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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的职责范围（UNEP/OzL.Pro.9/12，附件

五）要求执行委员会每年向缔约方会议提出报告。本报告述及自缔约方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来执行委员会开展的活动。本报告的提交要满足上述的要求。报告包括三个附件：附件一

以表格列出了关于项目核准的数据；附件二载有关于 2004 年对财务机制的评价和审查所

载建议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附件三列出了将要逐步启用的氟氯烃消费量。 

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执行委员会的第六十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至 20 日在

蒙特利尔举行， [第六十七次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至 20 日在曼谷（泰国）举行]。执

行委员会上述会议的报告分别载于 UNEP/OzL.Pro/ExCom/66/54 和[待定]号文件，并可从

多边基金的网站上查阅（www.multilateralfund.org）。 

3. 根据缔约方第二十三次会议的第 XXIII/19 号决定，出席第六十六次会议的有代表

不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5 条第 1 款行事的缔约方的比利时、加拿大、芬兰、日本、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副主席）和美利坚合众国，以及代表依照第 5 条第 1 款行

事的缔约方的阿根廷、中国（主席）、古巴、印度、约旦、肯尼亚和马里，会议的主席是

肖学智先生（中国），副主席是 Fiona Walters 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任 Maria Nolan 女士担任所有会议秘书。 

4. 本报告所述期间的所有会议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作为执行机构

和基金财务主任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

织）、世界银行、臭氧秘书处的代表以及其他观察员也出席了会议。 

A. 为落实缔约方会议决定采取的行动 

第 XIX/6 号决定和第 XXI/9 号决定 

5. 第 XIX/6 号决定请执行委员会协助各缔约方编制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 XXI/9
号决定也呼吁执行委员会作为一个紧急问题加快完成氟氯烃的准则制定工作，酌情考虑为

额外的气候惠益提供额外的供资和/或奖励，并考虑进一步展示氟氯烃的低全球升温潜能

值替代品的成效。本报告所述期间的各次会议讨论了与氟氯烃淘汰有关的若干未决政治问

题，下文将对此予以说明。自做出这两项决定以来，已有 122 个国家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

划获得核准。 

氟氯烃示范和投资项目 

6. 第六十六次会议讨论了在加工聚胺酯泡沫塑料过程中使用碳氢化合物作为低成本选

项的问题，以及在加工聚胺酯泡沫塑料系统过程中使用甲缩醛作为发泡剂的问题。开发计

划署已经拟定了很多示点项目，以期调查在聚胺酯泡沫塑料用途中使用甲缩醛来替代

HCFC-141b 的安全性，使用甲缩醛作为一种替代品是否是一种满足具有成本效益、零消

耗臭氧潜能值和低全球升温潜能值替代技术之目标的可行方案。执行委员会请开发计划署

最后确定关于安全相关问题、密度和设备优化的补充调查，并且根据预混碳氢化合物多元

醇设计成本计算概念（第 66/15 号决定，第（s）（二）分段）。执行委员会还请双边机

构和执行机构在协助第 5 条国家编制在聚胺酯泡沫塑料用途中淘汰 HCFC-141b 的项目



 

 

时，请双边和执行机构分享开发计划署关于在制造聚胺酯泡沫塑料时使用甲基溴作为发泡

剂以及关于使用碳氢化合物低成本选择的评估报告，以及关于其他替代办法的信息（第

66/15 号决定，第（r）（二）和（s）（三）分段）。 

关于第二阶段转型的信息 

7. 第六十六次会议收到了关于多边基金先前供资转型的信息，包括与第 5 条国家签订

关于淘汰氟氯化碳的协定的条件。执行委员会决定，企业转换为非氟氯化碳替代品之后安

装的第二阶段转型企业，其新的氟氯烃生产线的转型，有权获得符合条件增支费用的全额

供资，但条件是新生产线须在 2007 年 9 月 21 日截止日期之前安装，并且基于一项谅解，

即替换或改造在截止日期后安装的任何设备项目的费用将无资格获得资金（第 66/50 号决

定，（b）分段）。执行委员会还决定，考虑在个案基础上核准对第二阶段转型项目的符

合条件的增支费用进行全额供资，以淘汰进口多元醇中所含的 HCFC-141b，但有一项谅

解，即各相关国家政府同意做出承诺，在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协定的相关阶段的时间表所

列明的具体日期之前，禁止进口大批和预混多元醇中所含的 HCFC-141b（第 66/50 号决

定，（c）分段）。  

配方厂家所出口和进口第5条国家泡沫塑料企业所使用含HCFC-141b的预混多元醇
的跟踪系统 

8. 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了使用含 HCFC-141b 的预混多元醇跟踪系统的备选办法，强

调需要制订一个框架以避免重复供资。执行委员会决定，其将考虑从国家总体削减氟氯烃

消费量的起点中扣除起点所根据的年份出口的预混多元醇中所含 HCFC-141b 的数量或者

平均数量。请双边和多边执行机构与智利、中国和哥伦比亚政府一道，向秘书处提供

2009 年和 2010 年出口的预混多元醇中所含 HCFC-141b 的数量；并请秘书处更新关于预

混多元醇中所含 HCFC-141b 进出口数量的信息，并向执行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提出报

