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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说明  

概  要 

    本文件介绍秘书处管理的各信托基金 2006-2007两年期头 18个月的预算执行情

况。其目的是向缔约国通报截至 2007年 6月 30日的收入、开支和取得的结果。 

    秘书处目前的预算执行率为 73%，仅略低于两年期该时段的 75%理想执行率；

在提出本报告时仅收到了两年期预期指示性缴款总额的 77%。 

    附属履行机构不妨注意本说明提供的信息，特别是已完成的工作、已提供的慷

慨捐助以及缔约方应缴款事项；并就可能需要列入关于行政和财务事项的决定草案

之中的行动作出决定，该决定草案拟建议第十三届缔约方会议和作为《京都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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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A.  任   务  

 1.  《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

会议(《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分别在第 12/CP.11 号决定和第 34/CMP.1 号决定中核

可了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并请执行秘书向缔约方会议报告收入和预算执行

情况，以及提出预算可能需要作出的任何调整。  

 2.  通常由附属履行机构 (履行机构 )审议这些问题，并拟出供《公约》缔约方

会议和《议定书》缔约方会议采取行动的建议。  

B.  本说明的范围  

 3.  本文件报告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所有资金来源下的收入、支出以及方案

执行和绩效情况。应结合文件 FCCC/SBI/2007/INF.11 阅读本说明，该文件提供了截

至 2007 年 11 月 15 日缴款状况的最新信息。  

C.  附属履行机构可采取的行动  

 4.  履行机构不妨注意本说明提供的信息，特别是已取得的结果、已提供的捐

助以及缔约方应缴款事项；并决定可能需要列入关于行政和财务事项的决定草案之

中的行动，以作为建议供第十三届《公约》缔约方会议和第三届《议定书》缔约方

会议通过。  

二、收入和支出报告 

A.  《气候公约》核心预算信托基金  

1.  预   算  

 5.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12/CP.11 号决定和《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 34/CMP.1

号决定核可的 2006-2007 两年期的预算总额为 5,350 万美元(见表 1)。  



FCCC/SBI/2007/19 
page 4 

表 1.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  

 
2006年 
(美元) 

2007年 
(美元) 

2006-2007年 
(美元) (欧元)a 

方案活动直接费用 23 482 121 23 558 700 47 040 821 35 421 739 

方案支助费用 3 052 676 3 062 631 6 115 307 4 604 826 

周转准备金调整 338 273 7 182 345 455 260 128 

核定预算合计 26 873 070 26 628 513 53 501 583 40 286 693 

 a   使用的汇率(1美元= 0.753欧元)是 2005年 1月至 3月的平均汇率。 

2.  收   入  

 6.  核定预算的资金预期来自所有缔约方的指示性缴款、东道国政府的年度捐

款以及以前财政期的未支余额。表 2 列出预计收入的来源。  

表 2. 2006-2007 两年期预计收入  

 

2006年 

(美元) 

2007年 

(美元) 

2006-2007年 

(美元) (欧元) 

所有缔约方的指示性缴款 24 854 560 24 610 003 49 464 563 37 246 817 

以前财政期的未支缴款余额(转结) 1 000 000 1 000 000 2 000 000 1 506 000 

东道国政府的捐款 1 018 510 1 018 510 2 037 020 1 533 876 

预计收入合计 26 873 070 26 628 513 53 501 583 40 286 693 

 7.  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已经收到 3,820 万美元，即两年期指示性缴款预

计总额的 77.3%；其中包括以往两年期预收的 190 万美元。还全额收到了东道国政

府的自愿捐款。除此之外，还收到了以前年度的缴款，如表 3 所示。  

表 3. 截至 2007年 6月 30日的实际收入 

(美  元) 

 2006-2007年 

《公约》指示性缴款 22 285 590 
《京都议定书》指示性缴款 14 036 668 
东道国政府的自愿捐款 1 938 665 
往年缴款 1 850 708 
预收未来年份的缴款 181 889 
利息和杂项收入 273 709 
实际收入合计 40 567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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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尚未收到前 10 名缴款方中的 3 个缴款方或前 20

名缴款方1 中的 6 个缴款方 2007 年的《公约》缴款。在《公约》的 191 个缔约方当

中，100 个缔约方未支付 2007 年缴款。未付缴款情况见表 4。  

表 4. 按年度分列的截至 2007年 6月 30日对《公约》的未付缴款 

(美  元) 

 缔约方数目 未付款额 

自以下年份 
1月 1日起未缴付： 

  

1996年 14  8 430 
1997年 18  13 041 
1998年 19  6 701 
1999年 19  7 835 
2000年 21  8 855 
2001年 25  21 848 
2002年 27  32 514 
2003年 33  33 356 
2004年 43  92 165 
2005年 50  202 389 
2006年 68  565 982 
2007年 100  7 289 249 

 合  计  8 282 365 

 9.  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尚未收到《京都议定书》前 10 名缴款方中的 3 个

缴款方或前 20 名缴款方2 中的 6 个缴款方的 2007 年缴款(见表 5)。在《京都议定书》

的 175 个缔约方当中，99 个缔约方未支付 2007 年缴款。  

表 5. 按年度分列的截至 2007年 6月 30日对《京都议定书》的未付缴款 

(美  元) 

 缔约方数目 未付款额 

自以下年份 
1月 1日起未缴付：   

2005年 46 158 497 
2006年 69 390 652 
2007年 99 2 990 662 

 合  计  3 539 811 

 

                                                 
1  前 10名缴款方的缴款占指示性缴款总额的 75% ，前 20名缴款方的缴款占 89% 。 
2  前 10名缴款方的缴款占指示性缴款总额的 72% ，前 20名缴款方的缴款占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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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   出  

 10.  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支出额共计 3,440 万美元(不包括方案支助费用)，

即 2007 年方案活动核定预算的 73.2%。  

按组类分列的支出  

 11.  表 6(a)是按组类分列的 2006-2007 两年期预算拨款与头 18 个月支出额的

对照表。秘书处目前的预算执行率为 73%，仅略低于两年期该时段的 75%理想执行

率。  

表 6(a). 按组类分列的截至 2007年 6月 30日的支出情况 

2006-2007年核定预算 
截至 2007年 6月 30日 

的支出情况 
支出占预算的百分比 

方  案 

(美元) (欧元) (美元) (欧元)a
 (美元) (欧元) 

行政领导和管理 2 312 345 1 741 196 1 494 277 1 171 513 64.6 67.3 

组类 1 14 226 734 10 712 730 9 690 829 7 597 610 68.1 70.9 

组类 2 14 051 328 10 580 651 9 588 916 7 517 710 68.2 71.1 

组类 3 16 450 414 12 387 162 13 636 596 10 691 091 82.9 86.3 

合  计 47 040 821 35 421 739 34 410 618 26 977 924 73.2 76.2 

    a    基于 2006年 1月至 2007年 6月的 18个月期间美元与欧元之间的平均汇率(1美元＝0.784欧元)。 

 12.  表 6(b)将支出分为 6 类。“工作人员费用”包括核准员额聘用的工作人员

的薪金和工作人员共同费用、短期工作人员和临时助理人员的薪金及加班费。其他

外部专家(包括个人和机构)列在“顾问”项下。执行公务的工作人员差旅费与专家

参加研讨会和非正式磋商的差旅费分开列出。“一般业务开支”包括对各种物品和

服务供应商的付款。“赠款和捐款”是支付给波恩联合国共同服务股(它向秘书处提

供后勤和行政服务)的款项和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的年度捐款。  

 13.  秘书处目前的员额占用率为 84%，在所述的 18 个月期间，秘书处使用了

顾问来填充核准员额的聘用所需时间。随着员额继续被永久性填充，预计顾问支出

将稳定下来，工作人员费用将显著增加。一般业务开支费用包括购买记录管理系统

使用特许权和支助服务；由于 2007 年 5 月履行机构第二十六届会议预算谈判的结

果，今年购买了本来是为 2008 年规划的这些使用特许权和支助服务。赠款和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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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率也略高于理想百分比，因为这一支出率包含了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房舍管理的承付款和向气专委的年度赠款。  

表 6(b). 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的支出  

2006-2007年 
核定预算  

截至 2007年 6 
月 30日的支出 支出用途 

(美 元) (美 元) 

支出占预算 
的百分比 

按用途分列的 
支出所占百分比 

工作人员费用 32 696 202 21 764 849 66.6 63.3 

顾问 2 582 000 2 636 773 102.1 7.7 

专家旅费 2 888 900 1 940 842 67.2 5.6 

工作人员旅费 1 682 719 1 462 880 86.9 4.3 

一般业务开支 4 271 000 4 051 014 94.8 11.8 

赠款和捐款 2 920 000 2 554 260 87.5 7.4 

直接开支总计 47 040 821 34 410 618 73.2 100.0 

 

B.  参与《气候公约》进程信托基金  

 14.  秘书处继续贯彻向符合条件的缔约方提供资助的当前政策。凡根据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公布的统计资料测算 200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超过 5,500美元的

缔约方，均有资格获得资助。对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该上限提高到 10,000 美元。3 

1.  收   入  

 15.  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收到该两年期缴款共计 350 万美元，总支出共计

