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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全球废物挑战而建立伙伴关系 

秘书处的说明 

一. 导言 

1.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在其第 III/14 号决定中建议 缔约方大会第七届会议的主

题应该是 为应对全球废物挑战而建立伙伴关系  

2. 作为根据工作组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经与扩大的主席团成员协商后 缔约方大

会主席要求秘书处编制文件要点 说明缔约方大会第七届会议的主题 以便提交主

席团  

3. 在 2004 年 9 月 27 和 28 日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 扩大的主席团审议了如何安

排和帮助缔约方大会第七届会议高级别会议拟议进行的互动式讨论的问题  

二  执行情况 

4. 秘书处编制了主席的说明草案 由扩大的主席团在 2004 年 9 月 27 和 28 日的

第四次会议上进行了审议 经过若干细微的修订后 扩大的主席团建议将主席说明

                                                      
*       UNEP/CHW.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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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缔约方大会第七届会议 作为对拟议进行的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互动式讨论的一

个贡献 主席的说明载于本说明的附件  

5. 扩大的主席团认为 除了主席的说明外 还应事先向各缔约方和其他人士散发

一份可供高级别会议作为部长声明或决定的可能要点的基础的初步文件草案 这一

新文件载于 UNEP/CHW.7/27/Add.1 号文件  

三. 建议采取的行动 

6. 谨提议缔约方审议主席的说明和作为背景文件建议的部长声明或决定的可能要

点 以便指导和便利会议高级别会议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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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为应对全球废物挑战而建立伙伴关系 

 与扩大的主席团协商后提出的主席的说明 

一. 成功与挑战 

1. 1989 年的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于 1992 年 5 月生

效 现有 163 个缔约方 在其运作的第一个十年里 巴塞尔公约建立了对危险废物

和其他废物的越境转移进行管制的有效全球制度 巴塞尔公约 为提高公众对此

问题的了解作出了贡献 制订了健全的区域倡议推动国家的执行工作 并为无害环

境管理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制定了技术附件和准则 这些重要的成就应该给予肯

定  

2. 尽管取得了目前的进展 但在以能够确保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方式减少危险废物

的数量 将危险废物的产生减少道 低程度和对残存的危险废物进行管理方面 巴

塞尔公约缔约方仍面临众多挑战 依照 公约 第十三条提出报告的危险废物每年

超过一亿吨 其数量还在逐步增加 我们在第一个十年获得的实际经验表明 缔约

方如不采取协调的行动促进对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整个寿命周期内的无害环境管

理 孤立地去解决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是无法成功的  

3. 巴塞尔公约 十周年之际通过的 1999 年 关于无害环境管理问题的巴塞尔

部长级宣言 提出了对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实行寿命周期管理的框架 将其作为

第二个十年的行动重点 随后的 执行巴塞尔公约战略计划 (2002–2010) 则确定

了以无害环境的方式防止 减轻 再循环 回收和处置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以及促

进能力建设和使用清洁技术的优先方案活动 该计划强调 有必要在 2005 至 2010
年期间确定各项行动的优先顺序和保持其势头 特别是要让主要的伙伴进行参与  

4. 在发源处采取行动很重要 这是保护我们的环境不受废物的产生和管理不善的

影响 消除昂贵的废物处置方式 减少越境转移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 有效的手

段 它不仅是健全的环境战略 也是一种好的经营 它能增进工业活动的效果 提

高其成本效益 各国都认识到减少废物对环境和经济的双重好处 并将其列为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点内容  

5. 巴塞尔公约的经验说明 下述几种相互关联的问题决定了今天全球废物挑战的

模式  

(a) 城市安置区危险废物的剧增和没有无害环境管理 给人类健康和环境带
来日益严重的关切 这种情况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 这些国家缺乏管理因上

述情况造成的废物增加和污染的能力 对填埋地设计和监督不当造成的排放 焚化

炉的排放和固体废物混同危险废物无控制的积存 以及过期杀虫剂和其他危险废物

的储存 都可能导致铅中毒 与石棉相关的疾病 食物中毒和媒介传染病等对健康

的长期影响 同时造成一些区域受各类多氯联苯 多环芳烃 石油产品溢漏和重金

属污染等环境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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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穷人 包括儿童 尤其容易受到伤害 穷人常接触废物 石棉 二恶英

