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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本文件包括三个部分： 

● 第一部分系根据第 32/76（b）号决定编制，该决定要求秘书处编写有关第 5 条国

家在遵守 UNEP/OzL.Pro/ExCom/32/38 号文件第一部分所载《蒙特利尔议定书》控

制措施方面的现状的年度最新资料。 

● 第二部分载有缔约方会议认为在四氯化碳方面未履约或似乎未履约或有将来不一

定履约的所有第 5 条国家按国家列示的执行状况的最新资料。还讨论了关于妨碍

未履约国家和/或可能不履约国家实现履约的因素的第43/3(c)(i)和第43/4(d)号

决定。 

● 第三部分分析第 5 条国家就其国家方案执行情况向执行委员会提交的、按行业列

示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消费数据。 

2. 本文件进行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不影响缔约方会议确定的履约状况，因为它是惟一

有权这样做的机构。 

3. 由于依照第 7 条报告的数据仅用来确定年度履约状况，而且目前的分析使用就不同履

约期国家方案执行情况向基金秘书处报告的混合数据并假定执行中项目的淘汰将会落实，

因此本文件不对履约本身作出判断，而是评估第 5 条国家在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一项

或多项控制措施方面的潜在前景。 

第一部分：履约现状的分析 

4. 第一部分说明用于分析氟氯化碳（CFC）、哈龙、甲基溴、四氯化碳（CTC）和甲基

氯仿（TCA）履约情况的方法。没有发现任何项目处理附件 B-1 物质，执行委员会既没有

审议处理这些从 2003 年起应将基准量减少 80%的项目，也没有为其供资。履约现状的分析

假定最新报告的消费数据已经虑及执行委员会核准的完成项目的淘汰数量。截至 2003 年

12 月，完成项目淘汰了 209,597 ODP 吨，包括 29,414 ODP 吨氟氯化碳生产和 31,188 ODP 
吨哈龙生产，价值约 10.3 亿美元。 

方法 

5. 用于分析的方法的详尽说明在提交第三十七次会议的 UNEP/OzL.Pro/ExCom/37/18 号文

件中提供。应当指出，关于数据异常一节的规定不再适用。本节对方法作了摘要介绍。 

数据的收集和核实 

6. 131 个第 5 条国家向基金和臭氧秘书处报告数据如下：114 个第 5 条国家依照第 7 条

报告了 2003 年数据（截至 2004 年 10 月 22 日）；3 个国家依照第 17/34 号决定向基金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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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处报告了关于国家方案执行进度的 2003 年数据。对于未提交 2003 年数据的那些国家，

使用了最新消费数据。这包括使用 13 个国家的 2002 年数据和 1 个国家的 2000 年数据。 

7. 经执行委员会核准的所有活动和项目截至 2003 年年底的执行状况的数据由执行机构

和双边机构在其提交第四十三次会议的年进度报告中报告。 

8. 2004 年潜在核准情况的数据从多边基金 2004 年度业务计划获得。 

数据处理 

9. 每种受控物质的数据库条目编排在一个矩阵中，其中每个横行代表一个第 5 条国家，

其报告和计算的数据在矩阵的纵列中分析。 

10. 对没有充分数据的国家未进行分析。对被敦促不要向多边基金寻求援助的 11 个国家

也未作分析。 

11. 没有对生产行业进行分析，因为执行委员会为生产行业的项目确定了一个程序。在拥

有氟氯化碳生产设施的 8 个第 5 条国家中，阿根廷、中国、印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和墨西哥等国政府安排减产的协定已经到位。拥有氟氯化碳生产设施的余下国家包括巴

西、罗马尼亚和委内瑞拉。巴西已表示它将独立进行淘汰。工发组织正为罗马尼亚编制一

个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行业淘汰项目。委内瑞拉的一个生产关闭项目正在执行委员会第四

十四次会议上由化工生产问题分组进行审议。就哈龙生产而言，中国的一项协定已经到位，

而且印度得到了关闭其哈龙生产设施的一次性赠款。 

12. 在下列界限条件内进行了数据分析： 

(a) 最新报告的消耗臭氧层物质消费量假定不增加；和 

(b) 在最新报告的数据中考虑到通过核准项目淘汰的消耗臭氧层物质。 

13. 氟氯化碳和甲基溴的分析表明一国是否已得到了一项总淘汰协定的供资。氟氯化碳分

析还表明低消费量国家在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是否得到了制冷剂管理计划资金或制冷剂管理

计划的增订，它应足以确保各国在 2007 年至少实现减产 85%（含 85%）的目标（第 31/48
号决定（h）段）。对哈龙的分析表明哈龙库的活动是否已获批准，因为哈龙库指导原则要

求制定条例，促进在建立回收利用中心后 6 个月之内发布生产和进口禁令（第 18/22 号决

定），而且第 35/57 号决定假定哈龙库是为哈龙行业核准的最后一个项目。 

氟氯化碳的履约分析（附件一） 

14. 本节介绍氟氯化碳冻结和 50%目标分析得出的结论和意见。氟氯化碳冻结的分析还论

述被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认定不履约的那些第 5 条国家的履约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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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氟氯化碳冻结会议 

15. 分析表明，可将各国大体分为两类。 

(a) 似乎在履约的国家 

16. 依据其最新报告的消费数据，这一类别是可被认为现在已履约的 127 个国家（相比之

下，2004 年 6 月分析为 121 个国家，而 2003 年 6 月分析为 111 个）。这些国家最新合计

消费量为 68,304 ODP 吨，比它们的基准数量 149,332 ODP 吨合计低约 81,028 ODP 吨。 

17. 其中 89 国是低消费量国家，81 个得到了多边基金制冷剂管理计划的支助，其中包括

对 47 个低消费量国家 2007 年达到减产 85%目标的支助。 

18. 在看似履约的国家中，37 国与执行委员会订立有国家消耗臭氧层物质或氟氯化碳淘汰

协定：阿尔巴尼亚、阿根廷、巴哈马、孟加拉国、巴西、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古巴、厄

瓜多尔、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印度、伊朗、牙买加、约旦、基里巴斯、莱索托、利比亚、

马来西亚、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帕劳、巴布

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塞尔维亚和黑山、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泰国、汤加、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土耳其、图瓦卢、瓦努阿图和委内瑞拉。 

（b）不一定能实现履约目标的国家 

19. 这一类别包括 4 个国家，其中含 3 个低消费量国家。根据其最新消费数据，这些国家

可能需要采取追加行动以实现履约目标。 

20. 有 3 个低消费量国家似乎不可能履约，其中两个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几内亚

比绍。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与执行委员会订有一个国家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协定，缔

约方会议核准的一项行动计划将允许它在 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氟氯化碳的淘汰。 

21. 几内亚比绍已通过制冷剂管理计划收到支助，用于在 2007 年实现减少 85%的目标。

将向履约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提出一份行动计划，供其审议。 

22. 对于余下 3个低消费量国家，已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核准了一个制冷剂管理计划

项目，而且已向第四十四次会议提出一项增订申请。履约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提出了一

项行动计划，供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审议。 

23. 在这一类别的 4个国家中，有一个是非低消费量国家－也门。也门的制冷剂管理计划

已被核准，它将在履约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请求修改它的氟氯化碳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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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实现减少 50%的目标 

24. 分析表明可将国家归为两类。 

(a) 在 2005 年前有可能实现履约目标的国家 

25. 这一类别是根据其最新报告的消费量并依其核准项目的执行情况而定有可能在 2005
年以前实现减少 50%的履约目标的国家。这一类别有 94 个国家，其中包括 61 个低消费量

国家。而在 2004 年 6月的分析中报告了 86 个国家，其中 57 个为低消费量国家。 

(b) 需要采取追加行动才能在 2005 年前实现履约目标的国家 

26. 这一类别包括 37 个国家，其中含 31 个低消费量国家，它们可能需要在 2005 年以前

增加淘汰量 1,403 ODP 吨，以便遵守减少 50%的目标。在这 37 个国家中，20 个国家拟得

到将在 2004 年业务计划中淘汰 1,556 ODP 吨的项目。 

27. 在这 37 个国家中，执行委员会已为 5个非低消费量国家和 25 个低消费量国家批准了

制冷剂管理计划，其中 17 个国家已经接受制冷剂管理计划以实现其减少 50%和 85%目标

或订有国家淘汰协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劳这两个国家就属于与执行委员会订有淘汰

协定的低消费量国家。 

28. 不过，有 4个低消费量国家没有批准的制冷剂管理计划或国家淘汰协定，其中包括：

文莱达鲁萨兰国、佛得角、缅甸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但这些国家已收到编制制冷剂管理

计划的资金，并已在 2004 年业务计划中为它们制订了活动计划。 

29. 看上去可能需要采取追加行动以实现减少 50%目标的余下国家是伊朗。但伊朗与执行

委员会订有国家氟氯化碳淘汰协定，其淘汰时间表与《蒙特利尔议定书》规定的目标相一

致。 

意见 

30. 在有可能不能履行其冻结义务的 4 个国家中，有一个国家（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需要采取更有力措施执行核准的制冷剂管理计划，第四十四次会议要求依照第 31/48 号决

定向它提供补充援助。其他三个国家要么有着根据第 31/48 号决定制定的制冷剂管理计划

（几内亚比绍），要么与执行委员会订有实现履约的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协定（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要么有着针对非低消费量国家的制冷剂管理计划，其正要求对基准进行

修改，以便能够履约（也门）。 

31. 没有收到制冷剂管理计划或国家淘汰协定的 4 个低消费量国家可能需要追加行动以实

现在 2007 年减少 85%的目标。这些国家包括：文莱达鲁萨兰国、佛得角、缅甸和圣多美

和普林西比。所有这些国家在 2004 年业务计划中都有活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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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龙的履约分析（附件二） 

32. 本节介绍对遵守哈龙控制措施作出的分析。 

补充数据限制 

(a) 68 个国家未报告 1995 年至 2003 年的消费数据。 

(b) 2 个国家未报告基准数据或最新消费数据。 

结论 

达到哈龙冻结目标 

33. 分析表明可将国家大体归为三类： 

(a) 看似履约的国家 

34. 根据其最新报告的消费数据，包括中国以及 29 个低消费量国家在内的 58 个国家现在

可视为履约，假定这一消费水平不提高的话。最近合计的 1,580 ODP 吨消费量（不包括中

国）比这些国家的冻结基准数 6,610 ODP 吨（不包括中国）约低 5,030 ODP 吨。58 国中有

44个国家得到多边基金的支助。（需要指出，中国的基准和2003年消费量分别为34,187 ODP
吨和 4,959 ODP 吨。） 

(b) 可以履约执行核准项目的国家 

35. 这一类别包含一个国家（巴基斯坦），如果核准项目快速执行，它可以实现履约目标。

该项目预计将使它能够履约并实现 24.2 ODP 吨的淘汰量。 

(c) 可能需要采取追加行动以实现履约目标的国家 

36. 4 个国家可能需要采取追加行动以实现其冻结目标。这些国家将需要合计淘汰

100 ODP 吨以在 2002 年期间实现冻结目标。其中 2个国家（莱索托和也门）已经从多边基

金得到对哈龙库的支助。此外，利比亚和索马里可能需要采取追加行动以实现冻结目标。

利比亚在 2004 年业务计划中有关于哈龙的规划活动，而索马里可能需要在未来业务计划中

增加活动。 

2005 年实现减少 50%的目标 

37. 假定最新报告的消费量不增加而且所有核准项目在 2005 年前都得到执行，分析表明

有可能实现减少 50%目标的以下前景： 

(a) 根据其最新报告的消费量并假如执行已核准的项目，49 个国家（包括中国）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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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5 年前实现减少 50%的目标。这组国家包括 20 个低消费量国家。 

(b) 14 个国家，包括 11 个低消费量国家在内，可能需要在 2005 年增加淘汰量 517 ODP
吨，以便实现减少 50%的目标。其中 8 个国家从多边基金获得了对哈龙活动的支

助，包括哈龙库（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喀麦隆、埃塞俄比亚、莱

索托、尼日利亚、卡塔尔和也门）。在不一定能实现其减少 50%目标的余下 6 国

中，海地的消费量低于 10 ODP 吨。其余 5 国的最新消费水平如下：格鲁吉亚

（37.4 ODP 吨）、利比里亚（19.5 ODP 吨）、利比亚（714.5 ODP 吨）、索马里

（25.71 ODP 吨）和塞拉利昂（15 ODP 吨），但是其中一个国家（利比亚）的活

动已列入 2004 年业务计划。 

38. 除了海地、格鲁吉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索马里以外，可能需要增加淘汰量以实

现哈龙减少 50%目标的所有 14 个国家，都已经批准了哈龙库或 2004-2006 年业务计划中规

划的活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考虑要求执行机构考虑能否代表这些国家将项目列入今后的

业务计划中。 

意见 

39. 索马里似乎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以实现哈龙库冻结目标和在 2005 年实现减少 50%的目

标，在 2004 年业务计划中未为此规划任何活动。在莱索托和也门也需要采取行动，在已获

得哈龙库援助的下列国家也需要这样做：莱索托和也门。 

40. 除了索马里外，格鲁吉亚、海地、利比里亚、利比亚和塞拉利昂也可能需要采取追加

行动以实现其减少 50%的目标。工发组织在 2004 年提交了利比亚的哈龙库项目但却被该

国政府撤销。 

甲基溴的履约分析（附件三） 

41. 本节介绍对遵守甲基溴控制措施作出的分析。应当指出，本次分析中报告和使用的所

有数据仅与受控使用有关，即不包括检疫和装运前消毒处理。 

数据 

(a) 在已批准《哥本哈根修正案》的 115 个第 5 条国家中，113 国报告了完整的基准

数据。在这 113 国中，37 个国家报告的基准和最新消费量为零。 

(b) 87 个第 5 条国家从多边基金获得了对甲基溴活动和/或项目的支助，包括将导致

在其中 27 国完全淘汰甲基溴和在另外 19 国部分淘汰甲基溴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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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42. 为本项分析之目的，将国家归为三类：已批准《哥本哈根修正案》和提供了基准和最

新消费数据的国家，已批准《哥本哈根修正案》但未为分析提供充分数据的国家，以及未

批准《哥本哈根修正案》但提供了数据的国家。 

实现甲基溴冻结目标 

43. 第 5 条国家实现甲基溴冻结的状况按本节上述三个类别列示。 

(a) 已批准《哥本哈根修正案》的国家 

44. 在已批准《哥本哈根修正案》和提供了数据的 76 国中，根据其最新报告的消费数据，

65 国可被认为现在处于履约状态，假定这种消费水平不提高。这 65 国中有 53 个国家从多

边基金得到了对甲基溴活动的援助。其中 23 个国家即阿根廷、玻利维亚、喀麦隆、哥斯达

黎加、克罗地亚、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格鲁吉亚、印度尼西亚、约旦、肯尼亚、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马其顿、马拉维、马来西亚、毛里求斯、秘鲁、罗

马尼亚、塞内加尔、斯里兰卡、叙利亚和乌拉圭，同执行委员会订有淘汰协定或有计划彻

底淘汰其受控甲基溴消费的核准项目。执行委员会已核准下列国家部分淘汰项目：巴巴多

斯、巴西、智利、中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墨西哥、摩洛哥、莫桑比克、

尼日利亚、塞拉利昂、苏丹、土耳其、也门和津巴布韦。 

45. 如果执行其经核准的项目，下列 5 国能够实现履约承诺并减少国家消费量：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科特迪瓦、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黎巴嫩。经核准的项目达到今后淘

汰 472 ODP 吨。其中 3 个国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科特迪瓦和黎巴嫩）同执行委员

会订有全部淘汰协定，而且其中 2 个国家（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有着部分淘汰的协定或

项目。 

46. 其余 6 国（博茨瓦纳、刚果、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突尼斯和乌干达）需要总共

淘汰 15 ODP 吨以实现冻结目标。博茨瓦纳与工发组织有一个示范项目，还有一个经缔约

方核准的行动计划。该国遵守了行动计划。刚果与执行委员会订有一个部分淘汰协定。乌

干达有着根据多边基金规定彻底淘汰甲基溴消费的一个淘汰协定或经核准的项目以及一个

经缔约方核准的行动计划。乌干达遵守了行动计划。还有 6 个国家可能需要采取追加行动。 

47. 多边基金为可能需要采取追加行动的这 3 个国家中的 2 个国家的甲基溴项目和其他活

动提供了资金。菲律宾在 2004 年业务计划中有甲基溴规划活动，并向第四十四次会议提出

了一个项目。突尼斯有一个甲基溴项目，但目前尚没有高水分含量棕榈果的替代品。惟一

一个未得到供资并需要采取行动以实现冻结的国家是巴布亚新几内亚（5.43 ODP 吨）。巴

布亚新几内亚没有被认为是未遵守《议定书》，因为它批准《哥本哈根修正案》的时间是

2003 年 10 月。 

(b) 未批准《哥本哈根修正案》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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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在未批准《哥本哈根修正案》的 18 个第 5 条国家中，5个国家报告了数据。其中 4 个

国家表明，根据其最新报告的消费数据，假定这一消费水平不提高，现在可将它们视为处

于履约状态。多边基金向这 18 个国家中的 8 个国家提供了援助，主要采用形式是开办提高

认识讲习班。 

2005 年实现减少 20%的目标 

49. 假定最新报告的消费量不增加，所有核准项目在 2005 年以前都得到执行，分析表明

能够实现减少 20%目标的前景如下： 

(a) 在提供数据并批准了《哥本哈根修正案》的 76 个国家中，根据其最新报告的消费

量并假定执行已核准的项目，65 个国家能够在 2005 年前实现减少 20%的目标。 

(b) 余下的11个国家可能需要在2005年前增加淘汰量115 ODP吨，以便实现减少20%
的目标。这 11 个国家中已有 9 个国家从多边基金获得了对甲基溴活动的支助。其

中一个国家（乌干达）有一个彻底淘汰的淘汰协定，3 个国家（刚果、刚果民主

共和国和洪都拉斯）有着部分淘汰的项目。 

(c) 洪都拉斯（48.9 ODP 吨）和泰国（31.58 ODP 吨）各需淘汰 30 ODP 吨以上才能

在 2005 年实现减少 20%的目标。洪都拉斯与执行委员会订有协定并有核准行动

计划。泰国正寻求修改其基准并向第四十四次会议提交了一份淘汰协定。 

(d) 余下的 9 个国家需要总共淘汰 35 ODP 吨以实现减少 20%的目标。其中阿尔及利

亚、博茨瓦纳、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菲律宾、突尼斯和乌干达已从基金得到

了援助。 

(e) 利比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可能需要采取追加行动，它们合起来的消费量为 20 ODP 
吨。 

(f) 在 2004 年业务计划中有一些项目被提交给第四十四次会议，这些项目能使菲律宾

和泰国实现其 2005 年的减少目标。 

(g) 在可能需要增加淘汰量以实现甲基溴减少 20%目标的 11 个国家中，2 个国家未从

多边基金获得对甲基溴活动的支助或未在 2004 年业务计划中为它们规划活动：利

比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 

(h) 在未批准《哥本哈根修正案》但报告了数据的 5 个国家中，根据其最新报告的消

费量，4 个国家能够在 2005 年前实现其减少 20%的目标。不一定能实现其减少

20%目标而且将需要淘汰 0.07 ODP 吨以实现减少 20%的目标的惟一一个国家是

莱索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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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50. 对于 5 个国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科特迪瓦、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黎巴嫩），

博茨瓦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乌干达应该继续执行其已批准

的协议，达到核准的行动计划制定的目标。科特迪瓦有一项一次性项目，该项目应该能够

使其实现 2004 年冻结和 2005 年减少目标。黎巴嫩在寻求改变基准的同时继续执行其已批

准的甲基溴项目。一旦解决海枣问题的替代物证明可行，突尼斯将执行其项目。菲律宾将

执行已提交委员会审议的项目并解决基准可能改变的问题。 

51. 有 11 个未与执行委员会订立完全淘汰协议的国家需要采取追加行动才能实现 2005 年

前减少 20%的目标。但是，有 3 个国家有部分淘汰甲基溴的项目：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

和洪都拉斯。没有完全淘汰协议的国家中有 3 个国家（菲律宾和泰国）在提交给第四十四

次会议的 2004 年业务计划中列有项目。 

四氯化碳（CTC）（附件四） 

52. 介绍对遵守四氯化碳控制措施所作的分析。 

53. 应该指出，本分析中所报告和使用的所有数据仅限与控制使用相关的数据，即不包括

给料。报告的四氯化碳消费量未按溶剂和加工剂等用途进行区分。 

数据 

54. 在已批准《伦敦修正案》的 121 个第 5 条国家中，119 个国家报告了完整的基准数据。

在这 119 个国家中，有 61 个国家报告零基准和最新消费情况。其中，本分析中涉及的国家

只有 58 个。 

结论 

55. 为本分析之目的，将国家归为三类：已批准《伦敦修正案》并提供了基准和最新消费

数据的国家，已批准《伦敦修正案》但尚未提供充分数据进行分析的国家，和尚未批准《伦

敦修正案》的国家。 

到 2005 年前实现减少 85%四氯化碳的目标 

56. 鉴于批准了《伦敦修正案》的国家到 2005 年 1 月 1 日必须将其消费量减少 85%，分

析结果表明： 

(a) 对于已批准《伦敦修正案》的国家 

57. 在已批准《伦敦修正案》并提供了数据的 58 个国家中，根据其最新报告的消费数据，

有 27 个可以视为履约，假定这一消耗量不再增加。智利、古巴、牙买加、约旦、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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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泰国和土耳其获得了多边基金对四氯化碳淘汰活动的援助。 

58. 另外 31 个国家可能无法实现到 2005 年减少 85%的目标。要实现到 2005 年减少 85%
的目标，这些国家需要淘汰的消费总量达 23,161 ODP 吨。在这 31 个国家中，有 13 个国家