280 万美元。加上以前财政期的结转余额和应计利息，收入超过支出共计 220 万美

元。在划出规定金额(2006 年实际支出的 10%)作为业务准备金后，这个余额以及信

托基金新收到的任何缴(捐)款，将用于资助符合条件的缔约方出席即将召开的附件

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下的进一步承诺问题特设工作组(特设工作组)第四届会

议第一期会议和“开展长期合作行动，通过加强《公约》的执行工作来应对气候变

化问题的对话” (“对话”)下的第四次研讨会以及第十三届《公约》缔约方会议和

第三届《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3  履行机构第二十六届会议请秘书处停止对两年或更多时间未向核心预算缴款的缔约方

不予资助的做法(FCCC/SBI/2007/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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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   出  

 16.  2006 年 5 月，资助了 121 人出席履行机构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科技咨

询机构)第二十四届会议、特设工作组第一届会议和“对话”下的第一次研讨会，费

用总计 654,589 美元；同年 11 月，又资助了 180 人参加第十二届《公约》缔约方会

议、第二届《议定书》缔约方会议、附属机构的并行会议(履行机构第二十五届会议、

科技咨询机构第二十五届会议和特设工作组第二届会议)以及“对话”下的第二次研

讨会，费用总计 986,748 美元。2007 年 5 月，资助了 125 人出席附属机构会议(履行

机构第二十六届会议、科技咨询机构第二十六届会议和特设工作组第三届会议)以及

“对话”下的第三次研讨会，费用总计 719,664 美元。主席团成员的旅费达 36,880

美元。另有 90,597 美元用于支付与以前年份的会议有关的开支和通过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开发计划署)当地办事处订票安排的旅行产生的业务费用。  

 17.  表 7 是参与《气候公约》进程信托基金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表 7.  截至 2007年 6月 30日的参与《气候公约》进程信托基金状况 

(美  元) 

收  入  

2004-2005年的结转额 1 097 192 
上期承付款项的节省额 203 218 
2006-2007年收到的缴款 3 516 231 
利息 157 164 
杂项收入 18 366 
收入合计 4 992 171 

支 出  

主席团成员旅费 36 881 
出席2006年5月在波恩举行的履行机构第二十四届会议、科技咨询机构第二十四届会议、
特设工作组第一届会议和“对话”下的第一次研讨会的 121名与会者的旅费 

654 589 

出席 2006年 11月在内罗毕举行的第十二届《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届《议定书》缔
约方会议、履行机构第二十五届会议、科技咨询机构第二十五届会议、特设工作组第二

次研讨会和“对话”下的第二次研讨会的 180名与会者的旅费 

986 748 

出席2007年5月在波恩举行的履行机构第二十六届会议、科技咨询机构第二十六届会议、
特设工作组第三届会议和“对话”下的第三次研讨会的 125名与会者的旅费 

719 664 

往年会议和其他业务开支 90 597 
直接支出合计 2 488 479 
方案支助费用 323 617 
支出合计 2 812 096 

余 额 2 180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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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气候公约》下的补充活动信托基金  

 18.  通过缔约方提供的自愿捐款，补充活动信托基金继续为许多规定的核心活

动提供资金，使秘书处能更有效地执行该两年期工作计划。清洁发展机制、联合执

行和国际交易日志的自愿捐款和收费目前支付到该信托基金之中。  

1.  收   入  

 19.  当前两年期的头 18 个月，收到了共计 1,770 万美元的自愿捐款。此外，

清洁发展机制收入的 2,599 万美元和联合执行收入的 359,453 万美元支付到该信托

基金之中。考虑到 2004-2005 年的结转额、利息和杂项收入以及上期承付款项的节

省额，该信托基金的收入目前为 5,955 万美元。  

2.  支出和承诺  

 20.  秘书处已开支了共计 1,950 万美元，用于当前两年期执行中的 29 个项目。

在为下一个两年期的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执行项目划出 2,610 万美元后，余额将用

于资助那些有活动运行到 2007 年底的项目或资助后来在本两年期后一年度期间核

可资助的新项目，这些项目将进一步使用现有资金。  

 21.  本文件附件提供了 2006-2007 两年期头 18 个月由补充活动信托基金资助

的项目和活动的完整清单，应《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二届会议缔约方的要求，4 该

清单对补充基金涵盖的每项活动所收到的收入状况和所发生的支出状况列入了较

详细的概览。这些项目涉及本两年期方案预算列明资源需要的补充活动，5 以及一

些此后要求开展的活动。每个项目所反映的收入包括 2004-2005 年的结转资金、现

已完成的类似活动项目的资金转拨、以及本两年期收到的自愿捐款。支出还包括已

承付但尚未开支的所有资金。  

                                                 
4  第 8/CP.12, 第 8段。 
5  FCCC/SBI/2005/8/Add.2号文件和第 12/CP.11号及第 34/CMP.1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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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表 8 提供报告所涉的 18 个月期间在补充活动信托基金下收到的收入和发

生的支出情况，该表还列入了留待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执行项目自筹资金时动用的

收费收入。  

表 8.  截至 2007年 6月 30日的补充活动信托基金状况 

(美  元) 

收 入  

2004-2005年的结转额 13 177 560 
以往承付款项的结余 140 382 
自愿捐款 17 666 669 
清洁发展机制收入 25 992 368 
联合执行收入 359 453 
利息 1 962 626 
杂项收入 253 564 
 收入合计  59 552 622 

支出  

实际支出 17 296 145 
方案支助费用 2 231 570 

减：支出总额 19 527 715 

预留收费  

清洁发展机制收费 25 755 011 
联合执行收费 359 453 

减：预留收费总额 26 111 464 

余 额 13 913 443 

 

D.  德国政府特别年度捐款信托基金  

(波恩基金) 

 23.  德国政府认捐一笔 180万欧元(相当于 350万德国马克)的特别年度捐款(波

恩基金)，这是该政府将《气候公约》秘书处设在波恩提议的部分内容。6 月 30 日

前已全额收到 2007 年的捐款。表 9 是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的波恩基金 2006-2007

年收支状况。如同往年一样，该基金用于支付以下费用：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

的第二十四届和第二十六届会议的组织工作以及为保证适当的信息通畅提供便利。

该基金还帮助组织了特设工作组第一届和第三届会议、“对话”下的第一和第三次

研讨会以及第十二届《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第二届缔约方会议前夕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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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该基金打算使用两年期期末可用资金冲抵遵约委员会最初的

三次全体会议及其第一次分会的会务费用和为这些会议提供移动信息技术的运营费。 

表  9.  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的波恩基金状况  

(美   元) 

收 入  

捐款 a 4 579 621 
利息和杂项收入 66 040 

收入合计 4 645 661 

支出  
会议支持  
会议设施 2 102 294 
工作人员 785 799 
小计 2 888 093 

会议信息支持  
计算机和联网 533 562 
工作人员 119 061 
小计 652 623 

参加波恩研讨会的旅费 0 
方案支助费用 458 993 
支出合计 3 999 709 
前期调整额 13 039 
减：周转准备金 300 000 
减：退还捐款方的款项 8 375 

余额 350 616 

a 相当于每年 1,789.522欧元。 

E.  方案支助费用  

 24.  按照联合国财务程序，要求《气候公约》的所有信托基金缴付 13%的间接

费用，以支付行政服务费。这些服务大多由行政服务方案在秘书处内部提供。审计、

工薪、投资和财会服务等核心服务由联合国提供，采取先收费后付还的办法。  

 25.  行政服务方案负责整个秘书处以下各方面的所有事项：人力资源、采购、

工作人员和代表的差旅、预算、财务以及行政政策和指南。这项工作目前由 32 位

工作人员履行，在空缺职位填充前，他们得到临时助理人员和少数几个订约人的协

助。行政服务工作人员及其工作的资金仅来自 13%的间接费用；行政服务方案无权

使用核心预算下的资金或任何其他信托基金(另见下文第 89-9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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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表 10 显示的是 2006-2007 两年期头 18 个月方案支助费用的情况。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收入共计 770 万美元。同期有 480 万美元用于支付工作人员和

非工作人员费用。 2007年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提供的服务费用估计为 360,000美元，

将在下半年支付。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基金余额共计 480 万美元。  

表 10.  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的方案支助费用状况  

(美  元) 

支出用途  

收入  

2004-2005年的结转额 2 279 535  

信托基金的方案支助费用收入 7 400 109 

利息和杂项收入 333 767 

收入合计 10 013 411 

秘书处工作人员费用 4 641 247 

秘书处非工作人员费用 168 748 

秘书处费用合计 4 809 995 

联合国提供的服务 377 565 

支出合计 5 187 560 

前期节省额 6 540 

结  余 4 832 391 

 

三、方 案 执  行  

 27.  方案执行基于 2006-2007两年期工作计划，该计划规定了每个方案的任务、

目标、预期结果和规划的主要活动，以及在提出工作计划后给秘书处的授权任务。

因此，本节应与载有该工作计划的第 FCCC/SBI/2005/INF.6 号文件一并阅读。  

 28.  2006 年底对秘书处结构作了细微调整；6 本“方案执行”报告反映了当前

的方案结构。本报告简要概述各方案的责任，指明是否正在实现两年期工作计划的

预期结果，并概述对秘书处实现其成果有所帮助的那些活动。  

                                                 
6  FCCC/SBI/2007/8 号文件所载的 2008-2009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概述了对秘书处结构所

作的调整(第 19-2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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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行政领导和管理  

