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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 

  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 

第九十二次会议 

2023 年 5 月 29 日至 6 月 2 日，蒙特利尔 

临时议程1 项目 13 

 

适合多边基金运作的成果框架 

（第 89/1 号决定(c)段(一)分段） 

 

导言 
 

1. 2019 年，多边组织业绩评估网对多边基金进行了评估，评估确定了一个有待改进

的领域，即需要制定成果框架和记分卡。评估结果提到“就多边基金整体而言，其缺少独

立于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时间表的‘典型’成果框架。虽然基金的成果框架侧重于蒙特利

尔议定书控制时间表中确定的目标，但缺少针对基金整体的综合中期成果声明。”基金

“没有任何形式的机构记分卡，无论是年度记分卡还是充资三年期记分卡。”评估结果最

后总结道，“对于外部观察员来说，没有明确的方法可供观察基金的业绩是否在随着时间

推移而改进。”2 

2. 基于此，执行委员会请秘书处制定适合多边基金运作的成果框架和记分卡，供执行

委员会在其第九十二次会议上审议；制定时要考虑到秘书处针对多边组织业绩评估网意见

和结论发表的意见，以及在第八十九次会议第一部分就此问题开展的讨论（第 89/1 号决

定(c)段(一)分段）。 

3. 在制定本文件所载成果框架时，除了就与成果框架和记分卡相关的不同方面针对多

边基金的具体情况开展内部讨论，秘书处还审查了不同供资机制采用的成果框架和记分

卡。3 

 

  

 
1 UNEP/OzL.Pro/ExCom/92/1。 

2 https://www.mopanonline.org/assessments/mlf2019/MLF%20Brief.pdf 和 UNEP/OzL.Pro/ExCom/86/2/Add.1 号文件。 

3 审查了全球环境基金、绿色气候基金、适应基金等供资机制的成果框架和记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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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框架的目标 
 

4. 通过成果框架，可评估多边基金在支持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具体目标和目标方

面的业绩。正是通过长期实施由多边基金资助的项目和方案，第 5 条国家才受到协助，以

实现其在《蒙特利尔议定书》下的具体目标。成果框架包括《蒙特利尔议定书》履约目标

的实现情况、业务流程的改进情况以及基金资源的使用情况，这反过来又能促进所实现目

标的可持续性，并在总体上促进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的发展路径。 

5. 成果框架的目标包括： 

(a) 以可衡量的方式长期展示多边基金支助项目和方案对实现《蒙特利尔议定

书》具体目标和目标的促进情况，以及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管理领域的贡

献。 

(b) 便利学习项目实施经验和确定业绩改进领域，以及 

(c) 加强在多边基金效力方面对相关利益攸关方的问责。 

6. 成果框架明确了一项长期衡量成果的方法，既在具体项目干预措施的产出层面进行

衡量，又在带来积极变化的结果层面进行衡量。成果框架还体现了多边基金支助项目和方

案如何在支持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目标的同时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从而产生影

响。 

7. 鉴于该方法旨在证明多边基金的干预措施可取得成果，因此成果框架涵盖了执行和

双边机构实施的多边基金项目。 

成果框架的关键要素和结构 
 

8. 为促进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目标，多边基金通过资助包含不同活动的项目，

为第 5 条国家提供支助。其通过这些活动交付产品和/或服务，所交付的产品和/或服务构

成了多边基金的产出。这些对应项目具体目标的“产出”会引发积极变化，从而得到“结

果”，并最终产生“影响”，即实现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和逐步减少使用氢氟碳化物，为

臭氧层的恢复做出贡献。 

9. 及时开展不同活动，以实现特定产出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也能对气候变化减缓、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产生长期影响。 

10. 因此，多边基金成果框架的总体结构包含三个层面的成果： 

(a) 第 1 层：产出：通过获得产出实现项目目标。产出可以解释为新产品和新服

务的获得和/或个人或机构内部知识、能力和认识的增长。例如，制冷和空

调技术员通过培训活动接触到最佳做法和新知识。产出是可量化、可衡量

的； 

(b) 第 2 层：结果：通过获得带来积极变化（包括社会经济惠益）的结果满足更

广泛的愿望。结果指预期受惠方对产出的使用（即接受、采纳、应用），应



UNEP/OzL.Pro/ExCom/92/52 
 

 

