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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件概述了 2011 年间秘书处的技术合作工作。文件中

介绍了亚太区域为应对现有的以及新出现的各种发展挑战而开

展技术合作的趋势，特别是日益重视南南合作和能力建设。文

件还概述了 2011 年间为开展技术合作工作而向秘书处提供的财

政捐款情况、2011 年技术合作完成情况、以及秘书处为加强其

技术合作工作和加强同各合作伙伴和捐助方的关系而采取的步

骤。经社会不妨审议本文件，并就秘书处技术合作工作的发

展、方向和优先重点向其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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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1 年亚太经社会技术合作方案的趋势和发展情况 

 
A． 导言 

 
1. 近几年来关于发展合作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官方发展

援助仍然是此种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人们日益重视加强伙

伴关系以有效地实现发展，而南南合作正是其中一个迅速增长的关

键方面。2011 年 12 月第四次援助成效问题高级别论坛通过的“釜

山促进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突显了这种转变。在此方面，能力

建设和知识共享——尤其是在走相同发展道路的国家之间——正日

益成为推动亚太区域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关键因素。 



E/ESCAP/68/18 

 

3 

2. 亚太经社会是促进亚太区域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之间开

展合作的最全面的多边平台，它把南南合作视为其发挥作用的核心

部分，把能力建设作为技术合作工作的首要重点。亚太经社会第

63/1 号决议所载的《2007 年阿拉木图宣言》加强了南南合作，要

求各国更加重视促进南南合作，将其作为推动亚太区域发展的一个

主要工具。 

3. 为了加强其技术合作工作的作用和成效，秘书处在整个 2011

年期间采取了进一步措施，以便按照亚太经社会的总体优先重点、

并根据成员国核准的工作方案，开展数目较少、但规模更大、时间

更长和更具综合性的能力建设项目。这些活动是根据亚太经社会于

2006 至 2008 年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战略评价后提出的各项建议开展

的，包括由内部监督事务厅对亚太经社会注重成果的管理做法进行

检查，监督厅要求秘书处提高能力建设工作的规划、执行和后续活

动的质量。 

4. 为确保为其能力建设工作建立一个更协调统一的综合性框架，

秘书处编写了一套 2011 至 2013 年跨部门高级别能力建设项目文

件。这些文件中，强调应确定和取得各项成果，并通过加强注重成

果的管理方法提高业绩。其中包括更加注重监测和评价，以确保秘

书处对成员国和捐助界负责，并推动学习和经常性业绩改进工作。

这些文件还强调同其他利益攸关方建立伙伴关系、加强秘书处内各

司处之间的协作、以及确定每一个项目的所有供资来源，以有利于

查明需填补的各种空白。 

B． 加强同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协调 

5. 在全系统一致性和区域一级联合国“一体行动”的框架内加强

同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的伙伴关系和协调，对于确保有效地开展亚

太经社会能力建设工作至关重要。加强此种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工

具是亚太经社会尤其通过其六个专题工作组实施的联合国亚洲及太

平洋区域协调机制。秘书处参与了联合国发展集团(发展集团)的工

作，其重点是国家一级的联合国协调，为加强同联合国对应机构的

合作提供了又一个重要方式。 

6. 通过签订各种谅解备忘录建立了同 30 个联合国实体和其他国

际组织开展合作的框架，这些备忘录进一步巩固了亚太经社会为促

进能力建设而建立的伙伴关系。将同其中的三个实体，即亚洲开发

银行(亚行)、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

署)，进行正式年度协商，以审查 2011 年期间的合作情况和确定合

作的优先次序。 

7. 关于同开发署的合作，亚太经社会积极协助开发署亚洲及太平

洋区域中心于 2011 年 9 月举行关于技术合作的讨论会。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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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在釜山援助成效问题高级别论坛上予以介绍。随后，开发署

