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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一项关于就某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采取国际 

行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 
 

于 2000年 6月 19-21 日在瑞士沃韦举行的关于 
财政资源和财务机制问题的闭会期间会议: 

主席的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1.  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在其第四届会议上商定,应由委员会主席 John 
Buccini先生(加拿大)召集举行一个小型小组会议,进一步讨论财政资源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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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制问题。该小组应由下列国家各派一名人士组成:喀麦隆、加拿大、中国、
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法国、印度、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日本、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尼日利亚、挪威、波兰、南非、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主席建议,本小组于 2000
年 6月间举行会议并编制一份有助于出席委员会第五届会议的代表对第 J之
二条(此条的标题尚未确定,其内容包括能力援助网络概念)和第K条(财政资源
和财务机制)进行讨论的文件(UNEP/POPS/INC.4/5,附件二,第 94段)。 

  2.  这一小型小组于 2000年 6月 19-21 日在瑞士的沃韦举行了会议。主
席关于该次会议的报告及该次会议的与会者名单分别列于本说明的附件一和
附件二之中。在此分发的资料系直接从主席处收到,未经正式编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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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主席关于沃韦会议的报告(2000年 6月 19-21 日) 

 

1.  背景情况: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问题政府间谈判委员会(谈判委员会)在其第四届会议上确
定需要在闭会期间开展工作,以便进一步讨论财政资源和财务机制问题。 

谈判委员会曾要求我作为主席召集一个小组会议;这一小组将由下列国家各
派一名人士组成:即喀麦隆、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丹麦、
多米尼加共和国、法国、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密克罗尼西亚联
邦、尼日利亚、挪威、波兰、南非、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
合众国和乌拉圭。此前我建议本小组于 6月底之前举行会议,以便编制一份旨
在协助出席谈判委员会第五届会议的代表讨论第 J之二条和第 K条的文件;
并希望该小组对所提出的各种看法进行分析、查明共同立场、并拟定各种可
展示前进方向的提案,从而协助满足谈判委员会的需要和关注并推动在谈判
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上完成谈判工作。 

本次小组会议于 6月 19-21 日在瑞士的沃韦举行,共有来自 18个国家的与会
者出席了会议,但遗憾的是,来自喀麦隆的人士在临出发前的最后一刻因病未
能成行。在沃韦举行会议的本小组并非一个谈判小组,而是各国与会者以其个
人身份参加的小组会议,旨在对所涉各项议题进行澄清并探讨如何在各种不
同立场之间搭建桥梁。本小组并未试图重新起草第 J之二条或第 K条,而是努
力寻求共同立场,以便各国得以随后编制有关财政资源和财务机制问题的提
案。 

本次会议首先就财政援助所涉及的许多方面和议题进行了圆桌讨论,继而又
对以下所汇报的题目进行了讨论。在本小组举行的一次集思广议会议上,与会
者详细阐述了一个健全、可良好地发挥职能的财务机制应具备的各种特点,随
后又以审视和客观的方式审查了产生于谈判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公约案文草
案中关于第 K条的各项提案,以期确保大家都能确切地理解该条的含义、评价
每一项提案在何种程度上满足《公约》所规定的各项义务的预计要求、并设
法确定每一项提案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上述各种应具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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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小组还探讨了谈判委员会第五届会议应着手审议第 J之二条和第 K条
的方式方法,其中包括时间安排、如何提出这一事项、以及如何为便于达成共
识而优化讨论过程的组织安排。 

本小组并未编制正式的会议报告;我同意由我根据讨论情况编制此份报告,并
以主席的报告的形式作为一份会议文件分发给出席谈判委员会第五届会议的
代表。 

2.  讨论过程中提出的一般性问题 

2.1  2.1  2.1  2.1  提供充足而又及时的财政援助提供充足而又及时的财政援助提供充足而又及时的财政援助提供充足而又及时的财政援助::::    

会议确认,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充足而又及时的财政援助对于
《公约》的成功实施必不可少。 

2.2  2.2  2.2  2.2  获得技术和财政援助的资格问题获得技术和财政援助的资格问题获得技术和财政援助的资格问题获得技术和财政援助的资格问题::::    

