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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全球统一制度)是十多年工作的结晶。很多人参加了这项工作，

他们来自众多国家、国际组织，和有切身利害关系的组织。他们的工作横亘从毒理学到消防等广泛的专

业领域，而且最终还需要各方面的诚意和妥协意愿，才建立起这套制度。 

2.  这项工作的前提是，必须对各种现行制度进行协调，以便建立一套单一的、全球统一的制度，处理化

学品的分类、标签和安全数据单等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运输部门已经对

物理危险和急毒性的分类和标签制度实行统一，它是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危险货物运输问题专家

委员会的工作为基础的。但在工作场所和消费领域尚未实现统一，而且各国在运输上的要求与该国对其

他部门的要求往往也不一致。 

3.  推动完成这项工作的国际授权，是 1992 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环发会议)上通过的，反映在《21

世纪议程》第 19.27 段。 

“可行的话，应于 2000 年之前建立全球统一的危险分类和配套的标签制度，包括物质的安全数

据单和易懂的符号”。 

4.  这项工作的协调和管理，由组织间健全管理化学品方案(化学品方案)统一化学品分类制度协调小组负

责。完成这项工作的技术联络中心，是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和联

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危险货物运输问题专家小组委员会。 

5.  化学品方案的工作于 2001 年完成，随后将之移交给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新成立的全球化学品统

一分类和标签制度专家小组委员会(全球统一制度小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是根据经社理事会 1999 年 10

月 26 日第 1999/65 号决议设立的，作为前危险货物运输问题专家委员会的一个附属机构，该委员会同时

改组并更名为“危险货物运输和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专家委员会”(下称“委员会”)。委员会

及其各小组委员会以两年为期开展工作。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可持续运输司提供秘书处服

务。 

6.  全球统一制度小组委员会负责维持全球统一制度，促进这套制度的执行，并根据新的需要提供补充指

导，同时保持制度的稳定性，鼓励采用全球统一制度。小组委员会定期主持对文件的修订和更新，以反

映在将各项要求落实到国家法律、区域和国际法的过程中，各国、区域和国际上的实践经验，以及从事

分类和标签工作人员的经验。 

7.  全球统一制度小组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提出一套可在世界范围内采用的统一制度，并得到全面实

行。本文件的第一版经专家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核准(2002 年 12 月 11 日至 13 日)，在 2003 年以

ST/SG/AC.10/30 号文件出版，希望将之作为在全球范围内执行统一制度的初步基础。之后，秘书处根据

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每两年对全球统一制度进行一次更新，汇总编写一本统一制度的修订版。 

8.  委员会第八届会议(2016 年 12 月 9 日)通过了对全球统一制度第六修订版的一系列修改，主要有：修

订的第一类易燃气体分类标准；一些杂项修订，旨在明确部分健康危险类别的定义；对扩大安全数据单

第 14 节涵盖范围的补充指导，使之适用于所有按国际海事组织相关文书运输的散装货物，不论其物理状

态如何；修订并进一步简化附件 3 中的防护措施说明；和附件 7 中的一个新样例，关于小容器使用折展式

标签的要求。这些修订均已作为文件 ST/SG/AC.10/44/Add.3 分发，现统一收入全球统一制度第七修订

版。 

9.  全球统一制度主要为各国政府、区域机构和国际组织编写，但也为业界人士提供了充分的背景知识和

指导意见，因为最终要由他们来执行各国所通过的要求。有关化学品的信息、其危险性和保护方法，将

为安全管理化学品的国家方案提供基础。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对化学品管理，将为全世界人民和全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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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更安全的条件，同时保证继续受益于使用化学品的好处。此外，统一制度还有益于便利国际贸易，

提高各国对化学品危险分类和公示规定的一致性，要求从事国际贸易的公司必须遵守。 

10.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于 2002 年 9 月 4 日在约翰内斯堡通过了一项《执行计划》，其中第 23

段(c)鼓励各国尽早采用全球统一制度，争取这套制度在 2008 年全面启动。之后，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请尚未采用这套制度的各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通过适当的国家程序和/或立法，按照可持续发展问题

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中的建议，实施全球统一制度1。理事会还重申，请各区域委员会、联合国各

方案/署、专门机构和其他有关组织推动全球统一制度的实施，并酌情对他们在运输安全、工作场所安

全、消费者保护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国际法律文书作出相应修订，使全球统一制度通过这些文书得到实

施。有关执行情况的资料，可在欧洲经委会可持续运输司的网址查阅。2 

11.  有关委员会及其两个小组委员会工作的更多资料，以及本文件出版后可能印发的任何更正，可查看

欧洲经委会可持续运输司的网站。3 

                                                        
1 2003 年 7 月 25 日第 2003/64 号决议、2005 年 7 月 27 日第 2005/53 号决议、2007 年 7 月 23 日第 2007/6 号决议、2009

年 7 月 29 日第 2009/19 号决议、2011 年 7 月 27 日第 2011/25 号决议、2013 年 7 月 25 日第 2013/25 号决议和 2015 年 6 月 8

日第 2015/7 号决议。 

2 www.unece.org/trans/danger/publi/ghs/implementation_e.html。 

3 www.unece.org/trans/danger/danger.html 和 www.unece.org/trans/danger/publi/ghs/ghs_welcome_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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