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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134 

2016-201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发展账户出资项目的执行情况：第九次进度报告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发展账户是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个能力建设方案，用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联合

国发展议程优先领域内的能力。 

 本报告是依照大会第 56/237 号决议提交，大会在该决议中决定，将继续不断

审查发展账户的执行情况。本报告说明了发展账户在其中运作的政策环境、账户供

资项目自第八次进度报告(A/68/92)提交以来的执行情况和账户的最新管理情况。 

 自从 1997 年启用发展账户以来，已经核准了 315 个项目，其中 111 个项目

正在执行(第八批和第九批)。此外，将把第十批下的 33 个新项目，包括一个统计

和数据方案项目，作为 2016-201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A/70/6 (Sect.35))的一部分

提交大会审议。 

 
  

 
 

 
*
 A/70/50。 

http://undocs.org/ch/A/68/92
http://undocs.org/ch/A/70/6
http://undocs.org/ch/A/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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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旨在向会员国通报发展账户的执行和管理情况。本报告的任务规定载

于大会第 56/237 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重申，决定继续不断审查发展账户的执

行情况。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此后建议在提出相关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时

提交本报告。 

2. 大会第 52/12 B 号决议设立了发展账户，将其作为向联合国秘书处各经济和

社会实体(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亚洲

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欧

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贸发会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

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能力建设项目提供

资金的机制。 

3. 发展账户出资的项目旨在支持国家、次区域、区域和区域间各级的发展中国

家能力建设工作。这些项目寻求确保对联合国的政府间进程——其中最近开展的

进程是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审议工作——采取有效的后续行动，并把各实施实

体的规范性工作和分析工作延伸到操作层面。发展账户是一个对有创意的新发展

方法进行试验的重要操作机制。这些方法如果成功，可以加大规模和推广，带来

更大发展成果。发展账户还提供了一个推动在目标国家之间，包括在不同地理区

域之间交流和转让技能、知识和良好做法的机制，例如为此推动南南合作以及同

发展援助界更多伙伴进行的合作。 

4. 自从于 1997 年启用发展账户以来，已经核准了 315 个项目，其中 111 个项

目正在执行(第八批和第九批)。2014 年 12 月，大会为发展账户核准的出资总额

达到了 1.813 亿美元。预计将核准的第十批出资将使总数再增加 2 840 万美元，

用于为 33 个新增加的项目提供资金，其中包括一个统计和数据方案项目。发展

账户网站(www.un.org/esa/devaccount/)载有每个具体项目的细节以及所有以前的

进度报告。 

5. 本报告附件一概括了发展账户的各批出资，附件二开列了第八和第九批出资

项目的最新执行情况。 

 二. 发展账户在其中运作的政策环境 

6. 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的预定目标日期是今年年底，因此，2015 年是国际社

会的一个重要关头。取得的成绩很大，尚未完成的工作也很多。2012 年 6 月在巴

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 会议)的主要成果之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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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制定一套可持续发展目标，用以接续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大会可持续发展

目标开放工作组借鉴以前 20 年的经验，于 2014 年 8 月向大会提交了它的报告

(A/68/970和Corr.1)，其中载有关于17项明确目标和169项相关具体目标的提议。

大会第七十届会议的政府间谈判进程将以这些提议为基础，考虑把可持续发展目

标纳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7. 在题为“2030 年享有尊严之路：消除贫穷，改变所有人的生活，保护地球”

的关于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综合报告(A/69/700)中，秘书长提出了一项

普遍性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的执行工作面对很多复杂的挑战，

报告在其中着重指出的一项挑战，是需要制定新的发展衡量尺度，同时为支持

这些衡量尺度，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情况监测系统，并增加

可用的数据和获得数据的机会。该报告还指出，联合国发展系统的业务活动需

要跟上发展形势发生的变化，联合国系统需要“胜任使命”，以落实 2015 年后

可持续发展议程。 

8. 定于 2015 年举行三次重要的高级别国际会议，这些会议将塑造可持续发展

的新时代：(a) 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7 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b) 关

于通过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联合国首脑会议，9 月在纽约举行；(c) 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12 月在巴黎举行。 

 三. 关于第七批出资所取得成就的概述和评估 

9. 2010 年至 2013 年，按照为发展账户第七批出资制定的导则总共执行了 66

个1
 项目。第七批项目分为四个部分：(a) 从 2008-2009 两年期最后预算批款出资

750 万美元举办的 15 个项目(大会第 64/242 A 号决议)；(b) 从 2010-2011 两年期方

案预算出资举办的 28 个项目(大会第 64/244 A 号决议)；(c) 用发展账户头四批出资

项目的余留款项出资举办的 12 个项目；(d) 用大会第 64/243 和第 64/244 A 号决议

核准增批的 500 万美元举办的 11 个项目。 

发展账户对会员国的需要和优先事项的注重 

10. 这些项目聚焦在中期和长期，从而使发展账户能够成为一个支持性的工具，

来推动落实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以及历次联合国大会和首脑会议的成果。发展账

户第七批项目体现了这项努力，其主题是“支持应对主要的全球发展挑战，通过

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合作，推动实现国际商定发展目标”。 

__________________ 

 1 截至编写本报告的时候，可得到 35 个项目的最后评价报告(34 份最后报告和 32 份评价报告)。

这些报告再加上所有已审查项目的项目文件和进度报告，成为本报告的主要文件来源。 

http://undocs.org/ch/A/68/970
http://undocs.org/ch/A/6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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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各种政府间辩论反映了第七批项目的政策环境，其中包括更加注重实现千年