和亚太经社会着手探讨如何制定一套区域技术合作做法，特别注重

能力建设以及在能力建设活动中为工作人员联合举办关于各种最佳

做法的讲习班的问题。 

C． 调集资源和建立伙伴关系 

8. 根据“提高组织成效倡议”，秘书处在 2011 年起见采取了若

干政策和措施，以提高成员国、国际捐助界和其他合作伙伴参与的

成效、可见度和效率。首先，通过了一项中期至长期资源调集战

略，为亚太经社会更积极主动地促进伙伴关系和捐助方关系方式提

供了一个全系统框架。第二，通过了亚太经社会交流和宣传战略，

目的是提高亚太经社会的知名度以及加强成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

对亚太经社会工作的了解。第三，在秘书处方案规划和伙伴关系司

(前方案管理司)内设立了一个伙伴关系和资源调集处，以支持各司

处加强亚太经社会同现有的和潜在的合作伙伴和捐助方的关系。 

9. 为开展上述活动，2011 年期间采取了若干措施和行动，推动亚

太经社会同各发展伙伴和捐助方的关系。其中包括：(a) 2011 年 9

月向大韩民国派出一个捐助方联系团，以加强同主要的合作伙伴的

关系；1  (b) 同俄罗斯联邦代表进行了一系列非正式协商，最后于

2010 年 10 月签订了关于在两年期间捐款 240 万美元的新的自愿捐

款协定；(c) 同包括中国、日本和瑞典在内的现有的其他双边和国

际捐助者进行讨论。计划在 2012 年举行第一次范围广泛的多边捐

助方协商会议，促使现有的和潜在的捐助方更多地参与，并宣传经

社会在亚太区域的作用、重点事项和各种做法。为了支持这一行

动，秘书处在 2010 年期间建立了一个捐助方情况简介系统，并已

着手为捐助方编制资源筹集资料袋，以及在和亚太经社会网站上开

辟关于捐助方关系的专页。 

10. 认识到私营部门在促进和实施能力建设工作方面日益重要的作

用，秘书处在经社会第六十七届会议后为工作人员举办了一期关于

加强同商业界对应部门的协作的讲习班，提醒人们注意到联合国其

他机构、尤其是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禁毒办)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的经验和教训。秘书处正

在拟定一项战略，以推动私营部门的对应部门作为重要伙伴以及重

要的知识和资金来源参与经社会的工作。 

 
1 大韩民国的以下 13 个政府机构是亚太经社会执行技术合作方案的捐助者和合作

伙伴：外交和贸易部、统一事物部、卫生和福利部、环境部、陆地路交通运输
和海洋事务部、教育、科学和技术部、韩国国际合作署、韩国通信委员会、韩
国海洋研究所、韩国能源经济学研究所、韩国能源管理公司、韩国电力公司和
韩国高速公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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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 2011 年亚太经社会的技术合作方案 

 
A. 对 2011 年亚太经社会的技术合作方案的捐款 

11. 本文件中所阐述的注重能力建设的技术合作的定义包括以下几

方面：(a) 政策宣传和对话，其内容针对各种新出现的重大问题，

包括落实各项全球和区域承诺；(b) 建立区域知识网络联系，旨在

使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能够交流和讨论各种良好做法和关于创

新实践的信息及经验；(c) 培训、咨询服务和其他形式的技术援

助，旨在加强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的能力，使其能更好地制订

和实施各主要发展领域的有效政策和方案。 

12. 亚太经社会 2011 年技术合作工作的资金来源是联合国经常预

算和预算外资源。经常预算包括：(a) 技术合作经常方案(第 22

款)；(b) 联合国发展账户(第 35 款)。2  预算外资源由各国政府、联

合国系统各实体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提供

的自愿捐助组成。以现金(信托基金的资金) 或实物援助方式提供这

些捐助，包括无偿借调专家以及提供东道国设施和设备。 

13. 2011 年亚太经社会从联合国内外来源收到的技术合作现金捐

款共计 15,534,674.20 美元，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双边

自愿现金捐款仍然是主要的预算外资金来源。以下列表和图 1 分别

载有以美元和以百分比显示的按来源分列的财政捐款概况。 

14. 在 2011 年已收到资金总额中，捐助国的捐款为 8,999,097.90

美元，其中约 78%来自发展中国家成员国。从双边来源收到的预算

外资源(信托基金资金)的具体细节见附件一。在双边捐助方中，最

大的双边捐助款总额来自大韩民国。 

15. 联合国通过包括第 22 款在内的各种来源以及其他联合国实体

的资金共捐助了 3,401,831.00 美元，占 2011 年已收资金总额的

21.9%(见下表)。2011 年间虽没有任何收入直接来自联合国发展账

户，但继续利用前几年的收入款执行下文第 18 段所述的技术合作

工作。 

 