告。执行委员会还同意在其第六十八次会议上审议何时从相关国家总体削减氟氯烃消费量

的起点中扣除出口的预混多元醇中所含 HCFC-141b 的数量和（第 66/51 号决定）。 

最大程度地扩大制冷维修行业淘汰氟氯烃的气候惠益 

9. 第六十六次会议讨论了制冷维修行业淘汰氟氯烃的气候影响，并除其他外，还审议

了技术人员的培训、所使用的替代品的全球升温潜能值、节能的氟氯烃替代品、奖励方案

的范围、已核准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作用以及有关这一问题的报告将会对双边和执行

机构产生的影响。有成员指出，出于经济和技术原因，有些国家使用全球升温潜能值较低

的氟氯烃替代品的能力可能有限，执行委员会决定将这一问题推迟到其第六十七次会议上

进一步审议（第 66/20 号决定）。 

同热交换器制造重新装备相关的增支费用  

10. 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制冷或空调系统从氟氯烃向不易燃技术转型以及与重新装备

有关的资本费用是否应该作为一种增支费用对待，或它们是否构成一种不可避免的技术升

级的问题。执行委员会决定，在氟氯烃空调产品制造商开始向本质上具有较大作用压力的

不易燃替代物质转型以及该制造商自身拥有热交换机生产设施的情况下，与热交换机动态

检验相关的支出将成为技术转型费用的一部分，以确保其具备足够的耐压力；并请秘书处



 
 
 
 

针对上述情况，运用 UNEP/OzL.Pro/ExCom/66/51 号文件和相关技术研究中提供的技术信

息，以及任何其他可用的相关信息，确定这些费用符合条件的程度并且确定增加的额度

（第 66/52 号决定，（a）和（b）分段）。 

编制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段的准则 

11. 第六十六次会议在讨论多边基金综合业务（见下文第 28 段）问题时审议了编制氟

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段的准则问题，并请基金秘书处与各执行机构合作，向执行委员

会第六十九次会议提交准则的第一稿（第 66/5 号决定，（c）分段）。 

第XXI/4号决定 

12. 缔约方第二十一次会议请执行委员会考虑审查与中国以及与印度签订的氟氯化碳生

产淘汰协定，以期允许生产药用级各类氟氯化碳，以便在今后几年内满足规定的授权生产

和消费额度以及任何授权数量。因此，化工生产行业分组在第六十六次会议之余举行会

议，并且就化工生产行业协定做出决定（第 66/54 号决定，（b）、（c）和（d）分段，

见下文第 16 段）。 

第 XXIII/7 号决定 

13. 第六十六次会议注意到缔约方第二十三次会议第 XXIII/7 号决定第 8 段，其中认为

将四氯化碳用于生产氯乙烯单体取代了第 65/10（j）号决定第（三）和（四）分段的规

定；并请世界银行向第七十次会议提供关于印度为生产氯乙烯单体使用四氯化碳状况的报

告（第 66/15 号决定，（j）分段）。 

第 XXIII/14 号决定 

14. 第 XXIII/14 号决定请执行委员会考虑请高级监督和评价干事在对非洲的甲基溴项

目进行评价时，审议实现非洲可持续利用有效的甲基溴替代品战略的备选办法。第六十六

次会议在讨论关于评价甲基溴项目的案头研究时审议了这个问题（见下文第 43 段）。 

B. 程序性事项 

（一） 化工生产行业分组 

15. 第六十六次会议重新召集了化工生产行业分组会议，由阿根廷、加拿大（召集

人）、中国、古巴、芬兰、印度、日本、约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及美利坚

合众国的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就该分组的建议达成一致，并且除其他外，还注意到关于

中国 2010 年氟氯化碳生产情况的核查报告以及关于第 60/47 号决定执行情况的报告。关

于中国氟氯烃生产行业技术审计的最后报告草案，执行委员会指出，最后技术审计报告的

延迟提交不会阻碍其审议中国化工生产行业氟氯烃淘汰计划的项目提案，并且决定，通过

中国政府邀请氟氯烃生产工厂提供其未向原先顾问提供的数据，并请秘书处审查中国化工

生产行业淘汰氟氯氢项目提案，供第六十七次会议审议，并考虑到技术审计中取得的信息

以及来自任何其他相关信息来源的信息（第 66/54 号决定，（a）、（f）、（h） 和（i）
分段）。  

16. 执行委员会还采纳了有关修改与中国签订的化工生产行业协定的建议，以便允许在

2012 年生产供出口的药用级氟氯化碳，并进行一次年度审查，以便符合缔约方在第

XXIII/2 号决定中为其他国家核准的 2012 年关于计量吸入器的必要用途豁免, 但出口国须



 

 

