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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三十八届会议 
2013年 6月 3日至 14日，波恩 
临时议程项目 13 
能力建设 
 

  《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之下设立的各机构所展开的 
能力建设工作综合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概要 

 编写本报告是为了向德班能力建设论坛第二次会议上的讨论提供资料。本报

告汇编和综合了《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之下设立的相关机构（即未列入

《公约》附件一的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最不发达国家专家

组、适应委员会、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自从德班能力建

设论坛第一次会议以来发表的各项报告中载列的能力建设方面的资料。缔约方不

妨审议本报告中载列的资料，以便进一步加强对能力建设效力的监测和审查。 

 

  

 * 由于《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之下设立的各机构的预订会议的时间安排，本文件迟于应
交日期提交。 

 联 合 国 FCCC/SBI/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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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A. 任务 

1. 缔约方会议在第 2/CP.17 号决定第 144 段中请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组织

一次深入讨论能力建设问题的年度会期德班论坛，邀请各缔约方、《公约》之下

设立的相关机构的代表以及相关专家和从业人员参加，从而进一步增强对能力建

设之效力的监测和审查，以便就展开能力建设活动分享其经验并交流各种想法、

最佳做法和吸取的教训。在同一项决定第 146 段中，缔约方会议请秘书处汇编并

综合《公约》之下设立的相关机构自从德班能力建设论坛最近一次会议以来编写

的报告。 

2. 德班能力建设论坛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在履行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期

间举行。缔约方会议在第 1/CP.18 号决定第 74 段中决定，德班能力建设论坛第

二次会议将在履行机构第三十八届会议期间举行。 

3.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公约》/《议定

书》缔约方会议)在第 10/CMP.8 号决定第 1 段中决定，德班能力建设论坛在缔约

方、《公约》之下设立的相关机构的代表和相关专家及从业人员参与下，是一种

合适的安排，可以就展开与《京都议定书》有关的能力建设活动，分享经验和交

流想法、最佳做法和吸取的教训。 

 B. 本说明的范围 

4. 本报告汇编和综合了以下方面有关能力建设问题的资料：未列入《公约》附

件一的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

组)、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适应委员会、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清洁发展机制执行

委员会自从德班能力建设论坛第一次会议以来编制的以下报告： 

(a) 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工作进展报告(FCCC/SBI/2013/7 和

FCCC/SBI/2012/28)； 

(b) 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工作进展报告：非洲区域国家温室气

体清单上手培训班的报告(FCCC/SBI/2012/25)； 

(c) 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工作进展报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

域脆弱性和适应评估上手培训班的报告(FCCC/SBI/2012/17)； 

(d) 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工作进展报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

域减缓评估上手培训班的报告(FCCC/SBI/2012/18)； 

(e) 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工作进展报告：非洲区域减缓评估上

手培训班的报告(FCCC/SBI/2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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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工作进展报告：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脆

弱性和适应评估上手培训班的报告(FCCC/SBI/2012/32)； 

(g) 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第 22 次会议的报告(FCCC/SBI/2012/27)； 

(h) 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第 23 次会议的报告(FCCC/SBI/2013/8)； 

(i) 适应委员会的报告(FCCC/SB/2012/3 和 Corr.1)； 

(j) 技术执行委员会 2012 年活动和绩效报告(FCCC/SB/2012/2)； 

(k) 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提交《公约》/《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报告

(FCCC/KP/CMP/2012/3 (第一和第二部分))。 

 C. 附属履行机构可能采取的行动 

5. 履行机构不妨审议本报告中载列的资料，以便向德班能力建设论坛第二次会

议的讨论提供资料。 

 二. 《公约》之下设立的各机构工作中的能力建设构成部分 

 A. 未列入《公约》附件一的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工作
中的能力建设构成部分 

6. 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的目标是通过向非附件一缔约方提供技术咨

询和支持，改进未列入《公约》附件一的缔约方(非附件一缔约方)的国家信息通

报的进程和编写工作。
1 

7. 作为其 2010-2012 年工作方案的一部分，
2 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

在 2012 年 4 月至 10 月期间举办了五次区域性上手培训班。
3 这些讲习班的主要

目标是增强参与国家信息通报进程和编写工作的非附件一缔约方的国内专家的能

力。这些讲习班还充当了与会者和专家交流意见的一种平台，并就增订的国家信

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的培训材料提供了反馈意见
4 ，以便对这些材料加以进

一步的改进。 

  