 29.  “行政领导和管理方案”确保秘书处在总体上的连贯性以及对《公约》和

《京都议定书》机构的各种需要作出回应。该方案向秘书处提供领导和战略导向并

推进全秘书处的目标。  

 30.  秘书处的活动由执行秘书负责管理和协调，在其正式获得任命之前则由代

理主管负责管理和协调。在经验基础上 2006 年底对秘书处结构进行了调整以确保

有效的领导。管理小组的作用得到了提高，还特别组织了一次管理务虚会，以确保

秘书处所有活动的连贯性和方案之间的密切协作。所有有关方案的参与使秘书处的

许多实质活动获益。实例有：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启动《关于气候变

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内罗毕工作方案》)以及与拟订有效且适当的气候变化国际

对策有关的投资流和融资办法项目，该项目特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在这些

国家中有几个方案密切合作以确保成功。  

 31.  执行秘书对 2008-2009 年的一项综合预算建议编制工作进行了协调，该预

算建议确定了核心活动和补充活动的资源需要(其中包括由收费收入供资的活动 )，

这一编制工作是为了支持这样一种工作计划：这种工作计划将任务与目标及预期结

果明确地联系起来，并列明全秘书处的绩效指标，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秘书处对当前

两年期基于结果的预算编制方法的使用。  

 32.  有效的协调确保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的执行情况得到了适当监测，

结果实现了近乎理想的预算执行率。7 执行秘书建立了每月与负责人和方案协调人

举行双边会议的制度，以监测方案的执行情况并提高绩效。有效的协调还确保补充

基金得到了有效管理和使用。筹资努力取得了成果：补充活动捐款增加了，8 符合

条件的缔约方参与工作的支助捐款也增加了。9 

 33.  《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机构及其主席团成员得到了咨询意见，并向其

通报了新出现的主要政策问题。对第十一届《公约》缔约方会议和第一届《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诸项决定采取的后续措施具体包括为新成立的特设工作组和“对话”落

实支助措施。筹备和举行了以下会议：第十二届《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届《议

                                                 
7  见第 11段。 
8  详见第二章 C部分。 
9  详见第二章 B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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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书》缔约方会议、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的三届会议、特设工作组的最初三届

会议、“对话”下的最初三次研讨会以及主席团的几次会议；对秘书处的请求采取

的后续措施也已启动。回应缔约方需要(特别是非洲缔约方需要)的内罗毕工作方案

及其他决定的通过是一项重大成就。  

 34.  “行政领导和管理方案”高度重视与各区域缔约方和与秘书处东道国政府

保持密切联系。媒体对信息的需求(特别是与清洁发展机制的进展和与拟订 2012 年

后的合作框架进展相关的信息需求)不断增加。执行秘书回应了这一需求，提供了《气

候公约》进程方面的信息，从而提高了《公约》在公众中的形象。  

 35.  执行秘书与联合国秘书长建立了密切联系，秘书长已将气候变化列为其优

先事项之一。秘书处一直在对秘书长的各项举措提供支持，其中包括筹备联大开幕

时的一次高层会议。  

 36.  作为一项优先事项，执行秘书通过拓展现有伙伴关系和建立新联系的方式

加强了与其他组织的联系。重点强调的是扩展与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机构(尤其是有能

力支助国家和国际两级气候变化政策执行工作的机构)的机构间外联活动。这一合作

努力的一个实例是 2006 年 11 月启动的内罗毕工作方案，这是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开发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合作开展的

活动，以帮助尚无法利用清洁发展机制的发展中国家提高能力。  

B.  副执行秘书办公室  

 37.  副执行秘书办公室对《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缔约方会议主席和

主席团提供支持、规划和领导全秘书处对政府间进程的支持工作并协调各服务方案

(行政服务、会务服务和信息服务)。该方案调动联合国和各国际机构的支助，以向

《气候公约》进程提供支持。  

 38.  第十一届《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十二届

《公约》缔约方会议和第二届《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主席和主席团，以及第十三

届《公约》缔约方会议和第三届《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指定主席在筹备《公约》

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各项会议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质性支持和

组织支持。在内罗毕举行的会议期间，副执行秘书及其工作人员协助主席为使谈判

成功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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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第十一届《公约》缔约方会议和第一届《议定书》缔约方会议以来，会期

活动和闭会期间活动有了很大扩展。在这一动态环境中，副执行秘书协助了执行秘

书对秘书处进行的管理与和体制发展工作，这些协助包括：领导高级管理小组、监

测本两年期的方案和预算执行工作，以及为 2008-2009 两年期编制拟议工作计划和

方案预算。在执行秘书于 2006 年 9 月上任前，副执行秘书担任秘书处的代理主管。 

 40.  副执行秘书办公室带头提高秘书处提供信息、行政和会议支持服务的能

力，以保持和加强向缔约方和秘书处提供服务的水平。在副执行秘书监督下，引入

了一个记录管理程序和支持系统，以使秘书处能以可靠和安全的方式处理对于日益

复杂的谈判和执行过程来说十分关键的信息。  

 41.  秘书长在启动他的气候变化倡议时，呼吁《气候公约》秘书处协助他本人

及其特使与全世界的领导人进行磋商和筹备定于 2007年 9月 24日举办的高层会议。

副执行秘书一直在领导由环境署、开发署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部高级代表组成

的气候变化小组，该小组协助秘书长及其特使筹备该高层会议。  

C.  报告、数据和分析  

 42.  “报告、数据和分析”方案支持《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附件一缔约

方)国家信息通报和温室气体清单相关事项(其中包括清单审评、分配数量、登记册

系统、政策工具和排放交易)方面的政府间进程。该方案还负责协调向履行机构提供

的支助，为报告所述期间履行机构有实效、有效率的运转作出了贡献。  

 43.  “报告、数据和分析”方案通过对附件一缔约方第四次国家信息通报的第

一批 16 份通报进行集中审评，协调了对这次国家信息通报进行的深入审评工作。

目前正在对该次国家信息通报中的信息加以综合，供第十三届《公约》缔约方会议

和第三届《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审议。该方案确保了《公约》下的清单审评过程的

连续性，该审评过程旨在改善附件一缔约方提交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可靠性。通

过专家培训和组织一次主要审评人员会议，该方案协助了审评小组对提交的温室气

体清单进行了连贯、透彻的审评工作。  

 44.  参与审评温室气体清单的专家培训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2006 年 5 月和 6

月举办了《公约》下的审评工作在线培训班；2006 年 6 月组织了一次讨论会，最后

对新培训审评专家进行了一次考试。2006 年编制并向专家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在线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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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计划：《京都议定书》配量核算工作的国家体系、调整及模式。150 多个富有经

验的新培训专家参加了这一计划并通过了在线考试。这确保审评专家对于《京都议

定书》审评工作的挑战以及《公约》下的持续审评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45.  “报告、数据和分析”方案继续开发和改善附件一缔约方温室气体清单数

据报告系统以及秘书处收集、处理和传播这些数据的系统。这包括：改进通用报告

格式的报告软件和为及时发布清单审评工具和温室气体排放趋势信息文件提供便

利。“报告、数据和分析”方案进一步开发了温室气体数据界面，该界面载有附件

一缔约方和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非附件一缔约方 )的最新温室气体排放数

据。  

 46.  上文第 43-45段所述活动使缔约方可在政策工具和温室气体排放两方面评

估在执行《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工作中取得的进展。缔约方因而能够改善国

家信息通报和清单数据的质量；它们还利用秘书处提供的信息推进气候变化国际对

策，包括在特设工作组推进这一工作。  

 47.  协调《京都议定书》下的初次审评工作是在 2007 年取得了重大进展的一

个新领域。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已进行了 30 项国内审评，计划在 2007 年底前

再进行 6 项审评。这一工作由政府提名的 150 位专家进行。预计大部分审评报告将

在 2007 年底前出版；已全面审评且准确记入汇编和核算数据库中的排放和配量数

据将连同报告一起转交遵约委员会。预计满足资格标准的缔约方有能力开始参与此

后的《京都议定书》下的机制。  

 48.  在为《京都议定书》的执行工作开发和落实主要系统(包括国际交易日志

和汇编和核算数据库)的工作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在明确规定的技术标准、要求

和议定时间表的基础上，“报告、数据和分析”方案着手国际交易日志以及汇编和

核算数据库的开发工作。这项工作已接近完成。汇编和核算数据库于 2007 年 6 月

发布测试，将于 2007 年底完全运转。为便利国际交易日志的编制工作和登记册系

统的运作，“报告、数据和分析”方案组织了登记册系统管理人论坛的 5 次会议。

这些会议为登记册系统管理人之间的经常性合作活动设定了方向；会议的目标是，

增进登记册系统活动的连贯性、透明度和高效率。5 个登记册已完成了国际交易日

志的初始化程序，在进行用户接受测试后，国际交易日志预计于 2007 年 12 月前投

入使用。通过登记册系统管理人、国际交易日志和国家登记册系统等途径，“报告、

数据和分析”方案已确保国家、区域和国际三级的排放交易能更加便利且符合《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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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议定书》下的登记册系统和配量核算模式。该方案还确保了国际交易日志的交易

