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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年2月出版的《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一版汇

集了关于化学品健全管理的科学、技术和社会

经济信息。其内容涵盖化学品生产、运输、使用

和处置方面的趋势与指标，以及相关的健康和环境影

响；这些趋势的经济影响，包括无所作为的代价和采

取行动的效益；以及化学品健全管理工具和方法等。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于2013年通过第27/12号决

定，认可《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一版的各项调查结

果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着重论述了全球化学品生产

关于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

和使用显著增长情况、化学品对国家和全球经济的重

要性，以及不健全的化学品管理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带

来的代价和负面影响，并对今后的行动提出了建议。

第27/12号决定还请执行主任继续就《全球化学品展

望》开展工作，特别是在发现缺少数据或数据不足的

领域，并通过区域平衡的利益攸关方参与来提高透明

度，以期在未来开发一种工具，用以评估化学品和危

险废物健全管理，包括2020年目标的实现进展，同时

考虑并借鉴现有的其他各种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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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大会于2016年通过的第2/7号决议请执行

主任提交《全球化学品展望》的更新报告，在与《全

球废物管理展望》协作的基础上，特别说明为解决缺

乏或没有充足数据对 2020 年目标实现进展进行评估

这一问题而开展的工作，非化学替代品的开发情况，

以及化学品与废物的关联性，并为从现在到 2020 年

及之后旨在实现相关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各

项活动提供科学意见和执行

方案。第2/7号决议还请执

行主任确保《全球化学品展

望》更新报告研究国际化学

品管理大会（国际化学品管

理战略方针的理事机构）确

定的新出现的政策问题，以及有新证据表明对人类

健康和环境构成风险的其他问题。

400多位专家为《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的编写工

作作出了实质性贡献。编写工作还得到了指导。委

员会的指导，他们就编写报告所涉及的各方面工作提

供监督、战略方针和指导，并适时提供技术意见。指

导委员会由来自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包括民间社

会、行业/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及政府间组织的代表组

成，所有区域以及各界利益攸关方参与了编写工作。

这份《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综合报告总结了《全

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的主要结论和见解，其结构与

报告全文相同，也分为五个部分。还提出了一份较简

短的《决策者摘要》，作为联合国环境大会第四届会

议的工作文件，并用联合国六种官方语文发布。《全

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全文于2019年4月在国际化学

品管理大会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次会议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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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gh Stringer, Michel Tschirren, Victoria 

Tunstall和Carla Valle-Klann等。

负责起草基础文件和具体章节的主要作者

是：Francisco Alpizar, Thomas Backhaus, Nils 

Decker, Ingo Eilks, Natalia Escobar-Pemberthy, 

Peter Fantke, Ken Geiser（另负责第一部分的协

调工作）, Maria Ivanova, Olivier Jolliet, Ho-

seok Kim, Kelvin Khisa, Haripriya Gundimeda, 

Daniel Slunge, Stephen Stec, Joel Tickner, 

致谢

© 环境署

广
大专家为《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的编

写工作建言献策，众多合作组织也给予大

力协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要感谢所有贡

献了专业知识、时间和精力的个人和组织。

指导委员会在编写工作的全过程中提供监督、战略

方针、指导和技术意见。指导委员会成员是：Keith 
Alverson, Ingela Andersson, Heidar Ali Balouji 

Ricardo Barra, Andrea Brown, Leticia Carvalho, 

Emma Chynoweth, Bob Diderich, Joe DiGangi, 

Szymon Domagalski, Jutta Emig, Richard Fuller, 

Veronique Garny, Fernando Gomez, Florencia 

Grimalt, Juergen Helbig, Sverre Thomas Jahre, 

David Kapindul, Brenda Koekkoek, Brian Kohler, 

Kouame Georges Kouadio, Klaus Kümmerer, Mungath 

Kutty, Vladimir Lenev, Suzanne Leppinen, Jianguo 

Liu, Christoph Neumann, Jorge Ocaña, Hanna-

Andrea Rother, Tatiana Santos, Claudia ten 

Have、Baskut Tuncak, Carolyn Vickers, Melissa 

Mengjiao Wang, Katherine Weber, Felix Wertli, 

Susan Wilburn, Kei Ohno Woodall。

提供支持的委员会候补成员是：Angelina Buchar, 

Tracey Easthope, Manoj Kumar Gangeya, Vassilios 

Karavezyris, Sunday Leonard, Eugeniy Lobanov, 

Andrew McCartor, Geraint Roberts, Dolores Rom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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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Tyrer, Niko Urho, Rob Visser（另外还

负责第二和第三部分的协调工作）、Mario Yarto

和Vania Gomes Zuin。论述区域观点的主要作者是

Babajide Alo, Vera Barrantes, Anna Makarova 和

Chen Yuan。Mohamed Abdelraouf和Noriyuki Suzuki

也提供了意见。

作出实质性贡献的还有：Katinka De Balogh, Marie-

Ange Baucher, Richard Blume, Rafael Cayuela, 

Maria Delfina Cuglievan, Heidelore Fiedler, John 

Haines, Lei Huang, Nicole Illner, Molly Jacobs 

LeFevre, Edwin Janssen, Elisabeth Krausmann, 

Nyree Bekarian Mack, Rachel Massey, Frank Moser, 

Amos Necci, Ieva Rucevska, David Sutherland, 

Urvi Talaty, Dirk Uhlemann, Elze van Hamelen, 

Willem van Lanschot, Melissa Mengjiao Wang, 

Zhanyun Wang, Maureen Wood, Oliver Wootton和

Evetta Zenina。

2016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全球化学品展望》

第二版编写工作协商会议。有70位专家出席了会议。

随后举办了五次研讨会，让各类利益攸关方发表意

见。这些活动包括2018年3月至4月在肯尼亚内罗毕 

（非洲）、德国法兰克福（欧洲，包括中东欧）、巴

拿马巴拿马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和北美洲）和泰国

曼谷（亚太和西亚）举行的一系列专家研讨会，共有

115人参加；以及一次全球研讨会（2018年6月，德国

波恩），约有100人参加。Paul Hohnen为此提供宝贵

支持，在几次研讨会上主持了会议。

根据全球环境基金科学和技术咨询小组、支持编写下

一版全球环境展望报告的秘书处以及国际固体废物协

会的提名而确定的独立专家应邀审查了《全球化学品

展望》第二版草案。

此外，还邀请外部专家根据其专业知识审查选定的

章节。以下个人提供了宝贵的反馈意见：Marlene 

Agerstrand, Tom Bond, Weihsueh Chiu, Victoria de 

Higa, Paul Dumble, Henning Friege, Martin Führ, 

Sarah Green, Jamidu Katima, Sayed Khattari, Joy 

Aeree Kim, Olwenn Martin, Ackmez Mudhoo, Carlos 

Ocampo Lopez, Stephen Macey, Prasad Modak, 

Naglaa Mohamed Loutfy, Jennifer McKellar, Percy 

Onianwa, Kamlesh Pathak, Andreas Prevodnik, 

Alexander Romanov, Mark Rossi, Ted Smith, Gustavo 

Solorzano, Gerard Swaen, Mohamed Tawfic, Zijian 

Wang, Meriel Watts。

多个组织为编写《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作

出了贡献。国际可持续化学合作中心（ISC3） 

（总牵头人：Friedrich Barth；支持团队：Alexis 

Bazzanella, Nils Decker, Agnes Dittmar, Silke 

Megelski和Brigitta Meier）为联合举办四次区域研

讨会和一次全球研讨会提供支持，并就大趋势和行业

部门方面问题作出实质性贡献。国际化学污染小组

（总牵头人：Martin Scheringer, Justin Boucher

和Zhanyun Wang；支持团队：Thuy Bui, Dämien 

Bolinius, Elsemieke de Boer, Miriam Diamond, 

Patrick Fitzgerald, Adelene Lai, Grégoire Mey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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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élie Ritscher, Thomas Roiss Christina Rudén和

Iona Summerson）开展了背景研究，并编写了一份基

础性文件，讨论新出现的政策问题和其他令人关切的

问题。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总牵头人：Jorge Ocana）

以联合举办各次会议和研讨会并促进交付实质性贡献

的方式提供协助。此外，下列实体在编写工作全过程

中提供了评论意见和实物贡献：组织间化学品健全管

理方案参与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劳工

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

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世界卫生

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巴塞尔

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水俣

公约秘书处；维也纳公

约及其蒙特利尔议定书

秘书处（臭氧秘书处）

和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

多边基金秘书处；化管

方针秘书处；Chemical 

Watch; The Natural 

Step Statista和世界

经济论坛等。

© 环境署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内，经济司化学品与健康处在

Achim Halpaap的领导下负责编写《全球化学品展

望》第二版，Jost Dittkrist提供协调和实质性

支持。Jacqueline Alvarez, Abdouraman Bary, 

LlorençMila Canals, Jacob Duer, Tessa Goverse, 

Mijke Hertoghs, Tim Kasten, Isabelle Louis, Kaj 

Madsen, Kakuko Nagatani-Yoshida, Ligia Noronha, 

Jordan i Pon, Pierre Quiblier, Liazzat Rabbiosi, 

Ying Su, Elisa Tonda以及许多其他同事也给予宝

贵的指导、意见和贡献。Erika Mattsson、Panos 

Kalogirou、Scholastica Theuri、Pascale Unger和

Leila Younossi提供了行政及其他支持。John Smith

提供编辑支持，Lowil Espada在Fabrice Clavien的

协助下提供图形设计和排版支持，Tapiwa Nxele提供

参考文献和数据管理支持。

欧洲联盟以及丹麦、德国、挪威、瑞典和瑞士政府

为制定《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提供了慷慨的财

政和实物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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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品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药品到

植物保护等领域的化学创新可以改善我们

的健康、加强食品安全，并带来其他许多

好处。不过，如果使用和管理不当，危险化学品和

废物会威胁人类健康和环境。

《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指出，人口动态、城市

化和经济增长等全球趋势推动化学品使用数量迅速

增长，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2017年，化学品行业

的产值超过5万亿美元。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翻一

番。这种增长对人类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取决

于我们如何应对化学品挑战。毫无疑问，我们必须

为此付出更大努力。

大量危险化学品和污染物继续泄漏到环境中，污染

了食物链，并在我们的体内累积，严重损害我们的

健康。据欧洲环境署估算，2016年，在欧洲消费的

化学品中有62%对健康有害。世界卫生组织估计，部

分化学品带来的疾病负担在2016年夺去了160万人的

生命。远多于此的人的生活受到了负面影响。

我们通过国家和利益攸关方行动、国际条约和自愿文

书，在化学品管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在2002年可

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各国承诺在2020年之

前最大限度减少化学品的不利影响。以我们目前的速

度，这个目标无法实现。考虑到市场扩大以及相关的

污染增加，我们不能继续以自己的健康作为赌注。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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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化学品，但化学品管理不善的后果

是不能承受之重。我希望这份展望报告能激励所有人

加倍努力，让化学品安全地造福于全人类。

正如报告指出，并非没有解决办法。可持续供应链管

理、绿色和可持续化学领域的创新，以及采用共同方

法来管理化学品，可以降低人类健康、生态系统和经

济所承受的风险。

但是，解决办法的成败取决于实施它的意愿。同以往

任何时候相比，投资者、生产商、零售商、公民、学

者和政府部长等关键影响者都更有必要行动起来。我

们有机会力挽狂澜。我们正在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并为2020年后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制定

未来框架。

vii

Joyce Msuya

乔伊丝·姆苏亚

环境署代理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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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最大限度减少化学品和废物的不利影响这一全球目标无法在
2020年实现。虽然有解决办法，但迫切需要所有利益攸关方
在全球采取更加积极进取的行动。

1. 2017年，全球化学工业规模超过5万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翻一番。新兴

经济体的消费和生产正在迅速增长。全球供应链以及化学品和产品贸易正变

得日益复杂。

2. 在全球大趋势的推动下，化学密集型行业部门（如建筑、农业、电子）的增

长带来了风险，但也创造了推进可持续消费、生产和产品创新的机遇。

3. 危险化学品和其他污染物（如塑料废物和制药污染物）继续大量释放。它们

普遍存在于人类和环境中，并在材料库存和产品中累积，这突出表明有必要

通过可持续的材料管理和循环商业模式来避免将来出现遗留问题。

4. 如果采取行动来尽量减少不利影响，估计每年可产生高达数百亿美元的效

益。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部分化学品带来的疾病负担在2016年夺去了160

万人的生命（可能属于低估）。化学污染还威胁到多种生态系统服务。

5. 国际条约和自愿文书降低了一些化学品和废物的风险，但进展参差不齐，执

行中仍存在差距。截至2018年，有120多个国家尚未执行全球化学品统一分

类标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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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解决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立法和能力差距问题仍然是优先事

项。不过，资源无法满足需求。这为新型和创新筹资（例如通过成本

回收和让金融部门参与）创造了契机。

7. 更广泛地分享关于化学品管理工具的知识，以及在从化学危害评估到

替代品评估等各领域促进相互借鉴各种方法，可以节省大量资源。

8. 领先企业——从化学品生产商到零售商——正在推行可持续供应链管

理、充分披露材料、高于合规要求的减少风险措施，以及基于人权的

政策。不过，这些举措尚未得到广泛实行。

9. 消费者需求以及绿色和可持续化学教育与创新（例如通过初创企业）

是推动变革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扶持性政策放大这些因素，从而让

化学创新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潜在效益。

10. 全球知识差距可以得到弥补。例如，可以采取措施统一研究规程，通

过审议健康或环境影响信息及危害情况来确定和应对优先事项（如新

出现的问题），以及通过加强科学家与决策者之间的协作来加强科学

与政策对接，从而达到这一目的。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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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列表

PCB 多氯联苯

PFAS 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

POP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RTR 污染物释放及转移登记册

REACH 《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法规》

化管方针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小企业 小型和中型企业

SVHC 高度关切物质

环境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训研所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美国 美利坚合众国

VOC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世卫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WSSD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ZDHC 危险化学品零排放

CLP 分类、标签和包装

滴滴涕 二氯二苯三氯乙烷

DEHP 二(2-乙基己基)邻苯二甲酸酯

EDC 内分泌干扰化学品

EPI 新出现的政策问题

欧盟 欧洲联盟

粮农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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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可持续发展大背景下的化学品和废物问题

《
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的发布适逢其时。自 

《全球化学品展望》初版于 2013 年发表以来，

全球化学品消费和生产持续增长，诸多趋势引起

人类健康和环境方面的关切。在此期间，《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及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于 2015 年通

过，其中包含与化学品和废物有关的若干具体目标。

此后不久，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化管方针）的

理事会机构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化管大会）启动了

一个闭会期间进程，以便在 2020 年之前就化管方

针及 2020 年后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编写建议。

《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用反推法来设想可持续的

未来，确定了一系列行动供全世界的决策者考虑，并

为2020年后化学品和废物管理提供参考。 

表 1《2030 年议程》中的化学品和废物：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 3.9 和 12.4

 可持续发展目标 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具体目标 3.9：到 2030 年，大幅减少危险化学品以及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导
致的死亡和患病人数。

 可持续发展目标 12：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具体目标 12.4：到 2020 年，根据商定的国际框架，实现化学品和所有废物
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无害环境管理，并大幅减少它们排入大气以及渗漏到水和
土壤的机率，尽可能降低它们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导言：可持续发展大背景下的 
化学品和废物问题

3

１除另有说明外，“化学品”一词在本文件中的含义包括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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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化学协会国际理事会联合编写

的2018年报告草稿估计，全球商业流通中的工业化学

品总数估计为 4 万至 6 万种，其中的 6 000 种占

总量的 99%以上。化学密集型产品，如电脑、手机、

家具和个人护理产品的数量庞大且不断增长，远超过

市场上的化学品数量。[《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

相关章节：导言；第一部分第1章]

化学领域的健全管理和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从药品和植保产品到汽车、电脑和纺织品生产，许多

化学制品有助于改善全世界人类健康、粮食安全、

生产力和生活质量。虽然美国化学学会全球化学文

摘社登记的化学品超过1.42亿种，但只有其中一小

部分投放市场。

图 1 按危害类别分列的2016年欧盟化学品消费量比例构成（基于欧洲环境署，2018）

  无分类危害
  显著急性EH

  慢性EH
  中度慢性EH

  显著慢性EH
  严重慢性EH

 有害HH
 毒性HH

 剧毒HH
 慢性毒性HH

 致癌、致突变和 
生殖毒性

根据欧洲联盟（欧盟）的统计机构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欧洲环境署 2018 年汇编的数据，2016 年欧盟消费的3.45亿
吨化学品中约62%对健康构成危害。欧洲环境署在介绍数据时指出，危险化学品消费量并不代表这些化学品所构成
的风险。[导言]

