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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2011 年，环境署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议请环境署执行主任推动一个包容性的、由国家驱动的

协商进程，探讨进一步加强化学品和废物集群长期合作与协调的挑战和备选方案。在 2013 年

和 2014 年进行了两轮协商之后，协商进程的成果已提交给联合国环境大会（环境大会）第一

届会议，其中包括根据 GC/27/12号决定1确定的应对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供资问题的综合办

法。特别方案是综合办法下外部专项供资的两个关键补充要素之一，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

金）是第二个要素。 

附件 1 概述的特别方案职权范围是根据环境大会第 1/5 号决议2通过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

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加强执行《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水

俣公约》和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的机构能力。3 各国政府在第 1/5 号决议中对综合办法表

示欢迎，其中包括：(1) 主流化；(2) 行业参与；(3) 外部专项资金。这些组成部分相辅相成，

对于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的长期和可持续供资都很重要。 

特别方案旨在结合各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计划和优先事项，支持国家一级由国家驱动的机构

建设工作，在综合办法的背景下解决为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筹资的问题，从而提高公共机

构可持续地在化学品和废物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对其进行健全管理的能力。特别方案下的机构

建设工作将促进和推动《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水俣公

约》和化管方针的执行。 

就特别方案而言，机构建设的定义为增强各国政府的可持续机构能力，以制定、通过、监测

和执行政策、立法和条例，并获得资金和其他资源，建立有效的框架，执行《巴塞尔公

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水俣公约》和化管方针，实现化学品和废

物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全管理。 

2022 年 3 月，环境大会在第 5/7 号决议4中重申了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综合供资办法的相关

性和重要性。 

该决议注意到特别方案在支持发展中国家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时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特殊需要，优先考虑在建立和维持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

理的可持续国家能力方面能力最弱的国家；最后决定根据环境大会第 1/5 号决议通过的职权范

围的第 24段，将特别方案的期限延长五年，并将化管方针及 2020年后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

纳入特别方案。 

决议鼓励特别方案执行局根据发展中国家指出的需要和挑战（包括与业务费用有关的需要和

挑战）审查申请供资的程序，以期促进根据特别方案的职权范围切实有效地适用资格标准，

而不损害特别方案从现有来源获得资金的能力。 

 
1 第 27/12 号决定载于理事会会议的报告，可查阅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17292/K1350945.pdf?sequence=3&isAllowed=y。 

2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17285/K1402364.pdf?sequence=3&isAllowed=y。 

3 2023 年，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第五届会议创建了全球化学品框架，取代了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化管方

针）。除了新框架存在之前文本的正式摘录外，本文件现指全球化学品框架。 
4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9755/K2200739%20-%20UNEP-EA.5-

Res.7%20-%20ADVANCE--.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12221/Governing%20Council%20Decision%2027-2.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17285/K1402364.pdf?sequence=3&isAllowed=y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9755/K2200739%20-%20UNEP-EA.5-Res.7%20-%20ADVANCE--.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17292/K1350945.pdf?sequence=3&isAllowed=y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17285/K1402364.pdf?sequence=3&isAllow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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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导意见旨在帮助申请方了解特别方案的范围，以及支持在国家一级进行机构建设以执行

《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水俣公约》和全球化学品框架

的拟议项目。 

申请准则的结构如下： 

第 2 章介绍特别方案，并提供关于提交项目提案的后勤情况。本章还介绍将项目申请

提交特别方案秘书处后的后续步骤。 

第 3 章提供信息，说明在特别方案职权范围内项目可以侧重的可能领域，同时考虑到

国家优先事项和在拟订项目提案之前进行筹备性国家协商后获得的信息。 

第 4 章概述在起草和执行特别方案项目时应考虑的性别因素和环境署保障标准。 

第 5 章概述与监测和评价有关的考虑因素。 

第 6 章提供可供申请方使用的其他资源的链接。 

附件一规定特别方案的职权范围。 

附件二概述项目的可能范围。 

附件三概述评价标准，供特别方案执行局决策时参考。 

该申请指导意见取代前几轮申请中发布的申请指导意见。本轮供资的“特别方案范围指导意

见”更新如下： 

• 提到化管方针之处已酌情替代为最近建立的全球化学品框架 

• 更新了联合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和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名单的链接 

• 文件第 2.1节进一步邀请与全环基金国家联络人联络，以确保被称为特别方案供资领域

的具体领域不属于全环基金在具体国家的任务范围，该节侧重于“哪些措施和活动可

得到供资？” 

• 删除了提及除数字格式之外将纸质申请寄到特别方案邮政地址之处。 

• 关于《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及《水俣公约》的章节

由各自的秘书处更新。全球化学品框架秘书处为全球化学品框架编制了一个新的章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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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么是特别方案？ 

长期加强化学品和废物的健全管理对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联合国大会于 2015 年 9 月通过

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5纳入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一项重大成就。因此，通过将特别方案与经济、环境和社会发

展议程联系起来，它为促进执行与化学品和废物有关的国际多边环境协定，特别是《巴塞尔

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水俣公约》以及全球化学品框架提供了

激励措施。 

特别方案旨在结合各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计划和优先事项，支持国家一级由国家驱动的机构

建设工作，在综合办法的背景下解决为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筹资的问题，从而提高公共机

构可持续地在化学品和废物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对其进行健全管理的能力。特别方案下的机构

建设工作将促进和推动《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水俣公

约》和全球化学品框架的执行。 

特别方案的预期成果是加强国家机构开展以下工作的能力： 

(a) 制定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的国家政策、战略、方案和立法，并监测其执行情

况； 

(b) 推动通过、监测和执行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的立法和监管框架； 

(c) 推动将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纳入各级国家发展计划、国家预算、政策、立法和

执行框架的主流，包括填补空白和避免重复； 

(d) 长期以多部门、有效、高效、透明、负责和可持续的方式开展工作； 

(e) 促进国家一级的多部门和多利益攸关方合作与协调； 

(f) 促进私营部门的责任、问责和参与； 

(g) 促进《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水俣公约》和

全球化学品框架的有效执行； 

(h) 促进在国家一级合作和协调执行《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

摩公约》、《水俣公约》和全球化学品框架。 

2.1. 什么是特别方案项目？ 

特别方案项目： 以下情况不属于特别方案项目： 

o 是由申请方构思和实施的国家驱动项目 o 侧重于并非有助于长期机构建设的短期

活动 

 
5 此处理解为危险废物。核废物、生物废物、卫生废物和其他这类废物不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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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相关部委建设长期能力 

o 有可持续的筹资机制或确保长期可持续

性的计划 

o 注重多部门参与 

o 改善化学品和废物管理，以减轻负面影

响 

o 与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合作 

o 促进有利环境，以推动《巴塞尔公

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

公约》以及《水俣公约》的批准和执

行，并以跨领域方式执行全球化学品框

架 

o 协调执行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的政

策、战略和国家方案 

o 具备一个性别平等主流化的组成部分，

并促进对性别和环境署保障标准的考虑 

o 强调酌情按性别分列的数据收集 

o 在联合国发展系统正在进行的改革背景

下，与本国其他相关举措产生协同增效

作用 

o 为项目期限后的拟议措施提供资金 

o 主要由政府以外的机构推动或实施 

o 在其他部门也可能相关的情况下，只让

一个相关部门参与 

o 仅侧重于处理化学品和废物管理不善的

后果 

o 只注重建设私营部门的能力 

o 在其他公约也可能相关的情况下，活动

仅侧重于四项公约（即《巴塞尔公

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

公约》以及《水俣公约》）中一项，或

侧重于全球化学品框架的执行 

o 不提供相关部委之间的协调 

o 包括同一国家在同一申请周期内提出的

多项申请，因为这可能表明缺乏协调 

o 与本国其他相关举措分开运作 



第7页 

 

2.2. 谁可以申请特别方案的资助？ 

符合条件的政府可向特别方案提出申请。 

“政府”具体指负责国家一级化学品和废物议程的国家政府部委或部门。政府和地方政府的

附属机构不具备资格。 

各国应参考职权范围中关于资格问题的第 6 段，其中规定“特别方案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

持，同时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并向经济转型期国家提供支

持6，优先考虑能力最弱的国家”。 

请注意，一些捐助方有严格的政策，只资助在申请时符合发展援助委员会官方发展援助清单7

资格要求的申请。 

大力鼓励申请方政府只提交该国的一份申请，依据为已确定为最重要国家优先事项的问题，

以便特别方案信托基金酌情提供资金。在国家一级可能有不止一项提案的情况下，官方联络

人应在提案方之间进行协调，以便申请方政府提交一项提案。 

 
6 见《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和前景报告》，可查阅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

content/uploads/sites/45/WESP_2024_Web.pdf。 

7 https://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finance-standards/daclist.htm。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content/uploads/sites/45/WESP_2024_Web.pdf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content/uploads/sites/45/WESP_2024_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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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提出申请的政府将执行该项目。但是，申请国政府可指定一个交付组织来执行项目。8 在

此情况下，交付组织的行政费用不能超过 5%。 

请注意，申请表对“申请方政府”和“官方联络人”有所区别，前者是指提交申请的政府，

后者是代表申请方政府的主要联络人，负责申请工作和与秘书处的所有互动。 

官方联络人必须代表政府核可申请。在提交申请时，应向秘书处发送官方联络人的核可函。 

2.3. 特别方案是否接受区域/多国项目？ 

是，执行局已于 2021 年批准审议区域/多国项目的申请。 

几国政府可以联合提交一个次区域、区域或区域间（即多国）项目。这可能是处理影响若干

国家的执行问题的最佳办法，这些问题最好以协调方式加以解决。对于这种性质的项目，要

求指定一国政府作为项目牵头方。 

各国应参考职权范围中关于资格问题的第 6 段，其中规定“特别方案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