确认工作符合《议定书》缔约方会议通过的规则。“报告、数据和分析”方案完成

了用于报告《京都议定书》下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活动的通用报告

格式表，这些表格目前由缔约方自愿使用。  

D.  财务和技术支助  

 49.  “财务和技术支助”方案向缔约方(特别是非附件一缔约方)提供支助，在

以下关键领域帮助它们执行《公约》和《议定书》：《公约》和《议定书》下的资

助问题；国家信息通报；国家适应行动方案(行动方案 )；能力建设；以及教育、培

训和公众认识活动。  

 50.  在谈判改善《公约》下的财务合作相关事宜方面，“财务和技术支助”方

案继续向缔约方提供支助。该方案的支助具体而言带来了以下成果：向全球环境基

金(环境基金 )提供的指导以及与气候变化特别基金、适应基金和最不发达国家基金

相关的进展。第十二届《公约》缔约方会议提供了指导，这些指导可使气候变化特

别基金进入充分运行。会议商定了审评最不发达国家基金进展的时间表和依据。资

金机制第三次审评已完成，第四次审评已启动。通过与环境基金秘书处保持联络和

进行工作协调，该方案对环境基金信托基金下的气候变化活动状况以及气候变化特

别基金和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的执行状况进行了持续跟踪。在向适应基金谈判提供支

助的过程中，该方案与不同利害关系方进行了联络并编写了四份正式文件。缔约方

朝适应基金运作化方向迈出了步伐，这包括：为支付适应活动费用，它们商定了原

则、模式和关键的治理要素并拟订了条文，来处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中的核证

减排量收益份额的资格标准、优先领域和货币化问题。  

 51.  “财务和技术支助”方案正在领导一个项目，以审议和分析与拟订有效且

适当的气候变化国际对策有关的现有及规划的投资流和融资办法。秘书处与国际金

融机构、联合国机构以及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许多其他利害关系方进行了合作。“财

务和技术支助”方案将编写文件，向第十三届《公约》缔约方会议及“对话”下的

第四次研讨会的缔约方通报分析结果。  

 52.  “财务和技术支助”方案继续支助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

通报专家咨询小组(专家咨询小组)，帮助该小组开展 2002-2007 年工作计划中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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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并确保非附件一缔约方获得编写初次及其后各项国家信息通报所必需的培

训与工具。到 2007 年底，预计专家咨询小组将成功履行了工作计划所载的所有活

动。在报告所述期间，该方案组织了专家咨询小组的 3 次会议，还编写了 6 份文件

为小组讨论提供便利。“财务和技术支助”方案协助了专家咨询小组的总结归纳工

作，还对编制一个模板的工作提供了支助，该模板是为了协助非附件一缔约方报告

以下诸方面信息：研究和系统观测；技术转让；能力建设；教育、培训和公众认识；

以及信息和联网。该方案支助专家咨询小组举办了两次培训研讨会：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脆弱性和适应评估培训研讨会和亚太地区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培训研

讨会；还支助了东南亚可持续性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管理系统的一次范围界定会议。 

 53.  “财务和技术支助”方案协助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 (专家组 )执行其

2006-2007 年工作方案；并支助了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的执行。在报告所述期间，

18 个最不发达国家向专家组提交了国家适应行动方案草案，请求得到执行战略等方

面的指导和技术咨询。专家组提供了这方面的指导和技术咨询，14 个最不发达国家

在报告所述期间向秘书处提交了编写完毕的国家适应行动方案。“财务和技术支助”

方案捐助了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的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培训举措。  

 54.  该方案支助了《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下的能力建设相关事项方面的

政府间进程。该方案编写了以下方面的进展报告供《公约》缔约方会议审议：能力

建设活动的执行状况以及环境基金在制定能力建设业绩指标方面所做的工作。报告

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的能力建设机会和方案多种多样，其中包括根据《公约》

建立的专家组所组织的培训研讨会以及用来支持这些小组提供评估和适应规划活

动的工具和资源。通过编写一份背景文件等做法，该方案协助缔约方就以下事项达

成了一致意见：应采取哪些步骤监测和评估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活动。“财务和

技术支助”方案帮助设计了内罗毕框架，第二届《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启动了该框

架，以支持清洁发展机制的能力建设活动。  

 55.  该方案加强和促进了信息网络交换所原型(CC：iNet)。10 信息网络交换所

向缔约方和伙伴组织提供了教育、培训、公众认识和参与方面的需要信息以及满足

这些需要的途径。通过与其他组织的合作，环境署为政府的联络中心编制了提高气

候变化认识手册；“财务和技术支助”方案还加强了《公约》第六条活动国家联系

                                                 
10  履行机构第二十七届会议将审议信息网络交换所的一份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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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网络。该方案为有关《公约》第六条执行工作的一次区域研讨会作了筹备工作，

该研讨会定于 2007 年 7 月举办。研讨会旨在向太平洋和加勒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提供一个论坛，交流在《公约》该领域的经验。  

E.  适应、技术和科学  

 56.  “适应、技术和科学”方案支助缔约方拟订适应战略和行动，以满足和解

决它们与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相关的具体需要和关切问

题。“适应、技术和科学”方案还对《气候公约》进程提供进一步支助：它加强了

技术开发和转让活动，还改善了缔约方国际气候政策与行动的方法学和科学基础，

其中包括采取行动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造成的排放。该方案还负责协调向履行机构

提供的支助；方案为报告所述期间履行机构有实效、高效率的运转作出了贡献。  

 57.  通过组织一系列区域适应研讨会，关于适应和应对措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工作方案的执行工作(第 1/CP.10 号决定)有了重大进展，大约 70%的发展中国家缔

约方参与了这一工作方案。11 研讨会确定了适当行动来应对与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

关的适应需要和关切问题，缔约方同意由履行机构进一步考虑这些行动。  

 58.  还向缔约方提供了支助，帮助它们确定工具和方法以便从科技角度处理气

候变化的影响。缔约方在第十一届《公约》缔约方会议上通过了内罗毕工作方案并

随后确定了到 2008 年中期应履行的初步活动。通过组织气候相关风险与极端事件

规定研讨会和筹备适应规划和做法研讨会等活动，内罗毕工作方案的执行工作正在

取得进展。“适应、技术和科学”方案还吸收 75 个指定了联络中心的组织参与协

助内罗毕工作方案的执行工作。  

 59.  在一次会前专家会议上，确定了可采取哪些行动，以便通过经济多样化来

处理执行应对措施所产生的影响问题。12 一个研讨会在探讨报告以下事项的方法学

方面取得了进展：有哪些途径可最大程度地减小附件一缔约方为履行《京都议定书》

下的承诺执行必要的政策和措施给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带来的社会、环境和经济不利

影响？13 

                                                 
11  FCCC/SBI/2007/14。 
12  FCCC/SBI/2006/18。 
13  FCCC/SBI/20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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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该方案继续向缔约方和技术转让专家组提供支助，鼓励在公私部门的积极

参与下开展技术开发和转让活动。为此目的，该方案帮助技术转让专家组编写了加

强技术转让框架执行工作的建议，第二十四届科技咨询机构会议核准了这些建议。14 

该方案对技术转让专家组执行 2006 和 2007 年工作方案提供了帮助，其中包括帮助

组织了专家组的会议和编写其年度报告与文件，以促进小组内的讨论。  

 61.  “适应、技术和科学”方案编写、出版和散发了一本指南，协助发展中国

家的项目拟订者编写符合国际供资方标准的技术转让项目。该方案支助了两个指南

使用培训班。该方案还出版了关于技术转让专家组五年来工作的一本小册子。“适

应、技术和科学”方案编写的另外两本小册子载有以下方面的最新信息：气候变化

适应技术的使用以及资助技术开发和转让的创新性方法。通过技术信息交换所(TT：

CLEAR)和与国家及区域技术信息中心联网的方式，该方案继续向缔约方提供技术

信息使用权。对 23 项技术需要评估和 25 份初次国家信息通报中非附件一缔约方确

定的技术需要，该方案编写了首份综合报告，还组织了一次开展技术需要评估方面

的最佳做法交流研讨会。  

 62.  “适应、技术和科学”方案支助了缔约方在与缓解、方法学以及与科学相

关的多种问题上的工作。方案的工作带来了以下成果：改善了缔约方对减少发展中

国家毁林造成的排放相关事项的理解(为此组织了两次研讨会)；通过了第 8/CMP.2

号决定，该决定与意大利政府提出的关于森林管理新限值的一项具体要求有关。通

过组织四次会议期间研讨会，该方案还对以下方面信息交流、经验和意见分享的连

续性提供了支持：在缓解工作的科技和社会经济方面存在哪些实际的机会和解决办

法。该方案有助于加强科技咨询机构与气候变化研究界之间的沟通、有助于通过缔

约方和各组织的努力加强系统观测。  

 63.  该方案定期与其他《公约》、组织和联合国机构 (其中包括：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环境署；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生物多样性公约》；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以及联合国国际减少灾害战略)联络，从而保证了向缔

约方及时通报相关的情况变化并为考虑其他进程的相关信息提供了便利。  

 64.  该方案支助了“对话”下的三个研讨会，为其准备了背景文件、向“对话”

的共同协调人提供了支助并对组织问题提供了协助。在研讨会期间，缔约方公开交

                                                 
14  FCCC/SBSTA/2006/5, 第 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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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了意见，探讨在可持续发展、适应、技术和基于市场的方法等方面可采取哪些具

体行动。  

F.  可持续发展机制  

 65.  为监督《京都议定书》下基于项目的机制的执行情况组建了一些机构，特

别是清洁发展机制的执行局和联合执行监督委员会，“可持续发展机制”方案向这

些机构提供支助。该方案开展能力建设活动以支助这些机制的执行和强化工作。  

 66.  清洁发展机制自 2006 年初已开始完全运作，自第一届和第二届《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以来对其服务的需求加速了。根据 2006 和 2007 年清洁发展机制管理计