的消费量超过 10 ODP 吨，这些国家包括：中国（20,020 ODP 吨）、印度（10,461ODP 吨）、

伊朗（2,169 ODP 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585 ODP 吨）、巴基斯坦（589 ODP
吨）、巴西（274 ODP 吨）、罗马尼亚（200 ODP 吨）、阿根廷（59 ODP 吨）、斯里兰卡

（24 ODP 吨）、阿尔及利亚（19 ODP 吨）、印度尼西亚（17 ODP 吨）、埃及（13 ODP
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11 ODP 吨）。 

59. 在可能无法实现到 2005 年减少 85%的目标的 31 个国家中，有 19 个国家没有拟定活

动列入 2004 年业务计划：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哈马群岛、巴林、孟加拉、巴巴多斯、

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瓜多尔、加纳、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尼泊尔、阿曼、

巴拉圭、罗马尼亚、苏丹、突尼斯和乌干达。 

60. 多边基金为这 31 个国家中的 9 个国家的氟氯化碳项目和活动提供了资金，其中 8 个

国家获得四氯化碳淘汰核准项目（阿根廷、孟加拉国、中国、印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斯里兰卡）。 

61. 工发组织已向第四十四次会议提交一项在印度尼西亚溶剂行业最终淘汰消耗臭氧层

物质的项目和一项埃及溶剂行业的结束性总体项目。 

(b) 尚未批准《伦敦修正案》的国家 

62. 在尚未批准《伦敦修正案》的 12 个第 5 条国家中，有 9 个国家的消费量和基准均为

零，有 1 个国家尚未提供充足数据来支持对其履约状况的分析。阿尔巴尼亚是惟一一个已

经获得多边基金对四氯化碳活动援助的国家。 

意见 

63. 考虑到这 31 个国家中有 13 个国家的消费量在 10 ODP 吨以上，看来有必要立即采取

行动使 31 个国家实现到 2005 年将四氯化碳消费量减少 85%的履约目标。消费量最大的国

家是中国、印度、伊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不过这些国家已经获得多

边基金的援助。埃及和印度尼西亚的溶剂项目已提交给第四十四次会议。 

甲基氯仿（TCA）（附件五） 

64. 本节介绍对履行甲基氯仿控制措施所作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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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65. 在 121 个已批准《伦敦修正案》的第 5 条国家中，119 个国家报告了完整的基准数据。

在这 119 个国家中，有 65 个国家的基准和最新消费量报告为零。在本分析中所涉及的只有

54 个国家。 

结论 

66. 为本分析之目的，将国家归为三类：已批准《伦敦修正案》并提供了基准和最新消费

数据的国家，已批准《伦敦修正案》但尚未提供充足数据进行分析的国家，和尚未批准《伦

敦修正案》的国家。  

达到三氯乙酸冻结目标 

67. 在实现 2003 年冻结目标方面，分析结果表明： 

 (a) 已批准《伦敦修正案》的国家 

68. 在已批准《伦敦修正案》并提供数据的 54 个国家中，根据最新报告消费数据，有 47
个国家可以视为履约，假定这一消费水平不再增加。这 47 个国家中有 19 个国家已经得到

多边基金对三氯乙酸活动的援助。  

69. 另外 7 个国家可能无法实现 2003 年冻结目标。要实现 2003 年冻结目标，这些国家需

要淘汰的消费总量为 381 ODP 吨。孟加拉国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已经得到多边基金对

三氯乙酸淘汰项目的援助。这些国家（及其实现 2003 年冻结目标需要淘汰的数量）是：孟

加拉国（0.03 ODP 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45 ODP 吨），哥斯达黎加（0.042 ODP
吨），厄瓜多尔（1.49 ODP 吨），伊朗（378.13 ODP 吨），马绍尔群岛（0.002 ODP 吨）

和阿曼（0.003 ODP 吨）。 

70. 孟加拉国有一个溶剂行业核准项目应该使其能够履约。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已经得

到四氯化碳/三氯乙酸淘汰项目资金，项目第二期已提交第四十四次会议。哥斯达黎加和厄

瓜多尔与各机构正在核查所报告的三氯乙酸消费量的性质。伊朗在 2004 年业务计划中有一

个项目。马绍尔群岛和阿曼则表示，数据报告有误。 

(b) 尚未批准《伦敦修正案》的国家 

71. 在尚未批准《伦敦修正案》的 12 个第 5 条国家中，有 8 个国家的消费量和基准均为

零，有 1 个国家未提供充足数据对其履约状况进行分析。在有报告数据的 3 个国家中，根

据其最新报告消费数据，柬埔寨和埃塞俄比亚可视为履约，假定这一消费水平不再增加。

另外一个国家（阿尔巴尼亚）尽管有一个由工发组织执行的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计划，但

可能仍需要额外援助以实现履约目标。 

实现 2005 年减少 30%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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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假定最新报告消费量不上升并且所有批准项目在 2005 年前执行，分析表明了实现减

少 30%的目标的可能前景： 

(a) 在已提供数据并批准《伦敦修正案》的 54 个国家中，根据其提供的最新报告消费

量并视批准项目的执行情况，有 45 个国家能够履行到 2005 年减少 30%的目标。 

(b) 余下的 9 个国家在 2005 年前需要再淘汰 387 ODP 吨以实现减少 30%的目标。这

9 个国家中，有 3 个国家（孟加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印度尼西亚）

已经获得多边基金对三氯乙酸活动的支助。9 个国家中，有 2 个国家（印度尼西

亚和伊朗）有纳入 2004 年业务计划的项目。如果这些项目获得核准并及时执行，

伊朗就可以完成减少 30%的目标。只有 4 个国家，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厄

瓜多尔、印度尼西亚和伊朗需要淘汰 1 吨以上方能实现减少 30%的目标。这些国

家及其实现到 2005 年减少 30%的目标需要淘汰的数量为：阿尔及利亚（(0.94 ODP
吨)；孟加拉国（0.29 ODP 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92 ODP 吨）；哥斯

达黎加（0.047 ODP 吨）；厄瓜多尔（2.09 ODP 吨）；印度尼西亚（1.41 ODP 吨）；

伊朗（380.73 ODP 吨）；马绍尔群岛（0.002 ODP 吨）；以及阿曼（0.003 ODP
吨）。印度尼西亚的项目已提交第四十四次会议。 

(c) 在为实现甲基氯仿减少 30%的目标需要额外淘汰量的 9 个国家中，有 3 个国家没

有为其拟订的活动列入 2004 年业务计划：阿尔及利亚、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

而其他国家则有的得到供资，有的表示数据有误。 

(d) 在尚未批准《伦敦修正案》的 3 个国家中，根据其最新报告的消费量，有一个国

家能够实现到 2005 年减少 30%的目标。  

意见 

73. 考虑到有 2 个国家已经得到可以实现履约的援助（孟加拉国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2 个国家表示执行机构正在核实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的消费性质以及伊朗有一个

项目被纳入 2004 年业务计划但数据还在核实过程中，看来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使 5 个国家

（不包括数据报告有误的马绍尔群岛和阿曼）实现履行三氯乙酸的冻结义务。 

74. 除了有可能实现不了冻结目标的国家以外，阿尔及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也可能实现不了

到 2005 年减少 30%的目标。 

第二部分：其三氯乙酸消费量看似未履约或将来可能不履约的国家的执行状
况 

75. 执行机构为所有被缔约方会议在 2004 年 10 月 13 日至 14 日举行的一次协调会议上认

定为未履约的国家制定了 2003 年进度报告，秘书处和执行机构对报告中指出的执行中项目

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审查。讨论结果的草案分发到各机构作为补充资料，随后被纳入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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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第二部分对按国家进行的审查作出简要概括。 

76. 《附件六》有对每个被认定为其消费量控制措施未达到现行冻结水平的第 5 条国家的

讨论，《附件七》则提供了对可能不履行 2005 年三氯乙酸控制措施的第 5 条国家的讨论。

《附件七》以外的第二部分将提交给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供其审议。 

77. 第二部分还在国家审查中纳入第 5 条国家对第 43/3 号决定（c）段（一）项和第 43/4
号决定（d）段就可能出现不遵守情事国家列入 2004 年业务计划的剩余项目的提交和对实

现履约方面的制约的反应。 

78. 对履约状况的评估是在对受控物质以及对数据要求（基准年，基准，以及年度数据）

的履约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二部分根据对氟氯化碳、哈龙、甲基溴、甲基氯仿和附件 B-1
氟氯化碳类物质规定的冻结水平讨论这些物质的履约问题。同时认为四氯化碳最新消费量

超过规定确定基准是一个指标，这类国家可能无法实现 2005 年减少 85%的要求。 

79. 使用了截至 2004 年 10 月 19 日的第 7 条最新数据，并辅以至 2004 年 10 月 20 日收到

的国家方案执行数据。 

80. 对第三十二次会议认定为处于未履约状态的国家和已提交以下第 7 条数据或表明其可

能未履约的国家方案执行数据的国家进行了评论。 

氟氯化碳 

81. 以下国家的最新报告数据超过氟氯化碳基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几内亚比绍、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及也门。尼泊尔向履约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提交了一份行动计划，

使其可以使用终止的非法进口，但其报告的 2002 或 2003 年消费量为零。 

82. 危地马拉（第 XV/34 号决定）和利比亚（第 XV/36 号决定）2003 年消费量均低于各

自的基准，而且行动计划得到缔约方会议的批准。利比亚 2003 年消费量保持在与执行委员

会订立的协议所核准的限度之内。 

83.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003 年消费量超过基准，但在缔约方的行动计划和与执行委

员会订立的协议所批准的限度内。履约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建议通过行动计划，使圣文

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及尼泊尔恢复履行状态。据环境规划署说，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已

经与一名全职国家臭氧官员签约，确立了氟氯化碳进口配额，并已制定了培训课程。 

84. 几内亚比绍和也门根据第 31/48 号决定制定了制冷剂管理计划，应该能够遵守实施对

冻结 2005 和 2007 年受控物质的冻结目标。开发计划署指出，最近由环境规划署核准执行

的国家方案/制冷剂管理计划含有一项行动计划，计划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管制措施在

几内亚比绍逐步淘汰氟氯化碳。环境规划署指出，它正在援助几内亚比绍编制一个行动计

划，将提交履约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85. 尼泊尔履约的障碍在于如何处理极有可能超出《议定书》规定的尼泊尔现行和未来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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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限量。一份修改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向执行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提交了制冷剂管理

计划的增订申请。也门指出，其履约所受制约是报告的基准数据，它在努力改变这一基准。

玻利维亚未报告 2003 年氟氯化碳数据，无法确定其是否履行其由缔约方会议批准的《行动

计划》（第 XV/29 号决定）。 

86. 附件六按国别提供了玻利维亚、几内亚比绍、尼泊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和也门

实现氟氯化碳冻结目标方面的信息。 

哈龙 

87. 以下国家的最新报告数据超过了哈龙基准：莱索托、利比亚、巴基斯坦、索马里以及

也门。履约委员会在其注意到越南恢复履约状态的建议中指出，受对哈龙需求的影响，越

南有可能再度出现不遵守情事。 

88. 莱索托、巴基斯坦和也门的哈龙库项目已经核准。莱索托是由德国执行的非洲东部和

南部地区哈龙库的一部分。巴基斯坦有一个由工发组织执行的哈龙库项目。也门是由法国

和德国执行的西亚地区哈龙库的一部分。也门在申请改变哈龙基准以及改变氟氯化碳和甲

基溴的基准。没有提交索马里的哈龙项目。工发组织向第四十二次会议提交了利比亚的哈

龙库项目，但利比亚随后申请撤回该项目。 

89. 巴基斯坦实现履约的方式与执行最近批准的哈龙库项目和许可证制度相关。环境规划

署指出，巴基斯坦已经发出通告，对哈龙进口实行管制，履约协助方案小组一直在帮助国

家推动该进程。据环境规划署说，该国致函臭氧秘书处指出其行动计划，臭氧秘书处已要

求巴基斯坦给出今后几年哈龙消费量的限时基准。 

90. 基于 2003 年哈龙生产有 1,884.5 公吨哈龙 1211，其中 192 公吨（576 ODP 吨）和 26
公吨哈龙 1301（260 ODP 吨）在 2003 年由中国出口，要求哈龙库项目执行机构和双边机

构确定运往第 5 条国家的哈龙的来源。2003 年的其他哈龙纯品的供货来源是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或从荷兰和挪威出口。朝鲜共和国未报告其 2003 年生产量情况，但该国 2002
年的生产量是 2,187 ODP 吨。荷兰出口 2,815 ODP 吨，挪威出口 13 ODP 吨，在第 7 条数

据中记录为负消费。包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002 年生产量在内，生产量加上出口为

10,668 ODP 吨，而根据截至 2004 年 10 月 19 日的第 7 条数据，最新消费量，包括一些没

有 2003 年数据的 2002 年消费量，为 11,143 ODP 吨。 

91. 鉴于过去曾发生数起明显不遵守情事，各个机构还被要求确定报告的哈龙消费量中是

否有再循环哈龙。 

92. 附件一按国别提供了莱索托、利比亚、巴基斯坦、索马里和也门实现哈龙冻结目标方

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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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溴 

93. 以下国家报告的甲基溴最新数据超过了基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刚

果、科特迪瓦、危地马拉、洪都拉斯、黎巴嫩、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以及乌干达。 博
茨瓦纳 2002 年消费量超出其基准，但截至编写本报告以确定其是否执行第 XV/31 号决定

中的行动计划之时，尚未报告 2003 年数据。突尼斯的甲基溴消费量超过其基准，但和黎巴

嫩和菲律宾一样已提出改变基准的请求，供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审议。 

94. 所有甲基溴消费超过基准数量的第 5 条国家都与执行委员会签署了甲基溴协议。博茨

瓦纳（第 XV/31 号决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第 XV/30 号决定）、危地马拉（第

XV/34 号决定）、洪都拉斯（第 XV/35 号决定）以及乌干达（第 XV/43 号决定）均超过基

准，但尚在缔约方行动计划中核可的限额以内。 

95. 应该指出，虽然科特迪瓦 2003 年消费量超过其基准，但不能认为它在冻结甲基溴方

面没有履约，因为它对《哥本哈根修正案》的批准直到 2004 年才开始生效。  

96. 请执行机构核实那些超过基准的国家最新报告的消费量，以确保消费数据中没有包含

进行了检疫和装运前消毒处理的消费量。  

97. 附件一提供了下列国家实现甲基溴冻结目标方面的信息，其中包括博茨瓦纳、刚果、

科特迪瓦、黎巴嫩、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泰国和也门。   

甲基氯仿 （TCA） 

98. 下列国家报告的最新数据都比甲基氯仿的基准数高：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国、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伊朗、马绍尔群岛和阿曼。  

99. 在回复秘书处根据第 43/4 号决定(d)段发出的信函时，马绍尔群岛指出，根据第 7 条提

交的 2003 年数据有误，因为清洁溶剂中使用的并不是甲基氯仿。秘书处请环境规划署让马

绍尔群岛正式通知臭氧秘书处，并于 2004 年 10 月 28 日收到了这一通知的确认书。  

100.  收到根据第 43/4 号决定发出的信函的国家本身并没有识别出履约方面的制约。阿曼

表示它的消费量都是用于实验和分析用途的，而且人均值微不足道。厄瓜多尔表示，它的

许可证制度可以使其重新回到履约状态。阿尔巴尼亚（环境规划署/工发组织）、孟加拉国

（开发计划署）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工发组织）都有核准的淘汰计划，这些计划

将帮助它们重新回到履约状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国家淘汰计划第

二期即将提交第四十四次会议。工发组织正在为伊朗的四氯化碳/甲基氯仿淘汰项目编制项

目。  

101.  应指出，尽管阿尔巴尼亚 2003 年消费量超过了基准，但是并不能认为阿尔巴尼亚在

冻结甲基氯仿方面没有履约，因为直至本报告编写时，阿尔巴尼亚尚未批准《伦敦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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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一些低基准第 5 条国家用作实验和分析用途的甲基氯仿和四氯化碳消费量可能会较

低。例如，孟加拉国的消费量比它的甲基氯仿基准高出了 20 公斤。在没有非 ODS 替代品

的情况下，可能会认为该国处于不履约状态。但与此同时，有相似用途的非第 5 条国家会

申请豁免。可以回顾一点，在海枣水分含量高的情况下，缔约方决定，对没有非 ODS 替代

品的国家，不认定它们在消耗臭氧层物质消费方面处于不履约状态。   

103.  附件一提供了按以下国家列示的实现甲基氯仿冻结目标方面的信息，其中包括阿尔

巴尼亚、孟加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伊朗、马绍尔群岛

和阿曼。    

四氯化碳（CTC） 

104.  下列国家报告的最新数据都高于四氯化碳的基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

多斯、加纳、印度尼西亚、伊朗、马绍尔群岛、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巴拉圭。虽然没有

要求冻结四氯化碳，也没有要求各国将消费量降到基准以下的现有规定，但是 2005 年基准

削减 85%以后，消费量高于基准的第 5 条国家就很有可能被视为未履约。  

105.  环境规划署指出，巴哈马没有通知臭氧秘书处把 2003年四氯化碳数据改为 0 ODP吨，

但是它还指出，进口四氯化碳是用作实验用途的。截至 2004 年 10 月 19 日，巴哈马的四氯

化碳数据并没有改变，因为实验用途应该放在消费数据中报告。  

106.  伊朗 2003 年国家方案执行数据（2,169 ODP 吨）超过了它的基准（77 ODP 吨）。   

107.  巴林对执行委员会根据第 43/4 号决定要求的信息做出了回复。对巴林而言，履约方

面的制约就是数据可能是错误的。它 2003 年消费的全部四氯化碳都是被三个实验室用作分

析用途。  

108.  孟加拉国（开发计划署）、尼日利亚（工发组织）和巴基斯坦（工发组织）都从执

行委员会那里收到了核准的淘汰计划。正在向执行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提交加纳的一个

项目。巴基斯坦表示，将于 2004 年 11 月引入的许可证制度、一个海关培训项目和四氯化

碳项目将使它在 2005 年有能力履约。环境规划署指出，它的履约协助方案小组一直在帮助

这些国家解决许可证制度方面的问题。  

109.  马绍尔群岛表示，它报告的消费量有误，应该是 0 ODP 吨。  

110.  如上所述，那些四氯化碳基准较低且将其用于没有非 ODS 替代品的实验和分析用途

的国家可能会出现某种问题。  

111.  因为一些国家的最新消费量高于基准，所以 2005 年四氯化碳减少 85%以后，它们有

可能会处于不履约状态。附件二提供了按国家列示的这些国家的消费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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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112.  数据报告方面的履约包括提供 1986 年和 1989 年的基年数据、使能够为控制措施设

立基准的数据以及年度消费数据。  

基年 

113.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提供了年度消费数据和设立基准所需的数据，但是没有提供

所有物质的基年数据。环境规划署是体制建设项目的执行机构。工发组织正在执行国家消

耗臭氧层物质淘汰计划。  

基年、基准和年度消费数据 

114.  不丹、库克群岛和纽埃没有提供基年的数据、基准和年度消费数据。环境规划署是

这些国家体制建设项目的执行机构，不丹的申请仍悬而未决。不丹于 2004 年 10 月批准了

《议定书》。环境规划署向第四十四次会议提交了库克群岛的制冷剂管理计划。  

年度消费数据 

115.  下表列出了遗漏数据和负责体制建设的执行机构。 

国家 氟氯化碳 哈龙 甲基溴 甲基氯仿 四氯化碳 附件 C INS 机构 
格林纳达 1999 1999     环境规划署 
密克罗尼西亚 2001、2002 

和 2003 年 
2001、 
2002 和 
2003 年 

   2002 和

2003 年 
环境规划署 

116.  虽然截至 2004 年 10 月 19 日的第 7 条数据中并没有印度尼西亚附件 C 一类物质的消

费量，但是开发计划署提供了一封来自该国政府的送文，送文列出了 1999 年和 2000 年的

氟氯烃数据。 

117.  格林纳达的制冷剂管理计划的增订编制和体制建设项目并没有按计划由环境规划署

提交给第四十四次会议。环境规划署表示，它已经向格林纳达提供了关于数据报告的指导

原则，但是由于 2004 年 9 月飓风“伊万”对国家臭氧机构造成的损害，直至本报告编写之

时，国家臭氧机构仍未开始运作。作为履约协助方案特别援助的一部分，环境规划署将帮

助完成数据报告，但格林纳达还没有提供缺少的 1999 年氟氯化碳数据。   

118.  密克罗尼西亚是环境规划署太平洋岛屿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这些项目应该促进数据

的提交。  

2003 年数据 

119.  截至 2004 年 10 月 19 日，下列国家仍没有提交 2003 年第 7 条数据：玻利维亚、博

茨瓦纳、文莱达鲁萨兰国、智利、斐济、冈比亚、印度、伊朗、基里巴斯、莱索托、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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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亚、缅甸、瑙鲁、尼加拉瓜、秘鲁、所罗门群岛和图瓦卢。   

