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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件旨在从历史的角度概要介绍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环发部长级会

议)，以便为其第七届会议开展讨论并进行筹备工作，该会议将于 2015 年举行，将是环发部长

级会议的第三十个年头。将汇报《2011-2015 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划》执行

情况中期审评工作的初步结果。请委员会就第七届部长级会议的安排和筹备工作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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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于 1985 年首次举行，将环境与发展的

关切摆在区域议程安排的首要位置。来自亚太区域的部长们在此论坛聚集一堂，

后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
1
  (也称《布伦特兰报告》)，它明确无误地将环

境与发展工作相挂钩，普遍认为因此启动了全球参与可持续发展。自从第一次会

议以来，部长级会议持续作为一种平台供高级别部长级代表们研究、探讨并阐述

采取何种前瞻性对策应对本区域环境与发展领域 为严峻的挑战。 

2. 2015 年将召开的第七届部长级会议标志着环发部长级会议已走过三十个年

头。自从各位部长首次在曼谷聚会到现在三十年以来，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工作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七届环发部长级会议将在 2015 年后发展框架的背景下召

开，为部长级会议提供机会、得以再次将环境、发展和可持续工作置于区域议程

首要位置。 

二．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三十年历程：历史与成就 

3. 附件一全面列举了环发部长级会议三十年来的成果。1985 年在曼谷举行的

第一届环发部长级会议的主要成果之一是《亚洲环境管理宣言和行动计划框

架》。第二届和第三届环发部长级会议均在曼谷举行，时间分别为 1990 年和

1995 年。第二届部长级会议的主要成果文件是《亚洲及太平洋无害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部长级宣言》，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的成果文件包括《1996-2000 年无害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区域行动纲领》。 

4. 2000 年 9 月由日本政府在北九州主办的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强调，应采用全

新的可持续发展范式，必须开展区域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同时表示期望主要群

体更为积极地参与今后的会议。 

5. 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于 2005 年 3 月在首尔举行，由大韩民国主办，环境规划

署、开发计划署及亚行作为伙伴机构协办。会上，本区域第一次重点考虑环境可

持续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同增效。与会者核准了旨在解决贫困问题的同时改善

环境可持续性的各种执行战略，为此采用一种‘促进环境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或称绿色增长)的指导框架’。
2
 

6. 第六届部长级会议由哈萨克斯坦政府担任东道，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2 日在阿斯塔纳举行。会议着重讨论如何根据国际和区域商定的宣言和行动计

划，在本区域将绿色增长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战略加以进一步推广。会议首次讨

论到区域间工作重点，探讨亚太部长级会议与欧洲环境部长级会议之间的可能建

立的联系以及协同增效作用。 

 
1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英国牛津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

年；另见A/42/427，附件。 

2
  见E/ESCAP/MCED(05)/Rep，附件 2，第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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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模式及成果 

7. 部长级会议筹备工作涉及亚洲及太平洋所有五个次区域，要召开五个次区

域筹备会议以及一个区域筹备会议。部长级会议开始时，先召开高级官员会议，

负责编写文件草案，然后提交部长们通过。 

8. 部长级会议的背景文件通常包括《亚洲及太平洋环境状况》报告系列文

件，查明环境与发展领域正在出现和持续存在的挑战及今后趋势；还有先前各届

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区域和国际宣言、倡议以及行动计划的实施进展报告。 

9. 部长级会议成果文件传统上包括部长级宣言，并有一份五年期区域执行计

划为补充。这些执行计划旨在以先前各项承诺及取得进展为基础，并吸取借鉴以

往经验教训。 

10. 秘书处一直按要求支助成员和准成员执行部长级会议成果，主要在于提供

技术援助；支助成员和准成员开展能力建设；协助开展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加强

成员与利益攸关方之间的联络往来；提交工作进展报告。 

11. 自从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以来，论坛还为核准区域可持续发展举措提供机

会。传统上，部长级会议还举行会外活动或相关活动，为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

开展高级别接触提供平台。 

四．中期审评：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各项成果执行进展 

12. 《 2011-2015 年 亚 洲 及 太 平 洋 可 持 续 发 展 区 域 执 行 计 划 》

(E/ESCAP/MCED(6)/12)查明六项关键方案行动领域。
3
  它为亚太经社会成员和

准成员提供了行动指南，以便根据现有国际协定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查明

区域和国际组织如何进一步协助各国实施方案，在所有六个方案领域实现可持续

发展。 

13. 本文件第 14-27 段中，秘书处介绍了《2011-2015 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

