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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 观 察

‘

今 含界 齐 国 自 临 着 水资 源危机 的 共 同

挑战
—

个 球 的 人 得 不 到 安 全 的 饮 用

水
,

亿 人 缺乏 只 产

设施
,

致使 每 年 有

万 万 人死 水致性疾病
。

如 果 水 资 源危

机得 不 到 有效解 决
,

水 资 源 短 缺 与水环境恶

化将威胁 人 类 的
产

存 为达成对个球 水 资 源

问 题 的 共 识
,

并 把 这 种 共识转 化 为 行 动
,

年 月 一 在荷 兰海 牙 召 开 了第二届

世界 水论坛 及 部 长级会 议 简称海 牙会议
。

这是有 史 以来规模最大 的 世界 水 资 源政策大

会
,

共有来 自 个 国 家和 国际组织的 余

位代表参加
,

世 界各 国 名部长级以上官员

参加 了 水 论坛部 长 级会议
,

并 一 致通过 了

《 世纪 水 安 全
—海 牙 世界部长级会 议宣

言 》
。

水利部汪恕诚部长率领中 国政府代表团

参加 了这次会 议
。

世 界 水 论坛是 由非政府组织世界水理事

会举办的定期水资源政策 讲坛
,

第一届世界水

论坛于 年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办
。

本届论

坛经过 两年的筹 备
,

世界水理事会 向大会提

交 了《世界水展望
—使 水成为每个人关注的

事情 》
,

非政府 网 络组织
“

全球水伙伴
”
向 大会

提交 了《实现水安全 行动框架 》
。

在 为期 天的水论坛上
,

来 自世界各 国 和

有 关 国 际组织 的代表对 未来 年的 水资 源形

势
、

政府在水管理中的作用与 水资源政策进行

了深人研讨
。

代表们普遍认为
,

目前全球人类

缺乏安 全 与充足的 饮用 水 以 满足基本 的 生活

需要
。

水资源 以 及提供与支撑水资源的相关的

生态系统 面临着来 自污染
、

生态系统破坏
、

气

候变迁等方面的威胁
。

因此全球水资源工作者

面对全球水安全的共同挑战
。

这 一挑战主要体

现在 个方面 满足水资源的基本需求
,

保证食

物供应
,

保护 生态 系统
,

共享水资源
,

控制 灾

害
,

赋予 水 以经济价值 以及合理管理水 资源
。

代表们希 望 国际组织 和 各 国政府 尽快采取行

动
,

保护 世纪全球水安 全
。

提交这次会议的两份文件 《世界水展望 》

和《行动框架 》
,

对 自 年马尔德拉普拉塔会

议以 来 的
一

系 列 与 水有 关 的 国 际会 议制定 的

国 际水 资 源政策进行 了 全 面总结
。

主要政策

有 ① 年马尔德拉普拉塔会议上倡导的 马

尔德拉普拉塔行动
,

开始 了对全球淡水资源的

全面评估 ② 年在里约热内卢环发大会通

过的联合国《 世纪议程 》第 章《保护淡水资

源 的质量 和供应 水 资源 开发
、

管理和利用 的

综合性方法 》
,

提 出 了 淡 水 资 源的 个工作领

域
,

即 水资源综合开发与管理
,

水 资源评价
,

水

资源
、

水质 和 水
, 几

态 系统保 护
,

饮 川 水 的 供 应

, 丈生
,

水 ‘ ‘,

持续的 城市 发 民
, 。 持续的 粗

食生 产 发农村发展用水
,

气候变化对水 资源 的

影响 忽 年都柏林水 与 可持续发展会 议通

过 的《都柏 林言
,

、》形成 了 际 水 资 源政 策框

架
,

为实现水资源综合管理
,

《都柏 林六
一

,
’

,

》提

出 了消 除 贫 困 ‘ 疾病
、

防 治 自然 灾害
、

水 资源

保护 与再利用
、

叮持续 的城 发 展
、

农业牛 产

与农村用 水
、

保护水 生态环境
、

解决 与 水 有 关

的纠纷
、

水 资源综合管理的 实施环境
、

知识 从

础
、

能 力 建设等 方面的行动
,

这套政策框架

在 以 后 的 系列 与 水有 关的 国 际会 议土 得 到

完善和 发展
、

总起来看
,

国 际水资源政策的核心就是提

倡建立流域范围 内水资源统
一

综合管理
。

水资

源管理的 目标是 使每一个人都获得安全饮用

水和足够的 水 资源
,

利用单位水量生产更多 的

食物
,

保护人类和所有生物赖 以生存的水环境

和水生态 系统

水资源统 一综合管理的基本原则是

①淡水是
一

种有限的和脆弱的 资源
,

对
二

维持生命
、

发展和环境都至关重要

②在所有竞争性利用 中
,

水都具有经济价

值
,

应 当把水视为商品
。

③水 资源 开发 利用 和管理应 该提倡公众

参与 的方式
,

在各级管理中都应该有用户
、

规

划人员和决策者的共同参与
。

④要发挥妇女在水资源供应
、

管理与保护

中 的核心作用
。

在这次海牙会议上
,

世界水理事会认为保

护 世纪全球水安全应在 以 下 几个方 面采取

行动

①以 流域为单元对水土 资源实行综合 系

统管理
,

包括建立公众参 与的体制框架和充分

的信息交流
。

②政府加强对水 资源统一管理的体制
、

方

法和社会影响等的研究
。

③对所有 的 水服务实行全成本定价
,

同时

为低收人社 区 和个人提供补贴
,

使用 水户 参 与

对水的管理
。

④加强各国在国际地表和地下水域水资源

开发利用 中的协调与合作
,

解决存在的争端
。

⑤增加私营部 对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
,

从 目前 的 每 年 大 约 亿 一 亿美元增加 到

川乙美元 与此同 时
,

目前政府对水 资 源基

础设施的投资将改 为 由 政府 和海外 发 展组织

每年提供 亿美元的补贴
。

作者为 水利部水资源 司 司 长

国际水资源政策的动向和潮流

从海牙会议看

口吴季松

中国水利 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