 1 第 5/CP.15号决定，附件，第 1段。 

 2 FCCC/SBI/2010/INF.2，附件一。 

 3 FCCC/SBI/2012/17 、 FCCC/SBI/2012/18 、 FCCC/SBI/2012/25 、 FCCC/SBI/2012/26 和

FCCC/SBI/2012/32.。 

 4 http://unfccc.int/national_reports/non-annex_i_natcom/training_material/methodological_documents/ 
items/34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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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一次培训班的目的是增强非洲区域的国内专家
5 利用增订的国家信息通报

问题专家咨询小组的培训材料的能力，从而改进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编制工作。

来自 37 个非附件一缔约方的 41 名国内专家出席了讲习班，另外每天平均还有

50 人通过电视会议参加讲习班。讲习班上就与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所有部门有

关的各种方法展开了上手培训班。 

9. 第二次和第三次培训班的目的是培养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
6 以及亚洲及太

平洋与东欧区域
7 的国内专家进行脆弱性和适应评估的能力。总共有 67 名来自

这些区域的国内专家参加了讲习班，另外每天平均总共有 79 人通过电视会议参

加讲习班。培训班上向与会者介绍了进行脆弱性和适应评估时采用的各种术语、

定义和概念。这些上手培训练习涵盖各种针对部门的方法、工具和数据要求。 

10.  第四次和第五次培训班旨在培养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
8 以及非洲区域

9 的
国内专家展开减缓评估以及在其国家信息通报中就此提出报告的能力。总共有

69 名来自这些区域的国内专家出席了讲习班，另外每天平均总共有 40 人通过电

视会议参加了讲习班。在涉及展开温室气体减缓评估方面的主要设计考量以及关

于依托这些评估来创建更为详细的国家气候行动计划方面的问题，与会者得到了

逐步的指导。 

11.  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在举办上手培训班时承认，这些讲习班积极

推动了国内专家能力的提高，同时还指出，通过一些行动，可以进一步提高这些

讲习班和网上培训的效力，这些行动包括：以区域性实例充实培训材料；制定电

子学习方案；建立一个专家网络，以推动分享知识、经验和最佳做法；并建立一

个在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讲习班上得到培训的专业人员的数据库。
10 

12.  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在执行其 2010—2012 年工作方案时确定了

所吸取的几个关键的经验教训和意见，包括必须继续提供它一直在提供的技术支

持，并确保培训材料的易得性和获取性以及定期增订，以确保有效的能力建设，

特别是旨在连续不断地改进报告工作和建立机构记忆。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

询小组指出，它继续收到非附件一缔约方提出的在区域和国家各级提供能力建设

支持的请求。在这一方面，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认为，全球环境基金

  

 5 非洲区域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上手培训班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至 27 日在纳米比亚斯瓦科普蒙德
举行。 

 6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脆弱性和适应评估上手培训班于 2012 年 7 月 9 日至 13 日在安提瓜和
巴布达圣玛丽举行。 

 7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脆弱性和适应评估上手培训班于 2012 年 10 月 8 日至 12 日在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万象举行。 

 8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减缓评估上手培训班于 2012年 7月 16日至 20日在圣玛丽举行。 

 9 非洲区域减缓评估上手培训班于 2012年 9月 10至 14日在加纳阿克拉举行。 

 10 FCCC/SBI/2012/28，第 52-6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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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环基金)的各个执行机构和其他政府间机构特别在国家一级推动能力建设支持

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13.  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在其第八次会议上
11 编制了其 2013 年工作