38%
无分类、标签和包装危害

62% 
健康危害（HH）

35% 
生态系统危害（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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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化学品、产品和废物具有危险属性，并且由于管

理不当，继续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因其危险属性和潜在风险而在研究和决策中受到关注

的化学品或化学品组包括但不限于：致癌物、诱变剂

和对生殖有害的化学品、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

性的物质、内分泌干扰化学品，以及影响神经发育的

化学品。[导言；第一部分第1、7章；第三部分第1章]

联合国的几次重要会议在最高政治级别上向国际社会

发出呼吁，要确保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这对于推

动社会、经济和环境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

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化学和化工行业在实现化学品

和废物健全管理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解决遗留

问题的同时进行化学和材料科学领域的创新，有可能

创造出更安全的化学品，提高资源效率，并减少目

前的全球生产和消费体系造成的健康和环境影响。 

[导言；第二部分第3章；第四部分第1章]

国际化学品和废物管理的里程碑

几十年来，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需要采取行动来推进

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在1992年里约首脑会议上，

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了《21世纪议程》，其

中包括关于化学品和危险废物问题的章节。同样是在

1992年通过的《里约宣言》提出了与化学品和废物健

全管理有关的一些原则和方法，包括“谁污染谁付

费”原则、知情权和预防性办法等。十年后，可持

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约翰内斯堡执行

计划》，其中各国政府商定“到2020年实现化学品

的使用和生产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对人类健康

和环境的显著不利影响[…]”。2012年里约+20峰会

（针对化学品和危险废物）以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中的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12.4（针对化学品和

所有废物）重申了2020年时间表。可持续发展具体目

标3.9侧重于减少死亡和患病人数，将实现目标的时

间定在2030年。[导言；第二部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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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2004年生效）

 ›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国际卫生条例 

（2005）》（2007年生效）

 ›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2017年生效）

此外，各国际组织理事机构通过的一些自愿国际文书

涉及到一系列化学品及相关问题。突出的例子包括最

初于1985年制定、于2013年通过第四版的《国际农

药管理行为守则》（以下简称《行为守则》），以

及1992年通过的《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标签制度》 

（全球统一制度）。2002年《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中特别提及全球统一制度，以期到2008年全面运作该

制度。[导言；第二部分第1章]

多边条约和自愿协定

里约首脑会议前后以及随后的几十年里，国际社会通

过多边条约，针对一些最有害的化学品和一些全球关

注的问题采取了协调一致的行动。突出的例子包括：

 ›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1989年生效）

 ›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1992年生效）

 ›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公约：《化学品公约》

（第170号）（1993年生效）和《预防重大工业事

故公约》（第174号）（1997年生效）

 › 《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

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2004年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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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通过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

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

会议发出呼吁之后，化管大

会第一届会议于2006年通过

了“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化管方针），这

是一项多部门和跨部门的参与式战略方针。化管方

针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化学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

的健全管理，从而到2020年实现化学品的使用和生产

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显著不

利影响”。化管方针由《关于国际化学品管理的迪拜

宣言》（其表达了对化管方针的高级别政治承诺）和 

《总体政策战略》组成。

《总体政策战略》引述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

议的2020年时间表，将其称为“2020年目标”，这

一术语后来被各种国际论坛使用。实现该目标所需

完成的各项任务涉及五个方面：减少风险、知识与

信息、治理、能力建设与技术合作，以及非法国际贩

运。此外，《迪拜宣言》建议采用并进一步制定“全

球行动计划”，将其作为工作工具和指导文件，以履

行《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等国际文书中对化学品管

理的承诺。2015年，化管大会第四届会议核可了“实

现化学品健全管理 2020年目标的总体方向和指导” 

（以下简称“总体方向和指导”），作为一项自愿

工具用来协助 确定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工作的优

先次序，为全面执行化管方针作出贡献。[导言；第

二部分第1章]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化学品和废物问题

联合国大会在2015年的国家元首峰会上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图2）和169项具体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不可分

割的整体，兼顾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经济、社

会和环境。虽然与化学品和废物管理直接相关的是具

体目标12.4和3.9，但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也关系

到许多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否实现。这些目标包括

防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清洁水和环卫、促进获得清

洁能源、气候行动，以及确保优质教育等。此外，其

他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对于实现化学品和废物

健全管理至关重要，例如与教育、筹资和伙伴关系有

关的目标。[导言；第二部分第1章；第五部分第1章]

化学品与可持续发展：关切和机遇

尽管在联合国高级别会议上达成了全球协定，并已经

采取了重大行动，但科学家仍对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

理进展不够表示关切。他们呼吁进行系统性的转型变

革，以创造更安全的化学品，并在化学领域进行有助

于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在此背景下，出现了“绿色化

学”、“可持续化学”、“同一个世界化学”等相关

概念，促使化学界迎难而上，帮助满足可持续发展的

需要。其他利益攸关方也提出了类似的关切。私营部

门的一些倡议也确定了与化学品有关的促进可持续发

展的机遇。这些倡议包括：促进可持续发展世界商业

理事会的“化学品部门可持续发展路线图”、22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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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业公司参与的“携手实现可持续发展”倡议，以

及领先的纺织品公司提出的“危险化 学品零排放” 

倡议。[导言；第四部分第7章；第五部分第3章] 

审议化管方针和2020年后化学品与废物健全管理的

闭会期间进程

2015年，参加化管大会第4届会议的各国政府和其他

利益攸关方指出，“大多数国家必须取得更大进展，

才能真正地最大限度减少因某些化学品的生产、使用

和报废处置而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的重大不利影

响”。他们还“迫切地”指出，“实现2020年目标

的时间很有限”。在2015年通过《2030年议程》后不

久，参加化管大会第四届会议的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

攸关方启动了一个进程，以编写关于化管方针及2020

年后化学品与废物健全管理的建议。大会商定，该进

程应向所有利益攸关方开放，并在2020年化管大会第

五届会议之前完成。因此，从现在到2020年的这段时

图2 可持续发展目标

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涉及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它关系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大部分内容能

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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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是反思国际化学品和废物管理经验教训的历史性机

遇窗口。[导言]

将各项国际政策议程联系起来的机会

鉴于化学品和废物问题对于整个《2030年议程》的重

要性，2020年后闭会期间进程提供了将化学品和废物

管理与其他各项国际政策议程联系起来并发挥协同作

用的机会。这些协同作用包括：[导言]

 › 化学品与健康：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在避免和

尽量减少有害化学品构成的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以保护人类健康。虽然化学品与健康之间的

联系已经牢固确立，并且卫生部门一直是旨在最

大限度降低风险的各项工作的重要合作伙伴，但

可以在2017年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批准的《世卫

组织化学品路线图》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加强联

系，提高对卫生部门在化学品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的认识，并加强卫生部门参与国际化学品管理活

动的力度。

› 化学品与工作场所：在各个部门和全球供应链中，

工人是接触危险化学品最多的群体之一。批准和

实施国际劳工标准有助于实现安全和健康的体面

工作，同时迈向更绿色的工作流程。
9

› 化学品与气候变化：两者的联系广泛，从冰川融

化导致化学品再流动，到减少化学工业的温室气

体排放，再到化学界开发气候变化适应和缓解解

决方案的潜力等。因此，化学工业和下游部门在

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 化学品与生物多样性：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通

过的“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确认了

污染和化学品产生的关键影响。鉴于目前正在开展

制定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活动，可以借此机

会与2020年后化学品与废物进程建立联系。

› 化学品、农业和食品：化学品在农业和食品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例如在植物保护和食品保藏方面。

这种联系早已得到承认，许多国家很早就立法来

管控农业和食品生产中使用的化学品。针对此类

及相关议题的国际协定和机构包括《行为守则》

以及汇集了国际食品标准的《食品法典》。

› 化学品与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具体目标12.4在可

持续发展目标12中的存在，反映出化学品和废物

管理与资源效率、减废，以及将经济增长与自然

资源使用和环境影响脱钩等更广泛诉求之间的密

切联系。个人、公司和组织可以通过其消费选择

发挥关键作用，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化学品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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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可以把握机会加强与《可持续消费和

生产模式十年方案框架》的联系。

 › 化学品与国际污染议程：正如联合国环境大会 

（环境大会）第三届会议（主题是“迈向零污染

地球”）所强调的那样，化学品和废物问题是更

广泛的国际综合性治污方针的关键方面。环境大

会第三届会议宣言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编写一份

关于零污染地球的实施计划，供2019年环境大会

第四届会议审议。

认识到化学品与废物管理的衔接问题

多年来，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许多国家，化学品和

废物议程都被分开处理。例如，在《21世纪议程》

中，化学品和废物管理就是在不同的章节中论述。不

过，人们日益认识到，设计和使用更安全的化学品和

可持续生产工艺，对于减少化学品和产品在其整个生

命周期内，包括在再用、回收和处置阶段的排放至关

重要。这些前端解决方案还有助于确保在循环经济中

使用的次生原料不会受到有害化学物质的污染。另一

方面，人们熟知的废物管理层级（图3）侧重于从源头

实现材料减量、再用、循环，而能源回收、废物处理

和废物处置被认为是最不可取的选择。废物管理层级

还强调可持续材料管理、资源效率和生命周期管理。

上述简短论述意味着，化学品管理与废物管理的各个

重要方面正在融合，两者均遵循生命周期管理办法。 

[导言；第一部分第4-5章；第四部分第1章]

© Andrey_Popov/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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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可持续发展大背景下的化学品和废物问题

理与废物管理概念相结合方面取得了关键进展。虽

然《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侧重于化学品健全管

理和前端解决方案，但报告通篇都涉及与废物管理

的衔接问题。[导言]

在国际一级，在关于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12下列入了具体目标12.4，并将废物问题列

入了关于化管方针及2020年后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

理的闭会期间进程的任务范围，从而在将化学品管

图3 废物管理层级、可持续材料管理和循环经济（改编自美国环境保护局，2017a）

源头减量和再用

能源回收

循环/再造

最
可
取

最
不
可
取

处理和
处置

废物管理层级努力实现与可持续材料管理及循环经济等相关概念相似的目标。它们的共同追求是尽量减少材料的
用量并最大限度地重复使用。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以及化学创新在实现这些概念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导言；第
一部分第4-5章；第四部分第1章]



© Sasin Tipchai/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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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决策者的关键讯息：呼吁在各级采取更加积极进取的行动

2020 年目标无法实现：“一切照旧”不可行

《
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的结论表明，到 2020 

年无法实现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和最大限度减

少不利影响的目标。根据趋势数据，全球化学品

市场在 2017 至 2030 年期间将翻一番，这会加剧全

球化学品释放、接触、浓度以及对健康和环境的不利

影响，除非能在全世界实现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

因此，“一切照旧”不可行。不过，在可持续发展设

想下，能够做到按照《2030 年议程》加快进展速度

以实现健全管理，并最大限度减少不利影响。这需要

所有利益攸关方和所有国家在全球紧急采取更积极进

取的协作行动。[第一部分第1-8章；第二部分第3-5

章；第四部分；第五部分]

需要全面的全球框架，包括积极进取的优先事项和

协调一致的指标

为弥补差距，需要为2020 年后的化学品和废物健全

管理制定一个全球框架，该框架应当目标远大、内容

全面，能形成激励作用，以促进价值链中所有相关行

为体的承诺和参与。按照从“2011-2020 年生物多样

性战略计划”获得的经验教训，需要制定全球共同愿

景、战略目标、具体目标和各项指标来加强所有相关

协定和倡议之间的联系，并使报告制度得到简化、

由国家推动且与全球具体目标挂钩。按照这种报告

制度，各项指标要对产出（如通过的立法）和作用 

（如减少危险化学品的不利影响）加以区分。 

[第二部分第2章；第五部分第2-3章]

落实2020 年之前及之后的各项行动

按照环境大会的任务规定，并根据对 2020 年目标迄

今执行情况的审查，《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提出

了一系列备选方案，用于 2020 年之前及之后为实现

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而执行的各项行动

（下称“行动”）。所确定的各项行动被认为对于制

定和实施 2020 年后化学品和废物管理办法格外重

要。同样重要的是，它们面向世界各地以及来自所有

利益攸关方群体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以促进加强

对执行工作的承诺。

报告采用反推法将这些行动分为十个主题加以介绍，

其中假想了一种可持续发展设想，即通过绿色和可持

续化学创新以及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等手段，使遗留问

题得到解决且避免在未来造成遗留问题。这些行动还

涵盖国际上已经商定的需要迫切关注的各项承诺，以

及由于查明了执行差距而再次作出的承诺。这方面的

例子包括执行全球统一制度，以及加强化学品和废物

基本管理体系等。本综合报告的附件进一步阐述了十

个行动领域。[第五部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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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有效的管理制度：解决各国普

遍存在的能力差距，利用生命周期

办法加强国家和区域立法，并进一

步加强机构和方案。

评估和管理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完

善和共享化学品风险评估和风险管

理方法，以促进化学品在其整个生

命周期内的安全和可持续使用并解

决新出现的问题。

调动资源：为有效的立法、执行和

执法（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

期经济体）提供充足2的资源和创

新的筹资。

采用生命周期方法：推进广泛实施

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全面披露材

料、提高透明度和采用可持续产品

设计。

评估和通报危害：填补全球数据和

知识空白，并加强国际合作，以推

进化学品危害评估、分类和交流。

加强企业治理：扶持和加强企业可

持续性政策、可持续商业模式以及

报告中的化学品和废物管理方面的

内容。

2 为便于更好地理解“充足”一词在此处的含义，需要就诸如供资的可持续性等某些专题开展进一步分析和国际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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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决策者的关键讯息：呼吁在各级采取更加积极进取的行动

现有利益攸关方加强承诺，新行为体更积极地参与

从现在到闭会进程于 2020 年结束的这段时间，为

制定一项积极进取、全面的全球框架，以及加强所

有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提供了短暂却关键的窗口。为

了推动承诺、自主、相互问责和集体跟踪进展，以

实现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各国和所有相关利益

教育和创新：将绿色和可持续化学

纳入教育、研究及创新政策和方

案。

提高透明度：加强工人、消费者和

公民保护自己和保护环境的权能。

为决策者提供知识：加强科学与政

策对接，在化学品和废物的整个

生命周期内利用科学来监测进展、

确定优先事项（如针对新出现的问

题）并制定政策。

加强全球承诺：建立积极进取而全

面的2020年后化学品和废物问题全

球框架，扩大合作行动，并跟踪进

展。

攸关方可在国际上制定、执行和共享以成果为导向

的行动计划和路线图。利益攸关方可在 2020 年后

框架内承诺并展示其行动计划和路线图，并受益于

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建言献策（可采用不同形式来建

言献策，如同行评审）。可以对照商定的目标和具

体目标对各项承诺进行全球审查，并酌情作出调整。 

[第五部分第 1-3 章]



©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Weray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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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演变中的化学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现状和趋势

第一部分

所有区域的化学品生产、使用和贸易都在增长

在 2000 至 2017 年期间，全球化学工业产能（不

包括药品）几乎翻了一番，从大约 12 亿吨增加到 

23 亿吨。如果将药品包括在内，2017 年全球销售

额合计为 5.68 万亿美元，使化学工业成为世界第二

大制造业。不仅是化学品销量和销售额在增长，而

且产能也在增长，这表明未来化学品产量将继续增

17

虽
然许多化学品对可持续发展很重要，但 

《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中论述的化学

污染物释放；空气、水、土壤、生物群和

人体中的浓度；以及人类健康和环境受到的不利影

响等方面的一些趋势引起严重关切，迫切需要采取

行动。除非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

理，否则化学品生产和消费的增长将导致更严重的

不利影响。

图4 2017-2030 年世界化学品销售额（不包括药品）增长预测（改编自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2018，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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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学品销售额（不包括药品）预计将从2017年的3.47万亿欧元增长到2030年的6.6万亿欧元。预计届时亚洲将
占销售额的近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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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预计从2017至2030年，销售额将几乎再翻一番 

（图4）。预计亚洲的增长率最高，估计到2030年，

中国将占全球销售额的近50%。[第一部分第1章]

