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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六十五届会议 2010 年实质性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25 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3 日，纽约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 

业务活动 

临时议程
**
 项目 3 

联合国促进国际发展合作的业务活动 
 
 
 

  2008 年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供资情况分析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2008 年,对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捐款总额约为 222 亿美元，达到

历史最高值，而且按实值计算比 2007 年增长了 10%。约 61%的资金用于长期发展

活动，39%用于人道主义援助活动。 

 1993 至 2008 年期间，对发展方面业务活动捐款总额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发援会)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

总额(不包括减免债务)。在这一期间，供资渠道扩大，其中非经合组织/发援会

国家份额从 7%增至 12%，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私人渠道份额从 13%增至

26%。因此，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向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直接捐款份

额从 80%下降至了 62%。 

 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向多边系统提供的所有直接捐助中，约 36%通过联合国

发展系统提供。联合国系统是发援会国家最大的多边伙伴，其重要性似乎也得到

了提升。 

__________________ 

 
*
 A/65/50。 

 
**
 E/20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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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提供给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资金约 29%为未设限制的核心资源，而

余下的 71%是在适用性和使用方面设有不同程度限制的非核心捐款。 

 1993 至 2008 年期间，核心资源和非核心资源之间的不平衡性加剧，按实值计

算，非核心资源增长了两倍，而核心资源仅增加了 5%。因此，虽然非核心资源的

增长速度很快，但是这一增长并未造成对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核心资源捐款减少。 

 非发援会国家进行的额外捐款几乎都是限制性非核心资源形式，包括用于捐

助方案国自身的当地捐款资源。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私人渠道增加的供

资也主要是非核心资源。 

 与资助人道主义援助活动相比，在资助发展活动方面，1993 至 2008 年期间，

按实值计算，非核心捐款增加了近 5 倍，而核心资源仅增长了 2%。因此，对发展

活动供资的核心构成部分从 1993 年的 70%下降至 2008 年的 34%。经合组织/发援

会国家整体平均的核心比率 2008 年是 47%，而 1993 年是 74%。 

 对区域和方案国一级的实际方案支出与捐款总额相比的初步审查似乎证实，

与非核心捐款相比，核心资源在联合国机构费用以及更具全球性和跨区域特点的

方案活动方面继续占有较高份额。 

 2008 年，用于发展活动的非核心资源约 91%由单一捐助方捐款并用于具体的

方案和项目，因此造成资源流的断裂并影响到总体方案的一致性、效率及交易成本。

多方捐助信托基金(包括国家层面的一个联合国基金及各项专题基金)等新开发的

集合供资机制仅在最近才开始在业务活动的总体筹资方面发挥一些作用。2008 年，

用于发展活动的非核心资源约9%通过此类集合供资机制进行的规划。 

 通过审查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

的捐款发现，核心捐款(作为评估资金流可预测性的一项指标)的年度波动并未对

2000 至 2008 年期间的可用核心资源的总体稳步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汇率波动幅

度与以本国货币捐款折合美元的波动类似。 

 多年规划和筹资框架是促进联合国各实体工作具有可预测性、稳定性以及一

致性的关键机制。但是，此类机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核心资源的可预测性，

有赖于这些机制的综合性及质量，以及捐助方在多大程度上从单一年份认捐转为

承诺为更长的一段时期供资。 

 包括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在内的各国为发展活动提供的核心供资不等，依

然是个问题。2008 年，10 个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提供的资源约占发展活动核心

资源总额的 63%，如果按照各国捐款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衡量，那么各国的捐款

额存在巨大差异。如果所有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 2008 年都将现行的发展供资中

位数作为指标，那么各国提供的核心资源本应比目前多约 14%至 46%。这一增加

额中约 64%本可通过有关国家将非核心资源转为核心捐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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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担心，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过去 5 年对联合国系统捐款增加

2010 年会停滞甚至逆转。 

 2008 年的支出总额为 186 亿美元，其中 63%用于发展活动，37%用于与人

道主义援助有关活动。32%的发展支出用在非洲，而其中 50%用于人道主义援

助活动。 

 联合国总体的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集中情况在过去几年发生了变化，2008

年，国家层面超过 50%的支出用于最不发达国家，而在 2003 年，这一比例为 39%。

2008 年，约 82%的核心资源，73%的非核心捐款用于低收入国家。这一差异似乎

证实，在不同程度上使用和适用核心和非核心资源取决于理事机构设立的任务规

定和优先事项。 

 2008 年，5 个实体占了总支出的 75%，可见发展方面业务活动集中在少数联

合国实体。2008 年，各基金和方案机构占了支出的 77%,而专门机构及其他方面

占了 23%。 

 

加强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供资架构的建议 

 大会， 

 …… 

 “请秘书长在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筹资综合数据分析中列入对联合国系统核

心和非核心资源目前状况和今后前景的进一步分析和可行的提议，特别是各种形

式的非核心资源的影响，包括可预测性、国家自主权和政府间授权的执行情况”

(第 63/311 号决议，第 15 段)。 

 根据大会第 63/311 号决议规定的任务，为加强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供资框

架，向联合国发展系统的主要利益攸关方提出下列建议。其中一些建议，必须在

大会当前有关全系统一致性问题的谈判的大背景下加以认识。 

理事机构 

 (a) 根据为推进一致性、成效和效率做出的强有力的承诺，为查明的普遍政

策问题、备选方案及指示以供在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层面审查和提供指导，

应审查/研究本报告在各实体具体情况下普遍查明和分析的与核心资源流和非核

心资源流相关问题； 

 (b) 在此方面，对于如何确定每个实体实现各自战略计划成果所必需的所谓

“足够数量”的核心资源(包括行政、管理及方案费用)，各基金和方案机构执行

局应进一步审查其定义及适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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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各基金和方案机构执行局以及各专门机构的理事机构应定期审查非核

心资源流的使用和适用情况，以确保此类供资继续符合联合国各实体的既定任务

和优先事项； 

 (d) 各基金和方案机构执行局以及各专门机构的理事机构应定期审查，有关

支持和管理非核心资源的费用，在多大程度上不会对可以用于区域和国家层面方

案拟订的核心资源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捐助国 

 (a) 制定向联合国发展系统实体捐款的前瞻性指示性规划，特别是核心资源

捐款规划，以提高资源流的可预测性； 

 (b) 酬情考虑修改国家层面的相关立法和预算规定，以便允许向联合国发展

系统各实体做出多年核心供资承诺； 

 (c) 致力于尽可能使用集合非核心供资模式，例如多方捐助信托基金，包括

全球、区域以及国家层面的集合供资资金和专题基金，将此作为提高发展方面业

务活动一致性、成效、效率的手段； 

 (d) 确保非核心供资完全符合联合国现行在国家层面的发展援助框架以及

与各理事机构密切磋商并获得理事机构核准的联合国各实体的战略计划； 

 (e) 通过统一有关使用和适用非核心捐款的报告要求，致力于减少对联合国

发展系统各实体的行政负担。 

方案国 

 (a) 确保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包括非核心资源资助的活动)的方案拟订和管

理完全符合商定的国家所有的发展援助框架； 

 (b) 更多参与各基金和方案机构执行局、专门机构的理事机构以及大会和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动。 

联合国实体 

 (a) 通过大力致力于提高国家层面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一致性、效率和成

效，确保成为首选合作伙伴，吸引更多核心/未指定用途资源； 

 (b) 在此方面，加强现有基于成果的规划系统，包括多年供资框架，以提高

资源流的可预测性、稳定性、灵活性以及充足性； 

 (c) 加强有关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财务报告： 

㈠ 在本报告提及的取得进展基础上，秘书长继续扩大并改善有关发展方面

业务活动的财务报告中的全系统供资数据、定义以及分类的覆盖面、及时性、

可靠性、质量以及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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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在此方面，进一步加强报告有关非核心集合供资机制，例如全球、区域

以及国家层面的多方捐助信托基金的使用和适用情况； 

㈢ 联合国各实体每年向各自理事机构报告各项集合供资机制的使用和适

用情况，包括有关方案支助和方案管理及行政管理方面情况；以及 

㈣ 秘书长进一步审查评估发展方面业务活动供资可预测性和断裂情况的

方法和手段，以及在此方面的负担分担程度，特别是核心资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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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称表 

发援会 发展援助委员会 

非洲经委会 非洲经济委员会 

欧洲经委会 欧洲经济委员会 

拉加经委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亚太经社会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西亚经社会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粮农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原子能机构 国际原子能机构 

民航组织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开发协会 国际开发协会 

农发基金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劳工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 

海事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 

国贸中心 国际贸易中心(贸发会议) 

国际电联 国际电信联盟 

经合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人权高专办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艾滋病规划署 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 

资发基金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贸发会议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联发援框架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 

发展集团 联合国发展集团 

药物管制署 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 

开发署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环境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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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人口基金 联合国人口基金 

人居署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难民署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工发组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妇发基金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训研所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禁毒办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项目厅 联合国项目事务厅 

近东救济工程处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志愿人员组织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万国邮盟 万国邮政联盟 

粮食计划署 世界粮食计划署 

世卫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知识产权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气象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 

 



A/65/79 
E/2010/76  
 

10-36470 (C)8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 11

二. 概述 ........................................................................ 13

三. 资源：收入和捐款 ............................................................ 16

A. 业务活动：发展相关活动和人道主义援助 .................................... 16

1. 捐款趋势............................................................ 16

2. 2008 年捐款 ......................................................... 18

3. 联合国在多边援助流量中所占份额...................................... 18

4. 最大的捐助方........................................................ 19

5. 2010 年前景 ......................................................... 20

B. 业务活动：只包括与发展有关的活动 ........................................ 21

1. 供资类型：核心与非核心资源.......................................... 21

2. 供资来源............................................................ 23

3. 非核心供资方式...................................................... 25

4. 方案国捐助的当地资源................................................ 26

5. 主要发展实体........................................................ 28

四. 资源：用途和去向 ............................................................ 29

A. 业务活动：与发展有关的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 ................................ 29

1. 支出趋势............................................................ 29

2. 2008 年支出 ......................................................... 29

3. 支出去向............................................................ 31

B. 业务活动：仅与发展有关 .................................................. 35

五. 其他问题 .................................................................... 39

A. 发援会捐助国之间分担负担 ................................................ 39

B. 资金流的可预测性........................................................ 41

C. 供资结构松散............................................................ 44

D. 费用回收................................................................ 46

附件 

一. 加强关于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财务报告 .............................. 48



 
A/65/79

E/2010/76

 

910-36470 (C) 

 

二. 关于来源和覆盖面的技术性说明 ................................................ 50

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和联合国系统报告方面的差异 ................. 51

四. 非核心资金的主要提供方式 .................................................... 52

五. 2008 年巴西的当地资源捐款和联合国实体的作用.................................. 54

六. 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发展相关捐款(按供资/国民总收入比率中位数计算) ............ 55

七. 联合国四个实体预测和实际捐款比较 ............................................ 56

八. 联合国实体工作集中程度测量 .................................................. 57

九.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支助和协调办公室/发展合作政策处网站表格清单 ................. 58

