项筹措供环境保护用的额外资金的周全计划，例如创新性的征税， 

及移用由裁军和偾务宽减措施腾出来的资源。 

146. 执行主任对持久发展意义下产生的附带条件问题表示关汪。持久发屣是 

大会第四十二和四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几项决议的主题，埋亊会须审议对那些决议 

的后续行动。他相信埋事会同他一样感到关切；他希望^事会作出一个明确和一 

致的,'明，指出持久发屣并不和不应含有无端干涉各国指导自己的发蓰方向的主权 

权利的意义。 

1 4 7 . 直至最近，环境署所获资源的实际价值一直在下降；环境署资源能否有真 

正显著的增加，将是对各!II政府是否认真对待环境挑战的试金石。在第 

GC. 1 5 / 5 / S u p p l e m e n t 1号文件中，执行主任已说明如何他认为对环境基金 

的捐款应从1 9 8 8年的估计数4, 0 0 0万美元增至 1 9 9 2年的一亿美元，即年 

增加率为百分之三十五。在那个文件中他开列了基金活动的一项补充方茱共计 

3, 500万美元；他认为这是开展各国政府所要求于环埂署的行动所需的最低数额。 

148.他始终相信，对人民和环境的共存现象有了科宇性的健全的垤解之后一 

项全球性努力将可逆转环境破坏的浪潮。大会和经济及社会埋事会已承认环境问 

题的中心地位。环境署期望理事会核准它的工作议程，并就如何能最好地办理这 

些工作给予指导。 

A.关键问题，环境署的任务性质以及提高冥效率的措施 

1.世界性的环境问题以及环境署履行的任务 

149.许多代表注意到环境问题已成为ii:界的一个大问题，因此在环境领域出 

现了若干具有直大意义的发屣，环境署在其中起了积极作用。一名代表谈到缔结 

国际协定，林过去的W年是非常成功的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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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若干代表认为，环現署作用的特点"^J用英文中四个起首字母为C的字棄 

表示.即构思、协调、催化和编蔡。有一个代表团说，环 g已显示它有促成公 

约的能力.其他若干代表团同;1:这个看法。另一代表认为，尽管环境署在构思和 

法律领域取得重要成就，但亳无疑问，在协调和催化方面，尚有困氣 如果在这 

些领域也有设施，则可克服困氣一名代表认为，环境署擅长于注;^；全球关切的 

问题，但未充分重视国别方案和区域方案。一些代表认为环垸署主要职能之一是 

与专门机抅取得协调.其中一名代表说， 1 9 9 2年联合国会议应考虑是否应增 

加环境署的协调任务。另一些代表把环墁/瞥任务描述如指出联合国系统中的缺陷 

和重叠，再加上协调。另一代表感到，环境署的主要作用在于援助发展中国艮 

有一位代表强调，环境署的作用是改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牿别是资助 

一些机构和转让技;^ 另一些代表提到监测和传播信息的重要性。 

2.集中考虑优先问题 

1 5 1 . 大部分代录同意执行主任介绍性报告（UNEP/GC. 15/5)中谈到的重 

点领域。一名代表认为，土地退化问题、淡水供应和质量问题应比大气问题重要。 

另一名代表认为，与自然和养护问题有关的活动未被重视。他补充说，执行主任 

应为易受损害的生态系统建立一个协调的行动方茱，其中热带森林和湿地需要优先 

筝项。 

1 5 2 . 一名代表强调，持久发畏应居所有国家优先事项之首，t曰-另一代表说， 

尽管他的政厨也认为环境署应把有限资源首先拨给优先项目，不应冤全忽视非优 

先的项目，例如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污染和自然退化这两项。一些代表认为，应当 

考虑处理优先事项是否应在全球一级上或区域一级上来处理。另一代表呼吁联合国 

各机构在环境问题上应适当分工。 

3.提高环境署的效率 

】53.代表们同;^需要提高环境署的效率。一些代表说，环境署需在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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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取得更髙地1^ 一名代表说，为了这个关系，他的政府赞成执行主任的 

建议：把扩大的主席团变为一个常务执行委员会那样的机构。一些代表也支持后 

一建议，但有些代表认为这一建i义并非最好的解决办法。一名代表认为，如单单为 

了与联合国其他组织主席团保捋联系，则所作安排过于复杂。另有二名代表认为 

可以利用常驻代表委员会。又有一些代表认为，M筝会召开年度会议可以成为更 

有效的觯决办法。一名代表指出，由于联合国财政拮据，垤筝会所作两年召开一 

次会议的决定是不久前作出的。 

154.同一代表说，他难于接受执行主任的下述建议：用理筝会会议的两天时 

间*负责具体部门的部长们一起专门审议具体部门，如能源途他感到，此类会议不 

会导致任何有效的决策。他还认为，'理事会在解决环境争端方面没有什么职责。他 

的政府愿意让S际法庭执行此项任务。 

155 . 一名代表说，为加强环境署，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指导。因此，他^缩短垤事 

会会议的会期，集中考虑政策问氣若干代表指出，会议参加者必须为决策的邵长们。两名 

代表指出就提高环境署效率而言，工作人员很重要。其中一位注意到执行主任介绍 

性报告鈇少这一方面的分析，他说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必须与他们对环境问题的重 

视相配合。他说，他的政府准备提供更多的工作人员。其他代表强调必需遵守征骋 

的平等地理分配原则，因为这有助于坏境署有效的政策规划^管31^ 

1 5 6 . —名代表提出如何有效响应环境紧急事故的问题一箏，因为这种事故发 

生曰益频繁。他的政府建议了设立紧急环境援助中心，这项建议供本届会议审议。 

其中需要最少的补充经常预算，不要求秘书处任何结构上的变更。一些代表对此建 

议表示有兴氛 

1 5 7 . 同一代表还谈到他的政府有一个建议：设立囯际环境控制空间试验室或 

载人的轨道站，作为全球全面环境监測禾口控制系统的一个部分。 

- 3 0 -



4.培训与技术合作 

158.—位代表就无害技术议題建议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发明和适用对 

环境无Ai;而价格低廉的技术，是最为棘手的一个环节。另一位代表说，随着各种 

替代技术的出现，必须通过有效的转让安排使各发展中国冢可以利用。她进一步 

指出，在她的国家中正在设立一个国际机构，其目的是促进环境无害技术的发明， 

她希望这将对这类技术的传播做出宝责的贡献。第三位代表指出，他的国家已将 

环境保护与住房和营养一并列为三项最高优先目标，并说，自由地交流对环境无害 

的技术和许可证以及这方面的经验，应可以有助于遏止环境退化现t 他赞扬前 

一位发t;者的政府设立国际对环境无害技术研究所，并表示他的国家有兴趣参与其 

1 5 9 . —位代表认为，环境署应为培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做出更大的努力。 

另一位代表就此说，他的国家自1 9 7 7年以来一直坚持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大约 

2 0 0位专家举办力期1 0个月的研究生进修课程。这一课程是与环境署和教科 

文组织合作举办的，它一直不断设法适应其参与者的各种需要。 

160-—位代表认为，环境署在控制污染领域的活动主要是针对制造业的现代尖 

端工业部门开展的；然而，南亚区域的大部分国家所拥有的都是农基工业。他建 

i义说，环境署可以针对农基工业和乡村工业部门的特殊需要制定各种方案。另一 

位代表说，尽管他赞同另一个国家有关建立国际夕i空环境控制实验室的建议，但他 

自己目前正在寻求筹资购买温度计，雨量器和其各种议备，以便建立农I气象站。 

一位代表要求环境著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硬俘和软件方面供出更大的努力。 

5在固家和区拔各《'；升展的环境活动 

1 6 1 .—些代表介绍了其各自国家在体和立法方定有关环境问题的各种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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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及其各自政府开始着手实施的各种主要方案的近况。一位代表说，由双边和多 

边愔贷机狗一甚至由联舍国等资的大多数发展项目—仍然在未经环境评价的情况下 

便予实施,这种情况十分令人遗fé。 然而，从处于各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代表 

团的介绍看，情况正在改进之中。若干个国家的代表报告说，其国家环境事务机 

构业已升格至部一级单位，而且业已制定了环境评价程序或正在制定之中。若干 

位代表报告说，业已或已建议在囯家一级采取有关持久发展的行动。许多代表 

举例介绍了其参与各种区域或分区域项目的情况。一些代表要求针对黑海 

和黄海分别开展具体的分区域活动。一位代表指出，他的国家将于1 9 9 0年主 

办一次国际闭锁近海环境管理会仏 

162.来自不同国家的各位代表均对因海平面不断上升而面对的共同威胁表示关 

注，认为这是全球气候变暖所致，可能造成十分严重、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163- 一些国家的代表介绍了为通过教育和宣传活动使公众更多地了解环境问题 

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一位代表指出，采取旨在遏制环境退化的任何科学措施均需 

要表现出巨大的政治意愿和征得社会的同意。除非将广大人民充分动员起来，积 

极参与环境养护活动并成为其直接受益者，否则，在这一领域中所进行的任何活动 

都不会有任何意义可言。一位代表说，有关环境的各类题目业已列入其国内小学、中学 

相大学的教课书中。一位代表说，其两所国立大学业已开设了有关环境研究的学 

位课程'其中一所大学还开设了硕士生和博士生课程。 

6 , 国 际 环 » 

164。各位代表对国际环境法领域中的近况相当重枧。不断提及的国际文书包 

括：《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及其《蒙特利尔议定书》和其后签订的《赫尔辛基协 

定》、《海牙宣言》以及《控制危险废物越埂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许多代表宣布' 

其政府1：已筌署了《蒙特利尔议定书》相《巴塞尔公约》，并历数了其业已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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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有关环境问题的其他公约。一些代表赞扬环境署力各种有关的谈判提供了 

关键性的协助。若干位代表指出，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业已参与了全球性环境议 

题的处理工作，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但更发达的国家有义务协助它们履行其按照 

各项国际条约和公约承担^责任。其中一位代表就此援引《海牙宣言》中原则(d) 

中的规定说："作出决定保护大气的各国如在实施这些决定过程中会产生过重或特 

殊负担，特别是考虑到其发展水平并考虑到造成大气恶化的实际责任，应获得公平 

合理的援助，以补偿它们所承受的此种负担⋯，一，，(A/44/340-E/1989/120, 

附件） 

165。 掷威代表回顾说，她已宣布了她的国家愿意每年向联合国主持下的一项国 

际气候基金捐助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的资金或1亿美元，但其条件是其 

他工业化国家也提供相应数额的捐款。她说，此项基金将用于协助发展中国家 

履行各项国际协议的要求，例如，其方法可以是为技术转让提供便利，发展替代技 

术办法和替代能源，以及技术援助和持久地便用热带森林。《海牙宣言》还建议在 

联合国系统内设立一个国际环境问题主管当局，.挪威政府支持通过法律来解决有 

关越境污染和违反国际环境协定的各种争端及其有关的赔偿问氣 

1 6 6 . 荷兰代表宣布，他政府准备在设立世界气候基金时向该基金捐款最m'5 

^荷兰盾(约为!‧ 25亿美元）。他说,《海牙宣言》设想的机构可以是在政治影响 

以§威望方面与安全理事会相类似的环境问题主管当局或理事会，同时还应建立各 

种监测和控制机制，并可获得科学珞询和建立旨在核査遵守标准情况的检查制度， 

这样一米联合国系统内便将有两个环境机构，负责执行不同的任务。一位代表建议 

说，一项可取的办法似乎是在有关环境养护机制中‧ 及诸如安全理事会这样的联合国 

主要机抅。.可以在拟议的1992年联合国环‧发展会议上研究在安全理事会下设 

立一个有关环境问题的小型委员会的可能性。可以通过利用从军备控制和裁军措施 

中节省下来的资源设立一项国际环境基金，用于协助犮展中,家发展对环境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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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节省资源的技术等方面的工作。另一位代表则对在未经伃细考虑的情况下滥 

设国际机构表示遗憾。他的政府欢迎旨在明确各締约国职责的各项际法律文书， 

伹希望能保证这些文书得以获得足够的权威和资源以便其各项规定得到有效的实施。 

1 6 7 .有人就各项新约煶出了若干项建议。大多数代表认为应列为优先目 

标的文书是一项有关气候变化的纲要公约'其模式可以仿照《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 

约》。 

- 1 6 8 .获得支持的另一项逑议则涉及一套在法律上其有约束力旳环境事务行为 

规范。一位此项建议的支持者说，建立国际经济抶序和获得持久发屣的一项先决 

条件便是建立国际道德秩序。其他各项建议包括有关生物物种多样性的综合性公 

约、一项紫止滥伐森林公约和一项国际能源公约。一名代表建议理事会本届会议 

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制定一项协定，可要求该个2且向理事会下次会议时提出适当 

提案。一位代表早些时候曾指出，有要进行深刻变革的 W个关键性部门为能源 

和运输部门，佢由于联合国系统中没有设立专门负贾这些领域的強有力的机构，因而 

在这些方面采取协调一致行动的努力便受到了严重的P1碍.另一位代表强调有必要 

对现有的各项国际协定进行审査，并在必要时予以完善或予以加强或以其他协定取而 

代之。有人^到需要对《索特利尔议定书》进行修正.另一位代表则建议说，环 

境署应考虑针对有关分享:;^海资'源的管理工作的区域'1|合作起草一套可行的法律和准 

则。 

'16Q'执行主任回答辩论中提出的一些评论，他说，尽詧1 9 9 2年后联合国系 

统内在全球环境问题上可能变更机构，但没人反对加强环境署。一般来说，代表 

们支持他在介绍性报告中提tt;的六项工作重点，另须在保存生物物种多样性工作中 

列入研究生物技犬问题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有些发展中囿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国家，强调环-^有任务订定向发展中国家转让资源和技术的机制。'他 

建议，非正式谈判小组正在讨论的技术合作决定草案应包括资源转让和技犬转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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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他一些‧赞成成立常•员会或扩大主席团的设想，使其在届会之间代表理 

事会行爭。t曰-是，另一代表认为，常驻代表委员会或可发挥闭会期间机构的作用，而另一 

代表则建议理事会仕1 9 90年另召开一次会议。他可以肯定表示另开一次会议的 

费用远远高于扩大主席团的费用。如果炉大主席团开始仅限于与联合国其他组织保 

持联系，情况更其如此。此外，仅在两年之前，理事会自己建议每两年举行一次会 

议，每六年举行一次通过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的特别会议。关于召开特别会议的要 

求必须通过行政和预算问题i咨询委员会提出，由大会核准补充拨款；鉴于联合国目 

前财政状况，他怕不易核准，关于常驻代表委员会，他认为它不能代表理事会与联 

合国其他组织主席团举行部长级讨论。有人极力支持把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延至会议 

第二周举行.届时将选出两年期主席团，而第一个星期专讨论委员会案和财îfr 

方面的工作-

171-执行主任满意地获悉，一些政府打算设立ISJ家委员会。理事或可就此 

问题再度向成员SI发出呼吁。 

1 7 2 .执行主任接着谈到讨论中提出的其他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全 

球气侯公约的建议。他希望在此问题上各方想见能接近一些。伹是，t<t是醒理事会说, 

大会第4 3 / 5 3号决议《为当代和后代保护全球气候》要求世界气象组织总干事 

和环境署执行主任利用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团编写全盘的审议报告，包括未米 

可能订立的国际气候公约中的要点。作为大会的附属机构，理事会在谈判中必须牢 

记一定要在此指定范围内谈判。他希望，未米逬一步的审议工作由挪威提议设立的 

世界气侯基金来负责。这一基金或可立即设立，或无论如何也要在1 9 9 2年内成 

立。有人提到遗传资源公约。联邦德国建议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制定森林和林地, 

际公约。有人建议设立国际环境与发展基金。有些事项或将列在拟议的1 9 9 2年 

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议程，但其他事项，例如气候公约和遗传资源公约或可在本 

届理事会上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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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除了拟编写气侯公约或无害环境行为准则以供i 9 9 2年联合 a环境和 

发辰会议通过外，有人强调要有强有力的权威fi;!^米处理全球环境问题。现在就是 

要审议这一机构究竟应为经改造的现有机构ai;!:—个嶄新的机构。其他建议包括建 

立一个环境紧急事故中心和一个环境监测外层空间实验室，执行主任在介绍性报告 

( U N E P / G C . 15/5,第14(e))中提议，理事会或可发挥韩旋作用。避免环境问题 

上的国际争端。伹是，解决冲突又当别论。有人提议，适当的«是安全垤亊会或 

是国际法院，但需依照适当的程序。 

174- 一位代表响应抆行主任的发言，要求他继续探索关于一个环境管理局的 

构想。他还认为环境署应立即着手等备拟订一项气候公约。另一代表则说应等 

待气候变化问题政府间研究团的科学家们么、布他们的调査结论之后,磋商才可开始。可 

是，执行主任指出，除非理事会在本届会就此*向他作出明确指示，否则在i9in 

年理事会下届会议之前将不会另有其他机会。 

B.环境基金的财政资源 

175.理事会普遍认为，无论用什么办法来提高环境署的效率'增加资金是不可 

少的。澳大利亚、奥地利、德意志联邦共^国和苏联的代表通过理筝会，他们的政 

府正在考虑增加基金捐款。许多代表说，他们的政府已经增加环境基金的捐款。保 

加利亚、法国和日本的代表表示，他们的政府将来会增加支持。芬兰代表宣布，芬 

兰政府1 9 9 0年的捐款将比目前的数额增加50%。马耳他代表说，他的国家打 

糞把捐款额加倍。荷兰代表说年度捐款将增加,到1 9 9 4年将为目前金领的一倍, 

并说他愿意考虑到1 9 9 2年就加倍。瑞士代表对理箏会说，早在1 9 8 7年瑞士 

玫府就决定到19 9 1年把捐款增加一倍。若干代表认为1亿美元的目标是合乎现 

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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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代表都强调，增加捐款的责任主要在发达国 

1 7 7 . 至于其他资金方面，掷威代表说，她的政府准备提供三年期间的初步资金, 

在掷威设立一个北欧资源资料数据厍监测系统。端士代表说，端士政府准备大力支 

持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方案，特别是国际潜毒化学品登记中心、《巴塞尔公约》秘书处和 

全球资源数据库等范围内的项目。同时，一名代表说，符合国家优先箏项、为具体 

目的设立的信托基金取得的成功，这本身可能使一些国家不向环境基金提供更多捐 

It另一代表认为，有目标的具体行动方案或许会给信托基金带来更多捐款，他补 

充说，为各公约^为关于气侯转暖等各种活动的专门基金不断增加，这表明，环境 

署在此类爭务中应采取协调措施。 

1 7 8 . 奥地利代表宣布，他的国家正在考虑增加对环埂署一些具体方案的捐款。 

1 7 9 . 两名代表说，在目前情况下,提供当地货帀用在区域合作项目中一一这一 

机制目前正在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研究一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比直接向基 

金捐款更为可行。 -

1 8 0 . 一名代表对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双边而不是多边渠道提供经济支持这一曰益 

加强的倾向表示关注。 

1 8 1 . —名代表建议，发屣中国家偿付债务利息责任的一部分以及债务本身，应 

转狭成对环境署各种环境基金的付15：。 

182.执行主任答复代表的评论时说'他注惠到代表们一般都赞成增加环境署的 

经费，有些代表已经明确承诺在1 9 92年前增加捐款一倍或大量增加。许多代表 

认为1亿美;：-目标是可以达到的。理事会或愿;Ï、在原则上赞同这一目标数额，并决 

定1 990—1 991年追加的资金应按1ii的介绍性报告的补编(UNEP/GC 15/5补.编 

1 )内的建议使用。如果理爭会^惠如.此，则可能决定请行主任与常驻代录姿负 

会讨论如何在待到追加资金时根据执行主任建议的追加方茱米便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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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9 9 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 

1 8 3 -大多数代表都支持在 1 9 9 2年召开一个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不过 

有一位代表提请注意不要掷用资源也不要耽误应在1 9 9 2年以前进行的工作。关 

于筹备委员会有若干不同看法，若干代表赞同不限成员名额的理事会，其他倾向于 

—个独立的政府间委员会。若干代表说，区域会议和报告应作为等备过程的重要 

部分。许多代表强调必须使联合国其他机构、各政府间和非政厨组织、学术机构 

和工业界参与筹备过程和会议本3。 一位代表提议设立一个特设秘书处，由联合 

国秘书长直接指派的一位官员主管。 

1 8 4 . 代 表 们 提 出 了 各 种 供 该 会 议 讨 论 的 议 题 。 若 干 代 表 提 

到加强环境署和联合国其他机构'足进环境合作的作用。一位代表提到环境署的未 

来任务。若干位提议建立一个生态安全理事会和一个紧急环境援助中心。一位代 

表提到保护环i見的超国家机构和国际合作结构的未来发展。另一位提到生态灾难 

的监测和预报。若干位建议制定环境行为规范。其他代表提到规定环境责任和 

等资办法。另一位建议筹措军备中省下的资金设立一个环^基金。一位代表提 

到技太的转让、大众意识的提髙、环境的规划、管理和评估。另一位代表支*传 

播安全的、节省资源的工艺。下述题目各由一位代表提出：培养符久发展的思想； 

培养该思想所需的额外资源；债务对环境的影响；新的经济秩序是发展中国家执行 

有效的全面政策的必要条件；通过和平、裁军、发展和合作建立生态安全。一位代 

表认为应该在这个会议上重新,定每个国家在环現方面的责任，并建立有效机制帮 

助发展中国家。一些代表希望会议能通过一些具体的行动计划和有时限的指标。 

代表们都希望该会议在联合[ii系统谋求环纟£无害持久发展方面有所突破。 

1 8 5 . 代表们就去i义名称提出了许多建议，例如，关于生态;^人类影响的会议； 

关于 2 1世纪前夕的社会和大自然的会议；关于捋久发展的会i义；联合国生态安全 

会议；第二/y:联合国人类环i尧会议等.两位代表支捋巴西作为会议东道国，另一位 

代表建议会k义在亚太区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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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6 . 关 于 各 代 表 就 拟 议 的 1 9 9 2 年 环 境 和 发 展 会 议 所 作 的 

评 论 ， 执 行 主 任 作 答 时 指 出 大 会 1 9 8 8 年 1 2 月 2 0 S 第 4 3 / 

1 9 6 号 决 议 派 给 理 事 会 若 千 具 体 任 务 ， 决 议 请 理 事 会 通 过 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关于会议目标、内容和范围的意见。理事会也可就日 

期、地点、名称和所涉经费问题提出意见。大会第43/1 96号决议序言为会议提 

供广阔的范围米处3^具体问题。理事会成员il的;1见中更着重强调的是环境和自然 

资源管理，而不是发展。但是，不能在真空中讨论环境问题。只能在整个发展进程 

的大范围内，在目前第三世界尤其存在a碍这一进程种种限制的情况下，讨论环境 

问 I尽管人们清楚地了解到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损害其发展，国际贸易中的不合理 

m摧毁了它们保护环境和适当便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有人希 

望把1 9 92年会议变成贸易或债夯问题会议,尽管如此1 9 9 2年会议的目的是 

审议如何直新恢复地球。许多发言清楚表明众人都关注气候变化、水资源等问题，. 

关注在联合国系统和国家一级作机构调菴的需要，同时必须探索无害环境的技术。' 

187-代表多次'提到需设一不限成员名额旳规划理亊会，作为1 9 9 2年会议的 

筹备机构，该机构有自己的议事规则和主席团，与现在的规划湮事会无相同之处， 

这样，规划理事会敛为环境事劣的权威机构，可以给筹备委员会领个头。理事会应 

说明筹备委员会将召开几次会议。三、四次会议似需要。理事会还应审议是否M要 

在g]家一级或通过区域经济娄员会在区域一级进行筹备工作。1990—11^91年所 

需区域会议可能不到五次。会议的据为环境署,Z亚太经社会和环境署/非经会就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而召开的联合会议。应当強调需要非政府组织和科学 

界参加筹备过程，此外，鉴于1^个联合国系统Ï环境事务方S的长期经验各Hi玟府 

和秘书处坚决支持整个联合国系统通过一机构间机$u,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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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除大会建议的环境与发展名称外，又提出一些会议名称，例如持久发展、 

公元 2 1世纪前夕的社会与生态对人类的影响、全球环境与经济的复苏，联 

合国第二次人类环境会议，联合国行星地球大会以及联合国医治行星地球会议。执 

行主任留交协商组确定名称，但名称应能表达会议的紧迫性并;;>及环境、；;^围以外的 

问题。 

189- 至于会议B期，由于理事会本身是1 9 7 2年在斯傳哥尔摩举行的人类环 

境会议的产物，所以，把斯德哥尔摩会议二十周年纪念曰6月 5曰作为会议的闭幕 

日最为合适。 

190- 执行主任在谈到会议秘书处时说，他不能同意秘书长关于将秘书处分为几 

处的建议。筹备如此规模的会议需要设在一个地点旳秘书处，理事会已表示支^ 

个有其II身特点的有力的秘书处。如同过去所有联合国会议一样，必须指定一副秘 

书长一级的个人担任会议秘书长。并且根据联合国传统，全力负贲筹资和会议实质。 

他或她应向联合国秘书长直接负责。 

191- 若干代表就执行主任关于1992年会议的发言和他随后提出的提议发表:t见 

说，他们赞成由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环境规划*主筝会去充任这个会议的政府间等备 

委员会，及等备委员会应在1 9 9 0年开会。一些代表并强调必须让联合il各专 

门机构和区域会议参予这个会议等备工作。一位代表认为大会的全体委员会应担 

任做等备委员会，它应在纽约开会，以便联合111全体成g国都能参加'几位代表 

浞请注意有必要设置一个强有力的祕书处'由一位独立的松书长领导，罝接向联合 

国校书长负责。一位代表说应向大会着力指出设立一个强有力和独立的秘书处的 

必要。另一位代表表示主张把祕书处设在日内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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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2。 一位代表说可持久和对环境无损的发展应是这个会议的主题，但其他代 

表则认为执行主任提议的目标就范围论过于狭窄，一位代表提议说诸如国际法院对 

环境问题的作用，及用从裁军腾出的节省设置一个环境基金等问题，都应加以讨论。 

有人强调参与这个会议的部会应不限于环境部，并说这个会议应是进行合作而非进 

行对抗的论坛。两位代表提到执行主任关于设置一个国际等资机构的提议，说， 

他们现阶段对于任何关于债务管理的具体办法，尚不能作出任何承诺。关于这个 

会议的名称，一位代表和一位观察员赞成"第二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字袢，1E 

另有一些代表则主张用"联合国环墁》发展会议"字样。 

193- 一位代表具体提议这个会议应于内罗毕举行，诅其他代表则用较笼统的 

提法，谓它应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举行，而且最好在一个已设有联合国会i义中心的国 

C 大家对执行主任提议的会议B期，即1 9 9 2 年 5 月 2 5曰至 6月 5曰，都 

表同;to 

无害环境和持久的发屣 

194- 一些代表强调，若要达成持久发屣，必须消除现有经济差距.有两名 

代表强调，贫穷是环境问题主要根源。许多代表强调，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严重 

地阻碍了环境保护。一名代表指出发展中国家承担巨大外债压力，为偿债被迫滥 

用资源。他建议，把发屣中国家所负利息和债款本身中的一部分作为各种环境基 

金捐款。一名代录希望，对发屣中国家提洪的实际援助能够符合发达国家制定的 

耗资巨大的环境问題解决方案。一些国家对多边筹资机构规定的各种贷款条件表 

示关注。 

195.代表in，旨出，人们日益了解环境问题的界性质。一些代表认为需要 

国际环境合作，使每一穸加者能尽力做出贡献，由强者帮助弱者，达、到共同的目标。 

另一位代表指出，对于？^穷国家，无要满足基本需要，然后才能谈得Jl环境这一优 

先事项。许多国家认为，造成污染和危险废料的国家应当承担解决污染、处理度 

料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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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一名代表提请各代表注意环境问题与安全的关系，特别是大量核武器对 

环埼.构成的危险。 

1 9 7。 若干代表5虽调，需要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并说明了各自国冢开展的活 

动。 

1 9 8。 有人煶到拉丁美洲国家的环境宣言，其主要内吞是拒绝外人干涉、再度 

肯定主权、要求兼顿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扩大国际合作，设法解决 

外债问题。 

1 9 9 ' 一名代表强调，需要立即修正全系统中期环境方茱,以反映世界环境与发 

展委员会的报告。 另一代表提请各代表注意，防止环境破坏要比修复环境节省 

费用。 

2 0 0 - 执行主任最后谈到持久发展问题，指出各国代表团对此谈得最少。1-曰-是， 

如同他在开幕发言中说，对埋事会非常重要的是澄清观点，就是说通过一项决定， 

直截了当地指出，持久发展不意味也不应当意味侵犯任何国家决定本国发展的主权。 

如没有这样的声明，联甘共^i开坛上将继续'玩附带条件的问题犮生争执。理事会 

或 可 把 文 件 1 5 / 5 X 6 / A à d 2中拟提叉大会的有关Î寸久发展的乂和评 

论作为声明萆案的基础。 

E.对交换所进行外聘评价的结果 

2 0 1 - 执 行 主 任 在 介 绍 他 的 关 于 对 交 换 所 行 外 聘 评 价 的 结 果 的 报 告 1 ^ 

a/Add. 1和补编1)时指出，总的说来，他的关于交换所体制的建议赞同了H理 

事会第决定，的请求办理外聘审评的三位高级顾问所作出的建议。补编 1 

号文件报导了两个现场访问团的结果，那是审评员在环境署总部举行讨论后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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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场无直接接触，才决定组织的，补编1号文件的最末段确认了他们早先提出的 

建议。 

2 0 2 . —位代表说，在一般性辩论中，大家同意需要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让技 

朮和资源；这正是交换所的基本目标，其重要性日益增加。对于各种形式的援助 

请求，捐助国的反应有了好转。，交换所应加强这一趋势。其他一些代表同意应 

进一步发展并大大加强交换所的业务活动。一些代表支持、执行主任也赞成外聘 

评价的建议，即重新审查交换所股和环境署秘书处其他部门之间的工作分配问题。 

其中一位说，他愿意研究重新分配任务后该股的职责范围。至于财政方面，最好寻 

求双边禝助来加强交换所。 

2 0 3 . 另一位代表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培训是一个关鍵问题，缺乏培训咀碍 

了环境机构的建立。这类机构起的是催化作用，因此需要技术在tii只，而交换所能 

帮助他们获得技术知识。他对关于进行重新分配任务，减去交换所某些职责的建 

议表示关注，认为该^议所裉据的理由不够充分。 

204-在回答代表们就交换所体制发表的一些意见时，执行主任说，交换所 

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长，有助于加强环境署的作用；利用整个联合la系统中现有的 

技术能力也十分重要。关于必要的资金，他一贯的政策是把资金用于方案的执行而 

不是用于在办公室工作的人员，所以，他呼吁各国政府向各区域办事处，特另','是设 

在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办事处派调高级的、完全合格的工作人员。 

F.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环境状况 

205.执行主任提请理事会注意他的关于理事会第1</4号决定（被占领的巴勒 

期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环境状况）执行情况的报告（UiNErZGC.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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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邵分，其中说明了收集报告材嵙的背景情况，他并强调以色列政府并没有正式 

参与其事。该顾问的报告全文备供各国政府索 t 

2 0 6 . 巴勒渐坦观察员说，执行主任的报告与事实相抵触。那位顾问没能从事 

适当的研究，因为他受到限制，塞给他的官方统计数字被做了手脚。此外，报告 

根本没谈戈兰髙地和黎巴嫩南部状况。执行主任不应依赖他收到的顾问的报告， 

他应组织环境署的正式访问。 

2 0 7 . 他又说，由于以色列占领，环境状况正趋恶化，以色列军队从事残暴的 

没有人性的行为。自从巴勒斯坦反抗运动开始以来，大量巴勒斯坦人被关入集中 

营，其他人则被驱赶到约旦和黎巴嫩，违反了国际准则和人权。住宅被蓄意摧毁: 

留下来的人生活条件难以忍受。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橄榄树、柑桔树和农作物遭 

到毁坏，土地被没收给以色列人使用，井中被投毒。众所周知，以色列拥有核工 

厂^核武器，并依然处于原子废物国际管制之外。国际新闻机构充分记录了这一 

形势，若千国家的外交部长目睹了发生的情况。他呼吁国际社会结束上述行为， 

呼吁理事会谴责这些行为。 

2 0 8 . 许多代表支持巴勒渐坦观察员的建议：不应核准执行主任的报告，应要 

求他派一正式委员会调査局势。一名代表提醒理事会另一代表关于环境与和平不 

可分割的讲话。这一问题即严肃又重要。他可同意这一肄议：需要重新考虑执 

行主任的报告。另一代表说，由于理事会面前的报告仅代表一种观点，因而需要 

更全面的报告。一种观点应编入也反映其他观点的更广泛的报告中。 

2 0 9 . 一名代表说,.理事会举行会议不是要讨论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反抗运动。 

何况，后者在以色列放火造成环境退化。他坚持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在挑姅 

面前表现的如此克制。理禀会应当赞赏过去二十年中萨马里亚^加沙地带目睹了 

卫生状况改善，沙漠后退；动植物群落受到俣护，人们广泛得到安全饮水。如报 

告所述，在许多方面，环境状况好于以色列的一些工业地区。以色列政府多年来 

釆取的环境行动值得簪扬。他希望，那一动乱地区很快恢复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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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另一代表说，理事会应充分考虑执行主任准备报告时面临的种种限制。以 

色列军队采取的方法对环境影响严重，他的代表团对报告的许多内容不纟&同意。但 

他认为，最好召集一组中立人员，进一步调査，此后，理事会可继续讨论这一问题c 

2 1 1。 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观察员支持这个建议，即应该组织一个正式的调查访间' 

2 1 2 . 另一位代表告诉珲禀会说，他的代表团本来不赞成第1 4 / 1 1号决定， 

但是接受了协商一致意£o 执行主任提出的报告如实报道了访问中所见的情况。 

他的玫府对理事会的讨论中卷入政治问题感到遗憾。环境署不是一个技术援助机 

构，但是该地区正在执行一个环境署卫生组织联合项目，他的政府对此感到欣慰。 

他支持执行主任建议理事会采取的行动。他指出，"被占领领土"一词应觯释为 

反映了 1 9 6 8年所造成的局势。 

213-巴勒斯坦的观察员行使答辩权发言指出，美国和西欧政府正同亚西尔‧阿 

拉法特举行会谈，阿拉法特并没有发令采取焚烧森林之类的行动。巴勒斯坦反抗 

运动（ I N T I F A D A )是一个合法的活动。特拉维夫的爱好和平力量不断向以色 

列政苻抗议示威，巴勒斯坦人也要求公正的和平。 

214.以色列代表行使答辩权发言说，如果理事会要求环境署对同一个问题编写 

一个31—个报告，就会立下很不好的先例。理事会应该通过执行主任的报告，不 

加任何修改。 

215.执行主任在谈到被占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上的环境问题时指出: 

所谓"旅游者"是设在美利坚合众国的环境署之友委员会的主席。他指出，环境署 

不能向被占领土派出带,官方身份的任何个人或人员：如果安全理事会提出这种要 

求，则应由秘书长对此作出安排。理事会必须首先注意到执行主任的报告，才能认 

为报告不完整，或因其他理由而不支持这一报告（如果理事会希望如此的话）。正 

如他在讨论开始时指出的那样，他们读的并不是旅游者的报告，而是执行主任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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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他请有关的各国政府向他提供它们所拥有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所有资料，他将对 

这些资料加以补充，办法是设立一个精通环境问题的独立的专家小组，以对资进 

行研究，并向他提供全面的情况，在此基础上，他可以拟定一份更具体的报告.他 

呼吁理事会使其审议工作保持非政治性。 

G.环境署区域办事处系统 

2 1 6 . 执 行 主 任 在 介 绍 他 的 关 于 环 境 署 的 区 域 办 事 处 系 统 的 报 告 1 5 / 

Add 3)时指出，理事会在其第十四届会议上要求执行主任M少区^办事处系统所 

加于方,、邪方某支助费用预算的支出；伹是正如他的咨商所显示的，理事会并不是 

要他去削减这个系统本身的支出。正如他的报告的导言部分载明的，虽然并未有人 

要求他对区域办事处办理审评，但他仍然觉得有必要去傲该项工作。因此，聘用了 

一位独立的顾问去做该项审评工作。 

217。会议普遍支持执行主任介绍性报告中提出的各项肄议，特别是在加强发展 

中区域的各区域办事处方面的建议。一位代表指出，就欧洲区域办事处而言，它 

并不需要增加资金，另一位代表对此表示同意，说这也适用于北美区域办事处，并 

认为应向这两处办事处提供较少的资金。另外两位代表也对此表示支持。相当 

多的代表反对有关将'涉及非洲.六个阿拉伯语国家的职责转交由西亚办禀处承担的建 

议。一位代表说，4^未就该项瑋议与北非各国进行过任何协商，它们不支持该项 

建议，因为这不符合有关非洲团结的协议。 

2 1 8 - 一位代表说，可以通过在非洲设立一个分区域办事处来实现非洲环境会议 

有关向非洲所有地区提供更好的服务的期望，另外两位代表说，非洲环境会议和非 

统组织将同建议的分区域办事处协调其活动。 一位代表赞同通过提供更多 

的财力和人力支助的办法来加强现有的区域办事处的设想，而反对另行设立分区域 

- 4 6 -



办事处，因为前一种'"^法将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额外支出。 

一位代表认为，有关在揎丁美洲设立一个分区域办事处的建议尚为时过早。他建 

议说，秘书处应对此类办事处的职扠范围加以研究，并就此与有关国家的政府进行 

协商。两位代表对此项建议表示支持。另一位代表说，有关在太平洋区域设立一 

个分区域办事处的建议应在该区域各国之间进行协商，因为南太平洋的所有较小的 

岛国均未派代表参加本届理,会。可以通过设立一个分区域办事处来促使这些国 

家更加有效地参与环境署的各项方案，并为它们，I决其所面临的、包括海平面可能 

上升在内的各种问题提供支助。 

219。 关于各区域办事处的地点问题，一位代表建议说，非洲区域办事处应从内 

罗毕迁出，以避免过多地从事有关总部的各项活动。若干位代表建议说，可以通 

过将这些分区域办事处与包括开发署下属各单位在内的联合国其他分区域单位设在 

一起的办法来最大限度地节省开支。 

2 2 0 . 关于此、项制度的经费问题，两位代表说，他们同意把它掷出方案和方案艾 

助费用预萁的原则。 另一位代表原则上支持利用预算外资金为各分区域办事 

处供资的建议，但环境基金不包括在内。然而，与此有关的支助费用仍应象行 

政湘预篝问颞咨询委会所建议的那样从方案^方案支助费用预箪中支出， 

221'—些代表就各个不同的区域办事处发表了详述意见。一位代表说，应更 

多地注重实际的方案制订工作和以实现持久发展为目标的实施工作，同时特别侧重 

《4NW合作开罗方案》的实;̂  他还赞同执行主任有关设立环境署国家委员会以及加 

强与开发署、世界银行^各区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之间关系的各项建议。另一区 

域的一位代表说，他想进一步了解各国家委员会的职能。而另一位代表则提到加 

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的必要性，因为随着该区域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t著 

成镄，也出现了众多类型的环境问题，他的国家业已向设于曼谷的区域^事处派出 

了一位遥,技术专家和大自然养护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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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一位代表球议将环境署的各项方案分散执行，以使各国更加积极地参与， 

同时分享其所属区域的资源。他建议说，设于曼谷的区域办事处应负责有关的区 

域性海洋方案，但有关区域合作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则应统一处理。有两位代表支 

持非洲部长级环境会议提出的要求.即环境署应请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努力，设法 

实现非洲有关环境养护各项目标。 

223-另一位代表说，应改輩欧洲区域办事处的结构，以期提高方案执行量。该 

办事处应作为一个支助单位开展交换所机制方面的活动，同时还应获得必要的专门 

知识以保证总部设在败洲的涉及环境事务各组织:之间日益增多的协商方面适当考虑 

到环境#的政策。他进一步指出，""^§：而言，应在区域和分区域各级更多地注重 

个别提出技术援助要求的国家日益增多这一现象。他赞同有关加强联合国各区域 

办筝处与其他国际机构之间的关系的建议，以便促进其在环境领域中的活动。 

长期的目标应是分阶段逐步取消环境署各区域办事处，届时有关环境方面的问题都 

将会充分纳入各区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有关方案之中。为此目的，他促请应参 

照这些区域委员会有关环境问题的各项活动定期对各区域办事处的工作进行内部评 

价。 

224.执行主任指出，他对一个地区的各国之间在细节问题上的分歧不感兴趣。 

他只谋求使环境署资金的利用产生最佳的效杲。他认为一个单一的办事处不《f;^ 

象他希望的那样有效地为5 0个非洲Si家服务，但是,.只要环署不具备采取吴他 

方式的人力物力'就只能把组成非洲区域：!^;处的四名官员集中安排在一个办搴处 

内，而该办事处必须与总部一起设在内罗毕，才能利用由整个环境署提供的支助。 

他的报告^整个目的是要激发人们就各项原"|!、优先事项勒实际执行的可能性进行 

辩论。他提出了各种想法和提案，希望理事会提供政策栺示。当然，如杲财豉 

上出现了通过设立分区域办事处^加强整个系统的可能性，有关的各国政府将就这 

些办審处的地点和其他问题进行具体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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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各观察员组织的一般性发言 

2 2 5 . 阿扎尼亚泛非人大会观察员说，南非政治制度必须推翻，因为它是土地退 

化、土壤侵^和地方贫穷等严重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尽管进行了所谓改革，侣 

是非洲人仍然不能购买土地，也不能不经允许居住在班图斯坦以外的地方。在班图 

斯坦零散备处的贫廣土地上,1, 100百万非洲人被迫住在那里，另有1, 700, 000 

人受到将被赶到那里的威胁。对阿扎尼亚泛非人大会来说，种族隔离是殖民征服 

的结果，因此不是南非当局支持者希望界相信的那样，纳米比亚并不是非洲最后 

一个殖民地。只有当南非——阿扎尼亚——也莸得解放，只有当那里的非洲人获 

得自决权时，非殖民化斗争方会结束。对于执行联合国有关制弒約决议、进行体育 

文化抵制活动以继4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压的所育国家和人民，他表示谢意. 

