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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20 

可持续发展 
 
 
 

  2013 年 6 月 5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向你通报，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于 2013 年庆祝成立 20 周年(见附件)。 

 乌兹别克斯坦首先提出这一倡议，以便使该地区和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克服

咸海危机的后果，维护该地区的生态平衡，并给居民创造干净的环境。1993 年 1

月，在塔什干举行的首脑会议上，中亚国家首脑决定建立拯救咸海的区域组织。 

 联合国大会根据 2008 年 12 月 11 日第 63/133 号决议，请拯救咸海国际基金

作为观察员参加大会的会议及工作。据此，联合国承认该基金是与联合国具有共

同目标和愿望的合作伙伴。这项决议的通过并使基金有机会加强其与联合国系统

的关系。 

 2013 年，拯救咸海国际基金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将移设到塔什干，为时三年。

在这段时间里，乌兹别克斯坦作为基金的主席决心认真协调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合

作，以便更有效地使用水资源，并改善咸海盆地的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 

 对此，必须指出，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最近通过了一项 2013-2017 年期间争取

保护环境的行动纲领。将为执行这项纲领拨出大约 20 亿美元，包括全面监督在

苏尔汉河地区北部的环境状况。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20 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季里约·哈基莫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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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6 月 5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附件 
 

[原件：俄文] 

  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二十周年 
 
 

 2013 年，拯救咸海国际基金成立 20 周年。 

 1992 年，乌兹别克斯坦首先推出了这项倡议，使该区域和国际社会携手并肩，

应对咸海危机的影响，保护生态平衡，为居民创建干净的生活环境。 

 1993 年 1 月在塔什干举行的首脑会议上，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国家首脑支持乌

兹别克斯坦关于建立一个拯救咸海的区域组织这项倡议。 

 咸海的问题由来已久，但是 1960 年代，问题达到了威胁安全的地步。人口

增长和用水需求的上升，大规模开垦荒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连续低水位年头的

经常出现，为近年历史上最严重的全球性环境灾害创造了条件，于是，曾经是地

球上一处最美丽的水域由此枯竭。 

 不仅直接生活在灾区的居民，而是整个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地区的居民都生活

在面临持续的环境威胁之中，遭受损害其生活质量、健康和基因库的各种因素的

影响。 

 该基金及其下属组织已有 20 年的历史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它们已成为

支持谈判进程、对区域水资源问题采取整体行动的切实平台。中亚地区各国和哈

萨克斯坦可以利用这一合作机制来处理改善咸海地区环境状况的关键问题，管理

和分配跨国界的水资源。 

 2008 年基金获得大会观察员地位更使之在全球层面的活动有了新的前景。 

 毋庸置疑，基金在引起国际社会、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众多国际机构对咸海问

题的注意方面取得了成功。 

 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一些国际组织和各国目前正参与并支持各种项目，

旨在改善这一多灾多难地区内威胁到居民基因库的状况。 

 水对于乌兹别克斯坦今后的发展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乌兹别克斯坦认识到灌

溉的社会意义，制定了健全的国家水利部门政策之后，不仅维持了自取得独立以

来的灌溉能力，而且成功地使灌溉系统现代化、改善了灌溉系统。乌兹别克斯坦

对管理水资源的方式作了重大改变。综合水资源管理原则、现代节水技术、分水

方面的自动控制和管理系统都得到广泛实施。已采取措施改善供水设施的技术条

件以及荒地的开垦，并使农业生产多样化。这些措施包括： 

• 1993 年对用水实行了严格的限制，而 2003 年转化为对水资源采取水源

地管理的方式，并不断改善关于用水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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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尽力使农业生产多样化。由于政府鼓励低耗水的农业生产，高耗水的

