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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小岛屿在开发其淡水资源方面可选择的方式十分

有限 小岛屿的地表水循环时间较短,限制了可加以利
用的方法 地下水的出现又高度依赖定期的再填充现

象 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地球物理环境使它们不

仅容易受到极端的气候和地震波的伤害,而且更严重的
是容易受到低量再填充期和不利环境影响的伤害,这种
环境影响包括污染 盐水入侵 土壤侵蚀和质量损

耗 在由基本径流迅速回退和地下水裂隙流动所控制

的火山积堆上,在环礁岛和在具有漂浮在海水上的稀薄
淡水 透镜体 的海岸蓄水层上,当处于低量再填充期
时,水的数量和质量都很快就达到极限  

2.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水循环相对脆弱意味着,淡水
资源的评价 规划和开发都必须在这些水文环境的限

度之内特别小心地进行 防止盐水入侵就是一个适当

的例子:过度提取造成淡水面稍许升高就可导致盐水大
量涌入海岸蓄水层和淡水透镜体,从而把大块的蓄水层
排除在现有的水资源库之外  

3.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水资源问题涉及到一般发展

中国家面临的许多同样问题,包括管理框架和资源的不
足,既有人力方面也有资金方面的不足 但是,许多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问题,特别是它们的极为有限的
淡水资源库和在有限的可居住土地上的发展模式,对淡
水资源的管理构成特殊的挑战  

二.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淡水资源的可
  持续管理和使用方面面临的问

题 

 知识基础 

4. 要获得关于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淡水资源库

的详细资料往往十分困难,这不仅是因为财政和技术能
力上的困难,而且是因为技术上要求很高的自然地理环
境给基线研究和调查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难 这些情况

从许多方面来说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特别就
地下水资源来说更是如此 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石

灰石和火山地形中,地下水只有从裂缝系中才能获得,这
种裂缝系很难开采,其可靠性也很难评估 甚至进行地

表的地球物理勘测和钻探也难度很大,而且彻底深入开
采和开发地下水的费用和后勤十分昂贵,是发展的一个
障碍  

 水文气象方面的不稳定因素 

5. 依赖定期的再填充现象维持地表水的流动和蓄水

层补充的完整性意味着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要对淡水资

源进行可持续作业管理,这就必须进行不断的监督,有时
须每天进行,例如在降雨较少或淡水透镜体开采期间
尽管可以预期气象变化的范围会随着气候变化而扩大,
但重要的不是理解这种气候变化,而是找到作业方式以
在变化和范围扩大的条件下管理淡水资源 但是,许多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和人力资源有限,往往无法收
集数据和逐步进行资源保护和管理 事实上,在许多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对积水和蓄水层状况进行日常监督的
情况并不多见,因为能力有限束缚了它们的手脚  

 储水能力有限 

6. 尽管大多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降雨量较多,但其
中许多国家很少或根本没有永久性溪流 湖泊或泉

水 它们为干季储水的能力也十分有限 事实上,在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建造水库,即使有土地可用,也仍充满着
复杂的地质技术和水文问题 此外,降雨的高度集中,斜
陡的地势和短距离的河道,都要求建有容纳暴洪的结构
和溢洪道,并且容易侵馈的土壤可以在水库中迅速造成
淤积,进一步降低了它们的现场储存能力 因此,许多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严重地依赖定期再填充的地下水资

源 在环礁上和在海岸蓄水层,地下水资源往往是以淡
水透镜体的形式存在的,它其实是浮存在浓度较高的盐
水之上 必须用低功能的水泵对这种透镜体小心地浮

面抽采,同时要考虑到潮汐效应 如果抽水的速度超过

再填充,则可能造成底层的盐水涌入,实际上会破坏淡水
透镜体 至于通过大块裂缝系流动的地下水,往往使用
水平地道来收集,但这些地道必须与一定数量的可产水
的裂缝交接  

 污染 

7. 因家庭污水和工业废水造成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污

染正在使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水资源库迅速退

化 要管制这种废水处理不仅十分困难,而且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还面临着修建下水道和污水处理基础设施方

面的特殊困难 在火山岛屿上的斜陡和不稳定的地势

使得修建和维修下水道主要管道十分困难,而环礁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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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势又使得安置传统的自流系统几乎是不可能的

