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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l n e s e 

p a g e 砧 

序 言 - - ¨ 

1·1972年，联合检查组提出了关于联合国组织系统申水资源处理的一项扳 

告(^^^^月文^^^77步"3 )。这个报告的主要目的是审查如各组织任务申所规定的每 

个组织在这一方面的活动以便评价为了保证组织问协调而作出的努力并建议采取进 

一步步骤来订定关于水源管理问题的更为统一和更为有效的整个联合国系统办法。 

2·从那时以来，已取得很大进展。不过，有待完成的工作众多而复杂，此 

可在 9̂79年水源会议上通过的决定看得出来，这个会议以许多方法扩大了国际组 

织在促进私支助水资开发和健全管理方面的任务。这些决定产生的新责任和《国际 

一 一 一 

饮永供应和卫生十年》的肇始促使联检纽对联洽画泵统在这个领域的能力作出另一 

个评价。 

3，所以，这份新的报告要协助分析仍然损善最大成果的种种障碍和限制以及 

审查今后行动的趋势。在这样做时，检查专员要强调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的准 

备工作以便个别和集体地满足愿意实施《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建议的国家的需要。 

4丁携二章搁胡今后工作的性质和范围。它扼要讨论水源会议上商定的根本 

政策原则和承诺。第二章和第三章审查建议的措施和预期提供的支助连同摘自会议 

一 ^ 一 - 。 " - 一 一 一 一 一 

记录(第E^C O^E丫^^/22^专文件)的有关数据根据联检组直接收到的各组织 

和专门机构资料编制或摘自行政协调委员会提黄自然资源委员会的文件的有关 

数据。其余各章则讨论正在进行申的加强国际社会响应发展申国家需要的种种努力 

- 一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和探讨仍有待发掘的种种机条 

一 一 一 

一 " " ¨ 一 - " - 一 " " 

5·昨功这顶研究报告的一部分，"在水源领域积极活动的联合国系统的机构 

和机关指南"已作为联检组的一赘说明单釉印发，该说明扼要说明18个组织凹80-

1981的方案和活动。因为这项说明主要与各埋织的水源专家和行政协碉委员一套的一 

一 一 " 

一 " 一 一 - 一 一 

水资源秘书处间小组有关，所以只以英文印行和分发给有关组织。其复制本刊向日 



A/36仲虹 

C h i n e s e 

氏 辟 5 

内瓦万国官的联合检查组索既 

一 - 一 " 一 

6·检查专员欣然领谢花费一月时间收集和分析资料的一位顾问的宝贵协助并 

要向提供合作从他们那里得到资料和咨询意见的联合国系统的许多官员表示感谢。 

一 、 一 个 全 世 界 关 切 确 卓 项 -

7.在许多方面，联合国水源会议、它的决议、建议和《计划》是关于在全球 

规模上改善这一重要资源开发和管理的方法的一连串国际努力的颠峰。。在其他方 

--茁，站一会议表示这时认领域的靖组织行动的伊娩 

8「8.为了响应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亦在这个会议上加以规划的《国际饮水供应 

和卫生土一笔^1^8^□剪^」沪是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发起的，这个《十年》是马 

德普拉塔行动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强调承诺的迫切性及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必 

须为达到生境指标所需的行动订定适当优先序次。 

自从第一次"联合国关于自然资源保存和利用的科学会议"(1949年在成功 

湖举行)以来，联合国各组织和专门机构一直在积极从事与水源开发和合理利 

用有关的业务方案、研究和讨论。数十年来，粮农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卫生组织和气象组织发起、办理和支助政府间、区域 

和国家话动和项目鼻这些活动和项月是设计用来促进和利便关于水源评价和利 

用的资料和扶术知识的交流、训练专门人员、探讨和办理新的行动发展方案和 

公共江程以及有效管理资源。目前，整个联合国组织系统巷自然资源领域提 

供扶术合作和财政援助，利用己经取得的进度，并且了解有关的问题和限制以 

及为了有效处理极为重要的诸如卫生、粮食能源和人类住区等亡切有关经济 

和社会问题而采取一种统一办法和一致行动的需氨 

大会第35X^^号决议，198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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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i n e s e 

抽ge 6 

一个总括一切的范围 

一 一 

9·马德普拉塔会议的目的，原则上是要"交换关于水资源开发和水源利用的 

经验、审查新的技术以及促进更大的国际合作"。' 

10·不过，事实上这个范围已扩大到能够钮括关土水源客企方面伪洗前会议的 

结论和决定以便解决与资源开发和管理有关的全盘问题。早在1971年各成员国政 

府在自然资源委员会会议上达成的原有协商一致意见，即水源是"人类的一个主要 

沃期咱燃卜赘撅润惑羊乒乓功:夫家所芜分耳解和赞戎。^f从全盘以一种有条 

不紊和综合酌方接来处理人类面对的广大而复杂的水源开发问题这还是第一次，。 

1「·马德普盘冀;全蚁鲍范凋且垒擅蘸散墓丛或;遣国政府)代表在大会第二委员会 

会议k清楚预期，他说鉴于水源的重要性和可能缺水的严重后果，水资源和今后所 

需水源的一项世界性调查是恰到好处的。他强调"加强国际合作"的不可或缺和敦 

促《会议》进行 ĵ̂ 于供一切用途的目前和今后水资源的详细研究，从家庭用水到 

农业和工业用水，包括粮食生产用水的研菇有效利用水源的技术潜力和日益工业 

化引起的污染的危险亦需要评价、交换资料以及所有国家充分参加作出的和解决全 

' " 一 一 

部问题的种种决定"。 

^̂ 广如《行动计划》的世界性透视申所指出，水源会议的成果对于发达国家和 

发展申国家都很重要并有助于咖搔国际社会已经采取的作为一般基本政策的统一发 

展措施原则。 

13·&括一切的《行动计划->-及水掂-会议伪政策建议和决议现已被认为对于指 

导和加速资源开发和合理利用一事极为重要巴一 

" - 一 一 " " - 一 一 " 一 " 一 " - 一 一 " " 一 

'"经经社理事会第寸76K(^^市)号决议批推并得大会第351^(XXX)号决议拟可。 

一 " 

。 经 社 理 事 会 第 ^ ^ 7 2 ( L ) 号 决 认 -

^ E ^ ^ ^ 6 9 ^ 第 6 页 。 - 一 

。水源会议秘书长的发言(第卫^^^^^^ 70/29专文件)第102页。 

A^C·歹乍^R丁可^^^吗万二芍^^年散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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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雄 s e 

压 砷 ' 

一项国家政府的责任 

- 一 -

14r在《会议》上订定的政策抉择、准则和优先次序突出了经查明的问题的法 

律和体制方面以及各国政府在辨决这些方面的主要责氏特别是政治意志被认为 

是在国家和国际两级上努力满足水资源开发和健全搭理劫接律和体制需要方面的一 

个关键性因素。《会议》还强调指出任何外来援助和第三方面的参加不得与各国 

政府规划和办理旨在达到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目标的活动的主权相抵触。 

¨ 一 一 -

15·要达到《计划》的各项目标需要一连串基本上是公共政策和政府责任的措 

施，特别关于法律和行政规则的措施、规划和管理资源、选定开发优先次序、动用 

公私戒拇叫先及占妻弛屉家政俯和产或担际组玖合衔和协调。各国政府的责任还也 

括提高各国成功她解决目前和今后水源问题所需的准备工作永乎。 

160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上建议的工作方案包括这个领域的全盘可能活动。 

但是在国家一级上的要务是政府当局和行政机构应具有必要的法律、开发计划、工 

作人氏设备和财政资源来应付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工作，无论是短期的或长期的方 

面 。 -

- 一 " 

17·各国应组织起来必要时得通过一种水源政策纲领和订定明确而尽快开始行 

动的决定水平，。提供必要方法和推出解决办法以便根据它们的优先次序和需要执 

行 这 些 方 案 。 一 - " " 

许多国家伪政府己经报导^^^^ 7 / 1 1 7和1 1口号文件 ( ^ ^ ^ ^ ^ 申 
指出的《行动计划》执行进度，这两个文件是为经社理事会自然资源委员会第 
七届常会编制的。有时，这一方面的进度显然仍很缓慢和种种限制不易突破， 

一 - 一 

不 过 ， 一 般 讲 反 应 确 很 积 极 。 -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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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 如 e s e 

臣 钵 ' 

国 际 组 织 的 任 务 - 一 -

8̂0联合国系统也括在协助各国政府执行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方面负有一项特 

别重要任务的各组织。水源开发及其秩序井然的管理现在普遍被认为是改进人类 

经挤和社会情况的一个主要因素就同一个统一的发展办法一样以及为达成一种更加 

公乎的世界秩序所必不可缺。 

19·如《会议》秘书长所指出各国政府有机会"将新的活力输送给多边行动并 

一 一 

使国际社会能够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完诚诧已经扩大的任务。"' 

" 一 一 - 一 - " -

0̂0同时《会议》秽弗长确认必要撇媒的国际援助只有在还有干劲"和强有力 

一 一 " " 一 

的画家行动"""艾=情茨乔才有效束，因为永资源开发工作的主要责任必须由国 

家 来 承 担 " 。 " 

21·一般讲，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除了收集、草查加出版资料，研究水源问题以 

及举办和丈助关于有关水源事项的技术会议、讨论会和训练课程以外还在国家、区 

域或全球各级上提供技术合作、财政援助和咨询服务来协助规划和执行水源项目。 

-^之各涸标组织构任务显七因《会议》的建议而扩大以至包括全部水源活动。 

虽然它富有促进性·但却是一种主要的文助任务，这种任务在有关国家政府提出请 

" " " " " " " " " " " " " " 

