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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本报告审查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废物管理方面

的一般状况,包括在实现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

展行动纲领 制定的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可持
续废物管理所面临的障碍,并指出今后在国家 区域和

全球各级在废物管理领域应采取的优先行动  

二 当前情况 

2.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利用自然

资源和对废物进行无害环境的管理问题密切相关 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具有独特的社会 经济和环境特点,例
如人口密度高,可用土地面积有限,加上人力和财力资
源匮乏,因此,有效管理废物的可供选择办法并不多
此外,特别是在旅游旺季,旅客们留下大量废物,加重了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当局以有限的能力管理废物的难

度 小岛屿发展中可持续发展全球会议强调迫切需要

制定地方性战略和发展当地能力,以便在可持续发展的
范围内对废物进行可持续管理 然而,到目前为止,还
很少有人尝试制订一个综合全面的废物管理战略  

A. 固体废物管理 

3. 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一个尚待解决的
重大问题是没有对包括工业废料在内的固体废物加以

足够的处理 在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废物分类和回
收利用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尽管也进行了一些减少废
物产生数量的努力 由于缺乏技术分析评估能力 规

划 资金和公众支持,方案往往无法执行 推动废物回

收利用应主要依靠在废物的来源加以分类,在这方面,
少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开展了一些系统的活动,进行空
罐回收利用和将有机物质分类制成堆肥 尽管回收利

用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但在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城
市地区,这样做在经济上不合算  

4. 废物有许多处置方法,如垃圾埋填 制成堆肥 焚

化炉处理 露天焚烧或胡乱倾倒在空地 河流或沿海

水域 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合乎卫生的埋填地非常
少 管理差的埋填场,特别是仍然普遍存在的露天倾倒
场,严重威胁到环境卫生,并增加了对健康的危害 另

外,露天倾倒场和非法埋填场常常大煞都市的风景,降
低了地产的价值 废物中的固体物质 地表迳流水和

沥滤液可对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影响  

5. 通常人们用焚化炉处理医疗废物 未使用的化学

品和其他可燃危险物质 在许多情况下,是在半露天的
地方焚烧这些废物,而且不具备去除污染物和处理灰尘
及未燃烧物质的适当设备 在一些可用地极为稀少的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焚化炉处理可能是唯一可用的处理
办法 然而,在采用焚化炉处理之前,应认真评价其他
办法,因为前者不仅造成污染,而且需要大量的投资和
经营费用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广泛使用传统的堆肥处

理办法,但这在城市地区却不太切合实际 堆肥处理不

仅是减少要处置的有机废物数量的有效办法,而且可以
得到很有价值的人造肥料替代品  

B. 工业废物和危险废物 

6.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处理工业废物和危险废物的主

要问题是,它们大都没有存放和处置这些废物的适当设
施 大部分工业废料和危险废物往往与城市固体废物

一起处置,或甚至毫无管制地随便倾倒,即使这可能是
法律所禁止的 渗漏现象相当普遍  

7.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工业废料的主要来源是渔业加

工 制造业 采矿业 采石业以及制糖 酿朗姆酒等

农产工业 在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炼油和石油化工
也产生工业废料 这些工业往往座落在靠近海岸或水

域的地区,固体和液体废物通常被直接排放到水里,通
常很少甚至没有经过预先处理 也许是由于缺乏技术

能力,在管道末端进行处理被视为控制废物所造成污染
的主要选择,而不是减少废物的产生 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产生的危险废物的主要成份是化学品(包括农用化学
品) 重金属和医疗废物 这些废物往往是用没有足够

排放控制的设备加以焚化,就地掩埋,更常见的是在没
有适当管制制度的情况下倾倒在垃圾场 许多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仍未批准 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

