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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 言 

A·本报告之目的 

1·四年前，联合检查组于1979年1月编写了题为《姆韦卡和加鲁阿非洲野 

生生物管理区域训练方案》的报告( ^^U^REP^779^^ )。该份报告与开发计划 

署、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环境规划署和非洲经济委员会都特别有关，但也分发 

到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以及其他有关国际组织，以供参考或采取必要行动。 

2·该报告受到好评，直接关系的联合国各组织、特别是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 

会部长级会议^^80年4月1 2日会议都审议并批准了该报告申所载各项建议。 

联合检查组根据其主管机构的上述批准和决定，以及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关于请联 

合检查组采取行动以实行该报告申所载具体建议的一份具体要求，'决定在其1982 

年工作方案申增加一项后续审议，其主要目的是: 

刨审议联合国系统在多大程度上以具体行动响应了有关主管机构就该报告 

申各项建议所作的决定; 

^b^更新联合检查组报告中所载资料，并加入其他资料，以充分反映在养 

护非洲野生生物资源方面的目前趋势和问题;以及 

^^)提出新的建议，以加快实行该报告申有载各项建议。 

B·初步协商 

3·鉴于对于该报告的积极反映，并根据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关于就执行有关 

建议与联合国机构进行协商的要求，检查专员们多次去粮农组织、非洲经济委员会 

(包括卢萨卡的多国家计划拟定和业务申心)、非洲统一组织·国际自然和自然资 

源保护联盟(保护联盟)、开反计划暑等组织的总部以及开发计划署在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马达加期加和毛里求斯等国的外地办事处，以进行有 

关协商。与此同时，他们也与所访问的国家的高级政府官员进行了协商。在编 

写本报告期间，检查专员们还访问了粮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总部，并在1982年7 

" 一 

一 

' 1 9 7 8年 1 0月1 8日联合国环境规划暑第1 3^^^^^ O ̂ ^^号公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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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社理事会年会期间与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和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进行了讨 

论在上述协商申所获的支持部分地促使非洲经济委员会部长级会议通过关于一 

项有关非洲经济委员会区域方案的第38^^^^)号决议，并促使上述大多数有关组 

组调整了其方案活动·检查专员对此十分感谢。 

4，检查专员与高级政府官员所举行的初步协商的确反映了联合国系统在将联 

合检查组的报告分发给有关政府部门方面所存在的一个主要弱点·在此方面，上 

述外地办事处在该报告发表几乎一年以后还没有收到该报告的副本·有幸的是， 

后来对这一情况进行了纠正 

c·联合检查组报告的各项结论与建议 

5·上述报告审议了非洲保护、管理、发展和利用野生生物资源和野生生物保 

护区的目前状况该报告还特别提请注意有关国家在利用这些资源方面目前以及 

今后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这些国家个别地或集体地在区域和国际两级所采取的各 

种措施以及联合国体系在此方面的贡就该扳告指出，尽管非洲国家财政资源和 

专门人员有限，但多数国家在养护其自然遗产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如果将仔细 

规划的国家野生动物养护长期方案与区域性方案相结合，这一努力才会得到加强并 

更为有效。鉴于野生生物作为自然遗产和经济资产对非洲人民和整个人类所作出 

的文化与经济贡献，应当在国家或区域发展方案申充分包括上述野生生物养护方案。 

6·此外，该报告强调指出，需要通过多学科方法来进行野生生物养护，斋娶 

在法律、行政、经济学和野生生物资源利用、生态学、生物学、兽医学、公园规划、 

管理和发展、养护教育以及促进公共认识的广泛方案等方面的专门技术目前， 

各级训练设施不足，而随着更多的国家增加保护区的数量并扩大其规模，同时制订 

保护区的综合管理方案，对合格人员的斋求则不断增长1963年为非洲英语国 

家设立的坦桑尼亚姆韦卡非洲野生生物管理学校以及1970年为非洲法语国家设立 

的喀麦隆加鲁阿动物学校所作的贡献明显地表明了成功的区域合作和有效的国际援 

助，特别是开发计划暑由粮农组织具体实施的援助。然而，逐渐减少的国际援助 

使喀麦隆和坦桑尼亚政府增加了负担，并使这两个机构不能有效地维持目前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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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训练方案以及发展其满足不断增长的员额需求的能力，包括野生生物技术员学校 

教员的需求检查专员们认为，为使这两所学校继续开展活动，必须由使用国根 

据发展申国家间技术合作以及协调国际援助来分担其活动费用。 

7·为便于参考，现将该报告的主要建议简述如下: 

建议耳 

刨姆韦卡学校和加鲁阿学校是在野生生物管理方面非常成功的区域性训 

练班，因此建议将这两个学校列入区域计划指标。 

例环境规划暑应当带头在生态系统养护组范围之内为这两所学校征求并 

协调额外的国际资助。 

建议2 

粮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应当确保这两所学校的能力完全用于: 

(a)训练更多的教员， 

(^)继续以工作人员开发活动的形式执行训练方案，如举办从该区域国家 

公园和学校申所抽调的野生生物营理人员和教员的进修课程。 

建议3 

粮农组织作为上述两个项目的执行机构应充分利用机会以鼓励参加项目的 

成员国就下列事项达成协议: 

同承认这两所学校所颁发的证书和文凭， 

^^)逐步平均分担这两所学校的经费，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发展申国家技术 

合作的潜力· 

建议4 

粮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应当鼓励这两所学校定期实行人员交流和科学资料 

交流 

建议5 

野生生物各方面的研究对于训练和适当管理野生动物是必需既教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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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粮农组织应当作出安排，以使国家野生生物研究所与上述两所训练 

学校密切配合。 

建议6 

环境规划暑应当充分行使其协调职责，转交政府关于援助以及关于生态系 

统养护组成员组织所提议的项目和方案的有关要求 

建议 

为从这两所学校的训练活动申长久受益，环境规划暑应当在生态体系养护 

组的成员协助之下，帮助拟订该地区全面的综合方案。此类方案应当包 

括下述方面: 

同野生生物的法律保护; 

(^)发展国家公园和其他保护区; 

婶)设立适当的国家行政机构; 

(^)利用野生生物区; 

(e^国家、区域和国际厌偷猎的措施; 

圃研究设施。 

建议8 

粮农组织应当执行1975年11月26日第^^/75号决议，在其非洲办事 

处设立一名野生生物事务员。 

D·报告的分发 

8·如上所述，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个环境规划暑、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非 

洲经济委员会、经社理事会等机构的主管部门以及两个学校都分发并审议了上述报 

告。报告的副本还分发给一些联合国系统之外的组织，其申包括非洲统一组织、 

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以及世界野生生物基金粮农组织和开发计划暑作出特 

别努力，将该报告的副本分发给其各自的外地或国家办事处;当东非和南非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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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拟订和业务申心部长理事会1980年1月在加波罗恩举行会议时，非洲经济委 

员会也向该会议分发了该报告副本。 

9·在第一届全非野生生物会议厂第六届东非和申非区域野生生物会议于^^8 0 

年7月13日至19日在肯尼亚内罗毕开会期间，环境规划署和国际自然及自然资 

源保护联盟向与会各国分发了报告副本;在1980年2月4日至1 0日于上沃尔特 

瓦加杜古举行的养护西非和申非生物群体技木性会议期间，以及1980年1 1月于 

喀麦隆加鲁阿举行的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委员会关于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的 

会议期间，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都提请与会各国或会议本身注意上述报告 

及各项建议。加鲁阿会议除了讨论训练需求之外，还确定了在非洲具有突出的普 

遍重要性的潜在自然区 

E，审议材料的来源 

10·联合国体系内各主管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意见都简述于第二部分。 

上述各组织以及若千非政府组织帮助提供了关于非洲野生生物养护、特别是关于联 

合检查组各项建议的最近外地活动和其他情况发展的资料。年度审议和工作方案、 

预算以及其他报告都显示了这些组织对保护野生生物资源所给予的重视程度之变化。 

11·若千国家、姆韦卡学校和加鲁阿学校、国家野生生物学校以及若千在野生 

生物管理方面提供训练的大学都帮助提供了有关资料，使前一份报告得以更新，并 

评估目前该地区在野生生物养护方面的情况和需求。在生态系统和物种养护方面， 

最近也发生了若千涉及非洲野生生物养护的重要情况上述资料和其他资料都载 

于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 

12·若千政府机构、联合国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外组织都帮助提供了本审议报告 

申所斋的资料和材料j联合检查组的一名顾问J·N，昆达利先生也协助收集并整理 

与本报告有关的数据;检查专员们对上述组织和个人的帮助特别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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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合国系统内有关机构主管部门的意见和决定概述 

A·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13，总千事长在其评论( Doc. Ci 76/7)申强调指出，"迫切需要确定目前 

野生生物训练机构是否已经满足并在何种程度上满足粮农组织成员国的训练需求， 

迫切需要评估今后十至二十年内这些训练机构的最低人员需求。，以确定"是否通 

过扩展姆韦卡和加鲁阿两个学校或设立新的训练机构、或二者兼而有之、夹满足对 

申等水乎训练的新的需求。。总千事长建议在野生生物和国家公园管理训练方面 

采取有关粮农组织广开发计划暑各项努力的后续行动，其近期措施包括向姆韦卡和 

加鲁阿提供顾问和奖学金，其长期措施包括帮助制定地区性训练方案。 

14·方案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指扎尽管这一报告只包括两个训练机构，但 

其有关建议在地理上和主题上都有更大的适用性;该会议还认为，"粮农组织应当 

在野生生物资源管理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1979年1 1月粮农组织理事会第 

三十六届会议同忘这一看法( CL 7步^^和^L T^^^1^^^^ 

B·联合国环境规划暑(环境规划暑) 

15·环境规划暑执行主任认识到人员训练在管理野生生物和保护区方面所起的 

关键作用，并认为这是实现环境规划暑^982年各项目标和目的( U^Ep G c 。 8 / 

Ll 1)的工具之一，这些目标和目的具体电括"特别在发展申国家制订并促进 

有关养护的训练、教育、推广和资料方案";在发展申国家，野生生物养护由于缺 

乏适当训练人员以及缺乏提供有关野生生物资源现状和研究情报的有关机构而受到 

阻碍，而这两点都是制订野生生物和国家养护方案的重要先决条件他强调，应 

当加强这两所学校的区域性质并维持现有国际资助，以保持发展申国家间技术合作 

这一极为成功的例子尽管环境规划暑目前所实行的方案已经对该报告建议仙和 

(6)的实质精神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他保证环境规划暑将"继续愿意转交关于援助的 

各种要求并协调用于这一目的的国际资金"，并"在生态系统养护组(环境规划暑· 

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和保护自然联盟)的帮助之下，促进编制上述两个学校所涉 

区域一体化方案，由世界养护战略提供所有有关机构采取行动的一个构柒，并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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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区域和国际一级就野生生物养护问题采取综合方法。。环境规划署理事会注 

意并批准了这一扳告以及执行主任在第八届会议上所表示的看法(第8/6号决定， 

^ ( ^ ) ) . 

c·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16·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欢迎该报告及其有关各项建议，并促请所有有关国际机 

构^一特别是教科文组织，尽管它不是这些训练方案的执行机构·一作出建设性的 

反应(第109 ̂ BX丫l0号说明)。他认为这两所学校是非洲两个语言区之间进行 

的分区域级合作的十分成功的例证，应当予以鼓励并推广，以利于发展训练专业人 

员和生态研究等生态保护活动。这些训练机构的目的应当包括综合生态研究，而 

且作为执行机构，应当在生物保护区一-如喀麦隆的瓦扎国家公园和坦桑尼亚的思 

戈隆戈罗保护区一执行研究项目。他保证教科文组织将通过"人与生物层"方 

案和环境训练股在预算外经费所容许的范围之内提供更多的援助，如根据报告的建 

议将向两所学校提供奖学金顾问人员和所斋设备 

17·教科文组织执行局根据这些意见以及特别委员会的建议和看法(第109 

EX/44号报告)，请总干事"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鼓励在。人与生物层'方 

案研究活动与训练方案之间建立联系，并帮助提高决策者和普通人们对野生生物养 

护和管理的必要性的认识"(第^^g E^刀SR. 3 1号决定)。 

D·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 

18·执行秘书在审议该报告及其建议的有关问题之后，向1980年1月在博茨 

瓦纳加贝罗内斯举行的东非和西非多国家计划拟订和业务申心部长理事会会议提交 

了一份说况他强调，迫切斋妥认识到野生生物是该地区自然资源的一个重要部 

分，应当将有关野生生物养护的综合方法视为国家一级和区域一级社会经济发展的 

组成部分，但应进行协调和集体自力更生以得到更多成效。同粮农组织一样，他 

强调随着国家制定更为持久和全面的国家野生生物资源发展方案，特别斋妥对有关 

技术人员进行调查。他设想非洲经委会可以编制一项全面区域方案，就野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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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需求的各个方面作出有关规定，由非洲国家在发展申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基础上 

提供资金，同时由联合国有关组织和非洲统一组织可在其申发挥重要作用的技术合 

作安排进一步提供资金。应当发展这两所训练学校，以主办区域性方案，而有关 

协调·监察和报告等职责将由非洲经委会这样一个区域机构夹负责。 

19·执行秘书请会议审议关于非洲经委会所可能采取的后续行动的五点建议。 

部长理事会同意这些建议，并就此由技术性全体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坦桑尼 

亚、乌干达和喀麦隆的建议起草了一份决议草案( B卜^^。1夕仁·692 ) 。 这 一 

决议草案于1980年4月部长级会议第212次会议第388 ( I^^号决议申完全得 

以通过鉴于该决议的重要意义，现将其执行部分全文转载如下: 