在会上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哪些缔约方有资格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公约》下
获得技术和财政援助。与会者认为,目前谈判案文中所使用的措辞已足以界定
资格问题(“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缔约方” )。故未就此议题作任何进
一步讨论。 

2.3  2.3  2.3  2.3  能力援助问题能力援助问题能力援助问题能力援助问题::::    

根据对已列入谈判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报告第 J之二条和第 K条中的“ 能力援
助” 职能的各项类似提案进行的讨论情况,会议普遍认可这一概念是对第 J条
以及最终将在第 K条下议定的财务机制的技术援助条款的有益补充措施。然
而与会者还商定,能力援助网络问题(职能范围、地点等)的最后解决必须有待
于就这一机制的各项主要内容作出的决定。鉴于第 J之二条提到了第 J条,而
后者并非沃韦会议的讨论题目,因此有关能力援助职能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
于其对第 K条所产生的影响问题。 

关于财务机制问题,会议普遍认可任何能力援助条款均应: 

-不限于仅作为一个可能的供资来源通讯录或数据库; 

-囊括国家、双边、区域和多边供资来源; 

-涉及新的和现有的供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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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实际拟定和编制提案方面的援助;和 

-建立一个负责针对一项提案发挥“ 倡导者” 作用的机构,以协助提出
要求的缔约方针对每一案件采取后续行动,直至作出供资决定为止。 

本小组认为,谈判委员会应在其第五届会议上从上述各项概念着手审议一项
能力援助条款,以期确定: 

-是否应将此条款列入关于持久性污染物的公约之中; 

-应由哪一机构负责从事此项工作; 

-应将之列入关于持久性污染物的公约中的哪一部分; 

-是否应由缔约方大会或由一个附属机构负责提供指导、管理和监督
等;以及 

-公约秘书处在实施工作中应发挥何种作用(如需其发挥任何作用)。 

2.4  2.4  2.4  2.4  协同增效协同增效协同增效协同增效::::    

本小组确认,有些方案和项目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领域所特有的(例如,消除某
一特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生产和使用、处置某一过期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产品或废物等),而另一些方案和项目则涉及需要在更为广泛的范畴内对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问题进行处理(例如,城市废物管理问题、减少空气污染方案以处
理气候变化或烟雾问题等)。会议提出的“ 协同增效” 概念是谈判委员会第五
届会议审议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中可反映出从一系列广泛来源获取财
政资源的潜力,以及通过在一系列广泛的方案和项目中处理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问题的多种处理办法获益,其具体方式是: 

-将有关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方面的考虑纳入更为广泛的健康和环境
问题(例如,在废物管理和处置项目和方案中考虑有关防止和/或尽最
大限度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生成的问题); 

-利用一系列广泛的国际方案和财务机制,增加实施适宜方案的可能
性和/或取得用以实施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公约所需要的资源的可能性;
和 

-尽最大限度减少各相关方案和项目之间的相互重叠和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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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应审慎地避免过分强调协同增效努力,因为: 

-如果在过多的机构中推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议程,或将之作为过多
的议题的组成部分加以处理,则将会导致工作重点的偏离;和 

-实践可能会证明在其他财务机制中寻求协同增效的机会可能要比
最初设想的要少。 

2.5   2.5   2.5   2.5   财务机制应具备的各种特点财务机制应具备的各种特点财务机制应具备的各种特点财务机制应具备的各种特点::::    

为了简化以下作出的汇报,本报告中所使用的“ 机制” 一词是指一种可包括一
个单一的机制或多重机制的模式。 

本小组根据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公约下财务机制应具备的特点的详尽讨论,
确定了此种机制的下列各种特点。人有指出,所介绍的某些特点不易用法律语
言表述。尽管与会者未能就其中若干特点达成共识,但许多其他特点则可视为
各方的“ 共同立场” 。 

(a) 财政资源: 

-应明确规定提供资金的法律义务; 

-应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财政资源; 

-所提供的资金应: 

-特别针对涉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活动; 

-足以满足所确定的需要; 

-以可预测的方式提供;和 

-应具有吸引额外资金的性质。 

(b) 此种机制的运作时间框架: 

