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笫二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55 

题的一切方面作出决定。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二一一二次全体会议

二九九五(X X VD ） 。 各国在

环境方面的合作

大会，

宙议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请审议的“人类环

境宣言“序言部分和一些原则草案案文中原则20的条

文， 3 9 

忆及关于发展和环境的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笫二八四九号决议 (XXVI) ,

考虑到各国在行使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时，必须

通过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或通过区域机构，设法

保护和改善环境，

1. 孩调各国在探勘、开发和发展其自然资椋时，

务须避免对其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引起重大的有

害影响，

2. 确认各国如能把关于在本国管辖范围内所进

行工作的技术资料，使官方和民众知道，以避免邻接

地区的环境发生重大损害，当能有效地达成各国在环

境方面的合作，包括对“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的

原则21和22'0的执行方面的合作，

3. 又确认笫 2 段所称技术资料的提供和接受，

必须本着最好的合作与睦邻精神，此举不得解释为使

每一国家可以延君或阻碍各国在其自 己境内进行的探

勘，开发和发展自然资雅的方案和计划。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二一一二次全休会议

二九九六(X X VB) 。 国家

对环境的国际责任

大会，

回顾“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中关于国家对

环境的国际责任的原则21和22, 4 I 

考虑到这两项原则订下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规

则，

声明大会笫二十七届会议所通过的任何决议，均

不得影响“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的原则21 和22 。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二一一二次全体会议

二九九七(X X VD ） 。 国际环境合作

的组织和财政安排

大会，

深信各国政府及国际社会必须立即有效实施各项

措施，以便为人类现在和将来世世代代的利益，保护

和改善环境，

确认保护和改善环境行动的责任，主要须由各国

政府承担，首先在国家和区域阶层履行，更能发挥效

力 ，

又确认有广泛国际意义的环境问题，属于联合国

体系的职权范围，

鉴于执行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方案时，必须妥为

尊重各国的主权，并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

念及联合国体系各组织所负的部门性责任，

深知区域和分区合作在环境方面的重要性，以及

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和其他区域性政府间机关的重要使

命，

孩调环境问题是国际合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

由千这种问题性质复杂，互为因果，所以必须采取新

39 参看A/CONF. 48/ 4 ，附件。并参看A/CONF.48/ 的途径，

14 和 Corr. 1 ，笫十章， D节。

40 A/CONF.48/H 和 Corr. 1 ，第一章。 4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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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有关国际科学界及其他专业界能对环境方面