发展目标，并应对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发展造成的影响。在这段期间举行的

主要首脑会议和大会显示了这一点，这些会议包括：审查《蒙特雷共识》执行情

况的发展筹资问题后续国际会议(2008 年，多哈)、联合国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

其对发展的影响会议(2009 年，纽约)、大会千年发展目标问题高级别全体会议

(2010 年，纽约)和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2011 年，伊斯坦布尔)。

里约+20 的筹备工作为第七批项目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见方框 1)。 

 

方框 1 

可持续发展项目 

 里约+20 会议及其筹备过程清楚地显示，国际发展议程的重点已转向可

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在第七批中切实执行了 13 个以减少排放和可持续能

源为目标的项目。几乎每个实施实体都有一个关于可持续性和低碳问题的项

目。 

 
 

 

12. 在里约+20 会议上提出的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是千年发展目标实现进度的

监测工作有一些局限性。在 2010 年大会千年发展目标问题高级别全体会议上也

有人提出，需要增加努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能力建设(见方框 2)。 

 

方框 2 

统计 

 举行 2010 年大会千年发展目标问题高级别全体会议和制订第七批出资项

目的时机非常合适，导致把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能力建设纳入第七批项目的制定

工作，将其作为一个重点领域。有九个项目明确侧重于这个专题领域，另有很

多项目把加强统计能力作为其项目重点的一个副产品。 

 
 

 

发展账户第七批出资项目的总侧重面 

13. 按照第七批出资的主题，所有项目的执行都是为了支持一项或多项千年发展

目标(见图一)。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千年发展目标 1)是获支持频率最高的目标，

其次是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千年发展目标 7)和全球合作促进发展(千年发展目

标 8)。所有这三项千年发展目标都获得半数以上的第七批项目的支持。然而，其

余的千年发展目标也为这些项目提供了重要指导。促进两性平等并增强妇女的力

量(千年发展目标 3)、普及小学教育(千年发展目标 2)、降低儿童死亡率(千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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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4)、改善产妇保健(千年发展目标 5)以及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

病作斗争(千年发展目标 6)也得到第七批项目的支持。 

图一 

项目支持的千年发展目标*
 

 

 
*
 每个项目都可以同时支持几个千年发展目标。因此，上图数字的总和超过总项目数。 

举办第七批出资项目的区域和国家类型 

14. 第七批项目侧重于世界各主要发展区域的国家能力建设。图二2
 显示，第七

批项目注重的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能力建设。半数以上的项目涉及这三个

区域当中的每个区域，在其中至少一个国家实施。此外，三分之一的项目侧重于

中东和北非以及欧洲和中亚国家的能力建设。具有特殊需要的国家得到特别关注。 

  

__________________ 

 2 图二开列了五个区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非洲经委会、拉加经委会、西亚经社会

和欧洲经委会)所覆盖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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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项目覆盖的区域*
 

 

 
*
 每个项目都可以同时支持几个区域内的国家。因此，上图数字的总和超过总项目数。 

15. 图三显示，55%的项目支持了内陆发展中国家，53%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

援助，32%寻求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 

图三 

项目针对的国家类型*
 

 

 
*
 每个项目都可以同时支持几个不同类别内的国家。因此，上图数字的总和超过总项目数。 

16. 大约半数的第七批项目仅集中于一个地理区域。这些项目一般覆盖多个国家，

以此促进南南合作并增加各国相互交流经验的机会。占项目总数三分之一的区域间

项目也是如此，使多个区域的国家受益。全部项目的六分之一是全球项目，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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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会理事会各区域委员会(非洲经委会、拉加经委会、亚太经社会、欧洲经委会和

西亚经社会)所覆盖的五个区域当中，包括了每个区域的至少一个国家(见表)。 

项目地域范围，按实体分列 

(项目数) 

实体 区域 区域间 全球  共计 

     经社部 5 6 2 13 

非洲经委会 4 1 1 6 

欧洲经委会 2 1 2 5 

拉加经委会 6 — 1 7 

亚太经社会 4 2 1 7 

西亚经社会 4 1 — 5 

贸发会议 2 9 1 12 

环境署 1 2 2 5 

人居署 1 1 1 3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3 — — 3 

 共计 32 23 11 66 

 

各项目的具体侧重面 

17. 第七批项目借助 10 个实施实体的任务规定和相对优势，覆盖多种多样的专

题领域。3
 项目是直接根据会员国的请求制定的，因此，这些领域反映了这些国

家的需要和优先事项。 

18. 图四显示，最常涉及的专题是治理(32 个项目)。治理项目的例子包括：在亚

洲和太平洋加强南南合作，以使各种可持续能源备选办法更加负担得起(项目

AQ(2008-2009 年 )，亚太经社会 )；加强发展政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项目