方案。
12 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承认有必要制定一个务实和现实的工

作方案，因此同意，向非附件一缔约方提供技术援助的重点应该放在其两年度增

订报告的编写工作上。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工作方案中所列的与能力

建设有关的活动包括就编写两年度增订报告和组织两年度增订报告讲习班问题编

制补充培训材料，即举办一次专家讲习班，对培训材料进行同行审查，并组织一

次全球讲习班，测试这些材料，以确保这些材料符合非附件一缔约方的要求。其

他活动包括将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的现有培训材料翻译成其他联合国

正式语文，并编制电子学习方案。 

14.  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同意编写涵盖以下方面的补充培训材料：

连续不断地编写国家信息通报和两年度增订报告方面的体制安排；减缓行动及其

效应，包括相关的方法和假定；困难和差距以及相关的财务、技术和能力需求，

包括叙述所需要和所收到的支持并说明所收到的得以编写和提交两年度增订报告

的支持水平。
13 

15.  为了有效地应对《公约》之下强化的报告要求所带来的非附件一缔约方的

连续不断的能力建设需求，国家信息报告问题专家咨询组建议履行机构请国家信

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今后编写一份长期的管理/业务计划，以涵盖国家信息

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的各项活动。
14 

 B. 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工作中的能力建设构成部分 

16.  几年来，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的任务逐步扩充。根据其当前的任务(2011-
2015 年)，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的任务

15 包括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编写、执行和修

订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
16 以及国家适应计划进程。 

  

 11 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组第八次会议于 2013年 2月 25日至 26日在德国波恩举行。 

 12 FCCC/SBI/2013/7，第 25-38段。 

 13 FCCC/SBI/2013/7，第 29段。 

 14 FCCC/SBI/2013/7，第 44段。 

 15 第 6/CP.16号决定，第 2段以及第 5/CP.17号决定，第 13-17段。 

 16 第 5/CP.7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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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按照此其任务，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于 2012 年举行了两次会议，并将于

2013 年举行三次会议。
17 作为其 2012-2013 年工作方案的一部分，

18 除了其他

事项以外，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就各国利用一种案例研究办法在制定中长期适

应计划方面采用的办法和步骤，汇编了资料；向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提供了技术指

导和支持；举办培训班，以提高最不发达国家解决与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最不发

达国家工作方案的其他构成部分和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有关的问题的技术能力。最

不发达国家专家组决定，其培训办法将包括建立最不发达国家管理《公约》之下

的进程和获取支持方面的能力，并发展最不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解决问

题的技能。 

18.  2013 年初，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发布了协助最不发达国家以一致和战略性

方法全面应对适应问题的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技术准则。缔约方会议请最不发达国

家专家组在国家适应计划编制工作初步准则的基础上推敲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技术

准则。
19 这些准则的英文本以电子方式提供，

20 不久将提供法文本和葡萄牙文

本。印刷文本将直接邮寄给最不发达国家，以确认向所有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

准则的重要性，使它们能够及时地在国家一级立即运用这些准则。 

19.  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还发布了《解决最不发达国家适应问题方面的最佳做

法和吸取的教训》第二卷。
21 该出版物有英文本、法文本和葡萄牙文本，着重

叙述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执行方面的问题，包括全环基金各执行机构的经验以及最

不发达国家的其他适应举措。 

20.  作为其 2012-2013 年工作方案的一部分，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提议增强其适

应技术方面的外联工作，包括通过扩展地方应对战略数据库。
22 这样做的目的

是推动在各国和区域之间交流最佳做法和创新的设想。这项努力将通过最不发达

国家门户上的最佳做法平台得到进一步的推动。
23 

21.  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指出，其工作方案的执行工作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

展，而且多数活动已将走上正轨。然而它承认，最不发达国家在继续执行其国家

适应行动方案方面将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支持，而且现在即将在国家一级启动国家

适应计划进程。 

  

 17 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第 21 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9 日至 13 日在不丹廷布举行。最不发达国家
专家组第 22 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至 29 日在图瓦卢富纳富提举行。最不发达国家专家
组第 23次会议，即 2013年的第一次会议，于 2013年 3月 13日至 16日在多哥洛美举行。 

 18 FCCC/SBI/2012/7，附件一。 

 19 第 5/CP.17号决定，第 15和 16段。 

 20 unfccc.int/nap。 

 21 http://unfccc.int/essential_background/library/items/3599.php?such=j&symbol=FCCC/ 
GEN/278%20E#beg。 

 22 http://maindb.unfccc.int/public/adaptation>。 

 23 unfccc.int/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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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在增强最不发达国家门户和开发一个国家适应计划共

同信息系统的新的阶段方面取得了进展，该系统将：向缔约方会议提供信息，支

持其审议与国家适应计划有关的问题；表明各国在其国家适应进程中取得进展，

包括一个相关的国家适应计划文件数据库；支持最不发达国家链接国家适应计划

进程的相关数据、信息和工具，接受各国以及相关组织、区域中心与网络和研究

团体所提供的投入。作为其 2013-2014 年工作方案的一部分，
24 最不发达国家专

家组将开发一个其国家适应计划共同信息系统的原型，供履行机构第三十八届会

议审议。 

23.  作为其 2012-2013 年工作方案的一部分，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将组织四次区

