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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说明

本 !手册" 由流域组织国际网 #

:8*=

$% 全球水伙伴 #

I43

$ 等组织编写&

法文本和英译本在
OPQO

年
R

月法国马赛举办的第六届世界水论坛上发布' 本

!手册" 内容包括实施跨界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基本理念% 方法和手段& 以及世界

不同地区% 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在跨界河流% 湖泊及含水层利用与保护方面开展合

作的典型案例等' 跨界水问题涵盖政治% 外交% 经济% 社会% 法律% 科技% 生

态% 环保% 人文等多方面因素& 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本 !手册" 涉及上述多学

科和专业知识& 对开展跨界水管理% 合作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全球人口的持续增加& 水资源短缺越来越成为

许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加强跨界水国际交流与合作% 合理利用

与保护跨界水资源& 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地区和平% 繁荣发展的重要保

障' 中国跨界河流众多& 涉及周边
QP

多个国家' 中国与周边相关国家建立了多

种形式的跨界河流合作机制& 跨界河流已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友谊的桥梁和纽

带' 本 !手册" 的出版有助于相关人员更好地了解国际上跨界水资源管理与合作

的发展动态& 对进一步加强跨界河流管理与合作有所裨益'

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组织了本 !手册" 的中文翻译工作' 参加

翻译工作的有胡文俊% 田向荣% 张长春% 黄聿刚% 肖玉泉% 鞠志杰% 樊彦芳% 杨

泽川% 刘博等' 全书由胡文俊% 张瑞金审核& 于兴军% 陈霁巍审定'

在与全球水伙伴% 流域组织国际网联系翻译和出版本 !手册" 中译本的过程

中& 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郑如刚秘书长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肖玉泉教授%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张捷斌研究员在校译

中提供了帮助' 北京华宇兴水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王博% 孙春蕾在译稿文字整

理方面提供了支持' 在此& 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本 !手册" 的翻译出版得到了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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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言

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每天用水都依赖于多国共享的水资源"包括跨界河

流!湖泊的地表水和延伸于多个国家的含水层所蕴藏的地下水#随着对这一宝

贵资源需求的不断增长"国家间开展合作以更好地管理此类资源越来越有必

要#如何就分享跨界水资源的有益使用达成一致意见"以在不确定性和财政不

稳定日趋增强的情况下满足经济!社会和环境需求"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

战之一#

人口增长% 城市化扩张% 工业 (农业 (旅游业的发展& 以及气候和生活方式的

变化& 包括在食物和饮食习惯方面的变化& 造成对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制约因素

不断增多' 需要在所有可能的层面上采取新的手段来更好地管理水资源& 特别是

在高度复杂的跨界水领域'

水资源综合管理方法 #

:4>A

$ 已被很多国家政策采取& 这也应是跨界流域

管理的核心' 河流% 湖泊和含水层的集水区域是水文% 社会% 经济和环境相互依

存的空间& 水资源及领土的综合开发和管理具有取得巨大成功的潜力'

建立一个全球性跨界水的团体& 加强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 是一项值

得增加投入和关注% 以为所有人提供用水保障的重要任务' 实现公平% 合理和可

持续地利用世界的共享水资源& 增强我们的水安全& 是必须全力追求的目标'

为支持此过程& 流域组织国际网 #

:8*=

$% 全球水伙伴 #

I43

$% 联合国欧

洲经济委员会 #

Z86!6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Z86C!=

$% 全球环境基金

#

I6<

$% 自然资源评估中心 #

61>68

$ 和法国开发署 #

?<.

$ 共同编写了这本

手册' 这项集体工作提供了相关的实用信息& 有助于加强世界上共享跨界水资源

的综合管理'

本 !手册" 面向参与跨界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大批利益相关者& 从各国政府到

区域组织% 管理人员及用户' 他们需要一起工作% 共同面对当前和未来的众多

挑战'

本 !手册" 提供了对跨界水资源实施综合管理的指南& 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

家和发达国家% 温带% 湿润或干旱地区等多种情况'

这项新工作是对
OPPX

年
R

月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五届世界水论坛期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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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 !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手册" 的一个补充'

我们欢迎读者对本 !手册" 提出意见& 并希望本 !手册" 成为一个和平管理

我们共享跨界水资源的跨境交流平台& 以加强合作& 使世界成为我们更加美好的

居住地'

+,-. /0-.12345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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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9,:;3<=-:3

常务技术秘书
""""""

技术委员会主任

流域组织国际网
"""""

全球水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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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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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开发署

?N.*

非洲开发银行

?A!=4

非洲水利部长理事会

?8*=

流域组织非洲网

?34<

亚太水论坛

?4<

非洲水基金

?4:C

非洲水信息与文件编制系统

*>IA

地质研究与矿业办公室

!668*=

流域组织中东欧网

!6A?!

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

!68 C?.

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

!:!=C

刚果河*乌班吉河*桑加河流域国际委员会

!:7CC

萨赫勒地区防治干旱政府间委员会

!:3AC

摩塞尔河与萨尔河保护国际委员会

!4>!

长江水利委员会

6!

欧洲委员会

6!=4?C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66!!?

东欧&高加索及中亚

6A4:C

欧洲*地中海水行业技术知识信息系统

6Z

欧盟

6Z>=36 :8*=

实施 !水框架指令"欧洲流域组织国际网小组

<<6A

法国全球环境基金

I6<

全球环境基金

I:C

地理信息系统

I:F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I43

全球水伙伴

I43Y6!

全球水伙伴技术委员会

5673

环境&生命与政策水文学

:?C :200)H)B)/

含水层系统

:!3=

奥德河保护国际委员会

:!3.>

多瑙河保护国际委员会

:!4!

国家间水合作委员会



缩略语

跨界河流!湖泊与含水层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手册

:

""""

((()*+,-.+/(0)-1

2

!

((()

2

(

3

4-156)-1

2

:<?C

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

:I?.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

:53

国际水文计划

:@!

国际联合委员会

:8*=

流域组织国际网

:=4+&)#

国际水资源办公室

:>*:C

额尔齐斯河流域信息系统

:Z!8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4?!

国际水资源评估中心

:4A:

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

:4>A

水资源综合管理

7?8*=

(

>67=*

(

>67=!

流域组织拉丁美洲网

7!*!

乍得湖流域委员会

A.I

千年发展目标

A68*=

(

>6A=*

(

>6A=!

流域组织地中海网

A6>!=CZ>

南美洲共同市场

A>!

湄公河委员会

8*?

尼日尔河流域管理局

863?.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8I=

非政府组织

85C

国家水文服务机构

84C?C

撒哈拉西北部含水层系统

=!.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官方发展援助

=;?!=A

奥兰多河流域委员会

=A1I

冈比亚河开发组织

=A1C

塞内加尔河开发组织

=>?C6!=A

奥兰治*森库河委员会

=C!6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CC

撒哈拉与萨赫勒观测站

=Y!?

亚马逊合作条约

36!=

中东欧国家

3:?8!

世界水运基础设施协会

3:.?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

C?.!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C?3

战略行动计划

C.?I6

水资源开发与管理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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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可持续发展行动规划

C.!

瑞士发展合作署

C6?

战略环境评估

C6:C

共享环境信息系统

C:.?

瑞典国际开发署

Y.?

跨界诊断分析

Z6A=?

西非经济货币联盟

Z;

英国

Z8

联合国

Z8.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Z86!6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Z86C!=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ZC?

美国

ZC?:.

美国国际开发署

1*?

沃尔特河流域管理局

4?!.63

非洲的水&气候与发展计划

4<.

水框架指令

45[!=C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4:C

水信息系统

4:C6

欧洲水信息系统

4A=

世界气象组织

4>!Z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水资源协调处

44<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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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背景

""

全球水伙伴 #

I43

$和流域组织国际网 #

:8*=

$于
OPPT

年编制了 !流域

水资源综合管理手册"%并在
OPPX

年
R

月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五届世界水论坛上

发布%在世界范围获得巨大成功并持续发挥影响'!跨界河流&湖泊与含水层流

域水资源综合管理手册"#以下简称 !手册"$是基于先前的工作%重点针对跨界

水资源背景下的水资源综合管理 #

:4>A

$'这是一个日益重要和复杂的领域%

需要给予更多关注'

本 !手册"收集了全球实践的范例%按专题和主题概括了跨界水资源管理的

关键问题'本项工作是许多来自不同背景和采取不同方法考虑如此复杂专题的作

者的贡献结果'这种多样性反映了应对众多以跨越国家主权边界的共享水资源的

综合管理为总体目标的艰巨挑战所需的知识范畴'

为什么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呢- 管理跨界水资源和在这一领域工作

的人员明白这项工作的意义)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和生态系统用水都依赖于跨越国

界的水资源%因此使之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不断涌现的危机 #金融&气候变

化&区域不稳定$对水资源管理产生影响%这在国际共享水资源情况下尤为复

杂'水资源的综合管理涵盖政治&社会&经济&法律&环境等一系列因素%需要

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投入'它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并

占用大量资源'

!D"

"

如何使用本 !手册"

本 !手册"针对从事跨界水资源管理与开发的工作人员%包括对有效和公平

地管理跨界水资源感兴趣的广大利益相关者'本 !手册")

#

"

概述了跨界水资源管理背景下有关水资源综合管理 #

:4>A

$的重要概念&

基本问题和国家实践中采用的方法'在后续章节中介绍了合作&治理&信息

系统&参与&规划与融资等概念.

#

"

包含了一章关于跨界含水层的内容%请参阅 !关于跨界含水层系统的联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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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指南"#法国开发署(
?<.

%

OPQP

年$.

#

"

分析了内陆水道&大型水利基础设施&生态系统和气候变化等相关的一些

挑战.

#

"

强调了能力发展作为跨界合作基础的重要性.

#

"

提供了世界各地实施跨界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实例%并提供了这方面的国家实

践指南'

!D#

"

重要概念及定义

本节介绍和概括了 !手册"关注的跨界背景下水资源综合管理相关的重要概

念及定义'

!D#D!

"

水资源综合管理

水资源综合管理 #

:4>A

$是本 !手册"内容的核心概念'全球水伙伴

#

I43

$对
:4>A

的定义是 +为使经济和社会福利以公平的&不损害重要生态

系统的可持续的方式取得最大化而促进水&土地和相关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协调发

展的过程,'

水资源综合管理 #

:4>A

$基于
QXXO

年里约和都柏林峰会以来国际社会阐

明和采纳的原则'这些原则概括如下)

#

Q

$淡水是一种有限的&脆弱的资源%是维持生命&发展和环境的必需品.

#

O

$水管理和开发应该以多方参与为基础%即吸收各层次的使用者&计划者

和政策制定者.

#

R

$妇女在水资源的供给&管理和保护方面发挥中心作用.

#

V

$水的各项竞争性用途都具备经济价值%所以应该承认水是一种经济

商品'

全球水伙伴 #

I43

$在其工作中提出了支撑水资源综合管理 #

:4>A

$正

确实施的支柱)

#

"

管理手段

"$"

水资源评价.

"$"

信息交流.

"$"

社会经济和监管手段.

"$"

水资源综合管理计划.

#

"

实施环境

"$"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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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框架.

"$"

融资及激励机制.

#

"

机构作用

"$"

中央*地方.

"$"

流域.

"$"

公共*私营.

"$"

能力建设'

其他的定义也都反映了类似的方法%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 #

ZC?:.

$将

:4>A

定义为 +参与式的规划和实施过程%它是基于将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

以确定如何满足社会对水和沿海资源的长远需求同时保持必要的生态服务和经济

收益的健全科学之上'

:4>A

有助于保护世界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农

业发展%促进参与民主管理%改善人类健康, #参见)

KKKL2%+$BL

G

'E

(

'2#

/

K'#D

(

)/E$#'/H)/&

(

K+&)#

(

K"+&

/

$%

/

$K#HL"&H0

$'

另一个定义更侧重于生态系统方法%目的是平衡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需

求%并在此背景下促进各层次的和谐关系'其基本概念如下)

#

"

生态系统的所有要素 #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都是相互依存的.

#

"

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自然体系%必须以一种灵活的&适应性强的方法

来解决.

#

"

需要综合考虑科学&社会和经济等问题'

!D#D"

"

跨界水

跨界水流域面积占据了世界陆地面积的
VW\

%通过位于地球表面以上的

#地表水$和以下的 #地下水$水资源连接了两个或更多国家'管理此类资源面

临着许多挑战%必须考虑这些挑战的特殊性质'在这点上%跨界水资源的管理在

以下几个方面都不同于国家层面上的水资源综合管理 #

:4>A

$'

#

"

国家主权影响着跨界水资源综合管理动态特性的重要方面%使其有别于国内

背景下的水资源综合管理.

#

"

水资源管理通常是服从国家的法律和体制政策框架%这些法律和体制政策框

架是已经建立的%没有经过具有共享跨界水资源关系的国家间的协调.

#

"

用水利益和目标与国家的发展和安全目标相关联%不同国家可能会有所不同.

#

"

一国受跨界流域影响的程度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影响其参与和建立跨界合作的

意愿.如果一国受跨界流域影响的面积仅占其领土的一小部分%其参与意愿

将不会像在其领土的很大一部分受跨界流域影响情况下那样强烈.

#

"

管理跨国际边界的水资源配置冲突和利益共享更为复杂和更加困难%国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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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和历史或当前的冲突 #不论是否与水相关$都会在其中发生作用.

#

"

交换有关水的信息和数据%这在国内不同的行业之间已是一个问题%在共享

一个流域的国家间往往更为困难.

#

"

对于水&人民和领土之间的关系%依赖于同一资源的两个邻国间存在的问题

与共享水的两块土地或两个相邻社区之间的问题是一样的%只不过其规模不

同而已'

正如下文中将会详细讨论的那样%跨界水资源的定义通常在国际协议中确

定%不同的个案会有所不同'其关键是 +涵盖了什么水资源,的问题***这是一

个复杂的问题%往往需要大量的科学信息'本 !手册"中提供的一些详细信息可

以说明这一点'

在此阶段%重要的是要知道国际协议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定义跨界水资源的范

围'这很关键%因为
:4>A

采用了一种整体方法%涵盖和综合了水资源管理的

所有方面'

QXXU

年联合国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QXXU

年
W

月
OQ

日联

合国 !水道公约"$作为一个框架性的法律文件%对下列术语给出了定义)

#

Q

$+水道,是指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系统%由于它们之间的自然关系而构成

一个整体单元%并且通常流入共同的终点'

#

O

$+国际水道,是指其组成部分位于不同国家的水道'

仔细阅读 !水道公约"%就会发现其并没有涵盖承压含水层%即一种特定类

型的跨界水资源%目前联合国正在其开展的 !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的工作中

予以解决%其中对跨界含水层给出了详细的定义'

专栏
!

$跨界含水层的定义

!

Q

"#含水层$是指位于透水性较弱的地层之上的渗透性含水地质层以及该地质层

饱和带所含之水%

!

O

"#含水层系统$是指具有水力联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含水层%

!

R

"#跨界含水层$或 #跨界含水层系统$分别是指其组成部分位于不同国家的含

水层或含水层系统%

!

V

"#含水层国$是指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任何组成部分位于其领土内的

国家%

!

W

"#跨界含水层和含水层系统的利用$包括提取水&热能和矿物'以及储存和弃

置任何物质%

!

S

"#有补给含水层$是指能够经常得到相当数量的当代 !非化石"水量补给的含

水层%

!

U

"#补给区$是指向含水层供水的区域'包括雨水汇集区域以及雨水从地面流入

或通过土壤渗入含水层的区域%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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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排泄区$是指含水层的水流向诸如水道&湖泊&绿洲&湿地或海洋等出口的

区域(

联合国
SR

&

QOV

号大会决议附件)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第
O

条

!来源)

"&&

(

)**

KKKL$%+#HL'#

G

*

B

9

/+H$-%

*

H'B20)%

*

C<:7PQPP

*

E$)KL

(

"

(

+

N$0

,

:B]OTO

"

!D#D#

"

跨界流域管理相关的其他术语

跨界水资源 !流域" 层面的管理

流域组织国际网提出了关于河流(含水层流域水文单元尺度的方法建议)地

表水使用集水区%地下水使用含水层'在莫雷利亚&巴伦西亚&萨尔瓦多&扎科

帕内&魁北克&马提尼克岛&德布勒森和达卡等地连续举办的会员大会期间%流

域组织国际网特别建议在流域层面上设计协议和战略&项目&筹资安排及控制%

并由沿岸国签署大型共享河流&湖泊或含水层的合作协议'

水治理

尽管关于 +水治理,的准确定义仍然存在争议%但显然这是一个外延广泛的

概念%其核心内容是不同级别的社区如何自行组织起来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管

理水资源'这种方法包括 +在管理资源 #自然&经济和社会$中施行配置和监管

政策的方式%并广泛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全球水伙伴(
I43

$'在跨界情

况下的水治理%包括从全球(国际到地区&国家&国内和地方用户等不同层面的

行为者'如何促进这些行为者的投入以及能否有助于跨界水资源的综合管理%往

往取决于政治&法律&行政和监管等环境条件%后面将结合实践进行探讨'

鉴于跨界水资源的管理往往处于跨越边界的复杂环境条件%对日益减少的共

享资源产生需求竞争和冲突的可能性很高'确保 +良好的,水治理以促进合作和

协商%既是一项挑战%同时也是目标'

水外交

水外交有三个核心要素%它们与 !联合国宪章"的主要目标相一致%具体如下)

#

Q

$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外交预防性质.

#

O

$需要进行对话%传统的双边外交辅之以多边和多层次的外交.

#

R

$国际社会集体责任观念'

跨界水资源背景下的水治理%需要有广泛的利益相关者通过有效可行的机制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有目的地参与%当然不存在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行之有效

的模式'

水安全

水安全%尤其是考虑到水&粮食&能源安全之间的关系%是有关跨界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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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讨论中的一个重要关切点'+一个水安全的世界对于美好未来是至关重要的)

有足够的水维持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系统'一个水安全的世界集中了对水的固有

价值及满足人类生存安康的所有利用的关注'一个水安全的世界利用了水的生产

能力%并使其破坏力最小化'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拥有足够安全的&负担得起的

水%过上一种干净&健康和富有成效的生活的世界'这是一个保护社区不受洪

水&干旱&山体滑坡&侵蚀和水源性疾病危害的世界'水安全也意味着解决环境

保护和管理不善的负面影响%其随着气候变化的增强而变得更具挑战性'一个水

安全的世界会减少贫困%发展教育和提高生活标准'这是一个所有人生活质量都

得到改善的世界%特别是对于通常最为脆弱的妇女和儿童%从 0良好的1水治理

中受益最多,#!

I43

战略
OPPX

*

OPQR

"$'

此方法是基于第二届世界水论坛 #海牙
OPPP

年$通过的部长宣言 +二十一

世纪水安全,而提出%其列出了实现水安全面临的七个 +主要挑战,)

#

Q

$满足基本需求.

#

O

$食品安全.

#

R

$保护生态系统.

#

V

$共享水资源.

#

W

$管理风险.

#

S

$水的价值评估.和

#

U

$水的明智治理'

这些在不同层面产生的问题%凸现了在管理跨越国界的共享水资源中需要解

决的一些现实挑战'

水合作

跨界水资源管理的目的之一显然是为了促进合作'本 !手册"并未引述关于

该领域合作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而是对 +合作,采用了一个工作定义)+为了共

同的目的一起工作,#!简明牛津词典"$'

从国际法角度来看%跨界合作植根于国际法%这在 !联合国宪章"的许多方

面都有编纂'因此%一些基本原则都鼓励和平管理共享的跨界水资源%如)促进

地区和平与安全&促成合作&确保全体人类的基本自由 #!联合国宪章"第
Q

条$'另外%联合国 !水道公约"在其第
T

条中包含了合作义务的规定%并在其

第
W

条中进行了详细阐述%提出 +公平合理地参与国际水道的使用&开发和保

护,的义务和 +包括利用水道的权利和合作保护及开发水道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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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水资源管理的跨界合作

要点!

#

"

国家开展水资源管理合作的意愿可始于某些特定挑战或共同目标"始于区

域或共同体的推动"甚至是始于冲突的风险#

#

"

合作可首先建立在流域的部分地区"或者仅限于有限的国家之间"然后再

进一步拓展#合作的演进必须建立在已有协议的基础上#

#

"

联合国公约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QXXO

年 %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

与利用公约&"联合国
QXXU

年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提供了跨

界流域管理的一般性框架#

#

"

联合国
SR

(

QOV

号决议 )鼓励相关国家为正确管理它们间的跨界含水层做

出合适的双边或区域性安排**+#

#

"

国际水法是一套处理主权国家间关系的规范和规则体系"在和平管理跨界

水资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

跨界合作有多种形式,这里提及的各种实例可以从中获取适用于不同情况

下的经验#

本章描述了可为共享跨界水资源综合管理提供框架的一系列机制%包括政

策&法律和体制实践'其目的是广泛地涵盖跨界流域管理合作的组成内容'

"D!

"

国家间政治意愿

有几个因素可用来增强国家间在跨界河流流域合作的政治意愿'下面通过几

个实例来说明国家间开展水资源管理合作的各种驱动力'

"D!D!

"

特定挑战和共同目标

#

"

由几个沿岸国在特定地区共同实施的研究或项目 #例如)莱茵河或刚果河的

航运.瓜迪亚纳河流域湿地和生态利益的维持和保护研究$%能够促进流域

层面的跨界合作'

实例
!

# 瓜迪亚纳河流域的综合和参与式方法

瓜迪亚纳河流域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部和南部%流域面积
SUQVUDH

O

%属地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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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大陆性气候%水资源可利用量时间分布极不均匀'除葡萄牙管辖区外还涉及西

班牙的三个自治区 #安达卢西亚&卡斯蒂利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并拥有维持高

环境价值湿地的重要生态区域'

根据 !阿尔布费拉协定"%西班牙和葡萄牙联合开展了大量的活动和研究'关于官

方参与水文计划的进程%西班牙部分始于
OPQQ

年
W

月%葡萄牙地区始于
OPQQ

年
U

月'

然而%关于技术信息的活动从
OPPU

年就开始通过会议&公众意识宣传和持续

进行的协调对话进行了推动'在共享水域的划界&分类&生态状况及相关压力&保

护区&监测网络&流域管理规划的措施计划及环境目标等跨境合作方面取得了进

展%并签署了重要协议'作为 !阿尔布费拉协定"的部分内容%

OPPU

*

OPQQ

年期

间除了召开了
U

次瓜迪亚纳流域专门会议外%还举行了几次欧盟 !水框架指令"工

作组会议'

除了这些联合活动%西班牙
^

葡萄牙
OPPU

*

OPQR

年跨界合作计划 #欧盟团结

基金共同资助$还包含了与
?0

_

2)E+

水库 #位于葡萄牙境内%但靠近西班牙边界$

环境和休闲划船等有关的活动'一些环保措施能够促进流域内城市的经济发展%并

通过植树造林&生态修复和建设生态走廊或能提升景观和旅游价值的休闲长廊%改

善瓜迪亚纳流域生态状况'

更多信息请参考)

KKKL-"

G

2+B$+/+L)%

.

KKKL+#"+0)/&)

`

'L

(

&

.

KKKL$/+

G

L

(

&

.

KKKL+#"+0)/&)

`

'L

(

&

(

$/B)aL

(

"

(

-

'

(

&$'/]-'H

/

-'/&)/&bE$)K]+#&$-0)b$B]QTS

#

"

国际协会能够促进国家间增强在同一流域开展合作的政治意愿%这通常围绕

该协会所强调的特定问题%如普雷斯帕湖实例所示'

实例
"

# 普雷斯帕湖三方合作

普雷斯帕湖坐落在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之间'这是一

个具有独特自然和人文美景的地区'

OPPP

年
O

月
O

日%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前南斯

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总理签署了保护普雷斯帕公园的共同宣言%提出了下述最终目标)

#

"

通过保护普雷斯帕湖的自然和文化价值%可持续利用其资源%提高普雷斯帕湖

居民的生活标准.

#

"

三国间的和平与合作'

在 !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拉姆萨湿地公约"$%特别是水禽栖息地及其地中海

湿地倡议的支持下%普雷斯帕公园三方协调委员会 #

33!!

$于
OPPQ

年成立'联合

活动包括制定保护和开发该地区的战略行动计划%为制定和提交全球环境基金

#

I6<

$普雷斯帕公园项目建议书作出贡献%该建议书已于
OPPW

年获
I6<

秘书处

批准'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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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 +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和希腊普雷斯帕湖生态系统综

合管理,项目的过程中%三方继续进行合作%开展了许多活动%制定了各种规划

文件'

OPQP

年%三国环境部长和欧盟环境专员签署了 !保护和可持续开发普雷斯帕

公园的协定"%确定了跨界合作的具体原则和机制'

#

"

增强开展跨界水合作的政治意愿需要在协议中规定清晰和明确的行动目标'

实例
#

# 大湖$圣劳伦斯河地区水资源组织

通过大湖*圣劳伦斯河地区水资源组织%大湖地区的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

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纽约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州

长以及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的省长牵头保护世界上最大的地表淡水资源***大湖*

圣劳伦斯河流域'通过签署 !大湖*圣劳伦斯河流域可持续水资源协定" #简称

!协定"$%他们于
OPPW

年
QO

月
QR

日建立了地区水资源组织%同时 !大湖*圣劳伦

斯河流域水资源协议"#简称 !协议"$也获得通过'

!协定"的目标包括)

#

"

共同保护&保存和恢复流域水资源.

#

"

促进全流域水资源管理的合作.

#

"

推动缔约方的合作.

#

"

建立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安排.

#

"

维持州和省在流域内的权威.

#

"

促进数据交换%强化信息的科学性%参与取水及损耗潜在影响的磋商.

#

"

防止取水及损耗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

"

促进采用适应性管理方法%以保护和管理流域水资源'

在美国%!协议"经
T

个州立法机构和国会批准%总统签字后于
OPPT

年成为法

律'根据加拿大宪法%各省在其管辖权内签署的协议不需要联邦的批准'

OPPS

年

QQ

月
RP

日%魁北克省国民议会批准了 !协定"%

OPPU

年
S

月
V

日%安大略省议会

批准了 !协定"'

"D!D"

"

区域动力和共同体组织

#

"

欧盟 !水框架指令"#

6Z 4<.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

C?.!

$!关于共享

水道的修订议定书"%作为两个区域性框架的实例%提供了跨界水资源管理

的平台'下面对每个实例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欧盟 !水框架指令"鼓励同一流域的沿岸国寻求对话%制定流域政策'

4<.