AK(2008-2009 年)，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加强区域知识网络，以推动有效执行联

合国发展议程和评估进展情况(项目 W(2010-2011 年)，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__________________ 

 3 本节所述专题领域是按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的专题群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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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各项目涉及的主要专题群组*
 

 

 
*
 很多项目涉及若干专题群组，因此每个有关类别都将其列入。 

19. 第二个最常涉及的专题是可持续发展、人类住区和能源(27 个项目)。这些项

目的例子包括：在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的受援国进行能力建设，以便采纳

和应用创新的清洁技术来适应气候变化并实现知识驱动的可持续增长 (项目

AN(2008-2009 年)，欧洲经委会)；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城市进行能力建设，以增加

面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复原能力(项目 AN(2010-2011 年)，人居署)；加强制定和执

行可持续能源战略的国家能力(项目 AL(2010-2011 年)，环境署)。 

20. 第三个最常涉及的专题是宏观经济学(14 个项目)，项目所针对的具体问题的例

子包括：通过编制宏观——微观综合模型加强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致性(项目

AG(2008-2009 年)，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加强内陆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以吸引外国

直接投资来促进发展并使本国生产能力现代化(项目 AJ(2010-2011 年)，贸发会议)。 

21. 有 12 个项目涉及国际贸易这个专题领域，其中包括：加强西亚经社会区域

就双边投资条约进行谈判的能力(项目 M(2010-2011 年)，西亚经社会)；通过促贸

援助计划帮助发展中国家切实融入全球经济(项目 A(2010-2011 年)，非洲经委会)；

把贸易内容纳入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项目 S(2010-2011 年)，贸发会议)。 

22. 还有 9 个项目涉及统计专题领域，其中包括：加强用于监测千年发展目标及

其他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实现进度的主要统计数字和指标(项目 AB(2010-2011 年)，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加强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统计能力，以结合自

然灾害和住房危机监测千年发展目标当中有关贫民窟的具体目标的实现情况(项目

AU(2008-2009 年)，人居署)；加强国家的统计和机构间能力，以通过区域间合作

和知识分享来监测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项目 H(2010-2011 年)，拉加经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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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 8 个项目涉及社会发展专题领域，其中包括：在亚洲和太平洋加强社会保

护(项目 K(2010-2011 年)，亚太经社会)；在西亚经社会区域加强各国决策者制定

国家青年政策和行动计划的能力：响应世界青年行动纲领(项目 AI(2010-2011 年)，

西亚经社会)。 

项目伙伴 

24. 在整个项目周期促进伙伴关系是发展账户战略的最根本核心。实施实体在伙伴

们的参与下，得以拓展最初的项目框架，扩大项目的所及范围。所审查的几乎所有

项目(35 个)都是通过某种类型的伙伴关系来执行：在所审查的项目中，有 66%是通

过与联合国秘书处实体间的伙伴关系来执行，63%是通过与其他联合国实体的伙伴

关系，26%是通过与布雷顿森林机构或其他多边金融机构间的伙伴关系，大约 23%

是通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间的伙伴关系，3%是通过与私人部门的伙伴关系(见图五)。 

图五 

项目伙伴的类型*
 

 

 
*
 很多项目有若干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因此每个有关类别都将其计算在内。 

通过杠杆效应吸引项目资金和举措 

25. 伙伴关系还有助于确保利益攸关方在项目结束后继续提供支持。如果通过杠

杆效应吸引资金，会增加利用外部资金继续开展和推广项目活动的可能性，并会

产生乘数效应。图六显示，在所审查的第七批项目中，80%的项目得以通过杠杆

效应吸引资源，包括吸引财务资源(17%)、实物资源(26%)或二者兼而有之(37%)。

这些较高的百分比显示，发展账户项目在其他组织眼中作用很大，切实可行，值

得投入时间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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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杠杆效应 

 

26. 图七显示，在所审查的第七批项目中，最常通过杠杆效应来调动的资金来源

是受惠国政府(19 个项目)，随后依次是联合国实体(15 个项目)、其他国际组织(15

个项目)和非受惠国或捐助国政府(13 个项目)。 

图七 

吸引资源的来源*
 

 

 
*
 多次计算：很多项目利用杠杆效应从几个类型的伙伴那里调动资源，因此每个相关类别都

将其计算在内。 

27. 吸引合作伙伴的资金是某些项目的重要特点，贸发会议项目“致力于建立投

资政策全球监测系统”(项目 AK(2010-2011 年)，贸发会议)就是一个例子。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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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下，涉及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举办三个区域能力建设讲习班的大部分