域培训班，其目的是建立最不发达国家在国家一级执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和筹备

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能力。2013 年的第一次讲习班的目标是法语最不发达国

家。
25 几位缔约方代表在讲习班上作讲演，突出强调了其本国的良好做法，包

括制定体制性安排，例如：一个争取适应基金的国家实施实体；将适应问题作为

主流纳入国家活动；以及执行几项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的项目。最不发达国家专家

组报告说，有证据明确表明，最不发达国家适应从业人员的专长知识水平正在迅

速提高。 

24.  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 2013-2014 年工作方案所列的与能力建设有关的活动包

括：编写技术准则的补充材料，以便就能力需求和差距分析等专题提供更为深入

的详细情况和/或逐步指南和/或案例研究；开发评估进展和效力的监测和评价工

具并查明国家适应行动方案进程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的其他构成部分中的差

距；提供一种强化的方法，捕获最佳做法和吸取的经验教训。 

 C. 适应委员会工作中的能力建设构成部分 

25.  适应委员会是由缔约方会议设立的，其任务是特别是通过以下方面的行动

在《公约》下协调一致地执行适应方面的强化行动：增强、巩固和强化相关信

息、知识、经验和良好做法的分享；推动与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各中心和网

络的协同增效并增强与它们的合作；在指导如何鼓励执行适应行动，包括资金、

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向缔约方会议提供信息和建议。26 

26.  适应委员会在其第一次会议上，
27 商定了其三年工作计划，

28 后来得到了

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的核准。
29 作为其愿景的一部分，适应委员会致力于

  

 24 FCCC/SBI/2013/8，附件二。 

 25 法语最不发达国家区域培训班于 2013年 3月 18日至 22日在多哥洛美举行。 

 26 第 1/CP.16号决定，第 20段。 

 27 适应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3年 9月 7日至 10日在泰国曼谷举行。 

 28 FCCC/SB/2012/3，附件二。 

 29 第 11/CP.18号决定，第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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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适应问题家喻户晓，推动将适应工作作为主流纳入发展，并加强解决适应问题

的国家能力。 

27.  适应委员会三年期工作计划中所列的与能力建设有关的活动包括：汇编一

份从事适应工作的区域中心和网络的名单，以便加强其在支持面向国家的适应行

动方面发挥的作用；会同推动执行方式(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相关的双边、

区域和多边机构并会同国家一级的发展机构举办一次讲习班，讨论如何在《公

约》之下协调一致地推动执行强化行动；制定一项战略，协助各国建立和强化其

国家机构以及区域网络和中心；并邀请支持适应工作的区域机构和联合国机构通

报其支持发展中国家适应工作的当前努力，包括能力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其中

包括体制能力。适应委员会还正在考虑制定一些方法和准则，支持不是最不发达

国家的非附件一缔约方规划和执行国家适应规划措施并确定其优先次序，并就与

国家适应规划有关的信息建立一个数据库或信息交换所机制。 

28.  在其第二次会议上，
30 适应委员会进一步审议了其三年工作计划执行工作

的下一个步骤。
31 关于邀请相关的区域机构和联合国组织通报其支持发展中国

家适应工作的情况问题，适应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之前将完成一个模板。一个小型

工作组连同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的一位成员将审查不是最不发达国家的非附件一

缔约方的国家适应计划的现有方式和准则，以便确定这些方式和准则是否合适及

其差距。国家适应规划信息的现有数据库将得到审查和评价，秘书处将编写一份

报告，供适应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D. 技术执行委员会工作中的能力建设构成部分 

29.  技术执行委员会的职责包括：就开发和转让减缓和适应技术方面的技术需

求和政策与技术问题分析提供概览文件；就克服妨碍技术开发和转让的障碍提出

行动，以便能够就减缓和适应问题采取强化行动；通过各相关利益攸关方之间合

作，推动制定和利用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的技术路线图或行动计划。
32 

30.  技术执行委员会在德班能力建设论坛第一次会议之后于 2012 年举行了两次

会议，并于 2013 年举行了一次会议，
33 以推动执行其 2012-2013 年滚动工作计

划。
34 

  