持，同时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并向经济转型期国家提供支

持，优先考虑能力最弱的国家”。9 

请注意，一些捐助方有严格的政策，只资助在申请时符合发展援助委员会官方发展援助清 

单10资格要求的申请。 

用于提交区域/多国项目的申请和预算表格与用于提交单个国家项目的表格相同。牵头申请的

政府将在项目的执行中发挥协调作用，应填写主申请表。此外，共同申请方政府应填写申请

表附件三“多国申请的补充信息”，提供相关信息。本指导文件附件三第 1.7 项列出了区域/

多国项目的补充评估标准。 

注：与起草区域/多国项目有关的具体考虑因素在本文件中均以灰色方框突出显示。 

2.4. 可以资助哪些措施和活动？ 

特别方案旨在结合各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计划和优先事项，支持国家一级由国家驱动的机构

建设工作，在综合办法的背景下解决为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筹资的问题，从而提高公共机

构可持续地在化学品和废物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对其进行健全管理的能力。特别方案下的机构

建设工作将促进和推动《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水俣公

约》和全球化学品框架的执行。 

 
8 应了解，申请方的组织、机构或部委是项目的执行者，因为其将全面负责并将是项目的主要协调者。然而，申

请方可以选择将其责任转交给另一个组织、机构或部委。根据联合国财务细则，营利性公司不能成为项目交付

组织。 

9 见《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和前景报告》，可查阅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

content/uploads/sites/45/WESP_2024_Web.pdf。 

10 https://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finance-standards/daclist.htm。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content/uploads/sites/45/WESP_2024_Web.pdf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content/uploads/sites/45/WESP_2024_Web.pdf
https://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finance-standards/dac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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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目标，特别方案资助的活动可包括以下领域。 

职权范围规定，特别方案应避免供资机制和相关行政管理的重复和扩散，并应为不属于全环

基金任务范围的活动提供资金。这既适用于单个国家项目，也适用于区域/多国项目。 

为确保这些领域不属于全环基金在贵国的任务范围，请与全环基金在贵国的业务联络人联

系，以便在开始提出申请之前获得确认。属于全环基金任务范围的内容因国家而异。附件二

第 1.2 节提供了更多信息。 

(a) 查明国家机构能力、弱点、差距和需要，并在必要时加强这方面的机构能力； 

(b) 加强机构能力，以规划、制定、实施、监测和协调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政策、

战略和国家方案的执行工作； 

(c) 加强机构能力，以改进进度报告和业绩评价能力； 

(d) 促进有利环境，以推动批准《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

约》以及《水俣公约》； 

(e) 推动专门用于促进化学品和废物整个生命周期健全管理的体制结构的设计和运

作； 

(f) 加强机构能力，以促进采取措施支持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的所有方面，包括各

项文书涵盖的、由国家确定的更具体专题领域。 

2.5. 需要根据过去的特别方案项目考虑哪些方面？ 

在准备申请时，一个重要步骤是查阅过去特别方案项目的经验教训简编。该简编将有助于申

请方考虑可以加强申请的具体方面。简编涵盖以下方面：管理结构、协调、沟通和提高认

识、项目要素、筹资和具体情况。请点击此处查阅经验教训简编。 

2.6. 可获得多少支持？ 

特别方案信托基金可为每一单个国家项目提案提供 50 000 美元至 275 000 美元的资助，包括

项目启动讲习班、可能的行政费用、监测和评价费用以及财务审计费用。在某些情况下，申

请国最多可申请 50 万美元。申请超过 275 000 美元的项目应符合下列附加标准： 

(a) 所有相关部门都参与项目的执行，例如环境、卫生、农业、海关和劳工部门。应

明确界定相关部门在项目执行中的作用和责任，并应将相关部委表示支持的信函

作为申请材料的一部分； 

(b) 机构利益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参与其中。应明确界定相

关利益攸关方在项目执行中的作用和责任。这些利益攸关方表示支持的信函应作

为申请材料的一部分； 

(c) 项目基于循环或绿色经济举措。项目应表明项目的成果和产出如何鼓励可持续消

费和有效利用资源，以及项目如何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 

https://wedocs.unep.org/handle/20.500.11822/4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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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酌情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强调与投资和开发银行的联系，以促进投资机会。

应提供信息，说明这些投资机会如何促进特别方案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 

(e) 应展示在国家一级的主流化和全面一体化，并应展示如何以协同增效的方式在区

域一级扩大这些努力。项目应列出可从国家一级扩大到区域一级的活动，以及具

有或可能具有协同作用的区域一级合作领域； 

(f) 以其他方案的现有项目以及《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

约》、《水俣公约》和全球化学品框架规定的义务为基础。项目应表明其如何酌

情借鉴以前或正在进行的项目的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如何加强特别方案项目的目

标。 

对于区域/多国项目：区域/多国申请方最多可申请 550 000美元。申请方不妨考虑拨出专门用

于项目协调的资金。在这方面，可考虑在项目最高限额 550 000美元范围内，最多留出 10%的

业务/协调费用。 

 

2.7. 是否存在需要了解的任何预算限制或上限？ 

是，根据相关财务细则和条例，建议对几个预算类别设置上限。 

1. 人员和订约承办事务费用（合计）——预算总额的 50%； 

2. 专门和技术设备——10%； 

3. 行政管理费——最高为 5%； 

4. 监测、评价和审计（合并）——总额不应超过 15 000 美元。 

见申请准则第 3 节“关于预算类别的进一步说明”。 

对于区域/多国项目：各国政府不妨考虑拨出专门用于项目协调的资金。在这方面，可考虑在

项目最高限额 550 000 美元范围内，最多留出 10%的业务/协调费用。 

 

2.8. 是否允许累计拨款？ 

允许。已成功申请特别方案信托基金供资的国家可在完成其最初项目后，在随后几轮申请中

申请供资。对一个国家的累计拨款由执行局根据已收捐款和提交的申请中所述的需要来决

定。 

2.9. 一个项目的最长期限是多少？ 

项目应在三年内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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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应该用何种语言提交申请？ 

虽然申请准则和指导意见有六种联合国正式语文中五种的版本，但特别方案执行局以英文开

展工作，因此所有项目申请必须以英文提交。 

2.11. 在何处可以找到申请表？ 

整套申请表可从特别方案网站下载，网址为 https://www.unep.org/topics/chemicals-and-

pollution-action/chemicals-management/special-programme/applying-funding。 

 

2.12. 如何申请？ 

一套完整的申请材料包括以下文件： 

1. 表 A——项目申请表 

a. 附件 1：联系方式 

b. 附件 2：其他相关信息 

c. 附件 3：多国申请的补充信息 

2. 表 B——项目预算 

此外，申请材料还应包括以下文件： 

• 官方联络人的核可函 

• 受益国及其他赞助方和捐助方的供资证明 

• 执行伙伴的项目核可函 

• 其他辅助文件 

对于区域/多国项目： 

• 牵头政府确认其在项目中作用的核可函； 

• 每个参与国官方联络人的项目核可函； 

• 每个参与国及其他赞助方和捐助方的供资证明 

• 执行伙伴的项目核可函 

• 其他辅助文件 

完整的申请材料应不迟于 2024 年 8 月 23 日，以 Word 和 PDF 格式用电子方式发送（即申请

方 政 府 官 员 、 国 家 联 络 人 或 全 环 基 金 业 务 联 络 人 的 扫 描 或 电 子 签 名 ） 至 ：

unepchemicalsspecialprogramme@un.org。 

https://www.unep.org/topics/chemicals-and-pollution-action/chemicals-management/special-programme/applying-funding
https://www.unep.org/topics/chemicals-and-pollution-action/chemicals-management/special-programme/applying-funding
mailto:unepchemicalsspecialprogramme@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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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申请截止日期是何时？ 

第八轮申请的规定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8 月 23 日。 

鼓励申请者在截止日期之前尽早提交申请材料，以便秘书处审查其是否完整和具备资格，并

提供指导意见。 

2.14. 可以在准备申请时寻求支持吗？ 

秘书处可在申请方准备申请期间根据其请求，视具体情况提供支持。申请方可就确定技术合

作解决办法、项目设计和适当活动的排序、有效性/影响的衡量以及项目管理最佳做法征求专

家意见。秘书处可直接提供这种咨询意见。秘书处还可酌情设法使申请方与化学品和废物有

关公约的相关专家取得联系。鼓励申请方尽早与秘书处联系，以获得帮助。秘书处可能无法

对迟交的请求提供支持。请将所有请求发送至 unepchemicalsspecialprogramme@un.org。 

秘书处将在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区域会议、水俣公约区域会议和全球化学品框

架会议等适当活动期间提供关于第八轮申请的信息。其中可能包括关于项目概念化和开发

（包括如何完成逻辑框架）的会外活动和讲习班。介绍形式可能会根据当时的情况而有所不

同。 

2.15. 接下来会怎样？ 

秘书处将在收到申请材料后一周内确认收到。 

步骤 1：特别方案秘书处的筛选 

mailto:unepchemicalsspecialprogramme@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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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对申请进行筛选，以确保其内容完整与合格。 