费用(71%)由项目伙伴组织支付，使贸发会议能够增加通过该项目提供的能力发

展支助。 

28. 许多项目还可获得非受惠国捐助方的支持，例如，亚太经社会成功调动了来

自该区域两国政府的资金，用于进一步执行改善亚太经社会区域灾害风险防备状

况项目的主要部分(项目 I (2010-2011 年)，亚太经社会)。同样，贸发会议得以从

两个北欧国家政府调动资金，为其加强发展中国家将性别观点纳入贸易政策主流

的能力的项目(项目 Q (2010-2011 年)，贸发会议)开发一个培训单元。 

支持项目成果的可持续性 

29. 受惠国参与发展账户项目和为其出力对这些项目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发展

账户项目是针对受惠国的请求而制定的项目。这意味着，这些项目通常拥有来自

这些国家的坚定政治承诺。这类项目的一个例子是改善东南欧特别是摩尔多瓦共

和国贩运人口问题刑事司法对策的项目(项目 N(2010-2011 年)，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该项目的需求评估以及优先事项的确定是与项目受惠方密切合作开展

的，以确保其对项目的承诺和自主权。与相关国家实体和国际实体为打击贩运人

口活动进行的合作确保了当前的活动和政策具有互补性，避免了重复努力。 

30. 适应具体情况是确保项目成果具有可持续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项目各个

执行阶段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可确保受惠国利益被置于优先地位，并可对项目

加以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例如，亚太经社会成功地调整了其加强亚太

区域减缓金融危机影响、保持活力和包容性发展的能力的项目 (项目

AF(2010-2011 年)，亚太经社会)；该项目最初侧重于加强减缓金融危机影响的能

力，但是其范围已经根据每个次区域的不同优先事项加以扩展。在项目完成时，

其重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为对该区域在未来危机面前的复原力和持久活力而

言至关重要的区域合作问题。 

 

 四. 对发展账户实行成果管理 
 

 

31. 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是发展账户的方案主管，在账户的日常管理工

作中由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能力发展办公室内的一个班子提供支助。2012 年，通过

聘用一名监测和评价干事，由一个捐助国提供的为期两年的初级专业人员职位供

资，这套班子的力量暂时得到加强。拥有一个专门致力于监测和评价的职位能够

更密切地跟踪项目执行进展情况，也有助于将项目设计和执行过程中使用的良好

做法和战略发扬光大，以及在规划随后的项目时汲取经验教训。在该初级专业人

员职位于 2014 年年底终止后，必须确定新的安排来维持评价职能。 

32. 迅速拟订第九批出资项目的方案是本报告所述期间的一个主要优先事项。大

会在 2013 年 12 月核准的协理方案干事(P-2)员额大大有助于完成这项任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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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新的发展账户治理和管理架构所引入的新工作方法也有助益。到 2014 年 6

月，第九批出资启动六个月之后，所有项目中有 56%(46 个项目中的 26 个)已核

准拨款，到 2014 年底，这一比例已达到 87%(46 个项目中的 40 个)。这和以前几

批出资相比是一个重大的改善，因为第九批项目方案拟订所需时间不到第七和第

八批项目相应的方案拟订时间的一半。 

33. 除了第九批核准的 46 个项目外，2014 年期间还拟订了另外 13 个由发展账户

第五和第六批项目余留款供资的项目方案。按照大会第 56/237 号决议，业绩不佳

项目的资金可被重新调拨，以产生更好的成果，据此重新拟订了经济和社会事务

部两个项目的方案：(a) 项目 I (2014-2015 年)，重点是加强选定发展中国家的体

制能力，以监测和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和指标；(b) 项目 G(2014-2015

年)，重点是数据收集方法和工具，以支持制定基于证据的政策，应对撒哈拉以

南非洲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34. 方案主管今后的当务之急主要是迅速拟订发展账户第十批出资方案和及时

结束第九批出资。 第十批出资的主题(“支持会员国执行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加强统计和数据、循证政策和问责制”)反映了会员国的优先事项。 

35. 第十批出资的 33 个新项目中包括一个关于统计资料和数据方案的项目，该

方案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衡量和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这一费用 1 000

万美元的方案的规模远远超过平均的发展账户项目(650 000 美元)。该方案将作为

一个统一的结构化整体，而不是作为一些单个项目和提案的组合来实施，并将借

鉴目前帮助制订和最后确定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次对话、

小组活动、辩论和政府间讨论的成果。 这将是一个由需求驱动和国家自主的方

案，旨在利用其他统计方案和供资举措的杠杆作用取得倍增效应。该方案将积极

谋求与其他联合国实体统计能力发展方案互动协作、统筹协调和达成一致，以便

使联合国系统实现“一体行动”，体现所有联合国机构的共同责任，为各国建立

有效和可持续的信息基础设施提供支持。 

 

 五. 结论和建议 
 

 

36. 发展账户是一个独特的供资机制，使会员国有机会获得联合国秘书处的经济

和社会实体，即发展账户的十个实施实体(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拉加经委会、亚

太经社会、西亚经社会、欧洲经委会、非洲经委会、贸发会议、环境署、人居署

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所拥有的全面知识和专长。发展账户项目是直接针

对各国提出的请求拟订的，目的是加强其优先需求领域的能力。第十批出资的主

题是“支持会员国执行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加强统计和数据、循证政策和问责

制”；第十批出资包括一个关于统计资料和数据方案的 1 000 万美元的新项目，

这是发展账户的一个重大里程碑。该方案将提供一个有创意的新办法，使发展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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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十个实施实体能够密切合作，利用各自的专门知识和相对优势，通过加强国家

