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RC-3/5号决定：财务机制问题 
 

缔约方大会， 
 

认识到 有必要对包括执行《鹿特丹公约》在内的健全的化学品管理工

作给予持久的和可持续的财政支持， 

 

基于 现行的资源调集战略来支持采用关于化学品健全管理的各项多边

环境协定和办法， 

 

支持 执行《巴厘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战略计划》以及在此方面正在展

开的其他活动， 

 

认识到 应向那些准备把健全的化学品管理目标作为主流纳入其国民发

展计划和援助请求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大量发展援助，以协助

它们建立健全化学品管理方面的基本能力，但同时亦认识到，目前存在的一

些严重挑战阻碍了这些国家在努力实现健全化学品管理过程中获得这些资金， 

 

强调 必须加强与其他多边化学品协定、办法和进程之间的联系并协调

资源调集战略，包括《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保护

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

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

其中包括其快速启动方案、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和经济司的化

学品处， 

 

欢迎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确定如何把化学品管理问题作为主流纳入包

括减贫战略计划在内的国民发展战略方面所做的工作， 

 

欢迎 秘书处关于持久的和可持续财务机制的可能备选办法的研究报

告，3

 

 特别是其中明确阐述了有效管制化学品的能力所依赖的基本化学品管理

能力和为执行《公约》的具体条款所需要展开的活动之间的差别， 

确认 基本能力方面的需要可在国际化学品和废物协定的分类组合、以

及在千年发展目标和《蒙特雷共识》等规定的总体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较广泛的

框架内加以最有效地解决； 

 

还确认 为有效执行《鹿特丹公约》，需要采取一种战略性的多层面办

法来争取持久的和可持续的财政资源，努力探讨和利用目前的所有合理机会，

并在一切可行的情况下利用现有的机构和进程， 

 

1. 邀请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 

 

(a) 把健全化学品管理纳入本国的减贫战略计划等国民发展计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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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作为多边和双边筹资的一部分促进使之主流化； 

(b) 把促进执行《鹿特丹公约》的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包括保持这种

进程，纳入《巴厘战略计划》的区域实施工作； 

 

2.  建议 那些既是《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同时又是《鹿特丹公

约》缔约方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a) 利用其根据《斯德哥尔摩公约》制订的国家实施计划来确定执行

《鹿特丹公约》的化学品管理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同时注意到，鹿特丹公

约秘书处正在与联合国训练和研究所一起提供现场测试补充指导，以协助各

缔约方在此方面开展工作； 

 

(b) 向全球环境基金提出可在其职权范围内通过建立基本化学品管理能

力推动执行《斯德哥尔摩公约》、而且可间接推动执行《鹿特丹公约》的项

目； 

 

3.  建议《鹿特丹公约》的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缔约方: 

 

(a) 在《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的“快速启动方案”下提出可建立

健全化学品管理基本能力、以便充分执行《鹿特丹公约》的项目； 

 

(b) 在“快速启动方案”下提出可通过把旨在实现健全化学品管理目标

的活动纳入国民发展战略来支持这些活动的项目，同时亦注意到，此种扶持

性活动属于“快速启动方案”的战略性优先事项； 

 

(c) 请秘书处推动查明可向它们提供技术支持以协助它们将健全化学品

管理目标纳入其国民发展援助请求的捐助方，同时注意到，提供此种技术支

持属于《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的“总体政策战略”第19(c)(一)分段中

提出的财务考虑因素之一； 

 

4.  请 各发达国家(捐助国)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在支持发展中国家

和经济转型国家采取上述行动时，向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秘书处及各发

展中国家缔约方和个别经济转型缔约方通报其提供“总体政策战略”中提到

的技术支持的意愿； 

 

5.  请 秘书处与巴塞尔公约秘书处、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化管战

略方针秘书处和其他有关实体磋商，协助明确作为争取财政资源的多层面战

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秘书处可如何协助《鹿特丹公约》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和经济转型缔约方把健全化学品管理目标纳入其国民发展援助请求之中； 

 

6.  邀请 各缔约方提供用以评估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执行《公

约》的具体要求的成本所依据的相关资料； 

 

7.  鼓励 捐助方继续慷慨地向自愿性特别信托基金提供捐款； 



 

8.  请秘书处发挥促进作用，与有关实施机构、执行机构和金融机构

（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等)、以及全球环境基金密切合作，增强其对本决定的宗旨和目标的理解

和支持； 

9.  请 秘书处继续与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巴塞尔公约秘书处和国

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秘书处磋商，邀请全球环境基金和多边基金执行委员

会在其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同时亦邀请《蒙特利尔议定书》各缔约方查明可

在哪些领域支持实现《公约》关于实行最基本的化学品管理等方面的适宜的

和相关的目标，以此共同探讨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和进一步拓展相关的全球性

供资的各种现有来源，并汇报在此方面做出的这些努力所取得的结果； 

 

10. 邀请 各缔约方，着眼于更为长期的工作，考虑是否需要全球环境基

金扩大其方案活动的范围，包括考虑可否订立一个与化学品问题有关的重点领

域，以期为受援国的各项优先重点提供有针对性的和可持续的供资，从而使这

些国家得以切实实现那些涉及取得全球环境效益的增量成本的《公约》目标； 

 

11. 请  秘书处，作为其在第 8 和第 9 段范畴内开展的活动的一个组成

部分，继续酌情探求获得各种新的供资来源的可能性，以期用以支持《鹿特丹

公约》的实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