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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期内，现场注册参会人数达到2980人，共891个部门、组织和机构参会，其中有36个为国际组织，还有855个来自包

括中国在内的83个国家。5天中，共举行了4场全体会议、36场专题会议，72场专场会议，开展了211个报告、展示了278篇

论文海报。期间，开展了数次多边活动。一次次握手，一场场研讨，一番番交流，增进理解和共识，凝聚信心与力量，推动全

球水治理迈向新的台阶。

在会场，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或万里迢迢跨越大洋，或从中国各地汇聚于此，真挚的对话、热烈的讨论、深邃

的思考、庄严的宣言里，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的智慧与力量，感受到了科学进步带来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感受到了世

界的多元化和包容性。

水善利，人相和
第18届世界水资源大会圆满落幕



青年力量，携手为人水和谐的未来共同行动

共鸣远播，《北京宣言》正式发布

国际水资源学会执行办公室主任卡勒姆·艾瑞克·克伦齐介绍本次会议的4位青年水大使。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

科研人员对工作更高层次的要求，也看到了青年一代的无畏、勇敢与奋斗。

大会科学委员会中方主席石秋池女士宣读了第18届世界水资源大会《北京宣言》。中国水利部副部长王道席、大会科

学委员会联合主席石秋池和蕾妮·马丁-纳格尔、国际水资源学会主席李原园在现场共同签署《北京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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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认为：

大会呼吁：

水是万物之源，是人类社会诞生、发展乃至未来永续发展的唯一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和共同利益。保护和合理开发

利用水资源，是所有国家、所有地球居民应尽的共同义务和享有的权利。

淡水资源的稀缺性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是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基本做法。每个人、每个组织、每个企业、每个国家都应在其能力范

围内努力做到节约用水、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水资源。

面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发展，需要创新水资源管理方式和方法。水资源管理者不仅要关注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

而且要关注与水相关的所有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关注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共同面临着水问题挑战，需要分享治水理念和经验。作为大会东道国，中国介绍了上千年

的治水历史，创新提出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交流了中国在水资源总体短缺、时空分布

极不均衡、水旱灾害频发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系统治理，以保障人人享有安全饮水的基本权利、提高水安全保障能力、实现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探索与实践，体现了2023年联合国水大会提出的分享以增进相互理解与合作的精神。

高效利用、有效保护水资源。作为继联合国水大会之后国际水资源领域的一次重要会议，我们⸺来自各国的水资源

专家学者和管理者⸺继续呼吁各国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涉水目标而全力以赴。从国家政策与规划、技术创新、信息

共享、能力建设、投资融资和公众参与等各个方面，推进水资源的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系统治理和有效保护；

鼓励在治水理念、技术、政策和管理等方面的创新。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我们要在传统基础上

更新对水的认知，创新治水理念、技术方法和科技产品，改革水管理体制和机制，全方位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系统健

康，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努力实现水资源管理的科学决策。水是复杂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经济社会系统的关键要素。水从业者要更加充分认

识水与土地及其生态系统的复杂关系，认识水与粮食、能源、健康及经济发展的纽带关系，深入涉水复杂系统的综合研究，

促进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最大程度地发挥科学技术在水管理和决策中的支撑作用；

以水问题的解决助力减贫。仍有很多国家或地区，水安全问题是引发贫困、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各国应努

力为贫困地区居民，包括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提供清洁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提升其水安全保障能力；鼓励社会力量的积

极参与，提升水治理水平。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普及水科学，提升水素养。提高各国水知识教育水平，推动水科学的普及，让更多的人关心水、爱护水、节约水、保护

水，尊重河湖生命系统，以科学的精神认识水、利用水、管理水、保护水；

共享治水经验，共同应对水挑战。推动各国在涉水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水管理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增进

相互理解与支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携手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为维护绿色、和平、可持续的

世界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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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与期许，高水平合作迈向新台阶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沈凤生：“水利
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作为中国水利的重要技术支
撑单位和中国水利水电勘测设计行业的主管部门，我们
已走过了70多年的光辉历程，全程见证、直接参与、有力
支撑了新中国各个阶段水利改革发展事业，为中国经济
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和保障。”

