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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机构 
 

工发组织有三个决策机构：大会、工业发展理事会和方案预算委员会。 

 

大会 
 

工发组织的 171 个成员国每两年举行一次大会，大会是本组织的 高决策机构。大会决

定指导原则和政策、批准工发组织的预算和工作方案并任命总干事。大会还选举派往工

业发展理事会和方案预算委员会的代表。2005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举行了大会第

十一届会议。 

大会第十二届会议将于 2007 年 12 月 3 日至 7 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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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理事会 
 

工业发展理事会由 53 名成员组成，审查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经常预算和业务预算并

就政策事项，包括任命总干事向大会提出建议。理事会在举行大会的年份每年举行一次

会议，在其他年份举行两次会议。2005 年 6 月 20 日至 23 日举行了工业发展理事会第三

十届会议。 

 

自 2005 年 12 月 2 日起理事会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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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预算委员会 
 
方案预算委员会由 27 名成员组成，是理事会的附属机构，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协助理

事会编制和审查工作方案、预算和其他财务事项。2005 年 5 月 10 日至 12 日举行了方案

预算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 

 

自 2005 年 12 月 2 日起委员会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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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发组织简介  
 

• 使命：工发组织致力于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减轻贫困。工发组织帮助发展中国家和经

济转型期国家同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的边缘化作斗争。工发组织调集各种知识、技

能、信息和技术，以促进生产性就业、有竞争力的经济和良好的环境。 

• 本组织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和加快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的工业发展。 

• 工发组织成立于 1966 年，并于 1985 年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 工发组织现有 171 个成员国。 

 

政策方面的重要文件 

 

• 关于工发组织未来作用和职能的运营计划，已被工业发展理事会通过

（IDB.17/Dec.2），并被 1997 年大会第七届会议批准（GC.7/Res.1），该计划继续成

为工发组织组织和方案改革的基础。该计划将本组织的各项活动分为两个集中领域：

加强工业能力，以及洁净和可持续工业发展。为此目的，运营计划要求工发组织同

时开展技术合作和全球论坛活动。 

• 认识到工发组织有必要使其职能和优先次序适应于并使其各项活动着眼于变化中的

全球经济形势的新现实和要求，工业发展理事会 2002 年第二十六届会议通过了“改
进工发组织的方案执行情况”的战略指导方针（IDB.26/Dec.7）。该指导方针旨在为

将工发组织建成为一个更有效能和成效的组织的努力作出重要贡献；指导方针力图

进一步突出工发组织各项技术合作活动的重点。 

• 工发组织对该指导方针的反应是制订一项综合和协调的公司型战略“发展工业：提
高生产力水平以促进社会进步”，该项战略所根据的前提是由技能改善、知识增加和

技术升级所推动的生产力的提高在加快增长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在 2003 年向工业

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提出了该项公司型战略，大会第十届会议感兴趣地注意

到这一新方法（GC.10/Res.2 和 GC.10/14）。 

• 根据 GC.10/Res.2 号决议，总干事向工业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2004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日）提交了一份战略性长期构想说明草案。在与成员国进行协商后，大会

第十一届会议通过了一项修订草案（GC.11/ Res 14）。2005-2015 年战略性长期构想
说明为工发组织的未来提出一个灵活的前瞻性构想，它侧重于工发组织具有比较优

势的三个领域：通过发展生产能力减轻贫困、贸易能力建设议以及环境与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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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发组织在全世界的存在 

 

• 2005 年，工发组织保持了其由 20 个国别办事处和 9 个区域办事处组成的外地网络。

随着 2004 年 9 月与开发计划署签署的《合作协定》的实施，2005 年有 12 个工发组

织服务台投入运作。工发组织从而在 2005 年大大增强了其在外地的力量。 

• 工发组织通过世界范围由 14 个投资和技术促进办事处与 5 个投资促进组组成的网

络，促进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的投资和技术转让。 

• 工发组织在世界各地还设有其他一些办事处：由工发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

境署）建立的 32 个国家洁净生产中心，并有 9 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与投资和技术促

进办事处密切合作的国际技术中心。 

• 工发组织在纽约和日内瓦设有联络处。 

• 工作人员：工发组织在总部和其他常设办事处任用工作人员 647 名。此外，工发组

织每年还利用 2,854 名左右国际和国家专家的服务，由他们从事世界各地的项目方

面的工作。工发组织总干事卡洛斯·马加里尼奥斯先生（阿根廷）于 1997 年 12 月初

次当选。2001 年他再次当选，任期又为四年，他于 2005 年 12 月 7 日任期届满。大

会第十一届会议（2005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任命坎德·尤姆凯拉先生自 2005
年 12 月 8 日起担任总干事。 

 

预算和技术合作 

 

• 预算：2004 至 2005 年两年期工发组织业务的估计总量为 3.56 亿欧元。 

•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工发组织进行中技术合作方案和项目总值为 4.413 亿美元。 

• 2005 年工发组织执行的技术合作方案总值为过去六年中 高，金额为 1.129 亿美元。

与 2000 年相应的数字（6,870 万美元）相比提高了 64%。因此，工发组织已稳定地

巩固了其技术合作服务的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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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致词 
 
2005 年可被视为工发组织的改革努力富有成果的一年。本报告的各章本身就是 好的说

明，其中包括如第一章所述的本组织在联合国系统内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第五章中根

据各种指标加以衡量并概述的本组织各项成就。 

着力进行改革已成为整个联合国的一项普遍性主题。整个本报告，特别是第五章中，可

看出工发组织为应对在衡量其绩效方面的挑战而采取的方针，这种方针也显示出本组织

对 2004 年首次采用并于 2005 年加以大力发展的注重成果的管理作出的承诺。 

本报告证明了工发组织对提高其所服务的国家中人民的生活水平作出的承诺。工发组织

的绩效无论是以其所提供的服务的总量、效率、效能和对发展的影响，还是以捐助界信

心的增强以及其在各种领域的战略伙伴的增加来加以衡量的，都说明工发组织行进在正

确的道路上。 

 

 

             

 

               

总干事 

坎德 ·K·尤姆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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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处于多边环境中的工发组织 
 
 

作为多边合作体系的一部分，工发组织同联合国系统所有组成部分密切合作，共同致力

于实施会员国赋予的任务授权。2005 年，本组织的主要努力着重于促进全面审查在全球、

区域和国家各级实施《千年宣言》方面取得的进展。工发组织积极参与了在政府间即联

合国大会以及机构间一级开展的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全系统筹备进程。同时，本组织

继续建立并加强其与系统内各组织的伙伴关系，以促进协调一致并促进通过相互借鉴比

较优势作出互补努力。 

工发组织对 3 月举行的经社理事会筹备会议和 4 月举行的经社理事会与布雷顿森林机

构、贸发会议和世贸组织的高级别特别会议提供了实质性投入，强调了提高生产力和发

展私营部门对持续减贫的重要作用。经社理事会主席 Munir Akram 先生于 5 月对工发组

织进行的访问为工发组织成功参加实质性会议奠定了基础。 

在经社理事会关于“实现国际上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所载的发展目标，

并落实联合国重大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取得的进展、挑战和机遇”的高级别会议上，

工发组织代表团团长 Kandeh K. Yumkella 先生强调了本组织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作的

贡献，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所作的贡献，以及工发组织对联合国改革进程所作的坚

定承诺。 

工发组织参加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为本组织提高其在联合国系统内的

能见度、作用和地位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工发组织提出了其关于提高生产力和工业发展

对持续增长和扶贫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因此，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强调了推动以持续经

济增长促进消除贫困的必要性和会员国承诺“促进发展中国家生产部门的发展，使其能

够更有效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并从中获益”1——这是工发组织任务授权的核心。首脑会

议成果文件还载有与工发组织方案直接相关的其他重要要素，其中包括中小企业发展、

生产和贸易能力建设、生产性就业、投资促进、技术转让和推广、农村和基于农业的发

展、清洁生产和能效。 

总之，2005 年首脑会议成果文件重申了工发组织的任务授权的适切性和重要性，继续给

本组织的工作提供了推动力。 

在机构间一级，工发组织为加强其在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行政首长理事会）

和其高级别方案委员会中的作用采取了重要步骤。工发组织主张需要进一步强调经济发

展并相应地加强有关联合国实体之间的协调，以作为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具体

进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因此行政首长理事会和高级别方案委员会完全支持工发组织与系

统内的有关组织合作在这一领域开展工作。 

工发组织提出了一项提案，题为“增进联合国系统在经济发展领域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的贡献”，旨在通过共同的合作框架使系统内从事经济发展领域工作的各组织汇集在一

起。该提案是要通过一套相互加强的行动充分挖掘全系统的潜力，以帮助实现千年发展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大会第 60/1 号决议“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A/RES/60/1，第 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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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促进在系统内对经济发展方面的工作作更合理的分工，鼓励围绕相关组织的核心

能力来实现进一步的专门化，增强协同效应并增进全系统对经济发展的集体贡献。 

在行政首长理事会和高级别方案委员会的框架内，工发组织在编写行政首长理事会题为

“一个联合国：进步和改革的催化剂”的报告方面是一个积极的伙伴，该报告是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筹备进程的一部分。该报告强调了《千年宣言》如何为了达到新的团结

而将整个系统凝聚起来并反映工发组织作为整个系统的一部分而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作出的贡献。 

在为加强国家一级协调所作的总体努力中，工发组织参与了联合国发展集团（发展集团）

的工作，协助促进在各相关组织之间采取全部门做法，特别侧重于工业部门对扶贫和可

持续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工发组织积极参与了发展集团关于下列问题的讨论：如秘书

长的报告“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所载的与该集团的工作相关的

问题，及 2 月和 3 月在巴黎举行的共同在提高援助效果方面取得进展高级别论坛的所涉

问题。 

工发组织继续建立并加强其与系统内各组织的伙伴关系，以实现更大程度的协同效应并

相互补充各自的核心实力。在技术贸易壁垒领域同世界贸易组织建立了这样一种伙伴关

系。如第二章 D 节所述，工发组织与世贸组织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工发

组织和教科文组织为继续开展并加强其合作而加强了对话。正在拟订一项合作备忘录，

特别侧重于将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作为这两个组织之间继续开展合作的基础。 

同粮农组织的合作侧重于农产工业部门的能力建设，正在进行的和拟议中的项目总额超

过 1,500 万美元。另有价值 1,500 万美元的联合项目正处于计划阶段。鉴于粮农组织是

若干国际商品委员会的秘书处，通过商品共同基金资助的项目来扩大合作有相当大的余

地。 

鉴于工发组织和粮农组织在携手工作方面有着积极的经验、有优势互补的任务授权以及

这两个组织是整个系统内唯一直接与生产部门打交道的组织这一事实，两个组织的行政

首长决定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以增强各自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贡献。已设立了一

个双边协商小组以拟订今后工作方式。 

同环境规划署的合作旨在继续增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本国清洁生产能力。环

境规划署已邀请工发组织参与振兴环境管理小组，从而使其能够成为一种着眼于结果的

机制，这有助于整个系统制订更加连贯的多学科做法，并促进就具体环境问题采取协调

的行动。 

工发组织同劳工组织、贸发会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和卫生组织的合作涉及投资促

进、技术转让、生产性就业、中小企业发展、替代作物及其他方面。 

如第三章 H 节所述，2005 年期间还加强了对 2004 年订立的工发组织同开发计划署之间

合作协定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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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方案发展与技术合作 
 
 

工发组织在 2005 年创下了技术合作执行额达 1.129 亿万美元的记录（非洲特别资源供资

的项目除外）。三年业务规划所带来的惠益使实施的项目数量持续增加。这一成就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拟订和提交合理的项目提案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编审中项目的不断

增加。因此，对现有技术合作的正确管理和对今后一揽子项目的认真开发，共同促成了

业务上的高度成功。 

新兴技术小组于 2004 年 后一个季度成立，于 2005 年全面投入运作。这是朝向为客户

国家开放信息和通信技术、生物技术和氢能方面的前瞻性技术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A. 综合方案和国别服务框架 
 

在这一年里，有五个综合方案和国别服务框架进入第二阶段。核准了两个新的国别服务

框架，从而使综合方案和国别服务框架总数达到 49 个，其中三个与危机后形势下的国

家（阿富汗、布隆迪和塞拉利昂）有关。共有 20 个（41%）涉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有 21 个（43%）涉及 不发达国家。 

这些工发组织方案截至 2005 年底的计划总金额为 4.63 亿美元（不包括方案支助费用），

其中 1.91 亿美元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方案有关，1.75 亿美元与 不发达国家有关。到

2005 年底，为这些综合方案/国别服务框架调动的资金达 2.06 亿美元。 

这些方案继续涉及能力建设，目的是为了提高竞争力，其中以中小企业和环境保护为重

点。2005 年期间，有五个方案进入第二阶段，另有两个新方案继续为这一专题方向提供

支持。从执行额方面来说，2004 年的专题方向以通过生产活动减少贫困领域的项目为主，

2005 年交付额 高的项目则与贸易能力建设有关。其次是通过生产活动减贫，能源与环

境位居第三。 

对综合方案和国别服务框架不断进行监督和审查，并开展了一系列独立评价，所涉国家

有哥伦比亚、厄立特里亚、约旦、巴勒斯坦、突尼斯和越南。评价报告的结论和建议继

续为加强各项方案和制定第二阶段的方案提供重要投入。 

 

B. 农产工业和部门支助 
 

农产工业活动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在危机后重建领域。以下例子表明，这些活动产生了

显著的发展影响。 

工发组织在其将苏丹努巴山冲突后地区的救济、重建和发展联系起来的技术援助方案框

架内，帮助农村社区增加粮食产量，并通过使用农具、简单的手工工具和基本的食品加

工设备，减少了收获后损失。举办了一期机械讲习班，以增强当地制造和修理手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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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具的能力。此外，还通过正确的设计方法方面的培训，提高了当地 80 名铁匠的制

作技能。该项目满足了大约 6,000 家农户的需要。 

在伊拉克，通过促进家庭手工业和小型工业，为南部各省创造就业的努力提供了支持。

在济加尔省完成了基线评估，根据潜在可行性、可持续性以及适当的地理位置，共在该

省确定了 13 个家庭手工业分部门。此外，还对来自三个部的 40 名培训员进行了企业管

理及食品和非食品加工技术方面的培训。在 Al-Qorna 和纳西里耶，重建了两个职业培

训中心，将在这两个中心安装食品加工（奶制品、海枣和水果蔬菜）试验设备，并将举

办几期讲习班（金属、木材、纺织）。该项目将有助于对 1,500 名青年人进行培训和在该

地区建立小型工业。 

通过工发组织对伊拉克奶制品部门的干预，培养了 20 名培训员，以便对奶制品工厂和

工作人员进行良好卫生规范、良好生产规范和危险分析临界控制点方面的培训。在活动

的 初两个月里，共培训了 144 名奶制品工作人员，目前培训班仍在继续。编制了培训

员在巴格达大学接受教育的有关课程，将于下个学期开课。 

在东帝汶设立的竹/藤技能发展示范中心已全面投入运行，在以 8 小时为一班、轮流值班

的情况下，每天能生产 15 毫米厚的竹板 90 平方米。这为试验厂的 20 人提供了直接就

业，并为农村社区 200 多人提供了间接就业。 

应埃塞俄比亚政府的请求，为皮革和皮革产品工业制定了总计划和经营计划。这两份文

件都以国家战略政策的形式获得了通过，其目的是协助该部门对全球皮革和皮革产品工

业价值链进行评估。这两个计划自 7 月份以来一直在实施。 

埃塞俄比亚纺织部门的活动使被协助单位的废弃物减少了 50%，生产力提高了 25%。在

西非经货联盟国家，引进了利用高容量仪器进行的棉花质量测试。 

 

C. 能源和清洁生产 
 

能源和清洁生产领域的各项活动侧重于可再生能源技术、工业能源效率、清洁生产、国

际水域和生物技术。 

在促进现代生物质能源技术和非洲南南合作的框架内，与印度科学院合作，于 12 月在

班加罗尔举行了专家组会议。其中的一项主要成果是增强了来自非洲的政策制定者和专

家对生物质气化技术现状和所提供的机会的认识，这些技术在可持续性基础上，利用当

地生物残渣为农村地区发电，并为工业应用供热。 

在工业能源效率领域，开展了关于在中国发展能力以执行工业能效项目的 初 38 项工

厂评估，结果发现每年能节省 4,000 万千瓦能源。另一个编制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综

合训练教材的项目在非洲实施，该项目将成为政策制定者和能源管理人员建设能力以改

善管理和促进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的一个工具。 

关于清洁生产， 终确定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工发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清洁技术方案

平台，并建立了区域性结构。网络成员在清洁生产和无害环境的技术方面相互交流经验，

并拟订了区域联合项目。 

实施了两项与“封闭回路”概念有关的清洁生产项目。这些项目涉及协助化工公司如埃

及、墨西哥和俄罗斯联邦的清洁生产中心所做的那样采用化学品租赁经营模式，并在尼

加拉瓜国家清洁生产中心的支助下加强对食品、旅游和金属加工部门公司转让无害环境

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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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与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和越南的清洁生产中心一道实施了清洁生产-公司社会

责任联合项目，工发组织专家还参加了国际标准化组织社会责任新标准问题工作组。 

收到了全球环境基金提供的新资金，包括墨西哥湾大型海洋生物系统的筹备阶段资金，

将为墨西哥湾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拟订跨界诊断分析和战略行动方案。 

 

布温迪原始森林国家公园随工发组织农村能源战略登上互联网 

 
工发组织关于用于生产的农村能源和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可持续生态旅游的倡议改
变了乌干达西部一个偏远的村庄。距坎帕拉635公里的布温迪以原始森林国家公园闻名，
该国家公园是保护濒危山地大猩猩的独特的野生生物资源保护区。该地区没有电，几乎
无法与外界进行通信。 