划，“可持续发展机制”方案向执行理事会、该机制设立的小组和工作组的 45 个

会议提供了支助；还成立了一个登记和发放小组，该小组帮助简化了申请登记清洁

发展机制项目活动和发放核证减排量的相关程序。注册登记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

动的数目增加到 718 个，核证减排量的发放达到总共 6240 万个。该方案支助执行

理事会认证和临时指定了 8 个经营实体负责审定职能、5 个经营实体负责核查职能。

“可持续发展机制”方案帮助加速审议了拟议基线和监测方法，且有助于加强和扩

大其适用范围。现在，在范围广泛的部门中有 97 个核准统一方法供小型和大型项

目活动使用。该方案为执行理事会和专家组织了两次协调研讨会，以促进对最关键

的清洁发展机制问题的共同理解和方法的一致性。  

 67.  “可持续发展机制”方案通过以下做法增进了关于清洁发展机制的信息和

意见交流：它组织了指定国家主管部门的最初两次会议、筹备了清洁发展机制市场

并编订了《决策目录》，将于未来几个月内推出。与缔约方和利害关系方的互动关

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与理事会的每次会议一起而且在附属机构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

届会议上组织了答疑会；维持、更新和改进了《气候公约》清洁发展机制网站，该

网站每月有 11,300实名用户和相似数目的匿名用户，清洁发展机制新闻服务的 9,500

名用户则定期收到有关清洁发展机制的最新资料。  

 68.  随着监委会最初 7 次会议的举行，联合执行方面的工作在报告所述期间取

得了很大进展。由于这些会议和方案的支助，监委会编订了自己的管理计划、联合

执行项目的项目设计文件以及监委会议事规则和模式，并于 2006 年 10 月正式启动

了监委会下的核查程序。该方案为监委会认证小组的成立及其工作提供了便利，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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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已举行了六次会议并审议了独立实体向监委会提出的认证申请。在附属机构的

最后三次会议期间，该方案筹备了关于联合执行问题的平行会议和答疑会；该方案

还建立了一个网站，该网站有监委会会议的网络广播并载有关于联合执行项目的信

息。“可持续发展机制”方案加强了关于联合执行问题的信息和意见交流：它组织

了两次技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监委会及其认证小组的成员、指定联络中心、独

立实体和利害关系方的代表。  

 69.  在需要时，该方案继续向试验阶段联合开展的活动机制提供支助。在许多

国家的不同部门 (例如可再生能源、能效、森林保护、再造林和恢复部门)，许多联

合开展活动项目仍在运作之中。因此，一些缔约方有意于继续开展试验阶段联合活

动并请《公约》缔约方会议审评其进展情况。  

 70.  “可持续发展机制”方案在管理上的关键挑战是，筹集充足的财力和人力

来执行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和监委会的方案预算和管理计划。在报告所述期

间，该方案聘用了 49 名工作人员，其中 29 人为专业人员职级(52%来自非附件一缔

约方，31%为妇女)。该方案为 60 名顾问办理了 94 份合同、为 81 名书面审查员办

理了 190 份合同、为登记和发放小组成员办理了 34 份合同、为评估小组成员和案

例负责人办理了 28 份合同。该方案还为 2006 年以及 2007 年部分时间的清洁发展

机制工作争取到了足够的补充资金。预计清洁发展机制的资金将完全来自收益份

成。就联合执行而言，尽管可筹集大量资源(160 万美元)，但为避免下一步执行工作

中出现延误情况，需要有更多的资源。  

G.  法律事务处  

 71.  “法律事务处”方案向《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

约方、主席和主席团以及秘书处提供咨询意见，以促进《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

的执行工作并以一种在法律上、程序上和体质上稳妥的方式开展相关政府间进程和

秘书处的业务。该方案支助《京都议定书》下的遵约问题政府间谈判，并向遵约委

员会提供支助，使其能够履行其授权任务。  

 72.  在报告所述期间，在《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执行工作所涉及的各

种法律、程序和体制问题方面，主席、主席团、缔约方、观察员和秘书处定期寻求

并得到“法律事务处”方案的咨询意见。这些咨询意见对缔约方了解《公约》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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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书》的条款和履行其承担的义务起到了帮助作用，“法律事务处”方案还对缔约

方审议新出现的复杂法律问题提供了支助：尤其是《京都议定书》下新成立的组成

机构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例如特权和豁免)以及修订《京都议定书》使白俄罗斯能作

出量化的减排承诺。《公约》缔约方会议、《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和附属机构的会

议完全遵照《公约》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草案和国际法进行；《公约》和《议定书》

机构的主席团成员及时进行了选举。秘书处在体制上与联合国的联系也成功地得到

了延续。  

 73.  通过简化和改善契约安排的核准程序，“法律事务处”方案保证了秘书处

与东道国缔结的会议、契约、谅解备忘录协定和其他协定符合联合国的规则和条例。

在秘书处签订的契约协定执行工作所涉关注或事项方面，向执行秘书和秘书处其他

成员提供了法律咨询；这些关注和事项得到了及时满意的处理和解决。  

 74.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遵约委员会的议事规则 (第

4/CMP.2 号决定的附件)，该议事规则是遵约委员会在“法律事务处”方案编写的草

案基础上拟订的并于 2006 年 9 月委员会第三次全会核准，“法律事务处”方案支

助了遵约委员会的三次全体会议。  

 75.  已建立了高成本效益、高效率的登记员职能，配有专设的遵约委员会登记

处电子邮件账号，15 与该委员会相关的所有正式通信都由其传递。通过将委员会文

件贴载于《气候公约》网站的遵约网页上的做法，向缔约方提供了关于委员会活动

的可靠及时信息。16 已配置了一个系统以确保以下诸事项：适当程序得到了支持；

与委员会受理事项相关的文件和信息得到了正确编号和归档、便于查找和快速检

索；秘书处的保密信息得到安全保存。  

H.  会议事务处  

 76.  “会议事务处”方案为缔约方和观察员参与政府间进程提供便利、为届会、

会议和研讨会作后勤筹备工作并向其提供支助、编辑和处理《气候公约》文件。自

2007 年 1 月以来，“会议事务处”一直作为一个方案运作，在副执行秘书的总体指

导下由一个协调员领导。  

                                                 
15  <Compliance.Committee@unfccc.int>. 
16  <unfccc.int/kyoto_protocol/compliance/items/287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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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在报告所述期间向会议提供的设施和服务使缔约方和观察员能够举行会

议、一同工作和推进政府间进程。在与东道国政府、捐款国政府和联合国伙伴密切

合作下，在为第十二届《公约》缔约方会议和第二届《议定书》缔约方会议所做的

安排中采用了创新方法安排会务与供资问题。该方案还为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

的第二十四至第二十六届会议、特设工作组的最初三次会议以及“对话”下的最初

三次研讨会作出安排，其中包括登记和保安服务。本两年期完全由“会议事务处”

方案支助的届会活动特别复杂，附属机构每届会议期间都有 500 场会议，在第十二

届《公约》缔约方会议和第二届《议定书》缔约方会议期间有 750 多场会议，其中

包括全体会议、联络小组会议、区域和谈判小组、代表团和观察员组织、平行活动

和媒体活动。  

 78.  发展中国家和观察员组织的代表都出席和参与了届会。该方案平均受理了

123 项资助申请，便利符合条件的缔约方出席附属机构的每届会议；为第十二届《公

约》缔约方会议和第二届《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及相关的媒体活动和平行活动受理

了 185 项申请。通过改进版在线与会者信息和平行活动登记系统，“会议事务处”

方案对观察员组织有效参加届会作出了贡献。在附属机构第二十六届会议期间对所

有与会者进行的一项调查(代表回答率为 10%，其中有 91 位缔约方代表)显示，90%

以上的答复者认为，平行活动和展览是很有用的信息来源，也是届会十分重要的组

成部分；75%至 96%的答复者高度评价目前的各种组织安排(例如会时、会期、印刷

品和网络报道、以及会议地点)。  

 79.  《京都议定书》下的组成机构和小组的工作始于 2006-2007 两年期并增加

了势头；《公约》下的组成机构和其他小组的工作则继续进行并有所增加。在报告

所述期间，平均每个工作日举行一次《气候公约》规定会议，“会议事务处”方案

通过以下方式支助了在波恩举行的 90 场会议和研讨会以及在波恩以外举行的另外

28 项活动：对与会者进行预先登记、为 442 项签证问题提供便利和协助后勤安排。 

 80.  该方案继续以及时提供方便阅读的文献为目标，以便利缔约方和政府间机

构获得信息。总体来说，在 2006 年 1 月至 2007 年 6 月期间，“会议事务处”方案

编辑处理了共 5,888 页的 463 份正式文件，比上一个两年期的同期多大约十分之一，

“会议事务处”方案还越来越多地审查报告、出版物和其他文件，以确保阅读便利

和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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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更加主动积极地向主席团提供建议和与东道国政府开展合作的做法正在

改善会议筹备工作的有效性。为 2007 年 8 月的特设工作组第四届会议和“对话”