方法是基于对流域进行分类和报告的方法%包括描述初始状况&压力和影

响&国内和国际流域层面综合管理的特征%制定可衡量的目标及实现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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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时间%起草流域管理规划和制定措施计划%使用信息系统&报告和监

测&经济分析及公众参与等方法'

#

"

适用于欧盟成员国的 !水框架指令"对邻近欧盟的国家也发挥了作用%尤其

是与欧盟成员国存在共享水的国家'尽管实践中受到一些限制 #数据获取&

资金筹集等$%区域框架仍然能够给予合作一种政治推动力%引导项目的实

施%同样有利于非欧盟成员国'

实例
$

# 关于 !多瑙河总体报告" 的合作

自
OPPP

年以来%欧盟 !水框架指令"#

6Z 4<.

$已成为规范欧盟成员国水资

源管理的基本法律文件'因为欧盟 !水框架指令"规定 +如果一个国际河流流域区

超过欧共体边界%成员国应努力制定一个单一的流域管理规划,%共享多瑙河流域

的欧盟成员国与其他 !多瑙河保护公约"的缔约国一致同意%指定多瑙河保护国际

委员会 #

:!3.>

$作为制定该规划的协调机构'

!多瑙河保护公约"于
QXXV

年
S

月
OX

日在索非亚签署%

QXXT

年
QP

月生效'

在多瑙河流域内的面积超过
OPPPDH

O 的所有国家 #

T

个欧盟成员国&

Q

个申请加盟

国&

W

个非欧盟成员国$及欧洲委员会都是 !多瑙河保护公约"的缔约方'

乌克兰&摩尔多瓦&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不是欧盟成员国%但作

为
:!3.>

的成员国%已同意参与多瑙河流域分析 #

.>*?

$的准备工作'

尽管非欧盟成员国不能保证所有数据的收集和加工%但他们可以在多方面从该

过程中显著获益'首先%

:!3.>

和其他捐助方给予开展多瑙河流域分析所必需的

项目资金支持'其次%非欧盟成员国逐渐熟悉欧盟的新法规'最后%该过程促进了

来自其他国家的水资源管理专家之间的交流'另一个重要获益是能够详细了解在塞

尔维亚实施欧盟 !水框架指令"的各种影响 #尤其是财政方面$'

#

"

政治意愿的形成也可产生于区域经济共同体的行动%正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

员会 #

Z86!6

$实例所示'

Z86!6

倡议进行流域评价%要求相关国家管理

部门进行深入的合作'此项倡议激励了各国政府改进国家监测系统%更好地

与邻国的监测系统相协调'除了南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

C?.!

$

的实例%还有西非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

6!=4?C

$实例'

实例
%

# 新的评价促进了泛欧洲地区的跨界合作及共享水资源状况的改善

OPQQ

年
X

月
OQ

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召开的第七次 +欧洲环境部长会议,

发布了第二次跨界河流&湖泊和地下水评价报告'该报告是对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

会 #

Z86!6

$地区内跨界水状况的最全面的概述'评价工作是在 !跨界水道和国

际湖泊保护与利用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支持下开展的%有近
WP

个国家的水资源和(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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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环境部门密切合作%并有超过
OWP

多名专家的参与'准备过程包括使用数据表收

集数据%组织五个次区域研讨会支持沿岸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流域委员会在提供信息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评价结果表明%由于努力保护

水资源和环境%泛欧洲地区大部分的跨界水资源状况得到了改善'然而%由于各种

原因%跨界水资源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包括)管理薄弱&污染&过度开采&不

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水文形态压力&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用水效率低下%不

同沿岸国之间各种用水竞争也是一个挑战'气候变化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剧该问题'

英文和俄文版的完整报告和摘要可查阅网站)

KKKL2/)-)L'#

G

(

$/B)aL

(

"

(

-

$B]OSRVRb7]P

实例
&

#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地区水资源协调处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

6!=4?C

$的
QW

个国家在水资源方面相互高度依存'

在该地区有
OW

条共享的河流流域%其中
S

条由具体的机构管理)冈比亚河&莫诺

河&尼日尔河&塞内加尔河和沃尔特河'

OPPQ

年%各国元首发起了一个关于水资

源的常设对话框架'

经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农业&水资源和环境,专员授权%位于瓦加杜古的水

资源协调处 #

4>!Z

$自
OPPV

年以来负责该对话机制'

在积极参与启动国家水资源综合管理 #

:4>4

$计划后%水资源协调处开始广

泛关注跨界管理%如促进建立了沃尔特河流域管理局%目前正在支持建立另外三个

跨界管理局)

!

*$+,!'H'c,Y+/'

.

"

A'/'

.

#

!+E+0

9

,!)%&d%,C+%%+/B#+

#见图$'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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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T

年%萨赫勒地区防治干旱政府间委员会 #

!:7CC

$和西非经济货币联盟

#

Z6A=?

$通过了区域水资源政策%表达了履行义务的强大政治意愿'该意愿通

过超国家原则得以强化%使得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指令能够直接在国家层面得以

施行'为加强其宣传能力%水资源协调处于
OPQO

年开始负责非洲水利部长理事会

#

?A!=4

$西非秘书处工作'

KKKLK#-2L)-'K+%L$/&

"D!D#

"

逐步扩大

#

"

在其他一些情形下%合作扩大到全流域前%在一个大型跨界流域的部分区域

或子流域采取地方层面的政治方法%也许是开始合作的比较容易的途径'

实例
'

# 锡尔河小型跨界支流跨境合作的实施

在中亚费尔干纳河谷%

由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

间的边界划分%在这里有

许多流向锡尔河干流的小

型跨界支流'在几个因素

共同作用下 #例如灌溉计

划的扩大&地方层面的机

构空缺&人口增长等$%该

地区小型跨界支流的冲突

风险不断升高'在这种背

景下%由瑞士发展合作署

#

C.!

$资助的费尔干纳河

谷水资源综合管理项目在费尔干纳河谷两个小型跨界支流进行了基层跨界组织试点'

该项目由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 #

:4A:

$和国家间水合作委员会 #

:!4!

$

科学信息中心合作%从
OPPO

年开始实施'其目的是通过水资源综合管理 #

:4>A

$

驱动管理体制改变%改善费尔干纳河谷水资源的管理'在主要试点区成功应用水资

源综合管理方法后%该项目在
OPPU

年通过改革两个试点小型跨界支流 #

C"+"$H+#,

B+/%+$

河和
;"'

`

+M+D$#

G

+/%+$

河%见图$的体制机构扩大了范围'总体而言%经调

整适应当地条件后%水资源综合管理方法的目标确定为)

#

"

促进流域用水者联盟的建立.

#

"

根据水文边界对已运行的水管理机构进行调整.

#

"

通过建立一个系统水资源委员会%确定国家间联合治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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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地%同一个流域国家间合作的政治意愿可能是逐渐增强的'起初%合作

可能仅限于被某一需要解决的问题严重影响的部分河段%然后%通过利用类

似举措%将合作扩展到整个流域'莱茵河流域合作的实例就采用了这样的方

法%其趋势是在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建立超国家的跨境合作制度'

实例
(

# 莱茵河流域合作

莱茵河流域合作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展示了最初仅限于干流的合作能够扩展到

整个流域)老版和新版 !莱茵河保护公约"除了在严重影响河流的防洪和排污方面

外%仅限于河流本身%不涉及支流'

因此%仅有位于莱茵河干流的国家成为 !莱茵河保护公约"的缔约方'而且%

出于 !莱茵河保护公约"的目的%莱茵河的上游边界被定义为下塞湖 #

Z/&)#%))

$

湖口 #沙士豪森瀑布%

C-"+NN"+2%)/

$%这就从 !莱茵河保护公约"的地理范围上

排除了更多的上游地区'

欧盟 !水框架指令"于
OPPP

年生效后%在整个流域进行合作就很有必要了%

即要包括莱茵河所有支流&地下水和近海水域'现行的 !莱茵河保护公约"尚未修

订%但是建立了与该公约执行机制平行并列的非正式机制%即协调委员会来实施欧

盟 !水框架指令"'

在这个新机制中%共享莱茵河流域的非 !莱茵河保护公约"缔约方开展了合

作%包括奥地利&意大利&列支敦士登和比利时瓦隆地区'瑞士作为非欧盟国家%

不受欧盟 !水框架指令"约束%但也在该新机制下开展合作'

同时%经过若干年的并行运作后%两套运行机制已经合并'现在绝大多数问题

都是一起讨论%而不再关注于哪个问题应该由哪个机制来处理'当然%有些问题仅

涉及 !莱茵河保护公约"或是欧盟 !水框架指令".然而%更多的问题可能是重叠

或者交叉的'为执行欧盟 !水框架指令"%在一个已有的国际机制上建立合作具有

绝对的优势%而不必白手起家'

实例
)

# 捷克共和国水资源管理的国际合作

捷克共和国是个典型的内陆国家%几乎所有的河流和小溪都流向邻国的领土

#奥地利&德国&波兰和斯洛伐克$'

有三个重要的国际河流流域跨越捷克共和国领土)易北河&奥德河和多瑙河'

易北河是与德国共享%最终流入北海'奥德河是与德国和波兰共享%最终汇入波罗

的海'多瑙河流经
QX

个国家%最终流入黑海%包括捷克共和国在内的
QV

个国家是

!多瑙河保护公约"的缔约方'

对捷克共和国而言%开展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的国际合作很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捷克共和国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的国际合作包括三个层次)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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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

Z86!6

$下的合作.

#

O

$保护国际河流流域的合作.

#

R

$与奥地利&德国&波兰和斯洛伐克开展的水资源管理双边合作'

多边和双边条约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水公约"有类似的目标%但合作的

程度和细节更具体'因此%捷克共和国主要通过更局部层面上的国际法律文件来执

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水公约"'

#

"

当制定综合的跨界流域政策时%国际协议中达成的关于跨界水资源的规则必

须按国际法遵守.如果难以或者不可能遵守%则有进行报告和审查遵守情况

的机制'最后%水冲突恰恰也可以成为国家间加强合作的驱动力'

实例
!*

# 蓝色和平$$$中东水安全

所有中东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加上气候变化导致的水资源缺

乏%可能会使冲突和政治动乱形势进一步恶化'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

和约旦的河流流量在
QXSP

*

OPQP

年间减少了
WP\

$

XP\

'

应该地区国家政治领导人的要求%瑞士和瑞典联合资助了 +中东水安全,项

目%通过制定地区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协作方法来应对严峻的水安全挑战'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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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水安全项目的主要成果报告见
OPQQ

年
O

月出版的 !蓝色和平)重新思考

中东水资源"一书'

该报告分析了中东
U

个国家目前和未来的水安全形势 #以色列&巴勒斯坦地

区&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土耳其$'+蓝色和平,提出了一种创新的方

法%使政治领导人&公众和媒体都能参与到发展和完善地区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协

作中来'其探索了一条地区政治和外交团体开展水资源合作的演进路径%为解决旷

日持久的涉水冲突创造了新机会'

"D"

"

国际水法$$$公约

"D"D!

"

简介% 作为综合机制的法律规则

作为水资源综合管理 #

:4>A

$的一个重要部分%法律规则通过法律框架&制

度&程序和监管安排来确定管理的正式规则'在国际范畴内%事实也是如此%国际

法规则支配着国际关系'要求各国政府遵守这些规则%包括国际习惯和条约法'

在跨界水资源管理领域%大量国际习惯规则适用于所有水道国%也有各国政

府同意的大量条约法'这些法律规则通过确定和实施程序%提供了一个正式的综

合功能%促进了跨界水资源管理的有效合作'

这部分概括了适用于跨界水资源管理的国际法的主要规则%包括特别提到的

该领域三个重要的框架性条约'特别需要说明%除了习惯法规则%条约法规则仅

适用于那些国际协议的缔约方%且只有当条约生效后并获得法律拘束力后才起

作用'

条约是一致同意的正式协议%在跨界水资源管理的双边或多边安排上约束各

国政府'这些安排通常包括跨界管理制度和程序以便执行条约中议定的原则和规

则'在一个流域和地区内%基于各国的国家利益&实力和优先权%跨界水资源管

理与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紧密相连'当国家利益具有共同认可的一致性或相容

性%更广泛的合作有相互的利益驱动时%跨界水资源管理才最有效'

作为该领域唯一的全球性法律文件%联合国
QXXU

年 !水道公约"为处理国

际共享水道管理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有用的框架'除了该公约%两个区域性法律文

件提供了本领域重要的且更具针对性的法律框架)!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与

利用公约"#

Z86!6

!水公约"%

QXXO

年$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

C?.!

$!关

于共享水道的修订议定书"'

这里应当再增加
OPPT

年
QO

月通过的关于跨界含水层管理的联合国
SR

(

Q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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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议文件'该决议 +鼓励相关国家为正确管理它们间的跨界含水层做出合适的

双边或区域性安排22,'另外还有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QXXX

年的 !水与健康

议定书"'

除跨界含水层决议在第
W

章单独述评外%下面将对上述每个法律文件进行述评'

图
!

$水法有关背景

"D"D"

"

联合国 &水道公约' !

!))'

年"

联合国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QXXU

年$是目前唯一的关于共享跨

界水道开发和管理的全球性协议'该公约由联合国大会通过%是经过近
RP

年的

有关研究而成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征求了所有成员国的意见'

该公约于
QXXU

年
W

月
OQ

日由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

QPV

国赞成%

R

国反对

#布隆迪&中国和土耳其$%

OS

国弃权'该公约要求得到
RW

国批准方能生效%但

是截至
OPQQ

年
QQ

月%仅有
OV

个缔约方批准了该公约'目前%该公约仍然开放

供加入%还需
QQ

个缔约方批准后才能生效'

专栏
"

$联合国 %水道公约&'

!))'

年(的缔约方

参加方 签字时间 批准时间

布基纳法索
OPQQLRLOO

科特迪瓦
QXXTLXLOW

芬兰
QXXULQPLRQ QXXTLQLOR

法国
OPQQLOLOV

德国
QXXTLTLQR OPPULQLQW

希腊
OPQPLQOLO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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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比绍
OPQPLWLQX

匈牙利
QXXXLULOP OPPPLQLOS

伊拉克
OPPQLULX

约旦
QXXTLVLQU QXXXLSLOO

黎巴嫩
QXXXLWLOW

利比亚
OPPWLSLQV

卢森堡
QXXULQPLQV

摩洛哥
OPQQLVLQR

纳米比亚
OPPPLWLQX OPPQLTLOX

荷兰
OPPPLRLX OPPQLQLX

尼日利亚
OPQPLXLOU

挪威
QXXTLXLRP QXXTLXLRP

巴拉圭
QXXTLTLOW

葡萄牙
QXXULQQLQQ OPPWLSLOO

卡塔尔
OPPOLOLOT

南非
QXXULTLQR QXXTLQPLOS

西班牙
OPPXLXLOV

瑞典
OPPPLSLQW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QXXULTLQQ QXXTLVLO

突尼斯
OPPPLWLQX OPPXLVLOO

乌兹别克斯坦
OPPULXLV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QXXULXLOO

也门
OPPPLWLQU

来源)

Z8Y#)+&

9

C)#$)%

(

""

不论该公约何时生效%其已在跨界水资源管理方面发挥了影响 #并将继

续发挥影响$%因为它对该领域国际习惯法的主要规则进行了一般公认性的

编纂'

公约的核心是主导原则 +公平和合理利用,%并由一系列的实用程序予以支

持***例如国际水道开发和管理中合作的义务%以及计划措施中需采取的一系列

步骤%包括开发一个新的项目或增加用水前的信息交换和预先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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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联合国 %水道公约&的条款规定 '第
(

条()))合作的义务

!

Q

"水道国应在主权平等&领土完整&互利和善意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使国际水

道得到最佳利用和充分保护(

!

O

"在确定这种合作的方式时'水道国如果认为有此必要'可以考虑设立联合机

制或委员会'以便参照不同区域在现有的联合机制和委员会中进行合作所取得的经验'

为在有关措施和程序方面的合作提供便利(

最新信息可浏览联合国条约网站)

"&&

(

)**

&#)+&$)%L2/L'#

G

*

(

+

G

)%

*

1$)K.)&+$0%L+%

(

a

+

%#-]Y>6?Y[bH&B%

G

,

/']ee1::

Q̂Ob-"+

(

&)#]OUb0+/

G

])/

"D"D#

"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水公约' !

!))"

年"

!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与利用公约"#

Z86!6

!水公约"$于
QXXO

年
R

月

QU

日在芬兰赫尔辛基通过%

QXXS

年
QP

月
S

日生效%截至
OPQQ

年
T

月有
RT

个缔约方'

该公约的目的是加强跨界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保护和生态友好管理措施'它采

取综合的方法管理水资源%考虑了水文循环&土地&动植物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对

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这是基于对水资源是社会和生态系统不可替代的资源的认

识'!水公约"的核心义务包括)预防&控制和减少跨界影响的义务%例如预防&

控制和减少对环境的重大不利影响%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确保合理和公平地

利用跨界水资源的义务.以及在使用和管理此类水资源中开展合作的义务'

更具体地说%公约包括两类义务)

#

"

第一类义务%比较普遍%适用于所有缔约方%包括)废水排放的许可和监

测%在农业和其他行业应用最佳环境办法以减少营养物质和有害物质造成的

污染%引入环境影响评价&监测%制定应急方案%确定水质目标%将事故污

染的风险降到最低'

#

"

第二类义务%适用于 +沿岸国,%即那些直接共享跨界水的国家.这类义务要求

在公平和互利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地合作%特别是通过缔结专门的双边或多边协

议%推动建立跨界水合作的联合机构'公约鼓励缔约方在流域层面进行合作'

专栏
$

$欧洲河流

整个欧洲有近
OPP

条 !个"国际河流和含水层由两个或多个国家共享'大到 #最

国际化$的河流---多瑙河 !涉及
QT

个国家的领土"'小到仅由两个国家共享的大约

VP

个水道(欧洲最长的河流---伏尔加河'大部分位于俄罗斯'主要向南流'最终泄

入里海(其他的主要跨界河流包括)波河和罗讷河'流入地中海%易北河&卢瓦河&莱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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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河和塞纳河'流入大西洋或北海%奥德河和维萨河'向北流入波罗的海(欧洲最大

的淡水湖泊为拉多加湖'位于俄罗斯西北部(

欧洲许多国家严重依赖于境外来水)比利时&匈牙利和荷兰对境外水资源依赖度

都高达
TP\

(有
QS

个国家近
XP\

的领土位于国际流域内(

随着苏联政治版图的改变'该地区许多河流变成国际河流'带来了一系列复杂问

题(最近的一份报告表明)#目前
RQ\

的欧洲人口居住在正面临我们所称的高度水压力

的国家'尤其在干旱期和枯水期(整个欧洲和中亚都将可能面临清洁水需求增长的问

题(一些地区'如地中海和中亚地区国家'已经面临着水资源过度开采的问题'很可

能发生不同用水户和不同国家间因用水需求增长导致的冲突($!

Z86!6

报告"(

""

Z86!6

!水公约"的优势是其不仅是一个有力的法律框架%同时也是一个

组织框架和不断推进经验交流和互助的可行的工作计划'公约和 +现实,#国家

的需求$之间的关系通过缔约方会议 #和建立的机构)专题工作组等$来维持%

其不断开发工具和开展活动支持缔约方和非缔约方'它同时也获得一个 #小的$

常设秘书处的支持'

Z86!6

!水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 #

OPQP

年
QQ

月$同意有必要建

立一个机制%来处理公约执行和解释中可能产生分歧的有关问题'

法律委员会商定了一个可行的机制%就机制的目的&性质和原则达成一

致%并决定)一旦得到缔约方会议批准%其目的将是促进&推动和保障
Z8,

6!6

!水公约"的执行&适用和遵守'该机制本质上应该是简单的&非对抗

的&非冲突的&透明的&支持的和合作的%是建立在
Z86!6

!水公约"合作

精神之上的'

OPPR

年%

Z86!6

!水公约"经修订%允许
Z86!6

地区以外的国家加入%

邀请世界上其他地区国家使用该公约的法律框架%并从公约实践经验中获益'公

约修订后一旦生效%不论是对与
Z86!6

地区接壤的国家还是其他许多国家都将

具有重要意义'自
OPPX

年以来%一些非
Z86!6

国家已经开始参与
Z86!6

!水公约"机制下组织的活动和研讨会'

"D"D$

"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关于共享水道的修订议定书' !

"***

年"

OPPP

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

C?.!

$通过了 !关于共享水道的修订议定

书"%作为管理该地区跨界流域的一个框架协议'

自
QXTP

年成立以来%

C?.!

通过其成员国 #安哥拉&博茨瓦纳&民主刚果&

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塞舌

尔&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致力于促进该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区域融合%改善所有居民的生活质量'基于上述目的%

C?.!

议定书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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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标是 +明智和协调地利用
C?.!

地区共享水道系统的资源%发展密切合

作,%并预期 +对
C?.!

地区的共享水道系统资源进行协调和环境友好的开发%

以便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议定书涵盖了广泛的法律范围%包括采纳联合国 !水道公约"的定义'例如%

参考了国际法协会起草 !赫尔辛基规则"的工作%引用了 +流域,的概念 #由水系

统集水边界确定的一个地理区域%包括流入共同终点的地下水$'

议定书规定了一整套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并通过建立 +有效执行议定书条

款所必需的合适机构,予以支持'争议则由
C?.!

法院处理'议定书已生效%

为管理该地区众多跨界水资源 #约占
UP\

$提供了一个综合框架'

实例
!!

#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合作的作用

最近在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

I:F

$支持下完成的一份报告 #

OPQQ

年
T

月$调查

了在整个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

C?.!

$地区跨界水资源管理合作的作用'该研究

分析了冲突*安全*发展*水资源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从预防冲突和概括

+不作为代价,两方面讨论了跨界水合作的收益'

调查的主要结果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点)

#

Q

$面临的挑战可促进跨界水资源可持续合作'该研究为整合两种不同的观点

提供了基础)一种是冲突与不稳定%一种是地区的稳定与机遇.

#

O

$国际合作不仅对正确开展跨界水资源管理工作是 +有益的,%而且也是一

个重要的预防冲突的工具.

#

R

$

C?.!

多层次的水合作不仅在国际层面是重要的%而且在防止当地产生跨

越边界的溢出影响上也很重要.

#

V

$

C?.!

跨界水资源管理计划投入的有效性和收益被认为是非常高的%相较

于完全不合作潜在的 +敌意,高代价%该计划的成本是最小的'

更多信息请参考)

KKKL%+B-L$/&

(

K+&)#

"D"D%

"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水与健康议定书' !

!)))

年"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

Z86!6

$!水与健康议定书"于
QXXX

年
S

月
QU

日

在伦敦通过 #

OPPW

年
T

月
V

日生效$%作为
Z86!6

!水公约"的一个议定书'

该议定书有
OV

个缔约国 #截至
OPQQ

年
T

月$'议定书旨在通过更好的水资源管

理保护人类的健康和幸福%包括保护水生态系统%预防&控制和减少水生疾病'

这是在该领域通过的第一个国际协议%特别要求实现人人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饮

用水供应和足够的卫生条件%并有效地保护饮用水源'

Z86!6

地区的国家%不

管是否是
Z86!6

!水公约"的缔约方%都可以加入该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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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定书为跨界水管理制定了一个综合方法%并特地确定了建立水质标准和目

标的义务'议定书缔约方的主要义务是确定并实现饮用水&洗浴用水及废水的水

质目标.建立和维护国家和(或地方监测和预警系统%预防和应对水生疾病.在

执行议定书规定方面进行合作和互助'

此外%议定书还在水管理合作中引入了社会要素'水资源管理应将社会经济

发展和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相联系'此外%改善供水和卫生是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

根本'

"D#

"

国际水法$$$如何运行

国际法的规则与国内法直接关联%在国内法中对国际准则的遵守是根据国家

主权的基本原则进行评价和检验的'因此%国家水法和国际水法的衔接很重要%

决定了他们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国家水法涉及到用水权利 #包括财产权和土地使

用$&水质及提供水与卫生服务等特定国内问题的规定%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立

法和规章%制定出国内相关规则'

一般而言%国际水法的发展不能脱离国际法的发展'国际法那些基本原则及

概念%如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国家违反国际义务的责任&和平解决

国际争端等%同样适用于国际水法领域'

国际法规则规定%每个跨界水道国都有权 #也有义务向其他沿岸国提供$公

平合理地利用共享的淡水资源'相关联的权利和义务应基于不同流域情况并综合

考虑所有相关因素来决定%包括造成损害的程度***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对建议

使用的合法性形成结论'公平合理利用原则是习惯法的一条普遍性原则%包含在

绝大部分涉水条约中%并在国家实践中得到遵守'

国际法规定了实质性规则&程序性规则&组织规则和机制的框架%对模糊的

水权进行了阐明%并促进以透明和可预测的方式进行跨界水资源分配和利用'下

面的分析框架确定了跨界水道法律制度核心的
W

个关键要素)

#

Q

$适用范围)本制度或法律文件所涉及的跨界水资源的地理及功能定义.

#

O

$实质性规则)规定利用跨界水资源的法律权利的规则.

#

R

$程序性规则)与计划的措施及继续开发跨界水资源相关的义务.

#

V

$组织机制)负责管理跨界水资源的机构.

#

W

$争端解决)适用于和平管理跨界水资源的系列争端解决机制 #避免争

端&监督执行和争端解决程序$'

在设计或评价一个跨界水道制度时%应考虑上述每一个要素'这样%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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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均能涵盖%并建立夯实的基础'该分析框架也为了解条约提供了一个简单的

大纲%它将被证明对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和管理者也是有用的'

专栏
%

$跨界水资源管理的法律分析框架

关键要素 详细规定

!

Q

"适用范围

$"

法律范围 !什么水+"

$"

定义 !水道%利用"

$"

缔约方

!

O

"实质性规则
$"

法律义务和权利 !公平和合理利用%谨慎处理%保护"

$"

实体规则 !一般的或具体的"

!

R

"程序性规则
$"

程序规则 !作为纽带的合作义务"

$"

通知*信息交换

!

V

"组织机制

$"

联合机构 !河流流域机构"

$"

缔约方会议

$"

组织*机构 !部级%其他"

!