 

表 

按来源分列的 2011 年财政捐款概况 
 

来源 美元 百分比 

                                                 
2  来自发展账户(第 35 款)的多年期项目捐款已在收讫当年纳入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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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捐助国(见附件一) 8 999 097.90 57.9 

(b) 联合国系统   

1.联合国技术合作经常方案
(第 22 款) 

2 984 200.00 19.2 

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34 511.36 0.9 

3.联合国人口基金 156 119.64 1.0 

4.其他联合国机构和组织 127 000.00 0.8 

(c) 其他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见附
件二) 

3 133 745.30 20.2 

总计 15 534 674.20 100 

 
 

图 1 

按来源分列的 2011 年技术合作财政捐款 
(百分比) 

捐助国和参与
的发展中国家

57.9%

联合国技术合
作经常方案(第

22款)
19.2%

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
0.9%

联合国人口基
金

1.0%

其他政府间和
非政府组织

20.2%
其他联合国机
构和组织

0.8%

 

 

 

 

 

 

 

 

 

 

16. 在 2011 年已收到资金总额中，其他政府间组织、私营部门和

非政府组织捐助了 3,133,745.30 美元。此类别下最大的三个捐助

方分别是欧洲联盟、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和国际发展研究中

心(发研中心)。其他政府间组织、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捐助的具

体细节见附件二。 

17. 此外，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和一个非政府组织以无偿借调的形式

提供了共计 106.5 个工作月的各学科专家服务，详情见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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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1 年间秘书处的技术合作交付额共计约 1,820 万美元。在

些资金中，约有 720 万美元是亚太经社会各业务司处或其他机构在

亚太经社会管理的印度洋和东南亚海啸预警安排多方捐助者自愿信

托基金下执行的技术合作项目下交付的。约有 640 万美元用于给予

区域机构和次区域办事处的体制支助，包括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工

作。并使用了来自技术合作经常方案(第 22 款)的约 370 万美元和

来自发展账户(第 35 款)的约 90 万美元。 

19. 以下图 2 显示了 2011 年亚太经社会八个次级方案的预算外资

源分配情况。 

 

图 2   

2011 年亚太经社会次级方案的预算外捐款分配情况 

(百分比) 

次级方案 6：
社会发展

6%

次级方案 7：
统计
15%

次级方案 8：
次区域发展活动

3%

次级方案 5：
信息和通信技术
与减少灾害风险

26%

次级方案 4：
环境与发展

28%

次级方案 3：
交通运输

5%

次级方案 2：
贸易和投资

14%

次级方案 1：
宏观经济政策和

包容性发展

3%

 

20. 以下图 3 显示了过去 12 年中技术合作支出在亚太经社会总支

出中所占份额的发展演变情况 

 

 

图 3 

2000-2011 年亚太经社会支出的演变情况 

(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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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11 年秘书处技术合作工作的实例 