 30 适应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3年 3月 5日至 8日在波恩举行。 

 31 尽管适应委员会的任务中不包括以一种正式文件格式汇报其每次会议的情况，但第二次会议
的一次网播以及为支持此次网播而编写的文件载于 http://unfccc.int/7374。 

 32 第 1/CP.16号决定，第 121段。 

 33 技术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至 29 日在波恩举行。技术执行委员会第四会
议于 2012年 9月 6日至 8日在曼谷举行。技术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3年 3月 26日至
27日在波恩举行。 

 34 FCCC/SB/2012/1，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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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技术执行委员会 2012-2013 年滚动工作计划的目的是支持缔约方强化和/或
提升在《公约》下展开的技术转让活动。2012 年发起的一次短期活动是编制一

份在技术合作领域展开活动的机构的相关工作清单，目的是向技术执行委员会工

作通报情况。另一次短期活动是审查各种来源提出的技术需求，目的是进一步理

解技术需求，补充国家信息通报、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和国家适应计划的进程，并

支持技术执行委员会编写其关于政策和方案指导的各项建议。2012 年发起的其

他短期活动包括：组织专题对话，目的是寻求其他相关技术倡议、利益攸关方和

组织的合作；编写一份现有技术路线图清单；编写技术文件；并在技术信息交换

所内开发一个技术执行委员会信息平台(技术转让信息中心)。35  

32.  技术执行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专题对话，讨论技术开发和转让的扶持性环境

和障碍，专家和各种利益攸关方群体的代表做了讲演和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国

际组织、联合国机构、研究机构、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
36 技术执行委员会

同意发出呼吁，要求各方提供投入说明如何推动技术开发和转让的扶持性环境并

克服此方面的障碍，包括说明技术执行委员会在这一工作领域里可以如何发挥作

用。所收到的来文
37 以及这些来文的概要

38 张贴在技术转让信息中心的网站

上。 

33.  根据专家们在专题对话和小组讨论时提供的资料、各观察员组织提交的干

预函文和来文以及技术转让专家组的相关文件，
39 技术执行委员会在其 2012 年

活动和绩效报告中，
40 列入了关于技术开发和转让的扶持性环境和障碍的关键

信息。 

34.  除了其 2012-2013 年滚动工作计划以外，技术执行委员会将于 2013 年展开

几项后续活动，其中包括：就与技术开发和转让的扶持性环境和障碍有关的具体

问题，组织一些讲习班，进行深入讨论，以便推敲关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

和政策咨询；探讨是否有可能就技术开发和转让的扶持性环境和障碍编写一份技

术文件；编制实用准则和相关工具，用于制定和使用技术路线图；并组织一次讲

习班/专家会议讨论对适应技术的障碍和能动因素。
41 

  

 35 http://unfccc.int/ttclear/pages/home.html。 

 36 技术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与利益攸关方就技术开发和转让的扶持性环境和障碍进行了一次
专题对话，这次对话在技术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和第五会议期间继续进行。 

 37 http://unfccc.int/ttclear/templates/render_cms_page?s=TEM_tec_cfi_ee。 

 38 http://unfccc.int/ttclear/sunsetcms/storage/contents/stored-file-20130312154426954/Enabling%20 
environments-synthesis_final.pdf。 

 39 缔约方会议在第 1/CP.16 号决定第 117 段中设立了技术机制，并在第 1/CP.16 号决定第 124 段
中终止了技术转让专家组的任务。 

 40 FCCC/SB/2012/2。 

 41 FCCC/SB/2012/2，第 18-5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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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工作中的能力建设构成部分 

35.  缔约方会议设立了气候技术中心，以推动国家、区域、部门和国际技术网

络、各组织和倡议之间联网，目的是动员该网络的参加者有效地发挥一系列的作

用，包括推动提供信息、培训和支持，以促进建立发展中国家查明技术办法、作

出技术选择和运用、保持和适应技术的能力的各种方案。
42 

36.  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应在其职权范围内运作，并通过一个咨询委员会对缔