W

"争端解决

$"

争端避免 !磋商"

$"

争端解决

$"

履约检查 !报告%促进"

"D$

"

作为跨界水资源管理基础的法律协议

如上所述%为涵盖跨界水制度有关的重要问题%达成一致的安排应包括水资

源的范围&实质性和程序性规则%职权范围和法律权威%并包括解决争端的相关

规定'从下面分析的实践案例%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政府通过的法律制度在许多

方面都符合上文提到的联合国 !水道公约"和其他地区性制度文件%但同时也有

一些创新'

下面的案例研究展示了不同地区几种类型的跨界水资源管理合作及其成果'

"D$D!

"

一个区域合作实例% 与
EFGHG

&水公约' 相关联的阿斯塔纳水行动倡议

OPQQ

年 !阿斯塔纳部长宣言"发表以下声明)

#

"

重申 +欧洲环境,进程作为欧洲&北美&高加索和中亚一个独一无二的泛欧

论坛应对环境挑战和促进国家间开展广泛的横向环境合作的重要价值%以及

作为未来
OP

年
Z86!6

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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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各国批准和实施相关的多边环境协议%尤其是
Z86!6

!水公约"及其

!水与健康议定书".

#

"

Z86!6

在评估批准
Z86!6

环境协议面临的阻力和协助各国批准和实施这

些协议中发挥的作用.

#

"

鼓励沿岸国同意并实施跨界水协议%加强组织框架和制定战略%包括环境和

安全问题%并使其管理适应极端现象和气候变化'

阿斯塔纳水行动由 !水公约"当局主席发起%由
Z86!6

当局& !水公约"

秘书处和几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起草工作组及国际组织协助'

有些行动具有一般性特点%对协调实施任何水行动都很重要%例如)

#

"

将水资源及其管理作为地方&国家或地区层次发展战略中不可缺少的组成

部分.

#

"

加强不同组织&部委和行业间有关水资源问题的沟通和合作%整合行业

政策.

#

"

使利益相关方 #如用水户和非政府组织$参与流域水资源开发的规划&计划

及管理%包括河流&湿地和湖泊的修复.

#

"

为水与卫生方面的各级专业人员设立培训课程和跨行业课程.

#

"

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即提高水行政与管理机构的业务(员工的能力.

#

"

编制足够的财政预算支持水资源管理 #措施和人员$'

"D$D"

"

通过常设的跨界流域机构开展合作% 湄公河流域

QXXW

年%湄公河下游
V

个沿岸国 #泰国&柬埔寨&越南和老挝$缔结了

!湄公河流域协定"%并在协定中提出了实质性和程序性规则%以及详细的组织机

制%+在可持续开发&利用&管理和保护湄公河流域水及相关资源的所有领域开

展合作,'此项使命的中心是湄公河委员会 #

A>!

$%其包括三个常设机构)

#

"

理事会 #由每个沿岸国一位部长级代表组成$%被授权代表各国政府作出政

策决定'理事会也有 +考虑&处理和解决问题&分歧及争端,的任务.

#

"

联合委员会%由每个沿岸国一位不低于司局级的代表组成%要求 +处理和努

力解决理事会例行会议间隔期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分歧,%并且 +必要时将问

题提交理事会,.

#

"

秘书处%负责日常运行%包括支持理事会和联合委员会%提供技术服务'

该协定的构成中包含了创新的 +将同意的协议,%即承诺将建立用水及流域

间引水的规则'结果是%缔约方商定了一系列关于数据信息交换与共享程序&用

水监测程序以及通知&预先磋商与同意程序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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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非一个新的流域机构% 沃尔特河流域管理局

沃尔特河是一个跨界河流系统%很多年来一直是非洲一个沿岸国间没有法律

和组织安排的主要河流'为建立可持续管理跨界水资源措施%沿岸国 #贝宁&布

基纳法索&科特迪瓦 #旧译为象牙海岸$&加纳&马里&多哥$负责水资源的部

长于
OPPS

年
U

月
QS

日在洛美建立了沃尔特河流域管理局'沿岸国元首于
OPPU

年
Q

月
QX

日在瓦加杜古举行的第一次大会上签署了公约'该大会由布基纳法索

政府主办'公约在批准后于
OPPX

年
T

月
QV

日生效'

根据 !关于沃尔特河地位及建立沃尔特河流域管理局的公约"第三部分第
S

条%沃尔特河流域管理局的职责是)

#

"

推动利益相关方在流域开发中保持对话.

#

"

推动实施水资源综合管理%公平分享不同利用产生的收益.

#

"

批准实施相关国家建议的可能会对流域水资源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和工程.

#

"

执行联合项目和工程.

#

"

促成减贫&相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及次区域社会经济一体化更好发展'

沃尔特河流域管理局 #

1*?

$仍然 +年轻,%公约在
OPPX

年刚生效 #尽管

活动始于
OPPS

年$%它的几项职责尚未落实'在水利工程和收益共享方面%

1*?

尚未完全发挥区域一体化的作用%但是正在准备沃尔特河流域水资源开发

与管理的总体规划'

"D$D$

&哥伦比亚河条约' !加拿大(美国"% 双边合作产生的下游收益

哥伦比亚河发源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东南部的哥伦比亚湖%由加拿大

和美国共享%河长约
OPPPDH

%最后在俄勒冈州 #美国$波特兰北部的失望角泄

入太平洋'哥伦比亚河流域面积约
OSPPPP

平方英里%涉及加拿大
O

个省 #艾伯

塔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美国
U

个州 #华盛顿&俄勒冈&爱达荷&蒙大拿&

怀俄明&犹他和内华达$%年均径流量约达
ORPP

亿
H

R

%是世界上水电资源最丰

富的河流之一'

根据
QXSQ

年 !哥伦比亚河条约"%加拿大和美国通过平衡权益&承认 +下

游收益,并给予补偿%建立了一套利用跨界河流的综合制度'加拿大同意在其

境内修建三座大坝和水库%使下游的美国获得发电和防洪收益'作为回报%美

国承诺通过支付防洪措施和提供因加方工程而增加的
WP\

的发电效益%补偿

加拿大'

尽管仍有较大的分歧%遵循
QXSQ

年加*美条约和
QXPX

年的边界水条约%哥

伦比亚河实现了和平管理'基于
WP

(

WP

分享下游收益的创新在于补偿防洪的规定

#承认加拿大水库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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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约安排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根据协议%建立了一个常设工程委员会管

理水电收益的共享'协议规定了数据和信息的共享&交换&协调和定期报告'

委员会也负责协助调解有关技术或运行问题的分歧'目前正在对该条约进行评

估 #!

OPQV

(

OPOV

哥伦比亚河条约评估"$%过程透明%包括了利益相关方的

参与'

"D$D%

"

通过解决争端开展合作% 印度河

QXSP

年%在世界银行 #

4*

$的协助下%印度和巴基斯坦达成了 !印度河水

条约"%将印度河水系的
S

条主要河流在印度 #

R

条 +东部河流,***萨特莱杰

河&拉维河和比亚斯河$和巴基斯坦 #

R

条 +西部河流,***印度河&杰卢姆河

和杰纳布河$之间进行了公平划分'尽管两国长期对立%该条约却经历了
WP

多

年的考验'根据条约 #第
T

条$建立了重要的组织机制%常设印度河委员会根据

条约在解决争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委员会作为一个 +条约执行中所有相关问题

的日常交流的渠道,%要负责 +研究,并向两国政府 +报告,+与开发河流水资源

有关的所有问题%其可能由两国政府共同提交给委员会,'

关于争端%委员会有义务 +根据条约第
X

条第 #

Q

$款规定%尽力迅速解决

出现的任何问题,'

委员会由各国的一位专员负责%他们 +作为各自政府的代表解决条约产生的

所有问题%并作为所有问题的日常沟通渠道,%同时按要求承担一系列推进条约

实施合作的任务'

尽管根据该条约做出了许多努力%

OPPW

年双方就巴格里哈尔水电站 #印度

在杰纳布河上建设$发生纠纷%并将纠纷提交给中立专家 #根据 !印度河水条

约"$%

OPPU

年
O

月做出了裁决%印巴双方均予以接受'然而%近来%又出现了

一个关于印度河吉申根加水项目纠纷 #巴基斯坦诉印度$%印巴双方已同意将纠

纷提交常设仲裁法院听审'

尽管发生了这两起纠纷%!印度河水条约"仍将继续为合作提供一个运作框

架%其争端解决规定提供了根据条约解决分歧的途径'这里获取的一个重要经验

是)即使好的做法始终是对用水冲突和纠纷进行预测并加以预防%但万一发生用

水冲突或纠纷%仍然能够开展合作'

"D$D&

"

地中海合作

地中海地区的各国面临着无数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水质下降&缺水&金

融不安全和最近的地区不稳定'尽管该地区存在着显著的多样性%但其在跨界水

资源合作领域显示出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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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

# 德林河流域合作

德林河流域的源头位于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希腊交界的奥赫里德湖*普雷斯

帕湖生态系统'德林河流域总面积
QWWVPDH

O

'普雷斯帕*奥赫里德*斯库台湖地

区位于巴尔干半岛%被普遍认为是具有全球重要性的生态区%德林河与这些湖泊群

相连接构成一个单一的生态系统'然而%德林河流域由于灌溉和水力发电而面临着

水质和水量 #过度开采$的问题'这些问题因河道采砂而进一步恶化'

鉴于形势的不断恶化%德林河流域对话机制得以启动%这是一个沿岸国之间协

调的组织化的协商进程%并扩展到了科索沃和主要的利益相关方'德林河对话旨在

建立一个实现流域可持续管理和加强跨界合作的共同愿景'该倡议是根据
Z86!6

!水公约"启动的'

德林河对话下的活动也是欧盟水倡议地中海部分以及
I6<

大地中海沿海生态

系统战略伙伴工作内容的一部分'

OPQQ

年
V

月
QT

日%沿岸国部长发表了联合声

明%表达了他们支持在全球水伙伴 #

I43

$地中海委员会及
Z86!6

的协助下继

续推进德林河流域对话'

更多信息请参考)

KKKL

G

K

(

L'#

G

(

)/

(

G

K

(

,$/,+-&$'/

(

A)B$&)##+/)+/

(

8)K%,+/B,?-&$E$&$)%,I43,A)B$,

&)##+/)+/

(

A$/$%&)#%,.)-0+#),C2

((

'#&,N'#,.#$/,*+%$/,.$+0'

G

2)

"D$D'

"

基于非政府方式的苏格兰合作

在苏格兰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合作实例%苏格兰政府首席部长发起了一项独

特的倡议***将苏格兰建设成为一个 +水国家,#更多信息请参考)

KKKL%-'&0+/BL

G

'EL2D

(

(

2M0$-+&$'/%

(

OPQP

(

QO

(

QVQQQXRO

(

X

$'苏格兰水资源丰富%有利于维持其

居民的健康和幸福'特威德河是一条由苏格兰和英格兰共享的河流%是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

Z86C!=

$国际水文计划 #

:53

$下的一个
5673

#环境&生命与

政策水文学$流域%展示了如何将水法&政策和科学综合应用于共享资源的管

理'特威德河流域被认为是英国以非政府组织&利益相关者为主导进行流域综合

管理的最经久不衰的实例'

特威德河采取的
5673

方式允许综合运用水法&政策和科学'特威德河流

域管理的法律责任分属若干个中央和地方法定机构%按国界分为北部和南部'英

国作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负责欧盟 !水框架指令"#

4<.

$的执行'特威德

河论坛和特威德河流域管理规划举措%在
4<.

或流域管理规划引入很久之前就

已完善地建立起来了'特威德河论坛
OP

年前就已建立%作为一个非正式的联络

组织%特别关注在河道内实施危害自然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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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XX

年%随着大笔拨款推动特威德河遗产项目%特威德河论坛开始编制其

第一个流域管理规划'最近%特威德河论坛在提交新的边境地区洪水风险管理规

划中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再次将有关利益相关者召集起来%基于全流域综合考量

来确定必要的措施'

OPQP

年%特威德河论坛发起了特威德河湿地战略%作为另一个合作伙伴计

划%希望维持特威德湿地对野生动物和人类的功能'因其取得的成功实践和方

法%特威德河论坛被视为改进流域可持续治理的一个很好实例'该实例也强调了

基于充分的科学依据采取行动的重要性%包括所有的生物物理学和社会科学知

识'在这方面%该实例认可并凸显了
5673

计划的其他关键主题'

"D$D(

"

中亚合作

中亚有很多跨界合作的实例%包括一系列国际协议'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

=C!6

$最近一次会议对楚河*塔拉斯河双边委员会取

得跨界管理的成功合作表示赞赏'

=C!6

作为跨界水资源管理最佳实践的推动者%

指出 +楚河*塔拉斯河委员会的工作是中亚地区在水资源管理及该领域国家间关

系上的一个突破%展示了处理有关共担责任和管理跨界水资源问题的一个新方法,'

委员会的活动有助于改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合作关系%可作

为中亚地区实施跨界水资源综合管理的一个模式'作为推动区域合作&确保中亚

地区水资源的合理和协调利用的部分内容%

=C!6

阿斯塔纳中心在其援助项目下

支持了对话活动 #

KKKL'%-)L'#

G

(

+%&+/+

(

UTPUQ

$'

实例
!#

# 中亚楚河$塔拉斯河合作

楚河*塔拉斯河委员会是中亚唯一的双边跨界水委员会'协定中包含了进行费

用补偿的相关办法'其被
=C!6

视为是该水资源紧张地区最佳的合作实践'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共享的楚河和塔拉斯河上的合作是中亚双边合作

的一个很好实例'两国于
OPPP

年签署的 !委员会协定"涉及两国对这两条河上水

利工程的使用'协定第
Q

条声明 +水资源利用和国家间使用的水利工程的运行%应

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达到互利的目的,'第
R

条指出%国家间使用的水利工程拥有

方有权要求工程的使用方提供经费补偿'

两国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执行两条河上的合作任务'其主要目标如下)

#

"

协调和研究协定有关缔约方的活动.

#

"

采取和实施联合行动以满足公众和商业用水需求.

#

"

提供关于水体状况的全面评估和预测%控制水资源利用以确保互利的&公平的

和合理的共享收益.

#

"

同意耗水&取水&水资源评价和监测的标准指标.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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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有关组织运行国家间水利工程的程序规定文件.

#

"

同意水库运行制度%并根据实际水量和用水户的需求调整制度和限制.

#

"

联合建立灾害应对程序.

#

"

组织交换楚河和塔拉斯河流域水文预报和水资源管理相关的数据.

#

"

同意和协调水体监测计划&水资源和水利工程评价%并建立水簿.

#

"

组织开展国家间水利工程运行方面的联合科研及开发活动'

"D$D)

"

通过综合的跨界项目开展合作

促进跨界水资源领域的合作%除了法律途径外%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学

科&法律&政策与研究的综合应用'

一个实例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 #

Z86C!=:53

$的
5673

#环境&生命与政策水文学$计划'这是一个交叉学科计划%旨在通过整合水法&

政策和科学应对利益相关方驱动的需求%实现流域综合管理'

专栏
&

$水资源综合管理实践)))

IGJK

5673

建立于
QXXX

年'是一个交叉学科计划)它通过建立一个改善水文学与社会

需求之间联系的全球性流域网络'使计划下的所有核心主题相互配合(

#

"

水与气候%

#

"

水与食品%

#

"

水质与人类健康%

#

"

水与环境(

5673

通过对水的可持续和合理的利用研究'为科学家和利益相关方带来社会&

经济和环境利益'包括)

#

"

水文科学帮助改进流域管理%

#

"

改善水文过程间的复杂关系%

#

"

水资源管理%

#

"

生态学%

#

"

社会经济学和政策制定(

Z86!C=5673

流域地图可从以下网站获取)

KKKL%H"$L%)

*

(

'0'

(

'0

9

,

N%

*

QLXTRV\OQ

*

5763\OP$/N'L

(

BN

""

另外一个实例来自于欧盟框架计划'该计划为学科知识整合研究提供资助'

作为一个最新实例%

CY>:16>

项目 #改进水资源综合管理的战略与方法***

V

条

欧亚大陆河流流域综合的跨学科评价$已建立了综合管理方法 #见网站
"&&

(

)((

DE$/+L/$E+L/'

(

%&#$E)#

($'该项目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提供了水资源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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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也对促进和支持当地能力发展作出了贡献'

实例
!$

# 西山河子流域 %湄公河& 水法' 政策及研究$$$

LMNOPGN

项目

CY>:16>

项目由欧洲委员会 #

6!

$第六框架计划资助%重点关注
V

个流域%

其中亚洲
O

个%欧洲
O

个'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确保项目具有牢固的现实基础'该

项目于
OPPS

年启动%历时
R

年完成%包括来自
X

个国家的
QR

个伙伴'

作为
V

个流域之一的西山河 #

C)%+/

$%是湄公河最大支流之一%流域面积达

QUPPPDH

O

'该地区的雨季为
T

$

QQ

月%洪峰流量通常在
X

$

QP

月'

OPPP

年越南的

雅里 #

[+0$

$水电站大坝建成后%大坝下游的水流情势发生了变化'

邓迪大学
Z86C!=

水法&政策与科学中心项目组的任务是确定参与西山河管

理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和机构%努力将所有相关方召集起来探讨他们在西山河共同的

未来发展'来自越南&柬埔寨和湄公河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在邓迪大学研究

中心研究者的帮助下%通过未来情景设置%探讨了西山河子流域未来的共同愿景'

来源)

KKKLB2/B))L+-L2D

(

K+&)#

(

(

#'

`

)-&%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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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跨界河流流域组织治理

要点!

#

"

国家间协议应该促进建立跨界流域组织"以帮助实现既定目标#

#

"

现有的跨界流域组织根据机构类型和职责运行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

"

有些情况下"逐步建设跨界流域组织会是更好的选择#

#

"

流域组织的任务选择必须基于对国内已完成的任务的深入分析上#管理工

具的落实是一个特别关键的要素#

#

"

在组织内设置执行任务的机构通常是明智的#

#D!

"

组织类型

#D!D!

"

跨界流域组织分类要素

跨界河流流域组织可以定义为至少两个国家之间的致力于部分或者全部共享

水资源管理的永久型的组织安排%涵盖能够履行各种职能的组织类型 #可能的职

能见
RLO

节专栏
X

$'通常要根据流域背景和历史%以及成员国建立机构的授权

来确定流域组织的法律框架及章程'

可以将跨界流域组织的一般职责粗略地分为三个层次%按照重要性升序排

列%依次为)

#

Q

$仅仅是信息方面职责%主要集中于数据交换及技术执行方面的任务.

#

O

$协商职责%这类组织是国家制度上的补充%没有决策权.

#

R

$决策职责%意味着国家为共享水领域组织的利益而让渡部分主权'

通常%流域沿岸国间根据协议建立一个常设的机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

于流域界限与国界不一致%协议仅限于相关国家的部分领土'

在全球范围内%当水资源被几国共享时%合作协议应在考虑流域总体情况

和问题优先次序的基础上建立跨界流域组织'另外%用全流域的方法来确定合

作事项%不管沿岸国重要性如何%要确保所有沿岸国都参与组织%这非常

重要'

由于每个组织结构都根据特定的水域&地缘政治背景和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

而设立%所以没有一个通用的模式'然而%存在一些能提高组织合作效率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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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这些原则主要包括)

#

"

考虑到执行水资源综合管理%联合体要有广泛的责任.

#

"

考虑到决策的采纳及其实施%要有清晰的组织机构及职责规定.

#

"

逐渐统一的法律框架.

#

"

国家权力机关和跨界流域机构间有效的合作机制.

#

"

报告机制.

#

"

支持联合计划和机构的资金的落实.

#

"

促进公众和利益相关者参与联合体行动的机制'

流域组织的大小是不同的%与其职责及流域大小相适应)例如%摩塞尔河*

萨尔河流域委员会秘书处只有
O

个人%而湄公河委员会秘书处有
QOP

位工作

人员'

#D!D"

"

跨界流域组织的演变

在许多情况下%流域组织虽是双边或者多边机构%但并不包括所有的沿岸

国'例如%刚果河*乌班吉河*桑加河流域国际委员会只有刚果河流域
QP

个国

家中的
V

个加入%湄公河委员会也只有
S

个流域国中的
V

个参加'

双边协定的签署仅仅可视为前进了一步%尚不能替代整个跨界流域的合作'

在某些情况下%协定只是初步计划要建立一个跨界流域组织'在另一些情况

下%国际条约或协定并不是规定马上建立一个跨界流域组织%只有通过时间和实

践%甚至是职责演变%才表明需要建立一个跨界流域组织'

实例
!%

# 奥兰多河流域机构的逐步建立过程

本着一体化管理奥兰多河流域的精神%安哥拉&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三国于

QXXV

年签订了建立奥兰多河流域委员会 #

=;?!=A

$的协定%承诺成员国将促进

水资源的协调和可持续开发利用'

成员国本着务实的态度%通过以下步骤逐步建立了奥兰多河流域委员会'

#

"

OPPV

年%委员会认识到有必要建立秘书处%以执行它的决策'

#

"

OPPW

年%签署了建立委员会秘书处 #

=;?C6;

$并制定程序指南的谅解备

忘录'

#

"

OPPS

年%确定了常设奥兰多河流域委员会的组织框架'

#

"

OPPU

年%三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委员会结构的协定%确定
OPPU

*

OPQP

年秘书处

设在博茨瓦纳'

#

"

OPPU

年
V

月%对常设奥兰多河流域委员会组织结构的协定进行了评审%以符合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关于共享水道的修订议定书"'最近%关于共享水文数据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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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定书也于
OPQP

年签署'

""

委员会由每个国家派
R

名代表组成'秘书处作为内设机构%负责协助委员会执

行决策%承担信息共享和沟通的角色'

流域论坛是由每个国家派
QP

名当地代表组成的跨界委员会%目标是分享经验%

形成流域社会经济和水文环境的整体概念%帮助制定基于当地背景的行动计划'

更多信息请参考)

KKKL'D+-'HL'#

G

""

一个 +委员会,#或 +联合委员会,$在仅有政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通常不

存在跨界流域组织 #没有执行机构$%活动也仅限于成员国官员之间的会议'这

是第一步%首先要巩固合作的政治意愿%学着一起工作%建立成员国之间的信

任%并促进信息和数据的交换'如果可能的话%这种制度将演进成一个常设的流

域机构%并有能力建立一个能够加强协调管理并支持协定执行的常设秘书处'

专栏
'

$全权代表和联合委员会

组织结构是区分全权代表和联合委员会的最明显特征(全权代表的组织结构相对

简单'而联合委员会的结构通常比较复杂(

联合委员会通常包括一个决策机构 !或几个机构"和多个工作机构或者附属机构(

除此之外'联合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可包括)缔约方大会 !委员会全体会议"&缔约方代

表团&代表团团长会议&委员会主席&秘书处&工作组&专家组&审计委员会&捐助

方协商小组&信息中心&培训中心&国家办公室和观察员等(尽管联合委员会的组织

结构存在差异'但重要的是这些委员会除了有决策机构外'还应有执行和工作机构'

以确保决策的执行以及活动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许多关于成立联合委员会的体制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有

关程序规则&决策&原则及程序&秘书处的安排及法人规定等方面(联合委员会还建

立了确保公众参与的机制(

""

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域沿岸国间的合作实践在不断变化%委员会的职责&活

动层次&管理任务及经验水平都会有改变%这将会导致委员会的规章也发生变

化'例如%摩塞尔河*萨尔河委员会开始运行时就没有秘书处'

实例
!&

# 摩塞尔河$萨尔河# 逐步建立机构

根据
QXWS

年签署的摩塞尔河渠道协定%德国&法国和卢森堡三国政府于
QXSQ

年
QO

月
OP

日在巴黎签订了 !关于建立摩塞尔河保护国际委员会的协定"'对于摩

塞尔河最大的支流萨尔河%德国和法国政府于
QXWS

年签订了成立类似委员会的协

定'这两个协定均于
QXSO

年
U

月
Q

日生效'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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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主要问题是污染%所以每个委员会在
QXSR

年都成立了两个工作组%分别

负责水质监测&提出净化河流的技术措施'

QXSV

年%两个委员会建立了监测水道

水质的国际网络'

为进一步加强合作%

QXXP

年
R

月
OO

日%缔约国在布鲁塞尔签订了另一个关于

建立联合秘书处的协定'从
QXXQ

年开始%这个位于特里尔的秘书处就协助两个委

员会完成其任务%跟进并协调工作'秘书处现有
O

名全职雇员和
O

名兼职雇员'这

个例子说明%建立跨界流域管理机构可以用逐步推进的方式成功运作%不必从一开

始就建立一个复杂的组织机构'

""

许多组织通过制度及组织机制方面的能力建设来改进其活动%比如)

#

"

在联合流域组织中增强国家权威部门的代表性%以此促进国家层面的

协调.

#

"

吸引邻国政府就资金和运行资源 #人员配备&设施&工具等$方面做出承

诺%以促进机构运转和联合项目的实施.

#

"

建立执行和运行机构 #至少有一个常设秘书处$.

#

"

引入参与和获取信息的机制.

