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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全球变化研究网络  ! ∀#∃ %实施计划
’

张志强 译

欧洲全 球 变化研 究
&

网络  ! ∀# ∃ % 的实施 计划 由  ! ∀# ∃ 办公 室根据  
∋

! ∀# ∃ 理事会提 出的指导思想制定
。

在由  ! ∀( ∃ 理 事会和欧共体的代表组成的特

别小组的帮助下
,

该实施计划已被详尽阐述和修订
。

) ∗∗ +年,月)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 的

 ! ∀# ∃ 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上
,

对该实施计划又进行 了审查并获得通过
。

) 引 言

)
−

) 背景 地球环境是由一系列密切联系的物理
、

化学
、

生物和社会一经济系统构成的
,

在

这些系统中发生的大尺度相互作用变化被称为
“

全球变化
” 。

科学家们的这种认识提出了对地

球系统予以更深入了解的需要
,

这导致科学团体在全球变化研究领域提出和实施大型国际科

学汁划
。

这些科学计划的主要 目标之一是为决策者制定研究全球变化的策略和促进可持续发

展提供最新的科学知识
。

这些国际科学计划
,

如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 # ! /% 和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0 1/%
,

主要

是由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 ∀#23 %及相关国际组织领导的
。

参加这些计划的科学家为政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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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 %和最危险地区的防治规划
。

这些图件提供了泥石流流量和泥石流扇沉积物的定量估计
。

为

此 目的亦发展了许多计算和估计方法
。

这些灾害图作为沿主要河流洪水警报系统的一部分而

成为临时撤退的依据
。

奥地利目前没有特别的泥石流警报系统
。

在灾害制图的基础上
,

灾害防治方法的发展在奥地刹过去的十年中迈出了最重要的步伐
。

森林技术服务部用高地造林增加植被覆盖和修建潜坝及排导槽等方法治理易于发生泥石流的

流域己有)66 年的历史
。

在新的床移质理论基础上
,

新型的潜坝正在设计之中
。

奥地利由泥石流

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的具体数字资料仍无法提供
,

只有一个洪水损失总量的统计
。

每年的流域

治理和岩崩防治费用大约为+ 6 6。万美元
。

7 结 论
阿尔卑斯褶皱山体正处在年轻的形成期

。

高海拔的许多冰债物提供了大量的碎屑来源
。

这

些因素与高强度降雨的组 合意味着奥地利正 明显遭受着泥石流危害
。

尽管在防治措施上已有

大量投入
,

但似乎这种危害仍然在增加
,

因为起保护作用的森林由于大气污染而在减少
。

高强

度的泥石流在联邦 89 :; < = > ? 州
、

−≅ Α > 9 >:< Β > ? 州 Χ Δ Ε> Α : 州和 # 9 > ΦΓ 5Η9 州都有报导
。

只有奥地利

的北部和东部地区没有受到泥石流的危害
。

技术和生物防治措施
,

以及通过制定以泥石流灾害图作为总体规划和将来发展的基础
,

在

过去的十年中已得到实施
。

新的泥石流理论促进了新的潜坝的发展
,

从而使下游能够接受到足

够的物质以防止流水的冲刷但又不致于造成危害和阻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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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 % ) ∗ ∗6 年第一次科学评估气候变化提供了基础
。

除了 . #! / 和

∀0 1 / 以外
, −

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因素计划 ∃ Μ /%和生物多样性计划 Μ ∀≅ ! 2 Δ Κ 2% 也将为这

些 目标做出贡献
。

在过去的几年中 4全球环境问题在国际政坛 日益得到重视并广泛讨论
。

事实上
,

在Σ6 年代

于斯德哥尔摩召开的
“

人类环境会议
”

就已经讨论了全球环境在加速退化的问题
,

会议导致成

立 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3  /% 以及被称为布伦特兰1 >= ΓΤ 5: 9Γ Τ% 委员会的世界环境与发展

委 员会 . # Μ %
。

) ∗ ∗ 6年 召 开 的
“

第二 届世界气候会议
”

和 ) ∗ ∗ ,年召 开 的
“

联合国 环境与发展大 会
”

3  # Μ %
,

使全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范围的中心议题
。

在 3  # Μ 会议上
,

欧洲共同体 # %与许多国家一道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

物多样性公约 》
,

并且承担了《,) 世纪议程》的义务
。

这些公约及《,) 世纪议程》
,

构成了联合国会

议活动的重要方面
。

最近
,

欧洲共同体也签署了《国际荒漠化公约》
。

现在
,

人们已普遍认识到
,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

对全球变化的深入认识是十分迫切的
。

要有

效地减少在全球环境变化领域内仍然存在的许多科学不确定性
,

就必须以国际框架计划的形

式实施进一步的研究
。

) ∗ ∗ Π年召开的世界气候计划 . #/ %政府间会议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Υ # Μ %的大科学论坛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协调的国际科学努力的重要性
。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Ν Σ年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得到了科学团体联合起来开展研

究的响应
,

并且是导致) ∗ ∗ 6年由 ∀0 1 / 组织召开贝拉焦 压39? ΦΑ% 会议的因素之一
。

贝拉焦会议

成为发展全球变化研究整体基础的重要里程碑
。

该会议的报告是为科学家和决策者编写的
,

它

奠定了全球变化的分析
、

研究和培训 系统 2Δ Κ ! Δ %的基础
。

2 Δ Κ ! Δ 的目标是通过区域研究

网络 ! !  %系统
,

在全世界所有地 区成功地实施 ∀0 1/
、

. # ! / 和 ∃ Μ / 的科学日程
。

为认识
、

监测和预测全球变化
,

所有这些研究计划都需要现代全球观测系统的支持
。

宇宙

飞船的遥感与信息技术相结合
,

正在开始形成一种观测地球生物圈和地圈的强有力的新手段
。

从此
,

科学家有史以来第一次计划将地球系统置于连续的观测之下
。

目前正在发展三种相互联

系的全球观测系统以观测气候
、

海洋和陆地
,

即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0 # Υ2%
、

全球海洋观测系

统 0 ΥΥ2% 和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0 Δ Υ 2 %
。

欧洲的决策者和科学家在国际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

欧洲联盟 3 %的《关于环境

的第五行动计划》和欧共体 # %的《第四框架计划 ) ∗ ∗Λ 一 ) ∗ ∗ Ν %》的
“

环境与气候专门计划
”

为

欧洲在全球变化方面采取的国际行动做 出贡献奠定了基础
。

《欧洲联盟条约 》中也承认开展国际努力的重要性
,

其中写到
,

欧洲联盟关于环境的政策将

要为
“

促进在国际范围内对区域和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
”

做声贡献
。

在欧共体环境部长理事会的一项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决议
—

《欧共体的政策和

行动计划》中提到
,

科学研究与技术进步被认为是执行这些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
。

)
−

,  ! ∀# ∃ 的创议 虽然在欧洲已经提出了许多完善的国家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

并发

展了有效的合作机制
,

但是为促进更广泛的国际联系
,

以保证互补性 (Α ς Ο:Β ς ΒΓ 59> Φ5Ε %和协同

作用
、

以及泛欧国家为全球变化研究的国际行动做出贡献
,

一个迫切的需求就是整体的通讯 Ω

协作
。

鉴于促进合作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应用于欧盟 = %的客项政策中的重要性
,

欧共体负责科

学
、

研究和发展的官员于 ) ∗ ∗ ,年 Π月致函给欧盟的所有研究部长
,

以便提岑在该领域的一项创

议
。

这项工作得到了快速响应
,

并于 ) ∗ ∗ ,年 Λ月组成了一个高级专家小组
。

该专家小组的一个任



务组 Δ 9 8Ξ Ι Α >Β Β %提出了
“

欧洲全球变化研究网络
”