的国际合作，作出重要贡献，

意识釴必须在联合国体系内制订办法，切实帮助

发展中国家执行不抵触其发展计划的 环境政策 和方

案， 并有意义地参加国际环境方案，

深信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 如欲求其有效， 必须

有更多的资金和技术资源，

觉得联合国体系内极需要一个保护和改善环境的

常设机构 ，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的 报

告， • 2

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

I. 决定设置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 由大会依

照下述规定选出的五十八个成员国组成，任期三年：

(a) 非洲国家十六席；

(b) 亚洲国家十三席；

(c) 东欧国家六席 ；

( d) 拉丁美洲国家十席 ；

(e) 西欧及其他国家十三席；

2. 决定理事会的主要职责如下：

(a) 促进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 并斟酌悄形 ，建

议达到这个目的的政策；

(b) 订定一般的政策准则 ，来指导和协调联合国

体系内的各项环境方案；

(c) 收受并审核下文笫二节笫 2 段内提及的联

合国环境方案执行主任就联合国体系内环境方案的执

行情形所提的定期报告；

( d) 经常审查世界环境状况， 务期正在出现的

~2 A/8783和Add. !, Add. 1/C orr . ］和Add . 2 。

具有广泛国际意义的环境问题 ，能获各国政府充分的、

适当的考虑；

(c) 鼓励有关国际科学界及其他专业界 ， 对环境

方面的知识和资料的取得 、 评价和交换， 并在适当悄

形下， 对联合国体系内环境方案的拟订和执行的技术

方面， 作出贡献；

(f) 不断审查国家和国际方曲所采环境政策和

措施对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影响， 以及发展中国家因执

行环境方案和计划而可能负担的额外费用间题， 务使

这种方案和计划符合这些国家的发展计划 和优先次

序；

(g) 每年审查和核可下文笫三节所指环境基金

的资源利用方案；

3. 决定埋事会应每年编写报告， 送消经济及社

会埋事会转送大会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可就这个报告

向大会提出它认为必要的评语 ， 特别是在协调间题方

面 ， 以及联合国体系内的环境政策和方案同全盘经济

与社会政策和优先次序的关系方面。

环境秘书处

I. 决定在联合国内成立一个小规换的柲书处，

作为联合国体系内环境行动和协调的中心，以确保高

度的有效管理，

2. 决定环境秘书处以大会根据柲书长捉名所选

出的联合国环境方案执行主任为首长，任期四年， 具

职责包括以下各项 ：

(a) 对联合困环境规划理事会提供实体文援 I

(b) 在理事会指导下， 协调联合国体系内的各

项环境方案， 经常审核方案的执行情况， 井考核它们

的实效；

( c) 斟酌悄形， 在理事会指导下 ， 就各项坏境

方案的拟订和执行， 向联合国体系内的政府间机关捉

供意见I

(d) 设法取得世界各地有关的科学界和其他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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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的有效合作与贡献，

(e) 于 一切有关方面要求时，提供咨询服务，以

促进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

(f) 主动 地或于接到要求时， 向理事会提出联

合国环境方面各项方案的中期和长期计划的提议；

(g) 把他认为应由理事会考虑的任何问题， 提

请理事会注意，

(h) 在理事会的授权和政策指导下 ， 管理下文

笫 3 部分提及的环境基金，

(i) 就各项环境问题， 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 i ) 执行理事会可能托付给他的其他职务；

3. 决定办理理事会事务和维持上文第 1 段所称

小规模秘书处的费用 ，应由联合国的经常预算负担 ，业

务方案费用以及方案支持和下文第 3 部分内规定成立

的环境基金的管理费用 ， 由该基金负担，

环境基金

l. 决定为了筹供各项环境方案的额外经费，应

依照联合国现行财务程序设立一个志愿基金，自一九

七三年一月 一 日起生效；

2. 决定为了使联合国环境规划理卓会能够完成

它在指导和协调各项环境工作方面的政策指导 任务，

应由该基金支付联合国体系新环境工作的全部或一部

分费用。这些工作包括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

类环境行动计划4 3中所规定的工作 ， 特别注意统筹的

计划，以及理事会可能决定的其他环境工作。 理事会

应审查这些工作，以便对继续筹供经费的问题采取适

当的决定，

3. 决定用环境基金支付一般性方案的经费， 例

如区域及全球监测， 评价及数据搜集系统，必要时包

括各国相对方案的费用 ， 改进环境素质管理；环境研

究， 资料的交换和传播； 公共教育和训练，协助国家、

~3 A/CONF. ,1& / 14 和 Co rr. l ，笫二章。

区域和全球性的环境机关；促进各种环境研究，以发

展符合经济成长政策及适当环境保护的工业及其他技

术； 以及理事会可能决定的其他方案，而且， 在执行

这种方案时，应妥为顾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4. 决定为了悄I保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优先次序不