在筛选过程中，秘书处可要求申请方提供补充信息或澄清，以便进行合格性和完整性审查。 

申请必须在截止日期之前送达秘书处，以便如有任何遗漏/其他所需项目，秘书处可以提醒申

请方在截止日期之前提交遗漏的项目。不完整的申请不能由执行局审议供资事宜。 

步骤 2：秘书处的初步审查 

秘书处与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水俣公约秘书处、全球化学品框架秘书

处和全球环境基金秘书处协商，对申请进行初步审查。审查根据本文件附件三所述的、特别

方案执行局核可的评估标准和程序进行。 

秘书处将在初步审查后向申请方提供反馈意见，并请申请方相应修改其申请，在指定时间内

重新提交。 

步骤 3：秘书处进行评估 

秘书处酌情与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水俣公约秘书处、全球化学品框架

秘书处、全球环境基金秘书处和组织间健全管理化学品方案合作伙伴协商，对申请进行评

估。 

评估根据本文件附件三所述的、特别方案执行局核可的标准和程序进行。 

秘书处将向执行局年度会议提交关于完整和合格提案的报告及其评估，供其审查和审议。 

步骤 4：特别方案执行局核准 

执行局将在其下一次年度会议上审查所有完整和合格的项目提案，同时考虑到秘书处进行的

评估。 

项目申请将由执行局根据资金情况作出决定。 

如果申请方政府由执行局的一名成员代表，而该成员将对申请作出决定，则执行局的议事规

则要求该成员回避对申请的审议和决定。 

步骤 5：通知申请方 

秘书处将在相关执行局会议后四周内将理事会的决定书面通知申请方。 

步骤 6：执行安排 

由特别方案信托基金供资的活动将根据执行局核准的项目管理安排执行。项目管理安排将包

括把申请转化为相关法律文书，这将构成项目提案方与作为信托基金管理者的环境署之间签

署供资协定的基础。将与项目管理人员作出财务和报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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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研究：项目的可能范围 

特别方案支持加强机构能力，以执行《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

约》、《水俣公约》和全球化学品框架。机构建设定义为“增强各国政府的可持续机构能

力，以制定、监测和执行政策、立法和条例，并获得资金和其他资源，建立有效的框架，执

行针对化学品和废物整个生命周期健全管理的文书”。 

项目必须考虑到国家优先事项和国家发展计划的目标，并可包括以下组成部分： 

机构建设部分：

加强法律和机构

框架以及执行 

• 确定并记录贵国在制定、实施和执行化学品和废物综合政策方面的

需求和挑战； 

• 推动《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以及

《水俣公约》的充分立法执行； 

• 确定有效执行《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

约》、《水俣公约》和全球化学品框架的国家战略的可能要素，例

如加强国家体制、监管和法律框架的措施、步骤和最佳做法。 

案例研究：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国家驱动的现行立法评估和更新 

对法律和体制基础设施的审查和更新可为

化学品和废物生命周期综合管理战略奠定

基础，同时尽可能以现有结构和信息为基

础，以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和连续性。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正计划通过其特别方案

项目，加强其化学品和废物管理，具体做

法是加强能力和治理结构，以加强《巴塞

尔公约》、《鹿特丹公约》、《斯德哥尔

摩公约》和《水俣公约》的国家协调以及

化管方针的执行。 

其项目产出之一将是加强执行和遵守国家

化学品和废物管理立法，包括生产者延伸责任法。为了实现这一点，将会对关于化学品和

废物管理有关活动的国家生产者延伸责任立法和政策（包括合规水平）进行全面评估。将

评估农业部、海关、司法、警察等政府部委和机构在支持执行针对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

的国家生产者延伸责任、化学品和废物立法方面的作用，以及将《巴塞尔公约》、《鹿特

丹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和《水俣公约》纳入国内法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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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建设部分：

国家协调、化学

品和废物信息交

流 

• 在贵国建立国家协调机制并促进化学品和废物管理方面的信息交流 

• 确定化学品和废物管理的利益攸关方，明确作用和责任，加强治理

结构，以确保加强协调，推动执行《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

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水俣公约》和全球化学品框架 

• 化学品和废物管理方面的提高认识、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加强国家

执行各项公约和全球化学品框架的能力，包括评估实施循环经济的

潜力和进行可行性试点测试 

案例研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建立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协调机制 

采取多部门方法并确保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并

了解情况，对于化学品和废物的健全管理至关重

要。 

刚果民主共和国将通过其特别方案项目，建立化学

品和废物健全管理、执行《巴塞尔公约》、《鹿特

丹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水俣公约》和

化管方针的国家能力和协调机制，并提高其遵守国

际公约的能力。该项目将建立一个国家化学品和废

物网站，以促进信息交流；评估如何加强化学品管

理相关活动的治理结构和供资，包括协调和报告；

确定负责执行《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

《斯德哥尔摩公约》、《水俣公约》和化管方针的关键行为体，加强其数据收集和报告能

力，制定关于化学品和废物管理的指导意见和提高认识工具，并开展提高认识和能力建设

活动。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explore-topics/chemicals-waste/what-we-do/special-programme/special-programme-projects-database-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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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建设部分：

提高政府的分析

能力 

• 通过确定基线，了解贵国在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方面的现状 

• 提高政府的分析能力，以查明、评估和监测化学品和废物管理方面的

进展 

• 促进对利益攸关方进行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教育 

案例研究：在蒙古建立基线和提高危险废物管理

能力 

建设国家的分析能力，可使政府能够界定问题的

范围，确定适当的解决办法，并监测这些解决办

法的执行情况。 

蒙古政府通过其特别方案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健

全的危险废物管理系统，以履行该国在《巴塞尔

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和《鹿特丹公约》以及《水俣公约》下的义务。该项目将采

取综合行动，促进化学品和废物管理方面相关国际和国家立法的执行和报告义务，重点是

促进识别危险废物的分析能力。项目活动包括：对蒙古的危险废物管理进行基线研究；提

高政府机构的危险废物分析能力，以查明不同来源的危险废物；加强利益攸关方的危险废

物管理知识和教育。 

 

图片来源：Getty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explore-topics/chemicals-waste/what-we-do/special-programme/special-programme-projects-database-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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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建设部分：

提高国家采取国

际贸易管制措施

打击化学品和废

物非法贩运的能

力 

• 关于《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

《水俣公约》和化管方针管制的危险化学品和废物进出口程序的实

际应用的培训； 

• 就受四项公约和化管方针管制机制制约的危险化学品和废物国际贸

易方面的挑战和机遇交流经验和信息； 

•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提高对与贸易和环境跨领域问题有关的法

律和政策事项的认识和了解，因为这些事项涉及四项公约和化管方

针的执行； 

• 增进对现有全球商定文书的了解，以便对危险化学品进行适当标

签； 

• 收集关于可能协同防止和打击危险化学品和废物的非法贩运和贸易

的信息。 

案例研究：在秘鲁促进对危险化学品进行

适当标签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全球统

一制度）是一个国际商定的危险化学品定

义和分类制度，以标签和安全数据单传达

健康和安全信息。它是一个支持化学品和

废物相关文书工作的机制，因为各国可以

利用全球统一制度作为加强化学品安全的

工具，而这又会有助于执行工作。 

秘鲁的特别方案项目除其他外，力求执行全球统一制度，首先是进行评估，以确定其目前

的使用程度，并确定该国在执行全球统一制度方面是否存在任何执行中的差距。这将包括

一项法律技术评价，以确定采用模块办法执行全球统一制度的部门。该项目最终旨在加强

公共和私营部门执行全球统一制度的能力。 

此外，还将起草关于采取具体措施减少和管理那些根据其危险分类（全球统一制度）被确

定为致癌、致突变、生殖毒性或对环境有害的化学物质的健康和环境风险的指导意见。此

外，还将为参与全球统一制度应用和实施的机构的技术人员设计和实施培训，以加强其理

解和应用该制度的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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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建设部分：

国家报告和其他

信息通报 

• 加强对《巴塞尔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和《水俣公约》下的

报告要求以及对化管方针实施进展报告要求的了解，包括在线报告

系统的使用； 

• 促进关于《鹿特丹公约》第 11 和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信息交流，这

两条均与贸易有关； 

• 提高该国履行《鹿特丹公约》在附件三化学品的贸易管制（第 11

条）、出口通知（第 12 条）和出口随附信息方面义务的能力。 

案例研究：在摩尔多瓦共和国为履行《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

公约》义务而改进数据收集工作 

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一直积极而强有力地致力于改善化

学品和废物管理，以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与

欧盟法规保持一致。摩尔多瓦共和国通过其第一个特别

方案项目，成功开发了化学品登记系统原型，以跟踪国

内化学品的流动情况。在此基础上，该国在将在其第二

个特别方案项目中，除其他外，扩大化学品登记系统。

该登记系统的全面启动将改善摩尔多瓦分享化学品数据

的部委间和部门间程序，并将通过举办与化学品安全有

关的各种问题的提高认识活动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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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建设部分：

将化学品和废物

问题纳入主流 

• 支持建立可持续供资机制，以便继续为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相

关活动供资； 

• 支持将化学品和废物问题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计划； 

• 支持该国制定与化学品和废物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指标

并设定优先事项； 

• 支持该国加强与统计部门的合作，为此要加强统计部门为《巴塞

尔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和《水俣公约》国家报告目的收

集数据的能力，报告化管方针执行进展情况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全球指标，并在国家报告格式之外试点收集数据。 