 ! ∀#∃ %的概念
,

并于 ) ∗ ∗ Π年Σ月召开的

该高级专家小组会议上获得通过
。

) ∗ ∗ Π年Γ 月由欧共体组织的  ! ∀#∃ 专题讨论会在西班牙塞维利亚 2ΒΨ ς Β %召开
,

该专

题讨论会的目的是将  ! ∀# ∃ 的概念向更广大的范围 欧洲联盟成员国家以外%宣传
,

以期促

进深入讨论
、

广泛参与并做出可能的贡献
。−

这次学术讨论会由来 自欧盟成员国家
、

欧洲自由贸

易联盟 ΙΔ Κ %国家
、

中欧和东欧国家
、

俄罗斯和非洲国家的代表
,

来自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

会 ∀ #23 %
、

美洲国家间全球变化研究所 ∀ Κ :% 和亚太全球变化研究网络 Κ / %等国际机构的

代表
,

以及来自国际科学计划如 ∀0 1 / 和 2Δ Κ ! Δ 的代表共 Ν6 多人参加
。

会议的参加者基于三

个基本原则接受了  ! ∀# ∃ 的概念
,

即
4

能促进通讯 合作
 ! 能增进伙伴关系  ∀ 能确保所

涉及地区各国自身研究能力的建设
。

欧共体现在已经开始在其《研究与技术开发第四框架计划 # ∃% %& 一 ∃%% ∋ (》的范围内实施

) ∗ + ,− .
。

在 ∃% % &年∃/ 月 ∃0 日召开的会议上
,

欧洲联盟研究部长理事会采纳了欧共体提出的
“

环境与气候专门计划
”

的建议
” 。

在该专门计划文本的附录 ∃中写到
1 “

为了集中欧共体的研究

努力
、

以及为了树立欧共体在世界范围全球变化研究中的良好形象
,

在全球变化领域内确定的

研究活动将在欧洲全球变化研究网络 #) ∗ +, 2 . (的框架内实施
。

这些研究活动将帮助实现

,3 45
、

6 − + 5 和 . 7 5 的目标
,

因此研究结果将能用于实施欧共体的《关于环境的第五行动计

划》
。

全球变化研究也将能从 3 2 8 9 和相关的全球观测系统得到支持
。

另外
,

该专门计划的这

些研究活动也将与
‘

海洋科学与技术计划
’

# : ; 9< (的研究活动相协调
。 ”

在本报告中
, ) ∗ + ,2 . 将为促进欧洲联盟的研究计划中全球变化研究的协作提供一个基

本的机制
,

欧洲联盟的这些研 究计划主要是
“

关于环境和气候的计划
” 、 “

海洋科学与技术
”

计

划
、

以及
“

与第三国和国际组织合作的专门计划
’,

等
。

在国际范围内
,
卫∗ + ,2 . 将发展与全球

’

变化研究所涉及的各种国际机构的合作
。

全球变

化研究领域内的国际研究努力也需要协调财政资源
,

国际基金机构组织 # ,3 =; (即为实现这个

目标而工作
。

/ ) ∗ + , 2. 的目标和概念
) ∗ + ,− . 的总体目标是为全球变化研究国际行动作出欧洲的重要贡献

。

考虑到欧共体的

研究计划 和活 动的 需要
,

以及 考虑到 欧共体 #) 2 (
、

欧洲联盟 #) > ( 和欧洲 自由贸易联 盟

#) =< ; (成员国现 有的研究活动
,

) ∗ + ,2 . 的目的是为欧洲联盟的政策 目标的发展提供知识

基础
。

这将通过充当信息交流的场所和促进在研究与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来实现
。

除了促进西

欧范围 #欧洲联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内的合作以外
, ) ∗ + ,2 . 也将致力于促进发展中国家

—
主要是非洲和地中海盆地国家

、

但不排除其他地区的国家— 自身研究能力的提高
,

以及

促进对中欧和东欧国家
、

前苏联新独立国家# ∗ , 9( 的有关研究活动的支持
。

) ∗ + ,2 . 的主要 目标是
1

# ∃( 促进泛欧国家对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计划的贡献
。

#/( 鼓励西欧
、

中东欧国家
、

前苏联新独立国家
、

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全球变

化研究中的合作
,

促进对这些国家全球变化研究工作的支持
。 、

# ?( 促进通讯联系 网络的建设
。

#& (改善科学研究团体对欧洲联盟支持全球变化研究的机制的接触
。

) ∗ +, 2 . 将主要通过遵循体现 ) ∗ +, − . 思想的三条基本原则来实现其 目标
。

这三条原则

是
1

一 0 &
≅



‘ ) %促进旨在增加协同作用和一致性的通讯
、

合作和协调 Χ

, %增进伙伴关系 Χ

Π% 推进有关地区的自身能力建设
。

Π  ! ∀#∃ 的结构和功能
Π

−

)
‘

 ! ∀( ∃ 的结构和运作 火! :( ∃ 理事会
、

办公室
、

联络处和总局间小组均已建立
,

甘 以下对此作概要介绍
,

详细信息参见附录 ∀
。

Π
−

)
−

)  !∀ #∃ 理事会  !∀ #∃ 的理事会已经成立
,

它由欧洲联盟和欧洲 自由贸易联

盟成员国的专家
、

欧共体的有关委员会的代表组成
。

在 ) ∗ ∗ Λ年 Π月Γ 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
,

 ! ∀# ∃ 理事会接受了附录 : 中所描述的它的职责范围
。

该理事会将为  ! ∀# ∃ 办公室的工

作提供指导
,

特别是将充当交流各国研究活动信息的论坛
。

Π− )
−

,  ! ∀#∃ 办公室
)、

为了在  ! ∀# ∃ 理事会的总体指导下发挥行政功能和管理作

少 用
,

 Ξ ∀#∃ 办公室 已在布鲁塞尔欧共体总部建立
,

并位于欧共体科学
、

研究和发展总局 Ω联

合研究中心 Μ 0 Θ : ΩΡ ! # %
。

该办公室 的职责是负责整体协调
,

尤其是执行该实施计划和为
卜  !∀ ( ∃ 理事会提供秘书支持

。

Π
−

)
−

召  ! ∀#∃ 联络处 与科学机构合作的联络官员也已指定
,

以便能够代表和反映各

个地区 即非洲
、

中东欧和前苏联新独立国家 %的观点
。

现有的联络官员分别位于阿克位 加

纳 %
、

布拉格丈捷克共和国 %和莫斯科 俄罗斯 %
。

参见附录 :
。

Π
−

)
−

Λ 总局间小组 ∀2 0 % 为了向决策者提供有关  ! ∀# ∃ 活动的信息
,

以及为使欧共体

的全球变化研究行动协调一致
,

由  !∀ #∃ 办公室设立了总局 间小组 ∀Γ5 Β> 8Β >Ψ Φ(Β 0 >Α 叩一

∀2 0 %
,

该小组由来自欧共体的处理全球变化问题的有关总局 ΜΦ >Β (5 Α> 95 Β8 一 0 ΒΓ Β> 9: %的代表组

成
。

Φ8 0 的职责范围见附录 :
。

Π
−

,  ! ∀# ∃ 的科学问题 根据  !∀ #∃ 任务组的报告以及塞维利亚专题讨论会的建

议
,

将分地区阐述所涉及的科学问题
4

西欧 #欧洲联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  ! 中东欧和前

苏联新独立国家  ∀ 非洲和发展中国家 #指世界其它地区的
,

非洲将被作为一种工作模式 (
。

原则上
‘
, ) ∗ + ,2 . 旨在为促进全球变化研究中的合作提供一种机制

,

并且不打算提出新

的科学议程
。

?
≅

/
≅

∃ 西欧 # ) > 和 ) = < ; ( 在西欧
, ) ∗ + ,2 . 的活动必须与现有科学议程密切相关

,

并

且必须与欧洲的政策 目标相一致
。

) ∗ + ,2 . 将
1

依赖现有的科学网络化活动
,

确 定泛欧国家

对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计划做出贡献的课题 #如编 目研究 (  ! 促进跨学科网络化以开发关键领