工发组织选择为该地区通电，并将其名称添入现代通信设施的版图，第一期主要是一个
电信中心，由太阳能光电板供电。该示范项目是与一个名为通过公共卫生进行保护工作
（CTPH）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实施的，有一个社区发展中心，配有信息和通信技术/互联
网连接和卫星电视设施。可通过卫星通信进行计算机培训、高速无线上网、拨打互联网
电话。2005 年 10 月，向计算机中心第一批毕业生颁发了马克里尔大学承认的结业证书。 

工发组织目前正在实施第二期，目标是将一个 50 千瓦的微型水电项目投入使用，为布
温迪国家公园供电，改善该地区的教育和旅游设施，为小型工业供电，这将促进传统手
工业和创收活动，同时支助上述电信中心。  

在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人们获得信息、保健和教育的机会有所增加，显示了对当地社
区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此外，该项目还增强了妇女团体的能力，并为推销生态旅游和手
工艺品创造了新的机会。 
 
 

在关于在土耳其建立国际氢能技术中心（氢能技术中心）并使之运行的项目框架内，在

伊斯坦布尔举办了一次重大的国际会议与展览，共有来自 60 个国家的 1,800 名与会者参

加。其中的一项关键战略是，主要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一道，确立 2005 年的 14 个

试点和示范项目。 

为了对生物技术的工业应用前景进行评估，工发组织召开了一次专家组会议，重点讨论

了将生物质转化为燃料和工业原料的问题。会议确定了若干优先事项和在政策和机构两

级进行干预的潜在领域。 

 

D. 投资和技术促进 
 

通过在区域、分区域和国家各级提供技术援助，主要是国际市场准入方面的技术援助，

加强并扩大了贸易能力建设。协助单个国家和若干区域组建立并改进了标准机构和计量

与测试实验室，并支助它们制定了国际认可的认证方法。ISO 9001、ISO 14001 和危险

分析临界控制点系统和认证方面的国家能力得到发展和加强。作为工发组织 大的一项

方案，西非经货联盟方案得到了成功实施，并拟订了第二阶段的方案，以巩固所取得的

成果，并将活动范围扩大到其余的西非经共体国家和毛里塔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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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贸组织合作，为九个试点国家编写了响应多哈发展议程的技术援助项目文件。在这

种情况下，工发组织与世贸组织在香港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举办了

一次附带活动。此外，工发组织和世贸组织还联合发起了非洲国家棉花倡议。另外还与

世贸组织贸易和技术转让工作组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进行了密切协商。 

此外，工发组织开始实施标准化组织关于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新标准，即 ISO 22000，
以提高若干国家和区域的生产力和质量。 

在投资促进领域，重点在非洲开展了一些重大活动。在 15 个撒哈拉以南国家开展了第

三次非洲外国直接投资调查，以研究不同类别的外国直接投资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影响。 

在投资方面，作为厄瓜多尔综合方案的一部分，设立了一项投资基金。古巴综合方案的

投资部分以生物技术部门为重点，这引起了联合王国的兴趣，并从而设立了一项基金。 

出席第九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工发组织代表团向中国潜在投资者介绍了通过

工发组织方案确定和拟订的 380 个非洲投资机会。 

在亚非投资和技术促进中心安排下，向莫桑比克和乌干达派出了第五个亚洲经贸考察

团。 

在技术方面，工发组织进一步促进技术转让和传播，并通过应受益人要求、在选定部门

和产业进行的技术更新和创新，促进了南南合作。因此，工发组织与中国和印度政府加

强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廉价住房方面的技术转让。应各国政府和捐助者的自筹资金

请求，拟订了价值 820 万美元的项目。 

此外，在塞内加尔实施了区域间一级的技术需要评估培训方案，随后在印度尼西亚、肯

尼亚、菲律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举办了关于技术需要评估的国家讲习班。另外还在

意大利的财务支助下，为巴勒斯坦的建筑材料部门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技术转让和管理

与技能发展项目。 

关于技术预见和路线图制定的能力建设部分，在捷克共和国、匈牙利、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和土耳其举办了四次培训班，共有来自 15 个国家的 200 名学员参加。该方案通过新

材料和新的讨论专题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将在下一个两年期继续实施。 

10 月，工发组织-深圳可持续发展国际技术促进中心举办了关于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投资

的讲习班。第一次向全球前十名方案颁发了“蓝天奖”，以刺激应用新技术促进可再生

能源利用方面的投资。 

 

E. 多边环境协定 
 

蒙特利尔议定书股实现了其使用 3,540 万美元（包括信托基金）开展核心活动的目标。

该股进一步拟订了编审中的一揽子项目并将其提交给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行委

员会，结果使 2005 年有 80 个项目投入运作。工发组织获得了多边基金核准的 5,381 万

美元和双边基金核准的 758 万美元，这两项核准均创下了记录。目前正在进行谈判，以

便从捐助者那里获得更多的资金。进行了多次协商，并开展了概念性的工作，从而使工

发组织仅为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核准的项目就获得了 3,336 万美元，接近世界银

行的资金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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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成为完全淘汰含氯氟烃生产的第一个发展中国家 

 
2003 年，工发组织得到了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应墨西哥政府的请求给予的赠
款，以协助关闭拉丁美洲最大的含氯氟烃生产厂 Cydsa，该厂也是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含
氯氟烃出口商之一。 

这是工发组织有史以来预算最大的项目（3,180 万美元），反映了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
开展的活动如何能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采取了政府政策和宣传措施，以减少消耗臭氧物质，控制并规范其国内外贸易，补偿企
业放弃的利益； 

Cydsa 得到的补偿用于将以前生产含氯氟烃的设施改换为生产议定书不禁止的化学品的
新设施； 

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有可靠供应的新型制冷剂，这反过来也保持了公司的就业人数； 

2005 年 8 月，墨西哥提前 4 年多履行了截至 2010 年 1 月 1 日完全淘汰含氯氟烃生产和
消费的国 际义务，从而成为第一个完全淘汰含氯氟烃生产的发展中国家； 

该工厂的关闭还对紧缩全球含氯氟烃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加快减少
对消耗臭氧物质的使用。 

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特别赞扬工发组织和墨西哥政府共同取得的这一成就有效加强了
保护环境的国际努力。 
 
 

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领域，环境基金核准了工发组织在非洲、中国和罗马尼亚开展的价

值 105 万美元的三个新项目。此外，工发组织还实施了一个全球方案，以便在中国、菲

律宾和斯洛伐克促进和传播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非燃烧技术。保护红海和亚丁湾环

境区域组织也向工发组织寻求技术援助，以便开展一个消除红海和亚丁湾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的环境基金项目，从而促进拟订一项行动计划和战略，在埃及、约旦和也门推行现

有的 佳技术和 佳环境做法。 

工发组织向撒哈拉以南的 10 个讲法语国家提供了培训、咨询和援助，以增进它们对清

洁发展机制潜力的了解，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对气候无害的技术，增强它们处理清洁发

展机制项目周期以及确定、发展和拟订工业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能力。 

与联合王国贸易投资部和匈牙利政府合作，举办了关于以京都项目为基础的机制和欧洲

联盟排放量交易计划之间联系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为企业、工业、政府专家和参与实

施欧洲联盟排放量交易计划的其他利益方提供了宝贵的联络和知识共享机会。 

 

F. 中小企业 
 

在工发组织为了减少贫困和提高特别是农村和妇女企业家所拥有的微型和小型企业，以

及增长型中小企业的工业生产力而做出的各项努力中，私营部门发展仍然是其中的一个

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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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童年的梦想 

 
Amina Barbara 夫人曾担任约旦一家通用计算机和电器用品公司的维修经理。她从小就
盼望开办自己的公司。2004 年，她对约旦的商业机会作了初步调研，发现当地市场对含
油种子油类，特别是对黑孜然油、葡萄籽油和杏仁油的需求很稳定。Barbara 夫人从德
国购买了一部榨油机，辞掉了工作，开始在自己的新公司做全职工作，雇有兼职工人。
可是，她在经营管理上遇到了各种问题，包括市场进入问题。 

后来她听说了工发组织的企业发展方案，便报了名。她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方案，
了解了创办新企业的各个方面，如管理技巧、企业家的能力，以及如何找到商业机会并
评估市场潜力的问题。培训结束后，工发组织帮助她制订增进市场进入的战略，通过现
场考察收集关于原材料供应的情况，并找到包装机器的供应商。从那以后，她便能够解
决装瓶盖的问题了，以前因为这个问题失去了很多订单。 

如今，这位企业家通过各种销售渠道在当地出售产品，有约旦零售连锁店、草药和化妆
品店的固定订单。Barbara 夫人现在计划通过新建立的关系进入欧洲市场，特别是德国
和奥地利。 
 
 
• 农村企管人才和女企管人才培养 
 
与难民专员办事处合作，为加纳的 300 名难民实施了技能培养方案。在这些方案取得的

成功基础上，目前正计划实施一个为 82,000 人提供小企业培训的综合方案。在莫桑比克

和乌干达，工发组织支持这两国政府为在青年人中间发展企业文化和提高 54,000 名学生

对于将创建和拥有企业作为一个职业选择的认识而做出的各项努力。该方案目前正在扩

大，将把其他国家也包括在内。 
 
• 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和出口联营集团 
 
有一个试点项目旨在提高巴基斯坦五个企业集群的竞争力，该项目设立了国家集群发展

专家核心小组，引起了许多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对这一方法的兴趣，并培养了国家对集

群发展推动者进行培训的能力。结果，又有 25 个集群正在改进之中，之后还将有更多

的集群加入改进行列。 

出口联营集团促进方案结束了试验阶段，并在若干国家实施了新项目。召开了第一次出

口联营集团专家组会议，有 15 个国家的代表与会。这在提高全世界对出口联营集团促

进项目的认识和增加对这些项目的需求方面创下了一个里程碑。 
 
• 企业伙伴关系和公司社会责任 
 
在尼日利亚，工发组织的一项企业伙伴关系方案协助建立了一个投资 800 万美元的低成

本机动三轮车厂，该厂雇佣了 80 名人员，并有望成为一个完全的生产单位。在克罗地

亚，一个公司社会责任项目培养了政府在企业中间促进公司社会责任的能力，并制定了

一项在遵守环境和社会标准的同时提高公司业绩的企业一级培训方案。该项目还推动为

印度尼西亚、尼加拉瓜、坦桑尼亚和其他国家的公司社会责任资源中心拟订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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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危机后方案 
 
2003-2004 年期间在伊拉克实施的危机后工业重建和发展方案在收到联合国发展集团伊

拉克信托基金拨给工发组织所实施的项目的 后一批款项即 400 万美元后，进入了执行

阶段。收到这些资金后，工发组织在伊拉克开展的业务活动包括总价值为 1,497 万美元

的三个项目，即发展农产工业和家庭手工业，重建一个奶制品厂和重建一个用于水处理

的氯生产设施。企管人才培养、重建医疗用品和产品生产设施以及环境恢复等其他项目

正在拟订当中。由于工发组织因项目实施能力的外地权力下放不够和对应机构的决策人

员频繁变化而受到限制，在项目实施方面还存在问题。 
经与过渡政府、联合国驻地/人道主义协调员、捐助界、海地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协

商，制订了一项支持海地危机后恢复的方案。这需要通过发展家庭手工业和农产工业、

利用小型水电为农村提供小规模能源，以及加强政府的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促进努力来支

持以社区为基础的恢复。 

在受到海啸影响的国家，为两个项目的拟订工作提供了支持：一个是支助恢复印度南部

沿海渔业的项目，这是联合国整体努力的一部分；另一个是与劳工组织合作开展的为印

度尼西亚受海啸影响的社区提供职业培训的项目。 

为了审查工发组织在恢复冲突后形势下的水供应工作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召开了一次协

商会议，会议认为，工发组织可以通过提供必要的化学品或设备，以及提供恢复水供应

的组织支持和水净化技术评估方面的建议来支持受影响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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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区域方面 
 
 

工发组织继续注重在加强其作为参与外地一级协调的正式成员的地位方面开展活动，目

的是确保在提供其服务方面采取协调一致的区域方法并对各国的要求作出有效回应。工

发组织参与正在进行的联合国改革的工作重点是执行《同开发计划署的合作协定》。为

了对其在国家一级的业务活动采取一种更为前后一致和更具成本效益的做法，本组织侧

重于通过进一步协助采取一种有效的联合编制预算的做法来提供支助，同时确保加强与

其成员国的联系。 

 

A. 最不发达国家 
 

工发组织在寻求提高其服务的总体适切性和影响的过程中，始终承认 不发达国家的方

案作为其技术援助服务优先目标的重要性。本组织根据《支援对 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扩大了与这组国家之间的合作，尤其侧重于能力建设、贸易便利化、国际市场准入和私

营部门的发展，目的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2005 年，为了使目标更为明确、调整重点并将现行综合方案转变为“后继”阶段，需要

对正在 不发国家进行的许多活动进行评定式重新评价，并增加执行额。与此同时，扩

大工发组织在 不发达国家的活动的前景还在继续改善之中。因此，在总共 49 个正在

实施的工发组织综合方案和国别服务框架中，目前有 21 个是在以下 不发达国家实施

的：阿富汗、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几

内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莫桑比克、尼泊尔、尼日尔、卢旺达、

塞内加尔、塞拉利昂、苏丹、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也门。此外，安哥拉、海

地（冲突后）、东帝汶（冲突后）和多哥的项目正在编拟之中。 

工发组织在 不发达国家的活动一个重要特点是面向客户的方针目标明确，在应对尖锐

的或新的发展问题上有的放矢。因此，在塞拉利昂，工发组织提出了一个以促进工业发

展和减轻贫困为目的的冲突后中小型企业支助方案。在孟加拉国，预算超过 1,600 多万

美元的国别服务框架所涉及的问题种类繁多，其中包括推行清洁技术和提高工业生产力

等。在海地，工发组织计划通过发展微型和小型企业来协助农村社区的复苏，并通过加

强机构的工作来给正规部门提供支助。在马拉维，八月提出了一个 100 万美元的工发组

织两年期项目，由联合国人类安全信托基金提供经费。该项目将通过提高农业和非农业

生产的生产力和多样化来帮助沙利马地区 17 个村庄的家庭提高其收入和福利。为确保

该项目能坚持下去，乡村基层一级的组织也密切参与了该项目的实施工作。在项目结束

时预期这些组织将有能力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当地活动。 

在以综合方案和国别服务框架为方式的工发组织传统做法方面所使用的另一种工作方

法关涉在更大的范围内适用区域方案，其涵盖了许多 不发达国家——尤其是非洲的

不发达国家。一个形象的实例并同时又是一个显著的成功案例是得到欧洲联盟资助的西

非经货联盟高质量方案（预算为 1,080 万欧元），该方案由工发组织执行，于 12 月完成。

工发组织向贝宁、科特迪瓦和多哥的渔业部门有关机构和企业提供了专门的帮助。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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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是，这些国家的渔业部门雇用了数以千计的工人，每年向欧盟出口的产品超过 10
万吨。通过工发组织的援助提高了出口产品的质量及其安全性，符合市场的卫生要求。

应西非经货联盟和欧盟的请求，工发组织正在筹备第二阶段的工作，以巩固西非经货联

盟各国所取得的成果，并把方案的活动推广到其他西非经共体国家和毛里塔尼亚。 

此外，有关在今后开展合作的计划看来令人鼓舞：工发组织与西非经货联盟联手，继续

为工业重整和升级换代拟定分区域方案。该方案将有助于西非经货联盟各国为从 2008
年开始实行与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安排做好准备。这方面的资金将来自欧盟和其他捐助

者。 

在机构间合作方面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实例是协同世贸组织为非洲国家实施的棉花问题

联合举措，该举措是对多哈发展议程作出的回应。该举措的总体目标是协助非洲棉花生

产商提高其参与多边贸易的能力，并从而协助减轻贫困，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各项总体

目标。合作举措的具体目的是加强非洲棉花生产部门对经济、就业和出口增长的贡献。

该建议是对其他进行中举措的一个补充，系专门机构、国际和区域捐助方之间有望开展

合作的一个领域。在 10 月 28 日于日内瓦举行的世贸组织第五次棉花协商会议上以及在

工发组织与世贸组织大会召开之际的附带活动中又对该棉花举措（总预算为 2,000 万欧

元）作了进一步的专门介绍。 

在于香港举行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举办的工发组织与世贸组织附带活动中，参加者对

本组织为设法克服一般发展中国家及尤其是 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供应方面的挑战而

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并给予支持。关于工发组织与亚洲 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问题，

本组织在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尼泊尔开展了在功能上与市场准入和贸易便利

化有关的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类似于在孟加拉国、不丹和马尔代夫实施的项目，工发

组织在这些活动中努力加强与标准、计量、测试和质量有关的机构能力和国家能力。 

大会上一届会议强调了工发组织参与对《支援 不发达国家布鲁塞尔行动纲领》实施情

况进行综合性全球审查的重要性。因此，展望未来，工发组织将继续在帮助 不发达国

家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将在 2006 年于贝宁举行的 不发达国家部长级会议上

付诸实施，这将成为进一步协调统一在实施《布鲁塞尔行动纲领》上全系统活动的一个

关键步骤。 

 

埃塞俄比亚皮业峰回路转 
 

工发组织解决皮革及其制品行业出口业绩下滑问题的战略侧重于用“自上而下（吸引）”
的办法开发皮制品，以“吸引”制革部门提高成革的质量和产量。 

工发组织制订了一个总计划，其主要特点是与所有利益方合作，找出办法，确定出口收
入、创造就业和所需投资的目标。在梅莱斯·泽纳维总理阁下的领导下，全国出口协调
委员会通过了这一总计划，作为埃塞俄比亚发展皮革及其制品业的战略框架。此外，该
委员会还建议与工发组织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工发组织制订的运营计划。 

目前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其中包括： 

• 同意大利主要鞋类生产商和亚的斯亚贝巴的一家鞋类生产商的转包安排。12 月有
100,000 双“埃塞俄比亚制造”的鞋子在意大利市场上出售。意大利转包商已经表
示，预计 2006 年对意大利的出口量将有所上升。 