他还慼谢使泛非人大会主席无条件莸释的国家和组织。在结束时，他录示，在纳 

米比亚人民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需要的时刻，他的运动加以,援，并且，援巴勒斯 

坦人民和新成立的巴勒斯坦国。. 

2 2 6 . 联合国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观察员欢迎执行主 

任强调有必要"在形式和内容上"使环境无害和持久发展的概念具体化，并制定执 

行此种概念的各种方法。人们目前已相当了解由于社会一经济发展政策而对环境 

造 成 的 影 响 ， 该 部 目 前 正 在 就 此 探 讨 一 些 进 行 分 析 ^ 评 价 的 方 法 。 该 

部认为，这些活动将会对1 9 9 2年会议做出有益的贡献，它在此次会议筹备工作 

中可以而且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正如理事会所了解的那样，目前正在t联合国 

九十年代发展战略开展工作。他的部将把理事会就此事项所作出的任何进一步建 

议转交给负责起草该战略的特设全体委员会。 

2 2 7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的观察员概述了载于贸易发展理事会 

最近通过的关于持久发展的决定中的各项建发展中国家在贸发理事会上表示 

关注说，环境议题将使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新的转变，而且还将拟用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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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ï资源转用于环境保护。虽然他对通过《巴塞尔公约》表示欢迎，但同时强调 

该《公约》是否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足够的保护尚要看事态的发展如何，特别是在 

禁止非法运输危险废物方面。关于持久发展问题，贸发会议认为，应针对每个最 

不发达国家在环境领域所面临的机会和困难制定相应的国际和国家发展政策，这是 

极为重要的工作。关于技术援助问题，贸发会议业已开始处理一个最不发达国家 

就环境问题提出的一项请求。随着秘书处对持久发展与贸发会议各项主要活动之 

间关系的审査，此类援助的范围将会日益明朗化。毫无疑问，贸发会议将根据所 

收到的进一步请求采取相应的行动，但其条件是如贸发理事会所决定的那样同时获 

得更多的资金。 

22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的观察员提请注:t该署署长的报告，该报告 

概述了如何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战略对各国政府方面日益增多的技术合作和投资前支 

助请求作出迅速反应，从而将有关环境和持久发展方面的态度纳入其各自的发展规 

划及宏观和微观经济管理工作之中。该项战略的目标还包括：设法加速对旨在执 

行防止环境退化、开展生物物种多样化和养护活动、以及从基层着手动员社区参与 

(其中包括妇女和青年）的各项项目和方案转移技术和更多的资源。国际社会需 

要紧迫地注;t如何加强发展中；II家的技术能力的问题从而使之得以有效地参与有关 

生物圏的国际对话，同时还需要注;t如何设法增加筹资。开发署业已应一个发展 

中国家的请求着手就如何逐渐放弃使用生产氟氯烃的化学品和材料以及代之以可接 

受的物质进行一项可行性研& 开发署目前还在与世界资源研究所及一些双边方 

案合作的基础上就如何确定以新的资金来源和机制为养护活动筹资问题进行一次可 

行性研究。计划于 1 9 8 9年后期举行的一个国际专题座谈会拟审议根据经于 

1989年早些时候在六个区域性讲习迹上同发展中国家协商起草的各项选择而制 

定的一项具体行动方案。开发署还正在考虑发起一项世界青年环境方案，以使各 

国政府设法促使广大青年参与一些有关环境的项目，从而减缓失业状况并提供培训。 

他在结束其发言时对执行主任有关加强与开发署合作的建议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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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教科文组织的观察员指出，他的组织的总干事坚定地认为，重要的是立即 

采取行动，利用现有的知识和近来各项活动所造成的声势来保护自然资源和养护环 

境以造福子孙后化然而，任何行动均应伴之以继续对各种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 

办法进行严格的科学评价。教科文组织髙度重视有关气候变化的议题，愿：f向政府 

间气候变化研究团的各项活动提供支助。该组织还拟向建议的1 9 9 2车会议的 

筹备工作做出贡献。该组织的总干事曾再三强调科学界的重要作用，认为任何有 

关环境领域的联合国方案或行动计划均应与科学界的努力密切地结合起来。有人 

就此建议设立一个科学家团，以对建议在国际一级实施的各种环境保护措施进行监 

测。教科文组织的1 9 9 0 — 1 9 9 5年中期计划草案及其1 9 9 0 — 1 9 9 1年 

方案和预篝草案已将有关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方t'的各项活动列为髙度优先目标。 

230-世界银行的观察员欢迎近来就各项环境与持久发展议题在国际，区域和国 

家各级举行的各种重要会议；然而，如果要将良好的意愿付诸实施，则将需要大量 

的人力和资源。有必要增加国际合作的程度和以新的形式在各级采取参与行动。 

该银行因各成员国对新的综合性参与规划方案机制十分感兴趣而深受鼓舞，要求在 

国家一级采取环境行动计划(国家环境行动计划),并对该项概念作了解释。另 

一项令>^感到满;t的现象是各联合国机构和双边机构均对国家环境行动计划表示兴 

趣。关于地中海行动计划，将需要大笔投资以执行其中的各项优先内容，而诸如 

世界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等机构则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指出，世界银 

行正在寻求与环境署在各方面的努力进行合作，并将尽快对执行主任有关加强合伙 

关系的建设性建议作出积极反应。该银行在将环境问题纳入经济决策方面业已取得 

了相当大的;Ï展，并认识到它必须就在持久发展的框架之内争取经济增长和社会发 

展的收益和代价向各成员国提供明确的建仏 对近年来经历经济衰退的国家而言， 

这是一项棘手的任务，但至为重要的是确保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构改革能够考虑 

到在设法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保护而不是损害自然资源。 

- 5 1 -



231.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的观察员说，通过科学研究来解释有关决定气 

象状况的各种因素正是该组织的工作基础。其科学调査的结果为在臭氧层问题上 

采取国际行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然而，迄今尚未能象了解全球状况那样清楚地 

了解各区域的变化情况。对有关气候的研究提供支助十分关键，但不幸的是，用 

于增加科学知识的资源的水平近来却有所下降。该组织十分关注有关大气和气候 

变化以及水资源的问题，他十分赞同将之列入执行主任的优先目标的清单之中。 

2 3 2 .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的观察员说，海事组织已根据大会第 

4 2 / 1 86和187号决i义委任进行一项研究，评价其海洋环境领域的技术援助方案。 

作为该研究的一鄧分，曾邀请海事组织所有成员国指出在执行海*组织有关海洋污 

染的各项公约过程中所遇到的问氣 此外，海事组织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已遒过 

一项关于海洋环境保护方面提供技太援助的决议；预计1 9 8 9年 1 0月海蓽:t里事 

会第十六届大会将会赞同该决议。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曾就如何执行《关于禁止 

向海洋倾弃废物的伦敦公约》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该项公约的締约国协商会议 

于 1 9 8 8年10月举行其会议时接受了有关该《公约》应重申各国有责任和权利 

控制和制约在2 0 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倾弃废物的建议。关于该委员会就报告从 

.陆地向任何水域倾弃有毒和放射性物质问题提出的建议，该协商会议就此申明，该 

《公约》业已规定应通报向海洋倾弃的废物的性质和数量，并记录和传递与此有关 

的资料。海事组织建议根据《巴塞尔公约》审查有关通过海路运输危险废物方面的 

现有规则和惯例，以便建议视需要采取各种补充性措施来协助各成员国履行其保护 

海洋环境的职责。该织还注意到伦敦会议有关挽救旲氧层的结论，并同意尽可 

能限制在船只上使用^烃树脂作为灭火剂。将就此向海事组织第十六届大会提交一 

份决议草案。根据联大关于建议举行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的第4 3 1 9 6号 

决议，海事组织的总干事曾提请注意这一事实，即对环境无害的海洋运输基础设施 

是持久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囡而!^请将,査海事组织为保护海洋环境而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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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列入该届会议的i义程。他在结束发言时说,海洋污染和•地区发展一特别是海 

港的发展一均可以对海洋环境产生严重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设法通 

过、；^海旅游事业获取外汇。这种情况加重了对浯海环境的压力，原因是其脆弱的 

生态系统，诸如红树林.,珊珣礁和海草床等，本来污染十分敏感。海事组织 

的独特使命正是保护海洋环境，因此它可以在实现无害环境和持久发展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2 3 3 .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观察员说，各区域组织可以在设法寻求全球性解决办法 

的过程中发挥有益的作用。除就"欧洲统一"计戈I化外，1 9 9 2年应成为建立一个欧 

洲生态共同体的里程碑，因为法律上要求环境政策成为欧共同体所有其他政策的 

一个组成部分。该共同体将参与审査作为《赫尔辛基宣言》的后续行动向发展中 

国家转让技术和提供财政援助的各种特定机制。全球气候变化是另一项巨大的挑战， 

目标应是到1 9 9 2年时制定出一项公约及其执行议定书。 1 9 9 2年会议还应 

集中全力处理有关如何以最佳方式更加有效地协调养护环境的全球性政策的问题。 

这无疑需要环境署发挥其中心作用。第一项任务应是设法加强现有的各种结构，但 

不应排除其他继而出现的新情况。关于无害环境与持久发展问题，该共同体认为， 

经济发展只有在良好的环境中进行才能成为可能。共同体设法将其用于与发展中国冢 

进行合作的资源更多地用于解决环-莧1口」题。在此方面，债务问题与环境问题之间的 

联系至为重要。 

234. 北欧理事会的观察员说，该理事会业已做出进一步努力，特别通过举行各 

种国际会议和通过有关环境和保护海洋的范围广泛的行动方案，设法加强对环 

境的保护。人类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都涉及到环境问题，因而必须亳不含糊地指 

出：环境灾难无疑慈味着经济灾难。 不负责任地使用生物技术所产生的风险构 

成了新的威胁，因此必须在国际一级采取强有力的控制措施。'同时需要在穷国和 

富国之间加强团结，因为环境问题所产生的影响涉及整个世界。世界业已掌握了 

如何处理环境问题的专门知识，现在所需要的是增加财政资源和切实可行的政治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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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她满意地指出，许多参加理事会会议的国家已承诺增加对环境署的财政支助， 

希望可以通过裁军来节省出更多的资源。她在结束发言时指出，为了子孙后代的利 

益，必须保护环:^ 在此问题上，业已提交给联大的《保护儿童权利公约》正是 

朝向这一目标迈进的一步，因为它规定儿童有权享有一个安全无害的环:^ 

235.养护大自然和自然资源国际联合会（大自然养护会）的观察员指出，为了 

筹备1 9 9 2年会议，重要的是避免因为数众多的独立行事的有关机构一联合国系 

^各非政府组织、以及各个协调性机制等一之间的联系斋乱而导致的工作重叠和 

低 效 率 。 他 回 顾 说 ' 1 9 7 0 —1 9 7 2年间，有关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和交流 

环境资料的各政府间工作组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举行之前业已取得了切实的成果，其 

最终形式为《关于禁止向海洋倾弃废物的伦敦公约》、环境监测系统和环资系I 

他询问是否可以在今后两年筹备1 9 9 2年公约的过程中采用同样的机制。他坚 

决赞同执行主任将因大气污染而产生的气候变化风险列为优先目标之一，并支持有 

关制定一项保护全球气候的纲要公约的设想>0 '他欢迎载于文件 G C . 1 5 / 5 / B U P P — 

l e m e n t 1中有关保存生物物种多样化的各项建议，并支持执行主任提出的其他各 

项优先目标；同时还强调在生态系统中照顾到各区域之间的差别的重要性。最后， 

他说大自然养护会目前正在锏定一项养护南极地区的战際一此事项与事会进.行中的 

对执行主任的环-X状况报告的讨论有关。 

236.国际环境联络中心（环联中心）的观察员说，她的组织代表着遍及世界 

各个区域的数千个非政府环:^和发展组艮 环联中心希望特别提请注意列于执行 

主任报告中的三项关鍵性议题,即有关大气&络项议题、生物物种贫化、和危险废物以 

及有毒化学品。各非政^组织要求各国政府将气候变化问题列为优先目标之一。 

概述非政府组织不断建议的各项政策选择的详细声明业已分发给了各代表团。声明中 

请各国政;^立即米取行动，设法通过采用能源养护和有效能源技太来减少使用矿物 

燃嵙，并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各种可再生能源》 各非政府组织希望重申，核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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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氺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亦不是一^十分有效的能源形式。 必须米取步骤 

养护世界森林和灌木地带和培养新的森林区。 此外，各国政府应在环境 

署的支助下，发起一场教育运劫，使其公民和工业部门了解环境污染和继续滥伐森 

林所造成的后果。环^应！；^进就一项全球性公约和控制温室效应气体排释的议 

定书进行谈判。为了节省时间起见，环境署应在起草公约的同时开始着手拟定一 

项有关控制主要的温室气体（即二？1化碳)的议定书。各发展中国家政府应积极参与这 

一进程，应为此提供资源。各工业化国家应立即设法减少其自己国内排放的有 

害气体，而不必等待各项国际协定的完成。尽管环联中心欢迎《巴塞尔公约》以及 

《关于控制化学品S际贸易资料交流的伦敦;则》，但它认为真正用于衡量这些措 

施是否取得成功的标准将是看这些文书是否成功地大幅度减少了此类物质的贸易量。 

环現署必须设法逐渐制定出一项预防性政荧，以减少发源地所产生的废物量和在拥 

有适当#代物的情况下分阶段逐步放弃使用有毒化学品。关于生物物种多样性问题, 

环-見署应协助大自然养护会浞使发展中Hi家的人员参与起草一项保存生物物种多样 

性全球公约的工作；大自然养护会目前就此进行工作。环境署继而应与大自然养 

护会、环联中心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就该项公约i斗行谈判。最后，她促请理事 

会加强载于其第1 4/8号决定，中关于与各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的各项建议，特 

别是在为非政府组织任侖一位具有这方面经验的联络官员担任高级专业职务。 

237 .国际绿色^平会的观察员说，理筝会上的许多发言均耵有关臭氧层和危险 

废物转移问题的各项新的S际环境文书表示赞扬。但这与自我吹捧没有多大的区 

另11。 Ig际社会仅就为数甚少的议题达成有限的协商一致慈见远远不足以解决有关 

持久发展的问题。现在所需要的是针对执行主任报告中所列各项优先领域在国际 

和国家两级米取迅速而又及时的行动。 囡此'绿色和平会吁请理事会通过^定, 

要针对环境问题的根源而非其症象；要从裉源上消除危险废物并使必要的技犬无条 

件地供应給发展中国家；要责成废物的倾弃者去证明他的行动无损于环境及立即制 

止一切向海洋的倾卸；要改行对环境无损的项目和程序'包括核能的替代品；要使 

- 5 5 -



污染者偿付他的行动的社会费用；要推3—些符合于所有生妆妆种和平共存的行动。 

錄色和平会吁请理事会理事国遇到国际行动太慢的时候，去片面地作出必要的改变。 

他在结论中说，绿色和平会—定要唤起公共舆论注；^、任，」尚没有对之米取行动的问 

氪 

238..国际商会的观察员说他的组织代表着1 0 0个国家内的5, 300个企业。 

他说必须理解公众的心情：公众要求对环境污染米取行动；环境污染是一项真实、 

迫切和复杂的问题，政府和工f界针对它米取的行动都嫌不t^。 必须在全球一级 

上组织起来；环境署在发展中E家和发达国家都享有极大声誉。增设机构的提议 

只会转移人们主要任务的注惠力。应鼓励环境署去慠更多工作并给予它更多经 

费。执行王任提出的预篝提叢是合理的。关于吴氧层和危险废物问题的工作必 

须待续下去；要设法缩短在fe、t公约方面时间耽搁。必须力求在可持久发展与 

公平两者之间达到兼顾。工业界必须改变其操作方式一点已获广泛系I 工Ji 

界与政府必须加强它们在技犬和等资方面的商讨。国际商会已对今后数年在可 

久发展方面辨明了四个行动领域，并已向工业界颁发如何具体参加的准则。这四 

个领域是：政府与工业界间在生态与经济的方针上须有崭新的概念和行动；加速无 

废技太的转让；推动工界实行环堉.稽饭，IS为只极少数企业理解到这项工作的需 

要；及增进对《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和《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 

尔公约》的了解。 

239.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的观察员说，《到公元2000年及其后环境 

展望》和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阐述的持久发展概念，曩括了一项关于环 

境保护的挑战性方针。由环境署的工业与环境办事处帮助聘请联合国讲演人，该 

协会于1988年9月在巴黎举办了一次很有益的座谈会。世界委员会在其报告中 

说工业是经济增长的不可缺少的发动t 发劫机要靠能源推动，石油工业将致力 

就环境问题的能源方面去寻求最佳可行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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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答辩权发言 

2 4 0 . 在对议程项目4和5进行讨论中，尼泊尔代表作一般性发言，说，最近印 

度封锁尼泊尔，迫使山区生态系统的人民须砍伐更多的树木，以应付乡村和械市地 

区对薪柴的增加的需求，因为供烹饪用的煤油和液化气的供应已断绝。这个情况使 

尼泊尔的森林资源益加粍竭，连保护木也被砍伐以应付燃料匮乏，从而使贫 

瘠的山坡区的生态情况更加不稳定了。 

2 4 1 . 印度代表作行使答复权的发言，他否认有印度封锁尼;?é尔的情事。他说， 

无论是民用必需品或奢侈品，都经过下列转运路线，从印度及其他国家自由地进入 

尼^尔。转运路线计包括有：两个转口站、加尔加答港口、与其他邻国的转运路线， 

及通过印度之后在龙泊尔境内的转运路线。印度所提供的转运便利已超过了根据国 

际标准所必须提供的。尼泊尔代表提到尼泊尔境内因缺乏煤油和燃料而发生砍伐树 

木现象。砍伐树木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尼泊〃r、境内滥伐树木的情ft)存在已有相当 

时候；它对印度生态情况起着不利影响。他结论说，印度和尼泊尔两国在文化、宗 

教、历史和地理上有密切的关系，是两个具有友好关系的国家。印度和尼泊尔政府 

都已声明愿意通过友好对话去解决双边关系。尼泊尔利用理事会的论坛对印度作 

出无稽的指控，是极不应当的。 

242.尼泊尔代表作行使答复权的发言。他重申印度片面地封锁尼泊尔的决定 

影响到尼泊尔的般个生活方B,特别是尼泊尔的发展活动和自然环ilo由于石油产 

品不能进入该la,为此缘故才有更多砍伐树木以充薪柴的现象，因此造成的环境退 

化，将影响到印度 叵河平原。他说，印度的行动是不道德的；许多人民将因此 

遭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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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环境状况报告 

243-理事会第12次会议审议议程项目6时据有本项目下各份文件的摘要（UNEP/ 

GC 15/7)；关于公众与环境的1 9 8 8 年 环 境 状 况 报 告 1 5 / 7 / 

Add 1)；关于世界环境状况的1 9 8 9年环境状况报告（UlîEP/GC. 15/7/ 

Add 2);执行主任关于新出现的环:t克问题的报告（UNEP/GC. lô/Z/Add. 3); 

关于儿童和环境的1 9 9 0年环境状况报告的大纲（ U N E P / G C . 15/7/A(îd 4); 

执行主任关于理事会谷项有关环埂状况报告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的说明（ 

15/7/Adà 5 )。 

244.执行主任在介绍本项目时指出，UI7EP_/GC. 15/7号文件内载有其他各份 

文件的摘要；常驻代表委员会在拟订事会据有的关于本i义题的三项决定草案（UlîE?/ 

GC. 6 )时审议了该文件。 1 9 8 8年的环埂状况报告（"公众与环:çE") 

早先已分发给各国致府。报告强调了妇女的重要作用*大众传播工具的影响力。 

妇女一般比较关心环境问题，即便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里il未听环境"一词的 

妇女也不例外。报告载有许多关于妇女作用和环境的数据。最后一章专门讨论大 

众传播媒介的作用。所g的研究表明，传播媒介比较偏重于特殊事件；大量报道 

环境灾难筝件，很少提供环方面的资料也很少对 5 ^难事件^后续报道。Ë此， 

报告中建议环新闻方案应为主要传播骂的,Ai:人员举办"M练讲习
3
委托美I®*里斯 

民；t测验公司ë行的一项调查也支持了这个报告资科。调査妁是14个国家的决 

笼人员^公众对环境问，的看法，结果到处一样，并且同以前在欧洲共同体囯冢和 

美S进行的结杲相互印iiL民意測验显示，一般人民认为政府对环境事务不尽力。 

妇女勤年轻一代同男人&老一代相比，往往对环境问题比较敏感。不过，在这14 

个国家接受调查的人，超过80%极力赞成花费更多的钱（如杲需要可以通过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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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改善环境，他们不愿牺牲环境来换取更多的工业发展。哈里斯民意测验的发现 

证实了 1988年环境状况报告内载的资料，因此支持了新闻和公共事务处的活动。 

2 4 5 . 按照在奇数年和偶数年轮换主题的两定成规，1 9 8 9年报告的标题"世 

界环境状况"，是以前的报告的增订本。前景并不乐观。空气素质监测显示， 

许多大械市的二氧化硫和悬浮颗粒物的含量都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所定 

的限量。发屏中国家械市的污染程度一般比发达国家城市严重。根据卫生组织 

和环、境署的评估，水的污染特别是江河的污染没有一般想象的严亶。不过，许多 

江河含有大量营养物，发展中国家的江河含有高浓度的农药和硝酸盐。提供饮用 

水和卫生设施方面的进展很缓慢：1 9 8 2 年 ， 7 3 %的城市人口有清洁的饮用水, 

到 1 9 8 9年，只增加到7 5 % 。 农村人口中享有卫生设施的相应数字也只从 

1 3 %增加到 1 6 %。 海洋污染和生物物种多样性贫化的情况也同样不乐观。 

2 4 6 . 执行主任谈到新出现的环境问题报告（UïTEP/GC. 1 5 / 7 / A d d . 3说，这 

个报告渉及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逸定加以深入处理的两个问题：柴油车辆和酸雾对 

健康遣成的危害。他提请代表们注意报告第 6段内，对"新出现环境问题"一词 

的定义的小改动。报告内还说明了 1 9 8 7— 1 9 8 9年出现的三个环境问题： 

新技术和坏境；海洋中的藻华；和南极洲。新技术和环境一节所讨论的是生物技 

^半导体工业和视频显示终端机的使用。藻华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最近一次 

于 1 9 8 8年在北海发生，北欧国家采取了大规模行动。他自 1 9 7 6年以来提 

出南极洲区域问题纯粹是从环境观点出发，％全不渉及政治问题。 

2 4 7 . 他建议把新技术和环境以及南极洲的问题，作为向理事会第十六届常会提 

出的关于出现中的环境问题的报告中逸定加以详细讨论的问题。 

A-.关于公JÀ:与坏境的1988年W境状况？&告 

2 4 8 . 代表们一般都赞扬1 9 8 8年报告，并普遍同意取得公众參加的重要性和 

传播环境资料的必要性。一位代表说， 1 9 8 8年报告将在她的阖家广为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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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代表询问，执行主任提及的民意调查结杲是否会公开发布。一位代表支持在各级 

举办新闻人员培训班的提议并特别强调妇女与环境的亶要拦，一位代表同使环境 

署新闻活动具体地针对决策人士和广大公众。另一位代表赘扬1 9 8 8年报告，同 

时，他提出对决定草案的修正荩见，这是为了在提鬲公众对环境危险:t识方面扩大 

环境署活动范围。一些代表谈到了本国正在升展的鼓励大众协助解决当地环境问题 

的具体活动。 

B •关于世界环境状况的 1 9 8 9年环境状况报告 

249*谈及环境质景时,几位1«认为饮水管fi和水质问题为当务之急。一些代表谈 

到了控制工农业化学品问题。其他代表表示其各自政府对气候变化和危险废料感关 

切。其中一位代表呼吁说，这些问题无论多么严重，都不应当减缓人们对关于工业 

亊故和核事故的后续工作。两名代表评论监*系统，一位说fee?®家准备与环境署 

进行监谅〗系统方面&3合作；另一位则谈其代表《的一件，关监涵方法的说明-

c .新迓出现的坏境问题 

2 5 0 . 一位代表说，执行主任关于新近出现的环境问题的报告（而:EP/GC.15/7/ 

‧Add. 3)迖定关f条油车辆对健康造成的危险的题目并非新问题，因为15年来 

此类危险已广为人知，新问題毋宁i^:在于研制更清洁的柴油引孥和过滤器。此外， 

报告第2 1段说，进一步的研究是制定适当措施减少酸雾影响的先决条件，他对此 

不能同君、他认为有些措;^可以立即应用，正如他的国家所tÉ3那祥： 

251.代表们提出了一些与li^87— 1989年期间新出现环境问题有关的题目。 

—位代表提出北极区域这一题目，因为所有北极家都有食物链污染问题。另一 

代表提出有关搣市垃设、塑料、回收!^废料交换、废料清除的题目。另一代表赞同这 

些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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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讨论中，一些代表团促请注意藻类大量繁殖问题的重要性。一位代表拫告 

说，在地中海突然出现藻类大量繫殖；其他地中海国家国民也目击了这一罕见现象。 

253.代表们赞同新技术与环境这一題目。一位代表欢迎把生物技术包括进去，同 

时呼吁,#M应力求谨慎、科学;但不应缩手缩脚。一些代表表示有关兴趣在ii家之间 

组织新技术资料交流。 

254'许多代表反对把南极纳力议题，及反对执行主任报告【U20 ; :P/GC.15/7/Add^ 

3 )中第 3 8段B^X字。代表们说，南极旳环境健康受到《南极条约》締约il的良好保 

护，各方同葛的养护动植物群落、海豹和海洋生物资源的措.笼说明了这一点。一位 

代表指出，南极上空吴氧层遛受玻坏是外郤影响所敎；締约m最近举行的逢商会议 

同;t召开世界会议，讨论制定保护南极的原则&行为规范。另一代表说，大自然养 

护会已在制定南极战略，：^3 8 ^不应提及此筝。另一代表他的政府长期主张 

对污染物积累进行环境评价，另一代表说.他S3Ëi冢准备力fi将该地区.建成野'生公 

2 5 5.会议上桟出了南极洲的法律地位问Mo —些代表认为,报告第38段中提到的 

"全类的共同遗产"一语不能令人接受，因此应斛去,兵原因是《南极条约》第4条已 

对南极大陆的特珠法律和政治地位问题作出界定，就对该大陆宣布主权以及不承认此 

种主权的国家各自的地位作了规定。另一位代表指出1任何国家均可以成为该 

《条约》的締约国。其中一些代表指出，他们倾向于不将有关南极洲的问题列为一 

项实质性议题，并极力建议不应将此项题目纳入执行主任关于新近出现的环境问题 

的下一个报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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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关于儿童与环境的 1 9 9 0年环境状况报告提纲 

256.几位代表建议增加补充材料一位代表建议增加关于保护儿童健康的机构的分 

节：另一位代录建议增加关于女重特性和作用以及女童在家中工作中会遇到的特 

殊危险，以及教育系统启发儿童时代的环境意识5^作用的分节，另一项逑议涉及儿 

童便用毒品与吸烟的影响。 

257. 儿童基金会的观察员说，业经基金会的执行局批准的一项决议中载有一些有 

关环境保护和持久发展方面的政策性建议,同时还照頋到儿童和母亲的紧迫需要。儿 

童基金在寻求追加资金时将优先考虑含有大量环境内容的项目。側重环境方面的 

行动将很快成为儿童基金各项国别方案的经常性组成部分。儿童基金可以在如下 

各领域中加强将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的方案组成部分：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水和 

卫生、妇女参与发展、食品与营养，教育、都市基本服务和适用技术等。儿童基 

金正在与环境箸和肯尼亚政府合作，设法通过实；^」新的儿童与环境政策在两个地区 

中采取切实可行的干预措施，以确保创造一个更加洁净、更加安全的环境，并教导 

儿童如何养护或改善他们将作为成人生活于其中的环: 

258. 国际青年环境研究和养护联合会（肯年环联）的观蔡员说，他的组织曾协 

助环境署开展纪念青年年的各项活动。但理事会各成员国在其本届会议上发言时对青 

年的关注水平却与上述这些活动不相符合。应认识到，正如由环境署发起的，青 

年环联的各项活动所展示的那样，各青年组织在促使广大公众关注环境问题和各项 

恢复生态方案方面*出了宝贵的贡献。青年有权在讨论与其前途有关的事项时发 

表自己的意见。他促请理事会授权秘书处作为一项广泛的非政府组织方案对世界 

各地的青年活动发挥催化作用。在拟定1 9 9 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的方案 

时应列入一个;^'关青年的议题，其内容可以与在筹备斯德哥尔摩会议^,问讨论的青 

年议题相夹似。他警告说，就一项生物物种多样性公约进行讨论的结果不应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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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项使某些具有特珠地位的国家进行遗传掠夺合法化的文书。fa认为，在保 

护地球的极为重要的生态系统一热带爱.林一：并未表现出足的政治;fl'.,并指 

出，具有讽剠意咮的是，某些属于低收入集团^国家却因可能的气侯变化对世界产 

生的广泛灾难承受过份的痛苦。 

259.执行主饪在答复讨论中所作的某些评论时说，看釆大家对他的1 9 8 8年 

和 I 9 8 9年环境状况报告的主要内容都没有异I 关于出版民;1：测验结果的问 

题，他目前正在与参与该项调査的I4个国家进行接触，以期寻求就如何广泛传播 

其调查结果达成一致意1p 经与儿童基金会进行深入协商之后制定了题为"儿童 

与环境"的 1 9 9 0年报告纲要。各位代表有关增添更多资料的建议将予列Ac 

一位代表对有关柴油车辆对保健构成的威肠这一题目表示质疑；这一问题多年以来 

的确已^起公众的注意，但直到两年前他提请理事会注意到此项问题之前却未有任何 

机构就此议题进行过讨论。有人对有关新技术和环境的建议表示支持，另一位代 

表则警告不要打击生物技术研究方面的鬲度创新精神。从未打算压制这类研究； 

此类研究会产生积极和消极后果，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在不影响前者的情况下处理好 

后者。相对而言，各位代表几乎^全没有注意到有关藻华问题。关于南极洲问 

题，《南极条约》的各締约国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与在1 9 7 6年举行的一次夹似的 

讨论中提出的反对意见相同。但他^到高兴的是，他的建议在本届会议上得到了 

比1 9 7 6年更好的反应，因为当时倾向于便用的语言本釆会因疏忽大;1而取消目 

前在南极洲外部边缘附近进行的某些项目。他谨希望将其意见记录在茱，即环境 

署无;1玩弄政治：引起异议的那个片语并不含有饪何政治含;1,而是应按其之前的 

各段所表达的 ;1见的意思来理解。对臭氧层的损害是由发生于南极洲之外的污染 

造成的，仅靠该《条约》的各締约国是不能遯免此种危险的。他一直打算要求其 

他国家向该《条约》的締约国提供帮助。除此之外他别无他;1，各位代表尽可欢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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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讨论时提出的关于新近出观环^问题的下一个报告的题目建议包括城巿垃 

圾和塑料制品以及北极的严重情况。他说其余的有关废物再循环和废物消除的提 

议应列在新的觯决办法项下，而不应列在新近出？t的题项下。他因此赞成列入 

他所说的头两个标题，并允诺把其他两项作为正面发展情况加以报告。 

261.埋事会接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环境状况报告的三项决定，决定案文载见本 

裉告附件一。各代表在通过决定时所作的评论载见上文：^ 二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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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协 调 问 题 

262.理事会审议议，呈项目7时据有下列文件：在本项目下提出的各份文件的摘 

要（uNEPycc. 15/8)；执行主任的1 9 8 7年度报告（U:NEP/GC. 15/3)第二 

章；执行主任的1 9 8 8 年 度 报 告 1 5 / 4 ) 第 二 章 ； 关 于 环 境 署 与 联 

合 a 系 统 其 他 机 抅 之 间 合 作 的 三 份 谅 解 备 忘 录 1 5 / I n f 4,附件）； 

环境署执行主任和人居（生境）中心执行主任联合提出的进度报告（UiTEP/GC. 15/ 

a/Add. 1);行政协调委员会的1 9 8 7年和 1 9 8 8年报告（UNEP/^GC. 15/8/ 

Add 2和3);执行主任关于1 9 9 0— 1 9 9 5年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订正准则的 

说明（續 P / G C . 1 5/a/Ad a. 4 )。 

项目7(a):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人类住区 

(生堍）中心之间的合作 

263.在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执行主任对代表们作了发言，他 

一开始就谈到过去几年釆环境署和it界环境运动已达成给人印象深刻昀成就，全 

球环境行动的进度突出了持久发屣这一问题，持久发屣显然是S本上有进退两难的 

情形.各国所盼望的高度经济发屣就会以较高速度消耗资源，结果会大.幅度改变环 

境，恶化情况.也更为严重，在住区就明显看到这种负面旳影响，经济增长大部分 

集中在住区，他建i义说，'胖决这种.难题需要寻找其他工具拉近发屣与长期环境维持 

能力之间的差距，首先注意技术和政策的更新，以及好的规划和管理. 

