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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提出关于环境保护

与持续发展的法律原则 概要

一
、

总 
,

权利和资任

基本人权 全体人类都享有适合其健康和

福利的环境基本权利

世代衡平 各国应为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

益
,

保护和利用环境和自然资源

保护与持续利用 各国应维护生物圈功能

活动必不可少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学进程
,
保护生物

的多样性
,

遵循利用生物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保持

最佳持续生产的原则

牛 环境标准与监测 各国应制定适当的环境

保护标准
,
监测环境变化并公布环境质量及资源利

用的有关资料

, 事先的环境影响评价 各国对可能严重影

响环境或自然资源利用的拟议活动
,

应进行或要求

做出事先的环境影响评价

事先通知
、

保留诉讼的适当程序 各国应及

时通告因计划中的活动可能受到严重影响的一切人

员并为之提供平等的行政及司法诉讼的适当程序

持续发展与援助 各国应当保证把环境保

护看成是开发活动的规划和实施的一个组成 部分
,

应当对其他国家
,
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

支持

其保护环境和持续发展

互相合作的一般义务 各国在履行上述权

利和义务时
,

应真诚相互合作

二
、

关于对跨国界自然资源与环境造成妨碍应

遵循的原 
、

权利和义务

合理的均衡的使用 原则 各国应合理
、

均衡

地使用跨国界的自然资源

防止和减少污染 各国应防止或减少一切

引起重大损害的跨越国界的环境 扰 但属于下述

的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除外

严格的责任 各国实行或认可有一定危险

但又有利益的活动时
,

应采取一切合理的防范措施

避开危险 如果发生越界的损害
,

即使从事此类活

动的当时尚不知其有害
,

行为国应保证负责赔偿

防治费用远超过损害时的事先协商 各国

在计划实行或批准实行某项可能引起超越边界的实

质损害的行动时
,

如该行动造成的损害远低于防治

费用
,

应当在公平的条件下与受害国举行协商
,
然后

实施行动 如达不成协议
,

参照第 条

同等对待原则 各国对于造成跨边界自然

资源与环境的妨碍时
,

至少应当适用同一对环境行

为影响的标准
,

而与国内所适用的并无二致 即不

要把不要求本国公民做的事要求他国去做

跨国环境问题合作的一般义务 各国应真

诚地同其他国家合作
,

以达到最合理利用跨边界的

自然资源和最有效地防止或减少造成跨国环境的干

扰

情报交流 造成跨国自然资源或环境损害

的起因国应当将有关情报及时提供 给其他 有 关国

家

事先评价
、

事先通知 各国应当向有关国

家事先及时发出通知
,

提供有关情报
,

应当对可能造

成跨边界重大环境影响的拟议活动做出或要求做出

环境影响评价

事先协商 污染源国应当就其自然资源和

环境利用中现有或潜在的跨国影响在早期阶段就真

诚同有关各国进行协商

环境评价及环境保护的合作安排 各国应

当同有关国家就有关跨边界自然资源及环境损害的

监测
、

科学研究和制定标准等方面进行合作

紧急情况 各国应当对可能引起越界环境

损害的紧急情况准备应变计划
,

在紧急情况发生时

应当立即向有关国家发出警报
,

提供有关情报

同等机会与同等待遇 各国因其利用自然

资源或环境而引起跨越边界的妨碍时
,
对于受到或

可能受到影响的一切人员应当在行政的和司法的诉

讼中赋予同等的机会
,

适当的程序和同等的待遇

三
、

国家资任

各国应当停止一切违反有关环境的国际义

务
,

并对其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环境法专家小组通过 了本概

要 全文将登载在 《环境保护与持续发展的法律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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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和平解决争端