"深信更好地发展并管理野生生物最为符合各个非洲国家和整个非洲大 

陆的利益， 

叨批准东非和南非多国家计划拟订和业务申心都长理事会关于呼吁与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举行谈判，以将姆韦卡非洲野生生物管理学校 

变成非洲英语区国家的正式区域性机构的决定; 

(2)决定对喀麦隆联合共和国采取同样措施，以扩大喀麦隆加鲁阿动物学 

校的区域性范围和地位，并为非洲所有法话区国家提供服务; 

(3)请非洲经委会执行秘书: 

一 

同根据本决定执行部分第1段和第2段采取有关行动;并 

^̂ )根据姆韦卡和加鲁阿现有区域性机构的状况，制订并在有关机构 

的合作之下协调执行关于非洲野生生物养扒发展和管理的长期 

综合区域性方案，并由这三方案在全面发展方案的范围之内，培 

训野生生物养护、发展和使用在行政、·立法、经济·生态、社会 

文化和其他有关方面所需申级和高级技术人员以及提供研究和咨 

询服务; 

(4)吁请开发计划暑继续对姆韦卡和加鲁阿申心提供更多的方案资助，并 

" 一 

同意为实施上述执行部分第3(b)段申要求的综合长期区域性方案提供 

财政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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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环 

一 

境规划暑、非洲统一组织、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世界野生 

生物基金以及其他双边和多边组织大力资助非洲野生生物养护、发展 

和管理的区域方案并帮助非洲经委会实现这一方案; 

(6)并请执行秘书就上述区域方案的执行情况以及就非洲野生生物的养护、 

管理的目前状况向部长级会议提供两年期报告"。 

^.联合国开发计划暑(开发计划暑) 

20·开发计划暑署长在1979年6月1 5日给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 

议的DP/^^8号说明申，对联合检查组的报告的要点表示同意，并关注地指出，两 

个学校都斋妥大量外部援助，以维持现有基础结构和方案并满足非洲不断变化的各 

项需求他赞成这一看法，即各国政府斋妥扩大其财政援助并为这两所学校的资 

本发展和业务费用提供更多的捐熟他希望该报告将促使有关政府利用联合国系 

统内专门机构，特别是粮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以及环境规划署，以便更有效和全面 

地解决野生生物养护各方面的问题勺他表示，开发计划暑"愿意审议有关国家政 

府提出的可能需要动用国家资源和区域资源的适当要求"。 

^^其他组织的意见 

21·尽管联合检查组没有要求联合国系统外的组织发表正式意见，但在编制本 

报告过程申与其申几个组织进行了协商。保护联盟、世界野生生物基^+法兰克 

福动物学会都欢迎该报告，并认为如果执行这些建议可能发挥积极作用。特别鉴 

于《关于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的非洲公约》(非洲统一组织非洲公约)以及该报告 

第们建议，该报告也提交给非洲统一组织，但到目前为止，联合检查组尚未收到非 

洲统一组织的直接忘见。 

22·根据加鲁阿学校校长最近提供的资料，该校管理委员会尚未讨论这一报告; 

然而，喀麦隆农业部已经得知这一报告。姆韦卡学校管理委员会1980年1 0月 

7日第3 3届会议注意到本报告及其有关建议，并通过了关于请该国政府给予该学 

校以完全区域地位的有关建讥与此同时，成立了一个都长级委员会，以相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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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经委会在关于改变姆韦卡学校的国家机构法律地位的决议申的要求。该国政府 

认为没有必要来取这一措施，因为在过去2 0年申该学校成功地执行了区域性方案。 

但该国政府保证向学校提供资助，并将一如继往接受该地区任可国家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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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合国系统内备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决定和承诺的后续行动 

23p这一部分审议联合国系统内有夫组织以及联合检查组报告申意见和建议所 

涉的其他国际组织对非洲野生生物养护和管理所作的贡就·国际保护联盟和世界 

野生生物基金等联合国系统外组织对非洲和其他抽区的养护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它们的作用一直是辅助性的，但有时却足以提请国际社会注忘非洲野生生物养护的 

严重问题，如近年来非洲野生大象、犀牛和大猩猩数量减少以及热带森林减少。 

24·在斋妥外部援助的国家发展规划申是否纳入野生生物养护项目，这主要取 

决于对既是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也是珍贵的自然遗产的野生生物所给予的优先考 

虑程度如何。然而，由于其他迫切的社会经济问题，野生生物养护这一问题在优 

先考虑方案申往往被降至第二位、如果不是第三位j在区域性方案申，情况也是如 

此。 

A·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25·在过去几年申，粮农组织更加重视森林资源的养护。毫无疑问，这庆映 

了国际社会对由于沙漠化而引起的土地贪脊、森林在此方面的作用、热带和亚热带 

森林-一也括红木森林-一受到毁坏并继续减少等严重问题的关注。 

26·根据^982-1983年森林资源和环境方案，并鉴于热带地区农村居民所消 

费的动物蛋白8 0%来自野生生物，粮农组织打算着重进行"野生生物的管理，特 

别是利用其营养价值，对农村福利的直接贡献，以及其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一部分的 

重要意义"·养护和野生生物次级方案的行动纲领包括"在可再生自然资源政策 

范围之内制订野生生物和国家公园政策，特别强调农村居民利用野生生物作为蛋白 

质和收入的来源的可能性"，并"评估特别在非洲野生生物和国家公园资源部门的 

国家人贾需要，以确定训练斋求和所斋的体制改革"·这一次级方案的估计预算 

费用约为41·2万美元，在从正常方案基金拨给森林资源和环境方案拨款总额中占 

叉乙30 96°此外，还将对8 0个预算外项目提供技术援助，其中一些项目载于附 

件一，附件二所载的项目是由环境规划署主办的。 

270关于联合检查组所提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森林教育咨询委员会第十届会 

议C 1980年1 0月 2 9 日 - 3 1日)用其部分时间审议了野生生物和国家公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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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的训练，并审议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关于在热带国家野生生物管理人员训练 

的文件，特别着重论述印度尼西亚西牙戍环境养护管理学校;另一份文件是关于非 

洲的人员训练，与联合检查组的各项建议特别有夫。非洲森林委灵会野生生物养 

护和国家公园工作组第七届会议将再次审议这一题目，在这一会议上，粮农组织将 

就制订今后行动方案的问题征求非洲国家负责野生生物养护的有夫机构的意见和指 

导。 

28·在^982-1983两年申，森林资源司森林和野生生物养护处的工作人员在 

进行合约服务之外，还在进行一个包括两阶段的活动: 

同为野生生物和国家公园部门方面的人贵需求制订评价方法; 

^^^在非洲地区实行这一方法，为评价今后训练需求奠定基础。 

29·此外，第RAP—^4刊56号项目(加鲁阿野生生物学校)己得到扩展，还 

另行拨出13, 500美元，以使粮农组织根据题为"非洲野生生物训练区域项目"的 

新项目的建议发起行动;这一项目预计将于^983年正式实施，并将补充上述同和 

例段的任务，特别侧重该地区外地活动·除了这一项目之外，目前还在博茨瓦· 

纳、申非共和国和尼日利亚(附件-)举办野生生物养护初级人员训练班，象牙海 

岸、肯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索马里和扎伊尔等国家也在此方面给予鼓励·粮 

农组织法律处已发表了一份关于非洲野生生物和国家公园立法的全面研究报告，并 

就此项目向申非共和国、挨塞俄比亚和卢旺达派出了技术援助小组。粮农组织同 

生态系统养护组其他成员一样，参加了关于野生生物养护的国家会议和其他区域性 

会议， 

30·粮农组织最有能力实现野生生物养护目标和全球规划行动，就非洲的具体 

情况而言，就是通过对其负责的所有发展项目给予有效的投入一也括利用其本身 

的技术合作方案基金-一来实现有关各项目标·然而，尽管粮农组织普遍制订了 

工作规划，但它在实行联合检查组报告守所提各项建议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则较小· 

鉴于该组织在野生生物管理训练方面的长期经ݸ-一这对非洲经委会制订项目是非 

常重要的，这一点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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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 

3̂ ·环境规划署成立十年以来，十分强调生态系统和生物物种的养护，认为这 

是维持并改进人类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j这十年申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的申期计划、 

两年期方案和有关各项决定都表明了这一点·两年期方案也括对生态系统和生物 

种类养护具有重要意义的各种活动，而野生生物及保护区的养护则是在陆地生态系 

统和海洋次级方案范围之内更为充分地实行的。 

3之1980-83年期间，环境规划署陆地生态系统次级方案中期计划的目的是 

"促进对于陆地生态系统进行综合的与环境无善的管理，以尽量减少人类活动的不 

利后果，并确保每一生态系统内的持续生产繁殖"。在这方面，将要进行的活动 

包括拟订"在野生生物、国家公园和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方面举办综合训练班的区 

域计划"。这一活动非常符合联合检查组的有关建议·环境规划署将从正常预 

算和额外预算基金申分别拨出17. 0 %和 2 4 . 5 % (即总预算的24. 4 % )用于资 

助这一次级方案。 

3轧在前一个申期计划时期申，环境规划署、保护联盟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在 

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合作之下共同认真审议了全球自然生物资源的 

养护状况、有关问题以及无视这些资源对人类福利和努力的备个方面所作的充分持 

久贡献的那些有夫人类活动。这一重要活动的结呆便是制订了世界养护战略，联 

合国大会第3 4X^88号决议对这一战略表示欢迎，其后联大3 5 / 7 4号决议 

又批准了这一战略·该战略于1980年3月同时在3 4个国家甲开始实行，在大 

多数情况下是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宣布的，当时它弓1起世界政治界的注意和支持， 

联合国秘书长向各国政府、各国际和国家组织以及与生物资源有关的个人发出了一 

项呼吁。目前，国际养护战略反映于第三个联合国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 

34e在通过这一战略时，环境规划署理事会请执行主任促进人们遵循该战咯申 

所载各项原则和指导方针以及促进其各项建议的实施(第^^^ 1号决定)。在 

1982年5月理事会特别会议期间，许多国家政府明确重申其对世界养护战略的义 

务，并要求联合国系统采取具体执行行动;此外，1982年9月议会问联合会第六 

十九届会议吁请各国家集团促请其议会和政府尽早实现该战略的各项目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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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划署在此期间的努力主要是在生态系统养护组(见附件二)其他成贾的密切 

合作之下致力于实现该战略的各项目标，生态系统养护组第九届会议也专门审议了 

这一事项。该会议也审议并批准了联合检查组报告的所有建议，与会成员也一致 

同意执行上述有夫建议·该会议当时所决定的活动以及附件二所也括的其他活动 

都与报告所载建议们密切有关，并为非洲经委会在其第388 (Xv )号决议中所提 

出的区域方案作出了切实可行的贡献。这些贡献包括推广多边养护条约和协议， 

如《野生动植物群申有灭绝危险的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附件五)、发起新的条约 

和协议(如在区域级海洋方案范围内缔结的条约和协议)，以及积极支持并参与第 

9段所述有关生物物种和生态系统养护的区域会议和国际会议，如^982年1 0月 

在印度尼西亚巴厘由保护联盟、环境规划暑、粮农组织厂开发计划署·教科文组织、 

野生生物基金和其他组织联合发起的世界国家公园大会第三届大会(该大会每十年 

举行一次会议)· 

35. 1982年9月6日至7日在巴黎举行的生态系统养护组第十届会议再次审 

议了这一扳告，并请联合检查组参加对"野生生物和国家公园管理方面的训练资助' 

这一议程项目的审议。联合检查组代表向会议简介了到当时为止旨在执行联合检 

查组有关各项建议的行动，并指出生态系统养护组成员之间斋妥就此事项进行协调， 

并鉴于非洲经委会所作出的决议，需要与该组织密切合作·生态系统养护组指出， 

除了粮农组织之外，该决议都没有正式向其他成贾分发。该会议一致认为，所有 

成员均应执行联合检查组的有关各项建议，特别是有关向姆韦卡和加鲁阿提供资助 

的廷议。紧接着召开的森林和野生生物司联合专题方案规划会议进一步审议了这 

一事项，该会议并请非洲经委会出席参加。作为最迫切事项，检查专员建议，非 

洲经委会应当在环境规划署的帮助之下呼吁生态系统养护组成员为执行联合检查组 

有夫各项建议以及非洲经委会决议而共同制订模式。 

c·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36·教科又组织对生物资源养护的贡献主要是资助生态研究、特别是通过有关 

活动，最后导致召开关于生物圈资源的区域使用和养护的1968年生物圈会议以及 

^970年发起的政府间人与生物圈方案(人与生物圈方案)·根据这一方案而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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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实行的一些研究项目直接赞助生物资源的养护;人与生物圈方案的上述项目包括， 

关于热带和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项目仙、关于热带大草原和草原生态体系的项目 

(队关于于旱和半千旱她区生态体系特点的项引^)^关于湖泊、沼泽、河流、三角 

洲和河口湾以及沿海地区价值和资源的项引5)t关于山东和冻苔原生态系统的项目 

(6)以及关于自然区及其遗传材料养护的项目(8). 1972年通过的《世界遗产公 

约》使教科又组织得到另一新的途径，更为直接地参与野生生物养护以及建立保护 

区以，保护自然遗产· 

370 1977-1982年申期计划的各项目标与联合检查组报告的一般性结论和各 

项建议特别有关。例如，关于协调和促进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申进行合作 

性讲究幻次级目标70 2 1、关于促进土地资源研究和管理的综合方法的次级目标 

7e 22以及关于促进和发展国家与区域在进行与环境和与综合使用陆地生物资源有 

关的各种问题方面的研究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次级目标7.23. 