已建立报告和核查制度，并且报告和核查制度收集并报告某些具体信息，还请世界银行作

为中国氟氯化碳生产淘汰计划的执行机构提供服务，开展核查和审计，并代表中国向执行

委员会提交报告（第 66/54 号决定，（b）和（c）分段）。  

17. 执行委员会请该分组继续在第六十七次会议上讨论氟氯烃生产行业准则（第 66/54
号决定，（i）分段）。 

C. 财务和行政事项 

（一） 捐款和资金发放情况 

18. 截至 2012 年 4 月 13 日，多边基金的总收入（包括现金付款、持有的期票、双边捐

款、赚取的利息和杂项收入）为 2,911,538,916 美元，拨款总额（包括预备金）为

2,868,788,515 美元。因此，截至 2012 年 4 月 13 日的可动用余额为 42,750,401 美元。每年

的认捐额缴纳情况如下：  

每年的认捐额缴纳情况 

年份 
认捐额 （美元） 付款总额  

（美元） 
拖欠/未缴纳的捐款额  

（美元） 
1991-1993 年 234,929,241 210,729,308 24,199,933

1994-1996 年 424,841,347 393,465,069 31,376,278

1997-1999 年 472,567,009 434,353,879 38,213,130

2000-2002 年 440,000,001 429,283,071 10,716,930

2003-2005 年 474,000,000 465,570,282 8,429,718

2006-2008 年 368,028,480 358,884,648 9,143,832

2009-2011 年 399,640,706 379,101,492 20,539,215

2012 年 133,333,333 19,367,815 113,965,518

共计： 2,947,340,118 2,690,755,565 256,584,553
注： 不包括任何有争议的捐款额。 

（二） 2006-2008年和2009-2011年三年期收取的利息 

19. 截至 2012 年 4 月 13 日，财务主任的 2006-2008 年三年期的账户利息总额为

43,537,814 美元，2009-2011 年三年期的账户利息总额为 10,544,631 美元。 

（三） 固定汇率机制的收益 

20. 财务主任通知第六十六次会议，截至 2012 年 4 月 13 日，自固定汇率机制设立以来

因汇差而获得的收入总额为 25,645,183 美元。会议请财务主任在其提交执行委员会会议的

报告中，增列已选择在 2012-2014 年充资期间使用固定汇率机制向多边基金捐款的缔约方

的清单（第 66/1 号决定，（c）分段）。 

（四） 双边合作 

21. 在第六十六次会议上，执行委员会核准了法国、德国和西班牙贷记数额总计为

2,683,091 美元的双边援助申请（第 66/22 号决定）。这就使自多边基金秘书处成立以来的

双边合作总金额达 141,620,813 美元（不包括撤销和移交的项目），约占核准资金的



 
 
 
 

5%。核准的双边项目的范围，除其他外，包括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以及国家甲基溴淘汰

计划。  

（五） 捐款所涉问题 

2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执行委员会敦促所有缔约方尽早向多边基金全额支付捐款（第

66/1 号决定，（d）分段）。   

23. 第六十六次会议听取了主任关于其与俄罗斯联邦代表在缔约方第二十三次会议之余

举行会谈以便讨论俄罗斯联邦的未缴捐款的报告。她说，在这次会议之后，秘书处收到了

开展第二轮磋商的邀请，随后，她将与高级行政和基金管理干事以及财务主任一起，参加

拟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至 27 日在莫斯科与俄罗斯财政部、外资部和环境部举行的会谈。 

（六） 2012-2014年财务规划 

24. 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对 2012 年现金流问题的评估报告，并请没有规定加快变现

期票的捐助缔约方考虑或者允许财务主任加快变现时间表，或者调整其远期期票变现时间

表，使之与捐款到期年份一致（第 66/3 号决定，（b）（二）分段）。 还请各双边机构在

年度业务计划中明确说明计划活动的费用，并努力保持在所述的估计数范围之内（第

66/3 号决定，（b）（一）分段）。敦促缔约方在每年 6 月之前缴付捐款，以确保

第 XXIII/15 号决定第 3 段规定的 2012-2014 三年期 4.5 亿美元预算能够得到充分承付（第

66/3 号决定，（c）（一）分段）。 

25. 第六十六次会议还审议了有关向多边基金缴纳捐款方面的拖欠问题，执行委员会敦

促 2009-2011 年拖欠款项的捐助缔约方在 2012 年缴付捐款，敦促以前尚未缴付捐款的经

济转型国家向多边基金缴付 2012-2014 三年期的捐款（第 66/3 号决定，（c）（二）和

（c）（三）分段）。执行委员会决定在 2014 年的第一次会议上审议 2014 年预算现金流

的供应情况（第 66/3 号决定，（d）分段），并为 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分别通过