-应予具体列明;和 
-所涉时期应足够长,以便于进行长期规划。 

(c) 与其他方案、机构和机制的相互作用: 

-取得协同增效结果,努力从以多样化方式处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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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益,即设法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方面的考虑纳入更为广泛的健康和
环境问题之中和/或利用一系列广泛的国际方案和财务机制,从而增
加实施适宜方案或获得实施持久性污染物公约所需资源的可能性; 

-设法从一系列广泛来源获得资源;和 

-与从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工作的其他组织进行协调。 

(d) 运作方式: 

-应具体列明对此种机制的管理方法; 

-必须基于需求;和 

-应对这一“ 系统” 进行监测,并定期对这一机制进行审查。 

(e) 负责分工制: 

-就政策性事项对缔约方大会负责;和 

-必须明确规定对其他事项(例如,财务事项)的责任分工。 

(f) 效率: 

-资金使用方面的效率; 

-及时作出决策和从事行政工作;和 

-采用所需管理费用较低的简明程序。 

(g) 成效。 

(h) 清晰度: 

-明确的资格标准; 

-就如何使用这一“ 制度” 向各缔约方提供培训; 

-明确的条件和做法;和 

-无条件的核可(不附带任何条件,例如,作出核可时不应使之与任何其
他议题相联系)。 

(i) 透明度。 

(j) 需要建立“ 安全网络” ,以确保对所有合格的提案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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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便于使用,即各缔约方应可随时使用这一机制。 

(l) 灵活性:此种机制应能在开始运作之际顾及到一系列不同的需要,并随着时
间的推移根据各种情况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 

(m) 稳定性:通过各种其他特点,包括可预测的和充足的资金供应、透明的决策
和良好的管理做法等实现稳定性。 

2.6  2.6  2.6  2.6  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 KKKK条中财务机制的各项备选案文条中财务机制的各项备选案文条中财务机制的各项备选案文条中财务机制的各项备选案文::::    

谈判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报告中所列公约案文草案关于第 K条第 4款共有四项
提案。然而,本小组认识到提案 1 的 A项是针对能力援助网络职能提出的(这
与第 J之二条十分相似)。会议确认,该项提案不是关于财务机制的提案,而是
要求对财务机制作出补充的提案。本小组关于能力援助网络职能的意见在本
报告的另处作了汇报,故在此仅讨论所提交的其余三项提案。 

针对第 4款的提案 1 的 B项系由欧洲联盟在谈判委员会第四届会议上提出;
这一备选案文要求由全球环境基金作为支持《公约》实施工作的财务机制。
一些与会者认为,全球环境基金可满足本小组所确定的许多特点,且它在筹措
资金、开展协调和实现协同增效方面有着特别强的实力。还有人指出,全球环
境基金理事会已表示愿意由全球环境基金发挥《公约》财务机制的作用,且全
球环境基金秘书处目前正在着手起草一项附有所涉费用情况的、关于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的运作方案。可能需要在及时性、简明程序和灵活性诸领域内对
全球环境基金加以改进。此外,还可能需要建立一个“ 安全网络” ,以确保小型
实施项目或其他可能因此而不能得到供资的合格项目能够得到资金。 

会上针对全球环境基金在下列方面的情况提出了问题:全球环境基金对各项
多边环境协定的缔约方大会提出的要求作出反应的程度;其在吸引双边援助
方面的成效;用于行政管理费用的资源所占的百分比;其有关必须通过实施机
构之一来要求获得项目资金的规定;以及全球环境基金项目核准程序的透明
度。一些与会者认为,全球环境基金因规定供资应限于增加费用、须实行共同
筹资、以及项目须至少与全球环境基金的四个窗口之一相联系等是对其以有
效和高效率的方式为持久性污染物项目供资的能力的潜在限制。 

针对第 4款的提案 1 C项系由美利坚合众国在谈判委员会第四届会议上提出。
该项备选案文所建议的财务机制主要是一套财政援助的协调框架,由一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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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现有国际实体,包括全球环境基金组成,同时由缔约方大会为之提供关于
优先事项的指导。据认为,这一框架可符合上述许多应备特点,同时还可由能力
援助网络职能针对单独的项目、并由缔约方大会通过着重处理未能得到供资
的援助类别共同提供一个“ 安全网络” 。 