表 

1. 捐款：1993 年至 2008 年 ...................................................... 16

2. 捐款：2004 年至 2008 年 ...................................................... 17

3. 2008 年核心捐款与非核心捐款.................................................. 18

4. 2008 年最大捐助方 ........................................................... 20

5. 2008 年向联合国系统捐助当地资源最多的国家.................................... 27

6. 2003-2008 年的支出 .......................................................... 29

7. 2008 年联合国实体支出 ....................................................... 30

8. 用于脆弱国家的核心和非核心资源份额 .......................................... 31

9. 2003-2008 年最不发达国家在国家总支出中的份额................................. 32

10. 2008 年支出的区域分布 ....................................................... 32

11. 2003-2008 年支出区域分布 .................................................... 33

12. 2008 年接受核心和非核心资金最多的十个国家.................................... 34

13. 2008 年接受的资金占国民总收入百分比最高的国家................................ 35

14. 联合国特定实体的核心和非核心资源支出区域分布情况 ............................ 36

15. 2008 年接受核心和非核心资金最多的十个国家.................................... 37

16. 2008 年接受的资金占国民总收入百分比最高的国家................................ 37

17. 2008 年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政府的捐助(排名)................................... 40

18. 根据发展与国民总收入之比中位数统计经合组织/发援会主要捐助者分担负担的情况...... 41

19. 按供资模式分列的非核心捐款：2000 年和 2004 年至 2008 年........................ 44

20. “一个联合国”基金的影响 .................................................... 46

21. 2008 年区域/国家一级支出与选定的联合国实体总捐款的比较....................... 47



A/65/79 
E/2010/76  
 

10-36470 (C)10 
 

图 

一. 联合国全系统活动 ............................................................ 11

二. 资金来源 .................................................................... 13

三. 联合国在多边援助中所占份额 .................................................. 14

四. 主要实体 .................................................................... 14

五. 按区域列示的目标 ............................................................ 15

六. 长期捐款情况 ................................................................ 15

七. 联合国在多边援助中所占份额 .................................................. 19

八. 政府捐款 .................................................................... 21

九. 2008 年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的捐款及核心比率(发展相关捐款)..................... 22

十. 2008 年十大非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的捐款及核心比率(发展相关捐款)............... 23

十一. 供资来源：1995 年............................................................ 24

十二. 供资来源：2008 年............................................................ 24

十三. 按筹资来源列示的非核心捐款所占份额变化趋势：2001 年至 2008 年................. 25

十四. 非核心筹资方式 .............................................................. 25

十五. 2006-2008 年向联合国实体捐助的当地资源....................................... 27

十六. 主要实体 .................................................................... 28

十七. 支出类别 .................................................................... 29

十八. 按收入组群分列的去向 ........................................................ 31

十九. 2008 年按区域分列的支出...................................................... 33

二十. 联合国资金的最大受援国 ...................................................... 34

二十一. 按收入组群分列的去向 ........................................................ 36

二十二. 1993 年按部门列示的开支...................................................... 38

二十三. 2008 年按部门列示的支出...................................................... 39

二十四. 开发署核心捐款趋势(基年：2000 年；名义数据).................................. 42

二十五. 儿童基金会核心捐款趋势(基年：1998 年；名义数据).............................. 43

二十六. 开发署非核心捐款趋势(基年：1998 年；名义数据)................................ 43

二十七. 欧元/美元/日元汇率趋势(基年：1998 年)........................................ 44

 



 
A/65/79

E/2010/76

 

1110-36470 (C) 

 

 

 一. 导言 
 

1. 根据大会第35/81号、第59/250号、第62/208号、第63/232号以及第63/311

号决议，完善和改进了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年度财务报告。近年来引入若干创新，

提高报告中数据的覆盖面和可比性。 本报告在这些努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

分析发展方面业务活动资金的来源、模式及流向，特别关注非核心资源流。 

2. 另外，正在计划若干额外步骤，加强发展方面业务活动财务信息的覆盖面、质量、

及时性、可比性以及缜密分析（为改进财务报告目前计划的更多细节见附件一）。 

3. 本报告包括 6 个主要部分：(a) 摘要，包括大会第 63/311 号决议要求的“可

行的提议”；(b) 简介；(c) 概述；(d) 资源：收入和捐款；(e) 资源：使用和

目标；以及(f) 其他问题。 

4. 本报告的分析依据的是2008年发展方面业务活动获得资助的36个联合国系

统实体提供的资料。本报告还借鉴了在编写 2010 年 3 月秘书长为推动大会有关

全系统一致性的政府间对话提交的非正式供资说明时开展的分析工作。 

发展方面业务活动 

5. 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占联合国所有全系统活动的约 64%。余下 36%为维持和平

以及有关全球政策、宣传、联合国系统的规范和标准制定职能以及与之相关的研

究、分析和公共信息活动(见图一)。 

图一 

联合国全系统活动 

(根据2006-2008年的平均捐款额计算)

人道主义援助

21%

全球政策、宣传、

规划和标准

14%

维持和平

22%

与发展有关的

活动

43%发展方面业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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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包括长期发展活动和人道主义援助活动；这些活动涉及在

此方面具有专门授权的那些联合国基金、方案、专门机构、各部厅的工作。本报

告重点分析了注重发展的活动。
1
 

核心资源和非核心资源 

7. 根据大会第 63/311 号决议第 15 段的要求，本报告载有向联合国系统发展方

面业务活动提供的所谓核心和非核心资源目前状况和看法的进一步分析和行动

建议，特别是各种形式非核心资源在可预测性、国家所有以及执行政府间任务等

方面的影响。 

8. 在此方面，有必要指出，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在对发展方面业务活动供资类型

进行分类时使用了多种术语。在本报告中，为统一的目的，将这些主要类型分为

“核心”和“非核心”资源(关于资源和覆盖面的进一步信息也可见附件二)。 

9. 核心资源指可以无限制共同混合的资金，其使用和适用与各政府间理事机构

设立的战略任务、指导方针、优先事项以及目标直接相关联。 

10. 非核心资源由捐助方确定，是在资金使用和适用方面设定限制的资源，一般

更为间接。非核心资源的使用和适用程度受制于并应符合各政府间理事机构设立

的战略任务、指导方针、优先事项以及目标。 

11. 核心资源，或未设任何限制的援助，通常被视为在开展发展方面业务活动时

与方案国建立有效伙伴关系的一个更有效途径。而作为非核心资源形式的设限援

助往往被视为限制了方案国本身参与选择、设计及执行各项目和方案的程度。 

12. 以非核心资源形式提供的资金目前约占获得捐款总额的 71%(根据 2008 年数

据)，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已大幅增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和联合国系统报告的可比性 

13. 联合国和经合组织/发援会在定义、分类以及报告向联合国系统提供的捐助

方式方面存在若干重要差异。使用不同的定义和分类，意味着本报告中列出的有

关向联合国系统提供的捐款，不能与经合组织/发援会有关联合国发展方面业务

活动的官方发展援助报告进行直接比较。附件三进一步审查了本报告中所载资料

与其他渠道(诸如经合组织/发援会、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以及联合国

单个实体)资料的可比性。 

__________________ 

 
1
 注重人道主义问题的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计算方法是：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纳入捐款总额的

27%为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

程处以及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纳入捐款总额的 100%。提供给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所有其他捐

款在本报告中都定义为与发展有关的活动。 



 
A/65/79

E/2010/76

 

1310-36470 (C) 

 

设立一个供资问题中央信息库 

14. 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报告了联合国系统的财务数字总额，其中包

括全球政策和宣传工作(见图一)。目前正在根据大会第 63/311 号决议的授权，

与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就协作建立发展方面业务活动供资问题中央

信息库进行磋商。 

 二. 概述 

15. 本节简要概述发展方面业务活动供资系统的主要特点。其后的第三、第四和

第五节对重要趋势、问题和前景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捐款来源 

16. 2008 年，为发展方面业务活动提供的捐款总额约 222 亿美元，为历史最高，

比 2007 年实际增加了 10%。 

17. 捐款总额的约74%是由发援会国家和非发援会国家政府提供的，其余26%由全球

基金、欧洲联盟委员会、其他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全球基金和私营部门提供。 

图二 

资金来源 

(2008 年：222 亿美元) 

政府/发援会

62%

政府/非发援会

12%

欧洲联盟委员会

7%

其他

19%

 

18. 1993 年，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在发展方面业务活动供资中所占份额为 80%，

而 2008 年占 62%。这样，供资基础已随时间推移而扩大并更加多样化。 

  联合国在多边援助流量中所占份额 

19. 联合国仍是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直接多边捐款的最大接收方(见图三)，目

前所占份额估计为 36%左右。如果将其他接收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供资的多边行



A/65/79 
E/2010/76  
 

10-36470 (C)14 
 

为体(例如世界银行、区域开发银行、欧洲联盟委员会和全球资金)对联合国的间

接捐款也计算在内，这一份额还会更高。联合国在多边援助流量中所占的高份额，

证明联合国系统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相关性和重要性。 

图三 

联合国在多边援助中所占份额 
 

 

 

 

 

 

 

  最大的联合国实体 
 

20. 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供资集中在为数不多的联合国实体，其中六个实体占全

部捐款的 80%(见图四)。另外 30 个实体占资源流量的 20%，从中可看出发展方面

业务活动的分散。 

图四 

主要实体 

(2008 年：222 亿美元) 

难民署

7%

卫生组织

7% 粮农组织

4%

人口基金

3%

近东救济

工程处

3%
劳工组织

2%

教科文组织

2%

其他

10%
粮食署

24%

开发署

23%

儿童基金会

15%

 

  供资目标 
 

21. 非洲是发展方面业务活动供资的最大区域目标，2008 年在所报人道主义援助

支出中占 50%，在以发展为重点的支出中占 32%(见图 5 和表 10)。 

百
分

比
 

36%   

25%   

21%   

8%   
10%   

0% 

25% 

50% 

75% 

100% 

其他

区域开发银行

世行

欧盟委员会

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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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按区域列示的目标 

(2008 年：186 亿美元) 

非洲

38%

未用于具体

目标

8%

全球

9%

欧洲

3%

西亚

11%

美洲

12%
亚洲/太平洋

20%

 
22. 在拉丁美洲的支出大多与发展有关，主要依靠当地供资，用于出资国本身的

方案规划。  

23. 值得注意的是，2008 年，据报约 8%的支出未直接用于具体国家或地理区域。   

  捐款趋势 

24. 1993 年至 2008 年期间，对联合国发展系统捐款的增长超过了经合组织/发援

会官方发展援助总流量的增长。  

25. 这一时期，捐款总额实际增长了一倍，非核心资源流量增长了近三倍，而核

心资源几乎没有增长(见图六)。 

图六 

长期捐款情况 

(核心资源与非核心资源) 

 

 

 

 

 

 

 

26. 这表明近年来，联合国系统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特别带动

了非核心资源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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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资源：收入和捐款 
 
 

 A. 业务活动：发展相关活动和人道主义援助 
 

 1. 捐款趋势 
 

27. 表 1 提供了发展方面业务活动总体供资概览，包括 1993 年以来的长期趋势

(又见图六)。
2
 1993 年至 2008 年期间，捐款总额及主要核心与非核心部分的实

际增长率分别为 95%、5%和 198%。对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捐款总额实际增长了

95%，而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流量增长了 49%。1993 至

2008 年期间供资的增长约有 40%来自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其余 60%来自其他来