求时才能加以履行。《行动计划》列有预期的贡献，不过如较早所指出，国家一 

一 一 

级的管理和监替仍是国家当局的特权。 

一 一 一 

一 项 费 用 很 大 的 长 期 工 作 - " 一 " 一 

---之甘-大多数商定琳政豫以及《行动计划》申肝载伪建议和决议将需要大多数国 

一 一 

家不断努力才能达到公认的标准和目标。--己经决定的行动含有参加国家政府接受 

一 

重大财政承诺之意，其附带条件为水源开发·水源保存措施和资源的合理利用。 

玛尸^^^耳^^/^^号%屯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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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士蛇s e 

距ge g 

24除了这一工作的经常性质以外，办理经过认可灼彷动方案袍锰各拇政府在 

面对关于重大资源投资的竞争性优先次序时通过困难的决定，这些资源在许多时候 

超出了各国的财政可能免荷而只能由双边或多边来源来提供。 

25·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的执行费用是难似拈淀瑚。一甚至对某一时期个别国家 

或特别方案的执行费用也是不易估定既^^^^ 7^^^号文件申提出的估计数字 

只有一种象征性的价值，"不过它们有助于对今后工作和有效行政需要的更加切 

- - 一 -实体认似及及早开取台紧稳规划。 - -

26·诸如货币资源和技术能力等需要的多寡也许不及为了有助于执行水源方案 

--·和项目斋要朋智结合所有构诚部分哪畔舆有挑龄攫一己注意到在许多时候主要的 

障碍是制度、管理和技术问题而非财政问题，有时则为新闻、政治意志、工作继续 

性和适当优先抉择问题"。 

例 如 ， 8 9 8^ 0 0 0万美元用来评价到公元2 0 0 0年为止所有国家的水资 

源( E / c · 7 / 8 3 ) ; 或 ^ ^ , 0 0 0^ 0 0 0万美元用于1 5年全球指 

标:改善大约4，5 0 0万公顷土地的灌溉和结合2，2 0 0万公顷的新灌溉 

土 地 ^ ^ / ^ ^ ^ F / 70^29 )。发起《国际饮水供应和卫生十年》鼓励 

了更新的某些同一性质的计算，例如为数2 0亿的人民将得到安全的水供应以 

便达到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的目标，郡就是说^^ 8 1 - ^ ^ 9 0期间每天大 

约有5 0万人民必须通过新的装置而得到安全的水供应(X童基金会出版的 

" 水 边 " ， ^ ^ 8 0年8月)。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报告估计将需3，000 

亿美元的投资未达到《十年》指标而^^ 7 9年开发银朽在有关水源项目申的 

投入为142, 610万美元( A ^ ^ 5 / 3 6 7 ) . 

关于这一点，《行动计划》除其他事项外，载有关于教育和训练以及政策、规 

- ¨ - - 一 

戈 " - " " 

刨和管理方面的一些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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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i订ese 

Page lO 

270关于联合国系统，其承诺亦很复杂，这要归因于它的责任，它的增加参与 

" " " 一 

技术合作和财政支助所需的资源以及有效履行《行动计划》赋予它的任务所需的安 

排，员额分配和适当业务准则。、 

一 项 统 一 办 法 - " · -

2a i会议》充分了解联合国系统内有关的某些基本原则，例如"发展分析和 

规划统一办法"，与达成更为公平世界秩序的关连^因而据扳需有一项全盘性水源 

政策来处理水资源售理的各个方面和所涉问题。 

2乱此处所涉问题不但是将经济增失和达到各项社绘月标结合起来的一个战略 

一 - 一 -

" 一 " ^ ^ ^ " " ^ 一 一 一 " 一 " " " " - -

问题而且是供一切用途的资源的适当安排和管理问题以及它与人类其他基本问题的 

必要关系问题。以含有互戒概念的一项水源政策为依据的资源统一管理办法最后 

己得到充分文持并经作为有关国家政府特别在国家一级上一般采用的业务准则列入 

《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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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i n e s e 

P a g e 虹 

二、主要的行动领域 

- 一 " 一 - 一 

30·由于联合国水源会议之故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查明了促进健全水资源管理 

和开发最需要采取措施的几个领域。下面将扼要说明这些领域。 

关于资源木身 

31·资源的评价被认为是一个优先事项。在许多国家申，水文和气象资料的缺 

乏或不呵靡仍是道挡规喇加售理多种用途水源伪一个限制因素。 

32·数据的收集、储藏、检索、标准化、评价和传播使得各国能够估计地面和 

地下水资源以及增咖这些资源韵习姥性;不遗这需要一连串国家和国际措施例如交 

换资料及取得和利用充足的资金、技术和训练设施。 

33·这一资源对于下列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极为重要:提供饮永和卫 

生设施;纠正粮食和农产物的生产缺点;永力发电;内河航行;工业发展;娱乐以 

及水源为它们的一个主要因素或一个绝对必要条件的人类其他活动。 

34·为此，《行动计划》提出了执行生境第c，12号决议的措施和创始《橱际 

饮水供应和卫生十年》的措施;考虑到世界粮食会议的各项决议;要求改进农业方 

面水源开发的世界性行动来促进生产和保护农旺;鼓励研究具有水力发电潜能的水 

域的复合和一体化开发以及将水力计划和全都发展计划，也括利用现代技术在内， 

结合起来的种种措施;以及其他等等。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水源开发和管理的妥善准备 - - - -

35·如果要在水源开发和管理方面实现景理想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以及保证大家 

一 - 一 - " - 一 

认同拟订的水源计划和这些计划的资金筹措，则包括有效法律和行政措施"的一项综 

合和强而有力的国家水源政策被认为是不可或铁的二这些措施亦是保护人类卫生和 

" 一 " " 

环境、预防灾难以及防备水灾和旱灾所必需。在各国政府的责任范围屯所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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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和行政措施对于有关永源问题的解决具有关键作尿、一是要像证效果和费 

用一效率、使对水源开发的投资臻于至善以及通过适当的体制安排和基本设施改善 

水 源 的 管 理 。 、 

一 一 

36·该计划要求采取行动来解决有技艺的专业人员矗坎级圭业人员的短缺问题 

并提供健全水源管理所需的特别知识和技术能力。 

37·己建议进行调查以便确定国家特行政、科学和技术人力的需要。已构想出 

一些训练方案，除章他事项叫丁谁詹理设计人员了懈永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有关的 

各科纪律;提供下列各种学科的专业、技术和技艺人力:水文学、永文地质学、永 

一 一 

力学-社会学-挂物学-丑斗学施遥本日炎北掌似及提拱水资源系统的经理人员和水 

源分配和处理工厂的操作人员，钮括水源品质设备的捡查人员。在农场一级上的推 

广服务亦应有所安排。 

38，因为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必须以实际知识为根据，所以亦经商定应加强和 

扩大研究活动，特别是旨在设计新的管理技术的那些研究活动。应促进水源研究和 

人源开发行政的合作并保证研究工作首先顾到国家计划中确定的优先问题。 

" " 一 - - - -

39·亦需作出安排对项目规划、拟订和执行提供经费、决定优先次序以及确定 

有无可能调动资源并使水源项目更为有效和自给自足。 

" 一 

国际合作 

40·为了要努力消除主要障碍，例如缺乏资木和受有训练的人力以及自然资源 

丑发呻刻不容缓二下会详》的袜犁和建议指出了国家坦合作的需要上特别是可以采 

取下列各项措施韵国际河流和领域方面的合作需要:区域预测·规划、开发、调整、 

管理、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保存。 

41，确认经济、环境和物质愈来愈超越国际疆界互相饺存似及发展苹国家在它 

们水资源开发方面达到个别和集体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己建议采取行动以便除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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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外查明可在下列领域共同完成的水资源开发方案，一社区永供应"灌撅、排水、 

水力发电、越界水资源的开发和管理、地下水开发、预防和减少水灾、旱灾和污染 

引起损失的种种方法、永源法律和管理、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技术的转让及这种 

技术的发展。 

三、联合国系统的支助 

42·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摇鞍照它们的各自在务并在各国政府请求时发挥它的传 

统作用，即提供技术和尸或财政援助来文助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的执行。这一作用 

将根据《行动计划》申的每个活动领域加以广泛说况联合国系统内加强协调的需 

" " 一 " 一 " " 

" " @ @ " " " " " " 一 " " 一 " " " 

要亦经强调指出为解决水源开发和管理问题的一体化和一致办法的一个先决条件。 

43·各区域委员会按照它们的任务要通过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和其他政府间 

方案在水资源开发和有关管理领域促进区域合作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它们应协助查 

明部门问、分区、区域和区域间项目以及编制方案。它们应查明它们在水源方面的 

工作并将一项特别责任交给一个现有政府间委员会或视需要设立一个新的政府间委 

员会以及设置特设专家组。 

44·在本报告的以下冬节申将扼要说明联合国系统备组织的预期合作和现有文 

助。连带要提到的是这些机构都有"经常方案"(由经常摊派的预算提供经费)和 

主要由预算外来源(通过开发计划署、信托基金等等，包括各国政府和其他方面的 

自愿捐款)提供经费的"业务活动"或孙劫项目。两种合作方式已在"指引""中 

加以扼要和有系统地审查并在下面哟每个行动领域申加以讨论，虽不能说详尽无遗 

但通过例证渔猎软氛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是应注意到主宴功国别项目的"业务活 

动。包括大约百分之九十的联合国系统有关水源话动以及这些活动大多因各囤政府 

的 请 求 而 展 开 。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作为联检组的一项单独说明与本报告一并印发(见第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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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政策、规划和管理 
一 - -

45·木节申所载的《计划》目标和原则与实际上所有其他建议的行动领域相吻 
合 并 具 有 特 别 重 要 性 。 ' -

46，预料各国际组织在这个特别领域申提供的合作方式主要责技术性的并与下 
列各方面有关:政策拟订、草拟法律。制定计划、查明项目、编制可行性研宛捅告 
和最后项目报告、加强国家机构和发展国家专门知识、交换奋料以及各国政府可能 