域的急需数据
 ∀ 加强 ) > ) =< ; 成员国与 2) 成员国的各有关计划管理人员的相互接触

,

促

进欧洲范围的合作研究
 Α推动对西欧各国的支持

,

以发展和加强 国家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委

员会
 Β 帮助在欧洲联盟范围内建立协作的努力 行动

。

?
≅

/≅ / 中
、

东欧国家和前苏联新独立国家 该地 区全球变化研究领域 的协调 合作处于早

期阶段
,

认识到该地区巨大的可利用潜力
,

考虑了以下两种方法
1

?
≅

/
≅

/
≅

∃ 短期方法 ) ∗ + ,2 . 将帮助该地区科学家对有关支持机制的接触
,

以使该地区

的科学家参加西欧正在进行的研究活动
,

如
“

与第三国和国际组织合作的专门计划
” #欧共体第

四框架计划的活动 Χ (以及
“

促进与前苏联新独立国家科学家合作的国际协会
” #Χ ∗ < ; 9 (

。

, ?
≅

/
≅

/
≅

/ 长期方法 目标是使该地 区的研究活动与西欧的研究活动处于 同等水平
。

) ∗
Δ

+ ,2 . 将依据现有研究组织如巴尔干环境研究与发展研究所 # 4 ) + 7, (的活动
,

如 ∃% % &年∃Ε 月

在希腊塞萨洛尼基 # < ΦΓ ΗΗ ΙΧ ϑ Κ ΛΜ Λ( 举办的
“

东欧与全球变化暑期学校
” ,

来帮助确定 区域的科学
≅

00 ·



优先领域
。

同时将考虑于 ) ∗ ∗ Λ年 Π月在波恩召开的 ∀0 1/ 国家委员会会议期间由  ! ∀# ∃ 专

题会议提出的建议
,

以及 ) ∗ ∗ Λ年∗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  ! ∀# ∃ 区域讨论会提出的建议 见附

录 : %
。

Π
−

,
−

Π 非洲与发展中国家 该计划在非洲的实施将被作为  ! ∀# ∃ 参与世界其它地区发

展中国家研究工作的一种模式
。

2 Δ Κ ! Δ 与  !∀ #∃ 之间正在进行密切的合作以确定非洲的

区域优先研究领域
。

同样
,

将考虑几次全球变化专题讨论会 例如) ∗ ∗ )年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

专题讨论会 %和在世界不同地区召开的
&

2 Δ Κ ! Δ 区域会议提出的建议
。

) ∗ ∗ ,年Γ 月在尼亚美

 Φ9 ς Β Ε %召开的
“

非洲与全球变化
”、

) ∗ ∗ Π年 Θ :月在塞维利亚召开的
“

 ! ∀#∃ 专题讨论会
” 、

) ∗ ∗ Λ年 Σ月在博茨瓦纳召开 的
“

南非
、

中非和东非 2 Δ Κ ! Δ 委员会会议
”

所概括的科学优先领

域
,

为确定研究的优先领域和制定工作计划提供了基础
。

显然
,

促进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不应仅仅停留在研究活动上
,

而且也应对能力建设予以优先

考虑 参见 Π
−

Π
·

Λ %
。

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  ! ∀# ∃ Ω 2Δ Κ ! Δ 联络官的选派
,

标志着  ! ∀# ∃ 通过自己的贡献

来实施 2 Δ Κ ! Δ 的科学议程的联合努力的开始
,

这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详细说明
。

非洲的联络处将沟通非洲与  ! ∀# ∃ 办公室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
,

尤其是现有计划和网

络
、

以及欧洲与非洲有关科学团体间联合研究计划的发展方面的信息
。

为了实现网络化的 目

标
,

∀#23 的国际生物科学网络 ∀ 1  %将被作为一个模式
。

Π
−

Π  ! ∀# ∃ 的实施问题 与其他研究活动 如 ∀Κ ∀
、

Κ / %相比较
,

 ! ∀# ∃ 能够快速实

施的根本有利条件是欧洲联盟有其自己的研究机构框架
。

 ! ∀# ∃ 的未来发展将促进欧洲联

盟与全球变化研究有关的所有计划和活动与其他国家Ω 国际计划之间密切的相互作用
。

在欧洲联盟第四框架计划的范围内
,  ! ∀# ∃ 将鼓励和促进相互补充性的计划活动之间

的协调
。

例如
,

这种相互补充性的研究活动处于该框架计划中的
“

环境与气候专门计划
”

与
“

海

洋科学与技术 ,’ΖΚ 2 Δ %专门计划之间
,

特别是
“
欧洲陆地一海洋相互作用研究

” [Υ ∀2 % 计

划
。

其他相互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位于
“

环境与气候专门计划
” 、 “

活动 : 计划 即与第三国和国际

组织合作的计划 %
” 、 “

联合研究中心 Ρ! # %计划
”

和
“

研究人 员 的培训 和交流计划
”

之间
。

 ! ∀#∃ 将支持能导致更好地协调和选择与全球变化有关的建议的协调性活动
。

在实施方面

将需要两类行动
4 ) ∗ +, − . 的总局间小组的会议  ! 研究计划委员会之间的相互联系

。

原则上
,

) ∗ + ,2 . 将依靠欧洲联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的研究力量和组织
、

利用欧

共体的各个机构的相关机制和推动 ) ∗ + ,2 . 网络目标的其它动议 #参见第0部分 (
。

将要考虑与下列 问题有关的建议
1
全球变化中的政 策与决策

 ! 与国家 国际活动的关 色

系
 ∀ 全球变化的数据  Α能力

≅

建设
。

?
≅

?
≅

∃ 全球变化 中的政策与决策 前面 已经提及
, ) ∗ + ,2 . 的 目标之一是为欧洲联盟的

政策制定 #如与环境有关的政策 (提供坚实基础
。

需要考虑的决策的某些优先领域和需求有全球尺度的
、

也有 区域和国家范围的
。

全球尺度

的政策需求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关于臭氧问题的蒙特利尔协议 》
、

《生物多样性公约》
、

《国

际荒漠化公约》
、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 > ∗ 2 ) 7 (的有关决议及其补充决议有关
。

在欧洲范围
,

欧洲联盟的环境政策将为支持有关研究奠定基础
。

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有关

的欧共体《政策与行动第五计划》勾划出欧洲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的轮廓
。

) ∗ +, 2. 将通过科学

研究团体与决策者之间的相互联系
,

促进对适合于欧洲范围的科学结呆以及与欧洲联盟的环

境政策有关的问题的评价
。

。 0 Ν 。



Π
−

Π
−

, 与国家 Ω国际活动的关系  ! ∀# ∃ 需要建立与国家科
·

研管理部门的密切联系
。

建

立  !∀ #∃ 理事会是为 了帮助开展这项任务
。

在适当的时候
,

 ! ∀# ∃ 理事会将必须考虑其

它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性观点
。 ‘

 ! ∀# ∃ 办公室 目前与 ∀0 1/
、

. #! /
、

∃ Μ / 和 2 Δ Κ ! Δ 等国际计划秘书处保持着良好的

工作关系
。

Π
−

Π
−

Π 全球变化的数据 基于现有的国际活动和安排
,

 ! ∀# ∃ 将与欧洲地球观测数据

系统 Υ 2% 计划密切合作
,

鼓励及支持对收集和处理与全球变化有关的数据的协调方法的

开发
。

也将与欧洲环境局 Κ %开展密切合作
。

「

 ! ∀# ∃ 已经提供了对 ∀0 1/ 数据信息系统∀ 0 1 /一 Μ∀ 2% 的支持
,

以便为 ∀0 1 / 核心计划

开发全球数据集
,

并将继续保持对 ∀0 1 /一Μ ∀2 的支持
,

例如
,

将为生物圈模拟研究团体建立 一

个新的生态参数数据库
。

Π
−

Π
−

Λ 能力建设 《,) 世纪议程 》认识到
,

一个国家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仅决定于它的

生态和地理条件
,

而且决定于其人员素质和研究机构的能力
。

能力建设意味着改进国家的人

员
、

科学
、

技术
、

组织和资源能力
,

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计划
。

 ! ∀# ∃ 将利用现有机制
,

帮助促进充满活力的教育努力
,

以培训全球变化领域的年轻

科学家
。

因此
,

欧共体的有关部门将与国际组织 Ω计划之间进行合作
,

特别是在非洲与 2 Δ Κ ! Δ

的合作
。

尼亚美和博茨瓦纳会议提出的建议将在促进合作的实施过程中予 以仔细考虑
。

在中东

欧和非洲也 已进行了这方面的努力
,

) ∗ ∗ Λ年)6 月在希腊塞萨洛尼基举办了
“
东欧与全球变化署

期学校
” ,

与地中海盆地和非洲近赤道地区全球环境变化区域研究中心 Ζ Μ∀ Κ 2% 于 ) ∗ ∗ +年,

月在肯尼亚内罗毕联合举办
“

非洲与全球变化国际培训学校
” 。

也应当利用欧洲联盟的
弓

机制为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和技术基础建设 监测系统
、

实验室设施

等 %作出贡献
。

Π
−

Π
−

+ 欧洲联盟内部的相互联系 正如  ! ∀# ∃ 理事会会议及科学和技术研究委 员会

#! 2Δ %环境特别小组 Κ Τ一 Η Α。 0 > Α = Ο % ) ∗ ∗ Λ年 7月的报告 %所讨论的
,

 ! ∀#∃ 理事会与欧

共体各计 ∴∀Ρ 管理委 员会 Ο > Α ? > 9 ς ς Β Ζ 9 Γ 9 ? Β ς Β Γ 5 # Α ς ς Φ5 5Β Β 8
%之 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