#

"

制定汇报要求'

另外%技术创新以及与私营部门协作行动能提高合作的有效性'

#D!D#

"

现有组织的类型

根据需求&当地条件及历史%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来构建跨界流域水资源管理

机构有效的职能'尽管很多选项不具有普遍性%但在考虑建立或者重组跨界流域

组织时%研究现有的&已经成功运行的组织类型也是很重要的'这些选项可以分

为以下几类)

#

+行政性的,国际委员会%不管有没有常设秘书处%主要是相关部委的代表

参加%以协调他们在同一条河流或含水层上的各个项目'以正式或者非正式

的形式交换信息或数据%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确定共同的规则 #如航行$%

并在必要时%尤其是在危机时期或有调控工程存在时%在国家间及各类用途

之间分配可用资源 #或取得的收益$'国际委员会在向成员国提供水资源管

理建议方面的作用通常比较有限'

#

"

仲裁 +当局,%当发生冲突时有关 +当事方,向仲裁 +当局,提请裁决'例

如%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国际联合委员会&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国际边界与

水委员会'

#

"

流域组织或 +流域当局,%促进或直接组织大型工程或联合开发项目%如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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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洪水管理&引水&水库建设 #特别是用于灌溉$&水电站建设等'

这些组织%有时以公共或私营 +公司,的名义成立%通常拥有社区设施的特

许权%一般通过提供服务&电力&原水%或特别征收水路运输特定税%负责设施

的建设和长期管理'因角色限制%这些组织通常缺少政策决策机构和技术执行

部门'

#

+机构,%负责收集数据%以确保中期规划和征收取排水税%资助或支持必要

的投资%实现既定目标'

#

+流域委员会或理事会,%或专门的工作组%围绕主管机构%集中了地方当

局&经济部门&用水户&民间团体等的代表'可以是顾问%也可以是决策

者%特别是在有关规划&建立税收&对现有资源分配等方面'

#

"

机制或倡议%用来执行 +项目或计划,%通常是为了在一定时间内执行特殊

资金支持的具体项目活动%由一个合伙人临时建立'

在所有情况下%既有的组织安排最终都要建立联合的流域管理机构'机构

选择何种语义命名 #根据所使用的语言也会有所不同$%都不及其实际的职责

重要'

专栏
(

$协定与机构方面的趋势及实践

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与利用公约/'国家间关于

跨界水协定主要有三种类型的机构安排)

#

"

不指定实施协定的机构%

#

"

任命全权代表 !政府代表"%

#

"

建立联合委员会负责协定的实施(

联合委员会在国际实践中明显占多数'全权代表主要出现在中东欧和东欧&高加

索及中亚的协定中(

然而'自
OP

世纪
XP

年代初期开始'由东欧&高加索及中亚国家达成或参与的协定

中'全权代表的制度不再占主导(根据应用范围'水道协定和联合机构可被分为适应

整个跨界河流流域&部分流域&仅仅跨界水或就跨界水道特定项目&计划和使用的

合作(

尽管 .水公约/要求在水道协定中对水域进行定义'但许多协定都没有明确其适

用的水域的范围(东欧&高加索及中亚国家达成或参与新的协定&建立新的联合机构

可以从促进沿岸国政府部门就技术问题在具体合作领域开展联合行动开始'也可以从

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采取联合行动开始(

国际组织可以提供宝贵的专业知识'成为沿岸国之间开展对话的中立促进者(

更多信息请参考)

KKKL2/)-)L'#

G

*

$/B)aL

(

"

(

+

$B]QQSOTb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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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流域组织的职责类型

跨界流域组织的职责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分为三大类)

#

"

协调和顾问%帮助成员国执行协定条款.

#

"

执行职责%即依照其职责开展所有直接行动 #数据管理&信息系统&规划和

计划等$.

#

"

监控职责%协定执行的监控 #执行的追踪调查$'

跨界流域组织的职责选择应基于对每个沿岸国职责履行情况的详细分析 #组

织分析$%以指导各国政府就相互间达成协定做出政治决策 #或进行审查$'确定

职责的时候%必须考虑支撑沿岸国协调工具的施行'特别是)

#

"

水监测&观测和信息系统 #见第
V

章$.

#

"

洪水&干旱和污染预警系统%以及面临水灾和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预防和干

预机制.

#

"

开展对话和动员相关人员的方法和手段 #见第
S

章$.

#

"

长期规划和优先投资计划的实践 #见第
U

章$.

#

"

适当的筹资机制.

#

"

适当的措施%以防止引进和扩散能够导致巨大的环境和经济损失以及不断产

生新的物种的入侵水生生物'

专栏
)

$跨界流域组织的职责种类

QXXU

年联合国 .水道公约/将跨界流域组织应履行的职责分为
QP

类'分别是)

!

Q

"收集&编制和评估数据'以确定产生跨界影响的污染源%

!

O

"制定水量和水质的联合监测计划%

!

R

"进行产生跨界影响的污染源的清查和信息交换%

!

V

"建立废水排放红线'并评估控制项目的有效性%

!

W

"联合制定水质标准&目标和建议措施'以维持水质'必要时改善水质%

!

S

"制定联合行动计划'以减少突发污染和面源污染的污染负荷%

!

U

"建立警报程序%

!

T

"提供一个论坛'用以对产生跨界影响的已建和计划建设的水资源利用及相关

设施进行信息交流%

!

X

"促进最佳可用技术的合作和信息交流'并推动科学研究项目的合作%

!

QP

"按照相关国际规则'参加跨界水环境影响评价(

""

大部分的职责都适应于地表和地下水资源%但对跨界含水层来说有必要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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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协定 #见第
W

章$)

#

"

一方面%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来说%跨界含水层%特别是古地下水很脆弱%

修复退化需要很长时间.

#

"

另一方面%在跨界地下水上花费的时间也不同于地表水'

在跨界河流流域组织存在并运行良好的地方%即使含水层系统涉及的区域与

地表水流域范围并不真正匹配%也可以探索在这些组织中扩展跨界地下水的任

务'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使用现有的资源和技能%避免机构重叠'同时%跨界流域

组织确保或者促进与流域中负责沿海和海洋事务的机构间的合作也是非常重

要的'

有时%建立跨界流域组织的第一个协定仅包含一个或为数不多的几个介入领

域)例如%刚开始的时候仅有水道航行和通商%后来%根据政治意愿%随着能力

的提高%又可包括其他的领域%比如渔业&灌溉&水量调节&水力发电&防洪

等'地下水的保护和利用&水质监测&生态系统保护&景观保护&多样性的继

承&技术交流&公共参与等事项以后也将被考虑进来'

促进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实践经验交流和方式方法比较%包括支持这一领

域的专门合作网络%也是很必要的'

实例
!'

# 东欧' 高加索及中亚跨界联合机构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欧&高加索及中亚 #

66!!?

$地区联合机构的职能得到

了显著的扩展%包括了新的领域%环境职责也不断增加'职责和任务变得更加全

面&多样%使得跨界河流联合机构和沿岸国有能力执行流域方法和水资源综合管理

原则'

这些职责包括)

#

Q

$协调和顾问职责.

#

O

$执行职责.

#

R

$执行监控和争端解决职责'

在相关协定中%联合机构被委任的职责任务更加详细'联合国
Z86!6

!水公

约"列出了遵循该公约而建立的跨界河流联合机构应承担的最少的任务'在实践

中%许多联合机构都承担很多附加任务'

#D#

"

跨界流域组织的运行

流域管理与流域组织的管理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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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流域组织与流域的管理

跨界流域组织的管理 跨界流域的管理

#

"

结构)组织类型&规章&制度安排&

秘书处存在与否

#

"

在水资源管理体制中的作用'特别是

涉及到国家机构

#

"

管理&组织结构图&机构

#

"

组织的财务管理&会计&业务运行的

财务系统&投资00

#

"

人力资源管理&职工业务能力&培训00

#

"

服务管理

#

"

河流&湖泊和*或含水层流域

#

"

水资源管理)各种用水分配'国家

间收益共享'关于资源的知识'生

态系统的保护'与城市管理&林业&

农业等有关的事项

#

"

资源管理规则

#

"

时间进度&管理计划

#

"

措施与行动计划项目

""

为保证完全运行%也就是有效地执行国际流域协定%最好在合作组织核心建

立一个职责获得各方批准的执行机构 #比如执行秘书处&高级委员会&综合秘书

处等$'

这种单位尽管缺乏组织结构图原型%但经验表明%结构组成应多样 #执行管

理&部门22$%以在足够的人员&可持续的资金和设备支持下处理技术和财务&

人力资源&沟通&数据管理等问题'

在建立跨界流域组织的早期阶段%需要做出一些重要决策%例如)

#

"

官方语言问题.

#

"

程序规则%跨界流域组织及其机构的内部规则 3例如)与召开会议&主席及

任期&政府代表和技术人员的任命&决策规则 #依据共识或服从多数表决&

一致同意&会议法定人数规则&根据各国在流域内的重要性而取得表决权票

数&或其他不同的规定$等有关的方面4'

实例
!(

# 湄公河委员会的运行

每年%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的环境与水利部长都会开会讨论湄公河流域

出现的有关问题'作为湄公河委员会的理事会成员%他们在
QXXW

年协定框架下对

水及相关资源的管理和开发情况进行评审%并达成一致意见'

湄公河委员会联合委员会由四个国家的高级官员组成%在包括外交部在内的国

家专业机构的支持下%负责推动理事会的决策和政策实施'秘书处协助举办成员国

区域会议%并提供规划&协调和合作方面的技术咨询'它还与四个成员国的协调机

构***国家湄公河委员会及其他国家机构或组织密切合作'中国和缅甸仅是湄公河

委员会的对话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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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

# 奥德河委员会

奥德河是德国&波兰和捷克间的跨界河流'奥德河保护国际委员会 #

:!3=

$

秘书处的组织结构很好地反映了三个沿岸国家赋予它的职责和目标%即)

#

"

预防污染.

#

"

预防和减少洪水风险.

#

"

实现欧盟 !水框架指令"#

6Z 4<.

$要求的良好的生态状况.

#

"

协调欧盟 !水框架指令"的执行'

秘书处工作组的职责是当有需要的时候%要很容易地适应并逐步演进'实际

上%尽管关于波罗的海的公约可以追溯到
QXXP

年%而建立奥德河保护国际委员会

和第一批专题工作组 #污染&管理规划&法律等方面$的协定是
QXXS

年签署的'

QXXU

年洪灾后%建立了关于防洪的第四个工作组'但是%直到
OPPP

年才正式成立

了常设秘书处'

图
#

$奥德河委员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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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与跨界监测

要点!

#

"

跨界流域信息系统可由流域机构组织实施"是推进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关键

要素#

#

"

这种信息系统的成功实施"首先需要进行需求和数据管理能力分析#一个

循序渐进的做法往往是有益的#

#

"

洪水预警系统是整个流域要解决的重要领域#

#

"

运用流域管理绩效指标可改善跨界流域水资源管理#

本章前两部分详细介绍了有关跨界层面的数据管理&处理和传输等方面的问

题'数据采集在国家层面进行)除非例外%数据由国家收集%并传送给跨界流域

机构'有关建模及使用信息系统中的数据等方面内容%在
ULO

节 #跨界规划工

具$中详细介绍'

$D!

"

与信息系统有关的利益相关者

跨界流域水资源管理需要组织收集和共享信息%以满足利益相关者进行各种

规划&监测&评估&预防和预警等活动的要求'当跨界流域管理人员需要有关信

息时%跨界流域信息系统能以恰当的形式向他们提供可靠的&最新的和有用的

信息'

然而%由于机制原因 #国家之间没有签订数据交换的协定或者协议$和技

术原因 #在收集信息和统一数据格式&定义&分析方法&收集数据的频率&监

测网络密度和数据处理方式等方面存在困难$%开展跨界流域的信息和数据交

换往往很难'

事实上%数据和信息常常分散&异构和不完整%很少可用于类比或适合用于

作出客观决策'尽管大量的公共&半公共或私人组织整编和管理数据%但他们在

收集&交换&规范&总结和完善自己和他人的数据时%往往缺乏技术或指导'

除了这些困难%还有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就是国家主管部门不愿给邻国提供信

息%因为他们认为在本国位于资源稀缺地区的信息具有战略价值'例如%在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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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此外%通过水电开发&农业灌溉和航运体现出来的水的经

济价值可能会加剧这种不情愿'

$D"

"

信息系统的实施方法

信息系统是实施跨界流域综合管理的关键手段)信息系统可促进利益相关者

预期的信息整编和共享'由于事关重大%开发信息系统首先需要有组织机构和管

理方面的工作机制%其次需要有与信息系统建设相关的技术支撑'

在组织机构层面 #见第
O

章$%首先是要有政治意愿%愿意共同努力%整编

共享信息%在达成一致的管理框架下%与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组织系统开发%

不断寻找 +双赢,的解决方案'在管理层面 #见第
R

章$%当存在跨界流域机构

时%它通常负责开发信息系统'它也可以管理信息系统%并促进建立工作组来负

责整编和共享汇总的信息'

从技术角度看%信息系统的建设必须考虑上述所有因素%以加快信息的整

编%并为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在可能的情况下%它将明确信息需求%依靠合作

伙伴%对拥有的信息数据进行整编%加强国家信息系统建设'

专栏
!!

$跨界水监测评估准则和战略

制定跨界水联合监测和评估方案'是欧洲经济委员会 .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

与利用公约/的核心要求(良好的&有组织的监测方案是准确评估的基础'包括准备

采取适当的政策行动和制定在跨界层面决策的共同依据要求'除此之外'还需要比较

一致的和可进行相互比对的方法(.跨界河流&湖泊和地下水的监测与评估战略/是该

领域最重要的工具书'它综合了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与

利用公约/所取得的经验(

对逐步建立流域 !或跨界含水层"监测和评估系统有帮助的是应熟悉各种用途&

功能及相关的水资源管理问题'并形成文本'优先找出最重要的信息需求(监测应能

评价水量和水质的当前状态以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情况(监测应该支持包括危

急情况下的决策和水资源管理(

水道监测和评估包括一系列活动'如图
V

所示(每个步骤产生的结果都在连续循

环中使用(随着循环迭代'根据评估结果'对水资源管理需求信息进行微调'或者如

果政策和*或目标改变'则重新定义(

更多信息请访问)

KKKL2/)-)L'#

G

*

$/B)aL

(

"

(

+

$B]QQ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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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监测与评估循环 '

EFGHG"**&

(

$D"D!

"

需求分析和数据管理诊断

信息需求分析

对水资源管理问题的分析是确定信息需求的基础'需求与下列情况相关)

#

"

水资源状况%包括水量和水质.

#

"

用途 #如饮用水&灌溉&水力发电&休闲活动等$和相关的开发活动对水资

源的质量和生态系统功能 #维护水生生物$的影响.

#

"

问题 #如洪水&淤积&盐碱化&污染&干旱等$.

#

"

采取的措施%以解决问题或改善水道的利用或功能'

优先的活动因此是确定流域的功能和用途%进行状态评估%确定目标和标

准%评价确定水法中有关监测和评估的重要条款'发起对各种合作伙伴的信息需

求分析调查%使大家都可以从系统中受益'

信息需求分析也是一个从以下方面对合作伙伴的需求进行分析的机会)

#

"

数据处理的软件和硬件.

#

"

为管理(处理数据和传播信息提供的服务或网络在线外部服务.

#

"

通过培训提高数据管理&处理和优化方面人员的技术能力'

数据管理能力分析

%"

利益相关者的识别

鉴于涉及的主题 #地表水&地下水&水质和水量&用户&用途&基础设施&

社会经济和环境数据&地理信息等$的多样性%有很多组织机构来处理区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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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地方等各个层面的数据'因此%建议列出整编这些数据的组织机构清单%并

分析其影响的地理范围和所管理的主题以及各种收集过程'

%"

清查现有的数据源 #元数据目录$

搜寻有关水资源的数据并弄清楚它们怎样才可以有用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和费用%这可能是有效利用现有数据的主要障碍'因此%建立数据集和现有信息

的目录对开展下列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

"

确定现有的数据和资料%以及它们是否可访问.

#

"

确定数据整编和对数据进行访问的规则.

#

"

检查现有数据的质量是否满足用户需求'

建立目录清单应该是一个合作活动'当目录清单涉及在线元数据目录时%合

作伙伴可以直接集成他们所管理的数据'他们可以分配给每个用户组访问元数据

和数据集的具体权限'用户可以)

#

"

通过简单的多语言界面%使用关键字和(或通过交互式地理界面查找和识别

数据.和

#

"

根据数据提供商提供的访问权下载数据%或访问交互式地图'

专栏
!"

$跨界管理数据源在线目录

数据源在线目录有助于合作伙伴相互合作和遵守数据保密'并帮助用户查找现有

数据(如下图所示'东欧&高加索及中亚地区国家关于水资源的数据源目录就是这方

面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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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

# 东欧' 高加索及中亚地区的数据管理能力建设

东欧&高加索及中亚国家的跨界水资源管理对利益相关方至关重要%因其饮用

水供应&水电&灌溉和其他用水严重依赖跨界水'为实施有效的政策管理水资源%

同时尊重自然平衡%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决策者尤其需要掌握经过合作伙伴验证

的信息'

法国全球环境基金 #

<<6A

$在法国生态与可持续发展部和国际水资源办公室

的帮助下%支持了东欧&高加索及中亚地区国家关于跨界流域数据利用和管理能力

建设的项目'该项目由国际水资源评估中心 #

:4?!

$负责%

OPQP

年
QO

月开始实

施%初始阶段为期两年)

#

Q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国家主管部门之间在两国共享的德涅斯特河流域开展

合作'

#

O

$通过国际组织***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 #

:<?C

$执行委员会%在
W

个中

亚国家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和阿富汗共享的咸海流域 #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实施水资源综合管理'

经过一个目标验证阶段后%到了诊断阶段需要)

#

"

建立一个数据整编者&管理者和用户可以在线查询的数据库.

#

"

举办主要数据整编者参加的讲习班.

#

"

开展在线调查%让合作伙伴&数据整编者&管理者和用户提出他们的需求'

$D"D"

"

信息系统开发战略

因为监测和评估有多种目标%建议采用渐进式方法来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和

知识'这就需要确定优先监测和评估的内容%并逐步从一般评估上升到更专业和

精确的评估'

在跨界背景下%明智的做法是分步进行%意味着从业务层面非正式合作开

始%然后演变形成更多的正式协议%从局部目标逐渐发展到覆盖整个流域或含水

层的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分步进行的方法也有助于最大程度发挥监测的成本效

益%并结合监测和建模慎重考虑信息需求'

对于跨界水域%信息通常是由国家监测系统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国际协

议建立和运行$采集%而不是由联合机构专门建立和运行的监测系统采集'然而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是装备精良%并已得到了国家政府的明确授权%跨界流域机

构可以发挥这个作用'

为了确保各实体在监测和评估方面的合作%重要的是要作出适当的制度安

排%并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发挥作用%这是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先决条件'根据协

议%就可以实施这些活动%如)沿岸国家在联合机构下建立一个专门工作组来开

展这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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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共同商定的安排%沿岸国家彼此间可免费提供共享水域状态的相关信

息'信息也应当向公众提供'

专栏
!#

$跨界河流!湖泊与地下水的第二次评估

OPPR

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水公约/缔约方决定定期开展区域评估'并于

OPPU

年出版了 .跨界河流&湖泊和地下水的第一次评估报告/(第二次评估报告于

OPQQ

年出版'比第一次评估范围更广泛'大约
WP

个国家的水利或环境主管部门进行了

密切合作(

第二次评估结果强调了全欧洲地区不同地方间的数据协调统一所面临的挑战(例

如'基于国家评估系统对水质的分类信息'流域之间比较很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

监测系统不断变化'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如何保持与历史数据的可比性(新的挑战

正在出现'例如监测河流水文地貌变化的方法需要协调统一(

东南欧的大多数跨界流域'沿岸国家整编的信息不一致'信息交流仍然非常薄弱(

在高加索地区'采样质量保证&数据处理&分析和可比性方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有

效的信息交流 !如在中亚地区"'国际项目以外的相关合作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评

估表明'通常在建立有联合机构 !如流域委员会"的地方'有较好的数据交换(

更多信息请参考)

KKKL2/)-)L'#

G

*

)/E

*

K+&)#

*

(

2M0$-+&$'/%

*

(

2M

*

%)-'/B

,

+%%)%%H)/&L"&H0

信息化管理的基础设施发展

要求流域信息系统结构可以利用从不同数据提供者获取的数据生成预期的信

息'开发这样的信息系统%首先要求国家信息系统尽量与跨界层面期望的系统相

一致'

在区域层面%需要拥有或强化能有效管理数据的跨界流域信息系统平台 #服

务器&软件$'为了促进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平台建设时应尽可能利用每个合

作伙伴现有的基础设施'应强化信息系统平台的生成&管理数据和信息提供

能力'

该平台应该能够处理各种信息)地理&文本和多媒体'其主要内容通常

包括)

#

"

数据库和地理信息系统 #

I:C

$)它们是数据管理和生成地图&图表&绩效指

标目录的基本工具.

#

"

数据源目录管理在线工具.

#

"

信息共享和传播的门户网站.

#

"

决策支持和建模工具 #见第
U

章$'

除了平台本身%流域信息系统还可以包括)

#

"

制定数据标准框架和流程%保证合作伙伴之间的技术互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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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水利行业或特定主题的模型和数据字典的定义.

#

"

共同标准框架的制定.

#

"

根据不同用户授权进行
4)M

服务的开发和网络设计%进行数据和信息的辨

识%方便查询和共享.

#

"

工具箱&指南和工具的开发 #软件&应用$'

人力资源开发

流域信息系统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来操作'必要时%培训可以集中于管理数

据的方法和工具方面%这些非常实用'培训计划包括)

#

"

数据管理环境的全面培训 #如整编数据&管理图表概念&指标&数据质量$.

#

"

非局限于水与环境行业的软件或技术培训%如管理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

交换格式&网络服务.

#

"

针对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水利数据管理方法和工具的培训'

$D#

"

典型跨界信息系统

$D#D!

"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

45[!=C

$是世界气象组织 #

4A=

$的项

目%旨在改进基本的观测活动%加强国际合作和促进水文领域中的数据免费

交流'尤其是在跨界流域%该项目将通过各种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

5[!=C

$

来落实'

45[!=C

倡导自下而上的方法%从国家层面的需求开始%到流域或区域

层面%再到全球范围'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及其组成部分%主要侧重于加强

国家水文服务机构 #

85C

$的技术和机构能力建设%提高它们在共享水资源

管理方面的合作水平'

45[!=C

通过开发和实施合适的国家和区域水资源

信息系统来支持国家水文服务机构%以便更好地履行其职责%改善水资源数

据和信息的实用性&准确性%并进行分发应用%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

QXXR

年%

45[!=C

开始作为
4A=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旗舰项目'多年

来%

45[!=C

支撑了气候变异和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评估%协助确定气候变化

条件下适合的减灾应对措施%对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的水资源评估作出了重

大贡献'

45[!=C

加强了国家水文服务机构的水文和水文气象数据的收集和管理%

以及信息产品的开发和分发方面的能力建设%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这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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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作出了贡献'

45[!=C

也对沿岸国之间加强跨界水资源评估和管理的合作

作出了贡献'

45[!=C

下进行的
5[!=C

项目由
45[!=C

的准则指导%而
45[!=C

国际顾问组 #

4:?I

$提供一般的技术监督'

45[!=C

的主要目标是)

#

Q

$加强各会员国国家水文服务机构在水文数据采集和管理以及信息产品的

开发和分发方面的技术&人力和机构能力建设.

#

O

$促进水文数据的共享和共享水资源管理的区域和国际合作.

#

R

$促进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异和变化下的影响'

5[!=C

项目在世界大型流域 #尼日尔河&沃尔特河&湄公河$和地区范围

#南部非洲&喜马拉雅*兴都库什&加勒比$得到了实施'新项目已开始在刚果

河和塞内加尔河流域 #

KKKLK"

9

-'%L'#

G

$进行'

$D#D"

"

跨界河流流域的环境观测

观测的目的是监测环境变化%以支持决策和建立跨界河流全流域尺度的共同

愿景'

环境观测系统的实施阶段如下所述'

#

Q

$技术方面)

Q

$分析与流域发展问题有关的信息和数据需求.

O

$定义后续指标并评估现有监测系统.

R

$明确已有发展的影响%建立基线指标.

V

$建立环境观测站%为现有监测系统和各种监测系统联网工程的优化运行

开展研究工作'

#

O

$体制方面)

Q

$系统用户 #流域机构&国家管理部门和子流域机构&政府&非政府组织&

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科研人员及流域内用户$之间的讨论与对话.

O

$环境观测站的建立.

R

$具有共同利益驱动为观测站提供数据的合作伙伴的网络系统的建立'

#

R

$能力建设(培训)

Q

$

I:C

和环境信息系统.

O

$改善现有监测系统的方法'

#

V

$交流)

Q

$双向交流%即从合作伙伴的网络系统到观测站%反之亦然.

O

$将采集到的信息广为分发传播'

#

W

$融资)观测站的运行资金筹划%这是系统可持续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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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

# 塞内加尔河开发组织' 尼日尔河流域管理局和沃尔特河流域管理局环境

观测的发展

OPPP

年%法国全球环境基金 #

<<6A

$支持塞内加尔河开发组织 #

=A1C

$

在塞内加尔河流域建立环境观测站'该项目现已完成%开发了
C=6 =A1C

数据

库工具%该工具让每个专题形成一个网络%管理利益相关者&经处理的信息&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信息流和信息处理结果'

OPPS

年以来%尼日尔河流域管理局 #

8*?

$的尼日尔河流域观测站已经开始

运行'它和沃尔特河流域管理局 #

1*?

$都得到了
<<6A

的财政支持%建立了水

资源及环境观测站'该项目始于
OPPT

年'

KKKLNN)HLN#

$D#D#

"

区域信息共享系统

信息系统的建立往往有区域政治环境背景%水资源与环境管理是其中的一个

组成部分%如)

#

"

4:C6

)欧洲水信息系统 #

K+&)#L)2#'

(

+L)2

$'

#

"

C6:C

)共享环境信息系统%是欧洲委员会和欧洲环境署 #

66?

$与欧盟成员

国一起合作倡议建立的一体化共享环境信息系统 #

"&&

(

)((

)-L)2#'

(

+L)2

(

)/E$#'/H)/&

(

%)$%

(

K"+&L"&H

$'

#

"

6A4:C

)欧洲*地中海水行业技术知识信息系统'欧洲*地中海伙伴倡议

提供了一个欧洲*地中海伙伴国家间及国家内部关于共享水资源领域信息及

专门知识的战略工具 #

KKKL)HK$%L'#

G

$'

#

"

?4:C

)非洲水信息与文件编制系统'非洲组织机构希望通过该网络%实现

实践活动经验交流和信息共享 #

KKKL%+B$)+2L'#

G

$'

$D#D$

"

跨界含水层流域信息及监测系统

全球范围内%地下水监测数据很少公开'只有少数几个国家 #如美国&法国

和荷兰$的地下水数据可通过网上信息系统访问'

欧盟内部在实施 !水框架指令"%要求各成员国报告其水资源状况'还有一

个独立的关于地下水的 +子指令,%提供评估 +地下水体,#也是行政管理单元$

指南'该指令规定了一套地下水质量标准%并推行一套防止或限制地下水污染物

进入的措施'

国际组织对水资源监测信息和地区组织对地下水存储数据的掌握相当有限'

最近%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

C?.!