26《他说如果发展缓慢，即使政治上没有问题，一定会带夹:i!l村的贫穷和对环境的掠 

#坏。换句话说.其他如:|>、漠化和地力粍尽等问题会更形严重.无论如1可应想出 

办法尽量减少郐巿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这无疑对创新和詧理方面造成重大挑战。这 

种:^响也并不限于都市住区，狨市活动的加剧已影响到城乡地区及其自然资源基础。 

例如，河流、海口、 、；^海地区受城市污水污染，地下氷的品质同样因无管理的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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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渗透而受影响。这种负面影响有时候不易明显査出，更不易说出代价，囡为 

损害往往需过一段时期才会出li> 市政当局面对迫切胬要扩大基本设施的压力， 

也会低估环境无害管理的长期好处。 

265.他向代表们表示发展中国家的城帀人口有百分之三十到六十属都市贫民，他们 

受影响最深。这居民面对的*f、境问题以馎康问题最突出，其苦痛和生活条件的 

败坏无法衡量。毫无疑问的，对付环境后果会便当3^肘的财政和管理发生困难， 

因为需要大量投资来设立机构、改进作业和维絛.超过了某一种范围，貴任应由州 

政府或中央政肘来承担，1-^这一高层在发展中国家同样有财玫、技术上的限制。 

因此需罨扩大努力的范围，无疑要包括国际一级的协行动和全球环境运动积极 

参与。捐助国政府和多边供资机构已经 £若干部门提供锾助，包括^市发展和工 

业这两部门，但有时侯不能肯定什么是调è政茉机构的最好办法，也不能肯定什 

么是提高当地K力的最佳办法，用以达成郄巿发.畏中的环境目标。要处理优先问题 

必需在,家和国际內方面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一定要尽量利用不损环境的新办 

法和新技术。 

266. 需更注意训练负责规划*设计和评价都市发屣方杲中各项目的人员。因此， 

生境中心已于1 9 8 8年出版了三卷环境问题的准则专供人类住区的现划fa管理之 

用。人类住区委员会在1 9 8 9平举行的第十二届会议中决定生境中心和环境规划 

署之间合作把该准则应用到一些发展中囯家的都市区域。 

2 6 7 . 在同,一会议上，安员会在1 9 8 9 年 5 月 2 日 第 1 2 / 1 8 号 决 议 內 向 大 会 

建议"人类住区和都市化对环境无害和持久发展的关键,用和贡献以及人类住区和 

都市化对环境的影吶问题应在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的范畴內审议和处理"。* 

2 6 8 . 最后，生中心执行主任强调迫切需要以行动夹执行到公元2000年全球 

住房战略，此项战略已由人类住区委员会和大会在1 9 8 6年通i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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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9 . 按照理事会关于本届会议工作安排的决定，项目7(a)由全体委员会讨论； 

该委员会连同议程项目8之下的方案6 (人类住区和环境）一并讨论了本项目（见 

下文第六章,第410-418段)。委员会还核可了关于这一议题的一份决定草案，该草 

案随后经理事会通过成为第15/18号决定（见附件一）。 

项目703):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报告 

2 7 0 . 理事会在 5月 2 3日的第 1 1次会议上审议了项目7(b)。 按照理事会关 

于本届会议工作安排的决定，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报告中关于《对抗沙 

漠化行动计划》的协调和贯彻执行的部分则交由全体委员会连同议程项目8之下的 

方案 3 . 2 (干旱土地和沙漠化）一并审议（见第六章，第 段）。 

2 7 1 . 执行主任介绍了行政协调会1 9 8 7年和 1 9 8 8年的报告（ U Î T D P / 

GJL. 1 5 / 8 / A d d . 2和 3 )。他指出，已经决定，其他联合国机构提交大会的关于 

环境问题的报告应也提交理事会，以便由理事会向大会提出评论。行协委会1988 

年 报 告 的 第 一 部 分 是 讲 述 对 环 境 无 损 加 可 持 久 的 发 展 问 题 。 1 9 8 8年报 

告 的 另 一 项 内 容 ， 是 倐 订 1 9 9 0 — 1 9 9 5年全系统中期、境方案。理事会 

已在其第SS. 1号决定里决定将在第十六届常会提洪关于这项修订工作的政策 

指导。因此，执行主任智写信给成S国征求它们关于对全系统中期计划可能的1* 

订的意见，由于极少成员国提出具体指示，在全体委员会对项目7(c)进行实质讨 

论后，事会或愿决定对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的修订工作，应裉据对该方案的中期 

审査结果办理。 

272.行政协调会1988年拫告还讲述了:联合国系统关于一些新近出现的环境问题的主 

要活劫，它们是，气候变化、危险废物及生物物种多样性。由于所涉问题很重要， 

行协委会已坎定在其1 9 8 9年4月的会议上较详尽地审议这个题目， 

273.S际原子能机匄（原子能机构）的观察员叙述该机构积极参与全系统中期环境 

方案的执行。不久前，由于人们越来越关注危险废物的倾弃，原子能机构已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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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际有关核废物的作业拟订一项由国际协议的作业规范。关于原子能机构在该 

机构关于它对持久发展的贡献的报告里所载对能源问题的;1见，似引起了人们一些 

误解；问题包括从对核事故的反应到对海洋污染的评估。原子能机构不曾对一种 

低能消费量情景的必要性表示任何怀疑，它只是认为世界环境与犮展委员会报告中 

所举的具体情景未必符合实际，因为它不符合权威性预测。目前全球初级能源消 

费童的年增加率约为百分之二，预计发展中国家的增加率还会大增。例如，中国 

计划它的煤消费量从1 9 8 0年代至 2 0 0 0年要翻一番，印度计划增加两倍。这 

两个国家至2 0 0 0年的煤消费量将超过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的全体国家目前的总 

消费量。这个趋势对发展中囯家言是晋趫性的，因为多数犮展中囯家只能倚1^矿 

物燃料,别无其他选择。原子能机构对世界环境与发展*员会所描述情景的分析， 

没有说明在能源政策方面可能作出哪些调整，但是总干事在他最近的几篇言论中鄱 

强调有必要逬行节能，要增加核能及水电，及要逬行对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大阳能的 

研究和开发。总干事并强调说单凭这些办法中的任一项将不足对抗气候变化的威 

胁，需要所有办法并用始克有济。总干事的结论大体上符合理事会本届会议中各 

方所表示的意JLo 

274.观察员的结论说，原子能杈构将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W及处理It二源的科学专 

家机构合作，确保决策者能钤得到详尽的数据和可靠的分析，转别是就政府1'司气候 

变化问题研究团和对拟议的1 9 9 2年联合国环^和发展会议的筹备工作而言。 

275.随后，理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行政协调委员会报告的第15/11号决定， 

决定案文载见本报告附件一。各代表在通过决定时所作的评论载见上文第二章。 

- 6 8 -



项目7tc): 1 9 9 0 ~ 1 9 9 5年全系统 

中期环境方案订正准则 

2 7 6 . *圼事会在本届会i义第1次会议上，决定将项目7tc)( 1 9 9 0 - 1 9 9 5年全系 

统中期环^案订正准则）发y、全体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兵5月1 9日的第 9次会 

i义上讨论了本项目。 

2 7 7 . 主管环境方案办公室的助理执行主任在介绍本项目时指出，执行主任已根 

据理事会1 9 8 8 年 3 月 1 8日第 S S . 1 / 3 号 决 定 ' 向 I 5 9个联合国会员国发 

出了信函，请各国JiUÏ就对该方案的可能的,订案发表意！‧=> 他业已收到2 7 份 

答复，其中1 4份中载有实质性建议。在超过截止日期之后又收到了 7份答复。 

所收到的各项建议中包括有针对该项方案的内容提出的一般性建议；对具体段落或 

节次的修正案，以及添加新的题目或重新安排该文件中各项题目的建议。 

278. 若干位代表对秘书处未能就此采取行动表示不满。他们说，第二个中期 

环境方案，作为联合国系统环境方案的指导性文件>^与联大第42/I86fP42/l87 

号决议相一致。 

2 7 9 . 一些代表建议说，执行主任应为该中期方案的修订制定政策性指导原则， 

并将之提交给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以便在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审改中期方茱。其 

他代表则表示反对，指出这样一来将不可能便修订案得以买施，并进一步加剧在人 

力物力需求方面的冲突，因为届时还需注意1 9 9 2年联合国环境和犮展会议问氣 

280. 助理执行主任重申说，由于执行主任尚未从各国政府得到足够的指导，因 

而无法着手制定准则。 

2 8 1 . 委员会接着核可了关于该议题的一项决定草案，理事会随后通过该草案成 

为第15/21号决定（见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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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方案事项，包括《对抗沙漠化行动 

计划》的执行情况 

282. 全体委员会在主席赫尔曼‧加西亚先生（哥伦比亚）主持下于5月1 5日 

至 2 4日举行的第1次至第1 5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8。 

283. 审议该项目时，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该项目下的文件摘要 

15/9)；执行主任的1 9 8 7年度报告第三章（UNEP/GC. 15/3)；执行主任的 

1 9 8 8年度报告第三章（UïTEF/GC. 15/4) ； 1990-1991两年期环境署方案 

撒算（uiTEp/Gc. l a / g / A d d . 1);执行主任的报告：需要理事会提供政策指示的 

方案事项（UNEP/GC. 15/9/A(3d. 2和Corr. 1, S u p p l e m e n t 1、 2» 3和 

C o r r 1)；保护臭氧层方面的逬展（UNEP/GC. 15/9/Add. 3) ； 1987-1989 

《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UNEP/GC. 15/9/Add 4);以及环境领： 

域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UiJEP/GC. 15/9/ Add 5)；秘书长关于倾弃核废物;ÎT 

于环境的影响的报告（UNEI>/GC.l5/9/A(id.6);执行主任的报告：控制危险废物. 

越境转移方面的进展（UIfïlP/^GC.15/9/Add.7);联合检查组的报告：联合il系统 

对保存和管理西亚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贡献（ U N E P / C C . 1)；环境方面的 

囯际条约和其他协定登记簿（UNEP/GC.lS/inf. 2);执行主任的说明：环境署 

到 1 9 9 5年的指标与孩定的1990~1995年环境署中期计划之间的关系（UUEP/ 

G C . 15 /inf. 3)和贝哲研究所的拫告"气侯变化的可能对策"的执行摘要（ 

G C . 1 5 / 5 / I n f 5 ) 。 

284. 主瞀环境方案办公室的助理执行主任介绍了项目8,指出需要政策指导的 

一 些 领 t 他指出1990~1991两年期方案概算（U:ÏEP/CÎC. i) 

与199(>~1995年全系统中期环鈔案（UKEP/GCSS. I/7/Add. I K 同 一 个 

六 年 期 的 环 境 署 中 期 计 划 （ U N E P / G C S S . I/7/Add 2)、理事会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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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特别会议核准的fij 1 9 9 5年的指标（UiîEP/GCSS. I/3/Add 1);之间 

的关系。助理执行主任还提请委员会注；t,执行主任提议的一些次级方案在方针上有 

所变化，即方案活动应集中在六个主要环境问题上。助理执行主任请委员会成员提 

供意见相指导。 

2 8 5 . 主席在开始委g会对项目8的审议时，建议执行主任关于活动集中在六个主 

要环境问题上的提议应在全体会议上讨论。一位代表赞扬了秘书处为编制提议的方案 

预.算所做的工作，同时建议在讨论拨款分配之前应首先就环境署应完成什么任务这一 

点达成'一致意见。助理执行主任觯释说，按惯例委员会首先按各个方案审议预算，审 

査过去两年办理的活动，讨论提议的今后两年期活动*优先爭项，然后参照全体会议 

所作有关财政决定来作出预算分配；然后，再将这些分配款报告给全体会议。委员会 

同意了这一程序。 

A . 方 案 1 : 大气 

2 8 6 . 助理执行主任在介绍有关大气和气候变化的方案时，表示欣见《关于消耗臭 

氧层的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1 9 8 9年1月1日生效。但是，他指出，由于现在 

对臭氧层的危害看来比原先的预计还大，因此必须采取比《议定书》所规定的更加严 

格的管制。为此目的，由世界气象组织和环境署主持的进一步的科学评估已经开始并 

将继续进行。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由世界气象组i?、和环境署于1 9 8 8年 

1 1月设立了政府间气侯变化问题研究团，.这一机构的第一份报告将于1 9 9 0年中 

期完戍。环境署有关气侯变化的另一方面工作是世界气候影响研究方案，裉楣这一方案, 

正在考虑制定各国的气候影响方案，并正在协助一些发展中国家制定其气侯影响方案。 

2 8 7 . 所有发言的代表们都对环境署有关气候变化的工作表示支持，并一致同意这 

一工作应继续成为方案内的一项优先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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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8 . 人们普遍支持制定一项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纲领性公约，许多代表建议 

执行主任与世界气象组织总于事进行协商，设立一个适合就这一公约的ra容进行谈判 

的机制，同时应顾及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团的工，其他有关的各国^国际的活 

动。 

2 8 9 . 一些代表认为，这一进程应立刻开始，而其他代表则提议谨防行动过快。 

他们指出，拟订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法律文书的工作应以可靠的科学证据为基础， 

应允许研究团有时间向气象组织和环埂署提出报告。 

2 9 0 . 担任研究团第3工作组（对应战略）主席的一位代表报告了最近一次会议 

的结果。在那次会议上，该研究团决定编制一个文件研究一项有关气候问颞的纲领 

性公约的需要和性质并辨明这一公约的內容。一些其他代表对研究团及其各工作组 

的工作表示赞赏，并对决定处理这些问题表示赞同，认为这有利于就最终的一项有 

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公约进行谈判。 

2 9 1 . 一位代表指出，研究团应继续向环境署^世界气象组织提供咨询服务，研究 

团不应单独成为制定一项基本公约的机构，该任务应由环境署与气象组织协商完 

成。 

292.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对他们充分参与有关大气问题的各项科学方案，包 

括研究团的工作的能力表示忧虑。其他代表则指出，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团的 

工作由于其委员会、工作组ifc下设工作组众多而变得支离破碎,使这一问题对他们的 

国家来说特别困难。他们提到，需要提供技术、资金和其他类型的援助。同样十分 

重要的是要发挥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潜力，并确保加强它们在处理气侯变化对国家和 

区域的影响时的分析能力。一些工业化国家的代表承认发展中国家充分参与研究团 

和有关科学方案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并表示他们愿意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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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3 . 一位代表强调所有国家都需要确定如何使其国家战略符合一项国际纲领， 

并敦促各国辨明哪些实际措施最能加速保护气候的方案。 

2 9 4 . 另一位代表说，现在可以立即采取的限制气候变化的一项实际措施是加速 

《索特利尔议定书》管制的消耗臭氧层的物质的逐渐停止使用。她提及了《赫尔辛 

基宣言》，在该宣言中，80多个国家的政府同意应到公元20 0 0年（如果不能 

更早）充分执行这项措施。她强调指出，必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购买得起的、 

安全的代用品以满足它们的需求. 

295.—位代表说，尽管她欢迎《赫尔辛基宣言》中所载的精神和蒽愿，伹对该 

《宣言》的措辞则捋保留态度，因为它仍使人对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感到某 

种 怀 I 她还注意到，《宣言》是在芬兰政府召集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定稿的。 

《蒙特利尔议定书》各签署国首次会议后夹注;t到该宣言'但她的国家在该次会议 

上仅为观察员。 

2 9 6 . 一些代表指出,使不能够参与研究团的工作的发展中国家充分了解其活动， 

十分重要。其他代表提请注意要避免研究团内部工传的重复，和与其他组织的工作 

发生重叠。 

2 9 7 . 在提及森林在调节大气的组成上所发挥的作用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谈到，他们的国家能够通过防止他们国家的森林遭受砍伐ifP执行造林方案来起到协 

助作用。 

2 9 8 . 联合!S系统的一些专门机构指出，他们的组织十分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教 

科文组织的观察员向委员会通报了在其《人与生物围方案》下以及由政府间海洋学委 

员会开展的一些有关活动。他要求就此问题开展更大的机构间合作，并表示教科文 

组织愿意充分参与各项活动。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指出，他的组织准备办理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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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和传病媒介的影响的研究。世界气象组织的观察员报告了 

该组织的主要科学研究和监测方案，如与环境署合作开展的"本底空污监测网"。 

他强调需要加强对大气的监测，并指出特别是在热带地区的监测网中存在着重大缺 

陷。他呼吁为:0艮这一问题提供充分的资金。 

B . 方 案 2 : 水 

2 9 9 . 介绍水方案时，助理执行主任指出，水方案重点在评价、管理发展和保护。 

3 0 0 . 一些代表对执行主任建议将水问题列为方案六个优先事项之一，表示满;f 。 

3 0 1 . —名代表建议，"国际饮水供应和卫生十年"于 1 9 9 0年结束之后， 

应强调水质*人人有水问她补充说，人人有水问题包括动员资源、水的再循环 

^传播信息，并指出，国际水资源管理中心可帮:助传播信息。她强调，环境署与联 

合国其他组织以及区域组织需要进行合作。 

3 0 2 . 一名代表注意到，非洲部长级环境会议已选定沃尔特河流域作为优先筝项 

之一。他指出，现在是对该流域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一位代表请委员会注意，该国水 

资源问题需要S际援助。她告知委员会，为保护分水岭的森林再造方案已经付诸实行。 

3 0 3 . —名代表建议更优先考虑如下一系列问题：国家级水资源管理、水资源对 

社会经济的压力、通过水管理培训提高对水问题的认识、侦测并消除水和沉淀物中 

的有毒化学品。在谈到环境监测系统/水方案时，他强调，急需监测水质，测出长 

期的全球趋势。他注意到目前一些关于更新该方案的建议。他提议，按照世界环境 

与发展委员会的建议，应加强评价^监测工作：并补充说，及边援助机构应考虑向 

全球水评价方案提供财务援助。 

3 0 4 . 一名代表建议要更加着重干旱地区地下蓄水层恢复水量、废水重新使用、 

水的供应与卫生等问题。他对环境监测系统/水方案工作表示满;f,但他建议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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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水质决定因素的数目减至三或四个，这样，发展中国家就能自行管理监测工作。 

他指出，这一减少加上环境!&测系统监测站的加设，能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全球水的 

状况。 

305. 莱索托代表以代表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执行赞比西行动计划执行国身份 

发言，他感谢环境署对赞比西河流域的关切、赞同环境署关于赞比西行动计划的观 

点，并期望得到不仅来自环境署而且来自其他组织的进一步援助。他告诉委员会，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行将完成一项可行性研究，并呼吁其他捐助国向赞比西行动计划 

提供财务援助。 

306. —名代表强调了水在生命支持系统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人口增长和人们 

迁居城市地区严重威胁着发展中国家內的水资源。由于这些国家不能独自对付这一 

问题，他建议环境署和卫生组织进一步合作，加强水供应和卫生方案。 

307. 另一名代表赞同对水问题的重视，同时强调饮水的重要性。 

308. 教科文组织^气象组织的观察员欢迎执行主任对水问题高度重视，并表示 

其代表的组织愿意与环境署继续合作。 

309 ‧.气象组织观察员告诉委员会，继国际饮水供应和卫生十年之后，气象组织与其 

他组织一样，将继续在这一领域中的活动，但将扩大范围并更加强调水质和控制污 

染。他突出谈到环境监测系统/水方案对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310.环境方案办公室的副助理执行主任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之间在水方案 

上的高度合作，他说,各国政府间的合作同样必要，在国际水体管理领域中尤其如此。 

在回答一个问题时，他告诉委员会，赞比西行动计划确定之后，环境署在该计划中 

的作用就是监督并协助其执行。关于沃尔特河流域问颞，他说，关于非洲水体行动 

优先爭项将由非洲部长级环境会议的江河湖泊流域委员会做出决定。 

- 7 5 -



c .方案 3 : 陆地生态系统 

1.次级方案3.1: 土壤 

311. 助理执行主任介绍了这一次级方案，指出它旨在提高国际上对全球土壤退 

化问题的认识、协助发展中国家制定和执行其国家的丄壤政策，并将这些政策纳入 

发展计划、与联合国系统的各组织和国际机构合作促进合理地利用脆弱的生态系统 

中的土壤。 

312. 一些代表对执行主任建议把土地退化问题列为环境署的优事领域表示欢迎, 

并强调环境署不仅应着重制定国家计,，而且应促进贫脊的土地的持久使用和旨在 

减轻由不断增加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的活动。 

313. 一位代表强调，环境署的作用只应局限于开展规划活动，作为一个推动者 

和挖掘新的资助来源。另一位代表敦促优先重视土壤生物学，因为这方面的知识虽 

然对正确地进行热带土壤管理十分必要，却至今不很完备。这位代表高兴地看到国 

际生物学联盟的热带土壤生物学和肥土方案在环境署的方案中得到了反映。 

314. —位代表觯释说，尽管他的ii家大力减少水土流失和保护土壤JE力，但流 

失的土地总面积仍继续增加。他对环境署承认土地退化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表示支 

持，并指出他的国家将在这方面与环境署进行密切的合作。 

315. 另一位代表对教科文组织和环境署在热带土壤方案中的合作表示赞赏。 

316. 教科文组织的观察员阐述了环境署与教科文组织^！!际生物学联盟在热带 

土壤生物学^肥力网络方面的合作以及教科文组织与环境署在非洲部长级环境会议 

土壤和化肥网络方面的合作。 

317 .许多代表在谈及控制沙漠化行动和热带森林行动计划时论述了水土流失和 

土地退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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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级方案 3 . 2:干旱地和沙漠化 

318.助理执行主任在介绍中指出，人们今天对沙漠化问题作为一个环境问题的 

认识远远超过了 1 9 7 7年联合国沙漠化问题会议召开前夕人们对它的认识。但是, 

治沙项目孤立分散，很少纳入国家发展计划，从而成功的很少。因此，本次级方案 

的主皆是从技术上协助发展中国家制定对抗沙漠化的国家计划*设立执行这些计划 

的机制。助理执行主任要求各代表就防治沙漠化协商小组、资助执行《对抗沙漠化 

行动计划》的特别帐户和旨在执行行动计划的其他国际筹资措施的作用向秘书处提 

供政策指南。 

3 1 9 . 联合国苏丹一一萨赫勒办爭处主任阐述了该办事处在撒哈拉以南的 2 2个 

国家中开展的活动，并提请人们注意需要保护这一地区脆弱的生产基础和制止生物 

的退化。 

3 2 0 . 一些代表讨论了防治沙漠化协商小组和特别帐户的问题。一些代表对这 

两个机构提出了强烈的保留，指出两者都缺乏支持、辜负了人们的期望，未能履行 

为控制沙漠化提供资金的任务。他们要求度除这两个机构。相反，主要来自受影响 

的发展中国家的其他一些代表坚持说，沙漠化协商小组仍然具有一个交流经验的论 

坛的功能，而且它应着重在国家一级开展活动。一位代丧强调说,应在国家一级加强沙 

漠化协商小组。另一位代表说应更明确地确定该小组的职权范围。还有一位代表说， 

它是为控制沙漠化行动筹集资金的唯一一个全球性机构。一些代表对存在无数的控 

制沙漠化的区域组织^次区域组织表示关切，要求它们加强协调与合作。 

3 2 1 . 一些代表反对为控制沙漠化设立新的资金机构，反对进一步增设组织ifP官 

僚机构；他们认为，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和边筹资安排足以按优惠条件提供资金。 

3 2 2 . 其他代表把债务问题与沙漠化问题相连系。 

- 7 7 -



323. 一些代表强调他们感到忧虑的是，尽管沙、漠化问題日益严重，而且^响 

了大量的民众。侣控制沙漠化作为一个环境行动方案可能被降到第二位。他们指出, 

沙漠化造成了环境变化等其他的环境问题，所以应该成为治理环境的一个核心方茱< 

一位代表争辩说，有关地下水资源的政策和治理计划应与控制沙漠化方案和造林方 

茱结合起来加以制定。人们还对包括水土在内的资源退化表示关切，要求对这些 

资源加以治理，以确保持久的发娱。 

324. 许多代彔认为，防治:少漠化的行动计划应被纳入国冢发屣计划，以大众 

参与力亶点。一〗立代表强调，这一措施将莸得国际国内的支持。其他代表指出， 

环坩.署不应只肴重执行项目，而应研究长期的沙、漠化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在此方 

面 ， 一 131代表建议环境署在评价控制沙、漠化方案中发挥主要的作用，其他代表则强 

调了它在评估沙漠化问题方面的作用。 

325. 一位代表回顿了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的讨论情况，该届会议突出说明了 

草原游牧方式的重罢性，并建议环境署的方案应包括以环境治理试验项目的形式向 

一至二个国家谩供援助，以减少这一生活方式的破坏性。 

326. 另一位代表要求环境观划署协助制止卡拉哈里沙漠的蔓延。 

327. 教科文咀织的观察员裉告了他的组织执行抗沙计划的工作，并提到了发 

起教科文俎织干旱地区研究方茱的1 9 4 8年会议。他还阐述了干旱地综合项目 

的活动，环境署在执行抗沙计划时对这一项目给予了支持。他补充指出，教科文 

组织还参与了防治河洪防治沙漠化协商小组的工作。 

328. 国际绿色和平会的观察员认为，过去的方茱处理的只是沙漠化的症状而 

不是其根源。他指出，不利于环境的农作方法，如杀虫剂的使用，造成了资源的 

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的消失，从而导致沙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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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在答复各位代表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意见时，秘书处代表指出，游牧方式 

已列入了 1990-1991两年期方案概算。已提议为控制沙漠化方案设立一个新的 

筹资机构，以作为对联大1 9 8 7年 1 2 月 1 1日第42/189C号决议的反应，联大 

在该项决议中要求执行主任与各国政府讨论为行动计划提供资金采取一项新的现实 

办法的可行性。特别帐户将监督各国帐户记录的向控制沙遒化活动提供的资金流 

动的情况，并向各国和各区域方茱提供进一步的支持。代表们应就防治沙漠化协商小 

组的米来if出决g并就如何采取行动向执行主任媞供正硐的指导。环境署和萨赫勒 

办事处将继续协助各国政府制定治沙的行动计划并将它们纳入国冢发屣计划.对 

沙漠化问题进行评估和评价将是环境署控制沙漠化方茱旳一个宣点领域，t曰-是， 

评估是一种學贵的行动，现有的预算是不够的。 

3 .次级方案 3 . 3；热带森林和林地生态系统 

330.助理执行主任提请注意目D拥有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表明，某些国家一 

直在毁灭其自然林区，其速度已远远超过十年以前所报告的速度。这种 t况将 

会导致遗传多样性、自然资源以及今后各种逸择的丧失，而且还会增加各种温室气 

体。他说，环境署支持热带林业行动计划和贸发会议1 9 8 3年的国际热带木材协 

定，以及其他各项方案。他说,目前正在就W可奖励改进热带森休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管 

理工作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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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1 . 许多代表和观察员强烈支持执行主任将热带森林列为优先领域之一，并 

促请环境署通过向该方案提供更多的财力和人力资源来加强其有关养护方面时工作。 

3 3 2 . 一些代表说，环境规划署应在开展有关森林养护工作的同时进一步促进 

生物多样性，因为这两项工作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并将之视为保存生物多样性的 

更加广泛的全球努力的一部分。一位代表提出毁灭非热带麻林生态系统的问题，并 

强调必须兼顾所有的森林系统。 

3 3 3 . 许多代表认为，环境规划署应尽可能地通过诸如热带林业行动计划和, 

际热带木材组织等现有方案开展工作。 

3 3 4 . 一位代表促请环境规划署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进行养护工作，并将热 

带森林纳入建议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之中。他提>〗有关补偿的问题，同时还谈fm的国 

家目前正在就"债务自然交换"进行谈判，世界银行目前也正在对这种偿箭;r式进 

行审议，这种意见得到了其他发言者的支持。另一位代表则表示担心说，目前许多 

发展中国家正在通过出口其自然资源米偿付其债务。一位代表建议说，可以通过一 

种机制将债务转换成向诸如环境规划署等环境组织提供的捐款。 

3 3 5 . 教科文组织的观察员介绍了该组织在养护热带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方面 

所进行的工作，并指出教科文组织主要通过其人与生物圈方案与环境规划署保.持经 

常性的合作。一位代表强调环境署协力进行该方案的重要性。 

3 3 6 . 环境方案办公室的副助理执行主任在回答关于次级方案21 3的评论时说. 

环境署将更加努力，参加热带林业行动计划和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特别是环現养护 

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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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次级方案 3 . 6:生物多样性和受保护地区 

337. 助理执行主任介绍了环境规划署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工作。他还谈到 

有关的特设工作组就制定一项全球性生物多样性专家公约的必要性及其可能采取的 

形式所进行的工作。 

338. 许多代表和观察员对生物贫化问题表示关注，并同葛，鉴于这是一个主 

要的环境问题，因而应将它列为环境规划署的优先议题之一。他们强烈支持制定 

一项全球性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要Âlto 若干位代表争辩说，应加强环境署在起草此 

类公约中的作用，并说，同时应确保与大自然养护会、粮农组织及其他有关组织之间 

的协调。各项新倡议均应考虑到在《世界人类遗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养护野生动物移栖物种公约》、生物團保护区行动计划、热 

带林业行动计划和类似的文书和计划以及基因库方面所进行的工作。. 

339 . 一位代表说，尽管他不同意由国际养护大自然及自然资源联合会起草的生 

物多样性公约的某些条款，伹认为可以达成协商一致的;t见，而且应鼓励联合会进 

一步制定其草案。他说，环境署可以成为一个就公约草案进行谈判的机构.同时 

考虑到粮农组织及其他机构的工作。虽然他承认目前其他地方也正在进行此项工 

作，伹建议在环境署内设立一个工作组来进行公约草案的起草工作。 

340. 一位代表极力促请會先批准现有各项有关公约，然后再就一项新公约进 

行讨论。但他认为国际联合会的公约草案是个妤旳起点，可以在其基础上制定 

一项公约以供在1 9 9 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上签署。 

341. 一位代表解释说，有关此项议题的某些公约业已付诸实施、某些遇到了 

各种问题，另外一些则根本就未予执行。他建议制定一项总括公约'以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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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现有各项公约，并添加一些诸如生物技术和技术转让等项目。 

342. 一位代表争辩说，应加强环境署在生态系统养护工作中的作用，并应在 

财力和工作人员分配方面强调生物多样性问题。 

343. 若干位代表指出有必要养护可以为农业、食品工业和保健部门中的生物 

技术进步提供原材料的遗传资源。他们争辩说，这些资源具有重大葛义，因而需 

要采取新的国际性办法来解决有关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公平地分配 

原料以及从生物技术发展中莸得的益处的问题。任何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全球性公 

约均应适当考虑到社会一经济方面的问题以及公平财务安排的重要'！^ 

344. 一位代表同意有必要制定一项包括迁址养护工作在内的新文书，但指出, 

业已就原址养护进行了足够的工作；因此，环境署的工作重点应主要放在使. 

后一领域中的现有工作合理化之方面。 

345. 一位代表建议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团（气侯研究团）的方针设 

立一个国际机构，以研究与生物多样性问题有关的各方面内容.特别是有关在发展 

中国家发展生物技术方面。 

346. 另一位代录说，生物多样性养护方案的起草工作不应等待一项全球性方 

案，而应立即着手进行；起草一项全球性公约的工作则可以作为一项平行的活动进 

行。 

347. 一位代表建议为旨在养护生物多样性的项目设立一项特别基金。他补 

充说，全球性环境保护工作应与有关处理债务问题的新安排以及一个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联系起来。 

348. 一位代表指出，遗传资源的养护工作的确十分关键，因而环境规划署应 

采取切实行动，例如，就其因养护问题制定指导原则和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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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9 .其他代表则争辩说，问题远不仅仅限于热带森林 * ï生物多样性的养 

护工作本身；人口问题的压力和饥饿问题也是关键性因素。他强调说，在各项国 

家政策和行动计划的框架之内开展养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350. 一名代表说，环境署提供环境管理，对于保存生物物种多样性可起重要 

作用《 

3 5 1 . 一名代表指出制订国家养护战略的重要性，要求进一步登记现存物种， 

这是养护的先决条件‧ 

352. 巴西代表提请委员会注意作为文件UNEP/GC. 15/Ii 3在本届理事会 

上散发的最近签署的亚马孙合作条约締约国亚马孙宣言。宣言反映了各締约国在 

亚马孙区域的共同利益，并反映了它们有意共同合作开发和保护亚马孙的遗产。他 

强l/iS,发展中国家需要财政资源和适当技术，借以妥善利用遗传资源。 

353. 一些代表和观察员主动提出协助环境署起草生物物种多样性国际公约，一 

名代表还表示需要一份保护南极区自然公约。 

354. 一些代表和粮农组织观察员强调，不仅需要注意植物遗传资源，而且要 

注意养护动物遗传资源的机制。 

355 . 一些代表和观察员表示关注气候变化可能对生物物种多样性产生的影响， 

说到保存生物物种多样性，应当考虑到此一情况；因为二者关系密切。养护自然森 

林对世界气候至关重要；仅气候变化就会改变物种分布. 

356. 一些代表要求执行主任继续支持生物物种多样性特设专家组在起草生物物 

种多样性公约草案工作中开展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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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敎科文组织的观察员强调在养护生物物种多样性中世界遗产公约和生 

物團保留区行动计划的重要性，强调需要在尚未保护的区域建立生物圈保留地。 

358. 国际养护大自然及自然资源联合会观察员说，大自然养护会支持一项全球 

公约，其基础应为界定分明的标准，包括就地养护和迁址养护。他告知突员会，联 

合会已经拟就条款草案，准备编入公约，条款草案将很快分发。他欢迎生物物种多 

样性特设专家组的工作。联合会在该专家组中将继续发挥作用。 

359.粮农组织观察员说，粮农组织已于1 9 8 3年建立起全球植物遗传资源 

系统，其中包括植物遗传资源国际约定、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和国际植物遗传资源 

基金。他概述了 1 9 8 9年4月和5月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和粮农组织农业委员会 

就保存动物遗传资源问题做出的主要决定和建议，指出，粮农组织继续与环境署以 

及该领域的其他组织合作，进一步制订保存生物物种多样性国际法律文件。 

360.环境方案办公室的副助理执行主任憨谢国际养护大自然及自然资源联合 

会观察员和其他代表的发言，感谢他们提出了必须包括在生物物种多样性方案和任 

何未来公约中的社会经济难题，这也正是执行主任具体要求获得授权，增开特设工 

作小组会议的原因之一。 

5 .次级方案 3 . 7:微生物资源和有关的生物技术 

361.助理执行主任突出谈到最近的生物技术进展，谈到如果指导得当，生物技 

术在达成持久发展方面的潜力很大。他还提到可能的政策问题和挑战，尤其是对 

发展中国家而言。他说，环境署在这方面的目标是，通过继续支持微生物资源中 

心(微生物中心)区域网络.试验项目以及工发组织Z卫生组织/环境署生物技术 

安全联合工作组.尽量谋取生物技术的利惠，同时尽量减少其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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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若干代表提及粮农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以及经合发组织在生物技术管制条例 

方面的工作，要求环境署充分考虑此种活动以保证工作的协调。 

363.—位代表要求环境署和粮农组织制订养护遗传资源的指导准则，在应用生 

物技术相植物遗传资源抗治饥馑方面，负起领导贲任。 

364 ‧若干其他代表建议生物技术和技术转让应构成拟议中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公 

约的重要部分。一位代表觯释说，这样可使发展中国家分享到它们遗传资源做为 

生物技术原料带来的利益。 

365. 镶农组织观察员说， 1 9 8 9年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要求粮农组织监测生 

物技术的发展和影响，并与其他组织合作，制订关于生物技术的行为准则，这是因 

为生物技术影响到植物遗传资源的养护和利用。 

366. 教科文组织的观察员说，教科文组织将继续与环境署合作支持区域微生物 

中心的活动，支持通过生物学联合会土壤肥力网络进行的旨在增加土壤肥力 

和糗食生产的安全生物技术的试验应用。 

367. 一位代表满:t地提及关于生物技术培训的预算规定，认其为有助于建立基 

层支持，有助于发展中国家使用生物技术。 

368. 几位代表对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在缺乏适当管制条例的情况下，进行环境中 

遗传工程产生的微生物试验，表示关注。他们接着说，环境署应就此类微生物的 

试验和利用制订严格的国际管制条例。 

369. 副助理执行主任觯释说，环境署完全明了生物技术的潜在用途和影响。环 

境署和其他联合国组织负有共同职贲，特别是在安全应用生物技术方面，以及通过 

工发组织/卫生组织/环境署生物技术安全工作组制定管制条例方面，予期粮农组 

织将成为该工作组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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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次级方案 3 . 8:农地和农业化学品 

370. 助理执行主任在他的介绍性发言中说，国际社会现在深知必须对化学杀虫 

剂的控制运动重新进行彻底审査。他恃别提到沙漠瑄虫的控制工作，自从目前的 

il祸在I 9 8 4年开始以*， 一向依賴化学杀虫剂3 除了经济钐响之外，这种作 

法亦有严重的环境影响。他请委员会注意联大1 9 8 8 年 1 2 月 2 0 日 第 4 3 / ^ 

203号决议，其中要求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包括环境署，对目前用来阻止幼虫生产 

的杀虫剂和技术进行评价，#测验此种杀虫剂^技术的效力，要考虑到它们对于环 

境ifo受影响地区人民的健康的影响。 

371. 有几位代表提到方案的这一部分与环境署在陆地生态系统方面其他工作之 

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农地的不良管理，特别是非持久性的农耕作法，不仅造成 

沙漠化、热带森林耗竭以及减少生物多样性，而且往往还会应用更多的化学杀虫剂， 

从而引起更多的、严重的环境和人类健康危险。 

372. 一位代表指出，他本国的沙漠化主要是所用的农作方法造成的，同时还引 

起了巨大的环境问题。他指出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里强调这种^,因此 

他力言必须我到一个在农业发展方面减少依赖杀虫剂的补救办法。他说他准备就 

持久农业的明确概念提出一件决定草案，希望理事会给予支持。 

373. 另一位代表对上述意见表示支持，并报称在训练管理人员减少使用杀虫剂 

保护植物方面，他本国已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已在这方面与环境署进行合作。 

374. 粮农组织的观察员谈到委员会收到的关于持久农业的决定草案时指出，这项 

重要的决定与锒农组织的工作有直接关系，伹是该决定涉及稂农组织的经费问题,因 

此该组织将伃细研究该决定案文'以期同环境署密切合作落实其各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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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国际绿色^平会的观察员指出，非持久的农业发展，由于过度使用杀虫剂 

而造成环境污染，他强调必须规定明确的促进持久农业的政策。他要求环境署召集 

环境和农业方面的决策人员，讨论涉及农业政策和农作方法的持久发展问题。 

376. 助理执行主任向上述观察员保证，环境署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以达成对环境 

无害的持久发展为目标。《非洲合作开罗方案》就是一个榜样。 

有关陆地生态系统方案的一般性发言 

377. 某些代表对逑议的陆地生态系统的预算减少2%表示遗憾。助理执行主' 

任答复说，这一数字会令人产生误觯，事实上这一预算项目的拨款并不表示预算的 

全面减少。例如，相当数额的资金业已拨给技术和区域合作，其中亦包括陆地生 

态系统方面的合作。 

378. 国际养护大自然及自然资源联合会的观察员強调有必要对正在陆地生态系 

统领域内进行的工作有一个全面的了觯。并表示愿意协助编写这方面的资料。 

他请环境署注意，联合会的活动并非如方案预算提案中所说的那样仅限于物种的保 

护；联合会的预算的大部分是用于有关持久发'展的工作。助理执行主任答复说， 

不可能如所请求的那样将所有活动作全面的说明，因为报道环境署的种种活 

动需要大量的文件工作。 

379. "^代表提到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认为这是一个促进区域性和国际合作 

的工具。他促请各工业化国家不仅仅以保护环境而且还应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相技术援助。 

380. 助理执行主任在结束其发言时指出，很少有代录提出任诃具体建议或任何 

具体问题。他指出，所建议的各优先领域，如包括沙漠化在内的土地退化问题和 

包括森林..尤其是热带森林的砍伐在内的改善生物多样'IÉ1 司题，则受到了极大的注意,按 

#^理解,各方面均同意执行主任的建议，集中精力处理这些议题。他逬一步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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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M了解其他联合 i l组织在这一方面进行的工作。他指出，沙漠化问题机构间 

工作组〖沙漠化工作组）是有关沙漠化问题的协调机构，并提到粮农组织.教科文 

组织相环境署进行合作的生态系统养护组， 说该养护组在生态系统管理方面负 

着类似的任务。他指出，世界银行和开发计划署也正在考虑参与其工作。 

D . 方 案 4 : 海 洋 

3 8 1 . 助理执行主任在介绍海洋方案时指出，区域海洋仍为海洋方案中心部分， 

优先工作是加强东非和东亚海洋等区域行动计划和通过南亚海洋行动计划。关于 

黑海和西北太平洋等行动计划的谈判将继续进行。环境署也将进一步努力，把现 

有区域海洋行动计划联系起来；通过发起世界范围的污染监测方案和监测气候变化 

如何影响海洋和、;Ô"岸环境的方案，处理全球海洋问题；促进保护海洋哺乳动物的措 

施。 

3 8 2 . 一名代表在称赞方案的同时，谈到了海洋大气局、全球海平面监测方案、 

美国航天局"地球航行任务"之下的各项活动。他指出，他的国家高度重视保护 

其、;海区域和沿海水况，他请环境署在处理全球海洋和沿海问题时，考虑到他的国 

家在上述领域的经验。他还指出，他的国家将在更大程度上参与执行加勒比行动 

计划，并通过直接向加勒比信托基金捐款釆支持行动计划秘书处。 

3 8 3 . 一名代表赞同建议给予该方案的优先地位，强调在此领域中极需实事求是的 

方针和国际合作，她认为，这一方案理应分得下一两年期资金中的更大份额。她 

还表示坚决支持建立监测海洋环境的各种全球系统。这些系统将涉及研究、标准 

化和数据交换，因而需要环境署、海洋学委会、卫生组织、气象组织、海事组织、 

粮农组织和有关政府的不断合作。她补充说，由于沿海区和岛《1"^生态系统特别脆 

弱，承受一系列相互冲突的利用以及人类强大的压力，在区域海洋方案范围内，它 

们应特别受到重视。她还赞同环境署对南太平洋行动计划的支持。她补充说， 

环境署应继续促进和指导区域行动计划的最初工作，然后，随着^海国家承担起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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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动计划的吏大集体责任，£|、境署逐步退出。由于她的国家对环境署区域海洋 

方案捐款很多，她特别关心其他国家捐款少或捐款迗的现象，尤因新的行动计划和 

现有行动计划中新的优先事项正对坏境署资源遣成越来越大压力。 

3 8 4 . 一名代表指出，海洋方案仅得到环境基金的1 0 % ,而海洋却覆盖地球的 

7 0 % 。 因此，这一方案所占优先地位的等次应予重新考虑。他还指出，环境 

署管理的诸信托基金中有七个涉及区域海洋方案，这说明了各国政府对该方案的关 

心和支持。他建议环境署在下个两年期增加对区域海洋方案的拨款。 

3 8 5 . 一名代表对其他代表支持提议的海洋方案表示赞同，特别是该方案的气候 

变化方面。他的国家的经验证实，环境署采取的区域方针是保护世界海洋的最佳 

办法。他的政府赞同方案资金自筹的目标，并欢迎有关进展报告。 

3 8 6 . 一名代表強调，海洋构成全球共有物的一个部分，他说，对海洋的关注应 

与对大气的关注等同。他例举了北海的诸项问题说，作为环境问题，海洋和沿岸 

地区的退化速度与森林溢伐，沙、漠化不相上下。因此，他的政府支持在1 9 9 0 — 

1 9 9 1两年期里增加海洋方案资金的建议。 

3 8 7 . 另一代表赞同上述看法，强调说处理海洋污染的最佳方法是釆取,家措施， 

辅以区域和(II际合作，在减少陆源污染方面尤其如此。他极力赞同制定保护小鲸 

行动计划。 

3 8 8 . 一名代表与其他代表一起支持海洋方案，他说，各締约a面临严重经济问 

题，资金缺乏，严重影响了保护和发展西非中非区域海环^和沿海地区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需要国际社会更大的财改支持。方案的优先事项必须谨慎决定，因为资 

金或许不能涵盖所有商定的活动，他说沿海侵饪应为优先事项，因为许多沿海械 

镇正逐渐没人海中，协调S家立法与阿&让公约和巴塞尔公约之间的关系，加强海 

洋污染监测网络，也十分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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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另一名代表也呼吁向该西非中非行动计划的信托基金捐款，并强调该地区 

&海侵蚀的严重'他补充说，在粮农组织、卫生组织和原子能机构的协助下， 

污染监测项目正在成功地执行；另一优先项目重点在污染事故应急计划。另一名 

代表要求给这项行动计划以政治和财政支持，他说，西非和中非国家面临陆上沙漠 

化和海中新形式沙漠化的两种困扰。西非最丰富的渔业资源正在枯竭。他吁请 

环境署执行开发计划署的研究达噢尔湾严重污染情况的项目。并警告说，除非现 

在采取行动，否则将不得不制定紧急援助计划。 

390.科威特是保护海洋环境区域组织秘书处的东道il,该国代表表示支持这一 

方案，他报告说，在八年战争之后，科威特行动计划正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该计划 

有了新的关于勘探和利用大陆架的议定书以及关于陆源污染的议定书‧在最近核准 

的对沉船和其他战争物质进行侦^环境评价以及清理的计划范围之内，环埂署可 

发挥重要作用。其他与环境署合作的领域可包括制定开发管理沿海地区指导原则， 

在海洋污染评价和、；9"海訾理方面进行培训工作以及监勘保护海洋环境区域组织地区 

海平面上升情况，以对全球气侯影响方案做出贡献. 