源的增加捐款，例如非发援会国家、欧洲联盟委员会和其他政府间组织、非政府

组织、全球基金和私营部门。  

28. 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两个主要重点领域显示，发展相关活动资源的增长

(113%)高于人道主义援助供资的增长(73%)。其主要原因是，与发展相关的非核

心资源在这一时期的增长率非常高(375%)。正因为如此，核心比率从 1993 年的

70%下降到了 2008 年的 34%。  

29. 2008 年，以人道主义援助为重点的活动供资总额中，核心部分的显著增长几

乎完全归因于沙特阿拉伯政府向粮食署提供的大量捐款。  

  表 1  

捐款：1993 年至 2008 年 

 现值（10 亿美元） 2007 年不变值（10 亿美元） 

 1993 1998 2003 2008 1993 1998 2003 2008 

1993 年

至 2008

年变化

百分比 

 核心 4.2 4.3 4.2 6.4 5.8 5.7 5.1 6.1 5% 

 非核心 3.7 4.8 8.7 15.9 5.1 6.6 10.8 15.1 198% 

捐款总额 总额 7.9 9.1 12.9 22.2 10.8 12.4 15.9 21.2 95% 

 核心比率（百分比） 53 47 32 29         

 核心 3.1 3.2 3.3 4.6 4.3 4.3 4.0 4.4 2 

__________________ 

 
2
 这 9 个实体自 1993 年以来有数据记录，约占 2008 年发展方面业务活动捐款总额的 86%。这 9

个实体是：开发署(包括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和联合国志愿人员等行政

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

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上文表格中的数字是分别用 6 个不同系数计算得出的，其中包括(核心与非核心)长期发展活

动、(核心与非核心)人道主义援助及(核心与非核心)捐款总额各一个系数。这些系数则是从这

9个实体过去 6 年来(2003 年至 2008 年)6 种形式捐款各自所占的平均份额计算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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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值（10 亿美元） 2007 年不变值（10 亿美元） 

 1993 1998 2003 2008 1993 1998 2003 2008 

1993 年

至 2008

年变化

百分比 

 非核心 1.3 2.6 4.9 9.1 1.8 3.5 6.0 8.6 375 

长期发展 总额 4.5 5.8 8.1 13.6 6.1 7.8 10.0 13.0 113 

 核心比率（百分比） 70 55 40 34         

 核心 1.1 1.1 0.9 1.8 1.5 1.5 1.1 1.7 16 

 非核心 2.4 2.2 3.9 6.8 3.3 3.0 4.8 6.5 99 

人道主义重点 总额 3.4 3.4 4.8 8.6 4.7 4.5 5.9 8.2 73 

 核心比率（百分比） 31 33 19 21         
 

30. 对最新趋势的考察发现，不论是发展相关活动还是以人道主义援助为重点的

活动，其总体供资增长均有所加快，特别是在 2004 年至 2008 年期间。这反映在

表 2 中，该表显示，发展相关活动的核心资源比率的长期下降，从 1993 年的 70%

高点降到过去三年的 34%左右之后稳定了下来。 

表 2  

捐款：2004 年至 2008 年 

 现值（10 亿美元） 2007 年不变值（10 亿美元）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4 年

至 2008

年变化百

分比

变
 核心 4.7 4.7 5.1 5.7 6.4 5.3 5.2 5.5 5.7 6.1 14

 非核心 10.2 12.4 12.3 13.5 15.9 11.5 13.7 13.2 13.5 15.1 31

捐款总额 总额 14.8 17.1 17.3 19.2 22.2 16.8 18.9 18.8 19.2 21.2 26

 核心比率（百分比） 32 27 29 30 29   ..

 核心 3.7 3.7 4.2 4.7 4.6 4.2 4.1 4.5 4.7 4.4 4

 非核心 6.0 7.9 7.9 9.0 9.1 6.7 8.7 8.5 9.0 8.6 28

长期发展 总额 9.6 11.6 12.0 13.6 13.6 10.9 12.8 13.0 13.6 13.0 19

 核心比率（百分比） 38 32 34 35 34   ..

 核心 1.0 1.0 0.9 1.0 1.8 1.1 1.1 1.0 1.0 1.7 50

 非核心 4.2 4.5 4.4 4.6 6.8 4.8 5.0 4.7 4.6 6.5 36

人道主义重点 总额 5.2 5.5 5.3 5.6 8.6 5.9 6.1 5.7 5.6 8.2 39

 核心比率（百分比） 19 18 17 18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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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08 年捐款 
 

31. 表 3提供2008年捐款情况概览，列示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的供资所占份额，

以及非核心资源流量在四种主要非核心资源方式中的分布。该表显示，以多方捐

助信托基金为形式的集合非核心资源，包括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集合资金，在

流向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总资源中仍然只是一小部分。捐助方用于向联合国发展系

统提供非核心捐款的四种主要方式将在本报告下一节以及附件四中进一步讨论。   

32. 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是 2008 年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主要来源，占联合国系

统发展相关活动所获捐款总额的 58%，占以人道主义援助为重点的活动所获捐款

的 72%，占总资源流量约 62%。2008 年，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向联合国系统发展

相关活动和以人道主义援助为重点的活动所提供捐款的核心部分比率分别为 47%

和 17%。  

33. 2008 年，基金和方案机构所获发展方面业务活动供资的核心比率为 28%，专

门机构所获供资的这一比率为 33%。  

34. 本报告第四节将进一步分析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主要供资来源。  

表 3  

2008 年核心捐款与非核心捐款 

(10 亿美元) 

供资类型 总额 发展相关活动 人道主义重点 

 所有捐助方 经合组织/发援会
a

所有捐助方 经合组织/发援会
a
 

 % % %  % 

捐款总额 22.2 13.6 61 7.7 58 8.6 39 6.3 72 

核心 6.4 4.6 72 3.6 80 1.8 28 1.1 61 

非核心（其中包括） 15.9 9.1 57 4.1 45 6.8 43 5.1 75 

(a) 多方捐助信托基金 b 0.8 0.6 65 0.5 92 0.3 35 0.3 100 

(b) 专题基金 0.4 0.3 88 0.3 91 0.1 12 0.1 91 

(c) 当地供资 1.6 1.5 90 0 0 0.1 10 0.0 0 

(d) 针对具体方案和项目 13.1 6.7 51 3.8 56 6.4 49 5.0 79 
 

 
a
 经合组织/发援会的数字不包括欧洲联盟委员会的捐款，虽然欧盟是发援会的成员。 

 
b 
经合组织/发援会对多方捐助信托基金的捐款未列入经合组织/发援会非核心数字，因为只

有在该信托基金管理机构向执行实体支付资金之后，这些捐款才记为联合国收入。 

 3. 联合国在多边援助流量中所占份额 
 

35. 关于发援会成员国政府对整个多边系统的直接核心捐款，过去十五年来，联

合国发展系统所占份额在名义价值上大致保持不变(每年约 60 亿美元)，但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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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在 2004 年至 2008 年期间下降到 19%左右，原因是欧洲联盟委员会的供资大

量增长。如果将核心资源与非核心资源全部考虑在内，根据本报告编写时的最新

可用数据(2008 年)，联合国发展系统所占份额估计约为 36%，这使联合国系统成

为经合组织/发援会成员国政府最大的多边伙伴(见图七)。 

 

  

36. 必须注意的是，图 7 只反映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直接对联合国系统提供的

资金，而不反映通过其他接收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供资的多边行为体(如欧洲联

盟委员会、世界银行、区域开发银行、全球资金和其他行为体)向联合国实体输

送的资源。例如，欧洲联盟委员会向联合国发展系统提供的非核心捐款从 1999

年的 2 亿美元增加到了 2008 年的 12.5 亿美元。
3
 因此，联合国系统在经合组织/

发援会的官方发展援助流量中实际占有更高份额。  

 4. 最大的捐助方 
 

37. 2008 年，发展方面业务活动总资源的十大捐助方在核心捐款、非核心捐款及

捐款总额中分别占 55%、57%和 57%。2003 年至 2008 年，在最大捐助方排名表中，

欧洲联盟委员会从第六位升至第二位，西班牙从第十八位升至第九位。   

38. 从捐款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来看，卢森堡在各捐助国中排名第一，其后是

挪威、瑞典和丹麦。  

39. 2008 年，沙特阿拉伯政府向粮食署捐款 5 亿美元，因此成为捐助联合国发展

系统的第 11 大供资方，也是核心资源的第二大捐助方。  

__________________ 

 
3
 经合组织/发援会官方发展援助向多边系统捐款 5年平均总额如下（以 2007 年不变值计）：1989

年至 1993 年：235 亿美元；1994 年至 1998 年：226 亿美元；1999 年至 2003 年：246 亿美元；

2004 年至 2008 年：300 亿美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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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联合国在多边援助中所占份额 

分布：1989 年至 2008 年核心；2008 年核心和非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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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8 年最大捐助方 

(百万美元) 

捐助方 核心 非核心 总额 核心份额 

占国民总收入

百分比

美利坚合众国  650 3 289 3 939 16.5 0.03

欧洲联盟委员会  142 1 322 1 463 9.7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382  760 1 142 33.4 0.04

日本  364  720 1 084 33.5 0.02

荷兰  472  500  972 48.6 0.12

挪威  440  469  909 48.4 0.22

瑞典  436  443  879 49.6 0.19

加拿大  205  630  835 24.6 0.06

西班牙  206  595  801 25.7 0.06

意大利  173  383  556 31.2 0.03

 共计 3 469 9 110 12 579 27.6 ..

 
 

 5. 2010 年前景 
 

40. 令人关切的是，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过去五年来向联合国系统

捐款数额的增长在 2010 年可能会停滞不前，甚至可能逆转。
4
 例如，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开发署)估计，2010/2011 两年期的核心资源将为 23 亿美元，与

2008/2009 两年期持平。开发署还预测，非核心捐款将从 2008/2009 两年期的

53 亿美元下降到 2010/2011 两年期的 50 亿美元。
5
 2009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儿童基金会)总共接收捐款 33 亿美元，名义价值比上一年下降了 3%。2009

年，粮食署接收的捐款从 2008 年的 50 亿美元降到 40 亿美元。联合国人口基

金(人口基金)预测，2010/11 两年期的收入将为 14 亿美元，略低于 2008/09

两年期的 15.5 亿美元。 

 

__________________ 

 
4
 本节提供的信息主要是根据开发署、儿童基金会和人口基金为 2009 年 11 月举行的 2009 年联

合国非洲发展认捐会议提供的投入。 

 
5
 不包括当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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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业务活动：只包括与发展有关的活动 
 

41. 本节进一步分析对业务活动的捐助，重点是联合国系统的发展相关活动，它

们占发展方面全部业务活动的 61%左右(见表 1)。
6
  

 1. 供资类型：核心与非核心资源 
 

42. 2008 年，发援会国家和非发援会国家政府向联合国系统捐款约 96 亿美元，

占发展相关活动 136 亿美元供资总额的 71%。发援会国家和非发援会国家政府提

供的这些捐款约有 41%为核心资源，1995 年则有 65%是核心资源(见图八)。
7
 

图八 

政府捐款 

(2008 年：9.6 亿美元) 

非核心

59%

核心

41%

 

43. 如前所述，2008 年，发援会国家和非发援会国家政府提供的发展相关捐款总

额中，核心资源所占份额(核心比率)分别为 47%和 15%，而 1995 年的比率分别是

74%和 28%(见图十一和图十二)。
8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非核心捐款的迅速增长和供