案例研究：在布隆迪实施循环经济原则 

特别方案的优先主题之一是将循环经济原则

纳入国家一级的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办

法。循环经济办法依赖再利用和高质量回

收，而很少依赖用于制造产品的原始原材

料。这种办法旨在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产品和

材料的附加值，而传统的“获取、制造、处

置”线性模式造成了当今化学品和废物污染

带来的许多挑战。 

特别方案在布隆迪的项目将循环经济纳入其

项目设计，以支持其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

办法。该项目旨在实施一个试点项目，将通过示范和评估化学品和废物管理的循环经济办

法来促进机构建设。这将与本项目下制定的优先领域国家评估和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相

协调，而这将为制定和核可得到强化的国家立法/法规提供参考，为化学品和废物管理的

循环经济办法提供扶持框架。 

为对此进行支持，将制定和实施一项关于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的循环经济办法的提高认

识战略，以及一项针对主要国家和区域机构的关于循环经济框架监管措施的培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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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性别和保障考虑 

 

4.1. 性别平等主流化 

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背景下的性别平等主流化是一个全局问题，涉及评估化学品和废物污

染的有害影响如何对女性、儿童和男性产生不同影响，并作出相应规划。这些差异是由几个

生理和社会经济因素造成的。 

男性和女性接触不同的化学品和废物，因为其社会经济角色是按性别划分的。例如，男性在

职业方面可能在工作场所更多地接触可能导致健康状况不良的制剂或物质。而女性往往在家

中和周围从事大部分家务劳动，包括将家庭废物进行分类、清除和处置。在某些地区，这包

括露天焚烧塑料和其他家庭废物。这导致男性和女性的健康，包括生殖健康和产前发育健康

受到显著不同的影响。 

此外，在生理上，女性往往身材较小，在生育和抚养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此外，女性的化

学负担可能在怀孕期间通过胎盘以及通过母乳喂养传递给婴儿。因此，化学品和废物污染对

女性的影响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即使其接触程度相同。 

因此，将在特别方案项目范围内采取的任何计划行动都必须描述性别平等主流化考虑因素

（这些因素涉及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的背景下女性和男性的关切和经验），作为项目设

计、实施、监测和评价的一个必备方面。 

将男性和女性都纳入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可以呈现不同的经验和视角，有助于加强拟议政

策和拟议活动。 

可将性别平等主流化纳入特别方案项目提案，为此要在逻辑框架中列入具有性别指标和目标

的活动，这些活动除其他外，侧重于： 

• 开展研究并生成按性别分列的数据，以反映化学品和废物污染对贵国弱势群体的影

响。例如，这些数据可用于为立法方面的任何更新提供参考，或用于制定性别平等行

动计划，该计划可用于通过性别平等视角指导未来的化学品和废物工作。 

• 规划和组织提高认识活动，教育相关利益攸关方（如公众），使其了解化学品管理

（不善）的性别差异性和社会决定的影响。这些活动可包括制作包含性别特定信息的

信息材料和媒体，并确保在适合男性和女性都参加的不同时间举行现场活动。 

• 促进多利益攸关方办法，确保包括女性在内的不同群体有效参与政策制定和决策。将

男性和女性都参与其中，可以呈现不同的经验和视角，有助于加强拟议政策和拟议活

动。 

• 为项目工作人员制定职权范围，确保男女机会平等，并酌情要求具备性别方面的技能/

专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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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项目活动期间监测女性和男性的利益、参与和反馈，并酌情采取促进性别平等的补

救行动。为此，可在每个项目活动期间酌情分发评价表，以收集关于每个参与者的性

别、以前参加类似活动的情况以及所认为的相关性和可以改进之处的信息。 

4.2. 人权与土著人民 

2020 年 2 月，环境署通过了经修订的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框架，其中规定了七项保障标

准，其中几项与特别方案项目相关。关于污染预防和资源效率的保障标准 3 特别相关，因为

除其他外，该标准旨在： 

避免或尽量减少有害或无害废物的产生，并促进以基于人权的方法对有害物质和废物

进行无害环境管理和处置 

正如危险物质及废物的无害环境管理和处置对人权的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所述，以基

于人权的方法处理化学品和废物的无害管理问题包括以下考虑： 

• 确保立法和其他做法尊重、保护和履行危险物质和废物所涉人权义务，包括生命权、

健康权和人身健全权； 

• 确保与危险物质和废物有关的做法保障平等，不歧视任何弱势群体，包括儿童、贫困

者、工人、残疾人、老年人、土著人民、移民和少数群体，并考虑到针对性别的风

险； 

• 采用本质上更安全的设计，实施生命周期办法，以保护最弱势群体免受危险物质和废

物的危害，并应紧急采用全球办法； 

• 颁布和执行立法和监管框架，保护人权不受生产、使用、释放、储存和处置危险物质

和废物的企业经营活动（包括设在各国的企业的境外经营）造成的侵犯，同时维持保

护标准并不断改进保护；履行其义务，并探讨成本回收制度； 

• 建立能够及时采取行动保护人权的有效机构；在推行全政府办法的同时，防止利益冲

突； 

• 使人民和各民族能够针对有毒物质和废物及其他危险物质和废物的威胁主张和捍卫其

权利； 

• 鼓励企业在其产品和业务（包括供应链和价值链）中有毒物质的生命周期内开展并公

开披露人权尽职调查，并应确定和评估风险，预防和减轻影响，在其工作方面做到透

明和可问责； 

• 确保危险物质和废物影响的受害者能够获得有效补救，包括救济、保健、赔偿和保证

不再发生等，且必须减少妨碍接触有毒物质的受害者获得补救的系统性障碍，包括举

证责任和因果关系等。 

与经修订的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框架相关的还有关于土著人民的保障标准 7，其目的除其他

外包括： 

• 促进和保护土著人民的权利，特别是关于其土地、领土、资源、传统生计、物质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这些权利对于尊重土著人民的特性和改善其福祉至关重要。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resources/report/un-environments-environmental-social-and-economic-sustainability-framework
https://www.ohchr.org/en/documents/thematic-reports/ahrc5425-toxic-impacts-some-proposed-climate-change-solutions-report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resources/report/un-environments-environmental-social-and-economic-sustainability-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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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在设计和执行特别方案项目时考虑到土著人民的权利，包括考虑到以下方面： 

• 促进土著人民的以下权利：通过其按照自己的程序选出的代表，参与对影响其权利的

事项的决策，并按照《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18 条的规定，维持和发展自己的

土著决策机构。 

• 制定有效措施，确保监测、保持和恢复健康的方案由受此类材料影响的人设计和执

行。 

• 按照《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29 条第 2 款的规定，在土著人民的土地或领土上

储存或处置危险材料时，征得土著人民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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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项目监测、评价和报告的考虑 

虽然在申请阶段考虑项目监测、评价和报告似乎为时过早，但这些实际上是项目设计和管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各个国家项目将有助于实现特别方案的成果，即：“发展中国家和经

济转型国家政府正在采取平权行动，实施《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

公约》、《水俣公约》和全球化学品框架的执行计划”。 

设计和规划项目时考虑到监测和报告原则，有助于确保项目目标、拟议措施和指标体现特别

方案的总体成果。 

为便于审议项目监测、评价和报告，特别方案秘书处制定了一项监测、评价和学习战略，用

于指导特别方案及其国家项目接受方在方案和国家两级进行监测、评价和学习。该战略概述

了应纳入国家一级项目的两个核心指标，以便突出和展示项目的关键方面。应在成果一级将

这些指标列入每个项目逻辑框架，这些指标是： 

• 核心指标 1 

由于特别方案的供资，政府能力和协调机制得到加强，以支持制定和执行国家化学品和废物

管理战略的程度（成果指标，定性） 

• 核心指标 2 

将化学品和废物管理纳入国家和部门规划的程度——正式提出、通过或正在实施，包括向相

关公约提交必要报告和向全球化学品框架提交自愿报告（成果指标，定性） 

此外，将每个项目的目标与拟议措施和指标联系起来的类似考虑，将有助于起草年度项目报

告。在项目设计阶段建立一个监测和评价机制，将有助于确保项目的有效执行。 

随附的特别方案监测、评价和学习工具包旨在指导受援国开展战略所述的项目监测和报告进

程。其中还包括评分表，帮助各国对照核心指标衡量进展，以便报告执行进展情况。评分表

旨在具有灵活性，因此各国可以根据其需要调整这些工具。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5798/MELSAP.pdf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5799/SPMEL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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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额外资源 

申请方在撰写申请时不妨使用或参考以下资源。 

《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 

• 提供有关各国批准情况的信息和公约文本，其中规定了公约缔约国的义务。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 

• 提供有关各国批准情况的信息和公约文本，其中规定了公约缔约国的义务。 

全球化学品框架 

• 2023 年，在波恩举行的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ICCM5）通过了新的全球化学品框架，

提供了让地球免受化学品和废物危害的愿景，以实现一个安全、健康和可持续的未

来。该框架得到了一项旨在加快其实施的高级别宣言的支持；框架强调利益攸关方致

力于促进循环经济，建立全球基金，并实现五个主要目标和 28 个具体目标。这些努力

旨在加强污染预防，强化能力建设，促进各部门之间更好的合作。 

• 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www.chemicalsframework.org/。 

