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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査鋁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同最不发达菌家的 

技术合作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递交行政协调委员会关于联合检査组题为"联合国系统各组织 

同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合作"的报告（A/43/228)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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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评论 

一 、 « 

1 .联合检査组'(联检组）题为"联合国系统各鉬织同最不发达S家的技术合 

作"的报告(A/43/228)综述了对联合囯系统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的 

看法，并分析了这些囯家面临的许多重要问题，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 

大部分成员对该报告的反应，大体上是正面的.总的来说，行政协调会各成员欢 

迎该报告，他们发现该报告及时而切合实际，虽然有些成员认为报告所涉及的问题, 

值得进一步详细讨论， 

2.有人注意到联检组报告的范围，实际上要比从题目上看到的为广泛，因为 

报告还讨论了 ‧国系统内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补助金援助的各钼织的整个业务活 

动，包括同技术合作没有直接关系的各机构的活动.不过，该报告并没有叙述联 

合国系统内各财政机构的有关活动，如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和世界镅行 

的活动，这些机枸也向最不发达茵家提供了大 «术援助.此外，最不发达国家 

正从成员组织的经常方案和信托基金下进行的活动中获益，而该报告并未详述这些 

活动.因此，该报告对联合国系统提供给最不发达茵家的技术合作的全部价值所 

作的估计不够全面. 

3 .行政协调会各成员同意，关于报告内所讨论的同最不发达国家进行抄术合 

作包括各机构间协调的方式和机制，仍然有精简和加强的余地. 

4.有的成员指出，报告并没有列明在秘书处一级协调联 合国系统内支助最不 

发达国家的技术合作和其他业务活动的任何具体机制.也有成员认为，在这方面， 

报告可以更详细地讨论一些现有机制的经验和潜力，这些机制有：实质问题（业务 

活动）协商委员会、政策问题联合协商小纟H，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岁计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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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一级发起的同桌会议、协商小鋁和相类的安排，和国家技术合作评价和方案 

5 .关于各成员活动的其他资料和关于报告内所载分析的其他评论，见第二节, 

对联检鉬报告内提出的各项具体结论和建议的反应摘要，见笫三节， 

二 、 具 体 ‧ 

6 -各组织对联检鉬报告内讨论技术合作供资问题的第二节，发表i平论如下： 

(a) 开发计划署对该表（所根据的资料来源，其最初目的在表明所有多 

边捐助人提供给最不发达SI家的财政和技术援助的减让性资源总流动）是否足以作 

为评价联合国系统提供技术援助的数量和枸成部分的基础，表示怀疑.所列的联 

合国机构并未包括联合国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主要来源，如联合国苏丹 

一萨赫勒办事处、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发展基金）或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措施基金 

等。 

(b) 第28至笫35段:在开发计划署及其署长所经管的基金中，报告并没有 

单独讨论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措施基金.开发计划署认为，这一忽略使该节内容逊 

色不少‧ 此外，第32至笫34节并没有充分反映资本发展基金作为开发卄划署 

经管的、基本上最终资助最不发达国家的基金之一所起的实际作用.关于资本发 

展基金作为开发计划署内对小型投资项目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减让性资本接助的唯 

一渠道的主要特征，该报告没有予以重^j损告内列述的资本发展基金援助的标准， 

也不完全； 

(0 %J, 3 f ：对于所谓"人口活动基金给予这些国家的拨款一般在逐步削减， : 

的说法，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人口基金会）并不同事实上，拨给5 3小人口 

锾助优先国家（其中3 4个为最不发达国家）的经费在1 9 7 7 至 1 9 8 1年期间 

的全部人口基金方案中占54 . 1 % , 但 在 1 9 8 2 至 1 9 8 4年期间增至7 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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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报告表4 ) ‧ 不应当将1 9 7 7 至 1 9 8 1年五年期间同1 9 8 2 - 1 9 8 4 

年三年期间按美元数额进行比较，除非拨款是按每年平均分扬 

(d) 第 6 5段: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钼织（教科文组织）指出，其1986 