统计系统，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数据挑战。 

37. 本报告所述期间，发展账户第七批出资项目成功结束。这些项目是直接针对

会员国提出的满足其优先需求的援助请求制定的，在世界所有主要的发展中区域

实施。 

38. 本报告所述期间还启动了发展账户第九批出资，并拟订了由第五和第六批项

目余留款供资的 13 个项目的方案。这些项目的核准程序和以前几批项目的核准

程序相比大大缩短，从而为在受惠国实地实施项目留出更多时间。 

39. 第十批项目的方案拟订工作吸取了重要的意见以及从对第七批项目的评价

中获得的经验教训。通过一个为期两年的初级专业人员职位供资的临时监测和评

价干事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前进的过程中，必须继续并进一步加强这一

做法，系统地审查项目进度报告以及最后报告和外部评估报告，提炼从项目执行

过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40. 展望未来，发展账户管理方接下来要采取的重要步骤包括迅速拟订第十批出

资项目的方案和及时结束第九批出资项目。在这方面，秘书处随时准备继续向发

展账户提供有效支持，帮助发展中会员国。 

41. 大会不妨注意到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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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截至 2015年 4月 30日发展账户各批出资概况 

两年期 主题 批次 

已核准 

(千美元) 大会决议 

项目 

总数 

执行中 

项目数 执行期 

截止 2015 年 4 月 

30 日的状况 

(百分比) 

         1998-1999 支持召开全球会议 1 13 065.00 53/220 A  7  — 已结束 

2000-2001 建立联系和区域和次区域专门知识 2 13 065.00 54/249 16 — — 已结束 

2002-2003 为管理全球化进行能力建设 3 13 065.00 56/254 A 20 — — 已结束 

2004-2005 通过伙伴关系、知识管理以及利用信息和

通讯技术，建立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能力 

4 13 065.00 58/270 23 — — 已结束 

2006-2007 通过知识管理、建立联系和伙伴关系，

支持在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方面取

得进展 

5 13 065.00 60/247 24 — — 已结束 

5 A 3 415.90 60/246 和 61/252 6 — — 已结束 

5 B 5 071.00 62/235 10 — — 已结束 

2008-2009 通过创新、建立联系和知识管理，支持

在实现国际商定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 

6 16 480.90 62/237 27 — — 已结束 

 6 A 2 170.40 62/236，62/237 和 62/238 5 — — 已结束 

 6 B 7 500.00 64/242 A  15 — — 已结束 

2010-2011 支持应对主要的全球发展挑战，通过全

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合作，推动实现

国际商定发展目标 

7 18 651.30 64/244 A  28 — — 已结束 

 7 A 4 000.00 第一到第四批出资的余留款 12 — — 已结束 

 7 B 5 000.00 64/243 和 64/244 11 — — 已结束 

2012-2013 支持会员国面对多重和相互关联的发展

挑战，加快在实现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

内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 

8 23 651.30 66/248 A 40 40 2012-2015 57 

 8 A 5 591.90 66/246 12 12 2012-2015 37 

2014-2015 支持会员国设计和执行实现可持续、公

平和包容发展的战略和政策 

9 28 398.80 68/248 A 46 46 2014-2017 10 

9 A 7 113.00 第五和第六批出资的余留款 13 13 2014-2017 3 

 已核准总数    181 256.50  315 111   

2016-2017 支持会员国执行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加

强统计和数据、循证政策和问责制 

10 28 398.80 2016-201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

算(A/70/6 (Sect. 35)) 

33 — 2016-2019 — 

 总计   209 655.20
a
  348    

 

 a 不包括第一至第四批项目的 4 000 000 美元余留款，这笔款额现已编入第七批出资方案；也不包括第五和第六批项目的 7 113 000 美元余留款，这笔款额

现已编入第九批出资方案。 

http://undocs.org/ch/A/70/6(Sect.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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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八和第九批出资的最新状况：执行率 
 

表 A.1 

截止 2015年 4月 30日由 2012-2013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36款(发展账户)提供经

费的项目(第八批出资) 

   

已核准(A) 支出(B) 

执行率 

(百分比) 

 项目名称 实施机构 (千美元) (B)/(A) 

      
A 开展能力建设，消除最不发达国家在利用国际支

持措施方面的制约因素 

经社部 670.0 

 

462.2 

 

69 

B 通过推广和采用创新做法，加强最不发达国家公

共部门公平提供优质服务的能力 

经社部 640.3 477.2 75 

C 加强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管理水荒和旱灾的国家

能力 

经社部 570.0 417.7 73 

D 加强选定发展中国家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国家发

展战略主流的能力 

经社部 650.0 280.7 43 

E 有益森林的气候变化融资：降低森林砍伐和退化

所致排放，强化降排及其对世界各地其他森林功

能融资的影响 

经社部 600.0 310.7 52 

F 培养公私伙伴关系，加强各国制订、实施和评价

面向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以创造就业、

实现增长和减少贫穷 

经社部 400.0 239.1 60 

G 衡量支持发展目标的绿色经济：统计框架、指标

和工具 

经社部 800.0 481.6 60 

H 加强会员国在发展决策方面的地理空间信息管

理能力 

经社部 400.0 327.6 82 

I 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努力建设经济复原力 贸发会议 397.0 149.2 38 