作物如水稻和棉花被谷物和瓜果取代，并开辟了果园和葡萄园。与 1980

年代相比，种植棉花的农田面积由 200 万公顷减少到 120 万公顷，种植

稻米的农田面积由 18 万公顷缩小到 4 万公顷。 

• 政府在预算中为改善水资源管理的基础设施专门拨出了大笔经费开支。

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在过去

十年里为修缮和翻新灌溉和排水设施提供了12亿美元以上的投资经费。 

• 节水灌溉技术取得了广泛的运用，包括滴灌和软管浇水灌溉。过去三

年里，在 5 500 公顷的区域里采用了滴灌系统，这样的区域每年都扩

大 5 000 公顷。据此，灌溉系统的效率系数正在提高，水资源流失正

在减少。 

• 根据 2008-2012 年国家计划，政府在预算中为开垦灌溉农田的措施专门

拨出 5 千亿美元。经过开展的工作，已经开垦了 120 万公顷的土地。 

• 财政部于 2007 年建立了土地开垦基金，改善共和国开垦土地的条件。 

 由于所采取的措施，乌兹别克斯坦是该地区与 1980 年代相比唯一减少了用

水量的国家，每公顷土地的用水量由 640 亿立方米减少到 510 亿立方米，降低了

21%。 

 在过去 15 年里，向阿姆河三角洲 38 万公顷的土地提供了水资源，同时建造

了水库，以便扶持动植物的恢复。为了防止受咸海危机影响的地区内盐份和尘埃

的进一步蔓延，在 74 万多公顷的土地上种植树木，其中包括 31 万公顷的干枯海

床。 

 这些数据明确表明，乌兹别克斯坦正对切实解决咸海盆地的问题发挥着积极

作用。 

 同样，将在区域层面执行的以下措施是应对咸海干枯影响、争取恢复咸海盆

地环境的行动之关键重点所在： 

• 在咸海枯床内建造地方蓄水池，向三角洲的水库供水，防止沙尘和盐沙

风暴，恢复生物多样性以及三角洲的生态系统。 

• 在咸海枯床植树造林，稳定沙丘，减少有毒溶胶从干枯海床渗出。 

• 提供饮水，向地方社区及水处理加工设施提供水的消毒设备，向用水设

施提供新的氯化消毒系统，以及改善咸海地区生活条件和居民健康的其

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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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完整地研究咸海地区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对居民健康状况和基因

库的影响，早期预警并防止该地区特有的人体疾病的传播，为生活在该

地区的居民设置防范和处理设施的专门网络，同时执行完整的措施方

案，以确保社会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 

 对于咸海地区的惨状和恢复措施，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与该地区跨国界河流

水资源的合理使用具有直接关系，而今满足了河流地区各国的基本需要。 

 在这方面，人们日益担忧上游国家越来越希望执行一项对河流实行水利管制

的水电政策，加上这些国家在最大的跨国界河流源头建造大型水电设施的极为自

相矛盾的项目。 

 为解决管理跨国界水源方面引起的问题，乌兹别克斯坦认为，任何利用这些

水源的活动都应当考虑到盆地所有国家的利益，都应当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来

开展。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唯一既签署了 1992 年 3 月 17 日《保护与使用跨界

水道和国际湖泊公约》、又签署了 1997 年 5 月 21 日《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

约》的国家。 

 国际法的日益广泛适用，拯救咸海国际基金的能力得到更妥善利用，是今后

兼顾该地区所有国家利益，对所有复杂问题采取联合行动的基点。 

 在乌兹别克斯坦，上述基金被认为是本地区各国处理水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

问题的重要平台。 

 乌兹别克斯坦作为基金创建国之一，极为重视基金活动的全面加强。 

 2013 年，基金的主席席位将由哈萨克斯坦转交乌兹别克斯坦，为期三年。乌

兹别克斯坦在担任主席期间计划首先根据国际法准则加强区域对话，更好地利用

基金的能力，改善咸海地区社会经济和水环境状况，扩大基金的国际接触面。 

 该地区各国应齐心协力提升基金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并切实有效地执行《第

三项咸海盆地方案》。该《方案》仅在乌兹别克斯坦就包括需要执行的 68 个项目，

总费用为 2 715 400 000 美元。 

 乌兹别克斯坦在担任基金主席期间准备加强涉及基金的合作，并支持设在塔

什干的执行委员会采取的切实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