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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亚太水峰会清迈宣言 

（译文） 

   我们，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别代表，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在泰国清

迈召开的第二届亚太水峰会聚首，重申水对人类生活、人类安全、环境和经济

的重要性: 

 认识到水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与数个关键的全球性挑战密切相关,

重申将水融入可持续发展、并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文件“我

们憧憬的未来”所阐述的三个可持续发展领域中突出水与卫生的极端

重要性; 

 忆及 2005-2015年是联合国“生命之水”国际行动十年，2013年是联

合国国际水合作年; 

 认识到亚太地区是最易受灾害侵袭的地区，包括洪水和干旱在内的涉

水灾害事件在本地区发生的强度和频率有所上升; 

 更认识到气候变化可能会推高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强度和频率，并造

成经济和社会损失，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 

 关切涉水灾害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以及涉水灾害对上述国家为可

持续发展所做努力的冲击; 



 强调水资源开发和管理应由各方参与，将各级用水户、规划者和政策

制定者纳入考量，并强调女性在水资源提供、管理和保护中的重要作

用; 

 认识到可持续粮食生产越来越依赖于健全有效的水资源管理，认识到

促进可持续农业生产的必要性与综合水资源开发管理密切相关。 

因此，我们宣布： 

1. 更新我们在第一届亚太水峰会（于 2007年在日本别府市召开）上所做

的承诺，着重突出水与卫生在国家议程中的重要性，并为水与卫生领

域划拨必要的支持资源； 

2. 鼓励在 2015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中纳入减灾议题，以解决共同面临的

挑战，减少由洪水、干旱及其他自然灾害所引发的人员死亡和经济损

失； 

3. 适时加快在制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框架的规划过程中纳入综合水资源

规划和管理的进程，同时扶持传统水资源处理的最佳实践做法； 

4. 加强地区和国际层面分享、交流和传播综合水资源管理领域的科技知

识和最佳实践做法的力度； 

5. 促进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考虑人类的基本需求，如生活、工业和

农业用水，以及平衡各生态系统的保护； 

6. 改良耗水量巨大的农业灌溉系统，并将此纳入促进用水效率的规划中； 

7. 增进技术转让，加快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优化水的多重用途，减少

涉水灾害对人们生计、经济和环境的影响； 

8. 强调在建立包括早期预警在内的涉水灾害减灾救灾系统中有效利用信

息和通讯技术，通过发展能力、增强监管的应对能力和创新融资渠道，

增强社区应对涉水灾害的能力； 



9. 鼓励出台政策措施，减少水污染，抵抗沙漠化，改善水质，保护湿地、

河流及其他淡水来源，这些都构成人与自然的基本生存条件和需求； 

10. 适时进一步鼓励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就有关水资源管理、保

护和合理利用的行动建立包括公有-私有部门合作伙伴关系在内的更

佳联络途径和合作伙伴关系； 

11. 鼓励在联合国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有关讨论中适当考虑与水

有关的议题； 

12. 邀请亚太水论坛动员一切行动支持上述提议，并适时鼓励在可持续

发展、消除贫困和建立亚洲水信息系统的框架下考虑制定绿色经济政

策； 

13. 衷心感谢泰国政府和泰国人民倾力举办第二届亚太水峰会，并鼓励

各国政府尽各自所能实施上述提议，以顽强的意志和勇气实现我们对

未来的愿景。 

 

泰国清迈 

2013年 5月 20日 

 

 

部分亚洲国家的灌区规模 

亚洲国家对大型灌区的定义各不相同。不丹、柬埔寨、斯里兰卡分别规定

面积在 100公顷、400公顷、500公顷以上的灌区为大型灌区。而印度、中国、

巴基斯坦对大型灌区面积的界定则分别为 10000公顷、20000公顷和 25000公

顷。越南则规定只有面积超过 50000公顷的灌区才能被称为大型灌区。 



在灌区的管理方式方面，各国也有各自的一套体系。在中国，超大型、大

型和中型灌区通常有特设的政府组织管理，小型灌区则通常由农户自行管理。

在印度，小型灌溉工程的水源为地表水和地下水，而大型和中型灌溉工程通常

使用地表水。马来西亚有三种类型的灌溉系统，一种是粮食产区灌溉系统，一

种是微型粮食产区灌溉系统，还有一种是非粮食产区灌溉系统，其中，非粮食

产区灌溉系统遍布全国，面积通常在 50-200公顷之间。 

（摘译自联合国粮农组织《东亚与南亚的灌溉数据》一书） 

 

中国的农业生产前景 

日前，经合组织和粮农组织发布了《经合组织-粮农组织 2013-2022年农业

展望》。该报告预测，在未来十年，全球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 1.5%。中国

每年的消费增长预计将比生产增长高出约 0.3%，这表明中国的农业领域存在

一个不断扩大但规模适中的缺口。预计在未来十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将会

放缓，但仍有望保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自足。报告指出，应当密切注意中国

农业前景中的主要不确定因素并加以解决。这些不确定因素包括高水平经济增

长的可持续性、生产资源限制的增多、土地退化和水资源消耗、以及气候变化

造成的生产浮动性的增大。 

（摘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http://www.fao.org/news/story/zh/item/177504/icode/；《经合组织-粮农组织 2013-2022

年农业展望》全书下载地址：http://www.oecd.org/site/oecd-faoagriculturaloutlook/highlights-2013-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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