资基础的显著多样化。 

__________________ 

 
6
 如本报告导言部分所述，以人道主义为重点的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计算方法是：从对儿童基金

会的全部捐款中取 27%，从对粮食署、难民署、近东救济工程处和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全部

捐款中取 100%。所有其他对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捐款在本报告中均被界定为发展相关捐款。

图 1中的发展方面业务活动（64%）是根据 3年平均捐款数额计算的。 

 
7
 这包括向联合国发展系统捐款的发援会国家和非发援会国家政府。 

 
8
 如果将欧洲联盟委员会的捐款计入经合组织/发援会的数字，则核心比率为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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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2008 年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的捐款及核心比率(发展相关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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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图九显示，2008 年，在 23 个经合组织/发援会成员国中，13 个国家的核心

捐款比率高于 50%，只有 6 个国家低于 40%。
9
 如果将发展相关捐款的最低核心

比率设为 40%或 50%，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作为一个集团的平均核心比率会分别

上升到 50%和 53%。这表明，为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的捐款设定 50%的核心比率

不一定会大幅提高整个集团的平均核心比率。   

45. 图十显示 2008 年十大非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的发展相关捐款及核心比率，

不包括方案国家的当地供资。
10
   

__________________ 

 
9
 大韩民国于 2010 年 1 月加入发援会。 

 
10
 2008 年，沙特阿拉伯也向粮食署捐赠了大量资金，达 5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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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2008 年十大非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的捐款及核心比率(发展相关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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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008 年，非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的发展相关捐款总额(不包括当地供资)为

4.19 亿美元，比 2007 年的 5.18 亿美元，下降了 19%。这些资源流量占各国政府

向联合国发展相关活动捐款总额(不包括当地供资)的 5%。 

 2. 供资来源 
 

47. 1995 年至 2008 年期间，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在发展相关捐款中所占份额显

著下降(见图十一和图十二)。发援会发展相关捐款的重心也出现了从核心到非核

心的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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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供资来源：1995 年 

(49 亿美元) 

 

 

 

 

 

 

 

图十二 

供资来源：2008 年 

(49 亿美元) 

 

 

 

 

 

 

 

 

48. 图十一和图十二显示，1993 年至 2008 年期间，联合国系统的发展相关供资

发生了显著变化，捐助基础日益扩大，重点显然从核心资源转向非核心捐款。这

些趋势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发展相关捐款的核心比率大大下降。这一时期的另一

个重要发展是，“其他”捐助方，即全球资金、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的捐款增

加。图 13 更具体地显示 2001 年至 2008 期间，各种主要供资来源所占份额的变

化趋势。
11

 

__________________ 

 
11
 “其他”包括来自全球基金、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开发银行和国家委员会（对儿童基金会，

发展相关非核心部分）的捐款。2005 年，“其他”捐款突然增多，主要是由于向儿童基金会国

家委员会提供的非核心资源大幅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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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 

按筹资来源列示的非核心捐款所占份额变化趋势：2001 年至 2008 年 

 

 3. 非核心供资方式 
 

49. 向联合国发展系统提供的非核心捐款大多通过四种主要方式规划和管理，即

多方捐助信托基金、专题基金、方案国家的当地供资以及单一捐助方针对具体方

案和项目的供资。 

图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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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多方捐助信托基金和专题基金在联合国系统正作为机制加以推广，以便有

效、协调地输送和利用众多资源，进而支持全系统范围的发展努力。对多方捐助

信托基金的利用也被视为对各种呼吁的一种直接回应，这些呼吁要求改善发展相

关非核心资源的一致性和有效性，从而支持国家自主的发展方案。  

51. 如最近在大会就全系统一致性问题进行协商时所讨论的，由联合国实体管理

的多方捐助信托基金与世界银行管理的多方捐助信托基金是有一定区别的。联合

国管理的多方捐助信托基金的所谓行政代理机构首先将资金输送给参加的联合

国组织，而不是像世界银行那样直接给各国政府。联合国管理的多方捐助信托基

金的决策是基于国家的。这种做法被认为更适合于数额较小的资金转拨，同时也

更快、更灵活。至于重大投资方案经常需要的大笔资金转拨，类似世界银行管理

的那种更集中化的多方捐助信托基金具有相对优势。 

52. 目前，流向联合国发展系统的非核心资源大约有 9%是通过多方捐助信托基金

和专题资金一类笼统的专用集合机制提供的。这一方式虽在发展，但与联合国发

展系统得到的非集合资金相比仍然较小(见附件四关于非核心供资方式的进一步

讨论)。
12
 

53. 这种非核心资金约有 75%提供给了一个捐助方案和具体项目，从而影响方案

的总体一致性和交易成本(见图十四)。由于方案国捐助的当地资源绝大多数也是

针对某个方案和项目的，因此单一捐助者、非集合资金事实上占所有非核心资源

流量的 91%左右。  

 4. 方案国捐助的当地资源 
 

54. 在 64 次立法会议上，大会就全系统一致性问题进行协商期间，一些会员国

要求就方案国捐助当地资源的主要趋势提供进一步的信息和分析。  

55. 2008 年，方案国向联合国发展系统捐助当地资源 15.9 亿美元，少于 2007

年的 21.5 亿美元。2008 年，当地资源依然占所有非核心资金流量的 10%左右，

在联合国得到的有关发展的捐款中大约占 16%。中美洲和拉丁美洲的中上收入国

家经常提供当地资源，但近年来，其他地区的国家也提供当地资源。方案国捐助

的当地资源主要与发展有关。
13
  

56. 开发署收到的这种资金依然多得多，在2008年当地资源捐款总数中占65%。儿

童基金会、人口基金、粮食计划署、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禁毒办)、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和国际

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航组织)是 2006 年至 2008 年期间每年各收到 2 500 万美元或

__________________ 

 
12
 一些针对具体方案和项目的捐款是集合供资的，但没有包括在该百分比内。在编制 2010 年关

于联合国发展系统筹资的问卷中(了解 2009 年情况)将探讨是否有可能征求针对具体方案和项

目集合筹资的进一步资料。 

 
13
 粮食计划署除外，因其收到大量的当地资源捐款而列入图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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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当地资源捐助的其他联合国实体。图十五显示2006年接受当地资源捐助最多

的两个组织，开发署和教科文组织，近来得到的这类资金均显著减少。  

图十五  

2006-2008 年向联合国实体捐助的当地资源 

(百万美元)  

 

57. 巴西是向联合国系统捐助当地资源最多的国家(根据 2006 年至 2008 年期间

的平均捐助计算)。2008 年，向联合国发展系统捐助的当地资源占总数约三分之

二的国家有 10 个，名列前茅的 5 个国家在拉丁美洲(见表 5)。2008 年，有 47

个国家向联合国发展系统捐助了 500 万美元的当地资源或超过此数。 

表 5 

2008 年向联合国系统捐助当地资源最多的国家 

排名 国家 当地资源捐款

捐款总额中所 

占的百分比
a
 

1 巴西  219 88 

2  巴拿马  199 98 

3  阿根廷  173 93 

4  哥伦比亚  130 98 

5  秘鲁  120 98 

6  埃及  56 91 

7  伊拉克  41 82 

8  洪都拉斯  38 98 

9  阿富汗  32 98 

10  中国  31 36 

 

 
a
 对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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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在巴西，4 个联合国实体得到的当地资源捐助占 2008 年总额的 96%。 附件

五进一步研究了这 4 个联合国实体在巴西的项目设计、实施、管理和报告当地资

源捐助方面的作用。
14
 

59. 至于儿童基金会，巴西政府自 2006 年以来每年向基础教育计划提供专题捐

助。对开发署来说，当地资源捐助是多年期国家方案的资金支柱，开发署在巴西

的国家办事处同样报告这类资源是核心和其他非核心资金的来源。
15
 过去 3 年

来，教科文组织也是巴西政府捐助的当地资源的主要得主。所有这 4个联合国实

体均对当地资源捐款资助的项目履行正规的机构审查和批准程序，以确保符合国

家的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和组织各自的战略计划。  

60. 附件五对巴西的经验进行了初步审查，得出的一般结论是，联合国实体在管

理捐助的当地资源方面，不仅发挥着行政作用，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具有实

质性。 这一结论佐证了以下论点，即在许多方案国，当地资源是政府与联合国

发展系统之间的伙伴关系的一个有机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5. 主要发展实体  
 

61. 2008 年向联合国系统提供了 136 亿美元有关发展的资金，联合国 3 个实体得

到了其中的三分之二，开发署占近 40%。  

62. 这表明，有关发展的资金高度集中在少数联合国实体中。 

图十六 

主要实体 

(2008 年：136 亿美元) 

儿童基金会

18%

开发署

37%
其他

9%

农发基金

2%

艾滋病规划署

2%

禁毒办

2%

教科文组织

3%

劳工组织

3%

人口基金

6%

粮农组织

7%

世卫组织

11%

 
__________________ 

 
14
 附件五是与开发署、教科文组织、禁毒办和儿童基金会磋商撰写的。 

 
15
 应该指出，联合国实体在当地资源捐款方案的设计和设施方面的作用因国家而异，并且随着方

案规模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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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资源：用途和去向  
 
 

 A. 业务活动：与发展有关的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  
 

63．按实际价值计算，2003 年至 2008 年期间的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支出增加

16%(见表 6)。有关发展的支出增长也超过以人道主义援助为重点的支出。但 2005

年以来，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总支出仍基本稳定。2008 年，一半的人道主义支出集

中在非洲。  

 1. 支出趋势  
 

表 6 

2003-2008 年的支出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3-2008 年

百分比变化 

10 亿美元现值 发展有关 7.2 8.0 10.2 10.9 11.8 11.8 63 

 人道主义为重点 5.1 4.9 5.1 5.0 5.5 6.8 34 

 共计 12.3 12.8 15.3 15.9 17.3 18.6 51 

 百分比 .. 4 19 4 8 7 .. 

10 亿 2007 年 发展有关 8.9 9.0 11.2 11.8 11.8 11.2 25 

定值美元 人道主义为重点 6.3 5.5 5.7 5.4 5.5 6.5 3 

 共计 15.2 14.5 16.8 17.2 17.3 17.7 16 

 百分比 .. -4 16 2 0 2 .. 