化学制品的生产和消费继续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发展

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所占份额越来越大，但其中许

多国家的监管能力有限。不仅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增

长率很高，非洲和中东也是如此（图5）。随着行业和

市场不断增长，化学品及含化学品（其中许多有危害

性）的产品的国际贸易也在增长。例如，自《全球化

学品展望》第一版于2013年发布以来，中国的化学品

出口额增长了15%。[第一部分第1章]

对一些危险化学品采取了国际行动，逐步淘汰（如

多氯联苯（PCB））或大幅减少（如二氯二苯基三氯

乙烷（滴滴涕））了生产和使用量。然而，确保以

无害环境方式对这些化学品进行废物管理仍是重大

挑战。其他一些引起关切的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量保

图5 按区域分列的化学行业年产量增长预测，2015-2022年（年变化百分比）（改编自美国化学理事会，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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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预计每个区域的化学品产量都会增长，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所在区域（特别是在亚太、非洲和中东）
的年增长率最高。

图6 1990-2030年基本化学品产能增长与人口增长比较（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8， 
以及Cayuela和Haga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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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产能增长率根据石油化学产品的基础成分（乙烯、丙烯、丁二烯、苯、甲苯和二甲苯）过去和预测的增长率得出。[第一部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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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图5 按区域分列的化学行业年产量增长预测，2015-2022年（年变化百分比）（改编自美国化学理事会，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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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预计每个区域的化学品产量都会增长，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所在区域（特别是在亚太、非洲和中东）
的年增长率最高。

持稳定甚至有所增加。尽管采取了监管行动，但大多

数重金属（如铅和汞）市场保持稳定。在许多区域，

塑料、化肥和农药、药品、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 

（PFAS）、阻燃剂、纳米材料以及其他化学品组的产

量继续增长。[第一部分第2章]

全球大趋势和行业趋势中的风险与机遇并存

在人口增长、城市化、全球化、数字化和气候变化等

大趋势的推动下，全球社会正在迅速发生变化。电动

汽车需求量上升以及中低收入国家汽车市场的增长预

计也将导致铅酸电池数量增加，但是如果在没有采取

适当的污染及职业健康与安全控制措施的情况下以非

正式方式回收铅酸电池，会造成严重污染。全球经济

增长和全球人口动态影响到化学品市场需求，既带来

风险也带来机遇。在“一切照旧”的设想情况下，预

计化学品生产的增长率将超过人口增长率，这种情况

会至少持续到 2030 年（图6）。这意味着人均化学品

消费量在不断上升，突出表明有必要按照《2030 年

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 12 的要求，实现可持续消费

和生产。这还意味着更有必要将材料使用与经济增长

脱钩，提高资源和生态效率，推进可持续材料管理，

并按照废物管理层级制度的要求，将资源减量、再用

和循环列为优先事项。[第一部分第1、3章]

图6 1990-2030年基本化学品产能增长与人口增长比较（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8， 
以及Cayuela和Haga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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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

建筑、农业、电子、化妆品、采矿和纺织品等化学密

集型行业部门和市场的增长，继续推动这些部门所用

化学品的市场增长。例如，预计建筑部门在2018至

2023年期间的年增长率为3.5%，而该部门所用化学品

的预测市场增长率为6.2%。化学密集型行业部门的增

长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重大风险。例如，耐候

纺织品的需求量上升可能会导致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

物的使用量增加，具体风险程度取决于所用的化学品

和技术。此外，化学污染以及与快速增长的增材制造

（也称为3D打印）相关的废物管理问题引起关切。不

图7 2015年全球材料足迹：按关键社会需求和消耗品分列的资源提取量（10亿吨）（基于de Wit等人，2019，
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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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种关键的社会需求和消耗品代表了全球最大的材料足迹：住房和基础设施（约44%）、营养（约22%）、出行 

（约12%）、消耗品（约11%）、服务（约6%）、医疗保健（约4%）和通信（约3%）。这些部门的生产工艺和产品

都是化学密集型的，范围从钢梁中使用的石棉，到农业中使用的农药，到电池中的重金属，再到化妆品中的防腐

剂。[第一部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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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过，行业部门的增长也为提高产品安全性和改进生产

工艺创造了机遇。例如，许多国家对石棉进行监管之

后，更安全的建材获得了新商机。[第一部分第3章]

化学品与全球材料流动相关并对其产生影响

化学工业在将原料和给料转化为有价值的产品方面起

着重要作用。因此，它在全球生产和消费体系中发挥

关键功能，并且是资源开采以及化学密集型部门增长

的驱动因素之一（图7）。研究人员估算了化学部门的

材料资源流动规模。在一个年度内（2015年），该部

门用近17亿吨原料（主要是化石燃料，但也有生物原

料和可再生原料）和二级反应物（主要是水）生产了

8.2亿吨化学产品，同时也产生了数量几乎相同的副产

品（主要是二氧化碳）。[第一部分第1章]

将资源转化为含化学品的产品也涉及定性方面的问

题。会创造出新的化合物，在某些情况下产生新的

危害或使危害加剧。例如，氯化学将盐和水等基本

原料与其他化学品一起转化为有用的产品，如净水化

学品。与此同时，氯和许多氯衍生品，以及相关生产

工艺中使用的化学品（例如石棉或汞）具有危险性，

需要妥善管理。此外，汞、铅和其他重金属等有毒化

学品被开采、制成产品并作为废物在环境中处置，导

致人和生物群的大量接触。[第一部分第1、2、5章]

价值链中的大量资源由于循环率低而损失，而且基本

上未被核算，这也令人关切。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之

一是缺乏关于这些产品中的化学物质的信息，而化学

成分不清的回收产品的市场规模有限。仅有9%的全球

材料资源得到回收利用。许多含有危险化学品的耐用

产品和建筑物以及基础设施和机械（例如某些含有石

图8 一张办公椅中的化学品（改编自瑞典化学品管理
局，2016，第7页）

木器漆；
清漆

塑料化学
添加剂 金属铬表面涂层

纺织品阻燃剂

发泡剂的泡沫塑料残留
物（氯氟碳化合物）

橡胶化学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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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或溴化阻燃剂的建筑材料）在多年后仍留在人造材

料库存中（2016 年估计重达30万亿吨），成为未来

的潜在遗留问题。与这一趋势相对应的是，在截止

到2015年产生的63亿吨塑料废物中，只有不到9%被

回收，有12%被焚化，其余79%在垃圾填埋场或环境

中处置。[第一部分第5章]

化学密集型产品和复杂的全球供应链给循环利用 

带来挑战

现代产品通常含有数百种化学物质。其中许多化学

品可能具有危险属性。有些化学品的潜在健康或环

境影响已经引起各国政府部门的极大关注。相关例

子包括：洗发水中的甲醛、牙膏中的微珠、食品包

装中的邻苯二甲酸酯、电视机中的某些阻燃剂，以

及肥皂中的抗菌剂（如三氯生）等。一些配方产品

（例如个人护理产品和家用清洁剂）含有令人关切

的化学品且浓度很高。例如，在一些塑料产品中，

邻苯二甲酸酯（其中一些是潜在的内分泌干扰物）

的浓度可能高达40%。此外，在各种产品中普遍检

测到无意产生的污染物。例如，食品可能从包装中

吸收化学物质，水果可能残留不同浓度的农药。产

品在无意中受到化学污染也可能是循环利用造成的。 

[第一部分第4章]

有害物质在产品中的存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都对循环利用和废物管理层级的实施构成挑战，后

者强调从源头进行减量、再用和循环。相关例子包

括用回收塑料制成的儿童玩具中的阻燃剂，以及用

回收轮胎制成的游乐场橡胶地胶中的多环芳烃。推

进可持续材料管理、充分披露材料并加强贯穿供应

链（包括回收商）的知识共享，以及扩大基于绿色

和可持续化学创新的可持续产品设计，是在产品的

整个生命周期内应对有害物质问题的重要方法。这

些方法对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材料库存和产品在未来

的潜在释放，以及在循环经济中产生安全和可持续

的次生原料也能起到同样重要的作用。[第一部分

第4-5章；第四部分第1章]

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以及化学品和化学密集型产品

在许多具有不同监管框架的国家之间的跨境贸易，会

构成各种具体挑战。电子产品供应链可以说明特定经

济部门内及不同地理位置的分散性（图9）。管理方

面的挑战涉及多个方面，包括查明和尽量减少、制

造过程中的化学品释放、产品使用过程中的消费者

接触，以及回收或处置过程中的释放等。另一个相

关的挑战是工人在供应链各阶段的潜在接触。复杂

的供应链使产品制造商和零售商难以知道产品中含

有的化学品，这是化管方针的“产品中的化学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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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所针对的议题之一。最近的研究表明，化学品或

产品进口往往不遵守进口国的化学品法律。此外，通

过互联网直接销售的化学产品快速增长，这类销售绕

过传统的分销商（许多分销商有管理系统），使情况

更加复杂。与此相关的背景是，跨境电子商务正以每

年25%的速度增长。[第一部分第4章]

图9 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一种电子产品案例（改编自Sourcemap，2012）

分销

稀土金属

锂

硅

钴

硅

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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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  最后产品

化学密集型产品（如本图所示的电子产品）通过跨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复杂的全球供应链进行贸易。这带来
了各种各样的管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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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化学污染物从生产、产品和废物中释放出来，

说明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化学品的生产、使用和处置继续导致大量危险化学品

释放到室内和室外环境中。尽管扩大了国际努力，但

2010至2015年期间，全球排放到大气中的汞的数量增

加了约20%。全球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

喃（以下简称二恶英和呋喃）释放量似乎保持稳定，

但在亚太地区大幅增加。化学品还大量释放到海洋和

淡水水体中，包括工业活动（例如溶剂中使用的三氯

乙烯）和市政污水（例如药品残留物）造成的释放。

农业径流，包括农药、氮和硝酸盐，是水污染和地下

水含水层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

济体面临一些特定挑战，例如电池回收造成的重金属

释放以及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业造成的汞释放，引起空

气、水和土壤污染。[第一部分第5章]

通过国家监管行动和多边条约，一些令人关注的化

学品的减排工作取得了进展。例如，遵照《蒙特利尔

议定书》制定的国家政策逐步淘汰了99%的臭氧消耗

化学品，使排放量大幅减少。1990年以来，《远距离

越境空气污染公约》缔约方的各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排放量显著减少（例如六氯苯的排放量下降95%）。 

《斯德哥尔摩公约》的执行有望使所有区域无意生产

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排放量减少。来自发展中国家

和转型期经济体的数据有限，但初步结果显示出积极

的趋势。[第一部分第5章]

各种生产过程继续向空气、水和土壤释放大量化学

品，并产生大量废物，包括危险废物。例如，在药

品生产中，每公斤产品产生至少25公斤排放和废物

（有时超过100公斤），这突出表明资源效率低下。

在化学品生产过程中还排放大量温室气体。此外，工

业设施中发生的化学事故继续释放大量危险物质。各

种管理行动和创新解决方案，包括化学创新，可以减

少污染、提高资源效率，并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例

如水基溶剂可以取代氯化溶剂）。[第一部分第5章；

第四部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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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危险化学品从化学密集型产品中释放出来，

其中许多存在于室内环境。相关例子包括从压制的

木制品中挥发的甲醛、从地毯中浸出的杀菌剂、从

聚氯乙烯材料中释放的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 

（DEHP），以及从个人护理产品中释放的微塑料等。

香水、发胶、空气清新剂、清洁剂和胶水等产品都可

能是室内空气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来源。有的产品

可能含有大量邻苯二甲酸盐、酚类化合物、阻燃剂、

氯化溶剂、重金属、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以及其

他可能释放到室内空气中的化学物质。2018年的一项

研究表明，在一些工业化城市，从消费品（如化妆品

和油漆）释放出的化学品已成为来自石化源头的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的主要来源。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如

邻苯二甲酸酯和几类阻燃剂）的缓慢释放也是令人关

切的问题。[第一部分第4-5章]

丢弃含有危险化学品的产品可能会使城市废物变成

危险废物。电子废物的产生（在全球范围内只有20%

得到回收）是危险废物快速增长的来源。由于许多

国家和城市缺乏收集、处理、回收和处置危险废物

的适当基础设施，直接向环境释放、从垃圾场释放

以及非正式回收已成为所有环境媒介的重要污染源。

因此，某些危险产品的使用和处置构成严峻挑战。 

[第一部分第4-5章]

插文1 塑料、微塑料和化学品

 › 塑料年产量预计将从2016年的3.35亿吨增加到2050年的约11.24亿吨。

 › 塑料经济的增长推动了对用于塑料生产的化学添加剂和化学品的需

求。其中一些化学品具有危险性。

 › 微塑料在环境中迅速累积。它们现存于世界各地的海洋、河流、湖

泊、土壤和空气中，以及盐、蜂蜜、啤酒、瓶装水和自来水、鱼和

人类粪便中。

 › 监管部门最近采取了重大行动，包括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如肯尼

亚）、废物进口禁令（中国）以及禁止销售含有微珠的个人护理产

品（如英国），而公民和私营部门也提出了减少塑料污染的倡议。

 › 然而，需要进一步采取自愿和监管行动，以及加快研究和开发更可

持续的替代品。

[第一部分第2、5-6章；第二部分第3章；第四部分第1、7章]

© 环境署,
印度孟买Versova海滩
CC BY-NC-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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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2 遗留化学品存在于世界上一些最偏远的地区

在1万米深（马里亚纳和克马德克海沟）的海洋沉积物中捕获的小动物

（片脚类动物）中检测到高浓度的多氯联苯。有些甚至高于生活在工业

化地区高度污染河流中的动物。另一项研究在喜马拉雅冰川中发现了某

些受《斯德哥尔摩公约》监管的有机氯农药。这些研究表明，很早以前

就被禁止生产和使用的化学品，因其具有持久性，在环境中的浓度仍很

高。因此，尚未被禁止或限制生产和使用的持久性化学品可能在未来造

成遗留问题。[第一部分第6章]

© Uwe Kils, 端足目小甲壳类动物
（Amphipodredkils） CC BY-SA 3.0

© shrimpo1967, 从不丹皇家航空的飞机上眺望珠穆朗玛峰，CC BY-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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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污染物在环境和人类中普遍存在

在所有区域的空气、水和土壤以及生物群中继续检测

到化学污染物。世界各地的土壤都受到危险化学品的

污染，包括多氯联苯、重金属和某些农药。许多危险

化学品以及微塑料存在于人类食用的食物中。在水体

和人类经常食用的海洋动物中检测到微塑料、药物残

留物、汞和其他许多令人关切的物质。动物体内也有

高浓度的汞，例如中国鸟类体内的溴代二苯醚，以及

北美洲海洋物种和鸟蛋中的汞。在地球上一些最偏远

和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较高的化学污染物浓度 

（插文2）。[第一部分第6章]

在人类体内也经常检测到令人关切的化学品。例如母

乳中的二恶英和呋喃，尿液中的邻苯二甲酸酯，以及

人类血液中的重金属。人乳中的浓度在所分析的物

质、国家以及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某些

阻燃剂的浓度在发达国家较高，而某些农药的浓度

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较高。一项研究分析

了14年来采集的成人样本中四种双酚类化合物的浓

度，发现双酚A的浓度下降，而双酚S的浓度上升，

这可能反映出双酚S对双酚A的替代。最近的几项研

究在新生儿脐带血中检测到此前已禁止使用的阻燃

剂，表明母婴传递是遗留物质转移到后代的途径之

一，而这正是持久性和生物蓄积性物质的一个典型

特征。[第一部分第6章]

插文3 《斯德哥尔摩公约》成效评估结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2017，第4页）

2017年公布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成效评估的结论是，除其他成果外，“监测结果表明，针对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的监管条例成功地降低了人体和环境中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水平。对于2004年列入《公约》的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在空气和人体中测得的浓度已经下降，并且继续下降或保持低水平，原因是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限

制措施在《斯德哥尔摩公约》之前已经存在，现已被纳入《公约》中。对于新列入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浓度

开始出现下降，但在有些情况下观察到浓度水平上升和（或）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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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 Valenne geostory/Shutterstock，一
家传统制革厂的彩色染料容器和染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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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到的趋势喜忧参半。例如，在北极空气中，某些

阻燃剂的浓度似乎正在下降，而其他物质的浓度似乎

正在上升。有限的现有数据表明，空气和人乳中某些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多氯联苯和滴滴涕）的浓度正

在下降。在全球不同区域，包括南部非洲、中国和北

美洲，人类血液中的铅水平正在下降。然而，在一些

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和尼日利亚）仍然测量到较高

的水平。[第一部分第6章]