置巴塞尔公约  

C. 废水 

8. 液体废物是封闭的滨海水域 蓄水层和地下水等

淡水系统的主要污染物 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许多

城乡地区,污水管道系统很差,或根本没有,因此很难进
行污水处理 只有一小部分工业废水和城市废水经过

处理才排入周围的土地和水资源 许多现有系统的操

作不合乎卫生,又没有适当的监测,从而直接通过污染
供水或间接通过污染食物和饲料,威胁到人的健康 大

多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没有有效地处理污水(包括再利
用)的管理战略,即使有也执行得很差 此外,由于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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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和保养现有的污水处理设施的技术能力,因此控制
污水的工作十分困难 在小城镇和乡村地区,开发了一
些替代办法 ,例如用污水制肥 ,以及加强化粪池的使
用 化粪池是人口有限的地区污水处理的有效办法

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对设计的控制有限,污泥去除
不足,以及处置污泥的设施太差  

D. 船只产生的废物或船载废物 

9. 船舶和航游船产生的固体和液体废物及其造成的

污染引起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相当大的关切 它们几乎

完全没有接受船只所载废物或防止港口内漏油的港口

接收设施 已采取了一些国际性和区域性的主动行动

以保护港口免遭这些废物的祸害,但在保护海洋环境方
面仍有很多事情要做  

E. 有关的战略 包括立法和资金筹措的状

况 

10.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废物管理的法律和监
管框架,所以往往依靠公共卫生法等没有具体针对性的
法规 此外,执法情况也很差,这是因为受过训练的官
员人数有限,又有文化和社会上的困难,体制安排也不
足 在地方政府内,废物管理部门通常处于较低的优先
地位 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为多个部门制定了废物

管理的战略规划,但在执行上仍然普遍不足 几乎所有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均通过正规或非正规系统作出了提

高公众认识的努力 这些努力特别对年轻人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应有助于今后对废物进行科学管理  

11. 大多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没有为废物管理的全过
程订好适当的经费规划,因此造成开展作业后资金严重
不足,缺乏适当的设备和受过训练的操作人员 一个最

令人不安的问题是没有财政自主权 在废物管理部门

要自筹资金的地方,所产生的收入常常被用于其他目
的 调集财政资源的方式,例如政府预算拨款 收费制

度和其他有关的经济手段都尚待拟定并把它们列为财

政战略的核心内容 尽管已出版了许多关于废物管理

各个方面情况的报告,但还是很难得到有关适合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情况的废物管理及相关技术的资料  

三 在国家 区域和国际各级采取的

行动 

A. 小岛屿国家在国家一级和区域一级的努
力 

12. 本节谈及自 1994 年以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就废
物管理实行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 尽管公共和私营部

门对可持续废物管理的认识都有所提高,但大多数因全
球会议而开展的活动仍处于初期实施阶段  

1. 太平洋地区的进展 

13. 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非常积极地开展了废物
管理的政策规划和提高公众意识的活动 不过,执行情
况尚待改进 已进行了一些培训方案;另一些旨在提供
进一步支助的倡议已达到规划将近完成的阶段 由南

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的协调,制定了一项尽量减少废
物 加以管理和防止污染的区域方案,并已得到所有太
平洋岛屿国家的同意 该方案的目的是执行适当的战

略以防止 监测和控制陆上产生的污染 在澳大利

亚 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支助下,最近已开始执行该方
案  

14. 一般来说,太平洋岛屿国家没有分离和处置杀虫
剂 聚氯联苯 废油 重金属等毒性废物的系统和有

形能力 巴布亚新几内亚 马绍尔群岛等一些国家开

发了废油的回收利用,将废油净化后再掺入燃油 萨摩

亚的一个当地私营企业也建立了一个把从当地汽车修

理站得到的油加以回收利用的制度 在区域一级, 禁
止向岛屿国家输入有害和放射性废物并管制有害废物

在南太平洋区域境内越境转移的瓦伊加尼公约 处理

了有害废物管理的问题,但该公约尚有待一些国家批
准  

15. 瓦伊加尼公约 的拟订用了两年时间 ,并于
1995 年 9 月在瓦伊加尼举行的南太平洋论坛会议上通
过 已有三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为了使其生效,批准
的国家必须有 10 个 至于管制进口化学品,南太平洋
区域环境方案正在拟订一个由澳大利亚资助的项目,为
太平洋的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查明它们在化学品方