38·然而，教科又组织通过其申期计划的次级目标70 63来充分满足传统性生 

物养护斋求:促进保护人类天然遗产。这一次级目标综合了人与生物圈方案项目 

8和《世界遗产公约》的最终目的。因此，6年来，教科文组织在环境规划署和 

保护联盟以及各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合作之下计划进行了下述活动: 

《一特别鉴于自然区在野生植物和动物的遗传物质养护方面的作用，在全 

世界提高公众对保护具有代表性的自然区的重要忘义的认识; 

一促便有夫国家努力在那些几乎没有保护区的主要生态系统内设立新的 

保护区并加强现有保护区; 

一促进国际合作性研究计划和资料交换，以改进适用于自然区管理和遗 

传资源养护的基础知识; 

一训练养护万面的人员·" 

39. 1975-1976两年期申，教科又组织原计划给生态科学(人与生物圈方案) 

有夫活动的拨款总额为3，434, 500美元，但198^ -1983三年期申仅与自然遗 

产有夫的活动开支就预计为2，107, 800美元;此外，世界遗产基金于1979-

1980和1981-1983两个期间中分别提供了5 9万美元和9 0万美元的捐款。具 

体外地活动包括附件二申所载由环境规划署举办的那些活动，以及附件三申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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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其申包括由联合检查组有关建议和教科文组动执行局有关决定而直接51起的 

行动。 

40·此外，教科又组织还单独或与生态体系养护组其他成灵一起作出了其他重 

要贡献，例如:根据生物地理分布情况将世界分为若干清楚的组别(部门)、编制 

并改进非洲植物分布图、发起 9̂77年在苏联第比利斯举行的关于环境教育的政府 

间会议以及其他与野生生物养护有关的国际会议和区域会议。环境规划暑和保护 

联盟最近对上述划分作了进一步修改，并将其提交给上文提到的巴厘会议。这种分 

类方法为监测对具有代表性的生态体系保护区·如世界遗产遗址、生物圈保护区、 

国家公园，进行有效抽样和分类提供了可靠的指南· 

41·教科文组织除了有充分责任促进《世界遗产公约> C附件五)的实施;它 

也是《湿地公约》的存放人。如同非洲统一组织《非洲公约> (存放人为非洲统 

一组织，亚的斯亚贝巴)一样，这一条约的批准或加入情况不佳，到1980年1 I 

月为止，仅有2 8个缔约国，其申3个是非洲国家。^980年1 1月2 4 日 - 2 9 

日在意大利卡利亚里举行的缔约国第一次会议审议了这一问题·该会议乎吁采取 

一致努力争取更多的缔约国，并通过来取包括设立一个常设秘书处的程序和议定书 

来加强这一公约，该会议还吁请有夫国家指定更多的湿地，特别为旧北水鸟在非洲 

南部的过冬区指定更多的湿地。此外，该会议还认识到训练和研究在实现该条约 

各项目标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D，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 

4之根据1977年联合国大会第32/197号决议，非洲经委会是联合国系统 

内负责非洲地区"普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申心"，并应"在该地区的协调与合 

作方面行使集体领导并承担责任"·在非洲经委会作出决议之前，非洲野生生物 

资源的开发即使作为经济资源在非洲经委会的区域活动申也几乎不存在，这大概是 

由于该地区资源与各种需求相比是很有限的·联合检查组的报告完全改变了这一 

情况，这一点可以视为该报告的一个主要成就。另一方面，非洲经委会在环境规 

划暑的合作之下重视一般的环境事项，特别是污染问题^ 1978年，环境规划署帮 

助非洲经委会在其秘书处申设立一个环境协调股·在1982年5月20日-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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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内罗毕举行的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十届会议期间，理事会第G^^0^名(^V)号 

决定请执行主任继续向非洲经济委员会环境协调股提供机构支助。协调股可以根 

据上述决议承担更多的责任。 

43·非洲经委会的决议是在批准了^980-^983年度中期计划以及设想在此期 

间进行的方案活动之后才作出的。然而，秘书处编制了一项题为"非洲野生生物 

养护和管理区域性训练研究和咨询综合方案"，以执行上述决议执行部分第1、2 

和3(b)段;此外，秘书处根据决议第4段请开发计划署拨出数额为16·5万美元 

的预备性援助资金，然而这一请求尚未得到批准。预计，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 

环境规划署和非洲统一组织都将参加这一项目，并根据其专业范围和资源状况作出 

各自的贡献，尽管在拟订项目的过程申仅仅与粮农组织进行了协商。 

44·在1982年4月于的黎波里举行的非洲经委会部长级会议第十届会议期间， 

秘书处告知会议，坦桑尼亚政府希望维持其学校的目前法律地位，继续招收其他国 

家的学生，并让其他非洲国家的代表参加该学校的管理委员会。喀麦隆政府仍在 

研究非洲经委会决议，但最近与非洲经委会执行秘书的协商表明，其答复可能相似 

于坦桑尼亚政府的答复·它们之所以不愿忘将姆韦卡和加鲁阿学校变为正式区域 

机构，是由于喀麦隆和坦桑尼亚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所设区域性机构的遭遇。正如 

在的黎波里会议上一名与会者指出的那样，其他区域性机构"由于开发计划署停止· 

其援助"而受到影响，因此他主张对开发计划署向区域性机构提供的财政援助持谨 

慎态度。非洲区域劳动管理训练申心的活动也充分庆映了这一点，在该机构的活 

动过程中，喀麦隆政府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弥补尚未艾什的捐款，方便该方案持续活 

动。有人建议非洲经委会成员国审议是否可以在不改变法律地位的情况下让这两 

所学校执行区域项目。在此方面己有先例，如环境规划署允许姆韦卡学校作为第 

^ ^ 一 ^ ^ 0 3 - 7 7 - 0 叉 号 项 目 的 " 执 行 机 构 " ( 附 件 ^ ) . 

E，联合国开发计划暑(开发计划署) 

45·从联合检查组的报告申所列项目可以看出，开发计划署通常根据个别国家 

指规数或集体区域指规数来审议有关国家政府的要求。开发计划署设有两个咨询 

机构，它可以便开发计划暑增加对野生生物养护的贡献。第一个机构是国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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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它特别就技术援助方案向有夫国家政府或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提供咨询意见j 

例如，它曾提出乌千达的国家公园非常斋妥整修(附件-)·第二个机构是国家 

计划拟订小组，它对有夫国家政府提供咨询性服务;开发计划暑、环境规划署、粮 

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也可通过这一机构提高公众对野生生物资源的生态和社会经济 

价值的认识，并鼓励有夫国家政府在由开发计划署提供资金的那些优先项目申列入 

关于野生生物资源管理和开发的项目。 

46·从附件一以及从开发计划署在非洲国家和区域级农业广森林厂渔业部门的 

资助项目一览表甲，可以看出特别在联合检查组报告发表之后是否充分利用了上述 

机构。198^年6月出版的项目概要中包括608个项目，其申仅有1 3个项目是 

与野生生物养护有关的·其甲一些项目活动可以加以扩展，以充分包括野生生物 

养护，并由此实现联合检查组建议和非洲经委会决议的部分目标。在此方面的例 

子包括. RA^-78刊25号区域项目;森林资源开发与养护; B ^ ^ ^ ^ 8刊0 5号森 

林资源开发(贝宁^ j ^ ^ c - 7 9 ^ 0 ^ ^ ^河盲症方案(象牙海岸);以及^ ^ ^ - ^ ^ ? 

80^农村综合发展(利比里亚)·目前尚未能从有关国家申发现请开发计划署在 

1982-^986年第三期中提供援助的要求申所包括的野生生物项目。然而，鉴于 

附件一所述趋势、目前世界经济状况以及非洲国家目前所面临的粮食和其他严重问 

题，这方面的情况并不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47，关于两所学校，开发计划署在其1982年7月^ 2日致联合检查组的公函 

申确认。己经根据非洲区域方案在^983-^986年期间向加鲁阿和姆韦卡两所学校 

提供援助150万美元，尽管开发计划署已经表明由于目前的财政困境，援助数额可 

能会减少。然而，据报道，开发计划署代表在的黎波里非洲经委会会议上说，只 

要加鲁阿学校和姆韦卡野生生物学校有效地实行区域化，开发计划署将愿意向它们 

提供财政资助"·前一份报告和本报告下一章都清楚表明，这两所学校都充分满 

足了迈一条件，而这一条件也是开发计划署通过RAp^^4-056专项目向加鲁阿学 

校提供资助的基础·检查官员己经得知，坦桑尼亚政府最近打算与开发计划署和 

粮农组织驻达累期萨拉姆代表举行协商，以探讨在让姆韦卡学校履行区域职能一 

而不是区域所有权-一的条件下从区域指规数申向该学校提供资助;这一做法十分 

相似于亚的斯亚贝巴驾驶贯和飞机维修技术人贯训练中心的区域性项目( RA砂行8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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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XOl，，，^5 )，而这一项目正是开发计划署在与检查专员的协商甲提议的例子。 

一旦这两所学校或者通过发展申国家间获木合作安排、或者通过主办国自己的资源 

而自足自给，非洲经委会和开发计划署的资源将具有更大的机动性· 

48·检查专员认为，联合国各机构间就此事项的协调十分不足，从而导致联合 

国系统肉早已为人们所接受的惯例发生混乱;他们建议，特别鉴于开发计划署已经 

在其目前方案周期甲给予这两所学校非常慷慨的拨款，非洲经委会、粮农组织和开 

发计划署以及上述两国政府应立即举行协商，以尽快规划下一个区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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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洲自然生物资源养护方面的一般性情况 

4^·这一部分概述非洲国家一级和区域一级在生物资源养护方面，特别是野生生 

物养护方面的最近情况、进展和趋势，同时还评述国际社会经过努力在这些资源的 

全球养护和非洲地区养护方面作出的贡献。 

A·野生生物养护方面的申等训练方案 

50·如第一份报告所述，加鲁阿学校和姆韦卡学校除了其各自政府提供的资助 

以及从其他来源获得的资助外，面临着财政和工作人员方面的困境;但尽管如此， 

这两所学校仍然继续发挥其区域作周。尽管开发计划暑、环境规划暑和粮农组织 

同意在就建议仙和们采取行动之前继续提供现有资助并增加这一资助，但令人遗憾 

的是，根据^A ^ ^ ^ ^ - 0 ^ ^号项目和^P - ^ ^ ^ 3 - 7 7 - 0 1专项目向加鲁闷和姆韦卡 

学校派出的专家讲师分别在1979年和19^^年之前逐步撤出这两所学校。 

51·姆韦卡学校从教科又组织、非洲野生生物管理基金会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 

保护联盟等组织获得一些援助，特别用于弥补由于举办训练班费用增加而产生的赤 

字。由于客麦隆不是《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因而加鲁问学校没有得益于世 

界遗产基金。鉴于这一学校训练一些负责现在和将来世界遗产名胜和生物圈保护 

区的管理人员，世界遗产委员会似可设法提供援助。同样道理，向姆韦卡学校提 

供的资助也不应当取决于坦桑尼亚是否己经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环境规划暑也 

应当根据其自己的养护目标，考虑向加鲁阿提供资助，以支持非洲法语国家的努力。 

52·除了姆韦卡和加鲁阿字校之外，莫桑比克有夫部门和非洲经委会正在考虑 

设立一个为非洲葡萄牙语国家服务的野生生物机构。1981年，莫桑比克政府就 

己经编制了一份旨在从开发计划暑获得1，2220, 460美元的建议草案，其目的之 

一是"根据莫桑比克以及其他葡萄牙语国家的情况，建立一个野生生物都门专业训 

练体系"。然而，开发计划暑马布托办事处证实，在其1982- 1986年国别计 

划申没有为此目的提供拨款，而且由于其财政资源有限，环境规划暑也不能对于它 

收到的建议作出反映。这两所学校的目前状况概述于以下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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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喀麦隆加鲁阿动物学校 

53·人员训练和发展:自从1976年以来，该学校非洲教职人员不断撅少，该 

学校被迫请访问讲师讲授下述学科:经济学、鸟学和动物标本剥制术、立法和行政 

管理以及地形学-一这些都是重要的学科。因此，招收和训练喀麦隆学生是一个 

主要问题。 

54·财政资源:以前曾经向学校提供财政资助的许多组织视在己经逐渐停止其 

资 助 。 1 9 7 9 - 1 9 8 0 年和 1 9 8 0 - 1981年期间政府津贴均为58, 823美元， 

在 1 9 8 1 - 8 2年期间减至44, 118美元;此外，开发计划暑分别于1980-8 1 

年和 ^ 9 8 1 - 8 2年向该学校提供19, 588美元的捐款。 

55·其他资助电括向学生提供的奖学金，1980-8^年与1981-82年两 

个学年期间捐款情况如下:美国环境保护基金: 7, 059美元和14, 1^8美元;开 

发计划暑: 7, 059美元和邑529美元;德忘志联邦共和国: 30, 000美元和 

21, 1 7 6美元。这样，学校在1 9 8 0 - 8 1 年和 ^ 9 8 ^ - 8 2年两个时期拥有 

资金总额分别为12乌353美元和10乙353美元。该学校开办以来各个来源所 

提供的捐款情况见下表，学校结业毕业情况载于录一。 

56·法律状况:从罗马粮农组织得到的情况表明，喀麦隆政府已经签署了关于 

确定加鲁阿学校为拥有区域作用的国家机构的法律文书。有关方面希望，这将便 

利用人国家正式承认该学校所颁发的毕业证书和结业证书以及联合检查组建议3同 

的目标， 

(lD)坦桑尼亚姆韦卡非洲野生生物管理学校 

57·人员训练和培养:前一份报告论述了姆韦卡训练班规模扩大而引起的各种 

问题。根据该国政府的一项决定，学校管理委员会必须自己雇用工作人员。因 

此，大多数从政府借调的教员成了学校的长期工作人员。从行政方面来看，这是 

一个很重要的改进。 

58·学校作出了相当努力，通过考察、外地项目和大学训练来训练培养工作人 

员;在丹麦国际开发局、世界遗产基金、非洲野生生物管理基金会等外部资源的支 

助下，九名工作人员接受了大学训练，其申四名是攻读野生生物管理学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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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加鲁阿野生生物学校所 

