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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设在印度尼西亚茂物的亚洲及太平洋热带潮湿地区杂粮 豆类 块根和块茎作

物研究和开发区域协调中心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 章程第 �# 条 理事会应向经社会每

一届会议提交其方案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 此外 章程第 �� 条规定 经社会每一届会

议应根据理事会的报告审查中心的资源情况 并提出适当建议 以确保向中心及其方案

及时提供充足的资源 �

� 根据上述规定 编写了杂豆根茎作物中心的这一报告 并提交经社会 第一节载有

����年 �月举行的该中心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的讨论概况 第二节阐述理事会提出的

一些供经社会审议的问题 其中包括 �

� ��"�中心的目标 作用和职能及其满足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反应能力 �

� ��"�提供符合中心方案活动要求的专家 以确保那些活动的成功落实 �

� ��"�加强并稳定中心的机构和方案支助资源的财务状况 以加强方案活动 �

� �!"�机构和方案支助资源提前拨付并使之定期化 使中心得以稳定运作并使方案活

动得以及时和有效地开展 �



�

��$���

�

5� �6�

页� �次�

导� �言 %%%%%%%%%%%%%%%%%%%%%%%%%%%%%%%%%%%%%%%%%%%%%%%%%%%%%%%%%%%%%%%%%%%%%%%%%%%%%%%%%%%%%%%%%%%%%%%%%%%%%%%%%%%%%%%%%%%%%%%%%%%%%%%%%%%%%%%% ��

一 ����年的主要动态概况 %%%%%%%%%%%%%%%%%%%%%%%%%%%%%%%%%%%%%%%%%%%%%%%%%%%%%%%%%%%%%%%%%%%%%%%%%%%%%%%%%%%%%%%%%%%%%%%%%%% ��

二 要求经社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的问题 %%%%%%%%%%%%%%%%%%%%%%%%%%%%%%%%%%%%%%%%%%%%%%%%%%%%%%%%%%%%%%%%%%%% ��

三 ����年方案执行情况和 ����年及其后的活动计划 %%%%%%%%%%%%%%%%%%%%%%%%%%%%%%%%%%%%%%%%%%%%%%%%%%%%% ��

� � � � 
 研究与开发方案 %%%%%%%%%%%%%%%%%%%%%%%%%%%%%%%%%%%%%%%%%%%%%%%%%%%%%%%%%%%%%%%%%%%%%%%%%%%%%%%%%%%%%%%%%%%%%%%%%%%%%%%%% ��

� � � � & 人力资源开发方案%%%%%%%%%%%%%%%%%%%%%%%%%%%%%%%%%%%%%%%%%%%%%%%%%%%%%%%%%%%%%%%%%%%%%%%%%%%%%%%%%%%%%%%%%%%%%%%%%%%%%%  �

� � � � �%�信息服务和数据库方案%%%%%%%%%%%%%%%%%%%%%%%%%%%%%%%%%%%%%%%%%%%%%%%%%%%%%%%%%%%%%%%%%%%%%%%%%%%%%%%%%%%%%%%%%%%%%%% '�

四 财务状况 %%%%%%%%%%%%%%%%%%%%%%%%%%%%%%%%%%%%%%%%%%%%%%%%%%%%%%%%%%%%%%%%%%%%%%%%%%%%%%%%%%%%%%%%%%%%%%%%%%%%%%%%%%%%%%%%%%%%%%%%%%%% '�

五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 %%%%%%%%%%%%%%%%%%%%%%%%%%%%%%%%%%%%%%%%%%%%%%%%%%%%%%%%%%%%%%%%%%%% #�

�

附件�

�

一 ����年各国参与杂豆根茎作物中心活动的情况 %%%%%%%%%%%%%%%%%%%%%%%%%%%%%%%%%%%%%%%%%%%%%%%%%%%%%%%%%%% ��

二 ����年人员配备情况和 ����年的计划 %%%%%%%%%%%%%%%%%%%%%%%%%%%%%%%%%%%%%%%%%%%%%%%%%%%%%%%%%%%%%%%%%%%%%%%%% (�

三 ����年方案活动概况 %%%%%%%%%%%%%%%%%%%%%%%%%%%%%%%%%%%%%%%%%%%%%%%%%%%%%%%%%%%%%%%%%%%%%%%%%%%%%%%%%%%%%%%%%%%%%%%%%%%%% ���

四 ����年及其后的项目 %%%%%%%%%%%%%%%%%%%%%%%%%%%%%%%%%%%%%%%%%%%%%%%%%%%%%%%%%%%%%%%%%%%%%%%%%%%%%%%%%%%%%%%%%%%%%%%%%%%%% ���

五 机构支助资源 印度尼西亚的捐款�����年支出估算�

和 ����年预算计划 %%%%%%%%%%%%%%%%%%%%%%%%%%%%%%%%%%%%%%%%%%%%%%%%%%%%%%%%%%%%%%%%%%%%%%%%%%%%%%%%%%%%%%%%%%%%%%%%%%%%%%%% ���

六 机构支助资源 共同捐款)����年支出估算和 ����年预算计划 %%%%%%%%%%%%%%%%%%%%%%%%%%% ���

七 机构支助资源�成员的捐款情况 �((������年%%%%%%%%%%%%%%%%%%%%%%%%%%%%%%%%%%%%%%%%%%%%%%%%%%%%%%%%%%% � �

�

�

�



� ����
�������

��*����

�

�

�

7� �8�

�%� 本报告详细介绍了 ����年杂豆根茎作物中心业务方面的主要动态 报告还介

绍了 ����年 �月举行的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所批准的 ����年及其后的活动计划以及

对中心财政资源情况的审查 �

9 ����:�;<=>?@�

�%� ����年 中心在下列三个方案的框架内开展活动 研究与开发�研发" 人力资

源开发和信息服务及数据库 根据这三个方案 中心执行或进行了 ��"�四个研究与开

发项目 ��"�两次培训活动 ��"�提供了其它信息�见附件三" 这些活动是与各个国家农

业研究机构 国家政策规划机构及参与杂豆根茎作物开发的其它机构和组织协作进行

的 由这些活动所产生和传播的信息和建议得到广泛的采用 各国参与中心活动的情况

见附件一 �

�%� ����年具体方案支助来自法国和日本政府和�或研究机构 孟加拉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日本 缅甸 尼泊尔 巴基斯坦 菲律宾 大韩民国 斯里兰卡和泰国政

府也提供了机构支助 �

�%� 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政府继续向中心提供房舍和设施以及财政和实物支助 特

别是该国政府提供的相当可观的机构资源使本中心得以维持其基本运作和管理 另外

该国政府还为本中心的信息服务及数据库更新提供了额外资源 �

 %� 负责本中心运作的是由各成员政府和机构提供的八名专业工作人员 即主任

一名 方案负责人两名 项目负责人一名 项目支助咨询专家三各和编辑一名 此外

本中心还与成员国伙伴机构的专家协同开展研究 ����年共达 ('个工作月 截至 ����

年年底 本中心共有 ��名后勤人员 ����年的人员配备情况和 ����年人员配备计划见

附件二 �

'%� 中心与本区域发展中成员国伙伴保持了合作 中心还与联合国机关及特别机

构 以及与其他国际和区域机构保持合作关系 法国和日本提供了两位无偿借调专业工

作人员来落实中心的活动 为方便和增强信息交流 建立了选定国家联系人网络 预计

这些关键的信息员能提供与杂豆根茎作物相关的扶贫的社会经济及政策方面的最新信

息和相关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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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于 ����年 �月 � ��'日举行 向理事会通报了