一 1 9 8 7年的技术合作支出估计数为S 1.26亿，均由预算外供资来源提供，其 

中三分之一直接资助最不发达国家.虽然严格地说，"技术 合作"非由经常预算 

提供经费，但估计约S 6, 500万专门用于资助诸如资料交换、培训讨论会、研究 

金等活动以及两年期间内类似"技术合作"的其他活动，这些开支中约3 5 % 直 

接资助最不发达国家* 

(e) ^ 8 4段: S 际民航鉬织（民航钼织)目前在2 1小最不发达国家中^36 

+主要由开发计划署资助的项目，全部经费几近想1900万》 

(f) 除了开发计划署和其他来源资助的发展活动之外，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属 

于联合国秘书处）还执行在技术合作经常方案下所资助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应 

发展中国家的请求提供的区域间咨询服夯、培别方案和试办项目.技合部指出， 

经常方案起着一种特别的催化作用，和成为满足高度优先发展需求的原始经费的来 

源，优先对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是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资金，从1 9 8 2 

至1 9 8 6年，每年用于此目的资金平均约达$ 7 0 0万， 

7.各组织^联检组报告内关于技术合作活动方案编制的笫三节发表下列评论: 

； ( a )第92至笫10 1段:开发计戈 i l署指出，关于开发计戈 ' I署对最不发达S家 

的作用，本节所述似乎有一种错误的概念‧ 同桌，只不过是另外一种编制开发 

卄划署援助最不发达国家方案的办法.虽然同桌会议对开发计戈'Î署方,编制有影 

.响，但其范围和重要性远远超过开发计划署方案J 

(b) ^ 1 0 1段:开发计划署对于所谓最不发达国家认为同桌会^过程费用很 

大的说法表示怀疑，并指出，开发计划署正以指示性规划数字（指规数）以外的资 

源资助整小过程.关于对讨程时间过长的批评，开发计划署指出，各有关的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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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充分意识到过程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政府自己编制发展计划或结构调整方案 

的程序，关于所谓"尚没有一个联合国机构能精确地估算圆桌会议能筹集到多少 

额外资金"的说法，开发计划署指出，如果没有同桌过程，就不可能估算能筹集到 

何种资源.开发计划署认为，筹集资金不是同桌过程唯一的重要目标，不过， 

应当指出的是，就佛得角、中非共和国和尼日尔同桌会议而言，在新的办法安排下， 

特定捐款人打算对提议的投资方案认捐超过最不发达国家估计所需经费时则予以宣 

布； 

(c) 第 1 0 8至 1 2 4段:在本节内，也许也应当提及各机枸参加开发计划署 

国别方案编制的情况.一个例子就是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该部通过其经常方案 

活动，就编制开发计划署国别方案提供实质性支胁 

(d) 笫 1 1 3段:教科文鉬织在教育领域活动的清单，可以扩大增列扫盲运动 

和发展科技教筝 

(e) 笫 1 1 5段:教科文钼织指出，文化曰益被视为发展进程的一部分。虽然 

指定用于文化方面的资源比较微小，但有若干积极的征象，例如，在文化遗产领 

域，教科文钼织于1 9 8 6至 1 9 8 7年期间在4 0小最不发达国家中的2 8个国 

家境内进行了活动J 

(f) 第 1 2 6至 1 2 8段:监督特别经济援助方案（在没有涉及特别政治问题 

的国家）的责任已经转移给开发计划署.每当一国接受这种援助同时也从同桌^ 

程莸益时，开发计划署则将这两种过程结合趟来。技术合作俱进发展部侥请注意 

它畚加这些它经常提供普遍规划和部门技术知识的方案； 

( ë ) 第 1 3 5至第 1 4 2段:关于这里所讨论的项目识别和拟订的论题，技术 

合作促进发展部认为应当同时提及其工作和其他机构代表开发计戈'I署或协同开发卄 

划署进行的工作，以及区域间顾问和该部高级技术顾问应各 IS的要求编制编审中的 

项目而进行的特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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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笫 1 4 9段:开发计划署认为，本段所载的批评并无充分理由；开发计划 