许多农村地区别无选择,只得使用坑沟式厕所 此外,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还特别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如旋风 地

震)的影响,这些灾害会破坏它们的下水道和有关的水系,
从而使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都受到污染  

8. 所有国家在处置固态废料方面都经历过各种问

题 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这种问题又因为空旷地方有
限和地下水资源易受破坏而更为严重,使得填埋垃圾的
选择方式从长远上说无法持续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还

往往沿其海岸线坡度不太斜陡的土地上居住着高密度

的人口,这又使得海岸水更容易受到污染 尽量减少和

回收废料可以减少对填埋垃圾的依赖,从而为减少地下
水污染提供了某些前景  

9. 将经过部分处理或未经处理的家庭和工业废水/废
物倾倒到海里,这一直是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标准
做法 当生物废料占多数时,只要倾倒地点设计和维持
得当,这种倾倒不会构成太多的问题 但是,将废料不加
区分地倾倒在近海环境,而如果这种近海冲流到公海的
渠道不佳,则会降低海岸水的质量,特别是大面积的海岸
氧化塘处置地附近更是如此 由于化学和有机的污染

物越来越普遍,对海洋环境的不利影响正在增加,在海洋
生态系统中的长期积淀正威胁到生物多样性和地方渔

业 ,而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却高度地依赖于这种渔
业  

 供水和环境卫生事业的资金筹措和管理 

10. 在提供供水和环境卫生服务方面实现规模效益,在
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物理和社会经济状况之

下很难做到 为供水和环境卫生设施筹集资金和实行

管理以向日益增加的居民和旅游设施提供服务是十分

困难的,因为人口和水资源的集中地很小而且很分散
例如,沿着可进入的海岸地区建造环状主要管道也许在
许多情况下是唯一的选择,但它们必须延伸很长,而且安
装和维修费用十分昂贵以致无法做到 同样,购买与水
有关的设备价格十分昂贵,因为运输费用很高而且不大
可能通过谈判获得因量多而取得的折扣 对于居民人

口不多的岛屿来说,与自来水服务有关的管理费特别高,
而消费基本人群又往往特别穷,以致把收费定在只能收
复供水服务之成本的水平上事实上都很难做到  

11. 管制供水和下水设施以确保充分符合公共卫生准
则和实现财政方面的可持续性也十分困难 订立现实

的业绩指标以及提供适当的奖励的余地也极为有限,因
为财政和作业的基数太小  

 灌溉农业的需求 

12. 灌溉农业对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而言非常重
要 由于运输费用昂贵,种植经济作物的压力增加了对
灌溉用水的需求 这种大量的供水需求是对已经十分

有限的资源库提出的,而且这种需求往往与饮用水产品
的原料水需求相矛盾 灌溉农业的扩大正在污染着当

地的地表和地下水源,因为人们在越来越多地使用化肥
和农药  

 应付旅游业和工业发展的需求 

13. 游客们的大量耗水以及由此产生的废水,特别是在
沿海地区,造成液态和固态废物处理的问题,影响到海岸
蓄水层或环礁淡水透镜体 事实上,广告把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说成 阳光 海洋和沙滩 的天堂,造成在海滩
上或在海滩附近建造许多旅馆,从而使产生废物的建筑
都集中在海岸水域附近 工业活动也在沿海中心进

行 由于废物处置的标准和(或)设施薄弱或缺乏,对废
物 特别是液态废物进行环境上可持续的处置或处理,
在若干情况下都是让旅馆建筑和工业设施的经营者自

己去进行,而且往往成功很少 鉴于水源奇缺,人们还紧
迫地进口能源密集型脱盐工厂,主要是采用逆向渗透方
法,以便向旅馆和加工工业 例如酿酒厂和鱼类加工厂

等供水  

 执行综合管理和环境保护 

14. 实施排水盆地控制和环境保护的困难加上旅游
业 农业和工业的经济发展,会严重地减少提供淡水的
排水盆地的面积 例如在加勒比,香蕉种植园的扩大减
少了受保护的汇水区域 那些从辐射状溪流的上游汇

