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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 

2012 年 4 月 19 日，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第四次

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汪恕诚主席主持。参

加会议的有全

球水伙伴中国

委员会第二届

理事会 24 名

理事。水利部

国际合作与科

技司乔世珊巡

视员到会并讲

话。全球水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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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中国）各省（流域）水伙伴秘书长列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全球

水伙伴中国委员会 2011年工作报告》，听取了各省（流域）水伙伴的

工作汇报。 

会议一致同意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工作报告，并对今后的工作

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会议认为，在水利部和全球水伙伴总部的指导

下，在省（流域）水伙伴和伙伴合作单位的支持下，全面完成了 2011

年度计划，实现了预期的工作目标。会议对秘书处的工作给予了充分

肯定，认为其组织建设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人员素质得到进一步提

高，筹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出色地完成了 2011 年的各项工作任

务。 

全球水伙伴（中国）举办中国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高级圆桌会议 

2012年 4月 20日，在中国水利部和环境保护部的支持下，由全

球水伙伴中

国委员会主

办，亚洲开发

银行、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北京办事处、

世界自然基

金会北京代

表处、大自然

保护协会等协办的中国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高级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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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召开。会议旨在探讨建立责权清晰、分工明细、行为规范、运

转协调的水资源管理工作机制以及促进流域与区域和谐发展的合作

与协调机制，以水资源综合管理促进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推进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和完善流域水资源管理制度。 

会议由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球水伙伴中

国委员会主席汪恕诚主持，水利部陈雷部长、国家发展发改委杜鹰副

主任、环保部万本太总工程师出席会议并致辞，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

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于幼军出席会议。欧盟驻华代表团大使马库

斯•艾德和、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保罗•海登斯、世界

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执行官关德辉、全球水伙伴总部业务主任

约翰•麦兹格等出席会议并致辞。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陈明忠先生、

环保部总量控制司司长赵华林先生做了主旨报告，有七位国内外专家

做了特邀报告。 

国务院相关部委、科研院校、学术团体、企业界的代表和专家， 

  

领导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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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的理事和专家，联合国机构驻华代表处，欧盟

驻华代表团，荷兰、法国、加拿大等国家驻华使馆，亚洲开发银行以

及世界自然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资源

研究所等国际组织代表，水利部有关司局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围绕着中国水

资源管理制度这个主

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取得了以下五点共识： 

第一、中国面临

着水资源短缺和水污

染严重的挑战。中国政

府去年颁布了 1号文件和相关的法规政策，是应对这些挑战的战略性

讨论会现场 

中欧流域综合管理项目小组新书发布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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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举措。把“三条红线”作为当前水资源管理的重要目标来推动资源

的开发、保护，对节

约用水和水资源水

环境的保护将会发

挥重要的作用。 

第二、落实 1

号文件和相关政策

面临着巨大挑战。需

要进一步进行机制和体制的改革，需要配套相关的法律和法规。要建

立“三条红线”的执行细则，完善相关的技术标准，定价指标和技术

体系。要完善执法监督体系建设和激励处罚的法规和机制。 

第三、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涉及到涉水的多个政府

部门，特别是涉及到水利部、环保部和其他相关部委，如何能够建立

起协调合作的机制，是贯彻落实 1号文件的重要方面。另外还要促进

社会公众、企业、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 

  
会议代表会间交流讨论 

新书发布仪式 

亚洲开发银行新书发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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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开发全国的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的监测信息系统，

建立河湖健康评价体系，是执行三条红线控制的重要技术支撑。 

第五、开展国际合作，分享各国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先进理念、

模式和技术，是执行落实中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的部 

分。中国与欧洲建立水平台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和良好的范例。 

 

全球水伙伴工作动态 

1．全球水伙伴在亚美尼亚举办《水资源综合管理工具箱培训会》 

2012年 4月 25日至 26日，全球水伙伴在亚美尼亚的埃里温州

立大学举办《全球水伙伴水资源综合管理工具箱中应用培训会》。培

训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学习如何在大学课程中运用水资源综合管理工

具箱的内容。 

培训会上，18名分别来自亚美尼亚埃里温州立大学、国家农业

大学，以及亚美尼亚政府机构和全球水伙伴亚美尼亚国家委员会。另

外还有两位来自佐治亚理工大学的教授也受邀参加培训。培训内容包

括：工具箱的基本内容；工具箱的工具应用和能力建设；以及水资源

综合管理在全球水伙伴中亚及高加索地区的传播和分享经验。 

埃里温州立大学的其中一项计划就是将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培训

和工具箱培训纳进硕士课程方案。 

2.实行卢旺达水政策 

2012年 4月 25日，全球水伙伴卢旺达国家委员会举办《卢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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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管理战略》实行第一届研讨会。此次会议与荷兰发展组织共同

举办，主题为“通过不同层次的不同部门的协作和建立伙伴关系来实

行水资源综合管理”。会议邀请到卢旺达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卡巴里萨

先生到会并致辞，卡巴里萨副局长在致辞中指出：“我们需要加强水

资源管理战略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和参与”。 

全球水伙伴卢旺达国家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先生强调：“研讨会

旨在增加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水资源综合管理和提高相关单位的干预

措施，包括民间组织，私营企业和国家以及地方的政府部门。卢旺达

水资源综合管理政策和战略的实施需要强大稳健的合作作为基石，以

及伙伴关系和所有参与者之间的协作”。 

卢旺达自然资源管理局副主任介绍了水资源管理的政策和战略。

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政策的全面性，但也意识到付诸实践的关键

步骤。研讨会的讨论包括： 

本次活动的成果在于使每个人，从决策者到普遍人都有机会了解

和参与水资源综合管理。利用现有的网络和论坛资源，像全球水伙伴

卢旺达国家委员会就可以与别家组织一起行动，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

供交流和对话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