特别

是与
“

环境与气候计划
” 、 “

海洋科学与技术
”

Ζ Κ 2 Δ %计划
、 “

活动尸 欧共体与第三 国和国际组

织合作的专门计划 %
” 、 “

研究人 员的培训与交流计划 活动 . %
”

等计划管理委员会之间的关系
,

应予以明确确立
。

为了达到对资源的最有效利用
,

 ! ∀# ∃ 理事会与上述计 划管理委员会之间必须有密切

的联系
。

这种联系可 以由这些计划委员会和  ! ∀# ∃ 理事会的共同会员来帮助建立
,

但共同

会员完全是偶然的
。

在各研究计划委员会和  !∀ #∃ 理事会之间需要建立密切联系
,

而且将

自己的行动通知对方是非常重要的
·

在全球变化研究领域
,

将  !∀ #∃ 的活动通报给各个计

划管理委员会是很重要的
,

同样地
,

由计划管理委 员会批准的与  ! ∀# ∃ 有关的研究项 目和

协调行动也需要通报给  !∀ # ∃ 理事会
。

这种情况通报每年至少一次
。

同样地
,

这种通报联系

也将需要在  ! ∀# ∃ 理事会与活动 亚
、

活动 ∀≅ 计划委员会
、

以及上面提到的专门计划管理委

员会之间建立
。

各计划管理委员会应该认识到
,

 !∀ #∃ 理事会具有管理  !∀ #∃ 的专 门权

限
,

这 已在其职责范围中予以描述
。

在欧共体的活动
“

科学与技术合作
”
#Υ 2 Δ %之下进行 的几

个行动—
如 ( Υ 8Δ Σ Σ 遥感在农业气象学中的应用 %

—与  ! ∀( ∃ 有关
,

 ! ∀# ∃ 将与有

关的计划委 员会寻求合作
。

−

一 归

Λ 实施计划 )∗∗+一 )∗∗7 %



Λ
−

) 实施计划的范围 显然
,

 ! ∀# ∃ 是一项需要长期进行的研究创议
。

从科学和政策两

方面的观点看
,

全球变化研秃的领域是非常复杂的和动态变化的
。

 !∀ ( ∃ 采取的行动应能

为国家级的研究活动提供额外的帮助
。

在实施这些行动中
,

 !∀ #∃ 办公室将发挥其固青的

作用
。

但是
,

为了实现
’

 ! ∀#∃ 的目标
,

也需要国家级的类似行动
,

在这些行动中  ! ∀# ∃ 理

事会成员应发挥主动 作用
。

因此
,

现有实施计划描述了第一个两年期 ) ∗ ∗ +一 ) ∗ ∗ 7% 的一组专门

行动
,

同时
,

提供了长期行动的轮廓
。

在可能的情况下
,

该实施计划包含了具体行动及其预期结

果
。

由于  ! ∀#∃ 将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
,

因此必须以一定的灵活性来实施该计划
。

已建议

 ! ∀#∃ 理事会将该实施计划至少每年修订一次
,

并且在两年以后应对其进行评价
。

‘

在该计划实施的过程中
,

为了鉴定这些行动
,

还需要其它信息
。

其中的部分信息是
4

关于

全球变化研究领域现有的协调机制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计划和活动的信息  ! 迫切需要的
、

将补

充现有设备和能力的或填补正在进行的研究活动空白的协调机制的确定和说明  ∀ 对确定未
来的优先研究领域提供支持

,

这将导致新的协调需求
。

总之
,

专门行动将与科学研究机初协商

进行
。

) ∗ + ,2 . 将不编写或者改写科学议程
,

但是
,

通过与科学团体的讨论
,

将显现出形成大

的多学科研究项目的可
‘

能性
。

专门行动应能改进欧洲联盟的有关计划与国际的
、

国家的有关计

划之间的结合
,

其目的是在将研究任务与国际计划和欧洲联盟
、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的行

动联系时保持一致
。

诸如
一

于 ∃ % % &年?月在波恩召开的 , 3 4 5 国家委员会会议对有关科学机械之

间的相互联系是很有用的
。

∃ % % &年%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 ) ∗ +, 2 . 区域学术讨论会
,

与∃% % &年

∃Ε 月在塞萨洛尼基举办的署期学校一起
,

提供了更多的输入数据 #这些会议的原始输出数据可

参见附录 Χ (
。

∃ % % &年进行的
“

欧洲全球变化活动与协调机制编目研究
” ,

为依据 ) ∗ +, 2 . 的目标和功能

讨论确定需要填补的空白并提出建议
、

以及为确定依赖现有网络的需求并提出建议
,

提供了一

个基础 #参看&
≅

&(
。

考虑到 以下所叙述的专门行动
,

对 ∃% % 0Ο ∃% % Ν年按每年∃百万欧洲货币单位安排的经费预

算是合适的
。

) ∗ + , 2. 实施计划是依据 ) ∗ + ,2 . 的四个主要月标制定的 #第/部分 (
。

&
≅

/ 促进泛欧国家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活动做出贡献的行动 这些行动的目标主要

是帮助泛欧国家对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活动做出贡献
。

除了继续对旨在实现国际计划 #如

,3 4 5 、

Π 2 + 5 、

. 7 5 ( 目标的研究计划予以协调分摊费用的行动支持以外
,

催化活动也将 日益

增加
≅

,

这包括对规划 ) ∗ +, 2. 的先行性研究项 目的专题讨论会和确定西欧
、

中东欧
、

前苏联新

独立国家
、

非洲和其他感兴趣的国家之间协调机制的专题讨论会的支持
,

对先行性研究项 目如
“

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创议
”

#< ) + 7 和
“

欧洲陆海相互作用研究
”

#) Θ 8 , 9) ( 的强化支持
,

以及对

,3 4 5一7 ,9 的继续支持
。

欧共体联合研究中心 #Ρ + 2 ( 的
“

环境研究计划
”中的研究活动将 日益被综合

,

以提供对 国

际研究计划的联合贡献
。

这些研究活动尤其包括对大气化学
、

热带森林砍伐
、

沙漠化
、

海洋动力

学 的研究
,

以及诸如
“

欧洲 , 3 ; 2 计划办公室 ,’# ), 58 (之类的支撑性创议
。

一般地
, ) ∗ + ,2 . 对通过区域专题讨论会来规划合作和网络化的资助申请是敞开的

,

这

些专题讨论会应能对实施 ) ∗ + ,2 . 的主要原则和 目标做出显著贡献
,

并且应具有专题性和区
域重点

。

这些资助申请馨能很好地适应
“

第四框架计划的专门计划
” ,

并同时能考虑互补性和辅

助性原则
,

那将是很理想的
。

‘

≅

0∋
≅



了为给全球变化研究的国际行动提供有效的贡献
,

 ! ∀# ∃ 将保持与有关国际计划 Ω活

动 例如 ∀0 1/
、

ϑ ( ! /
、

∃ Μ/
、

2Δ Κ! Δ
、

∀Κ ∀和 Κ / %和现有的协调机制的密切联系
。

为) ∗ ∗ +一 ) ∗ ∗ 7年提出的行动
4

与有关国际组织密切合作
,

支持和召集参与有关国际计划的 ) > 和 ) = < ; 成员国国家
≅

委员会主席与欧共体计划管理人员会议
。

例如
,

在∃ % % 0年∃Ε 月于北京召开的 ,3 45 科学咨询委

, 员会第四次会议 #9 ; 2 ,Σ (之前
,

召开 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计划欧洲委员会会议
,

旨在向 9 ; 2 Π

提供有关讨论内容
。

! 定期组织召开欧共体计划协调人员与 ) > ) =< ; 成员国计划管理人员参加的会议
。

∀ 定期邀请国际计划的代表出席 ) ∗ + ,2 . 理事会会议
。

Α在适当的时候
,

成立由国际计划的代表和 ) ∗ + ,2 . 理事会代表参加的特别小组
。

Β 对通过区域和 或专家学术讨论会而部署合作研究的工作给予支持
,

这些工作应最终能

形成研究项目
。

例如
‘1

欧洲对
“

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变化计划
”