类和微粒等空气污染物以及受重金属和其他毒物污染的土壤和水 这种接触常常导

致慢性或急性疾病 给资金不足的国家的保健制度带来昂贵的需求 感染 疾病

中毒和呼吸性疾病十分流行  

(c) 废物数量之巨以及危险和非危险废物不分的问题之大 使各国无力应
付 全球人口增长 工业化和消费的增加 导致废物数量增加 越来越多的废物开

始同城市和生活垃圾混在一起 很多国家没有有效的制度对日益严重的复杂废物流

进行管理 这些危险废物被送到市镇垃圾填埋地或倾置场  

(d) 确定处理危险废物的新设施的场地 如今已变得越来越困难和昂贵 这

不仅仅反映一些地方没有空间 而且说明了一种被称作 请不要在我家后院兴建

的综合症  

(e) 报废设备正在成为全世界增速 快的废物流 消费大量即将报废的电子

及其他设备 这些设备又很快过期 产生大量含有危险材料的废物 同时又出口到

对接受这些废物没有准备的发展中国家   

6. 2002 年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的 执行计划 确认了对危险化

学品和废物实行无害环境管理的重要性 执行计划 谈到了对危险废物进行健全

的管理 并促进加强各化学品和危险废物机制间的协调与合作 执行计划 还强

调将废物减少到 少程度 该计划制定了 2020 年生产和使用的化学品不会导致给

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的目标 另一项目标是将 2015 年之前得不到

卫生设施和饮用水的人数减半 正如该计划指出的 未经处理的污水 卫生条件

差 重金属和侵蚀造成的淤泥 化肥 杀虫剂 矿渣和工业废物 都对获得可饮用

的淡水形成威胁  

7. 非洲部长级环境会议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等几个其他政府间论坛也认识到危

险废物的管理与人类健康 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2003 年在美利坚合众国海岛市

举行的首脑会议上 八国集团通过了 减少 再利用和回收 的倡议 或称作 三

R 的倡议 该倡议的目的是鼓励更讲求效益地使用资源和材料 倡议的正式发起

将在 2005 年春 届时日本政府将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 环境规划

署和巴塞尔公约等有关国际组织一道主持发起这一倡议 与此同时 环境规划署理

事会也发起了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 除其他外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呼吁

加强巴塞尔 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 战略方针充分认识到

对化学品和危险废物采取寿命周期做法的重要性  

8. 巴塞尔公约目前在国际一级领导着对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无害环境管理 该

公约拟订了一系列项目 准则 机制和战略 将预防产生废物和将废物减少的 少

程度确定为行动的重点 在 战略计划 的框架内处理全球性废物挑战的贡献包

括  

(a) 全球数据库和提高认识方面的资料  

(b) 通过巴塞尔公约的 13 个区域中心开展能力建设  

(c) 项目和无害环境管理技术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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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与各缔约方 工业界 环境问题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建立伙伴关系  

9. 但正如 战略计划 所强调的 解决危险废物问题需要各国 公共当局 国际

组织 工业界 环境问题非政府组织及学术机构之间建立各种层次上的合作和伙伴

关系 立足于共同但又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上的北南关系 南南联盟和公私联盟

都是应付全球性废物挑战的伙伴关系的主要内容 根据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

议第二类伙伴关系制定的伙伴关系方案 将加强巴塞尔公约的技术基础 产生协同

增效作用  

10. 伙伴关系也有助于保障足够的资金 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应对长长清单上的重

点事项作出回应 而危险废物的管理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有能力与这些重点事项争

夺资金 确保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无害环境管理 需要筹集足够的资金 与公共

当局 工业界和非政府组织建立的伙伴关系 能够帮助筹集资金用于危险废物的管

理  

二. 政策方向 

11. 终而言 主要的挑战是以能够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方式对废物进行管理

采取适用于整个废物周期的措施 包括从减少废物的生成 到促进回收 再循环和

再利用 到确保以无害环境的办法和技术对废物进行处置 要落实可持续发展 就

需要将废物的生成与经济增长分开 要在这方面取得更快的进展 以便保持在整个

2005-2010 年期间执行 战略计划 的势头 巴塞尔公约应与主要伙伴和利益相关

者集中关注以各节所述主要政策领域  

A. 将危险废物减少到最少程度 

12. 编制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生成情况的可靠的全球性数据 在各缔约方国家报

告工作的基础上 已开展了进一步建立报告数据库的工作 在环境规划署全球资源

信息数据库(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挪威阿伦达尔中心)的支助下 巴塞尔公约应改进