 
 

 2. 2008 年支出 
 

64. 据联合国实体报道，2008 年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总支出为 186 亿美元，其

中约 63%与发展有关，37%以人道主义援助为重点(见图十七)。 

图十七 

支出类别 

(2008 年：186 亿美元) 

核心

17%

非核心

46%

非核心

26%

核心

11%

人道主义援助

     37%

与发展有关的活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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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由核心和非核心资源资助的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分别占支出总额的25%和 75%。  

66.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高度集中于少数实体。2008 年，5 大实体占支出总额的

78%(见表 7)。  

67. 2008年，基金和方案占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支出总额的77%，专门机构占23%。 

表 7  

2008 年联合国实体支出
a
 

(百万美元)  

 2008 年  

支出 

核心

资源供资

非核心资源

供资 共计 

基金和方案  

开发署 590 3 679 4 270 

人口基金 272 164 436 

儿童基金会 747 2 062 2 808 

粮食计划署 517 3 019 3 536 

难民署
b
 301 1 296 1 597 

其他基金和方案
c
 752 769 1 520 

专门机构  

粮农组织 142 548 691 

国际劳工组织
d
 238 186 424 

教科文组织
d
  139 208 347 

工发组织 115 116 231 

世卫组织 452 1 238 1 691 

其他专门机构
e
 276 554 829 

地区委员会 16 43 59 

其他
f
 5 185 190 

支出总额 4 563 14 067 18 630 

 

 
a
 将与世卫组织合作，进一步准确地报告该实体的业务工作得到的捐款。表中暂时包括整个

世卫组织的核心预算。 

 
b
 根据 18.85%的捐款为核心资源这一事实估算核心/非核心类别。  

 
c
 国贸中心、艾滋病规划署、贸发会议、环境署、人居署，禁毒办/药物管制署、近东救济工程处。 

 
d
 根据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摊款估算。 

 
e
 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民航组织、农发基金、海事组织、国际电联、万国邮联、知识产权

组织、气象组织、世界旅游组织。 

 
f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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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支出去向 

 (a) 收入群组 

68. 联合国在过去几年改变了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针对的目标，2008 年国家一级

的支出有 50%以上在最不发达国家，2003 年为 39%。 

图十八 

按收入组群分列的去向 

(2008 年：386 亿美元) 

中低收入国家

21%

中上收入国家

8%

不归类

8%

全球

8%

区域

8%

低收入国家

47%

 

69. 2008 年，用于低收入国家的支出占所报支出总额的 47%左右(见图十八)。
16
 

值得注意的是，所报支出总额有近四分之一没有用于国家一级。  

70. 表 8 和表 9 按选定实体以及收入组和其他特殊国家组列示 2008 年由核心和

非核心资源供资的国家一级支出比例。  

表 8  

用于脆弱国家的核心和非核心资源份额 

(百分比) 

 最不发达国家 低收入国家 内陆发展中国家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核心 非核心 核心 非核心 核心 非核心 核心 非核心 

开发署
a
 62 59 79 66 33 29 6 5 

人口基金 51 60 69 70 26 30 6 3 

儿童基金会 66 55 84 71 33 24 2 3 

粮农组织 47 60 53 69 23 29 12 4 

粮食计划署 80 70 96 81 33 35 6 3 

 共计
b
 65 62 82 73 32 30 5 4 

 

 
a
 不包括方案国捐助的当地资源。  

 
b
 上述 5个实体的合并数字。  

__________________ 

 
16
 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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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从低收入国家的支出来看，核心和非核心资源支出的分布差异很明显，似乎

证实核心和非核心资源的使用和适用受制于和符合理事机构所规定任务和优先

事项的程度不一。这一结论的前提是核心资源支出的分布情况是这种任务和优先

事项的最佳体现。 

72. 表 9 显示联合国发展系统主要实体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支出一直在增加。  

表 9 

2003-2008 年最不发达国家在国家总支出中的份额 

(百分比) 

实体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开发署 22 28 36 33 33 43 

人口基金 52 47 41 46 52 55 

儿童基金会 52 51 51 52 56 58 

粮食计划署 47 50 71 70 72 71 

难民署 51 57 57 56 52 50 

农发基金 38 47 45 41 41 40 

其他专门机构 29 33 32 32 38 39 

联合国其他基金和方案 .. .. .. 11 9 8 
 
 

 (b) 区域  
 

73. 2008 年，非洲得到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资金最多，50%的人道主义支出和 32%

的以发展为重点的支出用于非洲(见表 10)。非洲也是基金和方案以及专门机构提

供的资金的最大受援国(见图十九)。  

表 10 

2008 年支出的区域分布 

(百分比) 

 占总支出份额 

区域  人道主义援助 发展有关 

非洲  50 32 

亚洲/太平洋  18 21 

美洲  5 16 

西亚  19 6 

欧洲  2 4 

全球  0 12 

不归类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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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九 

2008 年按区域分列的支出  

(1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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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表 11 显示，2003 至 2008 年期间，非洲地区的支出份额增加了。亚洲和太平

洋地区的资金也相对增加，而西亚在总支出中所占的份额显著下降，主要原因是

在伊拉克的开支减少。  

表 11 

2003-2008 年支出区域分布 

(百分比) 

 非洲 亚洲及太平洋 美洲 西亚 欧洲 区域间 不归类 

2003 年 31 17 14 22 3 8 5 

2004 年 33 20 14 17 4 10 3 

2005 年 38 22 13 9 3 10 5 

2006 年 35 19 14 8 3 12 9 

2007 年 36 19 13 9 4 8 11 

2008 年 38 20 12 11 3 9 8 

 
 

 

 

   非洲     亚洲/太平洋         美洲         西亚          欧洲         全球/其他

 核心 非核心 共计  核心 非核心 共计  核心 非核心 共计  核心 非核心 共计  核心 非核心 共计  核心 非核心 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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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国家  
 

75. 2008 年，联合国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资金的最大受援国是苏丹，阿富汗居第

二位，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居第三位。 

图二十 

联合国资金的最大受援国 

(百万美元) 

 

 

⑴ 苏丹 

⑵ 阿富汗 

⑶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⑷ 刚果民主共和国 

⑸ 埃塞俄比亚 

⑹ 索马里 

76. 图 20 列示接受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资金最多的十个国家。从中可以看出，

联合国系统在发展情况特殊的国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 

77. 巴西是接受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资金最多的国家之一，主要是因为该国对联

合国系统捐助了相当多的当地资源。 

表 12 

2008 年接受核心和非核心资金最多的十个国家
a
  

  在接受国中排名 

排名 接受国 

支出

(百万美元)

占国民总收

入百分比 人均支出 核心 非核心 

1 苏丹 1 220 2.7 29.5 3 1 

2 阿富汗  842 7.9 29.0 8 2 

3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586 .. 148.9 1 6 

4 刚果民主共和国  562 5.7 8.8 5 3 

5 埃塞俄比亚  539 2.4 6.7 4 4 

6 索马里  373 .. 41.8 26 5 

7 肯尼亚  339 1.2 8.8 6 10 

8 孟加拉国  302 0.4 1.9 19 9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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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an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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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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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受国中排名 

排名 接受国 

支出

(百万美元)

占国民总收

入百分比 人均支出 核心 非核心 

9 伊拉克  275 .. 9.0 21 11 

10 乌干达  273 2.0 8.6 12 12 

 

 
a
 巴西捐款的当地资源很多，但没有列入本表。 

 

78. 前 10 个接受国中有 6 个是非洲国家(见表 12)。接受的资金占国民总收入百

分比最高的 10 个国家中有 9 个也是非洲国家(见表 13)。  

表 13 

2008 年接受的资金占国民总收入百分比最高的国家 

 占国民总收入的 

排名 接受国  百分比 

1 利比里亚  23.8 

2 布隆迪  13.1 

3 阿富汗  7.9 

4 几内亚比绍  6.7 

5 刚果民主共和国  5.7 

6 塞拉利昂  5.3 

7 中非共和国  5.0 

8 乍得  4.3 

9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3.6 

10 马拉维  2.9 

 

 B. 业务活动：仅与发展有关 
 

支出去向  

79. 本节将按收入类别、地区、国家和部门简要回顾在方案国有关发展的支出。  

 (a) 收入组群 
 

80. 有关发展的支出不像整个业务活动那样高度集中在低收入国家，前者的比例

为 39%，后者为 47%(见图二十一和图十八)。  

 



A/65/79 
E/2010/76  
 

10-36470 (C)36 
 

图二十一 

按收入组群分列的去向 

(2008 年：118 亿美元) 

 

低收入国家

39%

区域

13%

全球

12%

不归类

9%

中上收入国家

10%
中低收入国家

17%

 

81. 最值得注意的区别是，据报有关发展的支出约有 34%不是在国家一级使用的，

而对整个业务活动来说，该百分比为 24%。  

 (b) 区域  
 

82. 表 14 比较了 5 大实体有关发展的核心与非核心资源的区域分布情况。 总体

而论，可以说，用于非洲的核心资源超过非核心资源。  

表 14 

联合国特定实体的核心和非核心资源支出区域分布情况 

(百分比)  

实体 

核心/非

核心 非洲

亚洲/太

平洋 美洲 西亚 欧洲 全球 不归类 

开发署
a
 核心 49 24 4 3 2 11 7 

 非核心 33 33 9 7 6 4 8 

人口基金 核心 54 30 10 4 2 0 0 

 非核心 61 14 15 8 2 0 0 

儿童基金会 核心 64 26 4 3 2 2 0 

 非核心 53 29 6 5 2 4 0 

粮农组织 核心 45 26 22 3 3 0 0 

 非核心 42 22 9 7 1 19 0 

世卫组织 核心 23 17 8 9 8 35 0 

 非核心 25 13 2 17 5 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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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 

核心/非

核心 非洲

亚洲/太

平洋 美洲 西亚 欧洲 全球 不归类 

整体 核心 56 26 6 3 2 5 3 

 非核心 43 30 8 6 4 6 4 

 

 
a
 不包括当地资源。 

 (c) 国家  
 

83. 接受用于与发展有关活动核心和非核心资金最多的 10 个国家中只有一个国

家不在非洲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见表 15)。同样，有关发展的支出在国民总收入

中所占比例最高的 10 个国家中有 9 个在非洲，其中许多是发展情况特殊的国家

(见表 16)。  

表 15 

2008 年接受核心和非核心资金最多的十个国家
a
  

  在接受国中的排名 

排名 接受国 

支出

(百万美元)

占国民总收

入百分比 人均支出 核心 非核心 

1 阿富汗  553 5.2 19.0 5 1 

2 苏丹  371 0.8 9.0 10 2 

3 刚果民主共和国  327 3.3 5.1 1 3 

4 孟加拉国  191 0.2 1.2 8 4 

5 印度  186 0.0 0.2 4 7 

6 尼日利亚  185 0.1 1.2 3 8 

7 埃塞俄比亚  169 0.8 2.1 2 12 

8 印度尼西亚  160 0.0 0.7 30 6 

9 伊拉克  160 .. 5.2 49 5 

10 巴基斯坦  131 0.1 0.8 7 13 

 
 

 
a 
巴西、哥伦比亚、巴拿马和阿根廷这四个捐款当地资源大国没有列入上述名单。 

 
 

表 16 

2008 年接受的资金占国民总收入百分比最高的国家 

 占国民总收入的 

排名 接受国  百分比 

1 利比里亚  13.7 

2 布隆迪  6.6 

3 几内亚比绍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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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国民总收入的 

排名 接受国  百分比 

4 阿富汗  5.2 

5 塞拉利昂  4.1 

6 刚果民主共和国  3.3 

7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3.2 

8 中非共和国  2.2 

9 马拉维  2.1 

10 厄立特里亚  2.0 

 
 

 (d) 部门  
 

84. 图二十二和二十三试图表明1993年至 2008年期间联合国实体报告的支出去

向的部门变化。在审视这些数字时，应该铭记，要准确表示与发展有关活动的支

出部门分布情况有其内在的困难，因为联合国系统缺乏这方面的充足而最新的标

准和方法。 因此，以下数字只大致反映 1993 年至 2008 年期间联合国实体有关

发展的支出部门分布变化。 

图二十二 

1993 年按部门列示的开支 

(37 亿美元) 

农业、林业和渔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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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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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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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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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三  

2008 年按部门列示的支出  

(118 亿美元) 

农业、林业和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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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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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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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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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其他问题  
 
 