发展区域执行计划》中期审评结果。《2010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

宣言》(E/ESCAP/MCED(6)/11)，以及经社会关于第六届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

部长级会议的第 67/3 号决议，为秘书处开展中期审评工作提供了指导。 

14. 成员和准成员均得到正式邀请，以自愿方式参加中期审评进程，填写并提

交一份调查问卷。它们可选择在线填写，或从专用网站下载微软 Word 或 PDF 版

本的表格，然后以电子形式或者采用打印文本提交反馈。调查旨在收集信息并听

取报告，对象是参与《区域执行计划》中确定的每个方案领域工作的各个职能部

委。此外，还邀请国际和区域组织提出报告，介绍在《区域执行计划》行动领域

开展的活动和举措。 

 
3
  《2011-2015 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划》所查明的六项关键方案行动领域为：

(a) 协调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环境可持续性；(b)促进可持续的城镇发展；(c) 提

高生态承受能力；(d) 改善能源资源管理以促进可持续发展；(e) 改善水资源管理以促进可持

续发展；(f) 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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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截至 2013 年 8 月 20 日，提交答复的成员和准成员有：吉尔吉斯斯坦，日

本，图瓦卢，中国香港。
4
  提交数据收集表格的国际组织有：环境规划署、联

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亚行、经济合作组

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以及欧洲经济委员会。 

16. 三个成员表示直接参与开展‘协调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以及

环境可持续性’的方案领域工作。答复中查明的工作范围有：资源效率、生态效

率指标；可持续废物管理；环境方案纳入国家计划主流；用于国家规划的战略影

响评估；用于国家规划(以及具体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国家绿色技术投资与创

新；绿色公共采购；适应计划和气候变化政策。所查明的主要行动包括制订国家

适应计划，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以及涉及环境影响评估的立法。 

17. 一个成员和一个准成员表示直接参与了‘可持续的城镇发展’方案领域的

工作。这方面的主要工作范围包括：可持续的城镇规划与设计；可持续的、具有

生态效益的住房；推动低碳的区域发展。主要行动包括将气候变化纳入城镇规划

活动，调整住房管理条例，以及采用电脑协助可持续性评估工具(CASET)支助开

展城镇规划工作。 

18. 三个答复方表示直接参与了‘提高生态承载能力’工作。它们报告说，针

对支助土地、海洋或淡水服务、同时确保公平开展减贫活动而开展了管理资源的

工作，范围包括：适当的自然资源管理安排，淡水和生态系统服务管理，气候变

化适应，制订国家扶持政策，建立伙伴关系的做法，减贫工作，社会经济抵御能

力，以及具体针对山区生态系统、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工作。

在可持续农业和森林工作领域，答复方提到的行动包括：采用传统耕作办法，尤

其针对山区生态系统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利用当地知识并推动具有生态效益/

有机农业，在内陆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报告说，在制订走向环境上可持续的消

费和生产政策的行动领域，水和粮食是重点工作。在此查明的主要行动包括：修

订国家立法以便收入社区捕鱼；开展研究以便向生物多样性养护和管理工作提供

战略计划和行动；与地方社区开展磋商，以便发现并利用当地知识和传统耕作技

术，并且对粮农组织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作出贡献；设计并管理立

足社区的保护水域；立法规定濒危物种保护机制；开展技术合作举措以促进亚洲

各国实行参与式灌溉管理。 

19. 两个成员和一个准成员表示直接参与了‘改进能源资源管理以促进可持续

发展’方案领域的工作。查明的工作范围包括：能源效率和养护；替代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评估效率和可再生潜力；可持续地利用能源资源；纳入可持续发展战

略。确定的主要行动包括：通过利用清洁燃料以及提高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提

高建筑和产品的能效；推广可再生能源；寻求社区协助提高能效；光伏系统并入

电网发电；改善管理电力需求。图瓦卢报告说，该国已承诺到 2020 年实现 100%

可再生能源的目标。 

20. 有三项答复表明直接参与了‘改善水资源管理以促进可持续发展’领域的

工作。查明的工作范围包括：制订趋向可持续的城镇管理和水资源管理的路线

 
4
  提交调查答复的 后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对中期审评提交的所有答复都将考虑收入