 
21. 如上所述，能力建设仍然是秘书处 2011 年技术合作工作的主

要驱动因素，与亚太经社会加强政策共识工作及其在区域一级和次

区域一级的规范性作用和分析作用密切联系。亚太经社会通过诸如

进行分析研究、举办培训班、提供咨询服务、汇编相关做法、以及

建立旨在促进交流知识和良好做法的网络等方式，继续为亚洲及太

平洋区域的各成员国分享知识、信息和经验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

平台。以下列举的实例表明亚太经社会为协助成员国实施其重点项

目而通过相关次级方案(包括区域机构和次区域办事处)开展的技术

合作工作的种类和所涉范围。 

22. 在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包容性发展的次级方案下，通过在 29

个成员国中开展有 900 多名决策者和民间社会代表参与的一系列政

策性对话，仔细讨论了《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概览》的主要结

论。结论中强调必须恢复增长平衡，缩小发展差距，以便保持亚太

区域的发展势头。除了为在诸如提高竞争力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等

领域支助成员国而举办的能力建设讨论会外，还同菲律宾中央银行

一道联合组织了区域政策对话，重点是加强亚太区域各国抵御它们

面对的各种冲击的能力。亚洲开发银行和开发署共同编写的《千年

发展目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报告》中特别注意两性平等问题、以及

把千年发展目标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问题。其后续活动包括在柬埔

寨开展伙伴关系对话，以及进行宣传培训和举办次区域讲习班，以

期加快最不发达国家进展速度。 

23. 由亚太经社会贸易和投资次级方案支持的联合国无纸贸易专家

网(无纸型贸易网)协助亚太区域的决策者和执业者查明和解决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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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中的各种“繁文缛节”。亚太区域 14 个以上的国家应用了第

一个无纸贸易网工具，即“促进贸易程序简化的商业程序分析指

南”，3  找到了妨碍主要出口产品贸易的程序性障碍。例如，柬

埔寨利用分析结果减少了稻米贸易障碍，从而推动了稻米出口战

略。同样，由秘书处管理的亚洲及太平洋贸易研究和培训网(贸易

研训网)继续扩大，现有 32 个成员机构和 800 名研究人员。贸易研

训网对加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国家决策者和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做

出很大贡献。 

24. 在亚太经社会交通运输次级方案下，秘书处继续加强各国政府

执行《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4  和《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5 

以及亚太经社会倡导的其他举措的能力，以便在亚太区域推广国际

多式联运和物流系统。2011 年期间在推动政府间陆港协定草案方

面取得了进一步进展。该协定一旦缔结后，将把亚洲各种交通运输

网和运输方式结合起来，实现互联互通。这项协定将提供一种区域

性工具，有利于交通运输连接，简化亚太区域各国间的贸易手续。

亚太经社会的时间－费用／距离方法继续提供了一个重要工具来查

明和解决那些阻碍实现有效跨境交通运输的各种瓶颈。在道路安全

这个领域内，秘书处的举措也有利于加强成员国的能力。已协助 7

个国家拟定国家道路安全战略和行动计划，其中提出了可计量的道

路安全目标和指标以及监测进展情况的各种工具。 

25. 亚太经社会环境与发展次级方案的能力建设工作的核心重点是

拟定和执行相关政策，以通过向各级（主要是各关键部委）决策者

和向国家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所有业务人员提供支持，促进环境可持

续的经济增长。除了进行研究和举办讲习班外，还在诸如固体废物

管理和生态效益型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举办了 9 期“实际动手”培

训班。自 2005 年 3 月以来，对培训教员以及了解绿色增长政策、

路线图和各种相关工具的要求增加了三倍。秘书处还同各国政府决

策者、民间社会、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和私营部门携

手，共同改进能源安全和水资源管理，并拟定了包容性可持续发展

政策。在生态效益型水基础设施和综合水资源管理领域，秘书处通

过一系列的区域论坛和研究活动，并辅之以各种试验项目以及对水

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实地评估，同各种合作伙伴建立了联系。 

26. 由于执行了亚太经社会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与减少灾害风险次级

项目，通过采取一系列举措，包括在太平洋各国举办国家培训讲习

班，以及进行关于使用卫星图像的深入后续培训活动，亚太区域决

策者和主要利益攸关方管理灾害风险的能力得到加强。在使减少灾

害风险成为发展规划的一项主要内容方面，亚太减少灾害风险与发

展网关为就相关的法律、政策和做法交流信息提供了便利。秘书处

 
3  ST/ESCAP/2558。 
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23 卷，第 41607 号。 
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596 卷，第 4617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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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出现极端气候的情况下进一步推广关于交流减少洪涝灾害风