获财政资助来源概览 

资 助 来 源 

叫政府、多边来源 

政符津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西德技术合作局 

法国援助合作基金 

欧洲发展基金 

美国国际开发暑 

瑞士合作协会 

加莲政府(学费) 

□非政府来源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 

法兰克福动物协会 

世界野生生物基金厂保护联盟 

西非托塔尔公司 

国际养护猎物协会 

非洲野生生物管理基金会 

共 计 : 

^967J1975/76 

美 元 

843,702a 

901,470 

102,941 

117,647 

^ 

10,294 

^ 

^ 

66,471 

9,265 

3,676 

4,412 

2,353 

^ 

2,062,23^ 

^977 0 1982 

美 元 

294,118 

684,269 b 

154,559 

120,000 

60,294 

真 

J^^^^ 

5,294 

8,824 

^ 

2,941 

鼻 

^ 

1,47^ 

1,338,829 

计
元
 

共
美
 

l,^37,820 

工,585,739 

257,500 

237,647 

60,249 

10,294 

7,059 

5,294 

75,295 

9,265 

6,6^7 

4,4^2 

9,353 

1,47^ 

3,40^,060 

资料来源. J^^^^诬取勺9/1和学校行政部门· 

a除开发计划暑和第一阶段政府捐款外，其它所有数字皆按1982年了月 

联合国官方比价( 1美元= 340非洲金融共同体法朗)从非洲法朗换算 

成美元。 

^ 1982年粮农组织从^A^-^^刊56项目申取出13500美元用于调查 

非洲技术人员需求情况(见第28和2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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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为了解决工作人贵缺乏这一问题，美国国家公园服务处作了一个为期两 

月的协作教学安排，但由于对美国政府雇氏所实行的国外旅行预算限制，这一项目 

在1981年3月之后遭到削减。肯尼亚环境和自然资源部的两名工作人民被借调 

到姆韦卡学校当教师，这十分符合建议三(̂ )和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有关方面 

应当给予这一发展以更多的鼓励，在此方面，已经向加鲁阿学校建议了相似的行动 

方针。 

59，财政资助:见下表财政资源概述。主要开支项目用于资本开发，以同时 

举办为期两年的毕业班和结业班。由丹麦国际开发局赠款供赘的新校舍于1981 

年第一季度开工，目前正在继续施工。这一赠款也包括提供车辆和奖学金以及教 

师，真申一名教师已经到达该学校。 

60. 197并^^80年度对姆韦卡学校来说是困难的一年，该学校呼吁筹集资金， 

以弥补大量赤字。管理委请会与该国政府协商之后，不得不将学生每年学费提高 

到^981年的5，600美元和1982年的7，000美元，以反映软现实的费用;与 

此相比，^^76年结业班学生和毕业班学生全年学费则分别为1，300美元和1，500 

美元。在作出这项决定之前，坦桑尼亚政府事实上一直在给其他国家来的学生提 

供补贴，上一届生态系统养护组会议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猫指出，包括开发计划 

暑在内的一些捐款国和捐款组织向加鲁阿学校提供奖学基金，以从用人国家招收学 

生(第5 5段) ;而除了环境规划署奖学金万案之外，向姆韦卡学校派遣学生的各 

国政府不得不通过自己的资源来支付这一费用。这也是加鲁阿学校学费低得多的 

原因之一，该校每年学费约为1，5^^美元。 

61·此外，学校的财政斋求应当纳入国家正常发展方案和预算。因此，1981 

年该校校长提出一项1982-1987年五年发展计划，该计划估计，该学校资本开发 

和人民发展所需费用分别将约为3，680^ 10 5美元和^52, 4 3 9美元。应非洲 

野生生物管理基金会的要求，1981年1月举行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审议了财政赤 

字问题;这一会议是在塞罗内拉塞伦吉提国家公园的塞伦吉提广恩戈隆戈罗生态系 

统正式保护六十周年之际召开的，与会组织有教科文组织、环境规划署、非洲野生 

生物管理基金会世界野生生物基金全保护联盟、动物学会联合会和联合检查组。 

如上述财政资助概述所示，其申一些组织提供了具体捐款，而教科文组织则通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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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遗产基金提供捐款(附件三)。这些捐款和其他财政资助来源都使姆韦卡学校 

得以维持表二所示训练方案和毕业结业人数。 

B，野生生物初级训练方案 

62·仅有少数国家在此方面采取措施，建立训练设施，其申一些国家还获得外 

部援助。前一份报告提及了博茨瓦纵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此外， 

还应提及中非共和国、肯尼亚、马拉维(1983)、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 

加纵肯尼亚、马拉维、卢旺达、塞由加权苏舟南部、卢旺达和扎伊尔目前批都 

在举办不大正式的在职训练班。在象牙海岸，布阿夫森林学校举办的护林民训练 

班也包括野生生物养护和渔业。这一学校成立于1978年，每期训练班招收3 0 

名学生，为时三个月。对于那些森林、野生生物和渔业都统归一个技术部门管理 

的国家一如大多数非洲法语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学科组合。1981年， 

莫桑比克又设立了另一所学校，即马布托自然保护学校，以向戈隆戈萨野生生物学 

校输送工作人砖和学生，也括野生生物养护负的初步训练和进修课程。该学校有 

5 0名学生，每期课程时间为6个月。 

63·然而，这些学校的长期发展目标是训练合格的结业人民，其申大部分用于 

管理国家公园和其他一般性外地活动。从以下务段概述中可以看出，其申一些学 

校可能在次区域一级上为其他国家提供服务。这更加强调夫于加鲁阿和姆韦卡学 

校在训练教师万面的作用的联合检查组建议(2)的重要性，以及迫切斋要粮农组织尽 

快开始评价非洲人氏和训练需求，以指导这些和其他主动行动。 

64·博茨瓦纳:马翁野生生物训练申心^1980)，该学校最初是在共同体厂 

欧洲开发基金、洛克非勒兄弟基金和开发计划署的资助下成立的，为野生生物助理 

管理渍(姆韦卡结业证书水平)以及管理溃等外地工作人品提供职业前训练和在职 

训练。它同时也是根据野生生物教育推广方案讲行养护推广的活动基她，并为各 

国政府官渍举办关于环境养护的座谈会和讲习班。该学校设置四个班，即初级班 

(五周)、提高班(五周)、讲修班(四周)以及结业班(七个月)。各班着重 

点放在外地活动，课程项目包括生物学野生生物和栖息地管理个公园规划、发展、 

管理、野外工作技巧、行政管理和公共关系、立法和法律实施等;这些课程靖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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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共同教授。 

65·该学校接纳学生最多时为2 0名，每年毕业训练人民为6 0名。目前尚 

未从邻近国家招收学生，但目前正准备扩展该申心，使其成为次区域一级训练设施， 

并计划在1983年学年申招收外国学生。 

66·申非共和国1980年在开发计划暑厂粮农组织的援助下设立一所学校，其 

训练目的和程度与博茨瓦纳学校相似。 

67·肯尼亚:奈瓦沙野生生物和渔业训练学校(1981年)，该学校由世界银 

行提供的1，700万美元的训练贷款之一部分资助成立，以结业水平训练野生生物 

和渔业技术人渍，并有可能举办颁发文凭的训练班。肯尼亚政府希望，这一设施 

将使其他有关国家也受益。 

68·莫桑比克:戈隆戈萨自然保护人渍学校，该学校于1977年在北欧国家的 

援助之下成立，每年接受学生3 5名，举办短期班和长期班，开设了野生生物养护 

和森林守卫初级课程(每项课程时间为6个月)，野生生物管理初级课程C l2个 

月)以及野生生物管理中级课程( 3年)。除了自然科学、行政管理牟野外工作 

技巧和野生生物管理之外，该学校课程还也括野生生物利用和生产以及外语(葡萄 

牙语和英语)。该学校还训练了安哥拉学生。 

69，这些课程由5名教师讲授，他们大部分是移居国外的人，其中有两名从坦 

桑尼亚借调过来。由于戈隆戈萨设施不足，该学校难于招聘本国合格人员，并难 

以找到愿意在学校工作的移居国外人员。因此，该学校请开发计划暑提供援助。 

该国有关部门计划从戈隆戈萨学校训练的学生中挑选一部分接受大学训练，以满足 

这一需汞。 

70·尼日利亚:联邦野生生物学校^1978)，该学校是在开发计划署厂粮农组 

织的援助下成立的邱^^^^76-003)，其训练课程相似于姆韦卡学校证书班和博茨 

瓦纳野生生物学校。 

71·坦桑尼亚:马里阿西亚自然资源学校^ 1966年作为野生动物管理人员训 

练学校而成立，设有为期一年的训练班以及与莫桑比克戈隆戈萨野生生物学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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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书卡证书班相似的短期进修班，并根据上述证书班设置训练方案。这一学科间 

方案特别包括野生生物、森林和渔业服务方面的学生。 

72，赞比亚:钟加野生生物管理学校(1979)，该学校由政府资助，其短期 

目的是训练野生生物技术人民(野生生物管理人员)。但长期方案也包括为森林 

助理管理人渍提供进修课程和概况课程(结业水乎)。课程时间为一年，所设学 

科相似于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学校的课程，但比较强调法律实施和行政管理。该 

学校每年最多可招收30名学生，迄今为至，已训练4 5名野生生物管理人惯。所 

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缺乏教爪校舍个野外活动设备和其他设施。目前，学校有 

3名专职教师，和1 0名访问教师。 

73·津巴布韦:自然资源学校(1982年8月)，主要向全国公园和野生生物 

管理局以及有关机构提供经过训练的管理人员以及在职训练。根据长期计划，该 

学校将成为训练环境方面高级管理人贾的区域申心。该学校预计将最多接受7 0 

名学生，其申一年课程和两年制课程分别为3 0和20名学生，另有20名在职训 

练学贾，教师由国家公园和野生生物管理局提供。政府直接提供学校的财政资助 

-一发展经费为5 4，8万津元，其申4，8万津元将用于举办1982-^983年期间 

的首期训练班。此外，财政资助也来自淳巴布韦的私人捐款者。该学校的完全 

建成将需要1 8 5万津元，只有通过新的外部援助，拟议甲的各项发展才可能尽早 

实现。国家公园和野生生物管理局己向联合检查组提供了拟议中的学校课程衰， 

从这一课程表上看，该学校的教学质量可以与加鲁阿和姆韦卡学校毕业生的水平相 

比。 

C·研究和高级人质训练 

74·前一份报告强调需要经过训练的科学管理和研究人员，以作为研究方案实 

施的基础，并提请注意非洲政府并没精给予研究活动以足够的文助。该报告指出， 

在迄今为至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中一些是外国人贾的工作成果。除极少数国家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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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之外，这一情况几乎没有任何 

改变: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在环境规划暑和保护联盟的援助之下，己经开始制定全国 

范围的全面野生生物研究方案，分别由野生生物计划股和塞伦吉提野生生物研究所 

主办。此外，马拉维(卡松古国家公园研究申心)、尼日利亚(凯因吉湖研究 

所)、乌干达生态学研究所都组织了有关研究活动;这些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开创了 

东非(在卢赛尤德热带生态学研究所)以及博茨瓦纳、喀麦隆、加纳真象牙海岸 

(泰依国家公园)、马达加期加、卢汪达、苏丹(南部地区和红海姊区)、扎伊尔、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家这方面的研究。然而，检查专员认为，一项全面的研究 

方案将可最经济她部暑目前有限的国家和外部资源。 

75·若干大学¨也括前一份掘告申所提及的大学-一都正式设置与该国环境 

保护活动密切相关的野生生物养护课程。在保护区进行的学生研究项目也丰富了 

对管理这些地区所必需的科学数据。然而，检查专渍得知，由于资金不足以及缺 

乏这个领域中的合格教师，这些大学难于向学生充分提供有关知识。此外，内罗 

毕大学指出，几乎没有一个非洲国家的事业结构可以吸引此方面具有突出科学才能 

或经过高级训练的毕业生。因此，理科项士课程很难吸引第一流的非洲毕业生。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但是如以下务段所述，这些学校在满足非洲对于高级训练人贾 

的需求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7b·肯尼亚内罗毕大学。1970年，内罗毕大学开设了为期两年的养护生物 