化学品带来沉重的疾病负担，弱势人群的风险格外高

危险化学品造成不良影响的例子包括：重金属或农药

造成的急性中毒死亡、接触铅导致智力残疾、接触石

棉或二恶英导致癌症，以及各种化学品的内分泌干扰

作用等。柳叶刀污染和健康委员会的 2017 年报告指

出，化学污染是造成全球疾病负担的重要因素，而

且“几乎一定属于低估”。[第一部分第7章]

图 10 2016年某些化学品造成的死亡人数（合计：160 万）（百分比）（改编自世卫组织，2018，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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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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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在 2018 年估计，本可通过健全管理和减少

环境中的化学品来预防的疾病负担在 2016 年造成大

约 160 万人死亡，以及约 4 500 万伤残调整寿命年

数损失（图 10）。这些数据可能被低估了，因为其

仅考虑到存在可靠全球数据的化学品接触情况（包括

导致智力残疾的铅、石棉和苯等职业致癌物，以及用

于自我伤害的农药）。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

2016 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估计，在2015年仅接触铅

就造成50万人死亡。此外，设施中的化学品事故继续

造成大量人员死亡、不利的环境影响和巨大的经济代

价。[第一部分第7章]

工人往往会接触到大量危险化学品，特别是在发展中

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中小型企业和非正规经济中，

因为那里的工人可能对情况了解不足，而且得不到充

分的保护。工人在供应链所有环节（从开采到制造再

到回收和处置）接触到危险化学品。根据国际劳工组

织公布的估计数，在2015年有近100万工人因接触有害

物质（包括灰尘、蒸气和烟雾）而死亡（人数比2011

年增加了9万多人）。[第一部分第7章]

胎儿、婴儿、儿童、孕妇、老年人和穷人最容易受到

化学品和废物的不利影响。例如，胎儿的大脑特别容

易受到甲基汞的影响。贫困者的接触风险可能格外

高，因为他们经常生活在危险废物垃圾场和生产设施

等危险化学品释放源附近。女性和男性受化学品的影

响和接触程度也可能不同。一般而言，女性往往更容

易接触到某些化妆品中的危险化学品，而在某些部门

工作的男性的职业接触量要高得多。[第一部分第7章]

化学污染威胁生物群和生态系统功能

现在仍可以观察到化学污染物对生物群的各种不利影

响。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溴化阻燃剂对鱼类造成致命和

慢性影响；接触多氯联苯和多氟烷基物质造成海豹和

海龟的免疫系统受到抑制；以及二恶英导致某些鸟蛋

变薄等。已经发现某些化学品对一些动物有内分泌干

扰作用。这方面的例子包括，雄性鱼因接触合成雌激

素而雌性化，以及农药污染引起短吻鳄生殖系统异

常。2018年印度的一项研究表明，药品双氯芬酸在

被禁止十多年后继续对秃鹫种群的健康造成不利影

响。[第一部分第7章]

还观察到危险化学品会削弱生态系统和生命维持功

能，或对其造成压力。臭氧层消耗是一个突出的例

子，说明某些化学物质可能会影响关键生命维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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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就要付出巨大代价而采取行动可以带来显著

效益，但是方法需要改进

与化学品和废物管理不健全相关的代价包括生产力

损失、医疗费用、生态系统损害、诉讼费用以及企

业声誉损害等。2015年的一项研究估计，仅欧盟每

年就要为某些化学品引起的神经行为缺陷付出超过 

1 700亿美元的代价。另一项研究估计，中低收入国家

儿童铅中毒造成的经济代价合计为9 770亿国际元。

统的功能运作。一些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也受到化

学品污染的影响。例如，发现一些农药会对非目标

昆虫和传粉者（如蜜蜂），以及对养分循环和土壤

呼吸产生负面影响。农业中磷和氮的过量使用继续

造成世界各地的海洋形成“死区”。此外，一些化学

物质（如防晒霜中使用的化学物质）对珊瑚礁生态系

统的健康带来压力。研究还表明，释放到环境中的一

些抗菌药物、重金属和消毒剂会产生抗生素耐药性。 

[第一部分第7章]

插文4 支持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的全球知识库的健全程度如何

虽然产生了丰富的数据和知识，但仍然存在许多数据空白和未知领域。许多国家和区域缺乏关于市场上原有及

新出现的危险化学品的数目及数量的知识。虽然产量最高的化学品大多有环境、健康和安全数据，但对于许多

产量较低的化学品而言，仍然存在知识差距。对于许多化学品潜在危害没有建立完整的数据集。关于生产过程

中和来自产品的化学品的室外和室内释放、在不同情况下的接触、各种危险化学品在环境介质中的浓度，以及

化学品的不利影响（如对健康）的知识也非常有限。在收集和提供不同时间和不同国家的数据方面仍存在差

异，这给确定基线、趋势和新出现的问题以及优先事项带来挑战。由于存在各种障碍（例如没有与科学家充分

沟通政策需求，反之亦然），导致难以提供与政策相关的知识以实现知情决策。[第一至第三部分]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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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估计，环境化学品接触造成的代价高达全球

国内生产总值的数个百分点，而转型期经济体承受的

代价最大。相反，监管和自愿行动可以通过减少或避

免人类健康和环境受到的损害而创造社会经济效益。

据2017年的一项研究的保守估计，欧盟化学品立法的

累积效益“每年达数百亿欧元”。[第一部分第8章]

不过，进行稳健的社会经济分析颇具挑战性，需要

进一步完善估算方法。一个关键挑战是，由于存在

多种因果因素，导致很难建立流行病学关系，并将

成本和效益归因于具体行动。由于缺乏数据来量化

化学品释放的物理影响并赋予其货币价值，使这项

工作的难度更大。尚未进行关于使用有害化学品的

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全球研究（类似于“斯特恩气候

变化经济学评论”）。这样的研究可以提高对此类

影响在全球的严重程度的认识，并促进采取进一步

行动。[第一部分第8章]

图11 确定不作为的经济代价和采取行动的效益[第一
部分第8章]

人力资本 
（例如生产力 

损失）

成本基础 
（例如疾病 
成本）

陈述偏好 
（例如支付 
意愿）

显示偏好 
（例如特征 
工资/价格）

对化学污染的负面外部因素的现有
估算

© Claire Ross,
罗特内斯特岛珊瑚白化，CC BY-NC-ND 2.0

插文5 药品与环境

 › 制药是化学行业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预计该部门的年增长
率为6.5%，到2022年产值将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

 › 由于来自各种来源的释放，药品残留物存在于全世界的地表
水、地下水、土壤和其他环境介质中。

 › 一些药品在食物网内转移（例如在河岸蜘蛛中累积）并被植
物吸收（例如粮食作物）。在一些河流中，水生和河岸生物
群接触某些药品的剂量可能与人类相当。

 › 已经发现一些药品对动物具有内分泌干扰作用（有些药品是
有意生产的内分泌干扰物）。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释放到环境中的一些抗菌药物以及重
金属和消毒剂有助于抗生素耐药性的传播。

 › 绿色和可持续制药研究揭示出提高生产工艺的资源效率以及
将环境中的药品矿化等机会。

 › 还存在将环境标准纳入优良生产规范的机会。

[第一部分第2、5-7章；第二部分第4章；第四部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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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5 药品与环境

 › 制药是化学行业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预计该部门的年增长
率为6.5%，到2022年产值将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

 › 由于来自各种来源的释放，药品残留物存在于全世界的地表
水、地下水、土壤和其他环境介质中。

 › 一些药品在食物网内转移（例如在河岸蜘蛛中累积）并被植
物吸收（例如粮食作物）。在一些河流中，水生和河岸生物
群接触某些药品的剂量可能与人类相当。

 › 已经发现一些药品对动物具有内分泌干扰作用（有些药品是
有意生产的内分泌干扰物）。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释放到环境中的一些抗菌药物以及重
金属和消毒剂有助于抗生素耐药性的传播。

 › 绿色和可持续制药研究揭示出提高生产工艺的资源效率以及
将环境中的药品矿化等机会。

 › 还存在将环境标准纳入优良生产规范的机会。

[第一部分第2、5-7章；第二部分第4章；第四部分第1章]

© 罐装松饼 CC BY 2.0



©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闭幕全体会议，
2002年9月4日，南非约翰内斯堡

二、 2020年目标实现现状—— 
评估总体进展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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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2年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

各国政府商定“到2020年实现化学品的使

用和生产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对人类

健康和环境的显著不利影响[…]”。该决定还鼓励

在各级采取行动，包括批准和执行相关国际文书，

制定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在2008年之前实施

全球统一制度，以及建立污染物释放和转移登记册 

（PRTR）。《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的调查结果表

明，虽然许多国家在上述及其他领域取得了进展，但

仍然存在重大差距。[导言；第二部分]

许多国家和区域加强了法律和体制能力

许多国家已经在制定法律、打造方案和落实政策以实

现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发

达国家的主要法律和政策举措或改革的例子包括：

欧盟通过的《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法

规》（REACH）（2006年）、日本的《化学物质控制

法》（2009年修订）、加拿大的“化学品管理计划” 

（最新阶段于2016年启动）以及美国的《劳滕伯格

21世纪化学物质安全法》（2016年）等。自《全

球化学品展望》第一版发表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

和转型期经济体采取了重大步骤，例如中国制定了 

“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五年计划”（2013年）。几个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例如洪都拉斯在2013年，厄

瓜多尔在2015年，智利在2017年）制定了化学品管理

总体政策。其他国家已经采取了初步但关键的步骤，

例如印度的“国家化学品行动计划”草案，肯尼亚的

《2018年环境管理和协调（有毒和危险化学品和材料

管理）条例》草案，以及巴西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

于化学品库存、评估与控制的法律草案。上述例子

带来了开展合作、共享知识和复制推广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第3章]

农药法律框架的实施工作取得进展，但仍需开展大

量工作，以充分实施最佳做法，并尽量减少使用农

药带来的不利影响。自愿行为守则为在农药的整个

生命周期内对其进行健全管理，包括为法律制定工

作提供参考依据。具体而言，它为从事或参与农药

生产、监管和管理的公共和私人实体提供了重要参

考。[第二部分第3章]

各区域的监管机构也在采取行动，以查明、评估和管

理一些令人关切的优先化学品。突出的例子包括加拿

大的“化学品管理计划”、中国的“优先管控物质清

单”、欧盟的“高度关注物质清单”（SVHC）以及美

国环境保护局的“有毒物质控制法”工作计划。此

外，针对产品中的化学品安全方面的某些问题，一

些国家出台了各种政策和方案。这方面的例子包括

俄罗斯的《化学产品安全性条例》（2016年）、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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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2018年2月根据《行为守则》收集的数据表明有农药立法的国家（改编
自粮农组织，2018）

 有  无  不详

各国通过统一和协调其政策来节省资源

虽然国家优先事项和文书为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奠定了

基础，但各国可以通过使其做法与其他国家的做法或国际

商定的指导方针保持一致来节省大量资源。此类指导方针

的制定机构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和世卫

的新版《玩具安全性标准》（2018年），以及西亚国

家对电气和电子设备中的化学品采取的若干限制措施

（2018年）。最近的一些举措侧重于具体化学品（例

如尼日利亚的2015年多氯联苯管理国家政策框架），

而其他一些举措则侧重于废物管理和循环利用（例如

加纳的2016年法案）。[第二部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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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针对化学品和废物管理问题的区域机构和倡议举例[第二部分第3章]

 区域  机构和倡议举例  执行机构活动举例

拉丁美洲

及加勒比

南方共同市场
化学物质和产品行动计划

化学物质和产品环境管理特设小组

安第斯国际共同体 农业用化学农药登记和贸易管制

化学品和废物问题区域政府间

网络

确定关于化学品和废物的区域优先事项

2019-2020年第一个行动计划

亚太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建立东盟-日本化学品安全数据库（2016年）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制定化学品和化工产品的区域标准

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秘书处 实施旨在加强立法框架和废物管理能力的项目

西亚 海湾合作委员会 危险化学品共同管理制度

非洲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萨赫勒农药委员会和西非农药登记委员会

协调化学品数据要求和测试指南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
技术规范联络委员会

南共体关于全球统一制度的政策（2013年）

欧洲和 

中亚 

欧亚经济委员会 
化学材料和物质单一登记册

通过化工产品安全技术法规（2018年）

独立国家联合体
与全球统一制度协调

开展电子废物管理合作

欧洲联盟

《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法规》（2006年）

《物质和混合物分类、标签和包装法规》（CLP）（2008年）

《生物杀灭产品法规》（2012年）

北美 北美环境合作协定 环境合作委员会支持针对北美大陆令人关切的环境问题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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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2018年全球统一制度执行状况（改编并更新自Persson等人，2017，第8页）

 完全执行  部分执行  未执行  不详

组织等。巴西、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正在将

其立法方法与经合组织提供的政策和技术指南统一起来，

例如在化学品测试等领域。密切的贸易关系有利于提

高一致性。几个国家（如土耳其和大韩民国）仿照欧

盟的《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法规》 制定

了自己的法规。这些统一和协调工作可以受益于先行

制定计划的区域所取得的进展，并通过分担工作量和

推动贸易来实现了成本节约。总而言之，上述机会体

现出在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开展的工作基础

上，扩大全球知识共享和能力发展所创造的价值。 

[第二部分第3章]

各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区域一级的合作，可以创

造重要效益（例如通过分享经验教训）。许多成

功案例展示了区域机构和组织如何推进跨区域监

管协调以及制定和实施以政策为导向的行动计划 

（表2）。密切的贸易关系带来开展合作与协调，

同时保持高标准保护的机会。区域经济和政治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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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组织在应对各区域的化学品和废物问题方面扮演

重要角色。[第二部分第3章]

在实现化学品和废物无害环境管理方面，每个区域都

面临一系列不同的趋势、挑战和机遇。因此，为了确

定化学品和废物管理的优先事项并制定适当的解决办

法，必须要考虑到区域一级的问题和差异。多边环境

协定（如《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建

立了区域中心网络，以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并促进

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转让履行

各条约规定的义务所需的技术。化管方针定期举行会

议讨论区域优先事项等议题，并探索区域合作机会。

各种区域进程和倡议有机会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 

[第一部分第3章；第二部分第3章]

各国、各区域和各行为体在实现化学品和废物健全

管理方面的总体进展参差不齐

虽然在实现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方面取得了重大进

展，但在执行方面仍然存在重大差距。具体而言，发

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包括一些拥有化学品生产

设施的国家，以及据预测化学品生产和消费将增长的

国家，仍然缺乏化学品和废物基本管理体系。例如，

尽管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明确呼吁采用全球

图13 2018年全球统一制度执行状况（改编并更新自Persson等人，2017，第8页）

 完全执行  部分执行  未执行  不详

图14 2018年污染物释放和转移登记册的现状（改编自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2018a）

 已有污染物释放和转移 
登记册

 已启动污染物释放和转移登记册工作 
或试点项目

 表示对污染物释放和转移登记册 
感兴趣

 资料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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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制度，但尚有120多个国家未采用，其中大多是发

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图13）。[第二部分第3章]

此外，许多国家仍然没有建立污染物释放和转移登记

册（图14）和毒物中心，没有能力进行危害与风险评

估和风险管理。工业化学品和消费品方面的差距尤其

普遍，含铅涂料监管便是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指标：

截至2018年9月，只有37%的国家已确认对含铅涂料实

行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管控措施。此外，即使对特定

化学品进行监管，执行和执法工作也可能遇到挑战。

例如，据2018年得到的消息，三氯氟甲烷（CFC-11）

可能仍在生产和使用，三氯氟甲烷是《蒙特利尔议定

书》禁止的一种强效臭氧消耗物质，也是一种强效温

室气体。在电子商务方面，据欧盟国家最近进行的调

查，互联网上的危险化学品混合物销售广告中，有

82%不符合欧盟的《物质和混合物分类、标签和包装

法规》。在非法国际贩运方面，化学品和废物（如电

子废物）虚报以及假冒产品（如农药和化妆品）跨境

贸易的现象屡见不鲜。[第二部分第3章]

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进展。例如，自2010年以来，建立

了污染物释放和转移登记册和执行全球统一制度的国

家数量有所增加。但是进展仍然不足，这表明迫切需

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在所有国家建立化学品管理

基本体系（表3）。[第二部分第3章]

表3 在化管方针下编制的“全球行动计划”的部分指标的进展状况[第二部分第3章]