3 

是机构或行为、态度和/或状况的积极变化。结果不一定是可衡量的。从项

目产出中得出的许多结果来自： 

(一) 《蒙特利尔议定书》目标的实现——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和逐步减少

使用氢氟碳化物，以及 

(二) 有利的环境，该环境能可持续地维持具体项目活动目标产生的成果。 

(c) 第 3 层：影响：取得长期效果，这代表取得的结果可进一步促成臭氧层的恢

复、气候变化减缓的长期条件以及可持续发展。影响是由项目和方案直接或

间接产生的长期成果/效果。 

11. 第 2 层“结果”下的(一)项和(二)项均能带来更为广泛的长期影响，如上文(c)段所

述。 

12. 四大关键成果领域贯穿上述前两个层面的成果。包括： 

(a) 关键成果领域 1 ——多边基金资源的利用； 

(b) 关键成果领域 2——对《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各项修正案的遵守； 

(c) 关键成果领域 3——流程改进和风险缓解；以及 

(d) 关键成果领域 4——能力建设、知识转让和创新。 

13. 这些关键成果领域既涵盖项目和方案相关成果，又涵盖业务业绩成果。关键成果领

域1、2和4指项目和方案相关成果，因为它们提供了框架，以供评估多边基金对实现《蒙

特利尔议定书》目标的贡献。 

14. 关键成果领域 3 提供了基金业务业绩效力的评估框架。该领域下的指标指项目/方

案实施速度和实施效力等。 

关键成果领域 1：多边基金资源的利用 

 

15. 该关键成果领域与不同项目/方案的资金分配有关。其涵盖基金资源相关指标，包

括认捐、捐款和核准资金总额；每三年期分配给不同项目/方案（例如，氟氯烃生产淘汰

管理计划、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区域、活动类型、机构的资金以及资金在低消

费量国家和非低消费量国家之间的分布情况；为执行氟氯烃生产淘汰管理计划和基加利氢

氟碳化物执行计划而支助的项目数量。成功为多边基金充资，并及时为第 5 条国家的项目

实施发放资金，将有助于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目标，并进一步促进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关键成果领域 2：对《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各项修正案的遵守 

 

16. 其为多边基金为其供资的核心关键成果领域，在当前背景下，涵盖根据《基加利修

正案》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以及减少氢氟碳化物消费量，或者说逐步减少使用氢氟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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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该关键成果领域的绩效指标涵盖了《蒙特利尔议定书》附件 A、B、C、E和 F中受控

物质的总体生产量和消费量。用于传达成果的指标依据的是针对这些物质所报告的第 7 条

数据。 

17. 在受控物质中，第 5 条国家目前会生产和消费附件 C 第一类物质（即氟氯烃）和附

件 F 物质，用于不同用途；其余物质则已全部淘汰（必要用途豁免除外）。对于所有消耗

臭氧层物质，将以“ODP 吨”来衡量其生产和消费水平；对于氢氟碳化物，将以“吨二

氧化碳当量”衡量其生产和消费水平。 

18. 每年，会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履约目标衡量某类物质的生产和消费水平，体现

年生产量和消费量的平均减少百分比。 

关键成果领域 3：流程改进和风险缓解 

 

19. 该关键成果领域评估的是项目/方案的实施方式是否具有成本效益、是否及时，以

及是否通过适当机制评估和缓解了项目风险及其后果。该成果领域将跟踪与资金流和项目

运营周期执行情况相关的信息，以及风险分析和缓解机制。前者将涵盖资金发放速度、项

目运营完成速度、取消项目数量以及为减少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消费量而新提交

的项目数量。 

关键成果领域 4：能力建设、知识转让和创新 

 