下的第四次研讨会进行的筹备工作进展良好。已为举行第十三届《公约》缔约方会

议和第三届《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签署了东道国协议。正在与第十四届《公约》缔

约方会议和第四届《议定书》缔约方会议(2008 年)和第十五届《公约》缔约方会议

和第五届《议定书》缔约方会议(2009 年)的可能东道国开展工作。  

I.  信息事务处  

 82.  “信息事务处”方案提供以下三个战略领域的广泛基本服务：信息与通信

技术(信通技术)；知识管理；以及宣传和媒体关系，“信息事务处”方案支助各方

案的规定工作、保持《气候公约》公共网站和内联网的可用性、向公众通报气候变

化目标和活动、以及增进媒体关系。  

 83.  在报告所述期间，气候变化政府间进程得益于可在全球各地访问的

<unfccc.int>网站，该网站继续作为获取《气候公约》数据、文件和信息的主要外部

门户。《气候公约》被视为气候变化进程方面的权威信息来源；访问《气候公约》

网站以搜寻信息的不断增加是其明证。约有 860 万次访问(2004 年 1 月 1 日和 2005

年 6 月 30 日之间则为 400 万次)，大约浏览了 5,200 万页文件。通过向缔约方、观

察员和公众提供有针对性信息(包括在线通讯、在网站主页上登载文章和发布消息)

的做法，《气候公约》网站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通过以下做法维护了政府间进程的

透明度：提供网播服务，报道《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及其附

属机构的会议情况、某些平行活动情况、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和联合执行监委

会会议以及一次《气候公约》特别记者招待会的情况。  

 84.  “信息事务处”方案与媒体密切合作，以增进理解并确保媒体准确报道气

候变化问题。为媒体参加《气候公约》会议提供了便利；为第十二届《公约》缔约

方会议和第二届《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办理了 763 位新闻/媒体代表的资格认证，“信

息事务处”方案办理了 264 项采访要求、发布了新闻稿和会议指南并组织了记者招

待会或吹风会。  

 85.  该方案通过以下做法促进了公众对气候变化进程的了解：回应信息要求、

举办公众信息活动和制品以及提供资料馆服务，“信息事务处”方案总共办理了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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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信息要求并向公众提供了印刷品和光盘。该方案还制作了 10 份出版物。“信息

事务处”方案的工作人员向一般公众做了 24 次关于气候变化进程和《气候公约》

秘书处工作的介绍，作为在东道国德国开展的部分外联活动内容。  

 86.  “信息事务处”方案确保文件、信息和数据(包括书籍和其他媒体)得到了

很好的组织并可在内部和外部便利地检索。该方案为 2,653 项一般参考查询和 7,613

项正式文件查阅请求提供了便利。该方案向所有缔约方、观察员国家、非政府组织

和政府间组织散发了 21,350 份附件一缔约方第四次国家信息通报。通过一个记录管

理程序和政策框架的落实，秘书处提高了系统地管理秘书处记录和文件的能力。该

方案购置了电子记录管理系统，该系统将以政策框架为基础，“信息事务处”方案

为各方案应用记录管理程序提供支助。  

 87.  政府间进程和秘书处得到了安全可靠的信息与通信技术设施的支持。该网

络为秘书处提供着以下服务：它的 500 个网络端点共有大约 300 名工作人员、顾问、

订约人和实习生的用户社区使用。为改进计算机支持服务，该方案进行了一次用户

调查，了解他们对将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作为秘书处服务水平政策一部分内容的意

见。反馈是积极的，90%的答复者高度评价该方案的网络、互联网和电子邮件服务。

《气候公约》波恩总部的网络得到了扩展，以便在所有工作人员汇集于 Haus 

Carstanjen 之后为整个秘书处提供服务。手提电脑用户总数从 59 人增加到 194 人，

减少了会议租用计算机的费用，“信息事务处”方案确保了会议和研讨会期间可以

使用一个高度安全的信通技术网络设施。  

 88.  “信息事务处”方案实施了一个电子数据储存统一方案，为总部业务提供

大约 2000GB 的存储能力，还有一个向《气候公约》会议提供服务的大约 1600GB

的移动储存方案作为补充。该方案实施了一个新的全秘书处信息架构，以改善信通

技术服务的完备性、执行速度、部署及稳定性。全秘书处业务连续性规划执行工作

的第二阶段已完成。这项工作对秘书处的系统及相关风险进行了全面分析，还为秘

书处提供了有关各系统最大停运容限的议定框架。这一分析和框架将作为秘书处业

务连续性计划的基础，将在第三阶段拟订；这样，如果出现需要的话，可确保业务

运作的连续性，还可确保信通技术的运作和规定的信息系统在出现灾难时能够快速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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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行政事务处  

 89.  “行政事务处”方案在以下方面提供核心支助服务：秘书处的人力和财力

管理、拟订行政政策和指南、采购、房地管理和旅行安排。该方案还与联合国日内

瓦办事处和联合国秘书处联络行政事宜；与德国政府联络《总部协定》执行工作相

关事宜。  

 90.  在报告所述期间，“行政事务处”方案对方案预算执行工作进行了监测，

以确保资金的使用符合核可的任务授权及联合国财务条例。积极主动的监测和报告

有助于预算执行率与前一个两年期同一期间相比有所改善 (详见第二章)。在收入方

面，“行政事务处”方案定期向缔约方通报缴款状况，使秘书处实现了 77.3%的缴

款收取率。在 2008-2009 两年期的规划方面，咨询服务支助执行秘书拟订了一个现

实稳妥的方案预算建议，履行机构第二十六届会议在对其作出细微调整后核可了该

建议，供第十三届《公约》缔约方会议和第三届《议定书》缔约方会议批准。“行

政事务处”方案还继续协调秘书处的以下努力：为通过补充活动信托基金和参与《气

候公约》进程信托基金资助的若干规定活动筹集资金。已启动了建立清洁发展机制

和国际交易日志单列信托基金的工作，以确保向缔约方报告收入和支出采用更加简

便和透明的方法。  

 91.  为回应联合国审计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实施了若干举措以加强财务程序和

使财务报表所列信息对缔约方更加透明、更为有用。17 就内部审计问题与内部监督

事务厅作出了安排。一位驻地内部审计员将于 2007 年 7 月开始工作，该审计员将

推进“行政事务处”方案于 2006 和 2007 年为完成秘书处的全面风险评估任务而开

展的工作，并将为继续加强内部控制做出贡献。  

 92.  在人力资源领域，公告了总共 76 个员额，其中 32 个员额由内部填充，37

个员额由外部填充。所有候选人都经过了严格的遴选过程，该过程旨在确保所有工

作人员都有必需的高品质和能力。为改善专业及以上职等工作人员的地域和性别平

衡，秘书处加大了努力。2006 年 6 月至 2007 年 6 月期间，秘书处的努力增加了非

附件一缔约方工作人员的数目(从 37.6%到 43.1%)(详见下文第四章)。在同一期间，

专业职类(P)及以上职级的女性工作人员数目从 29.1%增加到 30.3%。“行政事务处”

                                                 
17  详见文件 FCCC/SBI/2007/IN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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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使用了一位人力资源顾问的服务，以确定有哪些措施可加强非附件一缔约方女

性和男性候选人的锁定工作，以便进一步改善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地域和性别平衡。 

 93.  工作人员遴选系统已作修订，以增加工作人员的职业机会，使秘书处能更

好地保留和发展内部专长。经修订的系统包括一套精简的规则，既可快速审理申请

同时又能充分遵守联合国条例和细则。预计，从发布空缺公告到执行秘书批准之间

的周转时间，新系统平均能从大约 5 个月减至 3 个月。  

 94.  为确保能以战略方法处理招聘问题 (该方法将缔约方的任务授权所产生的

要求与连贯前瞻的工作人员发展政策相融合)，将人力资源股主任一职升级并重新公

告。“行政事务处”方案还对秘书处绩效评估系统启动了审评工作，以加强规划、

绩效管理和职业发展。  

 95.  由于秘书处的快速扩充，对目前的房地进行了重新组织以容纳更多的办公

室。这一工作是在现有预算限制内、在与德国政府和联合国共同房地管理股进行协

商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样，能够吸收新工作人员和顾问，同时尽可能小地对秘书处

工作造成中断。  

 96.  “行政事务处”方案继续确保为各项会议的与会者、专家和工作人员做出

了差旅和每日生活津贴安排，这些会议包括：附属机构、《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议

定书》缔约方会议及指定国家主管部门论坛的届会以及组成机构的会议，其中包括

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和相关工作组日渐增多的会议。2006 年 1 月至 2007 年 6

月这段时间与 2004 和 2005 年同期相比，旅行请求数目增加了 50%以上。虽然有这

样的需求，旅行安排都很及时而且在预算制约内。在采购领域，在报告所述期间处

理了 500 多份采购订单，采购的物品和服务价值约 1,300 万美元。  

四、人力资源 

A.  工作人员  

 97.  缔约方会议第 12/CP.11 号决定核准了员额表，维持与前一个两年期相同

的员额数，即 83 个专业人员员额(P)和 46.5 个一般事务人员员额(GS)。另外，在《公

约》补充活动信托基金、波恩基金和方案支助费用(间接费用)项下确定了 121 个员

额。表 11 列出核准员额数目与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已填补员额数目的对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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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填补”员额是指由已得到一年或一年以上定期合同、并且在通过了整个招聘程