# ΘΤ − − ( 的贡献
 
欧共体的

“

陆地

生态系统研究创议
”

# < ) + 7 的扩展
,

例如召开德国的陆地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 < ) + ∗ (计划和

英国的全球环境研究中的陆地计划 # < ,3 ) + (等国家创议与国际全球变化与陆地生态系统

# 3 2 < ) (之间的协调会议
 
欧洲陆海相互作用研究 # ) Θ8 ,9 ) (# 有关波罗的海

、

巴伦支海
、

黑海

多瑙河
、

北海和地中海盆地计划向中东欧
、

前苏联新独立国家和非洲的可能扩展 (
。

Υ继续保持与 ,3 4 5 、

Π 2+ 5 和 . 75 的联系
,

例如
1

通过 < ) +, 和 ) Θ8 ,9 ) 等先行性研究

计划对此予以支持
。

这些预研究计划将成为
“

第四框架计划
”

的项目
,

并能对 3 2 < ) 和 Θ8 ,− ς

#海岸带陆地海洋相互作用(做出贡献
 
继续支持 ,3 4 5一 7, 9

,

以开发全球变化数据库的信息

管理系统  支持斯德哥尔摩的 . 7 5 , 3 45 的 ) ∗ + ,2 . 联络官
 
支持∃ % % 0年∃Ε 月在北京召开的

9水2 Π 会议
,

以使中东欧国家
、

前苏联新独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够参加这次会议
,

并且支持

会议论文集的出版
 
在特定的情况下

,

支持 6 2+ 5 . 7 5 的专题性学术讨论会
 
推动欧洲 ,3 ; 2

计划办公室 # ), 5 8 (的活动
。

Ω 支持 9 < ; + < : ) 72 8 : #9 < ; + < 地中海地区委员会 (在 ∃% % 0年组织召开一次地中海

地区全球变化国际会议
。

Ξ 与地 中海地区的一项大型合作计划的规划工作保持联系
,

这已于 ∃% % &年 ∃/月
「

旧得到了

研究部长理事会的初步认可
。

&
≅

? 对 ) ∗ + Χ− . 地区全球变化研究加强合作和促进支持的行动
&

≅

?
≅

∃ 研究合作 在中东欧和前苏联新独立国家采取的行动将利用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区

“
域学术讨论会和在塞萨洛尼基举办的暑期学校提出的有关建议 #参见附录 Χ (

。

作为开始
,

先行

性研究计划 < ) +, 和 ) Θ 8, 9 ) 将允许中东欧国家
、

前苏联新独立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参加
。

‘

为∃ % % 0一∃% % Ν年提出的行动
1

支持
“

欧洲气候支持网络
” # ) 2 9 ∗ (

,

例如
1

欧洲气候评估报告《欧洲的气候》# ∃ % % 0年/月

面世 (  
将网络化活动向 ) ∗ + ,2 . 地区

、

尤其是向中东欧和前苏联新独立地区扩展
。

! 由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 ,) 7 (
、

非洲和欧洲的合作研究机构进行 ) ∗ + ,2 . 地区的人

文科学能力建设与网络化研究 # ∃% % 0年 ∃一 ∃Ε 月 (
。

该研究将提供一个最终研究报告
,

提 出对

) ∗ + , 2. 地区的人文方面进行支持的机制和时间表
。

∀ 建议于∃% % 0年 ∃月 /? 一/& 日在佛罗伦萨召开
“

全球变化及其对生态系统影响的网络
”

专

题讨论会
,

目的是在地中海一北非地嗒发展一个网络
。

’

Α支持于 ∃% % 0年?月∃Ν Ο ∃∋ 日召开的 旨在提 出有关北极空气污染研究网络 #丹麦国家环境
·

0%
·



研究所 %的建议的专题讨论会
,

以便发展联合研究计划
。

Β 支持 ) ∗ + ,− . 与挪威研究委员会于∃ % % 0年?月∃Ψ 一 ∃ % 日在挪威奥斯陆联合召开题为
“

经济发展与以温室气体排放为重点的其他环境政策文件
1

对过渡时期经济影响
”

的专题讨论

会
。

该专题讨论会的目标是
1

#Ι (为西欧和 中东欧网络就该问题选定合作伙伴
 # Ζ( 评价对过渡

时期经济的影响
。

Υ
“

北极地区的全球变化研究
1

芬兰的贡献
”

专题讨论会于∃% % 0年?月∃? 一 ∃0 日召开
,

其目

标是将北极生态系统及其研究工作网络化
。

Ω 支持由捷克共和国科学院组织
、

将于∃ % % 0年 %月 Κ Ο ∃0 日在布拉格召开的
“区域气候变

化
1

全球相互作用
”

专题讨论会
。

其目的是
1 # Ι (联系东欧的科学家

 # Ζ( 发展东欧和西欧的联合

研究计划 #如水文与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研究 (
。

Ξ支持∃%亦年 %月/0 一 / % 日将在柏林召开的犯4 5 的全球分析
、

解释与摸拟 # 3 ; , : (计划

的第一次科学会议
,

使中东欧
、

前苏联新独立国家和非洲国家的科学家参加会议
,

以便发展联

合研究计划
。

[ 建议召开
“

地中海沙漠化计划
”

#5 + 8 : ) 7 ) 9( 专题讨论会
。

&
≅

?
≅

/ 能力建设 将考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 ∗ ; < 8 (于 ∃% % &年 Ν月召开的
“

全球变化研究

的培训专题讨论会
”

和将于 ∃% %0年在肯尼亚举办的
“

非洲与全球变化国际培训学校
”

提出的建

议
。

并正在寻求与国际基金机构组织 # ,3 =; (
、

9 < ; + <
、

Π : 8 和 , 3 4 5
、

Π 2+ 5
、

. 7 5等国际计

划的合作
。

另外
,

也计划与 ,2 9 > 在其
“

全球变化中的教育
”

计划的范围内进行合作
,

目的是贯彻《认

识明天世界的科学
1

全球变化 》# ∃% % &( 报告中提出的指导意见
。

该报告将被作为全球变化研究

课程的教师参考书
。

将与欧共体的活动 , #即
“

与第三国租国际组织合作的专门计划
”

(合作在发展中国家 #例

如非洲 (组织召开专题学术讨论会和区域性学术讨论会
。

一项优先考虑的事情是促进培训工作

的持续进行和改善有关地 区的工作条件
。

为∃% % 0Ο ∃% % Ν年提出的行动
1

与欧共体的
“

人力资源
、

专业培训和青年
”