理科硕士班，并有可能取得动物学博士学位。迄今为止，己有下列回家的学生在 

这个班申学习:肯尼亚( 2 0 )、马干达( 4 )、尼日利亚C 3 )、美国^ 3 ^^ 

坦桑尼亚( 2 )、英国C 2 )、马拉维C l )和赞比亚( 1 )。为使为数不多的 

教师能充分指导学生在第二年的研究项目，该系每年最多只能接受6名学生。 

77·尼日利亚伊巴舟大学。1975年，伊巴舟大学设立了森林学理科学士班， 

并可选修野生生物和渔业等方面的课程。迄今为止，己搐30名学生毕业于这个 

班;此外，还有两名野生生物理科硕士毕业生，其申一名是喀麦隆人，现在加鲁阿 

-学校任教，以及6名野生生物生态学和管理博士。该大学现已正式设立野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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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渔业管理系(1982年9月首次正式招生)，其职责是为所有热带国家培养野生 

生物学渔业管理万面的高级人材，并与尼日利亚国内外其他有关高等院校和研究所 

讲行合作，以拟订并执行在此方面的解决问题的研究项目。该系目前正利用凯因 

吉湖研究所实施企业训练方案· 

78·坦桑尼亚达累期萨拉姆大学。1976年，该校开设野生生物生态学和管 

理班(理科学士、理科项士并可获得博士学位)。迄今为止，该大学训练了来自坦 

桑尼亚( 14 )、肯尼亚( 1 )、苏丹( 1 )、乌干达( 1 )等国攻读理科学士的 

学生;目前，有14名学生正在这个班申学习。理科硕士班的招生情况如下: 

^978年3名坦桑尼亚学生^ 1980年电括坦桑尼亚( 5 )、美国( 1 )、尼日利 

亚( 1 );预计^982年将招收坦桑尼亚、美国和博茨瓦纳等国学生。这两个班 

都非常着重野外活动，训练方案申也括大量研究活动。据指出，班申的大部分学 

生都具有姆韦卡学校毕生文凭。 

79·由于塞伦吉提歼究所和坦桑尼亚其他机构的研究活动减少，可以在指导外 

地活动和组织座谈会方面协助现有讲师的专家人数也有所减少，因而也使研究生数 

量降至最低水平。该大学建议，联合国系统可以在此方面提供援助，其方式也括 

促进与邻国大学和研究所的短期学术互访，并为此类访问学者提供野外工作设施， 

这些设施也可以由大学的工作人员使用，从而增加互访方案的价值。 

80·其他大学的训练。苏丹南部的朱巴大学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援助之下 

开设了野生生物管理班，在加纳的库马西新近也成立了一所自然资源学院。尼日 

利亚阿库俞多州新成立的联邦科技大学可能设立野生生物系。这样，非州地区正 

式设立野生生物训练班的大学共有6所，其申没有一所属于法语国家。此外，还 

有其他+些大学积极参与野生生物研究，而这主要取决于是否拥有对这个课题感兴 

趣的讲师，因为这涉及学生攻读动物学或生态学的高等学位。这些大学电括与乌 

千达生态学学院在马克里里联合开设的莫桑比克生态学学院。热带生态学大学研究 

院(附属于象牙海岸阿比让国家大学)以及马达加斯加、扎伊尔(金萨沙大学)、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的大学。 

81·许多非洲国家继续根据技术援助方案，利用海外高等学院训练野生生物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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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专门人员。今天，相当数量的野生生物高级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都是在澳大利 

亚、加拿大法国(作为森林训练的一部分)、荚乱匈牙利、美利坚合众国等国 

接受训练的，其申大多数人在加拿大和美国大学留学。这是一种花费昂贵而收效 

缓慢的获取所需专门科学技术的方法，而且，毕业回国的学生经常要经过一段时间 

后才能重新熟悉非洲的情况。目前海外高等学院越来越鼓励学生在其本国进行野 

外9日和研究项目。然而，检查专员认为，应当发展相似于象姆韦卡和加鲁阿两 

学校建议的有关安排，利用已经开设野生生物训练方案的大学，电括现有生物研究 

申心。 

82·需在大学里举办各种训练班，以培养足以满足国家养护政策和立法以及多 

边条约各种需求的专门人员。加鲁阿和姆韦卡两学校所设置的课程属于该范围之 

内，但主要是关于执法方面。有关方面建议，粮农组织法律处应在保护联盟环境 

政策立法和行政管理委员会以及环境规划署的合作之下，鼓励训练教师和讲师，以 

加强这两所学校和上述各大学所设置曲课程申这一因素。与此同时，一些此类大 

学和提供法律训练的其他机构应当考虑设置这一课程，以供野生生物或法律专业的 

学生选修，这些课程也可接受姆韦卡和加鲁阿两学校的合格毕业生。 

83。在此方面，检查专员称赞非洲经委会和环境规划暑经过共同努力，由非洲 

经委会于^980年9月29日至^ 0月8日在亚的期亚贝巴召开了关于非洲经委会 

地区制订环境保护立法问题的律师座谈会。八个非洲国家的专家以及粮农组织、 

卫生组轧开发计划暑、环境规划暑个非洲统一组织、保护联盟以及其他国际组织 

的代表参加了该座谈会。最为令人鼓舞的特点是会议启用了来自五个非洲国家的 

顾问人员，这表明，该地区己经具有在这方面进行更为有力的领导所需的专门技术。， 

D·生态系统和生物种类的养护 

84·若干因素、电括前一%报告申所述的因素决定了有关国家设立新的养护区 

和规定有效保护现有养护区和生物物种的速度。除了缺乏或没有具体体制安排， 

，非洲经委会，E/C叹^4/784, 198 0 年 ^ 0 月 2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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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和有限的资金大概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例如，马达加斯加 5̂个公园和 

保护区几乎没有一个管理员，其申仅有两个公园设有助理管理员;博茨瓦纳1 0个 

公园和保护区申仅有6个设有一个管理地塞内加尔6个国家公园申，仅有尼约克 

罗克巴国家公园设有一名专职工作人员。技术人员的缺乏在全非洲野象和犀牛现 

状普查申特别明显(见第89段)，^981年，《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处在世 

界野生生物基金/保护联盟的资助下派出两名专家以向若干国家提供现场铬询。 

1982年3月/4月，秘书处在其总部和瑞士伯尔尼《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家管 

理处为来自博茨瓦纵申非共和虱喀麦隆和坦桑尼亚的四名官员专门举办了一期 

训练班。尽管附件四表明有大量毕业生，但其申大多数人或者在省级总部和区总 

部负有行政职责，或者已去进修，或者已经离开这个部门。 

85。大多数国家用于野生生物养护的资金远远低于其国家预算的 %̂，除非旅 

游业促使某个国家在这方面拨出更多的资金。这使野生生物养护机构不能很好地 

规划并发展养护区、确定并公布新的养护区。由于铁乏野外设备和运输工具，这 

也加重了己经建立起来的养护区申榆猎和侵占等问题，例如，乌干达大多数野生生 

物保护地和禁猎区的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 

86·由于非洲人口从1970年的3·5 4亿增加到^980年的4·69亿(^9^^ 

年联合国统计手册)，以及由于持续的粮食不足，因此在土地、特别是用于耕作、 

放牧和居住的土地方面的竞争普遍加剧。因此，大多数国家越来越不愿意划出更 

多的野生生物保护区，特别是那些人口密度大(附件四)或耕地面积有限的国家。 

例如，卢旺达是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即每平方公里约有192人，由于非 

常缺乏用于耕作和居住的土地，该国仅有的两个国家公园(卡格拉河和火山地区) 

正在受到严重的人口压力。地处博茨瓦纳半千早的西北地区的独特的奥科万戈三 

角洲沼泽地正在受到农业灌溉和畜牧发展计划的威胁，这两项计划都需要在沼泽地 

申排水并有效控制舌蝇。 

87。非洲各国政府现在才比较广泛地认识到保护生物物种、栖息地和生态系统 

在生物生态和其他方面的作用。+些国家如博茨瓦纳·喀麦隆加纵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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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亚肯尼亚、塞内加权塞舌尔、苏丹和坦桑尼亚一一的政府目前正试图将养护 

纳入国家土地使用和有关发展方案之申。对于多数非洲国家来说，由于面临迫切 

的经济问题，它们不能在发展计划申纳入生物资源的养护;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它 

仍是真个次要的项目。对于在此方面采取行动的那些非洲回家来说，仍然存在这 

一不足:即没有足够的科学资料可以利用，而且获取并运用这些资料的资金也有限。 

88. 1970年代，非洲野象和犀牛数量大大减少，这 1̂起一些国家的严重关注 

以及国际社会一一特别是非政府组织一一的呼吁。据估计，从1974年以来，肯 

尼亚的野象数量每年减少2 0%，而从^970年到1980年，黑犀牛数量从 

^5, O 0 0只减至1，50 0只，即减少9 0^。。因此，坦桑尼亚政府和肯尼 

亚政府分别于 9̂73年和 9̂77车完全禁止狞猎野生动物以及猎获物产品的交易; 

扎伊尔于1975年规定在十年内禁猎野象。象牙海岸。尼日利亚和索马里以及其 

他+些国家也实行了禁猎规定。然而，这些禁猎规定大大抬高了象牙和犀牛角的 

市场价值，从而导致偷猎和非法贸易急剧增加。 

89·因此，保护联盟、世界野生生物基金和纽约动物学会一起合作，对非洲野 

象( 1976 )和犀牛( 1979/80 )的目前状况和养护需求进行了全面调查。在 

调查过程申，美国政府帮助编写了一份关于象牙贸易的特别研究报告，由于该份叔 

告，美国《面临危险的物种法令》附件一列入了野象。除了出口国和进口国越来 

越努力促进执行《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附件五)，这些调查还表明，生活在3 4 

个非洲国家的大草原和林地申的野象总数约为^ 1 0万只，其申大部分在苏舟、坦 

桑尼亚、扎伊尔和赞比亚;约有^5, 000只黑犀牛和7，000只白犀牛，其申 

黑犀牛主要分布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自犀牛主要分布在坦桑尼亚。 

90，目前，非洲国家政府正在与上述非政府组织、环境规划暑和粮农组织合作， 

特别通过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网向上述动物的群体提供更多的保护，以保护地理物种 

(物种种类)，同时也保护其他物种，电括其栖息地和生态系统标本。此外，申 

。环境规划暑1980年第6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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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共和国已开始与所有邻国一一苏丹、扎p尔、刚呆、加蓬喀麦隆和乍得一一进 

行协商，以便在控制偷猎和非法贸易方面实行国家间合作。198 1年和1982年召 

召开了国家间部长级会议，己就有关此事项的协议书和体制安排达成一致意见。 

检查专员希望，在执行联合检查组建议们的过程申，非洲国家这些值得欢迎的努力 

应当由非洲经委员会和非洲统一组织的一个共同机构统仁安排。 

91·有关方面也对灵长目动物的过量捕获特别用于陈列、私人动物园和生 

物医学研究一一表示关注。1979年，在这方面呼声最大的国际灵长目保护联盟 

在与塞拉利昂自然养护协会的合作之下，终于说服塞拉利昂总统在对于黑猩猩现状 

进行普查之前，暂时禁止这一动物的捕获和贸易。这一普查于^980-81年在纽 

约动物学会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的财政援助之下进行，并将也括该地区的其他野生 

动物。在将乌坦巴一基里米确定为塞拉利昂优先保护区的过程申，上述普查的结 

果十分有用。有关山猩猩保护情况也是如此，非洲野生生物管理基金会、动植物 

养护学会、面临危险物种人民信托基金会以及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保护联盟都帮助 

卢旺达政府保护火山公园的野生动物。 

92·关于生物医学研究，世界卫生组织、保护联盟与生态系统养护组的其他成 

员进行了协商，并于 9̂8̂ 年由世界卫生组织/生态系统养护组发布了联合政策声 

明，其申强调根据世界养护战略的各种建议保护灵长目动物。它特别强调保护面 

临威胁的灵长目动物以及就这些对于生物医学研究有重要意义的动物制订出合理利 

用和管理的方案。 

93·正如世界养护战略第十六章申所指出，在灵长目动物数量减少的同时，热 

带森林面积和质量也都有所下降，其遗传财富面临枯竭，并对人类本身造成了严重 

的后呆。咆括生态系统养护组成员在内的联合国系统、有关非政府组织和捐款国 

一一如荷兰瑞典和美国一一都在积极地帮助热带国家保护这一生态体系。例如， 

美国政府编写的"全球2 000"报告便是其贡献之一。1980车3月，环境规 

划署在内罗毕召开了一个由有关国家政府、几个联合国机构和一些非政府组织代表 

参加的专家会议，审议关于保护并持久利用热带和亚热带森林的各种措施。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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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划署·粮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于1982年1月在罗马举行了一个后续专家会 

议，通过了若干行动建议，粮农组织森林委员会目前正在审议这些建议，以进一步 

护展环境规划署1984-1985年期间热带森林方案的内容;联合国系统内外的若千 

组织目前也正在执行这些建议。例如，保护联盟在世界野生生物基金和其他非政 

府组织的合作之下提出了一项方案，计划通过公园和保护区网保护这一生态体系申 

具有代表性的生物物种。根据这一方案，非洲国家申，马达加期加将特别保护面 

临危险的狐猴j坦桑尼亚卢旺达、乌干达扎伊尔也将保护山猩猩;此外，喀麦 

隆、加纵象牙海岸、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在西非地区进行相似的活动。 

94·同样重要的是，1980年4月2 8日至29日于拉各期召开的非洲国家和 

政府首脑会议认识到森林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申的作用，并通过了《拉各期行动计 

划》项下的"蒙罗维亚战略"。与会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一致同意在自然环境的养 

护和改进方面进行合作，呼吁从现在到 9̂85年，将植林方案的面积每年扩大10̂  

并特别重视村落林地和农业一一森林以及在今后五车申将森林保护区每年扩大1056. 