120.  文莱达鲁萨兰国、伊朗和尼加拉瓜提交的 2003 年国家方案执行情况数据显示，文莱

达鲁萨兰国和尼加拉瓜 2003 年消费量低于基准。但伊朗国家方案执行情况数据显示，伊朗

2003 年甲基氯仿和四氯化碳消费量高于基准。开发计划署指出，指导委员会已经审查并核

可了印度报告的第 7 条数据，这些数据将在 2004 年 10 月底之前提交给臭氧秘书处。  

多边基金对可能会处于不履约状态的国家支助情况摘要 

121.  下表列出了本文件附件六中包含的一些第 5 条国家的数据。表中包含了执行委员会

按物质划分的为所有物质核定和支付的资金。它还显示了按物质划分的核准淘汰的消耗臭

氧层物质数量和实际淘汰的数量。 

国家 
  

核定资金 
净额* 

支付资金 
净额* 

核定淘汰量 淘汰的 ODP 数 核准项目数 

阿尔巴尼亚 543,189 86,295 23.30 0.00 10 
安哥拉 1,095,829 177,147 103.00  3 
巴哈马 701,820 338,342 30.60 31.00 10 
孟加拉国 1,712,802 1,068,690 172.20 124.00 20 
玻利维亚 1,846,302 809,912 40.00 14.00 24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596,233 757,977 125.90 0 18 
博茨瓦纳 516,513 383,960 1.50 0.00 8 
刚果 689,013 501,974 22.10 19.00 11 
哥斯达黎加 7,333,578 3,012,321 385.10 58.00 33 
科特迪瓦 2,392,153 730,377 191.20 139.90 19 
厄瓜多尔 4,972,992 3,087,700 480.30 284.51 30 
几内亚比绍 669,593 31,075 0.00 0.00 8 
伊朗 56,525,730 41,646,819 5,529.30 4,016.39 164 
黎巴嫩 10,553,380 7,587,437 1,120.10 613.36 53 
莱索托 311,332 216,832 4.20 4.00 8 
利比亚 4,382,737 1,502,809 367.40 0.00 21 
马绍尔群岛 117,620 56,428 0.00 0.00 4 
尼泊尔 453,636 321,195 6.00 6.00 12 
阿曼 808,610 302,445 13.00 0.00 9 
巴基斯坦 18,492,150 10,100,609 1,722.70 813.82 55 
巴布亚新几内亚 749,307 231,489 30.80 0.00 5 
菲律宾 25,484,549 19,966,592 1,834.60 1,638.06 65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66,019 92,424 0.00 0.00 5 
索马里 110,750 37,432 0.00 0.00 3 
泰国 52,285,242 35,995,227 5,535.70 3,833.68 135 
越南 4,454,443 3,898,682 336.20 266.00 40 
也门 3,731,027 2,384,161 421.80 13.40 20 

* 包括机构费用 
** 不包括区域项目的供资额。 

第三部分：国家方案执行情况方面的消耗臭氧层物质行业消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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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依照执行委员会第十一、十三、二十二、二十八、二十九和三十次会议的决定，第 5
条国家每年都要向执行委员会提交按行业划分的消耗臭氧层物质消费数据。  

123.  截至 2004 年 10 月 26 日，秘书处收到了来自 97 个国家的 2003 年国家方案执行情况

报告。秘书处按规定格式编辑了这些数据，对那些未报告 2003 年数据的国家，秘书处采用

了先前其报告中的数据。因此，115 个第 5 条国家的数据中包含了 14 份 2002 年的报告、3
份 2001 年的报告和 1 份 1999 年的报告。  

124.  可使用 Excel XP 通过基金秘书处网站www.unmfs.org查阅这些数据。  

125.  尽管每年的消费量都有所不同，而且它不一定与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7 条报

告的数据一致，但是这些数据还是提供了国家或全球领域进行的最新行业评估。这些数据

会帮助有关第 5 条国家和执行委员会评估行业中还应该淘汰什么。  

126.  表 2 列出了考虑到核定但未执行的项目以后，各行业应该淘汰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剩

余消费量总额。它还包括了核准但未执行的项目淘汰的消费量总数和各行业将淘汰的剩余

消费量所占百分比。  

 表 2 

各行业消耗臭氧层物质剩余消费量总数 

行业 总消费量 总消费量 

所占百分比 

核准但未执行的
总数 

余量 余量在总量中所
占的百分比 

气雾剂 3,138.93 2.7% 1,508.20 1,630.73 52.0%
泡沫塑料 21,080.40 18.0% 11,993.51 9,086.89 43.1%
溶剂 14,812.87 12.7% 3,004.10 11,808.77 79.7%
制冷 40,643.09 34.7% 8,808.90 31,834.19 78.3%
哈龙 7,035.18 6.0% 4,855.40 2,179.78 31.0%
熏蒸剂 6,495.73 5.5% 2,662.27 3,833.46 59.0%
加工剂 23,263.75 19.9% 662.60 22,601.15 97.2%
烟草 620.00 0.5% 200.00 420.00 67.7%
杀灭剂 0.00 0.0% 34.30 -34.30 不适用

共计 117,089.95 100.0% 33,729.28 83,360.67 71.2%

127.  表 2 中所列核准但未执行的淘汰总量并不包括多年期协定原则上核定的淘汰量以及

预期执行制冷剂管理计划和哈龙库会产生的淘汰量。除了已核准的淘汰量，执行委员会还

原则上核准了在实现计划减少目标的基础上启动其年度部分的行业和国家淘汰项目。未来

年度部分的淘汰工作将涉及表 2 所示剩余消费量的很大一部分。此外，低消费量国家的制

冷剂管理计划在这些国家基准消费量中所占比例几乎达 15%，但是核准但未执行的项目中

的数据并不包括所有这些吨数。表 2 中核准但未执行的淘汰量并不包括那些已经接受哈龙

库项目的国家的一些哈龙消费量。因此，表 3 按物质列出了考虑到多年期协定、低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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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制冷剂管理计划和哈龙库后仍未解决的剩余消费量。 

表 3 

考虑到原则上为低消费量国家的制冷剂管理计划和哈龙库核定的数额， 

以国家方案数据为基础、按物质分列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剩余消费量总数 

（ODP 吨） 

化学品  共计
氟氯化碳 14,246.3
四氯化碳 2,686.3
哈龙 580.4
甲基溴 5,114.5
甲基氯仿 428.0
总计 23,055.6

128.  应指出的是，第四十三次会议上的评估表明，考虑到核准但未执行的项目，依据最

新国家方案数据，还有 18,2195 ODP 吨有待解决。  

129.  中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巴基斯坦和埃及额外的 2,500 吨说明了氟氯化碳消费量增加

的原因。2002 年到 2003 年的数据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消费量增加的情况。这次出现增长

的原因是减少的消费总量低于 2002 年被归为“核准但未执行的项目”完成以后的减少量。

就中国而言，虽然消费量减少了大约 8,000 吨，但是“核准但未执行的项目”却减少了大

约 10,000 吨，因此尽管消费量确实是减少了，但看起来还是出现了增长。这意味着完成项

目的淘汰工作减少的国家消费量并不相等。巴基斯坦和埃及就是这种情况。刚果民主共和

国的问题是，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一个总的淘汰计划，而且上次会议记录数字为 0 吨而

不是 293 吨的这一假定是错误的。 

130.  哈龙消费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利比亚的哈龙消费量增加了 496.56 吨，即从 2002 年的

36.18 ODP 吨增加到了 2003 年的 532.74 ODP 吨。 

131.  甲基溴消费量的增加是因为重复计算了某些国家的剩余量，这些国家指那些同意将

基准减少 20%以完成 2005 年控制量的国家。重复计算的数量比第四十三次会议的估计高

出了 1,528 ODP 吨。这是假定剩余消费量等于基准 80%的结果。这考虑到了把这些国家的

消费量增加到 80%的可能性。  

132.  四氯化碳和甲基氯仿消费量的增加主要是伊朗消费量的增加造成的。伊朗四氯化碳

的消费量从 2002 年的 44 ODP 吨增加到了 2003 年的 2,169 ODP 吨。 伊朗甲基氯仿消费量

增加了 380.8 ODP 吨，即从 2002 年的 6 ODP 吨增加到了 2003 年的 386.8 ODP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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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1.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44/6 号文件所载关于第 5 条国家在执行《蒙特利尔议定

书》初期和中期控制措施方面的现状/前景的报告。 

2. 请双边机构和执行机构适当时把下列国家符合条件的消费量淘汰活动列入其

2005-2007 年业务计划： 

(a) 氟氯化碳：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制冷剂管理计划的增订） 

(b) 哈龙：利比亚和索马里（如果条件有助于可持续经营的话） 

(c) 甲基溴：巴布亚新几内亚 

(d) 甲基氯仿：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 

(e) 四氯化碳：巴林、巴巴多斯、加纳、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巴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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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Number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untry     Year  Source  CFC 
baseline 
(1995-
1997)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
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50% 
CFC 

reduct-
ion   

 Balance 
from 

approve
d 

projects  

Addition-
al phase-

out 
needed to 

meet 
50% 
CFC 

reduction 

 RMP 
approv

-ed  

RMP 
for 

LVCs 
to meet 

85% 
CFC 

Reduc-
tion 

       (2) - (1)   (3)-(4)   (1)*.50   (2)-(4) (9)-(8)   
                 

Countries that appear to be in compliance 
Albania EUR LVC 2003 A7 40.75 34.98 0.00 21.00 100% by 2004 0.00  20.38 13.98 -6.40 No Yes* 
Algeria AFR Non-

LVC 
2003 A7 2,119.53 1,761.80 0.00 566.80 100% by 2005 0.00 222.10 1,059.77 1,195.00 135.23 Yes No 

Angola AFR LVC 2003 A7 114.82 104.20 0.00 103.00 100% by 2008 0.00  57.41 1.20 -56.21 Yes Yes 
Antigua and 
Barbuda 

LAC LVC 2003 A7 10.70 1.49 0.00 0.00 N/A 0.00 9.00 5.35 1.49 -3.86 Yes No 

Argentina LAC Non-
LVC 

2003 A7 4,697.25 2,255.20 0.00 418.80 100% by 2009 0.00 878.40 2,348.62 1,836.40 -512.22 No Yes* 

Bahamas LAC LVC 2003 A7 64.87 24.65 0.00 0.00 N/A 0.00 23.60 32.44 24.65 -7.79 Yes Yes* 
Bahrain ASP LVC 2003 A7 135.44 85.80 0.00 17.00 100% by 2004 0.00 42.50 67.72 68.80 1.08 Yes No 
Bangladesh ASP Non-

LVC 
2003 A7 581.59 333.00 0.00 48.60 100% by 2005 0.00 46.70 290.80 284.40 -6.40 Yes Yes* 

Barbados LAC LVC 2003 A7 21.53 8.56 0.00 3.20 100% by 2006 0.00 7.30 10.76 5.36 -5.40 Yes Yes 
Belize LAC LVC 2003 A7 24.38 15.05 0.00 0.00 N/A 0.00 6.70 12.19 15.05 2.86 Yes No 
Benin AFR LVC 2003 A7 59.94 17.32 0.00 0.00 N/A 0.00  29.97 17.32 -12.65 Yes Yes 
Bolivia LAC LVC 2002 A7 75.67 65.48 0.00 24.70 100% by 2007 0.00 5.80 37.83 40.78 2.94 Yes Yes 
Botswana AFR LVC 2002 A7 6.85 3.55 0.00 1.50 100% by 2004 0.00 1.10 3.42 2.05 -1.37 Yes No 
Brazil LAC Non-

LVC 
2003 A7 10,525.78 3,224.28 0.00 1,253.70 100% by 2006 0.00 1,009.40 5,262.89 1,970.58 -3,292.32 No Yes* 

Brunei 
Darussalem 

ASP LVC 2003 CP 78.24 66.87 0.00 0.00 N/A 0.00 10.00 39.12 66.87 27.75 No No 

Burkina Faso AFR LVC 2003 A7 36.27 13.20 0.00 3.00 100% by 2006 0.00  18.13 10.20 -7.93 Yes Yes 
Burundi AFR LVC 2003 A7 58.96 9.16 0.00 0.00 N/A 0.00  29.48 9.16 -20.32 Yes Yes 
Cambodia ASP LVC 2003 A7 94.23 86.68 0.00 20.00 100% by 2007 0.00  47.11 66.68 19.56 Yes Yes 
Cameroon AFR LVC 2003 A7 256.89 220.50 0.00 112.60 100% by 2007 0.00 80.00 128.45 107.90 -20.55 Yes Yes 
Cape Verde AFR LVC 2003 A7 2.26 1.76 0.00 0.00 N/A 0.00 5.30 1.13 1.76 0.63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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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Number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untry     Year  Source  CFC 
baseline 
(1995-
1997)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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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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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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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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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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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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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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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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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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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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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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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eet 

85% 
CFC 

Reduc-
tion 

       (2) - (1)   (3)-(4)   (1)*.50   (2)-(4) (9)-(8)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AFR LVC 2003 A7 11.25 4.10 0.00 0.00 N/A 0.00  5.63 4.10 -1.52 Yes Yes 

Chad AFR LVC 2003 A7 34.56 22.78 0.00 6.00 100% by 2006 0.00  17.28 16.78 -0.50 Yes Yes 
Chile LAC Non-

LVC 
2002 A7 828.73 370.19 0.00 487.50 100% by 2005 0.00 31.00 414.36 -117.31 -531.67 Yes No 

China ASP Non-
LVC 

2003 A7 57,818.73 22,808.85 0.00 10,163.50 100% by 2007 0.00 2,947.80 28,909.3
7 

12,645.3
5 

-
16,264.02 

No No 

Colombia LAC Non-
LVC 

2003 A7 2,208.19 1,058.11 0.00 411.40 100% by 2005 0.00 22.80 1,104.10 646.71 -457.38 No Yes* 

Comoros AFR LVC 2003 A7 2.50 1.15 0.00 0.00 N/A 0.00  1.25 1.15 -0.10 Yes Yes 
Congo AFR LVC 2003 A7 11.85 7.05 0.00 2.90 100% by 2006 0.00  5.93 4.15 -1.78 Yes Yes 
Congo, DR AFR Non-

LVC 
2003 A7 665.65 566.94 0.00 273.10 100% by 2006 0.00 7.80 332.83 293.84 -38.99 Yes No 

Costa Rica LAC LVC 2003 A7 250.18 142.50 0.00 82.50 100% by 2006 0.00  125.09 60.00 -65.09 Yes Yes 
Cote D’Ivoire AFR LVC 2003 A7 294.19 93.40 0.00 42.80 100% by 2006 0.00 30.00 147.10 50.60 -96.50 Yes Yes 
Croatia EUR LVC 2003 A7 219.32 88.70 0.00 50.00 100% by 2004 0.00 16.50 109.66 38.70 -70.96 Yes Yes* 
Cuba LAC Non-

LVC 
2003 A7 625.13 481.04 0.00 143.60 100% by 2006 0.00 107.00 312.57 337.44 24.87 Yes Yes* 

Djibouti AFR LVC 2003 A7 21.02 12.12 0.00 5.70 100% by 2004 0.00  10.51 6.42 -4.09 Yes Yes 
Dominica LAC LVC 2003 A7 1.48 1.44 0.00 0.00 N/A 0.00  0.74 1.44 0.70 Yes No 
Dominican 
Republic 

LAC Non-
LVC 

2003 A7 539.84 266.49 0.00 17.90 100% by 2005 0.00 280.00 269.92 248.59 -21.33 Yes No 

Ecuador LAC LVC 2003 A7 301.42 256.26 0.00 11.00 100% by 2004 0.00  150.71 245.26 94.55 No Yes* 
Egypt AFR Non-

LVC 
2003 A7 1,668.00 1,102.24 0.00 118.90 100% by 2005 0.00 109.30 834.00 983.34 149.34 Yes No 

El Salvador LAC LVC 2003 A7 306.56 97.48 0.00 56.50 100% by 2008 0.00 33.90 153.28 40.98 -112.30 Yes Yes 
Ethiopia AFR LVC 2003 A7 33.84 28.00 0.00 0.00 N/A 0.00 23.30 16.92 28.00 11.08 Yes No 
Fiji ASP LVC 2002 A7 33.40 0.00 0.00 5.20 100% by 2003 0.00 7.00 16.70 -5.20 -21.90 Yes No 
Gabon AFR LVC 2003 A7 10.27 5.00 0.00 2.20 100% by 2006 0.00  5.14 2.80 -2.34 Yes Yes 
Gambia AFR LVC 2002 A7 23.78 4.66 0.00 0.00 N/A 0.00  11.89 4.66 -7.23 Yes Yes 
Georgia EUR LVC 2003 A7 22.48 12.60 0.00 0.50 100% by 2005 0.00  11.24 12.10 0.86 Yes Yes 
Ghana AFR LVC 2003 A7 35.81 31.98 0.00 3.00 100% by 2006 0.00  17.91 28.98 11.08 Yes Yes 
Grenada LAC LVC 2003 A7 5.97 2.09 0.00 0.00 N/A 0.00  2.99 2.09 -0.89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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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Number  

Region Status La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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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untry     Year  Source  CFC 
bas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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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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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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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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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1)   (3)-(4)   (1)*.50   (2)-(4) (9)-(8)   
                 

Guatemala LAC LVC 2003 A7 224.65 147.07 0.00 0.00 N/A 0.00  112.32 147.07 34.75 Yes Yes 
Guinea AFR LVC 2003 A7 42.41 25.91 0.00 0.00 N/A 0.00  21.21 25.91 4.71 Yes No 
Guyana LAC LVC 2003 A7 53.22 10.44 0.00 0.00 N/A 0.00  26.61 10.44 -16.16 Yes Yes 
Haiti LAC LVC 2003 A7 168.95 115.91 0.00 14.00 100% by 2006 0.00  84.48 101.91 17.44 Yes Yes 
Honduras LAC LVC 2003 A7 331.64 219.09 0.00 0.00 N/A 0.00 35.80 165.82 219.09 53.27 Yes No 
India ASP Non-

LVC 
2002 A7 6,681.05 3,917.73 0.00 2,355.60 100% by 2005 0.00 433.40 3,340.52 1,562.13 -1,778.39 No Yes* 

Indonesia ASP Non-
LVC 

2003 A7 8,332.67 4,829.33 0.00 2,990.50 100% by 2005 0.00 858.90 4,166.33 1,838.83 -2,327.50 No No 

Iran ASP Non-
LVC 

2003 CP 4,571.67 4,088.80 0.00 1,479.20 100% by 2005 0.00 565.70 2,285.83 2,609.60 323.77 No Yes* 

Jamaica LAC LVC 2003 A7 93.23 16.20 0.00 59.50 100% by 2006 0.00  46.61 -43.30 -89.91 Yes Yes* 
Jordan ASP Non-

LVC 
2003 A7 673.27 74.40 0.00 311.80 100% by 2009 0.00  336.63 -237.40 -574.03 Yes Yes* 

Kenya AFR LVC 2003 A7 239.46 168.59 0.00 8.50 100% by 2004 0.00 104.00 119.73 160.09 40.36 Yes No 
Kiribati ASP LVC 2002 A7 0.70 0.00 0.00 0.00 N/A 0.00  0.35 0.00 -0.35 Yes Yes* 
Korea DPR ASP Non-

LVC 
2003 A7 441.67 265.40 0.00 66.20 100% by 2005 0.00 56.00 220.83 199.20 -21.63 Yes No 

Kuwait ASP Non-
LVC 

2003 A7 480.42 247.40 0.00 64.00 100% by 2005 0.00  240.21 183.40 -56.81 Yes Yes 

Kyrgyzstan ASP LVC 2003 A7 72.85 33.00 0.00 2.50 100% by 2007 0.00  36.42 30.50 -5.92 Yes Yes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ASP LVC 2003 A7 43.25 35.27 0.00 16.30 100% by 2004 0.00 16.00 21.63 18.97 -2.66 Yes Yes 

Lebanon ASP Non-
LVC 

2003 A7 725.51 480.15 0.00 251.80 100% by 2004 0.00 118.80 362.75 228.35 -134.40 No No 

Lesotho AFR LVC 2002 A7 5.13 1.60 0.00 0.60 100% by 2004 0.00 0.70 2.57 1.00 -1.57 Yes Yes* 
Liberia AFR LVC 2002 A7 56.09 32.84 0.00 31.60 100% by 2006 0.00  28.04 1.24 -26.80 Yes Yes 
Libya AFR Non-

LVC 
2003 A7 716.71 704.05 0.00 367.40 100% by 2005 0.00  358.36 336.65 -21.71 No Yes* 

Macedonia EUR Non-
LVC 

2003 A7 519.70 49.34 0.00 25.00 100% by 2004 0.00  259.85 24.34 -235.51 Yes No 

Madagascar AFR LVC 2003 A7 47.89 7.16 0.00 12.00 100% by 2004 0.00  23.94 -4.84 -28.78 Yes No 
Malawi AFR LVC 2003 A7 57.67 18.71 0.00 33.00 100% by 2004 0.00 7.60 28.83 -14.29 -43.12 Yes Yes 



UNEP/OzL.Pro/ExCom/44/6 
Annex I 
 

4 

Column 
Number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untry     Year  Source  CFC 
baseline 
(1995-
1997)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
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50% 
CFC 

reduct-
ion   

 Balance 
from 

approve
d 

projects  

Addition-
al phase-

out 
needed to 

meet 
50% 
CFC 

reduction 

 RMP 
approv

-ed  

RMP 
for 

LVCs 
to meet 

85% 
CFC 

Reduc-
tion 

       (2) - (1)   (3)-(4)   (1)*.50   (2)-(4) (9)-(8)   
                 

Malaysia ASP Non-
LVC 

2003 A7 3,271.06 1,174.40 0.00 340.10 100% by 2004 0.00 303.20 1,635.53 834.30 -801.23 No Yes* 

Maldives ASP LVC 2003 A7 4.57 0.00 0.00 3.50 100% by 2005 0.00  2.28 -3.50 -5.78 Yes Yes 
Mali AFR LVC 2003 A7 108.07 26.00 0.00 0.00 N/A 0.00  54.04 26.00 -28.04 Yes Yes 
Marshall Islands ASP LVC 2003 A7 1.16 0.17 0.00 0.00 N/A 0.00  0.58 0.17 -0.41 Yes Yes* 
Mauritania AFR LVC 2003 A7 15.69 14.32 0.00 5.20 100% by 2006 0.00  7.84 9.12 1.28 Yes Yes 
Mauritius AFR LVC 2003 A7 29.10 4.02 0.00 10.00 100% by 2004 0.00 1.20 14.55 -5.98 -20.53 Yes Yes* 
Mexico LAC Non-

LVC 
2003 A7 4,624.88 1,983.15 0.00 374.20 100% by 2006 0.00 945.00 2,312.44 1,608.95 -703.49 No Yes* 