 A. 发援会捐助国之间分担负担  
 

85. 审查业务活动的核心资金额和这些资金的不同来源有助于评估捐助者之间

平分负担的情况。鉴于联合国实体以及较具全球和区域间性质的方案活动一般由

核心资源支付大部分机构费用，这种评估就更为重要。它将影响区域一级和方案

国一级实际方案支出可用的核心资源数额。  

86. 70 年代和 80 年代出现了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核心资金的负担分担越来越不

均衡的趋势。
17
 这一趋势基本持续到 90 年代和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 1995

年到 2008 年，开发署前 10 名捐助者捐助的平均款额约占核心捐款的 84%，在人

口基金占 93%左右。专门机构也存在捐助资金来源过于集中的问题。例如，在粮

农组织，前 10 名捐助者的捐款(不包括中央应急基金等全球基金，但包括多边捐

助)约占 2006-2007 年收到的自愿资源总额的 53%，前 20 名的捐款占 79%。
18
 依

赖少数国家捐助相对多的核心资金份额还使联合国实体容易受到总体资源流量

__________________ 

 
17
 北欧项目报告，1991 年。 

 
18
 粮农组织方案执行情况报告，2006-2007 年(第 34 段和表 4，见 www.fao.org)。 



A/65/79 
E/2010/76  
 

10-36470 (C)40 
 

不定的影响，例如，万一出现一个或多个主要捐助者突然决定减少资助的情况。 

可通过扩大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捐助者基础减少这种风险。  

87. 表 17 是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分组的不同排名。有 13 个发援会成员国至少

有一次在核心、非核心或总捐款方面位于前 10 名。这些国家的捐款合并起来占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资金总额的一半以上，核心资源的 70%以上，非核心资源的

40%略多一点。  

表 17 

2008 年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政府的捐助(排名)  

捐助者 核心 非核心 共计 

美利坚合众国 1 1 1 

日本 2 4 3 

荷兰 3 6 5 

挪威 4 5 4 

瑞典 5 8 7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6 2 2 

德国 7 11 10 

丹麦 8 12 11 

法国 9 16 12 

西班牙 10 3 6 

加拿大 11 7 8 

意大利 12 9 9 

澳大利亚 16 10 13 

在所有发援会国家中所占的份额 

(百分比) 89 90 89 

在所有捐款中所占的份额(百分比) 71 41 51 

 
 

88. 将一个国家对发展相关活动的实际捐助与其国民总收入的比率(即所谓的发

展与国民总收入之比)同整个群组目前的发展与国民总收入之比中位数进行比

较，就可以确定分担负担的程度。如果所有国家都按现有比率中位数捐助核心资

源，则平分负担会使核心资源增加 5 亿美元，接近 14%。这一增加将使目前捐款

额超过发展与国民总收入之比中位数这一目标要求的国家少捐助 12 亿美元，并

使目前捐款额少于发展与国民总收入之比中位数所要求的国家多捐助 17 亿美元

(见附件六)。其中约 64%的增加额其实可以通过有关国家将现有的非核心捐助转

成核心资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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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附件六也作了类似分析，假定是目前捐款额超过全组发展与国民总收入之比

中位数的国家继续按此比例捐款，而只有捐款不够的国家按照发展与国民总收入

之比中位数这一捐助目标增加资金。这一设想会使核心捐款增加近 17 亿美元，

即 46%。  

90. 必须认识到，分担负担的问题不是发援会国家政府特有的，但由于这些国家

给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捐助居多，附件六的分析可以使人大致了解如果所有经合组

织/发援会国家都按同样的国民总收入份额捐助，联合国会得到的核心资源数额。 

91. 表 18 说明转成发展与国民总收入之比中位数后会对分担有关发展的资金产

生的影响。如表所示，如果每一个国家的捐助数额都根据发展与国民总收入之比

中位数决定，则前 3 名和前 5 名捐助国在有关发展的核心资金中所占的份额将显

著增加。 

表 18 

根据发展与国民总收入之比中位数统计经合组织/发援会主要捐助者分担负担的

情况 

(有关发展的百分比)  

 2008 年实际捐助 

根据发展与国民总收入之比

中位数的捐助额
a
 

根据发展与国民总收入之比

中位数的捐助额
b
 

群组 核心 非核心 共计 核心 非核心 共计 核心 非核心 共计 

前 3名  34  35  33 58  58 58  45  46  48 

前 5 名  51  53  51 71 71 71  57  59  59 

前 10 名  79  84  80 89 89 89  82  84  83 

 
 

 
a
 本栏假设所有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都将根据发展与国民总收入之比中位数捐款，包括目前

捐款超过发展与国民总收入之比中位数的那些国家。 

 
b
 本栏假设捐款超过发展与国民总收入之比中位数的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照常捐款，不改变

数额。 

 
 

 B. 资金流的可预测性  
 

92. 目前已做出努力，对战略规划框架中的资料与实际收到的捐款进行比较，对

资源的可预测性进行研究(见附件七)。 撰写本报告时，因数据还不充足，因而

无法作出全面和有意义的审查。 

93. 于是，审查了一些实体的可预测性要素，对比上一年捐款，研究实际波动和

起伏，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波动与给定的基准年相比对总体可用资源产生

的影响(见图二十四至二十六)。要确定开发署和儿童基金会的实际业绩是否代表

其他实体和整个业务活动，还有待进一步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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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就开发署和儿童基金会而言，核心捐款的年度浮动对 2000 年至 2008 年期间

现有核心资源总体稳步增长似乎没有产生什么负面影响。还认为，因为从收到捐

款到实际执行方案之间固有的时间差，年度波动对总体方案支出的影响更小。  

95. 在审查捐款波动和变化时，应考虑到汇率的影响。图二十七提供了这方面的

信息，审查了美元与欧元和日元的汇率与前一年相比的变化和波动及其与特定基

年相比的长期实际影响。该图显示 1999 年至 2008 年期间波动极大。有些波动之

大可与开发署和儿童基金会的以美元表示的捐款波动相比。 

96. 如图二十四所示，2000 年至 2008 年期间，开发署的核心捐款稳步增长。  

图二十四 

开发署核心捐款趋势(基年：2000 年；名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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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1998 年至 2008 期间，儿童基金会的核心捐款也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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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五 
儿童基金会核心捐款趋势(基年：1998 年；名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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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六 

开发署非核心捐款趋势(基年：1998 年；名义数据) 

UNDP non‐core con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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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图二十七显示汇率波动对向联合国发展系统提供的捐款水平产生的重大影

响。1998 年至 2001 年期间，欧元和日元相对美元贬值大约 25%，此后，这种趋

势发生逆转，对捐款水平产生了积极影响。   

 

图二十七 

欧元/美元/日元汇率趋势(基年：1998 年) 

Exchange rate (Eur/US$ and JPY/US$)
% change previous year and relative to bas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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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供资结构松散 
 

非核心资源流动 

99. 过去十年来，非核心资金流动呈指数增长，这是造成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供

资结构松散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单一捐助者方案和项目专用资金 2000 年以

来名义增长了大约 180%(见表 19)。  

表 19 

按供资模式分列的非核心捐款：2000 年和 2004 年至 2008 年(百万美元) 

模式 2000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单一捐助者方案/项目 

专用 

2 346 3 366 5 955 5 259 6 231 6 572 

当地资源 1 107 1 670 1 423 1 910 1 989 1 430 

多方捐助信托基金  0  629  275  343  319  552 

 汇率(欧元/美元和日元/美元)
 

与前一年相比变化的百分比和相对于基年的变化 

 
  
  

 
 

 
相

对
于

基
年

(
基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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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
)
 

变
化

百
分

比
 

变化百分比(欧元/美元)

相对于基年(欧元/美元)

变化百分比(日元/美元)

相对于基年(日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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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2000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专题资金  0  135  126  182 272  303 

 总计 3 453 5 799 7 779 7 693 8 811 8 857 

 

100.  非核心供资增长被视为导致联合国实体交易费用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例

如，逐个谈判供资协议，逐个跟踪和报告数百乃至数千个项目的方案编制和财务

数据，而且要依照各种不同的要求编写报告，所有这些因素导致超出本组织基本

业务系统范围的费用大量增加。结果是，各实体穷于应付，不得不在与各自基本

管理进程脱节的时限内处理大大小小的补充捐款。有些补充资金还有监测和报告

方面的附加条件，而这种监测和报告不属于有关机构的正常系统范围。这类条件

是造成交易费用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19
 

衡量联合国各实体工作的集中/散乱的程度 

101.  关于联合国各实体方案编制的集中或散乱程度，报告还对各实体在国家和

全球各级总支出中所占比例进行了比较。为此，确定了一个表明集中程度的系数，

用来衡量一个实体在国家一级支出中所占比例在多大程度上超过其在全球一级

支出所占比例，以在实体报告发生支出国家总数中所占百分比表示。  

102.  附件八汇总了基于 2008 年数据的这项分析的结果，按照集中系数显示的

集中程度从高到低排列。正如预料，由于地理上集中的特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

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集中程度极高(100%)。教科文组织集中程度最低，集中系数

显示，在教科文组织 2008 年报告发生支出的 127 个国家中，在国家一级支出中

所占份额超过在全球支出中所占份额的国家只有 27 个(21%)。  

103.  粮食计划署开展业务活动的国家相对较少。但是，粮食计划署的集中系数

却属于最低一类。原因是，尽管 8 个方案国占粮食计划署方案国总支出的大约

55%，但是其余 45%分散于粮食计划署开展活动的其他 78 个国家。  

多方捐助信托基金和“一个联合国”基金 

104.  正在推动多方捐助信托基金作为供资机制以一种有效的、协调一致的方式

分配和利用资源，为联合国全系统发展努力提供支助。利用多方捐助信托基金是

国际社会为提高援助效益和加强国家自主及发展合作领导所做努力的直接成果。

因此，可将这些基金视为改变联合国发展系统散乱情况的手段。  

105.  “一个联合国”基金是多方捐助信托基金，专门支助方案国的“一体行动”

试点举措。表 20 显示 2008 年在 8 个国家通过这种特殊多方捐助供资机制编列的

数额与联合国系统在这些国家有关发展的总支出相比的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 

 
19
 联合国技术合作活动供资讨论文件，灵多乐(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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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一个联合国”基金的影响 

 

受援国 

2008 年支出

总计(百万美元)

“一个联合国”

基金(百万美元)

在总额中所占比例 
(百分比) 

阿尔巴尼亚 18 4 23.4 

佛得角 10 0 0.0 

马拉维 88 0 0.0 

莫桑比克 113 13 11.2 

巴基斯坦  132 0 0.0 

卢旺达 64 12 18.3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93 19 20.2 

乌拉圭 29 4 14.7 

越南 65 17 26.8 

 总体 611 69 11.3 

 
 

106.  表 20 显示，“一个联合国”基金在各国的联合国支出总额中所占比例依然

很小，这表明这类基金目前对扭转联合国系统在国家一级分散状态的影响有限。 

107.  2008 年联合国发展集团关于实施“一体行动”举措的总结报告表明，尤其

是专门机构，由于参与“一体行动”试点国家的各项活动和进程，导致费用增加，

至少在初始期间如此。
20
 

108.  该报告称，费用增加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临时性，而且从长远看，有无可能