 指标 化管方针全球行动计划中
的目标

2010年的状况 2016/2017年的状况

全球统一制度得到执行 2006-2010 41 65

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污染物释放和转移登记册 2015 35 50

通过《行为守则》的国家数量增加 2010 不详 173

所有相关国家都实施了“责任关怀®”  2010 60 68

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毒物控制中心 2010 9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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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行业参与程度也不够，自愿性行业标准和倡议

遇到明显挑战。虽然通过“责任关怀®”等方案让行

业参与，但尚未实现普遍覆盖。例如，一些国家在实

施“责任关怀®”方案方面仍存在很大差距。需要把握

机会通过让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来审查这些方案的有

效性，并借鉴纺织部门“危险化学品零排放”等举措

的经验教训，扩大行业的责任和领导力。可以通过私

营部门的普遍参与来加强私营部门举措，例如在下游

部门（如纺织部门）积极制定高于合规水平的标准。

这还可以激励其他化学密集型部门采取类似举措。虽

然此类举措不会降低通过适当立法来界定行业角色的

必要性，但它们可能成为2020年后化学品和废物管理

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进一步推进“谁污染谁付

费”原则的实施。[第二部分第3章；第三部分第4章]

多边条约对一些化学品进行治理并解决一些全球关

切的问题，但执行工作仍面临挑战

国际社会已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对一些最有

害的化学品和一些全球关注的问题采取了协调一致

的行动。这些条约促进了部分监管行动，提高了认

识，并成功地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目标化学品和

废物的接触。由于各条约旨在应对具体的化学品和

问题，例如，有些条约侧重于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

或具体问题（如劳工组织第174号公约）、具体化

学品（如《水俣公约》）或化学品组（如《斯德

哥尔摩公约》），因此许多危险物质超出了它们

的范围。许多条约的批准程度很高，另一些条约

© 训研所/Jordan de Haan，
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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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趋势也很积极（图15）。例如，从2010至2018

年，《巴塞尔公约》缔约方数目从173个增加到187

个，《鹿特丹公约》缔约方从140个增加到161个， 

《 斯 德 哥 尔 摩 公 约 》 从 1 7 2 个 增 加 到 1 8 2

个。然而，一项条约的批准情况虽然有价

值，但不足以作为评估执行情况的指标。 

[第二部分第1、3章]

《蒙特利尔议定书》是被广泛引用的国际合作成功案

例，它成功地从大气中去除臭氧消耗物质并保护臭氧

层，因而避免了1亿多个皮肤癌病例。《巴塞尔公约》

加强了各国对危险废物进行无害环境管理的能力； 

《鹿特丹公约》促进交流关于危险物质贸易的重要信

息；在《斯德哥尔摩公约》下，各种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的生产和使用已受到限制或消除。《水俣公约》也

图15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相关多边条约的缔约方数目（截至2019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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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些多边条约，如《蒙特利尔议定书》和世卫组织《国际卫生条例（2005）》几乎得到普遍批准，但并非所
有关于化学品和废物的条约都是如此。[第二部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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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取得积极成果，例如，通过促进手工和小规模采

金部门的正规化；逐步停止在各种产品中使用汞；以

及确保汞废物的环境无害管理。[第二部分第1、3章]

许多条约的目标实现程度尚不确定。例如，《斯德哥

尔摩公约》2016年成效评估得出的结论是，“公约为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整个生命周期的管制工作提供了有

效和有活力的框架”。不过，成效评估也确定了需要

进一步开展工作的领域，如工业化学品监管和评估计

划方面的差距，以及存在大量过期农药和多氯联苯

剩余库存等。其他条约的执行工作也取得了显著进

展。不过，还需进一步努力才能实现全面执行，例如 

《国际卫生条例（2015）》在化学品方面的规定等。 

[第二部分第3章]

化管方针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自愿性政策框架，但也

发现了其中的弱点

2018年化管方针独立评估的结论是，其具有独一无二

的远大目标，旨在成为一项具有包容性的多利益攸关

方、多部门自愿政策框架。评估结论还认为，化管方

针创造了协作空间，有助于提高认识、增加知识和降

低风险。不过，评估也指出了弱点，例如部门参与不

足；国家联络点的能力局限；缺乏衡量进展的工具；

为活动筹集的资金有限；以及在非法国际贩运等实质

性领域进展不够且不均衡等。在化管方针下编写的第

二份进展报告（2014年）指出，据利益攸关方报告，

为大多数指标（如危险废物管理安排）开展的活动数

量有所增加，但第三份报告（2019年）却无法衡量进

展，因为答复率很低。[第二部分第1、3章]

在国际上查明了新出现的政策问题，但需要采取进

一步行动

迄今为止，化管方针确定了8个新出现的政策问题和

其他令人关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化学品生命周

期的所有阶段，它们尚未得到普遍承认、没有得到

充分处理，或因目前的科学信息水平不高而产生，而

且可能对人类健康和（或）环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独立评估指出，查明八个新出现的政策问题和其他令

人关切的问题并就此采取行动，是化管方针的一大优

势和独特之处（包括通过提高认识）。然而，评估发

现，在实施行动解决以新出现的政策问题方面的进展

缓慢、幅度不大且不均衡，只有含铅涂料问题是一个

例外。《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提供证据说明仍有

许多挑战需要应对，并提出了进一步解决新出现的政

策问题和其他令人关切的问题的各种措施（表4）。 

[第二部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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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所进行的评估和采取的风险管理监管行动。采取

的方法并非旨在开展和提供针对具体化学品或化学品

组的国际科学评估，而是旨在促进国际知识共享。其

目标是通过进行元审查并提请注意现有的优先排序和

风险管理行动，促进对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可

能感兴趣的各种问题的理解。[第二部分第5章]

表4 化管方针确定的新出现的政策问题和其他令人关切的问题[第二部分第4章]

新出现的政策问题和其他令人关切的 
问题

问题状态和政策发展方面的部分要点

含铅涂料 紧急确保所有国家实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管控措施以逐步淘汰含铅涂料的生产和销售。

电气和电子产品生命周期内的危险
物质

确保所有国家制定法规来保护工人、消费者和回收工作者，同时推进自愿行动。

高危农药
进一步推广虫害综合防治和农业生态方法，包括开发和使用非化学替代品和其他良好农
业规范。

产品中的化学品
制定涵盖整个供应链的统一规程，用以收集、管理、报告和通报关于产品中的化学品的
信息。

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及过渡到更安
全的替代品

加深对短链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和非氟化替代品的了解并推进国际行动。

环境持久性制药污染物 提供激励机制以推进绿色和可持续制药。

干扰内分泌的化学品
通过实施科学数据要求和评估，实现对干扰内分泌的化学品的系统性筛选和识别，并将
此项工作纳入国家化学品立法。

纳米技术和人造纳米材料 通过进一步开发标准化测试，实现对人造纳米材料的系统性风险评估。

最近针对新出现的风险证据采取的监管行动

环境大会的任务规定要求《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

研究有新证据表明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威胁的其他

问题。《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首先采用各种标准

来查明各公共机构近期（自2010年以来）针对未在多

边条约或化管方针下得到监管的化学品（或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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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所使用的标准，查明了关于以下化学品或化

学品组的问题：砷、双酚A、草甘膦、镉、铅、微

珠、新烟碱、有机锡、多环芳烃、邻苯二甲酸脂和

三氯生。虽然其中一些问题由来已久（例如铅继续

在涂料以外的应用中广泛使用），但鉴于有新证据

表明不良影响阈值较低，或出现与具体用途有关的

其他证据，一些国家最近据此采取了监管行动。在

另一些情况下，近年来出现了更多或新的证据，促

使采取监管行动（例如对于微珠）。针对其他一些

问题，一些国家还依据现有知识采取了预防措施。 

[第二部分第5章]

国家能力发展和行动仍是优先事项

各国通过制定国家化学品管理概况和计划开展了宝贵

的工作，以系统性和协调的方式来加强国家化学品和

废物管理方案。国家概况突出了立法、制度安排和信

息系统等领域的现状和差距（图16）。它们往往是多

部门和多方利益攸关方合作编写的，因此一些国家为

此设立了部际委员会，形成了国家产量基线资料，并

推动确定优先行动。最近，支持加强国家一级的体制

以执行《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斯德哥

尔摩公约》、《水俣公约》及化管方针的特别方案已

插文6 确定国际一级的优先化学品问题

在国际一级建立了一套多样化的机制，以查明新出现的问题并确定行动的优先事项。从事国际优先排序工作的

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斯德哥尔摩公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科学

评估小组。现有机构使用不同的程序、方法、选择标准和组织框架。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确定新出现的政策问

题的程序是：首先由化管方针利益攸关方提交提名，然后经过几个中间步骤对这些提名进行审查和分组，再由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审议，最终由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审议。通过该进程查明了各种问题，从危害终点问题 

（如二氯乙烷）和特定应用（例如含铅涂料），到更广泛的管理议题（如产品中的化学品）。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审查委员会根据缔约方收到的提案，对化学品逐一进行系统性的科学评估。

在制定未来进程以确定2020年后令人关切的国际问题时，必须从这上述机制中吸取经验教训并确保各进程的互

补性，还必须使用科学标准来确定优先次序（例如，使用关于健康和环境影响及所造成的危害的资料，并借鉴

风险评估提供的信息）。[第二部分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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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投入运行，以支持各国采取行动加强国家一级的

体制。特别方案目前为24个国家的项目提供资金。

这些项目为2020年后的国家一级行动创造了良好条

件，同时还顾及化管方针的“总体方向和指导”。 

[第二部分第3章]

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缺乏足够

的资金来发展基本能力，因此进展势头不佳。可

以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调整指导方针，以支持制

定或更新国家行动计划，并将其与2020年方针下

的各项国际商定的目标和里程碑进一步联系起

图16  2018年用于评估化学品和管理基础设施的国家概况完成情况（改编自训研所，2018b）

 已完成国家概况  正在编写国家概况

许多国家通过多部门和多利益攸关方协作编写了国家概况。它们提供了宝贵资料，有助于未来开展行动。 
[第二部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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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此外，可以公布国家概况和行动计划，并由

相关利益攸关方进行审议，包括开展同行评审，

以便就可能产生最大作用的潜在措施提供反馈。 

[第二部分第3章]

有效执行需要充足的资金、技术转让和技术援助

综合筹资方法（在2013年得到环境署理事会的欢迎）

由主流化、行业参与和专项外部供资这三个部分组

成。需要进一步采取行动，针对所有三个组成部分

全面实施综合方法。还需要采取行动探索主权财富

基金、慈善融资等新机会，并加强金融部门和投资

者的参与，以动员和引导他们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尚

未使用的资源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第二部分第

3章；第四部分第6章]

主流化要求各国政府将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纳入其

发展计划和（或）优先事项，许多国家已成功地进行

了实践，但取得的进展有限。在项目主流化之后通过

国家预算提供资源来采取后续行动的已知成功案例不

多。赞比亚通过为化学品制造、登记和进出口颁发许

可证来筹集资金，将其用于监测和执法。然而，该计

划现已停止。在进一步推进主流化议程时，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关联性可以作为将化学品和废物纳入部门

政策（如住房、农业、能源）的切入点。还可以把握

机会将化学品健全管理与更广泛的环境和健康议程结

合起来。[第二部分第3章]

行业参与是指行业参与产生的可用于化学品和废物议

程的资源。一些国家澄清了公共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分

工；促进生产者延伸责任和行业成本内部化；并采用

了财政工具。行业参与在调动资源方面也起到重要作

用，并进行了能力建设，包括通过测试、材料安全数

据表、信息共享和自愿性产品管理等。然而，在增加

捐款以便与责任和所需支助水平相称方面仍存在差

距。许多国家需要进一步努力通过立法将成本内部

化，并扩大经济手段的使用范围。可以进一步建立

公私伙伴关系，以设计和实施化学品管理能力发展举

措，并进行适当监测以衡量成果。[第二部分第3章]

专项外部供资支持各国履行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方

面的法律义务和其他承诺，并有各种实施机制。外部

供资（例如通过全球环境基金、特别方案、现已停止

的化管方针快速启动计划，以及双边发展援助）具有

重要意义，但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所表达的

化学品和废物管理基本体系建设需要和支助需求不相

称。与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2015年《亚的

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实施工作联系起来，有助于促

进对化学品和废物的投资，使其成为执行《2030年议

程》的关键要素。[第二部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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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全球一致的成果、指标和报告框架

目前报告和衡量化学品和废物领域进展情况的国际框

架散见于各种条约、自愿性化学品和废物文书，以及

《2030年议程》。在各种国际协定下制定了各种不同

但并非总是互补的指标和报告计划（表5）。分散的指

标框架加上低报告率，导致难以制定全球基线并系统

性地跟踪进展。此外，仅使用以活动或工具为基础的

指标（而不是作用指标），在评估所实现的作用时所

能提供的见解有限。[第二部分第2章]

几项协定的报告率很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

经济体。在某些情况下，报告率呈下降趋势。2016

年，仅有10%的《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和22%的《斯

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完全遵守了报告要求。化管

方针的报告率也很低，并呈下降趋势。各国政府的

报告率从前两轮的约40%和43%下降到第三轮的28%，

尤其缺乏非洲区域的数据。相比之下，劳工组织第

170号和第174号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和《国际

卫生条例》在报告方面的遵约率一直很高，甚至实现

普遍遵约。成功因素可能包括：使报告更有助于体现

国情和各国的努力；通过秘书处密切跟进并提供直接

援助；以及提高报告结果的透明度。需要进一步努力

以充分了解报告率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并分享经验

教训。[第二部分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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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表5 相关国际协定和框架下的各种指标和报告制度

协定/框架 指标和报告制度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邀请各国编写自愿国别评估报告，供高级别政治论坛审查。监管机构和伙伴机构推动相关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报告工作。

多边条约
除《鹿特丹公约》外，所有相关多边条约都要求缔约方定期提交进展报告。这些报告的提交频
率、范围、格式和向公众的公开程度各不相同。

非约束性全球政策文书
非约束性全球政策文书下的报告制度的正式程度各不相同，从《行为守则》下的国家报告到对 
全球统一制度执行情况的较临时性的审查。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 
（化管方针）

化管方针下的报告由20个基于活动的指标构成，这些指标被归入五个总体政策战略目标之下。 
利益攸关方的报告是自愿性的，化管大会对进展情况进行审查。

组织间健全管理化学品方案
（化学品方案）

化学品方案通过分析来自可验证来源的全球数据，制定了一套指标，用以跟踪八个领域的进展 
情况。



© Heiner Heine/robertharding

三、 推进开发和共享化学品管理工具
和方法：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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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多
年来，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行业和

其他利益攸关方一直在开发和运用各种

以科学为基础的方针、工具、方法和手

段，以推进化学品健全管理和落实2020年目标。这

些方法，以及因此形成的新信息有助于查明化学品

危害、评估化学品接触和风险、颁布必要的风险管

理决策和行动，以及评估替代品。它们共同为保护

人类健康和环境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与此同时，令

人关切的是，目前的方法有时复杂而缓慢，无法实

现所需的进展。

几十年来，从这些方法的实际应用中吸取了宝贵的经

验教训，还出现了提高其有效性、简化使用方式，并

在所有国家更系统地加以推广的机会。推进这方面的工

作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尤为有益。[第三部分]

将加快开展化学品危害评估和全球统一制度分类作

为优先事项

查明化学品危害的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存在更广泛

地共享和使用相关方法和信息的机会，因为化学品危

图17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决策过程（改编自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2018）

风险评估
风险管理

剂量反应
评估 中心决策

中心替代品

接触评估

认定可接
受的风险

水平

风
险
定
性

危害识别

反馈

《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有专门章节讨论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过程的一些步骤，包括取得的进展、吸取的经验
教训以及加强有效性和知识共享的机会。[第三部分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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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是一种内在的属性，放之四海皆准。经合组织测试

指南提供了一个国际公认的框架，用以推动数据的相

互接受。其他国家参与该计划可以进一步节省资源并

减少动物试验的必要性。[第三部分第1章]

但是，在充分了解各种危害以及对全球市场上所有危

险化学品进行分类方面，仍有数据差距。例如，根据

欧盟《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法规》提交的

许多档案材料不符合监管数据和信息要求。同样，尽

管通过全球统一制度为许多（但不是全部）危害终点

制定了危害分类标准，但尚未实现为个别化学品制定

统一的危害分类。近期的研究表明，由于数据集和测

试结果解释方面的差异，不同行为体对同一种化学品

的分类不同。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努力推进建立一个

全球化学品评估和分类数据库，以共享信息和促进统

一分类。这可以帮助所有行为体提高效率，资源有限

的国家尤其受益。[第三部分第1章]