20. 该关键成果领域与通过多边基金资助项目而支助的活动有关，这些活动带来的结果

包括工业及时向环境可持续技术转型，采用创新技术和做法的同时改用替代技术，以及维

修行业采用良好的维修做法，并使用采用替代技术的安全维修设备。该关键成果领域还指

为海关和执法官员提供的支持，以有效管制和监测受控物质；为国家臭氧机构提供的支

持，以有效管理为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而开展的活动。 

21. 关键成果领域 4 下的指标所含信息与以下内容有关：为淘汰受控物质而提供给企业

的援助，以及通过体制强化项目提供给国家臭氧机构的援助；还与提供给以下方面的援助

有关：项目编制；政策规定的制定和修订，以控制和监测受控物质的生产和消费；服务技

术员的能力建设和培训；受控物质的控制和监测，包括对执法官员的培训。指标还涉及为

创新试点项目和新项目举措提供的支助，以在逐步减少使用氢氟碳化物的背景下维持和/

或强化替代技术与设备的能效；以及为制定废旧或不需要的受控物质库存清单以及此类物

质收集、运输和处置计划的项目提供的支助，这类项目会考虑到此类物质的回收、再生和

高性价比销毁；这两类支助均可进一步降低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温室气体排放量。 

22. 关键成果领域 4 还包含了对性别平等问题的敏感度。这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5 直接相

关，旨在实现性别平等并增强妇女权能。相关指标除了多边基金业务性别平等主流化政策

以外，还包括项目和方案中是否纳入与对性别平等问题的敏感度有关的内容，以及执行和

双边机构和第 5 条国家的性别平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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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监测和传达 
 

23. 在时间方面，建议成果框架对应多边基金的充资周期，以三年为一周期，在周期结

束时向执行委员会传达进展。因此，关键成果领域中各项指标的进展情况将首先在 2024–

2026 三年期结束时作一次小结，并制作成记分卡，在 2027 年第一次会议上进行传达。记

分卡由秘书处编制，包括三年期内的累积信息。后续再编制计分卡时，将在前一张记分卡

的基础上继续添加信息。第一张记分卡可在秘书处的会议网站查阅。4通过这种方式，可

形成一个时间序列，把一个三年期内取得的进展累加到前一个三年期的进展上。秘书处在

执行委员会的指导下，也可以根据三年期，以非累积的形式呈现其中一些指标。 

24. 在成果框架范围内，记分卡是用来传达多边基金在成果框架确定的关键成果领域和

相关指标方面所取得的业绩和成果的工具。记分卡使用各种衡量标准，统一传达各项指标

的进展情况，从而能够跟踪各项指标随时间推移在不同机构、区域和部门的执行情况。作

为一种传达工具，记分卡在提及指标时将以注重推广的形式呈现标题和措辞，并且将以更

注重传播、也因而更为有力的方式呈现成果和影响。关于记分卡的详情，见

UNEP/OzL.Pro/ExCom/92/53 号文件。 

25. 成果框架中确定的产出层面的指标将通过百分比、美元价值、相关数字（如项目数

量、具体项目周期的持续时间等）等度量标准来呈现。结果层面的指标属于定性指标，将

以叙述性方式进行报告。 

26. 本文件附件一列出了各关键成果领域下要衡量的产出和涵盖的结果。对于某些概述

基金总体业绩的指标，确定了跟踪这一业绩的各项目标。这些指标属于关键成果领域 1 和

关键成果领域 2。图 1 介绍了四项指标及其相关目标，说明了将如何在三年期结束时传达

每年以及累积的目标实现情况。 

 

 

 

 
4

http://www.multilateralfund.org/92/Agenda%20item%2013%20Report%20of%20the%20Subgroup%20on%20the

%20Produ/Forms/AllItems.aspx。 

http://www.multilateralfund.org/92/Agenda%20item%2013%20Report%20of%20the%20Subgroup%20on%20the%20Produ/Forms/AllItems.aspx
http://www.multilateralfund.org/92/Agenda%20item%2013%20Report%20of%20the%20Subgroup%20on%20the%20Produ/Forms/AllItem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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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确定这些指标是为了确保通过其取得的信息可以概述基金的绩效，但不会增加国家

臭氧机构在收集、分析和报告相关数据方面的负担。 

28. 秘书处将利用多边基金现有的程序和监测、评价和报告机制，通过衡量整个项目/

方案周期内的成果，持续监测成果框架的执行情况。数据的主要来源是业务计划、进展报

告和财务报告，以及关于项目提交、付款申请、体制强化供资申请和相关报告机制的其他

项目相关信息。知识管理系统完成建设后，将提供关于其他指标的数据。成果框架和记分

卡可能在后期纳入与目前尚无相关资料的信息有关的指标（即关于能效、处置等的信

息）。 

 