面的情况 该项目由联合国训练研究所领导,并已作出
安排由澳大利亚环境协会评估 8个国家管理化学品(包
括进口 使用和处置)的能力 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在制

订污染物释放和转移登记簿,以改善化学品的管理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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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坚合众国则协助马绍尔群岛去除和处置受聚氯联苯

污染的汽油  

16. 在减少废物和回收利用方面,在太平洋地区开展的
活动颇为有限 汤加和基里巴斯等一些国家曾试图推

动空罐回收利用,但由于公众认识不足和战略不当,加
上经营上没有经济维持能力,所以这些努力均不成功
斐济和纽埃是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外 前者积极进行一

项纸张 金属和塑料回收利用方案,后者则有一个组织
良好的铝罐回收利用制度 尽管堆肥处理的原理和好

处众所周知,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但却没有实行比较全
面的方案 目前,南太平洋人民基金会正在基里巴斯进
行一个研究项目 堆肥处理在太平洋区域特别有价值,
因为该区域土壤中的有机物质往往很少,缺乏某些必不
可少的养份  

17. 在太平洋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没有完全合乎卫生
的垃圾埋填场,尽管有少数可称为基本上卫生的埋填
场 一些国家正计划改进现有的或修建新的埋填场,但
由于缺乏资金 技术困难以及缺少合适的地方而无法

加以推动 对主要是医疗废物和可燃危险物质,该区域
广泛采用焚化,但一般效率不高,原因是厂房设备保养
不善 缺乏人手,设施的选择也不适当  

18. 该区域有几个国家,如萨摩亚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定有包括废物管理在内的环境规章制度 在密克罗尼

西亚联邦等一些国家,废物管理是与海岸管理结合在一
起的 许多太平洋岛屿国家制定了可持续管理受影响

地区固体和液体废物的战略计划,但并无综合全面的计
划或战略,执行上也有很多不足之处 一些太平洋岛屿

国家正在以提供经济奖励的办法来减少某些类别的废

物 例如,萨摩亚实行啤酒和软饮料空瓶押金退款制度,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则实行空罐押金退款制度  

19. 太平洋地区的非政府组织把废物管理视为其环境
议程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举
办讲习班和实际示范,开展社区教育 澳大利亚的 绿

线团体 通过实地访问和与官员 非政府组织及社区

领导人等利害攸关者沟通,努力解决在垃圾倾倒场发现
的种种问题 这导致了一系列的活动,例如监测自然资
源受污染的情况以及收集健康数据 欧洲联盟最近核

准了一项太平洋区域废物意识和教育方案,将于今后两
年在 8个国家执行,鼓吹尽量减少废物这一主题  

2. 加勒比区域的进展 

20. 所有加勒比岛国都存在固体和液体废物造成的环
境污染问题 自从全球会议以来,国家和区域两级都采
取了一些主动行动,以扭转因废物处理系统的缺陷造成

环境质量持续恶化的状况,如改进废物处置设施和管理
框架 但是由于缺少技术人员 合格管理人员和资金,
安全处理废物的问题仍是对该区域各国政府的一项挑

战 现有的大多数垃圾倾倒场都管理不善,从而威胁到
人们的健康 回收利用和堆肥的做法很少使用 按照

东加勒比国家组织(东加组织)固体废物管理方案,将修
建 7 个新的合乎卫生的垃圾理填场和改造 6 个现有的
埋填场,同时打算关闭 22 个据认为不适合继续使用的
埋填场  

21. 题为 援助发展中国家执行 巴塞尔公约 和拟

定有害废物管理国家计划 的项目由欧洲委员会提供

资金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 巴塞尔公约 秘书处向

巴巴多斯 古巴 多米尼加共和国 海地 牙买加

圣基茨和尼维斯及圣卢西亚派出专家团,协助这些加勒
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加强它们管理有害废物的能力