致受到不利的影响 ， 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 按照符合

受助发展中国家经济悄况的条件，提供额外财政资源。

为此 1:.l 的 ， 执行主任应与各主管组织合作， 不断审查

这个问愿

5. 决定环境基金于促进上文第 2 段和第 3 段内

说明的各项目标时，必须注意，在执行联合国体系各

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国际环境方案方面， 需要有效

的协调，

6. 决定在执行由环境基金拨发经费的方案时，

亦应斟酌情形， 依照理串会所订定的程序， 利用联合

国体系以外的组织，特别是在有关国家和区域中的这

种组织，并请这种组织以补充行动和捐助来支持联合

国的环境方案

7. 决定理事会应厘订管理坏境丛金业务所必需

的一般程序。

四

环境协调委员会

] . 决定为使联合国环境方案得到最有效的协

调 ， 应由协调车宜行政委员会主待 ，并在其休制以内 ，

成立 个环境协调委从会 ， 由联合国环境方案执行土

任担任：E席；

2. 又决定坏境协调委从会定期举行会议，以使

使七月有关机关A.，头施坏境力案方血确能合作和协

调， 并每年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提出报告；

3. 请联合国体系各组织采取必要的措施， 对国

际环境问题举办协调 洷致的方案，考虑到现有的事先

协商办法，尤其是关于力案和预算问题的这种办法；

4. 鉴千环境方案方曲特别需要迅速发展区域合

作，请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及联合国驻贝鲁特经济社会

办事处，必要时与其他适当区域机关合作， 进一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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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努力，协助各项环境方案的实施1

5. 又请其他政府间组织及关心环境的非政府组

织，对联合国给予全力支持与合作 ， 以期达成最高度

的合作与协调；

6. 要求各国政府确保由适当的国家机关负责办

理国家及国际环境行动的协调工作；

7. 决定斟酌情形， 在其第三十一届会议 ， 审查

上面叙述的组织安排，要特别顾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根据联合国 （（宪章 〉〉所负的责任。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十五日

第二一一二次全休会议

大会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二一一二次全休会议依

黑J:.列决议第 1 部分第 1 众的规定，选出 了 联合国环挽规划双

事会四十八个成员国。

下列各国 当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 、 巴西、布缝

迪、 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智利、中国、捷克斯洛伐

克、法国、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

危地马拉、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意大利、

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墨西哥、摩洛哥、荷兰、尼加拉瓜、 尼日利亚、巴基

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塞

拉勒窝内、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瑞典、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土耳其、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

合众国、委内瑞拉 和 南斯拉夫。

大会挟着以抽签方法，分别选定任期三年、二年和一年的

双事会成员国 。

现根择上述选举的结果，把联合国环坑规划双事会一九

七三年度的红成开列如下：阿根廷、．澳 大利亚、...奥地利、＂

巴西、 ..布隆迪、 ...喀麦隆、 ..加拿大、． 中非共和国、...智

利、…中国、 ．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加蓬 、 ·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 ．．加纳、 ．危地马拉、．冰岛、．．印

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 ..伊拉克、...意大利、 ．．牙买加、 ． 日

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马达加斯加、.. .. 

马拉维、“墨西哥、＂．摩洛哥、．荷兰、 ...尼加拉瓜、...尼日利

亚、 ... 巴基斯坦｀ ...巴拿马 、 ．．．秘鲁、 ..菲律宾、．波兰、 ...罗

马尼亚、 ..塞 内加尔、. ..塞拉勒窝内、 ．索马里、．．西班牙、 ·斯

里兰卡、 ...苏丹、 ．瑞典、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了突尼斯、 ．．土

耳其、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翌、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圉、．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

瑞拉．．和 南斯拉夫" .

. 任期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满。

“ 任期千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满3

... 任期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届满。

.. 

在同次会议大会依焘上列决议第二 节第 2 纹的规定，祁择

秘书长的提名 ， “选出莫叉斯·斯朴朗先生为联合国环境方案

执行主任。

二九九八~X X VI ）。 多边筹供住宅建设

和人类居住区所需资金准则

大会，

宙议 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报告 ， ＂

回顾大会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笫一三九三号

决议 (XIV) 、 一九六O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一五0八号

决议 (X V) 、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 十八日笫－－六七六号

决议 ( X\II ）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五日第一九一七号决

议 ( X YI ) 、 一九六五 年十二月七日第二0三六号决

议 ( X X)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笫二五九八号决

议 ( X XIV ) 、 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四日 笫二六二六号

决议 (XX V) 以及一九七O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二七

一八号决议 (XX V) ,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笫

．－－七0号决议 (X L I) ,

注意刲联合国宪幸序言部分所载的 运用国际机

构， i以促成所有人民经济和社会进展的目标， 以及宪

监第五十五条和笫五十六条的规定，

44 参看A/896 5 。

45 A/CONF-48/H 和 Cor 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