全球环境基金 

• 提供关于已得到全环基金资助的国家和区域项目和方案的信息。 

环境署特别方案电子学习平台 

• 环境署特别方案电子学习平台中的特别方案电子学习课程就如何准备特别方案申请提

供指导。该课程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版本。可通过此网址进入课程：

https://specialprogramme.unenvironment.org/。 

过去特别方案项目的经验教训简编 

• 过去特别方案项目的经验教训简编有助于申请者考虑可加强申请的具体方面。简编涵

盖以下方面：管理结构、协调、沟通和提高认识、项目要素、筹资和具体情况。可通

过此网址查阅简编：https://wedocs.unep.org/handle/20.500.11822/41479。 

化学品方案工具箱 

• 化学品方案工具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使各国能够确定最适当和最有效的国家行

动，以应对与化学品管理有关的具体国家问题。 

环境署 LIRA 指南 

• LIRA（化学品健全管理的法律和体制基础设施以及回收国家行政部门成本的措施）指

南旨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实际支持，以加强国家立法和机构设置，从而实现化学品健

全管理。它包括为这方面必要的行政活动提供资金的措施建议。 

http://www.brsmeas.org/
http://www.mercuryconvention.org/
https://www.chemicalsframework.org/
https://www.chemicalsframework.org/
https://www.thegef.org/topics/chemicals-and-waste
https://specialprogramme.unenvironment.org/
https://specialprogramme.unenvironment.org/
https://wedocs.unep.org/handle/20.500.11822/41479
https://iomctoolbox.oecd.org/Default.aspx?idExec=330aab2f-6197-4cc7-8c25-a409bb9e45ae
http://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12224/LIRA_Guidance%20Report_PRESS.pdf?sequence=1&isAllow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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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化学品管制促进国家进步和安全的指导意见 

• 这些新的指导文件补充了LIRA指南。这些出版物旨在支持决策者努力建立化学品管制

的法律框架，以及参与政府化学品管制能力建设的政府官员的工作。 

性别平等与环境：环境署工作指南 

• 本文件概述了性别平等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性别不平等的影响、政策和决策的不平等

参与如何阻碍应对环境挑战的有效行动，以及在应对这些挑战时释放男性和女性尚未

开发的潜力的机会。 

性别平等主流化指导意见系列：化学品与性别 

• 指导文件介绍了发展、性别和化学品管理之间的重要联系。尽管政策制定者开始认识

到化学品健全管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也必须认识到性别与化学

品之间的重要联系。 

其他可用资源 

申请方也可利用以下资源： 

• 环境署世界环境情况室包括旨在加强包括化学品和废物在内的污染管理的工具。 

• 联合国多边环境协定信息门户网站平台包含有关化学品和废物公约的有用信息，包括

入门培训课程。 

• 训研所提供了一些在线平台和课程，包括化学品和废物平台、多氯联苯管理平台，以

及废物管理和循环经济在线课程。 

• 瑞典化学品管理局正在实施一项国际能力发展方案，名为“制定国家化学品管理战

略”。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report/guidance-chemicals-control-contributing-national-progress-and-safety
http://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7642/-Gender_equality_and_the_environment_A_Guide_to_UNEPs_work-2016Gender_equality_and_the_environment.pdf.pdf?sequence=3&isAllowed=y
https://www.undp.org/sites/g/files/zskgke326/files/publications/2011%20Chemical&Gender.pdf
https://wesr.unep.org/
https://www.informea.org/en/treaties/minamata-convention-mercury
https://unitar.org/learning-solutions/learning-resources
https://unitar.org/learning-solutions/learning-resources
https://www.unitar.org/event/full-catalog/waste-management-and-circular-economy-1
https://www.kemi.se/en/international-cooperation/support-for-development-of-national-chemicals-control/international-training-and-workshops/international-training-programme-itp
https://www.kemi.se/en/international-cooperation/support-for-development-of-national-chemicals-control/international-training-and-workshops/international-training-programme-i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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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特别方案的职权范围11
 

回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第一届普遍会议第

27/12 号决定第八部分关于特别方案的第 13 和第 14 段： 

一、 特别方案的目标 

1. 特别方案旨在结合各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计划和优先事项，支持国家一级由国家驱动的

机构建设工作，在综合办法的背景下解决为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筹资的问题，从而提高公

共机构可持续地在化学品和废物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对其进行健全管理的能力。特别方案下的

机构建设工作将促进和推动《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水

俣公约》和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下称“文书”）的执行。 

二、 机构建设的定义 

2. 就特别方案而言，机构建设定义为：增强各国政府的可持续机构能力，以制定、通过、

监测和执行政策、立法和条例，并获得资金和其他资源，建立有效的框架，执行针对化学品

和废物整个生命周期健全管理的文书。 

三、 通过特别方案进行机构建设的预期成果 

3. 预计得到加强的国家机构将有能力做到下列事项： 

(a) 制定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的国家政策、战略、方案和立法，并监测其执行情况； 

(b) 推动通过、监测和执行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的立法和监管框架； 

(c) 推动将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纳入各级国家发展计划、国家预算、政策、立法和执行

框架的主流，包括填补空白和避免重复； 

(d) 长期以多部门、有效、高效、透明、负责和可持续的方式开展工作； 

(e) 促进国家一级的多部门和多利益攸关方合作与协调； 

(f) 促进私营部门的责任、问责和参与； 

(g) 促进《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水俣公约》和化管

方针的有效执行； 

(h) 促进在国家一级以合作和协调的方式执行各项文书。 

四、 特别方案的范围 

4. 特别方案应避免供资机制和相关行政管理的重复和扩散，并应为不属于全球环境基金任

务范围的活动提供资金。 

5. 特别方案资助的活动可包括以下方面： 

(a) 查明国家机构能力、弱点、差距和需要，并在必要时加强这样做的机构能力； 

(b) 加强机构能力，以规划、制定、实施、监测和协调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政策、战略

和国家方案的执行工作； 

(c) 加强机构能力，以改进进度报告和业绩评价能力； 

 
11 环境大会第 1/5 号决议，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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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促进有利环境，以推动批准《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

以及《水俣公约》； 

(e) 推动专门用于促进化学品和废物整个生命周期健全管理的体制结构的设计和运作； 

(f) 加强机构能力，以促进采取措施支持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的所有方面，包括各项文

书涵盖的、由国家确定的更具体专题领域。 

五、 获得特别方案支持的资格 

6. 特别方案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同时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

殊需要，并向经济转型期国家提供支持，优先考虑能力最弱的国家。 

7. 申请方如果是任何一项相关公约的缔约方，或已表明其正在准备批准任何一项公约，则

有资格申请。 

8. 申请内容将包括指明为确保特别方案支持的国家机构能力长期可持续而采取的相关国内

措施。 

六、 特别方案的治理安排 

9. 执行委员会将是决策机构，负责在秘书处的支持下监督特别方案。 

10. 执行委员会将反映捐助方和受援方之间的平衡。代表任期两年一轮。执行委员会将由下

列人员组成： 

(a) 体现公平地域代表性、来自以下联合国区域的四名受援国代表：非洲、亚太、中东

欧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此外，执行委员会将轮流有一名代表来自最不发达国家

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b) 五名捐助方（但不同时是受援国）代表。 

11. 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的执行秘书和水俣公约秘书处的执行秘书、化

管方针协调员和全球环境基金秘书处的一名代表，以及各国政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代

表、任何执行机构和各项文书理事机构主席团的一名代表可自费作为观察员参加执行委员会

的会议。 

七、 执行局的任务和职能 

12. 执行局将有两名共同主席，一名来自受援国，一名来自捐助国。 

13. 执行局将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并尽可能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如果不能达成一致意

见，作为最后手段，执行局将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作出决定。执行局将

视需要在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制定议事规则。 

14. 执行局将就特别方案的运行作出业务决定，包括核准供资申请，并将核可申请、评估、

报告和评价的程序。执行局将为执行特别方案提供业务指导，并将视需要就其他事项提供咨

询意见。 

八、 管理组织 

15. 作为管理组织，环境署将提供一个特别方案信托基金和一个秘书处，为方案提供行政支

持，包括分配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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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秘书处将处理申请提案，供执行局核准，管理核定拨款，并为执行局提供服务。秘书处

将向执行局报告其运作情况，并就行政和财务事项向环境署执行主任负责。秘书处将向执行

局提交一份年度报告，该报告还将送交环境署和各项文书的理事机构审议。 

九、 特别方案的业务安排 

17. 特别方案将直接接受各国政府的申请。它将易于获得、简单有效，并酌情借鉴现有支助

机制的经验。 

18. 应在加强机构能力的总体国家办法范围内概述申请内容。申请材料应载有拟议措施和业

绩目标，以及与长期可持续性有关的信息。 

19. 应将申请提交秘书处。秘书处将对申请进行评估，供执行局审议和作出决定。 

20. 对一个国家的累计拨款应由执行局根据已收捐款和提交的申请中所述的需要来决定。在

这一总额中，可留出不超过 13%的数额用于行政目的。 

21. 受益国将提供至少相当于拨款总额 25%的资源。执行局可根据申请方的具体国情、能力

限制、差距和需要方面的考虑来降低这一百分比。 

22. 受益国应提交关于所取得进展的年度报告。每个项目完成后应提交最后报告和财务审

计，其中应包括对所用资金的全面核算和成果评价，以及是否达到业绩目标的证据。 

十、 捐款 

23. 将鼓励各项公约的所有签署方和缔约方以及具备能力的其他各国政府，以及包括工业界

在内的私营部门、基金会、其他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捐款。 

十一、特别方案的期限 

24. 特别方案将自设立之日起七年内开放接受自愿捐款和支助申请。在审查和评价令人满意

的基础上，并根据执行局向联合国环境大会提出的建议，特别方案可能有资格获得一次性延

长，但延长期不得超过五年。特别方案资金的支付期限最长为方案设立之日起 10 年，或延长

之日起 8 年（酌情而定），届时方案将完成其业务并结束。上述审查和评价的职权范围将由

执行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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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项目的可能范围 