3 9 1 . 一些代表援引对区域海洋方案活动的信托基金的支持程度，证明该方案提 

高r人们的信心。一名代表赞同有必要评价各海域受损情况并加以清理，因为最 

近的军事冲突造成广泛污染。他要求环境署为此目的促进国际援助。他说，半封闭 

水体红海海上运输繁忙，、；&海国又是缺乏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因此，红海需要环境 

署援助。使用该海域者应当对其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石油运输日益增长，污染危险 

也增加了，但是，准备应付此类事故所需的投资皆在任何:^海国家能力之外。需要 

环境署帮助调集设备，装置和专家以及为借用或租用这些设备做出机构安排。 

. 3 9 2 . 一名代表说，地中海行动计划通过对各沿海国家施压，有效地帮助减轻地 

中海海盆污染程度。他的国家支持勘探开发海床的«定书，并将把目前对环境 

基金的捐款增加一倍。另一名代表建议通过一系列、&海综合区试验项'目重 

地中海行动计划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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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名代表赞扬环境署在制定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下的南太平洋行动计戈' 

中所起的作用。该方案指导委员会决定，该计划应继续被认为是区域海洋方案中 

南太平洋的一个部分，他对此表示满意。由环境署发起即将召开的政府间南太平 

洋气候影响会议将鼓励该地区国家参与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团的工作。他还 

强调极需保持海洋环境中生物物种多样性，指出过分捕捞，淤塞和流网作业的危险, 

流网作业正在严重破坏南太平洋海洋资源。 

394 ‧另一名代表要求环境署从实质上和财政上恢复对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的 

全面支持。对一些国家在南太平洋实施流网捕鱼作业，他也表示关注。 

395. 一些代表要求环境署考虑制定西北太平洋区域海洋方案。一名代表要求 

环境署与东西方中心合作，召开该地区海洋污染专家会议，做为制定保护西平 

洋行动计划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396. 另一名代表要求加速执行东非行动计划范围内商定的工作，包括海洋污染 

紧急事故应急计划，渔业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海岸侵#、关于污染物来源、污染 

程度和影响的研究。 

3 9 7 . 一名代表慼谢通过东南太平洋行动计划得到了环境署的援助，同时强调， 

由于区域海洋方案与气候影响研究契合，其重要性日益增h'另一名代表说，上 

述行动计划向该区诚国家提供了对其十分重要的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培训。 

398. 一名代表说，提议的保存生物物种多祥性公约应包括海洋环境。他说， 

环境署海谏方案需要大力财政援助，环境署应当更加注意世界海洋污染问题，因为 

海洋是本星球之肺，它缓和了气侯的变化。他宣布，他的国家愿意参与区域海洋 

方案，并说他的国家准备就波罗的海、黑海和远东海洋提出一系列项目建议。 

3 9 9 .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观察员突出谈到环境署和海洋学委会在一些项目上 

的合作，例如监测区域和全球污染状况项目、发展污染评价和监测技术项目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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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培训项目。目前，环境署、气象组织和海洋学委会正在制定监测气候变 

化如何影响海洋和沿海环境的全球项目。由于海洋学委会和环境署向全球海洋环 

境污染调查技术委员会下的各专家小组提供技术秘书处，海洋学委会将欢迎环境署 

与其共同主持该委员会。 

4 0 0 . 国际养护大自然及自然资源联合会的观察员强调养护会和环境署在海洋和 

沿海地区方案问题上的合作。他补充说，联合会将继续支持制定和执行关于养护 

的区域议定书，特别是在地中海、加勒比和中美洲以及在印度洋的养护。联合会 

曾与环境署合作编制珊瑚礤名录，它还希望合作制定关于其他、；^"海生态系统的名录j 

例如红树林，促进全球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方面的议定书和工作。环境署y/大 

自然养护会大自然基金世界养护联合中心可提供全球数据库，以支持各议定书和 

关于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影响的评价。另一个合作领域是与环境署共同执行 

《海洋哺乳动物行动计划》。 

4 0 1 . 红海及亚丁湾环境方案（红海环境方案）的观察员谈到，有必要让各国政 

府更加深入参与该方案，他强调极需继续开展红海环境方案和区域海洋方案之间的 

合作。 

4 0 2 . 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观察员（南太常委会）在谈到东南太平洋行动计剁时 

说，环境署的支持帮助有关国家建起4 2个实验室的网络，培训了 1, 1 0 0名专 

家并通过了四份法律文件。 

4 0 3 . 国际绿色和平会的观察员表示文持环境署的区域方针，他要求制定更多的 

关于在海洋倾倒废物和关于陆源污染的区域议定书并要求在这些议定书中通过防范 

原则和杜绝破坏性捕鱼方法，如流网捕鱼法。 

4 0 4 . 助理执行主任在作讨论总.结时，感谢犮言的代彭t提议的海洋和沿海区方 

案的赞同，他指出，如果各国政府增加捐款，即可以将该方案作为重点领域之一， 

增加其分派款。他还指出，环境署打算充分参与区域海洋方案内的南太平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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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各项活动.至于讨论中提及的其他要点，秘书处通知全体委员会，由于目前预 

算中没有为新的区域方案编列资金（建议的西北太平洋方案除外），这些方案需,寻财 

源.正在规划召开一个制定小鲸行动计划的会议,流.网捕鱼的问题将协同粮农组织审查, 

安徘取得污染控制设备一事将同海事组织讨论解块‧ 

E . 方 案 5 : 陆 岩 层 

4 0 5 . 助理执行主任在其介绍性发言中解释说，此项方案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对碟， 

琉相锬的生物化学循环进行研究。其中所涉及的主要活动为举办科学讲习斑和 

出版其调査结果。 

4 0 6 . 若干代表和观察员欢迎并支持本方案，另一位代表则建议应加强环境署各 

区域办事处在执行方案过程中的作用。 

4 0 7 . 一位代表指出，本方案并未列入执行主任的优先目标清单之中，因而担心 

是否又新增加了 一个新的主要项目。 

4 0 8 . 副助理执行主任答复说，有关陆岩层的方案并不是新增的，而是上一个两 

年期中开始的工作的后续行动。他同意各区域办事处应发挥重要作用的建议，并 

说，环境署的交换所机制亦可协助有关的实施工作。 

4 0 9 . 教科文组织的观察员表示教科文组织有意同环境署合作，探讨采矿的（尤 

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影响。 

F .方案 6 :人类住区和环境 

410.助理执行主任在介绍有关人类住区的方案时指出，与人类住区（生境）中 

心的协调与合作具有优先地位，这一点业已反映在环境署人类住区中心有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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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联合报告之中。有关住区规划相管理问题的环境指导原则业已出版，现在 

该由各国政府来安排执行了。 在这方面，环境署和人类住区中心仅能在某些都巿 

地区取得有限的进展。助理执行主任指出，有关自然相人为灾害的分方案之所以 

处于低度优先地位是由于理事会第1 1/7号决定的结果，而现在理事会或愿选择 

提供新的指导。 

411. 一位代表赞扬了该项工作计划，特别是其中涉及海岸住区和气候变化的部分。 

412. 一些代表促请增加该方案预算资金，尤其是其中关于社区预防自然和人为 

灾害的款项。他们建议更突出地强调人员的培训，以便预防和应付各种自然灾害 

所产生的后;^ 

413. 一些代表强调有必要在该方案中反映出于1 9 8 9年早些时候在哥伦比亚 

的卡塔尔根纳举行的题为人类住区、f持久发展的人类住区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上所 

通过的各项决议。 

414. 一位代表虽然支持环境署与人类住区（生境）中心之间的合作并赞1^*^议 

的联合工作方案，但建议说，应特别注意进一步制定一项不损害环境的办法以处理有 

关人类住区规划和管理问逸^的供应和环境且生提供指导、并以此来处理度物. 

该代表还建议说，应广泛地分发由环境署与卫生组织就人类住区问题中有关保建的 

方面内容共同编写的指导方针. 

415. —位代表强调了城市地区中的公用设施，特别是以低成本方式处理水源的重 

要性以及以对环境无害的方式处理固体庹料和度水的必要性. 

4 1 6 . 另一位代表则争辩说，应将有关游牧区的各种问题列入人类住区的分方案中。 

由于游牧业是一种传统技术，利用了别无用途的边际土地，因此为游牧人口设立永久 

居住区的办法不论从社会方面还是从环境方面考虑均是不适宜的，因此有必要找出便 

其传It的生活方式得以保留的可接受的办法.他还表示，如果有人疣出适宜的项目， 

则他的国家愿；政上支持此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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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7 . 一位代表指出，有必要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城巿居民区的运输问题之il»因为 

它影响到空气的质量，因而可以对有关械市和乡村居民区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418.教科文组织表示有必要在他的组织和环境署之间继续就人类住区以及预防 

各种自然灾害方面进行合作。他的组织、特别是该组织的人与生物圈方案，可以 

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较大的城市方面。 

G .方茱 7 :人类保徤与福利 

419.助理执行主任在其介绍性发言中回顿了 1 9 7 9年由环境署、劳工组织 

及卫生组织联合制定的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化学品安全方案）.他觯释说，该 

项方案的主要目标是由联合国遒过协调一致的努力来估价化学品对人类健康及环境 

造成的胁，并设法加强各国在化学品安全方面的能力，根据这三个组织之间达 

成的一项谅解备,忘录，该项方案的各^目标应得到更高程度的重枧，其方式是同意 

对检验化竽品的万法逬行联合研究，评价化学品对非人类生物区系所产生的影响， 

以及如何通过该国际方案使发屣中国家在更大的程度上获益.关于如何控制 

通过煤介传播的疾病问题，他回顿说，环境署、i生组织和粮农组织于1 9 8 0年 

联合设立了病媒控制环境管理专家小组（病媒控制组）.现在该小组应该从其实 

验工作阶段转入实际应用阶段了. 应鼓励各国政府和各捐助机构通过采取目标明 

确的政策在许多有关的领域内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同时?启定出保健和开发;^资 

源項目方面的具体目标和职贲. 

4 2 0 . 一些代表欢迎此项方案中所建议的活动。一位代表报告说，他的国冢与 

环境署共同执行的项目迄今为止十分令人满:t,他表示有兴趣并愿;f继续这种合作。 

一些代表对此项方案的预算拨款减少;t示担心，‧并强调此项方茱与其他领域相比所 

具有的重要《义，而其中一些领域正被列为优先目标。一位代表强调必须特别注意特 

别是发展中国窣非正式工业部门的工作环境.但另一位代表则表示了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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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少拨款表示赞同。一些代表单独提出了此项方案与能源消费问题之间的关系, 

其中一位代表特别警告说应避免因落后的运输系统而对人类健康所产生的危害。他 

赞扬了为发现新的能源而进行的努力，同时也指出人类健康应是发展的最终 

目 标 ， 而 不 应 是 为 进 步 所 付 出 的 代 价 。 另 一 位 代 表 建 议 说 ， 人 类 健 

康应成为整个环境署方案的总名称，因为使人类获得良好的健康和福利正是环境署 

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4 2 1 . 另一位代表赞扬了环境署各区域办寡处所发挥的作用，并请它们向理事会 

提交单独的报告，表明其各自为执行此项方案所做&7贡献。 

4 2 2 . 卫生组织的观察员说，尽管此项方案中突出强调了有关保健方面的工作， 

佢他的组织对保健问题的关注和投入业已纳入了有关环境方案活动的，更加广泛的 

系统之中，其范围包括从有关大气和水源问题直至其他许多涉及环境评价和环境管 

理方面的内容. 

1 .次级方案 7 . 1:污染的危害 

4 2 3 . 许多代表欢迎在国际化学品安全方箓下继续进行的工作,其中一位代表强调 

说，这方面的工作通过提供关于安全处理^管理化学品污染物的指导对化学品安全 

问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该位代表指出，该方案的资料对事先知情的同意可以起 

到十分有益的作用，并保证他的国家将继续向该方案提供支助。 

4 2 4 . 另一位代表虽然认识到该方案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出色成果，但同时认为， 

该项方案尚有待于向其他许多领域扩展其工作，其中包括在发展中国家中广泛使用 

的农业化学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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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另一位代表也对面际化学品安全方案表示赞扬-并强调说，继续向该方茱 

提供广泛的支助十分重要。他介绍了在他的国家的援助下正在进行的工作，例如， 

有关工业化学品对健康产生的彩响的评价工作，业已取得了三项重要成果：国 

际化学品安全卡、卫生组织农药数据表和饮水质量的指导原则，另一项活动便是 

研,出了检验长效毒性的各种方法，以及对食品添加剂和农药残余的评价工作.他 

补充说，有关化竽品毒性的工作曰趋重要.18另一位代表则指出此项分方茱业已 

得到i视，而强调各国政厨有必要积极承诺检査它们在处理其各自国家领土内的 

污染方面所拥有的手段的有效性. 

426. 一位代表对将在未来的两年期中处理需要特殊的专门知识的评价化学危 

害的问题表示满蒽. 

427. i: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解«,他的组织与环境署合作开屣了国际化学品 

安全方茱的工作，这一方案已开展活动10年之久，所以已具有良好的基础.在国际 

化学品登记中心的援助下,它现在已对1 0 0多种化学品作了评价。这些评价的结果 

不仅刊登在环境丑生标准文件上，还以其他形式予以发表，备国政府和工业界在决 

策时正日益增多地利用这些结果.各国政府还利用这些评价结果制定化学品在空 

气、水和食品中的含量限度貝际化学品安全方茱的其他工作涉及培训、紧急援坳和 

帮助谷国应付化学品安全问题的其他方法.这一方茱十分依赖它从各成员国以及 

其他来源获得的科学援助。 

428. 代理助理执行主任在结束其发言时呼吁各国协助国际化学品安全方茱的 

执行，特别是协助其培训活动，其方法可以是主办培训班或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与会 

者参加在其他地点举行的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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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级方案 7 . 2:传染病所涉的环境方面问题 

4 2 9 . 几个代表表示支持这一次级方案下所计划的工作。一位代表指出，一些 

如供应清洁饮水及适当卫生等问题，可对防止传染病蔓延，起重要作用。适当住 

房也是一项关键因素。另一位代表评论控制热带疾病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指 

出他的国家面临一些与环境有关疾病的病媒的威胁，如^疾和血吸虫病。他指出 

了控制病媒环境管理专家小组自成立以来的成It 该专家小组编制的关于控制病 

媒的环境管理准则和其他工具，对于执行环境管理方案和在水资源开发项目中促进 

控制病媒的部门间合作，极其有用。他指出他的国家的环境和气候状况，对于执 

行专家小组的现场项目，是极为理想的。最近高原地带症疾病患的增加显示了这 

项工作的需要。他又指出，虽然这项现象未必一定是温度增加或任何其他气候或 

人口变化所造成，但是有证据可辩称，从长期看，委员会已作详尽讨论的温室效应: 

很可能导致水位、海岸线等的变化，而其中有些可影响到蚊虫病媒生态。因此， 

现在是应开始审査温室效应引起的气候变化的时机了，确定它们会对病媒生态产生 

的影响，并建议可更加有效地监测这种状况的方法。因此，他欢迎卫生组织和环 

境署拟致力审查温室效应对于由病媒引起的疾病的分布可能产生的影响。 

4 3 0 . 讲到这个次级方案下提议的第二项活动，即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以帮助 

它们改进对真菌毒素的环境管丞一位代表叙述了该国过去与环境署在这方面的 

卓著成效的协作。 

431 卫生组织的观察员就控制病媒问题发言，指出助理执行主任在他的介绍性 

发言中已提到控制病媒环境管理专家小组，他说，专家小组已提起了温室效应可 

对病煤传染病分布产生的影响。在这方面，他促请委员会注意卫生组织计划办理一 

项关于气侯变化对徤康^响的审查。他邀请环境署支助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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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 助理执行主任回答各方在讨论中提起的问题说，他也认为环境署的每一项 

工作都关系到人类健康和幸福。关于病媒控制，他说，专家小组的工作的确已开始 

笼统化处理走向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形。他促请委员会注意由于经费限制时常 

便得专家小组不能充分发挥其专长和经验。他呼吁捐助国家通过环境署的交换所机 

制去支持专家小组的工作， 

H . 方 案 8 : 能 源 、 工 业 运 输 

1 . 皿 方 案 8 . 1 : 能 源 和 环 境 -

4 3 3 . 助理&—行主任在介绍能源次级方案时强调了能源生产，转化和利用作为许 

多重大的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的重要性。环境署的方针是进人们理解能源利用 

对环埂的影响，从而有助于在技术和机抅一级制定更合理的能源规划相政策。 

4 3 4 . —位代表强调了在此领域中早日取得成果的重要性，这对气候变化和人类 

的普遍健康具有广泛的影响。应积极鼓励旨在有效利用能源和促进新的再生能源 

的活动。他说，工业化国家对处理能源利用问题和发展取代现行方式和技术的方 

法负有特殊责任。他强调应向发展中国家随时和免费提供这些新技术。由于現 

在没有一个专门的联合国能源机构，所以他建议支持制定有利于环境的能源政策和 

向需要的国冢转让必要的技术。 

4 3 5 . 一些代表对次级方案的各部分，特别是有关能源政策和气侯变化、人类健 

康问题和新的再生能源的工作表示支持。 

4 3 6 . 一位代表指出，需要建立一个既可i平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又可转让有利于 

环境的能源技术的系统，在寻求新的再生能源时更需要如此。 

4 3 7 . 另一位代表指出，需要制定一项核废物越境移动问题公约，该项公约可由 

环境署和原子能机构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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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原子能机构的观察员提请委员会注;f秘书长有关倾弃核废料对环境的彩响 

的拫告。这一报告是原子能机构.与环境署协商编写的。虽然目前还未发生经萌 

认的倾弃核废物的事件，伹原子能机构根据最近的《巴塞尔公约》规定的原则发起 

了制定有^这一议题的国际行为守则的工作。 

2 .次级方案 8 . 2 :工业与环境 

4 3 9 . 助理执行主任在介绍有关工业的次级方案时强调了四项行动方针：编写柏 

宣传以高度污染的工业部门中的中小型企业为重点的技术手册；支持和加强使用这 

些手册的培训活动；应各国政府要求就具体的工业问題进行技术合作；转让信息并 

同时转让环境技术. 

4 4 0 . 一些代表对工业^环境办事处的工作表示满；f,建议加强这一办事处， 

441. 一些代表说，无需制定一项有关发生工业事故时发出通知^提供援助的公 

约.相反，应开始活动，设立与认识和准备地方一级紧急状态方案有关的这一问题的 

国际网络.一些代表称赞了这一方案. 

4 4 2 . 一位代表说，虽然目前在工业和环境领域中提供的培训十分宝贵，但涉及 

的组织过多，所以环境规划署可以发挥一个协调作用。他建议执行主任研究在环 

境署工业和环境办事处设立一个环境培训网或类似的协调单位的可能ft 一位代 

表宣布，她的国家政府将向为非洲法语国家开设的一个有害废物管理问题培训班提 

供资金援助。 

4 4 3 . 一些代表强调了加强低废物和无废物技术网的重要'〖Éo —些代表表示， 

他们愿意支持这一活动。 

4 4 4 . 一位代表强调了向工业环境办事处技术方案下的一些具体活动、特别是技术 

手册提供直接的外来资金援助的重要性，另一位代表强调发展中国家需 i这些手册以 

及《工业和环境审查》，诈为转让信息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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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方 案 8 . 3 ： 运输 

4 4 5 . —些代表对运输次级方案活动水平低下表示关切，因为人们公认，运输是 

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械市发展方面也十分重要。一位代表认为，运输是信息 

*技术转让可大大地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型领域。另一位代表要求更努力地从汽 

油中除去铅。 

4 4 6 . —些代表和!^际劳工组织的观察员强调需要加强与工作环境有关的活动， 

‧ 一位代表强调急需开展有关采矿的活动。 

I .方案 9 : 和平、安全与环境 

447.助理执行主任在介绍这一方案时，提请大家注意国际上对环境安全概念的 

B益增长的兴趣。他指出，这一概念与裁军亳无关系， 

448 ..—位代表在指出奥斯陆和平研究所正在从事的值得赞扬的工作的同时指出， 

这一工作现在需要重新确立方向.发展环境安全概念并制定一套用以确定一种情况或 

活动成为对安全的威胁的标准是极为重要的。他指出，方案把环境安全概念与地球:fi 

餘联系，他争辩说，由于环:^无权作出政治评估，因]须设立一个新的决策机 

构，以把这种问题提交联合国安全理爭会，他说，可以把拟建的新的紧急环櫈援助中 

心与这一机构联系起来，他最后预測，联大第四十四届会议以及1 9 92年联合国环 

境和发展会议将讨论这一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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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1 0 ：环境评价 

1 .次级方案 1 0 . 1 : £ f和技术资科 

i|墜环境资料系统（环资系统） 

449. 助理执行主任在其就面际环境资料系统（环资系统）发言时介绍了有关评 

价问题的方案，他说，业已对该系统作了调整，以适应其使用者不断变化的需要和 

技术方面的革新，其方法是使更多的用户得以利用和分享这一系统。他强调有关 

环境的资料在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并指出，1 9 8 9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次 

环资系统会议就下列各个方面的工作提出了 3 2项建议：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 

改进环资系统的业务活动、新的通讯技术以及有关建立一个对环境无害的技术的数 

据库等。 

450. 一位代表指出，环资系统应重新计划其各项活动，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国 

家和区域性资料来源，并协助它们建立一种莸得、解释和在决策中应用环境资料的 

能力‧ 他欢迎拟在他的国家进行的一套试验性伙伴方茱，此项方案将作为一项案 

例研究，以确定以何种渠道将大约25, 000-50, 000美元的资金转给发展中国家, 

另一位代表请各工业化国家的国家联络点向此项伙伴方案提供叉助。 

451. 若干位代表请执行主任继续将有关加强环资糸统网络的工作列为高度优先 

目标。 

452. 一些代表要求向发展中il家的各国家联络点提供材科和财政援助，以使它 

们得以更加有效地利用环资系统的各项服务. 

453. 许多代表赞同第三次环资系统会议的各项建议，并建议予以执行，尤其是 

在业务活动*网络发展、新技术以及1；^进环资系统网络等方面。 

454. 一位代表建议说，环资系统应设立一个有关对环境无害的技术数据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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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一些代表突出强调了通过环资系统提供环境管理方面的资料的重要性，并 

要求增加向环资方案活动中心分配的资源，特别应使之得以执行第三次环资系统会 

的各项建 

456. 有人建议说，环资系统可以就农药的安全处理问题提供有用的资料，而且 

环资系统应成为拟议中的环境紧急援助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 

457. 若干位代表请各国政府高度重视环资系统的各国家联络点，并向它们提 

供支助。 

国际潜毒化学品登记中心 

458. 助理执行主任指出，随着国际化学品贸易的增长，国际潜毒化学品登记中 

心的取责也有所熘加；目前其国家通讯员网络业已包括1 1 1个 S I冢。他逬一步 

指出，该国际登记中心负责管理旨在交流有关潜毒化学品的资料的一个数椐厍和一 

个全球性网络，并正在与其他各国际组织进行作，特别是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 

登记中心参与了化学品安全方案的工作组会议，并向它们提供了数据。该登记中 

心还负贵管理一项査询服务的工作，同时还是环资系统中的一个特珠部门的资料来 

源，负责定期捷供有关化学品的科学资料。助理执行主任还提到化学品登记中心 

在起草《巴塞尔公约》，进一步制定《伦敦指导原则》以及将事先知情的同意的原 

则纳入有关文书的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化学品登记中心目前正在协助各发展中 

国家设立国家潜毒化学品登记中心，并向它们提供这方面的培训。 

459. 就国际登记中心发言的所有代表均高厪贽赏此项分方案为提供有效的化学 

品数据而做出的努力。若干位代表赞扬该中心是一笔宝贵的资源；另一位代表说, 

该中心为实施《伦敎准则》，发展国家登记中心以及为他的国家提供培训等方—囬―作 

了大量的协助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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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0. 一位代表指出，国际登记中心与国P示化学品安全方案之间的合作应继续进 

行下去，并表示他的国家愿意继续向这些方案提供数据a 另一位代表也支持这些 

方案继续保持合作关系，特别是在培训工作方面。 

461. 所有代表均表示支持国际登记中心，指出应继续将其列为优先领域.若 

干位代表指出，需要向该中心提供更多的资金，以使之得以履行其日益增大的职贵, 

特别是在执行《伦敦准则》及其经过修正的文本和培训工作等方面。 

462. 若干位代表赞同国际登记中心的专家协商会议提出的有关寻求预算外资金 

的建议。他们还支持该登记中心经过修正的各项目标和战略。 

463. 一些代表表示，鉴于修正的目标和战略增加了该国际登记中心的职责，因 

而可能会向该化学品登记中心提供更多的资金。一位代表在就某些可能加以改善 

的领域提出建议时，指出有必要加强有关化学品的数据库，并考虑在计算机科学相 

技术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若干位代表要求制定更加有力的培训方茱，以 

便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得以参与。一位代表对国际登记中心与苏联环委会 

的国际项目中心之间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表示满意，并促请各工业化IS家就培训工作 

作出类似的合作性安排。 

464. 一些代表支持建立潜毒化学品国家登记中心，其他代表i人为，需要加强国 

示登记中心各国通讯员网络，另一代表鼓励各111耽府和工业界以简易的表格向登记 

中心提供资料。 

465. 一名代表注意到有箐环境的化学品清单，这可能引起对环境署预算及各国 

政府更多的需求，他对此表示关切。 

466. 所有就修正伧敦准则中关于事先知情同意问题表示意见的代表都赞成通过 

修正案.大部分代表认为需要粮农组织给予充分合作。除一名代表外，其他代表 

都认为制定潜毒化学品贸易公约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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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此外，有代表认为国际登记中心必须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冢îà<行事先知情 

同蒽程序。在这方面，粮农组织观察员谈到粮农组织同环境署的不断密切舍作‧ 

4 6 8 . 一些代表谈到《巴塞尔公约》的成功完成，谈到了国际登记中心执行该 

公约的作用。一名代表强调，登记中心和公约临时秘书处需要密切合作。 

2 .次级方案 1 0 . 2 : 监 测 和 ‧ 

4 6 9 . 助理执行主任介绍了环境评价的次级方案环境监溯系统，概述了该系统的 

持续工作，通过监测网络收集环境数据，利用资料提出技术评估裉告。环境监测 

系统的工作使环境署必须持久密切地同其联合国伙伴合作，特别是卫生组织，气象 

组织、教科文组织以及各国政府。他概述了环境监测系统在科技情报领域中的工 

作，特别是全球资源资料数据厍与有关健康的监测.以及最近完成的槭市空气质量， 

淡水质量、食品污染的各项全球评估报告；《非洲合作开罗方案》下的自然资源监 

测；环境测量与环境数据报告的协调工作。环境数据报告第二It已由监测与评价 

中心％成，与其合作的有世界资源研究所和英国环境事务部，裉告不久将出敉。 

他认为由于工BM(国际蔺业机器公司）公司慷慨捐助计算机系统全球资源资料数据 

厍的活动将会增加。 

4 7 0 . 若干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指出，它们需要培训，需要技术和财政援助，以便 

充分参与环境监测和评价方案的工作。 

4 7 1 . 一名代表重申，他的国家赞成环境测量一致化所依据的各项原则。环境 

测量一致化包括国际数据收集和管理活动的协调，也包括制定普通数据标准。但 

是，他不赞成设立管理此项活动的新机构，现有机构足当此任。他強调，环境测 

量一致化应在现有全球环境监测系统结构内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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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2 . 一些代表发言，表示继续赞成发展全球资源资料数据库。一名代表强调 

急需建立全球资源资料数据库区域中心，必需使发展中国家能更容易得到全球资源 

资料数据库赖以建立的先进技术。几名代表注意到，通过环境署"^川研所的培训 

方案，通过区域工作会议（如89年晚些时候将由加纳主办的工作会议），通过由 

环境署把工业界捐赠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分配给合作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正在实现。 

一名代表表示，他的国家准备与全球资源资料数据厍联系，帮助其发展。 

4 7 3 . 卫生组织观察员谈到该组织与环境署的合作，特别谈到环境监测系统及其 

与健康有关的环境监测工作。他提到最近出版的淡水质量，城市空气质量和食品 

污染等各项报告。他请大家注意环境监测系统与健康有关的监测活动对所有环境 

署方案都很重要，主要的例子有气候.大气和淡水的监测。 

4 7 4 . 所有发言的代表都表示支持监测和评价方案。一名代表说环境评价是环 

境署极重要的工作之一。他建议，三个次级方案的资料系统的横向纵向协调应更 

有成效，还建议需要拟订一个全面的资料管理战略。 

4 7 5 . 一些代表建议更妤地利用联合国其他机构，更有效地协调各资料系统。 

4 7 6 . 助理执行主任指出需要评价数据，加强环境署方案不同部分在评价、管 

支持揞施之间的已有联系。 

K . 方 案 1 1:环境管理； 

1 .次级方案 1 1 . 1 :发展规划与合作渉及的 

环境方面问题 

477.助理执行主任在其介绍性发言中，觯释了此项次级方案在促进《到公元 

2000年及其后环境展望》和世界环境与发展娄员会的裉告的后续活动方面的特珠 

作用。此项次级方案特别旨在提供指导和协助以进行分折、政策调整，程序改变, 

体制安排以及培训工作，以便将各项环境目标纳入发展、规划以及行政方面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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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之中。此项次级方案还就如何促进以对环境负责的态度来发展国际贾易、投 

资以及援助方面的工作，提供指导。 

4 7 8 . 夯员会注;1到1 9 8 7和 1 9 8 8年间执行的各项方案活动，并未加评论 

即批准了提议的 1 9 9 0— 1 9 9 1两年期方案。 

2 . 次 级 方 案 U . 2 :环境法 

4 7 9 . 助理执行主任介绍了环境法方案，并指出由于自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以来 

若于项发展，世界已跨越了若干里程碑，这就是，《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柏《关 

于消耗臭氧层的物质的萦特利尔议定书》的生效，以及于1 9 8 9年3月通过了《控 

制危险废物越境转f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X>他说,环境法和机构股是环垸J"内工作量最 

大的单位之一，他还代表执行主任对有关的各国政府表示慼谢，因为它们不但担任 

这些公约的东道国，而且还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参与这些法律文书的制定以及 

后续行动提供了支助. 

4 8 0 . 许多代表对环境法股的工作表示支持，并祝贺该股以及环境署所取得的成 

就，例如，《萦特利尔议定书》、《巴塞尔公约》，以及将事先知情同意的原则订 

入《伦敦准则》之中. 

481 ‧ 一些代表主张优先拟订一项生物物种多样性公约和一项关于气候的公纟&。 

一位代表说，环境署应密切参与拟订一项关于气候的公约，并说，这一活动需有足 

够的预算拨款. 

482.另一代表?虽调急需!^行《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以保护臭氧 

层，他还谈到了最近举行的伦敦会议和赫尔辛基会议。他还?I调《赫尔辛基宣言》 

的重要性，并吁所有国家签署《巴塞尔公约、及成为《维也纳公约》和《案特利 

尔议定书》的締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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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几位代表强调《巴塞尔公约》的重要:t!h3 —些代表通知委员会他们参加了 

这一文书的制定工作及批准方面的进屣。 

4 8 4 . —位代表提请注意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成员国对于在非洲烦弃危险 

废物的关注，并促请环境署提供协助使国际社会同：t最终彻底禁止危险廋物的越境 

转移。应当研究较省钱和安全的度物处置技术，秘书处应将来自谷国的资料向发 

展中国家分发。 

485 . 一位代表表示他的政府准备支持并参加有关潜毒化学品贸易方面的工作， 

他还谈到环境法和机构股在工业、环境和工业筝故领域的工作的重要性. 

4 8 6 . 一位代表说，环境署主持下制定并由规划理事会通过的任何准则和（或） 

原则应先实行一段时间，然后才可做出决定去拟订基于这些准则^I或)原则的具 

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她说执行现有准则比拟订新公约更加重要. 

4 8 7 . 一些代表强调恚需寻求方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以加!I其环境领 

域的国家立法*机构安排. 

4 8 8 . 几位代表认为拟订一项关于环境彩响评价的全球公约时机尚未成熟，这些 

代表团支持去拟订关于环境^响评价的区域协定，他们还认为拟订一项关于工业爭 

故公约的时机也尚未成熟. 

4 8 9 . 一些代表提请注意环境法和机构股就其工作方案而言，经费太少.芬兰代 

表表示她的政府愿意支持在该股设置新员额，指出该股需要进一步的财政支持，并 

建议她的政府增加的对环境基金捐款之中一部分可拨给该殷. 

