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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水伙伴（中国）参加第三届世界生态高峰会 

由国际生态学会、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中国生态学

学会、美国生态学会、英国生态学会和全球水伙伴等 20 多个国内外

生态学相关领域的权威学术组织和团体共同发起，中国生态学学会和

Elsevier 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世界生态高峰会（EcoSummit 

2007）于 5 月 22～27 日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等出席了会议开幕式。中国生态学会理事

长、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理事王如松教授是此次生态高峰会的组委

会主席和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来自 70 多个国家的 1400 多名生态学工

作者欢聚一堂，针对如何运用生态学方法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系

统退化，以及如何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改善人类福祉进行了富

有成效的讨论。  

本次峰会以“生态复杂性与可持续发展：21 世纪生态学的机遇

和挑战”为主题，探讨世界范围内生态关系的变化、生态理念的革新，

交流生态科学的进展和生态建设的实践，内容涉及生态复杂性、可持

续发展科学、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健康、全球变化与生态效应、城市

化与生态建设、循环经济与产业生态学等理论和应用的前沿议题。 

会议通过了《北京生态宣言》。宣言指出，生态学必须成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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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重要工具。没有对人与环境复杂多变生态关系的深刻理解，我

们的决策就可能出现严重失误，给未来造成严重的问题。人类未来健

康取决于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水、土壤质量以及动植物和微生物等

之间的微妙的平衡关系，而生态学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平衡的运行、

受扰机制及服务功能。与会的科学工作者们共同呼吁，人类社会立即

行动起来，为防止地球生态的进一步退化而共同努力。  

全球水伙伴是此次会议的发

起单位之一。全球水伙伴（中国）

配合总部积极参与了此次高峰会

的有关活动，组织了关于“大坝与

生态系统”的分会场，并设立了 GWP

的专门展台，向大会散发了大量宣

传 IWRM 的中英文材料。 

全球水伙伴（中国）参加第二届长江论坛 

2007 年 4 月 15～16 日，以“长江与洞庭湖”为主题的第二届长

江论坛在湖南长沙召开。论坛以长江流域与洞庭湖的水安全——防洪

安全、生态安全、饮水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为主线，由高峰论坛及流域

综合治理、健康河流、洞庭湖、中瑞防洪减灾和企业 5个分论坛组成。

会议通过了《保护洞庭湖行动纲领——第二届长江论坛长沙宣言》。 

第二届长江论坛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江水利委员会协办。

作为长江论坛的重要发起单位之一，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参加了此

次论坛。全球水伙伴总部高级顾问 Khalid Mohtadullah 先生和全球

全球水伙伴 EcoSummit 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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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伙伴中国委员会董哲仁主席在高峰论坛上发表了讲话，并分别主持

了“流域综合管理”及“健康河流”两个分论坛。董哲仁主席还在健

康河流分论坛上做了题为“健康河流的诠释”的主题报告。 

 

湖南省水利厅张硕辅厅长会见全球水伙伴（中国）董哲仁主席 

2007 年 4 月 16 日下午，参加第二届长江论坛的湖南省水利厅张

硕辅厅长会见了全球水伙伴

中国委员会主席董哲仁先生

一行，与董哲仁先生共同探讨

了水资源管理模式。双方表达

了今后将在促进水资源综合

管理方面进一步合作的意向。 

 

全球水伙伴关注黄河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 

为了掌握《黄河水量调度条例》（简称《条例》）的实施情况，

促进黄河水资源的统一管理，2007 年 5 月 29～30 日，全球水伙伴（中

国黄河）在郑州召开《条例》贯彻实施对话会，总结、交流《条例》

实施一年来的经验和建议。  

此次对话会是继去年全球水伙伴（中国黄河）成功举办“《水法》

及相关法规在黄河流域管理中的实施对话”活动后的又一次重要活

动。会议之前，全球水伙伴代表在黄委有关单位的陪同下，分别于 4

月 8～12 日和 5 月 29 日在山东济南、青岛和河南人民胜利渠对《条

张硕辅厅长（右）会见董哲仁主席（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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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贯彻实施情况进行调研，并在调研的基础上与有关方面进行了现

场对话。  

对话会上，黄委水政局、水调局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了《条例》

的立法和实施情况，国务院法制办农环司司长王振江对《条例》作了

全面解读；胶东调水管理局青岛分局、胜利油田管理局、西北电网有

限公司及河北省水利厅就引黄济青的调水保障和效益、水量调度对油

田发展的保障作用、正确处理好电调水调的关系、引黄济淀生态调水

等方面作了专题发言；沿黄各省水利厅的专家积极发表了各自对贯彻

实施《条例》的看法和建议。  

与会代表认为，《条例》实施一年来，对加强黄河水资源的统一

管理、防止黄河不断流、保持和改善流域生态、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沿黄各个省区制订了不同的执行措施，促进了《条

例》的贯彻实施，但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代表建议，应建立调水信息网络和经常性的协商对话机制，使

沿黄省区与黄委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加强各省（区）的调水机构建

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在贯彻实施《条例》的同时，改善黄河水质，把

水质立法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全球水伙伴总部、全球水伙伴（中国）、国家防办、水利部、全

球水伙伴（中国黄河）、全球水伙伴（中国河北）、世界自然基金会、

欧盟驻华代表处、黄委及其所属单位、沿黄各省（区）水利厅、胶东

调水管理局、东营市政府、胜利油田管理局、西北电网有限公司、有

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灌区、企业的代表参加了对话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