本节介绍了各国可考虑纳入其项目的诸多可能的专题领域中的一些领域。所述专题并非详尽

无遗。任何专题领域都应根据各国的国家优先事项提出。请与贵国的全环基金业务联络人协

商，以确保拟议项目的任何内容都不属于全环基金在贵国的任务范围。这可能因国家而异。 

1.1. 在化学品和废物相关文书的背景下促进机构建设 

就特别方案而言，机构建设的定义是增强各国政府的可持续机构能力，以制定、通过、监测

和执行政策、立法和条例，并获得资金和其他资源，建立有效的框架，在化学品和废物的整

个生命周期内执行《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水俣公约》

和全球化学品框架。 

各国在设计其项目时应考虑需要在其国家优先事项的背景下处理文书的下列哪些具体方面，

并列入满足这些需求的成果和产出。目的是最终加强国家机构以协调方式履行公约义务的能

力。 

此外，所有项目都应表现出强有力的可持续性要素，为此要令人满意地说明在项目完成后如

何继续、维持和进一步加强拟议措施和已建立的体制结构。 

《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 

特别方案可支持各国建立必要的机构能力以及法律和政策工具，以便在履行《巴塞尔公

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规定的相关义务和条款的背景下，以健全的方

式管理化学品和废物。除其他外，这种支持可侧重于以下义务： 

• 根据第 5条（《巴塞尔公约》）、第 4条（《鹿特丹公约》）和第 9条（《斯德哥尔摩

公约》）以及缔约方大会的相关决定，指定与《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

《斯德哥尔摩公约》的联系人（分别为联络人和主管部门、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和官

方联络人、国家联络人和官方联络人）； 

• 发展机构能力，以便于编写、更新和传送以下内容： 

o 国家实施计划（根据《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7 条）； 

o 《巴塞尔公约》第 13 条规定的国家报告； 

o 通知《巴塞尔公约》第 4 和第 13 条规定的限制或禁止措施； 

o 《巴塞尔公约》第 3 条规定的危险废物的国家定义； 

o 《巴塞尔公约》第 11 条规定的双边、多边和区域协定或安排； 

o 经评估认为缔约方需要时，通知或撤销《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 和附件 B 所

列化学品的现有特定豁免和可接受用途； 

o 酌情根据《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3 (b)(iii)条的规定，对向非缔约方出口的年度认

证；《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15 条规定的国家报告； 

o 依照《鹿特丹公约》第 10 条作出的进口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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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根据《鹿特丹公约》第 5 条和附件一采取的最后管制行动； 

o 为实施和执行《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 而通过

的国家立法及其他措施的案文。 

 特别方案项目还可以支持《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中不属于

义务但仍支持这些公约执行工作的其他方面，例如： 

• 向希望成为一项或多项公约的缔约方或同意受《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B 和/或 C

的修正约束的国家提供支持； 

• 确保特别方案项目考虑到根据《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

约》开展的支持执行工作的活动，如三项公约缔约方通过的技术援助计划中包括的技

术援助活动，以及现有伙伴关系支持三项公约的工作计划或工作方案中的活动。秘书

处、巴塞尔公约区域中心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区域中心开展的活动，以及向巴塞尔公

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遵约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 确保缔约方大会通过的指导意见用于加强机构能力，并确保指导意见、决策和政策制

定的一致性。 

此外，作为每六年进行一次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成效评估的一部分，由缔约方大会为每个

评估周期设立的成效评估委员会就《斯德哥尔摩公约》的成效制定了结论和建议12，供缔约

方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提出了支持缔约方提高国家报告率的有力建议。为此，已将特

别方案确定为这种支持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因此，委员会建议“缔约方大会应敦促缔约方在

根据第 15 条提交的国家报告中提供关于所提供和收到的资金援助数额的信息，并邀请其他捐

助方（包括环境署特别方案）提供关于为援助缔约方而提供的资金的资料”。此外，鹿特丹

公约遵约委员会和巴塞尔公约履约和遵约委员会均承认特别方案的作用。这两个委员会向缔

约方大会提出的一些建议涉及特别方案和向缔约方提供的支持。 

水俣公约 

在特别方案下提交供审议的项目可为机构建设要素提供支持，这些要素也将推动履行《关于

汞的水俣公约》各项条款规定的义务。包括以下方面相关活动的项目也有助于履行该公约的

条款：汞和广泛加强化学品和废物管理制度或单位、将化学品和废物管理纳入主流、发展可

持续供资、更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参与、提高认识、信息/数据管理，以及监测。例如： 

• 加强提交汞贸易通知的国家一级协调机制（第 3 条）； 

• 建立可持续供资机制，以便在国家一级为汞管理调集财政资源（第 13 条）； 

• 促进关于汞与健康的交流和公众认识，作为更广泛的关于化学品与健康的提高公众认

识方案的一部分（第 16、17 和 18 条）； 

• 建立平台、网络或方案，以促进数据收集和管理、信息交流以及关于汞的监管和公共

信息（第 17 和第 19 条）； 

• 制定实施计划并加强国家一级的协调机制，以促进《水俣公约》的执行、遵守和报告

（第 15、20 和 21 条)； 

 
12 UNEP/POPS/COP.11/19/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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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缔约方大会通过的指导意见用于加强机构能力，并确保指导意见的使用、决策和

政策制定的一致性。 

• 向希望成为水俣公约缔约方的国家提供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水俣公约》有一个由全球环境基金和专门国际方案组成的财务机制。财务

机制的两个组成部分都侧重于支持水俣公约缔约方履行《公约》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全球环

境基金提供的是较大的项目，而专门国际方案则直接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缔约方

政府提供小额赠款，以加强其执行《公约》具体条款的能力。财务机制的两个组成部分都为

在执行《公约》控制条款的背景下进行机构建设提供支持，而特别方案资助的项目涉及一个

以上文书的机构建设的更广泛方面，因此特别方案可以满足一个国家促进整个集群的协调和

加强的需要。 

 

专门国际方案 特别方案 

重点 = 执行《水俣公约》的能力建

设和技术援助 

重点 = 化学品和废物多边环境协定

以及全球化学品框架的机构建设 

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

方开放 

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

方和非缔约方开放 

具体针对《公约》，涉及《公约》

的具体义务 

必须同时加强一个以上的多边环境

协定/全球化学品框架/化管方针；

促进主流化 

不需要申请方供款 需要申请方供款 

直接获取：无执行机构 直接获取：无执行机构 

图 1：比较表：专门国际方案（《水俣公约》）与特别方案的比较。 

全球化学品框架 

特别方案还支持各国执行全球化学品框架。该框架提供了使地球免受化学品和废物危害以及

安全、健康和可持续未来的愿景；在其中，所有部门和利益攸关方都是促进创新、实现可持

续解决方案和推动变革的战略行为体。该框架得到了一项《高级别宣言》的支持，这是推动

框架迅速实施的政治动力，也是对利益攸关方承诺加强全球宏大目标和行动、以保护人类健

康和环境的提醒。作为化管方针的后续文书，框架在化学品整个生命周期（包括产品和废

物）的管理方式方面带来了转型变革。 

框架中与机构建设有关并可根据国家优先事项被纳入项目的要素包括： 

• 在相关部委开展能力建设，以便在国家一级处理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问题； 

• 通过、加强或执行法律和监管框架，以履行全球化学品和废物承诺、相关公约和自愿

机制； 

• 确保可持续融资，包括通过利用私人融资和促进创新和混合融资计划，加强与捐助方

的关系，鼓励工业界参与，或通过实施成本回收机制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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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化学品和废物问题纳入相关部门（卫生、劳工、农业、发展等）议程的主流，包括

纳入国家经济和预算编制进程以及发展计划的主流，并加强部际合作与协调；让民间

社会、工业界和学术界等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团体参与进来，以确保在逐步淘汰有害化

学品、加强能力建设、以及在卫生、安全、贸易、农业、能源和运输等部门之间建立

更好的联系等领域考虑到所有社会团体的利益和需求； 

• 监测和评估项目的进展情况，以确定圆满成果以及差距和挑战，推动扩大和改进的机

会，并评估加强执行工作或确定优先次序的必要性； 

• 分享知识和信息，以便作出知情的决定和采取行动； 

• 风险评估和通过以下等途径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更安全的替代品，并鼓励过渡到更

安全的化学替代品，在工业、农业和医疗保健等部门进行负责任的管理，以及提高透

明度和获得有关化学品和相关风险的信息。 

此外，应对已查明的关切问题是全球化学品框架的核心。关切问题是涉及化学品生命周期任

何阶段的问题，但尚未得到普遍承认，未得到充分处理，或根据现有的科学信息水平引起潜

在关切，可能对人类健康和（或）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对其采取国际行动将带来惠益。 