险信息的次区域网络，并在巴基斯坦、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发生自然

灾害后促进交流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亚洲及太平洋信息和通信技

术促进发展培训中心(信通技术培训中心)所开展的 33 项培训活动

的重点是推广旨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包括又在

7 个国家新开展了“政府领导人信通技术基础知识学习班”的旗舰

项目。信通技术培训中心的合作伙伴在 52 项培训活动中使用了该

项目的教程单元，这表明该方案在实地得到普遍应用。 

27. 亚太经社会通过其社会发展次级方案，提供一个重要的区域平

台，使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参与查明和处理关于残疾问题、艾

滋病毒、老龄问题、移徙、社会保护、青年人与发展及两性平等的

能力建设优先事项。关于两性平等问题，已同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

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一道启动了一个项目，通过举办一系列

区域讲习班和提供各种工具和资源，加强国家妇女机构的体制能

力。还启动了由中国支持的一个新的区域项目，以加强成员国在实

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增强妇女经济力量的能力。秘书处与中国

南京中山大学合作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老年人护理服务区域论坛的

主要目的是，分享关于老年人的健康和长期护理服务的知识和最佳

做法。秘书处为经社会第六十七届会议编写的题为“保护工作的希

望：亚洲及太平洋社会保护与发展”的专题研究报告6  分析了相

关的主要趋势、经验教训和今后的道路，以协助成员国审议各种政

策选项和发展这个领域的各项服务。 

28. 高质量、可靠的统计数据是整个亚太区域制定政策和执行方案

的基础，起着关键作用，是秘书处在亚太区域为加强各国统计系统

在各领域提供协助的重点，这些领域包括：(a)生命统计领域数据

的产生和传播；(b)经济统计数据，包括非正式部门和非正式就业

的计量；(c)改进关于残疾人的计量和统计。通过 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期间亚太统计所及其各种统计培训网络的活动，共有

951 名政府官员／统计员有机会增进了关于官方统计工作的知识和

技能，包括若干领域内国际上商定的框架、标准和方法。《亚洲及

太平洋统计年鉴》7  也向各成员国提供了重要服务，成为使秘书

处同伙伴机构的专家能够进行实质性接触、深化并扩大亚太经社会

网络以及加强其处理成员国统计能力优先事项的能力的平台。 

29. 亚太经社会各次区域办事处通过其与次区域对应部门、工作范

畴和进程的联系，在有效开展亚太经社会技术合作工作方面发挥了

关键作用。在太平洋地区，2011 年期间秘书处在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会议(里约+20 会议)区域筹备工作、落实《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

 
6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11.II.F.5(并见 E/ESCAP/67/20)。 
7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11.II.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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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8  区域审查

结果以及拟定有力的联合国太平洋包容性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支持加

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太平洋岛屿国

家草拟国家残疾问题计划和处理各种城市规划问题提供能力建设支

助。中亚和东北亚技术合作工作的主要焦点是在跨境自然保护和空

气污染领域、以及在沙尘暴发生地出现转移及其影响等方面协助决

策者。在南亚和西南亚，秘书处与成员国的各种机构协作，举办了

一次关于应对这两个次区域所面临的各种发展挑战的高级别政策对

话，并在启动《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概览》的编撰工作之际举

行了一系列国家级政策对话。2011 年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

(中亚经济体方案)以“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 20 年：成功、

挑战和前景”为主题的经济论坛是秘书处在北亚和中亚的一个重要

工作重点。 

三、结论 
 

30. 2011 年期间，秘书处在加强技术合作工作方面取得了进一步

进展，与各国政府、联合国和其他方面的各种利益攸关方合作，在

亚太区域加强了成员国制定和执行包容性可持续经济和社会发展政

策的能力。如若没有亚太经社会捐助方和发展伙伴的宝贵支持，这

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 

31. 尤其是，采取了进一步措施加强秘书处技术合作工作的作用、

重点和一体化，尤其侧重于能力建设，特别注意最不发达国家、内

陆发展中国家和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各种需要。此外，目前

还正在采取其他步骤提高秘书处筹集资源和建立伙伴关系的能力，

增进同各合作伙伴和捐助方之间的关系，以便夯实今后开展合作的

长久基础。 

32. 秘书处将继续加强注重成果的管理方式的应用，以确保其同成

员国一道开展的技术合作工作发挥最大作用。将积极借鉴评价和评

审工作中提出的建议和总结的经验教训。秘书处将继续同各联合国

实体和次区域组织一道，在战略和运作两个方面建立必要的联合优

势，以确保联合国全系统在区域层面的协调一致。 

 
8  审查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巴巴多斯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国际会