任务组 # < ΙΗ Μ =ϑ∴ −Γ (一道
,

提出一个行动计

划
,

以促进全球变化领域的
“

大学间合作计划
” 。

该行动将包括
1 # Ι (大学间的课程与学生交流计

划  # Ζ( 全球变化领域的专业课程和公共课程
。

! 通过欧共体的有关机制及通过 ) > ) =< ; 成员国的双边合作计划
,

支持进行有关努力

以与 9 < ; + < 在访 问讲师和 合作关系的发 展
、

教育课程及培训计 划方面 的合作
。

同时
,

与

9 < ; + < 合作
,

对非洲数据与信息系统的特殊需求提供帮助
。

∀ 支持于∃ % % 0年?月在突尼斯召开的
“

过去的全球变化
” # 5; 3 ) 9( 计划的

“

非洲一欧洲剖

面计划
” # 5 ) 5 Κ ( # 5) 5 即极地一赤道一极地剖面 (专题讨论会

。

Α与 : ) 7 , ; 9 #地中海盆地与非洲近赤道地区全球环境变化 区域研究中心 (合作
,

支持

∃ % % 0年 /月在内罗毕举办的
“

非洲与全球变化国际培训学校
” 。

Β 与 7 3 ΣΧΧΧ #欧共体发展总局 (和 ,3 =; 的任务组
,

就援助机构 #Ι 记 Ι] ΓΚ ϑ ΛΓΗ (与资助机构

# ⊥Τ Κ _ ΛΚ ] Ι ] Γ Κ Γ ΛΓ Η (之间的关系进行合作
。

&≅ & 促进通讯联系 网络建设的行动
‘

一项重要的努力将是在 , Κ⎯ Γ∴ ΚΓ ⎯ 网络上建立
“) ∗

Δ

+ ,2 . 服务器
”。

预计将与欧共体的电信
、

信息市场与研究开发总局 # 7 3 α Κ ( 的电子科学和研

究网络等活动合作
,

将利用欧共体支持的有关计划提供的设备
。

例如与研究机构与发展信息服
· Ν Ε

。

熟



务局 #Υ ! Μ ∀2 %联系的 ∀Γ 5 Β > Γ Β 5 网
,

一

以及 #Υ 2 ∀ /9 > 9 Τ Φ8 Β 3 5 Φ:Φ5Ε 设备 %
。

这是在 Μ 0 Θ : 负责

的
“

第三框架计划
”

下发展的
、

意在支持欧科学机构的各种电子信箱功能
、

通讯设备和信息检索

需求的设备
。

) ∗ ∗ Λ年Σ月在博茨瓦纳加贝罗内斯 0 9< Β> ΑΓ Β8 %召开的 2 Δ Κ ! Δ Ω2 Κ Ι#ΥΖ 2 Δ Κ ! Δ 的南

非
、

中东非委员会 %专题讨论会提出的主要建议之一是
,

在非洲建立通讯网络
。

有关这类网络的

现状和需求的研究最近已由美国科学发展协会 Κ Κ Κ 2% 开展
。

 ! ∀# ∃ 将与 8Δ Κ ! Δ 和其他

组织进行共同努力
,

以对这类网络的发展做出贡献
。

《欧洲与全球信息社会—
给  ! ∀# ∃ 理

事会的建议 》报告中
,

提出发展横跨欧洲的先进通讯网络 高频带宽度
、

高分辨率
、

相互多媒体

服务%
,

特别要联系整个欧洲的大学和研究中心
。

将与欧共体的有关机构共同研究该 网络向其

他国家
、

尤其是中东欧国家
、

前苏联新独立国家和非洲的可能扩展
。

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
4

硬件设备的供应  ! 服务的保证
 ∀ 与欧洲

·

地球观测系统

# ) ) 8 9 ( 的联 系
。

为 ∃% % 0 一 ∃% % Ν年提 出的行 动
1

在 ,Κ ⎯Γ ∴ Κ Γ ⎯ 网 上 建立
“) ∗ + ,2 .

≅

服 务器

# ΗΓ ∴ β Γ ∴ ( ” ,

在镶嵌图上准备
“) ∗ + , 2 . 简报

” # ) ∗ + ,2 . 4 Τ ΧΧΓ ⎯ ΛΚ ( ,

并在
“) ∗ + , 2. 简报

”

上安装

) ∗ + ,2 . 编目数据库 #冰岛大学科学研究所 (
,

以便
1

通过 , Κ⎯ Γ∴ Κ Γ⎯ 网
,

西欧与东欧的科学机构

内部及其相互之间进行通讯联系
 
与 ) ∗ +, − . 的联络官员

、

特别是与 ,3 = ; 的有关机制合作
,

向中东欧和非洲扩展
 
在 , Κ ⎯ Γ ∴ Κ Γ ⎯ 网上传递 ## ) ∗ + αΓ . 快报》# ) ∗ + ,2 . ∗ Γ 6 Η ΧΓ ⎯⎯ Γ ∴ (

。

&
≅

0 促进科学机构利用欧洲联盟全球变化研究机制的行动 ) ∗ + ,2 . 办公室将主要

与总局 间小组 # ΛΗ 3 (
、

) ∗ + ,2 . 理事会和 ) ∗ + ,2 . 联络官员合作
,

以充当科学机构的通讯和

信息渠道 #参见 附录 Χ ( 、) ∗ + ,2 . 将以这种方式作为信息交换所
,

促进对欧共体的可以利用

的设备和机制的利用
。

, 93 的作用将被加强
,

将寻求与欧洲其他组织和 国际组织的伙伴关系
。

为了促进国际合作
,

将加强全球变化研究活动 事件的信息交流
。

为∃ % % 0 Ο ∃% % Ν年提出的行动
1

将出版公) ∗ + , 2 . 快报》
,

并通过 ) ∗ + ,2 . 办公室免费散发
,

以便向科学机构和决策者通报有关全球变化问题的现有活动
、

事件以及未来计划
。

《) ∗ + ,2 . 快报》的专辑将对应于所涉及的地理区域出版
。

《) ∗ + ,2 . 快报 》也 可以从 , Κ Δ

⎯ Γ ∴ Κ Γ ⎯ 网上获得 #参见第 &
·

&节奢
。

) ∗ + ,2 . 力
、

公室也将支持并帮助开展对该地区选定的有特殊意义的专题的专门研究并

帮助出版
。

将着手出版欧洲的系列丛书
,

以综合欧洲联盟承担费用的全球变化研究
“

活动 , ”

和
“

活动 Χ ”

的有关行动和 Ρ+ 2 的工作所获得的研究结果
。

这将补充国际科学刊物上正在 出版的

研究论文
。

&
≅

Ν 为 ) ∗ + ,2 . 理事会成员提出的行动 与欧共体的有关计划管理委员会进行系统接

触
,

以就一些优先事项及共同感兴趣的其他问题
,

交换信息
、

想法和建议
。

) ∗ + , 2 . 理事会和

欧共体计划管理委员会的共同成员在保证协同作用中将是有用的
。

! 在 ) ∗ + ,2 . 理事会会议期间及休会的时间里
,

其成员应作为国家的代表
,

以交流有关

国家全球变化研究活动的信息
。

∀ 主要通过与 ,9 3 的系统联系
,

向欧共体提供有关全球变化研究问题的建议
。

Α通过请求欧共体邀请有关国际计划的代表参加 ) ∗ +, 2. 理事会会议
,

以与有关国际计

划相互联系
。

Β 适当的时候
,

成立由国际计划
、

) ∗ + ,2 . 理事会成员和欧共体有关部门的代表组成的

特别小组
。

。 Ν ∃ 。



Υ向 ) ∗ + , 2. 办公室提供有关国家的全球变化研究计划的简短介绍材料以及这些 国家

全球变化研究协调机构和现有机制的总体概况
,

以便将其与欧共体的
、

国际的有关全球变化研

究计划相联系
。

Ω 向 ) ∗ + ,2 . 办公室提供现有的双边研究计划或与第三国协议的扼要介绍
。

附录 , 欧洲目前的研究活动
誉

;≅ 欧共体的研究活动

《欧洲联盟研究与技术开发第四框架计划 # ∃% %& 一 ∃% %∋ ( 》# ∃% % &年0月∃∋ 日欧盟官方公报

∗ ϑΘ ∃ /Ν( 已获得通过
。

在该框架计划的
“

环境专门计划
”

中
, “

全球变化
”

被作为其关键研究领

域
,

其目的是使欧洲联盟为认识与了解全球环境变化的国际努力做出主要贡献
。

该环境专门计

划将欧洲全球变化研究网络 # ) ∗ 5, 2 . (作为该领域的一项主要的能做出贡献的行动
。

目前欧洲联盟可以通过两种主要机制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计划做出贡献
。

一是通过科学
、

研究与发展总局 # 7 3 χ , (对
“

环境 气候专门计划
”

和
“

海洋科学与技术
”