下降，还有待观察。报告还指出，“一个联合国”基金对具体机构的资源调动是

否有影响，尚不清楚。尽管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报告说，为联合国系统的国家一

级方案供资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特别是国家一级捐款的可预测性，而且一些

捐助者指定其给“一个联合国”基金的捐款的用途。 

 D. 费用回收 
 

109.  过去十年来，由于非核心资源呈指数增长，费用回收问题一直令人关切，

各实体以及行政首长理事会/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都在审查这个问题。在联合

国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利益攸关方中仍然存在一个看法，这就是核心资源在为

支助和管理及实施非核心资源资助的活动提供补贴，这种情况对区域和国家一级

方案获得核心资源的情况产生不利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 

 
20
 “一体行动”,2008年盘点综合报告(http://www.undg.org/docs/10289/UNStocktaking 

SynthesisReportV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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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由于本报告篇幅有限，无法就费用回收这个复杂问题进行基于综合分析的

深入审查。不过，在目前阶段，可以初步进行粗略的高级别评估，将 2008 年区

域和国家一级核心及非核心方案实际支出与核心及非核心捐款总额进行比较。表

21 显示比较结果。  

111.  表 21 依据的是 16 个联合国实体提供的有关发展的捐款和支出的数据，显

示与捐款相比，区域和国家一级方案支出中核心资源(69%)低于非核心资源

(91%)。出现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是，许多更具全球和(或)区域间特点的方案活

动通常由核心资源资助。还有部分原因是核心资源支付了联合国实体机构费用的

一大部分，而目前费用回收办法和方式均基于仅回收直接费用和递增式可变间接

费用，不回收资助实体基础结构的所谓固定间接费用。 

112.  上述结论认为，与非核心资源相比，核心资源似乎支付了较多联合国实体

的机构费用，因此应视为指示性的，直至能够对若干年的支出数据进行分析。
21
 

表 21 

2008 年区域/国家一级支出与选定的联合国实体总捐款的比较
a 

支出  捐款 支出占捐款百分比 

 
核心 

 

非核心 

  (百万美元) 
核心 非核心 核心

 
非核心 

2 758 8 096 3 991 8 929 69 91 

 

 
a
 依据 16 个联合国实体提供的按核心资源与非核心资源资助分列的支出情况的数据。   

__________________ 

 
21
 只有 2008 年的支出数据是按照核心与非核心资源分列的。例如，五年趋势分析可更准确地确

定与非核心资源相比，核心资源支付的联合国实体机构费用是否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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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加强关于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财务报告 
 
 

改进财务报告的覆盖面、质量和可比性 

 秘书长加紧努力，更新作为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经费筹措综合统

计分析基础的概念、定义和分类(统计概要)。这项工作的目标是提高数据的质量

和可比性，更清楚地体现联合国系统不断变化的任务和业务活动。近年来，通过

关于财务报告问题的机构间协商，主要是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专门机构的协商，联合国实体

捐款的分类有了改进。  

 联合国发展集团还将建立一个工作组，负责订立供联合国实体采用的支出分

类共同准则，从而简化和统一财务报告。不同联合国实体采用较一致的支出分类

办法，有利于分别报告发展、人道主义及建设和平资源流动情况。  

加强关于分列的非核心资金流动情况的报告 

 近年来全系统范围做出努力，以改善关于多方捐助信托基金的报告，为进一

步分别分析预算外资源流动情况提供了坚实的平台。联合国发展集团正在建立一

个全系统多方捐助信托基金数据库，提供所有多方捐助信托基金的最新信息，包

括开发署和其他联合国机构管理的这类基金，并提供有关机构网站的链接。2009

年统计概要首次收入了开发署多方捐助信托基金事务处管理的这类基金的捐款

和发放信息。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正在收集关于其他联合国系统实体管理的多方捐

助信托基金的类似信息。  

加强财务报告的及时性 

 由于受到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报告时间的限制，统计概要于每年 5月发

布，而这时还未收到前一日历年的最后数据。因此，统计概要印发时，所载信息

已是将近两年前的信息。  

 不过，从 2010 年开始，将进一步改进联合国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财务报

告，以更及时地向会员国报告供资信息，为此采取如下措施： 

 (a) 5 月/6 月公布前一年联合国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汇总供资数字，并提

供资源流动情况总趋势的分析； 

 (b) 10月/11月在网上和分析性政策简介中提供前一年联合国发展方面的业

务活动捐款和支出的详细分列数据，并附信息丰富的表和图； 

 (c) 加强统计概要的政策分析，更加注重在网上以及通过秘书处关于财务问

题的定期更新来提供关于资金流动情况的详细数据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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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网上获取供资信息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正在设计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支助和协调办公室网站的一

个主页，以在网上提供统计概要所载所有财务信息，这是行政首长理事会中央存

放处投入使用之前的一项临时措施。新主页预期 2010 年下半年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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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关于来源和覆盖面的技术性说明 
 
 

 为本报告的目的，联合国发展系统的定义是报告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供资情

况的 36 个实体
a
(不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包括

以发展为重点的活动和以人道主义援助为重点的活动。这些活动与具有这方面具

体任务规定的联合国基金、方案、专门机构、各部厅的工作有关。 

 关于捐款和支出的数据直接来自联合国基金和方案(开发计划署、环境署、人

口基金、难民署、儿童基金会、粮食计划署、贸发会议、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国人

居署、禁毒办、工程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各区域委员

会和专门机构(粮农组织、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工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专门

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海事组织、万国邮联、世界气象组织和世界旅游组织)。

有关协调和人道主义事务办公室的捐款和支出数据来自其年度报告，民航组织、国

际电联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来自开发署收集的署长年度报告中提供的关于

技术合作活动的数据。官方发展援助数据来自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多方捐

助信托基金数据直接来自开发署多方捐助信托基金办公室。 

 捐款数据系指特定日历年收到的各国政府和其他公共及私营来源为业务活

动提供的实际捐款，按联合国系统组织分列。有关本系统机构之间资源划拨的数

据尽可能不包括在内。支出数据表示本系统各组织为发展中国家业务活动提供的

支助。除非另有说明，捐款和支出以现值美元表示。 

 许多实体的资源分类不采用“核心”和“非核心”的提法。例如，粮食计划

署采用“多边捐款”和“直接多边捐款”的提法来界定“核心”和“非核心”资

源。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按“不受限制的”、“部门专款”、“专题专款”

和“区域专款”进行捐款分类。专门机构有通过“预算外资源”补充的摊款或经

常预算。为了报告的目的，将上述所有提法分为“核心”和“非核心”两大类，

前者系指不指定用途的资金，完全由联合国实体及其理事会酌情使用，后者系指

由捐助方规定具体地点、专题、活动及业务的专用资金。 

 报告中所采用的名称和信息的提供方式绝对不意味联合国秘书处对任何国

家、领土、城市或其所管辖地区的法律地位或其边境或边界划定发表任何意见。

报告中使用的“国家”一词酌情还指领土或地区。日期之间的连接号是指整个所

涉期间，包括起始和终了年份。 

 
 

 
a 
非洲经委会、欧洲经委会、拉加经委会、亚太经社会、西亚经社会、粮农组织、国际原子能

机构、国际民航组织、农发基金、劳工组织、海事组织、国际贸易中心、国际电信联盟、联

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资发基金、贸发会议、禁毒办、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环境规划署、教科文组织、人口基金、联合国系人居署、难民署、儿童基金会、工发组织、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办公室、人道主义事务、工程处、志愿人员、万国邮联、粮食计划署、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气象组织、世界旅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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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和联合国系统报告方

面的差异 
 
 
 

 联合国和经合组织/发援会在对联合国系统捐款的定义、分类和报告方面存

在一些重大差异。鉴于两者使用不同的定义和分类，联合国的捐款数据必须经过

大量的重复计算，才能与经合组织/发援会的官方发展援助数据相加或与之比较。 

 在联合国统计中，各国向联合国系统提供的核心和非核心资金，都按联合国

业务活动捐款分类。经合组织/发援会只把各国提供的核心捐款归类为向联合国

系统提供的多边援助分类，而把非核心捐款(有时称为“多边-双边”援助)按双

边援助分类。 

 联合国把非核心捐款列入估计数，因为联合国认为各国政府对联合国系统核

心和非核心捐款的目的都在于支持联合国的业务活动。经合组织/发援会把对联

合国系统非核心捐款分类为双边援助，原因是认为捐款国要对非核心资金的用途

进行有效控制，联合国实体不是受援方，而是提供援助的渠道。 

 非核心捐款分类差异是造成两个组织所公布数据之间各种差异最重要的原

因。这包括当地自愿捐款，经合组织/发援会认为这不是对联合国的捐款，它把

这种捐款作为对受援国或对有关开发银行的直接捐款分类。 

 此外，联合国数字包括经合组织/发援会各成员国对联合国系统捐款，而经

合组织/发援会没有收集非发援会成员国中部分大国的数据。 

 联合国数据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私营组织的捐款。在经合组织/发援会的统计

中，这种捐款被列入私人资金类别(即不是官方发展援助)，而对联合国捐款则无

法将单列。 

 目前审查的还有报告方面的其他差异，如对联合国系统专题方案捐款，经合

组织/发援会一般仍将其作为双边援助报告，但列入联合国财政统计数字。这既

是分类问题，也是时间问题。比如，捐助方向多方捐助信托基金捐款，捐助方向

联合国行政代理机构捐款后立即将这笔捐款列为付款(经合组织/发援会同样列

为付款)。但是，在联合国行政代理将资金实际转移给负责执行的联合国参与机

构之前，会发生延迟。只有在资金转移给参与机构时，联合国才将这笔资金列为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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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非核心资金的主要提供方式 
 
 

专题资金 

 除儿童基金会外，专题捐款仍然是联合国发展系统实体的捐款的一小部分。

但是，这种捐款形式吸引力可以说是仅次于经常资源和(或)自愿核心资金，因为

这种资金与联合国实体的战略目标和优先工作挂钩，有利于长期规划，并具有可

持续性。比较其他非核心资源供资方式，专题资金的优势之一是交易费用较低，

报告负担较轻，更能集中用于编制方案和实现成果。会员国不妨对以下问题进行

讨论：如何加强专题资金在联合国发展业务活动总体筹资结构中的作用？ 

多方捐助信托基金 

 截至 2009年底，由联合国管理的多方捐助信托基金资源总额超过45亿美元，

绝大多数资源通过开发署多方援助信托基金办公室提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管理

28 个多方捐助信托基金，其中 14 个与“一体行动”相关。
a
 联合国系统在冲突

后局势中管理这种资金方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b
 目前，多方捐助信托基金

用于应对在进行“横向”方案编制(包括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后在国家一级显然

存在的各种人道主义、恢复、重建和发展挑战。这种资金的用途十分明确，但在

联合国机构战略规划框架之外进行运作，因为特殊的发展情况难以预测和计划。

多方援助信托基金为联合国提供了一种工具，使其能够统筹利用技术资源应对国

家一级的发展挑战。 

当地资源捐款 

 各国一般以现金或实物捐助方式为联合国机构在本国的发展活动提供资源。

2008 年，方案国家通过联合国机构在本国支出的当地资源现金捐款达到 17.3 亿

美元。2008 年最大的当地资源捐助国为巴拿马、巴西和阿根廷。 

__________________ 

 
a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经验显示，联合国一体基金有利于突出战略重点，加强国家所有，提高