" - " - " " ¨ … - - - - 一 一 一 -

决定米取酌具任何猜施。 

" - " " 一 -

47·上面三经表示过，水源会设主张有一个永资源开发、规划和管理的统一办 
一 一 - - " 一 -

法并适当顽倒硅-态情说和社号二努三济召"标丁谦合国各组萝盯应有助于促进这一办法。 
在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等一些方案申均特别提到这一办法，这亦应是其方案面向永 
资源利用部门性问题的那些组织的一个主要关切事项。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上 

" - 一 

支助适当的水源政策、规划和管理技术是联合国系统所有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尸技 
术合作促进发展都以及特别负责"促进和支助区域事业的区域委员会的一项责任。 
《行动计划》的后继工作有条不紊( E/C. 7 / 7 9和E/ C . 7/89专文件)。E/^^80/ 

" " 一 一 " 

1 9号文件载有关于目前和预定活动的资料而E/C. 7/118号文件是经社理事会第 
·19^0/1壬矿号决定规定秘书长向自然资源委员会提出的共于在这一方面的" 
进度和前景"的一项报告 
水资源的评价 

" " 一 " " " ¨ " - - " " " 

48·特别在国际水文方案和业务咏坟贡案响肯在改进水资源评价的国际合作必 
- 一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一 

颜符合《会议今订定的指标并得到国家私国际机构以及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适当支 

经社理事会按照《行动计划》后继工作总纲领就水资源政援弗规划挥硼"-肝篇" 
一 一 

1980/115号决定要求就各区域委员会在国际合作体制安排方面所负任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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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预料各国际组织将加强它们发展一体化国家数据系统的技术合作方案。在 

适当时候，它们应协助建立或加强观察系统以及地面和地下永数据库，利用洗进技 

术来记录量和质的评价和特性。它们还将在数据处理和检索方面提供援助以及对必 

要技术、设备、训练和建立实验室提供援助以便进行综合水源分析。 

50·关于雪和冰，将对国际标准和建立观察系统提供咨逝意见以便交换资料， 

特别是国际江河流域方面的资料。 

51·气象组织和教科文组织合作无间，"这两个机构都有专门从事水资源评价 

的主要方案、业务水文方案和国际水文方案。'。上面的两个方案更加着重水源管理 

评价与水资源规划之间的关系。这两个组织都在致力于增加这一方面的直接援助并 

" " " " " ^ " " " " " 

与有关固哀赦务有播切联系了包括与刁门-个似上的国际永文方案全国委员会建立的 

关系。就教科文组织来说，^^ 8 1—^ ^ 8 3年永源(评价和其他)活动的经常 

方案预算拨款为4 8 0万美元和^ 9 8 0 ? 1 9 8 1年外地项目财政拨款为4 6 0 

万美元而气象组织四年的水源活动经常方案预算拨款为1，845, 000美元和1980-

^ ^ 8 1年外她项目财政拨款为1，270万美元·这两个机构的大量拨款已分配 

给协助水资振评价之用。这些拨款钮括有关教育和训练的支出等等。 

52，不过，联合国系统对评价的文助不限于教科文组织和气象组织的支助，特 

一 " " " " -

别因为全盘资源评价因(水供应、农业、工业和电力项目)发展计划和更加特别方 

面所需的更详尽和正确评价而常常得到补充。"例如，地下水勘探和其他评价构成 

"关于气象组织和教科文组织联合活动的具体详情，见关于联合国系统目前和今 

后水资源活动的报告(囤/^C厂了/^^20号文件)第2 3至3 1段。 

" " "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1 9 8 1年8月将举行一个国际会议作为教科文组织/气象组织对执行马德普 

拉 搭 计 划 的 一 个 共 同 贡 献 。 " " " " 

"经济幅度在这里亦很重要。水一气象系统方面的投资应与南关国家的发展和行 

政规划目标相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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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由联合国(水资源组/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粮农蕴识和;其他组织援助的 
特别发展项·目。评价工作在某些区域委员会，例如亚太经社会的活动申亦有其重要 
性。在特别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环境监察系统与卫生组织合办的水源项目，卫生组织 
是检验污染和水质的3 0 :0至;4 ̂ O^:个河流检验站韵领导枕柑^ 

5·3，总的来说，能力是有的和应能满足对评价援助提出的各项请求，块要各国 
政府在拟订方案时将适当优先给予这一活动而以有科学根据的良好工作为其后援，· 
以及提供标准化、"设计、训练设施和其他有关需要。 

" 一 - · · " - - - - - " - " - 一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社 区 水 供 应 和 废 物 处 理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一 " … 一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一 " " - " " " 一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二飞黄于哥孝议亡寸卞兰第幸号决议向干野预期开始贸涸标%次永供应加卫生十年》而拟订 
了二个特别̈ 《行动计划·介并敦促国际社会采取新的措施来支持增加的国家承诺，还 
特别提到最不发达国家和受影响最严重国家。除其他事项外j还敦促各国际组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叫增加财政援助来加强国际和双边合作机构的能力;闷将合作推广到高度优先项目 
和方案;闷加强与卫生组织进行申活动的合作以便检查和报告社区水供应和卫生状 
况和进度j (d)促进公共卫生教育; (e)支助关于特别需要的研究、发展和示范，特别· 
是叫低费用地下水抽水设备;□低费用水源和废水处理过程和设备，将重点放在可 

-^-供农神社崔装置、操作:和维，修之甩¨的材料和技艺哟利用土面^^;-^fl加强资料交流;斟 

在·国·家一级上改善联合国系统内伪协调·来保证社-区永供应和卫生服务发展的多科性 
办法并保证农村永供应和卫生成为一体化农村发展项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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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这个《行动计划》同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关于水源利用和效率一节申建议 

的目标和措施在实质上不谋而合，它说明了各国际组缘按照这些准则所将提供的合 

作方式。 

56·联合国系统在这一方面提供的支助已很令人鼓舞。水源会议以来，社区 

水供应和卫生一直是迅速和加强后继行动的主体。·它己有琅好酌开始，此可从一 

项特别进度报告( E卜c，7/80号文件，系卫生组织同其他组织合作编制)，经社 

理事会^^ 7 9年5月9日第1979/31号决议以及世界卫生大会、开发计划暑和 

一一谍i袖潍或曲特别后谜而动看得拙来。 

57·各项活动己因《国际饮水供应和卫生十年》的正式开始而加速。筹备活 

-动通过一个特投曲合作缩动指导委员会而得到协调，该委员会现由下列组织的代表 

组成:联合国厂水资源组厂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环境规划署、开发计划署、教科 

文组织、儿童基金会、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劳工组织、生境会议和卫生组织，由-

开发计划署副署长担任主席并由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和卫生组织员 

起一项特别积极的任务。作为该委员会的秘书处，卫生组织已设置了全球水供应 

和卫生促进和合作股(隶属于它的环境卫生司)，该股还充当一个"交换所"以便 

收集和交换情报、监察整个进度和在适当时候提供其他支助服务。开发计划署已 

调派一名高级工作人员前往协助该股，还任命一名协调专员以便开发计划署的完全 

参加《十年》。 

58·作为筹备活动的一部分，已按照经社理事会第1979/31号决议(经大会 

第3夕^191号决议认可)编制了关于"现况和前景"的一个主要扳告( A/35/367 

号文件)、与"十年。有关的关寸"各项活动的区域审查"的另一个报告( A / 3 5 / 

" " - " - 一 - " " 

、341专文件)以及捐赠国报告。所谓的协商会议@@包括捐赠国政府、非政府组-

织和指导委员会成员在内的协商会议已于^^ 7 8年1 1月和1冉电-0年屯碉 

在日内瓦举行。除了指导委民会的成员以外，别的方面还对菊关的资源评价提供 

支助以及各经济委员会通过区域审查特别研究和会议对水供应和卫生提供支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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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联合国直系系统以外，双边捐赠者、区域和其他银彷当然还有发展申国家本身 

一 - " … 一 " 一 

都作出了重大捐助。 

59·联合国系统的能力包括大约1 7 0亿美元的卫生组织年度预算和大约1 7 0 

名专门人贯(根据E^^^·汐勺0专文件附件一万勇飞顷);将重点放在农村和贪穷 

人口上面的一项快速扩大的儿童基金会外地方案以及到^^ 7 9年时"这一方面 

超过巳000万美元的支出;世界银行广开发协会对"水源和排水系统"q目提供 

资金144, O 0 0万美元( ^ ^ 7 7年7月1日至^^ 8 0年5月1日)外加粮农组 

一 

织、联合国厂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都等等组织执行的项目构成部分所需大量经费;还 

有开发计划署筹供的资金和在国家一级上被认为协调者和促进者的备驻地代表。 

丐"0.再著，要达到"《十牵巧玩为其后继著两人真佳反(生境)会议最初订定的 

目标是颇费时日的。可以说这项艰巨任务现在刚刚开始，整个联合国系统必须从 

各个角度作出贡献才能达到这些指标。 

农业水源 

-—一61·《丢议抄崔议名国际组织协助拟订关于农业水源利用配勒伐u、总方案和说明 

性项目报告，包括土地利用、灌溉、雨盲耕作技术、排水系统、水灾控制、盐渍侵 

"被;裙滓井基以反正壤和水源保护。国际提供资金机构应集申注意力于适应已强 

化方案的需要并汪意现有方法造成的资助开发农业水-源项目经费的严重抬据而这种 

项目在分配款项方面应得较高优先。国际援助方面应将最高优先同样给予国家人 

员的学艺和习技。国际组织应表示它们特别喜欢利拥当地货物和劳务。《会议》 

-进一步建设协调和监督茬农业水撅开发和利用方面功国际财政租技术援助，包括在 

规划农业水源开发"及设置和改革机构时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评价。 

一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

62，农业水源需要众多，这在水源会议和一些后来的研究报告申说得很清楚。 

由于愈来愈多的人口和粮食问题造成的压力，有关活动万特别也许是投资市训练活 

动，无论如何将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而且无疑将受到^̂  7 4年世界粮食会议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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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会议的激励。 