Micronesia ASP LVC 2000 A7 1.22 1.04 0.00 0.00 N/A 0.00  0.61 1.04 0.43 Yes Yes* 
Moldova EUR LVC 2003 A7 73.31 18.90 0.00 0.00 N/A 0.00 14.10 36.66 18.90 -17.76 Yes No 
Mongolia ASP LVC 2003 A7 10.62 5.74 0.00 5.60 100% by 2005 0.00  5.31 0.14 -5.17 Yes Yes 
Morocco AFR Non-

LVC 
2003 A7 802.27 474.84 0.00 138.20 100% by 2006 0.00 73.60 401.13 336.64 -64.49 No Yes* 

Mozambique AFR LVC 2003 A7 18.22 1.70 0.00 0.00 N/A 0.00 10.20 9.11 1.70 -7.41 Yes No 
Myanmar ASP LVC 2002 A7 54.28 43.52 0.00 0.00 N/A 0.00 16.30 27.14 43.52 16.38 No No 
Namibia AFR LVC 2003 A7 21.85 17.20 0.00 10.50 100% by 2005 0.00  10.93 6.70 -4.23 Yes Yes* 
Nepal ASP LVC 2003 A7 27.00 0.00 0.00 0.00 N/A 0.00 7.30 13.50 0.00 -13.50 Yes No 
Nicaragua LAC LVC 2003 CP 82.81 29.85 0.00 12.80 100% by 2004 0.00 24.00 41.40 17.05 -24.35 Yes No 
Niger AFR LVC 2003 A7 32.02 24.54 0.00 0.00 N/A 0.00  16.01 24.54 8.53 Yes Yes 
Nigeria AFR Non-

LVC 
2003 A7 3,649.95 2,662.40 0.00 1,079.60 100% by 2005 0.00 407.00 1,824.98 1,582.80 -242.18 No Yes* 

Oman ASP LVC 2003 A7 248.44 134.49 0.00 13.00 100% by 2005 0.00  124.22 121.49 -2.73 Yes Yes 
Pakistan ASP Non-

LVC 
2003 A7 1,679.43 1,124.00 0.00 705.31 100% by 2007 0.00 445.80 839.72 418.69 -421.03 Yes No 

Palau ASP LVC 2003 A7 1.62 0.97 0.00 0.00 N/A 0.00  0.81 0.97 0.16 Yes Yes* 
Panama LAC Non-

LVC 
2003 A7 384.16 168.46 0.00 12.40 100% by 2004 0.00 95.60 192.08 156.06 -36.02 Yes No 

Papua New 
Guinea 

ASP LVC 2003 A7 36.26 22.66 0.00 30.80 100% by 2005 0.00  18.13 -8.14 -26.27 No Yes* 

Paraguay LAC LVC 2003 A7 210.56 91.80 0.00 9.10 100% by 2005 0.00  105.28 82.70 -22.58 Yes Yes 
Peru LAC LVC 2002 A7 289.53 196.53 0.00 33.80 100% by 2005 0.00 23.60 144.76 162.73 17.96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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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Number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untry     Year  Source  CFC 
baseline 
(1995-
1997)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
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50% 
CFC 

reduct-
ion   

 Balance 
from 

approve
d 

projects  

Addition-
al phase-

out 
needed to 

meet 
50% 
CFC 

reduction 

 RMP 
approv

-ed  

RMP 
for 

LVCs 
to meet 

85% 
CFC 

Reduc-
tion 

       (2) - (1)   (3)-(4)   (1)*.50   (2)-(4) (9)-(8)   
                 

Philippines ASP Non-
LVC 

2003 A7 3,055.85 1,422.39 0.00 172.50 100% by 2005 0.00 384.80 1,527.93 1,249.89 -278.04 No Yes* 

Qatar ASP LVC 2003 A7 101.43 95.10 0.00 13.00 100% by 2005 0.00  50.71 82.10 31.39 Yes Yes 
Romania EUR Non-

LVC 
2003 A7 675.76 362.07 0.00 0.00 N/A 0.00 75.00 337.88 362.07 24.19 Yes No 

Rwanda AFR LVC 2003 A7 30.36 30.10 0.00 3.30 100% by 2006 0.00  15.18 26.80 11.62 Yes Yes 
Saint Kitts and 
Nevis 

LAC LVC 2003 A7 3.69 2.78 0.00 2.00 100% by 2004 0.00  1.85 0.78 -1.07 Yes No 

Saint Lucia LAC LVC 2003 A7 8.29 2.52 0.00 0.00 N/A 0.00  4.15 2.52 -1.63 Yes Yes 
Samoa ASP LVC 2003 A7 4.46 0.00 0.00 0.00 N/A 0.00  2.23 0.00 -2.23 Yes Yes 
Sao Tome and 
Principe 

AFR LVC 2003 A7 4.71 4.56 0.00 0.00 N/A 0.00 18.20 2.36 4.56 2.20 No No 

Senegal AFR LVC 2003 A7 155.83 51.00 0.00 0.00 N/A 0.00  77.92 51.00 -26.92 Yes Yes 
Serbia and 
Montenegro 

EUR Non-
LVC 

2003 A7 849.21 412.04 0.00 219.20 100% by 2005 0.00 68.30 424.61 192.84 -231.77 No Yes* 

Seychelles AFR LVC 2003 A7 2.85 0.57 0.00 0.00 N/A 0.00  1.42 0.57 -0.85 Yes Yes 
Sierra Leone AFR LVC 2003 A7 78.55 66.32 0.00 13.90 100% by 2008 0.00  39.28 52.42 13.15 Yes Yes 
Solomon Islands ASP LVC 2002 A7 2.04 0.48 0.00 0.00 N/A 0.00  1.02 0.48 -0.55 Yes Yes* 
Somalia AFR LVC 2003 A7 241.37 108.22 0.00 0.00 N/A 0.00 25.10 120.68 108.22 -12.46 No No 
Sri Lanka ASP Non-

LVC 
2003 A7 445.61 179.87 0.00 27.20 100% by 2006 0.00 75.00 222.80 152.67 -70.13 Yes Yes* 

Sudan AFR Non-
LVC 

2003 A7 456.83 216.00 0.00 62.10 100% by 2006 0.00 106.10 228.42 153.90 -74.52 Yes No 

Suriname LAC LVC 2003 A7 41.31 12.30 0.00 0.00 N/A 0.00 14.50 20.66 12.30 -8.36 Yes Yes 
Swaziland AFR LVC 2003 A7 24.59 1.90 0.00 0.00 N/A 0.00  12.29 1.90 -10.39 Yes Yes 
Syria ASP Non-

LVC 
2003 A7 2,224.65 1,124.58 0.00 614.30 100% by 2006 0.00  1,112.32 510.28 -602.04 Yes No 

Tanzania AFR LVC 2003 A7 253.86 148.20 0.00 11.70 100% by 2005 0.00 80.50 126.93 136.50 9.57 Yes No 
Thailand ASP Non-

LVC 
2003 A7 6,082.07 1,857.01 0.00 1,077.30 100% by 2005 0.00 277.50 3,041.03 779.71 -2,261.32 No Yes* 

Togo AFR LVC 2003 A7 39.77 33.70 0.00 13.30 100% by 2006 0.00  19.88 20.40 0.52 Yes Yes 
Tonga ASP LVC 2003 A7 1.32 0.32 0.00 0.00 N/A 0.00  0.66 0.32 -0.34 Yes Yes* 
Trinidad and 
Tobago 

LAC LVC 2003 A7 120.01 62.52 0.00 60.90 100% by 2006 0.00  60.01 1.62 -58.39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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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Number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untry     Year  Source  CFC 
baseline 
(1995-
1997)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
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50% 
CFC 

reduct-
ion   

 Balance 
from 

approve
d 

projects  

Addition-
al phase-

out 
needed to 

meet 
50% 
CFC 

reduction 

 RMP 
approv

-ed  

RMP 
for 

LVCs 
to meet 

85% 
CFC 

Reduc-
tion 

       (2) - (1)   (3)-(4)   (1)*.50   (2)-(4) (9)-(8)   
                 

Tunisia AFR Non-
LVC 

2003 A7 870.07 362.50 0.00 295.40 100% by 2005 0.00 12.00 435.03 67.10 -367.93 No No 

Turkey EUR Non-
LVC 

2003 A7 3,805.73 438.93 0.00 313.00 100% by 2004 0.00 102.90 1,902.87 125.93 -1,776.94 No Yes* 

Tuvalu ASP LVC 2002 A7 0.33 0.00 0.00 0.00 N/A 0.00  0.16 0.00 -0.16 Yes Yes* 
Uganda  AFR LVC 2003 A7 12.84 4.05 0.00 0.00 N/A 0.00 10.90 6.42 4.05 -2.37 Yes No 
Uruguay LAC LVC 2003 A7 199.06 111.38 0.00 16.00 100% by 2007 0.00 10.00 99.53 95.38 -4.15 Yes Yes 
Vanuatu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Yes* 
Venezuela LAC Non-

LVC 
2003 A7 3,322.42 1,313.49 0.00 235.00 100% by 2006 0.00 584.30 1,661.21 1,078.49 -582.72 No Yes* 

Vietnam ASP Non-
LVC 

2003 A7 500.00 243.72 0.00 66.60 100% by 2005 0.00 37.00 250.00 177.12 -72.88 Yes Yes 

Zambia AFR LVC 2003 A7 27.36 10.40 0.00 0.00 N/A 0.00 5.10 13.68 10.40 -3.28 Yes Yes 
Zimbabwe AFR Non-

LVC 
2003 A7 451.37 117.47 0.00 12.20 100% by 2006 0.00 33.20 225.69 105.27 -120.41 Yes No 

                 
Countries that may need additional actions to achieve compliance 
Bosnia and 
Herzegovina 

EUR LVC 2003 A7 24.17 230.00 205.83 112.60 100% by 2005 93.23 42.10 12.08 117.40 105.32 No Yes* 

Guinea Bissau AFR LVC 2003 A7 26.27 29.45 3.17 0.00 N/A 3.17 8.70 13.14 29.45 16.31 Yes Yes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LAC LVC 2003 A7 1.77 3.07 1.30 0.00 N/A 1.30  0.88 3.07 2.19 Yes No 

Yemen ASP Non-
LVC 

2003 A7 349.07 758.56 409.49 399.30 100% by 2005 10.19 54.40 174.53 359.26 184.73 Yes No 

                 
Countries with insufficient data 
Afghanistan ASP NDR   NDR NDR  0.00 N/A      No No 
Bhutan ASP NDR   NDR NDR  0.00 N/A      No No 

                 
* National CFC Phase-out Program or Total Phaseout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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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Number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untry     Year  Source Halon 
baseline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

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
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50% 
halon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ed 
projects  

Addition-
al phase-

out 
needed to 

meet 
50% 
halon 

reduction 

Halon 
banking 

approved 
(Yes/No)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Fund 

       (2) - (1)    (3)-(4)   (1)*.50   (2)-(4) (9)-(8)   
                 

Countries that appear to be in compliance 
Algeria AFR Non-

LVC 
2003 A7 237.33 169.00 0.00 195.00 100% by 2005 0.00  118.67 -26.00 -144.67 Yes Yes 

Antigua and 
Barbuda 

LAC LVC 2003 A7 0.27 0.00 0.00 0.00 N/A 0.00  0.14 0.00 -0.14 No No 

Argentina LAC Non-
LVC 

2003 A7 167.80 0.00 0.00 200.00 100% by 2004 0.00  83.90 -200.00 -283.90 Yes Yes 

Bahrain ASP LVC 2003 A7 38.87 4.37 0.00 0.00 N/A 0.00  19.44 4.37 -15.07 Yes Yes 
Benin AFR LVC 2003 A7 3.90 0.00 0.00 0.00 N/A 0.00  1.95 0.00 -1.95 Yes Yes 
Bosnia and 
Herzegovina 

EUR LVC 2003 A7 4.14 4.14 0.00 0.00 N/A 0.00 4.10 2.07 4.14 2.07 Yes Yes 

Botswana AFR LVC 2002 A7 5.20 4.20 0.00 0.00 N/A 0.00  2.60 4.20 1.60 Yes Yes 
Brazil LAC Non-

LVC 
2003 A7 21.34 2.10 0.00 0.00 N/A 0.00  10.67 2.10 -8.57 Yes Yes 

Burkina Faso AFR LVC 2003 A7 5.30 0.00 0.00 0.00 N/A 0.00  2.65 0.00 -2.65 Yes Yes 
Cameroon AFR LVC 2003 A7 2.38 2.00 0.00 0.00 N/A 0.00  1.19 2.00 0.81 Yes Yes 
Chile LAC Non-

LVC 
2002 A7 8.50 0.00 0.00 0.00 N/A 0.00 40.00 4.25 0.00 -4.25 Yes Yes 

China ASP Non-
LVC 

2003 A7 34,186.6
7 

4,959.16 0.00 0.00 N/A 0.00 671.30 17,093.33 4,959.16 -
12,134.17 

Yes Yes* 

Colombia LAC Non-
LVC 

2003 A7 187.67 0.00 0.00 0.00 N/A 0.00  93.83 0.00 -93.83 No Yes* 

Congo AFR LVC 2003 A7 5.00 0.00 0.00 0.00 N/A 0.00  2.50 0.00 -2.50 Yes Yes 
Congo, DR AFR Non-

LVC 
2003 A7 218.67 27.86 0.00 0.00 N/A 0.00  109.33 27.86 -81.47 Yes Yes 

Croatia EUR LVC 2003 A7 30.10 5.00 0.00 0.00 N/A 0.00 3.00 15.05 5.00 -10.05 Yes Yes 
Dominican 
Republic 

LAC Non-
LVC 

2003 A7 4.23 0.00 0.00 3.00 100% by 2004 0.00  2.12 -3.00 -5.12 Yes Yes 

Ecuador LAC LVC 2003 A7 5.48 0.00 0.00 0.00 N/A 0.00  2.74 0.00 -2.74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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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Number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untry     Year  Source Halon 
baseline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

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
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50% 
halon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ed 
projects  

Addition-
al phase-

out 
needed to 

meet 
50% 
halon 

reduction 

Halon 
banking 

approved 
(Yes/No)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Fund 

       (2) - (1)    (3)-(4)   (1)*.50   (2)-(4) (9)-(8)   
                 

Egypt AFR Non-
LVC 

2003 A7 705.00 180.00 0.00 756.00 100% by 2004 0.00  352.50 -576.00 -928.50 Yes Yes 

El Salvador LAC LVC 2003 A7 0.75 0.00 0.00 0.00 N/A 0.00  0.37 0.00 -0.37 No No 
Ethiopia AFR LVC 2003 A7 1.08 0.90 0.00 0.00 N/A 0.00  0.54 0.90 0.36 Yes Yes 
Georgia EUR LVC 2003 A7 42.53 37.40 0.00 0.00 N/A 0.00  21.27 37.40 16.13 No No 
Guatemala LAC LVC 2003 A7 0.20 0.00 0.00 0.00 N/A 0.00  0.10 0.00 -0.10 No No 
Guinea AFR LVC 2003 A7 8.60 1.60 0.00 0.00 N/A 0.00  4.30 1.60 -2.70 Yes Yes 
Guyana LAC LVC 2003 A7 0.15 0.00 0.00 0.00 N/A 0.00  0.08 0.00 -0.08 Yes Yes 
Haiti LAC LVC 2003 A7 1.50 1.50 0.00 0.00 N/A 0.00  0.75 1.50 0.75 No No 
India ASP Non-

LVC 
2002 A7 1,249.43 317.20 0.00 950.40 100% by 2004 0.00  624.72 -633.20 -1,257.92 Yes Yes* 

Indonesia ASP Non-
LVC 

2003 A7 354.00 0.00 0.00 972.00 100% by 2005 0.00  177.00 -972.00 -1,149.00 Yes Yes 

Iran ASP Non-
LVC 

2003 CP 1,420.00 0.00 0.00 0.00 N/A 0.00  710.00 0.00 -710.00 Yes Yes 

Jamaica LAC LVC 2003 A7 1.00 0.00 0.00 0.00 N/A 0.00  0.50 0.00 -0.50 Yes Yes 
Jordan ASP Non-

LVC 
2003 A7 210.00 35.00 0.00 190.80 100% by 2004 0.00  105.00 -155.80 -260.80 Yes Yes 

Kenya AFR LVC 2003 A7 5.33 0.00 0.00 0.00 N/A 0.00  2.67 0.00 -2.67 Yes Yes 
Kuwait ASP Non-

LVC 
2003 A7 3.00 0.00 0.00 0.00 N/A 0.00  1.50 0.00 -1.50 No No 

Liberia AFR LVC 2002 A7 19.50 19.50 0.00 0.00 N/A 0.00  9.75 19.50 9.75 No No 
Macedonia EUR Non-

LVC 
2003 A7 32.07 0.00 0.00 0.00 N/A 0.00  16.04 0.00 -16.04 No Yes 

Malaysia ASP Non-
LVC 

2003 A7 8.00 0.00 0.00 0.00 N/A 0.00  4.00 0.00 -4.00 Yes Yes 

Mexico LAC Non-
LVC 

2003 A7 124.57 103.80 0.00 230.00 100% by 2005 0.00  62.28 -126.20 -188.48 Yes Yes 

Moldova EUR LVC 2003 A7 0.40 0.00 0.00 0.00 N/A 0.00  0.20 0.00 -0.20 No No 
Morocco AFR Non-

LVC 
2003 A7 7.00 0.00 0.00 0.00 N/A 0.00 7.00 3.50 0.00 -3.50 No Yes 

Mozambique AFR LVC 2003 A7 0.90 0.00 0.00 0.00 N/A 0.00  0.45 0.00 -0.45 No No 
Namibia AFR LVC 2003 A7 8.27 0.00 0.00 0.00 N/A 0.00  4.13 0.00 -4.13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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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Number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untry     Year  Source Halon 
baseline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

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
out in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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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plan   

 50% 
halon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ed 
projects  

Addition-
al phase-

out 
needed to 

meet 
50% 
halon 

reduction 

Halon 
banking 

approved 
(Yes/No)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Fund 

       (2) - (1)    (3)-(4)   (1)*.50   (2)-(4) (9)-(8)   
                 

Nepal ASP LVC 2003 A7 2.00 0.00 0.00 0.00 N/A 0.00  1.00 0.00 -1.00 No No 
Nigeria AFR Non-

LVC 
2003 A7 285.33 191.20 0.00 0.00 N/A 0.00  142.67 191.20 48.53 Yes Yes 

Oman ASP LVC 2003 A7 13.66 0.66 0.00 0.00 N/A 0.00  6.83 0.66 -6.17 No Yes 
Philippines ASP Non-

LVC 
2003 A7 103.90 0.00 0.00 0.00 N/A 0.00  51.95 0.00 -51.95 No Yes 

Qatar ASP LVC 2003 A7 10.65 8.25 0.00 0.00 N/A 0.00  5.33 8.25 2.93 Yes Yes 
Romania EUR Non-

LVC 
2003 A7 3.49 0.00 0.00 0.00 N/A 0.00  1.74 0.00 -1.74 No No 

Serbia and 
Montenegro 

EUR Non-
LVC 

2003 A7 3.83 0.00 0.00 370.00 100% by 2004 0.00  1.92 -370.00 -371.92 Yes Yes 

Sierra Leone AFR LVC 2003 A7 16.00 15.00 0.00 0.00 N/A 0.00  8.00 15.00 7.00 No No 
Sudan AFR Non-

LVC 
2003 A7 2.00 0.00 0.00 0.00 N/A 0.00  1.00 0.00 -1.00 No No 

Syria ASP Non-
LVC 

2003 A7 416.87 366.20 0.00 410.00 100% by 2005 0.00  208.43 -43.80 -252.23 Yes Yes 

Tanzania AFR LVC 2003 A7 0.33 0.00 0.00 0.00 N/A 0.00  0.17 0.00 -0.17 Yes Yes 
Thailand ASP Non-

LVC 
2003 A7 271.67 0.00 0.00 436.00 100% by 2004 0.00  135.83 -436.00 -571.83 Yes Yes 

Trinidad and 
Tobago 

LAC LVC 2003 A7 46.59 0.00 0.00 0.00 N/A 0.00  23.29 0.00 -23.29 Yes Yes 

Tunisia AFR Non-
LVC 

2003 A7 104.33 42.00 0.00 0.00 N/A 0.00  52.17 42.00 -10.17 No No 

Turkey EUR Non-
LVC 

2003 A7 141.00 40.90 0.00 118.00 100% by 2007 0.00  70.50 -77.10 -147.60 Yes Yes 

Vietnam ASP Non-
LVC 

2003 A7 37.07 0.00 0.00 0.00 N/A 0.00  18.53 0.00 -18.53 Yes Yes 

Zimbabwe AFR Non-
LVC 

2003 A7 1.50 0.00 0.00 0.00 N/A 0.00  0.75 0.00 -0.75 Yes Yes 

                 
Countries that could achieve compliance with implementa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Pakistan ASP Non-

LVC 
2003 A7 14.20 15.00 0.80 24.20 100% by 2006 0.00  7.10 -9.20 -16.30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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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Region Status La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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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untry     Year  Source Halon 
baseline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Phas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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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yet 
implemented 

(a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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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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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eet 

the 
freeze  

 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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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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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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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p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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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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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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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on 
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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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Fund 

       (2) - (1)    (3)-(4)   (1)*.50   (2)-(4) (9)-(8)   
                 

Countries that may need additional actions to achieve compliance 
Lesotho AFR LVC 2002 A7 0.20 1.80 1.60 0.00 N/A 1.60  0.10 1.80 1.70 Yes Yes 
Libya AFR Non-

LVC 
2003 A7 633.07 714.50 81.43 0.00 N/A 81.43 54.40 316.53 714.50 397.97 No No 

Somalia AFR LVC 2003 A7 17.70 25.71 8.01 0.00 N/A 8.01  8.85 25.71 16.86 No No 
Yemen ASP Non-