1.45 亿美元、1.45 亿美元和 1.60 亿美元的资源分配，未分配的资金可随后在 2012-2014 三

年期内分配（第 66/3 号决定，（e）分段）。    

（七） 2012-2014三年期的行政费用 

26. 根据第 65/18 号决定，执行委员会在其第六十六次会议上审议了 2012-2014 三年期

行政费用机制的备选办法，并且设立了一个联络小组负责具体审议这一问题。在审议了联

络小组召集人提交的报告之后，执行委员会注意到对行政费用机制备选办法的评估意见，

并且决定对第六十六次会议核准的第一次付款协议适用现有的行政费用机制。它还决定为

环境规划署维持现有的行政费用机制，在第六十七次会议上重新审议行政费用及联络小组

讨论的备选办法，并在第六十八次会议上继续讨论是否需要为评估 2015-2017 三年期行政

费用机制制度职责范围，以及如何参照以前的职责范围修改职责范围的问题（第 66/17 号

决定）。 

D. 业务规划和资源管理 

（一） 多边基金 2012-2014 年综合业务计划 

27. 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多边基金 2012-2014 年综合业务计划，注意到其超出了

2012 -2014 年期间的预算，很大原因是由于与氟氯烃活动费用相关的不确定性。在对拟议



 

 

项目进行了一些修正之后，执行委员会决定：核可经秘书处经和执行委员会进一步调整的

多边基金 2012-2014 年业务计划，同时指出，核可既不表示对所确定项目的核准，也不表

示对其供资金额或吨数的核准；还对各双边和执行机构的业务计划作出调整，即对所有泡

沫塑料项目（包括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项目）采用 6.92 美元/公斤的成本效益阈值；

将超过基准 10%削减的新的氟氯烃淘汰活动限制在不超过非低消费量国家尚未提交的业

务计划中的活动的 35%削减基准；在各双边和执行机构的业务计划中仅保留项目编制基

金已获得执行委员会核准的消耗臭氧层物质销毁项目；在执行委员会就周期工厂做出决定

之前，撤销涉及周期工厂的淘汰活动，但有一项谅解，即：在执行委员会商定氟氯烃生产

行业准则后，可酌情将这些活动重新列入各执行机构的业务计划；删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的活动，但有一项谅解，即：执行委员会将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多边基金要求援助的申

请推迟到今后一次会议，以便有更多时间与该国进行讨论；进一步将业务计划中的所有活

动调整至 2012-2014 三年期的预算拨款水平；并保留推广 2012 年业务计划中西非高温国

家空调行业氟氯烃替代品的项目，并调整项目资金（第 66/5 号决定，（a）和（b）分

段）。 

28. 执行委员会还请基金秘书处与各执行机构合作，编制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段

准则，并向执行委员会第六十九次会议提交准则的第一稿。它还请基金秘书处在业务计划

的项目审议阶段停止气候影响数据报告工作；并决定根据批准的承付款金额对拟议的资金

分配进行监督，以确保已规划资金将用于支付氟氯烃消费和生产行业的承付款（第 66/5
号决定，（c）、（d）和（e）分段）。 

（二） 双边和执行机构 2012-2014 年业务计划 

29. 第六十六次会议也注意到德国政府证实其将继续调整其业务计划以便其仍然处在其

20%双边捐款的范围内之后，之后注意到双边机构、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工发组织

和世界银行的业务计划；并且核准了各执行机构的业绩指标（第 66/6、第 66/7、第

66/8、第 66/9 和第 66/10 号决定）。 

（三） 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今后的管制措施 

30. 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履约情况的最新报告和关于执行有拖延项目的资料。第

六十六次会议获悉，过去被列为执行拖延的 22 个项目中有 7 个业已完成。执行委员会决

定要求就一些项目提出补充情况报告，并请秘书处就执行有拖延的项目采取既定的行动

（第 66/4 号决定）。 

E. 基金自成立以来的成就 

（一） 总共淘汰的消耗臭氧层物质 

31. 自 1991 年以来，核准了 6,640 个项目和活动（不包括已撤销和移交项目），其地

域分布情况如下：亚洲及太平洋国家 2,745 个项目和活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1,671
个；非洲国家 1,529 个；欧洲国家 402 个；全球范围 293 个。在所有这些项目完成时将消

除的 458,551 吨消耗臭氧层物质中，总共淘汰了 447,793 吨。本报告附件一表 1 是按生产

和消费及行业分列的细目。下表列出了实际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行业分布情况： 



 
 
 
 

行业 淘汰的ODP吨数* 

气雾剂 26,809  

销毁 0 

泡沫塑料 65,712  

熏蒸剂（甲基溴） 6,618  

哈龙（生产和消费） 88,381  

多行业项目 455  

加工剂（生产和消费） 55,434  

国家淘汰计划（生产和消费） 54,470  

生产 89,860  

制冷  50,389  

几个  714  

溶剂  7,318  

消毒剂  60  

烟草膨胀剂 1,574  

共计： 447,793 

*不包括已撤销和已移交项目。 

（二） 供资和发放情况 

32. 自 1991 年以来，为实现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执行现行投资项目和所有非投资项