J 通过开展与贸易有关的培训和能力建设，加快特

定西非国家实现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特别是千年

发展目标 8 的进展 

贸发会议 577.0 478.7 83 

K 建设发展中国家制定和实施以千年发展目标为

导向的贸易政策的能力，面对多种相互关联的发

展挑战，推动加快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贸发会议 694.0 131.8 19 

L 应对贸易和贸易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就业的影响 贸发会议 232.0 57.1 25 

M 加强特定最不发达国家贸易和规划部委制订和

实施有利于减贫的贸易战略的能力 

贸发会议 641.0 385.6 60 

N 建设国家能力，促进对绿色增长和其他增长部门 贸发会议 461.0 287.0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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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核准(A) 支出(B) 

执行率 

(百分比) 

 项目名称 实施机构 (千美元) (B)/(A) 

      的外国直接投资 

O 促进推动发展的可持续经营模式：投资穷国、投

资扶贫和投资助贫 

贸发会议 462.0 314.9 68 

P 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能力，促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以及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的区域和区域间金融

和货币合作 

贸发会议 555.0 91.7 16.5 

Q 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各国的部门和宏观经济政

策和方案的主流 

环境署 542.0 434.5 80 

R 将环境可持续性纳入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和联

合国共同国家方案编制进程 

环境署 541.0 350.6 65 

S 建立各国有效执行多边环境协定的审查制度 环境署 543.0 — — 

T 加强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成员国以妇女的土地

和财产权为特别重点处理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

民的土地和财产问题的能力 

人居署 452.0 291.5 65 

U 加强东南亚决策者为改善城区和近郊区的废水

处理和再使用推行政策和制订计划的能力 

人居署 348.0 322.6 93 

V 将犯罪、腐败、毒品和恐怖主义方面的问题纳入

国家发展计划和筹备进程 

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 

650.0 — — 

W 加强会员国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编制持续

和可靠的发展议程进度计量指标的能力 

非洲经委会 682.0 411.3 60 

X 加强非洲国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广使用可再

生能源的能力 

非洲经委会 703.0 266.6 38 

Y 加强非洲国家使用移动技术收集数据促进有效

制订政策和决策的能力 a
 

非洲经委会 1 845.0 1 582.1 86 

Z 加强非洲开发区域农业价值链的能力 非洲经委会 499.0 78.5 16 

AA 加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为合法过境、区

域合作和一体化提供便利的能力 

欧洲经委会 750.0 473.7 63 

AB 为减缓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能效投资 欧洲经委会 1 250.0 1 234.4 99 

AC 实现生产力统合：贸易、融资和创新促进小规模

企业 

拉加经委会 575.0 215.0 37.4 

AD 迈向低碳经济：促进能效和创新的政策办法 拉加经委会 478.0 393.5 82 

AE 把握时机，争取平等：加强社会政策的体制框架 拉加经委会 661.0 458.5 69 

AF 加强拉丁美洲和亚洲特定国家建立和改善培训

制度和保护工人免于失业的能力 

拉加经委会 754.5 514.8 68 

AG 加强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减少灾害风险和实现

发展的能力：弥合亚洲的信息、知识和政策差距 

亚太经社会 600.6 173.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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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 15-10065 (C) 

 

   

已核准(A) 支出(B) 

执行率 

(百分比) 

 项目名称 实施机构 (千美元) (B)/(A) 