工发组织 2005 年年度报告 

 

13 

• 联合王国一个著名的制革集团已将用于制作手套的高质量成品绵羊皮和山羊皮的
生产转移到埃 塞俄比亚，产品可能出口到日本等亚洲国家。该集团还表示打算开办
一家高档皮衣生产厂。 

• 埃塞俄比亚皮业协会根据目前的出口预测，向埃塞俄比亚通讯社宣布，预期本财政
年度皮制品出口收入将达到 1.03 亿美元，而在上一财政年度，这项收入约为 6,600
万美元。 

 
 

B.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联合国大会 2004 年 12 月 22 日通过的第 59/249 号决议在相当程度上确定了工发组织

2005 年在非洲开展的活动的进展速度与规模。工发组织全面遵照该决议，继续大力支持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工业战略和举措；在执行非洲生产能力举措上侧重于加强区域方

案；在区域一级，本组织采取积极主动的做法，支持非洲各国政府的部门举措，编拟分

区域部门计划和路线图。开展所有这些活动的一个根本思路是在全系统的范围内并在改

革的框架下从战略的角度进行工发组织的技术援助活动。 

非洲（包括非洲阿拉伯国家）占工发组织 2005 年技术合作总执行额的 27%（见第五.B
章）。如果把多边基金、投资和技术促进办事处及类似机构以及非洲特别资源排除在外

的话，则其所占份额即增加至 43%。 

与往年一样，技术合作绝大部分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正在执行之中的综合方

案/国别服务框架有 31 个——其中有 10 个已进入第二阶段，概算总额为 1.914 亿美元。

即便 2005 年所涵盖的国家保持不变（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科特迪瓦、厄立

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里、莫桑比克、纳米比

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

通过评定式重新评价——在某些情况下还以独立评价为基础——使工发组织得以启动

后继方案或第二阶段的工作。2005 年对尼日利亚的国别服务框架和马达加斯加的综合方

案进行了此种评定式重新评价。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加纳、马里、莫桑比克、塞

内加尔、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第二阶段的实施工作已经开始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 

  

区域展望 

 

按照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和非洲生产能力举措的基本构想，工发组织将继续加强其在技

术合作方面的区域做法。总共 37 个区域项目正在实施之中，在财政上的支出为 1,600
万美元。区域项目所涵盖的部门和跨部门问题涉面很广，是支持非洲区域一体化和解决

环境问题的一个有效工具。 

除正在实施的大量项目外，还提出了一些新的区域举措。其中包括： 

• 在南部非洲共同体分区域以促进工业发展为目的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上提供培

训支助； 

• 在东非通过具有竞争性的全面生产设计加强市场准入； 

• 开展能力建设并在乡村能源开发上推行一种可以承受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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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气候变化——了解工业部门（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所存在的风险并进

行这方面的能力建设； 

• 拟定西非投资促进区域方案； 

• 提供有助于东非可持续生计和减贫的多技能培训与社区服务设施； 

• 建立西非竞争力观察站； 

• 建立拉各斯大学区域环境信息管理中心； 

• 通过微型和小型企业发展工作协助 Buduburan 和 Krisan（加纳）难民专员办事处定

居点难民的遣返、就地安置和重新安置； 

• 非洲法语区 10 国有关清洁发展机制的示范项目。 

通过实施非洲生产能力举措计划进一步推动了区域合作活动。10 月召开的非洲发展新伙

伴关系/非洲生产能力举措分区域会议讨论了在东南非共同市场提高工业竞争力和促进

就业问题，这次会议一致认为应加强工发组织与东南非共同市场之间的合作，确定能保

证有效实施非洲生产能力举措的目标及工发组织向该分区域提供工业发展支助的区域

方案。针对中非和南部非洲的类似分区域会议正处于 后的筹备阶段。 

 

统一开展发展工作 

 

实施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并协调全系统在非洲开展的活动是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九届会

议期间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工发组织为此尤其同开发计划署一起积极主动地开展合

作并进行工作的协调，共同实施联合国有关 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南南合

作方面的全球方案。 

在 2005 年期间，拟定了针对加纳、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的方案，以落实与开发计划

署之间的私营部门发展协议。被选定推行私营部门发展方案的其他试点国家有尼日利

亚、卢旺达和塞拉利昂，有关这些国家的方案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工发组织与开

发计划署于 3 月召开了一次协商论坛，讨论如何加强加纳的治理与经济管理的能力。在

非洲联合开展活动上取得成功的另一个方面是开设了五个工发组织服务台，以确保对工

发组织在有关国家的业务活动提供支助并就规划工作与开发计划署进行协调统一。 

工发组织积极参与了审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国际会

议（1 月 10 日至 14 日，毛里求斯）。结果是加强了与 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事处之间的合作，提高了工发组织在落实关于进一步实施

《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方面的地位。 

在其全区域发展援助规划方面，工发组织进一步加强了与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协调

活动，尤其是在执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和非洲生产能力举措方面。通过继续与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之间开展合作，订立了涉及在某些国家的联合项目的共同协作

书，其中包括非洲的一些国家。 后，第三.A 和第三.G 章载述了工发组织在支助 不

发达国家和南南合作方面积极开展机构间合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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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经货联盟的质量方案 
 
在欧洲联盟资助西非经货联盟开展的一个方案中，很好地利用了工发组织经公认的在强
化标准方面的专门知识。在这一大型项目范围内，具体援助的目标是贝宁、科特迪瓦和
多哥的渔场，这些渔场雇佣着几千名工人，每年向欧洲联盟出口产品 100,000 吨以上。 

该项目于 2005 年结束，在一系列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包括： 

• 设立了一个国际公认的区域认证秘书处； 

• 建立了一个实验室网络和容纳 250 多个实验室的数据库； 

• 增强了 46 个实验室的测试能力； 

• 协助 16 个实验室获得认证； 

• 为经培训的 ISO 17025 标准技术实验室评估人建立了一个区域人才库； 

• 建立了一个关于各类标准的区域文献中心； 

• 在 8 个国家建立了国家文献中心； 

• 在西非经货联盟所有成员国中协调各项提高质量的政策； 

• 在 60 多家企业采用 ISO 9001 和危险分析临界控制点系统； 

• 设立了国家和区域质量奖励制度； 

• 为经培训的合格 ISO 9001 标准审计员建立了一个区域人才库； 

• 建立了一个质量协会网络； 

• 增强了消费者组织的能力。 

西非经货联盟和欧洲联盟证明了该方案的成功，已请工发组织编拟第二期方案，以巩固
在西非经货联盟国家取得的成果，并将活动扩展到其他西非经共体国家和毛里塔尼亚。 
 
 

C. 阿拉伯地区 
 

工发组织继续对阿拉伯地区提供支助，在推行可持续的综合工业发展的同时满足经济和

发展条件极为不同的一些国家的各种需要。各分区域（北非阿拉伯地区、西亚阿拉伯地

区、 不发达的阿拉伯国家和海湾合作理事会国家）在技术合作活动方面进展顺利。这

些活动包括 11 个综合方案、一个国别服务框架以及若干与国际议定书有关的项目和区

域项目。 

西非阿拉伯国家（约旦、黎巴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要着力于进行工业升级换代

和治理工作以及提高质量和对消费者的保护，同时侧重于农产食品和纺织业部门。在对

约旦的综合方案进行评估之后已采取各种步骤，以便对农产食品部门具体价值链各组成

部分及其资源加以调整，使之与特别关注乡村发展和减贫工作相适应。此外，工发组织

在约旦的一个服务台已开始运作。 

工发组织在非洲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摩洛哥、突尼

斯)的干预工作继续侧重于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这样做是为了对该分区域的共同优先

工作作出回应，以便鉴于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而 大限度地利用区域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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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所提供的各种机会。工发组织的援助涉面很广，包括在政策、中小型企业、贸易

能力建设、可追踪性和投资促进等方面向各机构提供支助。 

还在减贫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这尤其体现在摩洛哥，该国许多妇女和中小型企业在工

发组织的协助下开发了新的生产线，与国内外买方建立了商业联系。在该年摩洛哥和埃

及还设立了国家清洁生产中心。 

在海湾合作理事会各国（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重点是促进实行由私营部门牵头的工业发展，为此推动治理、技术普及、企业发

展服务、质量管理和持续改进等工作。在沙特阿拉伯执行综合项目期间，主要的公共利

益相关者进行了密切的互动，从而就提高工业竞争力和多样化的长期愿景达成了共识。 

在有关发展的特殊情形下（例如在伊拉克），工发组织的活动涉及与其他联合国组织就

工业振兴和复兴展开协调。尽管情况很糟但仍取得了一些进展。通过实施一项大体侧重

于工业升级换代和企业家培训的综合方案，工发组织在对巴勒斯坦提供支助方面取得了

进展。 

关于阿拉伯 不发达国家，在苏丹和也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工发组织在这两个国家的

方案侧重于通过促进创造以社区为基础的可持续生计来源建立具有经济上生存能力的

社区。重点是提高农村社区若干农产工业的生产能力，将可再生能源用于生产。在苏丹，

通过由联合国人类安全信托基金资助的一个项目，工发组织成功地根除了努巴山区 83
个村庄在粮食安全方面的极端贫困。另一个重要的新项目涉及在马拉卡勒建立一个职业

培训中心。在吉布提，正在探寻新的筹资机会和战略伙伴关系，以实施综合方案，促进

私人投资并推行消除贫困的部门战略。 

在整个阿拉伯地区促进合作是工发组织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非洲发展新伙伴关

系秘书处和工发组织吁请 9 月在突尼斯召开一次分区域会议，讨论在北非提高工业竞争

力和创造就业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六个北非国家的 70 多名高级别公营和私营

部门代表，这次会议通过了《突尼斯宣言》，其中与会者承诺根据非洲生产能力举措的

原则加强区域一体化和合作。这次会议还有助于北非阿拉伯国家就纺织品和农产食品等

优先部门拟定国家行动计划。通过这些计划拟定了北非区域路线图，将提交 2006 年非

洲工业部长会议第十七次会议核准。 

另一个区域举措是启动阿拉伯地中海投资促进网巩固阶段的工作。该举措的目的是通过

促进欧洲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商业伙伴关系和技术转让、使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相结

合，为向该分区域各国提供投资与技术创造便利条件。该投资促进网的运行由在埃及、

约旦、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投资促进股及其国内对应单位负责。 

 

D. 亚洲和太平洋 
 

在报告所涉期间，工发组织与欧洲联盟和多边机构深化了全面的合作，从而共同筹集了

大量资金。环境方面的考虑在工发组织在若干国家，尤其是在中国的方案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贸易能力建设方案在该区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以下一节寻求按分区域加以

概要说明。 

南亚：12 月上旬完成了实施由欧盟资助的孟加拉国质量支助方案的所有手续，从而将得

以在 2006 年全面实施该方案。工发组织与欧盟之间合作的这一重要范例表现在在该地

区的预算额达到迄今为止的 高数额（由工发组织实施部分为 770 万欧元）。在斯里兰

卡，10 月核准了综合方案第二阶段的工作，由于 11 月总统大选，该阶段工作的开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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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推迟。计划于 2006 年上半年举行捐助方会议，目的是为第二阶段的活动筹集资金。

对于与印度工商会联合会和印度工业政策与促进司之间在就私营部门的发展开展合作

方面取得的成功之处，在大会期间为介绍这种做法和在实施上取得的进展而举行的一次

特别活动中作了特别介绍。工发组织参与了巴基斯坦 10 月地震灾害之后受灾严重地区

尽快恢复的需求评估，从而使本组织对灾区恢复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将于 2006 年

开始具体实施。欧盟资助的为巴基斯坦开展的数额约 230 万欧元的贸易方面技术援助方

案已得到核准，这将有助于大力推动综合方案中有关质量部分的工作。 

阿富汗是工发组织大量工作的重点，包括根据同开发计划署的合作协定设立工发组织服

务台，还正在讨论拟定有关私营部门发展的联合方案。针对阿富汗的其他主要举措包括

筹备手工艺培训讲习班以及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共同拟定有关可持续生计

的联合方案。 

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共同实施的南亚 不发达国家市场准入和贸易便利化支助项目第

一阶段工作的总预算超过了 110 万美元，该阶段的工作在加强为改进标准制定及计量学

和核证而拟订战略与结构的能力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一些捐助方已表示很有兴趣为第

二阶段的工作筹资，向参加该阶段工作的 不发达国家提供约 150 万美元。 

南亚和太平洋群岛：根据与开发计划署签署的合作协定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设立了一

个工发组织服务台。还拟定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私营部门发展的联合方案，工发组织

捐出 20 万美元，开发计划署捐出 10 万美元，以作为立即实施该方案的起始资金。就老

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乡村能源方案与潜在捐助方举行了资金筹集会议。11 月针对柬埔寨开

展了形势分析和需求评估研究，目的是拟定一项综合方案。工发组织还提供技术合作起

始资金，协助印度尼西亚受海啸影响及冲突频仍的省份开展恢复和重建工作。在所罗门

群岛，利用工发组织所提供的 75,000 美元的资金实施了有关鼓励创业的项目。在第一阶

段的工作取得成功之后正在 后审定越南综合方案第二阶段的工作。在中国、印度尼西

亚和菲律宾开始实施了中国和东南亚海流利用技术区域方案。在曼谷举办了一个针对若

干东盟国家的能效讲习班，曼谷和吉隆坡各自主办了一个技术转让讲习班。 

东北亚：工发组织于2月公布了其对中国环境上可持续的发展国别服务框架的评价结果，

其中有些建议在 2005 年期间得到了实施。工发组织在减少地区和社会差异上越来越有

希望的一个工具是分包和合伙业务交流所方案，该方案逐步在全国范围设立了若干交流

中心。已批准在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设立一个新的分包和合伙业务交流所（第一阶

段），由工发组织在中国的对应机构上海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资金。黑龙江

省（东北地区，与东南地区相比收入水平较低）省会哈尔滨也对分包和合伙业务交流所

表示出兴趣，重庆正在筹备第二阶段的工作。因此，分包和合伙业务交流所方案是对中

国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 为优先事项的一种回应。为此，该国政府把 10 月公布

的工发组织报告“中国西部：加强工业竞争力和就业” 中的某些建议列作有关中国第

十一个五年计划部分内容的建议。 

该年还核准并实施了烟草部门逐步停用甲基溴的大型项目，由此将得以在 2006 年结束

工发组织在该部门的业务。数额为 400 万美元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国家实施计划项目取

得了长足的进展，将于 2006 年 1 月予以介绍。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加强农产/
食品工业部门的综合方案取得了重大进展，推出了在 Songchon 县建立一个羊奶加工厂

的项目，由其水利发电机自行供电。12 月事实调查团前往蒙古访问以后提出了有关综合

方案的正式请求，该方案正在编拟之中。便利尽早就执行《斯德哥尔摩公约》采取行动

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项目已告结束，蒙古政府对工发组织参与执行阶段的工作表示出兴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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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欧洲和新独立国家 
 

作为其区域技术预测方案的一部分，工发组织在捷克共和国、匈牙利、俄罗斯联邦和土

耳其实施了培训方案。这些方案以组织者、实际工作者、决策者和企业预测专家为对象，

介绍了将技术预测工具用于技术发展的战略决策、实施技术预测举措的形式、可加以利

用的方法以及在该地区技术预测方面的经验和前景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方案的实施工作，工发组织创办了区域虚拟技术预测中心。作为机构与个人之间

的联络网而创办的该中心将负责指导和协调技术预测活动、委托他人编写研究报告、安

排培训计划和提高认识的会议、搜集和传送信息、负责互联网门户网站和数据库的运作

并向企业合作伙伴提供服务。 

在亚美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及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已开始实施促进清洁生产

的项目。这些项目将有助于提高工业竞争力和生产力，促进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实现社会

持续进步。这些项目将积极推广对环境无害的技术，向各国的业界提供必要的工具，为

对环境无害的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和区域市场提供便利，提高各国企业就争取其在全球市

场上的地位而成功地开展谈判的能力。 

俄罗斯联邦 2003-2005 年国别服务框架即将结束。该国别服务框架为以下方面的可持续

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即食品加工、技术开发、制鞋、中小企业的发展、清洁生产和

区域发展。 

工发组织还在俄罗斯联邦开始实施得到欧盟资助的一个项目，即拟定信息和通信技术统

计方法。该项目旨在确保与国际构想、定义和方法相一致和相兼容，引进收集信息和通

信技术统计数字的现代方法与工具，并协助企业、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用户及其他在经济

上的利益相关者使用统计数字来提高其分析和决策技能。 

工发组织与匈牙利政府及联合王国贸易和投资机构合作，为欧盟新的成员国、欧盟加入

国和候选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与会者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介绍把以项目为基础的京都机制

同欧洲排放权交易计划联系在一起的情况。该研讨会为企业界和工业界提供了一个论

坛，籍此加强对《京都议定书》下的排放权交易的了解和落实，促进以具有成本效益的

方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在工发组织协助罗马尼亚编拟关于遵照《斯德哥尔摩公约》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国

家执行计划之后，工发组织实施了一项得到环境基金资助的项目，以处理多氯联苯废弃

物。该项目将有助于减少多氯联苯对人的健康造成的威胁，并将避免罗马尼亚今后再释

放多氯联苯。 

在克罗地亚，工发组织正在实施一个项目，推行生产生物柴油以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

目的是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费，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提高农业部门的收益率。该项目对

一家生物柴油生产厂的可行性作了评估，提供了咨询意见，协助就适当的生产链和拟采

纳的经济模式作出有根据的决定。 

在乌克兰，工发组织继续协助 Lviv 市进行环境管理及水基础设施和污水处理设施的规

划。根据在第一阶段期间所取得的成果，该项目当前的目标是充实管道开发中心，拟定

该市水基础设施修复主计划，向当地工业界演示水管修复的新做法和新技术。 

2004 年在土耳其设立的国际氢能技术中心在所计划的五年项目期间预计将得到土耳其

方面 4 千万美元的捐助，该中心目前正在实施若干项目，侧重于生产作为“清洁能源载

体”的氢，其中包括中国的小水电、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太阳能、阿根廷的风能和印