63，事实上，如粮农组织继水源会议之后就农业水资源开发和嗜理靛拙酌一项 

进度报告( E卜c，7^81)申所指出。活动极多和资料极琐碎以致不可能编制一项有 

条不紊的全盘进度评价报告。'因此，经社理事会在第1979^770号决议第三节申 

敦促各国政府设置报告机构(而有仍在节待的更加含"理舞口果十并请有关组织进行方 

案执行、有关研究和训练。 

64·要将"水源"同其他农业投入分开是很困难的;同时，重要的是应将农业 

一 一 -

用水同其他方面水的利用和需要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免于一种狭隘的见地和整个水源 

管理才不致受一种水源利用都IJ(农业)的支配，即使这一部门在水的数量上是最 

大 消 攒 岩 。 " 一 " - 一 " " " 一 一 " " 

65·粮农组织当然是在这一方面负有主要责任的机构。它的主要农业方案包 

括一个自然资源方案其^^ 8 0 - ^ ^ ^ ^ 年支出为 2 3 0万美元外加供经常方案 

之用的预算外来源1 9 0万美元和^^ 8 0-^^^^年有关外地项目财政拨款2， 

400万美元(由开发计划署和信托基金提供大部资金)。粮农组织厂世界银行" 

合作方案亦在拟订项月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就象粮灰组织同世界粮食计划署、原子 

能机构以及其他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在拟订项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样j在 

这些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当申应该注意的是国际灌溉和排水问题委员会在进行关于 

训练需要和设施的一项调查以及国际发展和研究申心在进行关于农业用水应用研究 

需要的另一项调查。世界银行厂国际开发协会在^^ 7 7年7月至^ ^ 8 0年5 

一 一 -

月期间贷给灌溉和排水项目共350, 00 0万美元，不在全部项目费用546, 500万 

美元之乱其他系统机构亦参与各有关方面，例如己经提到过教科文组织和气象 

组织参与评价工作、卫生组织参与卫生方面、环境规划署参与环境问题、联合国厂 

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参加较广的江河流域和水资源开发以及整个水源管理;尊等。 

" - 一 一 

。'关于粮农组织厂世界银行在这一方面的承付款项和支曲见行政协调会报告第 

6̂ Q 段 至 7 3 锻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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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和污染控制" 

一 

一 一 " - " 

74，与水有关的环境、卫生和污染问题，如果不是大多数，也有很多是人为的。 

整个联合国系统都知道这个事实」特别是在1四7^2年环境会议以后。其后，永 

一 一 一 一 

源 会 议 又 详 细 论 述 了 有 关 伪 方 面 。 一 一 

75，国际组织已加紧它们的活动。最低限度，它们应各国的要求。在经常方 

案内就所提议的各种措施，采取了全球釉区域一级的行动，这些行动有时是作为某 

些具体项渭伪=都寸。厂但重渗时候则是非为综合坊案伪一部分。 

" " " " " 一 一 " 

76，环境规划暑釉卫生组织在这方面当然是最突出的，它们的环境和卫生活动 

特主要鼓映者弄掐韵兆昔0^--在姜乙沽乎所有朝柏韵理事会都通过了一些方案，以不 

同的方式参与了这些活动，于它们不仅是关心环境、卫生釉污染问题，同时也关心 

永利资源发展项目对灌溉、工业和发电的环境影响。 

77·许多活动都是在组织间的密切合作下进行，由卫生组织或环境规划暑作为 

领导机构，后者同时也通过其环境基金作为筹资组织。环境规划暑在评价大型永 

城和人工湖等一的五抉和环境影响方面具有申心作用。卫生组织在饮用水标准、农 

业和其他项目的卫生和健康问题以及与水有关的疾病传染媒介具有丰富的经验。事 

实上、卫生组织伪水事活动由其环境保健司集申执行。卫生组织传染媒介生物学 

和控制司担在了卫生组织/粮农组织/环境规划署洽办韵疾病传染媒介环境管理专 

家小组伪秘书处。几个区域经济委员会在这方面非常活跃，最显著的是欧洲经委 

会和拉美经委会。在其他机构间，一工发盟陕处-理工业用水投入和废水问题，粮农 

组织参与五椽和内陆渔业、排永、养护和升屋，分水杏售理等方案仁一厦子能机构 

一 一 一 

密切注意核辐射对本污染的问题;教科文组织参与了各种有关活动(通过其国际永 

"会议在本标题下所建议的措施筒要可见于行政协调会伪掇告丁女伺士D，第 

1 0 5 - 1 1 8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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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方案及人与生物圈等方面)，气象组织则进行其水文环境管理方面。目前，对 

环境影响的关注肯定是开发计划暑、世界银行和其他组织的项目发展的一大部分。 

78，由于这里所审议的活动是其他各种活动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能孤立地列出 

它们的款额和人数(尽管正为整个系统制定一个有关环境的申期计划、其申钮括水 

事部分)·不过，可以得出结论说，所拥有的专门知识基本上是可以应付预期的 

贡献。 

自 燃 灰 告 " " 

79，在洪水和旱灾损失的管理方面，组织间的合作预期可达到下列目标:仙 

一 一 一 一 

促进永艾模型葡浦甘陡;难)"飞卞讽脸评价以及洪永平原划区釉管理与疾病预防的其他 

方面进行研究; (3)在执行洪水防治和保护工作方面提供技术和其他援助;和(4) 

就旱灾损失的管理和天气预报安排一个资料交换的方案。 

80·只有进行适当规划的备灾和防火工作，洪永和旱灾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应 

付的，但即使付出合理的代价，通常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洪永是突发的·而旱灾 

则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彤戒，因此它们需要不同区域加地方性行动，不同的援助办 

法。 

81·洪水经常造成严重的灾难，需要迅速的救济行动，例如救灾办事处所动员 

的救济或其他渠道所发动的更大规模抢救行动。同灾难的规模相比，这种救济可 

能根本不足够，但更有甚者、鼻前队辛一还没羞就厚坯上及会员国所受到的损害应负 

何种责任达成协议，也没有就有资格获得救湃坤"灾难"定出一个定义。除了救 

灾办事处-知其他机构所进行的救灾活动外，系统内也有二些活动专门进行备灾和防 

灾的工作，如气象组织和亚太经社会和其他组织合协伪天气预报、腮风、热带气旋 

一 " - -

和洪水警报等活动·粮农组织在永利开发、腐蚀控制和分水拳管理方面进行了很 

一 一 

多活动;在开发计划暑、世界银行、联合国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卫生组织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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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支援下，它叉进行了关于河流流截釉防洪项目。在上述这些活动申，较长 
… · -

期的预防是一个主要的部分联合国大学也参与了某些方面的工作j例如研究屈 
· 。 · · 

泊尔的山崩和贪脊土地的水利问题。洪水往往是经常性的，因此，在国际组织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一 - - - - - · - - ¨ - -

。 ' 一 · 

援助下许多政府都建造了各种工程，采取了一啦非结构性措施，直接参与预防工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 

¨8^-，-对旱灾捕共的崔理似乎夏难办到，1 Q 7 7年 ^ 9月1 Q日第^ 9 / ^ 7 9号 
决议所核可的《对沙漠化进行战斗行动计划·c况在这方面作了推动工作。一份有关 
旱灾赖·失售理的报告了诅^c.7^^7)为国际社区大规模处理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领，·但这个龄斗行动挂"国·家千级土傀辛发展很馒;在曼链咱一最严重的最不发达国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一 - - - · -

" " " - 一 - 一 - … - - - - … 

· · · 

、 。 · 

方面尤其如此因此，经社理事会第1 97·0^行·O·VTT'T号决议要求受援国和捐 
助 国 二 起 拟 定 加 执 行 各 种 适 当 的 项 召 ， · " " " " " " 

训练、研究和新闻 
83¨在这方面，厘际组织可能提供下·^u方面的援助:调查现有的人*和需要; 

@窜宰匪弗作伪码统工推。一为L未来所需嫂研究，工作定出方向;加强现有的教育加训练机-
构，包括职业训练，和改善课程的内容·;建立新的训练申心;为大学和研究院的课" 

¨ 乙 、 · ¨ ¨ · · - · - … - · - … · ， ， · ， · 

…程提供奖学签;"与"有关国家磋商，"进行·区域隆研究;":以确·定与工作人员教育和去留 
· ， · ， 

有关的M·题事竹;"交换资料釉经验，-传播研窍·纬养汀制麦研究鄂月，·也带有关环境 
、 - · · " " " · · " 

-趋势酌全球性初究;对处蝗有关数据伪办法进行标准化;调查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 
如气侯政"蚕、"…真期苇侯预测、脱盐以及对水源的遥感等: "， ;， " " " " "¨ " " " 

--一，--̂甚万;教盲万哨̂ 揍̂和理资以及新理且散认;为i是全面她戎劫我行马你德普拉塔行动 
- " - " " " - " - " " " " 

。 " ¨ 、 、 ， 

计划是先决条件。^¨教科文组织编写邀二一份麦亏"新闻，一教育、一训练碑研究'的扳 
、 " 

告^E^c. 7^88专文件)对后继行动提供丁个概况"根据这个报告，经社理事会第 
" " " 一 ^ … 

¨ 一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7^夕廿d，·X^宴求教科文组织釉系统内其他各组积茬寞具体蔚永源方案钓，;"对筑--^··--
闻、训练和研究方面的活动给予最高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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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我们又面对一个需要整个系统投入的领域。^--教科文组织举办的水文和水 

