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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附属科学和技术咨询机构  

第十五届会议  

2001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 马拉喀什  

议程项目 8 

公约 第六条 教育 培训和宣传 

主席提议的结论草案  

 1.  附属科学和技术咨询机构(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了 FCCC/SBSTA/2001/6 号

及其 Add.1 号文件 它重申了在教育 培训和宣传领域开展工作以及由全球环境基

金供资的重要性 它提请缔约方注意 2002-2003 年方案预算没有为这方面的工作

划拨任何资金 它请各缔约方 尤其是 公约 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在此方面慷慨

作出捐助  

 2.  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了专家协商小组关于未列入 公约 附件一的缔约方

的国家信息通报的报告(FCCC/SBI/2001/15) 尤其是关于教育 培训和宣传各节的

内容 并注意到了实行国家驱动战略的重要性  

 3.  作为第一步 科技咨询机构鼓励秘书处与有关组织合作 促进以具有成本

效益的方式传播经验教训 最佳做法以及其他有关材料  

 4.  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 并在 FCCC/TP/2001/2 号文

件第一和第二卷所述 TT CLEAR 技术信息系统的基础上 设置新的 更广泛的网

址 作为缔约方在落实第六条工作中的交流中心和资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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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 举办一次关于第六条活动专

题工作方案的讲习班 与会代表应体现区域平衡 与会者应包括负责气候变化问

题的政府代表 政府 政府间 非政府和其他组织中负责教育 公关或培训问题

的专家以及企业界人士 这次讲习班的职权范围草案见下文附件 请缔约方在

200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供意见 科技咨询机构还请秘书处编写关于这

次讲习班结果的报告 以供第十六届会议审议  

 6.  科技咨询机构指出 在第十六届会议之后 可通过区域和次区域讲习班进

一步制定和执行科技咨询机构关于第六条的工作方案  

 7.  科技咨询机构认识到 需要利用诸如区域和次区域讲习班等各种机制向决

策者和公众通报气候小组第三次评估报告的结论 并需编制和传播供一般公众阅

读的通俗文本 它欢迎环境规划署 开发计划署 气象组织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以及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秘书处等联合国有关机构在此方面作出努力 并鼓励

在气候小组提供科技咨询的基础上在这方面作出进一步努力 它还请秘书处在其

主持的所有讲习班上使用和传播气候小组和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秘书处的有关

材料 例如各区域讲习班的报告等  

 8.  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报告第六条的执行情况 将其编入附件一缔约方的

国家信息通报 以供科技咨询机构第十七届会议审议  

 9.  科技咨询机构指出 联合国气候变化日可在国家 区域和国际各级提高认

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并请秘书处向科技咨询机构提供进一步材料 说明气候变

化日的指定程序以及开展庆祝活动所需的资金 科技咨询机构还请秘书处与有关

组织一道探讨将气候变化作为国际日主题的可行性 在此方面 科技咨询机构感

谢环境规划署答应探讨将气候变化作为 2003 年世界环境日主题的可能性 并请环

境规划署在科技咨询机构第十六届会议之前确认这一承诺  

 10.  科技咨询机构请附属履行机构在审议全球环境基金报告时注意到 公

约 第六条执行工作所需的资金 并敦促全球环境基金为此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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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关于制订 公约 第六条工作方案问题的 
讲习班的职权范围草案 

会   期 四天  

地   点 待定  

目   标  

 1.  确定和重视科技咨询机构关于落实第六条工作方案的主要内容  

 2.  确定联合国各组织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可协助各缔约

方 尤其是非附件一缔约方和经济转型缔约方在本国执行这一方案  

活   动  

 1.  审查 FCCC/SBSTA/2001/6 号及其 Add.1 号文件所确定的需求 并确定供

列入科技咨询机构工作方案的内容 其中包括确定重点  

 2.  审议关于教育 培训和宣传问题的 FCCC/SBI/2001/15 号文件所述的需求

和建议 并建议如何可在科技咨询机构的工作方案中列入有关内容  

 3.  审议联合国各组织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与第六条有关的活动

情况 并确定各缔约方如何可利用现有的知识和能力在国内落实第六条的规定  

 4.  确定良好做法 信息产品和信息交流机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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