度的生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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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发计划署合作在亚美尼亚埃里温设立的一个工发组织服务台正在拟定以若干战略

领域为重点的工发组织技术合作项目。 

 

F.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在同开发计划署订立了合作协定之后，工发组织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实行了新型的代表

制，为开发计划署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办事处内的工发组织服务台任命了三

名工发组织业务活动负责人，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方案的拟定。 

在阿根廷，还分别与该国规划、公共投资和服务部就技术合作、与科尔多瓦省就制定高

技术部门合作框架以及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就提供拟由世界银行的一笔贷款资助的工

发组织咨询服务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与美洲国家组织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涉内容包括建

立一个合作框架。 

在该区域实施了四个综合方案：哥伦比亚、古巴、厄瓜多尔和危地马拉的综合方案。在

经过独立评估以后，核准了哥伦比亚综合方案第二阶段设计工作的过渡性方案，定于

2006 年上半年着手开展活动。 

签署了古巴综合方案第二阶段的协议并开始了这方面的活动。除有关创办企业、能源和

农产工业问题等组成部分之外，涉及哈瓦那城市固体废料治理工作的一个涉面很广的组

成部分现正在实施之中，其资金完全由瑞士提供。 

厄瓜多尔方案在政府的积极参与和共同资助下继续实施。尤其是关于贸易能力建设的组

成部分取得了进展，在对应部委中设立了一个工业研究股。第一阶段的工作接近完成，

对迄今取得的成果作了独立评价，预计在 2006 年上半年随后进行第二阶段的设计。 

把完备的计量实验室移交危地马拉政府标志着危地马拉综合方案第一阶段的结束。在积

极评价的基础上预计将于 2006 年上半年展开第二阶段的谈判工作。 

已成功地 后完成了促进拟定玻利维亚国家执行计划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问题赋能活

动的执行工作，并向全球环境基金秘书处提交了后续项目。 

方案拟定特派团讨论了该区域唯一一个 不发达国家海地的不稳定局势，预计 2006 年

将着手开展具体的技术合作活动。 

曾派出方案拟定特派团考察了玻利维亚（Chapare 地区水果加工和可再生能源解决办

法）、厄瓜多尔（水果加工）和巴拉圭（工业竞争力）。 

工发组织蒙特利尔议定书方案继续是该地区所有技术合作活动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新的

核准额创历史 高水平。 

 

G. 南南合作 
 

本报告各章均见证了带有南南合作内容的许多工发组织的活动。2005 年的实例包括认证

和验证、标准化和质量区域制度，其中北非国家向西非的西非经货联盟国家提供了专家。

投资促进活动也具有南南合作的内容，这体现在中国国际投资与贸易洽谈会给非洲提供

了 380 个投资机会。工发组织与中国和印度一起加强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低成本住

房技术转让方面的南南合作。印度还主持召开了一次专家组会议，使非洲制定政策 者
和专家了解生物质气化技术的现状及其提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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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十届会议彰显了工发组织成员国对南南合作的重视，建议把“通过南南合作促进

工业发展、贸易和扶贫”作为其第十一届会议工业发展论坛的主题。根据该建议，第十

一届会议召开了有关该主题的论坛。 

论坛的一份议题文件突出说明了在南南合作方面的关键问题，其中涉及工业贸易、技术

与投资流动、全球贸易谈判和减贫联合对策。随后在一份更为详细的报告中对主要的决

定因素作了详述，该报告系论坛的背景文件，其标题为“通过南南合作促进工业发展、

贸易和扶贫”。 

 

角色倒置：南北合作 
 

在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让专门知识和技术上所存在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机会是生
草地播种法农业技术。阿根廷和巴西在世界上率先应用了这一技术，该技术是为在耕作
中改进对自然资源的使用而加以开发的。这一做法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土壤结构和组
成的干扰，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土壤的侵蚀和对水的污染，同时又使农民的收入水平
保持不变。根据工发组织复兴阿根廷工业部门方案，阿根廷农业机械生产商特派团专门
介绍了生草地播种法可能给欧洲带来的好处。意大利可持续土壤管理协会等对此表示出
兴趣，这表明来自阿根廷的这一专门知识和技术可以在弥合发达国家的差距上发挥宝贵
的作用。企业界举行了 200 多次会议，目的在于就把阿根廷公司研发的技术解决办法转
让给欧洲同行达成协议。 
 
 

在两个圆桌会议上继续进行审议，公营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在这些会议上就以下方面作了

专题介绍： 

• 通过工业能力建设促进贸易；及 

• 在技术转让方面的合作。 

 

H. 外地代表 
 

2004 年采取了一项扩大工发组织外地机构网的新举措，2005 年上半年已进入执行阶段。

2005 年经工发组织新的服务台的实际设立，正式确立了工发组织这方面的目标，即通过

在外地一级开展联合编制方案的活动来增加工发组织对其成员的服务，并改进同系统内

各机构，尤其是同开发计划署之间的合作。 

从一开始就针对该举措向决策机关作了涉面很广的报告。截至 2005 年底，总共新设了

12 个工发组织服务台（非洲 5 个、阿拉伯国家 1 个、亚洲和太平洋 2 个、欧洲和新独立

国家 1 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3 个）。到 2005 年年底，仍有 5 个工发组织服务台正在设

立之中并将开始运作。结果是，在 2005 年期间，工发组织在外地的实际驻留规模增加

了约 40%，在总共 42 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和服务台。在联合编制方案方面，工发组织在

同一期间总共提出或拟定了 10 个有关私营部门发展的联合方案。在 2006-2007 两年期

期间将继续执行整个举措，包括进行监测、评价和必要的调整。 

总部地区局的工作人员和工发组织在外地的代表继续发挥了其作为综合方案和国别服

务框架团队牵头人的作用。由于促进了对其业务所涉国家实施的方案和项目进行必需的

协调和监测，对外地的进一步授权使成员国从更连贯一致的执行方法得到了更多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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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通过定额备用金账户的运用，财务自主性的增强也使外地办事处的效率进一步提高，

而这又使项目的执行得到外地办事处一级的巨大帮助。 

后，工发组织还确保几乎其所有外地办事处的设施均能升级换代，并能得到其他相关

安全设备，从而能够在其各个地方均能适用必需的 低限度业务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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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全球论坛活动 
 
 

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工发组织具有双重责任：(a)提供促进工业生产力和增长的

技术合作服务，(b)履行全球论坛职能，生成并传播有关工业发展过程及其对生产力和经

济增长的意义的知识，发起并开展有关这类发展机制的辩论。 

工发组织全球论坛活动借鉴内部研究和协作研究，以及其广泛的技术合作活动累积的丰

富知识。工发组织研究的目标是解决具体的优先问题并加强其技术合作方案的分析基

础。 

以下各节着重说明开展的某些活动，特别侧重于工业统计方案、2004-2007 年中期方案

纲要研究方案和其他研究活动，包括工发组织旗舰出版物《工业发展报告》的编纂和研

究伙伴关系。 

 

A. 工业统计 

 

在国际统计界中，工发组织单独承担汇编、储存和传播全球范围内的结构性工业统计资

料的职责。在这方面，工发组织与经合组织合作完成了 2005 年的关键工业统计资料年

度汇编的工作。对于各国报告的数据，先增强其国际可比性，将其并入工发组织各数据

库，之后这些数据库将以若干形式传播到世界各地（附件 P 提及）。除了这些数据库，

工发组织还更新了其独特的分部门一级按固定价格计算的制造业增值的数据库，这将成

为计算跨国家的详细制造业增值总额的原始资料。工发组织同联合国统计司一道，在为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 2006 年工业统计方案审查编写报告和制订新的联合国结构性工业统

计手册和联合国工业生产指数手册等工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也是工发组织为统计业

务制订并推广标准国际方法与惯例的机构间职责的一部分。工发组织还在加纳、沙特阿

拉伯和斯里兰卡为工业统计业务开展了能力建设方面的技术合作活动。 

发表在以前各期《工业发展报告》上的工发组织工业发展排行榜经过修订、更新，以

CD-ROM 的形式发行，这是工发组织统计工作的一部分。该排行榜的目标是评估和监测

各国的竞争性工业业绩，并进行国际比较。 

 

B. 关于中期方案纲要的研究方案 

 

在 2004-2007 年中期方案纲要方面，向 2003 年大会第十届会议提交的工发组织研究方

案的所有四个组成部分都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 

研究组成部分 1 旨在比较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绩效。为此实施了一个“17 国生产力

绩效”的大型研究项目。该项目于 2004 年启动，到 2005 年 12 月 31 日，已产生了若干

研究论文和一份综合报告。该报告是在大会第十一届会议的一项附带活动中提交的，题

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趋势与政策”，主要内容是基本的国家信息。这些信息源自



工发组织 2005 年年度报告 

 
 

24 

跨国分析和涉及 4 个区域的 15 项国别案例研究。这 4 个区域分别为：阿拉伯国家、亚

洲、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所编制的工作文件涵盖了各种生产力概念和对许多实

证结果的衡量和评论。 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是世界上 大的生产力数据库，目前挂靠

于工发组织新的生产力综合网站。 

研究组成部分 2 旨在评估技术传播在提高生产力和无害环境的工业发展方面的作用。

2005 年，研究活动侧重于后一个方面。有一个项目审查了 9 个发展中国家采用无害环境

技术的情况，发现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具体公司的因素。的确，在解释采用较清洁的先进

技术的情况时，环保承诺、技术能力、盈利能力和所有权结构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寻

求改进工业环境管理的政策应以此类关键决定因素为目标。研究报告的 终版本包括 9
项国别案例研究，将于 2006 年初作为工发组织-Edward Elgar 联合出版物发行。 

研究组成部分 3 处理的是在新经济秩序中的各项政策选择。目前正在开展的名为“促进

经济发展的公共物品”的研究项目提供了现代分析工具，可分析诸如环境管理、市场一

体化、技术转让和财政稳定等领域因市场失效而产生的共同问题，以及这些难题在国家、

区域和国际层面的政策上的意义。在 9 月于哈佛大学举行的一次工发组织会议上讨论了

该项研究中出现的各项问题。该次会议的背景文件可在工发组织网站上查阅。该领域的

第一批出版物包括：《作为公共物品的区域革新系统》（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s 
public goods）、《为达到作为公共物品的国际标准而进行的能力建设》（Capacity-building 
to mee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s public goods）和《知识产权在技术转让和经济增长中的

作用：理论和证据》（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正在编写一份题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公共物品》

的出版物，其中总结了所有调查结果，并提供了背景文件的重点内容。 

关于评估全球价值链如何对工业发展做出 大贡献的研究已经产生了大量研究论文，涵

盖了新的方面和问题。正在编写题为《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发展中国家进步的前景》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production networks: Prospect for upgrading by developing 
countries）的综合性书籍。该书将就全球价值链分析及其在农产食品、皮革、纺织品和

服装、木材、汽车和电子产品等部门的应用提供一整套信息和政策建议。正在编写该系

列中新的工作文件，如《农产食品部门的全球价值链》（GVCs in the agrifood sector）和

《解读欧洲的有机标准设定和条例》（Decoding organic standard-setting and regulation in 
Europe）。 

研究组成部分 4 包含在一个项目中，该项目审查和评估公司社会责任战略的重要性和中

小企业在努力获得进入新市场的机会的过程中面临的有关挑战，下文 D（哈佛大学）部

分对此有所提及。 

 
C．通过工业发展对付边缘化和贫困 
 

通过工业发展对付边缘化和贫困（COMPID）是一个三年期研究方案，重点放在被排斥

于全球化利益之外的低收入国家。该方案已经圆满完成。 

发起这一研究方案是工发组织为应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挑战所做的一部分工作。该研

究方案由丹麦出资，关键目的是生成信息和知识，促进工发组织在技术援助和全球论坛

活动两方面的工作在低收入国家的效力和影响。因此，着重突出了方案的第三阶段，即

后阶段。在这一阶段，根据前两个阶段得出的一般研究结果推导出了关系到工发组织

的问题。在4月举行的一次协商会议上介绍并审查了研究结果和关系到工发组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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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知的后续行动包括将一部分建议应用于工发组织的各项技术合作活动、研讨会、讲习

班和进一步研究。 

 

D. 研究伙伴 
 

与以下各主要研究机构制定了合作安排以加强本组织的全球论坛活动。 

 

孔普鲁腾塞大学 

 

工发组织与马德里孔普鲁腾塞大学制定了一项研究合作方案。该方案的目标是着重于目

前在公共物品领域积累的知识，发现据认为是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关键但却供

应不足的公共物品，从而影响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该方案的 终目标是为

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决策贡献具体的提议和建议。在国际层面，特别着重于

多边体系和工发组织的作用。 

 

哈佛大学 

 

2004 年 9 月与哈佛大学合作启动了一个项目，以审查和评估公司社会责任战略的重要性

以及中小企业在努力获得进入新市场的机会方面所面临的有关挑战。该项目还将发现一

些工业分部门，在这些分部门中，中小企业若采取公司社会责任做法，可能会提高市场

份额，因为消费者更喜欢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消费。还将探讨公司社会责任、企业联系

和新型公私伙伴关系之间的关系。项目预计于 2006 年初完成。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工发组织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于 3 月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这份谅解备忘录

中包含的合作研究方案将有助于工发组织 2004-2007 年中期方案纲要的研究方案。实施

该合作方案的方式是，由研究生和教职人员组成的小组承担研究项目，以及就与技术有

关的问题举办各种会议和培训方案。 

4 月，工发组织和该校联合组织了第二次“弥合鸿沟”会议。这次会议侧重于发展中国

家的技术、革新和教育，会上，研究生们还介绍了各自在该合作方案下实施的研究项目

的结果。 

 

E. 《工业发展报告》 
 

《工业发展报告》2005 年期于 11 月发表，题为《建设能力，迎头赶上：历史、经验与

政策方面》。该期报告侧重于发展中国家的各项能力建设需要，以跟上经济技术前沿发

展。有一个特别的部分，评估从现代历史上的赶超实践中学到的经验教训。报告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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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得出了业务政策分析框架和用以评估能力建设需要的方法，从而填补了当前对经

济发展的认识上的空白。该报告遵循以前各期报告的传统，还包含关于监测和评估全球

工业趋势的部分。 

 

F. 关于有活力的城市区域的创新和教育过程的第二次国际会议 
 

这次会议是工发组织与印度国家政府和卡纳塔克邦政府合作组织的，于 7 月在班加罗尔

举行。250 多名代表研讨了中国、哥斯达黎加、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大韩民国

和南非各国生气勃勃的城市区域的施政体系。会上介绍了根据欧洲联盟的倡议开展的国

际案例研究，作为发展中国家仿效的一种样式。根据会上的专题介绍和审议，通过了《班

加罗尔宣言》。宣言强调了创新和教育对生气勃勃的城市区域发展的作用。此外，宣言

还强调了“技术企业家”在城市富有活力的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有必要继续探索转化

技术和创新“技能”以传授给中小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过程。 

 

G. 与某些多边组织联合开展的活动 
 

工发组织加强了与某些多边组织的合作，侧重于制订有助于千年发展目标的战略。特别

注重非洲，促进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及其工业部分，即非洲生产能力举措，同时充分关

注各创新、增值和竞争力中心。 

下列机构与工发组织结成了伙伴关系：蒙特利尔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东部和南部非

洲共同市场、国际劳工组织、非洲雇主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联合国大学

和新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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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绩效管理 
 
 

以多种指标进行的衡量显示绩效有所改善，这是工发组织有理由引以为傲的一个事实。

本章举出了一些突出的例子，并讨论了工发组织为应对在衡量和改进其支助客户国的工

作的影响方面的挑战而采取的方法。 
 

A. 注重成果的管理 
 

2006-2007 年方案和预算 

 

在过去两年作为使绩效改善制度化的一种工具而逐步推行注重成果的管理之后，2005
年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应用注重成果的管理原则和概念，编制了方案和预算提案。2004
年 12 月举行了高级管理人员务虚会，专门讨论注重成果的管理问题。此次会议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为编制下一个两年期的方案和预算提案铺平了道路。为确保工作人员了解

其中所涉的概念及其适用，该提案的编制采取了参与性方法，对于在联合国系统内推行

注重成果的预算编制具有广泛经验的外部专家也参与了这项编制工作。 

经过周密的内部讨论，颁布了全面的指导方针，为采取统一的互动式方法编制方案和预

算提案创造了条件。因此这些提案的编制是在推行新的管理文化（该文化超出了执行活

动的范围，而以成果为重点）方面向前迈出的重大一步，这一成就得到了理事机构和外

聘审计员的承认。 

在任何组织中实施注重成果的管理都需要发展注重成果的组织文化。这意味着各级工作

人员都要熟悉注重成果的管理的概念和术语，并理解这给他们的工作所带来的优势和影

响。在谨记这一点的情况下，工发组织继续努力，以便将注重成果的管理进一步纳入工

作的一切方面。2005 年下半年，在外部专家的参与下，在总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与包

括外地高级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主要行为者讨论了在总部和外地推行注重成果的管理

的进一步要求。讨论的结果是制定了若干具体措施，以确保注重成果的管理这一方法的

可靠性。 

 

2006 年的挑战 

 

注重成果的管理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达到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

能够利用绩效数据来进行决策的成熟阶段。工发组织致力于使注重成果的管理制度化，

并将在所取得的经验基础上继续工作，改善成果和绩效指标，确定数据来源和数据收集

方法，建立必要的制度，并报告将有助于各利益方做出明达决定的信息。在这一过程中

所吸取的经验教训还将使本组织能够改进 2008-2009 年方案和预算的提交，该方案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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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将于 2006 年底开始编制。另外还注意到，诸如国家一级的信息提供和基线等外部因

素可能会影响这一阶段对于注重成果的管理实施情况的报告。 

 

方案和项目技术合作准则 

 