科学课程，几乎所有机构就其具体领域所举办的训练活动-」梆『是为二描足训练蜘需"…'、 

要(见"指南"内的机构审查)。这些活动通过下列方式进行:提供大量奖学金、 

研究金、讲习班、训练课程、讨论会和举办训练所等以及业务项目内许多相应的在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职训练。除了教科文组织外，还应提到粮农缉织在分水杏管理、水产养殖、排灌-··-

方面的活动，这些活动的重点在于支助改进农场永利管理的国家方案;卫生组织釉" 

教科文组织在永供应和卫生方面、气象组织在水文网络釉预报方面、原子能机构在 

同位素方面-联合国转合发展都租征聘同在水管理、政策和规划等方面的活动，·以···、^--

及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的活动都值得二提;"但由子太多，未能一一尽录。" 

86 0研究的需要很不一样;:-讽发展永拄·气候差异、永利发展需要知其他因素 

而定。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也在其具体领域内推·动僵际联络、会议、讨论会、研" 

讨会等等，并就各种技术和其他有关方面推行广泛的出版方案，从而部分地满足了-「 

这种需要，很多具体的研究釉实验是在执行系统援助的外地项目肘进行。，，-¨;"， 

87·。要把每一项满足训研需要的工作的开支和人力分清楚，然后再合理地加起 

来，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扎，但应当指出，这些需要并没有得到全面或确切的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价，因此很难判断需要是否已得到满足。只要发展申国家提出要求，更多的训研 

插动无疑是互以进行鲍^这些话动可以在许多工业回家伪-主办。例如，就永利管" 

理和永源经济而言，不单是联合国系统;就是世界各地魄机构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训"" 

研工作。研究和训练似乎没有结合起来，因而未能满足水脊源方面的实际需要。 

应当鼓励联合国大学和各区域的¨经济委:员¨会进行协调，对这些方面作出有系统的研·究，----·--· 

财 · 政 资 源 的 调 动 和 剂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88·建议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银行「沤线发展银特加其化金融机构进行合桂·¨ 

以最可能优惠的条件增加必要的资金流动、为此，兹要求这些组种永资源发展项:， 

- - " - " " ¨ - - ¨ 

目的社会-一经济影响予以充分的重视;协调其政策和活动;采用鼓励本国参与伪， 

'。有关区域努功廿^坝正二卫/全迅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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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执行办法和促进区域合作;进行合作研究或联合行动，以便开发国际河流加湖 

泊。 

89·鉴于这方面投资的性质釉郭限通常不会吸引到私人的资金(某种设备则除 

外)，水资源发展的资金主要是来自本哥的公共廓污和国际社会的双边和多边援助。 

90·秘书长就行动计划所建议的安拌向经社理事会提出了一份扳告"，详细说 

明了联合国系统在下列方面所提供的援助:项目鉴定和可行性，由开发计划暑和环 

境搬喇暑顷主要伪鼻赘工住，·』曳农组织4b^原子兔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生 

组织知气象组织则负责实务活动;项目发展和投资，主要由世界银行';农发基金 

和 儿 童 基 金 会 负 责 ( 见 " 辑 申 " ? 。 -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一 " " " 一 … 

91·在区域一级上，亚洲和美洲开发银行、阿拉伯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及其他 

国际组织与基金都非常活跃，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贡献。 

92·亚洲开发银行在^^ 7 7年分别劝灌溉项目和供水与卫生拨出了8750万 

美元和4530万美元，此外，又从特别基金中分别对供水与卫生及灌溉拨出了9590 

万美元和3950万美元。 

93，在同一期间内，非洲开发银行从其普通的资金申对供水和卫生划拨了1500 

万美元，从非洲开发基金申又分别向供水和卫生及灌溉拨出了^^00万美元和600 

万 美 元 。 - - - - -

94，美训开发银行在^^ 7 7车向水源项目的贷款为27000万美元，其申几 

" 一 一 一 " " 

乎有一半用于水力发电。 

zl ^ / S . 7X883、另见卫生组织就"饮用水供应和一卫生方面的技术釉财政援助的 
来源"所编写的一份报告。 

一 一 

，，在^^ 7 6-^^^^年间，世界银行对有关曲永源项目^酌贷漱为132,730 
万美元，国际开发协会的贷款则为5144^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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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 7 4-^^^^年问，阿拉伯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对总值5 8 0万 

一 " 一 " " " 

美元的^ 6个水源项目提供了1 2 0万美元贷款 

^^提供的资金己很多，狸需要的夏兔一不过，目前常遇到的问题是如何适当 

地 组 织 和 执 行 所 核 准 的 项 轧 - 一 

区域和国际合作 

7̂,在这个领域内预期得到的援助涉及许多不同的方面，包括了行动计划的几 

乎所搐部分:发展申国家间技术台低财政和体制安揪供水和卫生联合培训活 

动，开发共用的水资源、资料交况加强国阿水享;泣等系统内备组织问的合作也 

一 一 

一 一 

很莆安，咱踞建议采取胁碉的行动，"苞括涟朽重新布署，加强秘书处对经社理事会 

的文助事务及其自然资源委员会。 

98·系统内各组织在其经常方案和外地业务内的水事活动，几乎全部都可列入 

区域和国际合作的活动内。上文已谈到许多这些活动，因此，这一节只讨论下列有 

关的活动:发展申国家间技术合作，开发共用的水资源和有关的筹资安排。 

^ ggt联合国发屈冲国家技术合作会议(^^ 7 8年)继续审议了水事会议关于 

发展申国家技术合作的建电九会议核准了促进和执行发展申国家技术合作行动计划， 

这个计划虽然不是针对某一些部门的，但应可进卞步推动水事方面的行魂一份后 

续报告( E^^ 7X^^^审查了发展申国家政府之间在水事方面的技术合作的例子 

(包括河流流域的合作)以及联合国系统竹在这方面伪含倡开发计划署设立了一 

个发展申国家技术合作资料查询处(-勺锰水享资料)，并在开发计划暑总部成立一 

个特别股。但是;由于各国政府很少提出具体要求，使永资源詹垂方面而示范项目 

迟迟未有制定。发展申国家技术合作在实践上也得到一点推动，推动的方法勺括: 

在发展申国家的实地项目申采用来自其他发展申国家的专家、顾凤设备以及奖学 

一 " 

金。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处于战备性的地位，它们同系统内其他机构一样，对联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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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机构和交流活动提供援助，在推动发展申国家技术合作方面起重翼作廊。 

100。共享资源的开发是许多活动的主题，它们包括主要由联合国厂发展申国家 

技术合作和粮农组织进行的国际水事法资料酌审查、一收集和传播以及几乎所有机构 

对开发国际河流流域所提供的各种形式的大量援助。国廊;珐委损全在这方面的编纂 

工作己取得一些进展，大会第3 4 X 1 8 6号决议评论了环境规划署两个或两个以 

上国家共享自然资源政府间工作组历拟定的1 5条"起草原则"。欧洲经委员会在 

^ 9飞刀年巧碉婪于否开了一次夫于僵杯硫域委员会的会议;在经社理事会的进-· 

步去励(根姑且刀气屯卜85专文件通过的^979^^0g V^号决议)和联合国厂发展 

申国家技术金推地筹蜜加其他安排五了二些进展后，原先由水事会议第七号决议要 

求召开的国际河流流域委员会区域间会议于^̂  8 1年5月在塞内加尔达喀尔举行， 

提出许多有关联合国系统活动以及河流流域委员会和各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文件。 

101。行动计划十分注意筹资安排，一份深入的研究(矿气7X8^) X继续探讨 

了关于开发水资源国际合作的筹资安拂这份研究对增设另一个体制表示怀疑，但 

它强调了必须增加总的发展资金额，保证不断地提出可行的项目以及加强筹资机构 

问的协调。因此，经社理妻会在第1 9 7 9 X 7 0。V号决议申呼吁各国政府就持 

葵她提携仔细批定的项目制定各种建议，并且把重点放在可行性和国家优先次序的 

适当排列。许多活动都是针对这一方面进行，例如世界银行同粮农组织和卫生组织 

合办的合作方案以及各个双边方案。系统内各机构都非常了解在这领域内贯彻执行 

的 重 要 性 ' - 一 - 一 - - -

- - 一 - 四 、 一 加 强 系 豌 的 能 力 - 一 一 - - 一 -

一 一 一 

" 一 一 

102。联合国系统内备组织是否有能力提供充份的覆勘加快执行马德普拉塔行动 

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别机构能否取得大量的财政支耽这在更大程度上取 

决于它们作为一个集体是否能够简化组织间的协调和合作安排，以便防止工作的分 

散，一消取浪赛姿期助重复稚重叠现象，从而提高管理和业务的效能和影响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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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达成这个目标的措施包括对水事项目进行联合规划和孰缩纵而不蹦抛交流资 

料和集申使用技术和财政资派 

103·水事会议的建议推动了这方面的措施，即:适当的筹资和系统内进行更为 

协调一致的合作，国际社会也贯彻了这些建议，而且迄今吕职二得一些积极成果。但 

是，在这一章内，检查专员将集申讨论在协调和合作方面已进行的工作，这些工作 

只有通过内部管理的改进才能作到，而且，伪们对各组织女助活动的有效执行似乎 

-一-是特别重要性方寸串她讨论手系统内在这个领域构特别有夫的各种基本政策，如发 

展的综合办法。 

^^^^虽婪^^^娥水事活动蜘我行兼蜕千援锄组织在橱家;级上的表现是对它们实 

际能力的关键考验，但秘书间的协调一致工作对整个系统的加萝，是日益重要，因 

此应从总部和区域一级上加以评价，大会最近通过的改组决议和其化有关措施也应 

特别考虑这一问题。" 