序(包括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后被任用填补既设员额的工作人员所占用之员额。  

 98.  在补充基金供资和间接费用员额方面，核准和填补员额之间的差距相当

大。这些员额核准填补的条件是：已筹集了足够的资金能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

一个职位。截至 2007 年 6月 30 日，这些员额中有一些仅能通过一般临时助理来填补。 

 99.  除了按照既设员额任用的 186.5 名工作人员之外，截至 6 月 30日还以临时

助理合同聘请了 16名专业人员和 24名一般事务人员，使工作人员总数达到 226.5名。 

表 11. 按经费来源分列的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的  

既设员额和已填补员额对照表  

核  心 补  充 波恩基金 间接费用 合  计 
职 等 

核准 已填补 核准 已填补 核准 已填补 核准 已填补 核准 已填补 

ASG 1 1       1 1 

D-2 4 3       4 3 

D-1 6 4     1 1 7 5 

P-5 10 10     2  12 10 

P-4 22 20 7 4   2 2 31 26a 

P-3 30 26 23 12 1 1 8 7 62 46b 

P-2 10 4 23 11 1 1 3 1 37 17 

P-1   1 1     1 1 

小计 83 68 54 28 2 2 16 11 155 109 

GS 46.5 40.5 32 22 6 6 26 21 110.5 89.5 

合计 129.5 108.5c 86d 50 8 8 42 32 265.5 198.5 

缩略语：ASG = 助理秘书长，D = 主任，P =专业人员，GS = 一般事务人员。 
a 有一个员额仅由于行政原因由低一个职级的工作人员填补；一个员额由低一个职级的工

作人员填补，等候晋级生效。 
b 一个员额由低一个职级的工作人员填补，等候晋级生效。 
c 核心预算下的空缺部分原因是，在报告所述期间有三个职位仍被冻结。在编写本报告时

五个员额的招聘程序接近完成。 
d 2007年 6月底设立了 15个员额。 

 100.  专业及以上职级任用人员的地域分布情况见表 12(a)。专业人员在附件一

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之间的分布情况和性别分布情况见表 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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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a). 截至 2007年 6月 30日专业及以上职级任用人员的地域分布情况 

职 等 a 非 洲 亚洲和太平洋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东 欧 西欧和其他 合 计 

ASG     1 1 

D-2  1   2 3 

D-1 1 2 1 1  5 

P-5 3 1 1 1 4 10 

P-4 2 6 4 3 11 26 

P-3 3 10 4 5 24 46 

P-2 1 3 5 1 7 17 

P-1     1 1 

合 计 10 23 15 11 50 109 

占总数的百分比 9.2 21.1 13.8 10.0 45.9 100 

缩略语：ASG = 助理秘书长，D = 主任，P = 专业人员。 

 
表 12(b). 专业及以上职级任用人员在附件一国家和  
非附件一国家之间的分布情况和性别分布情况  

职等  a 附件一  非附件一  男性  女性  

ASG 1  1  

D-2 2 1 3  

D-1 1 4 4 1 

P-5 5 5 6 4 

P-4 14 12 21 5 

P-3 29 17 29 17 

P-2 9 8 11 6 

P-1 1  1  

合计  62 47 76 33 

占总数的百分比  56.9 43.1 69.7 30.3 

缩略语：ASG = 助理秘书长，D= 主任，P = 专业人员。 

 

B.  顾问和独立订约人  

 101.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共聘用了 189 名顾问和订约

人。在所有资金来源下，他们总共提供了 392.7 个月的工作量，其费用总计 3,224,184

美元。支助的不同领域包括：建立数据库、开发新的信通技术工具与产品、配置记

录管理系统、支助国际交易日志、撰写科技文件、提供人事和法律事务相关事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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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咨询意见、协助起草和发行正式文件、在《气候公约》会议举行之前和进行期

间提供支助和人员培训。在某些情形中，在招聘空缺员额之前，必须雇用订约人来

支助该项活动。表 13 提供了这些服务在不同组类之间的分配情况。  

表 13. 2006年 1月 1日至 2007年 6月 30日按方案分列的 

顾问和订约人的个人服务情况 

方   案  人月工作量  费用(美元) 

行政领导和管理  3.4 26 901 

组类  1 149.8 1 584 272 

组类  2 101.9 748 595 

组类  3 137.6 864 416 

合   计  392.7 3 22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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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06-2007 两年期由补充活动信托基金供资的项目和活动  

(美  元) 

项  目 收 入 支 出 余 额 

行政领导和管理    

    向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下的进一步承诺问题特
设工作组审议《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附件一缔约方)进一
步承诺问题提供的追加支助。该项目最近开始支助特设工作组

确定附件一缔约方的缓解潜力和确定减排目标的范围、以及分

析实现缓解目标的可能途径。 

9 040 7 460 1 580 

副执行秘书办公室    

    为筹备第十二届《公约》缔约方会议而进行的高级别咨商
活动。为筹备第十二届《公约》缔约方会议，于 2006年 9月
开展了这些咨商活动。 

184 380 103 266 81 114 

报告、数据和分析    

    拟订交易日志和数据交换标准。该项目始于 2003年 1月。
其目标是：(a) 进行国际交易日志的开发工作；(b) 通过与缔
约方和专家进行的闭会期间咨商活动等方式，为登记册系统管

理人之间的合作提供方便。(国际交易日志和相关活动状况信
息载于本文件第 48段。) 

4 326 977 3 600 322 726 655 

    温室气体审评过程的清单数据库和软件支持以及温室气
体清单数据库界面的开发。该项目始于 2002年 11月。其目标
是：(a) 部署一个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系统，对温室气体清单数
据库和信息的报告、审评和分析工作提供支持。对于确保配置

了必要的系统和基础设施为温室气体清单审评工作和支助活

动提供便利来说，该系统具有核心意义；(b) 将关于非《公约》
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非附件一缔约方)的数据纳入温室气体信息
系统，增强《气候公约》报告软件(以前称“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气专委)报告软件”)。对于创建一个中央储存库储
存全部温室气体数据以支持“报告、数据和分析”方案的数据

分析工作和满足秘书处的报告要求来说，这一纳入工作是必要

的；(c) 开发一个温室气体数据界面(门户)，以改善《气候公
约》网站上的温室气体数据和背景信息的使用便利；(d) 与缔
约方和专家开展适当级别的咨商活动，为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系

统和温室气体数据界面的落实工作提供便利。(开发温室气体
数据系统和相关活动信息载于本文件第 45段。) 

573 007 186 032 386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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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收 入 支 出 余 额 

    《京都议定书》下的排放清单和配量年度汇编与核算数据
库系统的开发工作。该项目始于 2005年 2 月。其目标是，开
发汇编和核算数据库，以便能够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准

确追踪、核对和储存排放量和配量数据。(汇编和核算数据库
及相关活动状况信息载于本文件第 48段。) 

616 169 408 525 207 644 

    《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下的专家审评过程支助活动：
培训专家审评小组和主要审评人员会议。该项目始于 2006 年
1 月。其目标是：(a) 向专家审评小组成员提供技术培训，以
确保《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下的审评过程的质量和连贯

性；(b) 提供一个论坛，供主要审评人员审议方法和程序问题，
以确保专家审评小组在未来审议中采用共同的方法。(专家审
评过程和相关活动信息载于本文件第 43-44段。) 

348 420 279 054 69 366 

财务和技术支助    

    加强秘书处开展能力建设活动的能力。该项目始于 2003
年 3月 1日，以便向与能力建设相关的政府间进程提供支助、
以及便利开展第 2/CP.7和第 3/CP.7 号决定所附框架的规定活
动。(秘书处为能力建设活动提供的支助方面的信息载于本文
件第 54段。) 

168 079 115 198 52 881 

    2003-2007 年间向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
通报专家咨询小组工作方案的执行提供的支助，其中包括为使

用《气候公约》国家信息通报编制指南提供便利。本项目旨在

通过便利和支助专家咨询小组的工作来执行第 3/CP.8号决定。
该项目取得的成果是，向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提出了在以
下事项方面采取适当的进一步行动建议：(a) 专家咨询小组工
作方案的执行；(b) 向非附件一缔约方提供的编写国家信息通
报方面的技术咨询；(c) 专家咨询小组的会议和区域参与式培
训研讨会以及编写相关的技术文件和报告供履行机构审议。

(秘书处向专家咨询小组提供的支助信息载于本文件第 52段。) 

1 427 499 979 596 447 903 

    开发和维护信息网络交换所(CC：iNet)，向缔约方的教育
与外联活动的执行工作提供支助。该项目始于 2005年 7月，
目的是为交换所第一开发阶段的迅速启动提供便利，这是缔约

方在履行机构第二十一届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载于第

FCCC/SBI/2004/14 号文件。(信息网络交换所方面的信息载于
本文件第 55段。) 

162 778 117 567 45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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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收 入 支 出 余 额 

    2006-2007 年向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提供的支助。该项目
的目标是，执行第 4/CP.11 号决定中规定的与专家组在
2006-2007 两年期活动相关的任务。该项目包括：向专家组提
供有效支助，帮助专家组履行其咨询角色，为最不发达国家缔

约方就编写国家适应行动方案问题和就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执

行战略问题提供咨询意见；通过履行后勤和实质性任务为专家

组会议(每年两次会议)提供便利。就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相关活
动问题与全球环境基金及其执行机构开展的定期互动，也会由

于该项目的开展而更为便利。(向专家组提供的支助信息载于
本文件第 53段。) 

694 778 245 661 449 117 

    77国集团和中国的谈判人员为编写 77国集团和中国的能
力建设汇报材料而举行的会议。该项目于 2006年 2月 1日到
7月 1日实施。目标是支助 3月 20日至 22日在坦桑尼亚达累
斯萨拉姆举行的一个 77 国集团和中国的研讨会，审议为定期
监测能力建设框架而需采取的步骤。该项目资助了 15 名发展
中国家的代表和 2名秘书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85 000 64 340 20 660 