议的报告，2005 年 1 月 10 日至 14 日，毛里求斯路易港，(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E.05.II.A.4 及更正)，第一章，决议 1，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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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1 年双边捐助方提供的预算外现金资源 

(信托基金的资金) 
 

美元值
澳大利亚            52 810.00 
阿塞拜疆 2 000.00

孟加拉国 6 896.55

不丹 2 000.00

柬埔寨 4 000.00

中国 525 109.72

斐济 4 981.00

中国香港 30 000.00

印度 424 512.22

印度尼西亚 155 584.6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5 437.42

日本 1 776 400.00

哈萨克斯坦 5 000.00

中国澳门 33 000.00

马来西亚 35 000.00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5 000.00

蒙古 25 000.00

缅甸 868.66

荷兰 147 805.70

新喀里多尼亚 5 758.46

巴基斯坦 22 429.33

菲律宾 63 000.00

大韩民国 3 943 162.97

俄罗斯联邦 1 200 000.00

新加坡 15 000.00

斯里兰卡 40 000.00

瑞典 375 641.19

泰国 41 000.00

汤加 1 500.00

土耳其 15 000.00

图瓦卢 1 200.00

越南 24 000.00

双边捐助方预算外投入共计 8 999 0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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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1 年联合国系统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提供的技术合作资源 

  美元值

1. 联合国系统 
 

 (a) 经常预算资源 
 

  联合国技术合作经常方案(第 22 款) 2 984 200.00

  联合国发展账户 0.00

  小计 (a) 2 984 200.00

 (b) 预算外资源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34 511.36

  联合国人口基金 156 119.64

  其他联合国机构和组织 127 000.00

  小计 (b) 417 631.00

  
联合国系统资源小计 (a) + (b) 3 401 831.00

2. 其他组织  

  亚洲开发银行 129 929.70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929 950.00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10 000.00

  欧洲联盟 985 843.90

  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258 856.35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 253 000.00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95 710.00

  日本水事论坛 9 500.00

  韩国能源经济研究院 29 320.00

  韩国高速公路公司 125 430.00

  韩国海洋研究所 88 170.04

  洛克菲勒基金会 50 000.00

  国际铁路联盟 50 515.50

  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 38 439.81

  中国中山大学 79 080.00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预算外资

源小计 

3 133 745.30

  
       总计 6 535 5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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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1 年预算外实物援助(无偿人员借调) 

 
日本 

(共计 12 个工作月) 

 
Shoji Matsubara 先生 
减少灾害风险专家 
信息和通信技术及减少灾害风险司 
12 个工作月 

 
荷兰 

(共计 4 个工作月) 

 
Daphna Beerdsen  女士 
可持续城市发展专家 
环境与发展司 
4 个工作月 

 
大韩民国 

(共计 90.5 个工作月) 

 
Won-Tae Kim 先生 
环境政策专家 
环境与发展司 
12 个工作月 

 
Woo Young Gyu 先生 
信息和通信技术专家 
信息和通信技术与减少灾害风险司 
12 个工作月 

 
Mr. You-sik Kim 先生 
空间技术专家 
信息和通信技术及减少灾害风险司 
11.5 个工作月 

 
Song Ouk-Heon 先生 
国际金融专家 
宏观经济政策与发展司 
9 个工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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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hak Jang 先生 
方案管理专家 
方案管理司 
12 个工作月 

 
Duek Yung Ko 先生 
社会政策专家 
社会发展司 
11.5 个工作月 

 
Daehi Lee 先生. 
贸易与货币合作专家 
贸易与投资司 
12 个工作月 

 
Moo-Young Jo 先生 
无偿借调的铁路交通运输专家 
交通运输司 
7 个工作月 

 
Kim Hyung-Suk 先生 
交通运输专家 
3.5 个工作月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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