新的危害评估方法（例如利用电脑进行化学品筛选和

分组）具有良好前景，但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来完

全取代动物试验。除此之外，在全球商定的验证程序

的基础上，各国或各区域可以通过共享和相互接受危

害评估来提高效率。为推动知识共享，正在推进建立

各种机制和平台，以分享日益增加的化学品危害知识

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特别是为资源有限的国家提供

帮助。[第三部分第1章]

接触评估虽然针对具体情况，但也可以受益于国际

资源

虽然接触评估针对具体情况（区域、国家、地方），

但此类评估可以得到国际资源的支助。例如，经合组

织提供通用的接触场景。它们有助于深入了解当地的

人类及环境化学品接触模式，以估算具体的释放和接

触情况。此外，正在推进开发基于模型的接触评估

方法，以加强关于环境中化学品分布和特定接触的了

解。[第三部分第2章]

不过，需要进一步开展方法研究，以更好地理解同一

种化学品的不同来源造成的合计接触、同一产品所含

各种化学品的累积接触，以及多种产品造成的接触的

性质和程度。在此背景下，量化产品中的化学品的释

放和接触（特别是在室内环境中）已成为重要的研究

领域。产品中的化学成分没有得到充分披露 ，往往

阻碍在该领域取得进展。[第三部分第2章]© 训研所/Andrea Cararo，
一家皮革铬鞣工厂的容器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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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完善化学风险评估方法以加快进展速度

2002年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提出的推进化

学品风险评估的呼吁得到积极响应，在国家、国际

和行业各级开展了许多工作。例如，澳大利亚、欧

盟、加拿大、大韩民国和美国进行法律和监管改革，

以加速开展化学品风险和安全评估。许多国家通过

立法将举证责任从政府转移到行业，行业必须证明 

（许多国家已经对农药和药品实施了此类制度）工业

化学品是安全的，而无需监管机构来证明其具有不

合理的风险。[第三部分第3章]

正在推进使用筛选水平、基于普遍性风险的方法，

以及对具有相似属性的化学品进行分组等，它们都

是较简单和较高效的化学风险评估方法。为了支持

资源有限的国家开展化学品风险评估工作，各机构

提供了各种指导工具，包括用于评估人类健康风

险（世卫组织）和环境风险（经合组织）的指导

图18 合计和累积接触的概念（改编自美国环境保护局，2017b）

合计 累积

脑

心脏

肝脏

经口接触 经口接触

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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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

皮肤接触
心脏

合计接触指通过多个来源和多种途径接触同一物质。累积接触指通过多种途径接触各种化学品。[第三部分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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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改进或简化风险评估方法的其他机会包括： 

[第三部分第3章]

 › 考虑证据权重和进行系统性审查；

 › 清晰界定具体的人类和环境保护目标；

 › 改进对于化学混合物和累积接触的风险评估；

 › 将风险评估中人类健康和环境方面的工作更好地

结合起来；

 › 加强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的衔接；

 › 加强风险通报；

 › 在风险评估中推进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方法。

简化化学品风险管理决策

虽然化学品风险管理要考虑到国家和（或）区域社

会经济因素，但国际上有效的风险管理具有一些共

同特征。例如，有效的化学品风险管理的必要条件

© Monkey Business Images/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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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和首要步骤是确保安全数据表和化学标签包含准确

和完整的信息，并确保按照商定的全球统一制度格

式进行编制。积极主动和未雨绸缪的风险管理对于职

业场合（包括中小企业和非正规部门）尤为重要，这

方面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尤其令人关

切。[第三部分第4章]

风险管理者针对某些情况（例如在职业场合，尤其对

于高危化学品），或为了最大限度降低风险而采用决

策层级。此类决策强调预防性管理措施（如替代），

同时参照1992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 中

提到并在2002年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核可

的预防性办法。同样，在已知接触可能是不可接受的

情况下（例如儿童通过玩具接触致癌物质），监管机

构采用基于科学的普遍性风险管理决策，以确保提供

充分保护。最后，在风险管理中针对不作为的成本和

行动的效益进行社会经济分析，可以有助于作出决

策。[第三部分第4、6章]

插文7 全球知识共享和协调惠及所有国家并能节省资源

虽然存在完善和进一步协调现有方法的机会，但更系统地分享

经验和使用现有化学品管理工具和手段的潜力巨大，特别是在

资源有限的国家。可以通过全球能力开发和学习倡议，更广泛

地分享这些工具和手段，包括化学品方案工具箱中介绍的工具

和手段。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和利益攸关方都可以参与进来，提

供其在具体情况下获得的经验。例如，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

济体可以受益于更先进国家通过开展和分享危害评估，以及通

过推进相互接受而产生的知识财富。它们还可能受益于通过使

用通用接触场景所获得的信息，以深入了解当地的具体接触情

况，而不必自己进行完整的接触评估，并为此付出高昂成本。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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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8 通过综合虫害管理和非化学替代品取代高危农药

一些国家采取成功的举措，依靠综合虫害管理（一种用于

作物生产和保护的生态系统方法，结合不同的管理策略和

规范来种植健康作物并尽量减少农药用量），包括通过使

用非化学替代品来减少高危农药的使用。一个成功的例子

是古巴，它在农业生态系统管理方面实施变革，包括使用

生物制剂、改变文化，以及注重应用其他农药以逐步淘汰

硫丹。另一个例子是哥斯达黎加，该国使用一种或多种非

化学替代品，同时少量施用非高危农药杀菌剂，这是一种

可行且可负担的策略，可以在维持产量的同时减少高危农

药的使用。[第三部分第5章]

用更安全的替代品进行替代，正在成为解决方案和

创新的驱动力

随着更安全的化学和非化学替代品的出现，对令人关

切的化学品进行替代品评估和进行知情替代的工作保

持良好势头。替代品评估超出了传统的风险评估和风

险管理范畴，其往往侧重于将接触降低到可接受的水

平，并评估通常属于同类化学品并具有相同危害特性

的“普适性”替代品。一些国家或区域（如欧盟）近期

颁布的标志性法规和政策中便包括替代方面的规定。

这些例子可以加以复制推广。此外，一些多边条约 

（如《蒙特利尔议定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在

推动替代某些令人关切的化学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

用。非监管驱动因素也形成良好势头，包括领先零售

商的可持续化学战略或纺织等化工密集型行业的行为

体联盟等。不过，需要制定更多和更广泛的政策来规

范替代方向、促进更广泛的创新，而不仅是提供工具

来替代个别化学品。[第三部分第5章]

© Simon Kovacic/Shutterstock，
圆形花圃园艺，永续农业的一个典
型特点



57

三、 推进开发和共享化学品管理工具和方法：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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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令人遗憾的替代。有些替代品解决了令人关切

的风险（如对水生生物的毒性）但引起其他不利影响

（如对人类具有致癌性）。可以通过采用功能性方法

来避免令人遗憾的替代，其不限于找到另一种合适的

化学品，而是检查各种化学结构、技术、产品设计选

择和非化学替代品。用更安全的替代品进行替代的工

作可以在逐步改进的过程中分步骤进行，同时采用多

种解决方案，直到实现最终替代。[第三部分第5章]

认识到整体可持续性评估的价值

除人类健康和环境因素之外，生命周期评估（LCA）工

具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涵盖化学品和产品生命周期各阶

段的更广泛的可持续性因素，包括各种社会因素。各

公司越来越多地利用生命周期评估方法来支持可持续

供应链风险管理。它们有助于避免权衡取舍，例如将

负担从可持续性的一个方面转移到另一个方面，从现

表6 文献中提到令人遗憾的替代的例子[第三部分第5章]

令人关切的化学品（功能） 令人关切的化学品的危害 替代品 替代品的危害

双酚A（用于塑料生产） 内分泌干扰 双酚S、双酚F 内分泌活性

DEHP（增塑剂） 内分泌干扰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致癌性、可能的内分泌干扰

二氯甲烷（粘合剂中的溶剂载体） 急性毒性、致癌性 正溴丙烷（nPB） 致癌性、神经毒性

二氯甲烷（刹车系统清洁剂） 急性毒性、致癌性 正己烷 神经毒性

多溴联苯醚（阻燃剂）
持久性、神经毒性、生殖毒性、致癌性 
（五溴和十溴）

磷酸三（2,3-二溴丙基）酯 致癌性、水生毒性

三氯乙烯（去除金属油渍） 致癌性 正溴丙烷 神经毒性、致癌性

插文8 通过综合虫害管理和非化学替代品取代高危农药

一些国家采取成功的举措，依靠综合虫害管理（一种用于

作物生产和保护的生态系统方法，结合不同的管理策略和

规范来种植健康作物并尽量减少农药用量），包括通过使

用非化学替代品来减少高危农药的使用。一个成功的例子

是古巴，它在农业生态系统管理方面实施变革，包括使用

生物制剂、改变文化，以及注重应用其他农药以逐步淘汰

硫丹。另一个例子是哥斯达黎加，该国使用一种或多种非

化学替代品，同时少量施用非高危农药杀菌剂，这是一种

可行且可负担的策略，可以在维持产量的同时减少高危农

药的使用。[第三部分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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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移到未来，或从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

个阶段。评估的相关因素包括：原料开采；化学合成

和产品制造过程中的能量和水的使用；碳足迹；化学

品在废物流中的产生和行为；以及化学品回收再用的

前景。因此，生命周期评估方法在推进可持续材料管

理、无毒物质流动和循环经济方面具有宝贵作用。需

要在考虑到可用的能力和资源、供应链要求和监管背

景的基础上，选择何时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方法，同时

避免“分析造成瘫痪”。[第三部分第7章]

用市场手段推进替代和创新：使价格合理

市场手段可有助于纠正因市场失灵引起的负面外部效

应（即生态系统服务受损等意外成本），并制定激励

措施，以减少使用不良物质、促进替代和刺激创新。

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对含铅汽油征税，这成功地鼓

励了向洁净燃料的转变。通过征税来减少使用某些农

药的例子包括2013年墨西哥根据急性毒性程度征税，

以及2013年丹麦根据环境负荷征税。其他一些欧洲国

家也实施了农药收费或征税。[第一部分第8章；第四

部分第6章]

虽然在用市场手段来推进危险化学品和废物管理方面

的进展仍然有限，但颇具发展潜力。选择之一是将市

场手段与命令和控制等监管措施（如禁令或限制）结

合起来，以加速替代品的推广，并最终禁止使用相关

物质。纠正市场失灵的间接方法是让世界银行集团的

国际金融公司采用可持续发展框架。这包括一套绩效

标准，适用于正在进行项目信用审核流程的所有投资

和客户。最后，需要克服的一个具体挑战是，对造成

市场扭曲的各种补贴计划进行改革，这些补贴形成对

使用化学品的激励，例如使用化肥来提高农业产量。 

[第四部分第6章]

采取预防性风险管理行动：化学事故与自然灾害

设施中发生的化学事故以及相关的危险物质事故性释

放继续导致大量人员死亡，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并产

生高昂的经济成本。化学部门事故继续在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定期发生，有的发生在固定场所，有的

则是在场外活动期间发生。化学品事故可能由各种

技术和人为因素造成，但也可能由地震、飓风、海

啸、森林火灾和洪水等自然灾害造成，事故可能导

致有毒化学品在环境中广泛传播并与其他有害物质

混合。许多此类因素可能会随着气候变化而加剧。

国际社会正在努力促进从化学事故应对到事故预防

的范式转变，并将化学事故纳入更广泛的应急计划。

© Karl-Ludwig Poggemann，2015年8月15
日中国港口城市天津发生大爆炸后在地面
上形成的大坑的鸟瞰图，CC BY 2.0



59

三、 推进开发和共享化学品管理工具和方法：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第三部分

为防止未来发生事故，需要开展更系统性的工作来提

高意识、加强监督、分享知识、推广良好做法。[第

一部分第5、7章；第三部分第6章]

私营部门的领先治理工作可以推动高于合规水平的

风险管理

协调一致的监管行动、非监管战略以及高于合规水平

的自愿性行业倡议可以相辅相成。在许多国家，监管

决策激励企业推进替代、开展可持续创新并力争成为

领先者。鉴于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并考虑到许多国

家的监管能力有限，私营部门领先企业的行动对推进

全球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第三部分第4章]

化学品和产品供应链上的私营部门领先举措还有可能

超越合规水平和弥补安全差距；在许多监管结构薄弱

的国家（如发展中国家），此类举措尤为重要。虽然

领先举措和私营部门治理是通过各种（往往是专门

性）论坛推进的，但完全有机会让私营部门的治理工

作在2020年后化学品和废物管理方针中发挥更突出的

作用。在全球环境下开展讨论可以展示创新举措，同

时通过让利益攸关方提供反馈来督促领先行为体。将

这些举措纳入全球政策，可以提高其合法性并鼓励其

他行为体加入，逐步形成普遍参与的愿景。[第三部

分第4章；第五部分第3章]

插文9 庄臣Greenlist™计划

庄臣是化学密集型产品的配方设计者，数以百万计家庭每天使用其产品。该公司不生产其产品所用的成

分。2001年，它启动了一项名为Greenlist™的创新型化学品分类进程，根据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对原材料

进行评级。该公司的化学配方除了报告性能和成本信息之外还报告Greenlist™评分，以便化学家在选择材料时

可以考虑到它们的环境和健康属性。利用评分可以很容易地比较各种材料。久而久之，大多数供应商都接受了

该规程。今天，该计划已经发展到供应商按其标准设计新化学品，并基于Greenlist™评分向庄臣推荐化学品。 

[第三部分第4章]



© Rawpixel.com/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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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扶持政策和行动来推进创新解决办法，

具有减少化学污染品和接触的巨大潜力，

因而可以用来补充常规行动，以实现化学

品和废物健全管理。推进完全可持续的未来化学，需

要新行为体参与和制定扶持政策和方法，其涉及范围

从教育改革、支持技术创新和融资，到创新型商业模

式、可持续供应链管理，以及通过保障知情和参与权

来增强公民、消费者和工人权能。[第四部分]

想象和塑造可持续的未来化学

一系列化学创新已成熟、商业化或即将面市，这可以

证明化学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的潜力。创新的领域

从捕获二氧化碳并将其转化为新化学原料的化学过程，

到创新的建材（如透明木材或绿色混凝土），再到医药

生产中用水溶剂取代有毒有机溶剂的催化创新。化学、

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同样前景光明。例

如，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针对化学家生产新酶的

方式开展的开创性研究，此项研究成果可以用来开发

新药物和癌症疗法并减少浪费。另一个有前途的发展

方向是利用先进的软件和超级计算机来设计分子和评

估化学品属性，包括其危害。这些发展动向具有重大

潜力，可以推进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并与其他措

施互补，以实现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第四部分第1章]

然而，无论多么有前景，这些化学创新都可能会带来

意想不到的不良影响。过去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农药滴

滴涕，它被用来对抗疟疾等疾病。滴滴涕在开始使用

插文10 形成对可持续化学的共同理解

虽然“绿色化学”的概念是通过众所周知的12项原则来阐述的，这些原则侧重于更安全和资源密集程度较低

的化学，但“可持续化学”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更全面的互补性概念。最初由经合组织牵头并在近期继续开展

的讨论（例如由环境署、美国政府会计署和国际可持续化学协作中心开展的讨论）扩大了可持续化学概念，

发展方向是让化学为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作出的贡献。鉴于世界各地的利益攸关方希望更好地理解这一概

念，可以在国际上进一步开展工作，以制定可持续化学的实用指南，并与绿色化学原则一并广泛推广。这些

概念可以共同激发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适应并有助于其执行的研究、政策制定和私营部门行动。 

[第四部分第1章]



62

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

图19 1998年至2017年7月发表的关于绿色化学教育或可持续化学教育的论文数量（改编自Clarivate，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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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科睿唯安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2018科睿唯安 版权所有

短短几年之后便被确认为一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并

可能对人类有致癌作用。因此，必须对照可持续发展

的三个层面筛选化学创新，并预测潜在的不利影响。

运用绿色和可持续化学原则或考虑因素，可能有助于

推动创新朝着预期方向发展。[第四部分第1章]

通过毒理学和绿色可持续化学教育来转变思想

最终需要化学家们提出发明才能充分发挥化学在支持

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潜力。需要培养新一代化学家来扩

大化学研究和创新，将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结合起

来。这可以通过将毒理学、绿色化学、可持续化学

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课题融入从小学
© Monkey Business Images/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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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到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的各级课程来实现。 