目及活动，执行委员会总共核准资金 2,808,583,432 美元，包括 282,835,072 美元机构支助

费用（不包括已撤销和已移交项目）。在已核准的全部项目资金中，各执行机构和双边机

构获得和发放资金情况载于下表：  

机构 核准美元数（1） 发放美元数（2） 
开发计划署  677,395,339  580,949,155  

环境规划署  217,051,036  181,587,109  

工发组织  700,085,779  531,988,236  

世界银行  1,072,430,464  999,576,991  

双边  141,620,813  120,358,876  

共计  2,808,583,432  2,414,460,367  
（1） 截至2012年6月14日（不包括已撤销和已移交项目）。  
（2） 截至2011年12月31日（不包括已撤销和已移交项目）。  

F. 报告所述期间核准的资金  

（一） 报告所述期间（执行委员会第六十六[和第六十七]次会议）核准的项目和活动 

33. 在本报所述期间，执行委员会总共核准了 59 个补充项目和活动，计划淘汰 495 
ODP 吨受控物质的生产和消费。为项目/活动的执行所核准的资金总额为 33,077,861 美

元，包括 2,449,575 美元的机构支助费用，按机构列表如下： 

机构    美元 支助美元数 共计美元数 
开发计划署  13,750,522  1,032,711  14,783,233  

环境规划署  2,336,283  223,135  2,559,418  



 

 

工发组织  11,224,500  844,411  12,068,911  

世界银行  914,612  68,596  983,208  

双边  2,402,369  280,722  2,683,091  

共计  30,628,286  2,449,575  33,077,861  

 

（二） 2012年工作方案 

34. 第六十六次会议核准了各执行机构的 2012 年工作方案，推迟了一些项目，核准了

执行机构的修改，并提出了一些条件：开发计划署（第 66/21 号决定）；环境规划署（第

66/21、第 66/23 和第 66/24 号决定）和工发组织（第 66/21 号和第 66/25 号决定）。 

（三） 投资项目 

3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所核准的全部资金中，执行委员会拨款 26,305,787 美元，包括

1,932,534 美元机构支助费用，用于执行消除消耗臭氧层物质消费和生产中估计 491 ODP
吨的投资项目。本报告附件一表 2 列出了按行业分列的详细情况。 

36. 执行委员会还核准了 16 项新协定，原则上共承付 55,928,662 美元。本报告附件一

表 3 载有按国家和行业分列的具体数额。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核准了上述协定的付款，金额

为 23,123,292 美元，包括 1,732,798 美元机构支助费用。 

示范项目  

37. 在审查期间，核准了 2 个消耗臭氧层物质销毁示范项目，供资总额 2,441,594 美

元，包括 170,344 美元的机构支助费用。 

（四） 非投资活动 

技术援助和培训  

3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核准了金额 226,000 美元的 1 个技术援助项目，包括 26,000 美

元的机构支助费用，使多边基金成立以来所核准的技术援助项目和培训活动费用总额达到

139,517,821 美元（不包括已撤销和已移交项目）。这一数额还不包括多年期协定的非投

资部分、核心单位费用和履约协助方案预算。 

体制建设 

39. 自缔约方第二十三次会议以来，为体制建设项目核准了 1,596,995 美元，包括

72,862 美元的机构支助费用。这使得执行委员会为 144 个第 5 条国家的体制建设核准资金

总额达到 95,200,549 美元。在核准体制建设的供资时，执行委员会表示了某些意见，这些

意见附在各次会议的报告之后。 

40. 在其第六十六次会议上，执行委员会还讨论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体制建设

进度报告，并请环境规划署及其他关心的执行机构考虑到在该国当地工作的其他机构的经

验，进一步拟定资金发放替代办法、组织结构和监督程序，供执行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

审议（第 66/15 号决定，（k）（二）分段）。 



 
 
 
 

G. 监测和评价 

（一） 关于多年期协定项目评价的案头研究 

41. 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对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汇编的案头研究的评论意见，并请她

在编制其最后评价报告时，将秘书处在执行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期间收到的对案头研究

的评论和意见一并考虑在内（第 66/11 号决定，（b）分段）。 

（二） 多年期协定项目（第二阶段）评价的工作范围 

42. 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多年期协定项目（第二阶段）评价的工作范围，该工作范围

同执行委员会过去讨论的有出入，并要求包含更多关于评价规划、相关时间表、甄选顾问

的标准和成本等方面的信息。执行委员会请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考虑到执行委员会成员对

上述文件所作评论，修改多年期协定项目（第二阶段）评价工作范围，供执行委员会以后

的一次会议审议（第 66/12 号决定，（b）分段）。 

（三） 关于甲基溴项目评价的案头研究 

43. 第六十六次会议听取了关于甲基溴项目评价的案头研究，其中审查了通过投资项目

在非洲国家采用甲基溴替代品的可持续性，以及再重新使用甲基溴的风险；以及关于评价

的最后阶段将涉及在一些样本国家进行的实地研究会集中针对较大的消费者和通过投资项

目获取结果的建议。在经过一番讨论和指出须注意研究的最后阶段不应该超越评价的范围

后，执行委员会注意到提供的信息，包括提议的评价问题以及甲基溴评价的最后阶段的办

法（第 66/13 号决定）。 

（四） 付款申请提交的拖延 

44. 在第六十六次会议上，执行委员会注意到应提交的 17 个多年期协定年度付款申请

中，有 10 个已按时提交第六十六次会议（第 66/14 号决定，（b）分段）。 

（五） 附有具体报告要求的核定项目的进度报告 

45. 第六十六次会议注意到根据针对核定项目的具体报告要求提交的进度报告，并且采

取了必要行动（第 66/15 号决定）。 

H.           政策事项（尚未涵盖） 

（一） 统一和精简向执行委员会报告进度的各种报告 

46. 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了统一和精简向执行委员会报告进度的各种报告的问题。在注

