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没有有毒物质的未来，呼吁采取行动 

 

紧急呼吁建立强有力的SAICM-Beyond-2020-Framework（国际化学品

管理战略方针-超越-2020-框架）以确保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健全管理！ 

随着化学生产、有害化学品、污染和废弃物不断增加，这一趋势正在转变为第三次全

球危机[1]，此外还伴随着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也同时恶化了全球状况。我们急切

需要采取行动，在化学品和废弃物的整个生命周期当中采取解决方案解决人类健康和

环境面临的威胁 – 从大量使用化学品、化学品和废弃物的无序管理到不断增长的生

产和原材料提炼。所有签署的组织都共同急切呼吁政府、行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团结

一致实现一个没有有毒物质的未来。我们呼吁他们积极减少化学品排放量，并优先考

虑如何预防、减少和有效管理化学品和废弃物。 

工业生产、农业和日用品的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品目前处于较高水平，人类和生态

系统面临着大量有害物质的侵袭。 

无所不在的大量化学品往往难以控制其使用量，其不适当的存放和废弃方式及意外事

故，以及大量的一般废弃物、尤其是管理不当的废弃物会导致有害物质进入环境、食

物链和人体当中。它们会污染空气、土壤和水，对野生动物造成伤害，并造成生物多

样性减少。接触有害化学品会导致生殖和神经障碍，带来影响数代人的后果，并导致

民生和食品体系崩溃等诸多问题。这些重担不公平地落在了受经济压迫最重、最无助

的边缘化群体身上，例如土著居民、南半球不发达地区的人民、工农业从业者，以及

妇女和儿童。这使得化学品和废弃物管理成为了一个全球化的共同问题。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SAICM)和迪拜宣言于2006年首届国际化学品管理会议

(ICCM1)上面获得通过，其宗旨是到2020年为止实现对于化学品和废弃物的整个生命

周期的健全管理。[2] 目前，于2022年初，我们却发现采取行动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了。

SAICM已确认了一些重要问题，并创造了一个跨行业的平台以及跨利益相关者的行动

流程，包括政府、民间团体、企业和学术界。然而，其总体目标迄今尚未实现，所获

得的进展不够充分，主要限制在信息收集的范围内，同时只有少量切实的风险降低措

施得到了落实。人类健康和环境面临的负面影响，包括原材料提炼、化学品的生产、

使用和废弃等过程带来的影响继续存在。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需要达成协议，实现一个强有力的SAICM-Beyond-2020- 

Framework（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超越-2020-框架），在针对国际化学品管理的

迪拜宣言[3]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确保切实减少和预防全球的有害化学品和废弃物带来

的问题，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包括落实安全的替代方案等。我们的愿景是一个化学

品和废弃物不再成为有害物来源的世界，是一个所有人都能够生活在安全、 



健康的环境当中，远离毒物对生态系统和子孙后代所带来的威胁的世界。我们呼吁所 

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共同携手实现这一目标，提升管理水平，传达出让世界远离污

染的坚定决心。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尽快落实SAICM-Beyond-2020- Framework（国

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超越-2020-框架）： 

● 认可并实施预防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以此作为所有措施背后的基本原则和逻辑

依据。遵循有害物质预防、消除和最小化的层次结构来采取措施。 

● 推动在化学品和废弃物的整个生命周期当中规定或创造管理绑定元素，其生命

周期包括原材料提炼、化学品的生产、使用和废弃过程。 

● 设定远大的目标和里程碑。使国家行动计划对所有SAICM利益相关者都具有约束

力，尤其对于那些推动落实和监管情况的利益相关者。落实具体活动以解决

SAICM国家行动计划中关注的问题，并落实教育和公众意识唤起措施。确保在框

架和相关行动计划中注明相关化学品的分组 

● 建立实施和进度报告及独立监管的机制，以及合规机制。 

● 在所有层面（即地方、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全面落实我们的框架，并通过

国家行动计划确保实现这一点。让SAICM-Beyond-2020- Framework（国际化学

品管理战略方针-超越-2020-框架）与其他全球条约实现对接，包括具备未来

法律约束力的塑料条约[4]或针对农药的未来国际规范[5]。 

● 确保SAICM具备跨利益相关者和跨行业的属性。确保谈判过程能够保证所有利益

相关者和权利拥有者都拥有公平、公正的参与机会，并确保其有机会做出贡献，尤 

尤其是民间团体。 

● 保证按照污染者负担原则通过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带来切实、可持续、可信赖的

资金来源。我们可通过协调化学品原料的税率实现这一目标，通过生产化学品

的各国政府征税[6]，确保优先支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民间团体组织、土著居民

和科学界，包括公众科学界尤其应该有资格获得资金支持。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其他落

实方式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实施。 

● 确保SAICM-Beyond-2020- Framework（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超越-2020-框

架）能够解决原先的框架的既有缺陷，特别是要确保制定所有已确认的关注问题

(IoC)的解决方案，并在必要时加入新的关注问题。目前的关注问题在获得解决

之前必须保留[7]。其中包括按照ICCM4决议，在全球范围内消灭高度有害的农药

(HHP)并使用符合农业生态学的替代品，以及采取措施减少人类和环境对内分泌

干扰剂(EDC)的接触，还有提升产品中的化学品透明度和可追溯性的措施。 

● 确保所有人、所有地区都拥有全面公平的安全水平。各州必须确保通过法律

法规保护人类和环境安全，这些法律法规在整个供应链和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当

中让生产商肩负起自身应负的责任。消灭非道德的不可接受的双重标准。 

● 为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最小透明度标准[8]的方法提供支持，以此作为根据UNEP SCP指南

[9]确定产品中的化学品和制定标签的第一步。由此我们能够确保化学品的透明度和可追

溯性，它们与知情权一同构成了全球安全循环经济的关键要求。这还有助于消灭双重标

准，并防止向化学品相关立法不太严格的国家/地区倾销产品，保证所有人、所有地区

都拥有公平的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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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能够发现人们和各类人群对有害物质的不同接触程度和受害程度，具体

取决于其所在地区、职业、社会和经济状况、年龄和性别等。我们要考虑到儿童尤 

其易于受到有害物质的侵害，因此必须对其加以保护，防止其出生前就受到污

染侵害。 

● 我们还要更好地保护女性远离有害物质，落实性别回应政策，普及性别公平趋势

并收集性别分解数据。认可并倡导女性在社会、政治和科学中的领导地位 

，及其在SAICM-Beyond-2020- Framework（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超越-

2020-框架）中的领导地位。我们要考虑到女性相比男性更加易于受到有害化学

品的影响，还拥有各种易于受害的期间，例如怀孕期间。她们的性别角色也会

导致其接触到不同程度的有毒化学品。 

● 我们要认可普遍人权[10]的原则和价值。根据相应的国际决议和宣言[11]为所有利

益相关者提供支持。 

● 认可针对环境和发展的里约宣言的原则，以及2030年议程的原则，将其作为基本原则。 

● 了解化学品和废弃物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并采取措施通

过减少化学品的生产、使用和废弃量解决这些影响，并在消灭有害物质的同

时实施安全的非化学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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