����年中心的活动情况以及包括管理问题在内的 ����年及其后的工作方案 �

�%� 本中心就资源筹措战略和如何使中心与亚太经社会的优先专题保持一致发表

了意见 理事会请中心就这一调整过程作进一步阐述 中心将在亚太经社会秘书处的支

持下继续这一调整努力 �

(%� 中心主任总结了 ����年 �月举行的涉及中心改名的理事会特别会议的讨论情

况 �

��%� 巴基斯坦代表赞成中心改名 新的名称应真正表明中心的授权和活动 而它

的确定应征求亚太经社会成员国的协商一致 �

��%� 印度尼西亚代表就中心的新名称提出了建议 其要点是以印尼语的 ��+�,$-�

一词来取代现在的杂豆根茎作物 �

��%� 菲律宾代表对此表示关切 认为 ��+�,$-� 一词意味着中心是个印度尼西亚

的单位而不是一个区域协调中心 �

��%� 印度代表建议 用 农村发展区域中心 这个名称 但来自荷兰的技术咨询

委员会成员担心 农村发展 一词过于宽泛 不够具体 从而建议能否缩小范围 改

为 处境不利的农业社区 他建议使用 二类作物 而不是 ��+�,$-� 或 杂豆根

茎作物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赞成使用 二类作物 执行秘书反对使用 作物 一词

因为这个词只着眼于产品而不符合亚太经社会的工作调整 他建议 使用 亚太经社会

作为中心新名称的前缀 �

��%� 日本代表建议 新的名称应反映中心工作的调整 还应一目了然 他还说

应由亚太经社会提出这一新名称的建议 �

� %� 农艺研究促进发展国际合作中心的代表提请理事会在确定新名称时考虑字母

缩写问题 因为人们更经常的是以字母缩写而不是以全名来记某个机构 �

�'%� 理事会同意在 � 月召开一次理事会特别会议来详细审议更改授权和更名的问

题 �

�#%� 理事会主席要求中心主任编制一份更名建议精选一览表 以提交将在常驻代

表和经社会成员指定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开会作最后决定之前召开的理事会特别会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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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维持了机构支助和方案活动的资源总量 然而 中心总的财务状况仍

不稳定 活动资金依旧不足 经社会不妨敦促各成员和准成员根据各自国家的能力 按

最低捐款水准或更高水准提供捐款 �

�(%� 可通过执行协作项目和活动 实现中心的各项目标 作用和职能 以及通过

提供技术服务和援助来满足发展中成员国需要的反应能力 中心在 ����和 ����年期间

进行了需求调查并分析了调查结果 为了满足发展中成员国日益增加和多样化的需求

需要扩大方案活动 此外 使资金来源多样化可确保中心资源稳步持续增加 并避免每

年大幅度波动 经社会不妨表扬各成员和准成员政府以及捐助机构为中心的方案资源提

供支助 经社会还不妨请求各成员和准成员及捐助机构考虑对中心的方案和项目增加支

助并及时拨款 �

��%� 已普遍认识到培训活动的重要性和培训需求日益增加 所幸的是 中心在捐

助方的支持下得以在 ����年根据人力资源开发项目举办培训班 中心建议 在 ����年

及其后将与人力资源开发相关的项目继续下去 经社会不妨表扬中心所作的努力 并请

其成员和准成员更加重视中心人力资源开发活动的开展 �

��%� 中心的工作人员一直是并将继续由成员政府和机构以信托基金 无偿借调和

其它形式提供 具备中心方案和项目所需知识和技能的称职的经验丰富的专家对于确保

中心的成功运行至关重要 还请经社会感谢为中心提供专家的政府和机构 并促使他们

最好以无偿借调的形式提供专家 继续加强对中心的支助 �

N ����:�OEP@) ����:�IQ�R=S��


 ����	
��

��%� 中心的研究与开发方案的结构是根据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迈向二十一世纪战

略计划 和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专题优先事项 尤其是扶贫这一优先事项而确定的 �

��%� 中心与成员国伙伴机构协作开展研究项目 根据这一安排 中心的工作人员

与各国的研究人员 政策规划者 其他官员及大学协同工作 由于中心在协作过程中发

挥了催化作用 有若干项目由各国的专家组实施 而中心的工作人员则承担规划和协调

工作 同样 中心发挥主导作用 在与其参与伙伴磋商后确定并制订项目 还将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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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书交与潜在资助者 �

��%� ���� 年 中心在其研究与开发方案框架内实施了以下四个项目 其中两个项

目将在 ����年及其后继续下去 �

��"�南亚饲料作物的前景 �

��"�易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的国家高地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稳定化问题 �

��"�在某些亚洲国家查明增强农业多种经营可持续发展的拉动因素 �

�!"�东南亚国家饲料作物的前景 �

� %� 项目��"�由日本政府资助 该项目于 ���� 年完成了活动 参与的有四个南亚

国家 即印度 尼泊尔 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 项目旨在阐明并分析饲料作物栽种开发

的潜力 不足 机遇 制约因素和政策选择 主要是以杂豆根茎作物中心在南亚各发展

中国家的研究作物为基础 以配合亚洲的畜牧业和养鱼业的迅速发展 更具体地说 还

可将项目目标进一步细分为 �$"�分析饲料作物产品供求的历史动态和未来趋势 �$$"�以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在参与国的研究作物为基础评估扩大饲料作物栽种的潜力 不足 机

遇和制约因素 �$$$"�为亚洲国家之间饲料作物�产品的贸易与开发提出可行的合作计划

�$."�为促进参与国饲料作物种植的可持续发展制订政策备选方案 �

�'%� 项目��"�由日本政府资助并于 ���� 年 � 月完成 在各参与国举办了国内的系

列研讨会 以传播研究成果和针对具体国情的政策建议 ����年 出版了国际联合讲习

班的讨论纪要和一本提请注意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气候反常影响的小册子 菲律宾和巴

布亚新几内亚的第一阶段国别报告 以及所有参与国的第二阶段国别报告 �

�#%� 项目��"�由日本政府资助 于 ����年 �月进入第一阶段 ����年 '月 �日

在日本东北大学召开了一次筹备讨论会 ����年 #月 � 日 在杂豆根茎作物中心召开

了规划前的磋商会 ����年 �月  �'日 规划会议在杂豆根茎作物中心举行 将于 ����

年 ��� 月举行临时审评 起草和规划会议将于 ���� 年 ' 月举行 第二阶段的研究将于

����年 #月开始 �

��%� 项目�!"�由日本政府资助 于 ����年 #月启动 将于 ����年 ��月结束 参

加本项目的有四个东南亚国家 即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泰国 这项研究的

总体目标是阐明并分析饲料作物种植开发的潜力 不足 机遇 制约因素和政策选择

以杂豆根茎作物中心在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作物为重点 以配合东南亚畜产和养鱼

业的迅速发展 目标还可进一步细分为 �$"�分析饲料作物产品供求的历史动态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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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以杂豆根茎作物中心在参与国的研究作物为重点 评估扩大饲料作物种植方

面的潜力 不足 机遇和制约因素 �$$$"�为东南亚国家间饲料作物�产品的贸易与开发提

出可能的合作计划 和�$."�为在参与国促进饮料作物种植的可持续发展制订政策备选方

案 �

�(%� ����年 #月 ��日 中心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主办了规划前磋商会 出席会议

的有杂豆根茎作物中心主任和研发方案负责人 以及项目的区域顾问 会议目的是制订

总体工作计划 国别研究的详细准则 以及确定方法 还于 ���� 年 � 月 �#��� 日在印

度尼西亚的茂物安排举行了规划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杂豆根茎作物中心主任和研发方案

的负责人 区域顾问 以及来自参与国的四位国内专家 会议的目的是制订指定国家国

别研究的详细工作计划 �

��%� 定于 ����年 (月 ����年 #月开展国别研究 ����年 �月或 (月初在印度

尼西亚茂物将举办区域讲习班 出版物及其分发将于 ����年 ��月完成 �

& ����	
��

��%� 法国农业研究促进发展国际合作中心的 
/$0� ��121+ 与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杂

豆根茎作物中心协作 在柬埔寨的柬法合作协会及印度尼西亚的农社经研发中心的支持

下举办了农业政策规划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的培训班 来自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的 ��

位学员接受了培训 了解到政策分析及实施领域的最新理论背景 概念 手段与方法

在柬埔寨 学员们为来自中央农业部及省农业厅的 ���多位同事举办了国内培训班 在

法国农业研究促进发展国际合作中心的支持下 在柬埔寨举办了农业发展的未来及各部

委的职能这两大主题的讲习班 ����年还分别出版了中心第 ��号与第 � 号专著 它们

分别题为 调和各主体间农业政策方面的偏重 努力实现公共决策方面的全新管理 和

亚洲及太平洋杂粮 豆类 块根和块茎的国内供应及消费模式 �

��%� 项目 结合杂豆根茎作物种植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培训班 由日本政府资助

在孟加拉国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尼泊尔和越南这 '国的参与

下已成功执行 这个为期一年的项目的主要目的是改进负责杂豆根茎作物开发的政策制

订者们所需的数据和信息的质量 在茂物举办了一次为期 (天的数据库管理 地理信息

系统 网络系统支持的培训班 培训班还分析了各国对信通技术在农业中应用的评价结

果并详细讨论了学员们为改进信通技术的作用所提的建议 一份综合报告将于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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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并计划将这一活动推广到其它国家 �

�%���������
��

��%� 根据信息和数据库方案中心正致力于将现有系统升级改造成一个新的综合性

信息管理系统 �

��%� 截止 ����年 ��月 中心图书馆共拥有 '3#'�份书刊 其中书籍 �3#� 本 论

文 �3��#份 �

� %� ���� 年出版了作为 厄尔尼诺气候影响 和 饲料作物前景 这两个项目产

出的 �� 篇工作论文和两本专著 还出版了载有项目简介的活页材料 这些产出以可读

光盘以及较传统的媒界提供 自 ���� 年 � 月起出版了一份题为杂豆根茎掠影 的新的

月刊 它载有农村地区扶贫与杂豆根茎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政策方面的最新资料 �

�'%� 将孟加拉国 印度尼西亚 巴基斯坦 菲律宾 斯里兰卡 泰国和越南这 #

个国家�国家级的"数据更新至 ����年 印度还为数据库另外提供了 �('������年期间�国

家级"的时间序列数据 �

�#%� 已在若干国家建立了一套联络单位的网络 以便提供最新的与这些国家杂豆

根茎作物及其这些作物在扶贫方面的作用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政策方面的资料和相关资

料 �

T UVW@�

��%� ����年 机构支助资源提供的开支估算为 '��3'��3���盾和 ��'3#�(美元�见附

件五和六" 提供资源捐款的有 孟加拉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日本 缅甸 尼泊尔

巴基斯坦 菲律宾 大韩民国 斯里兰卡 泰国 各成员国政府自 �((�年至 ����年在

机构支助资源方面的捐款变化情况见附件七 �

�(%� 方案支助资源用于具体项目和活动的现金开支达 �((3'#( 美元 此外 �得到

了其它形式的支助 主要为专家服务 共计 (' 个工作月 贡献这些资源的有法国和日

本 还另有一些发展中国家 为增强信息服务和数据库方案的能力 东道国还提供了特

别支助 �

��%� ����年机构支助资源提供的支出概算为 #'#3���3���盾和 � �3���美元�见附件

五和六" �



� ����
�������

��*��#�

�

�

�

��%� 根据 ����年规划的项目与活动 并视其中一些项目的资金到位情况 ����年

的方案支出概算为 � �3#(�美元 大部分实物捐助是各政府和机构提供的专家服务 估

计总共为 ���个工作月 还确认东道国将提供额外支助 �

��%� 中心的资源状况总体看仍不稳定 可用资金不足 需要增加机构和方案支助

的资金 以满足本区域发展中国家在杂豆根茎作物开发方面越来越大和多样化的需要

由于中心依靠政府和其它机构派出工作人员来提供专家服务 因此 继续并增加这类服

务以满足方案和项目要求对于确保中心的成功运行至关重要 �

� �X #%(*�+12YZ
[A\A]
^�

��%�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于 ����年 �月 � ��'日在印度尼西

亚茂物举行 �

��%� 下列理事会成员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法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日本 巴基