《2011-2015 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划》 后审评报告，并提交第七届部长级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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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城镇背景下具有生态效益的水资源基础设施；制订可持续的城镇、水和经济

发展的区域战略，并推动建立伙伴关系开展可持续的城镇发展与水资源管理工

作。在国家层面，报告说针对向乡村地区提供城镇用水服务并作为消除贫困的工

作内容，相关行动包括：灌溉系统现代化，水的生态效益，住户供水充足，获得

供水(包括安全的饮用水和清洁卫生)。国家开展适当的水资源管理、从而促进提

高社区经济抵御能力的工作包括：针对城镇背景下用水基础设施的生态效益开发

知识和实践；建立伙伴关系以便开展信息分享和预警系统管理、适应气变、污染

及气变对水资源的影响方面的工作；开展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以便提高

社会经济抵御能力，重点在山区生态系统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查明的主要行动

包括：开展水资源管理和监测工作以便改善资源养护和保护；利用先进技术实时

监测水质；雨水的捕获和储藏以及使用堆肥厕所。 

21. 三个成员表示直接参与‘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领域

的工作。查明的工作领域包括：能力建设；体制支助；技术转让；投资于自然资

本以实现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提高社区权能；宣传教育；援助弱势人口；参

与式监测和决策工作；参与式执行工作，包括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

查明的主要行动包括：旨在提高抵御气候变化能力的社区主导措施，以及开展能

力建设以提高社区认识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技术能力。 

22. 总体来说，答复中列举出有助于执行工作的成功因素如下：社区参与，当

地主人翁精神并参与项目；非政府组织参与推动进程；支持开展面向社区的管理

工作以便克服监测和执行方面的挑战。此外，各机关部门良好协调以及与相关利

益攸关者就制订执行计划和战略持续对话和开展合作，都是突出提到的成功因

素。一个答复方表示，到 2015 年，政府范围内开展的统筹工作将导致制订一项

适应计划。列举的挑战包括：获得充足资金；寻找适合国情的可再生和可持续能

源技术；缺乏维护复杂能源系统的能力，以及技术成本过高。 

23. 答复中提到作为合作伙伴协同开展上述工作的国际组织包括：开发计划

署、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粮农组织、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世界自然基

金会、国际水管理研究所、湄公河委员会、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秘书处、太平洋

共同体秘书处、《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亚太经合组织、 不发达国家专家

组、澳大利亚国际援助署，以及一些大学和学术机构。答复中均未提到曾要求亚

太经社会协助开展上述工作。 

24. 附件二概要介绍各国际和区域组织针对区域执行计划中六个方案领域采取

有的主要举措，同时提供各种模式。 

25. 此外，两个答复中提到，报告采取的行动有助于区域执行计划中查明的两

项区域举措：“阿斯塔纳绿色桥梁倡议”以及“中亚可持续发展战略”。
5
  答

复中还查明与政府、学术界和科学界、国际社会以及民间社会组织接触开展工

作。几乎没有组织表示与私营部门合作。 

 
5
  区域执行计划查明的其他区域举措有：“首尔绿色增长倡议”；“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方

案”；“关于气候变化的廷布声明”；“南亚次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东盟领导人关于共同

应对气候变化的声明(2010 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可持续发展次区域战略”；太平洋绿色增

长伙伴关系；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增长开展分析和绘制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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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区域执行计划》列举的各种主要模式中，国际和区域组织有 82 处提到在

项目执行中使用了模式(c)：通过开展能力建设和培训教员、包括在线培训，提

高国家适用、推广和扩大实施创新办法及政策举措的能力。第二项 为常用、有

44 处提到的是模式(a)：“针对新出现的问题和创新解决办法开展规范性和分析

性研究以便提出政策建议，并开展行动研究和分析以制订可供推广的模式”。被

提到 33 次的是模式(b)：“开展区域政策对话、论坛和特别部长级会议以推动出

台级别高、知名度大的政策建议”。模式(d)和(e)分别被提到 8 次和 10 次。 

27. 后，在 2012 年举行的第二届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会议上，秘书处提交了题

为“第六届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各项成果执行进展”的文件

(E/ESCAP/CED(2)/7)。 

五．第七届部长级会议：会议安排与筹备工作 

28. 根据 2010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宣言，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