LVC 
2003 A7 2.80 11.50 8.70 0.00 N/A 8.70  1.40 11.50 10.10 Yes Yes 

                 
Countries with No Consumption 
Albania EU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Angol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Bahamas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Yes 
Bangladesh ASP Non-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Barbados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Yes 
Belize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Bolivia LAC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Brunei 
Darussalem 

ASP LVC 2003 CP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Burundi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Cambodia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Cape Verde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Chad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Comoros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Costa Rica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Cote D'Ivoire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Cuba LAC Non-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Djibouti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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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Number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untry     Year  Source Halon 
baseline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

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
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50% 
halon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ed 
projects  

Addition-
al phase-

out 
needed to 

meet 
50% 
halon 

reduction 

Halon 
banking 

approved 
(Yes/No)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Fund 

       (2) - (1)    (3)-(4)   (1)*.50   (2)-(4) (9)-(8)   
                 

Dominica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Fiji ASP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Gabon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Gambia AFR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Ghan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Grenada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Yes 
Guinea Bissau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Honduras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Kiribati ASP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Korea, DPR ASP Non-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Kyrgyzstan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Lebanon ASP Non-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Yes 

Madagascar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Malawi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Maldives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Mali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Marshall 
Islands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Mauritani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Mauritius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Micronesia ASP LVC 2000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Mongolia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Myanmar ASP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Nicaragua LAC LVC 2003 CP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Niger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Palau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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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Number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untry     Year  Source Halon 
baseline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

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
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50% 
halon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ed 
projects  

Addition-
al phase-

out 
needed to 

meet 
50% 
halon 

reduction 

Halon 
banking 

approved 
(Yes/No)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Fund 

       (2) - (1)    (3)-(4)   (1)*.50   (2)-(4) (9)-(8)   
                 

Panama LAC Non-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Yes 

Papua New 
Guinea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Paraguay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Peru LAC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Rwand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Saint Kitts and 
Nevis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Saint Lucia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Samoa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Sao Tome and 
Principe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Senegal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Seychelles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Solomon 
Islands 

ASP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Sri Lanka ASP Non-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Suriname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Swaziland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Togo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Tonga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Tuvalu ASP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Ugand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Uruguay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Yes 
Vanuatu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Venezuela LAC Non-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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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Number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untry     Year  Source Halon 
baseline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

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
out in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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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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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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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pproved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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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phase-

out 
needed to 

meet 
50% 
halon 

reduction 

Halon 
banking 

approved 
(Yes/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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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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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1)    (3)-(4)   (1)*.50   (2)-(4) (9)-(8)   
                 

Zambi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Countries with insufficient data 
Afghanistan ASP NDR   NDR NDR  0.00 N/A      No No 
Bhutan ASP NDR   NDR NDR  0.00 N/A      No No 

                 
* Countries with an approved Halon phase-out plan/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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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Number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untry     Year Source Methyl 
bromide 
baseline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
-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

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
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Allowable 
consump-

tion in 
2005 after 

20%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
ed 

projects  

Additional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20% 

methyl 
bromide 
reduction  

Receiv
-ed 

assist-
ance 
from 
Fund 

Methyl Bromide 
Agreement 

Phase-out or 
Project 

       (2) - (1)   (3)-(4)   (1)*.80   (2)-(4) (9)-(8)   
                 
COUNTRIES THAT HAVE RATIFIED THE COPENHAGEN AMENDMENT 
            
Countries that appear to be in compliance 
Algeria  AFR Non-

LVC 
2003 A7 4.65 4.20 0.00 0.00 N/A 0.00  3.72 4.20 0.48 Yes No 

Argentina  LAC Non-
LVC 

2003 A7 411.30 353.10 0.00 143.60 100% by 
2005 

0.0 38.30 329.04 209.50 -119.54 Yes Yes/Agreement* 

Bahamas  LAC LVC 2003 A7 0.15 0.00 0.00 0.00 N/A 0.00  0.12 0.00 -0.12 Yes No 
Barbados  LAC LVC 2003 A7 0.08 0.00 0.00 0.00 N/A 0.00  0.06 0.00 -0.06 Yes Partial/Project 
Bolivia  LAC LVC 2002 A7 0.61 0.25 0.00 1.50 100% by 

2005 
0.0  0.48 -1.25 -1.73 Yes Yes/Agreement* 

Brazil  LAC Non-
LVC 

2003 A7 711.62 218.56 0.00 0.00 N/A 0.00  569.30 218.56 -350.73 Yes Partial/Project 

Cameroon  AFR LVC 2003 A7 18.09 9.90 0.00 0.00 N/A 0.00  14.47 9.90 -4.57 Yes Yes/Project* 
Chile  LAC Non-

LVC 
2002 A7 212.51 165.25 0.00 61.20 100% by 

2006 
0.0 70.00 170.01 104.05 -65.96 Yes Partial/Agreemen

t 
China  ASP Non-

LVC 
2003 A7 1,102.05 1,008.00 0.00 389.00 100% by 

2006 
0.0 207.70 881.64 619.00 -262.64 Yes Partial/Project 

Colombia  LAC Non-
LVC 

2003 A7 110.10 0.00 0.00 0.00 N/A 0.00  88.08 0.00 -88.08 Yes No 

Congo, DR AFR Non-
LVC 

2003 A7 1.44 1.20 0.00 0.00 N/A 0.00  1.15 1.20 0.05 Yes Partial/Project 

Costa Rica  LAC LVC 2003 A7 342.45 337.32 0.00 215.20 100% by 
2005 

0.0 170.80 273.96 122.12 -151.84 Yes Yes/Agreement* 

Croatia  EUR LVC 2003 A7 15.69 0.00 0.00 6.80 100% by 
2005 

0.0  12.55 -6.80 -19.35 Yes Yes/Agreement* 

Cuba  LAC Non-
LVC 

2003 A7 50.48 23.72 0.00 0.00 N/A 0.00 24.00 40.38 23.72 -16.66 Yes Yes/Project* 

Dominican 
Republic  

LAC Non-
LVC 

2003 A7 104.24 44.28 0.00 101.00 100% by 
2006 

0.0  83.39 -56.72 -140.11 Yes Yes/Agreement* 

Ecuador  LAC LVC 2003 A7 66.23 0.00 0.00 52.20 100% by 0.0 32.00 52.98 -52.20 -105.18 Yes Partial/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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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Number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untry     Year Source Methyl 
bromide 
baseline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
-ed (a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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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Date for 
complet-

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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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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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ze  

 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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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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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in 
2005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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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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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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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out 
needed to 
meet 20% 

meth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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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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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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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e 
from 
Fund 

Methyl Bromide 
Agreement 

Phase-out or 
Project 

       (2) - (1)   (3)-(4)   (1)*.80   (2)-(4) (9)-(8)   
                 

2005 
Egypt  AFR Non-

LVC 
2003 A7 238.05 237.99 0.00 185.60 100% by 

2005 
0.0  190.44 52.39 -138.05 Yes Partial/Project 

El Salvador  LAC LVC 2003 A7 1.39 0.00 0.00 0.00 N/A 0.00  1.11 0.00 -1.11 Yes No 
Fiji  ASP LVC 2002 A7 0.67 0.26 0.00 0.00 N/A 0.00  0.54 0.26 -0.27 No No 
Georgia  EUR LVC 2003 A7 13.65 10.20 0.00 6.00 100% by 

2006 
0.0  10.92 4.20 -6.72 Yes Yes/Project* 

Guyana  LAC LVC 2003 A7 1.39 0.00 0.00 0.00 N/A 0.00  1.11 0.00 -1.11 No No 
Indonesia  ASP Non-

LVC 
2003 A7 40.68 37.80 0.00 37.80 100% by 

2007 
0.0  32.54 0.00 -32.54 Yes Yes/Project* 

Iran ASP Non-
LVC 

2003 CP 26.70 14.40 0.00 12.40 100% by 
2004 

0.0 35.00 21.36 2.00 -19.36 Yes No 

Jamaica  LAC LVC 2003 A7 4.88 0.21 0.00 0.00 N/A 0.00 1.20 3.90 0.21 -3.69 Yes No 
Jordan  ASP Non-

LVC 
2003 A7 176.25 80.10 0.00 180.00 100% by 

2006 
0.0  141.00 -99.90 -240.90 Yes Yes/Agreement* 

Kenya  AFR LVC 2003 A7 217.50 74.13 0.00 22.00 100% by 
2006 

0.0 29.10 174.00 52.13 -121.87 Yes Yes/Agreement* 

Korea, DPR ASP Non-
LVC 

2003 A7 30.00 0.00 0.00 0.00 N/A 0.00  24.00 0.00 -24.00 Yes Yes/Project* 

Kyrgyzstan ASP LVC 2003 A7 14.16 13.80 0.00 14.20 100% by 
2008 

0.0  11.33 -0.40 -11.73 Yes Yes/Project* 

Libya  AFR Non-
LVC 

2003 A7 94.05 90.00 0.00 0.00 N/A 0.00  75.24 90.00 14.76 No No 

Macedonia  EUR Non-
LVC 

2003 A7 12.23 0.00 0.00 7.80 100% by 
2006 

0.0  9.78 -7.80 -17.58 Yes Yes/Agreement* 

Madagascar  AFR LVC 2003 A7 2.60 0.12 0.00 0.00 N/A 0.00  2.08 0.12 -1.96 No No 
Malawi  AFR LVC 2003 A7 112.74 41.10 0.00 70.80 100% by 

2005 
0.0 37.00 90.19 -29.70 -119.89 Yes Yes/Agreement* 

Malaysia  ASP Non-
LVC 

2003 A7 14.61 6.01 0.00 8.70 100% by 
2007 

0 3.00 11.69 -2.69 -14.38 Yes Yes/Project* 

Mauritius  AFR LVC 2003 A7 0.09 0.00 0.00 0.00 N/A 0.00  0.08 0.00 -0.08 Yes Yes/Project* 
Mexico  LAC Non-

LVC 
2003 A7 1,130.80 967.95 0.00 162.30 100% by 

2006 
0.0 76.80 904.64 805.65 -98.99 Yes Partial/Project 

Micronesia ASP LVC 2000 A7 0.02 0.00 0.00 0.00 N/A 0.00  0.01 0.00 -0.01 No No 
Moldova  EUR LVC 2003 A7 6.97 0.00 0.00 0.00 N/A 0.00  5.57 0.00 -5.57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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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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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2) - (1)   (3)-(4)   (1)*.80   (2)-(4) (9)-(8)   
                 
Morocco  AFR Non-

LVC 
2003 A7 697.20 697.20 0.00 246.40 100% by 

2006 
0.0 116.80 557.76 450.80 -106.96 Yes Partial/Agreemen

t 
Mozambique  AFR LVC 2003 A7 3.38 1.02 0.00 0.00 N/A 0.00  2.70 1.02 -1.68 Yes Partial/Project 
Namibia  AFR LVC 2003 A7 0.75 0.00 0.00 0.00 N/A 0.00  0.60 0.00 -0.60 No No 
Nicaragua  LAC LVC 2003 CP 0.42 0.00 0.00 0.00 N/A 0.00  0.34 0.00 -0.34 Yes No 
Nigeria  AFR Non-

LVC 
2003 A7 2.84 1.98 0.00 0.00 N/A 0.00  2.27 1.98 -0.29 Yes Partial/Project 

Oman  ASP LVC 2003 A7 1.02 0.00 0.00 0.00 N/A 0.00 3.00 0.82 0.00 -0.82 No No 
Pakistan  ASP Non-

LVC 
2003 A7 13.95 0.00 0.00 0.00 N/A 0.00  11.16 0.00 -11.16 Yes No 

Panama  LAC Non-
LVC 

2003 A7 0.0006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No 

Paraguay  LAC LVC 2003 A7 0.85 -0.16 0.00 0.00 N/A 0.00  0.68 -0.16 -0.84 No No 
Peru  LAC LVC 2002 A7 1.28 0.06 0.00 3.00 100% by 

2004 
0.0  1.02 -2.94 -3.96 Yes Yes/Project* 

Romania  EUR Non-
LVC 

2003 A7 111.49 64.63 0.00 46.37 100% by 
2005 

0.0  89.19 18.26 -70.93 Yes Yes/Agreement* 

Saint Kitts 
and Nevis  

LAC LVC 2003 A7 0.27 0.00 0.00 0.00 N/A 0.00  0.22 0.00 -0.22 No No 

Senegal  AFR LVC 2003 A7 53.16 0.00 0.00 0.00 N/A 0.00  42.53 0.00 -42.53 Yes Yes/Project* 
Sierra Leone AFR LVC 2003 A7 2.63 0.66 0.00 0.00 N/A 0.00  2.10 0.66 -1.44 Yes Partial/Project 
Somalia AFR LVC 2003 A7 0.45 0.00 0.00 0.00 N/A 0.00  0.36 0.00 -0.36 Yes No 
Sri Lanka  ASP Non-

LVC 
2003 A7 4.08 1.96 0.00 5.20 100% by 

2005 
0.0  3.26 -3.24 -6.51 Yes Yes/Project* 

Sudan  AFR Non-
LVC 

2003 A7 3.00 1.80 0.00 0.00 N/A 0.00  2.40 1.80 -0.60 Yes Partial/Project 

Syria  ASP Non-
LVC 

2003 A7 188.55 128.70 0.00 29.80 100% by 
2005 

0.0 23.60 150.84 98.90 -51.94 Yes Yes/Agreement* 

Thailand  ASP Non-
LVC 

2003 A7 182.97 177.96 0.00 0.00 N/A 0.00 73.00 146.38 177.96 31.58 Yes No 

Tonga  ASP LVC 2003 A7 0.17 0.00 0.00 0.00 N/A 0.00  0.13 0.00 -0.13 No No 
Trinidad and 
Tobago  

LAC LVC 2003 A7 1.71 0.39 0.00 0.00 N/A 0.00  1.37 0.39 -0.97 No No 

Turkey  EUR Non-
LVC 

2003 A7 479.70 185.40 0.00 88.00 100% by 
2005 

0.0 60.00 383.76 97.40 -286.36 Yes Partial/Agreem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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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Number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untry     Year Source Methyl 
bromide 
baseline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
-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

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
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Allowable 
consump-

tion in 
2005 after 

20%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
ed 

projects  

Additional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20% 

methyl 
bromide 
reduction  

Receiv
-ed 

assist-
ance 
from 
Fund 

Methyl Bromide 
Agreement 

Phase-out or 
Project 

       (2) - (1)   (3)-(4)   (1)*.80   (2)-(4) (9)-(8)   
                 
Uruguay  LAC LVC 2003 A7 11.20 8.71 0.00 11.00 100% by 

2005 
0.0  8.96 -2.29 -11.25 Yes Yes/Agreement* 

Vanuatu  ASP LVC 2003 A7 0.23 0.00 0.00 0.00 N/A 0.00  0.18 0.00 -0.18 No No 
Venezuela  LAC Non-

LVC 
2003 A7 10.28 0.00 0.00 0.00 N/A 0.00  8.22 0.00 -8.22 Yes No 

Vietnam ASP Non-
LVC 

2003 A7 136.50 56.40 0.00 0.00 N/A 0.00  109.20 56.40 -52.80 Yes No 

Yemen  ASP Non-
LVC 

2003 A7 57.45 49.80 0.00 9.10 100% by 
2006 

0  45.96 40.70 -5.26 Yes Partial/Project 

Zimbabwe  AFR Non-
LVC 

2003 A7 556.95 97.36 0.00 51.40 100% by 
2004 

0.0 15.00 445.56 45.96 -399.60 Yes Partial/Agreemen
t 

                 
Countries that could achieve compliance with implementa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Bosnia and 
Herzegovina  

EUR LVC 2003 A7 3.53 9.84 6.32 11.80 100% by 
2006 

0.0  2.82 -1.96 -4.78 Yes Yes/Agreement* 

Cote 
D’Ivoire 

AFR LVC 2003 A7 8.14 8.46 0.32 8.50 100% by 
2006 

0.0 8.50 6.51 -0.04 -6.55 Yes Yes/Agreement* 

Guatemala  LAC LVC 2003 A7 400.70 527.70 127.00 242.00 100% by 
2008 

0.0  320.56 285.70 -34.86 Yes Partial/Project 

Honduras  LAC LVC 2003 A7 259.43 366.54 107.11 110.10 100% by 
2005 

0.0  207.54 256.44 48.90 Yes Partial/Project 

Lebanon  ASP Non-
LVC 

2003 A7 152.38 184.74 32.36 100.00 100% by 
2005 

0.0 38.30 121.91 84.74 -37.17 Yes Yes/Agreement* 

                 
Countries that may need additional actions to achieve compliance 
Botswana  AFR LVC 2002 A7 0.14 0.60 0.47 0.00 N/A 0.47  0.11 0.60 0.49 Yes No 
Congo  AFR LVC 2003 A7 0.89 1.25 0.35 0.00 N/A 0.35  0.72 1.25 0.53 Yes Partial/Project 
Papua New 
Guinea  

ASP LVC 2003 A7 0.33 5.76 5.43 0.00 N/A 5.43  0.26 5.76 5.50 No No 

Philippines  ASP Non-
LVC 

2003 A7 8.01 9.03 1.02 0.00 N/A 1.02 7.00 6.41 9.03 2.62 Yes No 

Tunisia  AFR Non-
LVC 

2003 A7 8.25 10.20 1.95 0.00 N/A 1.95  6.60 10.20 3.60 Yes No 

Uganda  AFR LVC 2003 A7 6.30 24.00 17.70 12.00 100% by 
2006 

5.70  5.04 12.00 6.96 Yes Yes/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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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Number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untry     Year Source Methyl 
bromide 
baseline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
-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

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
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Allowable 
consump-

tion in 
2005 after 

20%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
ed 

projects  

Additional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20% 

methyl 
bromide 
reduction  

Receiv
-ed 

assist-
ance 
from 
Fund 

Methyl Bromide 
Agreement 

Phase-out or 
Project 

       (2) - (1)   (3)-(4)   (1)*.80   (2)-(4) (9)-(8)   
                 
Countries with No Consumption 
Antigua and 
Barbuda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Bahrain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Bangladesh  ASP Non-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Belize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Benin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No 
Burkina Faso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No 
Burundi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No 
Cape Verde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Chad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No 
Comoros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No 
Djibouti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No 
Gabon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No 
Ghan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6.30 100% by 

2005 
0.0  0.00 -6.30 -6.30 Yes No 

Grenada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Guinea 
Bissau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Haiti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India  ASP Non-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20.00 0.00 0.00 0.00 Yes No 

Kiribati  ASP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Kuwait ASP Non-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Liberia AFR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Maldives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Mali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No 
Marshall 
Islands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Mongolia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Niger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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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Number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untry     Year Source Methyl 
bromide 
baseline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
-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

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
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Allowable 
consump-

tion in 
2005 after 

20%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
ed 

projects  

Additional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20% 

methyl 
bromide 
reduction  

Receiv
-ed 

assist-
ance 
from 
Fund 

Methyl Bromide 
Agreement 

Phase-out or 
Project 

       (2) - (1)   (3)-(4)   (1)*.80   (2)-(4) (9)-(8)   
                 
Palau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Qatar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Rwand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No 
Saint Lucia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Samoa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Sao Tome 
and Principe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No 

Seychelles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No 
Solomon 
Islands  

ASP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Tanzani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No 
Togo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No 
Tuvalu  ASP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Countries with insufficient data 
Afghanistan ASP NDR   NDR NDR  0.00 N/A      No No 
Bhutan ASP NDR   NDR NDR  0.00 N/A      No No 

                 
COUNTRIES THAT HAVE NOT RATIFIED THE COPENHAGEN AMENDMENT 

                 
Countries that appear to be in compliance 
Ethiopia  AFR LVC 2003 A7 15.60 10.80 0.00 0.00 N/A 0.00  12.48 10.80 -1.68 Yes No 
Myanmar  ASP LVC 2002 A7 3.38 0.00 0.00 0.00 N/A 0.00  2.70 0.00 -2.70 No No 
Swaziland  AFR LVC 2003 A7 0.56 0.00 0.00 0.00 N/A 0.00  0.45 0.00 -0.45 Yes No 
Zambia  AFR LVC 2003 A7 29.34 11.70 0.00 0.00 N/A 0.00  23.47 11.70 -11.77 Yes No 

                 
Countries that may need additional actions to achieve compliance 
Lesotho  AFR LVC 2002 A7 0.14 0.18 0.05 0.00 N/A 0.05  0.11 0.18 0.07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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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Number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untry     Year Source Methyl 
bromide 
baseline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
-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

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
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Allowable 
consump-

tion in 
2005 after 

20%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
ed 

projects  

Additional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20% 

methyl 
bromide 
reduction  

Receiv
-ed 

assist-
ance 
from 
Fund 

Methyl Bromide 
Agreement 

Phase-out or 
Project 

       (2) - (1)   (3)-(4)   (1)*.80   (2)-(4) (9)-(8)   
                 

                 
Countries with No Consumption 
Albania  EU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Brunei 
Darussalam  

ASP LVC 2003 CP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Cambodia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No 

Dominica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Gambia  AFR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No 
Mauritani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No 
Nepal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Suriname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o 

                 
Countries with insufficient data 
Angola AFR LVC 2003 A7 NDR 0.00  0.00 N/A      Yes No 
Guinea  AFR LVC 2003 A7 NDR 0.00  0.00 N/A      Yes No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ASP LVC 2003 A7 NDR 0.00  0.00 N/A      No No 

Serbia and 
Montenegro 

EUR Non-
LVC 

2003 A7 NDR 0.00  0.00 N/A      No No 

                 
*Countries with approved projects for complete Methyl Bromide phase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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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TETRACHLORIDE (CTC) ANALYSIS 
 

Country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6) (7) (8) (9) (10) 
   Year  Source CTC 

baseline 
 Latest 

consumptio
n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ODS 
phase-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85% CTC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ed 
projects  