会上对这样一种框架是否有能力确保持续不断地提供支持、它在实际中将如
何运作、如何通过该框架提供新的和额外供资、以及如何确保其绩效(及时性、
高效率等)诸方面提出了问题。 

针对第 4款的提案 2系由 77国集团和中国在谈判委员会第四届会议上提出。
这一备选案文建议设立由一个独立的多边基金组成的财务机制,主要由发达
国家定期提供义务捐款。根据该项提案,这一办法将不会限制从其他捐助方获
得资金,因为它将是专门为《公约》提供财政援助的主要来源。此外还有人提
议,一项多边基金是为此目的提供资源的最有效渠道,且可能需要在缔约方大
会下设立一个附属机构,负责确定该项基金的优先任务和对之实行管理。 

针对此项提案提出的问题包括建立新的机构将会涉及到的费用和政治方面的
困难、以及对其他环境问题领域的供资所产生的影响。此外,一些与会者还对
有关一个独立的多边基金将不会限制从其他来源获得资金的看法表示质疑。 

在对这三项提案进行讨论过程中,还提出了未列入谈判委员会第四届会议公
约案文草案的另外两个概念。其中一个概念类似于 77国集团和中国提议的建
立一个多边基金的设想,但不同之处是建议此项多边基金应建立在自愿捐款
的基础之上。另一个概念则是利用全球环境基金,但同时辅之以一个自愿性信
托基金,以便为所有符合规定的项目提供一个安全网络,使那些不易从环境基
金获得供资的项目得到供资,从而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这两项备选方案中的
任何一项均可结合能力援助网络使用。会议未以与上述三项提案同样的深度
和广度审议这两项备选方案,但会议认为这两项备选方案均提出了十分有益
的概念,可在今后与其他方案一并审议。 

2.7  2.7  2.7  2.7  第第第第 KKKK条第条第条第条第 2222款和第款和第款和第款和第 8888款款款款::::    

在讨论第 K条第 2款过程中,以下问题得到了澄清:即分别在两组方括号中列
出的两句措辞系针对该款提出的不同备选案文;会议还鼓励主席在其公约案
文草案中明确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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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第 K条第 8款过程中,有人指出,有三项备选案文在实质性内容上几乎
没有什么差别。由于在谈判委员会第四届会议上时间紧迫,才未能将这些备选
案文合并成一个款项;为此本小组商定,有益的做法是由主席在其拟在谈判委
员会第五届会议之前分发的公约案文草案中将这三项备选案文合并成一个款
项。 

2.8  2.8  2.8  2.8  在谈判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上提出有关财政资源和财务机制的议题在谈判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上提出有关财政资源和财务机制的议题在谈判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上提出有关财政资源和财务机制的议题在谈判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上提出有关财政资源和财务机制的议题::::    

本小组向主席提出了下列建议:即应在举行第五届会议的那一周提早提出这
些议题(例如,在星期一举行的会议上提出),且设法在全体会议上达成原则上的
协议,然后再交由小型起草小组处理具体的议题并为全体会议起草《公约》案
文提案。还有人建议,全体会议应着手进行初步讨论,继而视需要暂停其讨论,
以便举行非正式的和小组协商,最后在会议晚些时候回过头来再度讨论这些
议题,从而便利会议达成共识。 

还有人指出,处理第 J之二条和第 K条中相互关联的议题的最有成效的方式是
使各代表团分别通过有关的三个主要集团(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中欧集团和
77国集团和中国)提出其看法,而不是提出为数众多的、各不相同的立场。这
将需要于 12月 3日星期日进行区域协商,以便使各代表团为此做好准备,沃韦
会议与会者对此种办法表示支持。 

本小组还表示,应在讨论第J条之前着手讨论第K条,以避免过去曾出现的情况,
即就第 J条进行了冗长的讨论后,没有足够的时间用来讨论第 K条。 

3.  主席的意见综述: 