目前，粮农组织正在与非洲经委会合作，以实现这一目标。 

95·另一个活动、而且或许是环境规划暑所进行的最为成功的活动之一是区域 

海洋方案，它主要涉及沿海环境和海洋环境的保护，特别使其免受各种来源的污染。 

该方案也电播沿海和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目前己经通过了三项与非洲有关的此 

类区域方案，即地申海区域海洋方案( 1975 )、西非(几内亚湾)区域海洋方案 

( 1981 )以及红海和亚丁湾区域海洋方案( 1982 )。根据东非有关国家政府 

的要求以及环境规划署理事会1980年4月29日第8/ 1 3 C号决定，由生态系 

统养护纽全体成员组织、联合虱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气象组织和工发组织等机构 

的代表组成的联合小组在对科摩罗群鼠肯尼巩马达加期奴毛里求欺莫桑比 

克、塞舌尔。索马里和坦桑尼亚进行实地考察之后，于1981年开始制订一项东非 

区 域 海 洋 方 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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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1 ^ 8 2年9月于塞舌尔马赫召开的政府专家工作会议审议了上述联合小 

组的各项报告，并确定了优先项目，也括拟订一项行动计划草案。工作会议所确 

定的该地区优先项目申有三项直接涉及生物物种和生态体系的保护和养护( Û wD̂ 丫 

^^. 77/4 )。这就提高了个别国家政府在此方面所作的努力的价值，这些努力 

也括塞舌尔政府设立印度洋鲸目动物禁捕区、该地区国家政府的印度洋联盟保护这 

一禁捕区，以及生态系统养护组成员组织和有关非政府组织保护面临危险的生物物 

种和生态体系(海龟、儒良珊瑚礁、红木森林等等)。 

97·为进行次区域一级和区域一级协调，环境规划署尸保护联盟召开了两次技 

术性会议，一次于^^ 7 4年在坦桑尼亚塞伦吉提国家公园塞罗内拉举行，另一次 

于^^ 80年在上沃尔特瓦加社古举行。两次会议都就养护活动提出了广泛建议。 

塞罗内拉会议是在各国野生生物机构负责人目前进行非正式政府间联系的范围内召 

开的，这便是东非和申非区域级野生生物会议。该会议于^^ 78年在博茨瓦纳 

加波罗思举行的第五次会议上决定扩展该机构，将其工作范围扩大到整个地区。因 

此 ， ^ ^ 8 0年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第六次野生生物会议也是首届全非野生生物 

会议，1 5个国家、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和其他直接有关机构都派代表出席了这一 

会议。协调渔业、野生生物和旅游业发展的次区域级机构已经存在，即由马拉维 

负责协调的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出从象牙海岸、上沃尔特尼日利亚、多哥和贝 

宁等西非国家在其"谅解理事会"下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协调这些国家之 

间在旅游业、野生生物养护和国家公园等方面的事务。另请见第9 0段。 

98·在此方面，检查专员希望粮农组织考虑是否可能在非洲经委会的密切合惟 

之下，非洲林业委员会野生生物管理和国家公园工作组会议与全非野生生物会议的 

联席会议以及其他类似会议。这肯定将为有关国家政府以及粮农组织和非洲经委 

会节省经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在同一场合确定非洲成员国的看法和指导方 

针。尽管它还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即设立单一的区域性机构，以作为政府间的主 

要机构，来监测并审议非洲经委会成员国所提出的区域方案的执行情况，包括遵守 

非洲统一组织非洲公约和其他多边条约的情^̂ L 

99·检查官员指出，^^ 6 8年，非洲各国政府缔结了非洲统一组织《非洲公 

约》，从而对野生生物资源的养护做出政治承诺，尽管仅有28个国家批准或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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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公约(附件五)。然而，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根据这一公约所作的共同努 

力并没有阳斗卜文所述野象和犀牛数量的减少以及生态体系遭到大规模破坏的情况， 

而根据这一公约，非洲统一组织应当能够在与养护有关事项方面实行区域协调和合 

作。这一公约体现了非洲野生生物养护的各个方面，并为区域协调提供了必要的 

法律构某这一条约不仅需要一个有效率的秘书处予以积极促进，而且正如上述 

会议所要求的那样，要经常地予以审议，并制定有关行动方案。根据非洲统一组 

织秘书处的要求，保护联盟的环境政策、法律和行政委员会(在德忘志联邦共和国 

的财政援助之下)目前正对公约进行审议，以进行可能的修正，并加强其活动。尽 

管如此，非洲统一组织和非洲经委会仍然可以受益于其工作经历和《区域海洋方案》， 

这些工作使其他条约一一《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世界遗产公约》得以顺利执行。 

0̂0·综上所述，该她区上述各种活动为一项全面的生物资源养护区域方案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只要它是现实的并为非洲各国政府所采取，它可能在维持现有 

资源来源的兴趣的同时，通过富有创造性的方法从新的来源获取必斋的财政资源。 

例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已经对此表示兴趣，并根据《洛美协定》向博茨瓦纳、苏舟 

和乌千达等国的野生生物养护项目提供了资助。《世界养护战略》在全球获得批 

准表明，在更好地管理地球生物资源方面，存在着有利的条件和全球性的责任感。 

另一个证明是，^^ 8 2年1 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根据扎伊尔的要求而拟订的 

《世界自然宪章》。检查专员非常希望，国际社会将支持制定并实行野生生物养 

护区域战略和方案，以反映非洲统一组织《非洲公约八《拉各斯行动计划》以及 

非洲经委会的有关决议所涉各个方面，以合理推行大规模的发展计划。从全球来 

看，巴厘大会期间提拙的各项建议和提议在制订这一战略和方案的过程申是非常有 

价值"。 

0̂1·上文已经提及世界银行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共同向肯尼亚政府提供了贷款。 

世界银行最近在秘书处设立了一个项目审查机构一一环境和卫生事务处，其方案活 

动也括发展旅游业。尽管受援国不可能接受超过其项目费用总额3-5%的补救 

行动，但是将以野生生物为号召的旅游业纳入一个项目这一作法是较为吸引人的。 

此外，多边发展资金机构通过其《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环境政策和程序拘宣言》，承 

诺将应发展申国家的要求提供技术援助，以资助旨在保护、管理或促进人类环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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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关资源的各种项目。检查专员深信，只要适当鼓励，这些组织将增加其对于 

野生动物养护项目的资助，特别是从经合发组织成员国得到资助，检查专员们在编 

制本报告过程申已经与其中一些成员国代表进行了商谈。 

102·非政府组织也对在非洲设立国家公园和野生生物保护区作出了重大贡献， 

并特别在青年之申加深了对环境养护的认识。在非洲地区，在20个国家申设有 

3 0个国家一级的非政府组织和7个自然俱乐部(野生生物俱乐部)，全都负责野 

生生物养护。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其各自国家申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塞 

拉利昂的有关组织在禁止黑猩猩贸易并建议设立乌坦巴一基里米国家公园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肯尼亚野生动物俱乐部与其他非政府组织一起积极开展活动，制止偷 

猎野象进行非法贸易的严重情况，最后终于促成通过了^̂  7 7年的禁猎法令。 

103·至少有7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在物种、栖息地保护、以及机构资助方面与 

非洲国家政府和生态体系养护组成员组织进行合作。1977-1982年期间，这些 

组织向大约3 8个国家提供了有关项目援助，其申有关物种和栖息抽养护的项目为 

1 1 9个，普查和研究项目4 9个，训练项目25个，养护教育项目1 6个，一般 

性机构支助项目26个，本报告已经提及了其申一些项目。在区域一级，东非野 

生生物学会继续在东非的上述领域申作出重大贡献，该协会的《非洲生态学杂志》 

目前己经成为传播该地区工作人员研究成呆的重要渠道。从下表概述之申，可以 

看出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制定并执行将来的野生生物养护区域方案方面的潜在作用。 

104·检查专员愿促请这些非政府组织增加其在训练方面的努力，以确保其贡献 

能在该地区持久发挥影响。非洲经委会和非洲统一组织也应当鼓励与这些非政府 

组织合作，特别是在建议们和非洲经委会决议等方面进行合作。毫无疑问，非政 

府组织将欢迎非洲经委会决议所提供的机会，以实现作为各组织成立宗旨的野生生 

物养护各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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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非政府组织向非洲生物物种和 

生态体系养护提供的捐款简况 

1 9 7 7 - 1 9 8 2 

组 织 

世界野生生物基金厂保护联盟 

法兰克福动物学会， 

纽约动物学会 

非洲野生生物管理基金会 

动植物变护学会 

面临危险物种人民信托基金会 

国际猎物养护基金会 

国家 

数目 

种

巧

蛇

竹

巧

6

坞
 

+尹 

项目数额 

国 家 

另

种

幻

锹

刃

8

打
 

工
 

+3叼 

区 域 

0

0

2

乃

2

0

巧
 

2
 

歹O 

财政捐款/承诺' 

(美元) 

3 , 9 ^ 3 , 2 9 9 8 

仇，703，48村 

3,571,873 

436,745 

^ 6 0 , 0 0 0 ^ 

72,929 

不详c 

不详 

+7,9弘,846 

资料来源:备非政府组织。 

a 1982-1983为第一类项目作出的承诺。 

b仅用于训绦 

c人民基金会和养护基金会合作向项目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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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和建议 

^^5，关于非洲野生生物管理区域性训练方案的第一份报告( J ^ ^ / ^ E P / 7 9 ^ ^ ̂  

审议了有关非洲野生生物资源养护方面的各种情况和问题，以及联合国系统一特 

别是粮农组织、环境规划署、教科又组织和开发计划著在此方面的贡献。该报告 

认为，喀麦隆加鲁阿野生生物学校和坦桑尼亚姆韦卡学校是发挥区域作用的^机构的 

成功例子，反映了有效的国际合作和援助;应当将其纳入该区域指示性计划规友数 

字，并根据一项全面的区域野生生物养护方案进行活动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行政 

领导的意见以及主管机构的决定都确定了他们计划提供进一步援助的领域，其申大 

部分是训练方面的援助。1980年4月召开的非洲经委会部长级会议通过的第 

388^XV)号决议建议，将这两所学校变成正式区域性机构，并吁请非洲经委会秘 

书处与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以及非洲统一组织和保护联盟进行合作，以制订和实行 

长期性区域野生生物养护综合方策然而，喀麦隆政府和坦桑尼亚政府则希望保 

持其学夜的现有法律地位以及活动安排。根据区域指示性计划规定数字向姆韦卡 

学校提供的援助以及根据项目RAP^^4一056增加向加鲁阿学校所提供的资助都因 

此遭到进一步延误。 

106，与此同时，无论是初级和中级训练机构，还是开设野生生物乔护课程的大 

学的数量都有所增加;从情况发展来看可能会超过粮衣组织所提出的有关非洲成员 

国人员和训练需求的估计数字。此木有关国家正致力于提供夏多的保护并更好 

地管理海洋和陆地生物物科和生态系统，其申大部分援助采自于非联合国机构。 

目前特别在次区域级存在着国家之间的合作，尽管这并不一定是由于遵守非洲统 

一组织《非洲公约》的结，乳这样，有关非洲生物资源养护的现有汇动-包括 

研究和训练一-都使得人们有必要在其后执行联合检查组各项建议和非洲经委会有 

关决议的过程申，考虑有关新的因素 

107·最后，还没有全面执行联合检查组的建议，其各项目标也只得到部分实 

现。检查专员们在此方面没有发现任何有意义的协调或合作，这大概是由于没有 

一个联合国系统的主要机构担负这方面的职责即便是在有夫使用区域指示性计 

划规划数字的政策方面，也明显需要更多的协商。非洲经委会秘书处正在根据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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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经委会的决议发起并协调行动，但在这一夫议的执行方面，也可以作出相似的评 

论。区域乔护综合方案要得到成功，不仅需要非洲经委会成员国之间的充分合作 

也需要联合国有关组织、特别是生态系统养护组成员组织(粮农组织。环境规划署 

教科文组织和保护联盟)与非洲经委会进行密切合作。根据本报告申上述和其他 

因秦检查专员希望建议采取下列行动: 

A·在技木和行政上资助野生生物养护训练班 

108·尽管其财政来源不稳定，加鲁阿和姆韦卡学校仍在继续发挥其区域训练作 

用，迄今为上已经训练了来自3 5个非洲国家的学生。喀麦隆政府和坦桑尼亚政 

府继续承担学校历需的财政费用，以维持训练班。姆韦卡学校的学费增长幅度较 

大，大多数用人国家可能再也不能向学校输送字生开发计划署根据区域指规数 

将于1983-86年期间向这两所学校捷供约1 5 0万美元 

建议^ :非洲经委会秘书处应当极为迫切地: 

同与喀麦隆政府和坦桑尼亚政府以及开发计划署迁行协商，以确保加鲁 

阿和姆韦卡两学校在1983年年初获得上述资金(第4 7和105段) 

(t))与成员国进行协商，重新审议其关于改变加鲁阿和姆千卡两学校法律 

地位的呼吁，因为这两所学校作为虐家机构，己经能够实现非洲经委 

会决议的部分目标，而且其甲的加鲁阿学校自^974年以来一直得到 

区域指规数的援轨如果不改变其法律地位，在政府管理下执行开 

发计划署方案的这两所学校可以举办区域性训练班(第19和44段) 

