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世界水日致辞 

（2002 年 3 月 22 日） 

 

迫在眉睫的水资源危机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世界

人口增加了三倍，而全球对水这一宝贵资源的需求却增加了六倍。如果对水资源及相关的生

态系统不能更好地加以管理，那么，到 2025 年，三分之二的人将面临严重缺水或水资源短

缺的状况。 

教科文组织已成为宣传今年世界水日主题“水资源为发展服务”的主力。本组织于 1975 年

设立了国际水文计划，从而率先为评估全球水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指导水资源，特别是

干旱地区水资源的管理制订了伦理道德和社会经济原则并推广了一些经验。 

教科文组织与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一直在密切合作，例如，本组织接待了世界水资源评估计

划（WWAP）秘书处。通过联合国系统 23 个机构的协同努力，该计划将编制《世界水资源

开发报告》，其第一版将于 2003 年 3 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次世界水论坛之际公开发

表。各国决策人员、非政府组织和普通公民都有机会了解对全球的和地区的水资源状况的定

期评估，这将是第一次。 

教科文组织还通过“水资源促进和平”这一新的重大项目，与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绿十字国际

进行合作。其目的是培养决策人员以及水文专家和学生为预防发生国际水资源冲突所需的谈

判能力。我们应该一起行动起来，尽我们之所能，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一个“在水资源问题上

和睦相处”而不是“因水资源而战”的世纪。 

通过制订有效地和合乎伦理道德地管理水资源并重视相关生态系统的原则和方法，我们就能

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迈进一步。为了加强这一潜力，教科文组织现正在发起伏尔加河/里海

盆地这个重大项目。俄罗斯联邦 39 个省和共和国的代表将在教科文组织所有五个计划领域

内共同努力，制订对该盆地水文、生态和社会经济需求进行相互比较的学科间发展规划。这

种通盘考虑的策略将在 2002 年 8 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上作为一

个独特的例子加以介绍。之所以支持这种策略是因为确信，只有把科学的与合乎伦理道德的

原则与社会认为正确的做法相结合，我们才能为后代留下一个永远“拥有水资源的世界”。 



- 2 - 

水可能是唯一涉及人类文明方方面面—从工农业发展到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文化和宗教价值

观—的自然资源。地球上的生命起源于水，生命与水始终息息相关。确切地说，对水的需求

已成了整个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推动力。如果水资源处于危机状况，那么，

发展也将出现危机，这样说并不夸张。因此，选定“水资源为发展服务”作为今年世界水日

的主题非常之得当。 

 

       

 

松浦晃一郎 

（  签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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