人们从一开始就没有预期沃韦会议将可解决有关财务机制的各种悬而未决的
谈判议题。举行本次小组会议的目的在于为各国的与会者提供一个以非正式
的氛围聚会一堂的机会,以充分地讨论与未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公约各关键
性条款相关的议题的各个方面,并在不进行正式谈判的情况下开展此种讨论。
本小组在努力避免超出会议的工作范围方面做得十分出色,而且在我看来,会
议以坦诚和相互尊重的方式进行了讨论,从而使所有与会者都对各方在这些
议题上持有的各种不同观点有了更好的了解。沃韦会议与会者商定在谈判委
员会第五届会议之前与其各自的国家和区域同事进行交流,并向他们介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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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上出现的情况。 

在我看来,与会者在本次会议期间所达成的一项共识是,设计良好的能力援助
网络职能将对拟在谈判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上商定的任何财务机制模式起到有
益的补充作用。我将鼓励各位谈判者有备而来,共同探讨这一设想可如何与第
K条、甚至与第 J条和第 J之二条相联系。 

沃韦小组针对财务机制应具备的各种特点(以上第 2.5段所列)可能会引起谈
判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代表的兴趣,我期待着各方最终将会取得一致的此种机
制在设计上将会尽最大限度符合上述这些特点。 

关于财务机制本身,我感到在许多方面都会达成广泛的一致意见,其中包括“ 需
要完成的任务” (新的和额外的资源、由缔约方大会予以监督等),而且我还感
到,谈判委员会将有能力设法缩小在“ 如何完成任务” 方面仍然存在的分歧。
一些迹象表明,各区域集团愿意在本区域内部和各区域之间进行协商,以界定
关于财务机制的各种提案,从而为在谈判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上进行卓有成效
的谈判奠定基础。我为此深受鼓舞。 

关于谈判委员会第五届会议,我计划依循沃韦会议与会者关于议题讨论顺序
的建议。我打算于 12月 4日星期一宣布讨论开始,以确保有足够的时间解决
与技术和财政援助相关的各项议题,并于 12月 9日完成就《公约》涉及的所
有方面进行的谈判。重要的是,各代表团应做好准备,在该届会议的第一天便开
始进行有实际意义的谈判。为此,我鼓励所有代表团积极参加订于 12月 3日
星期日举行的各次区域性协商会议。 

 

 

John Buccini  
2000年 7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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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问题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关于财政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问题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关于财政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问题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关于财政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问题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关于财政    
资源和财务机制问题的闭会期间会议资源和财务机制问题的闭会期间会议资源和财务机制问题的闭会期间会议资源和财务机制问题的闭会期间会议    

2000200020002000年年年年 6666月月月月 19191919----21212121 日日日日,,,,瑞士瑞士瑞士瑞士,,,,沃韦沃韦沃韦沃韦    
 

与会者名单 
 

Dr. John Buccini 
Director, Commercial Chemicals 
  Evaluation Branch 
Environment Canada 
351 St. Joseph Blvd. 
K1A OH3 Hull, Quebec 
Canada 
Tel: (+1 819) 997 1499 
Fax: (+1 819) 953 4936 
Email: john.buccini@ec.gc.ca 

 

Ms. Maria Cristina Cardenas-Fischer 
Asesor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 
  Organismos Multilaterales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Palacio de San Carlos 
Calle 10 No. 5-51 
Bogotá 
Colombia 
Tel: (+571) 281 5977 
Fax: (+571) 334 5640 
Email: pmambienc@minrelext.gov.co 

 
Dr. Caroline Caza 
Sr. Environmental Policy Advisor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Division 
200 Promenade du Portage 
KIA 0G4 Hull, Quebec 
Canada  
Tel: (+1 819) 953 21 83 
Fax: (+1 819) 953 33 48 
Email: caroline_caza@acdi-cida.gc.ca 

 

Mr. Karel Bláha 
Director 
Environmental Risks Department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Vršovická 65 
100 10 Prague 10 
Czech Republic 
Tel: (+420 2) 6712 2532 
Fax: (+420 2) 6731 0013 
Email: blaha_karel@env.cz 

 
Mr. Yue Ruisheng 
Director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SEPA) 
115 Xizhimenei, Nanxiaojie 
Beijing 100035 
China 
Tel: (+86 10) 6615 1933 
Fax: (+86 10) 6615 1762 

 