意到秘书处就这一问题编写的文件之后，执行委员会决定：一个题为“现况报告和履约问

题”的议程项目将取代当前题为“拖延项目的执行情况和第 5 条国家实现遵守今后管制措

施的前景”和“关于附有具体报告要求的核定项目执行情况的报告”议程项目。它还决定

在没有申请为供资付款的情况下，不要求付款执行计划报告，但存在适用处罚条款或已核

准付款执行计划的目标有所改变的问题的情况例外。执行委员会还决定各机构为制冷剂管

理计划、最终淘汰管理计划、国家氟氯化碳、四氯化碳和甲基溴淘汰计划提交多年期协定

项目完成情况报告，和任何现有核证报告，以及已核准的多年期协定项目完成情况报告格

式中的题为“整个执行计划和年度执行情况报告”的表格（表 8），以代替付款执行计划

和付款执行计划报告，如果核证报告先于项目完成情况报告完成，则在现况报告或年度进



 

 

展情况和财务报告的范围内提交核查。执行委员会请环境规划署在履约协助方案核准的范

围内，向每年的第三次会议提出详尽的履约协助方案活动年度进展情况报告，并在年度进

展情况和财务报告的履约协助方案项目内指明项目执行中遇到的障碍。执行委员会还决定

在其 2015 年第一次会议审查本决定的效果（第 66/16 号决定，（b）（一）、（b）
（三）、（b）（四）、（b）（五）和（c）分段）。 

（二） 未提交第六十六次会议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示范项目 

47. 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几个低消费量国家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示范项目的项目编制

供资问题，其中有几个未向会议提交，有几个已经提交但由于与第 58/19 号决定不符而被

推迟。执行委员会决定已在以往会议上获得核准的低消费量国家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项目

的项目编制供资的申请可以提交。执行委员会还决定不批准重新提交南美洲低消费量国家

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试点项目的项目编制申请（第 66/18 号决定）。 

（三） 多边基金气候影响指标 

48. 第六十六次会议讨论了多边基金气候影响指标问题，但由于时间不够，故决定将对

多边基金气候影响指标报告的审议推迟到第六十七次会议进行（第 66/53 号决定）。 

（四） 机密文件的分发 

49. 第六十六次会议讨论了关于基金秘书处为提出请求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代表团中任何

指定个人提供任何指定技术文件或执行委员会的文件的提议。还有人建议基金秘书处将执

行委员会会议将要审议所有文件上传到多边基金的网站，除非执行委员会要求不上传。由

于没有时间充分讨论这个问题，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对这一问题的审议推迟到第六十七次会

议上继续进行，并请基金秘书处审查当前做法和相关决定，并就确保向执行委员会的指定

成员安全和及时地分发机密材料的措施提出了建议（第 66/55 号决定）。 

H. 基金秘书处的活动 

50. 在审查期间，基金秘书处根据执行委员会第六十六[和第六十七]次会议所作决定采

取了行动。秘书处还为第六十六[和第六十七]次会议编制了文件并提供了会议服务。各执

行机构和双边伙伴提交的项目和活动提案金额为[待定]美元。除了通常为执行委员会会议

编制的文件外，秘书处还特别编制了关于上述各项政策事项的文件。 

51. 秘书处分析和审查了 66 项供资申请，并提供了评论意见和建议以供执行委员会审

议。经项目审查后，供第六十六次会议核准的申请供资额为 40,063,547 美元。 

I. 缔约方会议所涉事项 

52. 缔约方第十六次会议第 XVI/36 号决定请执行委员会在其关于所取得进展的年度报

告中包括一个部分，并包括在审议《蒙特利尔议定书》财务机制的 2004 年评价和审查报

告的执行摘要所载建议时遇到的问题。根据这一要求，执行委员会在本报告后随附了给缔

约方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进度报告（附件二）。 



 
 
 
 

53. 附件三所载表格显示了通过作为替代品使用氟氯烃的项目所使用的 HCFC-141b 数

量。这样做的根据是执行委员会第 36/56（e）号决定，除其他外，该决定指出，“执行委

员会提交缔约方会议的年度报告应按国家分别指出通过作为替代品使用氟氯烃的项目所使

用的 HCFC-141b 数量，今后各阶段的供资不应将因执行第 27/13 号决定所导致的这些消

费量计算在内”。 

J. 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54. 第六十六次会议的报告（UNEP/OzL.Pro/ExCom/66/54）和第六十七次会议的报告

（待定）及其会议摘要已分发给《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所有缔约方。可向基金秘书处索取