 Additional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85% 

CTC 
reduction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Fund 

           (1)*.15   (2)-(3) (8)-(7)  
              

COUNTRIES THAT HAVE RATIFIED THE LONDON AMENDMENT 
              
Countries that appear to be in compliance 
Bolivia LAC LVC 2002 A7 0.30 0.01 0.00 N/A  0.05 0.01 -0.03 No 
Burundi AFR LVC 2003 A7 0.002 0.000 0.000 N/A  0.000 0.000 0.000 No 
Chile LAC Non-LVC 2002 A7 0.61 0.40 1.10 100% by 2005  0.09 -0.70 -0.79 Yes* 
Congo AFR LVC 2003 A7 0.60 0.00 0.00 N/A  0.09 0.00 -0.09 No 
Costa Rica LAC LVC 2003 A7 0.007 0.000 0.000 N/A  0.001 0.000 -0.001 No 
Cuba LAC Non-LVC 2003 A7 2.68 0.12 0.00 N/A  0.40 0.12 -0.28 Yes* 
Dominican 
Republic 

LAC Non-LVC 2003 A7 28.97 0.00 0.00 N/A  4.35 0.00 -4.35 No 

Guatemala LAC LVC 2003 A7 10.60 0.00 0.00 N/A 10.60 1.59 0.00 -1.59 No 
Jamaica LAC LVC 2003 A7 2.83 0.00 0.00 N/A 0.10 0.42 0.00 -0.42 Yes* 
Jordan ASP Non-LVC 2003 A7 40.33 3.30 7.70 100% by 2009  6.05 -4.40 -10.45 Yes* 
Kenya AFR LVC 2003 A7 65.89 0.00 0.00 N/A 56.00 9.88 0.00 -9.88 No 
Kuwait ASP Non-LVC 2003 A7 0.01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Lebanon ASP Non-LVC 2003 A7 0.04 0.00 0.00 N/A  0.01 0.00 -0.01 No 
Liberia AFR LVC 2002 A7 0.18 0.00 0.00 N/A  0.03 0.00 -0.03 No 
Macedonia EUR Non-LVC 2003 A7 0.07 0.00 0.00 N/A  0.01 0.00 -0.01 No 
Madagascar AFR LVC 2003 A7 0.01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Malaysia ASP Non-LVC 2003 A7 4.51 0.00 0.00 N/A  0.68 0.00 -0.68 Yes* 
Morocco AFR Non-LVC 2003 A7 1.10 0.10 0.00 N/A  0.17 0.10 -0.07 No 
Nigeria AFR Non-LVC 2003 A7 152.75 166.65 143.80 100% by 2005 129.80 22.91 22.85 -0.06 Yes* 
Peru LAC LVC 2002 A7 0.97 0.00 0.00 N/A  0.15 0.00 -0.15 No 
Sierra Leone AFR LVC 2003 A7 2.57 0.14 0.00 N/A  0.39 0.14 -0.24 No 
Tanzania AFR LVC 2003 A7 0.12 0.002 0.00 N/A  0.02 0.00 -0.02 No 
Thailand ASP Non-LVC 2003 A7 7.52 0.00 0.00 N/A  1.13 0.00 -1.13 Yes* 
Turkey EUR Non-LVC 2003 A7 105.12 13.20 13.20 100% by 2006  15.77 0.00 -15.77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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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6) (7) (8) (9) (10) 
   Year  Source CTC 

baseline 
 Latest 

consumptio
n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ODS 
phase-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85% CTC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ed 
projects  

 Additional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85% 

CTC 
reduction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Fund 

           (1)*.15   (2)-(3) (8)-(7)  
              

Venezuela LAC Non-LVC 2003 A7 1,107.15 0.00 0.00 N/A  166.07 0.00 -166.07 No 
Vietnam ASP Non-LVC 2003 A7 1.61 0.00 0.00 N/A  0.24 0.00 -0.24 No 
Zambia AFR LVC 2003 A7 0.66 0.00 0.00 N/A  0.10 0.00 -0.10 No 

              
Countries that may need additional actions to achieve compliance 
Algeria AFR Non-LVC 2003 A7 20.90 18.70 0.00 N/A  3.14 18.70 15.57 No 
Argentina LAC Non-LVC 2003 A7 187.17 58.82 29.80 100% by 2009  28.08 29.02 0.94 Yes* 
Bahamas LAC LVC 2003 A7 0.00 2.30 0.00 N/A  0.00 2.30 2.30 No 
Bahrain ASP LVC 2003 A7 0.73 0.99 0.00 N/A  0.11 0.99 0.88 No 
Bangladesh ASP Non-LVC 2003 A7 5.68 6.69 0.00 N/A  0.85 6.69 5.84 Yes* 
Barbados LAC LVC 2003 A7 0.00 0.01 0.00 N/A  0.00 0.01 0.01 No 
Brazil LAC Non-LVC 2003 A7 411.57 274.40 0.00 N/A 79.00 61.74 274.40 212.66 No 
China ASP Non-LVC 2003 A7 55,903.83 20,019.89 147.30 100% by 2005 1,898.30 8,385.57 19,872.59 11,487.02 Yes* 
Colombia LAC Non-LVC 2003 A7 6.12 1.38 0.00 N/A  0.92 1.38 0.46 No 
Congo, DR AFR Non-LVC 2003 A7 15.25 11.00 0.00 N/A  2.29 11.00 8.71 No 
Croatia EUR LVC 2003 A7 3.93 2.34 0.00 N/A 4.00 0.59 2.34 1.75 No 
Ecuador LAC LVC 2003 A7 0.52 0.10 0.00 N/A  0.08 0.10 0.02 No 
Egypt AFR Non-LVC 2003 A7 38.50 12.98 0.00 N/A ** 5.78 12.98 7.21 No 
Ghana AFR LVC 2003 A7 0.37 0.44 0.00 N/A  0.06 0.44 0.38 No 
India ASP Non-LVC 2002 A7 11,505.35 10,461.02 725.50 100% by 2004 2,508.80 1,725.80 9,735.52 8,009.72 Yes* 
Indonesia ASP Non-LVC 2003 A7 0.00 16.50 0.00 N/A ** 0.00 16.50 16.50 No 
Iran ASP Non-LVC 2003 CP 77.00 2,169.20 0.00 N/A 360.00 11.55 2,169.20 2,157.65 Yes 
Korea, DPR ASP Non-LVC 2003 A7 2,053.70 1,585.21 565.80 100% by 2004 287.50 308.06 1,019.41 711.36 Yes* 
Marshall Islands ASP LVC 2003 A7 0.00 0.22 0.00 N/A  0.00 0.22 0.22 No 
Mauritius AFR LVC 2003 A7 0.01 0.03 0.00 N/A  0.00 0.03 0.03 No 
Nepal ASP LVC 2003 A7 0.89 0.88 0.00 N/A  0.13 0.88 0.75 No 
Oman ASP LVC 2003 A7 0.11 0.10 0.00 N/A  0.02 0.10 0.08 No 
Pakistan ASP Non-LVC 2003 A7 412.87 589.05 170.20 100% by 2005 231.50 61.93 418.85 356.92 Yes* 
Paraguay LAC LVC 2003 A7 0.60 2.42 0.00 N/A  0.09 2.42 2.33 No 
Romania EUR Non-LVC 2003 A7 368.62 200.01 11.10 100% by 2004  55.29 188.91 133.62 Yes* 
Sri Lanka ASP Non-LVC 2003 A7 35.08 23.93 0.00 N/A 40.90 5.26 23.93 18.66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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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6) (7) (8) (9) (10) 
   Year  Source CTC 

baseline 
 Latest 

consumptio
n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ODS 
phase-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85% CTC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ed 
projects  

 Additional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85% 

CTC 
reduction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Fund 

           (1)*.15   (2)-(3) (8)-(7)  
              

Sudan AFR Non-LVC 2003 A7 2.20 1.10 0.00 N/A  0.33 1.10 0.77 No 
Tunisia AFR Non-LVC 2003 A7 2.93 0.88 0.00 N/A  0.44 0.88 0.44 No 
Uganda AFR LVC 2003 A7 0.42 0.33 0.00 N/A  0.06 0.33 0.27 No 
Uruguay LAC LVC 2003 A7 0.37 0.28 0.00 N/A 4.00 0.06 0.28 0.22 No 
Zimbabwe AFR Non-LVC 2003 A7 11.58 9.13 0.00 N/A 9.00 1.74 9.13 7.39 No 

              
Countries with No Consumption 
Antigua and 
Barbuda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Belize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Benin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Bosnia and 
Herzegovina 

EU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Botswana AFR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Burkina Faso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Cameroon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Cape Verde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Chad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Comoros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Cote D'Ivoire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Djibouti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Dominica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El Salvador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Fiji ASP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Gabon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Gambia AFR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Georgia EU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Grenada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Guine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Guinea Bissau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Guyana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Haiti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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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6) (7) (8) (9) (10) 
   Year  Source CTC 

baseline 
 Latest 

consumptio
n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ODS 
phase-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85% CTC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ed 
projects  

 Additional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85% 

CTC 
reduction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Fund 

           (1)*.15   (2)-(3) (8)-(7)  
              

Honduras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Kiribati ASP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Kyrgyzstan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Libya AFR Non-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Malawi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Maldives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Mali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Mexico LAC Non-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Micronesia ASP LVC 2000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Moldova EU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Mongolia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Mozambique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Myanmar ASP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Namibi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Nicaragua LAC LVC 2003 CP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Niger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Palau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Panama LAC Non-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Papua New 
Guinea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Philippines ASP Non-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Qatar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Rwand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Saint Kitts and 
Nevis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Saint Lucia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Samoa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Sao Tome and 
Principe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Senegal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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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6) (7) (8) (9) (10) 
   Year  Source CTC 

baseline 
 Latest 

consumptio
n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ODS 
phase-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85% CTC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ed 
projects  

 Additional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85% 

CTC 
reduction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Fund 

           (1)*.15   (2)-(3) (8)-(7)  
              

Seychelles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Solomon Islands ASP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Somali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Syria ASP Non-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Togo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Tonga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Trinidad and 
Tobago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Tuvalu ASP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Vanuatu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Yemen ASP Non-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Countries with insufficient data 
Afghanistan ASP NDR   NDR NDR 0.00 N/A     No 
Bhutan ASP NDR   NDR NDR 0.00 N/A     No 

              
COUNTRIES THAT HAVE NOT RATIFIED THE LONDON AMENDMENT 

              
Countries that appear to be in compliance 
Serbia and 
Montenegro 

EUR Non-LVC 2003 A7 11.00 0.00 0.00 N/A  1.65 0.00 -1.65 No 

              
Countries that may need additional actions to achieve compliance 
Albania EUR LVC 2003 A7 3.15 2.86 2.30 100% by 2005  0.47 0.56 0.09 Yes* 

              
Countries with No Consumption 
Brunei 
Darussalem 

ASP LVC 2003 CP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Cambodia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Ethiopi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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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6) (7) (8) (9) (10) 
   Year  Source CTC 

baseline 
 Latest 

consumptio
n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ODS 
phase-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85% CTC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ed 
projects  

 Additional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85% 

CTC 
reduction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Fund 

           (1)*.15   (2)-(3) (8)-(7)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Lesotho AFR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Mauritani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Suriname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Swaziland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No 

              
Countries with insufficient data 
Angola AFR LVC 2003 A7 NDR 0.00 0.00 N/A     No 

              
* Countries with an approved CTC or ODS phase out plan/project 
** Included in the 2004-2006 Business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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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YL CHLOROFORM (TCA) ANALYSIS 
 

Country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Year  Source TCA 
baseline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2003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
-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30% 
TCA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ed 
projects  

 Additional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30% 

TCA 
reduction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Fund 

       (2) - (1)   (3)-(4)   (1)*.70   (2)-(4) (9)-(8)  
                

COUNTRIES THAT HAVE RATIFIED THE LONDON AMENDMENT 
                

Countries that appear to be in compliance 
Algeria AFR Non-

LVC 
2003 A7 5.80 5.00 0.00 0.00 N/A 0.00  4.06 5.00 0.94 No 

Argentina LAC Non-
LVC 

2003 A7 65.72 20.90 0.00 12.20 100% by 
2009 

0.00  46.01 8.70 -37.31 Yes* 

Bahamas LAC LVC 2003 A7 0.03 0.00 0.00 0.00 N/A 0.00  0.02 0.00 -0.02 No 
Bahrain ASP LVC 2003 A7 22.67 0.67 0.00 0.00 N/A 0.00  15.87 0.67 -15.19 No 
Benin AFR LVC 2003 A7 0.003 0.000 0.000 0.000 N/A 0.000  0.002 0.000 -0.002 No 
Bolivia LAC LVC 2002 A7 0.003 0.000 0.000 0.000 N/A 0.000  0.002 0.000 -0.002 No 
Brazil LAC Non-

LVC 
2003 A7 32.42 0.00 0.00 0.00 N/A 0.00  22.70 0.00 -22.70 Yes 

Burundi AFR LVC 2003 A7 0.09 0.02 0.00 0.00 N/A 0.00  0.07 0.02 -0.04 No 
Cameroon AFR LVC 2003 A7 8.17 0.00 0.00 0.00 N/A 0.00  5.72 0.00 -5.72 No 
Chile LAC Non-

LVC 
2002 A7 6.44 3.48 0.00 3.70 100% by 

2005 
0.00  4.51 -0.22 -4.73 Yes* 

China ASP Non-
LVC 

2003 A7 721.23 336.83 0.00 123.50 100% by 
2005 

0.00 56.50 504.86 213.33 -291.53 Yes* 

Colombia LAC Non-
LVC 

2003 A7 0.634 0.001 0.000 0.000 N/A 0.000  0.444 0.001 -0.443 No 

Congo AFR LVC 2003 A7 0.02 0.00 0.00 0.00 N/A 0.00  0.01 0.00 -0.01 No 
Congo, DR AFR Non-

LVC 
2003 A7 4.76 0.60 0.00 0.00 N/A 0.00  3.33 0.60 -2.73 No 

Cuba LAC Non-
LVC 

2003 A7 0.007 0.001 0.000 0.000 N/A 0.000  0.005 0.001 -0.004 No 

Dominican 
Republic 

LAC Non-
LVC 

2003 A7 3.60 0.00 0.00 0.00 N/A 0.00 31.40 2.52 0.00 -2.52 No 

Egypt AFR Non-
LVC 

2003 A7 26.00 18.00 0.00 0.00 N/A 0.00 ** 18.20 18.00 -0.20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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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Year  Source TCA 
baseline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2003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
-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30% 
TCA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ed 
projects  

 Additional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30% 

TCA 
reduction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Fund 

       (2) - (1)   (3)-(4)   (1)*.70   (2)-(4) (9)-(8)  
                

Haiti LAC LVC 2003 A7 0.15 0.00 0.00 0.00 N/A 0.00  0.11 0.00 -0.11 No 
India ASP Non-

LVC 
2002 A7 122.22 0.00 0.00 0.00 N/A 0.00  85.55 0.00 -85.55 Yes 

Indonesia ASP Non-
LVC 

2003 A7 13.33 10.74 0.00 0.00 N/A 0.00 ** 9.33 10.74 1.41 Yes 

Jamaica LAC LVC 2003 A7 1.39 0.00 0.00 0.00 N/A 0.00  0.97 0.00 -0.97 Yes* 
Jordan ASP Non-

LVC 
2003 A7 18.17 8.00 0.00 45.00 100% by 

2005 
0.00  12.72 -37.00 -49.72 Yes* 

Kenya AFR LVC 2003 A7 1.12 0.00 0.00 1.90 100% by 
2004 

0.00  0.79 -1.90 -2.69 Yes/Partial 

Korea, DPR ASP Non-
LVC 

2003 A7 7.70 0.00 0.00 0.00 N/A 0.00  5.39 0.00 -5.39 No 

Kuwait ASP Non-
LVC 

2003 A7 0.003 0.000 0.000 0.000 N/A 0.000  0.002 0.000 -0.002 No 

Lebanon ASP Non-
LVC 

2003 A7 0.003 0.000 0.000 0.000 N/A 0.000  0.002 0.000 -0.002 No 

Malaysia ASP Non-
LVC 

2003 A7 49.48 11.44 0.00 0.00 N/A 0.00  34.64 11.44 -23.20 Yes* 

Mauritius AFR LVC 2003 A7 0.11 0.00 0.00 0.00 N/A 0.00  0.07 0.00 -0.07 No 
Mexico LAC Non-

LVC 
2003 A7 56.40 0.00 0.00 0.00 N/A 0.00  39.48 0.00 -39.48 Yes 

Morocco AFR Non-
LVC 

2003 A7 0.0667 0.0008 0.0000 0.0000 N/A 0.0000  0.0467 0.0008 -0.0459 No 

Nigeria AFR Non-
LVC 

2003 A7 32.86 31.30 0.00 8.30 100% by 
2005 

0.00  23.00 23.00 0.00 Yes* 

Pakistan ASP Non-
LVC 

2003 A7 2.33 0.00 0.00 9.20 100% by 
2005 

0.00  1.63 -9.20 -10.83 Yes 

Paraguay LAC LVC 2003 A7 0.03 0.00 0.00 0.00 N/A 0.00  0.02 0.00 -0.02 No 
Peru LAC LVC 2002 A7 0.004 0.000 0.000 0.000 N/A 0.000  0.002 0.000 -0.002 Yes 
Romania EUR Non-

LVC 
2003 A7 0.02 0.00 0.00 0.00 N/A 0.00  0.02 0.00 -0.02 No 

Samoa ASP LVC 2003 A7 0.003 0.000 0.000 0.000 N/A 0.000  0.002 0.000 -0.002 No 
Sri Lanka ASP Non-

LVC 
2003 A7 2.96 0.00 0.00 0.00 N/A 0.00 3.90 2.07 0.00 -2.07 Yes* 

Thailand ASP Non-
LVC 

2003 A7 54.57 2.39 0.00 0.00 N/A 0.00  38.20 2.39 -35.81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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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Year  Source TCA 
baseline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2003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
-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30% 
TCA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ed 
projects  

 Additional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30% 

TCA 
reduction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Fund 

       (2) - (1)   (3)-(4)   (1)*.70   (2)-(4) (9)-(8)  
                

Trinidad and 
Tobago 

LAC LVC 2003 A7 0.73 0.00 0.00 0.00 N/A 0.00  0.51 0.00 -0.51 No 

Tunisia AFR Non-
LVC 

2003 A7 0.08 0.00 0.00 0.00 N/A 0.00  0.06 0.00 -0.06 No 

Turkey EUR Non-
LVC 

2003 A7 37.43 10.80 0.00 18.70 100% by 
2006 

0.00  26.20 -7.90 -34.10 Yes* 

Uganda AFR LVC 2003 A7 0.03 0.00 0.00 0.00 N/A 0.00  0.02 0.00 -0.02 No 
Venezuela LAC Non-

LVC 
2003 A7 4.64 1.85 0.00 0.00 N/A 0.00  3.25 1.85 -1.39 Yes 

Vietnam ASP Non-
LVC 

2003 A7 0.17 0.00 0.00 0.00 N/A 0.00  0.12 0.00 -0.12 No 

Yemen ASP Non-
LVC 

2003 A7 0.90 0.20 0.00 0.00 N/A 0.00  0.63 0.20 -0.43 No 

Zambia AFR LVC 2003 A7 0.06 0.00 0.00 0.00 N/A 0.00  0.05 0.00 -0.05 No 
Zimbabwe AFR Non-

LVC 
2003 A7 0.003 0.000 0.000 0.00 N/A 0.000  0.002 0.000 -0.002 No 

                
Countries that may need additional actions to achieve compliance 
Bangladesh ASP Non-

LVC 
2003 A7 0.87 0.89 0.03 0.00 N/A 0.03  0.61 0.89 0.29 Yes* 

Bosnia and 
Herzegovina 

EUR LVC 2003 A7 1.55 3.60 2.05 0.60 100% by 
2004 

1.45  1.08 3.00 1.92 Yes* 

Costa Rica LAC LVC 2003 A7 0.018 0.060 0.042 0.000 N/A 0.042  0.013 0.060 0.047 No 
Ecuador LAC LVC 2003 A7 2.00 3.48 1.49 0.00 N/A 1.49  1.40 3.48 2.09 No 
Iran ASP Non-

LVC 
2003 CP 8.67 386.80 378.13 0.00 N/A 378.13 386.80 6.07 386.80 380.73 No 

Marshall 
Islands 

ASP LVC 2003 A7 0.000 0.002 0.002 0.000 N/A 0.002  0.000 0.002 0.002 No 

Oman ASP LVC 2003 A7 0.000 0.003 0.003 0.000 N/A 0.003  0.000 0.003 0.003 No 
                

Countries with No Consumption 
Antigua and 
Barbuda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Barbados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Belize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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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Year  Source TCA 
baseline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2003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
-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30% 
TCA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ed 
projects  

 Additional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30% 

TCA 
reduction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Fund 

       (2) - (1)   (3)-(4)   (1)*.70   (2)-(4) (9)-(8)  
                

Botswana AFR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Burkina Faso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Cape Verde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Chad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Comoros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Cote D'Ivoire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Croatia EU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Djibouti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Dominica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El Salvador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Fiji ASP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Gabon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Gambia AFR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Georgia EU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Ghan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Grenada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Guatemala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Guine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Guinea Bissau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Guyana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Honduras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Kiribati ASP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Kyrgyzstan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Liberia AFR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Libya AFR Non-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Macedonia EUR Non-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Madagascar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Malawi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Maldives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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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Year  Source TCA 
baseline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2003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
-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30% 
TCA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ed 
projects  

 Additional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30% 

TCA 
reduction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Fund 

       (2) - (1)   (3)-(4)   (1)*.70   (2)-(4) (9)-(8)  
                

Mali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Micronesia ASP LVC 2000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Moldova EU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Mongolia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Mozambique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Myanmar ASP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amibi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epal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icaragua LAC LVC 2003 CP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Niger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Palau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Panama LAC Non-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Papua New 
Guinea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Philippines ASP Non-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Yes 

Qatar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Rwand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Saint Kitts and 
Nevis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Saint Lucia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Sao Tome and 
Principe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Senegal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Seychelles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Sierra Leone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Solomon 
Islands 

ASP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Somali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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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Year  Source TCA 
baseline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2003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
-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30% 
TCA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ed 
projects  

 Additional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30% 

TCA 
reduction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Fund 

       (2) - (1)   (3)-(4)   (1)*.70   (2)-(4) (9)-(8)  
                

Sudan AFR Non-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Syria ASP Non-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Tanzani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Togo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Tonga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Tuvalu ASP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Uruguay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Vanuatu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Countries with insufficient data 
Afghanistan ASP NDR   NDR NDR  0.00 N/A      No 
Bhutan ASP NDR   NDR NDR  0.00 N/A      No 

                
COUNTRIES THAT HAVE NOT RATIFIED THE LONDON AMENDMENT 

                
Countries that appear to be in compliance 
Cambodia ASP LVC 2003 A7 0.48 0.38 0.00 0.00 N/A 0.00  0.33 0.38 0.04 No 
Ethiopia AFR LVC 2003 A7 0.46 0.00 0.00 0.00 N/A 0.00  0.32 0.00 -0.32 No 

                
Countries that may need additional actions to achieve compliance 
Albania EUR LVC 2003 A7 0.03 0.14 0.11 0.00 N/A 0.11  0.02 0.14 0.12 Yes* 

                
Countries with No Consumption 
Brunei 
Darussalem 

ASP LVC 2003 CP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ASP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Lesotho AFR LVC 2002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UNEP/OzL.Pro/ExCom/44/6 
Annex V 

 

7 

Country Region Status Latest 
Consump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Year  Source TCA 
baseline 

 Latest 
consump-

tion  

Amount 
needed 
to meet 
the 2003 

freeze 

 Phase-out 
approved 

but not yet 
implement
-ed (as of 
October 

2004)  

 Date for 
comple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  

 Future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the 

freeze  

 ODS 
phase-out 
in Final 

2004 
business 

plan   

 30% 
TCA 

reduction  

 Balance 
from 

approved 
projects  

 Additional 
phase-out 
needed to 
meet 30% 

TCA 
reduction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Fund 

       (2) - (1)   (3)-(4)   (1)*.70   (2)-(4) (9)-(8)  
                

Mauritania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Serbia and 
Montenegro 

EUR Non-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Suriname LAC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Swaziland AFR LVC 2003 A7 0.00 0.00 0.00 0.00 N/A 0.00  0.00 0.00 0.00 No 

                
Countries with insufficient data 
Angola AFR LVC 2003 A7 NDR 0.00  0.00 N/A      No 

                
* Countries with an approved TCA or ODS phase out plan/project. 
** Included in the 2004-2006 Business Plan.   