公约的基础数据 侧重于从多种渠道生成全面的数据 同时摸清产生废物和将废物

量减少到 少程度方面的趋势 有关废物预防指标方面的工作也应加快 这种资料

将为制定更完善的处理这种废物的政策打下基础  

13. 确定将危险废物减少到 少程度的自愿性目标 各缔约方可考虑确定减少由

工业界和消费者生成废物的数量和程度的 无约束力的自愿性目标 并制定各种手

段和奖励措施落实这些国家性努力 确定了自愿性目标估量产品和流程中砷 镉

铅或汞等具体危险物质的淘汰情况的国家 可自行决定向缔约方大会作出报告 并

鼓励工业界研究可替代的危害性较小的物质  

14. 通过巴塞尔公约区域中心促进产生废物少和较清洁技术的转让和运用 巴塞

尔公约各区域中心可与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工业分发展组织 工发组织 及其国家

清洁生产中心及工业界合作 成为储存实施减少危险废物和尽可能减轻其影响的做

法所需资料和工具的场所 并让所有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能够

获得这种资料 包括经济上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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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化学品的寿命周期做法和危险废物的管理 

15. 依照 巴塞尔公约 和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的规定

实行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废物的无害环境管理 上述两公约的缔约方可参与对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清单的审查和增订 确保在制定减少或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国家

执行计划时 清单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废物 具体做法可通过提供有关对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废物实行无害环境管理的资料 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可与斯德哥尔摩公约

缔约方和全球环境基金合作 一道对国家的能力需要进行审查 以便以无害环境的

方式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废物进行管理 增进各国遵守两公约规定的国家能力 执

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废物技术准则 巴塞尔公约各区域中心在审查中可发挥重要的

作用  

16. 制定全面方针减轻废物无机成分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  巴塞尔 鹿特丹和斯

德哥尔摩公约都要处理危险化学品的整个寿命周期问题 现已采取各种举措确保这

三个公约能够在全球 区域和分区域各级相互支持 例如 环境规划署为 5 次国家

一级协调执行上述三公约问题的区域和分区域研讨会提供了便利 应鼓励在国家

分区域和区域各级采取进一步的举措 巴塞尔公约应积极支持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发

起的国际化学品管理的战略办法   

17. 在处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之外 还有必要全面研究铅 镉和汞等重金属 这些

重金属跨国界运输时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 给人类健康带来损害 也造成经济损

失 燃烧和工业流程是造成重金属向大气排放的主要人为来源 采取一致的政策改

进工业流程和对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同时预防并减少排放 并对铅 镉和汞的某些

用途建议限制 就能推动 佳现有做法的制定和减轻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  

C  综合废物管理 

18. 在特定城市地区实施试验项目 改进市镇废物流中危险废物的单独收集和处

理 侧重强调生物医学和保健废物的分离和安全处理 制定让地方政府积极主动参

与的废物管理的综合政策和计划 能够让市镇固体垃圾 来自城乡 和危险废物

来自工业 医院 研究机构和作坊 的制造者进行合作 一道制定并实施全面和

有效的解决办法 这将包括分开收集生物医学和保健废物 生活垃圾 报废电器和

电子设备 用过的电池 用过的铅酸蓄电池 车辆的废油 溶剂等废弃化学品 用

过的药品和家用杀虫剂   

19. 这些上游活动反过来能够大大缓和再循环 回收和处置的下游措施 有助于不

让危险废物运往填埋地 此外 再循环或回收塑料和金属等分开过的物质会带来经

济奖励 采取上游措施也会减少市镇 工业 农业和其他来源的营养物质流入水体

中 使环境免遭不利的影响 主要的伙伴将包括环境规划署 世界卫生组织 卫生

组织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 世界银行

和各区域开发银行  

20. 在地方一级鼓励非政府组织支持对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实行无害环境管理的

举措 通过综合废物管理活动加强与民间社会在支持无害环境管理问题上的伙伴关

系 将补充政府的努力和巴塞尔公约区域中心的方案 这样做也能够实现各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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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之间的合作 非政府组织可以成为伙伴组织 关注加强地方社区在无害环境管