基本的全球性协调安排 

一 

"̂ 0万万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多次地把对政策和活动以及含作研究和联合工作的协 

调援助和协调说成是联合国系统内备组织的必要办法。会议在其决议八申建议，经 

社理事会、其属下的自然资源委员会及各区域委员会应在促进政府间合作方面发挥 

一 一 一 - 一 

"申心作用"，作为行动计划的后继行动，而且，也应探讨行政协调会关于机构间 

协 调 的 提 议 ， 以 供 审 议 和 执 行 。 - - 一 一 一 -

106。使系统内有更好的协调的实际过灌，从一开始就是入历共知的，它的进展 

一 " 一 

一 一 - 一 - " - 一 - - - 一 

。很慢，有时夏令人沮丧，但毕竟为机构间的合作树立了一些良好的例氏各组织秘 

书处的一些文件以及^^ 7 2年联检组关于水资源处理的报告都分析了所有这些问 

一 " 一 

"这当然涉及到组织本身的内部层次，组织本身的管理可以作出重大的改进，以 

避免重虞书推动联合行动，这已在多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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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在5 0年代和6 0年代申，大家都认识到，只有统一规划^^多月速紫兰全发展。 

水资源系统综合的处理等概念由^^ 4 9年联合国资源利用和维护会议为指导 

国际社会在这个部门内的活动而提轧并不提以在行政上产生一些结果"。 

1074就协调来说，可以提到经社理事会的一些决说在这一段谩采-的期间内， 

联合国水资源发展申心和行政协调会水资源小组委员会的表现也可算是一个有实际 

价值的良好开始，但它们对整个系统的作用的零碎不全的。由于行政协调会和方案 

协调会郡负有厂眨的贵仕，因此不可能对这个特别肘赘源给予充分的注息。 

108。联合国系统采用协调一致的行动，包括水资源的发展和行政，主要是始于 

一一了刀耳甲汗谰为凿讨它得到子必要哟推动、、这十年响采取守一些重要的政策措施。'。 

此处又成立了自然资源委员会，以协助经社理事会和方案协调会"保持必要的联系" 

和确保"效率和合作"。 

10轧委员会在^^7 2年第二届会议提出了援助发展申国家的方针和措施后， 

又建议秘书长就系统内备组织的工作方案和职权范围编写各项报告，其申也括这些 

组织对在卸然资源领域两实行分工的看法。从此，委员会就为奠定了一个最牢固的 

-基础，便行耿摊理全耳以葵力于结合不同组织的投入，特别是规划和方案编制阶段 

内的投入，并促进各个级别的职司关系和合作活动。 

110. 1 ^ 7 7年，两个重大的事件增强这些政策，即:联合国水事会议和大会 

第3 2 / 1 9 7号决议开始了改组的进程。-一马，尔德普拉塔行动计划就水事领域的全 

" " " 一 " 

足 ， " 

"但"它们己证明有利于推动设计和倡议艰巨的僵标河琉流域发展方案巳 
，。以申期计划和方案预算作为整个系统的协调工具，也是有助于取得连贯胜;袍促 

· 

进技术和财政资源的最佳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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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行动提供技术和合作的层面。"而改组的建议又为系统荷客蓟豫加磁其职同关 

系提供了总的行政指导。 

1̂1。检查专员认为，在机构间合作方面伪所有这些措施的影响及其积累的经验 

一 " -

以及自然资源委员会对合作执行行动计划的体制安排的浓厚兴趣"，都巩固了联合 

国系统采取协调一致行动的能力及在总部一级所需的职司协调工作。 

112。特别是在这总部二级上、还需要从观念上更深地理解"申央"指导和文助 

作用，但从所有方面看来，对系统内协调的适当范畴即:在规划和执行阶段内，似 

'。行政协调会向水事会议提出的关于"联合国系统目前和未来在水资源发展方面 

的活动"的报告第一次她实际表明了文持有组织的协调一致行动^^/r^^^rgT^ 

7^厂^^^^4专文件)。这份文件是在有关组织合作和核准下编写的，它说明了 

系统内各有关组织在这个主要活动领域内的职责以及仍要面对的问题和限制。在 

限铀̂防瓦报告指出了在全球一级上协调机构的现有局限，以及必须特别继续不断 

地支持机构间合仁资料交流评价和后继行动。报告在这方面也载有关于建 

立由一个常设秘书处女助的机构问水资源理事会的建况这项建议其后又再出 

现于行政协调会向自然资源委员会第三届特别会议提拙的报告(^^卜c。7X^^ 

和^^^^ 7^^夕^A^D 1)向委员会第七届会议(^^ 8 1年5月)提出的丑厂 

" 一 一 一 

C0 7/120专文件(其申提到秘书处间水资源小组及其拟议的职权范围)。 

一 一 

- - "见行政协调会的进度报告(^厂1 9 7 8 / 1 0 7 )及^ y厂^ ^ 9 7豺" 1 4 4 ^ 

一 一 一 一 一 

"见行政协调会关于开发水的国际合作的体制安排的报告C E/c。一7/8 4 ) 

及自然资源委员会第三届特别会议的报告( E/^^79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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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己有普遍的了解，其重点是把在工作的成果而不是正式的钵喇伺题，^，· 

113。在这方面，职能协调主要是指相当综合性的规划和执行，作为最仓理地利 

用联合国系统和国标社会现有能力的办法，这拌才会对发展申国家的需要产生最大 

的成果和影响力。 

114。大会第3 4 X ^ 9 1号决议要求自然资源委员会在8 0年内继续就系统内 

各组织的活动提供指导和监备此外，大会在第3 4 / 2 1 4专决议重申秘书处之 

间的协捕启确应堤切嚷地协助涛备工作，以使作出玻府间的决定，并且，把这些决 

定变成互相补充或联合举办的方案活动"。 

，，关于这个问题，参看秘书长向大会提出的关于改组经济和社会部门的报告( A / 

一 一 

34^7736号)，特别是其申的第9-^^页。 

"职能协调"的概念，如果是指协调具体实质性部门的活动，而不是指审查现 

存的法律关系的话，则可大大地改善机构间的合作程序。 

一 

该报告历鼓坎的权力分散和分工不是指备自为政，它是一条很好的管理原则， 

但为了产左救用，必须在总部一级上咖强连贯性和有系统的全球协调。"系统" 

一词在这里是指一个组织的群体内每一组织在职能和行政上都是目治的，它们 

为了共同的利益，撮据共同的政策和业务标准工作在一起。改组不是说将会出 

现一个新的上层结构，把履行这些不同部门职责的权力和责任都统一起来承 

认甸治部门伪存在--·各部门有它石毛做职权范围土确认必须采取全再的行动 

才能使书系-统"有效地履行共同的目标，垂两点足以说明必须呆取措施，建立 

- " 一 " ¨ 

或加强"申心"职务，因为，这些职务对整个系统能否切实地响应经济和社会 

发 展 的 全 球 性 挑 战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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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监督行动计划的贯彻执行的体制是存在的。。，而且它在协助推动机构闸进 

行更多的合作方面还有很大的潜九各组织都认识到改进的必要。在水资源秘书间 

特别会议最近提交行政协调会实质问题协商委员会的报告申，各组织同意向经社理 

事会第1 9 7 9 / 6 8专决议要求编写的报告提供稿件，这份报告后味提交了自然 

资源委员条它们批认识到要有效执行马尔德普拉塔行动计划，必须"发起系统性 

的 努 力 " 。 " 

116。行政协调会提交自然资源委员会第七届会议(^^ 8 1年5月)讨论的文 

" 一 " 一 一 

件进一步强调指出，所有有关方面必须共同努力，对联合国系统内各种活动提出一 

个较好的方案规划。行政协调会在丑K气7/120号文件内说明按照经社理事会第 

l rt P主产甘卡考扶议为稠讳伺合扩而设箭临时安批关于经社理事会的要求，即 

"重新拟定提议的机构间水资源理事会的职权范围草案"，行政协调会报称已核准 

秘书处间水资源小组的成立，但妥视目然资源委员会的意见而定 

门冗检查专员认为，这是加强合作的实际步骤，值得赞扬。只有系统内的组织 

许起参与，互相了解，它对促成互助和协调一致行动所产生的作用不仅是在总部一 

级的，而且达到区域和国家一统目前提出的职权范围足以概括所有的必要方面， 

一 一 

一 一 

即:全面规划和扩大及加强这种合作，包括环境部分和关于国际饮用水供应和卫生 

十年的组织的话魂 

118。在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所预期的级别上提供经常性的秘书处女助，乃是 

另一个按照改组目标而建立的积极安批国际经社事务都这次不会承担行政协调会 

或委员会附属机构任何机关的职责，但按照改组的决议，该部门负有协调的职责， 

因此理应发挥其秘书处的作用。" 

" " " " " 一 

- 一 " 一 - 一 - - 一 

'。自然资源委员会第三次特别会议对水事会议作了有系统和全面的贯彻。C E / 

^^79/39)，其申还提出了针对具体问题哟;系列文件^^厂C 7/78-94L)^ 

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对执行情况的审议将于委员会1 9 8 1年互月第七届常 

会上举行，届时国际组织将提出一个全面的行动计划。 

^ A C C / ^ 9 7 9 / 8 4 ^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1 8届会议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3 3届会议，第L17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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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区域经济委员会 