员商定于 2015 年召开第七届部长级会议。随后，经社会会议关于“第六届亚洲

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的第 67/3 号决议，要求执行秘书于 2015 年召

开第七届环发部长级会议。 

29. 2015 年是国际发展议程的转折关头，标志着《千年发展目标》的 后期

限，也预示着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启动，后者正在全球和区域进程逐步成形。

第七届部长级会议将在区域对话的 高层面开展工作，因此将使本区域第一次有

机会阐述如何应对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并采取行动。 

30. 虽然第七届部长级会议的东道国、举行地点及其实质内容仍待讨论，各项

部长级宣言及经社会决议中已商定了会议的一些工作内容。其中包括根据经社会

第 67/3 号决议而编写的《2011-2015 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

划》的 后审查报告。 

六．供讨论的议题 

31. 请成员和准成员以及区域和国际组织，在委员会本届会议之前、以及会议

期间，提交已填写完毕的中期审评调查问卷，以便在委员会会议上收入中期报

告。成员国不妨在委员会会议上就《部长级宣言》以及《区域执行计划》在国家

层面开展的实施行动交换看法、计划和报告。问卷接收日期将持续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中期审评的答复意见将考虑收入《区域执行计划》 后审评报告，然

后提交第七届部长级会议。 

32. 委员会不妨就如何制订一项切实有效的区域和次区域方案的相关内容、从

而支助执行《2010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宣言》以及《区域执行计

划》，向秘书处提出建议。 

33. 秘书处还将就如何为按时召开第七届部长级会议开展各项筹备工作一事，

征求成员和准成员的意见。具体来所，欢迎大家就会议的具体主题提出建议，并

请提名会议主办国家。 

34. 委员会还不妨就将提交给第七届部长级会议的《区域执行计划》 后审查

报告的有效汇报/汇编机制的相关内容，向秘书处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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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历届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的成果及主要重点领域 

日期 届会 地点 成果 文件编号 

1985 年 2 月

6-12 日 

第一届环

发部长级

会议 

曼谷 亚洲环境管理宣言和行动计划框架 

注重：环境，土地生态系统，海洋环境，环境建康，城镇环境（包括人类住区），旅游，环境教育，环境管理 
E/ESCAP/417 

1990 年 10

月-16 日 

第二届环

发部长级

会议 

曼谷 亚洲及太平洋无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部长级宣言 

注重：采取综合办法处理环境和发展，并将环境考量纳入经济规划工作 
IHE/MCED/Rep. 

1995 年 11

月 22-28 日 

第三届环

发部长级

会议 

曼谷 1996-2000 年无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区域行动方案 

方案领域：预防污染，控制和提高环境质量；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养护和管理；改进可持续发展政策；可持续发

展指标及评估 

E/ESCAP/MCED/Rep. 

21 世纪的愿景：2000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宣言 

重点在于作为‘新型’可持续发展范式扩大工作范围。 

2001-2005 年无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区域行动纲领 

方案领域：环境质量和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沿岸和海洋环境，淡水资源，荒漠化及土地退化，全球化及政策统

筹，可持续能源发展，气候变化 

对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成果执行进展十年审评工作提出的区域信息 

2000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报告 

2000 年 8 月

31 日-9 月 5

日 

第四届环

发部长级

会议 

日本北九

州 

核准北九州清洁环境倡议 

E/ESCAP/MCED(00)/Rep. 

2005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宣言 

重点在于环境可持续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实现协同增效 

2006-2010 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划 

推动实现环境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即绿色增长）的指导框架 

方案领域：改善环境可持续性；提高环境性能，推动利用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的增长；灾害风险管理和备灾工作纳

入社会发展政策和规划 

2005 年 3 月

23-29 日 

第五届环

发部长级

会议 

首尔 

核准环境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绿色增长）首尔倡议 

E/ESCAP/MCED(05)/Rep. 

2010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宣言 

重点在于根据国际和区域商定宣言和行动计划的审评工作，进一步促进本区域采取绿色增长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 
E/ESCAP/MCED(6)/11 

2011-2015 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划 

方案领域：在迅速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以及环境可持续性之间保持协调；促进可持续的城镇发展；提高生态承载

能力；改善能源资源管理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改善水资源管理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抵御气候变

化的能力 

E/ESCAP/MCED(6)/12 

2010 年 9 月

27 日-10 月

2 日 

第六届环

发部长级

会议 

阿斯塔那 

欢迎并核准阿斯塔纳‘绿色桥梁’倡议 E/ESCAP/MCED(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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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国际和区域组织针对《2011-2015 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