 

   

 

 

 

    

 

 

 

Total contribution 

received (US$) 

                     

                        

                     

               

  

Year 1 Year 2 Year 3 

3 

HCFC consumption 

reduction (ODP 

tonnes) against 

Montreal Protocol 

targets 

4 

HFC consumption 

reduction (CO2 

equivalent tonnes) 

against Montreal 

Protocol targets 

Year 1 Year 2 Year 3 

Figure 1: Progress in target achievements at the end of the triennium* 

*This figure does not contain values. Its purpose is to show how progress in relevant target achievement will be 

communicated at the end of every trien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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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29. 多边基金资助的不同项目和方案的各种干预措施的结果综合在一起，支持实现更高

一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保护臭氧层和气候，多边基金支助项目和方案也有助于减轻

会减缓社会经济发展并加剧贫困的全球环境负面影响。 

30. 为确保各项产出和结果可促成气候变化减缓的长期条件以及可持续发展，通过成果

框架确定的各项指标考虑了由多边基金资助的干预措施所产生的更广泛影响的战略相关

性。例如，可持续地采用臭氧和气候友好型技术，将有助于工业界在不过度影响其业务连

续性和成本的情况下，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替代技术管理其业务运营，同时消费者也能最大

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例如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减少对危险物质的依赖，

以及避免替代技术的高昂成本。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增进所有人的健康，缓解气候变化。 

31. 所有关键成果领域都取得了可持续发展成果。因此，多边基金支助的项目和方案直

接和间接地为实现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了贡献。正是在这里，不同项目和方案的各

种干预措施产生的结果相结合，作为基石，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广泛支持。附件

二进一步详细说明了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32.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按国家和全球两个层面5衡量，由不同机构在技术主题

专家的支持下进行。因此，为避免工作重复，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报告程序过于复杂

（涉及国家发展政策，由多个国家、区域和国际机构报告），关于成果框架的传达内容将

只涉及对选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建议 

 

33. 执行委员会不妨： 

(a)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92/52 号文件所载关于适合多边基金运作的成

果框架的信息； 

(b) 核准上文(a)分段所述文件提出的成果框架；以及 

(c) 请秘书处自 2024 年开始执行首个成果框架，并在 2027 年的第一次会议上通

过记分卡传达这一成果框架的执行进展。 

 

 
5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司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秘书处，为这些目标及其相关专题

（包括水、能源、气候、海洋、城市化、运输、科技、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伙伴关系和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提供实质性支持和能力建设。可持续发展目标司在评估联合国全系统对《2030 年议程》的执行情况以

及开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的宣传和推广活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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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各关键成果领域下要衡量的产出和涵盖的结果 
 

关
键
成
果

领
域

 

关键成果领域 1——多边基金

资源的利用 

关键成果领域 2——对《蒙

特利尔议定书》及其各项修

正案的遵守 

关键成果领域 3——流程改

进和风险缓解 

关键成果领域 4——能力建设、

知识转让和创新 

结
果
 

1.多边基金每三年期成功充资

一次。 

 

2.充资及时发放用于实施第 5

条国家的项目/方案。 

 

3.为项目/方案核准的资金余额

（如有）将及时返还多边基

金。 

 

1.所有第 5 条国家都达到了

《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修

正案规定的目标。 

 

2.第 5 条国家通过适当的政

策和法律框架解决与遵守

《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各

项修正案有关的问题，并适

当实施和有效执行这些政策

和法律框架。 

 

3.第 5 条国家采用环境可持

续技术，以实现履约。 

 

1.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及

时实施项目/方案。 

 

2.通过适当机制评估和减轻

项目/方案风险*及其后果。 

1.工业及时向环境可持续技术转

型。 

 

2.工业采用创新技术和做法，同

时改用替代技术。 

 

3.维修行业采用良好的维修做法
**，并使用采用替代技术的安全

维修设备。 

 

4.海关和执法官员接受培训，以

便有效管制和监测受控物质。 

 