巴黎指数的业绩，降低交易费用，减少争夺基金，有利于统一商务惯例，并能改进长期规划，

多方捐助信托基金发展集团捐助方会议，2010 年 1 月 21 日。 

 
b
 多方捐助信托基金在苏丹南部的运作经验表明：(a) 一国内如有一个以上的联合基金，应该建

立联合管理和指导结构，以便开展联合评估，改善协同作用；(b) 集合供资机制必须具有充分

的管理能力，包括部署足够合格的专业人员，并拥有支付必要业务费用的资金；(c) 多方捐助

信托基金管理安排必须能够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和政府能力不足问题，但不影响问责制

度；(d) 为管理和执行多方捐助信托基金制订一套统一的核心程序和方针，并制订具体的快速

应对规定，以便能够按照国家工作的优先次序取得有效和可问责的战略成果，多方捐助信托基

金发展集团捐助会议，2010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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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发署资源中，当地资源捐款占有很大份额，2008 年达到 10.4 亿美元。

这种资金在拉丁美洲中等收入国家最为常见，东道国通过开发署驻地办事处提供

资金，驻地办事处则收取一定的管理费。 

方案项目专项资金 

 如图四所示，2008 年方案和项目专项资金占非核心发展捐款的 75%。
c
 这种

捐款一般很难预测。十年来，方案和项目专项资金迅速增长，成为联合国实体交

易费用增加的一个因素。就各项供资协定进行谈判、对数百甚至数千项目的跟踪

和报告以及财务数据的收集、根据各种不同要求提交报告等，使本组织基本运作

系统之外的费用大大增加。因此，各个机构必须安排大大小小的补充捐款，但时

段又不符合其基本管理程序。部分补充资金还带有各机构正常系统之外的监督和

报告条件。这种条件是交易费用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d
  

 还存在一些关切，即方案和项目专项资金迅速增加可能会扭曲联合国机构理

事会规定的工作优先次序。虽然联合国多数组织努力确保补充资金符合战略优先

事项，但是这种资金都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理事会确定的实质方向。这给制订标

准的专门机构提出了特殊挑战，这些机构整个核心资金占捐款总额的份额从 2003

年的 36.8%，下降到 2008 年的 30.0%。
e
 此外，由预算外资金供资的各种活动，

一般不要求全额成本回收，这实际上意味着这种活动得到了核心资源的补贴。 

 

__________________ 

 
c
 如果加入方案国家的当地资源捐款，该百分比即为 91%，因为这些方案是单一捐助方方案并针

对特定项目。 

 
d
 关于联合国技术合作活动资金筹措的讨论文件，林多莱斯(2007 年)。 

 
e
 专门机构的经常资源/预算外资源比例差异很大。比如，劳工组织的这一比例远远高于上述数

字，高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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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2008 年巴西的当地资源捐款和联合国实体的作用 
 

 

 

开发署 
(1.04 亿美元) 

教科文组织 

(6 000 万美元) 

禁毒办 

(3 900 万美元) 

儿童基金会 

(700 万美元) 

1. 方案设计 开发署和政府执行机

构联合设计项目 

教科文组织主导项目设计 禁毒办和政府执行机构

联合设计项目 

儿童基金会主导项目设计

2. 方案审查与核准 项目需经过开发署项

目审批程序 

项目需经过教科文组织

项目审批程序 

项目需经过禁毒办项目

审批程序 

项目需经过儿童基金会项

目审批程序 

3. 灵活性 为活动一级划拨资源 为活动一级划拨资源 为活动一级划拨资源 为部门一级划拨资源 

4. 管理和执行 开发署负责项目的全

面管理和执行，国家伙

伴负责日常执行工作 

教科文组织负责项目管理

和执行，国家伙伴负责日

常执行工作 

禁毒办协助处理行政问

题，包括采购和付款，并

为活动提供实质性投入 

儿童基金会负责项目管理

和执行，国家伙伴负责日

常执行工作 

5. 监督和执行情况 

   报告 

开发署负责监测进展

和对国家政府的报告 

教科文组织监督项目的执

行进展，政府执行机构负

责进展报告 

禁毒办监督项目的执行

情况，政府执行机构负

责进展报告 

儿童基金会负责监督进

展并对专题捐款进行合

并报告 

6. 方案支助费用 执行局规定收取 3%的

一般管理支助费用 

教科文组织收取 5%的方

案支助费用 

禁毒办收取5%的方案支

助费用 

儿童基金会收取5%的方案

支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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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发展相关捐款(按供资/国民总收入比率中位数计算) 
(百万美元) 

        最佳水平(按中位数计算)      最佳水平(按中位数计算) 

     2008 年实际捐款     DEV/GNI
a
  DEV/GNI

b
 

国家 核心 非核心 共计 核心 非核心 共计 核心 非核心 共计

澳大利亚 59 131 191 90 109 199  90 131 221

奥地利 24 15 39 40 48 88  40 48 88

比利时 52 60 113 50 60 110  52 60 113

加拿大 137 295 431 152 184 336  152 295 446

丹麦 189 99 288 34 41 75  189 99 288

芬兰 100 47 146 26 32 58  100 47 146

法国 161 54 215 281 341 622  281 341 622

德国 203 125 328 366 444 810  366 444 810

希腊 11 11 22 33 40 74  33 40 74

爱尔兰 86 54 140 23 28 51  86 54 140

意大利 126 248 374 221 269 490  221 269 490

日本 350 365 715 508 616 1 124  508 616 1 124

卢森堡 21 67 88 4 4 8  21 67 88

荷兰 332 311 643 85 103 187  332 311 643

新西兰 20 14 34 12 15 27  20 15 35

挪威 330 350 680 43 53 96  330 350 680

葡萄牙 9 4 13 23 28 51  23 28 51

大韩民国 32 37 69 109 132 242  109 132 242

西班牙 152 438 589 152 184 336  152 438 589

瑞典 310 251 562 49 59 108  310 251 562

瑞士 107 52 160 44 54 98  107 54 161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98 452 750 295 358 653  298 452 750

美利坚合众国 551 533 1 084 1 519 1 845 3 364  1 519 1 845 3 364

 共计 3 661 4 013 7 674 4 158 5 048 9 206  5 339 6 388 11 727

 

 
a
 这一栏假设，对比率超出平均数或中位数的经合组织/发援会成员国，这些资源将保持不变。DEV/GNI 是每个经合组织/发

援会成员国对联合国发展系统捐款中与发展有关的份额。 

 
b
 这一栏假设，所有经合组织/发援会成员国将按照 DEV/GNI 比率中位数捐款，包括捐款超过 DEV/GNI 比率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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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联合国四个实体预测和实际捐款比较 
 
 

 下表对战略计划所示四个实体核心和非核心资金的预测数与发展伙伴收到

的实际捐款进行比较。该表显示，预测数字和实际数字差异巨大，特别是非核心

资源。 

(百万美元) 

 开发署  儿童基金会 人口基金  世卫组织 

     核心     非核心   核心  非核心  核心  非核心     核心     非核心 

年份 预测 实际  预测 实际  预测 实际 预测 实际 预测 实际 预测 实际  预测 实际  预测 实际

2000-2003   6 314 8 056  1 377
a

1 051 140 412    

2000 800 634    643 563 435 576     

2001 900 652    701 551 453 674     

2002 1 000 663    588 709 610 745     

2003 1 100 762    585 732 610 956     

2004-2007   7 800 14 690  1 203 1 471 320 694    

2004 800 842    602 791 610 1 187     

2005 900 923    815 812 610 1 950   

 

2006 

 

1 000 

 

924 

   

839 1 056 1 249 1 725

  

 

2006- 

2007 

 

2006- 

2007 

2006-

2007

2006-

2007

2007 1 100 1 119    869 1 106 1 275 1 907   915 909 2 398 3 072

2008-2011          

2008 1 100 1 097 3 900 4 156  900 1 085 1 301 2 805 416 429 200 366    

 共计 8 700 7 616 18 014 26 902  6 542 7 405 7 153 12 025 2 996 2 951 660 1 472    

 
 

 
a
 战略计划预测核心捐款在 12.94 亿美元到 14.60 亿美元。 

  来源：开发署、儿童基金会和人口基金的预测数字出自战略计划或多年筹资框架。世卫组织的预测数字出自该组织的拟议

方案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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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联合国实体工作集中程度测量 

排名 实体 

国家支出总额

(百万美元)

实体占国家支出 
总额份额(百分比)

a
方案国家数

b
 

高于份额 
国家数

c

集中因素

(百分比)
d

  A B C D E

1 近东救济工程处  807 5.7 4 4 100

2 贸发会议-世贸组织 国际贸易中心  6 0.0 28 23 82

3 万国邮政联盟  2 0.0 38 30 79

4 世界旅游组织  2 0.0 21 16 76

5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85 0.6 27 20 74

6 拉加经委会  3 0.0 14 10 71

7 知识产权组织  8 0.1 31 22 71

8 环境署  14 0.1 34 24 71

9 国际电联  2 0.0 17 12 71

10 人口基金  430 3.1 122 86 70

11 艾滋病规划署  40 0.3 98 69 70

12 原子能机构  65 0.5 116 81 70

13 农发基金  450 3.2 89 61 69

14 开发署 3 814 27.1 149 97 65

15 贸发会议  14 0.1 62 39 63

16 气象组织  3 0.0 8 5 63

17 难民署 1 312 9.3 121 71 59

18 儿童基金会 2 639 18.8 125 64 51

19 粮农组织  417 3.0 155 79 51

20 劳工组织  95 0.7 94 47 50

21 禁毒办/药物管制署  120 0.9 54 25 46

22 工发组织  84 0.6 103 41 40

23 民航组织  57 0.4 68 26 38

24 人居署  65 0.5 45 17 38

25 粮食计划署 3 357 23.9 86 29 34

26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3 0.2 12 4 33

27 教科文组织  136 1.0 127 27 21

 

 
a
 B 栏：每个实体占国家一级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支出的份额。 

 
b
 C 栏：各实体 2008 年报告的方案国家数目。 

 
c
 D 栏：实体国家一级支出份额高于其总平均数的方案国家数目(见 B栏)。 

 
d
 E 栏：D栏对 C 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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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支助和协调办公室/发展合作政策处网站

表格清单 * 
 

 

 A. 用于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捐款 
 

1. 按实体开列的捐款：2003-2008 年 

2. 按实体、核心和非核心资源开列的捐款：2003-2008 年 

3. 为发展相关活动捐款最多的 50 个国家：2008 年 

4. 按各种渠道、核心和非核心资源开列的捐款：2008 年 

5. 按非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核心、非核心和当地资源开列的捐款：2008 年

按实体支出：2003-2008 年 

 B. 用于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支出 
 

1. 按实体开列的支出：2003-2008 年 

2. 联合国发展系统前 50 个方案国家：2008 年 

3. 所有方案国家的支出：2008 年 

4. 按地区开列的支出：2008 年 

5. 最不发达国家的支出：2003-2008 年 

6.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支出：2003-2008 年 

7. 按部门开列的支出：2008 年 

 C. 开发计划署管理的多方捐助信托基金 
 

1. 开发计划署多方捐助信托基金办公室收到的捐款：2004-2009 年 

2. 开发计划署多方捐助信托基金办公室转给参与组织的资金：2004-2009 年 

 D. 国家分类 
 

1. 最不发达国家名单 

2. 按区域开列的国家名单 

3. 按收入分组开列的国家名单 

 

__________________ 

 
*
 见 www.un.org/esa/coordination/dcpb_stat.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