1.2. 确定全环基金资格 

职权范围规定，特别方案应避免供资机制和相关行政管理的重复和扩散，并应为不属于全环

基金任务范围的活动提供资金。这意味着一项申请（或申请中提出的措施）如果有资格获得

全环基金的资助，则不能得到特别方案的资助。这既适用于单个国家项目和方案，也适用于

区域/多国项目和方案。在申请提交后，由全球环境基金秘书处确定一项提案是否属于全环基

金的任务范围。 

编写指导意见的这一节是为了澄清哪些项目或拟议措施属于全环基金的任务范围，以尽量减

少各国提交属于全环基金任务范围项目的可能性。还强烈建议申请方与全环基金在贵国的业

务联络人协商，以审查拟议项目，并确保项目中拟议的活动不属于全环基金的任务范围。请

注意，属于全环基金任务范围的内容可能因国家而异。 

全环基金为若干重点领域内的活动提供资金13，具体为：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国际水

域；土地退化，主要是荒漠化和毁林；化学品和废物。为实现化学品管理方面的全球环境效

益而开展的、与这些重点领域有关的活动的商定增量成本应符合全环基金的供资条件。 

全环基金在化学品和废物管理方面的任务规定源自其在《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

摩公约》资金机制中的作用（如第 13 条14和第 14 条所界定），以及《关于汞的水俣公约》

（如第 13 条15所界定）。此外，全环基金还向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化管方针）下需要

采取全球行动的某些领域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提供资金。16 全环基

金理事会可在《公约》之外提供额外的资格，但须用于促进基金宗旨的其他活动。17 

 
13 建立重组后全球环境基金协议，2019 年 9 月，第 9 段。 

14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15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 

16 全环基金还支持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但这不属于特别方案供资的范围，因此不在此讨论。 

17 《建立重组后全球环境基金协议》第 9 (b)段。 

https://www.thegef.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gef_instrument_establishment_restructured_2019_v1.pdf
http://www.pops.int/TheConvention/Overview/TextoftheConvention/tabid/2232/Default.aspx
http://www.mercuryconvention.org/Portals/11/documents/Booklets/COP3-version/Minamata-Convention-booklet-Sep2019-EN.pdf
https://www.thegef.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gef_instrument_establishment_restructured_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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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环基金在水俣公约18和斯德哥尔摩公约19缔约方大会的指导下运作，并对其负责。两个缔约

方大会均对此种财政资源的获得和使用所涉及的总体战略、政策、方案优先重点和资格提供

指导。除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化学品公约外，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化管大会）还请全环基

金将化管方针的内容纳入全环基金的方案拟订工作，这有助于在电子废物、塑料、包括农药

在内的令人关切的化学品、药品和其他部门的化学品等领域尽早采取行动。 

全环基金每四年充资一次，每次充资时都有一份方案拟订指导文件，列出每个重点领域下可

供资的活动，以及其他大型方案。全环基金的化学品和废物方案拟定指示是根据斯德哥尔摩

公约和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提供的指导意见以及化管大会的要求制定的。2022 年 6 月 21 日，

29个捐助国政府最终确定了对全球环境基金的 53.3亿美元认捐，用于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的未来四年。这笔创纪录的资金将支持大规模的举措，以应对生物多样性和森林

损失问题，改善海洋健康，防治污染，并在十年内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它反映了一种日益

增长的共识，即需要扩大这些领域的努力，并开展跨国界和跨部门的工作。大部分资金将通

过一系列 11 个综合项目提供，这些项目将同时解决多种环境威胁。详情请参阅全环基金网 

站20。全环基金第八次充资的方案拟订指示整理了全环基金可以支持的当前活动。 

虽然对化学品和废物重点领域下可供资的每一类型项目进行总结并不现实（因为存在着各种

各样的化学品和化学品类别、国家和区域优先事项），但大多数项目都包括一些一般性要

素： 

a. 化学品和废物（包括材料、产品和工艺）的管理，包括各项公约涵盖的化学品安

全处理、储存、处置、生产者延伸责任等，包括这些化学品的类别、产品中的化学品、

废弃化学品、含有化学品的废物以及可能排放化学品的废物，包括塑料、电子产品、纺

织品等。 

b. 能力建设、机构建设和技术援助及技术转让，包括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政策和监

管支持。 

c. 监测和评价项目，包括核查所取得的成果。 

d. 知识管理，用于吸取经验教训，为今后的方案拟订提供参考。 

e. 项目管理。全环基金的每个项目都为项目管理费用提供资金，包括项目期间的项

目管理单位。 

全环基金向《斯德哥尔摩公约》和《水俣公约》报告得到资助的所有项目，并向化管大会提

供与化管方针有关的供资最新情况。这些报告的链接可在各公约的网站上查阅。 

全环基金在化学品和废物方面的方案拟订将随着每次充资而继续扩大和演变，例如考虑到将

被增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的化学品需要与先前处理库存等问题的项目不同的解决方案。 

 
18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第 13 条第 7 款。 

19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13 条第 6 款。 
20 https://www.thegef.org/who-we-are/funding/gef-8-replenishment。 

http://www.mercuryconvention.org/Portals/11/documents/Booklets/COP3-version/Minamata-Convention-booklet-Sep2019-EN.pdf
http://www.pops.int/TheConvention/Overview/TextoftheConvention/tabid/2232/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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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卫生部门的参与 

人类每天都会以多种形式接触化学品和废物，例如通过食物、空气或皮肤接触等。其中许多

化学品是无害的，是健康生活所必需的，但接触许多其他化学品会对人类健康产生负面影

响。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16 年有 160 万人因接触化学品而死亡，其中孕妇、婴儿和儿童

最容易受到此类接触的影响。接触化学品可能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导致癌症、中风、慢性

肺病和先天畸形等疾病。这些疾病可能是急性中毒、长期接触具体化学品或职业性接触空气

污染物混合物造成的。 

各国不妨在特别方案各项目标的范围内，制定处理化学品对人类健康影响的项目。在制定以

健康为重点的项目时，在项目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必须与相关利益攸关方（例如卫生部和其

他相关利益攸关方）进行协商，并让其参与进来。通过特别方案项目应对人类健康问题，将

有助于履行《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以及《水俣公约》规定

的义务和实现其目标。这还将有助于实现世卫组织化学品路线图所述的化管方针 2020 年及以

后目标，该路线图强调了卫生部门有效参与项目制定的四个行动领域： 

• 风险管理行动的重点是让卫生部门参与实施健康保护战略，对医疗保健环境中使用的

化学品进行监管，并提高公众认识，以便在短期和长期内改善人们的健康。 

• 知识和证据行动的重点是促进卫生、环境、贸易、运输和私营企业等多个部门之间的

协作，以伙伴关系开展工作，并提供客观证据、监测数据以及化学品和危险废物造成

的疾病负担。 

• 机构能力举措的重点是加强国家政策和监管框架；提高国内对化学品泄露和接触作出

紧急反应的能力；执行多边环境协定，以减少接触化学品和废物对健康的影响。 

• 领导和协调行动的重点是在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化学品和废物活动的所有方面考虑健

康问题，并强调在多部门项目中与卫生部门合作，以减少因化学品管理不善而造成的

疾病负担。 

应在国家优先事项以及拟议干预措施如何有助于实现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的背景下，阐明

有助于卫生部门参与的拟议措施。拟议措施必须具体和明确地说明其如何在特别方案的目标

范围内实现可持续性并处理机构建设和能力建设的问题。 

1.4. 可持续发展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在 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之后于 2016年 1月通过的，是现在和未来

为人类和地球实现尊严、和平与繁荣的全球蓝图。实施以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为重点的项

目，将直接有助于实现若干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例如： 

• 可持续发展目标 12：可持续消费和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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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周期的无害环境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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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具体目标与化学品和废物多边环境协定、化管方针及其他相关政策和行动的成功执行

直接相关，并涵盖了这些方面。这反映了特别方案促进有效执行《巴塞尔公约》、《鹿特

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水俣公约》和化管方针的目标。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06553/WHO_FWC_PHE_EPE_16.01_eng.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79001/WHO-CED-PHE-EPE-18.09-eng.pdf?ua=1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73137/WHO-FWC-PHE-EPE-17.03-eng.pdf?ua=1
https://sdgs.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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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目标 3：良好健康与福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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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目标侧重于加强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对人类健康的最终影响，这也是化学品和废物

多边环境协定的主要重点。 

• 可持续发展目标 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具体目标 6.3：到 2030 年，通过以下方式改

善水质：减少污染，消除倾倒废物现象，把危险化学品和材料的排放减少到最低限度，将

未经处理废水比例减半，大幅增加全球废物回收和安全再利用。 

这一目标表明，需要减少污染以保持水质。 

此外，在考虑制定特别方案项目提案时，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中与化学品和废物管理行动有

关的环境和社会目标也具有相关性，其中包括： 

• 可持续发展目标 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关于保护劳工权利和促进安全工作环境

的具体目标 8.8。 

• 可持续发展目标 12：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关于减少废物产生的具体目标 12.5。 

• 可持续发展目标 14：水下生物——关于减少海洋污染的具体目标 14.1。 

• 可持续发展目标 15：陆地生物——关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境的具体目标 15.5。 

其他关注促进经济发展和加强有利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可能与每个国家的国家优先事项

和具体项目提案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完整清单以及相应的具体目标和指标，见可持续发

展目标知识平台。 

1.5. 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通常定义为“意图和设计为恢复性或再生性的工业系统”。它用恢复取代了“报

废”的概念，转向使用可再生能源，消除了有害化学品的使用，因为这会影响再利用，并旨

在通过材料，产品，系统的卓越设计以及其中的商业模式来消除废物。 

循环经济办法的核心是依赖再利用和高质量回收，而很少依赖用于制造产品的原始原材料。

这种办法旨在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产品和材料的附加值，而传统的“获取、制造、处置”线性