各国应当以和平方式解决环境争端 如在

八个月内未能就解决间题或就解决争端的安排达

成协议
,

应当提交调解 如调解无效
,

依当事国任何

一方的要求
,

可提交仲裁或司法解决

科 学

杨宛 华译 自
, “ , 功 称 “

“ 亡
·

一
,

全球性有害化学品 目录简介

为引起各国政府和民众对环境中化学品对人类

和环境的危害影响的注意和重视
,

国际潜在有毒化

学品登记处 于 年底制订了 具有全球

意义的有害化学品一览表 在此就这些化学品的主

要来源
,

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及 建议采取的

某些防治措施作一简介

镊 目前因人类生产活动而释放到大气 中的锅

量已超过自然来源一个数量级
,

达到每年 吨

人类通过粮食和吸烟等途径摄取锅
,

积累于肝和肾

中 研究表明
,

锡积累可导致肾功能损伤并影响骨

骼结构
,

引起老年妇女的痛痛病 在镐污染区 植物

落叶的分解速度变慢
,

长期影响营养物质循环 建

议限制福使用
,

加强化学和生物监测
,

并制订有关标

准

铅 大气中铅主要来自含铅添加剂的汽 油燃 烧

使用 城市大气平均铅含量为乡村的五倍以上 人

类接触铅的另一途径是罐装食品和饮用水管内溶解

的铅 摄入铅过多司 引起腹痛
、

贫血和神经系统损

伤
,

对胎儿和儿童影响尤为明显 铅污染对水生鸟

类的影 响也不容忽视 据估计北美每年因铅弹和使

用钓锤引起铅中毒死 亡的鸭子达二百万只 建议研

制不含铅的汽油添加剂和食品罐装材料
,

禁用铅涂

料和含铅玩具 进行全球性生物监测并配合流行病

调查
,

以阐明产生危害影响的阑值水平

汞 环境中汞含量不很高
,

每年由土壤自然释放

量约为 吨 氯碱工业和 电器制造业汞的大量

使用及废料排放可导致水域严重污染 水体中无机

汞主要由沉积物吸收
,

沉积物中汞含量比水体中可

高 一 。倍 汞在沉积物中可转化成毒性较

大的甲基汞
,

通过食物链 食用鱼类等 进入人体内

而引起汞中毒 汞对人类和其它生物的毒性较大
,

应

加强污染区监测
,

同时应进一步了解全球汞循环及

表面水层酸化对汞循环和对未来人类暴露水平的影

响
, ,

在全球热平衡中起极大的作用 煤
、

石油和天然气的广泛使用产生了大量的
, ,

并引

起全球
“
温室效应 ” 据预测

,

廿一世纪后期大气

中 浓度将超过 “
,

全球平均温度将升高

一 ℃ 全球性气温升高对农业和海洋资源的分布

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海洋水温升高及冰峰融化可引

起海平面升高数以米计 目前应抓紧新能源的开发

利用
,

减少 释放 除 外
,

其它一些气体如

甲烷
、

臭氧等也可引起相似温室效应
,

应予以重视
,

氮氧化物和光化学级化剂 是
“
光化学 烟

雾
”
的主要成分之一 在大气中经紫外线辐射

,

反应生成二级污染物如
、

含氮酸和硝基多环芳

烃等
二

对人体可引起哮喘等呼吸功能障碍 在
,

和
,

协同作用下
, 二

有较强植物毒性作

用 光化学氧化剂
,

本身对全球森林衰落和粮食

减产起很大作用 和光化学氧化剂对健康影

响及其阑值水平
、 二

和碳氢化合物产生
。

的机

理等尚不清楚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及其衍生物 在大气中可形 成酸 性物

质 酸雨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危害 据报道
,

欧美

等地区鱼群和鱼种的大量消失和江河湖泊水的酸化

有直接关系 水酸化也可导致森林消失
、

粮食减产

及饮用水中重金属浓度增高 近来
,

远东等发展中

国家随工业的发展
,

释放量骤增
,

已接近欧美国

家的水平
,

这应引起高度重视 建议 进行酸性气溶

胶对人体呼吸功能影响的研究

煤和其它燃料的生产使用 煤
、

石油和天然气是

地球上主要能源
,

燃烧产生的
、 ,

和 气

体颗粒物
,

释出的有害微量元素及多环芳烃等有害

物质 日益影响着人类和其它生物的生 存 不仅如

此
,

这些燃料的开采
,

运输和储藏也给人类和环境带

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当今迫切需要了解煤的扩大利

用对人类和环境的潜在影响
,

重新评价多环芳烃和

其它微量有害成分对 人体的危害性
,

推广应用消除

烟尘的控制装置
,

以缓和污染问题

农药 农药的广泛使用带来 了两 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