该项目试图确定解决有害废物重大问题的需要 该区

域各国的反应能力和要采取的行动,该项目的另一个目
的是同该区域尚未加入 巴塞尔公约 的国家建立经

常性联系  

22. 加勒比的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尚未批准 国际

防止船舶污染公约 (73/78 号船污公约)和 巴塞尔公

约 关于有害废物的管理,一些国家已拟定了必要的
法律框架和指导方针 巴巴多斯任命了一个关于有害

物质管理的化学物质技术工作组 目前它正在研究关

于有毒化学品及其废物的进口 运输 储存和处置的

立法和安全指导方针等问题 巴哈马在 环境卫生

法 中作出了管制有毒废物的规定,并正在拟定具体指
导方针 巴巴多斯为了满足在处置有害废物方面的需

要,于 1996 年拟定了一项行动纲领,其中强调培训和建
立监测运载有害废物的船舶的技术转让中心和区域机

制  

23. 巴巴多斯 巴哈马和牙买加等几个国家曾得到外

部捐赠者的资助来改善废物管理基础设施,包括拟定法
律和监管框架 增强机构能力和建造及维持小城市的

污水系统 在不同政府部门执行的一些法律和法令中,
可以找到该区域在废物管理方面的立法 从 1994 年
以来,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和多米尼加等一些岛

国都单独拟定了固体废物管理的立法 一些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正在试图更综合全面地对待废物管理问题,虽
然这还只处于初期阶段;例如,巴巴多斯正在执行一项
固体废物管理综合方案,并开始了一个污水项目的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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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由世界银行 加勒比开发银行 欧洲投资银行

欧洲联盟和全球环境融资(环境融资)提供资金,东加组
织开展了一个固体废物管理项目,以解决安提瓜和巴布
达 多米尼加联邦 格林纳达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

卢西亚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船舶上和岸上产生的

废物的管理问题 该项目的目标,是提高固体废物收集
和处置设施的效益,减少船上产生的固体废物造成的水
污染,协助拟定液体废物处理问题的计划,和寻求在该
区域尽量减少固体废物和加以回收利用的机会  

25. 关于环境监测问题,一些国家同意加勒比环境健康
研究所关于监测同垃圾埋填场运作有关的主要环境参

数的建议 例行监测可望查出废物处理中造成的污染,
并帮助选择防止污染的适当措施 由于加勒比区域在

废物管理方面没有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所以在区域一
级实施的一些项目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3. 其他区域的进展 

26. 其他区域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固体和液体废物
管理方面也存在类似问题 虽然提出了许多倡议,尤其
在立法方面,但是还缺少可持续的和有效的废物管理框
架 本报告这一节就因缺少资料所限,只能扼要叙述同
健全的废物管理战略有关的几种活动  

27. 塞舌尔于 1994 年实施了 环境保护法 ,其中包
括废物管理和对有毒 有害物质的管制 它的目的在

于为防止污染和改进废物处理方法提供一个全面机

制 1995 年,又批准了提供更详细指导的有关条例
毛里求斯按照国家环境投资方案,开展了污水处理总计
划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提出长期解决液体废物安全处置
问题的方案 毛里求斯有一个发展良好的垃圾埋填场

和一个塑料回收厂 它实施了促使人们减少废物的新

倡议,如采用押金退款制度使瓶子得到重新使用 印度

洋的另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正在探索是否可能把他

们用过的塑料送到毛里求斯加以回收利用  

B. 旨在协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付这个问
题的国际努力 

28. 许多联合国组织和机构都有直接或间接协助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地管理废物的方案 下文简述对

小岛屿国家的废物管理产生特别影响的一些技术合作

方案  

29.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同区域机构和其
他联合国机构合作,正在实施 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地