 
 





UNEP/OzL.Pro/ExCom/44/6 
Annex VI 

 

 
 1

附件六 

看似没有履约或申请改变基准的国家 

阿尔巴尼亚（甲基氯仿） 

1. 阿尔巴尼亚 2003 年的甲基氯仿消费量（0.14 ODP 吨）比 0.03 ODP 吨的基准高。 秘
书处并没有依照第 43/4(d)号决定向阿尔巴尼亚发出信件，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 2003 年的

数据。但应当指出的是，不能认为阿尔巴尼亚没有执行甲基氯仿管制，因为直至编写这份

报告的时候，阿尔巴尼亚都还没有批准《伦敦修正案》，因此附件 B 中的管制措施并不适

用于阿尔巴尼亚。  

2. 工发组织和环境规划署还没有向第四十四次会议提交各自的年度消耗臭氧层物质淘

汰计划及体制建设项目。  

3. 工发组织表示不断遇到关税和税款支付方面的问题。应该忆及的是，执行委员会决定多

边 基 金 不 负 担 税 款 、   关 税 或 其 他 转 移 支 付 之 类 的 费 用             
（文件 UNEP/OzL.Pro/ExCom/10/40，第 171a 段）。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讨论到这个

问题，重申了委员会在第十次会议上所持立场（第 22/5 号决定）。 

4. 环境规划署和工发组织在阿尔巴尼亚安排会议时遇到了困难，但是在开发计划署驻地

代表的帮助下，最终安排了一次会议活动。一个在履约事宜方面提供帮助的赴阿尔巴尼亚

联合特派团将于 2004 年 10 月 25 日开始工作。 

巴哈马（附件 B 氟氯化碳） 

5. 巴哈马公布的 2003 年氟氯化碳（附件 B 第一类）消费量为 0.15 ODP 吨。这个数目高

于 0 ODP 吨的冻结水平。巴哈马国家臭氧机构向环境规划署表示，它正在就这个问题与臭

氧委员会联系。巴哈马表示，海关部门已确认 2003 年附件 B-1 中的氟氯化碳、四氯化碳、

甲基氯仿和 CFC-13 的全国消费量为零。但根据国家臭氧机构的说法，海关部门对一些物

质的识别有误，导致数据不准确。 

孟加拉国 (甲基氯仿) 

6. 秘书处根据第 43/4(d) 号决定向孟加拉国发出一信件，因为 2003 年该国甲基氯仿的消

费量（0.89 ODP 吨）比 0.87 ODP 吨的基准高。   

7. 这样的话，孟加拉国可能就没有履行 20 公斤甲基氯仿消费量的约定。这个问题是基

准较低的第 5 条国家一直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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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政府答复说它们正在采取下列措施：在国家淘汰计划项下为进口商和最终用户开办训

练讲习班；发起一场提高认识宣传运动；采用财政措施鼓励使用替代品并通过许可证制度

实施进口管制。第四十二次会议上核准了一项将由开发计划署实施的国家计划，该计划向

溶剂行业拨款 25,000 美元。 

玻利维亚 (氟氯化碳) 

9.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核准了一项使玻利维亚在冻结氟氯化碳（第 XV/31 号决定）方面

恢复履约状态的行动计划 。该计划要求玻利维亚在 2003 年把氟氯化碳消费量从 2002 年的

65.5 ODP 吨降低到 63.6 ODP 吨，并建立许可证制度。截至 2004 年 10 月 19 日，玻利维亚

尚未报告 2003 年的消费量数据，但是 2004 年 10 月 29 日向基金秘书处报告的数据显示，

玻利维亚 2003 年的氟氯化碳消费量为 32.83 ODP 吨。  

10. 国家臭氧干事告知开发计划署，玻利维亚已经建立了许可证制度，并于 2004 年 3 月

通过了第一部法令，7 月核准了管理条例。许可证制度现已生效。虽然今年才通过了这一

法规，但国家臭氧干事告知开发计划署，玻利维亚的机制自 2003 年起就已存在并适用。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甲基氯仿) 

11. 秘书处根据第 43/3(b)号决定和第 43/4(d)号决定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出信件，因

为它在 2004 年业务计划中还有一个项目尚未提交，而且它 2003 年的甲基氯仿消费量数据

（3.6 ODP 吨）也超过了它的基准（1.5 ODP 吨）。在编制这份报告的时候，仍未收到任何

答复。2002 年至 2003 年间，甲基氯仿消费量增加了 1.34 ODP 吨。 

12. 工发组织已经按计划向第四十四次会议提交了四氯化碳/甲基氯仿、消耗臭氧层物质淘

汰计划第二期。 

博茨瓦纳（甲基溴）  

13. 秘书处根据第 43/4(d)号决定向博茨瓦纳发出信件，因为它在 2002 年的消费量 
（0.6 ODP 吨）比基准高出了 0.4 ODP 吨。截至本报告编写之时，仍未收到任何答复。  

14. 根据第 XV/31 号决定，博茨瓦纳有核准的行动计划，其中包含了 2003 年 0.4 ODP 吨

的消费量限额和包括配额在内的许可证制度的建立。在本报告编写之时，2003 年的数据还

没有公布。环境规划署表示，博茨瓦纳正在为许可证制度编制法规，但是该制度尚未建立。  

15. 环境规划署是博茨瓦纳体制建设项目的执行机构（BOT/SEV/41/INS/08）。国家臭氧

机构负责制作宣传材料（传单、张贴物），组织臭氧日纪念活动并对海关和制冷技术人员

进行培训（BOT/SEV/41/INS/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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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环境规划署表示它向博茨瓦纳派过一个特派团，促进了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的起

草，这些条例会使履约变得更为容易。  

17. 工 发 组 织 在 博 茨 瓦 纳 执 行 的 甲 基 溴 示 范 项 目 不 断 出 现 延 迟 情 况

（BOT/FUM/25/DEM/05）。该项目晚了 46 个月。该项目中一项针对甲基溴进口的许可证

制度原计划是在 2003 年实施的，但是工发组织表示，它将继续促进实行进口管制制度，因

为在国内核准许可证制度需要经过不同等级的管理局。工发组织对缔约国 2003 年核准的行

动计划表示支持。它还要求博茨瓦纳提供信息，说明其报告的甲基溴消费量中是否有用于

进行检疫和装运前消毒处理的。截至报告编写日期，仍未收到任何答复。  

刚果 (甲基溴) 

18. 秘书处根据第 43/4(d)号决定向刚果发出信件，因为它 2003 年的消费量（1.25 ODP 吨）

比 0.89 ODP 吨的基准高。截至报告编写日期，仍未收到任何答复。 

19. 刚果有一项核定的甲基溴区域项目，该项目可以使 2002 年和 2005 年控制措施的履行

成为可能。该项目还会帮助国家制定政策以确保这些管制。刚果正在对国内甲基溴的用途

进行技术评估。大部分甲基溴是由石油公司进口的，国家臭氧机构无法得知有关进口原因

的信息。开发计划署的甲基溴区域项目正在帮助该国政府采取措施，消除对使用甲基溴的

依赖。2004 年 10 月 21 日至 28 日期间安排了一个技术特派团，计划于 2005 年初再安排一

个管制特派团。通过这些项目活动，开发计划署预期刚果能够完成 20%的减量目标，从而

实现其 2005 年履约目标。 

20. 环境规划署是负责在刚果实施体制建设项目的机构。 

哥斯达黎加 (甲基氯仿) 

21. 秘书处没有根据第 43/3(b)号决定向哥斯达黎加发出信件，因为它 2002 年的数据比基

准低。但哥斯达黎加随后报告说它 2003 年的甲基氯仿消费量（0.1 ODP 吨）超过

了基准（0.0 ODP 吨）。 

22. 开发计划署正在实施哥斯达黎加制冷剂管理计划，除了其他以外，该计划还包括 2003
年 12 月核准的海关官员培训（COS/REF/41/TRA/29）、核证工作及许可证制度

（COS/REF/41/TRA/29）。开发计划署最近视察了哥斯达黎加，准备着手进行制冷剂管理

计划下的活动。现已决定实施一项行动计划，解决了与核定预算削减相关的问题，并确立

了执行项目的优先事项。根据开发计划署的上一份报告，项目文件正在签署过程中。开发

计划署还在哥斯达黎加实施体制建设项目（COS/SEV/35/INS/26）。 

23. 秘书处请开发计划署与哥斯达黎加联系，确定甲基氯仿消费量的情况。开发计划署与

哥斯达黎加国家臭氧干事进行了联系。该干事报告说他正在调查 2003 年甲基氯仿消费量的

情况，且根据历史数据，他认为进口状况有些不正常。哥斯达黎加没有考虑过就甲基氯仿



UNEP/OzL.Pro/ExCom/44/6 
Annex VI 
 

 
 4

问题开展任何活动，因为它的基准和消费量都是零。开发计划署表示，一旦确认了 0.1 ODP
吨这一情况，它将提供必要的援助以便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淘汰这部分消费量。 

科特迪瓦（甲基溴） 

24. 科特迪瓦 2003 的消费量（8.46 ODP 吨）比 8.14 ODP 吨的基准高。但秘书处没有根据

第 43/4(d)号决定向科特迪瓦发出信件，因为发送信件的时候还没有获得 2003 年消费量数

据。但应该指出的是，科特迪瓦并不是没有执行 2003 年甲基溴控制措施，因为科特迪瓦

2003 年 10 月 8 日才批准了《哥本哈根修正案》，而 2003 年《修正案》一直没有生效。   

25. 科特迪瓦有一项核准的甲基溴淘汰项目。该甲基溴项目正在实施过程中，设备均已交

付，培训活动也已开始，但是在仍存在着反政府活动的国家北部地区，进入熏蒸中心可能

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工发组织表示，在协调会议期间，科特迪瓦认为它履行了约定，因为

报告的数据中包括了检疫和装运前消毒处理。工发组织要求该国政府给臭氧秘书处来函澄

清这个问题。   

26. 科特迪瓦回复工发组织，2003 年报告的 18.84 ODP 吨甲基溴消费量中，10.32 ODP 吨

需要进行检疫和装运前消毒处理。它表示剩余消费量应该是 8.52 ODP 吨，这比 8.1 ODP
吨的基准要高。不过科特迪瓦也指出，随着工发组织项目的实施， 2004 年甲基溴的消费

量将为 6.32 ODP 吨，2005 年将为 3.82 ODP 吨。   

厄瓜多尔（甲基氯仿） 

27. 秘书处根据第 43/3(b)号决定向厄瓜多尔发出信件，因为它 2003 年的甲基氯仿消费量

（3.48 ODP 吨）超过了基准（2 ODP 吨）。   

28. 厄瓜多尔回复说，根据 2004 年 5 月 13 日设立的包括甲基氯仿在内的许可证制度，该

国能够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冻结甲基氯仿的规定。 

29. 世界银行计划在 2004 年 11 月向厄瓜多尔派出一个特派团，并表示它将继续就可能的

不遵守情事采取行动，其中包括安排对甲基氯仿消费量进行最后评估，以确保在今后的几

年里可以完全履约。   

几内亚比绍（氟氯化碳） 

30. 秘书处根据第 43/4(d)号决定向几内亚比绍发出信件，要求提供关于履约障碍的信息。

但直至报告编写时仍未收到任何回复。2002 至 2003 年间，氟氯化碳消费量增加了 2 吨。   

31. 根据第 31/48 号决定，几内亚比绍有一项制冷剂管理计划，该计划要求遵守执行委员

会第四十三次会议核准的 2005 年和 2007 年的控制措施。作为履约协助方案特别援助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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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环境规划署的 2004 年业务计划中包含了“为实施制冷剂管理计划活动和设立法规提

供帮助”。 

32. 开发计划署表示，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控制措施，最近核准由环境规划署和开

发计划署实施的国家方案/制冷剂管理计划中包含了在几内亚比绍淘汰氟氯化碳的行动计

划。开发计划署一直在等待几内亚比绍在环境规划署的协助下制定法规，以便开始实施投

资部分。根据执行委员会条例，实施投资部分要求必须首先制定许可证制度或是许可证制

度处于完善状态，方可实施投资部分。 一旦这些前提条件得到了满足，开发计划署和几内

亚比绍将根据旨在最有效地利用分配资金的第 41/100 号决定实施技术援助方案。   

33. 环境规划署表示，根据该国看似处于不履约状态这一事实，它正在帮助几内亚比绍编

制向履行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提交的行动计划。 

伊朗（甲基氯仿） 

34. 伊朗 2003 年国家方案中甲基氯仿的履约消费量数据（386.8 ODP 吨）比 8.67 ODP 吨

的基准要高。但并没有向伊朗发出信件，因为为了向执行委员会提交项目，该国正在审查

其甲基氯仿数据。   

35. 环境规划署是 2003年 12月核准的伊朗淘汰氟氯化碳国家计划（IRA/PHA/41/TAS/161）
的参与机构之一。环境规划署通知说，该国正在审议一项涵盖所有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许可

证制度条例，其中包括消耗臭氧层物质设备禁令。   

36. 开发计划署是伊朗体制建设项目的执行机构（IRA/SEV/38/INS/157）。   

37. 工发组织正在编制一项四氯化碳/甲基氯仿淘汰项目。工发组织向政府表示，根据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核准的《基准变动指导原则》，它需要申请改变四氯化碳/甲基氯仿的基准。

伊朗表示，在新指导原则颁布之前它就已经申请改变基准，但是履行委员会并没有对它的

请求作出反应。   

38. 然而，由于被质疑的吨数来源于军队，而且也无法为了确认进口量获得所有发票，工

发组织表示，伊朗不可能根据新的指导原则提供所需信息证明这 400 ODP 吨的消费量的合

理用途。但工发组织还表示，伊朗持有可以有理由申请将基准增加到 2,000 ODP 吨的发票。   

黎巴嫩（甲基溴） 

39. 黎巴嫩 2003 年甲基溴消费量数据（184.7 ODP 吨）比 152.4 ODP 吨的基准高。 秘书

处没有根据第 43/4(d)号决定向黎巴嫩发出信件，因为在发送信件时，尚未获得 2003 年消

费量的数据。   

40. 黎巴嫩正在实施两项甲基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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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开发计划署甲基溴淘汰项目第一阶段已经支付了大部分的核定资金并且已实现了规

定的目标（LEB/FUM/34/INV/46）。项目第二期和第三期已获核准，这表明该项目正在实

现协定中的目标。开发计划署在执行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上代表黎巴嫩政府请求核准支

付第四期资金（400,000 美元）。  

42. 在 2001 年 7 月国家甲基溴淘汰总项目被核准之前，黎巴嫩政府就已于 4 月份向臭氧

秘书处提出了改变基准数据的申请。由于认为改变基准数据申请已被接受，黎巴嫩开始了

根据控制核定淘汰项目的商定条件中所包含的减量时间表消除甲基溴消费的工作，那份减

量时间表是建立在政府认定已被接受的订正基准数据的基础之上。 

43. 虽 然 工 发 组 织 在 黎 巴 嫩 的 甲 基 溴 项 目 看 起 来 正 在 按 时 间 表 进 行

（LEB/FUM/41/INV/54），预期 2004 年会有 14.2 ODP 吨的淘汰量，但是黎巴嫩还是请求

在选择不太昂贵的替代品方面对项目进行重新定位。黎巴嫩已向第四十三次会议提交了申

请并已获得核准。   

莱索托（哈龙） 

44. 秘书处根据第 43/4(d)号决定向莱索托发出信件，要求莱索托提供履约障碍方面的信

息，但直至报告编写之时，尚未收到任何答复。莱索托 2003 年哈龙消费量（1.8 ODP 吨）

超过了基准（0.2 ODP 吨）。   

45. 莱索托是德国实施的东南亚地区哈龙库的一部分。尽管东南亚有一个可使用的私人机

构，但是实际的哈龙库是不可运作的。秘书处请德国确定 2003 年消费量来源以及其中是否

有一些是再循环材料。    

46. 莱索托体制建设项目（LES/SEV/29/INS/06）自 1999 年 11 月被核准以来，尚未对其拨

付任何资金。莱索托已经申请指派新的臭氧干事并给予新的预算。环境规划署通知说，国

家臭氧机构还没有提交发放资金所需的开支报告和现金垫款申请。 

利比亚（哈龙） 

47. 秘书处根据第 43/4(d)号决定向利比亚发出信件，因为除其他事情以外，利比亚尚未报

告 2002 年和 2003 年数据。直至报告编写之时（2004 年 10 月 19 日），尚未收到任何答复。

但随后根据第 7 条提交的 2002 年和 2003 年数据显示， 利比亚 2003 年哈龙消费量（714.5 
ODP 吨）超过了基准（633.1 ODP 吨）。   

48. 根据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 XV/36 号决议，利比亚有一项氟氯化碳履约行动计划，该

计划特别承诺建立一项包括配额在内的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许可证制度。    

49. 工发组织正在实施体制建设项目。但应该指出的是，利比亚国家臭氧干事没有出席非

洲网络会议，通讯和后勤方面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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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秘书处请工发组织确定运往利比亚的哈龙的来源。工发组织与利比亚国家臭氧机构取

得了联系，但直至本报告最后定稿之时，尚未收到任何答复。  

马绍尔群岛（甲基氯仿） 

51. 马绍尔群岛报告的 2003 年甲基氯仿消费量为 0.002 ODP 吨 ，高于 0 ODP 吨的冻结水

平。在回复秘书处根据第 43/4(d)号决定发出的信件时，马绍尔群岛表示，根据第 7 条提交

的 2003 年甲基氯仿数据有误，因为洗涤溶液使用的并不是甲基氯仿。秘书处要求环境规划

署让马绍尔群岛正式通知臭氧秘书处，秘书处于 2004 年 10 月 28 日收到了通知确认书。  

尼泊尔（氟氯化碳） 

52. 秘书处根据第 43/4(d)号决定向尼泊尔发出信件，因为它存在着不遵守情事的可能。尼

泊尔报告的 2002 年和 2003 年数据显示两年的消费量均为 0。尼泊尔没收的非法氟氯化碳

进口量超过了《蒙特利尔议定书》现在和将来的最大消费限量，尼泊尔正在寻求解决这些

额外数量的办法。根据《议定书》的控制限额，拟议行动计划将会使尼泊尔放宽限制，允

许非法进口这些物质。  

53. 尼泊尔已经实施了许可证制度，管制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进口。  

54.  “考虑到尼泊尔 2000 年推行的法规，第 XIV/23 号和第 XV/39 号决定中的措辞似乎

想要阻止氟氯化碳的进口，而且也不允许退还没收的物质”，尼泊尔对此做出了回复。根

据履行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提出的建议，尼泊尔同意退还没收的物质，但规定“只有在

2009 年以后”才能确定所有剩余的氟氯化碳。  

阿曼（甲基氯仿） 

55. 0.003 ODP 吨的甲基氯仿消费量完全是用于制药和实验的，用于这些目的时无法找到

替代品。以人均消耗臭氧层物质为基础计算，0.003 ODP 吨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几乎可以