水区过滤取水的许多岛屿在汇水区域都有着严重的侵

蚀问题 ,主要是因为无计划地开发土地和公路保养欠
佳 同样,地方的水井地也因为在局部的钻孔集水地方
修建坑沟式厕所而受到损害  

15. 迄今为止,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管理和管制体
制都没有充分地考虑到为解决岛屿水文系统问题所需

要的能动机制和综合性质 事实表明,以部门方式进行
管理在致力解决若干重大的发展和环境问题 特别是

公共卫生和环境卫生方面的问题时是不够的 它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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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考虑到其他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参与,因而极大地
减少了社区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人力资源需求 

16. 对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说,必要的科学技术数
据要么无法获得,要么不够充分,因为缺少收集和分析这
种数据的专门知识 事实上,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人口太少,没有理由建立足够先进的技术机构,从而导致
导致缺乏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及其他必要的专门知

识 因此,水项目往往是在对水资源体系的现有来源和
可持续性缺乏准确了解的情况下实施的  

 公众意识 

17. 有大量证据显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公众的水资源
问题意识水平非常低 需求管理有时变得毫无效果,因
为事实表明,在需求增加和遭受严重干旱时,人们与供水
有关的文化期望和习惯做法很难改变 不过,许多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较少,而且人口居住较为集中,使得
公众教育和宣传的任务较容易进行 这种提高公众意

识方案的潜在益处可能是非常高的  

三. 淡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利用方面
  的区域合作 

18. 人们充分认识到交流淡水资源管理经验和专门知
识的好处 为此,现已建立岛屿之间的联系,以促进这种
经验交流,并帮助获得设备和服务 这种联系不仅涉及

岛屿之间的联系 还可以通过双边和多边援助与发达

国家建立三边联系  

19. 1979 年在加勒比开始执行一个区域供水和卫生项
目 该项目已运作 10 多年 在各岛屿长期执行该项目

以及通过该项目勘探 评估和规划水资源的工作得到

大量的外部支持,以改进所有参与国家的供水情况 区

域项目结束时,项目的部分设备和图书资料转送给加勒
比环境卫生研究所,部分转送给了加勒比气象水文研究
所 这两个研究所构继续共同执行该区域项目的许多

活动 随后于 1986 年在太平洋开始执行一个双重项
目 目前该项目在南太平洋应用地理科学委员会的主

持下继续得到执行 该项目为南太平洋的 15 个岛屿国
家提供协助,并处理以上提及的许多问题 该项目在六

个国家经管 15个国家项目,并为其提供技术支助  

四. 联合国系统支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的活动 
20. 为了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亚洲及太平洋经
济社会委员会颁布了技术准则,支持各国在以下方面的
努力:(a) 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水与可持续发展准则:原
则和政策选择,于 1997 年 8 月发行);(b) 减少和处理与
水有关的灾害(土地使用规划以及流域管理和减少灾害
做法准则和手册,于 1997 年 10 月发行) 随后,将这些
准则分发给了各会员国,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21. 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环境规划署)的政策与采取行动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可持续发展的紧急需要保持一致,尤其在执行 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 方面 环境规划署

通过其工业和环境方案活动中心协助以环境上可持续

的方式管理旅馆 环境规划署正在通过其国际环境技

术中心进行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区域工作方

面的合作,编写关于增加供水的技术的区域资料书籍
这些资料书籍是对不断努力解决缺水问题 尤其是实

现家庭用水安全的一个重要贡献  

22. 在联合国秘书处的技术协助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开发计划署)在太平洋和加勒比岛屿发起和执行区域项
目,还帮助佛得角制订国家用水总体规划,并帮助科摩罗
细心建筑和操作水井 ,利用沿海地下蓄水层供应饮用
水  

23. 在世界银行 欧洲联盟委员会 法国和其他捐助

国的支助下,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建立了世界水文
循环观测系统(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该系统最初打算建

立包括 1 000 个左右主要河流观测站的全球网络,以监
测排水情况和水质,并通过卫星几乎实时向全球 区域

和国家中心传送数据 目前,正在建立水文循环观测系
统加勒比区域分系统,并得到该区域各国的支持 它们

充分认识到,必须进行有效的区域合作,因为许多国家的
基本和专门观测网正急剧减少 此外,还制订计划,探讨
建立水文循环观测系统太平洋区域分系统问题,并再次
以岛国为重点 加强监测和信息交流在该区域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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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别是考虑厄尔尼诺现象最近给一些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24. 按照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的定义,减灾工作具有
多方面相互关联的性质  考虑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特别需要,这种性质能使诸如淡水资源等各项可持续发
展战略目标之间建立有效联系 关于用水,减灾活动能
通过准确评估可利用的淡水资源和自然灾害对水基础