4 9 0 . 助理执行主任吁请各HI代表就该股未来工作给予明确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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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方案12: 环境意识 

1 .次级方案 1 2 . 1:环境教育和训练 

4 9 1 . 助理执行主任在介绍环境教育和训练次级方案时说，除其他事项外，教科文组 

织和环境署合办的国际环境教育方案将修订过去13年內发行的教材，制订环境教育： 

样板课程，并将若干训练活动分t各地，将鼓励和协助各国政府制定1 9 9 0年代的 

国家环境教育和训练战环境署将修订它在德累斯顿设立已久的环境管理研究生课 

程，通过寻求更多的训练奖学金并Ï其他地点开办新的长期训练课程，向发展中国家 

的关键政府人员提供训练服务，将继续同劳工组织合作，为雇主和工业经理提供环境 

管理训练课程.为新闻记者提供环境教育将是一个新的工作，助理执行主任还注意到， 

拉丁美洲*加勒比区域各国巳建立一个倌托基金，以资助环境署和环境训练网。他 

希望其他区域也这么做。 

4 9 2 . 所有发言的代表都极力支持环境署在教育和训练方面的工作，都强调这项 

工作对未来的重大；t义，他们也普遍支持教科文组织和环境署在环境教育方面进行 

密切合作， 

4 9 3 . 一位代表说，由芬兰、苏联、工发组织和5^境署共同举办的一个新项目正 

在对亚太区域环境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提训练，他希望这个项目可以作为其他 

区域从事这类训练的样板。 

494 . 一位代表呼吁环境署帮助训练工作环境的疾病和伤害方面的保健专业人员。 

495.. —位代表呼吁设立更多的新闻记者训练方案，芬兰已支助设立南部非洲发 

展协调会议成员国新闻人员训练 ‧。 

496. 一位代表强调有必要增加对环境教育的经费.教科文组织与环境署各区域 

办事处之间在拉丁美洲区域? Î立的联系也应在其他区域予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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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7 . 教科文组织的观察员要求各il政府根据由该组织和环境署于1 9 8 7年 

共同制订的莫斯科战略起草九十年代环境教育^培训的国家战略.他代表他的组织 

对环境署在环境教育方面的合作表示赞赏。他宣布教科文组织大会被要求考虑大大 

增加对下一个两年期的捐款，同时希望环境署隄高目前对此项方案的供资 

水平和加强这两个机构在环境教育和培训工作方面彼此之间的合作。教科文组 

织欢迎扩大有关环境管理科目的研究生长期培训。 

4 9 8 . 劳工组织的观察员满;f地指出，他的组织与环境署在有关雇主组织的培训 

工作中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并强调劳工组织、环境署和教科文组织有必要在此类活功 

中继续进行合作， 

4 9 9 . 助理执行主任指出，环墣欤育和培训领域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环境署对 

其目前与教科文组织之间的合作十分满意。尽管这两个组织在执行其联合教育方案 

的初期曾遇到各种困难，但该方案现已走入了正轨，并巳得到世"国政府的支持。 

关于环境问题的培训工作，助理执行主任说，由于设立了环境事务指定官员团机构, 

目前各项工作的协调较前有了改进，从而可以尽量培训更多的、各个不同环境领域 

的专it人员。 

2 . 次 级 方 案 1 2 . 2 : 新 闻 

500.助理执行主任作介绍时即指出环境署新闻部门的贵任、任务、战咯和人 

力的再评价和调整一直按照以前理事会决定的办法进行。新发展的通讯技犬，加 

上世界各地对环境事务的忧虑;^•识不断增长，这两项是再评价和调整的关键因素。 

助理执行主任又说，环境署一定会比以前更重视工作对象的驁要，使资料能配合当 

地的需要，鼓场有影响力的传播事业及专门性的传播事业以更多的篇幅及时间来拫 

道环境问题，区城办事处与发展中国家的机构合作以特定的宣传运动使一般民众提 

高环境意识。又指出，在报道环境问题时，应加强联系，与联合 i l系统的其余机 

构、各区械、以及各国政府加强协调和通i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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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有些代表强调指出，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是一项重要任务。一位代表 

希望，经改组的新闻和公共事务科能大力提高环境意识，他还建议进一步利用国家 

委员会散布环境新闻。 

5 0 2 . —位代表说，被动的和主动的公众意识薷要加以区别，被动意识是在问 

^生之后有的，而主动; t识可以导致了解什么情况将会发^ 他指出现在不注 

‧如何增强主动意识，可能是因为所涉问题性质复杂。他建议设法媞高这种;t识 

水平。 

503. 一位代表说，公众一旦知情就会敦夾策人士术取适当步骤。另一代 

表向惠这;《见，他认为众人的;1：识和态度是决定立法i义员的建议是否获得接受的决 

定因素。 

504. 但另一代表欣赏地指出环^对公众;t识的重视，他说如果没有这种;t 

识就会对自然资源的保存造成严重的妨碍，特别在他本B是^Jiilo 由于资金和技 

太缺少，很难把消息带给重要的部门，如学童、农人、妇女和外联团体。 

又强调必须在这方面加强发展中国家新从业人员的训练。 

5 0 5 . 另一位代表提议在国家和国际各级设置媞髙公众:t识的项目。 

5 0 6 . 教科文组织的观察员说该组织将继续加强宣传 à己的环境方案。 

507. 秘书处的代表指出执行主任核可了改组，环境署每一方案单位将由新闻和 

公共事务科指定专人提供服务，确保其新闻工作经妥善规划和协调。该科负贲订 

定标准，多快好省地展开工作，使环境署有一更鲜明的形象。 

M . 方 案 1 3 :区域和技术合作 

5 0 8 . 助垤执行主任指出，此次级方案的预算有了重大增加，其在il家一级的拨 

款额也有了一定的增长，并斛释说，其目的是确保尽可能多的国家得以从*^榥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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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领域中的经验中获益。他强调说，所提供的镘助巧以发挥重要的催化作用， 

工作的优先目标是加强发展中国家独立处理各种严重的环境问题的能力，他就此 

请备捐助国通过环境署的交换所机制以及其他机制协助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各种项 

百。 

5 0 9 . 一位代表对西亚目前在环境领域中的合作水平表示赞赏，并希望通过联合 

国各项方案所提供的更多的支助来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5 1 0 . 助理执行主任指出，环境署正在环境管理措施的规划和釆用方面增加对发 

展中国家的支助。 

N.全体委g会采取的行动 

511.委员会在完成对议程项目8的审议工作后，通过了关于该项目讨论经过的 

报告（UNEP/GC. 15/It 21和Add. 1)并核可了若千决定供埋事会通过（UIÏSI»Z 

OC 15/Ii 22和Add. 1̶3)。 垤事会米取的行动载见上X第二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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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环境基金及行政勒其他财务箏项 

512. 理事会^》先生(肯尼亚）主持下于1 9 8 9 年 5 月 1 8曰勒 1 9 B的第 8 

次動第9次全体会议上审议议程项目9时，持有下列文件：该议程项目下的文件摘 

要：执行主任1 9 8 7 ^车度报吿（ U N E P / G C . 1 5 / 3 )第二章^第四章；亍主 

任1 9 8 8车车度报告（UNEP/GC. 15/4)笫二章；1988—1989两车期方案^ 

方 笨 支 助 费 用 预 算 的 执 行 情 况 报 告 1 5 X l O / A d d ‧ 1勒corr. 1 ) ;环 

遣基金1990—1991两车期提议的方案湘方案支助费用预算（UlfEP/GC . 1 5 / 1 0 / 

Add.2^PCorr. 1)；执行主任的报告：1988—1989车钚堉基金的管理以及对 

1 9 9 0 — 1 9 9 3 年 资 源 利 用 的 建 议 . 15/10/Add . 3 ̂ S u p p l erae nt 1 j; 

执行主任关于信托基金的管理的报告， E P / G C . lô/lO/Add . 4 ^ S u p p l e m e n t 

1 )；以及关于额外资金来源0^告(UÎ^EP/G C . 1 5/ 1 0 / A Q Q . 5 ^ G orr . 1);行政^ 

I'口，咨询委员会关于1988—1989两车期方案勿方案支助费用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及媞议 

的1990—1991两车期方案^方案支助费用预算的报告（UNEP/GC .15/L.2)ife 

执行主任关于 1 9 8 7年 1 2月 3 1日终了的 1 9 8 6—1 9 8 7两年期境基金财务报告* 

审定决算的说明 t U N E P / G C . 1 5 / i . 4 )。 

513. 环境基金和行政办公室代理助理执行主任在介绍这个项目时说，理事会首 

先应解决的事项是基金方茱活动可以得到的拨款金额以及1 9 9 0 — 1 9 9 1两年 

期基金方案锗备金金额。这一金额将构成基金方案活动的拨款基础，因而将由全 

体委员会向全体会议建议，笫二，执行主任目前还正在要求理事会就他应为1992— 

1 9 9 3 f^〗年期制订计划的方案现模向他提供指导。第三，请Î圼事会扩大一些现有 

信托基金并设立一些新的信托基金。第四，请埋事会重新肯定1988-1989^'方 

茱及方案支助费用的拨款额，并核可1 9 9 0 — 1 9 9 1 年期方茱及方茱支助费 

用的预算。最后，请理事会注意到并核可该基金1 9 8 6和 1 9 8 7年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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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经过审定的决算，审议执行主饪关于新的资金来源的裉告，并审查秘书处及本 

组织的工作人员配置情况， 

A .环境 I金 

514. 代理助理执行主任继而提请理事会注意近来环埂基金捐款上升的趋势，19 

88年间的捐款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近3, 500万美元之数，而且估计1 9 8 9年的 

捐款额很可能会接近4, 0 0 0万美元，然而他对近年来为环境基金谩供捐款的 

IS家9â[目减少这一现象;^示不安，并强调说，执行主任认为发屣中国家提供捐款十 

分重要，尽管其数頟有时我小，代理助理执行主任指出，自1 9 7 9年以来捐款 

的实际数额不断下降，这十分令人遗博，他代表执行主任感谢那些于今年年初便 

缀了其捐款的家政府，因为这有助于基金的管理工作和方案的执行。 

5 1 5 . 代理助理执行主任指出，执行主任建议于1 9 8 9年 1 2 月 3 1曰勾销尚 

未缴纳的1 9 8 4年和 1 9 8 5年捐款。 

516. 埋亊会同意执行主任为1 9 9 0 — 1 9 9 1年基金方茱活动建议的为数 

6, 800万美元的拨款頟，其中包括为数6, 000万美元的核心方茱和为数800万 

美元的辆助性活动；并同意1 9 9 0 — 1 9 9 1年内为数400万美元的基金方茱储 

备金，埋事会谓-其主持会议的副主席就此大略内容向全体委员会递送一封信函。 

5 1 7 . 理事会同意执行主任为1 9 9 2 — 1 9 9 3年的基金方茱活动建议的为数 

1-8亿美元的拨款数额，其中包括为数1. 5亿美元的核心方茱和为数3, 0 0 0万 

美元的辅助性方案。然而，有两位代表虽然认识到实现该两年期捐款目标是可取的, 

侣怀疑在1992年时是否可以达到1亿美元，并认为最好如早些时候建议的那样争 

取于1 9 9 5年达到这一水平。 

518. 代理助理执行主任继而介绍了 1 9 8 8 — 1 9 8 9 W年期方茱及方案支助 

预算的执行憒况裉告（UNEP/GC. 15/10/Add. 1和 C o r r . 1)。他指出，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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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的建议是不应改变规划理事会在其第十四届会议上核可的为数25, 846, 300 

美元的拨款额，因而他请理事会予以重新证实。佢他希望要求核可对某些支出项 

目所作的拨款方面的较小改动。 

5 1 9 . 他通知娄员会说，有关文件中所估算的1 9 8 8年数额为1, 176万美元， 

佢该年度中实际的支出额为1， 1 2 4万美元.由于执行主任采取了各项旨在减少 

费用的措施，其中主要包括冻结职位和延缓录用工作人员，以及有利的兑换率等， 

最终达到了节省资金的目的。 

5 2 0 . 他指出，已预计到1 9 8 9年间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利因素：通货澎胀率高 

于预算编制时原先预计的水平，此外为了满足各国政府要求加强行动的愿望还需要 

填补环境署的职位空仏因此，这些节省下来的资金很可能被抵消，这使得执行主 

任请理箏重新申明其原来的拨款水平。但秘书处将同往年一样继续设法在执行预算 

过程中节省经费。 

5 2 1 . 三 位 代 表 说 ， 他 们 赞 赏 执 行 主 任 为 将 方 案 及 方 案 支 助 费 

用支出控制在捐款总额的3 3%之内所做的努力，并支持其关于重申为数25,846,300 

的拨款额以及在支出项目上略微改动撐款的 5 *议。然而一位代表则主张应 

将方案的方案支助费用执行情况报告及其为下一个两年期建议的预算汇编成一个单 

一的综合性文件，同时加以精简，特别是其中所列的各份图表。 

5 2 2 . 代理助理执行主任在介绍建议的1990—199 1两年期方案及方案支助活动 

费用预篝（UNEP/GC . 1 5 / i o/Add . 2 ^ C o r r . l )时提请注;f这一事实，执行主任 

正在寻求使理事会核可填补9 0%的专业人员及其以上职类的职位空缺，将迄今为 

止由方案及方案支助活动费用预算供资的某些活动转由基金方案活动供资。伹他 

指出，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行预咨委会）对这类转移持保留态度。 -

5 2 3 . 一 位 代 表 提 请 注 意 行 预 咨 委 会 的 意 见 ， 即 这 些 活 动 按 理 应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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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 的 方 案 支 助 活 动 费 用 预 算 ， 因 而 可 以 加 以 检 査 ^ 监 测 。 另 一 位 代 表 

虽然支持筑行主任有关填补更多职位的建议，伹指出仅仅转移这笔资金并不能 

减少支助费用，而不过是在记帐方面将一笔支出郷至另一笔支出项下而已。 

524.代理助理执行主任解释说，就方案活动中心而言，方案与支助费用之间的 

界线很难划定,他问道，为什么应将沙漠控制方案活动中心的费用视为支助费用，而 

同意所有其他方案活动中心的费用为项@t用。执行主任不能同意行预咨委会的论点， 

而且为了在处理所有方案活动费用时保持一致性，他希望坚持原来的建议。理事 

会接受了此项；t见。 

525.其他两位代表虽然支持执行主任为1 9 9 0 — 1 9 9 1年建议的，为数 

29, 08 7. 000美元的预葺，但同时指出，鉴于环境法動机构股的重要性不断增加, 

应进一步加强该股的力量。一位代表建议说，会议及理筝会服务处亦应予以加强。 

B.行政^其他财务事项 

5 2 6 . 代理助理执行主任介绍了该基金1 9 8 6 - 1 9 8 7两年期的，经过审计 

的帐目，并概述了审计委员会的各项建"^io 后者曾建议，在周转基金问题f新闻） 

上，其费用应与相应的收入相吻合.（UNEP/GC.15/1.4第2段）。他强调说， 

很难在就支出金额作出决定时根据各种出版物准确地判断今后收入的金额，但环境 

署在确保收支相抵方面的技能正日趋成I 从总的情况来看，执行主任倾向于保 

留周转基金，因为这样便可以使环境著得以把所,'出版物的收入纳入一项单一的基 

金。 

C.信托基金的管理 

5 2 7 . 在介绍执行主任关于信托基金的管理的报告f U N E P Z G C . 1 5 /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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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d . 4和 / S u p p l e m e n t 1 )时，代理助理执行主任捷请理事会注;f有关扩大一 

系列现有信托基金同时设立四个新的信托基金的建议。 

5 2 8 . 一位代表认为，秘书处最好就信托基金的活动定期提供一份情况很告，阐 

述资金状况和活动，以确定这些活动对理事会订定的优先事项的重要程度。 

529. 代理助理执行主任在回答问题时指出，各信托基金的活动定期受到有关的 

政府间机构会议的审査。他指出，秘书处愿慈在执行主任的下一份年度报告中列 

入一项更全面的报导。 

530. 一位代表希望取得保证，即环境基金不会被用来弥补因迟收到捐款而造成 

的资金短缺。他提醒不要还未收到资金就过 早作出承诺。 

531. 代理助理执行主任向理事会保证，信托基金的管理一直是符合规定的财务 

程度，并将继续如此，唯一的例外是执行主任经斟酌认为有必要授权向《濒危野 

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处提前拨给环境基金的资金。这样做是因为他 

坚信各国政府并不希望该秘书处瘫痪。目前正在收回这样提前拨给的金额，并提 

请有关的成员国注意及时缴付它们的捐款。 

D .其他资金来源 

532. 在介绍执行主任关于其他资金来源的报告（UNEP/GC.i5/ll/Add.5 

和 C o r r ' l )时，代理助理执行主任强调指出，向技术合作信托基金提供的捐款 

1 9 8 8年总计约 4 4 0万美元，超过了环境基金收到的捐款。在这笔金额中， 

四分之一是政府资助的工作人员的费用，他们对加强环境署执行其任务的能力十分 

533. 一些代表对执行主任的竭力筹资表示赞赏，但要求他保所有的筹资活动 

都应最终变成能自我筹资，并应在理事会确定的优先事项范围内进行。代理助理 

执行主任向理事会保证，筹资活动将不断自我筹资，但交换所的费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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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4 . 一些代表赞赏执行主任成功地促使国家娄员会成为实现环境署的筹资目标 

而建立和保持联系的机构。他们鼓励执行主任为设立尽可能多的这种娈员会一事 

继续进行谈判。 

5 3 5 . 理事会随后审议和通过了一些关于环境基金及行政和其他财务事项的决定, 

决定全文载见本记录附件一（第 1 5 / 4 2号， 1 5 / 4 3号， 1 5 / 4 4号， 1 5 / 4 5号 

和 1 5 / 4 6号决定)。通过决定时所做的评论载见上文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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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理事会第十六届常会的临时议程* 

B期及地点 

536 . 理事会在 5月 2 6日的第 1 4次全体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1 0 。 理事 

会收到了主席团递交的关于第十六届常会日期和地点的建议以及建议的该届常会临 

时议程（ U N E I V G C . 15/11.31)。建议获得通过，临时议程未经改动获得核可。 

决定全文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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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其他事项 

5 3 7 . 在议程项目11下，堙事会收到了执行主任关于向环境署常驻代表委员会 

会议提供语文服务的问题的说明（UNEP/GC. 15/11)和常驻代表委员会提出的 

决 定 草 案 ( 薦 P / G C . 15/工.8 ) 。 

5 3 8 . 理事会于 5月 2 5日的第 1 2次全体会议上审议和通过了关于这一议题的 

决定（第15/12号决定），决定全文载见本报告附件一。通过决定时所做的评 

论见上文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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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章 

逋过报告 

539. 本 报 告 在 1 9 8 9 年 5 月 2 6日本届会议第1 4次全体会议上获得遛 

过。 

540. 在通过本记录时，菲律宾代表就本报告第四章第253段发言，她说，自19 

70年代后期以来，菲律宾已出现藻华每年二至三次，不但造成许多死亡，而且大大 

剝夺了以鱼类为主食的人口的重要蛋白质来源。因此，菲律宾政府要求从东亚海 

洋行^计划中提供技术、财政援助，便它能^应付该威胁。 

541. 巴西代表就第六章第380段发言，他说，执行主任对任一特定问题集中努 

力的权力必须来自各国政府的决定，而不是来自环^工作人员的解释。 

542. 执行主任答复巴西代表的发言说，环埂署工作人员并不对各国政府的决定 

进行解释。不过，执行主任有权指派工作人员表达他对如何执行某一决定的理解。 

如果各国政府不同意他的理解，就有必要把有关决定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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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章 

会议闭幕 

5 4 3 .在 1 9 8 9 年 5 月 2 6日本届会议第1 4次会i义上，按惯例互相致意后, 

主席宣布理事会第十五届会i义闭I 

注 

规划理事会理事国系由第四十一届联大19 8 6年 1 2月 5日第 9 8次全体会 

议、以及第四十三届联大 1 9 8 8年 1 0月 2 4日第 3 5次全体会议经选举决 

定(第 4 1 / 3 1 0和 4 3 / 3 0 8号决定)。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补编第2 5号》（ A / 4 2 / 2 5和 c o r r . 1) 

第一章及同上，《第四十三届会议，补编第2 5号》（A/43/25)，附件。 

同上，《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2 5号》（ A / 4 2 / 2 5和 c o r r . 1 )，附件。 

同上，《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8号》（A/44/8)，附件一。 

同上，《第四十三届会议，补编第2 5号》（A/43/25)，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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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伴 一 

理筝会第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各项决定 

决定编号 标 题 页 次 

15/1 

15/2 

15X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加强联合S环境规划署的 

任务*功效 

大会第四十二^四十三届 

会议*经济及社会理箏会 

1 9 8 7 年 ^ 1 9 8 8 年 

届会通过的与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直接有关各项决议 

的执行情况 

联合国环境勒发屣会议 

1990年理爭会特别会议 

环境规划理事会对拟订联 

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 

发展战略所作的贡献 

经济危机、外债*环境问 

题 

联合国环境 觐划署与阿拉 

伯主管环境事务部长理事 

会之间的合作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其他 

阿拉伯领土的环境状况 

国际合作保护人类^环境 

免受化学武器ifc其他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的摧残 

1 9 8 9 年 5 月 2 5日 

1 9 8 9 年 5 月 2 6 日 

1 9 8 9 年 5 月 2 5 日 

1 9 8 9 年 5 月 2 6日 

1 9 8 9 年 5 月 2 5 日 

1 9 8 9 年 5 月 2 5 曰 

1 9 8 9 年 5 月 2 5日 

1 9 8 9 年 5 月 2 5曰 

1 9 8 9 年 5 月 2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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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编号 标 题 通过日期 页 次 

1 5 / 1 0 

1 5 / 1 1 

1 5 / 1 2 

1 5 / 1 3 

1 5 / 1 4 

1 5 / 1 5 

1 5 / 1 6 

1 5 / 1 7 

1 5力 8 

15X19 

15/20 

15/21 

联合国环境紧急援助中心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报告 

向环境署常驻代表委员会 

会议提供语文服务问题 

环境状况报告 

A. 1988, 1 9 8 9年 * 1 9 9 0年 

环境状况报告及未来的环境 

状况报告 

B. 出现中的环境问题 

C. 理事会有关5^境状况报告的 

各项决定的执行情况 

交换所职务 

区域办爭处制度 

第六届拉丁美洲湘加勒比部长 

级环境会议 

拉丁美洲^加勒比的区域^分 

区域方案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人 

类住区（生境）中心之间的合 

作 

西亚文化^自然遗产的保护^ 

联合11环境规划署1990—1991 

两年期方案预算 

1990—1995年全系统中期环境 

方案 

1 9 8 9 年 5 月 2 5日 

1 9 8 9 年 5 月 2 3 日 

1 9 8 9 年 5 月 2 5日 

1 9 8 9 年 5 月 2 3日 

1 9 8 9 年 5 月 2 3曰 

1 9 8 9 年 5 月 2 3 B 

1 9 8 9 年 5 月 2 5曰 

1 9 8 9 年 5 月 2 5日 

1 9 8 9 年 5 月 2 5曰 

1 9 8 9 年 5 月 2 5日 

1 9 8 9 年 5 月 2 5日 

1 9 8 9 年 5 月 2 5日 

1 9 8 9 年 5 月 2 5日 

1 9 8 9 年 5 月 2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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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编号 标 题 逋过日期 页次 

15/22 

15/23 

15/24 

15/25 

15/26 

15/27 

15/28 

15X29 

1 5 X 3 0 

秘书长关于倾弃核废米4对于环境 

的影响的报告-

沙漠化 

.《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的 

« 情 况 

.提供资金和其他措施支持 

《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 

-苏丹一萨赫勒区域內《对抗 

沙 1化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向大会递送执行主〈î的报告 

* 一项关于《对抗沙漠化行动 

计划》的决议草案。 

1 9 8 9年 5月 2 5曰 

A 

C 

D 

红海的油污染 

科威特行动计划的海洋区域 
内的监视、生态评价、清理 

战争造成的污染、战争残迹 

和船只残骸的行动计划 

对海洋污染（包括海上倾弃 

废物）的防范办法 

国际潜毒化学品登记中心 

具有全球意义的危害环境的 

化学物质、化学过程和化学 

^象滑单的进展报告 

化学品特别是国际贸易里禁 

止的及严格限制的化学品的 

环境无害詧理 

1 9 8 9 年 5 月 2 5 曰 

1 9 8 9年 5月 2 5日 

1 9 8 9年 5月 2 5日 

1 9 8 9年 5月 2 5 B 

1 9 8 9年 5月 2 5日 

1 9 8 9年 5月 2 5 B 

1 9 8 9年 5月 2 5日 

1 9 8 9年 5月 2 5日 

】989年5月25 B 

1 9 8 9年 5月 2 5日 

1 9 8 9年 5月 2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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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编号 标 题 通过曰期 页次 

15/31 环境方面的国际法律文书 

15/32 共有资源及近岸米矿和钻探 

的法律方面 

15/33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方面 

的进展 

15/34 拟订一项关于地球生物物种 

多样性的国际法律文书 

15/35 保护臭氧层方面的进展 

15/36 全球气候变化 
15/37 

15/38 

15/39 

15/40 

15/41 

15/42 

15/43 

15/44 

15/4 5 

15/46 

促进环境保护技太的转让 

环境测量的协调 

工业;1外事件 

环资系统：国际环境资料系 

统 

环*尧釤响评价 

额外 >资金来源 

信托基金 

环垸基金： 1 9 8 7年 1 2月 3 1 

0终了的 1 9 8 & " 1987两年期 

财务报告和审定决篝 

方案和方案叉劢费用 

1988-1989坷年期环境基金 

的管理及1990—1993年间资 

金的利用 

1 9 8 9年 5月 2 5日 

1 9 8 9年 5月 2 5日 

1 9 8 9年 5月 2 5日 

1989年5月25 e 

1 9 8 9年 5月 2 5日 

1 9 8 9年 5月 2 5 B 

1 9 8 9年 5月 2 5 B 

1 9 8 9年 5月 2 5日 

1 9 8 9年 5月 2 5 S 

1 9 8 9年 5月 2 5日 

1989年5月25 e 

1 9 8 9年 5月 1 9日 

1 9 8 9年 5月 1 9日 

1 9 8 9年 5月 1 9日 

1 9 8 7年 5月 1 8 H 

1 9 8 9年 5月 2 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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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决定 

理事会第十六届常会临时议程、日期及地点 

15/1.加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任务和功效 

理亊会， 

回頤大会1 9 7 2年 1 2月 1 5日关于国际环境合作的组织和财务安排的第 

2 9 9 7 ( X X Y I I )号决议，联合国环^划署就是根据那个决议设立的， 

并回頤大会1 9 8 7 年 1 2 月 1 1日关于环境領域国际合作的第4a/l 84号决 

议，特别是第1 8段，在该段中大会嬰求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催化和协调任 

务予以进一步加强， 

并回颐大会1 9 8 7年 1 2 月 1 1日关于《到公元2000年及其后的环境屣望》 

的第42/186号决议，在其中大会除其他外强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联合国系统中 

在推动对环境无害和持久发屣方面担负的重要任务， 

进一步回顾大会1 9 8 7年 1 2 月 1 1 g欢迎《世界环Î克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 

的第'42/187号决议， 

注意到执行主任1 9 8 7和 1 9 8 8两年的年度裉告,'以及他在提交理筝会第 

十五届会议的介绍性裉告2中的提i义， 

铭记着1 9 9 0 - 1 9 9 5年全糸^中期环境方茱，和1990 — 1 9 9 5年联 

合国环境现划署中期计"这个文件已经理事会 1 9 8 8年3月第一届特别会议 

m , 

, U N E F / G C 15/3和4o ' 

2 -JÎTEF/G C. 1 5/5和C 0 r r. 1和2矛口补编1 。 

'UI】EF,/GCSS. 1/7/A da. lo 

。UÏÏEF/GC S 3, i/7/Ad 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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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顾其1 9 8 8年 3月 1 8日关于方案政策和执行的第S S. 1/1号决定，特 

别是第1段，在该段中理事会决心要充分执行它被期待担负的任务； 

意识到环境基金的自愿捐款如不大量增加，就不能支持环境署履行它被要求担 

负的额外任务， 

已经核准了 1 9 9 0— 1 9 9 1两年期基金方案活动的拨款68 000 000美 

元，及方案和方案支助费用29 087 0 0 0美元， 6 

考虑到执行主任的介绍性报告,在其中他列举了环境署今后两年的额外任务， 

并将这些任务订为一个补充方案，7 

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的催化和协调任务 

1. 重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基本任务是作为联合国系统内在环境领域的一个 

中央催化、协调和推动机构； 

2. 强调极需进一步发展并加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基本任务。 

二.理事会的任务 

1.强调有必要使理事会成为一个更具功效的机构，以期按照大会第29 9 7 

(XXVII)号决议第一节第2段担负起如下任务： 

第15/46号决定第7段。 

第15/45号决定第4段。 

UITEP/GC. 1 5 / 5 / S u p p l e m e n t 1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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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促进环境方面的gJ际合作并建议达到这个目的的政策； 

(b) 订定一般的玫策准则去指导并协!^联合[U系统內的各项环境方案； 

(C)经常审查世界环境状况，务期出现中的具有普遍国际重要性的环境问题 

能^各a政府充分和适当tfï考虑.； 

(d) 鼓励#关国际科学界^其他专业界对环境知识和资料的取得，评估^交流 

作出贡献； 

(e) 不断审査国冢和国际环境政策^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的彩响，以及发展中国 

家因执行环境方案相项目而可能负担的颈外费用问题； 

2. g按照如下方针改组理事会常会的组织： 

(a) 会议第一周应专处理两个会期夯员会即方案委员会和基金，财务及行政问 

题委员会的工作； 

(b) 会议第二周应由全体会议在部长级或相当于部长级讨论重要政策问题； 

3 .注意到执行主任的建议，即由垤事会经大会孩_P〗，成立一个各地域集 

团平等代表的常设委员会; 

4 .认识到这样一个常设委员会可在最高阶层向联合国系统其他各署、各组织转达 

理事会的;S见,以谋促进环境无害的持久发展，并向理事会回报； 

5 . 决定在试办基础上授杈第十五届会议主席团同联合国各专门组织和其他机构 

的相应机关的主席团会晤，以谋伋进更积极的合作关系； 

6. 要求执行主任根据经验，并与各国政府包括常驻代表委员会协商，就常设委 

员会的成"出具体建议，包括成员、职责及财务问题,提交垤箏会第十六届会议审-'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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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署国家委员会 

1. g 许 多 国 家 响 应 1 9 8 5年5月2.3曰理事会第13/33号决定第2(:f) 

段，成立环境署国家委员会； 

2 . 敦促所有各国政府鼓励在它们本国成立此种委员会; 

3. 要求执行主任在可用资源范ta内支助此种委员会的成立，并保证各国囯家 

委员会与联合国环現规划署之间的资嵙和;t见交流。 

匹.集中注意的领域 

1 .决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应专心致力于并要求â际社会集中注意于几个逸定5^ 

未按优先次序排歹'〗的下列领垵： 

(a) 通过防止气候变化和全球转暖、臭氧层消耗、及越境空气污染等措施来 

保护大气； 

(b) 保护淡水资源的素质； 

(C)保护海洋和沿海地区及资源， 

(d) 防止森林滥伐和沙漠化，保护土地资源； 

(e) 保存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f) 生物技术的环境无害管理； . 

is)危险废物和有毒化学品的环境无害管理； 

(h)保护人类健康状况和生活素质，特别是贫穷人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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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受环境悉化的影响； 

2.进一步决定在上述集中注意的领域中，联合S环境规划署应特别注意下列未 

按优先次序排列的活动： 

(a) 防jL气侯变化； 

(b) 防止臭氧层的消耗； 

(C)共有淡水资源57管理； 

(cl)区域海洋的污杂径制及其沿诲区域的适当管理； 

(e) 遏止沙溴化和砍伐森林； 

(f) 从广泛的社会经济角度保存生物物种多样性； 

(g) 最大限度减少危险废物，办法是发展低废料和无废料技术并对危险废物 

和潜毒化学品进行无害于环境的管理。 

五 . 1 9 9 2年的基金指标 

1 ‧ i t 1 9 9 2年环境基金的捐款指标定为一亿美元； 

2. ^各国政府根据1989年I月I日的捐款水平,每年的基金捐款至少增加3 5 % , 

以便到1 9 9 2年能达到一亿美元捐款的指标。 

- 1 3 1 -



六. 1 9 9 0— 1991^年期环境着金活动补充方案 

K确认理事会在 1 9 9 ( > ~ 1 9 9 1 年期基金方案活动拨款内核准的活动方案 

不包括理事会希望环境署于下一个两年期办理的所有紧急、境活动，而执行主任 

在补充方案里列举的额外任务极为重要，因此应于额外资源;?1肴落时i&速执行； 

2. 注意到若千国家已经表示准备于下一个两年期增加它们的捐款; 

3 . 核准为执行主任提议的补充方案拨款35 , 000,000美元，视其为基金方 

案活动的补充拨款，载在本决定的附件内，不过一定要在基金捐款超过以前核准的 

6 8 , 0 0 0 , 000美元绂款范围内执行全部活动方案所需的水平以上，补充方案才能 

生效； 

4. 21执行主任在额外资源遲步有着落时，同常驻代表委员会协商决定补充方案 

的执行问题； 

5 . 授权执行主任于1990 — 1991两年期间荻得所需资金时,即逐渐补实方案 

和方案支助费用预苴里经理事会核准的所有员额； 

6 . 核准方案和方案支助费用的补充拔款3, 170, 000美元，不过在1990 — 

1991两年期间执行主任要在方案和方案支助费用预算里经理事会核准的员额可以部 

分或全部补实时方能动用补充拨款。 

1 9 8 9 年 5 月 2 5日 

~ ~ 第 1 2 次 会 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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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991两年期环境基金活动补充方案 

1. 关于气候变化以及海平面升高在^海地区所 

涉问题的研究 

2 . 森林变化与气侯变化之问的关系分析：制订 

行动建议 

3 . 对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团工作的叉持 

4 . 旨在促进下列活动的区域会议：关于臭氧耗 

损、臭氡粍损物质的替代品、此种物质的变 

通制造过程和使用、以及有关的经济方面的 

资料交流，以及适当技术的转让给发展中国家 

5. 就河湖流域和地下水的共有水资源的管理， 

继续制订行动计划 

6 . 就不在区域海洋方案范围内的海洋（西北太平 

洋、黑海），制订新的行动计划，并加强需 

要进一步支持的现有行动计划（即南亚海洋、 

东非区域） 

7 . 加强沙漠化的评价和制图活动。编制一件 

预测的1 9 9 2年全球沙漠化状况及趋向评 

价报告 

8 . 与呔自然养护会合作，拟订一件保存自然生 

态系统生物物种多样性公约草案。制定在接 

到请求时向各国提供科学技术资料并协助防 

止森林毁坏的战2^和计划，以有利于保护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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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生态系统51其含有的遗传资;原的国家 

战和计划的执行 

9.环境署对《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 

处置的公约》（1 9 8 9年，巴塞尔） 

临时秘书处的费用捐献 

10. 关于《巴塞尔公约》及《危险废物无害 

环境管理开罗准则和原则》的训练班 

1 1 . 加强国际潜毒化学品登记中心的活动， 

包括修订后的《关于化学品国际贸易资 

料交流的伦敦准则》里*先知情同意程 

序的执行 

12. 加强非洲部长级环境会议的《非洲合作 

开罗方案》 

1 3 . 环境署对制订和执行《拉美和加勒比区 

域环境方案》的捐献 

14. 加强亚洲环境方案 

1 5 . 加强新闻报导活动，包括产制与六个重 

要环境问题有关的展览资料 

16. 在拉美和加勒比、非洲、西亚建立全球 

资源资料数据库的国家和区域网络 

17. 擭助发展中国家评价其环境问题和加强 

其环境机构。资源也用来制订优先方案和 

项目，处理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环境问题。 

这些项目的经费将由有关国家通过双边 

和多边途径筹措 

1 8 . 加强区域办事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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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美元 

1 9 .为大会预定不迟于 1 9 9 2年举行的 

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编制斯德哥尔 

摩会议 2 0年后的环境状况报告 

20.关于上述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的其 

他筹备工作 1 

共 计 

15/2.大会第四十二^第四十三届会议和经济及社会理筝会1987年勒1988年 

届会通过的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直接有关各项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 

理箏会， 

回顾其1 9 8 8年 3月 1 8日第 S S .工 / 1号决定的第 2段，其中理#会决定在其 

第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增列一项题为"大会第四十二^第四十三届会议有关决议的后 

续工作"的项目， 

又回顾1 9 8 7 年 1 2 月 1 1日关于《到公元2 0 0 0年及其后的环境展望》和 

关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的第42/186号和第42/187号决议， 

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大会第四十二^第四十三届会议勤经济及社会理筝会1987 

年 1 9 8 8年第二届常会所通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直接有关各项决议^决定的犰 

行情况的报告s , 

8 U N E P / G C . 1 5 / 6 / A d d . 1。 

一 135 一 



'又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大会第 4 a / U 8 3号^ 42/187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说明，， 

W及该说明所附的备供秘书长关于大会第4^/a86号；fc4^/187号决议执行情况综 

合报告应用的资料， 

1 .满：t地注意到行主任为^行^贯彻大会第四十二#1^第四十三届会议^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1 9 8 7 年 ^ 1 9 8 8年第二届常会所通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直接有 

关各项决议禾口决定而采取的行动； 

2-要求执行主任作出安排，将理筝会提出的载于本决定附件一的意见&建议列 

入秘书长关于大会第42/186号初4^/187号决议犰行情况的报告草案，并将据此 

修订后的报告递交秘书长，以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筝会呈交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 

3 .促请大会注意在本决定附件二里及上述理事会关于大会第4^/186号Jfe4y 

187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评语第1 3段里说明的、将要载入秘书长提交大会第四十四届 

会议的报告的理事会对于"持久发展"概念的理解； 

4.里执行主任继续致力于充分执行和贯彻大会^经济及钍会理事会的有关各项 

决议^决定。 

1 9 8 9 年 5 月 2 6 日 

第 1 4次会议 

U N E P / G C . 15/6/A(î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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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关于《到公元2000年及其后的环境展望》的 

第 4 2 / 1 8 frf决议和关于《世界环境与发屣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的 第 号 决 议 执 行 情 况 

A.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就实现持久 

*钚境无害发屣的努力所表示的意见 

1. 理事会注意到，在大会第i3十三届会议和理事会目己的第十五届会议上， 

若干政府的代表通报说，它们各自国冢内正在进行咽应大会关于《环境屣望》的第 

4a/l86号决议和关于it界环境与发屣委员会的裉告的第42/187号^议的后续 

活动.理箏会还注意到，截至1 9 8 9年 3月 2 4日， 2 2国政府和欧洲共同体委 

员会已响应了执行主任宗取资料的罨求，因此，反应的全貌还不曾反映出釆，其 

原因是任务的复杂性和缺乏时间.理事会相信，各国政厨对这两项决议过去和今 

后是有所反应旳，并希望会朝着实現可持久和对环境无害的发苌继续达成进屣. 

2. 执行主任收到的答复表明，涂新出现的环境问题外，各(Siï义府认为它们®对 

许多必须处理的由来已久的环境问lâ,在已供资料基础上，理事会注惹到，就决议 

作出反应^为觯决新老环境问题作出更有效努力涉及到采取防范的方针来处理环境 

,恐化的根源^全面的国家政策问题。在对环境问题，各国观点和优先事项各不相同 

的情况下，必须审查并酌情修改执行两项决议的现有战略、方案和机制。但是，理 

爭会认为，各国政府应努力继续关注大会第42/186号和第42/187号决议的贯 

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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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联合!!•系i-J:多数组织、机构和各署的理事机构已 

经采取的行动。它们在本报告审受^间举行了会议，E此能勺？作出反应，其理事 

机构已经表明，它们计划在今后数月内也^到此点。理事会还注意到，若干玫衧 

在阶层上，已经致力将《到公元 2 0 0 0年及其后的环境.畏望》（参看大会第 

4 2 / 1 8 6号决议，附件）和《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内载的建议 

付诸实;^此外，许多非政府组织也在当地、国家和国际三级上努力落实可持久的 

发展的概念。 

4. 理事会赞扬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机构和各署的机构^出的勞力.， 

扬它们执行大会第 4 2 / 1 8 6和第 4
 2/187号决义取得的成果.如预期的那样，每一 

理事机构都参照其特殊职责对两项决议加以解释.规划理事会认为这一结吴真正有 

助于把环境考虑纳入联合国系统广泛的发展活动，因此是为取得无署环埂久发 

展做出的真正努力。注:1：到下点是很重要的；各理事机构不仅明确了各自t为关:三 

的环境问题的优先事项，而且确立了新的优先事項或调筌了现有的优先事它 1 n 

特别在其中斯计划和1 9 9 0 — 1 9 9 1年方案预算中做了这些工作.特别可贲 

的是在一些联合国犰关内已经筌定了一些If项目，以切实执行对环境无害fn可持久 

的发展，不过，秘书长昀?i告指出，在這些决的执行方面尚有侍做出进一步的 

活动。 

5. 理事会注：t到行政协调委员会供出:5^定，加il联合a系i亏各结^、的今作. 

以使其更有效地帮助成员国.在这点上，理事会欢迎行政协调委员会关于在s书 

长领导下，在行政首长一级上设立一个特设工作â去帮动联合国系筹圣一个联合 

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决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三任倡议对联合国系统内的现有 

知识进行试验和应用，以便把环境考虑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和政策制定过程；理事 

会欢迎该倡议，并欢迎行政协调委员会对倡议的认可。理事会还欢迎行政协调会 

的决定：拟召开实质问题协商委员会和环境事务指定官员团联席会议，讨论系统内 

各组织遵循环境准则矛P在联合国系统业务中应用准则方法。理筝会认为，此类准则 

应导致包括其各金融机抅在內的联合国系统內部的各项政策相互兼容。理爭会还 

迎为国民核算制度框架内的坏境会计起草建i义的工作。 

'°参看 A / 4 2 / 4 2 7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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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联合系统各组织、机构和各署的活动如同各理事机构报告反映的那样， 

包括范围广泛的支持无軎环境发展的活动。理事会特别注;f到报告中提及的一些新 

的内容。新内容之一是系统内金机构认识到需要环境行动。理事会表示，希望在 

追求各级无害^和可持久的发展中，这一认识能够导致与捐助国更紧!£、的合作. 

在舍作中，应注;1：新出现的环境问题，特别是全球关注的新的环境问題. 

7 ‧理事会同意行政协调委员会的看法，认为在新出现的问题中,气侯和全球 

转暖、生物物种多样性的损失和危险废物及其处置造成的威胁非常突出.理事会赞 

赏许多组织就这些问题发起的行动，赞赏对应付这些问题制定法律文书和机构安排 

、 

的重视.除区域和全球努力外，法律文书的执行要求各国政府采取具体的国内行动. 

理事会认为，联合Si系统应帮助政府采取有关行动并在必要时通过技术合作活动支 

持它们的努力. 