    适应基金问题研讨会。该项目旨在执行第 28/CMP.1号决
定，该决定请秘书处组织一次研讨会，为有关适应基金的业务

指导提供一个信息交流论坛。适应基金问题研讨会于 2006 年
5月在加拿大的爱德蒙顿举行。 31个国家的总共 37名代表(其
中 22人受到资助)以及几个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
席了研讨会。聘用了 3名顾问；他们编写了背景文件和介绍发
言稿，为研讨会讨论提供便利。为《气候公约》网站建立了一

个网页，提供与研讨会有关的所有信息。
1  

159 065 158 417 648 

    支助秘书处与《公约》第六条有关的活动：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研讨会。该项目始于 2006年 1 月，目的是支助组织一次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研讨会，以讨论这些国家在执行关于《公约》

第六条的《新德里工作方案》方面的特殊需要。研讨会定于

2007 年 7 月举行。为促进专家之间的讨论以便就气候变化教
育和外联活动提供信息和意见，举办了一系列区域研讨会，该

研讨会是其中的最后一个。研讨会的报告将有助于履行机构第

二十七届会议对《新德里工作方案》的审评工作。 

230 593 142 802 87 791 

                                                 
1  <http://unfccc.int/meetings/workshops/other_meetings/items/367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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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收 入 支 出 余 额 

    与拟订有效且适当的气候变化国际对策有关的投资流和
融资办法，对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给予特别考虑。该项目是在第

十二届《公约》缔约方会议后启动的，目的是审议与拟订有效

且适当的气候变化国际对策有关的投资和资金流。秘书处与

40 多个利害关系方进行了合作，还举行了 4 次咨商会议，其
中 2次会议是与专家和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机构、政府间组
织和非政府组织进行的，另外两次是与私营部门、金融和保险

部门进行的。定于 2007年 10月再举行一次利害关系方咨商会
议。创建了一个网页，贴载了一个详细数据库(数据库提供了
按部门和按国家分列的投资和资金流信息)、文件草稿和参考
书目，以征求评论意见。(关于该项目的信息载于本文件第 51
段。) 

1 293 839 556 624 737 215 

适应、技术和科学    

    向《气候公约》技术信息系统(信息网络交换所(TT：CLEAR))
提供的支助。该项目始于 2003年 1月。目标是：(a) 设计和执
行一个外联方案，使预定用户了解 TT：CLEAR, 确定和分析
有哪些方法便利用户使用这一系统；(b) 更新和维护《气候公
约》现有技术信息系统，包括找出任何信息差距并提出改进建

议。(信息网络交换所方面的信息载于本文件第 61段。) 

74 728 35 263 39 465 

    向技术转让专家组工作方案的执行提供的支助。该项目始
于 2003年 9 月，目标是：便利技术转让专家组工作方案的执
行，以期向附属科技咨询机构(科技咨询机构)提出适当的进一
步行动建议；支助缔约方采取有针对性和有实效的行动落实该

框架，以加强《公约》第四条第 5 款的执行工作。(向技术转
让专家组提供的支助信息载于本文件第 60段。) 

876 368 418 394 457 974 

    协助科技咨询机构审议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
相关问题的工作方案。该项目始于 2004 年初，项目下的活动
包括：(a) 报告和审评《公约》所指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的
变化和林业信息(LULUCF信息)，包括制定相应的通用报告格
式；(b) 针对与排除《公约》所指的 LULUCF活动的影响、以
及与今后处理此类活动的方法相关的 LULUCF 事项，培训清
单专家使用《气专委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的

良好做法指导意见》审评 LULUCF信息；(c) 估算、报告和核
算森林采伐和木材制品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 

111 203 38 949 72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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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收 入 支 出 余 额 

    支助布宜诺斯艾利斯适应与应对措施工作方案的执行
(1/CP.10)。该项目确保了第 1/CP.10号决定要求秘书处承担的
实质性任务的执行。项目活动始于 2005 年底，但其中大部分
是在 2006-2007 两年期执行的，其中包括 2006 年执行的《关
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脆弱性和适应内罗毕工作方案》下的早期

活动。(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载于本文件第 57
段。) 

724 704 693 868 30 836 

    为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所致排放提供便利。该项目旨在向
缔约方提供机会，审议毁林现象的各种复杂问题和驱动因素、

推动审议有实效的可能方法和行动以减少发展中国家的毁林

现象，其主要做法是支助举办缔约方规定的该问题研讨会。该

项目的执行还能使缔约方和专家围绕该主题讨论复杂的科学、

技术和方法问题、就政策方针交流信息和经验并确定积极的激

励措施。研讨会的讨论很可能会有助于缔约方考虑开展必要的

进一步工作，以便在 2007 和 2008 年应对这些问题。(与减少
发展中国家毁林导致的排放相关的活动信息载于本文件第 62
段。) 

665 043 457 318 207 725 

    缓解问题研讨会。该项目始于 2006 年 3月。该项目的目
标是，按照第 10/CP.9号决定的要求，在缔约方之间继续交流
信息和意见，探讨有哪些实际机会和解决办法可促进《公约》

的执行工作。(与缓解问题研讨会相关的活动信息载于本文件
第 62段。) 

37 642 5 718 31 924 

    《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14 款执行问题闭会期间研讨会
(第 31/CMP.1号决定)。该研讨会于 2006年 9月举办。该研讨
会旨在促进第 31/CMP.1号决定所规定任务的执行，即拟订报
告方法，说明有哪些途径可最大限度减少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为

履行《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14 款规定的承诺而必需执行的
政策和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造成的不利的社会、环境和经

济影响。(该领域工作进展情况载于本文件第 59段。) 

70 000 37 803 32 197 

    向《关于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内罗毕工作方案》
的执行提供的支助。该项目始于 2007年 1 月。该项目旨在确
保第 2/CP.11号决定得到执行并确保在追循内罗毕工作方案目
标和履行其相关活动方面向秘书处提出的多种实质性任务得

到了执行。(内罗毕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载于本文件第 58段。) 

735 101 325 415 409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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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收 入 支 出 余 额 

可持续发展机制    

    向清洁发展机制的业务活动提供的支助。该项目始于 2002
年初，目标是为执行清洁发展机制提供便利。(向清洁发展机
制业务提供支助的信息载于本文件第 66-67段。) 

12 150 2562 9 565 213 2 585 043 

    与《京都议定书》第六条有关的活动(联合执行)。该项目
始于 2004 年 3月。其总体目标是，开展工作促进和便利《京
都议定书》第六条(联合执行)的执行。(向联合执行工作提供的
支助信息载于本文件第 68段。) 

1 700 6563  683 659 1 016 997 

法律事务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手册》。该项目始于 2002 年
2月，目标是编写和出版一本《公约》手册，该手册可作为缔
约方和对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感兴趣的其它各方的参考工具。该

手册
4 于 2006年 12月向《公约》所有缔约方散发。目前正在

为编写 2008 年更新版开展工作。有计划将更新版译成联合国
其他语文。该手册可在以下《气候公约》网站参阅：

<http://unfccc.int/essential_background/background_publications
_htmlpdf/items/2625.php>. 

88 315 57 721 30 594 

信息服务    

    知识联网：建立一个信息交换综合数据库。该项目始于
2000 年 3 月。该项目的目标是，对秘书处掌握的数据、信息
和专门知识进行编排、存储、检索并向缔约方和观察员组织提

供。秘书处的知识库得到了维护，在内部生成数据或外源数据

的基础上现在已有了一个相当大的数据资料库。秘书处的知识

管理系统包括数据门户和 ADLIB图书馆系统。2007年企业内
容管理系统的引入(特别是该系统的记录管理模块)，将极大扩
展秘书处的知识库存。此外，还向秘书处其他系统功能说明的

编订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 

174 155 98 113 76 042 

                                                 
2  不包括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登记费、收益分成和方法学收费项下收到的 25,775,011美元，该

款项是等待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自筹资金时动用的预留款。 
3  不包括联合执行认证和确定费项下的 359,453美元，该款项是等待联合执行项目开始自筹资

金时动用的预留款。 
4  《气候公约》，2006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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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收 入 支 出 余 额 

    以协调网站服务和满足用户需求为重点的网站工作。该项
目始于 2003年 2月，目标是改善网站内容的提供性能。(加强
网络服务方面的信息载于本文件第 83段。) 

43 159 35 655 7 504 

    《气候公约》网站：开发一个西班牙文端口。该项目始于
2003 年 7 月，目标是在《气候公约》进程中接触使用西班牙
语的利害关系方，主要是缔约方、观察员、媒体和一般大众。

《气候公约》网站上的西班牙文门户得到了维护和更新，以便

用西班牙文向感兴趣的利害关系方提供有关《公约》及其《京

都议定书》进程的基本信息。除了为第十二届《公约》缔约方

会议发行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杂志《Our Planet》的一个联合
特刊外，还用西班牙文提供了一个出版物(《关心气候问题》5 )
和关于这些进程的新闻稿。 

93 216 7 076 86 140 

    计算机联网和数据通信。该项目始于 2004年 9 月，目标
是支助秘书处对各方案开发的专用信息系统和数据库进行数

据通信和联网工作。向以下工作提供了支助：清洁发展机制登

记册、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执行信息系统、国际交易日志的部

署和运作；国际交易日志与秘书处总部网络的行政连接，其中

包括相关的数据库系统，例如汇编和核算数据库、温室气体数

据库及其公共数据界面。 

253 514 102 378 151 136 

 

 

--  --  --  --  -- 

 

                                                 
5  《气候公约》，2005年。《关心气候问题：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指南》(2005年

修订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