同与粮农组织和生态体系养护组其他成员组织、以及与喀麦隆政府和坦 

桑尼亚政府进行合作，以确定成员国家要求在加鲁阿和姆韦卡的基础 

上拟订区域方案有关内容的目标、范围和合作方式(第1 9^ 4 5和 

4 8 段 ) 。 

建议2:鉴于成立了越来越多的初级训练学校 

同粮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应当积极执行联合检查组关于加鲁阿和姆韦卡 



JIU/REP/83/3 
压穿4 3 

两学校在为这些初级训练学校培训教师方面的作用的各项建议(第7 

段^^ 

^^)开发计划署应当与其成员国、非洲经委会和根农组织协商，继续鼓励 

并资助那些希望发展初级训练机构的有关国家政府，特别是那些有可 

能满足邻国需求的那些国家的政府(第6 2 - 7 3段^^以及 

(̂ )为了解决非洲葡萄牙语国家严重缺乏人力的问题，开发计划署、粮农 

组织、环境规划署、非洲经委会以及教科文组织应当鼓励莫桑比克政 

府为设立一个葡萄牙语野生生物训练机构所做的主动的行动(第5 2 

段 ) 。 

B，学术性训练方案 

^0 9，一些大学正式设立了野生生物生态学和生物学的课程，但却苦于资金和 

合格教师之不足公非洲经委会决议要求在野生生物养护方面发展科学能九 

爱议 3 : 

同粮农组织和教科又组织应当与非洲经委会合作，共同帮助若干此类大 

学以相似于加鲁阿和姆韦卡学校为非洲国家提供服务的方式举办这种 

类型的区域训练班。此类训练班应当包括教授养护政策和立法方面 

的专门知识(第 7 5 , 8 1 , 8 2段 ^ ; 

^̂ 3̂ 教科文组织应该鼓励这些大学无分参加人与生物圈方案的活动，并利 

用生物圈保护区和世界遗产古迹来进行训练和培养工作人员(第7 4 , 

7 5 段 ) ^ 

(c)生态体系养护组成员组织、特别是粮农组织、教科又组织和环境规划 

署应作出特别努力，以获得训练教师的讲学金和研究基金，并提高工 

作人员能力和这些学校的训练能力(第7 5 , 7 6 段 ) 。 

C，区域生物资源养护综合战略和方案 

0 ， 为执行非洲经委会决议，必须实行环境规划署负主要责任的联合检查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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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7以及《拉各斯计划》，但不妨碍向加鲁阿和姆韦卡两学校继续提供的国际资助， 

特别是开发计划署根据区域指规数提供的援助以及环境规划署所提供的援助;铭记 

非洲统一组织《非洲公约》就自然和自然资源养护所观足的政治和法律构架;并铭 

记《世界养护战略》和人和生物圈方案所规定的概念构架。 

荤议4 : 

同作为区域协调机构的非洲经委会应当极为迫切地将成员国的有关要求 

转交给决议申所述有关组织，以与这些组织共同制订并执行区域生物 

资源养护综合战略和方案(第^^^ 3 5 , 4 2段 ) ; 

û))环境规划署应当在生态系统养护组其他成员组织的帮助之下，与非洲 

经委会密切合作，并应特别考虑向非洲经委会挺供必要的财政资助， 

以便着手制订有关战咯并执行上文(a)段申所还方案(第^00和107 

段)，其方式为: 

叨加强环境协调股的能力， 

(2)召开一个非洲经委会成员国专家会议，以确定区域战略和方 

案的构莱 

震议5 

议 6 : 

圆非洲经委会应当与非洲统一组织密切合作，鼓励更多的成员国批准或 

加入非洲统一组织《非洲公约》和有关多边条约与协议(舅^ 9段 ^ ; 

^^^非洲经委会、粮农组织和非洲统一组织应当与成员国进行协商，将各 

成员国申负责野生生物资源行政管理和养护管理的机构组成一个统一 

的正式技木机构(第98段)。 

同非洲经委会应与环境规划署密切合作，鼓励并协调执行上文4(a)段申 

所述方案所需的国际财政资助，并应与生态体系养护组其他成员组织 

一起帮助非洲国家政府制定旨在实现项目的长期目标的具体项目(101 

和 ^ 0 5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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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非洲国家政府应当要求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粮农组织、教科文 

组织和其他有关组织增加其他有夫国家和区域资金项目申野生生物养 

护所占比例(第4 6段)。 

建议吓非政府养护组织有潜力切实参加区域性养护方案。非洲经委会应在非洲 

统一组织和保护联盟的合作之下，鼓励这些非政府组织继续并救据可能增 

加其在非洲的养护努力，并应特别努力针对方案所确定的优先目标开展活 

动 ( 第 ^ 0 2 - 1 0 5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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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友计划暑和粮农组织在非洲对生生物和保护区管理方面的外地活动，1977- 1982 

田 宋 

贝宁 

博茨瓦邦 

申非共和田 

乍得 
剐 果 

肯尼亚 

毛里塔尼亚 

摩洛开 
尼日利亚 

基内加尔 

索马里 

苏丹 
乌千达 

姜麦攫 

坦桑尼亚 

上沃尔特 

扎伊尔 

鼻比亚 

区找项 

啤 卜 " " 叮 ' 

耻 " " 。 " 

助弘竹"0 2 0 

功。"'。刁。' 

叨 研 叨 步 

功。 " '扣叨 

耻 d 。 · 取 

牡 ' 坷 。 

C朽:p7^^006 

。 '。" " "叫 

" 肛 " " 叨 

一 。 " 饵 " " " 5 " 

取耳。"叨' 

视p-7卜卯叉 

扯 ' 邦 ' 

叨 。 卜 。 " 

虹卜'乍叨' 

耻 ^ ^ ^ 0 ^ o ^ 

难 7 2 - ' 0 ^ 2 

洲 网 

'嘛丁乍。社 

DGA-BO-016 

准 " 哎 5 

此b7旷5刀 

阵 ' 战 ' 

哎卜'旷叫 

旺'"7扛。勾 

幻 " 下 个 " 讽 

灿万。。心碑 

婢 。 " 。 

耻 其 ' 扛 。 ' 

共 计 3 

项 目 编 号 和 名 称 

动物和国家公园甘理 

国宾公园友晨 

野生生物管理和利用 

野生生物营理和生物学 

加强耳生生物·国宾公园和放游部 
援助野生生物训练中心^一训练官员 

方关制定小组 

北部地区动物养护 

动物养护 
指导同寨公园和动物保护区的工作 
制定利用刚果南部边梯资源的计划 
野生动物备医 

马界兰听生生物哲理 
利用栖忌地研究 

农业训练 
田纂公园径理 

内陆迫业和野生生物答理训练 

联邦抒生生物学枚 
防止火灾^虽不岁达田汞基金^ 

森林和野生生物倍理 

加强抒生生物和森林钎理 

扦生生物养护和餐理^南部苏丹^ 

投助田栗公目反偷猎活动(谩不友达田宾基全) 

投助北部地区田家公圆 

非洲再生生物告理学杖(第二价段^ 

开发森林资源·鼻生生物和渔业 

开发边坊和狞猎资源 

扦生生物资源请单和在农村地区利用此种资源的经济研究 

训练自然养护工作人员 
创定投功扎伊尔森林部门和动物营理方集小组 

卢旺瓦块谷养护和开灰 
加鼻阿轩生生物学枝 

2个顷目 

执行机构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 
权农纽织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 

权农组织 

枝农组织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 

权农组织 

权农组织 

政府 

粮农组织 

根农组织 

权农组织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 

拙农组织 
拽农绵织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 

期间厂开 

始日期 

够片卜0^/79 

Q立/78tQ工^a歹+ 

10/72-01/79 

12/74-01/79 

^0/77^0^/8砷 

四九扛0^刀^5* 

^2/8Obo^/81+ 

^^/7卜0^/80 

^X/7开0^/8^* 

0^/7旷0^/77 

06/77^^^/^2舟 

^^/砧^0^/^o 

02/71-01/80 

^^万5rO^/78 

o^/7扛0^/83+ 

^^力4功^/77 

ll/74-Ol/BO 

06/7扛0^/^^ 

Q^/8乍0^/^2* 

巧/7卜^0/7^ 

^0/7卜01/77 

11/76-10/77 

工二/80^^^/s4* 

吗竹卜Q1/78 

曲/7^0e^^/79 

11/7卜Q1/79 

呜/7^^^^/83* 

叼/7弄坞^/83* 

鼻竹乍Q1/8^ 

。'卢叫卢'" 

。'。砧"。'。' 

C尽/74P^^/8歹 

开发计划署 

捐敦^美元^ 

丁75，64工 

啦9,36^ 

^6^,6尹 

2,662 

5,453 

4561环9 

70，二78 

425.456 

663·另4 

1神，5此 

602,698 

钉lt24b 

1,690,806 

^22，4叨 

1,^23,226 

152.718 

24.398 

2扦^ ^ ^ ^ 

歹5，"刀 

6男，刀6 

^28，2铂 

4,598 

91^，4列 

^87,8英 

676,467 

955,496 

l,0^2,879 

499.听5 

4听·2e3 

3 4 ,叨。 

1,^05,^47 

664.269 

14,351,972 

资料来源:开发计划鼻1977/79卢81核可项目筒编以及开发计划早1982年8月24日来函^带有星专"者^ 

夸 过 : 

1，所列3 2个项官中，1 8个项目于1977年之前执行;此外，2 5个项目扦于1^82年前逐步完成，仅有7个项目廷续到本报告 

审议时期之后· 

2目葡尚无1982年6月核可项目佰铲，因而不能确定开发计划#1982- 1986期间第三方关周期所包括的野生生物项目· 

3·夫于环境规划美资助的活动，见附件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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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申
磁
回
墩
坤
哮
｜
刮
伯
呵

 

日
 哩
 扯
 

（
蛛
长
《
圃
寒
叫
呻
六
^
 ）
腐
曲
蒸
单
圆
甸
蛛
回
墙
本
蠢
* 

驮
键
的
蜗
 

呻
奉
窑
体
羊
弓
□
小
窍
郸
 

（
苫
寝
圭
、
幽
转
匡
）
车
啦
峙
杜
橙
剖
揍
衷
素
旺
遂
章
刊
书
啪
蝶
志
 

（
弓
搀
寝
弓
揍
熬
臼
）
车
卡
奉
靶
·
吨
掷
煤
奉
 

乓
抖
叫
臼
寝
，
进
键
吹
蛛
，
叫
长
兵
）
器
如
刘
川
弓
幻
小
体
羊
窗
*

 

斟
 长
 弓
 

衷
古
酣
靶
圆
冬
番
如
巷
图
圆
申
赚
画
弓
二
擅
 

呻
幸
盘
圃
勺
确
回
弓
二
擅
宙
琳
 

壤
春
番
弹
鸣
六
斟
靶
奉
婪
圆
申
礁
圃
弓
U
J
擅
 

斡
描
冬
扑
平
佯
敦
郴
叫
扑
叹
讨
叫
X
叫
、
伞
嫩
煤
芯
 

幽
描
攀
扑
午
抨
蜜
祁
叫
扑
农
^
\

 X

 r、
啪
哨
煤
志
 
肖
去
篷
撇
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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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 ^驭 ^ ^ ^ 

" " ' 

洪 冲 寸 穴 8 牟 氰 蚌 休 小 司 田 掌 宫 宫 宫 

氏
 

08/0讨
^̂8/60 

乓̂
爸
叫̂
乓
山
0 

蜒
清
吓
 

句
8
6
 ̂

扣
蜗
氓
 

墩

）

川

哇
 

i ^ 
^ ^ 

批 
镣 
 ݷ

瘁 

「霉安窜霉富霉蔓氯i氯霉尾舀舀霉 
叫
舀
阔
申
中
户
 

Ẑ̂̂/ZẐZX 
^
 0
氰
叫

 一
 

^
 0氰
讨

 
^
 

一
 0
氰
南

 
一
 

8̂/0T̂̂8/̂̂̂
 ^

 t
氰
叫

 
 ̂

T8/̂̂>̂T8/1o
 

一
 
0
氰
日

 
一
 

6卜
/60i大
仁
BO
 

一
 
T
氰
月

 一
 

一
 卜
氰
叫

 一
 

一
 片
氰
叫

 
^
 

^
 0氰
鼻

 
 ̂

11卜
巾

臼̂
卜
巧
/̂
m卜
忻
 

串

 

抖
 

辛 辕 砖 
昌 
怂 哩 本 
门 媒 羊 

叫
哩
咪
割
 

"坞
 

。
凑
米
莱
恕
 

可
羊
奎
小
释
揭
埂
客
乍
锚
杜
如
嘲
衷
辕
! 