8.尽管有新问题，理事会强调，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机构和各署有必要保 

持势头，努力推动解决那些对无害环境和持久发展至关重要的由来已久的问題，如保 

护森林生态系统、防止包括沙漠化在内的土壤侵钕、改善人类住区和环境卫生、提供 

饮水和卫生设施、保护海洋环境等等.理事会注:i到，联合BI系统许多组织、机构 

^各署自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执行了支持无害环境和持久发展的方案.其中有教 

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案油粮农组织的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约定方案。理事会认为 

此类工作必须继续进行并视需要加以扩大‧不过，为进一,发展并执行对环境无 

害和可持久的发展，待做的工作甚多，必须继续勞力下去.应当指出，在进一步 

推动对环境无署和可持久的发屣的努力中，联合国各机关应倚重《到公元2 0 0 0 

年及其后的环埼.展望》和《i: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载关于经济和社会 

活动各项部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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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f巨是，理事会知if ,新出'：&的环境间r「S和由夹己久问新方面和严重程 

tf:;要求增加可供有关组织支Èi的经势，特别是供在友屣中[|]家办理项目之用， 

事会吁ifV每一联""二,组织、机构和规划署及其理車t/l构和所有会员g],吁请多边和 

双边捐助者把提供此经费做为急务来办。 

1 0 . 理事会从各理箏机构的报告中注意到，尽管能源^运输问题对无害环境^ 

持久发畏具有重要意义，f旦是，相对而言，联合国各组织理事机构对这两个问题的 

注意不够。这可能是因为没有一个联合国组织对这两个领域的政策负有全盘责任C 

1 1 . 理事会强调，联合国各机构在促进无害环境^持久发展的进一歩工作中， 

应当特别注意在即将桊行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之前，需要在此问题上及早采取 

决定性步璨。 

B.环境署理筝会就长期战珞和 

新环境问题提出的建议 

12 .理事会注意到持久发展这一概念有许多不同觯释，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实 

现。 、 

13.理事会相信持久发展是指能满足现代人需要而不损及未来世代满足自身需 

要的能力的一种发展，而且绝不意味侵犯国家主札理爭会认为，持久发展 

非但涉及国内合作而且也需要跨越S界合作。持久发展意味着推进国家和国际的平 

等，其中包括根据发展中ID家的国家发展计划、优先事项*目标，提供援助。持久 

发展又意味着有一种吏援性的国际经济环境，这一环境导致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的持久的经济增长^发展，这对良好管理环境方面极为重要。还意味着自然 

资源基础的维护、合理使用;^壮大，有助于生态的恢复和经济增长。持久发展进一 

步:t味着把环境方面的种种考虑纳入发展计划和政策，而并不构成援助或发展筹资 

方面新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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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堙事会十分滑楚，各g]本身是，也必须是调整发展方向便其持久向前的主 

要方面。尤署环境和持久的发展对无论处于等发展程度的工业化固冢和发展中国 

家都至为重要，工业化国家拥有进行必要调§：的资源，它们当中有些囯家的经济活 

动确实^大影了*1、境，这种拶响不仅限于囯内，而且越过阖界。即使是发展中国 

家，大部分发展资源也要来自本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尽管为后代之需维持自 

然资源非常重要，！^，当代之需非常紧迫，也不能不頋，贫困和生存需要引起的 

行动侵々虫了资源基地，引起更大的贫困；如此造成绝望的不断升级。在所有国家， 

发展和环境问题在交织地相互作用。今天国际社会不仅面对着新的环境问颗，而且 

由来已久的环境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曰益严重， 

1 5 . 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机构ifc各署都做了努力，采取了适合各 

自具体要求的实用方针。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这样做能把环境考虑纳入越涞越多 

的方案^项目，而且把满足环境要求变戍为执行关于《到公元 2 0 0 0年及其 

后的环境展望》^《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的大会第 4 2 / 1 8 6号和第 4 ^ 

187号决议而采取的政策^行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理事会对下点表示赞赏： 

两项决议已经改变了国家^国际的决策气氛，对所有国家的政策和行动产生了影响。 

但需要加强&加速在 H家一级执行大会第 4 2 / 1 8 6号及 4 2 / 1 8 7 号 决 ^ 

16. 要使发展达到充分和持久程度，不仅要有政治葛愿，而且需要发展并推广 

侬到此点的方法知识，并须动员所需资金。 

17. 各囯政府就第 4
 2/18 6号和第 4 2/187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提供资料的要 

求所作的答复表明，今天，政治意愿虽然可能比过去强烈，伹没有一国政府能有把握 

地说，^已取得无窨环境的发屉，或者说已经莸得达到此点的方法。因此，目前急 

需发展出把环境问^纳入发展规划和政策的方法。行政协调委员会表示,愿惹在几个国 

家的要求和参与下进行试验，其《愿值得赞许。这种方法必须能够更好^处理在一 

国之内，在负责具体部门具体发展活动的人、负责对环境问题做出响应约人和负责 

全面观划和《绞出^定经济方向决策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国民核算必须包括环境资 

源核算，而不仅只是财致资源核算。 

18. 如前所述.必须继续努力斛决对达到无#坏境发展至关亶要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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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正参照《环境展望》并顾及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所含思想和建议，调整此 

类努力。 

19. 由于必需解决象全球转暖这样的新的环境问题，并且对应虑及的风险程度 

和不确定性尚不知道，因而问题更加复杂。在此仅举一例。理事会认为，气候变化 

将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无论在工业，农业，林业部门或其他部门不受影形的发展 

活动即便有，也是廖廖无几。有些活动需增加，有些需减少，而且上述部门中任 

一鄧门的活动对其他部门影响巨大，会产生复杂的相互作用。如果不能认识和充 

分考虑这一作用，可能会使整体问题加剧。因此，气候变化的前景将在所有部门 

的发展规划中和预算的发展效益中增加一难以预测的因素。 

2 0 . 国际社会需要集中考虑一些对加快实现无爭环境发展具有杠杆作用的关鍵 

问题，对全球关心的问题作出反应，并为在全球.区域和国家三级采取成功行动提 

供机会。这些问颞是大气ife气候问题（主要是防止气候变化，防止臭氧层的消耗* 

酸雨）；淡水资源管理；区域海洋污染控制^、；海区域管理；防止沙漠化^森林滥 

伐；在社会经济的大前提下保存生物物种多样性；通过发展少度或无度忮术尽量减 

少危险废物并对危险废物命潜毒化学品进行环境无害管理。同时对环境问题釆取防 

范方针即;t味着必须对各个经济命社会部门的.11家政策进行全盘审査并作出适当调 

2 1 . 理事会滑楚，所有国家都一样希望能解决这些问题，都感到其中有几个问 

题具有全球重要性，但是，产生于各国具体情况的认识会导致各国对不同的问题给 

予不同的优先次序。这些问题的性质也使方法不能一致，因为有些问题需要区域 

方法，另一些则需要全球方法，但归根到底，所有问题都需每国家采取行动，理事会强调. 

需要能够提供具*作努力的国际法律框架或/条约，以期鮮决全球或区域问题,但是,它 

同样強调需要额外资源,许多国家要求颈外资源以便发挥作用，并â根据觯决不同问题的 

需要，在国家发展方针和优先事项问各种要求。国际社会尚须解无署^、境 

发展的费用问题。毫无疑问，从长远观点看，对于实行无爭环境发展的国家来说， 

一 142 一 



这种发展耗资较少，但是在短期内却耗资较多，因此，对近期内只能顾到生存的囯 

家来说，这种耗费在可见的未来可能是不可接受的。理事会认为，国际社会决不能 

仅仅对需要额外资源的建议作出承诺，而且必须具体地确定可能的资源。预期19 

9 2年的联合II]环境相发展会议会讨论这些1'。—Jlie在筹备该会议时必须頋到'；;到公 

元 2 0 0 0年及其后的环境展望》和《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的建i义。 

附 件 二 

理事会关于持久发展的声明 

所谓持久发展是指一种发展能满足现代人的啬要，而不损及未来世代满足自身 

需要的能力，而且绝不惠味侵犯SI家主札 理事会认为，持久发展非但涉及S内 

合作而且也需要跨越国界合作。持久发展惠味着推进国家和国际的平等，其中包 

括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发展计划、优先事项和目标，提供援助。持久发展又意 

味着有一种支谖性的国际经济环境，这一环境将导致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 

持久的经济增长^发展，这对良好管理环境方面极为重要。 还急味着自然资源 

基Féi的维护、合理便用和壮大，有助于生态的恢复和经济增"^ 捋久发展逬一步 

；咮着把环境方面的种种考虑纳入发展计划和政策，而并不构成谖助或发展筹资方 

面斩的条件。 

15/3.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 

理事会， 

注意到大会1 9 8 8年 1 2 月 2 0日第 4 a / l 9 & 0 "决议，其中大会决定在其 

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审议至迟于1 9 9 2年召开一个联合囯环境和发展会议问题，以 

便就这个会议的确切范围、名称、地点和日期以及举行这个会议的方式&所涉经费 

问题，作出一项适当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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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会 在 第 4 3/196号决议第5段中邀请理事会审议该决议第2至4段中提 

到的文件，并根据审议结果，将其对该决定内所述各亭项的;t见，特别是它对会议 

的目标、內容、和范围的意见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 

g向大会建议，当大会对至迟于 1 9 9 2年召开一个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 

并就其确切范围、名称、地点和日期以及举行这个会议的方式和所涉经费等问题作 

出决定时，应审议本决定的附件内载的几项要点。 

1 9 8 9年 5月 2 5日 

第 1 2次会议 

附 件 

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一项关于至迗于1992年召开 

一个联合11环境和发展会议的决议 

将予考虑载入的几项要点 

A .序言部分的要点 

厘 g其 1 9 8 8年 1 2 月 2 0曰第43/196号决议，在其中大会决定在其第四 

十四届会议上审议至迗于1 9 9 2年召开一个联合国环境ifp发展会议问题，以便就 

这个会i义的确切范围、名称、地点;曰期以及举行这小会议的方式^所涉经费等问 

颖，作出一项适当的决定， 

赞赏地注：t到秘书长关于这个会议的报告,其中载述了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 

的各适当机关、组织、各署、以及各有关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提出的：t见， 

B.执行部分的要点 ' 

1 .决定召开一个联合11环境和发展会议,为期两周，由最高人士参加，最好 

配合 1 9 9 2年 6月 5曰世界环境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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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认第43/196号决议的序言部分纲领性地指明了这个会议的范围和总目 

标； 

3 .注:t到在这层意义上务须探讨各种最好的方法和途径,在所有国家内，通 

过针对环境和自然资源退化的根源采取预防性措施，促进持久;环境无损的发展， 

要计及《到公元2 0 0 0年及其后的环境展望》及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 

4 .确认为了保持地球上的环境素质,特另'j为了在所有！i家内实现对环境无损 

禾口可持久的发展，下列是一些最受注;t但不按缓急次序排列的环境问题： 

(a)通过防止气候变化和地球转暖、臭氧层消耗及越境空气污染等措施来保护 

大气； 

(b)保护淡水资源的素质； 

( C )保护海洋^沿海地区及资源； 

(d) 防止森林滥伐和沙漠化，保护土地资源； 

(e) 保存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f) 生物技术的环境无害管理； 

(g) 危险度物和有毒化学品的环境无害管理： 

(h) 保护人类健康状况和生活素质，特别是贫穷人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使其 

不受环境恶化的影响； 

5 .决定此会议应: . 

( a )审査自 1 9 7 2年联合11人类环境会议举行二十年后的环境状况，包括审 

査所有国家和政府：司组织为保护并增进环境所采取的行动，及审査环境考虑被纳入 

经济禾口社会政策岸口规划内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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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辨明视情形应在区域和全球两级进行协调供采取国家和国际行动的一些战 

略，以期由各国政府就它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內处理重大环境问题的明确行动, 

及采取行动的特定时限所作具体承诺，达戍正式的协议； 

(C)确立准则，通诸如将环境考虑订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等方法，就环境 

退化裉源采取预防性行动，来保护环境，但要顾到发展中国家的特珠需要； 

(d) 辨明各项方法-口途径，以期进一步发展对环境无损的技术加环境管理并散 

布有关它们的资料，便利特别是发展中S家在不需巨额费用的条件下取得^被转让 

这种资料和技术，及协助发展中国家自行发展此种技术； 

(e) 推动就国家环境政策、状况和意外事故进行公开和及时的资料交流； 

(f) 评估联合国系统监测环境威胁和处理环境紧急事故的能力，并提出改进建 

议； 

iâ向各有关国际组织建议措施，通过由各国政府作出具体承诺，来促成一项 

支助性的国际经济环境，以期导致在所有国家內实现了持久和对环境无损的发展^ 

经济增长，总目标是向贫穷战斗和改善生活素质； 

(h) 推动在 s良区域和全球各级上建立或加强适当的机构，以期在经济^社 

会发展进程之中处理环境事项； 

(i) 促进环境教育，特别是对年青一代的环境教育； 

(J)确定联合国系统各=t/l^、各组织和各署对执行此会议的建议应负的责任， 

及应提供的支持； 

(k)确定为圓满执行此会议的决定和建议所需要的经费数额，^就任何可能 

需要的额外资源，辨明在国际社会內有哪些可能的来源，包括创新性的筹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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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g政府间筹备委员会应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自行制定其议筝规则， 

并开;^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各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在平等基础上参加； 

7 .又决定筹备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应在1 9 9 0年 6月召开，并应在娄员会 

决定的地点再开三次会； 

8 .决定筹备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时将选举其主席团,由一位主席、八位副主 

席和一位报告员组成，要适当顾及公平的地域代表性； 

9 .要求秘书长在环境署执行主任的协助下立即在日內瓦设立一单独的、独立 

的^适当规模的会议秘书处，并任命一位会议秘书长为此秘书处的首长； 

10. 邀请所有国家积极参与会议筹备工作,建立有广泛基础的和由群众积极参 

加的国家筹备程序，并提出各国拫吿，说明它们对会议将审议的领域和问题所持的 

意见多口所作的承诺，包括它们对国家优先项目和需要的看法，以及它们对区域和全球 

机构的期望； 

1 1 . 建议会议秘书长应提出拟议的筹备和汇报准则,供各国共同采用； 

12. 设立一自愿基金供会议秘书长动用，以支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 

最不发达S家，让它们能有效地参与会议勒其筹备程序，并邀请各国政府向这项基 

13. 邀请科学界、工业界和工会组织积极参与此会议及其筹备工作； 

14. 圣f非政府组织在促进群众参与和加强环境认识方面可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会议的规划和筹备中使有关非政府组织能系统地参与其事； 

15. 邀请联合HI系统各机构、各组织和各署和育关的政府间组织为此会议及其 

筹备作出充分贡献，包括煶供专家意见矛口借调工作人员； 

金捐款; 

- 1 4 7 一 



16.强调举行关于环境和发展的区域会议的重要性,促请联合囯各区域委员会 

确保把这些会议的成果供作1 9 9 2年会议筹备工作的一部分，并请它们积极参^ 

此项筹备进程。 

L V 4 . 1 9 9 0年理,会特别会议 

理事会， 

注意到需要理箏会提供政策指示的重大环境问题曰益增多， 

考虑到将由联大审议的理箏会的决定, W即 1 9 9 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 

的筹备委员会应由理事会担任，并应在平等基础上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各专门机 

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开放， 

^各种迅速演变的环境问题，需要理事会提早在其 1 9 9 1年的第十六届常 

会召开之前进一歩制定政策^作出决定， 

又认为理爭会制定政策和作出决定的一届特别会议的举行日期最好能与1990 

年的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先后联接， 

1 . ^ 1 9 9 0年先召开理事会为期三天的特别会议，然后紧接召开1992 

年联合11环境和发展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两次会议会址相同； 

2 . 进一步决定与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联接的该特别会议应处理就优先的环境 

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并执行决定的进程，其方式方法应加强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环境署 

在联合国系统中的作用，但有一项谅解，即经常方案和预算问题将在1 9 9 1年理事 

会第十六届常会上加以讨论； 

3. 核可了该届会议的临时议程,附于本决定之后。 

1 9 8 9 年 5 月 2 6日 

第 1 4次会议 

1 9 8 9 年 5 月 2 5日第 1 5 / 3号决定，附件， B节第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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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990年理事会特别会议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2 . 通过议程。 

3 . 各项演变中的优先环境问题。 

4 . 其他事项。 

5 . 通过裉告。 

6 . 会议闭幕。 ' 

15/5.理事会对拟订联合囯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所作的贡献 

理事会, 

皿 大 会 1 9 8 7年 1 2 月 1 1日第42/186号决议，其中大会通过了《到公 

元 2 0 0 0年及其后的环境展望》作为引导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制订旨在实现无害环 

境的发展的政策和方案的纲领， 

又回颐大会1 9 8 7年 1 2 月 1 1日第4^/187号决议，其中大会对ifr界环境 

与发屣委员会的报告表示欢迎，'° 

再回颐大会 1 9 8 8年 1 2 月 2 0日第43/196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在其第 

四十四届会议上审议最迗于1 9 9 2年召开联合111环境和发展会议问题， 

考虑到理事会1 9 8 8 年 3 月 1 8日关于方案政策及执行的第SS.工/1号决定， 

理筝会在决定中强调它认为持久和环境无害的发展应为新的国际发屣战略的主要目 

标之一， 

又回顾大会1 9 8 8年 1 2月 2 0日第 4 3 / 1 8 2号决议第 3段，其中大会邀请联 

合囿系统各组织和专门机构在它们1 9 8 9年的议程中列入关于它们对编制联合囯 

第0个发^十年Hi际发展战^所作贡献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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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l大会:持久&环境无害的发展应成为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 

战略的中心指导原则； 

2 . i按照大会第43/182号决议第1段设立负贲编制联合国第四个发屣十年 

国际发展战格的特设全体委员会能认识到，鉴于若干主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所有国 

家的共同利益是洛实旨在通过所有国冢公平持久使用全球资源，以屣开持久和环境 

无害的发展的政策，并在编制中的国际发屣战格内充分加以反映； 

3 . 又请特设安员会在国际发屣战略范围内重申,由于需要持久和环境无害的 

发展，环埂和发展政策的重要目标必需包括：创造一个健康、滑洁、安全的环境； 

重新促进增长并改善其素质；补救贫穷造成的问题；并逋过提高生活水准和生活素 

貭以觯决人类的需要；处理人口问题同时处理侏存和增强资源基础的问题；调整技 

术；控制危险；并在作出决定时把环境和经济一并考虑； 

4. 提醒特设委员会，要执行国际发展战略，有需要培养创造一个支持性的国 

际经济环境； 

5. 要求执行主任对战略的编制过程作出充分和积极的贡献，提供这方面的一 

切适当投入，并将进展情况随时通知理*会及其常驻代表委员会。 

1 9 8 9年 5月 2 5日 

% 1 2次会议 

1 5 / 6 .经济危机.外偾和环境问题 

理事会， 

考虑到改蓍社会和经济条#^促进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的必要条件， 

*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在外债危机下更为悉化，有时必需调整政策，大大 

减损并M这些国家保护和维持环境的能力，深表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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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必须扭转现在资金的反向转移，这种转移已便发展中国家成为向发达国 

家出口资本的国家， 

承认国际上对处理债务问题所作的努力， 

决定促请各国政府、多边组织、政府和非政府融资机构注蕙、，急需改善处垤茇 

展中®家外债的现行条件，以期加强这些国家的能力，便其足以处理对发展和环境 

的保护至关重要的紧急环境问题。 

1 9 8 9年 5月 2 5 B 

第 1 2次会议 

15/7.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阿拉伯主詧环境事务邵长理事会之间的合作 

理事会， 

回顾执行主任1 9 8 7年年度报告'2第二章第36段和1 9 8 8年年度报告" 

第二章第29段， 

又回頋阿拉伯主管环境筝务部长理事会执行局主席 1 9 8 9年 5月 1 8日致执 

行主任的备忘录,"涉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阿拉伯主管环境事务部长理爭会之间的 

合作. 

考虑到1 9 8 8年 1 0月阿拉伯主管环境事务部长理事会在突尼斯通过的《阿 

拉伯环境宣言》与环境的关系愈形密切， 

1 执行主任在区域合作和现有资源范围內，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给阿拉伯 

主管环境事务部长理筝会工作计划中的优先方案，特别是以下三项： 

'2 U E E P / G C 15/3 0 

，， 籠 P / G C . 1 5,/4 。 

UNSPyoc IS/Inf'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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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控制沙漠化和扩大阿拉伯世界适宜种植的区域； 

(b) 控制工业污染； 

( C )环境教育和环境; t识； 

2.搜执行主任响应要求禾取适当行动，特别在阿拉伯主管环埂事务部长垤事 

会最切几年活动中，在可用资源范围内提供技术咨询，支持该理事会的技犬权、书处。 

1 9 8 9年 5月 2 5日 

第 1 2次会议 

15/8.衩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环境状况 

理事会， 

遵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环境法的指导方针和原则，特剁是 

1 9 7 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和大会1 9 8 2 

年通过的《世界大自然宪章》，" 

强调理事会关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环境状况的1 9 8 7年 

6 月 1 8曰第 1 4 / 1 1号决定， 

还回顾安全理事会、大会和经济及社会埕事会的有关决议， 

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环境状况的报告,， 7 

1.强调其对以色列当局行径的关切，这些行径包括没收土地和水资源、炸 

毁住房、强硬驱逐阿拉伯人口，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的巴勒期坦和其他阿 

拉伯领土上建立新的居民点、在大片地区砍伐树木、使用有害健康的气体，给巴勒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报告书》（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 7 3 n 

A. 14),第—章。 

' 6 大 会 1 9 8 2年 1 0 月 2 8日第37/7号决议，附件。 

'7 U N S F / G C 1 5 / 5 / A d 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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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以及这些领土上的农业生产和社会情况遣成了有害的环 

境影响； 

2 . 还强调在通过》‧g事会第14/11号决定一年半多以后于1 9 8 9年1月访问 

坡占领领土的一位顾问不酡独自监测上文第1段中提及的各种令人关切的情况，因 

为正如执行主任报告第2段中所述，他作为一个私人旅游者，既得不到资料，也无 

法证实这种资料； 

3. 对以色列不舍作的态度表示遗憾，因为它不允许这位頋问进入被占领的巴 

勒期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执行他作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顾问的使命； 

4 .注意到执行主任的报告未按理事会第14/11号决定的要求提及在巴勒斯 

坦被占领家园内的难民营的环境状况，也未提及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和黎巴嫩领 

土的环境状况； 

5 .认为执行主任的报告是有欠鈇的，必须补充最新资*，并对其中所载的资 

料加以验证；这项工作需要设立一个专长于fcl、境问题的顾问小其职责是利用被 

占领领土内人民以及有关的国家和区域组织及国际组织来源所提供的有关数据和资 

料，编制关于这些领土的环境状况的综合报告； 

6 . ii执行主任向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按上文第5段设立的顾问小组 

的调查结果为依据编制的综合报告。 

1 9 8 9年 5月 2 5 B 

第1 2次会议 

15/9.国际合作保护人类和环境免受化学武器 

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摧残 ' 

，大会关于坏境方面HI际合作以及夫于到公元2000年及其后的环境展望的 

第 4 2 / 1 8 4号和第 4 2 / 1 8 6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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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健全的环境对于人类生活素质及发展进程的重要性， 

注意到1 9 8 7 年 6 月 1 8日第 1 4 / 9 B号决定第5段，其中呼吁各国政府切勿 

使用对人民^钚境构成重大威胁的化学武器勒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深信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可能对全球环境引起深远的， 

甚至是不可挽回的变化， 

认识到对于环境的威胁往往具有超越国界的影响,鉴于问题的紧急性，为了避免 

这些威胁，必须加强国际间的合作行动，例如在地球观察方案范围內进行监测，遇有 

严重环境威胁时向世界社会及早发出警报， 

1.深切关注化学武器对人类^环境的毁灭性影响; 

2 .认识到需要国际间的科学*技术合你,以谋保护人类ifP环境免受化学武器ifc 

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摧残； 

3.要求执行主任编制一件综合报告，详述化学武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毁灭性 

影响，以及在这方面加强S际合作的方法与途径，提交理爭会第十六届常会。 

1 9 8 9年 5月 2 5日 

% 1 2次会议 

15/10.联合国环境紧急禝助中心 

理事会， 

蕙识到必须促进环境紧急事故发生时国际间的合作， 

顾及曰益需要采取最有效方法对付此类紧急事故， 

满意地注意到大会1 987年1 2 月 1 1曰关于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的 

第 4 2 / 1 6 9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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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联合11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和机构有关的信息能力， 

^^Mll在孥事会第十五届会议上表达的各种建议和意见， 

it执行主任： 

(a) 邀请各国政苻、联合il各组织、专门机构和有关的区域组织就是否需要设立 

联合国环境紧急援助中心及其目标、规模和任务提出意见； 

(b) 评 估 联 合 1 1 环 境 规 划 署 方 案 （ 例 如 全 球 环 境 监 测 系 统 、 . 

国际环境资料系统、国际潜毒化学品登记中心和工业环境办事处)，世界气象组 

织的全球通讯系统、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国际,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 

以及联合HI其他有关组织与专门机构对上述中心可能做出的贡献,. 

(c) 在进行了上文(&)和(b)小段中提及的协商和评估后，就设立这样一个中心的 

适宜性和可能造成的任何经费问题进行评价； 

(d) 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报告上述协商勒评价的初步结果； 

(e) 向理筝会第十六届常会提出有关这一爭项的报告。 

1 9 8 9年 5月 2 5日 

第 1 2次会议 

15/11.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报告 

理事会， 

回顾其1 9 8 7 年 6 月 1 8日第 1 4 / 2号和第 1 4 / 4号决定，其中它请行政协 

调突员会继续每年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注意到环境有关事项上联合国系统内合作和协调的日益直要， 

审议了行政协调委员会1 9 8 7年和 1 9 8 8年有关环境领域协调工作和(对 

抗沙、漠化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裉告，'S 

，8 U N E P / G C . 15/8/Add. 2和A(î(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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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谢行政协调委员会1 9 8 7年和 1 9 8 8年有关环境领域协调工作的报 

告； 

2.欢迎行政协调委员会同意应审査加强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环境领域的合作 

的适当力法'，并建议该委员会除了别的应頋到《到公元2 0 0 0年及其后的环境屣望》 

中的建议2^理事会先前关于协调问题的建议： 

3 .注：t到行政协调娈员会给予气候变化、危险废物和生物物种多样性婪问颞 

的注; 

4 -也注:t到大会在其1 9 8 7年 1 2 月 1 1曰第4 2 / 1 8 6号.和第4 1/ 

1 8 7号决议中要求的行政协调委员会关于持久和环境无害发展问题的报吿；" 

5.注：i到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成员打算对提议的新国际发展战略的制定作出贡 

献，"铭记着理事会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意见认为持久和环境无害的发展应该是捷议 

的新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 

1 9 8 9年 5月 2 3 B 

第 1 I次会议 

15/12.向环境署常驻代表委员会会议 

提供语文服务问题 

理事会， 

！望大会 1 9 8 7年 1 2 月 1 1日的第4:^//207C号决议，其中大会狳其他外， 

要求联合a各机构和秘书长侏证尊重联合国各种正式语文享有平等待遇， 

'， U N E P / G C 15/8/Add. 3，第1 1段。 

2°大会1 9 8 7年 1 2 月 1 1日第42/186号决议，附件， 

2， U K E P / G C . 15/8/Add. 3 ,第 1 4 — 22段。 

" 同 上 ， 第 5 — 11段。 

" 同 上 ， 第 6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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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主任提出的关于提供环境署常驻代表委员会会议语文服务问题的说明， 

特别是若千政府关于可能的备选方案的；1见，"各国政府在大会第四十二屆会i义中表 

示的意见、及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上第二和第五委员会的各决定，"" 

并回頋理事会1 9 8 3年 5月 2 3日的第 1 1 / 2号决定及 1 9 8 5 年 5 月 2 3 日 

的第13/2号决定， 

又回顾理事会1 9 8 7 年 6 月 1 8日的第14/4号决定，特另'」是第3段， 

意识到理事会议亊规则第6 3条笫'1款称，阿、中、英、法、俄、西六种语文 

为理事会的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以上迷任何一种语文所作的发言反译凤-圼事会其 

他语文， ， 

并意识到理事会议事规Jil'j第6 2条第3款称，理事会的议事规则即为各辅助机 

24 

构的议事规则，佢理事会得根据有关辅助机构的提议加以修改， 

；M认识到常驻代表委员会的会议必须有充分语文服务，只要服务费用可 

由联合国经常预算出帐时即予媞供此种服务。 

1 9 8 9年 5月 2 3曰 

第 1 2次会议 

1 5 / 1 3 .环境状况报告 

A . 1988, 1 9 8 9年和 1 9 9 0年环境状况报告 

及未来的环境状况报告 

理事会， 

回顾其1 9 8 5 年 5 月 2 4 日 的 第 1 3 / 9 1)号决定，其中理事会决定，除了 

.15/11 
2'同上，第13—15段c 

26同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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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此后环境状况损告S在连续年度内，一年以环境的经社方面为主题，另一年 

以环境数据.=^评价为主署纟，轮流编制， 

并 回 颐 其 1 9 8 7 年 6 月 1 8 曰 的 第 1 4 / 9 B号决定，其中理箏会决定，除 

了 别 的 ， 1 9 8 « 年环境状况报吿的主应为 "公众与环境 "， 1 9 8 9年的环境 

状况报告应为1 9 8 7年世界环境状况报告的增订本伹对特定题目及/或地理区域 

予以更加深入的说明， 

复回顾其1 9 8 8 年 3 月 1 8日的第 S S . 1/2号决定，其中理事会除了别的， 

决定 1 9 9 0年环境状况报告的主题应为'〗Lt和环境r并请执行主任向理爭会第十 

五届会i义提出一汾关于该报告的详细纲要，供理筝会作出评论， 

也回顾其1 9 8 4 年 5 月 2 8 曰 的 第 1 2 / 3 C号决定，其中理爭会决定，除 

了别的，每十年应编制一份关于环境状况的全面报告， 

1. 注意到执行主任的关于公众与环璜.的1988年环境状况报告2，和他的 

1 9 8 9年世界环境状况报告；28 

2 . 也注： t到执行主任提出的关于儿童与环境的 1 9 9 0年环境状况裉告 

纲要;" 

3 ‧ Mm各国政府和各有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注:1 1 9 8 8年和 1 9 

8 9年环境状况报告的主要结论； 

4 逭各国政府:除非大众参与、各境团体积极介入以及大众传播媒 

介加强向大众提供信息，否则不能实现保护我们的环境的目标； 

5 .要求执行主任： 

27 U N E P / G C . 1 5/7/Add . 1 , 
" U N E P / G C . 1 5 / 7 / A d d . 2 , 
2， U U E P / G C . 15/7/A d d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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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联合IS钚境规划署的方案中，在现有资源范围内高度重视有关促进公众 

参与、加强妇女作用及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各种活动并支助针对新闻工作人员的全 

球、区域、国家^地方各级环境认识训练方案； 

I b l 关 于 他 的 1 9' 8 9年环境伏况报告，继续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方案中 

高度重视有关下列事项的活动： 

(i)控制消耗臭氧层的物质的全球排放： 

(il)可能的气侯变化和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m管理危险度物； 

6 .也要求执行主任商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依照提交理畢会本届会议的纲要, 

附加关于女童、毒品#p吸烟、促进义童环境的体制结构等各节，进行编制关于儿童 

与环境的1 9 9 0年环境状况报告，以备提交îfP会第十六届会议； 

7 -并请执行主任: 

(a)继续于'奇数年度编制环境状况报告，大致参照1 9 8 9年报告的样式； 

(0) m制一份关于1 9 7 2年以来世界环境状况的变化的简短分析裉告，以 

备提交计划在1 9 9 2年举行的世界环境^发展会议； 

(-)遵照理爭会第1 2 / 3 c;号决定，编制一份关于1 9 8 2年理爭会在內罗 

毕举行特珠性质的届会以来1 0年中环境状况的综合性报以备煶交 1 9 9 3年理 

事会第十七届常会。 

1 9 8 9年5月23 B 

第 1 1次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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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出现中的环境问IS 

理筝会. 

回 顾 其 1 9 8 4 年 5 月 2 8 日 的 第 1 2 / 3 B号决定，其中理事会要求执.行主任 

为理事会每届会议增订出现中的环境问题清单， 

又回顾其1 9 8 7 年 6 月 1 8 日的第 1 4 / 9 C号决定，其中理爭会决定执行 

主任的1 9 8 9年环境状况报告应详细阐述下列两个出现中的环境问题：柴油机车 

辆及酸雾的健康危险， 

1 执行主任关于出现中的环境问题的报告，M并注;t到若干代表团对 

裉告第 n e节第 3 8段提到南极洲的邵分表示保留，保留：t见已反映在理筝会本届 

会议记录;" 

2 . 提请各国政府注意执行主任关于出现中环境问题的报告; 

3 . a犰行主任在其关于出现中环境问题的报告里为理筝会第十六届会议 

提供关于新技术问II的详细阐述^关于下列问题的简要说明：（a)械市垃狻；（b)塑胶; 

(C)北极的生态状况。 

1 9 8 9年 5月 2 3日 

第 1 1次会议 

C.理事会有关环境状况报告的各项决定的纟；1行情况 

理事会， 

1.注！:到执行主任关于理事会第十一届会议以来为执行理事会有关环境状况 

年度报告的各项决定而釆取的行动的报告;" 

，0 U N E P / G C . 15/7/Add . 3 . 

，，UUEP/QC. 1 5 / 1 2 ,第四章，第 1 2— 1 3段， 

" U N E P / G C . 15/7/Add.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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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执行主任斟酌情形向理事会报告有关环境状况年度报告的各项决定的后 

续工作和执行情况， 

1 9 8 9年 5月 2 3 B 

第 1 1次会议 

1 5 / 1 4 .交换所职务 

理事会, 

回顾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职责订立了交换所职务以应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需 

要技术及財务援助，以求取得环境无害及持久发展的进展， 

并回頋其1987#€月173笛14Z&f决定第9段,其中理筝会要求!^行主任安 

排对交换所机制由外聘专家负责作一评价，并将评价结果报告理爭会第十五届会议， 

已审议了执行主任提出的由外聘专家评价交换所机制的报告 35 

；t识到大会在其1 9 8 7年12^ 11 E ^ 4 2/18 7号决议第 1 4段重申有必要请捐 

助S及捐助组织提^额外资金，协助发展中国家按照其本国的发展计划、优先次序 

*目标去査明、分折、监测、防止并管理各项环境问题， 

注意到大会在该决议的第15段！^重申各发达国家及联合il系统的各适当机 

构和组织必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合作，使它fn能按照其本国的发展计划、优 

先次序和目标去发展并煶高其g明、分析、监测、Ft止并管理各项环境问15的能力， 

又注:t到近几年釆囯际社会已這渐重视环境问题，为联合il环境规划署加强 

其在这个"、域的作用，ê'j造了一个新的基础， 

1.注;t到执行主任1^照第14/6号决定办理由外聘专家评价交换所机制的裉 

' 

3， U N E P / G C . 15/5/Add. 1祁 C o r r . 1及增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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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g执行主任在管^交换所职务上考虑到评价结论： 

3 .注意到按照这项评价结论,应责成联合HI环境规划署发挥远比目前更大 

的作用，从而加强发展中!II家实现环境无害及持久发展的能力； 

4 .确认这项职务是联合11环境规划署的协调和催化功訖的一小必要部分,环 

境署履行这项职务应充分利用联合国系统包括环境署本身的现有技术*行政能力， 

并且按照《到公元2 0 0 0年及其后的环境展望》2。应特别注重办理各种活动使发 

展中国家能够： 

(a) 建立并加强其本国的政策、机构及专业能力，把环境问题纳入本国的发展 

政策和规划内： 

(b) 拟订并开展各项方案*活动，处理本国最严重的环境问题： 

(C)在国家、区域命全球各级上，拟订并参与各项共同管理生态系统和危急环 

境问题的行动计划； 

5 .强调联合D环境规划署可以并应当发挥积极作用,帮助提供与调动发展中 

国家所需要的援助，包括研究各种能够增加此种援助数量的方法； 

6 .3环境署尚未能吸引足够的领外资金傅能在这方面发挥显著的作用， 

关切； —― 

7 .再度促请各B1政府及其他捐助机构优予考虑环境署要求它们除捐献环境基 

金外再提供颈外资金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并优予考虑发展中国家直接提出的 

要求，支援它们进行在环境署协助下制定的各项活动，同时使它们能够积极参与环 

境署方案下的各项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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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要求执行主任认真考虑修订交换所职务的词汇,使其更漬晰、更易理解； 

9 . 并要求执行主任继续努力取得包括由各国政府出资调派的工作人员在内的 

額外资源，以管理并执行交换所活动； 

10. m.行主任确保定期向发展援助的所有提供者更广泛地宣传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交换所的活动； 

1 1 . 并要求执行主任研究并落实能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更有效地协助发展中国 

的组织安排，要明确指定其各个部门及单位的职责，并加强交换所职务的饥行。 

1 9 8 9年 5月 2 3日 

第 1 2次会议 

15/15.区域办事处制度 

理事会， 

回顾其1 9 8 7 年 6 月 1 6日第 1 4 / 3 5号决定的第 8段，其中请执行主任审 

查区域办事处及联络处的支出以便裁减这些办事处费用中由方案和方案支助费用项 

下祖负部分， 

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环境署区域办事处制度的报告,3* 

注意到非洲部长级环境会议致执行主任的备忘录,3， 

1. 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区域办事处制度的报告,报告内容符合理事会 

的意见一一应在1 9 9 0年代加强区域办事处制度，增进其效率； 

2. 欢迎执行主任的下列意愿: 

(a)加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各区域办事处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 

'« L'M?/GC.15/5/Add.3 

，，《非洲部长级环境会议第三届会议工作报告，1989年5月10日至12日， 

内罗毕》（UNEP/AMCEN. 3/2),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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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域发展银行的各有关办事处之间的关系以從进近期与符久发展； 

(t)与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建立更密切的工作关系； 

10改善各区域办搴处的詧理和行政； 

3. 皿执行主任的提i义，于1 9 9 0— 1 9 9 1两年期间将现有区域办*处 

费用中由基金方案活动项下担负的比率增加大约2 4 9o,借以减少方案和方案艾助 

费用预扭负的费用 1 L 4 % ; 

4. 兰执行主任于具备需要的财力资源时即就设立各分区域办事处问题与各有 

关政府进行协商，同时考虑到应在非洲及拉丁美洲^加勒比分别设立一小办事处& 
适当数目的分区域办爭处；. 

