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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9(a) 

可持续发展：《21世纪议程》、《进一步执行〈21 

世纪议程〉方案》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 

会议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的执行情况 
 
 
 

  2015年 5月 8日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 2015 年 4 月 12 日至 17 日在大韩民国大邱-庆北举行的第七届世

界水论坛部长级会议发表的部长级宣言(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9(a)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吴浚(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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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5月 8日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第七届世界水论坛部长级进程 
 
 

  2015年 4月 13 日部长宣言 
 
 

  大韩民国庆州 
 

 

 我们，各国部长和代表团团长，于 2015 年 4 月 13 日聚集在大韩民国庆州，

出席主题为“水——人类的未来”的第七届世界水论坛部长级会议， 

 重申大会题为“享有饮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的第 64/292 号、“享有安全饮

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的第 68/157 号、“2005-2015 年‘生命之水’国际行动

十年”的第 58/217 号和“2013 国际水合作年”的第 65/154 号决议，以及人权理

事会题为“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的第 27/7 号决议， 

 重申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的成果文件中所作的承诺， 

 认识到世界面临着与水有关的重大挑战，亟需以可持续方式应对这些挑战， 

 欢迎大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提出与水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认识到以往各届世界水论坛和布达佩斯水峰会在承诺应对与水有关的挑战

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并重申 2012 年在法国马赛举行的题为“治水良策，时不

我待”的第六届世界水论坛发表的部长级宣言， 

 又认识到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是所有利益攸关方的集体责任， 

 承认水资源对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至关重要，对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

尤其重要， 

 强调需要在各级、包括流域一级，并在水规划、公众参与以及有形基础设施

和自然系统健全管理的基础上促进实行善治，从而有效应对与水安全有关的挑

战， 

 认识到需要将以往各届世界水论坛为应对与水有关的挑战确定的“解决方

案”付诸“执行”， 

 酌情考虑到向各国部长提交的“大邱-庆北建议”，并欢迎各种专题、区域和

科学技术进程作出的许多贡献和努力， 

 声明我们的政治意愿是将本宣言所作的承诺纳入国家政策、计划和行动，并

加紧作出共同努力，推动与水有关的全球合作，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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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们重申水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并支持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专门

列入一项水目标和与水有关的具体目标。我们注意到，水资源综合管理及其与粮

食和能源的平衡关系对于有效应对不断增加的粮食和能源需求以实现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 

 2. 我们重申致力于落实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并确保逐步实

现人人享有饮用水和环境卫生。 

 3. 我们强调，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问题之一。为此，我们承诺共同努

力，确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届缔约方会议取得圆满成果，充

分认识到气候变化中水问题的重要性。 

 4. 我们确认沿岸国家在推动跨界水体合作方面发挥的主导作用。我们认识

到，采取双赢解决办法开展跨界水合作有助于沿岸国家之间跨界水体的可持续发

展和健全管理，也有利于各国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决心再接再厉，进一步落实以

往各届世界水论坛和第七届世界水论坛就跨界水合作问题作出的承诺和提出的

建议。我们注意到联合国在促进全球一级国际水合作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相关

国际公约关于水问题的若干原则在这方面可有助益。 

 5. 我们注意到第三次联合国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的成果，承认亟需在国

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采取预防行动，加强对水灾的抵抗和防备能力。发展系统和

有效的反应机制对于应对更大的风险和水灾的不确定性至关重要。我们强调，在

流域一级通过适当的土地管理支持水资源综合管理对于可持续水管理和规划至

关重要。这包括对自然系统进行健全管理并建立适足的水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

加强对水灾的预防、抵抗和准备能力。 

 6. 我们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国际援助机构、金融机构和

相关政府间组织及其他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意义重大。我们突

出强调公共和私营部门为应对与水有关的全球挑战酌情建立的伙伴关系，包括气

候问题相关机构，如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绿色气候基金和全球环境基金等。 

 7. 我们着重指出科学技术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将创新应用技术融入相关

政策，并制定将科学、技术、政策和做法联系起来的合理有效的行动计划，为水

问题“解决方案”付诸“执行”铺平道路。我们共同认识到，需要制订以科学为

依据、以适当体制机制为支撑的健全的公共政策和规章制度。我们特别强调，信

息和通信技术与智能化水管理和规划工作的结合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呼吁各国促

进知识共享，推动科学知识和创新技术的发展和利用，为筹资、投资、教育、培

训和能力建设提供便利，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并开发和传播具体业务模式，以

促进水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为此，我们欢迎世界水论坛启动科学技术进程，

并决心在该进程进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该进程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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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支持第七届世界水论坛的成果，期待制定“执行路线图”及其各自监测

系统，该系统可作为参照，用于制定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与水有关目标的执行

和监测准则。我们还欢迎第七届世界水论坛“大邱-庆北水行动促进可持续城市

和区域”进程及其地方和区域当局网络取得的成果，并欢迎世界水论坛正在开展

的设立旨在作为议员网络支持工具的“水法服务台”进程。 

 我们感谢大韩民国政府和人民、大邱市、庆尚北道和世界水理事会支持举办

第七届世界水论坛部长级会议，并建议大韩民国政府将本宣言提交联合国及其相

关机构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