为确保将注重成果的管理原则充分纳入技术合作周期而采取的特殊措施包括制定新的

技术合作准则。这能够确保内部过程对组织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并有效利用财政资源来

资助重点活动和产生明显的、可以识别和衡量的成果。这些准则的目标还在于确保制定

和执行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技术合作活动，具体方法是根据减贫战略，实现工发组织

的总体政策和优先事项与受援国的需要和发展计划之间的有效统一，并与发展援助框架

内的其他多边和国际组织，以及双边和国内技术合作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开

展互动合作。 

在 12 月举行的理事会务虚会扩大会议上所讨论的一项专题是，在各项准则实施六个月

后对其适用情况进行初步审查，之后将做些调整，以便进一步改进这些准则。改进后的

准则拟于 2006 年上半年公布。 

 

B. 技术合作方面的绩效 
 

执行情况的改进 

 

图 1 对 1994 至 2005 年的技术合作执行额进行了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指出的是，预

算外资源的供资方式在这些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1994 年，开发计划署资助的项

目约占执行总额的 26%，而 2005 年的这一比例只有 1%），工作人员数量也有了大幅度

下降（1994 年，总部在职工作人员的实际人数是 952 人，2005 年则为 517 人——减少

了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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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的技术合作执行额超过了 1995 年的 高水平，从而证实工发组织的技术合作执

行情况有所好转。该图还表明，2005 年的执行额比 2000 年增加了约 64%。因此今后几

年前景看好。 

 

工作人员生产力提高 

 

图 2 分析了执行额和在职工作人员（专业人员和一般事务人员）总数的对比情况。从中

可以看出，自 1994 年以来，每个工作人员的生产力提高了 105%，也就是说，翻了一番

还多。与 1997 年相比，生产力提高了 48%，这是管理层和全体工作人员继续致力于提

高本组织的效率和效能的又一实证。 

 

以非洲为重点 

 

图 3 表明，技术合作执行额继续以非洲为重点，其中包括非洲阿拉伯国家。虽然供资方

式有所变化，但自 1998 年以来，这一区域的执行额已占执行总额的约 23-27%，其中不

包括非洲工业发展十年/非洲特别资源项下的执行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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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04 年的 2,270 万美元和 2003 年的 2,560 万美元相比，2005 年的执行额达到了 3,040
万美元。不过，如果将多边基金、投资和技术促进办事处及类似机构排除在外，则 2005
年的非洲执行额占 43%，其中不包括非洲特别资源经常预算项下的执行额。尽管从百分

比来看，这表明比 2004 年减少了 4%，但从美元数额来看，2005 年的执行额增加了 300
万美元（2005 年：1,720 万美元；2004 年：1,420 万美元；2003 年：1,610 万美元）。 

 

某些技术合作成就 

 

表 1 介绍了近几年取得的某些技术合作成就，重点是投资促进和所开展的环境和中小企

业活动的各个方面。鉴于注重成果的管理原则在技术合作以及 2006-2007 年方案和预算

中的应用，预计本组织关于经常预算和技术合作活动的绩效报告将逐渐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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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0-2005 年的某些技术合作成就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有竞争力的
经济 

促 成 投 资

2.21 亿美元 
67 个项目

( 包括非洲

39 个项目，

39个中小企

业项目)。为

非洲促成投

资 7,860 万

美元 

促 成 投 资

3.04 亿美元 
促 成 投 资

2.412 亿美

元 

促 成 投 资

2.4544 亿美

元 

促 成 投 资

4.863 亿美

元，包括投

资和技术促

进办事处网

络的 4.2428
亿美元 

良好的环境 消 除 了

4,000 吨消

耗臭氧物质 

消 除 了

2,480 吨消

耗臭氧物质 

消 除 了

3,370 吨消

耗臭氧物质 

消 除 了

5,650 吨消

耗臭氧物质 

消 除 了

6,300 吨消

耗臭氧物质 

消 除 了

9,385 吨消

耗臭氧物质 

50家食品加

工企业引进

了清洁生产

技术 

生产性就业 创办了 536
家中小企业 

1,160 家中

小企业扩展

了业务活动 

帮 助 了

1,191 名女

企业家 

通过促进投

资创造了约

5,000 个工

作岗位 

创办了 428
家中小企业 

1,306 家中

小企业扩展

了业务活动 

帮 助 了

1,207 名女

企业家 

通过促进投

资创造了至

少 2,732 个

工作岗位，

包括非洲的

1,050 个 

创办了 512
家中小企业 

1,432 家中

小企业扩展

了业务活动 

帮 助 了

1,609 名女

企业家 

通过促进投

资创造了约

4,782 个工

作岗位 

创办了 434
家中小企业 

1,844 家中

小企业扩展

了业务活动 

帮 助 了

2,003 名女

企业家 

通过促进投

资创造了约

4,551 个工

作岗位 

创办了 268
家中小企业 

3,033 家中

小企业扩展

了业务活动 

帮 助 了

3,443 名女

企业家 

通过促进投

资创造了约

5,732 个工

作岗位 

创办了 296
家中小企业 

2,704 家中

小企业扩展

了业务活动 

帮 助 了

3,359 名女

企业家 

通过促进投

资创造了约

9,199 个工

作岗位，其

中包括投资

和技术促进

办事处网络

创 造 的

8,149 个机

会 

建立或加强

了约 200 个

农产工业中

心或企业 

在农产工业

中创造或保

证 了 约

1,675 个工

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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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活动改进技术合作 

 

工发组织将重点放在了对技术合作的评价上，这与评价活动在整个系统一级变得日益重

要相对应。值得注意的是，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强调了不断改进这一领域的重要性。联

合国大会鼓励联合国系统的所有组织加强评价活动，并促进协作评价方法，以更好地评

估这一制度对发展结果的影响 。 

图 4 和图 5 表明了 1997 年以来评价的独立项目和综合方案的数量，并清楚地反映出工

发组织转而以综合方案作为技术援助的主要执行方式。2005 年，共评价了八个综合方案

和四个独立项目。 

 

一项综合方案平均预算总额高达几百万美元。中国国别服务框架的预算总额约为 3,000
万美元，目前是工发组织 大的一项方案。由于该方案是 2005 年评价的方案之一，结

果使所评价的工发组织活动总额达到了 5,000 多万美元。因此，执行综合方案这一趋势

无论是从项目数量还是资金数额方面来说，都会导致评价的平均数大幅度增加。 

此外，工发组织还参与了对全球环境基金（环境基金）的联合评价。这将进一步提高工

发组织和环境基金程序之间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对于加强环境基金在工发组织资金

组合中的重要性极其关键。 

评价小组参与了技术合作方案和项目新准则的拟订工作，以及注重成果的管理的推行工

作。该小组还更多地强调了以下方面：通过在联合国评价小组下的积极合作，改进自己

的评价过程和结果；作为联合国评价小组评价质量标准实施情况工作队的联合主席，发

挥主导作用；联合国评价小组出版联合国系统评价规范和标准；确定评估小组质量标准

和与工发组织其他机构互动合作方式的质量手册草稿。后者包括新的“综合方案质量矩

阵”，这将有助于评价的更加透明，并有助于外部评价顾问提供更好的指导。 

 

C. 筹资情况 
 

各种资金来源核准的技术合作项目和方案总净额从 2004 年的 1.172 亿美元增加到 1.284
亿美元，增加了近 10%（图 6）。这是 1990 年以来核准的 高额。由于核准额比执行额

Figure 4. Number of stand-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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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了约 1,600 万美元，因此所实施的项目的余额继续增加，这也将使执行额继续增加。

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核准额比前四年的平均数高出了 30%。 

 

 

 

 

 

 

 

 

 

 

 

通过工业发展基金（工发基金）和信托基金（几乎完全由政府捐助）筹集的资金达到了

7,960 万美元（不包括支助费用）。包括支助费用在内的捐助总额为 8,780 万美元，其中

包括来自“受援”国的 560 万美元信托基金。这比 2004 年的 6,280 万美元增加了 23%，

从四年来看则翻了一番，达到工发组织的历史 高水平。 

大的捐助者仍然是意大利，其捐款（不包括支助费用）为 1,590 万美元。2005 年的第

二大捐助者是土耳其，为国际氢技术中心捐助了 990 万美元。接下来是欧洲联盟委员会、

瑞士和奥地利，分别捐助了 820 万美元、760 万美元和 500 万美元。其他主要政府捐助

者包括芬兰、法国、印度、日本、挪威和沙特阿拉伯，各捐款 100 万美元或 100 万美元

以上。印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以及其他受援助的会员国，包括中国、埃及、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尼日利亚、俄罗斯联邦和苏丹在内，也都提供了重要的捐助。此外，有

约 590 万美元出自联合国伊拉克信托基金，70 万美元出自阿富汗紧急情况后资金，320
万美元出自由日本供资的联合国人类安全信托基金所资助的三个项目。附录 B 按区域和

专题列出了工发基金和信托基金核准额的分布情况。 

2005 年为综合方案和国别服务框架从各个来源调动的资金总额为 3,960 万美元。 

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项下的核准净额为 4, 000 万美元，这是 1997 年以来的

高水平，从而表明工发组织继续保持了很高的业绩。与全球环境基金经常波动的核准额

一起，这两个专门来源所提供的资金稳定在每年 4,000 万至 5,000 万美元之间。 

如上一年所报告的，明显以全球发展优先事项为重点以及作为我们对这些优先事项的反

应而更加清楚地介绍工发组织方案，继续对特别是来自政府捐助者的资金调动产生强有

力的积极影响。在与个人捐助者和进一步加强这一信息的互为补充的合作伙伴就主题优

先事项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情况下，预计这一趋势将会继续。 

从按主题优先事项筹资的情况来说，能源和环境吸引的资金份额 大，为 6,510 万美元，

其中 4,000 万美元出自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贸易能力建设吸引了 3,920 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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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通过生产性活动减贫吸引了 1,540 万美元。 后，人类安全方案共调动了 980 万美

元，这一主题下的大多数活动都以减贫为重点。 

与联合国人类安全信托基金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加强，核准了孟加拉国、几内亚和马拉维

的三个新项目，以及编审中的 2006 年其他项目。另外还与商品共同基金（商品基金）

继续合作，所开展的新项目侧重于生皮和毛皮改良、基于市场的竹子开发，以及剑麻方

面的持续工作，这些项目都在非洲实施。此外还就商品基金参与正和世贸组织共同拟订

的西非棉花项目问题，与该基金开始了协商。 

 

D. 内部过程和控制 
 

行政支助服务 

 

签署了一项关于将工发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和薪资系统的维护和支持外包给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事处的重大协议，以努力减少信息和通信管理费用。这是工发组织和整个联合国

通过在可能的情况下共享信息和通信技术资源和专门知识来降低成本的一项长期战略

的一部分，并且使工发组织能够促进今后整个系统在事业资源规划方面的发展。 

除了正在实施的信息和通信管理升级方案外，还实施了或者开始实施若干创新性的改

进： 

• 经过强力认证的网上虚拟专用网络设施，使总部和外地的所有工作人员均可通过世

界任何地方的万维网浏览器，以安全便捷的方式，访问总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资源； 

• 一个新的网上电子文件管理系统，该系统利用自动捕获特征来尽量减少用户输入； 

• 改进并扩大了财务执行情况控制系统，包括一个新的采购与合同系统，以及一个库

存方面的固定资产模块； 

• 颁布了一项关于使用工发组织内所有信息和通信技术文书的综合政策，其目的在

于：向工发组织用户提供一个明确说明他们在信息和通信技术资源及其访问方面的

权利、责任、权限和预期行为的文件；协助确保向所有工作人员提供安全、可靠和

可以使用的案头信息和通信技术资源；确保支持工发组织业务过程的所有信息和通

信技术系统的安全性、可用性和连续性；以及使信息和数据进行可以审核的流动。 

房舍管理处由工发组织代表设在维也纳国际中心的各组织进行管理。该处 2004-2005 年

的预算大约为 4,800 万欧元，由维也纳国际中心的所有组织共同承担。在精心管理和控

制下，减少了业务费用，同时又保持或提高了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和（或）数量。电费和

维护费的有效节约也在减少费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清除石棉方案方面开展了一项重大活动，其目的在于消除与维也纳国际中心含石棉的

材料有关的任何可能的健康危险。该项目主要由奥地利供资，需要撤离各办公室楼层，

从而为实施若干已经过期的现代化和翻新工程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其中包括新的信息技

术电缆和基础设施、玻璃安装、照明、地板铺设、喷漆和予以充分保护的全新火灾报警

和检测系统。 

从 2004 年 11 月到 2005 年底，共在两座大楼里完成了 18 个楼层的石棉清除和附带的现

代化和翻新工程，整个项目预计将于 2010 年年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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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 

 

工发组织继续向工作人员提供上岗培训课程、管理和执行发展培训、技术和一般能力提

升、办公室软件应用和语言应用改进等传统领域的学习机会。 

为了满足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工发组织的长期战略目标这两项挑战所提出的日益增加

的组织发展需求，工发组织拟订并执行了若干适应具体需要的讲习班和研讨会。为了将

绩效评估制度与注重成果的管理原则结合起来，为 60 多名工作人员举办了一系列讲习

班，以帮助他们应用这一新制度。其他讲习班侧重于逻辑框架方法，以提高方案和项目

拟订与编制的质量，并支持对项目/方案拟订和管理周期方面的准则进行审查。关于加强

私营部门发展和贡献的一次研讨会重点讨论了工发组织技术合作在日益严峻的环境中

所具有的能力优势。另一次学习活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主题专家交流看法提供了一个高

级平台。 后，为新招聘的工发组织业务部门负责人举办了两次全面的熟悉情况讲习班，

以使他们能够融入本组织。 

工发组织实习方案创下了很高的记录，实习生有 117 人，实习月共达到 435 个。这些实

习生对本组织工作的重大贡献表明该方案的质量很高，同时它也为实习生的职业发展提

供了有益的经验。 

 

监督 

 

外聘审计员指出，监督活动有助于制定良好的公司治理原则，其中特别侧重于廉洁奉公

和问责制概念。根据本组织在这些原则方面的承诺，监督活动涉及许多领域，其中包括： 

• 注重成果的管理的制度化：继续将注重成果的管理纳入本组织的所有活动，如

2006-2007 年方案和预算、技术合作活动、对协调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培训、长期

远景和 2005 至 2007 年期间着重行动的计划的编制等。 

• 技术合作准则的最后修订和改进：对涉及整个方案和项目周期的技术合作准则进行

了 后修订，其中考虑了注重成果的管理原则。这些准则推动了下列领域的工作：

进一步改善技术合作方案和项目的管理；简化过程；格式和文件的标准化；采用逻

辑框架方法；在成果方面赋予更大的权利和责任等。根据这些准则的实施经验，目

前正在方案核准委员会咨询小组的支持下对其加以改进。 

• 对工发组织评估的贡献：为 2005 年 3 月印发的联合王国国际开发部关于工发组织

评估的报告的定稿工作提供了广泛的信息，强调要采取后续行动的各领域的工作也

在继续进行。鉴于工发组织所取得的一切进步和成就，它被评为联合国标准制定机

构中的 佳组织，并且经过评估，被认为是国际开发部审查的 23 个机构中 有效

的机构之一。 

• 编写和颁布政策文件：这包括根据联合国系统内外的 佳做法，编制若干文件，其

中包括：提高对欺诈的认识及其预防；信息和通信技术政策；以及供内部使用的风

险评估。 

• 维护单一审计原则：为确保遵守工发组织财务细则和条例中所载的单一审计原则，

需要开展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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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监督、评估和报告：向高级管理层提供了关于若干评估和审查的报告，以便

他们能够做出明达的决定。对于本组织财务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报告，包括就补救行

动提出的建议，确保本组织实现了若干绩效指标。 

• 独立客观地评估各项业务活动的依据、适当性、效率和效能。这是通过对总部和外

地活动的财务合规审计和业务审计，以及实况调查和审查工作来实现的。 

• 与外部实体更好地协调各项活动和进行联络：为确保本组织活动的广泛覆盖范围和

提供有效的监督，与外部审计小组认真协调了各项活动。这使外聘审计员的建议得

到了更好的落实。此外还在联合检查组印发的报告方面，与联检组和行政首长理事

会保持了密切的联络。 

工发组织 2005 年的业绩表明，本组织的道路是正确的。工发组织努力提高其服务的效

率和影响的工作增强了捐助界的信任，因此前途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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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A 
2002 至 2005 年支出 

 
    
  2002  2003 2004  2005 g 
    
    
  (单位：百万美元) 

技术合作方案a   
    
 工发组织经常预算b 1.6 4.7 4.9  5.2
    
 开发计划署资金c 3.4 3.1 2.0  1.2
    
 工发基金 18.4 21.2 19.5  20.0
    
 蒙特利尔议定书 27.8 32.8 36.9  34.8
    
 自筹信托基金 2.3 5.3 3.5  4.2
    
 第三方筹资信托基金 15.0 12.0 17.1  20.2
    
 全球环境基金d 9.9 10.0  14.1
    
 其他信托基金e 13.1 5.6 2.6  7.4
    
 欧盟f 2.3  5.8
    

技术合作方案共计 81.6 94.6 98.8  112.9
    
  (单位：百万欧元)  

总部   
    
 经常预算 (不包括技术合作)h 54.5 61.0 54.9  62.8
    
 方案支助费用 10.9 8.5 8.7  7.6
    

总部共计 65.4 69.5 63.6  70.4
    
    

  

 a 2005年执行总额达1.181亿美元，包括非洲特别资源。  
 b 包括技术合作经常方案。            
 c 纳入开发计划署除全球环境基金以外的所有基金。           
 d 原先在其他信托基金和开发计划署管理的信托基金内列报。 
 e 包括COMFAR基金、由联合国其他机构和基金资助的项目、商品共同基金、共同供资投资促进服务活动和未用完余额。 
 f 原先在其他信托基金内列报。            
 g 其中以欧元为基础的项目支出为工发组织经常预算：430万欧元；工发基金：730万欧元；第三方信托基金：620万欧元；其