署方案编制和圆桌会议文件编制过程完全符合各本国的规戈ijj 

(i) 各机枸方面证实它们的方案也是先征求各受援国政府的意见后并参照国家 

计划和优先次序拟订的， 

8.联检组报告第四节比较泛泛地讨论了在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合作项目的执 

行情况，并傻请注意请联合菌系统各组织审议的一些问题.行政协调会对本节所 

讨论的问题发表下列评论： 

(a) 第 1 5 6段执行率受政府基础结构脆弱和国家预算限制的影响，从而除 

其他事项外，延缓了指派相对工作人员和培训入选，也延缓了核可项目人员.虽 

然这些限制一般都超出执行机构的控制范围之外，但联合国系统各鉬织现正釆取例 

如更有弹性的安排来筹措当地和经常费用以及利用国家项目人员，以^M这些限制, 

(b) 笫 1 5 7和笫'158段：开发计划署按标准率支付给各机枸的机构支助费 

不 是项目支出，因为开发计划署已经从其总资源中为这些项目另拨经费，此外， 

各机枸于必要时，正从其他资源，例如从其经常方案，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更多服 

( 0笫 1 6 6段:关于本段内有关设备的建议，行政协调会成员认为关于标准 

化的建该是适当的，并且应当尽量广泛釆用.不过，关于将维修人员派到各区域 

和在各区域设置零件库的建议，似乎不切实际，最妤的办法似乎是在每一+国家 

培训技术人员，而非将他们派到包括几小最不发达国家的区域中心。所需旅费在 

很多情况下相当可观，以致使所提的解决办法无法实行.此外，更应将零件库设 

置于有关国家之内J 

(d) ， 1 5 9至笫 1 6 3段：报告暗示政府执行项目可以获得"可观的节余"。 

最近开发计划署对这种方式进行的评价并没有证明这点.不ii",政府秋行基于其 

他理由如在小别管理或协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管理这种项目方面建立信心等，应该这 

样办.因此，联合国应于可能时协助^不发达国家执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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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第1 7 1段:报告指出，许多项目"能起到社会作用，却是亏本生意"。 

不过，成员组织的经验显示，经济J:盈利不应当是技术合作唯一的标准，而且也非 

永远是主要标准；在大部分情况下，社会作用同样重要，或甚至更重要，其好处不 

是常常可以用数量表示的.应该强调的是，在发M作方面，社会和经济标准应 

当同时兼顾. 

9 .联检组报告笫五节讨论了f调秘书处一级和外地的技术合作活动,行政 

协调会指出，在秘书处间协调的标题下（笫1 8 1至笫1 8 2段），关于1 9 8 1 

年9月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通过的《支援最不发达画家的1 9 8 0年代新的实 

质性行动纲领》的后续行动的机构间协商，同处理最不发达国家问题的政府间机抅 

一并讨论，而没有明确区别机枸间和政府间会议，也没有指出这些机枸各自的任夯 

和宗旨， 

10. 行政协调会自《行动纲领》通过以来即按照《行动纲领》第1 2 3段的规 

定和大会各项有关决议，每年就《行动纲领》的后续行动举行机构间协商， 1以确 

保在秘书处一级充分调动和协调联合国系统内的所有区域委员会、机关和组织，执 

行和贯彻《行动纲领》。机构大部分一虽非完全一由日内瓦各联络处官员出 

席机构间关于《行动纲领》后续行动的协商* 一般没有编制特别的实质性文件供 

这些会议参考。 

11. 关于在全球一级执行《行动纲领》后续行动的政府间机构，报告提A (a) 

最不发达国家问题政府间小组，于1 9 8 5年召开，对《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进 

行中期全球审査；0))捐助囯政府专家以及灰边和多边财政及技术援助机构同最不 

发达国家代表于1 9 8 2和 1 9 8 5年召开的会议.行政协调会议为审议这些讨 

论《行动纲领》在全球一级的执行情况并由大会召开的会议，超出联检组报告的范 

围. 

12. 此外，行政协调会指出，在国家一级的协调是个很关键的论题，值得在报 

告内详细讨论.报告没有提及联合国系统在促进当地协调会议方面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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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会议是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发展努力的极其重要的手段.开发计划署评论说， 

第1 8 6段可以了解为支持设立更多的机构外地代表.这不仅同联检组以前关于 

这个论题的报告相矛盾，而且也同许多关于促进提高费用效益精简联合国系统派驻 

外地代表的机构间决定相抵触‧ 

1 3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说，1 9 7 5年在利马召开的笫二届工 

发组织大会à定于1 9 7 7年设立其最不发达国家科，因此提早了其专门机构的地 

位. 