$秘书处推出了一个网上信息系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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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一幅水文地质图%但仍未

见普通的监测数据'撒哈拉与萨赫勒观测站 #

=CC

$开发了撒哈拉西北的含水层

系统的在线信息系统%含有地图可视化及浏览工具'

实例
""

# 信息系统的协调$$$撒哈拉西北部含水层系统案例

撒哈拉西北部含水层系统 #

84C?C

$水资源几乎是完全不可再生的资源'自

OP

世纪
TP

年代初以来%地下水开采已超过系统的天然补给'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

进一步恶化%三个有关国家 #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突尼斯$决定进行合作%以确

保含水层系统的联合管理%并协调彼此间的研究活动%实现数据共享和模型更新%

以及确定共同评价指标和风险领域的行动计划'

84C?C

项目于
QXXX

年推出%

OPPX

年完成%其他贡献还有)

#

"

构建管理含水层的区域水文地

质模型以及
R

个 #

@$N+#+

&比斯

克拉&西部盆地$本地子模型.

#

"

创建连接到
I:C

和模型的数据

库以及连接到
R

个子模型的专

门数据库.

#

"

建设地理服务器.

#

"

水位监测网络设计%并在集成到

每个国家的国家网络之前进行了

野外验证和确定'

OPPO

年%这三个国家通过了一项共同声明%首次提出了建立一个临时合作技

术机构及其构成的轮廓'随后在
OPPS

年第二次共同声明中提出计划建立一个常设

机构%称为 +

C?CC

常设合作机制,'该机构于
OPPT

年正式成立%主要任务是负责

协调%并在以下方面为三个国家提供交流和合作框架)

#

"

提出有关资源和水需求评价的指标.

#

"

流域水资源开发管理远景预测.

#

"

通过数据和信息交换%加强和更新通用数据库.

#

"

含水层系统共用观测网络的发展和管理'

为落实这些任务%合作机制要确定具体的目标%圈定共同的研究范围%确定数

据交换&模型更新和运行的程序%辨识风险领域%并提出适当的建议%采取行动确

保培训和丰富信息以及提高认识等'这种合作机制代表了相当先进的合作过程%通

常认为
C?CC

项目是成功合作的典范'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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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洲国家组织 #

=?C

$和国际共享含水层资源管理 #

:C?>A

$项目协调下%

完成了国际共享地下水综合图集 #

KKKL'+%L'#

G

(

B%B

(

K+&)##)%'2#-)%

(

(

#'

`

)-&%

(

:C?>A?H)#$-+%

/

)/

G

L+%

(

$'然而%关于地下水联合监测以及地下水变化的信息处

理和传播机制尚未建立'

目前大多数跨界地下水监测是在国际合作项目框架下进行的'欧盟在东欧和

东南欧资助了大量的国际水资源项目%以促进 !水框架指令"原则在周边国家的

实施'全球环境基金也资助了一些大型的国际地下水项目%如瓜拉尼 #南美洲$

含水层系统&撒哈拉与萨赫勒观测站 #

=CC

$的
:200)H)B)/

含水层系统&努比

亚含水层系统&林波波河 #非洲$和
.$D&+%

#欧洲$含水层系统'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项目为进行地下水评估而收集的监测数据存储在共同的

数据库中%通常是以简单的电子表格或
I:C

文件存储'这些项目有时也开发有

信息系统%但通常只有项目成员才能访问'即使这些系统包含一些跨界地下水观

测%但这些观测通常有时间限制%只是在项目执行期间观测'

根据监测目的和水文地质条件%进行了地下水监测网络设计'国际地下水资

源评估中心 #

:I>?!

$门户网站 #

KKKL2/,$

G

#+-L'#

G

$拥有丰富的地下水监测信

息%包括各种指南和协议的数据库'早在
OPPP

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关于监

测与评估的专门工作组就制定了 !跨界地下水监测与评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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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预警系统

洪水已对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很难控制的破坏性影响'防洪的方法

主要是控制%包括)

#

"

对可能导致洪水的水文气象现象进行预测%再加上早期预警系统.

#

"

抗洪抢险的保护措施 #堤防&分洪&滞洪大坝&拦洪削峰&蓄洪区管理$.

#

"

根据不同危害程度 #十年&百年及超越百年洪水$和脆弱性的估计%制作灾

害易发区地图%对该区域进行防护'

这部分内容处理的只是预测问题%这是需要跨界流域上游和下游及所有沿岸

国家共同解决的一个典型的重要问题'有关洪水控制方面的问题%参见第
U

章

#气候变化与涉水风险$和第
X

章 #跨界水利基础设施$'

如果要在国家层面上推动洪泛平原风险图的识别%对这些风险地区的建设应

用具体规则并采取保护措施%有一个向人们预测和预警可能导致洪水泛滥的天气

事件的系统也很重要'现在利用降雨&河流流速%甚至河床形态&土地覆盖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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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地貌知识%使用不同性质的模型%可以足够准确地预测洪水的到来时间及其

强度'

当然%流域是建立和运行洪水预警系统最合适的范围尺度'跨界流域的特殊

性导致建立该系统的复杂性%该系统要直接面对主权国家及其人民和每个国家的

反应方式 #信息链和在紧急及危机情况下的命令链$&通信方式和信息化手段以

及现有的跨国信息系统 #请参阅前一章$'

实例
"#

# 麦尔里克河洪水信息系统

麦尔里克河(
A)#$-

又称马里查河(
A+#$&%+

#保加利亚$和埃夫罗斯河(
6E#'%

#希腊$%是东南欧第二大跨界流域'它起源于保加利亚%流经土耳其%并形成土耳

其与希腊的边界'

这三个国家在麦尔里克河下

游地区经常遭受洪灾'近年来%

洪水频率和量级都在增加'洪水

起源于麦尔里克河及其支流在保

加利亚境内的山区区域'

至于洪水危胁%土耳其依赖

保加利亚提供准确和及时的信息%

因为在土耳其境内进行预警存在

时间不足的问题 #预测的时间太

短$'只有通过合作和使用共同的

信息资源才能使防洪减灾的措施得到改善'直到
OPPR

年%邻国之间才开始对洪水

信息进行沟通'随后%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开始了在数据信息传输以及洪水预报预警

方面的合作'

通过欧盟跨境合作计划%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开展了
R

个联合项目)一个是信息

和实时数据交换%另两个是洪水预报和预警'

此外%在麦尔里克河流域的保加利亚部分建立了
V

个遥测水文站'这些测站和

信息系统已取得一些进展%特别是在
OPPW

年和
OPPS

年的洪水中发挥了作用%但预

警仍然不够'目前建立的仍然是国家洪水预报系统%必须建立麦尔里克河流域联合

洪水预报和早期预警系统'

更多信息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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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预警系统依赖于跨界流域范围的洪水预报和成员国的密切合作以及专门

的国家机构 #气象和水文部门$的有效服务'中央预警服务可以安装在有防洪职

责的跨界流域机构内'

利用气象和水文数据%服务部门能够计算流域径流过程&溪流和河流水位%

与预先定义的警报水位比较%提供是否发生风险的信息%并确定什么时候开始警

报'有关洪水预报的信息应通知政府%他们负责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并负

责启用适当的分级处置程序'

跨界洪水预警服务根据洪水类型及洪水风险程度提供各种不同的信息'信息

随流域和地区情况而变化%侧重于径流和流量预测 #水位图和达到的水位$'警

报应附有预测洪水的严重性&位置等信息%特别是涉及到人民生命和财产损害风

险高的敏感地区 #尤其是在城市地区$'

对处理的每个现象也应进行评估%以吸取经验教训%适当改变处置程序'这

对极端现象尤为重要%虽然经过很长时间 #如一个世纪$才会发生%但由于气候

变化 #见第
U

章$%频率可能会增加'

$D%

"

绩效评价指标

良好的水治理要求在公共资源管理方面既要问责%又要透明'绩效指标是一

个改善水治理的重要工具'绩效指标工具可包括对水管理和治理的评价%它既是

一个决策支持的分析工具%也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交流工具'

为跨界流域组织设计了两组指标%它们是)

#

"

治理指标%与水资源综合管理 #

:4>A

$的主要支柱 #政治&体制和组织方

面&法律框架&筹资机制&参与性方面&规划&信息系统和通信&能力建

设$进行比较%评估机构的组织水平.

#

"

技术指标%评估项目成果和反映 +现场情况,的演变'因此%这些指标用来

评估流域水资源开发和管理&使用和用户等方面的技能知识'

这套指标依赖于所处环境条件%应根据具体流域的体制结构 #协议&筹资&

功能&目标$&水文条件&经济发展程度和组织机构的人力资源进行解释'确定

这些指标是收集水资源规划&开发和管理所需信息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它们使用

简化成可处理的信息集的变量%并体现为指数'

因此%绩效评价指标可以用来作为水政策的指导%并对流域层面实施有效的

水资源综合管理提供咨询'通过评价%使得流域组织的管理者&员工和合作伙伴

看到做了什么和怎么做的%并知道哪些领域是必须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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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指标

治理指标涵盖了许多主题%叙述如下)

政治进程指标

该指标意味着对沿岸国家的承诺及其参与流域组织机构的效果的评估'第一

步%通过循序渐进优先考虑水资源的国家政治意愿获得 +政治承诺,.第二步%

国家对跨界流域机构的管理和运行作出承诺'这一政治进程的成果体现在从资源

利用中受益时应实施公平分享机制'

融资机制指标

资金来源和机制对流域机构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通过这些指标%

可评价组织机构自己及实现其目标%获取可持续的&连贯的和可协调的资金的

能力'

指标将反映组织机构资金的持续性&资金与目标的一致性&流域机构的运行

成本和动员实施行动计划的财政资源之间的效率&以及使用者付费和污染者付费

原则的应用程度以及与捐助方之间的协调性'

利益相关者的代表性和参与性指标

这些指标反映了各成员国的代表性%以及建立确保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的专

门机制'这包括评价流域组织成员国之间在政治 #决策机构$和技术 #执行部

门$方面代表的平衡度'检查用水者参与机制%结合性别平等及原住民问题评价

用水者参与流域组织决策情况'

法律框架指标

为支持有效的跨界合作%各国应同意建立一个有利于在国家和区域层面 #依

相关需要$管理水资源的法律框架'通过法律文本确定流域机构的职权范围&功

能和自治程度'需要判断所有国家法律与应用于跨界水资源管理的区域协定之间

的一致性'评估法律框架的影响%一方面%看立法是否注重流域机构%即注重有

关职责&组织结构&财务机制的制度框架和有关区域水资源管理的制度 #如国际

协定$.另一方面%评估国家法律与流域机构有关的法律框架 #如跨界水章程$

之间的一致性'重要的是要评价跨界水资源管理是否在法律总体框架内%因为将

依据这些制度规则评估行动的合法性'

规划指标

水资源规划的质量受一些可变因素的影响%如)长期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明

确的目的&互惠互利和优先发展目标等'

制定一个规划文件本身并不是目的'还必须评估关键步骤的实施情况%以掌

握清晰的愿景目标实现情况 #见技术指标$'最后%一个对大型涉水基础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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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决策过程进行评价的指标%会提出一致性&耐久性&透明度和利益分享等

问题'

协调能力指标

协调活动在行动计划的实施中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阶段'事实上%行动计划

的具体操作要求流域机构要有能力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活动'因此%需要加强

国家间的联系和促进区域层面的协调发展'

采用适当的协调手段 #基于对话$也很重要%可避免不同机构之间的各行其

是和缺乏了解'此外%对已有报告制度的报告方法进行评估也很有必要%可根据

评估取得的成果改善内部的沟通'

信息和通信系统指标

其目的是评估信息结构及信息系统的管理&国家间和跨界流域机构内信息共

享程度以及共享信息的类型和质量'信息管理协议揭示流域机构涉及的信息类

型&表现形式和交换条款'信息和通信是水资源规划决策和协调活动的关键%通

过流域机构建立的内部和外部通信程序来衡量'

$D%D"

"

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指流域中遇到的主要风险'

水资源过度开发的风险

确保向用户供水作为基本的需要%这些指标将解决流域层面水管理量化方面

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可以选择许多指标)例如与入库流量相比的大坝调节水

量&农业灌溉用地比例&供水网络有效系数&河流流量和地下水的监测点数量&

水量冲突的严重性等'

水资源恶化的风险

这涉及水质管理方面的评估%利用流域水质监测内容和废水排放恶化程度%

以及与水质恶化有关的用水冲突的数量等指标进行评估'

人民生活条件恶化的风险

这些指标将解决跨界流域内与水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如享有某类卫生条件

的城市(农村人口覆盖率&废水收集和处理的比例&享有以可持续的方式提供饮

用水的人口比例'对与水相关的风险也给予分析%例如%识别处于高风险洪水的

地区及其特点等'

除水以外的环境损害风险

这意味着考虑除水资源之外的环境因素%因为其对水资源的质量和数量也产

生影响'例如%维持水生态系统所需最低流量的控制结点数和湿地陆地面积提供

了关于水生环境物种保护程度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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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跨界流域所处环境%可以增加其他指标来对流域的某些突出方面进行评

价%如土地退化&森林砍伐&外来物种入侵%甚至航运&休闲活动等'

专栏
!$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方针"促进绩效评价在非洲的发展

#非洲跨界河流流域管理
:4>A

绩效评价指标发展 !

;3:

项目---关键绩效指标"$

项目推动以务实的态度采取尽可能接近当地实际情况的适当指标(

自
OPPU

年以来'流域组织国际网&非洲网以及一些非洲流域组织和欧洲合作伙

伴'通过由欧盟-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 !

6Z ?!3

"水基金与法国合作支持的

项目'制定了绩效评价指标'评价了在水资源综合管理政策方面的进展(

在塞内加尔河&尼日尔河&刚果河&冈比亚河和沃尔特河以及维多利亚湖和乍得

湖等跨界流域'已逐步对这些绩效评价指标进行了定义&测试和完善(通过紧张的专

门测试工作'已经证实了这些指标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利用各项绩效评价指标'不仅评估了流域组织的治理建设质量'而且评估了现场

观察到的结果(绩效评价指标作为评估
:4>A

实施进展情况的手段'也是一个与当地

合作伙伴&用水者和捐助方沟通的具有潜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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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含水层综合管理

要点!

#

"

借助科学和技术工具"掌握跨界含水层系统方面的知识"是共同开展跨界

地下水管理的第一步#

#

"

与有关国家之间建立联系"先技术!后外交"这是第二步#

#

"

开展地表跨界水管理的现有组织可以将其活动范围扩大到有关的含水层

系统#

#

"

联合国大会关于跨界含水层法的第
SR

(

QOV

号决议是唯一相关的国际法律

文书"可以作为各国的行动准则#

#

"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水公约&适用于地下水,联合国
QXXU

年 %水道

公约&涵盖与地表水相连的地下水#许多跨界协议适用于跨界地下水"但

必须以个案为基础进行考虑#

%D!

"

地表水和地下水联合管理

本章参考了 !跨界含水层系统联合管理方法指南"#集体著作%法国开发署%

OPQP

$%它是本 !手册"的补充'

根据该指南%第一步是提高涉及几个邻国的跨界含水层系统的知识'这一步

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不仅从科学的观点 #如正确标记含水层的边界%进而明确

适用管理原则的具体含水层范围$%而且从政治方面可以清楚地识别国家之间关

于已知含水层的相互依赖性'这一阶段的结果也是提高关于此类问题意识和能力

的基础'

第二步是建立国家之间关于共享地下水管理的关系'当跨界流域机构正常运

转时%可促进这一步'该方法首先必须掌握相关技术%然后通过政治和外交的途

径解决问题%并通过对知识掌握状态的衡量和对共享地下水资源管理的共同关注

及信心建设%进一步促进意见交流'

本 !手册"各章节提出的注意事项对地表水和地下水都是有效的'然而%本

章中的内容是专门针对含水层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需要 +更加认识到地下水是无

价的自然遗产%对敏感地区的认知仍然是很不平衡的,#法国开发署%

OPQP

$'

理想情况下%地下水管理应与给定范围内的地表水管理相联系'然而%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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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水和地下水的联合管理需要考虑跨界水域的复杂性%很多情况下%流域范围不

匹配%河流或湖泊与含水层也不重叠'

只要有可能%最好是将现有的地表水跨界流域机构的管理职责扩展到地下水

和含水层管理%并考虑与在同一含水层开展工作的附近其他流域机构一起工作'

在某些情况下%当没有有效的地表水跨界流域机构时%可能的话可建立针对具体

地下水的跨界流域机构'

实例
"$

# 瓜拉尼跨界含水层系统的管理

瓜拉尼含水层系统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四国共享'在该地区用

水需求增加的背景下%这个含水层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引起了四个国家对污染

和资源过度开发问题的特别关注'四个国家之间通过拉普拉塔河流域政府间协调

委员会以及南美共同市场开展了长期合作%这进一步促进了在该跨界含水层的

合作'

为了防止发生冲突%瓜拉尼四个沿岸国家重点在以下领域开展了活动)

#

"

关于含水层系统方面知识的形成与发展.

#

"

含水层管理框架的联合制定和实施.

#

"

通过适当的信息机制和制度让公众参与.

继续
###



;

"

跨界含水层综合管理

跨界河流!湖泊与含水层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手册

((()*+,-.+/(0)-1

2

!

((()

2

(

3

4-156)-1

2

<;

"""

#

"

污染防止措施的实施.

#

"

后续行动和评价'

基于参与式方法和知识发展情况%通过该项目%四个沿岸国家制定了
OPPR

*

OPPX

年战略行动计划'根据
OPQP

年签订的协定%计划在拉普拉塔河流域政府间协

调委员会下建立瓜拉尼含水层系统区域委员会'拉普拉塔河流域政府间协调委员会

是依据
QXSX

年 !拉普拉塔河流域条约"成立的'

""

在其他情况下%当有机构处理某一特定地区的地下水 #如撒哈拉与萨赫勒观

测站
=CC

$时%它必须与相关的流域组织 #尼日尔河&乍得湖&沃尔特河&塞

内加尔河$紧密合作'

实例
"%

# 撒哈拉与萨赫勒观测站

撒哈拉与萨赫勒观测站 #

=CC

$是一个位于突尼斯市 #突尼斯$的独立国际组

织%它由
OO

个非洲国家%

W

个北方国家%

V

个代表西非&东非和北非的子区域组

织%区域组织%联合国的组织及民间社团构成'自
QXXO

年以来%

=CC

一直倡导在

其 +共享水资源计划,下采取区域方式管理成员国的共享水资源'

在
=CC

的活动中%实施的 +

:200)H)B)/

&

Y+'2B)/$

(

Y+/)g#'2N&

含水层系统与

尼日尔河水资源的综合协调管理,项目是由法国和非洲水基金支持的'该项目将允

许对马里&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共享的
:200)H)B)/

含水层系统的调查延伸到该子区

域地下水 #

:200)H)B)/

&

Y+'2B)/$

(

Y+/)g#'2N&

含水层$和地表水 #与尼日尔河流

域管理局合作的尼日尔河$形成的整个系统'该项目涵盖
U

个国家)阿尔及利亚&

贝宁&布基纳法索&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和尼日利亚'



;

"

跨界含水层综合管理

跨界河流!湖泊与含水层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手册

<<

"""

((()*+,-.+/(0)-1

2

!

((()

2

(

3

4-156)-1

2

%D"

"

关于跨界含水层管理的联合国决议

联合国大会于
OPPT

年
QO

月
QQ

日通过了关于跨界含水层法的
?

(

>6C

(

SR

(

QOV

号决议%其附件是由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起草的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其

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 #

Z86C!= :53

$做出了科学贡献'联合国

大会向各国提供了推进跨界含水层合作的不具约束力的法律框架'国际法委员会

通过的条款草案提出了管理跨界含水层系统的整体框架'

该文件中规定了各项原则%包括)

#

"

公平合理利用.

#

"

不造成重大损害的义务.

#

"

与含水层沿岸国的一般合作义务.

#

"

数据和资料的定期交流.

#

"

订立双边和区域协定及安排以促进共同管理.

#

"

实施适当的措施来保护和保全共享含水层相关的生态系统.

#

"

含水层国查明位于其境内的跨界含水层补给区和排泄区.

#

"

防止&减少和控制污染.

#

"

监测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重要性.

#

"

含水层国实施共同管理计划.

#

"

评估已规划的活动对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影响'

该决议鼓励各国参考这些原则%妥善管理其跨界含水层'

OPQQ

年%联合国

大会通过第
SS

(

QPV

号决议%包括 +再次鼓励有关国家%酌情考虑
SR

(

QOV

号决议

所附的条款草案的规定%作出适当的双边或区域安排%妥善管理其跨界含水层,'

该决议强调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的作用%鼓励国际水文计划 +向有

关国家提供进一步科学技术援助,'

OPQR

年联合国大会将再次讨论该议题% +尤

其是要继续审查条款草案可能的最后形式问题,'

%D#

"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水公约" 在地下水中的应用

Z86!6

!水公约"适用于任何 +划分&跨越或位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

间边界,的地下水'地下水的特点显著%尤其是其识别困难以及发生污染下的脆

弱性%一旦污染则难以缓解或减少%与地表水相比%具有不可再生或较少可再生

性特征%要求特别关注 !水公约"法律制度在这方面的适当和有效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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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欧洲经济委员会区域鲜有专门解决跨界地下水的协议%最广为人知

的例子是 !法国*瑞士日内瓦含水层保护&利用和补给的协议"'此外%只有少

数几个关于地表水的协议 #如 !莱茵河保护公约"&!西班牙*葡萄牙跨界流域水

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合作协定"&!萨瓦河流域框架协定"$含有对地下水的

具体规定'

实例
"&

# 法国$瑞士日内瓦含水层

日内瓦含水层是跨界含水层系统%位于日内瓦湖和罗讷河以南%约
QXDH

长%

面积约
RPDH

O

'含水层大部分位于罗讷河和阿尔沃河之间%主要提供饮用水%大约

占大日内瓦地区供水的
OP\

'

从
QXSP

年起%抽取地下水量的日益增加引起含水层平均水位剧烈下降%

OP

年

间大约下降了
UH

%促使了用阿尔沃河水人工补给含水层计划的提出'据此%瑞士

日内瓦州开始与法国上萨瓦省开展人工补给研究的谈判%这是最初的权力下放地方

政府的跨界合作项目的诞生'通过谈判%日内瓦州与上萨瓦省于
QXUT

年
S

月
X

日

签署了 !法国*瑞士日内瓦含水层保护&利用和补给的协议"'

该协议有效期
RP

年%据此成立了日内瓦含水层开发利用委员会%由
R

位瑞士

成员和
R

位法国成员组成'

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提出含水层利用年度计划'它给新装置建设或改造提出技术

意见%并审核补给装置的建设和运行费用'所有抽水装置安装有水量计量器和含水

层水位测量仪器'该协议规定日内瓦州负责人工补给装置的建设和运行%并是其唯

一拥有者'该协议还规定%法国抽水量不能超过
WPP

万
H

R

(年%其中
OPP

万
H

R 不

用付费'每一方都必须向委员会报告其从含水层抽取的估计取水量'该协议还规定%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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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计算法国分担的人工补给费用'最后%还提出了发生意外污染情况下的水质控

制和预警网络'

OPPU

年
QO

月
QT

日%一个新的协议取代了旧协议%有效期还是
RP

年%其中包

括的条款内容几乎与旧协议相同'现在的签约方是瑞士日内瓦州和法国的阿讷马斯

和日内瓦地区以及维里市地方政府的联合体'因此%新协议是直接由所在地方政府

签署的'

来源)

Y'K+#B%+

`

'$/&H+/+

G

)H)/&'N&#+/%M'2/B+#

9

+

_

2$N)#%

9

%&)H%

%

?<.

%

?

C+E'$#8fROPQP

KKKL$%+#HL'#

G

(

(

2M0$-+&$'/%

(

RXQ

!水公约"包含许多适用于地下水的条款%最突出的义务就是确定和实施适

当的措施和采取最佳环境行动%以减少非点源污染营养素和有害物质的输入)农

业或林业&市区和工业'通常还采取另外的专门措施%包括在取水口周围或在整

个补给区建立保护带%进行不同程度的保护%对作为饮用水源的地下水含水层的

污染部分进行清理'后者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对受诸如石化和化工企业或尾矿管理

设施等工业设施泄漏污染的含水层 #或部分含水层$进行的修复'

其他具体措施也可以集中在水量方面%防止或抵消 #如人工补给$地下水资

源的过度开采可能产生不利的跨界影响'这包括地下水抽取和补给计划'

在后一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参考 !埃斯波公约"%如 +抽取地下水活动或人

工补给地下水计划在年抽取或回补水量超过
QPPP

万
H

R 时,需要进行环境影响

评估和其他程序%尤其在规划活动可能会造成重大不利跨界影响的情况下%需要

通知并与邻国进行磋商'

!水公约"下的 !水与健康议定书"中也涉及地下水管理'该议定书再次确

认了遵循的原则)+水资源管理应尽可能采取以流域为基础的综合管理方式%其

目的是使经济和社会发展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结合起来%使水资源管理与其他相

关环境部门的监管措施结合起来'这样的综合管理方式应当适用于整个流域%包

括地下水,'

该议定书规定了缔约方在供水与卫生领域的义务%要求各自采取行动管理和

保护地下水'特别是 +各缔约方应追求22的目标%使每个人都能获得饮用水,%

各缔约方应设置关于 +应用公认的良好做法进行供水和环境卫生的管理%包括保

护作为饮用水水源的水体,和 +作为饮用水源的水体质量,的具体目标和目标完

成期限'这与跨界地下水有关%因为它们代表着重要的饮用水源'而且%该议定

书还包括了一项义务)+编制跨界&国家和(或各级地方水资源管理规划%最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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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或含水层为基础,'

专栏
!%

$跨界地下水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水公约&)))关键信息

#

"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

Z86!6

".水公约/及其规定的义务完全适用于跨界地下

水(当制定管理和保护措施时'应考虑地下水的特殊性和特别脆弱性%

#

.水与健康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尤其与管理和保护地下水有关'因为地下水代表重

要的饮用水源%

#

.水公约/要求缔约方沿岸国家以协议为基础'并通过联合机构'就跨界地下水管

理进行合作(.水公约/同意既可签署专门的地下水协议&含水层协议'也可签署

涵盖所有跨界水的协议'其中可包含专门针对地下水的具体规定%

#

"

抽取地下水活动和进行专门大量的地下水人工补给计划的规定包含在 .埃斯波公

约/中(对可能造成重大不利跨界影响的活动'要求发起方进行通知'并进一步进

行蹉商(

""

关于 !水公约"适用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上述考虑不排除采取适当手段%甚

至需要进一步编制指导规范来解决地下水在 !水公约"中的非常具体的落实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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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层面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要点!