斯坦 菲律宾 大韩民国 泰国 柬埔寨 马来西亚 缅甸 设在印尼的国际林业研究

中心 国际马铃薯中心 法国农业研究促进发展国际合作中心和粮农组织作为观察员出

席了会议 �

� %� 理事会听取了中心 ����年活动情况和 ����年及其后工作方案的介绍 �

�'%� 理事会听取了中心关于工作调整与亚太经社会专题优先事项看齐和资源筹措

战略的意见 �

�#%� 理事会对中心在研发 人力资源开发 信息服务和数据库领域的方案活动普

遍表示满意 �

��%� 理事会详细讨论了中心的更名问题并同意于 ����年 �月举行特别会议来进一

步商讨这一问题 包括商讨修改授权 �

�(%� 理事会核可了 ����年的进展情况 并通过了 ����年及其后的工作方案 �

 �%� 理事会听取了 ����年机构支助和方案支助资源的支出情况 ����年的支出概

算和预计的财务状况 �

 �%� 理事会强调 需要稳定中心的机构支助和方案支助资源 在这方面 理事会

强调广开财源的重要性 �

 �%� 理事会批准了 ����年的支出报告和 ����年的支出计划 �

 �%� 理事会感谢中心主任及工作人员精心准备报告和组织会议 理事会要求 主

任在落实方案活动时参考理事会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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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家� 理事会� 技术咨询� � �

委员会�

提供专题主讲人和

咨询人员�

参与联合

研究�

参加研讨会 � �

讲习班和培训班�

信息服务 �
�

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

柬埔寨�

加拿大�

中国�

斐济�

法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日本�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马来西亚�

缅甸�

尼泊尔�

荷兰�

巴基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

菲律宾�

大韩民国�

斯里兰卡�

泰国�

汤加�

瓦努阿图�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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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各种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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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职人员�截至 ����年 ��

月 ��日"�

����年的计划 ��
�

������

主任�

行政�会计助理 ���

秘书 ���

司机�信差 ���

�

��

��

��

��

�

��

��

��

��

小计�  �  �

����	��	"
��

方案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 �项目副负责人�

项目助理 ���

�

��

��

��

��

�

��

��

��

��

小计�  � '�

��������
��

方案负责人�

编辑�

信息专家�

图书管理员 ���

数据输入员 ���

�

��

��

��

��

��

�

��

��

��

��

��

小计� �� (�

总计� ��� ���

���
根据 ����年的工作方案 �

���总务类工作人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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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南亚饲料作物的前景