      
AH 加强有特殊需要的国家制定和执行经济和社会

发展政策的能力，以加快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

度 

亚太经社会 643.5 179.7 28 

AI 开展区域间合作，加强国家在计量实现性别平等

和增强妇女权能进度方面的能力 

亚太经社会 686.4 440.6 64 

AJ 深化区域连通性：通过落实无纸贸易和运输便利

化系统，加强亚洲发展中国家增加区内贸易的能

力 

亚太经社会 854.0 539.0 63 

AK 阿拉伯国家议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执行安全理

事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2000)号决

议的机构和能力建设项目 

西亚经社会 510.0 97.0 19 

AL 西亚经社会区域政府领导人基本信通技术学院 西亚经社会 509.0 233.7 46 

AM 通过应用综合水资源管理工具，提高阿拉伯各国

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西亚经社会 517.0 160.8 31 

AN 加强利用工人汇款筹措发展资金的能力 西亚经社会 464.0 302.7 65 

 共计(第八批出资)
b
  24 807.3 14 047.5 57 

AO 发展电子参与能力：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让公民

参与制定政策和决策进程 

经社部 362.9 192.5 53 

AP 利用经济模型，支持政府向低碳增长和人类发展

过渡 

经社部 380.0 249.2 66 

AQ 结合年度部长级审查，支持就 2015 年后发展议

程开展全国对话 

经社部 375.0 147.7 39 

AR 加强非洲国家促进非洲内部贸易的能力 贸发会议 490.0 96.9 20 

AS 建设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管理能力 贸发会议 410.0 9.2 2 

AT 促进微集水区规划并推广低成本绿色投资战略，

以期改善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的城市饮用水

供应 

环境署 390.0 52.9 14 

AU 发展能力，提高亚太城市对气候变化的复原力 人居署 382.0 238.9 63 

AV 建设妇女从事农商业的能力，加强东部非洲粮食

安全 

非洲经委会 520.0 — — 

AW 对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进行可持续森林管理，促进

更加绿色的经济 

欧洲经委会 500.0 422.8 85 

AX 加强各国政府的能力，在暴力和不安全日增情况

下，通过创新方案和循证政策，让年轻人融入社会 

拉加经委会 500.0 112.9 23 

AY 提高亚太区域欠发达国家的能力，便利私营部门 亚太经社会 691.0 165.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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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65 (C) 18/22 

 

   

已核准(A) 支出(B) 

执行率 

(百分比) 

 项目名称 实施机构 (千美元) (B)/(A) 

      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AZ 在西亚经社会区域，建立开发适当的绿色技术的

能力，改善农村社区的生计 

西亚经社会 591.0 189.7 32 

 共计(第八-A批出资)  5 591.9 1 877.9 34 

 

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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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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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经委会：非

洲经济委员会；贸发会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环境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人居署：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a 来自调配的项目 M(2008-2009)、项目 C(2010-2011)和项目 Y(2012-2013)的资金。 

 b 包括第六-B 批和第 7 批出资的调配项目，数额为 1 156 000 美元(非洲经委会项目 Y)。 

 

表 A.2 

  截止 2015年 4月 30日由 2014-2015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35款(发展账户)提供经

费的项目(第九批出资) 

   

已核准(A) 支出(B) 

执行率 

(百分比) 

 项目名称 实施机构 (千美元) (B)/(A)
*
100 

      
A 加强发展中国家国家税务部门谈判签订和适

用双重征税条约，从而为可持续发展筹资的能力 

经社部 632.0 153.4 24 

B 支持会员国发展和加强环境统计以及综合环

境和经济核算，以更好地监测可持续发展 

经社部 691.0 — — 

C 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以评估为减轻

风险和减少脆弱性执行毛里求斯战略方面的

进展情况 

经社部 588.0 — — 

D 通过建模政策分析，支持发展中国家从基于千

年发展目标的发展战略向更广泛的可持续发

展战略过渡 

经社部 630.0 4.6 1 

E 加强非洲和亚洲各国政府和土著领袖保障社

会融合和包容性发展的能力 

经社部 524.0 — — 

F 加强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以期

为可持续发展决策有效编制和使用人口数据 

经社部 588.0 — — 

G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国家自愿情况介绍的基

础上，通过参与性办法加强选定发展中国家制

定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能力 

经社部 395.8 — — 

H 加强发展中国家通过放开政府数据提供可持

续发展信息的能力 

经社部 592.0 108.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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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15-10065 (C) 

 

   

已核准(A) 支出(B) 

执行率 

(百分比) 

 项目名称 实施机构 (千美元) (B)/(A)
*
100 

      
I 加强选定发展中国家各级地方政府有效制定

发展政策和进行可持续发展规划的能力 

经社部 639.0 — — 

J 加强国家为执行《关于所有类型森林的无法律

约束力文书》制定国家行动计划的能力 

经社部 413.0 6.8 2 

K 建设发展中国家决策者能力，应对主权债务管

理领域监管和体制方面的差距 

贸发会议 588.0 111.1 19 

L 支持各会员国通过国家可持续产品出口审查

制定和启动可持续产品出口战略 

贸发会议 590.0 110.4 19 

M 建设特定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以改善其鱼类

出口并使之多样化 

贸发会议 596.0 — — 

N 加强决策者的能力以评估非关税措施在国际

贸易中的影响并制订适当的对策 

贸发会议 620.0 18.3 3 

O 气候变化对加勒比沿海运输基础设施的影响：

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能力 

贸发会议 595.0 2.3 — 

P 加强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的能力，增强国

内生产与矿产资源部门之间的联系 

贸发会议 641.0 3.0 — 

Q 建设发展中国家转向可持续货运的能力 贸发会议 611.0 70.0 11 

R 加强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和优先部门促进

投资的官员和学术界为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

吸引投资的能力 

贸发会议 585.0  - 

S 利用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办法，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建设可持续和有复原

力的生态粮食系统 

环境署 633.0 — — 

T 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国家一级提供可持续消费

和生产服务 

环境署 651.0 — — 

U 在危机后国家实现可持续和具有抗灾能力的

发展，将环境和减少风险纳入发展规划的主流 

环境署 521.0 — — 

V 通过改进监测和信息，加强非洲解决土地权保

障问题的能力 

人居署 501.0 50.0 10 

W 加强各国制定和采用住房和贫民窟改造战略

的能力 

人居署 629.0 152.0 24 

X 加强亚太地区会员国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国

家城市政策主流的能力 

人居署 730.0 213.0 29 

Y 加强非洲国家使用移动技术收集和扩散数据

促进有效制订政策和决策的能力 

非洲经委会 1 165.0 — — 

Z 加强选定非洲国家的政策分析、预测和发展规 非洲经委会 634.0 89.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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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65 (C) 20/22 