5.国家臭氧机构正在有效管理为

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开展的

各项活动。 

 

6.多边基金业务性别平等主流化

政策在多边基金项目周期内适

用，并在其后持续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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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出
指
标
 

1.认捐资金 

 

2.捐助的资金 

 

3.核准的资金 

 

4.按区域核准的资金 

 

5.各执行机构和双边机构核准

的资金 

 

6.核准向低消费量国家提供的

资金 

 

7.核准向非低消费量国家提供

的资金 

 

8.每个区域的项目/方案数量 

1. 淘汰的 ODP 数量 

 

2. 氟氯烃中减少的二氧化碳

当量 

 

3. 氢氟碳化物减少的二氧化

碳当量 

 

财务管理 

 

1.核准资金占计划资金的百

分比 

 

业务速度 

 

2.首次发放资金所需时间 

 

3.从核准到运营完成所用的

时间（平均，以月为单位） 

 

4.取消的项目数量 

 

风险分析和缓解机制 

 

5.未达到目标的国家数量 

 

 

项目执行 

 

1.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

各项修正案以不同申请获得援助

的企业数量 

 

2.核准的项目/方案编制活动的数

量 

 

体制强化 

 

3.正在进行的体制强化项目总数 

 

4.每年为体制强化项目核准的资

金总额（核准总额） 

 

技术员培训 

 

5.受过培训的技术员总数 

 

6.受过培训的培训员总数 

 

7.实施培训方案的技术机构总数 

 

8.拥有技术员认证系统的国家数

量（包括正在开发的系统） 

 

对性别平等问题的敏感度 

 

9.2019 年以来提交的促进性别平

等的活动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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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成
果

领
域

 

关键成果领域 1——多边基金

资源的利用 

关键成果领域 2——对《蒙

特利尔议定书》及其各项修

正案的遵守 

关键成果领域 3——流程改

进和风险缓解 

关键成果领域 4——能力建设、

知识转让和创新 

10.受过培训的海关和其他执法官

员人数 

 

创新技术 

 

11.能效试点项目的数量 

 

12.处置试点项目的数量 

 

* 项目风险通常包括但不限于技术风险、执行风险和财务风险。这些风险的评估根据国情和具体项目/方案参数进行。 

* * 良好的维修做法包括最大限度减少相关物质的排放和废弃，确保安装、维修和维护的设备以最佳性能水平运行，以及最大限度地回收和再利用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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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多边基金支助的各项活动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目标1 - 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环境挑战与贫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体现在环境灾害往往导致社会经济发展下行，并加剧贫困。多边基金支助的项目取得了成果，

防止了不加控制地释放消耗臭氧层物质，从而造成环境冲击和灾难。与不受控制的变暖相关的极端天气事件可能会对中低收入国家产生

特别严重的影响。  

保护臭氧层还可以防止因紫外线辐射大幅增加而产生的广泛、严重影响。紫外线辐射增加会对健康、粮食生产、生态系统甚至基础设施

产生破坏性影响，从而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1 构成严重威胁。 

之所以能够成功减少并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消除消耗臭氧层物质，是因为创新产品和技术在许多产业部门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应用。多边

基金在确保创新产品和技术在中低收入国家得到测试和应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直接有助于消除贫困。 

目标 2 -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多边基金推动逐步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有助于保护全球粮食安全。臭氧层保护着人类赖以为生的农作物和渔业。1987 年至 2060 年

间，多边基金通过推动保护臭氧层，避免破坏农业和渔业，预计带来 4,600亿美元的全球惠益。 

目标 3 -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臭氧层保护人类免受过量紫外线辐射对皮肤和眼睛造成的伤害。通过推动保护臭氧层，多边基金到 2030 年每年可帮助预防多达 200 万

例皮肤癌，并避免全世界数百万人罹患白内障。 

目标 4 -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多边基金支助项目的各项活动推动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向第 5 条国家的技术员和执法人员提供专业培训，让学习者接受高度专

业化的教育，使其能够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社区的未来。 



UNEP/OzL.Pro/ExCom/92/52 

Annex II 
 

 

2 

目标 5 -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多边基金支助的项目遵守多边基金的业务性别平等主流化政策，促进妇女参与和融入项目活动并管理国家臭氧机构和项目管理机构，或