忽略不计。阿曼表示它已经采取了必要的行动来履行《蒙特利尔议定书》，但是它并没有

详细说明那些行动，尽管之前它报告说即将颁布有关消耗臭氧层物质管制的法令。环境规

划署表示，基于它与国家臭氧干事之间的联系，甲基氯仿的进口是个失误，预计不会再有

进口。  

56. 阿曼用于制药和实验用途的甲基氯仿消费量为 3 ODP 吨，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额外的关

注。我们应该确定这些用途是什么，是否有替代品，假定没有替代品，谨提议履行委员会

进一步考虑是否可以采取以下做法，即，对于根据《议定书》条款已经到期的非第 5 条国

家，几公斤的不遵守情事可以通常作为一种基本用途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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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哈龙） 

57. 秘书处根据第 43/4(d)号决定向巴基斯坦发出信件，要求巴基斯坦提供履约障碍方面的

信息。2002 年和 2003 年哈龙消费量（分别为 16.95 和 15 ODP 吨）超过了基准（14.2 ODP
吨）。  

58. 巴基斯坦收到了为 2003 年 12 月核准的并由工发组织实施的哈龙库项目

（PAK/HAL/41/TAS/55）提供的资金。该项目的执行时间表极具挑战性，它要求 2004 年

年底交付设备。工发组织为哈龙库购买了设备，预计将会如期交付。  

59. 巴基斯坦对第 43/4(d)号决定做出了回复，它表示由于执行委员会核准哈龙项目时出现

了延迟，以及执行控制措施时也出现了延迟，推行许可证制度以后，哈龙的进口量“略微

超过”基准。有关所有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口的许可证制度的最后实行方式现已商定。预计

将在 2004 年 10 月 30 日之前实行许可证制度。工发组织在制冷剂管理计划下实施了旨在增

强海关官员能力的培训方案，目的是为了增强海关监测合法进口、控制非法贸易的能力。

巴基斯坦希望在通过实行规范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口的许可证制度，以及在完成这些项目以

后，巴基斯坦将可以作到履约。” 应该指出，在巴基斯坦 2003 年 12 月首次将哈龙库项目

提交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时，执行委员会就核准了该项目。  

60. 工发组织表示它将为巴基斯坦代表参加 2004 年 11 月 1 日至 2 日在塞尔维亚举办的哈

龙讲习班提供资助。环境规划署表示，它正在为巴基斯坦解决许可证制度方面的问题提供

援助。  

61. 工发组织表示报告的巴基斯坦消费的哈龙是来自于中国的原始哈龙。  

巴布亚新几内亚（甲基溴） 

62. 秘书处根据第 43/4(d)号决定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发出信件，因为巴布亚新几内亚 2003
年消费量（5.8 ODP 吨）比 0.3 ODP 吨的基准高。截至报告编写之时，尚未收到任何答复。

但应该指出的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并不是没有执行 2003 年甲基溴控制措施，因为它 2003
年 10 月 7 日才批准了《哥本哈根修正案》，而此《修正案》在 2003 年并没有生效。  

63. 环境规划署表示，它会通过支持正在实施体制建设项目的德国来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

解决甲基溴问题，并将其作为履约协助方案的一项特别倡议。 

菲律宾（甲基溴） 

64. 菲律宾没有及时报告供第 43/4(d)号决定确定是否发送信件的 2003 年数据。但它随后

报告的 2003 年数据 9 ODP 吨超过了设定的 8 ODP 吨的基准。菲律宾请求将基准调至

10.3 ODP 吨，这样的话，它就可算作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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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世界银行是菲律宾体制建设项目（PHI/SEV/36/INS/67） 的执行机构。世界银行表示，

尽管没有向 2003 年项目编制账户支付任何资金，它还是一直在与菲律宾合作编制甲基溴淘

汰项目（PHI/FUM/39/PRP/70），并举办讲习班和会议。世行表示，它在 2004 年已经支付

了项目编制赠款，未动用部分将在账目完成以后退还。  

66. 世界银行向第四十四次会议提交了甲基溴淘汰项目。环境规划署表示，它将提供甲基

溴方面的技术援助，帮助落实第 XV/25 号决定。环境规划署还表示，应菲律宾请求，它将

帮助该国编制甲基溴行业淘汰战略。 

索马里 （哈龙） 

67. 秘书处根据第 43/3(b)号和第 43/4(d)号决定向索马里发出信件，因为索马里 2004 年业

务计划中的一些项目尚未提交，而且其 2003 年哈龙消费量数据（25.71 ODP 吨）超过了基

准（17.7 ODP 吨）。截至报告编写之时，尚未收到任何答复。2002 年至 2003 年，哈龙消

费量增加了 1.2 吨。   

68. 环境规划署正在为索马里编制国家淘汰战略（SOM/SEV/35/TAS/01），该项目于 2001
年 12 月获得核准。环境规划署详细说明了这个被归类为执行出现延迟的项目的进度情况。

自 2002 年 3 月被核准以来，索马里体制建设项目（SOM/SEV/36/INS/03）尚未收到任何资

金。环境规划署表示，决定向哪个账户汇款时也是问题，因为“索马里没有银行”。 

69. 环境规划署指出，依据该国看似有不遵守情事这一事实，它正在帮助索马里编制一项

行动计划以提交履行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秘书处请环境规划署确定 2003 年消费量的来

源，并确定其中是否有再循环物质。向基金秘书处提交了一项国家方案/制冷剂管理计划供

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但随后又被撤销，因为数据不一致。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氟氯化碳） 

70. 秘书处根据第 43/3(b)号和第 43/4(d)号决定向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发出信件，因为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2004 年业务计划中有些项目尚未提交，而且它 2003 年氟氯化碳消费

量数据（3.07 ODP 吨）超过了基准（1.77 ODP 吨）。截至报告编写之时，尚未收到任何答

复。 

71. 根据第 43/3 b 号决定的要求，向第四十四次会议提交了修正制冷剂管理计划的申请。

依照第 31/48 号决定规定的条件，制冷剂管理计划的增订需要政府方面承诺遵守 2005 年和

2007 年的控制措施。环境规划署表示，它将“帮助编制使之恢复履约状态的行动计划（如

果缔约方的大会有要求）并帮助其恢复履约状态”，除其它事情以外，它还将“帮助实施

新建立的许可证制度”，并将其作为履约协助方案的一项特别倡议。 

72. 环境规划署正在实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体制建设项目（STV/SEV/25/INS/04），

该项目 1998 年 7 月被核准，并在第四十二次会议上被延长。在 2003 年进度报告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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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署表示，“区域主任会见了环境常务秘书，提出要按照履约协助方案框架提供支助。

1998 年 7 月核准的、与许可（监测和控制）消耗臭氧层物质及以消耗臭氧层物质为基础的

设备项目（STV/REF/25/TRA/03）相关的立法还没有收到任何资金。但 2003 年 11 月，立

法工作就已经完成了。环境规划署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只有在立法获得批准

之后才能实施培训活动，而这一点是在 2003 年底实现的。”环境规划署随后告知秘书处，

海关培训活动已于 2004 年 10 月完成，配额制度也将自 2005 年 1 月起生效。  

 

泰国 （甲基溴） 

73. 秘书处根据第 43/4(d)号决定向泰国发出信件，因为泰国 2003 年的消费量（177.96 ODP
吨）比确定的 182.97 ODP 吨的基准高。截至报告编写之时，尚未收到任何答复。泰国已申

请改变甲基溴的基准。  

74. 世界银行是泰国体制建设项目（THA/SEV/40/INS/139）的执行机构。它在泰国编制了

一个甲基溴淘汰项目（THA/FUM/33/TAS/135）并已将该项目提交第四十四次会议。环境

规划署表示，如果该国要求，它将“为甲基溴行业淘汰计划提供援助，并帮助落实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第 XV/25 号决定”，它还会把这个当作履约协助方案的一项特别倡议。 

越南（哈龙） 

75. 越南 2003 年 0ODP 吨的哈龙消费量使越南又回到履约状态。但在向第十六次缔约方

大会提交的建议中，履行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表示，由于可预见的需求量，越南有可能

会回到不履约状态，因此它鼓励越南减少排放量，寻求再循环资源（第 32/15 号建议）。 

76. 考虑到以上情况及世界银行正计划向第四十四次会议提交（后来已经提交）氟氯化碳/
哈龙淘汰计划这一事实，秘书处没有根据第 43/4(d)号决定向越南发出信件。  

77. 环境规划署是越南体积建设项目（VIE/SEV/40/INS/42）的执行机构。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认为越南在冻结哈龙方面处于不履约状态以后，第 XV/45 号决定建议越南可以利用环

境规划署的履约协助方案提供的现有援助，识别并采用替代品取代油容器中使用的哈龙

2402。环境规划署表示，它会提供履约协助方案特别倡议，即“体制建设项目实施特派团，

根据第 XV/45 号决定采取行动”。环境规划署还为西亚区域哈龙干事安排了一个任务，即

与海关官员讨论数据问题。 

也门（氟氯化碳、哈龙和甲基溴） 

78. 秘书处根据第 43/4(d) 号决定向也门发出信件，因为发出信件之时也门尚未报告 2002
年和2003年数据，而且其氟氯化碳消费量的最新数据显示，也门2001年消费量（985.89 ODP
吨）超过了确定的 349.07 ODP 吨的氟氯化碳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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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随后，也门提交的 2002 年和 2003 年氟氯化碳、哈龙和甲基溴消费量数据也超过了确

定的基准。氟氯化碳 2003 年的消费量为 758.6 ODP 吨，确定的基准为 349.1 ODP 吨。2003
年哈龙消费量为 11.5 ODP 吨，确定的基准为 2.8 ODP 吨。2003 年甲基溴消费量为 49.8 ODP
吨，确定的基准为 1.05 ODP 吨.   

80. 也门回复说，“（履约）最主要的障碍是 1996 年报告给臭氧秘书处的数据有误，也

门的基准数据就是根据些数据计算出来的。”也门指出，自 2001 年起也门就通过履行委员

会向缔约方申请改变基准数据，但一直没有回应。也门表示，根据核准的改变基准的方法

（第 XV/19 号决定），它正准备在      上再次提交改变基准的申请，供重新审议。  

81. 也门是法国和德国实施的西亚区域哈龙库的一部分。秘书处请德国确定 2003 年消费

量的来源，并确定其中是否有再循环物质，但德国表示它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82. 作为履约协助方案特别倡议的一部分，环境规划署计划“帮助编制向履行委员会下次

会议提交的最后报告，这样做是为了与臭氧秘书处密切合作，以期核准改变基准的申请。”

环境规划署还指出，履约协助方案会给也门提供了与履行委员会主席和履行委员会的西亚

代表见面的机会，可就也门的情况进行深入探讨。2004 年 9 月 14 日至 15 日，履约协助方

案在巴林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天的会议，该地区的四个国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它们有的现在

正处于不履约状态，有的有可能会处于不履约状态。每个国家代表与履约协助方案小组一

道，履行委员会成员进行了会晤，就各自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并在多种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建议。 

83. 开发计划署正在也门执行一项氟氯化碳回收和再循环项目，并参加了由环境规划署主

持的与政府和其他机构的讨论，目的是为了帮助也门编制改变基准的申请以提交履行委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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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因最新数据超过基准而可能未执行四氯化碳减少规定的国家的履约状况 

巴哈马（四氯化碳） 

1. 由于巴哈马 2003 年的消费量（2.3 ODP 吨）超过了零 ODP 吨的基准，已根据第 43/4(d)
号决定致函巴哈马。在撰写本文之时（2004 年 10 月 19 日），尚未收到任何答复。 

2. 巴哈马 2003 年消费量比 2002 年增加了 2.05 ODP 吨。 

3. 环境规划署表示，该问题已在区域网络会议上提出。环境规划署还说，巴哈马报告的

是零消费，但暗示巴哈马的消费为实验室所用。秘书处告知环境规划署，这种消费应予以

报告。 

4. 开发计划署表示，环境规划署正向四氯化碳极低消费量国家提供援助，以消除其消费，

因此巴哈马的一位代表将应邀参加开发计划署训练讲习班，该训练讲习班将由牙买加主办，

作为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核准的牙买加为溶剂行业技术援助方案的一部分活动。 

5.  世界银行正协助巴哈马执行氟氯化碳淘汰计划，但四氯化碳尚未在该计划中述

及。 

6. 制定法规草案是巴哈马海关培训项目（BHA/REF/23/TRA/04）的要求，该项目已于 1997
年 11 月核准由环境规划署执行。举办该讲习班的资金已到位。 

7. 环境规划署是巴哈马体制建设体制建设项目（BHA/SEV/39/INS/09）的执行机构。环

境规划署为鼓励项目更快速地得到执行提供了技术和政治上的支持。环境规划署表示，将

与巴哈马一道调查四氯化碳事件。 

8. 巴哈马国家臭氧机构向环境规划署表示，已同臭氧秘书处就其报告的四氯化碳消费量

取得联系。巴哈马告知，海关部门已确认 2003 年全国四氯化碳消费量为零。据国家臭氧机

构报告，海关部门错误地鉴别一些物质，导致数据不准确。 

巴林（四氯化碳） 

9. 由于巴林 2002 年的消费量（0.99 ODP 吨）超过了 0.37 ODP 吨的基准，已根据第 43/4(d)
号决定致函巴林。巴林表示，所有消费均供实验室和分析使用，总量为 40 公斤。巴林未说

明具体用途，但指出所记录的数据有误的可能性。由于某些四氯化碳实验室和分析用途存

在某些替代方法，因此要求工发组织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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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环境规划署是巴林体制建设项目的执行机构（BAH/SEV/41/INS/12）。环境规划署的

履约协助方案促使巴林与该区域的履约委员会主席和履约委员会成员直接接触，讨论从

2004 年 9 月 14-15 日起未履约的问题。 

孟加拉国（四氯化碳） 

11. 由于孟加拉国 2002 年的消费量（13.8 ODP 吨）和 2003 年消费量（6.7 ODP 吨）均超

过 5.68 ODP 吨的基准，已根据第 43/4(d) 号决定致函孟加拉国。 

12. 政府表示，执行核准的溶剂行业项目后，该国应该能够实现四氯化碳减少目标。 

13. 开发计划署是孟加拉国体制建设项目的执行机构（BGD/SEV/35/INS/13）。 

14 于 1999 年 11 月核准的孟加拉国海关培训项目（BGD/REF/29/TRA/08）已依照环境规

划署的规定完成。与此同时，培训培训员良好做法方案似乎也在取得进展

（BGD/REF/29/TRA/11）。 

巴巴多斯（四氯化碳） 

15. 巴巴多斯 2003 年四氯化碳消费量（0.01 ODP 吨）超过了零 ODP 吨的基准。根据第

43/4(d)号决定拟写的函件没有发出，原因是发送函件时尚未获得 2003 年的数据。 

16. 环境规划署是巴巴多斯体制建设项目的执行机构（BAR/SEV/26/INS/05）。环境规划

署表示，四氯化碳正在西印度群岛大学实验室使用。牙买加和特立尼达与多巴哥两国的国

家臭氧官员告知巴巴多斯，西印度群岛大学未在本国使用四氯化碳，而且可以获得替代物。

环境规划署表示，该大学的兄弟院校将向 Bajun 学院提供关于采用无四氯化碳试验方法的

技术支持。 

17. 开发计划署表示，环境规划署正在向四氯化碳极低消费量国家提供援助以消除其消

费，因此巴哈马的一位代表将应邀参加开发计划署训练讲习班，该训练讲习班将由牙买加

主办，作为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核准的牙买加为溶剂行业技术援助方案的一部分活

动。 

加纳（四氯化碳） 

18. 由于仍有一个项目需要在 2004 年提交，并且其 2002 年消费量（0.44 ODP 吨）超过了

0.37 ODP 吨的基准，因此已根据第 43/3（c）（i）和第 43/4(d)号决定致函加纳。在撰写本

文之时，尚未收到任何答复。 

19. 开发计划署是加纳体制建设项目的执行机构（GHA/SEV/38/INS/19）。 

20. 开发计划署在第四十四次会议上申请一个 20,000 美元的技术援助项目，以评估加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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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碳使用的情况。 

印度尼西亚（四氯化碳） 

21. 印度尼西亚 2003 年消费 16.5 ODP 吨超过了四氯化碳 0.0 ODP 吨的基准。未致函印度

尼西亚的原因是，该国正在审查四氯化碳数据，以便向执行委员会提交一个项目。 

22. 开发计划署是印度尼西亚体制建设项目的执行机构（ IDS/SEV/32/INS/121 和

IDS/SEV/41/INS/159）。开发计划署表示，印度尼西亚从未报告关于四氯化碳的基准数据，

因为当时四氯化碳消费量尚未确认。工发组织向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提交了一个项

目，该项目将在第四十四次会议作进一步审查，以处理如果项目提案在执行委员会第四十

四次会议获得批准将于 2005 年淘汰的 16.5 ODP 吨四氯化碳问题。 

23. 世界银行也在印度尼西亚执行一个已于 2002 年 7 月批准的无投资项目，题为“加强

进口/出口管制”（IDS/SEV/37/TAS/149）。2003 年底已支付 81%的资金，关于 2002 年消

耗臭氧层物质进口、进口商和国际供应商的国内和国际研究报告，连同进口许可证制度新

标准操作程序二稿已完成。2004 年 1 月已开办讲习班，向国家有关利益方演示标准操作程

序及其执行情况。有效的进口监测和管制系统对于由国家臭氧机构执行、开发计划署和世

界银行作为执行机构的各种消耗臭氧层物质行业计划的执行至关重要。标准操作程序已与

在印度尼西亚开展活动的各执行机构共享。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与国家臭氧机构共同磋

商执行情况，并提出标准操作程序的修正建议，以确保年度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口能够得到

监测、管制和核查。国家臭氧机构与环境规划署进行了协商，这种协商构成 2003 和 2004
年各区域网络会议的一部分。 

伊朗（四氯化碳） 

24. 伊朗 2003 年执行国家方案消费数据（2,169.2 ODP 吨）超过了四氯化碳 77 ODP 吨的

基准。未致函伊朗的原因是该国已在审查四氯化碳数据，以便向执行委员会提交一个项目。 

25. 环境规划署是涉及伊朗国家氟氯化碳淘汰计划的机构之一（IRA/PHA/41/TAS/161），

该计划于 2003 年 12 月获得批准。环境规划署告知，该国目前正在审查一个包含所有消耗

臭氧层物质（包括消耗臭氧层物质设备禁令）的许可证制度条例。 

26. 开发计划署是伊朗体制建设项目的执行机构（IRA/SEV/38/INS/157）。 

27. 工发组织正在制定一项四氯化碳/三氯乙烷淘汰计划。工发组织已向政府表示，有必要

根据缔约国第十五次会议批准的关于改变基准的指导方针请求改变四氯化碳/三氯乙烷的

基准。伊朗表示，它在新指导方针颁布之前就请求改变基准，但履约委员会未予理睬。 

28. 然而，由于讨论中的吨数源于军方，并且无法获得发票用于确认进口数量，工发组织

表示，伊朗不可能根据新指导方针提供必要的信息，以说明 400 ODP 吨消费量是合理的。

但是，工发组织表示，伊朗有可以证明请求把基准数增加到 2,000 ODP 吨是合理的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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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四氯化碳） 

29 由于尼日利亚 2003 年消费量（166.65 ODP 吨）超过了 152.75 ODP 吨的基准，已根据

第 43/4(d)号决定致函尼日利亚。在撰写本文之时，尚未收到任何答复。 

30. 尼日利亚 2003 年四氯化碳消费量比 2002 年增加了 25.85 ODP 吨。 

31. 工发组织计划在 2005 年最后一次会议提交溶剂项目年度阶段计划。 

32. 开发计划署是尼日利亚体制建设项目（NIR/SEV/34/INS/93 和 NIR/SEV/40/INS/107）
和国家方案增订（NIR/SEV/36/CPG/102）的执行机构。开发计划署正在执行尼日利亚国家

氟氯化碳淘汰计划（NIR/PHA/38/INV/106）。 

巴基斯坦（四氯化碳） 

33. 由于巴基斯坦 2003 年消费量（589.05 ODP 吨）超过了 412.87 ODP 吨的基准，已根据

第 43/4(d)号决定致函巴基斯坦。 

34. 巴基斯坦回复道，随着工发组织溶剂项目的实施和许可证制度的建立，巴基斯坦应该

能够实现履约目标。 

35. 工发组织仍然在执行 Himont 化学制品厂的四氯化碳项目（PAK/PAG/35/INV/42）。该

项目因受益者的财政困难导致生产停顿而延迟，但公司现在已恢复运营。开发计划署正在

执行三个溶剂行业项目：Riaz 项目（PAK/SOL/37/INV/47），于 2002 年 7 月批准；Hirra Farooq
项目（PAK/SOL/40/INV/51）和 Breeze Fros 项目（PAK/SOL/40/INV/52），均于 2003 年 7
月批准。所有三家公司设备的国际招标已进行，但 Riaz 首先选择了一条国际招标路线，然

后决定自己安装复杂的脱脂剂设备。然而，工发组织不愿意同意这项更改，因而可能还要

耽搁一段时间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就 Hirra Farooq 和 Breeze Fros 项目而言，设备已经挑选，

交付设备的地点也已确定。 

36. 第四十二次会议批准了溶剂行业计划的年度阶段计划。 

37. 开发计划署是巴基斯坦体制建设项目的执行机构（PAK/SEV/35/INS/44）。 

巴拉圭（四氯化碳） 

38. 由于巴拉圭 2003 年消费量（2.42 ODP 吨）超过了 0.6 ODP 吨基准，已根据第 43/4(d)
号决定致函巴拉圭。在撰写本文之时，尚未收到任何答复，但该国先前曾表示，这项消费

为实验室和分析使用。 

39. 巴拉圭 2003 年消费量比 2002 年增加了 0.39 ODP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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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环境规划署是执行巴拉圭体制建设项目的执行机构（PAR/SEV/39/INS/13）。 

41. 一份方案预算纲要已纳入环境规划署 2005 年履约协助方案项目，以处理四氯化碳低

消费国家的情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