划》中六个方案领域开展的活动 

 
 
 
 
 

模式 
组织 举措名称 

a b c d e

A. 在迅速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以及环境可持续性之间保持协调 

亚洲 SWITCH X  X

SCP 区域磋商 X  X

绿色经济举措 X  X

协助南盟秘书处编写南亚环境展望 2013    

环境规

划署 

向蒙古提供技术和财务支助 X  

儿基会 减少灾害风险举措(2013 年绘图)   X X

‘绿色增长、资源及抵御能力’<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green-growth-

resources-and-resilience> 
X  

‘2013-2020 年环境业务工作方向：亚洲及太平洋促进转向绿色增长’ 

(http://www.adb.org/documents/environment-operational-directions-2013-2020) 
X  

亚行 

‘亚洲实现低碳绿色增长的政策与实践’ 

(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2012/policies-green-growth-asia-

hights.pdf) 

X  

可持续发展教育战略 

(http://www.unece.org/env/esd/html) 
  X

绿色和有利健康的可持续性流动：中亚城镇重点 

(http://ww.unece.org/index.php?id=33020) 
  X

“哈萨克斯坦创新绩效审评(2012 年)” 

(http://www.unece.org/ceci-welcome/cecipublications/ceci/2012/innovation-

performance-review-of-kazakstan/doc.html) 

X  

中欧及高加索地区绿色中部伙伴关系 

(欧经委负责第二部分：SEA，EIA) 

(http://wwwoecd.org/env/outreach/eapgreen.htm) 

  X

中亚特别方案经济论坛：“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二十年：成功、挑战及未来”

(2011 年 11 月) 
 X (http://www.unece.org/speca/meetings-and-events/economic-forums/2011/2011-

speca-economic-forum-20-years-of-regional-economic-cooperation-in-central-

asia-successes-challenges-and-prospects/docs.html) 

联合国发展帐户：提高中亚特别方案国家采取并应用创新性绿色技术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2012-2013 年) 

(亚太经社会及开发计划署协办) 

(http://www.unece.org/greentech.climateadaptation.html） 

X X X

中亚特别方案以知识为本实现发展项目工作组 

(http://www.unece.org/speca/kbd_v.html) 
 X X

哈萨克斯坦开发区域创新系统的工作方法研讨会(2013 年)  X X

欧经委 

2012 年中亚特别方案经济论坛：中亚地区借鉴亚洲经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及一体化

(2012 年)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130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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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组织 举措名称 

a b c d e

B. 促进可持续城镇发展 

环 境 规

划署 

可持续的社会住房举措 
X     

印度尼西亚“城镇水、环卫和个人卫生工作介绍”(2012 年)    X   
儿基会 

提高太平洋地区在水、环卫和个人卫生方面的抵御能力 X  X   

“城镇化的决定因素”(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2013/ewp-

355.pdf) 
X     

“2012-2020 年城镇工作计划”(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urban-

operational-plan-2012-2020.pdf) 
   X   

“绿色的城市”(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2012/green-

cities.pdf) 
   X   

亚洲城市发展举措 (http://www.adb.org/themes/environment/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partnerships) 
   X   

“可持续的交通运输举措业务计划”

(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2010/Sustainable-Transport-

Initiative.pdf) 

   X   

“指导手册：提高城镇水基础设施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 

(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2013/guidebook-climate-change-

resilience.pdf) 

   X   

“清洁发展机制：交通运输项目实地指南” 

(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2013/saok-wp-16-clean-development-

mechanism.pdf) 

   X   

可持续的低碳交通运输伙伴关系 (http://www.slocat.net/) X     

亚行 

“两性平等及粮食安全⎯⎯提高妇女权能以解决饥饿问题” 

(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2013/gender-equality-and-food-

security.pdf) 

X     

“欧经委区域住房和城镇发展面临的挑战及优先考量”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2586) 
X     

欧经委区域可持续的住房及土地管理战略草案 (2014-2020 年) (2013 年 10 月)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2586 under Documents) 
  X    

土地管理工作队讲习班“支持全球经济复苏：土地登记管理局的作用”(2012 年 10 月)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28854) 
  X X X  

可持续的城镇发展绿色经济研讨会：“建设我们的希望的城市”(2012 年 11 月)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1185) 
  X X   

土地管理工作队讲习班：“空间信息、非正式发展、财产与住房”(2012 年 12 月)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28878) 
  X X X  