活动影响全球行动纲领 它的目标包括防止污水

重金属 放射性物质 石油和垃圾造成的污染 预计

全球行动纲领 将提供对环境友善的废物管理技术

的最新信息,并拟定消除陆基海洋污染 尤其是固体和

液体废物引起的污染的区域战略方案  

30. 在区域一级举行了废物管理信息交流和能力建设
的几次讲习班和研讨会 环境规划署和南太平洋区域

方案同澳大利亚环境协会合作,于 1997 年 5 月举行了
一次太平洋废物管理问题区域讲习班,其目的在于提高
政府官员的能力和促进有效做法的信息交流 环境规

划署和印度洋委员会于 1997 年 12 月在毛里求斯也举
行了类似的讲习班 环境规划署向 1996 年 12 月在萨
摩亚阿皮亚举行的关于南太平洋海洋污染和废物管理

的区域讲习班提供了法律专业知识 1996 年 10 月在
圣卢西亚举行了加勒比有害废物的无害环境管理问题

区域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由欧洲共同体提供经费,并由
圣卢西亚政府和 巴塞尔公约 秘书处共同举办,向加
勒比国家提供一个论坛来讨论它们所关注在实施 巴

塞尔公约 方面的问题  

31. 环境规划署通过起草法律框架,协助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加强包括废物管理在内的环境立法 例如,它正在
协助基里巴斯 萨摩亚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政府起草

包括废物管理条款在内的框架环境法 它正在按照环

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非洲环境法和机构联合
项目协助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研究城市废物管理问题

关于立法领域的能力建设问题,已在环境法的各个方面,
包括有害废物的管理,培训了巴巴多斯 佛得角 古

巴 多米尼加共和国 斐济 牙买加 基里巴斯 马

尔代夫 毛里求斯 塞舌尔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和萨摩亚等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律师  

32. 国际海事组织同全球环境融资合作,正在协助加勒
比区域 22 个国家克服妨碍 船污公约 (MARPOL 
73/78)适当实施的法律和技术障碍 该项目重点在于

评估现有的系统 拟订港口废物接收设施的标准,和拟
订可供选择的废物综合管理的办法 该项目是设想中

加勒比海全面整治和保护的长期过程的第一阶段 各

国于 1996 年 11 月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举行的论坛上
赞成一项防止加勒比区域小船停靠和下锚所造成污染

的行为守则草案,其中规定了行政管理人员 设施操作

人员和用户的最佳做法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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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协助拟订废物管理的国
家执行计划和促进妥善的做法 例如,卫生组织支助马
尔代夫编写一份报告,其中审查了固体废物管理中的组
织 程序和财政问题,并对医院废物处理问题提出了咨
询意见 卫生组织在 1997 年曾协助密克罗尼西亚联
邦和纽埃存放农药以待运走和销毁,并协助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和圣卢西亚培训成套设备的操作人员 卫生组

织还于 1997 年 10 月在格林纳达主办了一次废物管理
国际会议  

四 关于国家 区域和国际各级未来

行动的建议 

34. 为了要实施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

纲领 中确定的行动 政策和措施,需要在所有各级作
出进一步努力 废物管理的经济和财政方面问题应受

到更高度优先的考虑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和

地方性政府应认真考虑实行各种创收政策,以改进废物
管理设施的经费筹措 能够在国家和区域两级实现

行动纲领 目标的具体优先行动可包括  

 (a) 改进垃圾埋填地的管理,包括选择最适当的
技术和财政机制,如征收埋填费和其他费用 管理计划

中还应包含附有适当的指导方针和标准的业务要求,包
括能力建设 定期监测和关闭埋填场时要采取的措施; 

 (b) 把工业废物(尤其是有害废物)同家庭废物分
开,并妥善处置这些废物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需要同区

域和国际机构密切合作,为无害环境的工业活动制定工
业废物 污染物和有害废物的业务守则,并适当地加以
修改供地方使用; 

 (c) 建立长期储存有害废物的适当设施,并确定
可供选择的最终适当处置方法; 

 (d) 在采用化粪池系统的地方提高其效率 应制

订和推广把化粪池污泥纳入当地农业和林业作业的妥

善做法; 

 (e) 强制性规定所有与废物处理有关的项目必须
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