#

"

必须确保水利益相关者!民间团体和用水户的代表性"不管他们是否成立

了组织 $非政府组织!协会'#

#

"

为确保跨界和区域层面上的有效参与"也许需要从国家层面利益相关者开

始再依次发展到地方层面#

#

"

跨界流域组织可在利益相关者参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

"

应为民间团体的参与分配足够的资源#

#

"

可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技术援助"特别是为那些没有组织起来的人提供技术援助#

#

"

应对重大项目组织开展公众磋商"包括在下游受到项目影响的国家开展公

众磋商#

&D!

"

利益相关者的确认和代表性

首先要确定水利益相关者和民间团体的定义'我们可以首先区分公共机构与

非政府利益相关者%后者即民间团体 #社团&非政府组织&水的使用者&地方机

构$&劳工组织和私营部门'

跨界水流域的利益相关者属于不同的国家%但分享同一资源&同一土地和同

一文化遗产和共同传统'这些共享体现在类似的活动 #农业&渔业等$或以对风

险和现象的相同敏感度上%无论这些现象是不是自然的)干旱和缺水&洪水&大

坝影响&污染&物种侵害等'

为了提高透明度&落实责任和经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当通过某种磋商

程序来参与各种跨界水管理活动'规划活动因为具有战略性而特别重要'在跨界

水管理的政策评估阶段也应当有不同类别的利益相关者参与'

实例
"'

# 摩尔多瓦与乌克兰的利益相关者参与

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的全权代表致力于推动
QXXV

年签订的 !关于共同利用和保

护跨界水的协定"的实施'

OPPU

年%他们通过了一个规则%目的在于确保公众参

与联合机构的活动'这是东欧&高加索及中亚地区第一个正式签订有关联合机构活

动的信息发布和公众参与的规则的实例'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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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参与全权代表活动规则"#以下简称 !规则"$对建立一个利益相

关者登记表作出了规定'利益相关者被定义为任何公共机构&非政府组织及其协会

以及对跨界水管理感兴趣的法人'

这个登记表由摩尔多瓦部分和乌克兰部分组成'各方的全权代表负责更新各自

的登记表%并发布于互联网上'他们在召开例会前
RP

天通知利益相关者自上次会

议以来的所有相关决议和工作计划'会议前
OP

天%通知利益相关者即将召开的会

议时间&议事日程和相关文献'

!规则"规定%利益相关者有权就代表的议题提出建议%并有权就文件草案提

出书面或口头评论%并对文件草案提出建议和修改意见'文件草案和向利益相关者

征求意见的通知一起在互联网上发布'当做出最后决议时%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评

论'

OPPU

年
QO

月%双方代表也同意为德涅斯特河流域建立一个共同的网站

#

KKKLB/$)%&)#L'#

G

$'

""

确定利益相关者和利益团体是前提'我们将利益相关者组织 #比如农民或灌

溉者协会$与没有组织起来的用水户加以区别%后者数量巨大并常常是不同开发

计划的最终受益者'一些利益相关者在地方层面上建立了组织%有些在国家层面

建立了组织%但很少成立跨越边界的组织'

实例
"(

# 尼日尔河流域的利益相关者参与

OPPW

年
Q

月
X

日召开了由九个流域国家参与的研讨会%尼日尔河流域管理局

#

8*?

$向地区组织及其协会发出了与会邀请%这是首次考虑邀请民间团体参与构

建尼日尔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共同愿景'

而后由 +

6+21$E)

,和国际水秘书处协调进行了一项关于尼日尔河流域用水户

的识别和鉴定的研究'

OPPS

年
O

月在布基纳法索
<+B+

*

8

G

'2#H+

举行的流域资源

用户第一次区域论坛上介绍了其研究结果'

这次会议首次召集了尼日尔河流域的民间团体组织与相关国家&合作伙伴一起

讨论普遍关心的问题'

8*?

部长理事会通过了若干决议%最终促成了尼日尔河流

域用户形成了以国内协作为基础的区域性协作'在一些
8*?

官方机构里都体现了

区域性协作%尤其是在处理流域内大型水坝工程的影响方面发挥作用'

实例
")

# 制订塞内加尔河流域水资源开发与管理总体规划的参与式方法

塞内加尔河开发组织 #

=A1C

$的 !水资源开发与管理总体规划 #

C.?I6

$"

是采用参与式方法编制的'在
OPPX

年批准的流域特征分析报告是一个真正的由所

有利益相关者共享的数据库%它首先是依据了丰富的文献研究%其次是依据了在各

个国家召开的与水利益相关者的会议的讨论结果'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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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C

采用的参与式方法帮助了人们 #往往是文盲$参与该总体规划的编制%

该规划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文件'特别是制定了一份推广指南 #+框架图,$%以帮助

水资源开发与管理总体规划的经费筹集和编制'另外%还使用了电台节目%由项目

小组培训的本地协调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

跨界流域规模可能很大%由此带来的主要困难之一是难以确定利益相关者真

正的代表性'一个解决方案是%按照主题 #农业&渔业&饮水供应和卫生设施&

环境&水坝等$确定代表%同时要确保每个国家都有代表'此外代表应获得合法

地位并得到承认'可以建立一个民主程序%使利益相关者群体选择自己的代表'

在这种方法中不应忽视文化因素%文化因素可以为参与提供有利条件'

实例
#*

# (大湖$圣劳伦斯河流域第一次协调行动# 她的水域' 多样性' 人民与

未来)

既是航道又是内陆海的圣劳伦斯海湾%与其名称相同的河流和大湖区一直是通

往北美大陆心脏的门户'这一区域从苏必利尔湖西端延伸至圣劳伦斯海湾%涉及加

拿大
S

个省和美国
T

个州'

由国际水秘书处 #

:C4

$对其进行协调%本项目对这样一个人口稠密的流域里

的地方&区域和跨边界层面上的众多水资源管理计划起到了强化的作用'它的目的

是通过对每个人都开放的参与进程来确定
OPRW

年想达到的生活条件'这也是公民

自己通过图像&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诗歌等形式表达水话题的机会'第一次协

调会于
OPQO

年在魁北克市召开'

&D"

"

跨界参与

跨界参与的另一个困难是需要从地方层面向上游或向下游发展%通过国家层

面发展到国际流域层面'当每个国家的水资源综合管理机制已经确保民间团体的

参与时%这些进程将更加便利'来自地方社区的信息则由各个国家反馈%整合在

流域一级'如果这些活动将来要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的话%可在边境上的局部范围

内鼓励一些地方开展和参与活动'

跨界流域组织在不同级别的民间团体交流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可能需要

改变其组织文化'此外%国家流域组织和它们的协调合作对于确保对话也至关重

要'长远来说%这意味着给予人民的代表在流域组织机构会议中的 +议席,%以

除了参与具体的会议外还进行主动参与 #即参与决策$%而不仅仅只是获得信息

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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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

# 促进墨西哥$危地马拉的跨境合作

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布埃纳维斯塔 #

*2)/+1$%&+

$小流域委员会的社区成员能

够了解到有关危地马拉圣马科斯的
6%

_

2$-")

小流域理事会的社区管理进程'当不

同的社区发现有必要建立一个当地的治理机构以小流域方法来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

后%

OPQQ

年
U

月成立了布埃纳维斯塔委员会'

布埃纳维斯塔委员会开展的首批行动将重点放在了与危地马拉
6%

_

2$-")

小流

域理事会交流社区活动经验上'他们了解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

:Z!8

$塔卡纳项

目所开发的社区规划与资源管理的成功模式'此模式还包括基于生态系统方法的水

资源管理'

交流活动包括访问项目点%如羊舍&堆肥和树木苗圃项目以及水土保持工程'

布埃纳维斯塔委员会代表团了解了圣马科斯自然资源和环境协调机构在组织过程和

主要成就方面的经验'

墨西哥与危地马拉的这个首次交流活动是通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

:Z!8

$塔

卡纳项目进行的'它也是由德国环境部支持的 +适应气候变化的良好水治理,项目

以及由瑞士发展合作署发起的 +河流建设对话和治理,项目的组成内容'

这两个项目是由
:Z!8

&全球水伙伴 #

I43

$和
:Z!8

环境法中心的成员和

合作伙伴联合实施的'

专栏
!&

$%奥胡斯公约&

QXXT

年
S

月
OW

日在丹麦奥胡斯第四届 #欧洲环境$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 .奥胡斯

公约/(这个公约于
OPPQ

年
QP

月
RP

日起生效'至
OPQQ

年
T

月此公约共有
VV

个缔约

方'包括欧盟(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均是

缔约国(

.奥胡斯公约/规定了公众参与的关键要素'其条款已为广泛公认'有时称之为环

境民主制的基准(它们包括获得环境信息&早期和不断的公众参与决策&透明和方便

用户的程序&当局考虑公众意见的义务&对基础设施的支持以及执法和上诉的有效手

段等(

该公约下的 .关于污染物释放和转移登记册的议定书/主要规定了公共当局对公

众的义务(污染物释放和转移登记册已被证明是非常有效和成本相对较低的手段'通

过该手段可以收集来自私营部门环境信息并将其纳入公共领域从而迫使其降低污染

水平(

议定书引入了新的规定'它意味着私营部门具有报告义务'并可以被视为促进公

司问责制的工具(公约和议定书的这些规定具有支配全局的性质'因而也适用于环境

事务中有关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诉诸法律的其他经验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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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

# 西班牙$葡萄牙水合作

西班牙和葡萄牙共享
W

条主要河流%其边界的三分之二由这
W

条河流或其支流

确定'这两个国家之间已经存在历史上的合作%这两个沿岸国家之间的正式协定开

始于
QTSV

年签订的 !边界条约"'合作的新阶段发生在
QXXT

年%两国签订了 !西

班牙*葡萄牙跨界流域水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合作协定" #!阿尔布费拉协

定"$%将合作的范围从主要以水力发电产生的经济利益分配扩展到更广泛的实现共

享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管理'

基本特征包括)生态系统方法&提升河流流域作为管理单位&土地用途的评

估&鼓励公众参与和透明度'此外%参与性原则包括)通过技术工作组的参与方法

和信息交换&组织具体研讨会和社会参与的论坛等'

在水文规划过程中%组织召开了一些由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对水资源管理

感兴趣的团体参加的公开和主动参与的会议%这样的会议还在不断地召开'最近%

在两次双边参与性会议 #

OPPS

年在萨莫拉召开的干旱管理会议.

OPPT

年在里斯本

召开的水文规划和气候变化会议$后%双方之间加强了协调%以完善 !重要水资源

管理事务的中期综述报告"'

""

分配给民间团体的财政资源应当充足%并可以通过流域组织提供%后者可以

提供技术援助和便利%特别是提供给那些没有组织的用户%从而使利益相关者通

过专题讨论会或特定的媒体把握问题'技术和财政伙伴可发挥催化剂作用'对利

益相关者参与的连续性支持是非常必要的'

&D#

"

公共磋商

受大型跨界水利基础设施 #水坝&引水设施)请参阅第
X

章$影响的人应从

项目立项到投入运行都与该项目保持联系'要保证受影响的人口能得到补偿%当

这些影响超越边界时情况更为复杂'

例如%当要将居住于坝后山谷底部的人口迁移时%需进行磋商'当下游居民

遭受到设施的影响 #正面和负面$时%即使这些人口位于其他国家%也必须进行

磋商'

此外%在很多情况下参与公共协商战略的利益相关者支持保护区的建立和发

展%提供有关该区域的价值及其固有物种 #如共享含水层或自然区域$的当地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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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流域的战略与规划

要点!

#

"

流域国从优先事项和共同目标入手"制定长期的跨界战略并进行验证#

#

"

国家之间共享利益的跨界法律框架与机制是规划的关键要素#

#

"

跨界水资源综合管理的战略规划与其他区域及行业规划过程有关#

#

"

应特别关注大型水利基础设施的规划"这类工程大多会带来跨界影响#

#

"

对于每项行动"应明确确认国内或者国际缔约授权机构"并制定一揽子融

资方案#

#

"

跨界范围的战略与规划制定过程中应有公众参与#

跨界流域的规划行动可采取不同的方式与名称'其应涵盖以下内容)

#

"

长期 #

OP

$

RP

年$***战略行动规划&关于发展与管理的总体规划&管理规

划等.

#

"

短期 #

R

$

W

年$***行动计划或详细的措施计划%其中包括投资计划&工程措

施 #包括环境目标%如维护生态功能$及非工程措施 #包括治理相关措施$'

战略规划由跨界流域机构共同制定%体现流域国对成本与效益的分配'行

动计划必须经过国家政府的正式审批%以赋予它执行力度'对战略规划来说%

一个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是先决条件%跨界法律框架则是一个必要补充 #参见

第
O

章$'

特别是通过按地理和专题划分的工作组&协商过程以及跨界流域机构内各国

自己的代表%使各国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在战略规划的制定中有所参与 #参

见第
S

章$'

'D!

"

跨界诊断分析

规划的第一步%是评估和识别问题所在及其程度%可通过之前各相关国家参

与的环境评估获取这些信息'每个国家包含不同主题的评估矩阵%可在此使用'

评估与问题识别不仅要关注水资源的量&质及自然环境%也要关注社会经济

活动与领域%如土地利用&人口统计数据等%其会对水资源产生直接或间接&即

时或未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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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界诊断分析中%充分考虑相关背景 #之前存在合作协议或项目$&流域

国认定的优先用水&目前与共享水资源有关的保护区&气候变化及极端现象的可

能影响 #见
ULS

节$以及目前解决那些共性问题的研究项目等%是很重要的'

对于全球环境基金 #

I6<

$国际水资源投资计划中拟定的项目来说%跨界

诊断分析 #

Y.?

$的主要技术作用就是识别&定量并设定本质上与水资源有关

的跨界问题'特别是%

Y.?

的目标在于)

#

"

识别并优先化跨界问题.

#

"

每个跨界问题对水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会产生影响%要收集并解释其基于

科学的有关信息.

#

"

分析每个跨界问题当前的&潜在的及根本上的原因%而且特别要识别那些造

成水资源和环境退化或威胁的具体做法&根源&位置及人类活动.

#

"

完成制度&法律&政策和计划投资的分析'

跨界诊断分析是一个结合实地调查的科学技术分析%用于判断跨界水问题的

来源&原因及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其必须是一个真实客观的评估%而非一个谈判

协商文件'以跨部门的方式开展该分析%注重各国关切与优先事项'为了使分析

更有效且可持续%其应包括一个详细的将当地制度&法律及政策环境考虑在内的

+管理分析,'此外%开展跨界诊断分析%应事先进行全面的利益相关者协商%这

些利益相关者在随后的全部过程中都有所参与'跨界诊断分析方法不仅是实现发

展的一种验证方式%而且是衡量战略行动计划实施效果的一个分析工具'

专栏
!'

$跨界诊断分析*战略行动计划

全球环境基金 !

I6<

"国际水资源计划支持了
QTR

个项目(

I6<

是由
QVX

个
I6<

受援国及
OR

个非受援国共同协作管理其跨界水资源的最大的多国合作资助机制(参与

I6<

国际水资源项目的国家获得
I6<

资助的同时'已就
QR

个区域合作框架&条约或

协议进行了协商(

下列流域采用跨界诊断分析*战略行动计划 !

Y.?

*

C?3

"方法'实现了区域合作)

#

"

OO

个跨界河流流域%

#

"

T

个跨界湖泊流域%

#

"

W

个跨界含水层系统%

#

"

QX

个大型海洋生态系统(

更多信息请参考)

KKKL&")

G

)NL'#

G

""

诊断分析为行动计划的制定提供了事实基础'除此之外%在行动计划的制定

期间%通过替代方案的初始步骤与后期发展%诊断分析还应成为利益相关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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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一部分'利益相关者的确认&协商与制度能力的研究&管理及投资都是

该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

跨界诊断分析应当含有一个预报方法%比如对水资源形成压力的元素进行预

测%这些元素包括)人口增长 #本土的和外来的$%其包含生活用水的额外消耗&

废水排放增加&城市化&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等%同时还有水资源需求及相应的水

量管理)灌溉体系的现代化&水资源重复利用等'

第一步是以前瞻性的视角来评估形势&识别问题%这样就可以在第二步明确

并优化目标%例如可以按照同等发展地区来设定并优化目标***每个区域都可能

涉及几个国家%由此会跨越行政管理边界'整个流域不同的国家优先事项都应有

所体现'从这点上看%各国之间在跨界流域机构的支持下发展共识很重要'

可以明确的是 +共同愿景,的表述%其概括了流域诸国的共同目的与目标'

这种共识模式必须满足人们的期望%他们是整个过程的最终受益者'

'D"

"

跨界规划工具

不同种类的规划工具采用流域诸国填报跨界信息系统的有关数据 #见第
V

章$'除了监测之外%我们能在战略规划工具中区分出基于监测与模拟的决策支

持工具&经济工具&环境工具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工

具并不能取代流域管理者的专家意见'

水资源信息系统&监测网络以及采集的联合数据等提供了共享水资源状态的

有用信息%并在短中期的决策支持过程中提供帮助'在规划过程中%确定相关的

控制网络%选定合适的位置或者控制点并确保流域国所提供的数据质量%都是非

常重要的'除了模型能帮助水资源管理者预测不同的形势之外%还有更多其他

方法'

决策支持工具以模型应用为基础%按照应用与地理范围%该模型可以模拟水

文 #降雨&流量&含水层水位$&水力 #水流传播&调节工程$运行以及水资源

配置等'该应用对于流域国之间的共享尤其有用'一些其他工具也可以模拟水质

或者泥沙输送等'

定量模型%常常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可通过干旱年或多雨年&降雨与流

量的历史记录等水文气象数据%模拟不同的情景方案'通过按比例缩小全球气候

模型来改变这些记录及温度%能够评估气候变化的一些影响'情景方案也可纳入

不同的发展战略%尤其是流域内新建大型跨界工程及其联合使用等方面'情景研

究应由流域国协商一致开展并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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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

# 尼日尔河流域水资源配置工具

尼日尔河流域管理局 #

8*?

$已经开发了一个模拟水资源开发与配置情景的

工具%并付诸应用'

OPPU

年该工具曾用于流域开发情景方案的选择%方案包括新

建三座大坝并增加灌溉面积'该工具由
8*?

当地的咨询专家研究制定%并有负责

其使用的
8*?

在编专家的有效参与%以确保其经费来源及可持续使用'

模拟模型是为处理这个流域面积达
QWP

万
DH

O 的大型流域的具体问题而定制

的%包括)

#

"

大坝下游河流取水量及远离蓄水区的需水点.

#

"

水文年内及年际变化.

#

"

全球关注的大型湿地 #尼日尔河内陆湿地$.

#

"

根据
:C=

满意原则考虑对各国之间公平灌溉取水的需求%该原则规定所调节资

源只应在它能够满足其他国家成比例的需求增长的情况下%才可用来满足一个

特定国家的需求增长'

该工具是在法国合作支持下的尼日尔河流域共筑愿景阶段研究制定的'本阶段

形成了
OPOW

年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投资计划及水宪章%已于
OPPT

年
V

月被

8*?

的
X

个成员国全部采纳使用'计划中包含了一个水资源总体规划%其通过模

型分析了规划内水利工程设施的兼容性与互补性'

""

这些模型可以模拟不同时间跨度 #短期&中期&长期$的开发规划与计划'

相同的工具可用于之后流域尺度上或单独一个国家的战略管理 #管理图$%或者

是不同项目的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

利用这种工具%可促进投资的经济优化和各国之间的利益协调'经济模块可

与水力学工具相结合%来评估不同测试情景方案的经济效益'

地理信息系统可整合&分析自然及社会经济数据'他们可以把流域不同的地

缘政治组成直观呈现%特别是构成该流域的不同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组成'同时对

于用水户和非技术人群来说%他们也是一个有力的交流沟通工具'对于大型跨界

流域来说%卫星图像就特别有意义了'

'D#

"

跨界总体规划

评估一经完成%就有必要明确要执行的具体行动'这些行动可以是不同的类

型%可具有或多或少的跨界特性'除了制度上的或能力建设项目之外%我们也可

引用那些最能促进同一流域不同国家间综合管理的活动)水力发电&灌溉&航

运&低水位补给&生态保护&极端自然现象 #洪水&干旱$及污染等控制'

在不同的开发情景方案研究中%各国达成共识选择一个方案并由此制定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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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实例
#$

#

"*!*

$

"*!%

年湄公河流域开发战略

OPQQ

年%下湄公河流域国家编制并通过了流域开发战略%这是湄公河委员会

#

A>!

$合作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里程碑'在中国澜沧江*上湄公河流域以及下湄公

河流域的开发活动正在改变湄公河的水流情态'现在私营企业正在积极寻求投资机

会%以满足对商品和服务日益增长的需要'如果具有有效的调节系统%湄公河能够

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

该战略明确了一个动态的流域开发规划过程%并将每
W

年进行一次回顾与更

新'它规定了以下流域开发的战略优先顺序)

#

"

现有开发机遇和风险的处理.

#

"

农业灌溉的扩大与加强.

#

"

水电开发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大幅提高.

#

"

重要知识的获取.

#

"

利益与风险共享方案的甄别.

#

"

气候变化应对战略的实施.

#

"

流域规划与国家体系的统一'

该战略也包括)

#

"

确定水相关行业的流域目标与管理战略.

#

"

加强国家层面水资源管理过程.

#

"

加强流域层面水资源及相关管理过程.

#

"

明确流域范围内严格的环境社会目标及基线指标.以及

#

"

实施能力建设计划%与湄公河委员会整体计划相联系%并与国内能力建设活动

形成互补'

""

跨界流域的行动规划%首先将包括具有跨界特性且至少使两个国家受益的

有关行动'只要国家层面的行动与总体规划保持一致%就被纳入到总体规划

中'地方层面及只含一国的行动计划最好纳入到国家水资源综合管理行动计划

中'同时也设计了一些专用机制%用于识别那些可能对下游国家造成损害的

行动'

对于全球环境基金 #

I6<

$国际水资源投资计划内开发的项目来说%战略

行动计划 #

C?3

$是一个协商后的政策文件%其应在所有相关行业的最高政治层

面得到支持与认可'它为有关行动 #例如)政策&法律&制度改革或投资$建立

了明确的优先顺序%以解决跨界诊断分析中遇到的先后顺序问题'

C?3

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界定明显的基线'这能使纯粹国家利益的行动与那

些解决涉及全局利益的跨界问题的行动有一个明确区分'另外一个关键要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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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及国家层面建立实施
C?3

的制度机制以及衡量该过程成果的有效性的监

测与评估程序'

一个
C?3

应该明确政策&法律和制度改革%以及解决跨界水资源问题优先

顺序的投资方案'

C?3

的准备是参与国相互合作的过程'它概括了解决优先问

题所需的有关行动%且须在技术援助&能力建设或是可开发的投资项目之前得到

认可'

C?3

为每个国家都设置了具体的能在全国范围内得以采用且与其他相关

国协调一致的具体行动'

以多种多样的经济模拟结果为基础%并通过一个协商谈判的过程达成共识%

从而确定如何分摊行动的成本与效益'

实例
#%

# 维多利亚湖流域战略行动计划# 从共同体层面到部委层面

维多利亚湖是非洲所有湖泊中最大的一个湖%在制定区域环境和经济可持续管

理框架的过程中%它成功应用了跨界诊断分析(战略行动计划 #

Y.?

(

C?3

$方法'

由肯尼亚&坦桑尼亚以及乌干达等流域国联合实施的维多利亚湖环境管理项目为第

一阶段%在改善区域水资源管理上迈进了一大步'该阶段关注于对湖泊的认识及区

域能力建设%同时验证大量共同体行动的可行性及当地共同体与区域两个层面上的

制度模式'

通过在
QXXV

年签订的一个公约%这些国家成立了维多利亚湖渔业机构%这表

明共同体的利益能激励部门行为'按照
QXXX

年 !东非共同体条约"下推行的 !维

多利亚湖流域可持续发展议定书"%

OPPR

年成立了维多利亚湖流域委员会'

项目的第二阶段%位于维多利亚湖上游的卡盖拉河流域的卢旺达与布隆迪两

国%签订了条约与议定书'通过这两个国家的参与%可努力制定一个较为全面的解

决方案%来应对该湖泊在过去
RP

年来遇到的问题%包括由于富营养化污染及大量

藻类水华出现等带来的日益严重的湖泊生态问题'

渔业税收信托基金的建立是可持续性的重要基石之一'所有渔业都需向税收信

托基金支付一个最低税费'进而%在税收信托基金的资助下%区域和当地社会的有

关措施得以实施'这些措施旨在确保维多利亚湖在所有层面%包括从社区到各政府

部门%得到妥善管理'

""

除了共享不同设施 #水力发电&灌溉&渔业&航运&饮用水供应&娱乐活动

等$的绩效之外%还需要开展与生态系统 #比如%湿地的自我清洁&水产渔业和

污水排放$有关的利益与影响研究'

跨界流域战略行动计划应与本区域内有关农业&能源&交通&信息(交流的

其他国际项目%以及现有的行业规划或正在制定的规划 #应对气候变化&防洪抗

旱等$保持一致'



=

"

跨界流域的战略与规划

跨界河流!湖泊与含水层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手册

((()*+,-.+/(0)-1

2

!

((()

2

(

3

4-156)-1

2

>9

"""

'D$

"

投资计划

因为战略规划是一个长期规划%只在短期行动计划 #几年内$中详细列出优

先开展的行动'以现实可行的方式估计其预算%制定投资计划 #包括财务上可行

的项目$及活动 #培训&教育&信息系统的开发$%并在流域国之间尽可能公平

地进行分配'为实施下一个计划%每隔几年要对该投资计划进行回顾%所以实施

过程是重复进行的%不断引入新的数据并考虑新结果与未来的开发'

流域组织制订了战略与资金安排%资金安排可能是不一样的 #自筹经费&贷

款或捐款形式的外部援助&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详见第
T

章$%这取决于行动的

类型'流域国之间成本分摊的有关安排与各行动所产生的收益共享紧密相关'

一旦规划制定后%主要的水利基础设施 #大坝&引水&调水$就成为投资预

算中的重要部分%经常被安排在几个短期规划内实施'

当这种基础设施具有跨界特性时%实施此工程的决策可能是流域国合作中尤

其敏感的一个方面'就此工程实施达成共识成为区域内国际合作与政治经济一体

化发展的重要资产'应按照大量国际标准&世界大坝委员会有关意见和建议来评

估该基础设施的环境与社会影响'

实例
#&

# 尼日尔河流域从共同愿景到全流域投资计划

由
I6<

支持的 +扭转尼日尔河流域土地退化与水资源恶化趋势,项目%其目

标是减少并防止与水资源相关的跨界生态系统的进一步退化%防止土地退化%保护

生物资源%并为流域与国家层面合理决策进行能力建设'

在国家与流域层面多学科团队广泛参与的过程之后%完成全面的跨界诊断分析

#

Y.?