 

   

已核准(A) 支出(B) 

执行率 

(百分比) 

 项目名称 实施机构 (千美元) (B)/(A)
*
100 

      划能力 

AA 加强非洲各国政府谈判透明、公平和可持续的

采掘业合同的能力，以促进基础广泛的可持续

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 

非洲经委会 635.0 — — 

AB 加强非洲同行审议机制国家进行有效自我评

估及执行国家行动计划的能力 

非洲经委会 624.0 59.4 10 

AC 加强选定的经济转型国家促进可持续住房的

国家能力 

欧洲经委会 533.0 143.1 27 

AD 加强欧洲经济委员会区域最脆弱国家可持续

发展统计工作的能力 

欧洲经委会 535.0 148.6 28 

AE 加强转型和发展中经济体参与跨界农业粮食

供应链的能力 

欧洲经委会 440.0 19.4 4 

AF 在欧洲经济委员会区域的转型期国家内加强

政府和供水经营者的能力，确保公平享有水和

卫生设施的机会，尤其注重农村地区的小规模

供水机构和卫生设施 

欧洲经委会 578.0 102.3 18 

AG 加强选定的加勒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公共财

政管理者管理公共财政的技术能力 

拉加经委会 492.0 69.6 14 

AH 通过开发银行业务的创新做法促进包容性金

融，以支持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发展、生产发

展和结构变革，尤其注重中小型企业 

拉加经委会 502.0 — — 

AI 加强拉丁美洲、加勒比和亚洲-太平洋国家建

立宏观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统计能力 

拉加经委会 862.0 303.8 35 

AJ 为更可持续地利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自然

资源进行物流整合 

拉加经委会 612.0 65.9 11 

AK 加强国家能力，制定和执行基于权利的政策和

方案，解决城市地区受抚养人口护理和妇女经

济赋权问题 

拉加经委会 564.0 64.6 11 

AL 加强特惠贸易协定对包容和公平贸易的贡献 亚太经社会 742.0 - - 

AM 加强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非洲经济

委员会和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区域各政府在

制定包容性、可持续的发展政策时满足青年需

求的能力 

亚太经社会 960.0 262.8 27 

AN 加强亚洲及太平洋管理灾害风险的知识和能

力，提高今后的抗灾能力 

亚太经社会 678.0 95.3 14 

AO 加强亚洲-太平洋区域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环

境资本和性别不平等的经济成本估值方面的

亚太经社会 638.0 6.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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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核准(A) 支出(B) 

执行率 

(百分比) 

 项目名称 实施机构 (千美元) (B)/(A)
*
100 

      能力 

AP 加强南亚和中亚国家、特别是内陆国家和最不

发达国家的连通性，以便与次区域和区域的运

输和贸易网络相连接 

亚太经社会 632.0 15.4 2 

AQ 加强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国为促进可持

续增长编制和传播短期经济指标的统计能力 

西亚经社会 518.0 38.2 7 

AR 加强阿拉伯区域各国执行综合、可持续、包容

性的人口与发展政策的能力 

西亚经社会 714.0 1.9 - 

AS 为减缓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可再

生能源投资  

西亚经社会 632.0 124.1 20 

AT 发展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国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处理水与能源关系的能力 

西亚经社会 525.0 5.1 1 

 共计(第九批出资)  28 398 800 2 618.6 9 

AU 加强国家衡量、监测、评估和报告实现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进展情况的

统计能力 

经社部 556.0 — — 

AV 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税收征管机构和财政

部的能力，保护和扩大其税收基础为可持续发

展筹资 

经社部 360.0 — — 

AW 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努力建设经济复原力 贸发会议 488.0 — — 

AX 支助发展中国家决策者通过执行创业政策框

架制定国家创业政策 

贸发会议 478.0 — — 

AY 促进非洲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方面的和平建设 环境署 558.0 — — 

AZ 在葡语非洲减少城市风险和建设复原力 人居署 559.0 101.2 18 

BA 在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加强和

提高执法官员打击四处流动的兒童性侵害犯

罪者的能力 

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 

557.0 — — 

BB 加强会员国制订和实施促进非洲可持续城市

的战略和政策的能力 

非洲经委会 496.0 — — 

BC 加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管理道路安

全的国家能力 

欧洲经委会 498.0 — — 

BD 加强中美洲各国制订可持续能源政策和战略

的能力 

拉加经委会 500.0 — — 

BE 促进亚太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融资战略 亚太经社会 499.0 — — 

 在选定的西亚经社会成员国建立国家技术开 西亚经社会 49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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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核准(A) 支出(B) 

执行率 

(百分比) 

 项目名称 实施机构 (千美元) (B)/(A)
*
100 

      发和转让制度 

BG 促进平等：加强选定发展中国家制订和执行面

向平等的公共政策和方案的能力 

五个区域委

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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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67.0 — — 

 (第九-B批出资)  7 113 000 101.2 1 

 

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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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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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经委会，非

洲经济委员会；贸发会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环境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人居

署，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