119·永利会议强调了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是加强各国在水利领域内的努 

力的一个主要因素。本报告第三章内检查了各区域委员会的作用，同时考虑到提交 

经社理事会的关于它们在此都门内的活动和权限的水利会议第叮丁丁散号决议的要求。 

《行动计划》的G节及其载有具体区域建议的附件提到各委员会的贡献以及特别期 

望在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和西亚采取的行动。 

V2()·-大会第3 2/卫电7号决议载有各项建议，其内容是关千各区域委员会… 

发挥它们在联合国系统内作为各该区域主要的全面经济和社会发展申心的作用"， 

和"各区或萎员套，应…发挥领导作用，碎葡行…协调和合作的任务"，对制订全 

球性政策的过程提供投入，并参与执行政策，预定列入与它们区域有关的联合国申 

期计划的目标，应同它们协商，参与业务活动，包括国家问方守的拟订;协助确定 

和拟订发展申国家间技术合作方案，并能作为部门问、次区域、区域和区域间项目 

执行机构以及"不属于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主管部门范围内的"项目执行 

一机构，一发挥敖兔。一理是应挡努力尽量利用已经存在的机构。 

121·大会第3 3 / 2 0 2专决议决定:各委员会凭它们本身的资格应当具有上 

述各种文启高拓待机构的地位，并请秘书长进行把有关话动和技术合作项目的事权 

分散给各委员会;加强合作安排，并使各委员会参与行政协调会机构的工作以及可 

使它们有效地执行其在区域一级的协调任务的其他安排的工作。大会第3夕仁06号 

一 - 一 一 

一 

决议再次强调了这一进程。 

一 一 一 一 

- - 一 - ^ ^ 2 ^ 1 ^ 7 2年联验组报告建议加强各区域委员会的永利科，咽为水利科具有 

。 一 一 

独特有利地位可充作水资源发展的催北剂其一进行协调研究以有效地促成统筹办法。 

当时这一建议是十分恰当的，理由是多数委员会虽然具有经验和潜力，7旦在这不领 

域内参加活动一般说来是有限的，因为缺乏资源，无力对协调会议沏实摈拱投入， 

或只因同联合国系统的其余各机构(仅括联合国总部)的职务上关系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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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因水利会议和进行改组的结果，在名委员会的领导耳开始有系拂幽举行协 

调会议，并大为加强安排以维持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各机构的相互合作和援助， 

包括将区域协调结果用作行政协调会机构以内胸中央机构问机关内的投入(̂ 1̂1̂  78/ 

1 0 7 和 ^ ^ ^ ^ 7 / 8 8 9 ) ^ . 一 一 一 

124·经社理事会第^^79/667号决议，重提各区域委员会应当加强和加紧它们 

在水利部门内的活动，建议它们提供"充足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如必要时包括铀 

联合擅哥发计划署呕域^赘拣提戏经费以鼓励发展申国家间技术合作活动"。 

125·有些委员会，特别是拉美经委会和亚太经社会，已经把适当的人力员额分 

配到吨们的永姿骤科丁拼涸重捞千部署来自联告国总部伪资源而实力加强;但是总的 

说来，它们的潜力还不足以应付它们的越来越多的任务，同时各该区域内部的联系 

和对全球性协调活动的参加甚至也困缺乏旅费而受限制。 

126·这个领域内的事权分散办法仅通过重新部署还不能够完成。这是一件复杂 

的事，也与各委员会能从其成员国得到均实际支援(使其易于参加各种有关水利的 

方案和项目所需的资源)有关。分散或许需费时间，但是检查专员相信这种办法是 

- 一 一 

在按照合理的方针进行"。水利是在事权分散办法申己经给予优先的一个都门，但 

"拉美经委会和亚太经社会在这方面已经设立了机构间工作队或许将资源从各 

专门机构总部进一步分散到它们的区域办事处以加强这一级的外勤工作一事， 

又是值得加以考虑的。 

" " - 一 " 

"在还没有政府间水资源机构的委员会内己经提出了设立此种机构的建议(E/ 

一 - 一 

一1979/91)并且各委员会现也积极举办秘书处间会议(瓦cC/^979/884). 

"参看丑卜^^79/76和A/^^，勺36(附件)。-特别是关于协调和合作，赘书长 

一 

的进度报告(A/35/546)分析第3 2 / 1 9 7号改组决议对区域委员会的全 

一 一 一 一 一 

盘影吼大会于第3 5 / 4 4 0号决议内强调各委员会必须进一步审议这种影 

响(21^1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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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也是在区域基础上难处理的一个领域，并且它在区域基础上北在某二方面洞《马 

德普拉塔行动计划》的G和且节的执行的一般进展有关聪不过，各委员会处于最 

好地位能够定出区域发展准则以促使《行动计划》的目均完成，这是无疑的。 

127·合作安排应由各委员会，于有关时同非洲统一潍期;一类的其他区域组织， 

美洲国家组织和其他组织密切合作，予以促成。例如，"普拉搭河发展方案协调和 

协商委员会"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美经委会)、美洲开发银行、美洲进步联 

盟委员会、美洲喝絮邀湖神联舌但哥戈讨喇署之间韵合作协定的基础上取得的经验， 

虽切娃暂的经盛，是在此磕况下值得探究的一个具有很大潜势的模范。媚公河方案 

方 协调和有效领导的另一好例 

128·各委员会作为其本区域内主要水利发展申心的潜力，可在全球一级用一贯 

地参加行政协调会秘书处间水资源组工作的办法，和通过它们自己机构间协调机构 

的加强，予以增进。 

参看例如"执行促进非洲经济发犀的蒙罗维亚蛛哆的拉各斯行动计划"的第 
8 1 - 8 5 段 ( ^ ^ 8 0 年 8 月 2 l日A/s-^1/^^^，和关于联合国同非洲统 

一 一 

一 组 织 合 作 的 大 会 第 3 5 / 1 1 7 号 决 议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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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级的一体化 

一 一 

^29，这主要须视有关水资源发展方案的各国自己的一体化意见为定。但是援 

助机构的做法在视划和执行阶段都能够有重大影响。水利会议强调了国际组织之 

间在这一级的协调和合作的价值并促使价值增进以保证有一多学科办法(如在社区 

水供应和环境卫生方面就是这种情形)。第v^^^号决议的倒段建议:"在开发 

计划署驻地代表的领导下，联合国系统应当加强因发展申国家政府要求而举办的各 

种 项 目 和 方 案 的 协 调 " 。 - 一 

130·水利会议在同一决议内强调了协调的恰当和重要，并请经社理事会对改组 

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方面的此雅安排给予优先拷虑。大会第3汐，197号决 

一 " ^ ^ 一 

议赞同这项一体化政策(附件，第3 3和3 4段)，准须按照有关国家政府的目标 

和优先事项，同时认为应当利用开发计划署国别万案作为参考依据和认为应当交托 

单独一个官员代表联合国系统负担国家一级业务活动的全面协调责任以使"各部门 

发展援助方案具有多学科的性质"。 

131·第3夕'213号决议重申:各种援助投入是政府的特权，同时也是"驻地协 

调"范""""的责任亏直然此二职务。不应影啊各国政府与联合国系统闪各别组织之间 

的关系，也不应影响这些组织派驻备国代表与他们的执行首长之间的直接授权和关 

系 " 。 

132·驻地协调员的这种协调作用已由协调一致方式所取得的长期经验予以促成: 

日丽在备凹政府的支持下并圃于双边捐助者讶口各专门机构自己的一般好意，渐渐成 

为根深蒂乱事实上，一个焦点(用一体化办法促成一致行动的焦点)的存在不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一 一 " 一 

应影响各金封挡绝织在履行其对成员国承担责任方面的特性和任务。 

一 - ¨ " 一 ^ ^ 一 -

133·按照这项政策，行政协调会秘书处间水资源组各成员在它们的兔二届会议 

申 ( ^ ^ 8 0年1 1月1 1日至1 7日)议定:水资源组不仅应当审查价勤话动而 

"将来在正常情形下会给予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的一种称号(Gv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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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应当协助促进此等活动在国家一级的协调并促进消息的交流;审查对外勤业务互 

能支援极多的全球性活动。并促进组织间的合作。，。从总部方面对驻她协调员提供 

的这种支援是必需的，并且检查专陨认为这应当可以促成一种有效的多学科办法。 

无论如了吧这是必须由参与周家一级外勤活动的所有各组织分担的责任。-这方面 

的一不好榜样是含作行动指导委员会建议开发计划署署长指定驻地代表为在国家一 

级协调水利十年活动的申心人物。 

五·结论和建拟。将来的趋向 

一 

134，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定出和确立各种观念、-』虹务标嘻和体制安排(这对它们 

- " 一 " 

" 一 " " " " @ @ ¨ " … " 一 

援助成员国举办水资源发展和管理方案的任务的切实执行极其重要)己有相当大的 

成功。这方面的进展或许似乎是迟慢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已得到的成果当然是令 

人鼓舞的，拇为己经为将来开辟了范围广阔的可能途径(第2，7、2 1 - 2 2和 

2 7 - ^ ^ 段 ) 。 

135·大家认识到水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资源而且普遍承认一体 

化办法是水利发展和售理所必需的，这事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回此，基于多学科 

协珐魄全瓦规赴旦毖友鸟零一级和区域一级的水利发展和管理计划的一个重要特点: 

而且对此问题的一体化观念视在锦常在罔家一级和区域一级的重要方案的设计和执 

一 " 

行万面反吠出来。此外，现在很确定地知道在所有备级都需要协力合作和绍织间 

协助安排虽然尚在胚胎时期。观念和办法的这种海进砒等于达到一种值得称 

赞 的 进 展 程 度 ( 第 ^ ^ - ^ ^ 和 2 8 - 2 9段)，一 

一 " - - " - " " " " 一 " 

136，但是联合国系统拟订的观念政策和体制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巩乱《马德普 

拉塔行动计划》事实上是才开始。这是旷旧特久韵任务。检查专员认九联合 

" " 一 " 

。，已经建议编写关于每一绍织的作用及其协作方法的简报文件分送驻地协调负和 

回家或各机构蜘驻外代表( A^^/G^WR厂1980/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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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系统各组织，如经请求，是有能力提供必需的援助的;但是它们在目前和将来可 