$与战略行动计划 #

C?3

$'在跨界诊断分析的结论得出之后%制定了战略

行动计划这样一个政策文件%作为尼日尔河流域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的补充'

'D%

"

实施与跟踪

编制优先行动计划是跨界流域机构的职责%它负责协调该计划的实施并建立

一个跟踪与评估系统'

我们需要将工程上的行动 #新开发&施工&修复&维护$&技术上的行动 #设

计&后续行动&能力建设$与机制上的行动 #程序&规章制度&监管$区分开来'

同水利工程和基础设施相比%非工程与环境措施更易于实现%且能带来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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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利益%如减小洪灾影响的河床恢复与湿地保护&自然物种的引进&能力

建设活动或者是意识宣传活动等'不过%这些措施也需要利益团体和流域国之间

达成共识%以确保行动的连续性与有效性'

对于每项行动来说%要确定缔约机构&主要缔约者&管理者以及受益者的职

责'根据行动类型%依照辅助性原则%缔约机构可以是国际的%也可以是国家

的%甚至可以是当地的机构'有些行动可在跨界流域机构的职责范围内%但由国

家机构来实施%由区域管理部门进行监管'

对于流域机构来说%从规划阶段到实施阶段的转换是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可

能需要重组%成立新的团体%建立新机制%以促进它与政府的工作联系'

对于流域机构监管和流域内所取得的成果来说%绩效指标很有意义 #详见第
V

章$'

定期将有关行动告知流域内不同利益相关者是必要的'不同部门的利益相关

者会参与到与其相关的实施活动当中'

'D&

"

气候变化与涉水风险

涉水风险 #洪水&干旱&污染$控制%在使极端事件频率加快的气候变化条

件下%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实质意义'与风险控制 #预防&预报与保护$相

关的行动应是跨界流域范围内战略规划的一部分%且再一次需要开展利益相关者

参与及公众协商'

各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尤其是风险控制必需的水文&气象数据交流%在行业

规划编制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行业规划具体包括气候变化影响控制&干旱

与洪涝管理计划'可由跨界流域机构集中收集有关信息%该机构掌握全球预警系

统并警示各国何时存在危险 #详见第
V

章$'

洪水控制是水资源综合管理概念中的一部分内容'减缓天然溢流道 #洪泛平

原与湿地$中的洪流是有效且可持续的%包括对下游国家的保护'控制人类在易

淹区定居是一项必需的补充措施'

实例
#'

# 非洲的水' 气候与发展计划

水&气候与发展计划 #

4?!.63

$由非洲水利部长理事会领导%并由全球水

伙伴 #

I43

$负责实施%以支持非洲联盟国家首脑关于水与气候变化的 !沙姆沙

伊赫宣言"及义务的实施'其目标是促进作为国家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关键的水安

全%并有助于经济增长和人类安全应对气候变化'

由此%

5> 4+00$/

G

N'#B

领导的一个团队在
OPQQ

*

OPQO

年间制定了 +水安全&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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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复原及发展框架,%以促进
4?!.63

的实施)

#

"

该政策文件简短且方便用户操作%概述了 +无遗憾(少遗憾,投资战略的发展.

#

"

它提供了将水安全与气候复原融入到国家发展规划&宏观经济框架&国家预算

以及整体经济中的有关要素.

#

"

它以技术背景文件的分析为基础%该技术文件从水安全与气候复原战略方面收

集了最好的国际经验%为处理不确定性及相关投资提供建议'

更多信息请参考)

KKKL

G

K

(

L'#

G

(

4?!.63

实例
#(

# 摩拉瓦河联合洪水风险管理计划及实施

摩拉瓦河是多瑙河的支流%由奥地利&捷克共和国及斯洛伐克三国共享'由于

地区性降雨引起洪水及山洪%这条河流常常很危险'

OPPS

年洪灾约损失
RWP

万欧

元%且多是农田土地的损失'

摩拉瓦河没有流域联合委员会%但三国之间有关于洪水预报&告知与预警的双

边协议'此外%中欧洪水风险评估及管理 #

!6<>?A6

$项目涉及了摩拉瓦河&迪

耶河 #摩拉瓦河的主要支流$&多瑙河和莱茵河'该项目进行了形势回顾与评估%

开展了洪水风险分析%绘制了风险图%并提出了安全规范需与最佳实践发展保持协

调一致的建议'

""

从发展远景来看%洪泛平原的恢复有助于改善当地人民的生计'降低洪水风

险是下游国家的一个主要利益'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为保护下游而人为地提高库容'那么%对在上游 +蓄

水,的国家进行补偿的机制可与被保护的下游国进行协商谈判'建议不要采用堤

坝等保护措施%因为这些措施除了有效性有限&对环境有重大影响之外%不过是

将问题转移到了下游而已'

存在缺水问题的地区%调节水库可以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主要解决方法'

根据季节性的变化与需求调节供水流量 #详见第
X

章$'

实例
#)

# 马斯河流域的
;7OHG

项目

?A:!6

项目是由
QU

个参与国在 +马斯河及其支流整治公共机构,领导下共

同实施的'旨在减小气候变化对人口密集&房屋林立的洪泛平原产生的经济&社会

与生态影响%这些洪泛平原是欧洲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项目通过为河流让路&将

农田转换成自然空间和保护洪泛平原
8+&2#+OPPP

等活动%改善天然的持水能力'

例
Q

"

位于瓦隆阿登 #

4+00''/?#B)//)%

$流域上游%降雨量较高'当上游区域恢

复到其自然状态时%能提供充足的滞洪能力'对于减缓洪流及地面蓄水以防

干旱来说%这些区域是必要的'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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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O

"

位于流 域 下 游%靠 近 斯 滕 贝 亨 镇

#

C&))/M)#

G

)/

$'其目标是在马斯河水

位太高而导致其他小河的水无法流出

时%能使小河淹没周围的土地'尽管

洪泛平原辽阔而平坦%但农作物与草

地阻力很大%使其颇具挑战性'

例
R

"

强调使用
8+&2#+OPPP

区域弥补在都市

化区域的渠化河流'考虑到生态因素及

水质较差%其目标即解决水质问题'这里所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是与拥有土地使用

权的农民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

""

不过%由于蓄水式水库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建立这些项目的碳平衡 #例如

在林区$将是非常必要的'

干旱管理计划及其有关措施%及在反常天气时期使用指标体系跟踪可利用水

量减少的影响或密切监测含水层水位等%都应该在跨界合作中予以考虑'

有时候%确定最小需水量及在干旱情况下对其进行修订的可能性%以及增进

国家间的沟通与数据交流%提高干旱期采用有关措施的灵活性等%都应有所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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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跨界流域机构的融资

要点!

#

"

跨界流域机构应有与其任务相适应的可持续融资制度#

#

"

共有三种类型的资金需求"分别用于机构的运行!完成基本的任务以及在

需要的情况下用于基础设施的管理#

#

"

内部的融资制度可能包括-成员国出资!征收使用相关税费!项目管理

费!服务费等#

#

"

外部的融资制度则可以是公私合作伙伴和捐助方出资 $主要为贷款'#

一个持久有影响力的跨界流域机构必须具备与其相适应的可持续融资制度'

该制度尤其需要培养流域机构在日常运作过程中预算管理的自主性%提供该组织

长期的资金来源%使其在成员国当中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当绝大部分运行预算能

够得到保证%融资制度的可持续性也就得以确立'

流域机构每年都可能面临资金数额的变化问题%主要原因来自成员国赠款支

付的不规律性%这往往导致长期的资金拖欠'成员国的直接投入与跨界流域发展

所面临的挑战相比数量往往不多%尤其是在流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此外%跨界流域机构融资制度的建立需满足)

#

"

流域机构的不同任务(职能.

#

"

流域的资金需求.

#

"

所需的最后期限 #短期&中期及长期投资$'

举例来说%以流域内主要设施的建设与管理为职责的流域组织%应该有一个

有效的途径动员多种必要的资金)各成员国的公共自筹经费&项目受益人提供的

资金&私营机构的资金&国际贷款与赠款'

与之相对%以建设和运行水信息系统和开展规划为主要任务的流域机构%其

融资主要来自流域自身提供的运行预算 #各成员国$'这当中也存在例外%如信

息系统的建设需要外部捐助的情况'

融资需求通常有三种类型)

#

"

流域机构运行所需资金%包括职员薪水&设备费&差旅费&机构用于开展各

类活动的资金和供给 #研究&数据库&研讨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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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流域机构完成任务所需资金%如监督或计划.

#

"

水利工程及基础设施所需资金%包括研究&修建&维护&运行管理'

如果流域机构需要确保融资制度的整体连贯性%显然在执行过程中%可以根

据类型的不同 #运行或投资$选择多种融资方式'

(D!

"

跨界流域机构的不同融资制度

专栏
!(

$跨界流域机构的不同融资制度

流域自身融资 外部融资

成员国出资
课税

制度

流域机构

项目管

理费

服务费
公私合作

伙伴

捐助方出资

!官方发展援助

资金大部分

为贷款"

根据规定的

每个国家分配

的份额直接

承担预算

通过社

会团体

征费

基于用

户*污染

者付费

原则

流域机构

在项目管

理过程中

的服务

费用

流域机构

提供服务

或产品的

费用

由私营部

门根据契

约投资基

础设施

以项目

!或计划"

为基础

与资源使用

不直接相关

与资源

使用直

接相关

与流域机

构的工作

内容相关

与流域机

构的活动

内容相关

与水利基

础设施

相关

实例
$*

# 尼日尔河流域管理局的可持续融资

尼日尔河流域管理局 #

8*?

$

XP\

的资金来自全球捐助方%主要用于实施有

期限限制的项目'剩余的
QP\

资金由成员国年费不定期支付%几乎全部立即投入

到当前运行中'不过%近年来随着尼日尔河流域共同愿景的提出%这些成员国理所

应当地给
8*?

指派了越来越多的 +流域公共服务,任务%并且多是长期性的)水

文监测预报&环境监测&水资源分配&大型大坝项目的规划与协调'

为确认及调动自身可持续的财政资源%

8*?

在法国开发署的支持下开展了一

项研究'这项由
8*?

各国首脑共同签署的倡议建议采用多方面的机制)

#

"

将成员国的出资与基于刚果河*乌班吉河*桑加河流域国际委员会 #

!:!=C

$

的区域征税相结合.

#

"

执行
OPQP

年生效的 !尼日尔河流域水章程"规定的用户支付原则)其中包括

支付
8*?

提供全流域水文服务的费用%尤其是由水电企业支付费用.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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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贯彻污染者付费原则.

#

"

建立资本基金%可能需要捐助方参与.

#

"

8*?

作为契约机构 #通常与国家共同承担$费用的支付.

#

"

为银行提供的融资项目筹集资金服务支付费用.

#

"

实施结构工程建设有关的补偿措施'

(D"

"

成员国对流域机构的贡献

各成员国对流域机构预算的贡献原则上按年度进行'这一原则使成员国得以

证实他们对于该组织和达成团结进程的信心'

为确保中期财务的透明度%当务之急是由各国和流域机构之间通过一个规章

或契约框架%确定各国贡献分配方法'

分配方法可以基于平等原则%即每个成员国按照相同比率贡献 #例如%五个

国家共享一个流域%则每个国家分摊
OP\

$%或基于互助原则%即富裕的国家比

贫困的国家多做些贡献'同样应该考虑基于客观和可衡量的指标标准%如对河流

的占有比例&取水&人口&流域面积&每个国家在流域内的经济活动等'逻辑表

明%所选取的标准均应与水资源 #水量及水质$相关%并应将几种标准统筹

考虑'

实践证明%如果上述原则有效%此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往往会导致这些成员国

同意主要基于政治考虑的分配方法%这其中考虑到各国贡献的可能性&它们的利

益以及参与流域管理的程度'

对一个新的流域机构而言%如果其成员国过去已有分配的实践%则分配方法

的确定必须考虑到这一历史状况'在准备谈判时%强烈建议按照之前的标准模拟

建立预分配方案'

该框架也确定每年最低贡献限额%以反映所有国家参与流域联合管理的意

愿'在分配方法协议中最好明确成员国未能足额支付的相应罚则%以降低风险和

避免拖欠'

(D#

"

使用区域共同体基金

为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有根据区域合作条约或协定设立

的一个 #或多个$机构%或经济共同体 3如西非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

6!=,



>

"

跨界流域机构的融资

跨界河流!湖泊与含水层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手册

?@

"""

((()*+,-.+/(0)-1

2

!

((()

2

(

3

4-156)-1

2

4?C

$和西非经济货币联盟 #

Z6A=?

$%南部非洲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

C?.!

$%南美的南美洲共同市场 #

A6>!=CZ>

$等4'这些机构通常会征收区

域性赋税%如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区域团结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区域税等'这

些赋税通常来源于进口商品'

这些区域机构可以通过将税收的一部分分配给流域机构%为后者提供融资框架'

然而%流域机构需要向区域一体化机构阐明其目标&活动&成就%以说服相

关区域机构接受这个原则和实行具体征税方法'

这种解决方案看上去很具吸引力%是基于以下特点)

#

"

易收回资金.

#

"

相对于税收和收费%更易于被各国纳税人接受.

#

"

中短期即可能建立机制'

然而%这类解决方案同样面临诸多限制)

#

"

这一机制是与现有的区域赋税关联%还是更多地按照流域机构提供的服务把

它确定为另一个融资来源-

#

"

流域机构的成员国应与区域合作伙伴就其原则&范围和执行方法达成协议'

由于政治的复杂性%部分流域成员国可能并不属于区域合作组织%而区域合

作组织当中的国家也有可能不在流域内'

这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政治意愿'

基于经济标准的区域赋税或征费制度%也会在有关地区的经济活动减少的情

况下引起流域机构的经济风险问题'

实例
$!

# 刚果河$乌班吉河$桑加河流域国际委员会的区域一体化税

刚果河*乌班吉河*桑加河流域国际委员会 #

!:!=C

$是隶属于中非经济与货币

共同体 #

!6A?!

$的专门机构'

!6A?!

的各国政府首脑采纳了一个独立的融资机

制%即区域一体化税 #

!:Y

$%征收额为共同体中所有国家从第三方国家进口消费品

的海关价格的
Q\

'税收收入直接由海关征税处转入中非国家开发银行分行的账户'

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均为
!6A?!

成员%这三个国家通过
!:Y

对
!:!=C

的预算贡献现已达到其融资总额的
UP\

'各成员国分担预算分配比例

为)喀麦隆
QP\

.中非共和国
RP\

.刚果共和国
RP\

.刚果民主共和国
RP\

'作

为非
!6A?!

成员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直接向
!:!=C

捐资'

(D$

(用户$污染者 *付费) 类的征税

征税的依据是取用水 #当地(异地$及水污染均会对水资源造成破坏 #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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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质两方面$'这一税别可以理解为补偿和修复这种破坏的费用支付'

这种融资体制与之前的不同%更侧重于水资源本身和为用户提供的更为具体

的服务%如灌溉&饮水&卫生&航运&水电生产等'这一体制可适用于流域内部

分或所有用水领域'

对于灌溉部门而言%其支付原则是基于农田灌溉面积%或在安装了可靠测量

系统前提下的灌溉水量的适用税率'对于饮用水供应%税率则施加在从流域中提

取用于饮用的原始水量'对于水电部门%则是按照生产每单位电量设置税率'航

运的税率则是根据载客数或运载吨位决定'

污染同样需要纳税 #污染者支付税费$'如果运用得当%该税种可限制对相

关河流有污染的活动'这同样意味着%成员国将需要建立水政系统%并掌握任何

可能造成水污染的主体%无论是工业&矿业&石油&家庭&手工业还是农业'

选择基于税收的融资体制%既可以分别建立在各个成员国%也可以直接设立

于流域机构'对于前一种情况%国家间的执行规则还需要经常调整'

流域机构在各国之间起协调作用%尤其是在确定税基和征收方式方面'

建立税收制度时%需确保以下要素)

#

"

纳税人的偿付能力和流域机构的角色%以此确定最大用户 #小用户的偿付能

力问题在国家一级解决$.

#

"

贡献类型%由于流域机构不能征收所得税%仅可是一种可以认作是购买物品

使用权或特定服务用的支付价款的税金'

这种征收取水和水污染税款的融资体制的优势在于和水资源直接挂钩%并且

有利于流域机构开展定期融资%同时非常适合于流域机构的运行预算'

(D%

"

由跨界流域机构开展项目管理的费用

根据职能和能力%流域机构可以加入到项目周期的不同阶段)

#

"

前期调研.

#

"

资金筹集.

#

"

现场活动的计划和执行.

#

"

设施的运行和维护.

#

"

实施的监测与评价及活动影响评估'

在这些情况下%流域机构将按照其履行的职责得到投资额一定百分比的补

偿金'

此处给出几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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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慎重确定流域机构在哪些活动上与项目管理相关%这一相关性也取决于流

域机构的能力&技术和经济专长.

#

"

在建立 #或改革$流域机构&界定其角色和职责的过程中%对项目管理方面

要慎重考虑.

#

"

除了活动的性质外%还应考虑活动的范围'相较于本地&国内&地区等类

型%流域机构明显更适合在区域范围内开展活动'

与项目管理有关的活动可分为三类)

#

"

需要国家政府参与的行动%包括国内的公共采购%除向国内专门机构支付费

用之外%可根据契约比例向流域机构付费.

#

"

完全由流域机构负责采购程序的行动%没有任何国家机构参与.

#

"

与大量投资相关的活动 #水坝&灌溉&水电等$%包括国内项目管理%可使

用投资金额的一定比例'随后可建立由流域机构负责的基础设施管理或开发

公司开展此类活动 #如塞内加尔河开发组织下的
C=I6A

和
C=I6.

案例$'

实例
$"

# 塞内加尔河流域的大坝共享

由于
QXUO

*

QXUR

年发生的旱灾%塞内加尔河沿岸国家的领导人
QXUO

年决定共

同建立塞内加尔河开发组织 #

=A1C

$'在建立
=A1C

以及塞内加尔河法律地位等

方面达成协议的基础上%

QXUT

年
QO

月
OQ

日%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三国

元首又共同签署了一项关于公共基础设施法律地位的公约%明确了
QXUV

年就已达

成的关于塞内加尔河上所有公益设施由
=A1C

的成员国共同拥有'

QXTO

年
W

月
QO

日%在巴马科签署了关于公共基础设施融资安排的公约'

迪阿马坝 #反盐坝$和马南塔坝 #水电及调节坝$分别建于
QXTT

年和
QXXP

年'他们被誉为 +第一代,工程'工程运行维护由迪阿马坝管理开发公司

#

C=I6.

$和马南塔能源管理公司 #

C=I6A

$执行%

=A1C

的部长理事会为最高

监督机构'

=A1C

的成员国之间根据各自从项目当中的获益比例分配债务%这些

获益主要指能源生产%也包括航运和灌溉'

当前%

=A1C

仍在继续努力%并已取得了以下成果)

#

"

通过完成
<c0'2

和
I'2$/+

设施 #第二代工程%进行中$%提高水电产能%为降

低生产成本创造有利条件.

#

"

控制&调节&保护并多样化地利用水资源%以满足未来的巨大需求'下步将致

力于实施
I'2#M+%%$

大坝 #第三代工程$的基础研究等工作'

(D&

"

服务费用

流域机构可以通过提供特定服务收取费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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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流域项目开发者提供援助.

#

"

出售原始数据 #这意味着一个有效的信息系统$.

#

"

为公共&私营机构或其他团体提供意见.

#

"

研究&水力模型&信息 #制图&利用数据库分析$'

然而%对于一个设有常设秘书处的流域机构而言%这些服务产生的收入远小

于其运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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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挑战

要点!

#

"

水道航行!水力发电!农业灌溉和洪水控制通常是跨界流域的主要挑战#

#

"

流域国间可能有意向共同建设大型水利基础设施项目#

#

"

水生态系统提供的多种服务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需要由同一

流域的国家来共享#

#

)绿色基础设施+$如湿地'与传统基础设施互补"是 )水.能源.食品安

全+纽带关系的一部分#

有关洪水方面的内容参见第
VLV

节 #洪水预警系统$和第
ULS

节 #气候变化

与涉水风险$'

)D!

"

内陆航行

千百年来%内陆水道运输对成熟经济体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为许多国家

搭建了桥梁'它提供了一种安全&环保&可持续的交通方式%成为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因素'这种运输货物和人员的方式可以刺激区域经济的发展%并将内陆

国家与海洋连接起来'

世界各地的大型水系均设立了国际航行委员会或机构%早期的条约往往是围

绕水的其他用途形成大型合作的基础 #如莱茵河&尼日尔河&刚果河等$'

在所有的运输方式中%内陆航运对气候变化和环境的影响最小&最低'它的

发展以现有的和拟建的铁路和公路的联合运输 #包括跨界运输$为基础'航运的

本质是提高能效%要求运输每吨货物消耗尽量少的燃料'由于公路货运转移到内

陆航道和沿海航线%即使在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交通拥堵也能够得到减缓'

在过去的战争与和平时期%内陆航行都连接着不同的国家%并为这些国家消

除重大的政治文化差异提供了手段%无论是在商业用途中还是当今的娱乐用途中'

信息技术和电子通信的应用促进了航道标记&水位和潮汐信息的利用%以及

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和国家的密切合作%在降低潜在环境影响的同时%提供了更强

运输能力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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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

# 刚果河流域的内陆航行

刚果河中游及其支流乌班吉河 #

ZM+/

G

$

$和桑加河 #

C+/

G

"+

$均属于国际水

道'

QTTW

年的 !柏林议定书" #

I)/)#+0?-&'N*)#0$/!'/N)#)/-)

$和
QXQT

年的

!圣日耳曼公约"#

C+$/&,I)#H+$/,)/,7+

9

)!'/E)/&$'/

$已经声明%所有缔约国的商

船在国际水道上享有与沿岸国家同等待遇和自由过境权'刚果河流域内的公路和铁

路网络以及水道为中非地区提供了联运平台 #见图$'

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

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四国的国家元首

于
QXXX

年
QQ

月
S

日签署了一项关于

制订专门的河道规章并成立刚果河*

乌班吉河*桑加河流域国际委员会

#

!:!=C

$的协议'

!:!=C

的主要目标

#现已扩大到水资源综合管理$是通过

可持续和公平利用刚果河及其支流水

道促进区域一体化%达到通航目的'

目前%刚果河*乌班吉河*桑加河流

域的内陆水道系统多用途使用和航运

下降特征明显%几十年来%该系统缺

乏维护%基础设施和设备老化%监管

薄弱%行政效率低下'

!:!=C

于
OPPU

年评估发现%船员老龄化和缺乏训练情况普遍'为了改善这种状况%由
!:!=C

管理

的内河航运地区培训中心从
OPPX

年起在金沙萨 #

;$/%"+%+

$提供培训课程'

""

设计&管理和运行领域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不断提高%意味着现在可以以一种

较其他运输手段更加环保的方式开发和利用水道'世界水运基础设施协会 #

3:,

?8!

$是全球性的航运组织%它为港口和航道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利用提供指导'

实例
$$

# 塞纳河$北欧运河

塞纳河*斯凯尔特河 #

C)$/) C-")0B&

$连接工程是一个综合运输系统%将塞

纳河流域与
OPPPPDH

长的广阔欧洲水道网络连接起来%支持内陆港口水路运输网

络的发展%提供
V

个联运平台增强塞纳河*北欧运河的运输能力'该网络将大大提

高内陆港口货物运输能力%提高港口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为了协调实施河流联通%瓦隆&弗兰德和法国的水道管理者创建了塞纳河*斯

凯尔特河欧洲经济利益体 #

C)$/) C-")0B&66:I

$'它为管理者更好地了解欧洲用

户在服务方面的要求开启了对话的窗口%为成功联通河流创造了条件'

该项目联通了北欧和塞纳河%使工农业地区&大型消费地区和沿海地区之间更

容易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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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水利基础设施

同一流域国家间 +分享,的概念并非与水直接相关%而是指分享与水相关的

利益'从这种观点来讲%大型跨界水利基础设施是一个主要问题%特别是在农业

灌溉和能源领域'

大型水利基础设施是指)

#

"

大型水坝%即坝高超过
QWH

或库容达到
RPP

万
H

R 以上的水库.

#

"

沿河大型工程 #并非蓄水和调节工程$%尤其是水电工程.

#

"

调水工程%包括引水 #流域内或跨流域$和供水工程%如向大型灌区供水'

大型调节水坝通常有多种功能%例如)水力发电&灌溉 #水库周边自流取水和

耕种$&防洪&枯水补给和各种相关功能 #航运&生态保护等$'位于跨界流域的大坝

为同一流域的多个国家创造了效益%甚至连发电厂都连接到同一区域的电网上'

这种建筑物通常会因为取水和对水流情态改变而对下游国家产生影响'即使一

个大型水利工程修建在跨界流域的最下游国家%也可能会因上游国家将来修建新工程

会妨碍前述工程的蓄水 #优先权概念$而引发国家之间的争端'除跨界流域组织外%

区域经济委员会也可以在促进国家间签署大型项目开发协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实例
$%

# 西非的大坝对话

在非洲%尤其是西非%需要建设大型水利基础设施%用于发展农业灌溉%获取

能源和提高居民综合生活水平'这些项目往往涉及多个国家%如果这些国家能通过

跨界流域组织进行对话%并参照国际公认的环境和社会标准%将为区域一体化作出

贡献'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

6!=4?C

$下设的水资源协调处 #

4>!Z

$自
OPPT

年

以来在水利行业就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立对话'一个专家工作小组专门为西非地区

水利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咨询和建议%并根据国际水资源办公室 #

:=4+,

&)#

$设计的多标准分析工具%选择列出了正在对区域一体化产生重大影响的重点

水利工程项目清单'

同时%西非地区大型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的区域对话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

:Z,

!8

$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民间社团利益相关者被允许参与公开讨论%尤其是那

些在对话和决策过程中经常被遗忘的当地社区及资源使用者代表'

""

跨界流域大型基础设施经常会引起同一流域国家之间的争端'但在共同协商

设计和管理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跨界流域组织内考虑生态系统和人口时%大型基

础设施也可能会成为区域整合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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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设施的法律地位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

"

共同的基础设施%其所有权和效益由流域国共享'这是 +理想,的情况%需

要流域组织具有作为契约机构的高度权限.