他信托基金：110万欧元；欧盟基金：470万欧元。 
 h 不包括追加拨款和加强安保方面的有关支出。这一情况将在2004-2005年的财务报表中予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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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B 
2005 年支出，按捐助方分列 

 以美元为基础 以欧元为基础 折合美元共计 
 (单位：千美元) (单位：千欧元) (单位：千美元) 

工发基金特别用途    
奥地利 562 1,785 2,733 
巴林 430  430 
比利时 64 159 261 
巴西 4  4 
中国 114  114 
捷克共和国 65  65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37  37 
丹麦 883  883 
芬兰 32  32 
法国 4 678 844 
德国 10  10 
希腊  480 599 
危地马拉 482  482 
匈牙利 40 23 68 
印度 712  712 
印度尼西亚 14  14 
爱尔兰 2  2 
意大利 468 3,560 4,876 
日本 1,555  1,555 
卢森堡  47 58 
荷兰 27  27 
挪威 18  18 
波兰 480  480 
葡萄牙 84  84 
大韩民国 527  527 
俄罗斯联邦 188  188 
斯洛文尼亚 4  4 
西班牙 22 226 306 
瑞典 32  32 
瑞士 3,942 109 4,072 
土耳其 26  26 
联合王国 175  175 
其他 47 222 321 

 11,050 7,289 20,039 
自筹信托基金    
阿尔及利亚 -9  -9 
巴林 100  100 
巴西 65  65 
中国 32  32 
哥伦比亚 108  108 
科特迪瓦 -1  -1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96  96 
厄瓜多尔 185  185 
埃及 61 -4 58 
印度 1764  176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97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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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美元为基础 以欧元为基础 折合美元共计 
 (单位：千美元) (单位：千欧元) (单位：千美元) 

肯尼亚 -2 5 4 
黎巴嫩 -5  -5 
立陶宛 4  4 
墨西哥 -6  -6 
尼日利亚 663  663 
巴基斯坦 37  37 
大韩民国 160  160 
俄罗斯联邦 14  14 
沙特阿拉伯 669  669 
苏丹  4 5 
泰国 -1  -1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48  48 
其他，包括非政府 41  41 

 4,220 5  4,228 
信托基金可兑换货币    
奥地利 124  124 
比利时 111  111 
巴西 1  1 
中国 57  57 
丹麦 230  230 
埃及 21 737 935 
芬兰 16 641 805 
法国 -3 732 906 
德国 164  164 
印度 8  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4  24 
伊拉克 76  76 
意大利 2183 4022 7144 
日本 1626  1626 
肯尼亚 -5  -5 
荷兰 380 34 419 
挪威 2619  2619 
大韩民国 39  39 
俄罗斯联邦 109  109 
西班牙 75  75 
瑞典 111  111 
瑞士 57  57 
土耳其 1722  1722 
联合王国 709  709 
其他，包括非政府 1214 13 1230 

 11,668 6,179  19,296 
信托基金不可兑换货币    
中国 294  294 
埃及 353  353 
尼日利亚 214  214 

 861   861 
    

欧盟  4,762 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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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欧
盟

 
 

3,
58

6
4,

07
8

1 
 

52
1

19
8,

20
5 

 
 

 
 

 
共
计

 
 

22
,6

32
5,

43
0

30
,1

26
12

,2
57

 
3,

15
4

 
2,

83
2

30
,8

74
21

,1
16

12
8,

42
1 

 
 

 
 

 
 

非
洲
共
计

 
 

28
,0

62
 

 
 

 
阿
拉
伯
国
家
共
计

 
 

20
,8

41
 

 
 

 
 

 
 

 
 

 
 

 
 

a 
 纳

入
开

发
计

划
署
除
全
球

环
境
基

金
以
外
的

所
有
基

金
。

 
b 

 包
括

C
O

M
FA

R
基
金
、

由
联
合

国
其
他
机

构
和
基

金
资

助
的

项
目

以
及

商
品

共
同

基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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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

04
和

20
05

年
技

术
合

作
活

动
支

出
，

按
资

金
来

源
和

项
目

构
成
部
分
分

列
 

   
项

目
人

员
 

  
  

  
  

  
 

专
家

 
 

分
包

合
同

 
研

究
金

和
 

培
训

 
 

设
备

 
 

杂
项

开
支

 
 

共
计

 
资

金
来

源
 

人
工

月
数

a
千

美
元

 
千

美
元

 
千

美
元

 
 

千
美

元
 

千
美

元
 

千
美

元
 

20
04

  
  

  
  

  
  

  
  

 
 

工
发
组
织
经
常
预
算

 
10

9.
0 

2,
17

1
1,

10
8 

52
7

93
4

20
0

4,
94

0 
开
发
计
划
署

/核
心
资
金

b
 

35
.0

 
1,

20
7

60
 

25
9

20
5

74
1,

80
5 

开
发
计
划
署
管
理
的
信
托
基
金

 
2.

0 
13

2
0 

42
12

9
19

5 
工
发
基
金

 
41

1.
0 

13
,4

40
1,

25
9 

1,
46

1
2,

12
2

1,
23

1
19

,5
13

 
蒙
特
利
尔
议
定
书

 
42

.0
 

1,
91

4
23

,2
13

 
44

8
10

,8
30

48
8

36
,8

93
 

自
筹
信
托
基
金

 
66

.0
 

2,
21

1
83

 
25

4
66

3
27

1
3,

48
2 

第
三
方
筹
资
信
托
基
金

 
33

7.
0 

10
,2

71
2,

50
4 

2,
14

2
1,

56
7

58
2

17
,0

66
 

全
球
环
境
基
金

 
84

.3
 

2,
31

5
5,

25
9 

22
6

1,
89

9
23

9
9,

93
8 

其
他
信
托
基
金

c
 

24
.0

 
70

5
1,

53
0 

24
7

69
72

2,
62

3 
欧

盟
 

89
.0

 
1,

58
3

25
 

93
53

6
11

1
2,

34
8 

  
  

  
  

  
  

  
  

  
  

  
  

  
  

  
共
计

 
1,

19
9.

3 
35

,9
49

35
,0

41
 

5,
69

9
18

,8
37

3,
27

7
98

,8
03

 
20

05
  

 
 

 
 

工
发
组
织
经
常
预
算

 
17

7.
0 

2,
96

3
98

4 
50

8
57

7
19

2
5,

22
4 

开
发
计
划
署
资
金

b
 

30
.0

 
79

1
41

 
61

24
4

48
1,

18
5 

工
发
基
金

 
33

3.
0 

13
,0

31
1,

46
8 

1,
51

9
3,

01
6

1,
00

5
20

,0
39

 
蒙
特
利
尔
议
定
书

 
44

.0
 

1,
90

7
18

,0
37

 
57

3
13

,8
74

41
3

34
,8

04
 

自
筹
信
托
基
金

 
10

8.
0 

2,
09

7
31

8 
16

2
1,

43
8

21
3

4,
22

8 
第
三
方
筹
资
信
托
基
金

 
45

4.
0 

11
,7

41
3,

33
0 

1,
78

1
2,

39
5

90
9

20
,1

56
 

全
球
环
境
基
金

 
22

2.
0 

3,
89

8
6,

62
4 

1,
99

9
1,

10
2

49
0

14
,1

13
 

其
他
信
托
基
金

c
 

66
.0

 
1,

34
9

2,
88

5 
54

4
2,

38
0

20
1

7,
35

9 
欧

盟
 

12
2.

0 
2,

80
6

79
 

76
9

1,
60

5
54

4
5,

80
3 

 
 

 
共
计

 
1,

55
6.

0 
40

,5
83

33
,7

66
 

7,
91

6
26

,6
31

4,
01

5
11

2,
91

1 
a 
国

际
专

家
和

顾
问

人
工
月
：

1,
55

6.
0。

 
b 
包

括
工

发
组

织
实

施
的
国
家

执
行
项

目
。

20
05

年
纳
入

开
发

计
划

署
除

全
球

环
境

基
金

以
外

的
所

有
基

金
。

 
c 

 包
括

毒
品

和
犯

罪
问
题
办

事
处
、

C
O

M
FA

R
基
金

、
由

联
合

国
其

他
机

构
和

基
金

资
助

的
项

目
、

商
品

共
同

基
金

、
共

同
供

资
投

资
促

进
服
务
活

动
和
未
用

完
余
额

。
不
包
括

欧
盟
基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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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
05

年
技

术
合

作
活

动
支

出
，

按
服

务
单

元
和

地
理

区
域
分
列

 
(单

位
：
千
美
元

) 
 

  新
服

务
单

元
 

非
洲

(不
包

括
非

洲
阿

拉
伯

 
国

家
) 

非
洲

 
阿

拉
伯

 
国

家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
不

包
括

西
亚

 

阿
拉

伯
国

家
）

 

 
西

亚
 

阿
拉

伯
 

国
家

 

 
 

阿
拉

伯
区

域
 

欧
洲

和
新

独
立

国
家

 

 
拉

丁
美

洲
和

 
加

勒
比

 

 
 

全
球

和
 

区
域

间
 

  

共
计

 

 

 
  

 
 

工
业
治
理
和
统
计

(服
务
单
元

1)
 

69
7 

10
0 

 
22

8 
 

39
3 

 
 

24
 

 
23

0 
 

97
1 

2,
64

3 
 

 
 

 
 

 
 

 
 

 
 

 
 

 
 

 
 

投
资
和
技
术
促
进

(服
务
单
元

2)
 

1,
09

6 
48

2 
 

90
7 

 
93

6 
 

43
9 

29
3 

 
25

4 
 

13
,4

00
 

17
,8

07
 

 
 

 
 

 
 

 
 

 
 

 
 

 
 

 
 

 
工
业
竞
争
力
和
贸
易

(服
务
单
元

3)
 

5,
30

9 
1,

54
1 

 
2,

96
0 

 
16

9 
 

 
33

 
 

1,
33

4 
 

97
 

11
,4

43
 

 
  

 
 

 
 

 
 

 
 

 
 

 
 

 
 

 
私
营
部
门
发
展

(服
务
单
元

4)
 

1,
79

0 
66

6 
 

2,
42

3 
 

24
3 

 
 

29
4 

 
77

0 
 

1,
14

7 
7,

33
3 

 
  

 
 

 
 

 
 

 
 

 
 

 
 

 
 

 
农
用
工
业

(服
务
单
元

5)
 

4,
00

5 
1,

02
0 

 
1,

42
6 

 
3,

88
7 

 
 

21
 

 
18

7 
 

-5
 

10
,5

41
 

 
  

 
 

 
 

 
 

 
 

 
 

 
 

 
 

 
可
持
续
能
源
和
气
候
变
化

(服
务
单
元

6)
 

1,
23

1 
 

 
4,

85
4 

 
-5

 
 

 
51

 
 

34
4 

 
1,

84
3 

8,
31

8 
 

  
 

 
 

 
 

 
 

 
 

 
 

 
 

 
 

蒙
特
利
尔
议
定
书

(服
务
单
元

7)
 

68
6 

4,
11

2 
 

15
,0

69
 

 
1,

01
2 

 
 

2,
61

1 
 

12
,4

83
 

 
98

 
36

,0
71

 
 

  
 

 
 

 
 

 
 

 
 

 
 

 
 

 
 

环
境
管
理

(服
务
单
元

8)
 

7,
18

7 
48

6 
 

5,
39

6 
 

75
1 

 
4 

84
6 

 
2,

01
6 

 
1,

61
8 

18
,3

04
 

 
  

 
 

 
 

 
 

 
 

 
 

 
 

 
 

 
其
他

 
 

5 
 

31
 

 
67

 
 

 
4 

 
14

8 
 

19
6 

45
1 

 
  

 
 

 
 

 
 

 
 

 
 

 
 

 
 

 
共
计

 
22

,0
01

 
8,

41
2 

 
33

,2
94

 
 

7,
45

3 
 

44
3 

4,
17

7 
 

17
,7

66
 

 
19

,3
65

 
11

2,
91

1 
 

 
  

 
 

 
  

 
 

非
洲
共
计

 
30

,4
13

 
  

  
 

阿
拉
伯
国

家
共

计
 

16
,3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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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

02
至

20
05
年

技
术

合
作

活
动

支
出

，
按

地
理

区
域

分
列

 
(单

位
：
千
美
元

) 
 地

区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非
洲

(不
包
括
非
洲
阿
拉
伯
国
家

) 
 

 国
别
项
目

 
11

,2
74

13
,8

32
10

,7
92

9,
96

2 
 区

域
项
目

 
2,

21
0

6,
58

2
4,

29
3

12
,0

39
 

 
小
计

 
13

,4
84

20
,4

14
15

,0
85

22
,0

01
 

 
 

 
非
洲
阿
拉
伯
国
家

 
4,

92
4

5,
14

2
7,

59
5

8,
41

2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不
包
括
西
亚
阿
拉
伯
国
家

) 
 

 国
别
项
目

 
32

,2
87

27
,8

61
29

,7
74

31
,8

99
 

 区
域
项
目

 
38

2
66

3
1,

01
4

1,
39

5 
 

小
计

 
32

,6
69

28
,5

24
30

,7
88

33
,2

94
 

 
 

 
西
亚
阿
拉
伯
国
家

 
3,

69
0

2,
70

2
2,

53
9

7,
45

3 
 

 
 

阿
拉
伯
区
域

 
2

57
1

84
3

44
3 

 
 

 
欧
洲
和
新
独
立
国
家

 
 

 国
别
项
目

 
5,

18
3

5,
66

2
3,

96
0

3,
84

8 
 区

域
项
目

 
1,

09
1

1,
15

4
47

2
32

9 
 

小
计

 
6,

27
4

6,
81

6
4,

43
2

4,
17

7 
 

 
 

拉
丁
美
洲
和
加
勒
比

 
 

 国
别
项
目

 
7,

84
8

14
,7

53
17

,9
33

16
,9

78
 

 区
域
项
目

 
52

2
1,

06
4

52
6

78
8 

 
小
计

 
8,

37
0

15
,8

17
18

,4
59

17
,7

66
 

 
 

 
全
球
和
区
域
间
项
目

 
12

,2
01

14
,6

37
19

,0
62

19
,3

65
 

 
 

 
 

共
计

 
81

,6
14

94
,6

23
98

,8
03

11
2,

9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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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技
术

合
作

活
动

：
20

05
年

项
目

支
出

，
按

地
理

区
域

分
列

 
（
单
位
：
千
美
元
）

 
 

  
非

洲
 

(不
包

括
 

非
洲

阿
拉

伯
国

家
) 

 

 
非

洲
 

阿
拉

伯
国

家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不

包
括

西
亚

阿
拉

伯
 

国
家

) 
 

 
西

亚
 

阿
拉

伯
 

国
家

 
 

 

  
阿

拉
伯

区
域

 
 

 
欧

洲
和

新
独

立
国

家
 

 

 
拉

丁
美

洲
和

 
加

勒
比

 
 

 
全

球
和

 
区

域
间

 
 

  
共

计
 

 
 

A
. 
按

资
金

来
源

分
列

 
  

 
%

 
%

 
  

  
 

%
 

%
 

 
%

 
%

 
%

 
%

 
 

  
 

  
 

工
发

组
织

经
常
预

算
 

 
1,

06
3 

4.
8 

11
0.

1 
1,

19
4

3.
6 

16
7

2.
2 

 
10

2.
3 

54
8

13
.1

 
60

1
3.

4 
1,

63
0

8.
4 

5,
22

4 
开

发
计

划
署

资
金

a  
 

86
3 

3.
9 

14
9

1.
8 

11
1

0.
3 

62
0.

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8

5 
工

发
基

金
 

 
3,

13
7 

14
.3

 
1,

13
3

13
.5

 
3,

54
5

10
.6

 
23

3
3.

1 
 

41
3

93
.2

 
52

9
12

.7
 

3,
54

9
20

.0
 

7,
50

0
38

.7
 

20
,0

39
 

蒙
特

利
尔

议
定
书

 
 

68
5 

3.
1 

4,
12

1
49

.0
 

14
,0

32
42

.1
 

1,
01

2
13

.6
  

0
0.

0 
2,

44
9

58
.6

 
12

,4
07

69
.8

 
98

0.
5 

34
,8

04
 

自
筹

信
托

基
金

 
 

73
5 

3.
3 

55
0.

7 
1,

49
4

4.
5 

76
3

10
.2

  
20

4.
5 

18
0.

4 
28

4
1.

6 
85

9
4.

4 
4,

22
8 

第
三

方
筹

资
信
托

基
金

 
 

3,
67

7 
16

.7
 

2,
68

2
31

.9
 

6,
04

6
18

.2
 

77
4

10
.4

  
0

0.
0 

20
9

5.
0 

26
7

1.
5 

6,
50

1
33

.6
 

20
,1

56
 

全
球

环
境

基
金

 
 

6,
06

5 
27

.6
 

16
4

1.
9 

5,
72

5
17

.2
 

0
0.

0 
 

0
0.

0 
38

4
9.

2 
37

6
2.

1 
1,

39
9

7.
2 

14
,1

13
 

其
他

信
托

基
金

b  
 

94
3 

4.
3 

97
1.

2 
34

7
1.

0 
4,

31
2

57
.9

  
0

0.
0 

0
0.

0 
28

2
1.

6 
1,

37
8

7.
1 

7,
35

9 
欧

盟
 

 
4,

83
3 

22
.0

 
0

0.
0 

80
0

2.
4 

13
0

1.
7 

 
0

0.
0 

40
1.

0 
0

0.
0 

0
0.

