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环境司致力于促进

全球产业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发展。它通过帮助现有

产业提高环境绩效、培育新兴产业、提供环保产品和

服务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有助于各个国家实现持续的

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

由于人口的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全球对产品和服

务的需求日益增长。为满足这种需求，目前的经济增

长模式对环境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自然资源水平

达到临界低点，而且在世界许多地方自然降解废气和

废物的环境容量已超负荷。如今，人们已经感受到这

种趋势的影响，而且这种潜在风险将给后代带来严重

的后果。

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已经帮助各国创造了繁

荣，并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提高了社会不同阶层的

生活水平。然而，与此同时，工业也造成了大规模的、

系统性的自然资源耗竭和严重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和

土壤污染。 

环境司鼓励企业采用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提高其经

济收入，并对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加以保护，以此帮

助企业沿着可持续的轨道发展。通过开展相关活动，

环境司力求提高企业竞争力并获得市场准入条件，同

时提高企业的环保绩效。环境司特别关注为发展中国

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小型和中小型企业提供支持。

环境司通过采取干预措施，协助工发组织进一步履行

其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产业发展（ISID）的使命，主

要涉及以下四个关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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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环境司的业务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紧密相连

资源节约型工业生产 

环境司协助企业通过采用资源节约型和清洁生产实

践、方法和工艺，通过加强回收，资源回用和废物处

理，提高其资源生产力和环境绩效。

通过采取这些措施，自然资源的压力 - 过度消耗或污

染的状况 – 得到缓解，从而使工业生产变得更环保更

可持续。此外，污染控制措施和生态系统保护能够维

护工人、社区和消费者的安全，从而通过工业发展来

促进包容性。 同时，环境司推广的资源节约型和清洁

的工业生产有利于提高经济竞争力。其表现形式是生

产力的提高、更严格的工艺控制和标准、环境管理会

计方法的加强以及创新商业模式的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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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环境司的工作是根据斯德哥尔摩公约要求，减少和消

除广泛使用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该司寻求

发展新的产业、完善现有产业、更好地管理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

其开展的活动包括：减少企业生产、使用和排放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的数量，有助于我们对自然环境的长期

保护，并减少主要的人类健康风险。此外，通过开展

地方技术能力建设，提高整个地方小规模企业和社区

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危险性的认识，可促进包容性。

南南知识和技术转让进一步加强了发展中国家企业

减少和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包容性。最后，通

过分享和转让最佳可行技术（BAT）和最佳环境实践

（BEP）实现的环境提升可确保参与企业的持久性和

全球竞争力。

淘汰臭氧层耗竭物质 

为执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环

境司协助各国升级改造其产业、引进消耗臭氧层物质

（ODS）的替代品,从工艺和产品中逐步淘汰常用的消

耗臭氧层物质。

防止消耗臭氧层物质的使用和排放等干预措施加强

了全球产业的可持续性。这些物质的使用和排放不仅

会导致臭氧层破坏，而且也会严重影响气候变化。通

过环境司在此领域开展的活动，产业发展呈现了包容

性，因为有效的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依赖于整个产业

部门能力的提高和竞争力，从而提高技术人员和产业

工人的技能水平。

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项目通过有针对性的活动，推动

了产业发展，这些活动包括开发、转让和采纳技术、提

供设备、支持市场准入、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

未来的环境法规

环境司正在拟定相关方法，以支持工发组织会员国企

业履行即将签署的条约规定的义务，为出台新兴环境

合规制度做准备。

环境司在此领域的工作是可持续的，因为它通过提高

针对国际约束性条约的合规水平而促进绿色产业的发

展。具体方法是帮助各国减少企业产生的有毒物质的

排放量，而这些物质对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了负

面影响。此领域的活动也展现出产业包容性发展的路

径，因为它们加强了整个产业的竞争力，给所有的行

业利益相关方带来了社会和经济效益。

想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 
https://www.facebook.com/EnvironmentDepartmentUNIDO/

工发的官方资讯平台 
官方主页:  http://www.unido.org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user/UNIDObeta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UNIDO.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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