5. 注意到执行主任准备在环境规划署总部设立一个区垓关系股,以满足各区 

坡办事处的胬要；" 

6. jt执行主任在现有资源范围内，通过非洲区铽办事处，按照非洲郅长级环 

境会议第三届会议报告附件一所载，并在上述备忘录中阐明的优先次序和决定，" 

继续他对《非洲合作开罗方案》38的支持； 

(a)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各区域发展银行的理事机构支持在这些组织的 

有关外地办事处之间建立更强的关系以促进近期与捋久发展； 

(b) 各区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在环境事务指定官员团的各项活动上发挥更加积 

极的作用。 

，6 U N E P / G C . 1 5/5yAd 0 . 3 ,第 1 2段。 
"同上，第6(b)段。 
"《非洲部长级环境会议的报告， 1 9 8 5年 1 2 月 1 6曰至 1 8日，开罗》 

( J N E P X A E C . 1/2 ),附件，决议1/1,工1£ 

1 9 8 9年 5月 2 5日 

第 1 2次会议 

一 164 一 



15/16.第六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部长级环境会议 

理事会, 

考虑到1 9 8 9 年 3 月 3 0日至 3 1日在巴西利亚举行的第六届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部长级环境会议于会议结束时核可了巴西利亚宣言," 

强调每一个国家享百自由管理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的原则， 

注意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于适用上述原贝'J时认识到一最高tfc先的共同关注， 

即迫切需要通过自然资源的适当利用及环境影响的控制，在社经发展与维护环境之 

间取得平衡， 

认为巴西利亚宣言是一个国际合作的宝贵蓝图， 

1. 感兴趣地注:t到本决定所附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环境问颞巴西利亚宣言; 

2 . 执行主任将该宣言转避给各ill政府，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并介绍给 

对此有兴趣的其他实体； 

3 . M各国政府、园际多边信贷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将巴西利亚宣言作为与发 

展中国家进行国际合作的参照椎架。 

1 9 8 9 年 5 月 2 5日 

第 1 2次会议 

附 件 

主管环境管理问题的国务部长和参加1989年3月3 0日和 3 1日在巴西利亚 

举行的第六次ai 丁美洲和加勒比环境问题部长会议的各国代表决定总结其审议工作 

如下： -

U N E P / L A C - I G . V Ï / 6。 

一 165 -



《巴西利亚宣言》 

1 . 拉丁美洲相加勒比地区各国承认急需在社会经济发展钟 «护^保存之 

间建立一种平衡，因此需要良好管理自然资源^控制环境的影响。这是本地区各 

国最迫切的共同关心的问题。这种承认表示了环境问题和社会经济发展间存在的 

不可分开的关系，也表明了为我们这一代人相后代的幸福而负有合理使用资源的义 

务。 

2 . 各位部长重申了各国拥有自由管理其自然资源的主权的原则。这一原则 

非但不排除、而且恰恰强调了在区域、分区域和全球一级进行国际合作的必要。各 

部长还强调指出，解决外债问题和建立公正相平等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加强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民主、促进该地区安全与和平以及持久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 

件，这种发展是满足我们各国人民的需求而合理利用我们的自然资源的唯一可行的 

途径。 

3 . 改善社会和经济状况，是预防我们国冢环境退化的一个必要因素。在拉 

丁美洲相加勒比地区，正象第三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发展不足和环境悉化两者是恶 

性循环的因素，使数以百万人民的生活质量失去了人类尊严。 

4 . 因此，各部长决心竭尽全力，促使其国内人民深入了解经济发展规划，环 

境问题及忧患意识之间的正确关系，并巩固和提高他们各国进行有效的环境规划和 

治理的能力。但是，各部长认为，经济发展的现有水平和增长率严重限制了顺利 

实现环境无害治理和保护的目标。 

5. 而且，这种状况又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目前对工业国家金融界的欠债 

情况日益严重。偾务危机及所需的调整政策已破坏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 

在目前情况下，既使加深人民的饥饿^贫穷，或造成更严重的发展不足和随之而'来 

的环境悉化，都不可能偿付此种債务。非常明显的是，必须改变目前处理外偾的 

情况，并且刻扭转现在资金的反向转移，因为发展中国家竟然变成了向工业化世 

界出口资本的国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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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地区各国采取的措施固然重要，但仍不能对债务问题作一公正、稳定和 

持久的解决。现在必需改变处理外债的条件和方式，并按照"共同责任"原则才能解 

决，債权国必须共同承担这一责任，以便在合作的基础上解决偾务问题及其造成的 

7、国际供资机构应以特定的机构贷款业务依减让的条件增加资金供应，以支援发 

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项目。在分配资源时，不应附加任何条伴，如果此种条件可 

能反而减少了可用来保护环境的资源。 

8 . 各'位部长鉴于上述各项考虑，呼吁工业国家，尤其是同我们一样关注环境 

处理问题的国家，大量增加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技术捐助并有效支持联合国 

划署。 

9. 在这方面，有绝对需要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于它们请求时提供援助， 

使它们能有基本的技术能力，来进行科学研究，有效地营理其i然系统，并加强各 

国从筝无窨环境决策的程序。 

1 0.而且，国际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应该包括免费供应科学资料，以及 

向发展中国家一一按成本取费一一转让无污技太和环境养护忮太。取得新的环境 

技太不能完全受制于商业利 I 同样地，®际组织应该援助拉美加勒比各国，，戈 

善它们的监测系统，加强它们遵照已接受的国际环保标准的'5&力。 
I 

1 1.在这方面，必须尽力增加该区域的自然保护区系统，咀止严重损害环境 

的种种作法，例如危险和有毒废物的任思或非法运输和处置，此种废物倾弃海洋， 

便整个区域的海岸地带，特别是加勒比'海的岛国，陷入危境。 

1 2.全世界目前面临的严重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工业化国窠所采用的工《± 

化模式及其消费*浪费方式，加速造成了地球上自然资 i 5 ?的恶化，造成了大 

量污染物进入生物层。拉美加勒比各11的郅长矢志未取行动，不使错误的发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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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后果在我们各国重演，并敦i€工业化国家负起与它们的财力和技犬资源相称的 

全部责任，来扭转环境退化的趋向。 

1 3.持有核武器和其他大观模毀灭性武器的国家，应立刻停止此种武器的试 

验，并积极设法消除此种武器。唯有如此，方能保证保护环境，避免污染和毁灭 

生态的危险。从此得来的资源应该用来依照联合国系统各机构的指示进社经发 

14.因此，拉美加勒比各国，除了它们自己作出的、规划和执行国家环保计 

划的努力之外，决定要加强它们在本领域的合作并向区外各国及国际组织要求财务 

和技术合作。拉美加勒比各国的部长深信，全球谋求觯决地球危机的努力,定能 

为了后代人类的利益导致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前所未有的合作。 

15/17.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区域和分区域方案 

理事会， 

回忆其1 9 8 7年 6月 1 8日第14/21号决定， 

考虑到 1 9 8 9年 3月 3 0日至 3 1日在巴西利亚举行的第六届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部长级环境会议做出的诸项决定，" 

认识到必需加强区域和分区域合作来养护和保护环请， 

欢迎该区域各国政府决定拟定一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环境行动计划，" 

该区域各国政府有兴趣继续执行业已开始的计划和方案是if境培训 

网络项目*2及其协调股， 

"同上，附件四。 
*、同上，决定4。 
« F P / C P / 3 1 0 2 - 8 6 - 0 2 ( 2 6 7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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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执行主任： 

(a) 根据理事会第 1 4 / 2 1号决定和第六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部长级环境会 

i义通过的决定，在现有资金范围内支持正在该区域执行的计划和方案； 

(b) 与该区域各国政讶磋两，开始制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环境行动计划； 

(C)按巴西利亚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建议的条件/3优先考虑从预算中为环境培训 

网络项目拨出款项； 

2 .敎促执行主任尽快开展第六届部长级会议选为优先事项的各方案.** 

1 9 8 9年 5月 2 5日 

第 1 2次会议 

15/18.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人类住区 

(生境）中心之间的合作 

理事会， 

忆及其 1 9 8 7年 6月 1 8日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 

中心之间的合作的第1 4 / 3号决定， 

又忆及大会 1 9 8 5年 1 2月 1 7日关于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与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之间的合作的第4 0 / 1 9 9号决议，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和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执行主 

任联合提出的第二件报告, * ' 

认识到有必要继续和加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之间 

的合作，以便促进和实现对环境无损的人类住区方面的发展， • 

» '见 U N E P / L A C—IG . V 1 / 6 ,附件四，附录，决定 8。 
" £ U N E P / I A C - I G . V 1/6,附件四，决定1, ^附录。 

•» U N E P / G C . 15/8/Add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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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合gl人类住区（生境）中心执行主任协商，继 

续和加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关于 

对一些逸定的都市地区适用《人类住区规划和管理的环境准则》，以及，涂其他外， 

—些可能受到全球气侯变化影响的海岸人类住区的特别需要等方面的合作。 

1 9 8 9年 5月 2 5 B 

第 1 2次会议 

15/19.西亚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和管理 

理事会， 

审査了联合检查组的题为"联合国系统对西亚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和管理的 

贡献 "的报告， " 

欣赏地注意到联合检査组的报告以及执行主任的有关评语。 

1 9 8 9年 5月 2 5日 

第 1 2次会议 

1 5 / 2 0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1 9 9 0— 1991 

两年期方案预算 

理筝会， 

1 .赞许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对编制1 9 9 0 — 1 9 9 1两年期的方案预算48潋出 

的贡弒，并要求它们充分合作，协助执行主任执行这项方案： 

2 .核可对次级方案1. 2 (气候和气侯变化）. 2 . 1 (水资源^淡水生态系统 L 

及1 2 . 2 (新闻）的修订战略； 

*6 J I U / R : E P/88/5 。 

" U E E P / G C . 15/1.. 1。 

" U N E P / G C . 15/9/Add.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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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M关于次级方案 1 3 . 1 t技术和区域合作）及13.2 (向联合国苏丹一萨 

赫勒办事处提供支助）的环境署方案战略； 

4 . ^ 《 1 9 9 0 — 1 9 9 1 年 方 案 预 算 》 及 其 中 所 载 各 项 活 动 ； 

5 . ^执行主任本蓍《方案预算》內载示的优先次序去执行各项方案活动。 

1 9 8 9年 5月 2 5日 

第 1 2次会议 

1 5 / 2 1 . 1990-1995年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 

理事会， 

重申其1 9 8 8 年 3 月 1 8日第SS. 1/3号决定中表示的信念，即全系统中期 

环境方茉应特别考虑到《到公元2000年及其后的环境屣望》中的论断认为环境问 

题与发屣政策及作法§ê、切交织，环境目标和行动的确定因此必须参照发屣目标和政 

策，虽然处理目前环境问题很重要，佢预测性及预防性政策乃是实现对环堉,无损的 

发屣的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回顼其第SS. 1/3号决定的第4段，其中理箏会决定1990-1995年全系统 

中期环境方案，应予订正,然后向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提出，以期更加切实地反映大 

会第4a/186号决议所1^过《到公元2000年及其后的环境屣望》的结构和建议及 

大会第4a/l87号决议录示欢迎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拫告，'° 

并回颐其第SS. 1/3号决定的第8段，其中理事会决定建议行政协调委员会参 

照修订1990-1995年全系统中期环境方茱的准备工作，安徘对第一个全系统由期 

环境方茱（1984-1989年）的评估报告，以便提交理筝会第t六届会议， 

;£食到大会1 9 8 8年 1 2 月 2 0日关于联合国环境和犮t会议的第42/1'96 

号决议, 

" 大会第42/1 86号决议，附件，第3te)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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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为此一会议沏底作好准备的重要性及因此将要加给联合国系统的额外工作 

负担， 

考虑到联合国系统的各项环境方案可有进一步的发畏而不必正式修订1990 — 

1995年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 

决定： 

(a) 虽然1 9 9 0 —1 9 9 5年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现在不需正式修订，但 

其拟订和执行仍应在目前的联合方案拟订过程中进行，除其他外，导致环-見署及联 

合国系统兵他组织、机关和机枸的未来两年期环境方案更切实地反映《到2000年 

及其后的环境展望》并参考世界环埂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使各方案更多地米用预 

期防止的方针; 

(b) 1984-1989年全系统中期环境方茱不需要再作评估； 

(C) 1990-1995年全系统中期环境方茱的期中审查应按照该方案核定文本的 

第411段进行;. 

(d)理事会第十七届常会将向行政协调委员会提出它的意见作为编制1996— 

2001年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的政策性指导， 

1 9 8 9年 5月 2 5日 

第 1 2次会议 

15/22.秘书长关于倾弃核废料对于 

环境的影响的裉告 

理事会， 

1.注意到1^>^书长关于倾弃核废料对于环境的影响的报告，并将该拫告呈^大 

会第四十四届会i义； 

，0 UNE?/'GC 15/ 9 / A d d 6. FIT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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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t到国际原子能机抅正作出的努力,制订一件国际间协议的关于核废料国 

际交易的行为规范；" 

3.，执行主任充分参与行为规范的制订工作。 

1 9 8 9 年 5 月 2 5 日 

第 1 2次会议 

1 5 / 2 3 .沙漠化 

A.《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理事会, 

回顾大会1 9 7 7 年 1 2 月 1 9 . 日 第 3 号 和 3 2 / 1 7 2 号 、 1 9 7 8 年 1 2 

月 1 5 日 第 3 3 / 8 9 号 、 1 9 7 9年 1 2 月 1 8 日 第 3 4 / 1 8 4 号 、 1 9 8 0 年 1 2 月 

5日第 3 5 / 7 3号 9 8 2年 1 2月 1 7日第 3 7 / 1 4 7号和 1 2月 2 0日第 3 7 / 2 1 8号、 

1 9 8 3年 1 2月 9日笫 3 8 / 1 6 0 t、 1 9 8摔 1 2月 1 7日第 3 9 / 1 6 8 A号、 1 9 8睥 1 2月 

1 7曰第 4 Q / 1 9 8 A号、 1 9 8 6年 6月 1曰第 S— 1 3 / 2号和 1 9 8 7年 1 2 月 1 1 

曰第42/189A号决议， 

并回顾其1 9 8 1 年 5 月 2 6 日 第 9 / 2 2 A和 B§ ; 1 9 8 2 年 5 月 3 1 日 第 1 0 / 1 4 

号决定第七节、其 1 9 8 3年 5月 2 4曰第 1 1 / 7号决定的第七节和 1 9 8 4 年 5 月 2 8 

日 第 号 及 1 9 8 7 年 6 月 1 8日第 1 4 / 1 5 A号夾定， 

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 1 9 8 7年和 1 9 8 8年《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执行情 

也审议了行政协调委员会1 9 8 7年和 1 9 8 8年报告中关于《对抗沙漠化行 

动计划》执行工作的协调与后续问题的那些部分/， -

" 同 上 ， 第 7 节 。 

，2 U N E P / G C . 1 5 / 9 / A d d 4。 

， ， l ô / S / A d d 2和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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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级对抗沙漠化工作需要动员全国机构、人力和财力资源的综合揞施， 

深为关切地注蒽到沙漠化仍未减轻，它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响很可畏，而为了 

阻止它的蔓延，1977年大会核可的《联合1对抗沙淇化行动计划》所设想的国际 

努力，特别是由于财力资^缺少，仍嫌不够， 

1. 注蕙到执行主任关于1 9 8 7年和 1 9 8 8年《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执 

行情况的报告； 

2. 邀请沙漠化为患的各国的政府考虑在其国家发展方案中将优先地位给予下 

列一类的抗沙活动： 

(a) ‧—个在发展自然资源和恢复受害生态系统的国家计划范围内的国家抗 

沙方茱； 

(t)确保国家抗沙方茱是对生杰无损、技术上可行而且可被社会接受的； 

(C)从执行te家发展计划的现有资游中，执行抗沙方案所需的资源； 

(d) BÂl如果已有时贝ij加强，中枢国冢机制，使其能够动员执行国家抗沙方案 

所需要的S家机构资源和监测实行有关活动的进展； 

3. 并邀请捐助政府、政府间机构、括援助机关和非政府组织在它们的及边 

和多边协助活动中将高度优先给予^家对抗沙漠化和恢复退化土地资源的方案，在 

沙漠化为患的地区也考;i到推动长期生态和社会重建方茱； 

4 . tf沙漠化机构间工作组在确保干皁土地和沙漠化有关活动被納入其成员 

组织的方茱內的积极作用； 

5 . i沙漠化机构间工作组实施下列指施以加?é其工作： -

(a)在其经常会议议程中列入关于成员组织与执行对抗沙漠化行^计划有关的 

活动的报告，与执行沙漠化计划有关的其机结构，如防止沙漠化协商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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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机构（萨赫勒抗旱芾夯会、南部非洲发协会议、干旱和发展局，达卡尔沙 

漠化会议等）的活动的，查；并审查行动计划的执行的全面情况； 

(b)使召开特定主IS的联合方茱制订特设会议制度化，成为其履行职务的一个 

永久性办法； 

(C)采取机构间联合行动，调动技术和财力资源协助各国制订和执行对抗沙漠 

化国家方茱的活动： 

(d)与非洲部长級环境会i义的机构间工作组舍作，尤其是关于非洲沙漠和干旱 

地委员会的工作； 

6. ！执行主任化现有资^范围内，应沙溟化为患国家之请，协助它们#'订其 

发餍计划内的对抗沙漠化方案； 

7 . i l 执 行 主 任 在 提 议 的 环 境 署 1 9 9 0— 1 9 9 1两年期方案 

预算,"次级方案3:(干旱地和沙漠化）内列入关于草原游牧的活动，以期帮助亚洲 

和非洲二至三个国家执行一些试验性项g,对草原游牧民提供环:^見叉助，借以显示游 

牧è为一种对生态无损的、利用边际性资源的生活方式的效益，并邀请其联合国机 

构和捐助S支持这些关于草原游牧的活动； 

8.再请执行主任作出安排,对《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进行外聘评估，评估结 

果应提早在1 9 9 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i义之前备妥，最迗须于垤事会第十六届常 

会时提出。 

1 9 8 9年 5月 2 5曰 

第 1 2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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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提供资金和其他指施支持 

《对抗沙漠化行动计戈'J〉〉 

理事会， 

回頋大 S i 9 7 9年 1 2 月 1 8曰第 3 4 / l i J 4号、 1 9 8 1年 1 2月 1 7曰第 

3 6 / 1 9 1 号 、 1 9 8 2 年 1 2 月 2 0 日 第 3 7 / 2 2 0 号 和 1 9 8 7 年 1 2 月 1 1 日 第 

42/189 C号决议， 

又回顾其1 9 8 5 年 5 月 2 3 曰 第 1 3 / 3 0 A 号 和 1 9 8 7 年 6 月 1 8 日 第 1 4 / 

15 D号决定， 

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联合a防治沙漠化特别帐户和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的其他筹 

资办法与途径的报告，" 

1 .，联合国大会取消为执行抗沙漠化行动计划》等资的联，11特别帐户； 

2 .建 g防治沙漠化协茼小组应当每两年(自 1 9 9 0年起,禹数年）举行一 

次届会，审查《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的情况并5!换本领域科研、国家治沙方案和 

《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资ils^就对抗沙漠化的ill^一步行动提供建议； 

3.，国际社会对筹集资金执行《对抗沙漠化ti"动计划》的地方、a家和区 

域机构慷慨自愿认捐； 

4 •进一步邀请国际社会创造必要的经济和财政条件使沙漠化为患的国家能够 

划拨它们的部分资源对抗沙漠化。 

1 9 8 9年 5月 2 5 B 

第 1 2次会议 

， * U I 7 E F / G C 4 , 第 一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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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苏丹一萨赫勒区域内《对抗沙 

匕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理事会 

回顾大会1 9 7 7年 1 2 月 1 9 日 第 3 2 / 1 7 0 号 、 1 9 7 8 年 1 2 月 1 5 日 第 

3 3 / 8 8 号 、 1 9 7 9年 1 2 月 1 8曰笫 3 4 / l i 5 7号、 1 9 8 0年 1 2 月 5 曰 第 3 5 / 

7 2 号 、 1 9 8 1年1 2 月 1 7曰第 3 6 / 1 9 0号、 1 9 8 2年 1 2 月 2 0 H 第 3 7 / 

2 1 6 号 、 1 9 8 3年 1 2 月 1 9 日 第 号 、 1 9 8 4年 1 2 月 1 7日第 3 9 / 

1 6 8号和 3 9 / ^ 0 6号、 1 9 8 5年 1 2 月 1 7日第 4 0 / 1 9 8 B 号 、 1 9 8 6年 6 

月 1曰第 S—13/ 2号和 1 9 8 7年 1 2 月 1 1日第42/189 B号决议， 

也回頋其1 9 8 5 年 5 月 2 3 日 第 1 3 / 3 0 B 号 和 i 9 8 7 年 6 月 1 8日第 1 4 / 

15 B号决定， 

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1 9 8 7年和 1 9 8 8年《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执行情 

况的报告，特别是关于《行动计划》在》;丹一萨赫勒区域执行情况的一章 

1 .赞扬联合S'苏丹-萨赫勒办事处代表联合Si环境署为了在苏丹一萨赫勒区域 

2 2个国家执行《行动计划》所已采取的步骤； 

2 . f联合国苏丹一一萨赫勒办事处在其将来行动中考虑到理事会关于《对抗 

沙漠化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第 1 5 / 2 3 A号决定第2段内载的各项建议； 

3. ^执行主任继续支助该办事处作为与联合a开发计划署的一项合办事业； 

4. 逸执行主任和联合11开发计划署署长加紧努力调动资源，以便继续帮助苏 

丹-萨赫勒办事处工作范围内的国家对抗沙漠化。 

1 9 8 9 年 5 月 2 5日 ' 

~ ~ ~第 1 2次会议 ~ ~ 

" 同上，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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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向大会递送执行主任的报告和一项关于 

《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的决议草案 

理事会, 

1 .授权执行主任代表规划理事会把他关于〈〈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执行情况 

的报告,"包括对特别帐户方面所作的努力、为行动计划筹资的其他办法和措施、提 

高防治沙漠化协商小组效率的途径和办法、沙漠化机构间工作组加強工作的办法、 

以及《行动计划》在苏丹一萨赫勒区域内的执行情况的审查，经由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提送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 

2.决定建议大会审议并通过本决定附件所载的决议草案。 

1 9 8 9年 5月 2 5日 

第 1 2次会议 

附 件 

备供大会审议的决议草案 i 

《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 

大会， 

回顾其核定《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的1 9 7 7年 1 2 月 1 9日第 3 2 / 1 7 2号 

决议、和关于《对抗沙溴化行动计划》执行和筹资办法的1 9 7 8年 1 2 月 1 5 日 

第 3 3 / 8 9 号 、 1 9 7 9年 1 2 月 1 8 日 第 3 4 / 1 8 4 号 、 1 9 8 1 年 1 2 月 1 7 日 

第 3 6 / 1 9 1 号 、 1 9 8 2年 1 2 月 2 0 日 第 3 7 / 2 2 0 号 、 1 9 8 3 年 1 2 月 1 9 曰 

第 3 8 / 1 6 3 号 、 1 9 8 4年 1 2 月 1 8 日 第 3 9 / 2 1 7 号 、 1 9 8 5 年 1 2 月 1 7 日 

第 4 U / 1 9 8号和 1 9 8 7年 1 2 月 1 1日第 4 2 / 1 8 9号决议， 

确认国家一级对抗沙漠化工作: ' 

la)需要旨在阻止根食生产系统继续退化和旨在促其恢复的绿合揞施； 

(b)是需要动员全国机构.人力和财力资源的多郤门全国性努力； 

CO须是国家发展规划dt程的一个％整鄧分，有它的一份明确指定的财政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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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确认对抗沙漠化的行动不必一定在经济上与其他.发层计划项目竟争，这 

秽行动需要大量资助，s当属于长期性质； 

深为关切的注思到沙漠化仍未减轻，它对世界粮食生产能力的*响很可畏，而 

阻止它蔓延的国际努力，尤其是财力资源，仍然远不及1 9 7 7年大会核定的《对 

抗沙漠化行动计划》所设想者， 

审议了祕书长关于《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执行和筹资的报告， 

也审议了联合Si环境规划理事会关于《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以及理事会关于沙漠化的1989年5月25日第15/23A至！)号决定， 

1 .邀请沙溴化为恩阖冢的政府在国冢发展工作中以优先地位给予对抗沙漠化 

有关的活动，包括恢复退化的土地，并依照下列方针对待与單灾有关的活动： 

(a)制定一个在发展自然资源和恢复党害生态系统的家计划范围内的国家 

对抗沙漠化方案； 

、b)确保国家对抗沙溟化方案是对生态无损、技术上可行而且可被社会接 

受的； 

、c;从执行国家发展计划的现有资源中划拨执行对抗沙溟化方茱所需的资金; 

建立，如果已有时则加强，中枢国家机制，便其能够动员执行国家抗沙 

方粟所需要的机构资源和监测实行有关活动的进展； 

le)设立与所采用的财政制度相宜的国家抗沙特别帐户，记录国家资金、 

援助资源和分配给国家对抗沙漠化方案的其他国际资源(贷款等）； 

设法协调文助国家对抗沙漠化方案的双边和多边援助和技术协助资源， 

作为国家发屣方案园桌会议里的部门； 

2 .，沙漠化机构间工作组在其作为一个确保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所载干旱 

土地和沙漠化有关活动列入成员组织实地执行方案的机构的任务上取得的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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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注意到理事会的建议,即为执行《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筹资的联合国特 

别'帐户应予取消； 

4. 决定防治沙漠化协商小组，自1 9 9 0年起，于偶数年每两年举行一次届 

会，审查抗沙行动计划的情况，交换关于这方面的科研、国家治沙方案和《行动计 

划》执行情况的资料，并就将来对抗沙漠化的行动提供意见； 

5 . 呼吁各捐助国: 

la)在它们的双边援助中给予对抗沙漠化和恢复退化土地资源的国家方茱 

以优先地位： 

tb )使援助方案的条件适应沙漠化为患地区长期生^和社会恢复方案需要 

的时程； 

(C)同情考虑自愿捐款给地方、国家和区域机构（特别帐户等）以便集资 

执 行 ‧ 方 案 ； 

6 . ^联合11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代表联合国环境署为了在苏丹一萨赫勒区 

域2 2个国家执行《行动计划》所已采取的步骤： 

7.欢迎萨赫勒办事处朝向捋久勒持续发展概念的态度、以统筹兼顾方式处理自 

然资源管理养护问题和环境及生态问 m，以及该办事处正调治沙活^应纳入 

国家发展计划;• 

8. 对于萨赫勒办事处积极参与《非洲合作开罗方茱》和该办事处努力促使非 

政府组织参与在苏丹一萨赫勒区域执行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的工作，表示满意; 

9. 宜联合ii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和联合11开发计划署署长审查他们有关联合 

il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合办事业的舍作条件，以伕巩固该办事处至今取得的成缋,，并加 

紧努力调动资源举续协助苏丹一萨赫勒区域各国对抗沙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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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2 4 .持久农业 

理事会， 

'，虑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除其他外,该裉告指出，目前的发展政 

策往往不促进可持久的农业； 

意识到国际社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系统在生态上的不可持久性的 

日益严亶的关切，这种关切已在联大第4a/186号决议所通过的《到2 0 0 0年及 

其后的环境屣望》中有所反I它指出，农业政策和耕作方式对环境的影响受重视不 

够，已对环境遣成了巨大的^坏，例如，、'土壤退化、森林滥伐和沙漠化；土地生产 

力丧失、土壤和水质污染、农用化学品的过度使用对人类健康造成危箐；灌溉不当 

导致盐渍化;部分由于高产品种的使用导致庄稼遗传退化，越来越难以抵抗病虫害；" 

希望在没有资源耗竭或环境退化的情况下为实现粮食安全做出贡献,方法是按 

照联大421/186号决议的建议使环境考虑成为部门性政策和方果的一个组成部分， 

急需更好地在国家和国际两级协调农业和环境政策，更有效地把环境问题 

纳入有关农业发屣的所有国际机构的政策和方案中. 

注意到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的报告,"及联合国稂食和农业组织在欧洲地区 

关于使农业政策>^环埂政策一体化的工作； 

并意识到有必要增加农业生产,以克服目前严重彩响发展中国家的根食匮乏， 

铝记环境署在实现可持久发展过程中的协调和催化作用，联大第4a/186号决 

议已重申了这一点； 

1 .建议在煶议的1 9 9 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等备工作范畴内，举行一' 

次环境署/粮农组织合办的关于持久农业的联合会议，以便： 

(a) 审查全界使农业生产与环坩.政策相结合的机制； 

(b) 制定一项《持久农业战略》，指导国家和国际两级上的农业政策，以 

确保这种政策能鼓励农民采用在生态上能持久旳耕作方法，从1^除兵他外 

可帮助增进农村人民的生活素/^； 

"大会第 4 2 ^ / 1 8 6号决议，附件，第 1 0段。 

"经济合作和发展纟I织，《农业和环境政策：综合处理的时机》（1989年,巴黎)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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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I制定由环境署、粮农组织和有关的其他国际组织在其现有活动范围内可采 

取的促进持久农业的实际行动的建议； 

2.要求执行主任立即向根农组织总干事转递本决定,从而使粮农组织理事会 

和大会在其即将召开的届会上能对上运建议给予适当考虑. 

1 9 8 9年 5月 2 5日 

第 1 2次会议 

1 5 / 2 5 .红海的油污染 

理事会， 

考虑到在各区域海洋中,油及其他有害物质的意外污染事件频繁，且规模广大, 

认识到这些部分孤立的海洋,其生态系统具有敏慼和易受损害的性质，极易受 

此类物质的污染， 

表示迫切需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各项区域海洋方案之间达成更密切的区域间 

合 作 7 ~ 

强调需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治油污染及其他有害物质的污染,并需要除受害区域 

的资源外再调动其他资源， 

1. 要求执行主任与国际海事组织及有关的区域组织合作,采取必要措施，编 

制一份现有器材和专家顾问的清单，于发生油污染和其他有齊物质污染时，可供防 

治、测量、限制污染范围以及清理海岸工作之衡'，对任何受害的区域海洋立即作出 

反应， 

2. 并要求应作出安排,如果此种安排尚未存在，以供本决定第1段所指的各 

项需要，以利在互惠或付款的基础上立即作出反应， 

3. 并要求参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海洋方茱的备!I！政府，视情形与国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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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组织合作，帮助编制本决定第1段所指的清单，并订立海关办法使上述器材能具 

有有效的机动性。 

、 1 9 8 9年 5月 2 5曰 

% 】 2 次 会 议 

15/2 ei科威特行动计划的海洋区域內的 

监视、生态评价、清理战争造成的污染、战争残迹JFP船只残骸 

的行动计划 

理筝会， 

金2通过联合国科威特行动计划区域业已达成停火， 

保护诲洋环境区域组织的成员国努力执行行动计划，调査影响航行、捕 

鱼和海洋环境的船只残骸矛P其他战争残迹情况，进行环境影响的评价并着手清理， 

f执行主任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与S际海搴组织合作，协助保护海洋环境区域组 

织执行该行动计划。 

1 9 8 9年 5月 2 5 B 

第 1 2次会i义 

15/27.对海洋污染（包括海上倾弃厦物）的防范办法 

理事会， 

意识到各种污染源对海洋环埂造成的威胁， 

意识到必须保存海洋生物物种多样性， 

认识到如果坐等科学来证明污染物排放对海洋环垸的影响,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 

不可扭转的损害，便人类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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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意识到当前的政策容许污染物任意排放，继续造成不测的危险， 

注意到各项全球公约,例如1972年《防止因倾弃废物及其他物质而引起海 

洋污染的公约》、 1 9 7 3年《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及其1 9 7 8年的《议定 

书》和1989年《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以及各项区域 

公约，洌如 1 9 7 2年《防止船舶和飞机倾弃废物污染洋奥斯陆公约》和 1 9 7 4 

年《防止陆源海洋污染巴黎公约》，连带环％署区域海洋方案遒过的各项公约以及 

其 关 公 约 ， 

注意到1 9 8 7年 1 1月 2 4日至 2 5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俅护北海会 

议通过了 "防范行动原则"，"另外一些政府已经通过并开始执行预防性政黉，以 

保护人类鍵康和环境的安全， 

1 .建议各国政府通过"防范行动原则",做为防止和消除海洋污染政策的基础； 

2 .促请） 

3 .进一步促请IS际社会积极设法杜绝倾弃可能危害海洋环境的污染物旳这种 

作法。 

1 9 8 9年 5月 2 5 B 

% 1 2次会议 

15/28.国际潜毒化学品登记中心 

理事会， 

回頋其1 9 8 7 年 6 月 1 7日关于际潜毒化学品登记中心的第14/19号决定， 

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国际潜毒化宇品登记中心的拫告"， . 

58 《第二届国际保护北海会议，1987年11月24日至25日，伦敦》，部长级 

宣 言 ， 节 ， 第 1 & 

" U 1 Î E P / G C 1 5/Q/Add y S u p p l e m e n t 1 ，第1̶10段。 

- 1 8 4 一 



注意到该报告建议国际潜毒化学品登记中心应支持发展中国家设立国家潜毒化 

学 品 登 记 中 心 一 

注蒽到需要确保化学品登记y心、工业和环境办蓽处和《^，危」绘废物越界转 

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临时秘书特别为最佳地利用现有资源而进行合作， 

1.注意到执行主任在其裉告中提供的关于该登记中心近期和长期财务情况的 

资科； . 

2 . ！执行主任为了继续给予登记中心的工作以高度优先，充分和灵活地利用： 

(a)基金的资源； 

(tl额外的收入来源，并与其他有关的预算次级方柔协调；： 

3. g执行主任以对应捐款的方式向各国政府筹集预算外资源，以应付登记 

中心的资源需要，并为不同的活动拟定整套方案； ： -

4. 执行主任向可能捐款的国家提交这种方案，以获取资金， 

5. ，本决定附件所载的登记中心的订正目标和战略以便正确地反映它的扩 

大旳任务， 

6. it执行主任裉据化学品登记中心的新职责一一即应发展中国家的请求协助 

建±国家一级管理化学品的法律和体制并开展培训活动——在现有资源和预箕外资 

金的范围内加强该中心。 

1 9 8 9年 5月 2 5曰 

第 1 2次会议 

" 同 上 ， 第 9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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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潜毒化学品登记中心的订正的目标和战略 

1.促进关于化学品的生产、分配、释放和处置以及其对人和人类环境旳钐响现有 

效据的广泛传布，从而更好地利用现有国冢和匡际资源，对化学品的影吶及其控制 

进行讦价； 

2 .根据国际潜毒化学品登记中心所有的资料，认辨关于化学品的影响的现有 

知识方面的缺陷，并唤请注意需要进行研究，来纠正此种缺陷， 

3. 认辨，或协助认辨化宇品和度物的*在苊险，并提高对此种危险的警觉： 

4. 孰潛在有,化字品的控制，提供关于冢、区域和全球政^、管制揞施、 

标准和建议的资料； 

5 . 逬执行为化学品国际贸易资科5^交流及对环境无軎的危险度物管理所必 

需的政衆。 

B. ^ 

1 .要使方案活动中心具有处理数据及答复讯问的能力； 

2. 要使国家、区域和部门各级的通讯员,与登记中心的业务活动； 

3 . 建立一个参与数据系统的网络.它可以直接答复讯问，或者把它的数据并 

入方案活动中心的中央效据档案； 

4 . 发展和继续订正电脑化的中央效据档案； 

5 . 公布某些选定化字品资料； 

6. 协助加强国家一级的关于化字品的管理的法详和体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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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制订、并于必要时修正、提髙伦敦准则的有效性所需的程序和方案，供登 

记中心及在国家一级应用； 

8. 对各参与国政;?？及有关的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依照伦敦准则进行的报导和 

资料交流活动，负责协调； 

9. 审查和定期报告伦敦准则在执行上的进展情况和遛遇的问题； 

1 0 . 1；^进利用登记中心各项活动的产物； 

1 1 . 等办训练活动。 

15/29.具有全球意义的危害环境的化学物质、 

化学过程和化学现象清单 

理事会， 

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具有全球意义的危害环境的化学物质、化学过程和化学现 

象清单的进展报告。S' 

1 9 8 9 年 5 月 2 5日 

第 1 2次会议 

15X30.化学品特别是[S际贸易里禁止的 

及严格限制的化学品的巧无害管理 

理事会， 

回顾其1 9 7 7 年 5 月 2 5曰第 8 5(v)号决定，其中理爭会敦{^各国政厨采取 

步骤，务必保证凡是在出口国本国不许充作家庭用途的潜毒化学品'不詧是什 

么形式或商品，如果没有得到进口国主營当局的窖先知情同,便不许输出， 

" U N E P / ^ C 1 5 / 9 / A d d a / S u p p l e m e n t s , 第 6 — 1 1段。 

一 187 -



又回顾其1 9 8 7 年 6 月 1 7 tI^,lV^27号;夫定，其中理事会迺过关于 

化学品国际贸易资料交流的伦教准剡，这是实施第8 5W号决定的一个重要前进步 

向时垤事会要求执行主任成立一个特设专家工作组，负赍进行： 

(a)拟订*先知情同Tt:的方式以及补充伦敦>1则的兵他办法； 

tb )逑议措施，将*先知情同意原则列入伦敦准则； 

(C)向堙事会第十五屆会i义报告工作结果， 

1. 欣赏地注意到特设专家工作组巳依照上述决定完成其任务; 

2. 注:t到环境署和粮农组织都在制订事先知情同惹的程序,它们个別制订的 

程序应该相辅相成，不应重叠； 

3. 又注;1^到粮农组织正在杀虫剂的分5己和使用的国际行为守则范畴内制订 

亊先知情同；I；程序，预期将与订正的伦敦准则里规定的程序和保铑环保捂施完全符 

合，亦预期将于订正伦敦准则里事先知情同意的程序实施以前获得核准； 

4. 并注蒽^伦敦准则的执行将增加环埂署的工作负荷,因此可能需要额外资源; 

5 . 通过关于化学品S际贸易资料交流的订正伦敦准则；62 

6 -建议根据经修正的伦敦准则的附件二第2段将设立的专家组,在完成附件二 

规定的初步工作后,继续审査极度有害杀虫剂配方的问题，酌情拟定在此领域中的 

其他行动建议，以便提交执行主任为监测伦敦准则的执行重新召集的特设专家组; 

7 . 逄议环境著和粮农组织成立一个资科系统,保证输入国和输出国的主管当 

局向一个独一的接躲点取得关于必须遵守事先知情同;t程序的化学品的资料和决定; 

8, 建议环*£署与桉农组织联^负拒业务贵任，实施事先知情同;ffe序，联合 

管理共同部1^,包括选择必须受*先知情同惠程序控制的化学品，编制蓽先知情间 

：富的决定^则文件,作出资料交流安排，并成立数据库； 

" 同上，附录， 

一 188 一 



9.表示了觯上述责任的联合负抠不妨碣准则第1段(a)里现定的准则范! i ; 

10. 要求粮农组织大会通过关于必须受事先知情同:1：程序控制的杀虫剂的、 

对人类和环境同祥具有保护功能的程序； 

1 1 . 竺执行主任再度召集特设专家工作组，其任务如下： 

(a) 视情况的需要，在可用资源范围內，监测伦敦准则的执行情况，要特別注 

意准则第三部分里规定的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和技术援助； 

(b) 审查与各国的化学品生产和使用有关的其他活动,特别包括粮农m织在虫害综 

合管理以及执行农药分配使用国际彻守则方面的工作情况，环境署会同工业界在化 

学品的管理^安全方面的工作情况，以及环境署和经合发组织在资料交流、化学品 

控制以及关于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公约或协定的执行方面的种种经验； 

(C)根据上述监测*审査，就伦敦准则所需的补充措施，包括可能需要另订么乂 

约，向理筝会第十六届常会提出报告； 

12. 教促各国政府为早日执行伦敦准则而采取必要的步骤。 

1 , 年 5 月 2 5曰 

% 1 2次会议 

15/31.环境方面6^国际法律文书 

理事会， 

回顾每两年增订一次的《环境方面的国际条约和其他协定登记薄》"详细登载 

了一百四十个国际法律文书的締约状况和缔约国， 1 

U N E P / G G . 15/In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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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环境I方面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的报告，6*其中报道: 

( a )自 1 9 8 6年 5月至 1 9 8 9年1月期间有十八个多边法律文书已生 

效，另有一个多边法律文书将于1 9 8 9年6月生效； 

i-b)自1 9 8 7年 5月至 1 9 8 8年 1 1月期间有十个多边法律文书已通 

过； 

( C ) 截 至 1 9 8 8年12月止，许多政府已成为许多个国际法律文书全部 

或一部的当事国； 

(d)有若干政府表示有意就一些多边法律文书米取行动； 

2. M 执 行 主 任 按 大 会 1 9 7 5年 1 2月 9日第 3 4 3 6 ( X X X )号决议所要求, 

将这项报告递送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 

3. 请所有有能力这样做但尚未这样做的国家和地区性政厨间组织签署、批 

>t、赞同、加入或接受、并执行环境方面的多边法律文节。 

1 9 8 9年 5月 2 5日 

第 1 2次会议 

15/32.共有自然资源及近岸采矿和钻探的法律方面 

理事会， 

£ ^执行主任关于共有自然资源及近岸采矿和钻探的法律方面的报告，" 

1.注意到执行主任的报告; 

2 ‧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进一步采取行动执行环境方面指导国家养护及和 

谐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源的行为守剡"以及国家管辖范围内近海 

" U K E P / G C . 15/9/Add. 5。 

" U 膽 / G C . 1 5 / 9 / A à《 a : ^ 1 - 9 & 

" U K E p y o c 0/17,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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釆矿和钻探所涉环境问题法律方面研究的结论。 

15/33.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方面的逬展 

理事会， 

注意到负责拟订一项关于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全球公约的特设法律和技术 

专家工作组已％成工作，63 

又满：t地注意到1989年3月2(>~22日在巴塞尔举行的全权代表会议谈判圆 

满结束并通过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6， 

进一步注意到《巴塞尔公约》设立一秘书处,职责之一是从締约国接受并向它 

们传递资嵙：技术援助和培训的来源、；现有的科技知识；咨询湘专门知识的来源； 

可得到的资源和已取得资源目的是在k接到请求时，在诸如下列领域提供援助：处 

理此《公约》的通报系统；管理危险废物^其他废物；与危险废物^其他废物有关 

的对环境无害技术，例如低废料*无废技术；评价处置能力*场址；监测危险度物 

和其他度物；紧急响应， 7° 

欢 迎 1 9 8 9 年 3 月 2 2 B的《巴塞尔宣言》，其中三十六个公约签字国特别表示 

它们都不会准许进口度物或把度物出口到缺乏法律、行政和技术能力在无害环境的 

方式下管理和处置废物的国家，并强调必需协助发展适当设施，以最后处理在这些 

国家的废物， 

1 .要求执行主任在现有资源范围內,协助执行《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 

处置巴塞尔公约》，及"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全球公约问题全权代表会议"通过 

的《最后文件》的决议； 

67 

6 ' 

70 

U N E P / G C . g/D/Ada. 5k附件三。 

见 执 行 主 任 的 报 告 " 控 制 危 险 废 物 越 境 转 移 方 面 的 进 展 " 1 5 / 

9/Add, 7)，第2 - 3段。 

同上，第1段。 

UÏÏEP/IG/80/3.《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第1 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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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够签署和批准此《公约》的各国政府尽快签署和批准此《公约》， 

使其尽速生效；该公约，连同适当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有关议定书最终将会把危 

险废物的生产及其越境转移减至最降程度； 

3 .促请各il政府考虑作出自愿捐献,以充临时秘书处的一般业务费用，使《公 

约》生效并执行其条款； 

4 .M执行主任在临时秘书处范围內制定方案，以便当发展中国家提出申请 

时，在公约所列举的领域中对它们提供援助； 

5 -，执行主任为筹资目的将此类方案提交给可能的捐助国； 

6.进一步要求执行主任保证化学品登记中心与临时秘书处密切合作,以避免 

工作重复和最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 

1 9 8 9年 5月 2 5 B 

第 1 2次会议 

15/34.拟订一项关于地球生物物种多样性 

.的国际法律文书 

理箏会， 

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使有关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国际公约合理化的报告。7' 