三、关于具，议的评论 

建议1 (&)»贸发会议和发展和B际经济总干事应将资助联合国系统同最不发达 

国家进行技术合作的一切资金来源列出一份详尽的清单，不断地监测它们的变化， 

随时将它们订正，让联合国系统内的各个机构都能掌握确切的资料，对这类技术合 

作的发展作出具体的、数量性的分析• 这份工作应由贸发会议和发展和国际经济 

合作总干事承担，作为他们关于《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执行工作的定期报告的一 

部分，而不需为此另外特别拨款‧ 

14发展和囯际经济合作总干事打算将关于资助联合国系统同最不发达国家进 

行技术合作的资金来源的补充资料列入其年度报告.这种资料将密切协同贸发会 

议和联合国发展系统内其他组织一道编制.贸发会议说，作为其在全球一级监测 

《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的一部分，它已审査了多边援助努力，包括联合国系统各 

组织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活动.经常收集关于双边和多边捐助者提供給最不发达 

国家的援助流动的综合统计，并刊印于贸发会议公布的关于最不发达II家年度报告 

所附"基本数据"汇编.此外，为了编写供大会参考的关于《行动纲领》执行情 

况的报告，贸发会议秘书处还收集联合国机关、组织和机构支助最不发达国家的政 

策和方案的具体资料.收到的资料摘要已经按照机构逐个提交大会（ 

1 9 7和议程、A/38/471、 A / 3 9 / 5 7 8和A / 4 2 / 5 7 6 ) ‧ 各组织也定期提 

交关于它们在机构间协商中支助最不发达国家的政策和活动的类似资料，以及关于 

它们对审査《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政府间会议提供资助的政策和活动的类似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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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行政协调会指出，这些报告可以如检査专员提议的，可以为编制资助联合 

国系统技术合作的来源清册提供基础.贸发会议应当作为其有关监测《行动.纲领》 

工作的一部分，继续并进一步加强其努力，收集关于联合国系统资助技术合作的有 

关资料.关于联合国系统在个别最不发达国家促进发展的技术合作和其他业务活 

动进一步数据，见秘书长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以及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的文伴.因 

此，开发计划署提请注意其发展合作报告，其中也载有重要的资料. 

建议10>)：联合国系统的筹资和执行机构应作出进一步的努力，拟订辅^方t 

和途径，提高最不发达国家吸收技术援助的能力‧ 

16. 行政协调会完全同意这项建议.总的来说，吸收能力的问题对最不发达 

国家和对执行《行动纲领》而言极其重要.在其关于报告的评论中，有几个机构 

提出它们对特别是通过培训提高最不发达国家吸收技术合作资金的能;的^i. 

因此，教科文组织将继续在这个领域作出努力，特别是在培训教育规划和管理方面 

的培训人员‧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同样极其重视这个方面，在 

1 9 8 7 年 1 1月粮农组织笫二十四届会议所审议的粮农组织"对1 9 8 6 至 1 9 

8 7年外地方案的审査"中，特别是在关于粮农组织外地方案和有关培训活动的特 

别章节中，曾经讨论这个方面‧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织丄主，国廖自―力|C生;!：.. 

其技术合作方案的主要目标；人力资源开发项目和培训最不发达国家国家官员淨 

被视为提高吸收能力的主要方式‧ 万国邮政联盟（万厘邮1)正在考虑提高这种 

能力的一个方式是安徘择定的国家官员，作;在一个技术援^项目开烯；前要接受 

17. 联合国发展系统各机构也正在实质问题（业务活动）协商委员会一级解决 

吸收技术合作基金限制的一般性问题.在 1 9 8 6 至 1 9 8 7年期间，诸如筹措 

当地和经常费用、利用国家项目人员、增加使用企业部门以及同政府执行项目的经 

验和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等重要问题，均得到处理，并且向各参加组织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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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2:考虑到本章（关于技术合作活动方案编制）、特别是本章Égf论所建 