担任顾问，以推动实现性别均衡。项目活动促进增强妇女权能和获得专业教育、技术、经济和其他资源的平等权利，并加强《蒙特利尔

议定书》领域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和立法，从而在制冷和空调以及农业等行业为妇女开辟新的就业机会。 

目标 7 - 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由于《蒙特利尔议定书》为提高能效带来了机遇，其《基加利修正案》（多边基金为该修正案的实施做出了贡献）不仅鼓励转向使用低

全球升温值的冷却剂，还促使提高了制冷、空调和热泵行业的能效。 

目标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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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激励全球多个产业部门转向使用更绿色的技术，以此支持可持续经济增长。多边基金促进了第 5 条国家在这方面的转型，并支持培

训，这有助于为所有工人打造安全可靠的工作环境。多边基金的干预措施还有助于“使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 

目标 9 - 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 

由于《蒙特利尔议定书》鼓励研究和技术创新，多边基金确保第 5 条国家从这些新的可持续技术获益。之所以能够淘汰消耗臭氧层物

质，是因为创新产品和技术在许多产业部门得到了迅速发展和部署。多边基金支持包括产业技术转换、培训和能力建设在内的项目。多

边基金项目在制冷和空调、制造业和农业等不同的专业部门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多边基金通过支助技术转让，使中低收入国家能够保

留其本国制造能力，从而拯救当地就业机会。 

目标 10 -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多边基金确保为第 5 条国家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和实现其目标提供财务和技术支持。执行委员会的组成也体现了平等，14 名成员中

有 7 名来自第 5 条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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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1 - 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臭氧层还保护建筑材料免受过量紫外线辐射的损害。多边基金支持保护臭氧层，此举有助于防止对塑料和木材造成损害（1987 年至

2060 年间，此项举措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近 500亿美元的价值）。城市对制冷和空调的需求越来越高，而多边基金资助的项目支持开发

安全、可持续和负担得起的制冷和空调。此外，通过支持制定废旧或不需要的受控物质库存清单以及此类物质的收集、运输和处置计

划，多边基金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了贡献。 

目标 12 -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蒙特利尔议定书》鼓励转变生产和消费模式，支持更高效的生产流程，第 5 条国家在此方面得到了多边基金的支持。需要淘汰消耗臭

氧层物质，鼓励创新性重新设计产品、工艺和设备，以使用更绿色的化学品和技术，促进化学品和所有废物的无害环境管理，从而最大

限度地减少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不利影响。多边基金支持公司和个人转而采用更加可持续的做法，并在第 5 条国家强化科学技术，实

现更加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 

目标 13 -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在多边基金为第 5 条国家提供的支持下，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受控制量已经相当于约 1,350 亿吨二氧化碳，到 2070 年，控制消耗臭氧层物

质排放将防止热带地区的升温幅度超过 2 摄氏度，在两极地区，防止的升温幅度将高达 6 摄氏度。《议定书》的《基加利修正案》的实

施在第 5 条国家得到了多边基金的支持，该修正案旨在通过逐步减少使用氢氟碳化物，在 2100 年前避免再升温 0.4 摄氏度。 

目标 14 -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臭氧层保护水下生物免受过量紫外线辐射的伤害。通过支持保护臭氧层，多边基金有助于保护水生资源，从而保障了粮食供应以及依赖

这些资源的国家和各行业的经济情况。 

目标 15 - 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通过支持保护臭氧层，多边基金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陆地生态系统，从而维持清洁空气和清洁水，并维持作物授粉。这包括保护内

陆淡水生态系统及其服务，以及减少自然生境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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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7 - 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携手合作保护臭氧层。多边基金从多种来源为发展中国家调动更多财政资源。由这一资金支助的项目帮助发展中

国家履行《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在这方面，政府与业界和民间社会的合作非常重要。 

多边基金促进了科学、技术和创新及更多知识方面的获取与国际合作，不仅提供财务支助，还为在发展中国家测试和部署臭氧安全技术

的最新进展提供了途径。这通常是通过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实现的，例如，借助由单个国家提供的额外直接资金，调动和分享知识、

专长、技术和财政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