��		
��

�

�

� 易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的

国家高地农业和农村发展

的 稳 定 化 的 问 题

�	�����

�

�

�

� 法国农业研究促进发展国

际合作中心支助的活动�

�

�

�

� 信息和通信技术应用于杂

豆 根 茎 作 物 种 植

����������培训班�

����������

�

�

�

����������

�三年��

�

�

�

�

� �

�����

�一年��

�

�

�

�����

�半年��

印度 尼泊尔

巴基斯坦 斯里

兰卡�

�

印度尼西亚 马

来西亚 巴布亚

新几内亚 菲律

宾 泰国�

�

�

�

柬埔寨 印度尼

西亚 亚洲及太

平洋所有国家�

�

�

孟加拉国 柬埔

寨 印度尼西

亚 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 尼泊

尔 越南�

�������

�

�

�

��������

�

�

�

�

�

�

������
��

�

�

�

�

�������

日本政府�

�

�

�

日本政府�

�

�

�

�

�

�

法国政府 法

国农业研究

促进发展国

际合作中心�

�

日本政府�

出版物及其散发�

�

�

�

第一阶段�

��出版第一期国别报告

�完成三份报告��

第二阶段�

��出版第二批国别报告

以及讲习班纪要�

�

������年 ���月在印度尼

西亚茂物举办为期三

周的培训�

��出版物�

�

������年 ��月在印度尼

西亚茂物组织了培训�

��出版物�

#�$���

� 查明某些亚洲国家增强农

业多种经营可持续发展的

拉动因素�����
����

�

�

�

�

�

�

�

�

� 东南亚国家饲料作物的前

景��		
��	���

�

�

�

�

����������

�三年��

�

�

�

�

�

�

�

�

�

����������

�一年半��

�

�

�

�

孟加拉国 印

度 印度尼西

亚 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 缅

甸 斯里兰卡

泰国 越南�

�

�

�

�

�

印度尼西亚 马

来西亚 菲律

宾 泰国�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本政府�

�

�

�

�

�

�

�

�

�

�

日本政府�

�

�

�

�

�

确认参与国 指定国内专

家 咨询人员和区域顾问�

第一阶段�

������年 �月 ��日在印

度尼西亚茂物举办规

划前会议�

������年 �月 ���日在印

度尼西亚茂物举办规

划会议�

��国别研究�

�

确认参与国 指定国内专

家和区域顾问�

������年 �月 ��日在印

度尼西亚茂物举办规划

前会议�

������年 �月 �����日在

印度尼西亚茂物举办规

划会议�

��国别研究�
��自筹资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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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饲料作物的前景 块豆根茎作物的作用�������

!�尼泊尔饲料作物的前景 杂豆根茎作物的作用�������

!�巴基斯坦饲料作物的前景 杂豆根茎作物的作用�������

!�斯里兰卡饲料作物的前景 杂豆根茎作物的作用�������

!�南亚饲料作物的前景 综合报告�������

!�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危险气候应对战略 泰国东北部的个案�������

!�在厄尔尼诺引起的危险气候条件下高地农业的稳定化问题 马来西

亚吉打�玻璃市地区在地区和农场两级的风险监控及应对机制

�������

!�在厄尔尼诺引起的危险气候条件下高地农业的稳定化问题 菲律宾

对所涉影响的评估及减缓措施�������

!�厄尔尼诺现象的应对战略 菲律宾塔卢格图格 新怡诗夏若干社区

的个案�������

!�在厄尔尼诺引起的危险气候条件下高地农业的稳定化问题 巴布亚

新几内亚对所受影响的评估和缓解措施�������

!�巴布亚新几内亚应对厄尔尼诺采取的当地防旱战略及风险监控

�������

!�以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多层次评估和应对战略 印度尼西亚粮食作

物的个案�������

�

已出版和分发�

�

�

�

�

�

已出版�

-.�

!�杂豆根茎饲料作物供求及在东南亚扩大种植的潜力 制约因素 ����

年 �月 ���日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办的一期讲习班的纪要�������

!�为稳定雨水灌溉型农业而应对厄尔尼诺现象 亚太的经验教训 ����

年 �月 �����日在菲律宾宿务举办的一期联合讲习班的纪要�������

!�调和各主体在农业政策方面的偏重 努力在公共决策中采用新的管

理法�

!�亚洲及太平洋各国国内杂粮 豆类 块根和块茎供应及消费模式
�������

已出版和分发�

/0�

!��!"!#$%!�&#'�第 ��卷第 � �和 �期��

!�杂豆根茎作物掠影�第一卷第 � �和 �期��

!�应对厄尔尼诺现象项目的介绍资料�

已出版�

!�饲料作物项目的介绍资料�
编写中�

�



����
�������

��*�����

�

�

�

����

����:�IQ�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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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查明若干亚洲国家加强农业多种