[第四部分第2章]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仅有小部分高校开展了绿色和可

持续化学教育。因此，这些概念在教育中的影响仍然

有限。不过，现在所有区域的国家都在教授绿色和可

持续化学，这为南南合作创造了机遇。例如，印度教

育部正在试行一项计划，让所有化学家参加为期一年

的绿色化学课程。这些措施可以为其他国家加大努力

提供启发。为了支持这些努力，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绿

色和可持续化学相关工具和材料可供初、中、高级和

职业教育使用。[第四部分第2章]

需要在各级采取进一步行动，传播绿色和可持续化学

教育的最佳做法，并克服学术界和私营部门遇到的障

碍。阻碍改革的因素包括专业和制度阻力、专业保守

主义，以及学术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缺乏意识等。因

此，绿色和可持续化学教育的主流化需要得到所有利

益攸关方群体的承诺和支持，包括在学术机构、化学

协会、教育部委及私营部门之间开展合作。现有的国

图20 第四次工业革命（改编自思科公司，2017）

机械化、水力、蒸汽
动力

批量生产、装配线、
电力

计算机与自动化
1 32 4

信息物理系统

第四次工业革命指工业生产、数字化与社会对接的新时代，它影响到化学工业的多个方面：如何创新和生产；如
何开展业务；如何与供应链和价值链上的行为体互动；以及行业生产力和安全性等。虽然过去侧重于发明新分
子，但未来在化学、化学安全和资源效率领域的创新可能基于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综合解决方案。同时，数字化
还可能涉及各种风险，例如可能遭受网络攻击。[第四部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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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区域和全球网络可用于传播最佳做法和交流经验

教训。在现有倡议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更广泛的努力

（例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可持续教育倡

议）将可持续发展融入教育，而绿色和可持续化学是

其中的关键要素。[第四部分第2章]

为发展绿色和可持续化学而加强协同创新

扩大绿色和可持续化学研究与创新，取决于能否不断

加强创新生态系统的各种要素。此项工作的范围包括

制定强有力的政策和监管框架来驱动创新，鼓励开展

化学研究来推动解决问题，并克服各种可持续发展挑

战。在研究和技术创新进程的早期阶段，公共研究资

金筹措工作尤其重要，可以采用由私营部门共同出资

的混合筹资机制。[第四部分第3章]

创业倡议和青年企业家在充分发挥可持续化学的潜力

和效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了实现这一潜力，必须

采取各种措施来支持初创企业，例如在高校设立技

术创新办公室，通过孵化器和加速器为初创企业提

插文11 绿色和可持续化学初创企业的事例

初创企业在扩大跨区域绿色和可持续化学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事例如下：

 › 2018年爱思唯尔基金会绿色和可持续化学挑战赛的获奖者（来自尼泊尔和意大利）开发出创新方法，用番石

榴叶和鱼骨作为原料来生产新型防腐剂和肥料。

 › 秘鲁和新加坡的企业家将纳米技术用于水净化过滤器。

 › 肯尼亚的一家初创企业提供用回收塑料制成的替代建筑材料和产品。

[第四部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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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利环境，以及在绿色债券发行中考虑到可持续

化学因素（包括具有减缓气候变化作用的因素）。 

[第四部分第3章]

协同创新机制已被证明能够通过让各类利益攸关方参

与并满足其需求来有效地规范研究和创新工作。例

如，纺织部门新产品设计中的协同创新可能涉及化

工行业、化学初创公司、设计者、潜在最终用户、

研究机构以及潜在投资者。政府可以将绿色和可持

续化学考虑因素纳入用于支持创新联合体的各项扶

持政策、补贴计划或技术方案，从而支持这方面的

努力。[第四部分第3章]

可持续商业模式可以创造机遇

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新商业模式迅速涌现，对化学

工业以及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

响。高度注重可持续性和循环性的商业模式包括：以

绿色产品和工艺为基础的模式、废物再生系统、效

率优化、管理服务和工业共生等。能够向各类生产

图21 传统商业模式与化学品租赁比较（改编自Joas、Abraham和Joas，2018，第398页）

传统商业模式 化学品租赁模式

相互矛盾的动机 捆绑在一起的动机

交货
交付货物、服务和专有技术

供应商 使用者 供应商 使用者

基于销量的定价 基于收益的定价

“越多
越好”

“少即
是多”

“少即 
是多”

“少即 
是多”

化学品租赁这种商业模式是指供应商出售服务（如喷漆的汽车数量）而不是化学品，从而形成激励，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化学品
用量和提高资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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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供求对接对于推动供应链中化学品可持续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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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和零售商在推动更安全的化学品和产品需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反之亦然，绿色和可持续化学创新可以推
动价值链和供应链“下游”开发更安全的化学品和产品。“拉”和“推”的方法都很重要，可以相辅相成。

设施提供通用服务（如能源和废物管理），从而提

高资源效率和环境绩效的工业园引起了化工行业的

浓厚兴趣。入驻这类工业园可能对中小企业最为有

利，因为它们可以受益于靠近大型设施带来的便利。 

[第四部分第4章]

化学品租赁（图21）被公认为是一种有效的以服务为

导向的商业模式，具有推进供应链可持续性的潜力。

在这种计划之下，供应商出售服务（如喷漆的汽车数

量）而不是化学品，从而形成激励，以最大限度地减

少化学品用量和提高资源效率。哥伦比亚有一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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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12 兼并和收购期间进行彻底的尽职调查的好处

在化学品价值链中进行兼并和收购的公司将受益于将环境和人类健康因素考虑在内的彻底的尽职调查。最近的

案例说明了兼并和收购所涉及的潜在财务责任风险。例如，一家跨国消费品公司在收购一家公司后，由于后者

的加湿器消毒剂产品引起肺病并造成约100人死亡，因而被迫在2018年支付巨额罚款，并设立了一个数百万美元

的赔偿基金。同样，最近一些跨国公司由于被指控未尽到勤勉责任或管理不善而蒙受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股票价

值损失，或者被迫支付巨额赔偿。因此，全面的尽职调查有助于查明潜在风险，并将与责任相关的潜在成本体

现到收购价格中。[第一部分第1章]

的例子：该国的石油行业在水处理领域采用化学品

租赁计划，使化学品消费量减少了20%，同时将水处

理成本降低了80%。在国际一级，奥地利、德国、瑞

士、萨尔瓦多、斯里兰卡和塞尔维亚签署了《2016年

关于化学品租赁的意向宣言》。其他国家可能会考虑

加入。[第四部分第4章]

扩大有效的公司治理和可持续供应链管理

越来越多的零售商、产品制造商和化学公司已将可持

续性目标、可持续供应链管理（见图22）和生产者责

任延伸纳入其公司政策。推进整个供应链中化学品和

材料信息透明的行业行动也正在形成良好势头，但这

些举措尚未实现普遍执行。有待采取的相关措施包

括：扩大高于合规水平的自愿性标准制定工作；统一

各行业部门的化学品管理规程（例如在全面披露材料

和产品标签方面）；利用生命周期评估工具、参数和

报告来处理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可持续性问题；

推广更安全、更可持续的产品设计和生产工艺。必须

促进回收部门的参与（并发展其能力），这样才能保

证回到循环经济中的次生原料是安全而可持续的。还

必须认可非正式行为体在供应链各个阶段的作用。除

非具备了上述（以及其他）措施，否则企业可能面临

重大的经济风险（插文12）。[第四部分第4、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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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13 用于检查消费品中有害物质的应用程序ToxFox（BUND，2018）

ToxFox是德国地球之友开发的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

序，它提供关于化妆品中干扰内分泌的化学品的信

息，并为用户提供高度关切物质（SVHC）查询功能。

它有一个不断扩充的数据库，供应商的答复也保存在

其中。供应商还可以输入有关其产品中的高度关切物

质含量的数据。AskREACH移动应用程序与ToxFox应用

程序类似，计划于2019年4月推出。该应用程序面向

全欧洲，并可能进行适当定制以便于在每个欧盟成员

国使用。[第四部分第8章]

使用各种参数来跟踪进展和加强问责

出于包括公众要求在内的各种原因，用各种私营部

门指标来评估化工行业及下游部门公司和生产商

的可持续性绩效的做法正在形成良好势头。化工

行业的例子包括“责任关怀”计划（Responsible 

Care®）下的报告，以及住友化学集团等个别公司

的报告。下游部门也在开展自我评估和报告，例如

在危险化学品零排放（ZDHC）倡议下公开发布合规

率。企业还可以选择与外部机构合作，如“从摇篮

到摇篮”产品标准和化学足迹项目等。此外，还进

行了独立的外部评估，例如通过Mind the Store计

划进行评估。投资者日益关注企业可持续性绩效。

道琼斯可持续性指数要求化学品供应商和下游公司

提供关于含有某些有害物质的产品占比的信息。 

[第四部分第7章]

利益攸关方可以进一步采取措施来提高透明度和严谨

性，从而确保各项参数符合质量标准，适合其用途和

受众，并涵盖可持续发展的所有层面。可以用统一的

方法和指标来扩大化学及所有下游行业的可持续性报

告。可以择机将化学品和废物问题进一步（和更全面

地）纳入目前广泛使用的私营部门参数和报告计划 

（如全球报告倡议）。私营部门参数和可持续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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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成为衡量2020年后框架实施进展的重要手段。

相关利益攸关方共同努力，促进对参数的共同理解（

包括在可持续化学概念方面）可以提高透明度和可信

度。[第四部分第7章]

增强工人、公民和消费者的权能：以知情和权利为

基础的方法

让工人、公民和消费者更容易获得可靠的信息，并促

进对这些信息的理解，是确保有效的公众参与和知情

决策，从而实现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的先决条件。

工人必须掌握化学危害和安全方面的信息才能保护自

己。按照全球统一制度向公民和消费者提供关于产品

中的危险化学品的可靠信息，不仅使其能够保护自

己，而且还能影响对更安全和更可持续产品的需求、

政府的相关政策，以及私营部门的行动。

一些新型的信息工具（如智能手机应用程序ToxFox和

AskReach（插文13））使公民能够获取、收集、处理

和共享与化学品和废物相关的知识，例如关于高职业

接触水平的知识。需要付出更大努力，包括通过针对

工人的各种宣传运动和培训方案，来促进此类信息的

获取和理解，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

保障知情权、公众参与权和诉诸司法也能让公民、消

费者和工人参与（例如通过援引国家在相关多边条约

下的义务），以保护自己和子孙后代享有健康环境的

权利。[第四部分第8章]

加强化学品和废物管理问题与人权问题的对接

使用基于人权的方法可以补充和支持各种立法和监管

措施，确保加强保护和获得有效的补救措施。许多国

际人权文书规定各国有义务保护人权、企业有责任尊

重人权，包括保护和尊重受到危险化学品和废物威胁

者的人权。各国均承认化学品和废物管理直接或间接

涉及一项或多项人权。例如，几乎所有国家都批准了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其承认儿童有权享有可达

到的最高健康标准，并要求各国采取适当措施对抗疾

病和营养不良，同时顾及环境污染的危险和风险。 

[第四部分第8章]

自1995年以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其后续机构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人权理事会）授权一名特别报告员就

有害物质和废物的无害环境管理和处置对人权的影响

提出报告。2011年，人权理事会申明，“危险物质和

废物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的管理方式，包括制造、分

配、使用和最后处置，可能对充分享受人权产生不利

影响”。因此，保护工人、公民和消费者的权利，包

括知情权和诉诸司法（包括有效的补救措施）的权利

对于保护他们和使他们能够寻求补救措施至关重要。 

[第四部分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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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特别报告员的任务范围内进行的研究表明，

化学品污染造成的违反和侵犯人权的现象仍然普遍

存在。在2018年8月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特

别报告员建议，“各国必须确保立法和其他做法反

映其尽到尊重、保护和履行危险物质和废物所涉人

权义务的职责[…][并]确保危险物质和废物影响的

受害者可以获得有效的补救措施”，并进一步指出， 

“知情权对于有毒物质而言至关重要”。2018年10

月的后续报告探讨了将化学品和废物涉及的人权问题

进一步纳入2020年后框架的机会。[第四部分第8章]

此外，特别报告员在2018年提出了15项原则，以

帮助各国政府和企业在接触危险化学品方面更好地

保护人权。这些原则广泛地涵盖了企业和政府的职

责；工人的知情权；以及追究侵犯工人权利者的责

任的“补救措施”。这些原则与2020年后加强化学

品和废物管理相关。一些公司，包括化学行业的公

司（如巴斯夫和默克），已承诺按照联合国“工商

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的要求来尊重人权。其他

公司也可以考虑效仿。[第四部分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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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下的协作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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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现在到闭会期间进程于2020年结束的这段

时间，为制定一项全面的全球框架，包括

积极进取的优先事项和连贯一致的指标，

提供了短暂却关键的窗口。这可以通过现有利益攸关

方加强承诺、新行为体更积极地参与来实现。《2030

年议程》为扩大协作行动以实现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

理提供了一系列机会，包括通过将化学品和废物考

虑因素纳入相关部门政策和行动计划。[第五部分]

图23 化学品和废物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根据化学品方案，2018，第3页）

化学品和 
废物管理

• 污染和其他

接触
• 健康影响

• 安全和充足
的住房

• 空气质量和
废物管理

• 水资源综合 
管理

• 水质和水量
• 改善环境卫生

• 循环经济
• 资源效率

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可以为实现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导言；第五部分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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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各项具体目标促进2020年后

的综合行动

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贯穿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它

是支持落实《2030年议程》的关键因素，因为化学品

和废物影响到发展的许多方面。这直接或间接地反映

在若干目标和具体目标中。《2030年议程》提出了让

所有国家和所有利益攸关方团结在一起的全球愿景，

为在各级采取协作行动以实现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

理创造了机遇。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12.4和3.9是化

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的核心。同样，如果不适当考

虑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便无法实现与化学密集

型部门相关的若干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例

如与保障粮食供应、清洁能源和安全住房相关的目

标。此外，实现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

（包括与信息获取、教育和融资有关的目标）对于

为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创造有利环境至关重要。 

[导言；第五部分第1-2章]

《2030年议程》为将化学品和废物管理纳入国家发展规

划的主流再次提供了契机。存在关联性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有：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目标1）；促进持久、包

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

获得体面工作（可持续目标8）；应对气候变化（可持

续发展目标13）等。这种关联性可以推动将化学品和废

物管理考虑因素纳入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的预算编制

以及国家财政资源分配，并推动采用综合筹资办法。

还必须将化学品和废物管理考虑因素纳入国际发展援

助和能力建设（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17.6和17.8）。 

[第五部分第1-2章]

加强化学品和废物管理方案

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落实2020年目标方面仍存

在重大差距。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12.4和3.9是化学

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的核心，是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涵盖

生命周期所有阶段的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综合体系

和方案的推动力。化管方针确认，按照“总体方向和

指导”及其11项基本要素来发展基本的立法和体制能

力，是在国家和区域两级实现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

的关键。这些要素包括：针对化学品和废物生命周期

建立法律框架、行业参与、界定整个生命周期内的管

理责任，以及开发和推广无害环境和更安全的替代品

等。[第一至第二部分；第五部分第2章]

将化学品和废物问题纳入部门政策和行动

《2030年议程》还为加强部际协调机制以及将化学品

和废物考虑因素纳入相关部门的政策和行动再次提供

了契机，包括将其纳入各项扶持政策和行动，如教育

（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4.7）、创新（如可持续发展具

体目标9.5）和筹资（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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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将化学品和废物管理以及绿色和可持续化学创新纳入相关部门：机会举例[第五部分第2章]

部门 可持续发展目标 管理和创新机会举例

农业和粮食
具体目标2.4：可持续粮食

生产

推广虫害综合防治和农业生态方法，包括开发和使用非化学替代品和其

他良好农业规范

卫生 
具体目标3.8：安全的药品

和疫苗
对可能引起抗生素耐药性的药品和消毒剂实行健全管理

能源
具体目标7.a：清洁能源研

究和技术
改进技术，使用资源节约型可持续材料以实现能源部门脱碳

基础设施
具体目标9.1：可持续基础

设施

通过推广先进材料减少原材料的使用和废物的产生，避免造成未来的遗

留问题

工业 具体目标9.2：可持续工业化 确保化学密集型行业依赖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境实践