理方面的能力建设的努力   

21. 非政府组织与巴塞尔公约区域中心合作可在交流 佳现有做法方面的资料 新

兴和经过考验的无害环境的技术以及将废物减少到 少程度和培训计划方面发挥积

极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还可以协助制作关于无害环境管理和巴塞尔公约的推广介绍

材料 包括可用于其组织或参加的会议或研讨会的各种小册子 通讯和录像节目  

22. 各缔约方可在巴塞尔公约区域中心的协助下 作为城市废物管理方案的一部

分 查找废物处理方面存在的差距 并就如何扭转局面提出可供选择的办法 具体

的活动可包括通过公私伙伴关系为用于无害环境管理的设施制定批准与核查的程

序 可与地方政府和工业界合作开展这种试验项目 能得到联合国机构和世界银行

的支助 对此会有帮助   

D. 区域做法 

23. 制定电子垃圾的无害环境的收集 再循环 回收和处置的区域方案 建立或

更新废物和危险废物的无害环境的再循环 回收和处置的区域性能力 对于某些废

物流来说既是一种无害环境 也是经济上划得来的办法 加勒比和中美洲已主动采

取过以无害环境的方式回收用过的铅酸蓄电池的这类活动 这一做法为规模经济提

供条件 使特定废物流的进出口透明化 并方便强制执行 电子设备寿命短 造成

的废物堆积如山 电子设备含有铅 砷 镉或汞等有害物质 大量电子垃圾出口到

了对处理废物激增没有准备的发展中国家 此外 进口的电子垃圾还可能经管理不

严的设施进行回收或处理 造成严重的健康危险和环境污染   

24. 具体区域或分区域的国家可主动联合起来 保护自己不受进口电子垃圾剧增的

影响 这需要各国间和政府与工业界或商界之间积极合作 区域做法的目的是 通

过商定对这些废物实行健全的管理的公平竞争环境和向工业界提供奖励 鼓励其改

进国内产生或进口的电子垃圾的再循环 回收和处理 限制不必要的电子垃圾的进

口 减轻其对健康和环境的不良影响   

25. 区域各国可向巴塞尔公约区域中心寻求援助 请其作为有关环境和健康要求以

及有关各国政府就 大程度减轻大批进口电子垃圾所产生的影响而采取的其他措施

问题上的一种资料交换所 可通过与有关利益方进行协商制定这种区域性计划 这

包括政府和工业界 以及环境规划署 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大学 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 贸发会议 国际电信联盟 国际电联 和环境问题非政府组织 巴塞尔

公约区域中心可为这些工作提供方便  

26. 为建立国家对多氯联苯废物实行无害环境管理的能力落实巴塞尔和斯德哥尔

摩公约的目标制定早期行动 通过无害环境管理 采取区域做法帮助各缔约方减少

并消除向大气 土壤 沈降物 地下含谈水层 内陆水域和海水中排放各类多氯联

苯 势必要借助巴塞尔公约区域中心等区域性实体和网络 而且需要着眼于国家

这种区域做法应考虑到当前围绕 斯德哥尔摩公约 的国家执行计划所开展的工

作 这一做法应考虑到规模经济和国家的优先事项 区域做法将促进并支持尽早就

无害环境管理各类多氯联苯采取行动方面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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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资源 

27. 巴塞尔公约在这一挑战中是一种利用率既不高 资金又不足的工具 有鉴于

此 公约各缔约方正在 后确定一项全面的资金动员战略 以期更好地体现巴塞尔

公约这一全球废物挑战主要问题上的重要伙伴的巨大潜力及其对无害环境管理危险

废物的集中关注 为清洁的未来筹集资金 的初步打算是查清在哪些领域里真正

的协同增效能够针对这一挑战提出效果好和效益高的做法 作为执行资金筹集战略

的一部分 秘书处正在编制一项联合执行巴塞尔 斯德哥尔摩和鹿特丹公约的初步

提议 正如 为清洁的未来筹集资金 里提到的  技术和财政资源的筹集需要同广

大可能的捐助者建立伙伴关系 提高对无害环境管理危险废物与其他国际议程之间

存在实际联系的认识  

四. 结论 

28. 本文件探讨了 公约 在建立伙伴关系应付全球废物挑战方面能够发挥作用的

重要性 各缔约方可能会觉得文件所说明的某些政策方向十分有益  

29. 为应付危险废物给健康和环境带来的挑战 有必要确保切实地执行 巴塞尔公

约 制定一致的政策确保技术和财政资源更有效和高效地周转 用于支持对危险

废物和其他废物的管理 同时确保建立公私伙伴关系作为加强尽可能减少危险废物

的努力和能力建设的一种手段   

30. 人们认识到 巴塞尔公约 的无害环境管理方针为各国改进对国内生成和进

口的危险废物的管理都提供了框架 该公约也为各国凭借健全和协调的政策为可持

续发展和减贫作出贡献提供了各种机会 并有助于确保为需要使自身经济利益得到

保障的各个方面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