经营可持续开发的拉动因素

�������	
�

�

�

�

�

�

�

�

�

� 东南亚国家饲料作物的前景

������
�

�

�

�

����������

�三年
�

�

�

�

�

�

�

�

�

�

����������

�一年半
�

�

�

�

�

孟加拉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老挝

人民民主共和国

缅甸 斯里兰卡

泰国 越南�

�

�

�

�

�

�

印度尼西亚 马来

西亚 菲律宾 泰

国�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本政府�

�

�

�

�

�

�

�

�

�

�

日本政府�

�

�

�

�

�

第一阶段�

��国别和区域研究�

��中期审评�

��定于 ����年 �月在印度尼

西亚茂物召开的起草会议�

��出版国别报告�

第二阶段�

��定于 ����年 �月在印度尼

西亚茂物举行的规划会议�

��国别和区域研究�

�

��国别研究�

��由国内专家组办国内研讨

会�

��区域讲习班�定于 ����年 �

月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

��出版物�

� ��!"#��$% ��

� 本区域对杂豆根茎作物的利用

为增加农民收入进行收获后的

开发�杂豆根茎作物的利用
�

�

� 生物技术的社会经济评估

��������
�

�

� �就信息和通信技术应用于杂豆

根茎作物的种植举办人力资源

开发培训班���������
�

�

� 衡量玉米种植者的经济效率

� !�"�
�

�

�

� �评估作为亚太扶贫一个来源的

杂豆根茎作物的生物多样性

�	�#��$
�

�

� �亚太贫穷小农增值利用杂豆根

茎作物的机会�	�#��
�

�

%&� � 亚太杂豆根茎作物的比较优

势 用杂豆根茎作物减少贸易

赤字��$ '�	
�

�

� �用可再生的生物质制品替代矿

物燃料 杂豆根茎作物对扶贫

和 保 护 自 然 资 源 的 贡 献

��()
�

�

����������

�一年半
�

�

�

�

未具体确定�

�

�

尚未具体确定�

�

�

�

两年�

�

�

�

五年�

�

�

�

五年�

�

�

�

五年�

�

�

�

五年�

印度尼西亚�

�

�

�

�

�

�

�

�

�

�

�

�

印度尼西亚 菲律

宾 泰国 越南�

�������

�

�

�

�

尚未估算�

�

�

尚未估算�

�

�

�

�

�������

�

�������

�

����百万�

�

�

�

���百万�

�

�

�

��%百万�

�

�

�

���百万�

印度尼西亚政

府�

�

�

�

未具体确定�

�

�

尚未具体确定�

�

�

�

尚未具体确定�

�

�

尚未具体确定�

�

�

尚未具体确定�

�

�

尚未具体确定�

�

�

尚未具体确定�

�

已批准�

�

�

�

�

正在编制建议书�

�

�

正在编制建议书�

�

�

�

�

正在编制建议书�

�

�

�

正在编制建议书�

�

�

�

正在编制建议书�

�

�

�

正在编制建议书�

�

�

�

正在编制建议书�

�
��这些均为暂定内容 将根据重新调整过程进一步确定轻重缓急次序和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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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年�

工作预算�

截至 ����年 ��月�

��日的支出估算�

����年�

预算计划 �
�

� �

�印度尼西亚捐款�

�

��'�����

�

��'�����

�

�

#'#�����

�

!"�

� �支助人员�

� �水电费�

� �维修�

� �设备�

� �杂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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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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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余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议的 ����年预算�

�� �方案支助��� ��4"扣自共同捐款帐户�

�� �
��'3���盾 �3 ���盾5 �3�#�美元�

� �  �3�#�美元 X��%��5'3���美元�

�� �
#'#3���盾 �3 ��盾5(�3�� 美元 �

� � (�3�� 美元 X �%��5��3#��美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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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项� �目� ����年�

工作预算�

截至 ����年 ��月�

��日的支出估算�

����年�

预算计划�

� #

##成员捐款�

� �方案支助资金�

�

� � � � � � � �合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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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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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人员�

� �咨询人员�

� �支助人员�

� �公务旅行�

� �理事会和技术咨询委员会会议�

� �设备�

� �报告和印刷�

� �维修和水电费�

� �杂项�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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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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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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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 ����� �������� �� �����

��方案支助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余额�� �����"� � �余额�����'��"� � � � � �余额��'��'��"�

�� �根据 ����年的认捐 �
�� �向亚太经社会提议 �
�� �包括印尼盾预算的方案支助费�'3���美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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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 ����� ����� ����� ����� ����� ����� ����� ����� ����� ����� ����
��
�

�千盾��

印度尼西亚� �������� �������� �������� �������� �������� �������� ��������
��
� �������� ���������� �������� ��������

�美元��

孟加拉国�

印度�

日本�

缅甸�

尼泊尔�

巴基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

菲律宾�

大韩民国�

斯里兰卡�

泰国�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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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合计� �������� �������� �������� �������� �������� �������� � �������� �������� �������� �������� ��������

说明 � 括号内的数字是截至 ����年 �月 ��日尚未支付的款项 �

� 短横表示未认捐或支付任何款项 �
��

����年认捐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