·
非
株
呻
1·
冉
Ĥ卜
0̂̂̂
N̂̂
蚕
D̂̂
^̂̂
^̂口
8叹
11叶
 

8
^
四
9
叶
叫
8
6
^
霸
朗
棋
本
播

 
好
卜
z叫
葵
的
态
^̂
霸
霸
叫
忿
韩
卜
螺
霍
蚀
每
广
塔
叶
^̂
/1印
卜
/卜
扦
6̂
琳
衷
·
 

（
再
长
桩
）
掸
卷
田
岿
 

蜜
甘
甜
钮
莽
剖
剖
次
母
押
璃
奏
斟
。
转
玛
哩
，
坟
砖
，
抖
去
篷
嫩
雏
，
辕
蛰
援
嫩
，
擅
自
 

呻
韩
圆
恕
氓
回
巾
去
｜
羊
研
阜
 

呻
举
圆
申
氓
回
已
圳
阜
 

辆
舌
撂
知
吓
呻
率
圃
枣
碳
回
乓
全
鞘
 

时
扭
圆
*
确
圃
叫
哩
牲
捧
米
确
乓
，
回
眯
叹
扦
X r·
念
哨
絮
芯
 

转
钟
制
、
然
志
棱
擂
枣
摈
叹
巾
x
r
、
卸
梆
煤
芯
 

翻
累
靛
秦
靶
圃
挫
叹
e
x

 ̂
、
书
掷
煤
芯
 

长
垢
古
竭
毒
揭
日
鸣
扭
四
6
 X

 ̂
，
书
梆
煤
凑
 

霸
专
氓
啦
杠
谓
镁
扛
 

煤
凑
捏
靶
革
喀
旧
申
氓
回
转
奋
啦
枣
窟
港
 

呻
幸
咽
累
串
溜
窑
锚
卧
些
如
长
韩
聘
要
奉
扑
平
抨
宴
 

呻
皋
帘
拽
章
女
搀
扑
平
样
鞍
 

杜
叫
呻
缺
衷
本
时
扭
凶
革
啦
取
氓
邀
书
吱
 

呻
挡
 

番
杜
伞
长
蹿
窑
血
瘁
搂
点
品
钵
琳
因
章
神
笨
叫
婪
堤
揍
司
制
球
因
每
啦
取
书
趣
书
蜒
卜
眯
 

酬
扭
壤
蛛
袋
扭
品
哄
典
凑
斟
取
g
X

 t、
伞
掷
煤
芯
 

础
钮
因
韩
叹
0
 zX t、
确
嵌
煤
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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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 " 。 " w 

田 隶 

杜茨瓦纳" 

皋复隆 

申耳拱希坷 

挨"伐比"" 

加纳 

凄牙海岸" 

肯尼亚 

利比皇丑" 

。 蝴 " " 

马拉维 

手里求期" 

奠桑出亢" 

尼日利亚" 

卢枉达" 

塞内加尔" 

奏舌尔" 

囊拉利鼻" 

坦桑尼亚" 

马千达" 

扎伊尔 

安比亚 

津巴布韦 

1S8^号人 
- - ¨ 

千 

百万 

0·鼻z 

0 

2 

32 

孔又 

T 

16 

儿 

兽 

5 

0 

10 

77 

5 

5 

0 

二 

17 

13 

28 

5 

T 

.50 

22二/ 

6仁/ 

.45 

9仁/ 

畦' 

.87 

7仁/ 

.97 

9牡/ 

47生/ 

肛/ 

0二 

6仁/ 

够 

47二/ 

,98 

绅三/ 

Z仁/ 

.83 

.36 

?.) 

^2.鼻) 

(2 

(n 

u 

(3 

(3 

(4 

(3 

(2 

(3 

(1 

(2 

(旦 

u 

(2 

(3 

C2 

(3 

(3 

(2 

(3 

(3 

.3) 

. ? > 

.8) 

.1) 

.5) 

.0) 

.5) 

.6) 

.2) 

.6) 

.6) 

.2) 

.0) 

.6) 

.1) 

.6) 

叉) 

.0) 

.8) 

.2) 

.4) 

百 积 

^乎方公里) 

叨0，3砍 

475,442 

6 2 2 ^ 9 8 4 

1·22^·廿如 

238,537 

322·斗6散 

582,644 

工又工，369 

5s7，0全孔 

118,484 

2，仍5 

297,657 

923,768 

2套·338 

^9套，^92 

2^杜/ 

71,740 

939,703 

236,036 

2,3445,409 

752，6又4 

390,580 

田立公冒和 
^ " 一 一 一 

^ 

呼方公呈 

103,953 

23 

67 

23 

孔0 

19 

51 

工 

6 

真O 

34 

34 

2 

22 

2 

叉3^ 

17 

83 

59 

43 

, " ? 

,552 

J70 

,680 

,760 

,465 

,344 

,693 

.503 

46 

,200 

,527 

,620 

,382 

22li' 

,060 

u又 

,269 

呻。 

,451 

,984 

(X) 

(̂ 7·鼻真) 

( 5 

(又O 

( 1 

( 4 

( 6 

( 8 

( 1 

^叉 

( 8 

(11 

( 3 

(粤 

[̂叉 

( 2 

(孔3 

( 7 

C 3 

( 7 

(11 

仍^ 

84) 

94^ 

靶^ 

.13) 

.83) 

Z又) 

.14) 

鼻6) 

49^ 

.74) 

.95) 

4真) 

.87) 

.95) 

其) 

.54) 

.90) 

之6) 

^ 尸 苯 公 勇 扣 
保护区妓捉。 

包复公丘 

4 

5 

4 

阜 

5 

6 

22 

o(^庄/ 

2 
^ 

5 

4 

l 

2 

T 

5 

0(2详/ 

^o(11烂 

3 

V 

叉鼻 

孔工 

加
片
 

保富奉苫'翼妻结业 

6 

10 

砧 

叉 

4 

17 

叉4 

4 

14 

7 

13 

6 

真 

0 

工丁 

又4 

尚无 
廿枯 
禾
瑚
汕
 

^ 

旦 

2 

叉 

4 

^ " 

^ 

入 

1 

二 

之 

又 

2 

^ " 

^ " 

^ 

7 

2 

1 

" ^ 

^ 

^ " 

3 

工 

4 

鼻 

^ " 

12 

30 

9 

12 

20 

18 

叉78 

4 

又 

8 

^ 

23 

J 

义丁 

6 

208 

3认 

孔a 

37 

争门君 
^ - 一 

· 

下 · 三 

毕业 

真 

25 

又0 

又4 

21 

12 

鼻真 

1 

2 

叉旦 

3 

17 

^ 

2 

又叉鼻 

凡IL 

33 

12 

稠
生
 

4 

3 

2 

2 

5 

9 

真 

来话采涟昔引 

1970 

9^.杜^ 

64.6*/ 

3·Z三/ 

务二·z 

35 . 5 

^ 2 . D 

3^2.0 

" 恭 " 
2 8 ， 0 

34.本/ 

0 ̂ 
8 6 

' 棘 " 

" 磺 " 

'无赘础 

4 6 . 5 

3t2三/ 

乙尖/ 

72·Z 

肖元谩科 

旦鼻·4 

47·0 

* * * * 

^9且0 

226.仁^ 

^26^并^ 

。种" 
36·4 

46.38.' 

^98.仁^ 

3e3，卢/ 

。赘" 
^^.2三/ 

4'.生^ 

^z2^5三/ 

尚无进科 

" 种 " 

讨无揍报 

^98.乒^ 

托·T三 

35.1主^ 

^3.杜/ 

" 磁 " 
又6·4 

扦·z三/ 

' 黏 " 

安其夫幕，表全贯(周采公冒和保铲区一览表)·^98^年揍;表合冉统计子册 

1981年笋6反和芽2753号电舀^975羊多订本;负责芽生圭科养护 

均汞府钒拍(标有三号"考^^表4和5加冉河和奸书卡学说 

孔一些生特保尹区和世界鼻产古垂同时也走氰其公饵囊铸生生抑卑护民 

^ 1 9 7 2年， 

^ 1 9 7 9羊· 

^ 1 9 7 ^年· 

。扶合饵合计丧宇· 

r乞告有特莒方丈节机于何夫杜位的抽民 

S 1 9 7 8羊· 

h不也挂岁纂里撂折· 

i仅电持陆垫百恭 

1^乞括谁洋公田· 

4r 1 9 7 3车， 

^ 1977年· 

备 注 

1·奏业芋生申，布当一部分升人文凭苯或在几手奔捏工诈后茁天迂傍· 

2·在毕业学生中，有些学生正在负责年一箕行攻工作，有些在进一步字习， 

有些已经真开京二传· 

3，研究生半土生中，大部分负贵行政工乍和乱靶，仅有少键负贵保护区的乾 

蔓或开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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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A n ^ « x v 

至1982车6月非洲冈纂批准尸加入多边养护条习惦况 

条约名称:非洲公约 
通过日期·地点: 1 9 6 8年 

阿尔及尔 
生效日期: 1 9 6 9年1 0月 

湿地公约 

1971年拉马尔 

寸975年1 z月 

世界迂产a 

^^72年巴黎 

1 9 7 5年1 2月 

物和国际贸易 

1973年华盛顿 

^ ^ 7 5年 7月 

移栖物和。 

1979年汲足 

^尚朱生效^· 

1974年6月^批准^ 

一 

1977年8月^批准^ 

一 

1 9 7 5年3月^加入^ 

197 4牟9月(批准) 

一 

1982年8月 

1 9 7 6年7月^加入) 

1980年1 1月^加入^ 

1981年5月^加入^ 

1 9 7 4车6月^批准^ 

1982年6月^批准^ 

一 

1982年5月^批准^ 

一 

一 

1980年1 2月^批准^ 

一 

一 

一 

一 

1 9 7 4年2月(批准^ 

一 

1977年7月^批准) 

一 

一 

1975年了月^批准^ 

1979年3月^批准^ 

一 

1 9 8 1年1月^批准^ 

一 

一 

一 

1 9 7 8年1 0月^批准^ 

一 

1982年1月^批准^ 

1 9 7 7年4月^加入^ 

1981年3月^批准) 

一 

1975年1 0月^批准^ 

一 

1 9 7 4车1 2月^加入^ 

19 7 4年1 0月^批准^ 

一 

一 

1 9 7 6年2月^批准^ 

1980年4月^加入^ 

1977年1 1月^加入^ 

一 

1 9 8 1年6月^加入^ 

一 

1 9 8 0年8月^加入^ 

^ ^ 7 8年1月^批准^ 

1 9 7 7年8月^加入^ 

1975年1 1月^批准^ 

1 9 8 1年9月^加入^ 

1978年1 2月^批准^ 

签字 
1^81年3月^加入^ 

一 

1 9 7 5年8月^批准^ 

19 8 2年2月^如入^ 

^ ^ 7 7年1 0月^如入^ 

一 

1 9 7 5年4月^批准^ 

1975年1 0月^批准^ 

1 9 8 1年 3月 ^加入^ 

1 9 7 5年 9月^加入^ 

1 9 7 4年5月^批准^ 

1980年1 0月^加入 ) 

一 

1 9 7 7年8月^加入^ 

1 9 7 7年2月^加入^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准
 

字

 一字1一一字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签
 
签
签
 

签
 

签
 

签
 

签
 
批
 

签
 

签
 

签
 

□尔及利亚 

安哥拉 

贝宁 
鼻茨瓦纳 

布攫迫 

车美隆联合共和国 

佛得角 

中非共和闰 

乍得 
科摩罗 

刚果 

吉布丧 

挨及 
乔迂几内亚 

埃基俄比亚 

加 连 

冈比丑 

如 纳 

儿内亚 

儿内亚一比绍 

床牙海岸 

肯尼丑 

莱囊托 
利比里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同 

马达加新加 

马拉维 

马里 

毛里塔里亚 

毛里求期 

摩洛耳 

其桑比克 

尼日尔 

尼日利亚 

卢旺达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基内加尔 

羞舌尔 
基拉利希 

索马里 

苏丹 
折瓦士兰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同 

多哥 

灾 尼 硝 · 

马千达 

上沃尔特 

扎伊尔 
鼻比丑 

津巴市韦 

签 字 

一 " 

签 字 
签 字 
签 字 

1978年9月^批准^ 

一 " 

1970车5月^批准^ 

签 字 

1 9 8 1年4月^批准^ 

签 字 
19^7'8年4月^批k^讨乏^ 

1972年3月^批准) 

签 字 
签 字 

签 字 

答 字 
1^6^年5月^批准^ 

签 字 
一 

1 9 6 9年1月^批准^ 

1 9 6 9年3月^批准) 

签 字 
1978羊1 1月^批准 

签 字 
1971年9月^批准^ 

1973年3月^批准^ 

1 9 7 4年 6月^扯准^ 

签 字 
签 字 

1977年2月(批准^ 

1 9 8 ^年4月^批准^ 

1 9 7 0年1月^批准^ 

1 9 7 4车5月(批准) 

1^80土乒·2月^批准^ 

一 " 

1 9 7 2车2月^批准^ 

1977年1 0月^批准^ 

签 字 
签 字 

1973年1 0月(批准^ 

1969年4月(拙准^ 

1974年1 1月(批准^ 

197^车1 1月^批准1 

197 7年2月^拈准^ 

1977车1 1月^批准) 

19 6 ^年8月^批准^ 

1976年1 0月(教准^ 

1972年5月^批准1 

一 " 

总 计 5 0 中 占 2 8 3 1申占2 6 7中占2 3 7 7中占2 6 ^ 

赘料夫拣:《物种田防贸马公约)秘书处，保护联^m/ c^^^^，技忌;教科文组轧 

色 至 1 ^ 8 2 年 8 月 1 6日· 

非洲公约:非统组织(养护自然和自然详沃非洲公约扑 

物种田防贸易: (竹生动杜物群有灭绝危硷的物种田际贸易公约) 

秒朽物种: <养护移栖野生动物物科公约) 

逗地公约: ^保存田际重要理地，特别走水禽栖息地的公约) 

世界站产: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设产公约》 

次 坟 次 广 坟 

一 

签字 

一 

1979年1 1月(批准 

1978年1 0月^批准 

1974年丁月^批准^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