#

"

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设施%由多个国家共同签署协议%但保持为某一国的

财产.

#

"

某一国运营的基础设施%可能会引发冲突%特别是位于上游的建筑物'

实例
$&

#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 #

3:.?

$是非洲联盟&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

86,

3?.

$秘书处和非洲开发银行的一个联合计划%旨在通过区域和洲级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非洲区域一体化'

3:.?

优先行动计划已起草至
OPOP

年'

3:.?

包括四个方面)跨界水&能源&运输&信息和通信技术'非洲水基金资

助 +跨界水,部分'

重大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的优先级是在大型跨界地表水和地下水集水区尺度上制

定的%考虑了经济&环境&社会&技术和体制条件等多个因素'

区域经济委员会和跨界流域组织将在选定的项目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根据成

功模式%项目实施过程中流域组织的能力建设也将逐步加强'

""

跨界水基础设施可以联合规划和运营'例如%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欧安组织的协助下成立了楚河*塔拉斯河水资源管理委

员会%该委员会基于两个重要原则)

#

Q

$两国已经同意遵守苏联时期应用的国家间水量分配方案和时间表.

#

O

$下游国家 #哈萨克斯坦$必须按照供水量补偿上游国家 #吉尔吉斯斯

坦$一部分水利设施的维护和运行成本'

每个大型水利基础设施项目都必须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

跨界设施不仅要由所属国进行评估%还应该由流域组织进行评估'世界大坝委员

会的报告为这类设施的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当流域内规划建设工程时%战略环境评估的实施有利于完善流域行动计划%

并帮助流域国进行投资决策'

实例
$'

# 湄公河拟建水坝的战略环境评估

私营开发商正在对湄公河干流的
QO

个水电项目进行研究'

QXXW

年的 !湄公河

协定"规定%这些水电项目必须经过流域四国的全体讨论才能进行'

湄公河委员会 #

A>!

$于
OPQP

年承诺对湄公河干流进行战略环境评估

#

C6?

$%以便于更全面地认识开发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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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论是干流项目将为本地区带来丰厚的电力资源和投资(收入效益%但同

时也将给湄公河流域国家和社区的战略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高风险

和不确定性'

评估建议)

#

Q

$对干流大坝的决策应当向后推延
QP

年%在这
QP

年中每隔
R

年评审一次%

以保证推延期间开展的必要活动有效地进行.

#

O

$在推延期间优先考虑对开发湄公河干流能源的创新体系进行可行性研究%

这样的体系不需要建设截断河道的水坝等工程'此项研究将由湄公河委员会&多边

开发银行&开发商与相关沿岸国政府合作开展.

#

R

$在推延期间同样要对湄公河支流的水利工程进行评估%根据当前国际上的

成功实例%研究项目的可行性和生态可持续性 #包括对现有项目的改造和计划方案

的创新$.

#

V

$在推延期间还需要在每个湄公河下游国家散发使用该国语言翻译的
C6?

报告%并与专业机构&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团体进行协商.

#

W

$湄公河干流不应再被用作证明和改善水电站大坝技术的实验场'

""

对于大型基础设施%安全标准必须得到严格遵守'即使是涉及多个国家%也

必须进行下游长距离溃坝模拟实验'

实例
$(

# 中亚的大坝安全

中亚地区拥有超过
QPP

座大型水坝以及众多其他的水利设施%这些水利设施大

多位于不同国家共享的河流上'大坝的年久失修对下游地区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环境

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OPQP

年哈萨克斯坦境内的
;

9

g

9

0 ?

G

+%"

大坝溃决所引发

的洪水导致附近村庄
VR

人遇难&

RPP

多人受伤'

此外%中亚地区年久的水利基础设施%尤其是
VP

多年前修建的上百座水坝和

水库的安全使用%将对这些国家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项目

+中亚地区大坝安全合作能力建设,由芬兰和俄罗斯资助'作为联合国欧洲经济委

员会 !水公约"工作计划的一项内容%是在与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合作下实施的'

项目实施所取得的进展包括)

#

"

促进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法规建设.

#

"

起草了中亚水利设施安全协议草案.

#

"

通过国家间合作提高大坝的安全性%例如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成立联合

工作组对基洛夫大坝 #

;$#'EB+H

$进行安全评估.

#

"

通过大坝安全责任机构增强国家之间的合作.

#

"

水利设施安全技术规范样本.

#

"

通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组织的培训提高了大坝安全意识和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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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 气候变化与绿色基础设施

水生态系统 #河流&湖泊&小溪&湿地&含水层&河口和海相三角洲$提供

的服务是多种多样的%包括)

#

"

产品制造或原料提供 #供水&农业&畜牧业&渔业&野生动物&纤维和木

材&基因和生化资源$.

#

"

调节 #横向扩散流&减缓和控制洪水&防洪&拦沙及运输&补给地下水和排

水&枯水补给&水路运输&维持生物多样性&自净&二氧化碳存储&授粉&

为动物提供栖息地$.

#

"

文化和宗教服务 #景观&文化遗产&价值观&历史&休闲活动&生态旅游$'

跨界流域带来的诸多效益超越了国界%尤其是考虑到防洪&地下水补给枯水

和湿地自净'水生态系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应该由同一流域的国家共享'

生态系统对气候适应性至关重要'例如%该系统能够通过减轻水文事件的变

化对下游国家的洪水调度发挥重要作用'森林能够涵养水源&减缓径流%湿地能

够对洪水和干旱起到缓冲作用'健康的生态系统可以增强自我修复的能力'生态

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尤其应该作为跨界流域适应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例
$)

# 荷兰淡水区域和北海跨界的综合管理方法

由于地处河流下游并低于海平面%荷兰水道系统的脆弱性成为荷兰水资源管理

者面临的真正挑战'关键的解决办法是在诸多海洋公约&国际河流委员会 #如莱茵

河$&欧洲指令 #!水框架指令"和 !海洋战略框架指令"$的约束下%多个国家的

水行政主管部门&淡水和海洋管理者进行有效沟通和共同努力'遵循一个共同的流

域管理方法%辨识水体中的有害物质&营养物和水体富营养化等各种指标的来源&

趋势&传输和浓度变化也是同等重要的'

荷兰西部莱茵河地区所有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一开始就参与了荷兰西部莱茵河项

目%项目展示如何综合评价各种主要传输路线及其范围'这样就对各种指标&规模

等级及其跨境传输路线有了清楚的了解'根据上述信息%就可以评估出实际和理论

情况之间的差距%并确定处理该问题的一系列措施'

""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设立的跨界流域气候变化适应性研究试点项目旨在支

持跨界流域内国家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开展合作%联合评估气候变化影响%并制

定流域适应性战略'其中一些试点项目是由其他的组织机构在考虑生态系统适应

能力的条件下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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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

# 达乌尔正在干涸

达乌尔湿地对当地生物多样性发挥着重要作用'达乌尔国际保护区由蒙古&中

国和俄罗斯于
QXXV

年创建%旨在保护和研究该地区的生态系统'随着人类活动的

加剧%额尔古纳河流域及达赉湖和目前尚未开发的乌勒兹河及托列伊湖都是开展阿

穆尔河 #黑龙江$源头跨界水资源管理和气候适应性研究的很好的对比案例'

达乌尔斯基生物保护圈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

44<

$俄罗斯分会联合实施

的项目旨在协调达乌尔地区的跨界河流保护和管理'

OPQP

年%该项目已经完成了

下列工作)

#

Q

$分析了气候变化对额尔古纳河&鄂嫩河和乌勒兹河水文条件的影响.

#

O

$收集了在气候干燥周期重点河道&水体的栖息地和生物区状况相关数据.

#

R

$分析了湿地植物群落的繁衍和水禽成功繁育的多年观测数据.

#

V

$开发了跨界水道环境流量参数的决策信息数据库%收集了世界干旱区河流

相关的案例研究和方法.

#

W

$开发了监测系统和
R

个由
QPP

多个标准观测场构成的现场监测断面.

#

S

$建立了一个国际鸟类观测台'

""

为持续在 +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中提供服务%大自然本身依赖于生态

过程&物种组合以及跨界河流和水圈的功能'由于人口增长&工业化&城市移民

和日益繁荣%淡水资源供需压力正在加剧'

未来水需求的增长将使供需压力更为严峻%而对同一流域的国家更甚'环

境&水利等部门与负责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部门相比%在政治上稍显劣势%再加

上同一流域国家间的不一致%以及人们对分配给环境的用水人类无法再获取的错

误认识%这些因素都导致水生态系统及其关键服务功能的退化'

实例
%!

# 乍得湖的发展战略

乍得湖是非洲第二大湿地%是喀麦隆&乍得&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等四个国家沿

湖
RPP

多万人赖以生存的资源'

OP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及最近的
OPPT

*

OPQP

年期

间%随着地区交通的发展和贸易扩张的刺激%大量农民和移民从西部南迁 #如整个

萨赫勒地区$'乍得湖周边的人口密度达到了
SP

人(
DH

O

%这在萨赫勒是罕见的'

乍得湖同时也面临着强季风和年际变化的影响'在
OP

世纪%这些变化非常明显'

在
OQ

世纪初%湖面水位处于较低水平'水位在
OP

世纪
SP

年代达到最高值%之后由

于萨赫勒地区遭遇干旱%湖面大幅降低%在过去十年里才有一个新的上升趋势'

为更好地管理资源%为流域发展做出贡献%同时避免用户发生冲突%乍得湖流

域的六个国家于
QXSV

年在恩贾梅纳 #乍得首都$成立了乍得湖流域委员会

#

7!*!

$'专家们对保护乍得湖应采取的行动和发展路线产生了分歧%包括对从刚

果河支流引水以增加乍得湖水量的提议'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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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全球环境基金&

I6<

&欧洲委员会和非洲水基金通过起草实施生态系统

保护和联合管理水资源的提案%共同帮助乍得湖流域委员会致力于保护乍得湖及其

对沿岸国家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作用'

""

大自然本身具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服务功能%能替代基础设施绝大部分的功

能'高地森林&含水层&湖泊和湿地为下游国家和城市提供了水量储蓄和湿地净

化功能%河流提供了运输和交通功能%泄洪区和湿地还具备削弱洪峰的功能%而

红树林&珊瑚礁和堰洲岛则保护海岸免受风暴和洪水侵袭'

+基础设施,可以从字面上定义为实现社会功能所需的设备&服务和设施的

备置'大自然是每个国家和经济体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基于具有补充或增强传统

工程设施 #包括跨界基础设施$提供服务的能力%大自然也是 +绿色基础设施,

或 +自然基础设施,'

自然基础设施不会取代人工修建的基础设施或 +灰色基础设施,'自然基础

设施所提供的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使得工程效益成倍增加'因此%为保障各国分享

项目效益和增加投资回报%自然基础设施的健康运转对人工基础设施更好地实现

其功能是十分必要的'

专栏
!)

$绿色基础设施与灰色基础设施提供同样效益的实例

绿色基础设施 灰色基础设施 效益

森林和湿地 水过滤设施 清洁饮用水

森林 !位于水电设

施上游的山坡上"

泥沙周期性疏浚
稳定的供电和防洪'包括对

下游国家

红树林 海堤 保护海岸线不受风暴破坏

珊瑚礁 防浪堤及丁坝 减少海岸侵蚀

天然洪泛区 堤防&水坝和水道 下游防洪

湿地 污水三级处理设施
市政或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污水净化

""

自然基础设施可以被集成到灰色基础设施的融资和投资中'这将导致流域中

的工程和自然基础设施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这两类基础设施相互补充%从而产

生的成本效益&风险和可持续发展是接近最优的结果'

将自然基础设施的价值纳入到基础设施的成本效益分析%开启了国家间跨界

流域基础设施优化发展的可能性'工程和自然基础设施的结合使用最能满足多种

发展目标%如水力发电&农业供水&渔业生产&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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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然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定位为未来绿色经济的基石'

实例
%"

# 拯救咸海

基于对后苏联地区当时环境和社会经济形势的理解%中亚各国元首于
QXXO

年

决定共同建立国家间水资源管理机构***国家间水合作委员会 #

:!4!

$'

QXXR

年

Q

月%中亚五国首脑会议在塔什干举行%又决定建立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 #

:<,

?C

$'

基金会常务理事会在阿拉木图成立%并决定在塔什干建立一个常设执行委员

会'

QXXU

年%各国首脑决议通过了一项新的基金会管理计划'

基金会在咸海流域的工作有助于维持该地区的沟通与理解%同时也有益于解决

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经过多年的运行%基金会及其下设机构已成为一个国家

间谈判和签署双多边文件的平台'许多关于地区水资源分配&共同管理&开发和保

护本地区水资源领域合作的公约和协定在这个平台上成功签署'

OPPT

年
QO

月%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被联合国大会列为观察员'基金会工作的

长期宗旨是促进本地区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改善%为在咸海流域生活

的人们建立正常的秩序'

OPPX

年
V

月
OT

日%在阿拉木图举行的拯救咸海国际基金

会成员国首脑峰会上%基金会机构的工作得到了进一步推动'



"

跨界河流!湖泊与含水层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手册

7@:

""

((()*+,-.+/(0)-1

2

!

((()

2

(

3

4-156)-1

2



7@

"

能力建设与发展

跨界河流!湖泊与含水层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手册

((()*+,-.+/(0)-1

2

!

((()

2

(

3

4-156)-1

2

7@;

""

!*

"

能力建设与发展

要点!

#

"

在情况本已复杂的跨界流域管理领域里不确定性不断增长"这就需要在国

家和地区层面上不断开展能力的提升与发展活动#

#

"

重点应当放在教育和培养具有应对本领域挑战所需技能的新一代 )地方水

领导者+上#

#

"

我们需要对综合专业技能有新的深入思考"其中除了技术培训和改进技能

以外"还应当包括学术研究#

管理跨界水域需要跨学科 #政治&经济&社会与环境$&覆盖不同尺度 #从

用户层面直到全球层面$的技能%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需要开展持续不断的&有

针对性的能力提升与发展活动'

这个结论与近期一个研究项目的关键成果相一致%该研究成果提出)+有效

的跨界合作依赖于执行国际法和沿岸国家间协议规定义务的国家能力'因此%促

进沿岸国家间合作的过程必须包括有针对性地进行国家能力建设的计划%以 0创

造一个公平的环境1%并保证国家符合有效的跨界合作所需要的先决条件',3!跨

界水资源管理的国际体制"#

OPQP

年报告$4'

对充分的国家能力在解决地区层面上与跨界水资源的开发与管理相关的问题

方面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OPPR

年世界银行报告"认为%为使这种方法

+发挥作用%这些协议就必须协调国内和国家间的利益',这就需要动员那些将从

这些协议获得某种利益%但是又不像那些意识到自身主要利益受到威胁的少数群

体那样积极表达意见的众多群体%关注相关问题并表达其需求'

因此%需要建立创造性的设计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的方法%以增加国内和国

家之间对共同利益的认识'这也常常依赖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和组织评价选

择方案&磋商规则和为活动筹集资金并开展行动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构需要具有识别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内部能力%具有与

地方机构的密切联系以及一致的管理结构%包括应对这些挑战 #覆盖从地方到地

区层面上不同的尺度$的法律法规'除非国内的利益相关者具有对地区和全球跨

界水资源管理议程的主人翁意识%否则就不会发生实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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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

# 非洲的跨界水管理能力建设

+加强非洲的跨界水管理机构,项目是由欧盟 #

6Z

$资助的%由全球水伙伴

#

I43

$从
OPQQ

年开始实施'项目的具体目标是)

#

"

加强流域组织发展的支柱之一 +流域组织非洲网 #

?8*=

$,的建设%该组织

是非洲联盟和非洲水利部长理事会 #

?A!=4

$的一部分.

#

"

通过
?8*=

平台改善非洲的跨界水治理'

计划开展以下活动)

#

Q

$

?8*=

的机构发展%建立一个信息和经验共享系统.

#

O

$与区域经济委员会合作%为可持续跨界水管理的合作与区域整合提供支持.

#

R

$为流域机构制订考虑地区和国家优先事项的水资源综合管理行动计划.

#

V

$

?8*=

参与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

W

$为
?8*=

和流域机构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来源'

""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

C?.!

$地区 #南部非洲$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跨

界水管理方面进行国家能力建设得到的经验教训)+过去一些年来%

C?.!

地区

以外的多个沿岸国已经谨慎地进行了机构建设%以提高跨界水管理的效率和效

果'下面是从中获得的部分经验教训)

#

"

通过数据共享和联合规划体现的信任是任何可持续的水资源共享安排的特

征)建立信任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任何合作中都必须包括此项内容.

#

"

国际机构一旦建立%就随时间变化具有了极强的适应能力%即使是在那些在

其他方面具有敌意的沿岸国之间%以及即使在其他问题上出现了冲突.

#

"

建立能够共享流域水资源效益%而不将重点放在分配有限水资源上的机构%

在某些情况下证明是有用的 #例如在尼罗河和湄公河流域$%并为未来提供

了希望',3!在
C?.!

地区通过跨界水管理方面的合作所实现的防止冲突和

实现和平红利*通过预防水冲突实现和平红利"#

OPQQ

年$4'

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Z8.3

$的解释) +能力建设一般指仅仅用于支持

建设或创建能力的初始阶段的过程%并且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没有已有的能力

作为起点',管理跨界水需要一整套涉及不同专业 #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

的技能%并覆盖不同的尺度 #从用户层面直到全球层面$'

实例
%$

# 流域组织地区网络

在同一地理区域%流域组织国际网 #

:8*=

$的成员组织可以按其愿望在其之

间建立 +地区网络,%特别是为了相互提高它们的能力'下图描述了迄今为止已经

建立的地区网络'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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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为执行 !水框架指令"%负责 +流域区,的组织建立了欧洲*流域组织

国际网小组%以交流其实践经验%识别运行问题%为执行 !水框架指令"提出具体

建议'

""

在这种情况下%显而易见%需要进行持续不断的有针对性的能力提升与发展

活动'活动的对象应当是那些将从协议中获得某种利益%但是又不像那些意识到

自身主要利益受到威胁的少数群体那样积极表达意见的众多群体'因此%需要创

新的设计问题的方法'

实例
%%

#

OIK IGJK

水法' 政策与科学中心

:53 5673

水法&政策与科学中心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Z86C!=

$赞助建

立于
OPPS

年%位于英国邓迪大学 #

.2/B))

$的管理与政策研究生院'它是在英国

建立的第一个
Z86C!=

+二类,中心'该中心与苏格兰和全世界的利益相关者开

展合作'

""

该中心是这个领域的世界领导者%致力于寻找有效地综合利用法律&政策和科

学应对
OQ

世纪水挑战的新方法'中心承担内容广泛的研究与咨询活动%认识到如

果水法的目的是有效地实行水资源综合管理%并帮助国际社会实现国际发展目标%

就必须考虑三个基本要素)水权&水量分配框架和体制机制'它尤其因其水法硕士

学位课程及每年面向国际听众召开的国际水法讨论会而知名'

KKKLB2/B))L+-L2D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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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

#

H-

A

F,<

!+

(

8)&

是水资源综合管理能力建设的一个国际网络'它由独立的国际&地

区和国家机构及网络组织合作组成%致力于水行业的能力建设'

!+

(

8)&

帮助各

国进行水资源管理的人力与机构的能力建设%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KKKL-+

(

,/)&L'#

G

""

在致力于开展跨界水资源管理区域合作时%必须有针对性地&持续地实施一

项知识共享和能力提升计划'在地中海地区就有一个这样的重要例子%在该地区

针对跨界水域制订了一整套各种各样的法律工具%全球水伙伴 #

I43

$利用这

些法律工具通过各种过程使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团结在一起'

图
%

$能力塔

实例
%'

# 远程培训$流域组织国际网学院

+流域组织国际网 #

:8*=

$学院,及伊比利亚河流修复

中心 #

!:>6<

$与欧洲河流修复中心 #

6!>>

$合作%共同

向河流管理者提出在西班牙实施一项远程河流修复的培训计

划'整个培训计划是由短期课程构成的%在这些短期课程中覆

盖了与河流修复相关的所有内容%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必要的知

识%以能够在其与河流修复相关的职业中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使其河流生态系统和水域

实现良好的生态状况%控制洪水'

所有的课程最后都要进行总结%与所有授课者进行圆桌会议%讨论最感兴趣的问

题%回答学员的提问'为参加这些课程%学员只需要将计算机与互联网和一个麦克风连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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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起来即可'课程采用的软件易于使用%并将在每一课程的第一节课上加以解释'

因为节省了通常用于旅行与住宿方面的时间和金钱%远程培训是一种很好的方

便学习的低成本方法%而对于课程质量没有任何不良影响'

KKKL-$#)N02E$+0L-'H

(

N'#H+-&$'/L

(

"

(

实例
%(

# 地中海地区的知识共享与能力提升

地中海地区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可更新的水资源数量有限且时空分布

不均'在地中海地区南部的国家只拥有总的多年平均降雨量的
QP\

%区域内
QLT

亿多人口被认为贫水%另外有
S

千万人口用水紧张'迅速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趋

势%加上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给稀缺的水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系统增加了额外的

压力'

全球水伙伴地中海委员会自从建立以来%为拟定该地区的水愿景和
OPPP

年水

行动框架计划提供了帮助'它推动建立了一个多边的利益相关者地区伙伴关系%将

地中海地区不同水行业的主要网络以及
TP

多个其他组织&机构和公司团结在一起'

此外%全球水伙伴地中海委员会还积极参与了几个地区性的计划%包括近期在地中

海联盟框架内制订新的地中海水战略'

KKKL

G

K

(

L'#

G

(

)/

(

G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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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与交流

要点!

#

"

仅仅开展良好的研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按照一个有助于理解和迅速得到

实际应用的方式与利益相关者和决策者讨论计划重点"快速地与他们交流

成果#

#

"

为使有关的利益相关者了解问题和目前的运作状况"必须有一个知识交流

战略#

#

"

必须在各种尺度上都具有对跨界水资源管理问题的认识...从地方用户到

国家!地区!国际和全球社会,信息和交流信息的手段必须适应特定社区

的需要#

尽管对于水资源管理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仍然需要有一个有效的知识交

流战略来有效地传播和理解知识'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意识与交流战

略%作为跨界水资源管理战略的组成部分'欧盟已经确认%它根据欧盟框架计划

所资助的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缺少有效的传播和理解'

全球水伙伴 #

I43

$通过其内容广泛的出版物%包括技术咨询委员会

#

Y?!

$和技术委员会 #

Y6!

$出版物和 +工具箱,%在这个领域提供了多种工

具'

I43

的
Y6!

引入了 +知识链,的概念%作为在全球水伙伴网络内知识整

合的机制%这是一种有用的方法%尤其是在跨界水资源管理领域%在这个领域地

区之间的知识共享非常有价值%应当积极倡导'

实例
%)

# 亚洲$非洲跨界水资源管理知识的共享

OPQQ

年
X

月
QO

日%全球水伙伴 #

I43

$与访问位于乌干达恩德培的尼罗河流

域倡议秘书处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

:Z!8

$亚洲区代表团交流了知识与专业技

术'全球水伙伴东非委员会介绍了它有关水资源综合管理过程的工作'

在有关 +水安全)全球&地区和地方挑战,的发言之后%介绍了南亚水计划和

阿布扎比对话的情况'对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共享水域的跨界问题及历史提出了

看法'

+建立跨地区伙伴关系的可能性是一种潜在的资源%还需要在全球水伙伴网络

中充分实现%以为流域之间的学习提供支持%尤其是那些面临气候变化&特别是人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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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水伙伴工具箱 #

KKKL

G

K

(

&''0M'aL'#

G

$是一个免费开放的数据库%任

何对实施更好的水管理方法感兴趣的人或者是想更多了解如何在地方&国家&地

区或全球层面上改善水管理的人都可以使用该数据库中的研究案例与参考文献'

它包括以下内容)

专栏
"*

$实践中的知识交流实例$全球水伙伴工具箱

;

实施环境

?Q

政策

?O

法律框架

?R

融资及激励机制

Q

机构作用

*Q

创建组织框架---形式与职能

*O

建设机构能力

H

管理手段

!Q

水资源管理

!O

水资源综合管理计划

!R

用水效率

!V

社会变革手段

!W

冲突调解

!S

监管手段

!U

经济手段

!T

信息交流

!X

评估手段

""

另一个地区知识共享的实例是由亚洲开发银行领导的称为 +知识中心

#

;/'K0)B

G

)52M%

$,的计划%该计划覆盖亚太地区%目的是建立地区性的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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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中心并将它们联结起来'

实例
&*

# 作为知识共享和能力提升平台的知识中心

知识中心 #

;/'K0)B

G

)52M

$是亚太水论坛 #

?34<

$的地区水知识中心

网络%于
OPPT

年
S

月
OS

日在新加坡国际水周期间启动'每一个中心都是一个

卓越中心%致力于通过促进知识共享和为其优先水问题提供可行解决方案来改

善亚太地区的水安全'这些中心共同为多个水知识领域提供和分享知识并发展

能力'

在网络中参与合作的知识中心)

KKKL+

(

KN,D/'K0)B

G

)"2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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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河流&湖泊和含水层的水资源综合管理应在流域层面组织进行%需要沿岸国

家之间的合作'只有当沿岸国具有较强的进行合作的政治意愿%并建立了信任和

团结%才会取得实际成果'我们可以注意到自
OP

世纪
XP

年代以来取得的重大进

展%但有些方面仍有待完善%特别是在共享含水层等方面'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建立明确的法律框架%应提供能够支持可持续应用水资源

综合管理原则的 +游戏规则,'只要有可能%流域将在具有职能的跨界流域组织

的管理之下%这种组织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和名称'在推进合作和避免冲突的大背

景下%为建立和加强跨界水机构 #委员会&管理局&缔约方会议等$提供持续的

支持%以促进对话&信息交流和采取综合管理所需的联合行动'

跨界水团体 #包括所有利益相关者$能够达成一个开发和管理跨界水资源的

共同愿景%在广泛范围进行联合并为制定中长期开发与管理规划奠定基础'应根

据本手册提出的一些关键原则建立适当的财务机制'除规划之外%流域信息系统

可帮助对国家间法律框架及政策实施情况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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