计划的有关项目承担

费用
 二是通过欧洲联盟的联合研究中心 #Ρ + 2 (的

“

环境研究计划
” 。

另外
,

7 3 α 兀的
“

与第三国

和 国际组织合作的专门计划
”
中也提到了对选定的研究活动的财政支持

。 “

研究人员的培训和

交流计划
”

#活动 ,Σ (提供了 , χ子χ Χ 支持 ) ∗ + ,2 . 网络的另一种机制
。

同样重要的是
,

通过与
户

欧共体的其他总局 #例如
,

环境
、

核安全与公众保护总局 7 3 α Χ  发展总局 ,χ 玉恤  对外关系总

局 以子
,

, (的合作
,

促进对有关政策和研究设施的支持
。

4
≅

欧洲联盟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国家研究活动

现在已经有了几个能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计划如 ,3 45
、

Π 2 + 5 等做出贡献的全球变化

研究 国家计划和科学委员会
。

对这些国家计划 活动和有关的协调机制的编 目研究 #, Κ βΓ Κ ⎯ϑ∴ δ

9 ⎯ Τ _ δ (已经完成
。

国际基金机构组织 #, 3 =; (也正在进行资源评估
,

并且开展上述编目研究的小组与 ,3 =;

资源评估小组之间已开展了合作
。

同样地
,

在该编目研究中已进行了尝试
,

以综合从某些 ) >

) = < ; 成员国的国家 目录中可以获得的信息
。

−
≅

中东欧和前苏联新独立国家的研究活动 ,

在布达佩斯召开的 ) ∗ + ,2 . 区域学术讨论会 # ∃% % &年 %月 ( 已向这些地区的有关活动的编

目研究提供了输入
。

出席会议的代表提交了各自国家有关研究活动的论文
。

这些论文反映出在

这些地区存在着重要的潜在全球变化
,

这需要加强合作 协作研究
。

另外
,

中东欧和前苏联新独

立国家的 ) ∗ + ,2 . 联络官员将传送补充性信息
,

依据这些信息将发展加强合作的策略
。

附录 , ) ∗ + ,2 . 的结构和运作

;
·

) ∗ + , 2 . 理事会
’

∃% % &年∃Ε 月&日 ) ∗ + ,2 . 理事会采纳的职责范围
1

# ∃( 在任务组建议 # ∃ % % ?年 Ν月 (和塞维利亚召开的 ) ∗ +, 2 . 专题讨论会 # ∃% % ?年 Κ 月 (结

果的基础上
, ) ∗ + ,2 . 办公室准备

“) ∗ + ,2 . 实施计划
” , ) ∗ + ,2 . 理事会应为此提供指导

。

# / ( ) ∗ +, 2. 理事会将审议
“) ∗ +, 2 . 实施计划

”

草案
,

并按照欧共体的有关规定和 程序

批准该实施计划
,

在该计划实施过程中也要进行审议
。

# ? ( ) ∗ +, 2. 理事会将由来 自欧共体的各有关总局的一名代表
、

欧洲联盟和欧洲环境局

#) ) ; (各成员国的两名专家和瑞士的一名专家组成
。

) ∗ + ,2 . 理事会也将邀请观察员
,

以代
· Ν / 。

」



表  ! ∀# ∃ 将要在其中实施的那些地 区的观点
,

以及代表其他地区的活动或国际全球变化研

究计划的观点
。

Λ %当欧共体  ! ∀# ∃ 办公室 %如集开会时
,

应与  ! ∀# ∃ 理事会主席协商
,

一年内理事

会开会不应多于三次
,

将提供初步日程
、

工作文件和秘书支持
。

+%  !∀ #∃ 理事会的工作将受  !∀ #∃ 基本原则和功能的指导
,

这在任务组的建议中

作了描述并已被塞维利亚专题讨论会采纳
。

7 %  ! ∀# ∃ 理事会将选举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席
,

任期两年
。

1
−

 ! ∀#∃ 联络处

已在三个地方指定了  ! ∀# ∃ 的联络官员
4

)% 莫斯科
,

为前苏联新独立国家的联络员
,

0
−

0 Α= <ΒΨ 教授 2 Δ Κ ! Δ 常设委 员会的主

席 %
。

,% 布拉格
,

为中东欧国家的联络员
,
)

−

 Βς Β 8Α Ψ

Π %阿克拉 加纳 %的
−

Υ Τ 9 Τ 9
博士 为 ∀0 1 / 科

·

袒
捷克 , −

学委员会成员

∀0 1/ 国家委员会的主席%
。

%
,

已被指定为 2 Δ Κ ! Δ 秘书

处和 ∀0 1 / 秘书处相合作的  ! ∀# ∃ Ω 2Δ Κ ! Δ 联络官
。

另外
,

为了加强与  ! ∀# ∃ 的联系
,

将在斯德哥尔摩的 ∀0 1 / 秘书处设立一名 ∀0 1 / Ω

∃ Μ / 联络官
。

#
−

 ! ∀# ∃ 的总局间小组 ∀2 0 %

为了向决策者提供有关  ! ∀# ∃ 活动的信息
,

以]及为了在欧共体级别上协调一致
,

) ∗ ∗ Π

年), 月建立了总局间小组 ∀2 0 %
。

∀2 0 的职责范围是
4

) %∀2 ⊥ 将由欧共体的涉及全球变化研究或与全 4

, %∀2 0 的主要目标是
,

就全球变化问题
,

在该研

变化研究有关的总局的代表组成

领域内外
,

提出欧共体的联合行动
,

以

便为欧洲联盟政策 例如环境政策
、

发展政策和对外关系政策等 %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有效帮助

Π %∀2 0 的主要任务将是
4

充当交换信息和想法 论坛
,

确定需要合作的问题  ! 为 ) ∗
·

+ ,2 . 的发展和实施提出建议
 ∀ 通过确定最适当的 法

,

完成统一的行动
。

附录 Χ 确定有关行动的需求

) ∗ +, 2 . 的基本原则和 目标在塞维利亚 召开

所涉及的地区的代表所接受
,

但是
,

对有关行动需  

开 的一系列会议
。

下面总结了部分这类会议的初步

专题讨论会 # ∃% % ?年 Κ 月 (上被

要是依据在 ) ∗ + , 2. 框架下召

编 目研究的最终报告一道
,

使
“实施计划

”

进一步完善
。

;
≅

在波恩召开 , 3 4 5 科学委员会会议期间举行的 ) ∗ + ,2 . 专题会议 # ∃%%& 年?月 (

为了提出大计划 # : Γ] Ι 一 ε ∴ϑ ΛΓ− ⎯ Η (的建议
,

会议建议应重点关注欧洲感兴趣的专门主题
。

会议提到的部分专门主题是
1

水的可利用性
,

区域重点是住(阿拉伯半岛
 # Ζ (波罗的海地 区

 

#− (从地中海到俄罗斯 中国的沙漠化地带
。

! 欧洲和非洲的古气候研究
。

∀ 大气成分变化
1 #Ι (

海洋一大气间的气体交换
 #Ζ (陆面一大气间的气体交换

。

Α紫外线 # > Σ 一4( 和臭氧测量与模

拟
。

Β 东欧 #包括俄罗斯 (的剖面研究
。

4
≅ 、

) ∗ + , 2 . 区域学术讨论会 #布达佩斯
,

∃% %& 年%月 ∃0一 ∃Ψ日 (

会议提出了下列进行合作的可能科学主题
1
湿地

、

苔原
、

森林生态系统研究
。

! 土壤
、

沙

漠化 侵蚀
、

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
。

∀ 海岸带
、

河流系统
、

内陆海气候研究
。

Α北极研究
。

Β 气候

变化模拟一) 29 ∗ #欧洲气候支持网络 (
。

Υ过渡时期 #Λ Κ ⎯ ∴Ι Κ ΗΛ⎯ Λϑ Κ( 的人文因素与经济
。

≅ Ν ?
≅



#
−

东欧与全球变化暑期培训学校 希腊塞萨洛尼基
,

) ∗∗Λ 年)6月%

会议提出了以多国计划的形式开展研究的四个研究领域
4

收集和分析全球变化的地球

物理数据
。

! 全球变化与大气化学
,

包括大气污染
。

∀ 生态系统相互作用与全球变化
。

Α全球变

化的人类因素
。

Κ
≅

编目研究 αΚ β Γ Κ ⎯ϑ ∴ δ Η⎯ Τ _δ
,

∃% %&(

网络与协调中的空白与
“

瓶颈
”