住房部门提高能效的良好做法专家组会议(2013 年 2 月)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1990) 
X     

欧经委-世界银行联合研讨会：“欧亚城市：丝绸之路沿线的新情况”(2013 年 3 月) 

(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2325) 
   X   

欧经委-世界银行联合讲习班“中亚地区的土地管理：迎接 21 世纪挑战的建筑系统”

(2013 年 3 月)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2021) 
  X X X  

人居署第二届住房联合论坛，欧洲及中亚地区 (2013 年 4 月)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1595) 
X     

关于可持续城镇发展、住房及土地管理的国家政策对话 (2013 年 5 月)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2738) 
  X X   

欧经委 

 

土地管理工作队电子政务讲习班“协作实现有保障的所有权”(2013 年 5 月)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2220)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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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组织 举措名称 

a b c d e

C. 提高生态承载能力 

环境规划

署 

联合国降排协作方案 
X  X   

中亚地区精简使用及创造知识举措：可持续的土地管理 (2013 年 6 月) X  X   

沙尘控制方案培训班(2013 年 3 月)，由中国北部荒漠化控制框架方案支助 

(http://hmhfz.forestry.gov.cn/portal/zsb/dyxm/download/bfkjwjhj/10.pdf)(http:/

/www.dfs-online.de/references/chn-01/ ) 

X  X   

亚洲地区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情况 (2013 年 5 月) 

(http://www.unesco.org/new/en/unesco/events/natural-sciences 

ents/?tx_browser_pi1%5BshowUid%5D=11745&cHash=ea9d347e76) 

X  X   

可持续的土地管理的政策与实践国际会议 (2013 年 5 月) 

(http://www.gefop12.cn/news.php?id=2419) 

(http://www.gefop12.cn/news.php?id=2464 ) 

X  X   

库布奇国际沙漠论坛 (2013 年 8 月) X  X   

中亚地区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公开分享论坛 (2012 年 11 月) X  X   

荒漠化公

约 

荒漠化公约次区域国家行动方案调整工作讲习班 (2013 年 3 月) 

(http://www.unccd.int/en/regional-access/Asia/Pages/asia.aspx) 
X  X   

环境管理研究生证书培训方案 N/A 

根据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家进展报告编写的综合区域报告 N/A 

经合组织环境新闻稿作为经合组织新闻杂志“纪事”的组成内容 N/A 

项目实施：经合组织地区环境标准的制订与协调 N/A 

举办关于生物标本及物种的跨界移动区域会议 N/A 

“湿地的生态系统管理”讲习班以及“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区域会议” N/A 

经合组织 

确定对区域方案项目概况提供财务/技术援助，以实施《环境合作与全球升温行动计划框

架》(2011-2015 年) 

N/A 

儿基会 儿基会水、环卫和个人卫生国别方案(环境内容) X  X  X

“亚太区域自然资本的生态足迹与投资” (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 

pub/2012/ecological-footprint-asia-pacific.pdf) 
X     

包尼奥的心脏 (http://www.adb.org/themes/environment/environmental-initiatives-

partnerships) 
   X   

珊瑚三角区举措 (http://www.adb.org/features/coral-triangle-amazon-seas-risk)    X   

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环境方案

(http://www.adb.org/themes/environment/environmental-initiatives-partnerships) 
X X X   

亚洲城市清洁空气举措 (http://cleanairnet.org/) X X X   

亚行 

全球环境基金 (http://www.adb.org/themes/environment/environmental-initiatives-

partnerships/adb-gef) 
   X   

环境监测与评估 (http://www.unece.org/env/europe/monitoring/index.html)    X   

“土库曼斯坦环境性能审评”(2012 年)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1562) X     

塔吉克斯坦环境性能审评 (2012 年)(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1560) X     

中亚地区宣传介绍欧经委多边环境协定的批准工作可带来的好处，重点是《远距离越界空

气污染公约》(2012-2013 年) 
  X    

“土库曼斯坦执行欧经委《工业事故与埃斯波公约》可获得的收益” 

(http://www.unece.org/env/eia/ashgabatjointworkshopjun11.html) 
  X    

“东亚地区跨界环境影响评估工作”(http://www.unece.org/fileadmin/DAM/env/eia/ 

documents/ActivityReports/SeoulJun12/2012TEIA_Workshop_report_final.pdf) 
   X   

乌兹别克斯坦制订环境影响评价及战略环境评估系统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25892) 
   X   