铭记着执行主任提交特设专家工作组第一次会议的关于使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公 

约合理化的说明， 7 2买中指出，生物物种多样性涵盖所有动物、植物及微生物物种 

以及它们所属的各个生态系统， 

7 ' U N E P / G C . lô/Q/Add .2. S 22-26 

7 2 U N E P / B i o . Di V. ] / 2 , S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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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刭有必要保存地球上生物物种多样性,特别是以协调和有效的方式î(î于现 

有的法律文书^协定，并通过一份新的适当国际法律文书，可能是采用纲领性公约 

的形式， 

认识到由于环:^道德、社会、经济和技术原因，生物物种多样性的保存和利 

用对于无害环境湘持久的发展、生物图继续起作用斧口人类的生存都具有前所未有的 

重要意义， 

：t识到设立了樘物遗传资源委员会,又意识到国际养护大自然及自然资源联合 

会就可能列入建议的地减生物物种多样性国际法律文书目前进行的条款草案工作， 

同:t任何有关地球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国际法律文书均应考虑到各种新的生物技 

术的整个影响， 

1 •赞赏地注:t到执行主任裉据理事会1 9 8 7年 6月 1 7日第 1 4 / 2 6号决 

定所采取的行动： 

2 ‧同：t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减少会引起丧失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自然资源,是 

一全球性的问题，需要持久的多边合作来加以解决； 

3 .，执行主任在现有资源范围内> 继续支持有效&^作，执行此领域中现有 

的国际文书湘协定； 

4 .注；t到经济方面的考虑,其中包括建立适当机构的问题，使利用生物物种多 

样性例如通过在生物技术的研制中使用遗传资源，而将其利益从获利者转让给生物资 

源的拥有者和管理者，以及建立适当措施便利为人类利益利用生物物种多样性技术的 

转让，这些都应在谈判未来任何保存生物物种多样性的法律文书时加以考虑； 

5 ,盪执行主任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与其他适当的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粮食和农 

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 

会、和国际养护大自然次自《资源联合会密切协作，再召幵数次生物物种多样性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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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工作组会议，在广泛社会经济;t义内，审议一项适当的新的国际法律文书的技 

术内容，和为了保存地球上生物物种多样性而可能通过的其他措施； 

6 . 执行主任根据特设专家工作组的最后报告与各国政府协商并在现有资金 

范围內举行一次法律和技术专家特设工作组会议，其任务是就一项地球生物物种多样 

性国际法律文书进行谈判； 乂 

7 . 促请有能力的各国政府提供必要的财务和技术 资源，使特设专家工作组能够 

充分发挥有效的作用，尤其使发展中S家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参与会议； 

8 .】1执行主任根据现有资金的情况，将特设专家工作组的工作作为一紧急事项 

予以执行，以期尽快拟出此项国际法律文书草案以供通过； 

9 .进一步请执行主任向联合国 1 9 9 2年环境和发展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如果 

大会设立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理事会第十六届常会提交一份关于此议题的进展报 

土 

1 9 8 9 年 5 月 2 5日 

% 1 2次会议 

1 5 / 3 5 .保护臭氧层方面的进展 

理事会， 

1. 满葛地汪:t到《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已于1 、：） 8 8 年 9 月 2 2日生效， 

《关于消耗臭氧层的物质的萦特利尔议定书》已于1 9 8 9年 1月 1日生效； -

2 . 從谞所有尚未加入《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国家都成为締 

约国； 

3. 欣赏地注:jgij在1989年3月5日至7日在伦敦召开的"貌孜臭氧层^卞义" 

上，不少国家宣布不久将加入为締约国或将认真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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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满葛地欢迎 1 9 8 9年 4月 2 6至 2 8日和同年 5月 2至 5日应荷兰政府 

慷慨邀请在赫尔辛基分别举行《维也纳公约》締约国会议第一次会i父"勒《蒙特利尔 

i义定书》締约国第一次会议
7
*两者的成果,尤其是締约国要求需要紧抓《蒙特利尔议 

定书》的管制措施，需增加由《蒙特利尔议定书》管制的物质，又指定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为《维也纳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秘书处； 

5..钛赏地注^到芬兰政府表示愿:t拨款860万芬兰马克1^进发展中国家从 

事《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范围内的活动； 

6.欢迎掷威政府提议每年为一国际气候基金拨出a民收入总额百分之0. 1 

或6亿挪威克朗，^果其他工业国家也愿意如此做； 

7 .注意到在赫尔辛基的八十二个国家政府^欧洲共同体于1 9 8 9 年 5 月 2 

曰通ii赫尔辛基《保栌臭氧层》宣言"，其中各该政府邀请所有国家成为《维也纳 

公约》*《萦特利尔议定书》的締约国；同意尽速但不迟于2 0 0 0年逐步终止议 

定书管制下的氟氯烃的生产^消费，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珠情况，逐步终止生产 

卣烃树脂（哈龙），一俟可行即尽速减少消耗臭氧层的物质，以方法和资源加速发 

展环境能接受的替代化学品，方便发展中国家获得有关资斜、研究成果湘训练机会， 

并建立适当筹资机制以利技太转让； 

8 .强调经先后修正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是其締约国可利用的法律文书,借 

以控制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消耗； 

9 .执行主任支持《维也纳公约》^《萦特利尔议定书》締约国通过的活 

动直到设立信托基金^常设秘书处为止。 

1 9 8 9 年 5 月 2 5日 

第 1 2次会议 

"见"締约国会议第一次会议工作报告"（ U N E P / O z L . C o n v . 1/5) 

7 *见"索特利尔议定书締约 E第一次会议工作报告"（ U N E P / O z L . P r o . 1/5) 

" U N E P / O z L . Pro. 1/5,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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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6.全球气候变化 

理箏会， 

回顾其1 9 8 7 年 6 月 1 8日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第 1 4 / 2 0号决定， 

确认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固然是重要的,但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可能后果的知 

识^理觯正在迅速增长， 

强调发展中S家科学界的参加、因此它们国内智力资源的发展，是对于了觯全 

世界的大气状况和气候变化极为重要的， 

并强调在一个广泛的国际基础之上去讨论整个一系统有关气候的措施的重要性, 

又确认越来越多的国家已表示准备采取决定性行动来保护全球气候， 

念及大会 1 9 8 8年 1 2月 6曰题为"为当代和后代人类保护全球气侯"的第 

40/53号决议，其中承认气侯变化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并断定必须及时采取 

行动以便在全球范围內来处理气候变化的问题，及请联合11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和 

1^界气象组织总干筝通过政府间气候变化l'5J超研究团开展这种行动， 

注 意 到 1 9 8 8年12月在罗得岛举行的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元首或政府首脑会 

议强调有必要在一些如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问题去作出一项有效的国际对应， 

注 意 到 1 9 8 9 年 2 月 在 渥 太 华 举 行 的 关 于 保 护 大 气 问 题 法 律 和 

政策专家国际会议的报告，其中建议要制订一项或多项附有适当议定书的国际公约, 

以便通过它们迅速采取13际行动，来保护大气并限制大气变化的速度 

" 见《保护大气层：法律和政策专家国际会议，1987年2月20日至22日， 

加拿大安大唂渥太华》，"法律和政策专家会i义声明"，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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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1 9 8 9年 3月 5曰至 7曰有 1 2 3个国家参加的关于"柩救臭氧层"伦 

敦^议的主席发出的文告，除其他外其中指出，保护臭氧层的行动将会同时减轻全 

球转暖引起的影响，而后者对于一些地势低的发展中国家构成特别严重的威胁，" 

注意到1 9 8 9 年 3 月 1 1曰在海牙举行的24个国家最高政治阶层代è会议 

通过了一项关于对大气的威1特别是大气转暖和臭氧层退化的宣言， 

注意到荷兰政府和挪威政府倡议设立一个世界气候基金并愿意为基金提供捐款， 

又注意到气候变化问题政府间研究团进行中关于财政措施的工作以利执行响应 

气候变化的战略， 

鼓励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进一步强化国际筹资机制,包括一个可能的气候 

基金来增加援助，特别是援助发展中国家，以便犰行保护环境使其不受气候变化之 

害的国家*国际政策， 

并注意到1 9 8 9年5月2曰82个国家,tn欧洲共同体在赫尔辛基通过的宣言， 

在其中它们念及一些消耗臭氧物质正就是强有力的导致全球转暖的温室气体，同：t 

对《萦特利尔议定书》所管制的含氟氯烃要尽速但不得迟于公元2 0 0 0年逐步停 

止它们的生产和消费，特别照顾到发展中S家的特殊情况， 

P调不时修正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是其締约国可利用的法律文书，借以控制 

臭氧层消耗物质的生产和消耗， 

有必要在保护大气的范畴內采取新的防止全球转暖现象的措施， 

1.满；t地注意到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葶会和联合固环境叛划署理事会两 

者的适当决定设立了政府间气候^化问题研究团，是一个特设政府间工作组； 

2 ‧M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与世界气象组织总干箏充分合作，与政府 

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团协商决定其内部组织湘，、其预算及筹资办法； 

" U N E P / 0 Z 1 . Pro. 1 / 5 ,第1 1段。 

7 8间上，附录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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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授权环境署执行主任继续大力支持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团的工作; 

4 -吁请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专门机构和国际组织、包括原子能机构、有关政 

府间^非政府组织充分支持并积极参与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团的工作； 

5 . ^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团采取必要步骤，确保发展中国家在科学ifp 

政策上参加它的工作，并建议国际社会在这方面提供援助； 

6 .注意到大会第43X^53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0段所反映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 

研究团内部达成的协议，其工作包括下列几项主要任务，每一项任务由一个工作组 

去完戍， 

(a)评估现有关于气候^化的科竽知识； 

Co)评估气候变化的环境及社会和经济影响； 

( 0 拟 订 对 应 战 略 。 " 

7 -苤_^ ^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团有意孝迟在 1 9 9 0 年 9 月 或 1 0 月 

通过一个临时报告；8° 

8 -确认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团属下的对应)t略工作组1 9 8 9 年 5 月 1 0 

日至12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会议所作出的^定，即它的工作计划內容是辨定与 

评估一系列执行对应战的措施，计分法律措施，包括-—项可能的关于气侯变化的 

纲领性公约的要点，技术ft施，财务措施，经济揞施及教育搢施； 

9 . 环境署执行主任协同世界气象组织总干筝着手进行关于一项气候公约 

3?礎商会议的筹备工作，要注意到政府间气候变化冋超研究团的工作以及不久前和 

今后关于这个题目的ili际会议的讨论结果； 

"《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团第一届会i义报告》（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世界气候方案出版丛书》（ i F C C - i y T E - N o . 2 6 7 ) 第 

a 2段和 3 . 3段。 

8 ° 同 上 ， 第 3 . 1 2段和 4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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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议在通过政厨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团的中期报告后即尽速开始这种磋商 

11.建议各国政府和主管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在筝待逄苘结果的同时,就 

处理气候变化问题一系列可采取的措施进行审议，以扭转气候变化可能有害的影响, 

并消除这种现象的造因，并制定方案，执行适合于各本国需要的那些措施，其中包 

括： 

(a) 加入《关于消耗臭氧层的物质的«特利尔议定书》（如果它们还未这样做）, 

并以最快的速度执行其管制措施，在可能情况下以尽可能短的时间采取if0执行比《议 

定书》、规定的更严厉的管制措施，其最终目标是尽可能消除受管制的物质的排放，以 

按照《保护臭氧层赫尔辛基宣言》更好地保护臭氧层并使全球气候不起变化； 

(b) 打击滥伐森林现象、加快植树造林方案的实施，以为陆地生态系统中的大气 

碳提供一个 天然储藏库； 
« 

(c) 促进在国民经济的供应部门*使用部门中提高能源效率和保存能源的方案， 

适当时可确定目标*宗旨； 

(d) 工业化国家通过行动战略，包括适当应用规则和技术，以备控§1稳定和 

减少国家排出的温室气体，在国家经济的生产和消耗部门有效使用能源，制定适当 

目标和目的，第一步是稳定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出，开发不产生危害全球 

气候的温室气体； 

(e) 在发展中II家通过同样行动战略，一方面不妨,它们发展的力量，以最佳 

办法使用能源生产和消耗系统，既安全、又节省、又有效，并尽量减少排出危害全 

球气候的温室气体； 

(。查明和尽可能加强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旳现有,际法律文书； 

12.,方案和协助措施的制度化，包括技术转让，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避免 

全球气候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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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议各国政府,考虑到对全球、区域和'地方气候及其响的科学知识的 

需要，继续勒在可能时加强它们支持"世界气候方案"；fp "国际陆圈一一生物圈方 

案"的活动，包括对大气的组成和气候状况进行监测，并进一步建议国际钍会支持 

发展中SI家参与这些科学活动的努力。 

审议了执行主任依照其1 9 8 7 年 6 月 1 8日关于îîê进环境技术的转让的第14/ 

1 6号决定的第 4段，^各国政府逬行协商的结果8 ' , 

1. 促请联合Ë环境规划署继续行便其催化任务，会同各国政府，工业界，研究 

组织和其他有关机构，化进厥立一个可任各方分享此种资料的网络； 

2 . 邀请各ëJirt寻求双边和多边安排，为环保技术的输出提供财务支助，特别 

要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啬旻； 

3 . 并邀请各国政府积极提倡举行座谈会，展笕会和训练班，以支*对现有环保 

扠术及其运当>EI用所需昀知识，作更有效^资料传布； 

4 . £，其第 1 4 / 1 6号决定，特別是正文第 1 , 2， 3，和5段所载的各项建议 

继续有效，其中： 

(a)鼓励各国政淀进环保技术的交流和转让，以及环保技术方面的直接工 

业联系； 

8 ' U N E P / G C . 15X9/Aàà . 2 / S u p p l e m e n t 1,第12—21段。 

1 9 8 9 年 5 月 2 5日 

第 1 2次会议 

15/37.促进环境保护技术的转让 

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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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i促请各国政厨及政府间贸易组织审查污染制技术的贸易条件，以^找 

出并尽量减少贸易障碍； 

(C)鼓励各国政府分享公共研究和示范结果及关于非专有环保技术的资料； 

(d/邀请联合11系统内处理技术转让问If的各专门机构和其他成员，特别是 

工发组织，联合Ê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各区域委员会，设法促进环保技术的转让.-

1 9 8 9 年 5 月 2 5 日 

第 1 2次会议 

15/38.环境测量的协调 

理事会， 

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改进和协调环境测量的报告"， 

1. 注蕙到由德;t志联邦共和国自愿捐款在慕尼黑举办的处理环境测量的协调 

的计别项目e，； 

2. ！执行主任与有关各国维持联系，争取对这个计划项目的支持； 

3. 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财务资源和借调工作人员等,借以协助这个 

计^项目实现其目标； 

4 . 促请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参加这个计划项目； 

5. 再请执行主任就该计划项目的情况向理事会第十六届常会提出报告. 

1 9 8 9年 5月 2 5日 

第 1 2次会议 

" U N E P / G C . 15/9/Add . a ^ o r r . 1 , 第 1 8 —2 1 & 

"同上，第 2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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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9.工业意外事件 

理筝会， 

1 .欣赏地注意到执行主任在工业意外事件方面的种种活动"； 

2 . ^各国政府、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特别是工发组织，其他国际组织、 

非政府组织及全世界的工业界，支助地方一级工业意外事件的意识勒防备措施； 

3 • M 执 行 主 任 ： 

(a) 建立一小由各组织^专家组成的网络，以方便预防工业事故的资料* 

技术的交流，并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提供援助； 

(b) 就其工作结果向理事会第十六届常会提出裉告。 

1 9 8 9 年 5 月 2 5日 

第 1 2次会议 

1 ^ 4 0 .环资系统：国际环埂资嵙系统 

理事会, 

1. 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1 9 9 0年代环境资料交流世界会议的报告以及环资 

系统的进展情况8-〗 

2. 请各国政府充分利用环资系统提供的服务,并视要加强其环资系统国 

家联络点； 

3. 要求执行主任考虑加强环资系统的可能办法,要頋及上述执行主任报告里 

所载 1 9 9 0年代环境资料交流世界会i义的各项建i义 

" £ U N E P / G C . 15/9/Add .2/Sup pie m e n t 3 ,第 2 0 - 2 2段。 

" 同上，第 1 — 5段。 

8 6同上，第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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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要求执行主任在可用资源范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犬和业务瑗助,使它 

们有效参与环境资料和经验的国际交^ 

1 9 8 9年 5月 2 5日 

% 1 2次会议 

1 5 / 4 1 .环境影响评价 

理事会， 

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报告8、 

重申环境影响评价是促进环境问题并入规划和方案执行的有效工具，有助吁确 

定潜在的不利影响和若要避免就需要的额外资源， 

1. 注:t到执行主任的报告; 

2. 促请各国政府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的目标与原则"的应用; 

3 . 授权执行主任继续就这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模式,向各国政府及有关的国际 

组织征求意见。 

1 9 8 9年 5月 2 5曰 

% 1 2次会议 

1 5 / 4 2 .额外资金来源 

理事会， 

回顾其1 9 8 7 年 6 月 1 6日第 1 4 / 3 3号决定， 

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额外资金来源的报告 

慼谢曾为联合国环境方案工作人员的任命和为信托基金的各项活动提供资金或曾 

为方案內其他计划项目作出对应捐助的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区域银行， 

87 U N E P / G C . 15/9/Aàd. 2 * C o r r . i ,第 1 0 ~ ~ 1 7段。 

88 U N E P / G C . 14/17,附件三， 

8， U N E P / G C . 15/10/Ad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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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需要特别慎重,务便联合国宪鞏第100和101条关于工作人员的任命 

(包括由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人公司提供资金者在內)的各项规定充分受到尊重， 

赞赏地注意到非政府组织和私人公司对环境方案作出的现金和实物捐助， 

1 . ，各国政府继续和增加它们以提供资金的方式支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雇 

用额外工作人员，其中初级专门人员和资深人员两者均有，包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工 

作人员： 

2. ，各SI政府增加它们对方案內特定活动的财务支助，但以此种增加不妨 

碍维持或增加对环境基金的捐助为限； 

3 -促请政府间组织,区域银行，非政府组织和私人公司增加它们对核定方 

案內各项活动的财务支助； 

4 .适执行主任根据理筝会确定的优先次序，继续努力争取各国政府，政府 

间组织，区域银行，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的额外支助，无论是对于任用頟外工作人 

员，或是对于特定计划项目的对应捐助或捐助实物； 

5.a执行主任确保一切募捐活动都能经费自给，对于经常预算或环境基 

金都不牵涉财务或其他问题，但是交换所股的员额经费可由环境基金提供； 

6 .并请执行主任继续努力，建立尽可能多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家委员会; 

7 .并请执行主任就本决定的执行情况向第十六届常会提出报告。 

1 9 8 9 车 5 月 2 5 日 

第 1 2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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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4 3 .信托基金 

理事会， 

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信托基金管理情况的报告 

1. 注:€到信托基金昝理情况报告; 

2. 表示感激各[g政府对各项信托基金的捐款; 

3. Jji各国政府按时交纳它们对信托基金的捐款，并于可能时，在此项捐款 

有关的年度开始前交纳； 

4. 批准,延长一般信托基金如后，但须经关系政府认可和联合国秘书长核准: 

(a) 保护和开发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科威特、阿曼、 

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海洋环埂和洛海地区区域信托基 

： E T " "延长至 1 9 9 1年 6月 3 0日； 

(b) 执行加勒比环境方案行动计划区域信托基金一一延长至1 9 9 1年 

1 2月 3 1 B; 

(c) 东非区域海洋信托基金一一延长至1 9 9 1年 1 2 月 3 1日； 

5. ！^，延长一般信托基金如后，但须经校节长核准： 

(a)执行保护和开发东亚海洋环垸和;^海地区行动计划区域信托基金一一 

延 长 至 1 9 9 1 年 1 2 月 3 1 日 ； 

M保护地中海免受污染信托基金一延长至1991年12月31日； 

(0保护和开发西非和中非区域海洋环Î冕和潛海itiî,区信托基金一一延长至 

1 9 9 1年 1 2 月 3 1日； 

?0 uîJEP/GC • 15/1 Q/Add • 4和 S u p p l e m e n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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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批准设立新的一般信托基金如后,佢须经秘书长核准： 

(a)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环境训练网信托基金，1 9 8 9年 7月 1曰生效，至 

1 9 9 1年 1 2 月 3 1日止(据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第六届部长级环境会议决^"； 

(b)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信托基金，1 9 8 9年 1 0月 1日生效，至 

1 9 9 3 年 3 月 3 1日止； 

(C)《关于消耗臭氧层的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信托基金，1 9 8 9年10 

月 1日生效，至 1 9 9 3 年 3 月 3 1日止； 

( d )全球环境和人类对持久发展的响应会议信托基金， 1 9 8 9 年 3 月 1 

曰生效，至1 9 9 0 年 2 月 2 8曰止； 

7 . 批准在暂行基础上设立一般信托基金如后,侣须经关系政府和秘书长认 

可； 

(a)《控制危险度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信托基金，为期二年， 

自公约生效后那个月的第一日生效； 

8 . 赞许地注意到执行主任按照秘书长授予的杈力延长技术合作信托基金如后： 

(a) 由瑞典政府提供资金、促逬工业、环境和原料管理方面技术合作和援劢的 

技 术 援 助 信 托 基 金 ~ ~ ^ 长 至 1 9 9 1 年 1 2 月 3 1 曰 ； 

(b) 由德意志联邦共和SI提供资金，实施安第斯生态系统环境管理和保护综合 

试行计划（秘瞢卡哈马卡）的技术援:助信托基金一延长至1 9 8 9年 1 2月31曰； 

(C)由挪威政府提供资金，通过为处理严重环境问题的方针提供顾问，支助 

交换所机制的技术合作信托基： â ̃延长至 1 9 8 8年 1 2月 3 1曰； 

，'见拉丁美洲湘加勒比地区第六届部长级环境会议【UNEPH^:LAC—19.VI/6,通过的 

"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环境事务区域合作高级政府专冢会议决定"11989^ 3月 

2 7日至 2 9曰，巴西利亚），附件四，附件，决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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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由芬兰政府提供资金，向发展中 i l家提供頋问服务的技术合作信托基金-一 

延长至1 9 8 9 年 1 2 月 3 1日； 

(e)由芬兰政府提供资金，向南部非洲发屉协调会i义秘书处提供专家的技术合 

作信托基金一延长至1 9 8 9 年 1 2 月 3 ' 1 曰 ； 

(t)由德;t志联邦共和国提供资金，控制环境危害健康和增进化学安全的技术 

合作信托基金一延长至 1 9 8 9年 1 2月 3 1曰； 

9.赘许地注意到执行主任按照秘书长授予的权力设立技术舍作信托基金如后: 

(a) 由瑞典政府提供资金，供绐初级专门人员的技术合作信托基金，没有明定 

届满日期； 

(b) 由荷兰政府提供资给初级专门人员的技术舍作信托基金，没有明定届 

满日期； 

(C)由芬兰政府提供资金，供给初级专门人员的技术合作信托基金，没有明定 

届 满 曰 期 ； 

(G)对环境署全球资源资料数裾厍提供专家的技术合作信托基金，至1 9 9 1 

年 1 2 月 3 1日； 

(e) 由德意,t、联邦共和国提供资金，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关于环境认识和机构的 

活动的技术合作信托基金，至199 0 年 1 2 月 3 1 曰 ； 

(f) 由荷兰政府提供资金，向环境署提供专家协助拟订和执行有关气候变化的 

各项可能对策的技术合作信托基金，至199 1 年 6 月 3 0 曰 。 

1 9 8 9年 5月 1 9 B 

笫 次 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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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4 4 . 环 : ^ 金 ： 1 9 8 7年 1 2 月 3 1日终了的 

1 9 8 6 - 1 9 8 7两年期财务报告和审定决算 

理事会， 

回顾大会1 9 8 8 年 1 2 月 2 1曰第4 3 / 2 1 6号决议，其中大会接受了审计 

委员会的各项财务报告和审定财务报表及审计意见，核可审计委员会及行政和预算问 

颞咨询委员会载在它们各自报告中的评论和意见，并请各有关组织和方案的执行首长 

立即在它们职权范围內采取补救行动响应审计委员会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 

«和意见并就此事向它们的理事机构提出报告； 

1 .注意到审计委员会报告中所载执行主任对该报告"的评论，^执行主任 

的说明，，中所载他对于行政^预算问颞咨询委员会的意见的评论； 

2 - 还注意到 1 9 8 7年 1 2月 3 1日终了的 1 9 8 6 — 1 9 8 7两年期联合 

Sif境方案基金的财务报告和决算； 

3 .资执行主任就响应咨询委员会的涉及联合国环境方案的;t见9*而采取的 

行动向理事下届常会提出报告。 

1 9 8 9 年 5 月 1 9日 

第 9次会议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正式审议，补编第号》 l A / 4 3 / 5 / A ( i d . 6 ) ,第六章. 

" U I Î E P / G C . 1 5 / L . 4 ,第 2段， 

" A / 4 3 / 6 7 4和 c o r r . l ,第5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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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方案和方案支助费用 

理事会， 

回顾其1 9 8 7年 6月 1 ' 6日第 1 4 / 3 5号决定的第6段，理事会按照该段核 

准为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方案和方案支助费用预算拨款25, 846, 300美元， 

了关于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方案和方案支助费用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其中审査了该预算至19 8 8年 1 2 月 3 1日为止的执行情况，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 

咨 询 委 员 会 的 有 关 « , " 

也审议了执行主任为环境基金 1 9 9 0 - 1 9 9 1两年期预算提议的方案和方案 

支助费用预算，"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1 .注;^到{义行主任关于198 8 — 1 9 8 9两年期方案和方案支助费用预 

算执行憒况的报告和行政和预算问题委员会的有关裉告； 

2 .注意到执行主任1 9 « 8年对方案和方案支助费,3作到了符合1 9 8 4 

年 5 月 2 8曰理事会第1 9号决定第2段所定的标准，限制在估计捐款的百分 

之三十三以内， 1 9 8 9年也将努力如此去作； 

3 .再次认可前已授权的 1 9 8 8— 1 9 8 9两年期方案和方案支助黌用预 

算拨款25， 846, 300美元，连同执行主任提议的按方案和支出用途分列的订正分配 

办 法 ； " 

" U F E P / G C 15/lQ/Add 1和 C o r r . 1。 

，6 U U E F / G C 1 5 /丄. 2 .第 3段至 1 lli» 

" U IT E P/GC 15/lQ/Add 2和 C o r r . 1。 

，8 UUEP/GC 2.第12段至24¦ito 
， ， U N E P/GC 1 5/10/Ad d 2和 C o r r . 1 ,表 4和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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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并批准199(>~1 991两年期方案和方案叉助费用预算拔款29.087.000 

美元，^同概葺中提议的按方案和支出用途分列的支出分配办法；" 

5 . « 1 9 9 0 - 1 9 9 1两年期中： 

(a) 环境方案下特别任务主任兼执行主任助理的！) 一 2名？!调到执行主任 

办公室； 

(b) 一名 D— 1^—名当地支助人员调到执行主任办公室； 

6 .批准执行主任的提议,将治沙方51活动中心、四个区域顾问和他们四个 

当地支助人员的费用连同给予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的机构费用赠款由方案和方 

案支助费用预算#到基金方案活动预篝； 
100 

7 . ^执行主任锘记着可运用的资源，以符合有效执行环境方案的最经济、 

最有节制的方式，经管1 9 9 0— 1 W 9 1两年期方案和方案支助费用预算的拨款； 

8 .并请执行主任就 1 9 9 0—19 9 1两年期方案和方案支助费用预算第 

一年的执行情况向理事会第十六届常会提出报告， 

1 9 8 9年 5月 1 8日 

第8次会议 

100 同上，第1 8段(a>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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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6. 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环境基金的詧理 

及1 9 9 0— 1 9 9 3年期间资源的利用 

理事会， 

审议了执行主任的1 9 8 7年和 1 9 8 8年报告，'°'以及他的关于1988 — 19 

89年环境基金瞢理及1 9 9 0— 1 9 9 3年资源利用的建议报告，'。2 

1. 鱼在 1 9 8 8 年 和 1 9 8 9年增加其对环境基金的捐款或认捐额的各国政 

府,并向已经表示将在今后年度增加其对环境基金的财务支持的各国政J^,彔示感 

置； 

2. Jiff尚未向基金作出1 9 8 9年认捐的各国政府尽速认捐，并做到使捐款 

额超过1 9 8 8年水平； 

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必需大量增加基金资源的蒽见； 

4. f步呼吁各国 è府向 1 9 9 2— 1 9 9 3两年期认捐时，尽可能以不断增 

加的比率认捐，以便执行主任能够在稳固的基础上规划未夹方案； 

5. 表示感谢在该两年中较早缴付捐款的各国政府； 

6.敦從各国政府在有关捐款年度的上一年之年底前或尽可能在有关捐款年度 

之年初就缴付捐款； 

T. M i l l 9 9 0 - 1 9 9 1两年期的基金方案活劫拨款为6, 800万美元； 

8. 决定该两年期的基金方案活动拨款作如下分浓： 

U U E P / G C 1 5 / 3和 4。 
U W E P / G C lô/lQ/Add. 3和 S u p p l e m e n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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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预算项目 1990-1991 百分比 

-

千美元 

1 -大气 2 700 4.0 

2 .水 3 4 0 0 5.0 

3.陆地生态系统詧理 11 900 17.5 

4 .海洋 7 000 10.3 

5 .陆岩层 600 0.9 

6.人类住区和环境 1 300 1.9 

7.人类健康和福利 1 500 2.2 

8 .能源、工业^运输 4 300 6.3 

9 . ̂ 平、安全和环境 400 0.6 

1 0 .环境评价 14 800 21.8 

1 1 .环境管理措施 3 900 5.7 

1 2 .环境意识 g 000 13.2 

1 3 .技术和区域合作 7 200 10.6 

共 计 68 000 100.0 

9 , m i 9 9 0 - 1 9 9 1两年期基金方案准备金拨款400万美元： 

10 . ！执行主任为1 9 9 0 - 1 9 9 1年基金方案活动分拨款项，确保理事 

会核定的核心活动在执行上获得第一优先： 

11 .再次确认Î<L行主任有权在1 9 9 0 ̶ 1 9 9 1年基金方案活动的总拨款 

范围內对每个预算项目的分配数作2 0 %的调整； 

12 .再次强调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基金的清偿能力: 

13 .授权执行主任为1 9 9 2 — 1 9 9 3年基金方案活动承付不超过1, 600 

万美元的预先承付款项； 

1 9 8 9 年 5 月 2 2 g 

第 1 0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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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决定 

理事会第十六届常会的临时议程、日期及地点 

1. 理事会在 1 9 8 9年 5月 2 6日的第 1 4次全体会议上决定，按照议事规 

则第 1 , 2和 4条，于 1 9 9 1 年 5 月 2 0日至 3 0日在内罗毕举行第十六届常会。 

2. 理事会还决定于该届会议开幕的前一天下午，即1 9 9 1 年 5 月 1 9日（星 

期日）下午，举行各国代表团团长的非正式协商会议。 

3 . 理事会核可第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如下： 

1. 会议开幕。 

2. 会议的安徘： 

(a)选举主席团成员； 

( W通过会议议程和工作安排。 

3 . 代表的全权证书。 

4 . 执行主任的报告。 

5 . 环境状况报告。 

6. 协调问题: 

(a)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舍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之间的合作； 

(b)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报告。 

7. 方案事项，包括《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8 . 环境基金及行政和其他财分事项。 

9 . 第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日期及地点。 

1 0 . 其他事项。 

1 1 . 通过报告。 

1 2 . 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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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毪事会第十五届会议收到的文件滑单 

文 号 标 题 

U : N E F / G C 

U N E P / G C 

U N E F / G C 

U N E P / G C 

UIïEF/GC 

U N E F / G C 

15/1 

IS/l/Adâ. 1和Corr. 

15/2 

15/3 

15/4 

15/5和Corr. 1和 2 

UlïEFy/GC. 1 S/S/Ad d 1和Corr. 

和 S u p p l e m f m t 1 

U K E F / G C 15/5/Add 2 

U N E P y c c 1 5/5/Ad d 3 

U E E F / G C 15/6 

U N E P / G C . 1 S y e / A d d 1和Corr.； 

和 S u p p l e m e n t 1 

临时i义程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 

执行主任的各项报告：摘要和建i义理事会 

米取的行动 

执行主任1 9 8 7年度报告 

执行 i任 1 9 8 8年度报告 

执行主任的介绍性报告 

对交换所进行外聘评价的结果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拉伯领土的环 

埂状况 

环％署的区域办搴处系统 

大会第四十二和四十三届会议各项有关决 

议的后续执行：摘要和建议事会米取的 

行动 

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7和 一 

1 9 8 8年各届会议与环境署直接有 

关的诸项决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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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JiEF/GC 2 

UïfEF/GC IS/e/Add. 3和 

S u p p l e m e n t 1̶12 

4 

U U E P / G C 15/7 

U E E P / G C 15/7/Add. 1 

U ^ E P / G C . 15/7/A(là 2 

DIJEP/GC 15/7/Add. 3 

U U E F / G C 15/7/Adâ. 4 

UJ^EP/GC 15/Z/Adà. 5 

U17EF/GC 15/8 

U N E F / G C 15/8/Ad(i. 1 

U B E P / G C 15/8/A(id 2 

15/8/Adà. 3 

4 

关于《到公元2000^及兵后的环境展望》 

的第42/186号决议和关于《世界环境与 

发展委员会的报告》的第4^/187号决议 

执行情况 

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各组织、各署的理事机 

抅关于大会第 4 2 / 1 8 6号和 4 2 / 1 8 7号决 

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举行联合&环境和发展会i乂的问题 

环埂状况报告：摘要和建议理*会米取的行 

动 

公众与环埂： 1 9 8 8年环境状况 

1 9 8 9年世界环境状况 

新近出现的环境问题 

1 9 9 0年环境状况报告"儿童与环境" 

的纲要 

环埂状况报告：垤事会各项决定的执行情况 

协调问题：摘要及建议理事会米取的行动 

联合là人类住区（生現）中心执行主任和联 

舍！！！环^划署执行主任联合提出的进度裉 

告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报告 

行政协调委员会提交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的 

1 9 8 8年报告 

1 9 9 0 - 1 9 9 5年全系统中期环境方案 

订正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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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ïEF/GC 15y9/Add 1 

UITEFy-GC 1 5/9/Ad d. 2和Corr. 1 

和 S u p p l e m e n t l和 2和 3矛 P C o r r . 

UIIEP/GC 

U U E P / G C 

1 d. 3 

15/9/A(ld. 4 

U N E F / G c is/g/Ada. 5 

U E E F / G C 15y9/Add. 7 

U N E P / G C . 15/10 

U N E F / G C 15/ia/Add 1和 

C o r r 1 

UK E F / G C 1 5/1 Q/A d d. 2和 

C o r r 1 

15/lQ/Ada 3和 

S u p p l e m e n t 1 

U N E F / G C 15/lQ/Aàa. 4和 

S u p p l e m e n t 1 

方案事项，包括《；^抗沙漠化行动计划》 

的执行：摘要和建议埋箏会永的行动 

1 9 9 0 - 1 9 9 1两年期环-寃署方案概 

算 

要堙事会提供政策指示的方案事项 

保护臭氧层方面的进展 

1 9 8 7 - 1 9 8 9年《对抗沙漠化行动 

计划》的执行情况 

环境领Jfe的S际公约和i义定书 

秘书长关于倾弃核废料对于环境的影响的 

报告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方面的进展 

环境基金、行政和其他财务事项：摘要和 

建议由垤事会米取的行动 

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方案和方案支 

助费用预篝的执行情况报告 

环境基金 1 9 9 0 — 1 9 9 1两年期提议 

的方案和方案克助费用预篝 

1 9 8 8 - 1 9 8 9年环境基金的管理以 

及对1 9 9 0— 1 9 9 3年资源利用的建 

议 ， 

信托基金的管理 

U K E P / G C 5和 C o r r . l额外资金来源 

U N E F / G C 15/11 向环^1#常驻代表委员会会议提供语;^艮 
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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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7EF/GC 15/1 n f 1 第十五届会议文件编制情况报告 

1 5 / 1 nf. 2 

U N E F / G C 1 5/1 n f 3 

U K i P / G C la/Inf. 4 

U N E F / G C 15/T:nf 5 

U K E P / G C 1 f 2 

U N E F / G C 15/In.f 7 

U H E F / G C 15/Ii 1 

15/X, 2 

U N E P / G C 1 5 / ; 3 

U N E P / G C 15/1^ 4 

U N E P / G C 15/Ii 5 

U N E P / G C 15/Ii 6 

环-兒方面的国际条约和具他协定登记簿 

环Î見署到1 9 9 5年的指标与孩定的1 9 

9 0 - 1 9 9 5年环現署中期计划之间的 

关系 

关于联合111环境规划署（环-冕署）和联合 

国兵他组织之间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气候变化的可能对策：贝杰研究所挺交联 

合国环現规划署的一篇报告的执行摘要 

与会人员最终名单 

阿拉伯环境事务邵长遮事会执行局主席于 

1 9 8 9 年 5 月 1 8日致联舍国环墁JiL划 

署执行主任的照会 

联合检查组：联合111系统对保存和管ÎI西 

亚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贡献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方案和方案支助费用预算 

执行情况报告及提议的1990—1991两年 

期方案和方案支助费用预算的报告 

巴西和委内瑞拉常驻代表及哥伦比亚代办 

1 9 8 9 年 5 月 1 0日致执行王任函 

环 ^ 金 ： 1 9 8 7年 1 2 月 3 1日终了 

的 1 9 8 6 — 1 9 8 7 两 年 期 财 务 报 告 和 

审定决篝 

信托基金：常驻代表委员会提出的决定草 

环境状况报告：常驻代表委员会提出的决 

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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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P/GC 15/1'. 7 

UHEP/GC ISyii 8 

UKEP/GC 15/A 9 

u i T E r y o c isyii 10 

UNEF/GC 1 5 / I i 11 

UUEF/GC 1 5 / I i 12 

UUEF/GC 1 5 / I i 13 

UKEP/GC 15/1, 14 

UHEF/GC I 5 / I 4 15 

UKEP/GC 16 

UNEP/GC 1 5 / I i 17 

UNEF/GC 1 5 / I i 18 

额外资金来源：常驻代表委员会提出的决定 

革案 

向环現署常驻代表委员会会议挺供语文服务 

[~题：常驻代表委员会提出的决定萆案 

环境基金： 1 9 8 7年 1 2 月 3 1日终了的 

1 9 8 6 - 1 9 8 7两年期财务报告和审定 

决糞：常驻代表委员会提出的决定草案 

大会第四十二和第四十三届会议和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1 9 8 7年和1 9 8 8年届会通过 

的与联合国环i見规划署直接有关各项决议和 

决定的执行情况：常驻代表委员会提出的决 

定草案 

沙漠化：常驻代表委员会提出的决定草案 

需要理事会提供政策指示的方案窖项：常驻 

代表娈员会提出的决定草案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报告：常驻代表委员会提 

出的决定草案 

1 9 9 0 - 1 9 9 5年全系统中期环^案 : 

常驻代表委员会提出的:^定草案 

方案和方案叉助费用：常驻代表委员会提出 

的决定草案 

区域办事处制度：常驻代表委员会提出的决 

定草案 

方案事项：环境方面的国际法律文书：常驻 

代表委员会提出的决定草案 

联合检查组：联合国系统对西亚文化和自然 

it/^的养护和瞥理的贡献：常驻代表委员会 

提出的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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