问题
1

# ∃( 专题网络空白 全球变化中的社会科学  ! 大气气溶胶  ∀ 气候影响  Α淡水科

学
。

#/ (一般性空白 数据与模拟 #对可用性数据缺乏协调
,

研究结果缺乏验证与比较 (  

! 将全球变化研究的结果与决策相联系  ∀ 电子通讯设备 # ,Κ ⎯Γ φ Γ⎯ 网(使用尚受限制
。

# ?( 与第三国协调中的空 白
·

科学与发展的政策之间缺乏协调 #例如在非洲和中东欧

国家夕
 ! 有关国家研究活动与国际主要全球变化研究计划之间缺乏联系

。

附录 ,Σ 通过先行性计划 活动支持现有研究计划

为了对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例如 ,3 4 5 . 7 5 和 7 ,Σ ) + 9, < ; 9( 做出泛欧的贡献
,

以

及促进
、

激励和协调欧洲的参与
,

在 ) ∗ + ,2 . 的框架内正在支持着几个先行性研究计划
≅

# 5∴ 。Δ

γΓ− ⎯Η (
。

特别是
, ,3 4 5 的核心计划

,

即全球变化与陆地生态系统 # 3 2< ) (
、 、

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

#Θ 8 , 2 η ( 和国际全球大气化学计划 # , 3 ; 2 ( 正 在进行研究
。

与国际计划 # ε ∴ ϑ ] ∴ Ιφ φ Γ Η ( 如

Π 2 + 5 有关的其他计划在适当的时候也将予以考虑
。

;
≅

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创议 # < ) + ,(

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创议 # < ) + 7 的提出是进一步推进欧共体努力的需要
,

以及在未来的研

究努力中带来更多的协同性和互补性
,

避免重复和分散
。

将研究焦点集中在 ,3 45 的主题上被

认为是实现该目标的一个途径
。

这将导致
1

确定欧共体和 ,3 4 5 共同感兴趣的研究突破点和

主题 #主要是 3 2 < )
,

也包括 4; . 2 的某些方面(  ! 考虑欧共体的生态系统研究计划草案  ∀
与欧共体第西框架计划的基本原则相结合

, 。

在与各个国家计划的协同作用下
,

< ) + , 将做出欧共体对 , 3 4 5 核心计划 3 2 < ) 的贡献
。

< ) + , 将会成为一种长期生态研究设施
‘

,

并将与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 3 < 8 9 (相联系
,

从长远来

看
,

它将为以下研究提供观测框架和数据基础
1

检测和认识区域和全球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

的影响
,

及其在引起变化中的作用
 ! 预测和早期预警未来的陆地变化及其影响  ∀ 验证生态

系统过程和变化的全球模式
。

< ) +, 的总目标是改进对土地利用
、

气候
、

大气成分和物理学的变化对欧洲陆地生态系统

的三个领域的相互影响结果 的预测能力
1
碳

、

水
、

养分库及通量
,

以及有关的痕量气体通量
 

! 生物多样性及其对生态系统功能的意义  ∀ 受上述变化制约的未来的景观类型
。

< ) +, 旨在分析控制这些过程和决定它们的类型的机理
 了解

、

模拟和预测人类活动和气

候变化扰动这些过程和类型 的途径
 最终为更好地管理欧洲的生态系统和景观

、

以及为改进欧

洲的环境政策
,

提供重要的科学基础
。

< ) + , 将通过研究与下列专题性问题有关的基础性过程及其通量来实现其 目标
1 ·

土地

利用变化的影响
 ! 气候变化

、

大气成分和物理学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 土壤有机质动力学

、

生

物地球化学循环和水文过程
1 #Ι (土壤有机质动力学

 #Ζ (生态系统尺度上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和水循环
 Α生物多样性

、

种群生物学与生态系统的功能
 Υ综合化

、

按比例扩大和有关方案研
≅ Ν & 。



·

究
。

1
−

欧洲陆海相互作用与陆架交换 [ Υ ∀2 %研究

尽管海岸带只占地球表面积的约Ν写以及占全球海洋总体积的)
−

+ _
,

但在全球物质收支

和资源中却占主要部分
。

由于世界76 _ 以上的人 口生活在近海岸带地区
,

因此对海岸带功能的

认识对于评估人类活动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

[ Υ∀2 计划是由欧洲联盟的
“

环境计划
”

和
“

海

洋科学与技术 ,’Ζ Κ 2 Δ %计划的代表与 ∀0 1/ 的核心计划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 [ Υ ∀# ⎯ %的科

学指导委 员会合作起草的
。

[ Υ∀2 的 目标是在 [ Υ∀# ⎯ 的范围内
,

发展欧洲对海岸带生 态系统问题的研 究方法
,

阐

明有关海岸带在全球气候 系统 中的作用的问题
,

以及海岸带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可能响应
。

[Υ∀ 8 的四个研究重点是
4

全球循环
 ! 人类的影响  ∀ 社会一经济发展

 Α基础设施
。

象 < ) + , 一样
,

) Θ8 ,9 ) 科学计划将用来开发一个工作计划
,

以系统地阐明
“环境和海洋

科学与技术
” # : ; 9< (计划中的有关建议

。

2
≅

欧洲 ,3 ; 2 计划办公室 # ) , 58 (

,3 4 5 的核心计划国际全球大气化学研究计划 # ,3 ; 2 (研究大气中发生 的化学变化与过

程
,

并涉及到海洋和陆地的生物圈过程以及人类对大气成分的影响
。

, 3 ; 2 的目标是
1

深入认识决定大气化学成分的过程
 ! 了解大气成分与生物圈 气候

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
 ∀ 预测 自然和人为作用力对大气化学成分的影响

。

应 ,3 4 5 的要求
,

在 ∃( 3 α Χ Ρ + 2 设立了 ), 58 秘书处
,

以促进和协调欧洲对 ,3 ; 2 的参

与
,

以及对 ) ,5 8 负担费用的有关研究活动与 Ρ+ 2 和欧洲研究大气化学 的其他机构的研究活

动进行协调
。

该办公室位于 Ρ+ 2 的环境研究所 #在意大利伊斯普拉 # ,Η5 ∴Ι ( (
,

由 7 3 χ 亚 7 负

责并资助
,

在欧洲科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

该科学指导委员会 由 ,3 ; 2 科学指导委

员会的成员
、

欧洲联盟环境计划的大气化学专门小组的成 员组成
。

7
≅

与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因素计划 # . 7 5( 有关的 ) ∗ + ,− . 行动

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 # ,9 92 (的全球环境变化 的人类 因素计划 # . 7 ,〕( 旨在深入认识全球

环境变化的社会一经济因素和影响
,

以 及考虑适合于有效响应的选择
。

. 7 5 的工作计划 # ∃% % &

Ο ∃% % 0( 正在有关科学机构的讨论之中
。

为了使欧洲联盟适当参与 . 7 5
,

通过 7 3 α 亚 7 的
“

环境的经济与社会方 面的研究
” ,

有

几项行动正在进行
。

其中包括一份
“

欧共体对全球变化的人类因素研究活动的观点
”

的研究报

告
、 ∃% % &年 Ν月在德国伍伯塔尔 # Π Τ5 ε Γ∴ ⎯Ι 7 召开的

“

全球环境变化与欧洲的可持续发展
”

专题

讨论会
。

该专题讨论会的 目的是研究与欧洲联盟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有关的全球环境变化 的含

意
。

该专题讨论会的报告正在印刷 中
。

为了探讨对 ) ∗ + ,2 . 地区与 . 7 5 有关的能力建设与网

络化支持的可能性
,

目前正在计划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

除了进行有关研究和召开专题讨论会以外
,

将在 ,3 4 5 秘书处的基础上向 ,3 4 5 . 7 =提
供联络官的支持

,

其目的是在 ,3 45 和 . 7 5 的重点领域范围内支持发展 自然科学家与社 会科

学家之间的合作计划
,

加强 ,3 4 5 . 7 5 与 ) ∗ + ,2 . 及其未来有关活动之间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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