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及吉尔吉斯斯坦查明有害活动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0855)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0858) 

   X   

中亚地区改善环境与治理 (www.unece.org/centralasianmeeting2012.html)    X   

欧经委 

东欧、高加索及中亚地区污染物释放及转移登记议定书

(www.unece.org/index.php?id=32486) 
   X   

http://hmhfz.forestry.gov.cn/portal/zsb/dyxm/download/bfkjwjhj/10.pdf
http://www.dfs-online.de/references/chn-01/
http://www.dfs-online.de/references/chn-01/
http://www.gefop12.cn/news.php?id=2419
http://www.gefop12.cn/news.php?id=2464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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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组织 举措名称 
a b c d e

(D) 改进能源资源管理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合组织能源/石油合作行动计划(2011-2015 年) N/A 

第三届经合组织能源/石油部长级会议(2013 年 3 月) N/A 

采用新机制加强经合组织能源合作 N/A 

设立经合组织区域电力市场的工作 N/A 

介绍经合组织炼油协会的概念 N/A 

能源贸易安排概念文件 N/A 

经合组织 

可再生能源/能效方面的分类活动 N/A 

南盟养护能源行动计划(2012 年) N/A 

开发、设计和生产经改进的炉灶的可行款式，供南盟地区乡村人口利用生物质烧饭 

(2012-2013 年) 

N/A 

开展南亚地区地热潜力研究 (http://www.saarcenergy.org) N/A 

南盟能源数据库(2013 年年底将提供第一份报告). N/A 

南盟国家能源价格机制的研究(2013 年年底之前完成) N/A 

南盟关于南亚地区致密气以及而岩气勘探讲习班(2012 年) 

(htto://www.saarcenergy.org) 

N/A 

南盟妇女与能源讲习班(2012 年) N/A 

妇女参与住户能源及养护工作讲习班(2013 年 10 月) N/A 

制砖节能潜力传播讲习班(2013 年) N/A 

电力部门能源审计培训讲习班(2013 年) N/A 

南盟 

印度风力发电方案案例研究，技术转让与交流 佳实践 

(http://www.saarcenergy.org) 
N/A 

清洁能源方案(http://www.adb.org/sectors/energy/programs/clean-energy-

program) 
    X   

人人享有能源举措(http://www.adb.org/sectors/energy/programs/energy-for-

all-initiative) 
    X   

清洁能源融资伙伴关系基金(http://www.adb.org/site/funds/funds/clean-

energy-financing-partnership-facility) 
    X   

人人享有能源伙伴关系(http://www.adb.org/sectors/energy/programs/funds-

and-partnerships) (http://www.energyforall.info/) 
    X   

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及气候变化 

(http://www.adb.org/sectors/energy/programs/funds-and-partnerships) 
    X   

“亚洲太阳能举措：底线” 

(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2011/solar-energy-

initiative.pdf) 

    X   

亚行 

“亚洲太阳能举措：亚太区域廉价的太阳能” 

(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2011/brochure-solar-energy-

initiative.pdf) 

    X   

能源效率项目商业规划国际培训班(2013 年 4 月) 

(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2455) 
    X X X

能源效率项目商业规划国际培训班(2013 年 6 月)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2820) 
    X X X

第二届国际能源效率论坛(2011 年 9 月)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25461) 
  X  X X

欧经委 

第三届国际论坛：“能源促进可持续发展”(2012 年 9 月)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29476)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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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组织 举措名称 
a b c d e

(E) 改善水资源管理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国家水、环卫和个人卫生行动计划，支持为社区和学校建立小规模水、环卫和个人卫生网络

系统 
X X X   

东亚环卫部长级会议宣言⎯⎯环卫宣传工作   X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社区发起全面环卫工作⎯⎯进展、经验教训及方向” 

(http://www.unicef.org/eapro/Community_Led_Total_Sanitation.pdf) 
  X    

儿基会 

饮水及环卫工作进展联合监测方案(2012 年) 

(http://www.unicef.org/eapro/resources_3582.html) 
  X    

水事融资方案 (http://www.adb.org/sectors/water/financing-program)    X   

亚行的水政策及规划 (http://www.adb.org/sectors/water/adb-water-policy-plan)   X    

水事融资伙伴关系基金 (http://www.adb.org/sectors/water/funds)    X   

水资源合作基金 (http://www.adb.org/sectors/water/funds)    X   

“2013 年亚洲水事发展展望”(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asian-water-

development-outlook-2013-brochure.pdf) 
X X    

“处理亚太区域气候变化与移徙的问题”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addressing-climate-change-and-migration-asia-

and-pacific?ref=themes/climate-change/publications) 