住房 具体目标11.1：安全住房
通过更安全的绝缘和替换令人关切的建筑材料（如石棉）来减少室内空

气污染

交通运输
具体目标11.2：可持续交通

系统
推进清洁出行，例如开发用于电池的可持续化学解决方案

旅游 具体目标8.9：可持续旅游业 采取措施减少旅游服务的化学足迹

采矿
具体目标12.2：可持续利用

自然资源
确保尾矿的环境无害管理

劳工
具体目标8.8：安全的工作

环境

加强对令人关切的化学品的风险评估，同时促进对绿色和可持续化学的

投资，以减少危险的职业接触

教育
具体目标4.7：通过教育促进

可持续发展
将绿色和可持续化学纳入相关课程的主流

金融
具体目标17.3：从多种来源

筹集财政资源
加强使用绿色和可持续化学指标作为投资标准

本表中的机会、目标和部门并非详尽无遗。其他相关部门包括（但不限于）科技和创新、贸易、发展合

作，以及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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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有效的部门政策和行动时，相关部委可以考虑

与相关的化学品和废物问题国际协定的关联性并从中

受益。化学品方案参与组织还可以在推动制定部门战

略，以及建立和加强沟通渠道方面发挥宝贵作用。 

[第五部分第2章]

相关部委可以与各自的政策界密切合作，考虑采用

结构化方法，其中可包括以下考虑因素：[第五部分

第2章]

 › 确定化学品和废物问题引起关切的行业部门，包

括各种热点。

 › 让相关行业部门、协会和团体参与对话。

 › 确保根据全球统一制度通报危害和风险。确定风

险管理方法和采用更安全替代品的机会。

 › 审议部门政策改革方案和标准，以鼓励可持续化

学创新。

需要协调一致和注重成果的全球指标和报告框架

制定2020年后化学品和废物框架为在与化学品和废物

管理有关的所有相关协定和倡议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

契机。尤其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框架，汇集和补充化学

品和废物问题多边条约及其他相关文书和倡议，同时

并不干预这些专门文书所处理的事项。实现化学品和

废物健全管理的总体共同愿景、战略目标、具体目标

和指标可以提供一个共同议程，按照《2030年议程》

来指导各项行动，以迈向希望的未来。可以从爱知目

标和“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制定工作中

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些工作形成了得到生物多样

性集群的所有利益攸关方核可的综合性、连贯一致的

国际框架。私营部门指标和可持续性报告也可以起到

宝贵作用，成为衡量进展的重要手段。[第二部分第2

章；第四部分第7章；第五部分第2章]

与国家倡议挂钩，可以使报告制度变得更简单、由国

家驱动，并与全球目标和里程碑联系起来。通过更系

统地利用报告数据来监测一段时期内及不同国家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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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况、确定最佳做法并为能力建设措施提供依据，

可以使报告工作发挥更大作用。可供借鉴的实例包括

世卫组织《国际卫生条例》模型，其反映各种核心能

力随时间推移取得的进展，以及爱知目标，其为制定

国家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提供参考。整合各种文书的

报告机制和数据、重点关注少量指标并在全球一级提

供数据（例如全球卫生观察站的做法），将有助于确

保问责制、跟踪进展、让利益攸关方参与并确定良好

做法。[第二部分第2章；第五部分第2章]

将产出（如通过立法）和作用（如减少危险化学品造

成的不利影响）加以区分，将有助于制定连贯一致的

框架，并可以将作用指标作为判断干预措施是否成功

的最终基准。目前用于监测国际化学品和废物协定下

的进展情况的指标大多基于产出、活动或文书，因此

很难评估在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化学品和废物不

利影响方面取得的进展。在制定框架时，还需要考虑

《2030年议程》中侧重于作用的具体目标。就活动和

产出指标而言，在化管方针下开展的工作可以作为起

点。表8提供了区分活动、产出、成果和作用的指标示

例，以说明这种成果链。可以进一步思考，探索在国

家一级建立全面框架，并将该框架与全球一级的进展

跟踪工作对接。[第二部分第2章；第五部分第2章]

关键部门和行为体的参与对于2020年后化学品和废

物管理至关重要

《2030年议程》的前提是，必须将所有国家和利益攸

关方召集在一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

目标17呼吁国际社会重振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

提供一个框架来推动化学品和废物界以外的行为体 

（包括关键的经济和扶持部门的行为体）的参与和自

表8 最大限度减少不利影响的成果链举例[第五部分第2章]

活动 产出 成果 作用

› 开发全球统一制度提高

认识和能力建设材料

› 制定在关键部门实施全

球统一制度的战略 

› 已制定全球统一制度标

准和法规

› 关键利益攸关方接受过
培训并有能力实施全球
统一制度

› 在工作场所提供全球统
一制度标签和安全数据

表 
› 公司和工人采取预防措

施

› 死亡和患病的工人减
少，并最大限度地减少
对环境的影响

实施全球统一制度很有必要，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一措施还不足以减少工人死亡和患病人数并最大限

度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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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而这些行为体中有些迄今尚未在国家和国际两级

充分参与。[第五部分第1-3章]

为了推进目标远大和协调一致的承诺，需要建立一个

促进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协作行动的全球框架，以

便形成机制和激励措施，促进包括以下在内的关键行

为者群体的承诺、参与和协作行动：[第五部分第3章]

 › 关键的经济和扶持部门，例如与相关部委密切合

作制定国家部门战略，成为具有总体性国际部门

战略（如年度战略重点）的全球框架的组成部分；

 › 公司、行业团体和行业协会，例如为领跑零售商

和下游制造商打造追求卓越的平台，通过创新行

动来展示成就和激发竞争；

 › 工人组织，例如促进讨论和交流与培训和危害识

别有关的良好做法，以及在部门内推广绿色就业

和体面工作的潜在战略；

 › 民间社会团体，例如与活跃在地方、国家、区域和

全球各级、传统上没有从事化学品和废物工作，

但可以提供能力并就具有密切关联性的议题开展

工作的组织开展外联；

 › 学术界和研究界，例如确保制定具体的奖励结构，

鼓励科学家为化学品和废物政策制定工作提供有

针对性和不拘一格的意见，或邀请科学家更系统

地在相关论坛上发言；

 › 捐助者、投资者和金融界，例如探索和交流化学品

和废物问题与国家和国际捐助者的其他优先议题

（例如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联性，

以及动员创业天使和投资者在其投资标准中考虑

到绿色和可持续化学；

 › 媒体和大众领袖，例如向记者提供用简单语言表

述并能让广大受众感兴趣的关键信息，或通过社

交媒体宣传运动。

基于成果的2020年后利益攸关方行动计划、路线图

和问责制

为了推动承诺、自主、相互问责和集体跟踪进展，

以实现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各国和所有相关利

益攸关方可在国际上制定、执行和共享基于成果的

行动计划和路线图，以加快实现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

理。在2020年后机制的框架内，各个国家、行业部门 

（如化学工业、化学密集型下游部门、零售业、回收

行业）、民间社会组织、化学品方案、学术界等可以

合作制定行动计划和路线图。它们还可以分专题开展

制定工作并让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例如，制定一项

插文14 加强科学家的参与和科学与政策对接

存在为决策提供更好和更一致的科学信息的机会。例如，通过采取措施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对数据生成和收

集以及相应的研究规程（如关于释放和生物监测问题）加以协调，加强监测和监督能力（包括医务专业人员的

能力）以及更系统地在各级分享数据，都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在生成和传播相关数据方面，行业负有关键作用

和责任。可以进一步制定各种方法和机制，以加强科学界与决策者之间的双向交流、支持及合作，并针对各种

优先议题制定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议程和规程。

利益攸关方不妨进一步探讨有助于在国际一级更系统地确定未来优先事项的方法，例如利用关于健康和环境影

响及所造成的损害的信息，以及利用来自风险评估的信息。加强科学与政策互动还有助于尽早查明问题，确定

优先事项，并确定相应的具体和可衡量的目标来指导实施工作。[第一部分第1、5-9章；第二部分第1、3-4章；

第三部分第2-3章；第五部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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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倡议来填补数据空白，以了解化学品的潜在危害）。 

[第五部分第3章]

利益攸关方可在 2020 年后框架内承诺并展示其行动

计划和路线图，并受益于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建言献策

（可采用不同形式来建言献策，如同行评审）。可以

对照商定的目标和具体目标对各项承诺进行全球审

查，并酌情作出调整。这些行动计划和路线图可以

形成合力、展现决心，并可以用于评估各种协作行动

在取得必要进展以实现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方面的

成功程度。针对化学品和废物管理健全管理或其某些

方面制定的路线图不乏先例，它们可启发灵感。具体

例子包括促进可持续发展世界商业理事会的“化学部

门可持续发展目标路线图”或世卫组织的“化学品路

线图”。这种 “路线图”办法可以与其他国际论坛

（如气候变化）兼容，并借鉴从其他国际论坛获得的

经验。上述路线图经过演变，形成了更灵活、但注重

成果和相互问责的方法，用以汇编各项承诺和行动成

果，同时在国际上跟踪进展并视情况调整目标水平。 

[第五部分第3章]

插文14 加强科学家的参与和科学与政策对接

存在为决策提供更好和更一致的科学信息的机会。例如，通过采取措施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对数据生成和收

集以及相应的研究规程（如关于释放和生物监测问题）加以协调，加强监测和监督能力（包括医务专业人员的

能力）以及更系统地在各级分享数据，都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在生成和传播相关数据方面，行业负有关键作用

和责任。可以进一步制定各种方法和机制，以加强科学界与决策者之间的双向交流、支持及合作，并针对各种

优先议题制定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议程和规程。

利益攸关方不妨进一步探讨有助于在国际一级更系统地确定未来优先事项的方法，例如利用关于健康和环境影

响及所造成的损害的信息，以及利用来自风险评估的信息。加强科学与政策互动还有助于尽早查明问题，确定

优先事项，并确定相应的具体和可衡量的目标来指导实施工作。[第一部分第1、5-9章；第二部分第1、3-4章；

第三部分第2-3章；第五部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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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通过《全球化学品展望》第二版确定的 2020 年

之前及之后的各项行动

为
推动加强实施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并最大限度减轻化学品和废物的不利影响，《全球化学品展

望》第二版确定了以下各项行动，分为十个专题。这些行动是在对2020年目标迄今落实情况进行

审查，以及按照联合国环境大会规定的任务，为2020年之前及之后旨在实现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和具体目标的各项行动提供执行方案的基础上形成的。

1. 制定有效的管理制度

解决各国普遍存在的能力差距，利用生命周期方法加强国家和区域立法，并进一步加强机构

和方案，具体做法是：

› 颁布、协调和执行法律和政策，包括全面实施全球统一制度、颁布工业和消费品立法，以

及采取措施解决非法国际贩运问题；

› 将化学品和废物考虑因素纳入国家和部门政策（如农业、住房、运输和能源）以落实具体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主要行为体：各国政府、化学品方案、国际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相关章节包括：第二部分第3、6章；第三部分第1章；第五部分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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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动资源

为有效的立法、执行和执法（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提供充足的资源和扩大

创新筹资，具体做法是：

 › 加大工作力度，将化学品和废物管理纳入国家和部门预算；

 › 推动提供充足的外部技术援助、财政支助和技术转让，以解决危害最大的问题，包括通过

新型和创新融资（例如财政激励、成本回收工具、绿色债券、风险资本）；

 › 通过评估其有效性和对所有三个组成部分（主流化、行业参与和专项外部供资）作出新承

诺，来加强综合筹资方法。

主要行为体：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金融部门和投资者

相关章节包括：第二部分第3、6章；第四部分第3、5章；第五部分第2章

3. 评估和通报危害

填补全球数据和知识空白，并加强国际合作，以推进化学危害评估、分类和交流，具体做法是

 › 在全球共享现有危害数据与评估，并且各国更多地根据公认方法和科学标准相互借鉴测试

数据和危害评估；

 › 开发一个全球已评估和分类的化学品数据库，以便共享信息和促进统一分类；

 › 设定填补数据空白的目标，以全面了解商业流通中的物质的危害，并评估进展情况。

主要行为体：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化学品方案、国际和区域组织、学术界

相关章节包括：第二部分第3、6章；第三部分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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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估和管理风险

在全球范围内完善和共享化学品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方法，以促进化学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

安全和可持续使用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具体做法是

 › 更广泛地分享关于现有风险评估与管理方法和工具 （如接触设想情况）的知识；

 › 进一步开发和完善接触、风险评估和生命周期方法；

 › 考虑加速推行有效风险管理的机会并从中受益，例如将举证责任交给生产者、推动以知情

和不留遗憾的方式替代引起高度关切的化学品，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采用以风险为基础的

通用方法。

主要行为体：国家和区域机构、化学品方案、学术界、私营部门

相关章节包括：第二部分第3-6章；第三部分第1-7章

5. 采用生命周期方法

推进广泛实施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全面披露材料、提高透明度和采用可持续产品设计，具体

做法是：

 › 促进广泛实施企业可持续性和可持续采购政策；

 › 制定跨部门的统一办法以共享化学品信息，并推动整个供应链，包括化学品密集型行业部

门及回收/废物部门全面披露材料；

 › 加强供应链中所有行为体在设计和使用更安全化学品和可持续产品方面的协作；

 › 促进将化学品和废物考虑因素纳入企业可持续性指标和报告。

主要行为体：私营部门、各国政府、化学品方案、国际组织

相关章节包括：第一部分第4章；第二部分第4章；第四部分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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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强公司治理

扶持和加强企业可持续性政策、可持续商业模式以及报告工作中关于化学品和废物管理方面

的内容，具体做法是：

 › 鼓励私营部门率先采取行动，进一步制定高于基本合规标准的自愿性标准，并通过相关利

益攸关方审查这些标准的有效性；

 › 促进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如化学品租赁和生态工业园；

 › 推动投资者系统性地利用涵盖化学品和废物管理绩效的公司可持续性和化学品足迹报告。

主要行为体：私营部门、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金融部门和投资者

相关章节包括：第二部分第3-4、6章；第三部分第4章；第四部分第4、7章

7. 教育和创新

将绿色和可持续化学纳入教育、研究和创新政策与方案，具体做法是：

 › 改革大专院校、中学、小学和专业教育的化学课程；

 › 扩大能够推进绿色和可持续化学的各项研究举措以及技术创新政策与方案，特别是针对初

创公司；

 › 推动世界各国更好地理解绿色和可持续化学概念。

主要行为体：各国政府、学术界、国际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化学网络、金融部门和投资者、

民间社会、私营部门

相关章节包括：第四部分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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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提高透明度

增强工人、消费者和公民保护自己和保护环境的能力，具体做法是：

 › 向工人、消费者、公民和社区披露关于供应链中危险化学品的可靠而容易理解的信息；

 › 扩大创新方案和技术应用，以便让个人更好地了解化学品和废物风险，并让公民通过公众

科学参与数据收集工作；

 › 促进和支持民间社会所有行动体，特别是女性、工人和土著社区，切实而积极地参与化学

品安全方面的监管和其他决策进程；

 › 采取行动使公民能够随时诉诸司法。

主要行为体：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公民、工人、消费者

相关章节包括：第一部分第4章；第二部分第4章；第三部分第1、6章；第四部分第8章

9. 为决策者提供知识

加强科学与政策对接，在化学品和废物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利用科学来监测进展、确定优先事项

（如针对新出现的问题）并制定政策，具体做法是：

 › 采取措施来协调各种研究规程（如生物监测规程）；

 › 制定以科学为基础的标准，以查明国际一级新出现的问题，同时考虑到危害（如利用健康

影响信息）并监测标准执行情况；

 › 提供研究资金，用于弥补已查明的差距和优先事项；

 › 就化学品和废物管理编写一份与“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学评论”相似的研究报告，说明全

世界因不作为而付出的代价和行动的效益；

 › 发展和完善体制机制，以改进知识生成和管理。

主要行为体：各国政府、学术界、化学品方案、国际组织

相关章节包括：第一部分第1-8章；第二部分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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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加强全球承诺

建立积极进取而全面的2020年后化学品和废物问题全球框架，扩大合作行动，并跟踪进展情

况，具体做法是：

 › 制定鼓励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的目标远大和多方主导的总体全球框架；制定对产出和

作用加以区分的全球目标、里程碑和指标；

 › 在2020年后框架下创造机会让各利益攸关方在国际上共享行动计划和路线图，并建言献策

或进行同行评审；

 › 考虑在2020年后框架内如何使企业可持续性指标和报告在衡量进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 监测、跟踪和审查集体行动和进展情况，并视需要就目标水平作出调整。

主要行为体：参与2020年后问题闭会期间进程的所有利益攸关方

相关章节包括：第二部分第2章；第四部分第7章；第五部分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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