Mr. Morten Elkjaer 
Deputy Head 
Secretariat of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siatisk Plads 2 
1448 Copenhagen 
Denmark 
Tel: (+45 33) 92 15 30 
Fax: (+45 33) 92 16 78 
Email: morelk@um.dk or 
     miljoe@um.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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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Señora Yocasta Valenzuela 
Embajadora Encargada de la Oficina 
  de Asuntos Científicos y Technológicos 
  de la Secretaría de Estad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San Domingo, R.D. 
Dominican Republic 
Tel: (+1 809) 535 6280 Ext. 2280-2203 
Fax: (+1 809) 535 6653 / 535 4172 
Email: Y.Valenzuela@codetel.net.do 
 

Mr. Hiroyuki Eguchi 
First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Japan in Geneva 
3, chemin des Fins 
1218 Grand-Saconnex  
Geneva 
Switzerland 
Tel: (+41 22) 717 31 11 
Fax: (+41 22) 788 38 11 
Email: hiroyuki.eguchi-2@mofa.go.jp 

 
Mrs. Catherine Garreta 
Secrétaire générale 
Fonds français pour l’Environnement 
   mondial (FFEM) 
Agence Française de developpment 
5 rue Roland Barthes 
75598 Paris Cedex 12 
France 
Tel: (+33 1) 53 44 32 55 
Fax: (+33 1) 53 44 32 48 
Email: garretac@afd.fr 

 

Mr. T. Lam Dang 
Chief, Division of Law 
Department of Justice 
P.O. Box P5-105 
Palikir, Pohnpei FM 96941 
Micronesia (Federated States of) 
Tel: (+691) 320 2608 
Fax: (+691) 320 2234 
Email: TLADA@hotmail.com 

 

Mr. Shantanu Consul 
Joint Secretary 
Department of Chemicals and  
  Petrochemicals 
New Delhi 110001 
India 
Tel: (+91 11) 338 1573 
Fax: (+91 11) 338 1573 
Email: jsc.cpc@sb.nic.in 

 

Mrs. Abiola I. Olanipekun 
Assistant Environmental Scientist 
Federal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P.M.B. 3150, Surulere 
Games Village 
Lagos 
Nigeria 
Tel: (+234 1) 585 1570/585 0122/ 264 2785, (231 9) 
523 4014 
Fax: (+234 1) 585 1571/264 2755, 
(234 9) 523 4014 
Email: abiolanipekun@hotmail.com 

 
Mr. Mirjafar Ghaemieh 
Second Counsell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ational Authority for Chemical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eh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el: (+98 21) 321 2663 
Fax: (+98 21) 390 0094 

 

Mr. Atle Fretheim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P.O. Box 8013 Dep., 
N-0030 Oslo 
Norway 
Tel: (+47 2) 224 5813 
Fax: (+47 2) 224 9563 
Email: af@md.dep.no 

 
 



UNEP/POPS/INC.5/4 
Page 14 

 
 
Mr. Czeslaw Wieckowski 
Direct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52/54 Wawelska Street 
00-922 Warsaw 
Poland 
Tel: (+48 22) 825 11 33 
Fax: (+48 22) 825 39 72 
Email: cwieckow@mos.gov.pl 
 
 
Ms. Marianne Birkholtz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Private Bag X152 
Pretoria 
South Africa 
Tel: (+27 12) 351 1472 
Fax: (+27 12) 351 1651 
Email: pollution@foreign.gov.za 
 
 
Mr. Luis Almagro 
Secretary 
Embassy of Uruguay 
53175 Bonn 
Germany 
Tel: (+49 228) 366036 
Fax: (+49 228) 361410 
Email: urubrande@t-online.de 

 

Ms. Linda Brow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 
94 Victoria Street 
London 
United Kingdom SW1E 5JL 
Tel: (+44 20) 7917 0110 
Fax: (+44 20) 7917 0679 
Email: L-Brown@dfid.gov.uk 
 
 
Mr. Daniel T. Fantozzi 
Director, Office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Bureau of Ocea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cientific Affair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201 C St. NW 
Washington DC 2052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el: (+1 202) 647 9266 
Fax: (+1 202) 647 5947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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