   X   

“灾害与紧急援助政策”(http://www.adb.org/documents/disaster-and-emergency-

assistance-policy?ref=themes/governance/publications) 
   X   

执行亚行灾害与紧急援助政策行动计划 

(http://www.adb.org/documents/action-plan-implementing-adb-s-disaster-and-

emergency-assistance-policy?ref=themes/governance/publications) 

   X   

“投资提高抵御能力：确保实现抵御灾害的未来”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investing-resilience-ensuring-disaster-

resistant-future) 

X     

亚行 

亚太灾害应对基金(http://www.adb.org/site/funds/funds/asia-pacific-disaster-

response-fund-apdrf ) 
   X   

综合水资源管理国际政策对话(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http://www.unece.org/env/water/npd.html) 
  X    

中亚地区开展区域对话认识水资源管理问题

(http://www.unece.org/env/water/cadialogue/2ndphase.html) 
  X X   

中亚地区加强水管理以及跨界水事合作：欧经委环境公约的作用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28204) 
   X   

中亚地区合作保护水坝安全能力建设工作 

(http://www.unece.org/env/water/damsafety.html) 
  X X   

“中亚地区的水质量”(http://www.unece.org/fileadmin/DAM/env/water/npd/ECE_08-

09V_UNDA_Terminal_Report.pdf) 
  X X   

楚塔拉斯盆地适应气候变化 

(https://www2.unece.org/ehlm/platform/display/ClimateChange/Chu+Talas) 
X X X   

跨界水事合作国际高级别会议以及水与健康议定书讲习班 

(http://www.unece.org/almaty_conference_october2011.html) 
  X X   

吉尔吉斯斯坦及塔吉克斯坦设立水及健康的目标 (http://www.pwhi.net)   X    

综合水资源管理国家政策对话(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 

(http://www.unece.org/env/water/npd) 
  X    

欧经委水公约执行项目以及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共有跨界水资源的管理 

(http://www.unece.org/env/water/caucasus.html) 
  X X   

欧经委 

高加索国家欧经委-卫生组织/欧洲水事及健康议定书执行工作经验分享次区域讲习班 

(http://www.unece.org/env/water/meetings/subregional_workshop_tbilisi_2013.html) 
  X    

 
 
 
 



E/ESCAP/CED(3)/4 

 

13 

 
 

模式 
组织 举措名称 

a b c d e
(F) 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 

亚洲及太平洋适应网络 X  X  X

东南亚气候变化网络 (http://www.unep.org/climatechange/sean-cc) X  X  X

中亚地区提高建设政策框架能力以推广低碳排放社会 X  X   

技术需求评估及技术行动计划  N/A 

气候技术网和融资中心  X    X

环境署 

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技术及财务支助以编写环境及气候变化展望报告 

(2012 年) 
X  X   

防治荒漠化及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国际讲习班(2013 年 4 月) 

(http://hmhfz.forestry.gov.cn/portal/zsb/dyxm/index.htm) 
X     

东北亚开展区域合作防治荒漠化、土壤退化和干旱以及沙尘暴网络(2012 年 12 月) X  X   
荒漠化公约 

科威特沙尘暴区域会议(2012 年 11 月) X  X   

儿基会 优先国家气候变化适应/减少灾害风险举措    X  X

气候变化方案(http://www.adb.org/themes/climate-change/main)    X   

气候变化基金 

(http://www.adb.org/site/funds/funds/climate-change-fund) 
   X   

防范气候基础设施 

(http://www.adb.org/themes/climate-change/climate-resilience) 
   X   

太平洋地区气候适应方案 (http://www.adb.org/projects/36069-012/main)    X   

亚行 

气候变化知识库 

(http://www.adb.org/news/adb-establishes-climate-change-knowledge-hub-

university-beijing?ref=themes/climate-change/news) 

X     

欧经委 
气候变化相关统计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会议(2012-2013 年) 

(http://www.unece.org/stats/documents/2012.11.environ.html) 

(http://www.unece.org/stats/documents/2013.11b.environ.html) 

X X X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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