0 
5,

80
3 

  
  

  
 

共
计

 
 

22
,0

01
 

8,
41

2
33

,2
94

7,
45

3
  

44
3

4,
17

7
17

,7
66

19
,3

65
11

2,
91

1 
非
洲
共
计

 
 

 
30

,4
13

  
 

阿
拉
伯
国

家
共
计

 
 

 
16

,3
08

  
 

 
 

B
. 
按

项
目

构
成

部
分

分
列

 
  

 
%

 
%

 
%

 
%

 
 

 
%

 
%

 
%

 
%

 
 

  
 

  
 

项
目

人
员

 
 

9,
62

5 
43

.7
 

2,
87

9
34

.2
 

7,
94

1
23

.9
 

2,
37

7
31

.9
  

40
7

91
.9

 
1,

06
0

25
.4

 
3,

60
8

20
.3

 
12

,6
86

65
.5

 
40

,5
83

 
分

包
合

同
 

 
3,

05
9 

13
.9

 
2,

21
2

26
.3

 
13

,1
24

39
.4

 
1,

61
3

21
.6

  
0.

0 
1,

08
0

25
.9

 
9,

84
3

55
.4

 
2,

83
5

14
.6

 
33

,7
66

 
研

究
金

和
培

训
 

 
3,

56
2 

16
.2

 
36

3
4.

3 
1,

65
0

5.
0 

52
6

7.
1 

 
12

2.
7 

16
4

3.
9 

42
8

2.
4 

1,
21

1
6.

3 
7,

91
6 

设
备

 
 

4,
20

8 
19

.1
 

2,
62

5
31

.2
 

9,
98

5
30

.0
 

2,
69

0
36

.1
  

13
2.

9 
1,

79
6

43
.0

 
3,

58
2

20
.2

 
1,

73
2

8.
9 

26
,6

31
 

杂
项

 
 

1,
54

7 
7.

0 
33

3
4.

0 
59

4
1.

8 
24

7
3.

3 
 

11
2.

5 
77

1.
8 

30
5

1.
7 

90
1

4.
7 

4,
01

5 
  

 
  

 
 

  
共
计

 
 

22
,0

01
 

8,
41

2
33

,2
94

7,
45

3
  

44
3

4,
17

7
17

,7
66

19
,3

65
11

2,
91

1 
  

 
  

 

a 
纳

入
开

发
计

划
署

除
全
球
环

境
基
金

以
外
的
所

有
基
金

。
 

b 
 包

括
C

O
M

FA
R
基
金
、
由
联

合
国
其
他
机

构
和
基

金
资

助
的

项
目

、
商

品
共

同
基

金
、

共
同
供
资
投
资
促
进
服
务
活
动
和
未
用
完
余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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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按方案和支出用途分列的2005年经常预算和业务预算支出情况 

（单位：千欧元） 

         技术合作   
 方案    人事费 顾问 会议 旅费 经常方案a 其他 共计 

支出      
A 理事机构     
A.1 理事机构会议  83.1 0.0 0.0 0.0 0.0 2,081.2 2,164.3
A.2 理事机构秘书处和对外关系   612.7 33.0 0.0 0.0 0.0 120.3 766.0

    小计 695.8 33.0 0.0 0.0 0.0 2,201.5 2,930.3
B 全面管理     
B.1 行政领导和管理  2,355.1 186.0 47.1 246.8 0.0 158.7 2,993.7
B.2 联合国系统协调  1,131.1 0.0 0.0 49.4 0.0 221.4 1,401.9
B.3 通信和信息  303.9 3.3 0.0 0.0 0.0 265.5 572.7
B.4 主计长   1,451.9 41.8 0.0 14.5 0.0 7.4 1,515.6

    小计 5,242.0 231.1 47.1 310.7 0.0 653.0 6,483.9
C 加强工业能力   
C.1 工业治理和统计  3,060.0 286.4 90.0 58.4 111.9 220.8 3,827.5
C.2 投资和技术促进  2,512.4 107.7 92.7 58.1 718.3 594.7 4,083.9
C.3 质量和生产力   1,031.9 23.3 16.0 31.5 513.1 551.1 2,166.9
C.4 小企业发展  2,431.5 59.2 26.3 28.4 1,175.9 1,184.7 4,906.0
C.5 领导和管理   912.8 10.2 16.4 15.1 0.0 11.2 965.7

    小计 9,948.6 486.8 241.4 191.5 2,519.2 2,562.5 15,950.0
D 洁净和可持续的工业发展   
D.1 农用工业   2,307.9 72.9 79.6 44.1 790.7 201.0 3,496.2
D.2 工业能源和京都议定书  2,907.1 71.7 83.9 83.9 709.0 78.6 3,934.2
D.3 蒙特利尔议定书   2,473.0 90.8 0.0 96.2 0.0 391.1 3,051.1
D.4 环境管理   2,106.7 162.7 219.7 60.8 325.0 222.9 3,097.8
D.5 领导和管理   302.6 0.0 0.0 16.2 0.0 0.3 319.1

    小计 10,097.3 398.1 383.2 301.2 1,824.7 893.9 13,898.4
E 区域方案管理   
E.1 区域办公室   3,519.8 101.3 99.6 83.4 0.0 22.6 3,826.7
E.2 外地办事处   6,039.8 42.0 0.0 61.4 0.0 2,803.2 8,946.4
E.3 资金调动   606.4 0.0 5.5 22.3 0.0 0.0 634.2
E.4 领导和管理   1,915.2 31.6 0.0 182.3 0.0 42.6 2,171.7

    小计 12,081.2 174.9 105.1 349.4 0.0 2,868.4 15,579.0
F 行政     
F.1 人力资源管理  2,958.9 13.4 0.0 16.8 0.0 16.5 3,005.6
F.2 财务   2,982.5 0.0 0.0 6.3 0.0 8.5 2,997.3
F.3 总务   2,302.7 0.0 0.0 0.0 0.0 825.5 3,128.2
F.4 法律事务   438.4 59.0 0.0 2.3 0.0 0.0 499.7
F.5 信息网络和知识管理 1,607.3 0.0 0.0 0.0 0.0 2,661.4 4,268.7
F.6 领导和管理   596.2 31.1 0.0 19.6 0.0 5.3 652.2

    小计 10,886.0 103.5 0.0 45.0 0.0 3,517.2 14,551.7
H.1 间接费用b   2,003.9 0.0 0.0 0.0 0.0 6,335.0 8,338.9

   支出共计 50,954.8 1,427.4 776.8 1,197.8 4,343.9 19,031.5 77,7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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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合作   
 方案    人事费 顾问 会议 旅费 经常方案a 其他 共计 
       

收入      
E 区域方案管理   
E.2 外地办事处   0.0 0.0 0.0 0.0 0.0 371.4 371.4

 杂项收入   0.0 0.0 0.0 0.0 0.0 2,634.6 2,634.6
 收入共计   0.0 0.0 0.0 0.0 0.0 3,006.0 3,006.0
 总计净额   50,954.8 1,427.4 776.8 1,197.8 4,343.9 16,025.5 74,726.2
       

房舍管理     

支出      
G 房舍管理    
G.1 共同房舍管理  6,148.5 56.6 0.0 1.6 0.0 16,792.7 22,999.4
G.2 合办房舍管理  156.9 0.0 0.0 0.0 0.0 595.2 752.1

   支出共计 6,305.4 56.6 0.0 1.6 0.0 17,387.9 23,751.5
 

房舍管理处的全部费用由所有用户分摊，上述支出正在全部收回。工发组织所占净额列于上文方案 H 项下。 
经常预算数据不包括追加拨款和加强安保方面的有关支出，这一情况将在 2004-2005 年的财务报表中予以报告。 
 
 

a  为已转入技术合作经常方案特别帐户的 2005 年全额拨款。 
b  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离职后健康保险在方案 H.1-间接费用项下记录。在该日以前，这些费用分记于相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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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综合方案和国别服务框架状况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美元，包括支助费用） 
 

区域   计划数字 分配的资金 尚待筹措资金

  
布基纳法索第2阶段 4,542,487 1,225,778 3,316,709
布隆迪 4,588,139 762,008 3,826,131
喀麦隆 6,605,415 565,390 6,040,025
厄立特里亚 7,594,730 2,470,469 5,124,261
埃塞俄比亚第2阶段 11,092,864 4,195,881 6,896,983
加纳第2阶段 4,854,220 3,500,485 1,353,735
几内亚 3,359,603 3,098,880 260,723
肯尼亚 4,536,385 1,670,550 2,865,835
马达加斯加第2阶段 3,830,700 792,034 3,038,666
马里第2阶段 4,596,840 523,027 4,073,813
莫桑比克第2阶段 4,697,618 3,309,222 1,388,396
纳米比亚 1,953,770 159,889 1,793,881
尼日尔 2,188,810 316,739 1,872,071
尼日利亚第2阶段 20,770,232 1,400,153 19,370,079
卢旺达 5,571,917 2,861,946 2,709,971
塞内加尔第2阶段 11,187,000 2,471,624 8,715,376
塞拉利昂 5,815,771 591,511 5,224,260
南非 5,277,100 2,621,003 2,656,097
乌干达第2阶段 8,953,894 7,144,418 1,809,476

非
洲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第2阶段 8,435,563 5,753,815 2,681,748
  小计 130,453,058 45,434,822 85,018,236

   
阿尔及利亚 11,442,000 4,753,602 6,688,398
吉布提 2,869,070 486,507 2,382,563
埃及 13,040,338 10,966,115 2,074,223
摩洛哥 10,550,608 9,505,034 1,045,574
苏丹 5,813,850 2,698,460 3,115,390非

洲
阿
拉
伯

 
国
家

 

突尼斯 7,558,510 4,848,624 2,709,886
  小计 51,274,376 33,258,342 18,016,034

   
阿富汗 8,157,345 1,630,785 6,526,560
孟加拉国 18,503,524 4,835,616 13,667,908
中国 * 31,640,000 32,983,151 -1,343,151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371,820 516,941 854,879
印度 * 13,334,000 12,244,934 1,089,066
印度尼西亚第2阶段 9,831,000 761,341 9,069,65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3,517,461 1,886,869 1,630,592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第2阶段 6,434,819 1,460,297 4,974,522
巴基斯坦 5,142,485 2,753,753 2,388,732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菲律宾 8,701,000 786,140 7,91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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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计划数字 分配的资金 尚待筹措资金

斯里兰卡第2阶段 9,393,690 189,545 9,204,145 
越南 11,707,026 11,656,719 50,307

  小计 127,734,170 71,706,091 56,028,079
   
   

欧
洲
和

新
独
立

国
家

 

俄罗斯联邦 17,505,028 2,754,490 14,750,538
  小计 17,505,028 2,754,490 14,750,538

   
   

哥伦比亚 1,797,830 2,053,206 -255,376
古巴第2阶段 4,916,630 2,628,067 2,288,563
厄瓜多尔 6,235,623 1,607,308 4,628,315拉

丁
美
洲
和

 
加
勒
比

 

危地马拉 12,870,371 6,290,616 6,579,755
  小计 25,820,454 12,579,197 13,241,257

   
约旦 3,312,878 2,396,298 916,580
黎巴嫩 6,735,365 2,110,707 4,624,658
巴勒斯坦 7,996,150 4,633,408 3,362,742
沙特阿拉伯 2,178,640 2,437,128 -258,48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3,932,683 662,370 3,270,313

西
亚
阿
拉
伯
国
家

 

也门 5,994,368 249,670 5,744,698
  小计 30,150,084 12,489,581 17,660,503

  总计 382,937,170 178,222,523 204,714,647
 
*已按国别服务框架作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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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 

0
0 

57
,4

81
57

,4
81

 
塞
内
加
尔

 
20

,3
40

22
3,

78
6

0
27

8,
21

4
0 

0
45

1,
77

3 
0

97
4,

11
2 

塞
拉
利
昂

 
41

,6
48

0
0

63
,3

21
0 

0
0 

0
10

4,
96

9 
多
哥

 
0

0
0

0
0 

0
0 

10
,1

00
10

,1
00

 
乌
干
达

 
10

5
0

0
28

4,
76

3
16

,1
80

 
0

70
7,

61
6 

0
1,

00
8,

66
4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1

20
)

99
7

0
17

4,
78

6
0 

47
,6

19
18

7,
85

8 
13

,0
94

42
4,

23
5 

赞
比
亚

 
24

,5
99

0
0

0
3,

56
6 

0
0 

15
,6

94
43

,8
60

 

小
计

 
48

9,
12

8
63

6,
18

5
0

1,
86

4,
13

5
36

,3
10

 
47

,6
19

2,
63

2,
51

0 
63

6,
53

3
6,

34
2,

42
0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阿
富
汗

 
75

,5
22

0
0

(8
,9

91
)

0 
0

39
9,

34
0 

0
75

6,
70

0 
孟
加
拉
国

 
(1

,0
49

)
0

0
0

0 
0

13
0,

66
8 

0
12

9,
61

9 
不
丹

 
0

0
0

0
0 

0
0 

0
0 

柬
埔
寨

 
0

0
0

30
4,

07
1

0 
0

50
,7

51
 

0
35

4,
82

2 
基
里
巴
斯

 
0

0
0

0
0 

0
0 

0
0 

老
挝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47

,1
18

0
0

28
2,

74
6

0 
0

0 
28

,7
89

35
8,

65
2 

马
尔
代
夫

 
0

0
0

61
,6

21
0 

0
2,

23
0 

0
63

,8
51

 
缅
甸

 
0

0
0

0
4,

09
4 

0
0 

0
4,

09
4 

尼
泊
尔

 
0

0
0

0
0 

0
81

4 
46

,4
35

47
,2

49
 

萨
摩
亚

 
0

0
0

0
0 

0
0 

0
0 

所
罗
门
群
岛

 
66

,7
11

0
0

0
0 

0
0 

0
66

,7
11

 
东
帝
汶

 
18

8,
94

2
0

0
83

,9
99

0 
0

11
4,

91
0 

0
38

7,
85

1 
图
瓦
卢

 
0

0
0

0
0 

0
0 

0
0 

瓦
努
阿
图

 
0

0
0

0
0 

0
0 

0
0 

小
计

 
37

7,
24

4
0

0
72

3,
44

5
4,

09
4 

0
69

8,
71

2 
75

,2
24

2,
16

9,
54

8 

 
 

 
 

 
 

 
 

 
 

拉
丁

美
洲

和
加

勒
比

 
  

  
  

  
  

  
  

  
  

海
地

 
57

,0
83

0
0

0
0 

0
0 

0
57

,0
83

 

小
计

 
57

,0
83

0
0

0
0 

0
0 

0
57

,0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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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国
家

 
经

常
预

算
开

发
计

划
署

/
核

心
基

金
 

开
发

计
划

署
管

理
的

信
托

基
金

工
发

基
金

b
蒙

特
利

尔
 

议
定

书
 

自
筹

信
托

基
金

第
三

方
筹

资
 

信
托

基
金

 
其

他
来

源
c

共
计

 

非
洲

阿
拉

伯
国

家
 

  
  

  
  

  
  

  
  

  
吉
布
提

 
48

6
0

0
26

,7
13

0 
0

0 
74

,5
11

10
1,

71
1 

索
马
里

 
0

0
0

0
0 

0
0 

0
0 

苏
丹

 
0

0
0

0
97

,7
18

 
5,

13
6

40
5,

60
7 

0
60

5,
33

8 

小
计

 
48

6
0

0
26

,7
13

97
,7

18
 

5,
13

6
40

5,
60

7 
74

,5
11

70
7,

04
8 

 
 

 
 

 
 

 
 

 
 

西
亚

阿
拉

伯
国

家
 

  
  

  
  

  
  

  
  

  
也
门

 
67

,1
33

0
0

0
20

,2
27

 
0

0 
0

87
,3

60
 

小
计

 
67

,1
33

0
0

0
20

,2
27

 
0

0 
0

87
,3

60
 

共
计

 
99

1,
07

5
63

6,
18

5
0

2,
61

4,
29

3
15

8,
35

0 
52

,7
55

3,
73

6,
82

8 
78

6,
26

8
9,

36
3,

45
9 

a 
不
包
括
有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和

其
他
发

展
中
国
家

一
起
参

与
的
区
域

、
区
域

间
和
全
球

项
目
或

个
人
研
究

金
和
集

体
培
训
方

案
。

 
b 
不
包
括

13
%
的
间
接
费
用
。

 
c 
包
括
以
工
发

组
织

为
协
作
或

合
作
机

构
而
由
其

他
机
构

执
行
的
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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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
05

年
新

项
目

核
准

额
，

按
国

家
和

资
金

来
源

分
列

a  
(单

位
：
美
元

) 
 

区
域

/国
家

 
经

常
预

算
开

发
计

划
署

/
核

心
基

金
 

开
发

计
划

署
管

理
的

信
托

基
金

工
发

基
金

b
蒙

特
利

尔
 

议
定

书
 

自
筹

信
托

基
金

第
三

方
筹

资
 

信
托

基
金

 
其

他
来

源
c

共
计

 

非
洲

 
  

  
  

  
  

  
  

  
  

安
哥
拉

 
0 

0
0

0
0 

0
0 

0
0 

贝
宁

 
0 

0
0

0
0 

0
0 

0
0 

布
基
纳
法
索

 
0 

0
0

0
0 

0
0 

0
0 

布
隆
迪

 
0 

0
0

11
9,

57
3

2,
04

2 
0

0 
0

12
1,

61
5 

佛
得
角

 
0 

0
0

0
0 

0
0 

0
0 

中
非
共
和
国

 
0 

0
0

0
0 

0
0 

0
0 

乍
得

 
0 

0
0

0
0 

0
0 

0
0 

科
摩
罗

 
0 

0
0

0
0 

0
0 

0
0 

刚
果
民
主
共
和
国

 
0 

0
0

0
15

5 
0

0 
0

15
5 

赤
道
几
内
亚

 
0 

0
0

0
0 

0
0 

0
0 

厄
立
特
里
亚

 
0 

0
0

13
2,

45
7

0 
0

0 
0

13
2,

45
7 

埃
塞
俄
比
亚

 
0 

0
0

30
1,

39
3

12
,4

24
 

0
73

2,
27

0 
0

1,
04

6,
08

8 
冈
比
亚

 
0 

0
0

0
0 

0
0 

0
0 

几
内
亚

 
0 

0
0

0
0 

0
30

3,
87

5 
0

30
3,

87
5 

几
内
亚
比
绍

 
0 

0
0

0
0 

0
0 

0
0 

莱
索
托

 
0 

0
0

0
0 

0
0 

0
0 

利
比
里
亚

 
0 

0
0

0
0 

0
0 

0
0 

马
达
加
斯
加

 
0 

42
6,

75
0

0
16

1,
72

6
40

,0
00

 
0

0 
0

62
8,

47
6 

马
拉
维

 
0 

15
0,

00
0

0
0

0 
0

27
5,

25
0 

0
42

5,
25

0 
马
里

 
0 

0
0

0
0 

0
0 

0
0 

毛
里
塔
尼
亚

 
0 

0
0

0
0 

0
0 

0
0 

莫
桑
比
克

 
0 

0
0

0
0 

0
21

,7
40

 
0

21
,7

40
 

尼
日
尔

 
0 

0
0

0
0 

0
0 

0
0 

卢
旺
达

 
22

3,
21

3 
0

0
0

0 
0

0 
0

22
3,

21
3 

圣
多
美
和
普
林
西
比

 
0 

0
0

0
0 

0
0 

0
0 

塞
内
加
尔

 
0 

0
0

27
4,

83
7

0 
0

51
0,

61
0 

0
78

5,
44

8 
塞
拉
利
昂

 
0 

0
0

0
0 

0
0 

0
0 

多
哥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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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国
家