模式迄今造成了当今化学品和废物污染带来的许多挑战。 

向循环经济过渡需要，从产品设计到新消费者行为模式的整个价值链的变革。这可以通过实

施政策框架来鼓励，这些政策框架将激励和促进向资源在经济中继续成为资源的体系转变。 

特别方案在国家一级向各国提供支持，以执行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的政策和监管框架。因

此，可以将循环经济的原则纳入拟议的项目，以期以可持续的方式加强成果，例如： 

• 建立关于资源生产率和循环经济的监管框架和战略，旨在界定产品法规，包括设计、

延长保修和产品护照。 

https://sdgs.un.org/goals
https://sdgs.un.org/goals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the-circular-economy-in-detail-deep-d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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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废物法规，包括收集和处理标准和目标、废物定义、生产者延伸责任和回收系

统。 

• 在国家一级与企业建立公私伙伴关系，以期鼓励建立行业合作平台，鼓励建立价值链

和跨部门举措以及信息共享。 

• 向公众和企业提供关于循环经济原则的教育支持和提高认识活动，并提供关于最佳做

法的培训材料。 

可将这些原则纳入以具体部门为重点的项目成果（如关于塑料废物的一节所示），也可作为

独立的干预措施提出，以促进在特别方案目标的背景下在国家一级采用循环经济原则。 

1.6. 冠状病毒病疫情之后恢复背景下的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揭示了化学品和废物的健全管理对保持环境清洁和人民健康的不可或缺

性。但大流行病也给各国为应对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问题而建立的制度带来了巨大压力，

因为它暴露了现有的差距，并凸显了可能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和持续投资以加强相关体制结构

的领域。 

废物管理在许多国家被视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在应对大流行病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治疗冠状病毒病患者的诊所和医院的医疗废物和一次性个人防护设备处置量激增。与此同

时，由于许多人也在家中病愈，具有潜在传染性的家庭废物也可能进入处理流程。这可能会

对废物管理工作人员和收集者产生影响，他们可能没有必要的培训或设备来确保卫生和安全

程序到位，以保护其免受潜在传染性废物的影响。此外，由于温度计和其他医疗设备等广泛

使用的含汞产品的处置，医疗废物和家庭废物都可能含有汞。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也导致杀菌剂、消毒剂和家居清洁产品等化学品的生产及使用增加。这些

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和处置对于保持人们的健康和保持清洁的环境至关重要，否则我们可能会

看到抗生素耐药性和水源污染等问题开始出现。 

特别方案在其支持各国加强其国家机构的任务范围内开展工作，可以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

型国家提供资金，以重点应对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后暴露的、与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有关的

现有系统性弱点和差距。 

通过特别方案项目应对这些问题，还将有助于各国履行《巴塞尔公约》在废物管理方面的义

务和目标，以及履行《鹿特丹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和《水俣公约》的义务和目标。

这还将有利于实现全球化学品框架。 

各国不妨提交实施活动的项目，以应对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后凸显的与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

有关的现有系统性弱点和差距。除其他外，这可能包括： 

• 制定国家立法，制定政策，规定相关利益攸关方在医疗废物从收集到处理地点和处理

方式的安全管理方面的责任和最佳做法。关于这一专题的技术指导意见可通过《巴塞

尔公约》获得，也构成了《关于汞的水俣公约》规定义务的一部分； 

• 制定关于家庭废物的国家立法，并制定政策，以建立遵循最佳做法准则的正规家庭废

物收集机制，包括制定培训计划，以保护废物管理工作人员和收集者（包括在回收做

法方面）。家庭废物管理指导意见草案可通过《巴塞尔公约》获得； 

http://synergies.pops.int/Portals/4/download.aspx?d=UNEP-CHW-WAST-GUID-BiomedicalHealthcareWastes.English.pdf
http://www.basel.int/?tabid=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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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和审查与危险废物越境转移有关的现行立法； 

• 根据《水俣公约》的要求，评估与消除医疗保健部门含汞产品的生产、进口和出口相

关的监管需求； 

• 评估和审查与进行化学品风险评估的责任有关的立法，并在生产和销售拟用作杀菌

剂、消毒剂和家用清洁产品的化学品的背景下提出减少风险的建议； 

• 制定汞排放部门的空气污染控制法规，包括燃煤发电厂和含汞废物的焚烧； 

• 提高对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的积极影响的认识和增加这方面的知识，以促进维持人

口和环境的健康； 

• 为一线卫生和废物管理从业人员提供关于安全处理危险和传染性医疗废物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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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评估标准 

特别方案旨在结合各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计划和优先事项，支持国家一级由国家驱动的机构

建设工作，在综合办法的背景下解决为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筹资的问题，从而提高公共机

构可持续地在化学品和废物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对其进行健全管理的能力。特别方案下的机构

建设工作将促进和推动《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水俣公

约》和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的执行。 

为协助和指导申请方政府根据国家优先事项拟订申请，执行局制定了评估所有申请的评估标

准。这些标准用于对申请进行评估和决策。标准如下： 

1.1. 完整性检查 

申请方是否已提交所有所需文件？ 

表 A——项目申请表 ☐ 

官方联络人或区域/多国项目的主要政府代表是否签署并核可了申请？ ☐ 

申请方是否已签署并核证了申请？ ☐ 

附件 1：联系方式 ☐ 

附件 2：相关项目信息 ☐ 

附件 3：多国申请的补充信息 ☐ 

表 B——项目预算 ☐ 

受益国和任何其他项目资金的供资证明 ☐ 

官方联络人/主要政府的核可函 ☐ 

区域/多国项目参与国的支持函 ☐ 

所有项目伙伴确认其作用的支持函 ☐ 

对于有执行组织/机构的项目，该组织/机构确认其作用的信函（如相关） ☐ 

就拟供资的措施和活动提供任何相关补充信息的附件 ☐ 

填写完整的申请核对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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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资格筛查 

E1.申请方是否来自负责国家一级化学品和废物议程的国家政府部委或部门？ 

E2.申请方政府是否属于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 

E3.拟议活动是否有资格获得全环基金的供资？ 

E4.受益国提供的资源贡献如何？ 

1.3. 预算评估 

B1.是否已累计向该国拨款？收到了哪些捐款，提交的申请中表达了哪些需求？ 

B2.评估项目预算中列出的人员和订约承办事务费用。这是否符合所提供的指导意见？（≤向

特别方案信托基金申请数额的 50%） 

B3.评估项目预算中列出的行政费用。这是否符合所提供的指导意见？（≤向特别方案信托基

金申请数额的 5%） 

B4.评估监测、评价和审计的预算。这是否符合所提供的指导意见？（≤ 15 000 美元） 

1.4. 对照特别方案的目标进行评估 

O1.在特别方案的目标范围内采取了哪些措施？ 

O2.项目如何确保项目成果的可持续性，包括长期人员配置和设备维护（如适用）？ 

O3.项目中列出的绩效目标是什么？ 

O4.项目是否确定将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纳入各部门的主流？如果是，程度如何？ 

O5.以前是否有与全环基金有关的项目或方案？ 

O6.项目是否以先前的举措和已经建立的体制机制为基础？ 

O7.该项目是否促进在国家一级加强报告、协调与合作，以执行《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

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水俣公约》和化管方针？如果是，如何促进？ 

O8.项目是否具有符合特别方案目标的区域影响？如果有，如何产生影响？ 

O9.项目是否考虑性别问题和/或性别平等主流化？如果是，如何考虑？ 

1.5. 依照职权范围第 6 段，根据国家能力确定优先次序的问题 

这些问题供执行局审议： 

P1.项目的自主权、影响力和可持续性水平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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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该国是否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 

若是， 

P2.1.该国是否能够依靠自己的财政手段和能力执行项目？ 

P2.2 申请方的受益方供款是否超过职权范围第 21 段规定的最低 25%门槛？如果是，超

过多少？ 

P3.是否有其他与国家能力有关的因素应予考虑？ 

1.6. 申请金额超过 275 000 美元的项目的补充评估标准 

M1.是否所有相关部门都参与项目的执行，例如环境、卫生、农业、海关和劳工部门？ 

M2.机构利益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是否参与其中？ 

M3.项目是否基于循环或绿色经济举措？ 

M4.项目是否与投资和开发银行联系，以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寻求投资机会？ 

M5.是否展示在国家一级的主流化和全面一体化，包括如何以协同增效的方式在区域一级扩

大这些努力？ 

M6.项目是否其他方案的现有项目以及《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

约》、《水俣公约》和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规定的义务为基础？ 

1.7. 区域/多国项目的其他评估标准 

R1. 是否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该项目？ 

R2. 参与项目的所有国家是否均属于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

型国家？ 

R3. 项目是否通过合作、国家驱动的办法证明了区域/多国层面的附加值？各国将如何利用集

体办法？ 

R4. 项目是否提议开展活动，以改善参与项目的所有国家的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以及/或

该项目是否鼓励南南合作和知识转让，以促进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 

R5. 需指出，由于地域范围较大，区域/多国项目获批的实质性范围可能比单个国家项目的实

质性范围狭窄。 

R6. 牵头国家的协调作用是否得到明确说明？项目逻辑框架和工作计划中是否明确规定了每个

项目参与伙伴的作用和责任，包括报告责任？ 

R7. 该项目是否包括各国之间的联合活动，以确保最高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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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8. 各国是否将直接执行该项目？若否，使用外部执行实体的理由是什么？这种安排是否会损

害国家自主权和国家一级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