设施构成的威胁等等,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
续发展 减灾十年国际行动框架积极参与执行 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行动纲领 减灾十年秘书处还推

动实施专门针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需要的研究 危险

评估和早期预警项目  

25. 目前,全球环境基金(环境基金)正在支助与可持续
管理和利用大型海洋生态系统有关的项目 在这方面,
环境规划署 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正在进行合作,在
环境基金的框架内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协助,包括
在区域一级努力促进以环境上可持续的方式利用淡

水 沿海水域及其生物资源 世界银行也在加勒比为

区域固体废物管理方案提供资金,以减少地下水污染等
环境影响 此外,亚洲开发银行正在为密克罗尼西亚联
邦发展水公用事业提供资金  

五. 关于淡水资源领域今后活动的建议 

A. 加强综合规划和管理 

26.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比非岛屿国家更加需要采取水
资源管理的综合办法,包括加强体制,以便从根本上改进
以环境上可持续的方式水资源的管理和利用 这种办

法包括拟订/修订涉及地方政府 非政府组织 民间社

会 私营部门 水资源用户等各有关行动者的国家政

策 战略和行动计划 应积极促进土地和水规划之间

的跨部门合作,并需要加强水和环境机构在脆弱的高原
和沿海地区监测和实施良好的空间规划措施的效力

此外,还需要考虑采取和应用环境危害评估,将遥感技术
用于土地利用和小区划分  

B. 促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 

27.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经常需要具体针对岛屿情况的
研究或区域研究,以确定和评估其水资源,并拟订和执行
有效的发展和管理方案 为此,不同区域的一些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已设立组织,以便同其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交流技术专门知识和经验 必要时设立有关机构是促

进这种交流的途径之一,太平洋水与废物问题协会就是
一个现成的例子 鉴于一些较大的群岛国家有促进其

边远岛屿发展的方案,鼓励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这些
国家之间建立联系也将很有帮助  

C. 促进对水资源作出评价 

28. 促请各国政府采取措施,以扭转国家水文网络日益
减少的趋势 它们应支持采取主动行动,维持和改进诸
如水文循环观测系统等水文和有关的气象观测方案,以
便进一步提供用于应用 用户服务和研究的综合数据

和信息 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必须加强向它
们提供国际援助 还应努力促进水文和有关数据及产

品的国际交流,通过培训和技术转让加强国家和区域能
力,以便能够就淡水资源及气候变化和多变性进行全球
研究,取得的有益成果,造福小岛屿人民  

D. 促进制订政策,以鼓励高效率地管理和 
 利用现有水资源 

29. 需要作出进一步努力,促进需求管理,提高供水服务
效率,并保护水资源 需求管理和漏水检查能帮助保存

现有资源基础 废物管理和尽可能减少废物的预防方

案能够有助于保护资源基础,但如要有效力,就必须明确
与土地管理政策相联系  

E. 推广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合适的技术 
 和方法 

30. 需要推广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较为合适的技术,雨
水收集池和利用横向集水道的地下水收集器 抽采溲

水透镜体的辐式排水井和低功能太阳能水泵等,以避免
采用万不得已的解决办法,如咸水淡化 其他优先活动

是进一步确定和应用符合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具体发展

和资源需要的清洁生产方法 这些方法应包括在所有

行业,尤其在不断增长的工业和农业部门 旅馆和旅游

设施采用清洁做法,和有效利用水资源  

31.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要采取行动,发展自给自
足的固体废料 污水和废水处理设施及建立防止地下

水污染的设施  

F. 岛屿系统管理办法 

32. 小岛屿面积小,这意味着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和所
需的包括水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基础相互依存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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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行动纲领 ,应在一种体制框架内管理和利用淡
水资源 沿海资源和海洋资源 这种体制框架应考虑

到与可能影响这些资源的原因的各种联系  

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