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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六十四届会议  2009 年实质性会议 

议程项目 58 和 138  议程项目 3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联合国促进国际发展合作的业务活动

联合检查组   
 
 
 

  联合检查组关于技术合作项目的国家执行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随函附上他和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关于联合检查组题

为“技术合作项目的国家执行”报告(JIU/REP/2008/4)的评论意见，供大会审议。 

 摘要 

 联合检查组题为“技术合作项目的国家执行”报告(JIU/REP/2008/4)查明和

传播在实施国家执行项目和方案中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包括相关的审计、监

测和评价的问题。 

 本报告介绍了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对联合检查组报告所提建议的意见。这些意

见是在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行政首长协调会)成员组织所提意见基

础上加以整合。行政首长协调会成员欣见这份透彻分析与国家执行方案和项目有

关的问题和挑战的全面报告，并表示总体上同意这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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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联合检查组题为“技术合作项目的国家执行”报告(JIU/REP/2008/4)查明和

传播在实施国家执行项目和方案中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包括与审计、监测和

评价有关的问题。联检组在报告中回顾了与国家执行作为实施项目机制有关的背

景，分析了规划、设计和实施这类项目的情况。这份报告审查了各组织在实施国

家执行项目时面临的挑战，以及联合国系统努力协调实施这类方案时遇到的障

碍。  

 

 二. 一般性评论意见 
 
 

2. 行政首长协调会成员欣见这份透彻分析与国家执行方案和项目有关的问题

和挑战的全面报告，并表示总体上同意这些建议。  

3. 然而，各组织指出，报告有时给人的印象是，国家执行模式对专门机构及其

有关组织以及各基金和方案同样有效，并指出，各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的运作模

式产生于各自特定的任务规定。虽然如同国家执行项目一样，这些专门机构和有

关组织的项目是根据受援国需求而定的，但产生预期结果所需的投入不见得可以

随时获得或在国内采购到，因此需要不同的实施方式。此外，许多项目是专门机

构和有关组织在区域、跨区域或全球层面而不是国家层面实施的，因此不适合国

家执行模式。各组织强调指出，不应将此视为消极情况，而应视为各组织在做出

执行方案决定时考虑的一个因素。  

4. 总体上，各组织认为这份报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可用来进一步分析

和评估采用国家执行模式所涉成本和风险，尤其对各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而

言。  

 

 三. 对各项建议的具体意见  
 
 

联检组建议 1 

 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应当澄清各种有关国家执行的定义，并向联合国系统各

组织及其他国家执行的实施伙伴加以说明。 

5. 行政首长协调会成员同意这项建议，并一致认为，对“国家执行”的定义(见

联合检查组 2007 年报告(A/62/34/Add.1)中的“狭义”定义或大会第 62/208 号

决议中的“更宽泛”定义)混乱不清。他们支持努力阐明这些术语以及“实施”

和“执行”这两个词的含义。他们还认为，鉴于统一现金转移办法越来越重要，

最好也对这一术语作出明确定义，并对国家执行和统一现金转移办法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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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检组建议 2 

 大会应结合第六十五届会议将要进行的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根据秘书长将

要提交的一份报告，请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协调其决议中各项规定的遵照执行工

作，包括将国家执行作为实施业务活动规范的第 62/208 号决议。 

6.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支持这项建议。 

联检组建议 3 

 作为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的成员，联合国系统各组织行政首长应通过管理问

题高级别委员会、方案问题高级别委员会和联合国发展集团抓紧协调统一国家执

行准则，以便该准则在全系统协调一致框架和“联合国一体行动”倡议范围内能

够适用于所有国家执行实施伙伴。 

7. 行政首长协调会成员支持这项建议。 

联检组建议 4 

 大会和相应组织的立法机构应当重申，捐助方应提供附加条件较少的预算外

捐助，包括资助国家执行的捐助，以期落实受援国的优先事项；并确保国家执行

支出更灵活、更可预测而且地域分布更平衡。 

8. 行政首长理事会成员支持这项建议，并进一步建议大会和其他立法机构不仅

鼓励“附加条件较少的”捐款，而且也鼓励无条件的捐款。一些组织指出，它们

只有在书面说明其财务条例和细则可优先于任何不符合这些条例和细则的条件

(如对在全世界范围内采购的限制)情况下，才接受有附加或附带条件的捐款。  

联检组建议 5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行政首长应协助受援国政府加强能力开发和能力评估，从

而使其能够酌情利用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作为具体实施伙伴。 

9. 虽然行政首长协调会成员接受这项建议，但他们指出，许多项目已经通过促

进在今后的项目中使用国家执行模式，以加强受援国政府的能力为目标。  

联检组建议 6 

 大会(结合第六十五届会议将要举行的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和相应组织的

立法机构应协助受援国政府加强会计和审计领域的能力，视要求采取有重点的培

训，使这些政府能达到国际标准。 

10.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支持这一建议，但指出，这可能需要一个综合方案，包括

培训和其他活动，如支持旨在建设公共机构能力的政策和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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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检组建议 7 

 大会在审议第六十五届会议将要进行的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问题时，应当考

虑在国家方案中，特别是酌情在《国家方案行动计划》中，纳入更加严格的监测

和评价国家执行情况的规定，由受援国政府通盘领导，联合国系统组织视需要提

供协助。 

11. 行政首长协调会成员支持这项建议。  

联检组建议 8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优先加强受援国的国家评价能力，规定国家

执行评价报告后续工作程序，以查明评价报告中所载结论和建议的落实情况。 

12. 行政首长协调会成员支持这项建议，并指出，他们已采用适用于其他项目的

相同的监测和评价质量标准。  

联检组建议 9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当建议其立法机构，通过行政首长协调会进

一步简化和协调有关国家执行的规则和程序，确保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总部和外

地实现协调一致。 

13. 行政首长协调会成员支持这项建议。  

联检组建议 10 

 大会(结合第六十五届会议将要进行的下一次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和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应请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通过驻地协调员系统和区域协调机制，加强

与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在国家执行项目的规划、实施和后续工作中的协调，以吸

收区域观点，建立区域、次区域和国家方案之间的协同增效关系，特别是在处理

跨界项目时。 

14.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欢迎这项关于区域委员会和区域协调机制在确保全系统

的一致性和促进国家执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建议。 

联检组建议 11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行政首长应当在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框架内与联合国系

统所有组织、特别是在联合国发展集团分享并向其传播国家执行方案和项目的经

验教训和最佳做法，以改进国家执行的实施和做法。 

15. 行政首长协调会成员支持这项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