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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实施 

 
 

临时议程项目 6.1、6.3 

本文件概述了与主题 4 中“发展中国家新兴城市的机遇”这一重点领

域相关的计划实施情况，以及国际水文计划第七阶段外部评估的落实工

作，包括国际水文计划国家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建议作出的决定：理事会可以考虑 

• 要求秘书处设立由教科文组织支持的工作组和国际合作平台，并

向第五十五、第五十六届主席团会议和理事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报

告所取得的进展。 
• 根据秘书处所作的介绍，讨论进一步改善国家委员会网络以及与

教科文组织水家庭计划的交流与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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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文计划第八阶段的实施（议程项目 6.1） 

1. 国际水文计划第八阶段主题 4：未来的水与人类住区旨在帮助面临气候变化、人口增长、

城市基础设施体系恶化和其他各种挑战的城市和农村住区理解这些问题，根据不同水系相互依

存的情况采取措施。这一主题由五个重点领域构成：革命性的方法和技术；以综合性管理方式

为目的的全系统变革；建立最大限度利用水（处理）和综合管理的机构和领导层；发展中国家

新兴城市存在的机遇；农村人类住区的综合发展。 

2. 在重点领域 4.4——发展中国家新兴城市存在的机遇——所确定的各项活动框架内，教

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联手巴黎大区水研究者、运营商和地方政府协会（ARCEAU-IdF），

在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大会（2015 年）第一周举行了“水、大城

市与全球变化”国际会议。会议汇聚了 20 个国家的 388 名科学家、公共和私营运营商、当选

官员、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使他们有机会就大城市发展中面临的各种挑战交流知识

（www.eaumega.org）。 

3. 会议产生的《宣言》（参考文件：IHP/Bur-LII(I/Ref5)）承诺在两年内建立一个合作平台，

以利于就适应或减轻气候变化对大城市用水的影响开展对话。该平台将主要支持大城市相互学

习，交流经验和最佳做法，与相应的技术、学术和金融机构合作，制定并实施各自应对挑战的

方法。会议还提议在 2016 年建立一个由国际水文计划支持的工作组，为这一平台的建立创造

初步条件（参考文件：IHP/Bur-LIII/Ref4）。 

4. 工作组的宗旨是为平台的建立创造有利条件，与教科文组织水家庭计划、国际水文计划

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水机制和联合国人居署等其他联合国机构开展联络和互动。 

5. 这一国际合作平台将成为希望就水和卫生服务交流经验、研究成果、最佳做法和气候变

化适应战略的大城市网络的核心。 

理事会的预期行动： 

理事会可以考虑要求秘书处建立由教科文组织支持的工作组和国际合作平台，并向第五十五、

第五十六届主席团会议及理事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报告所取得的进展。 

  

http://www.eaumeg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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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文计划第七阶段外部评估的落实工作，包括国际水文计划国家委员会调查报告 

（议程项目 6.3） 

1. 国际水文计划秘书处努力通过改善交流和外联工作、提高国际水文计划的影响力、加

强教科文组织水家庭计划的协调等措施，落实评估所提的各项建议（参阅：IHP/IC-XXII/Inf.1、

项目 4.9 和 IHP/IC-XXII/Inf.5）。作为这一工作的组成部分，秘书处于 2015 年实施了国际水文

计划国家委员会调查，截至 10 月 15 日，共有 65 个会员国作出了回应。此后，秘书处向主席

团成员分享了调查报告内容。 

理事会的预期行动： 

理事会可以考虑根据秘书处所作的介绍，讨论进一步改善国家委员会网络以及与教科文组织

水家庭计划的交流与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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