得到的效果，是与一切有关万面大家一齐执行由各参加政府在水利会议制定并经大 

会和其他理事机构认可的原则和业务政策一事，很有夫联(第10-12, 1 5和^ ^ -

2 4 ^^ ) p - - -

， 一 

137，除因应用科学及技术和环境的办法而得到的成就外，检查专员认为特别重 

要的是:由各组织和专门机构象现在这样继续努力以来达到协调和合作的夏高水平; 

促进发展申国家间技术合作业务;便各非政府组织于适当时更多参加这个领域内的 

工作;并个捌地和集体地使它们的行动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社会基本政 

策战略协调。 

" " " 一 " 

- - - 一 - 一 - 一 - - 一 

" " " " " 一 " " " " " ^ 一 " 

138·水利政策、规划和管理，包括各国政府的明确的优先观念、新闻工作和政 

治意志在内，是解决有关水利问题必须注意的重要事项。这个领域内任何行动的 

规划和执行方面的主动仍是各国政府专有的特权。-联合国各组织的作用，即使如 

《行动计划》内显示的那样扩大，对各国政府的活动而吉仍只是附属性和支助性的 

( 第 1 生 2 2 和 3 5 段 ) 。 

^^1名9，-联合国原统于^^ 7 0年代在这个领域内才有必需的全面协调行动的挺进 

趋向。自然资源委员会对行政协调委员会求一体化和职务协调的努力，提供了坚 

。 ， - - - - - - - - 一 

固的基础。大会的改组决议和水利会议的建议提供了水利发展和管理活动方面的 

技 术 和 体 制 纲 领 ( 第 1 0 8 - ^ ^ 1 段 ) 。 " 一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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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之后的协调安排走入了正途。包括把事权分散到区域一级。这种挺进不 

是在所有各方面都是充分有力的，但是近来在行政协调会内已有积极的发展而且检 

查专员高兴地注意到各参加组织，对促进行动一致和加强合作的申央机构的观念， 

采取了积极的立场(第1 1 1 - 1 1 2 , 1^5, 1 ^ 3和1 2 ^ 段 ) 。 

4̂1·现今简直没有任何行动领域可认为是只属一个机构特别负有责任的独立领 

域。《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所制定的共同政策纲领主张便各种计划和方案协调 

一致并提倡下列一般意见:这个部门因性质复杂，在大多数情形下需要全系统的投 

入和一体化的多学科办法(第102-10色和^^6-^^7段)。 

" - " 一 " 

142·这不仅是对设法把专门化伪需要和优点估计得最低一事，予以强调的问题。 

- 一 一 一 一 - " 一 

这是茬全球散级称有效雅理酌问题了磁苯散级必顿有促进协调和取得最佳威呆的 

全盘政策和业务战略。事实上，如果联合国系统能够提供申央指导并便活动协调， 

专门化才有理由存在，才更为有效。如所有各负责组织一齐参加这样办理，申央 

机构一定能够实际检查《行动计划》全部工作的继续推进情况，促进合作，评价组 

织间努力的结果和提供援助来协调所有各级的有关水利的活动(第112- 113和 

1 1 7 段 ) 。 

一 一 一 " 

143·检查专员同意，每一个别组织或组织集团在这个领域内的活动范围规定应 

当有一定的灵活性j但是他坚信，如无上面指出的协力行动和全部协调，那就难以 

遵照改组决议的准则而行。这里似乎也应当注意到，作为这项计划的一部分的 

《国际饮用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没有被认为是国际社会的一项单独的或平行的 

" 一 - " " " 

发展努力。评价它的结呆虽是为时过早，但就达成这个十年的目的而言，为协力 

一 一 一 

-=致行动作出的安排将是寸分有成功希望的，并且能够为其他领域的的机构间活动 

- 一 一 

"的未来组织提供二个有意义的模范。检查专员亦认为应当雏持实务上的分工以使 

合作行动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易于进行;不过它的协调和合作单位应当继续对联合国 

- 一 一 一 " 

系统的协调机构的申央全球性的任务作出贡献。同一标准应当适用苛'联合届系统 

内任何其他方案的有关水利活动的协调。自然资源委员会和行政协调会秘书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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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组都是关键机构，它们能取得各组织执行《行动计划儿所必懦确咯非-块完成 

它们的彼此相辅相成的活动(第^^^-^^^和1 1 7段 )。 

144·备区域委员会对协调进程的切实参加和领导，是很近的事。但是现正朝 

着这个方向加强安排而且大家已经认为这种安排酌喊呆堤对全球性后续努力的一种 

有价值的投入。不过总的说来，应当进一步加强各区域委员会在这方面的人力潜 

能避免重复(第 1 9 9和 1 2 2 - 1 2 3段 )。 

T j r4·这一情彤坤哟享叔分散是二种太复杂的过程，不易妥善执行。这除来自 

- - 一 

联合国总部的拨款或人员在新部署外，主要须得到区域内各国政府的确切支援。在 

这一点上，极应由各委员会促进与其才坚域各组织的更密切的合作安排，并避免这 

方面的活动的不必要的重复(第^^ 6 - ^ ^ ^ 段 ) 。 

146·驻地协调员的任务加强对取得国家一级行动的一致和效果，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也因很有赖于各国政府的支援和备专门机关及总部的秘书处问水资源组给予 

的援助和指导。驻她协调员同区域委员会的良好关系也可以是有帮助的(第129-

1 3 3 段 ) 。 

" 一 一 

147·联合国系统应当在国家一级、区域一级和次区域一级提供很多有关水利活 

动的支援。但是发展申国家间技术合作是需要继续更加促进的领域之一，同时也 

应考虑到这种技术合作是对实际解决一切水资源发展和保护问题，具有作出贡献的 

巨大潜力的。而且这种合作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达成集体自力更生的战略(第^^-

4 1 段 ) 。 " " " " " 

口继「抽查专员觉得，如果砒发展申画家可技术合作工作伪强度而吉在这里缺少 

什么，""那不是二切有关方面对邻近沿河各国问彼此互相帮助的价值缺乏信心，也不 

" 一 " " " " 

、 ， " 一 - -

是对可能的知识焚流或对共同努力缺乏了解或一般认识。这一级合作的需要、可 

能性和好处，长期以来已经在联合国系统内(包括自然资源委贤会巧功口顶讨论，-二 

项《行动计划》已由参加联合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会议的各国政府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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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g e l4^^ 

并且还有值得提到的各发展申国家间合作成功的一些有意义的例子。在这一点上， 
似乎必须加强联合国对区域训练和研究申心的支援使此等中心能够作为放射点在区 

…·栈内传播发展知识和技魄一种有关的办法是在水利项目的规划。执行和管理方 
"面增加有系统的训练。同样地应诌努力淀盯二种安排适当时多学科训练。水利 
经济学和其他有关学科方面的训练课程应予加强并使其适合国家需要(第87知98 
- 9 9 段 ) 。 

且49·总而言之，联合国系统在水资源领域内具有二进己绎证明的能力。这种 
·-̈ 能力应当·使-盅·能够满足执行可马裤普拉塔行动计划·》所需的实际一切行动领域方面 

的援助要求认"第5 3 ^ 6刀·，"挖^^ T 3 ^ 7 - 8 和 8 6 段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一 " " ^ " " " " " 

150·"^计划》的目的是实现得太迟慢，·特别是在外勤方面j但是一切有关方面 
都重视水利问题，这似乎指明大家对水利问题的重要有明晰的认识(第三章)。 
^̂ ^̂ :关于联合国系统在这个领域内将来承担的支援责任，"检查专员认为，积极 

参与这个领域立作的各组织和机构的技术台佑机构今后必须以现有的资源办理更多 
的工作，因此应当主要通过改进规划和内部管·理的新努力和通过有关各组织问的合 
"作沫鹅进陀的产铀啪力寸嘴泅章·卜。 

···上，·· -̂̂ -L-邑耳，-赘·蹬这种撼法;一检查黄员高米他汪意到建议设立具有适当职权范围的秘书 

· · - - - … - - … - … · - ， · · · - : 

· 

处问水资源组而且该组将得到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适当实务支援(第卫l T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一 … · - - - 一 

i 

1 1 ^ 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3·增加联合国系统·%力的另丁·可-能办法是调动有头非政府组织的技术资源。 
·联合国系统的大"多数机构和组织都以某种方试击得到一些这类的捐献，̈ 并得益于这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一 … ¨ 

1 · 

-:----领域-内的更多伪联系纲和·与专业人员及机构的资料交流。例如粮农组织与十四个 
专门从享有关水利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维持正式或非正式关系和工作联系;教科文-组 
或与十二个此种组织有联系;气象组织冉·七个」欧洲经委会土九个;亚汰j经社会趣一 
个。在这可一领域内有六个具有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还有十个氏 
-按照翟事会或大会的抉是判夕亡名硼叫-第斗喝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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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这种捐献是重要的并有巨大潜势。检查专损觉并手，厂这个搁趣她功牛&应当-
由秘书处问水资源组予以检奋，特别是为促进在这一级的评价和协调以便联么国系 

一 口 

、 、 

统可更好地利用它与具有适当扶能并瑞萄所娟撇似增加它对执行《马德普拉搭行动 
计划》的支援能力的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第^^ lt 113 s 1^5^ 1 1 7和^ 4 2段)。 

、 、 、 · 、 

155·在迈一点上应当进一步探究两种其他措施:按照行政协调会全面行动计划 
、拟订联合国系统水资源发展和管理申期计划和由自然资源委员会决定其钮两年一 

鼻 · · 、 。 、 、 ， 

届的会戎义每椭一届封讨狰苛夫7长利伺趣厂其范围按照建口议包括全部《行动计划》，以 
- - " 一 ^ " ¨ - 一 - -

便鼓励支援和参加，并确保有更深入的检查和全面指导(第^ 0 8和1 3 9 - 140 
' 段 ) 。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 " " "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