约方会议负责并在缔约方会议的指导下展开活动。由于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的咨

询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是在本报告发表截止日期以后举行的，关于气候技术中心

和网络所展开的能力建设活动方面工作的资料没有列入本文，而将列入今后的报

告。 

 F. 财务常设委员会工作中的能力建设构成部分 

37.  财务常设委员会的任务是协助缔约方会议在公约的财务机制方面履行其职

责，即改进提供气候变化资金方面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合理安排财务机制，动员

资金来源和衡量，报告和核实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的支持。
43 

38.  财务常设委员会于 2012 年举行了两次会议，并于 2013 年举行了一次会

议。
44 

39.  财务常设委员会尚未讨论与能力建设有关的问题。 

 三. 《京都议定书》之下设立的机构的工作中的能力建设构成部分 

  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工作中的能力建设构成部分 

40.  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监督在《公约》/《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领导和

指导下展开的清洁发展机制。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的任务包括：酌情就清洁

发展机制的进一步方式和程序提出建议；核准与基线、监测计划和项目界限等有

关的新的方法；公布关于需要资金的拟议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和寻求机会的

投资者的相关信息，以便于必要时协助安排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的筹资。
45 

  

 42 第 1/CP.16号决定，第 123段。 

 43 第 1/CP.16号决定，第 112段。 

 44 财务常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6 至 8 日在曼谷举行。财务常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于 2012 年 10 月 4 日至 6 日在南非开普敦举行。财务常设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3 年 3 月 8
日至 10日在波恩举行。 

 45 第 3/CMP.1号决定，附件，第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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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及其支助结构于 2012 年极大地扩展了它与清洁发

展机制利益攸关方所展开的活动，
46 其中包括：通过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论坛

与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合作，并在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与该论坛的共

同主席互动；通过指定的经营实体论坛与指定的经营实体合作，该论坛主席在清

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的每次会议上并在每年至少两次会议上与清洁发展机制执

行委员会的核证小组互动；与项目参与者合作；并与其他利益攸关方群体合作。

2012 年，秘书处在八个国家里组织了大约 46 场讲习班、圆桌讨论会、论坛和培

训班。 

42.  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按照《公约》/《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请求，继

续推动项目活动的公平分配。
47 这是通过为非洲

48 和亚洲、太平洋及东欧
49 举

办的关于标准化基线、微型项目额外性指南和抑制需求的三次区域培训活动实现

的。针对所有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的活动方案培训在德国举行，
50 而针对指定

的国家主管部门和活动方案协调和管理实体的类似培训在塞内加尔
51 和安哥拉

52 
举办。应《公约》/《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请求，

53 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

继续致力于制定一些措施，突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和活动方案的可持续发展

共同效应。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开发了一种自愿工具，供项目参与者和协调

与/或管理实体用于以一种结构化和协调一致的方式说明预期的可持续发展共同

效应。 

43.  秘书处代表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启动了两个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服务

台，其中一个向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注册的清洁发展机制项

目活动少于十个的国家中的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和项目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
54

这两个服务台都具有一项互动的功能，对利益攸关方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并具

有一项主动外联的功能，秘书处借此可以与利益攸关方和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联

系，以提供支持。 

  

 46 第 8/CMP.7号决定，第 31段。 

 47 第 8/CMP.7决定，第 30段。 

 48 非洲区域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培训于 2012 年 4 月 15 日至 16 日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
巴举行。 

 49 亚洲、太平洋和东欧区域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培训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至 17 日在菲律宾马尼
拉举行。 

 50 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论坛和培训于 2012年 3月 20日至 23日在波恩举行。 

 5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气候框架公约清洁发展机制下活动方案的联合培训活动于 2012 年
9月 10日至 11日在塞内加尔达喀尔举行。 

 52 开发署/气候框架公约清洁发展机制下方案活动的联合培训于 2012年 7月 30日至 31日在安哥
拉罗安达举行。 

 53 第 8/CMP.7决定，第 5段。 

 54 第 8/CMP.7决定，第 3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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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012 年，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联络和外联工作计划、订正

联络和外联战略和媒体动员计划，更加注重于联络、推广和外联活动
55 。与联

络和外联有关的项目包括：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年度显示宣传员，目的是激励和

提高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推广清洁发展机制的能力；一个电台俱乐部以及针对非

洲电台记者的相关竞赛和培训；关于清洁发展机制改变生活的摄影、视频和播客

竞赛；针对碳市场活动的外联活动；编制视频、音频文件和其他材料。 

 

     

 

  

 55 第 8/CMP.7决定，第 6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