议的方式和机制，联合画系统各组织，为了使它们同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合作的方案 

编制更一致有效，应当： 

(a )根据可预见的资金供应，逐步统一方案编制的时限; 

W使方案编制工作逐渐配合每一最不发达国家发展计划的目标和战略; 

( ° ) 确 保 方 案 编 制 能 有 效 地 帮 助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在 每 一 周 ^ 和 发 展 的 

道賂稳步前悉 ― ― ~ ~ " 

18. 这项建议符合大会1 9 8 7年1 2 月 1 1日关于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第 

4 2 / 1 9 6号决议和贸发会议第七届会议的《最后文件》，其中要求捐助国和受 

援国一道设法确保这种援助能够充分支助发展努力和统一及简化现行援助程序.一 

般同意，进一步统一业务程序将产生正面效果* 然而，有几个机构特别对关于统 

一方案编制时间的建议2 ( a )表示保留，它们认为这可能证明难以办到.关于就共 

同时限达成协议这点，对临时筹措经费的方案或就其性质而言无需进行方案编制的 

方案而言，都特别难以办到.行政协调会提请注意整个系统为统一方案编制和有 

关程序所作的努力，因为这也会影响到有关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

19. 行政协调会同意建议2(b)和2(c)中的一般重点.它注意到开发计划署加 

强国别方案编制的努力和画家技术合作和评价方案所起的有益作用，也注意到其他 

组织为了使其方案和战略配合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所作的努力以及它们就援助 

协调和评价发展计划和方案方面提供的协助.在这方面，可以在适当情况下进一 

步强调这种努力的部门方面，以及强调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部门机构的有效参 

与‧ 

建 议 3 . (关于技术合作的执行情况）所提的意见和建议，联合国系 

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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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帮助最不发达国家直接执行较多的技术合作项目，可以单独执行，借此鼓 

励 受 援 国 自 力 ^ " j i ^ ^ ^ 菌 家 联 合 及 行 ， ^ 此 加 强 经 济 合 作 的 联 

系; 

(b) 寻求适当的方法觯决执行方面的延误问题，特别是解决设备辨养,维梦 

方面的 1、 p涵― ― 

, (°)逐渐较为重视匿家管理人员的堉 j l , 

20. 行政协调会完全同意这项建议.各组织发现设备维修、提供零件和管理 

培训是使它技术援助方案获得长期成功的一些关键领域.行政协调会指出，直接 

执行日增的技术合作项目大部分取决于当地是否有执行项目的能力.若干组织已 

经按照建议采取了措施. 

建议4»发,，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应研究联合国系统组织援助最不发达一g 

活动的协调会议的数目、这些会i义上提出的文件的费用、以及派代表出席会议的费 

用 ， 建 议 如 何 减 少 这 些 会 议 ， 避 免 重 复 ， 节 省 人 力 和 财 力 资 源 ， ⋯ 以 

便把这些资源用于最不发达国家业务活动的执行工作的方法和方式. 

21. 有些组织表示赞成导致该建议的结论,并支持作出这种分析的要求，虽然 

别的组织没有完全看到这种需要，其所根据的假定是，这项工作也许可以在现有的 

关于在全球一级监测《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的安排下来进行.行政协调会认为 

加强机构间协调是一个重要领域，最不发达国家由此可以获益.在这方面，检査 

专员提议的研究可能有助于精简秘书处内和各秘书处间的会议，也可以有利于减少 

所需费用.不过，应该指出，就这些活动由经常预算筹措经费而言，减少会议次 

数本身并一定自动会导致相应地腾出在最不发达国家执行外地活动的人力和财政资 

源， 

22.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回顾大会第4 2 / 1 9 6号决议中优先强调充 

分并迅速执行《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并打算审査关于在其负贵协调联合国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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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发展系统的全盘工作的范围内研究与最不发达国家 有关的组织间会议的 

提议. 

注 

1 例 外 的 情 况 是 ， 1 9 85年进行了三次这类的协商，以便对《新的实质性 

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进行全球性中期审査• 1 9 8 7年，没有举行任何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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