这 些 会 议 以 及 以 往 执 行 委 员 会 会 议 的 报 告 ， 或 从 基 金 秘 书 处 网 站 下 载

（www.multilateralfu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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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TABLES WITH DATA ON PROJECT APPROVALS 

Table 1: Sectoral distribution of phase-out in all approved projects and activities since inception* 

Sector ODP approved ODP phased out 
Consumption   
Aerosol  27,808  26,809  
Destruction  45  -   
Foam  68,868  65,712  
Fumigant  7,948  6,618  
Halon  39,380  46,423  
Multi-sector  670  455  
Other  1,530  1,574  
Process agent  19,573  6,090  
Phase-out plan  45,588  43,482  
Refrigeration  53,560  50,389  
Several  753  714  
Solvent  7,313  7,318  
Sterilant  55  60  
Total Consumption  273,089  255,643  
Production   
CFC  87,251  85,297  
Halon  31,581  43,158  
CTC  65,841  63,032  
TCA  213  213  
MBR  576  450  
Total Production  185,462  192,150  
* Excluding cancelled and transferred projects 

Table 2: Sectoral distribution of approved investment projects since inception* 

Sector ODP tones US $ approved 
Aerosol  27,650  89,925,372  
Destruction 0 0 
Foam  68,744  419,827,893  
Fumigant  7,635  107,558,056  
Halon  64,118  77,795,380  
Multi-sector  670  2,568,987  
Other  1,530  17,023,270  
Process agent  71,508  129,528,752  
Phase-out plan  56,111  467,605,091  
Production  91,940  346,994,995  
Refrigeration  45,309  485,901,399  
Solvent  7,276  102,881,070  
Sterilant  55  1,198,819  
Total  442,545  2,248,809,085  
* Excluding cancelled and transferred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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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HPMPs approved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Country Project 
To be 

implemented 
by 

Total phase-out 
ODP tonnes 

Funding approved in principle （US $） 
Project 
funds 

Support 
costs 

Total 

Algeria HPMP UNIDO 14.48 1,993,331 152,731 2,146,062 

Antigua and 
Barbuda 

HPMP UNEP 0.03 51,700 6,721 58,421 

Argentina  HPMP 
IBRD  

83.53 
914,612 68,596 983,208 

UNIDO 9,560,542 717,041 10,277,583 
Italy 300,000 39,000 339,000 

Bosnia and 
Herzegovina 

HPMP  UNIDO 6.58 953,284 71,496 1,024,780 

Brunei 
Darussalam  

HPMP  
UNDP  

2.14 
132,000 11,880 143,880 

UNEP 183,000 23,790 206,790 

Cote d’Ivoire  HPMP 
UNEP 

22.33 
905,740 109,631 1,015,371 

UNIDO 920,000 69,000 989,000 

Djibouti HPMP UNEP 0.24 164,500 21,385 185,885 

Guinea HPMP 
UNIDO 

7.91 
320,000 24,000 344,000 

UNEP 327,000 42,510 369,510 

India HPMP 
Germany 

341.77 
1,994,400 229,384 2,223,784 

UNDP 18,438,490 1,382,887 19,821,377 
UNEP 861,600 104,776 966,376 

Kenya HPMP France 11.00 900,000 109,000 1,009,000 

Kuwait HPMP 
UNIDO 

239.15 
8,861,677 664,626 9,526,303 

UNEP 1,043,000 124,730 1,167,730 

Mozambique HPMP 
UNEP 

2.27 
165,000 21,450 186,450 

UNIDO 150,000 13,500 163,500 

Nepal HPMP 
UNDP 

0.64 
84,000 7,560 91,560 

UNEP 126,000 16,380 142,380 

Nicaragua HPMP 
UNEP 

2.69 
108,000 14,040 122,040 

UNIDO 222,000 19,980 241,980 

Niger HPMP 
UNEP 

5.60 
275,000 35,750 310,750 

UNIDO 285,000 21,375 306,375 
Sudan HPMP UNIDO 16.15 1,456,341 109,226 1,56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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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ASSESSMENT REPORT ON THE RECOMMENDATIONS IN THE 2004 EVALUATION 
AND REVIEW OF THE FINANCIAL MECHANISM OF THE MONTREAL PROTOCOL 

A. Introduction 

1. This report is submitt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pursuant to the following decision 
of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a） “To request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Multilateral Fund, within its 
mandate, to consider the report on the 2004 evaluation and review of the financial 
mechanism of the Montreal Protocol, with a view to adopting its 
recommendations, whenever possible,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Multilateral Fund, and having in mind the need to 
contribute to the assessment of the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Assessment Panel 
of the 2006-2008 replenishment of the Multilateral Fund; 

（b） To request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regularly to report back to and seek guidance 
from the Parties on the subject.  To this effect,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submit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to the Open-ended Working Group at its twenty-
fifth meeting and include a component in its annual report to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on progress made and issues encountered in its consideration of the 
recommended actions contained in the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evaluation 
report.” 