“我们也将继续坚持人水和谐共生的理念，围绕完
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实施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复苏河
湖生态环境、推进智慧水利建设、建立健全节水制度政
策、强化体制机制法治管理等方面，加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管理方案优化，也期待与世界各国的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等
合作共赢，共享治水经验，共同应对水安全风险挑战，为解决全球水危机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国际水资源学会主席李原园：“第18届世界水资源
大会即将闭幕。在此，我谨代表国际水资源学会，对来自
国内外各级政府部门、研究机构、高校、企业、国际组织的
各位代表表示诚挚的敬意！感谢大家的宝贵贡献和建议，
分享治水理念和经验。也感谢各个机构的大力支持!感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感谢组织者、承办者、赞助方和
参与者，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离不开你们的全力支持！
感谢全体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每天的辛勤努力！

当前，全球各类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问

中国水利部副部长王道席：“首先，我谨代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利部，对大会取得的成功表示衷心的祝贺！借
此机会，诚挚的感谢远道而来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30
多个国际组织的各位代表，感谢来自国内各大流域机构、
科研院校和省级水利部门代表的积极参与；感谢国内外
各位专家、学者的精彩演讲；感谢世界水资源大会组委会
工作人员为会议所做的精心安排和付出的努力。”

“治水关乎民族生存、文明进步、国家强盛。面对全
球普遍存在的水灾害频发、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水

“中国愿意采取更多有力有效的行动，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引领下，与各国共商共享治水方略与经验成果，共同推动全球水治理改革与发展。”

题仍然突出，加之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全球经济复苏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水问题更趋复杂，挑战更大，解决全球水科学
和水管理问题，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让我们团结起来、并肩前行，继续推动水资源在规划、利用、
保护、管理等方面高质量发展，继续推动水资源领域科学研究和政策交流与互动，为推动实现更加绿色、更加健康、更加安
全的全球发展贡献治水方案与技术经验，为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书写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画卷。”

环境污染问题，我们要将雄心转化为行动，深化伙伴关系，提升合作水平，以交流促合作，以合作促共赢，在共同谱写治水
新篇章的征程中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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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1届海岛水大会敬请期待

2025年，第19届世界水资源大会相约南非

由国际水资源学会和丹麦法罗地质调查局联合主办的第1届海岛水大会（https://islandswatercongress.org/）将于
2024年9月4日至6日在法罗群岛召开。大会主题为“行政、协作与创新”。

会议名称中的“水”即重点是淡水，“海岛”即大会重点关注主权岛屿国家和次国家岛屿管辖区。通过每两年在不同的
岛屿组织一次大会，国际水资源学会将建立一个学习体系，促进淡水资源的发展，并推进淡水面临挑战的解决方案。

国际水资源学会将继续关注全球水安全，继续发展壮大各种会议活动，继
续加强与重要伙伴的合作。最重要的是，我们将继续全力办好各届世界水资源大
会，海岛水大会，以及各类线上会议。当然，还包括我们正在举办的各类活动、发
布的知识产品和出版物⸺尤其是《Water international》杂志。

飞越赤道，跨越印度洋，来到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大陆，从北京到德班，继续为解决全
人类共同面临的水危机、加速实现全球涉水战略目标作出应有贡献。

面向未来，国际水资源学会步履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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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幕后，默默奉献的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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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工作战线拉得最长的一组。筹备前期，工作人员加班到深夜已是常态，工作
繁杂琐碎，不容半点差错。为确保大会各项议程、活动现场万无一失，全组成员对流
程把控、主持人确认、现场记录、场内外会务服务等进行了详细分工，确保每个环节
衔接自然零差错。

水利部领导在参会间隙了解查看了会议会场各项工作运行情况，对已落实到位的各项工作给予了肯定。

这是最早到达会场的一组。本
组成员兵分多路，对参会嘉宾进行
一对一接机接站服务。签到、资料
发放、办理入住、门厅接待、楼层接
待等，责任到人，事无巨细均做好
安排，接待工作井井有条。成员还
对房间提前进行仔细检查，确保住
宿环境安静舒适。

这是工作最奔波的一组。本组
成员在大会筹备初期奔赴各地积
极筹措资金，实地调查确定会议举
办场所，联络会务中心安排会议细
节，招募志愿者，采办各种设备，保
障会议人力物力齐全，直达酒店后
厨，确保菜品质量，保障用餐安全， 
为参会人员营造好轻松舒适的良
好氛围，保障会议圆满成功。

会议会场保障组

重大活动保障组 后勤保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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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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