（Decision XVI/36） 

2. A first report on the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2004 evaluation and review of the 
financial mechanism of the Montreal Protocol was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iat for consideration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t the 45th Meeting, as a follow-up to decision 44/60 （document 
UNEP/OzL.Pro/ExCom/45/51）.  The report was noted and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decided to 
“forward its assessment report on the recommendations in the 2004 evaluation and review of the 
financial mechanism of the Montreal Protocol for consideration at the 25th Meeting of the Open-
ended Working Group” （decision 45/59）. 

3. The assessment report （document UNEP/OzL.Pro.WG.1/25/INF/3） , based on the 
deliberations at the 45th Meeting, grouped the 28 recommendations contained in the 2004 
evaluation and review of the financial mechanism of the Montreal Protocol into three categories, 
as follows. 

Category I: 

“...11 general recommendations are related to ongoing activitie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Secretariat, the Implementing Agencies and the Treasurer and do not 
need any new action, but instead require regular follow-up at meetings of the Committee.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will report back to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on these 
recommendations, as appropriate, in the context of its Annual Report”.  These include: 
recommendations 2, 6, 7, 15, 16, 18, 21, 22, 24, 25 and 28. 

Category II: 

“Ten general recommendations are related to ongoing activitie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Secretariat, the Implementing Agencies and the Treasurer but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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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 new actions in the short term.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will report back to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on these recommendations, as appropriate, in the context of its 
Annual Report”.  These include recommendations:  1, 3, 4, 9, 11, 12, 17, 20, 23 and 26. 

Category III: 

“Seven general recommendations were considered not necessary to be implemented.  Six 
because future action would be redundant in the light of recent developments or existing 
practices.  One because of the potential negative incentive.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considers that there is no need for further reporting on these recommendations”.  These 
include recommendations 5, 8, 10, 13, 14, 19 and 27. 

4. The following report therefore covers the recommendations falling under the first two 
categories where further work needed to be done and new information was available. As reported 
to the Eighteenth and Twentieth Meeting of the Parties, efforts with respect to recommendations 
1, 2, 3, 4, 6, 7, 9, 11, 12, 16, 17, 18, 21, 22, 23, 25, and 28 have taken place on a regular basis as 
already reported in the past and no further action in addition to the existing practice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s required.  Under this reporting period, the recommendations 15 and 26 
do not require further action by the Committee. 

B. Recommendations under the first two categories 

GENERAL RECOMMENDATION 24:  Take action to encourage timely payment by the donor 
countries. 

5.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the Committee urged all Parties to pay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Multilateral Fund in full and as early as possible and concern was expressed 
regarding arrears in contributions and the length of time that these had existed. 

6. The 66th Meeting heard a report from the Chief Officer on her meeting with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the margins of the 23rd Meeting of the Parties （
MOP）  to the Montreal Protocol to discuss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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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I 

AMOUNTS OF HCFCs1 CONSUMPTION PHASED-IN （ODP TONNES） 

Country 
CFC phased out in projects using 

HCFC technologies 
HCFC phased in 

Algeria 54.8 6.0 
Argentina 749.9 82.5 
Bahrain 15.5 1.7 
Bolivia 5.5 0.6 
Bosnia and Herzegovina 29.4 3.2 
Brazil 4,904.8 536.6 
Chile 238.8 22.5 
China 10,162.6 855.7 
Colombia 652.8 71.8 
Costa Rica 33.5 3.7 
Cuba 0.8 0.1 
Dominican Republic 137.0 15.1 
Egypt 489.4 42.4 
El Salvador 18.5 2.0 
Guatemala 46.0 5.1 
India 4,546.9 486.1 
Indonesia 2,722.7 292.3 
Iran 1,022.6 112.5 
Jordan 334.3 36.8 
Kenya 23.0 2.5 
Lebanon 82.0 9.0 
Libya 62.2 6.8 
Macedonia, FYR 76.0 8.4 
Malaysia 1,240.9 132.9 
Mauritius 4.3 0.5 
Mexico 2,129.2 216.4 
Morocco 119.5 13.1 
Nicaragua 8.1 0.9 
Nigeria 382.6 42.1 
Pakistan 790.7 87.0 
Panama 14.6 1.6 
Paraguay 67.3 7.4 
Peru 148.7 16.4 
Philippines 525.3 57.8 
Romania 194.4 21.4 
Serbia 44.7 4.9 
Sri Lanka 7.3 0.8 
Sudan 4.4 0.5 
Syria 636.1 70.0 
Thailand 2,047.2 224.0 
Tunisia 237.5 22.9 
Turkey 376.8 41.4 
Uruguay 99.3 10.9 
Venezuela 689.1 75.8 
Vietnam 44.9 4.9 
Yemen 9.8 1.1 
Zimbabwe 11.5 1.3 
Total 36,243.3 3,659.2 

     Note 1: ODP values as follows:  HCFC-123:  0.02  
HCFC-22:  0.055 
HCFC-141b: 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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