 
经

常
预

算
开

发
计

划
署

/
核

心
基

金
 

开
发

计
划

署
管

理
的

信
托

基
金

工
发

基
金

b
蒙

特
利

尔
 

议
定

书
 

自
筹

信
托

基
金

第
三

方
筹

资
 

信
托

基
金

 
其

他
来

源
c

共
计

 

乌
干
达

 
0 

0
0

22
7,

63
8

0 
0

48
4,

39
1 

0
71

2,
02

9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0 

0
0

25
,0

00
0 

47
,6

19
0 

0
72

,6
19

 
赞
比
亚

 
0 

0
0

0
3,

57
8 

0
0 

0
3,

57
8 

小
计

 
22

3,
21

3 
57

6,
75

0
0

1,
24

2,
62

5
58

,1
99

 
47

,6
19

2,
32

8,
13

6 
0

4,
47

6,
54

3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阿
富
汗

 
10

4,
64

1 
0

0
38

,0
00

0 
0

0 
0

14
2,

64
1 

孟
加
拉
国

 
0 

0
0

0
0 

0
1,

03
8,

40
0 

0
1,

03
8,

40
0 

不
丹

 
0 

0
0

0
0 

0
0 

0
0 

柬
埔
寨

 
0 

0
0

0
0 

0
0 

0
0 

基
里
巴
斯

 
0 

0
0

0
0 

0
0 

0
0 

老
挝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16

,2
26

 
0

0
0

0 
0

0 
0

16
,2

26
 

马
尔
代
夫

 
0 

0
0

13
3,

40
0

0 
0

13
3,

40
0 

0
26

6,
80

0 
缅
甸

 
0 

0
0

0
80

,0
00

 
0

0 
0

80
,0

00
 

尼
泊
尔

 
0 

0
0

0
0 

0
0 

0
0 

萨
摩
亚

 
0 

0
0

0
0 

0
0 

0
0 

所
罗
门
群
岛

 
70

,9
97

 
0

0
0

0 
0

0 
0

70
,9

97
 

东
帝
汶

 
0 

0
0

0
0 

0
0 

0
0 

图
瓦
卢

 
0 

0
0

0
0 

0
0 

0
0 

瓦
努
阿
图

 
0 

0
0

0
0 

0
0 

0
0 

小
计

 
19

1,
86

4 
0

0
17

1,
40

0
80

,0
00

 
0

1,
17

1,
80

0 
0

1,
61

5,
06

4 

 
 

 
 

 
 

 
 

 
 

拉
丁

美
洲

和
加

勒
比

 
  

  
  

  
  

  
  

  
  

海
地

 
0 

0
0

0
0 

0
0 

0
0 

小
计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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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国
家

 
经

常
预

算
开

发
计

划
署

/
核

心
基

金
 

开
发

计
划

署
管

理
的

信
托

基
金

工
发

基
金

b
蒙

特
利

尔
 

议
定

书
 

自
筹

信
托

基
金

第
三

方
筹

资
 

信
托

基
金

 
其

他
来

源
c

共
计

 

非
洲

阿
拉

伯
国

家
 

吉
布
提

 
0 

0
0

0
0 

0
0 

0
0 

索
马
里

 
0 

0
0

0
0 

0
0 

0
0 

苏
丹

 
0 

0
0

0
0 

14
,7

65
68

,6
03

 
0

83
,3

68
 

小
计

 
0 

0
0

0
0 

14
,7

65
68

,6
03

 
0

83
,3

68
 

西
亚

阿
拉

伯
国

家
 

  
  

  
  

  
  

  
  

  
也
门

 
14

7,
62

4 
0

0
0

44
,9

92
 

0
0 

0
19

2,
61

6 

小
计

 
14

7,
62

4 
0

0
0

44
,9

92
 

0
0 

0
19

2,
61

6 

共
计

 
56

2,
70

2 
57

6,
75

0
0

1,
41

4,
02

5
18

3,
19

1 
62

,3
84

3,
56

8,
53

9 
0

6,
36

7,
59

1 
 a 

不
包
括
有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和

其
他
发

展
中
国
家

一
起
参

与
的
区
域

、
区
域

间
和
全
球

项
目
或

个
人
研
究

金
和
集

体
培
训
方

案
。

 
b 
不
包
括

13
%
的
间
接
费
用
。

 
c 
包
括
以
工
发

组
织

为
协
作
或

合
作
机

构
而
由
其

他
机
构

执
行
的
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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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
05

年
项

目
核

准
总

净
额

，
按

国
家

和
资

金
来

源
分

列
a  

(单
位
：
美
元

) 
 

区
域

/国
家

 
经

常
预

算
开

发
计

划
署

/
核

心
基

金
 

开
发

计
划

署
管

理
的

信
托

基
金

工
发

基
金

b
蒙

特
利

尔
 

议
定

书
 

自
筹

信
托

基
金

第
三

方
筹

资
 

信
托

基
金

 
其

他
来

源
c

共
计

 

非
洲

 
  

  
  

  
  

  
  

  
  

安
哥
拉

 
(1

2,
75

8)
0

0
0

0 
0

0 
0

(1
2,

75
8)

 
贝
宁

 
0

(5
,0

76
)

0
0

0 
0

0 
0

(5
,0

76
) 

布
基
纳
法
索

 
7,

30
3

0
0

(4
,9

29
)

0 
0

-1
 

0
2,

37
3 

布
隆
迪

 
0

0
0

(5
4,

31
6)

35
,0

00
 

0
0 

0
(1

9,
31

6)
 

佛
得
角

 
0

0
0

0
0 

0
0 

0
0 

中
非
共
和
国

 
0

0
0

0
0 

0
0 

0
0 

乍
得

 
0

0
0

0
0 

0
0 

0
0 

科
摩
罗

 
0

0
0

0
0 

0
0 

0
0 

刚
果
民
主
共
和
国

 
0

0
0

0
30

,0
00

 
0

0 
0

30
,0

00
 

赤
道
几
内
亚

 
0

0
0

0
0 

0
0 

0
0 

厄
立
特
里
亚

 
(1

,4
97

)
26

,6
00

0
(1

20
)

0 
0

0 
0

24
,9

83
 

埃
塞
俄
比
亚

 
(6

1,
94

8)
(2

0,
98

0)
0

86
1,

97
0

40
,0

00
 

0
53

2,
46

0 
0

1,
35

1,
50

2 
冈
比
亚

 
0

0
0

0
0 

0
0 

0
0 

几
内
亚

 
4,

80
3

(1
)

0
(7

,4
69

)
0 

0
99

5,
06

5 
0

99
2,

39
8 

几
内
亚
比
绍

 
0

0
0

0
0 

0
0 

0
0 

莱
索
托

 
0

(1
,4

34
)

0
0

0 
0

0 
0

(1
,4

34
) 

利
比
里
亚

 
0

0
0

0
0 

0
0 

0
0 

马
达
加
斯
加

 
(3

,2
74

)
32

2,
36

2
0

48
,7

10
40

,0
00

 
0

0 
0

40
7,

79
8 

马
拉
维

 
0

34
,3

78
0

(3
,3

40
)

0 
0

1,
05

5,
91

5 
0

1,
08

6,
95

4 
马
里

 
4,

37
6

0
0

(5
1,

74
9)

0 
0

0 
0

(4
7,

37
3)

 
毛
里
塔
尼
亚

 
0

(9
,9

08
)

0
0

0 
0

0 
0

(9
,9

08
) 

莫
桑
比
克

 
(2

5,
03

2)
39

1,
62

4
0

1,
97

1,
50

0
0 

0
36

9,
38

6 
0

2,
70

7,
47

8 
尼
日
尔

 
0

0
0

0
0 

0
0 

0
0 

卢
旺
达

 
24

1,
63

6
0

0
(1

0)
0 

0
0 

0
24

1,
62

6 
圣
多
美
和
普
林
西
比

 
0

0
0

0
0 

0
0 

0
0 

塞
内
加
尔

 
1,

04
3

(5
1,

9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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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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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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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基

金
 

开
发

计
划

署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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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托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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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发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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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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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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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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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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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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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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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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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技术合作经常方案 

 
表 1 

2004-2005 年按方案分列的执行额 
 

  其中以欧元为
 单位  基础部分
 千美元  （单位：千欧元）
    

方案C.1 工业治理和统计 1,516.3  1,162.1 
方案C.2 投资和技术促进 1,669.2  639.1 
方案C.3 质量和生产力 417.5  266.8 
方案C.4 小企业发展 1,474.6  914.9 
方案D.1 农用工业 1,528.7  696.8 
方案D.2 工业能源和京都议定书 1,368.8  772.4 
方案D.4 环境管理 634.3  440.3 
主要方案E 区域方案 741.9  600.3 

其他  832.2  625.0 

 共计 10,183.5  6,117.7 

 欧元等值 8,216.5  

 
 
 
 
 
 
 
 
 
 
 
 
 
 
 
 
 

C.1
16%

C.3
4%

C.4
14%D.1

15%

D.4
6%

C.2
17%

D.2
13%

E
7%

其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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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4-2005 年按服务单元分列的执行额 

 
   其中以欧元为
 单位 基础部分
服务单元(2004-2007) 千美元 （单位：千欧元）
工业治理和统计(服务单元 1) 1,585.0 1,170.1
投资和技术促进(服务单元 2) 1,726.5 734.4
工业竞争力和贸易(服务单元 3) 805.7 532.4
私营部门发展(服务单元 4) 1,732.5 1,124.4
农用工业(服务单元 5) 1,673.6 815.4
可持续能源和气候变化(服务单元 6) 1,368.8 772.4
环境管理(服务单元 8) 639.8 440.3

未定 651.6 528.3

共计 10,183.5 6,117.7

欧元等值 8,216.5   

 

 

服务单元8
6%

未定

6%
服务单元6

13%

服务单元1
16%

服务单元2
18%

服务单元5
16%

服务单元4
17%

服务单元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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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专家的地域分布情况 
 

按区域组分列的专家分布情况 

a 包括国籍不明的候选人和52名澳大利亚候选人、96名加拿大候选人及160名美国候选人。  
b 包括任用澳大利亚专家 9 人次、加拿大专家 27 人次和美国专家 61 人次。 

7.9%

8.1%
35.9%

48.0%

1,444
316

327

1,930

A组+C组 B组 D组 其他

915

1,626

118
195

6.8%

32.1%

57.0%

4.1%

A组+C组 B组 D组 其他

图 1 
工发组织名册上的专家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名册记录的专家：4,017 

图 2 
任用情况 

2005 年期间任用情况：2,854，包括 1,227 名国家专家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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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任用专家人次 
 
国家/地区/领土 任用人次 国家/地区/领土 任用人次 国家/地区/领土 任用人次 

印度 186 丹麦 17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3 
联合王国 182 巴基斯坦 17 加蓬 3 
意大利 146 赞比亚 17 吉尔吉斯斯坦 3 
奥地利 129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6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3 
法国 112 尼日尔 16 马来西亚 3 
乌干达 84 波兰 16 新西兰 3 
尼日利亚 78 乌克兰 16 斯洛文尼亚 3 
埃及 73 几内亚 15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3 
德国 71 危地马拉 14 阿尔巴尼亚 2 
美利坚合众国 61 尼加拉瓜 14 科摩罗 2 
中国 53 黎巴嫩 13 哥斯达黎加 2 
塞内加尔 50 厄瓜多尔 12 格鲁吉亚 2 
西班牙 50 几内亚比绍 12 莱索托 2 
斯里兰卡 50 约旦 12 纳米比亚 2 
加纳 49 葡萄牙 12 尼泊尔 2 
越南 45 罗马尼亚 12 阿塞拜疆 1 
布基纳法索 42 乌拉圭 12 不丹 1 
瑞士 40 玻利维亚 11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 
俄罗斯联邦 39 克罗地亚 11 中非共和国 1 
科特迪瓦 38 捷克共和国 11 乍得 1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36 也门共和国 11 东帝汶 1 
芬兰 35 智利 10 吉布提 1 
匈牙利 34 卢旺达 10 厄立特里亚 1 
印度尼西亚 32 塞尔维亚和黑山 10 冈比亚 1 
比利时 3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0 利比里亚 1 
哥伦比亚 28 澳大利亚 9 卢森堡 1 
埃塞俄比亚 28 日本 9 马耳他 1 
菲律宾 28 布隆迪 8 巴拉圭 1 
斯洛伐克 28 秘鲁 8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 
加拿大 27 津巴布韦 8 塞舌尔 1 
阿尔及利亚 26 刚果共和国 7 新加坡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6 孟加拉国 6 斯威士兰 1 
肯尼亚 26 芬兰 6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1 
莫桑比克 23 毛里求斯 6 共计 (135 个国家) 2,854 
突尼斯 23 塞拉利昂 6   
巴西 22 乌兹别克斯坦 6   
土耳其 22 伊拉克 5   
阿根廷 21 马拉维 5   
贝宁 21 大韩民国 5   
摩洛哥 21 阿富汗 4   
瑞典 21 安哥拉 4   
多哥 21 巴林 4   
马里 20 古巴 4   
墨西哥 20 希腊 4   
巴勒斯坦 20 以色列 4   
柬埔寨 19 毛里塔尼亚 4   
爱尔兰 19 挪威 4   
马达加斯加 19 沙特阿拉伯 4   
南非 19 泰国 4   
苏丹 19 白俄罗斯 3   
喀麦隆 18 保加利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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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培训活动 
 

表 1 
集体培训方案 

 
 方案类型  学员人数 

研究领域 国家 区域 区域间 东道国/ 
地区 

所有 
国家 

最不发
达国家 妇女 非洲

学员 a

         
计量的基本原理 X   阿富汗 45 45 4  

农业机械 X   阿富汗 12 12   

ISO 9001 质量审计 X   阿尔及利亚 49  10 49 

危险分析临界控制点 X   阿尔及利亚 20  4 20 

对技术人员进行良好制冷做法

培训 
X   阿根廷 980  79  

可行性分析和报告模型 III 专家

系统—基础（2 项活动） 
  X 奥地利 32 7 7 4 

可行性分析和报告模型 III 专家

系统—高级（2 项活动） 
  X 奥地利 30 6 5 5 

利用工发组织经营绩效管理软

件来衡量和管理工业企业并对
其进行基准问题测试 

  X 奥地利 20  3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周期  X  奥地利 22 16 3 22 

危险分析临界控制点审计 X   孟加拉国 19 19 3  

棉花质量   X 贝宁 40 40  40 

认证  X  布基纳法索 8   8 

贸易的技术性壁垒： ISO 互联

网站 
 X  布基纳法索 21  15 21 

管理一个国家认证机构  X  布基纳法索 16  15 16 

手工编织、织物染色和制衣 X   布基纳法索 60 60 50 60 

水果和蔬菜干制 X   布基纳法索 89 89 87 89 

管理和会计 X   布基纳法索 18 18 16 18 

良好卫生做法和危险分析临界

控制点 
X   布基纳法索 496 496 334 496 

生皮和毛皮改良  X  布基纳法索、 
马里、尼日尔、

塞内加尔 

60 60  60 

皮革手艺 X   布隆迪 15 15 2 15 

培训技术（废水处理） X   布隆迪 5 5  5 

牛奶加工 X   喀麦隆 28   28 

生姜加工 X   喀麦隆 36  34 36 

对自助小组培训员进行培训 X   喀麦隆 159  159 159 

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的行政
环境 

X   喀麦隆 75  75 75 

竞争力指标 X   喀麦隆 19  5 19 

制冷剂回收 X   喀麦隆和 
意大利 

50   50 

清洁生产  X  哥斯达黎加 17  8  

清洁生产  X  古巴 2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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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类型  学员人数 

研究领域 国家 区域 区域间 东道国/ 
地区 

所有 
国家 

最不发
达国家 妇女 非洲

学员 a

         
从业人员技术展望  X  捷克共和国 18  5 1 

贸易能力建设：加强国家问询

点 
X   厄瓜多尔 41  23  

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对培训员

进行推动者培训 
X   厄瓜多尔 119  42  

中小企业集群和网络开发 X   厄瓜多尔 104  81  

中小企业集群：项目设计和管
理 

X   厄瓜多尔 84  41  

中小企业集群：提高技术技能 X   厄瓜多尔 339  246  

中小企业集群：战略规划 X   厄瓜多尔 141  62  

汞的神经毒性   X 厄瓜多尔 2  1  

可行性分析和报告模型 III 专家
系统 

X   埃及 21  10  

主要审计 X   埃及 20   20 

质量管理和 ISO 9001 认证 X   埃及 14   14 

可追溯性手册的实际实施 X   埃及 52  15  

提高农场协会对可追溯性的认
识（2 项活动） 

X   埃及 105  25  

出口到欧洲联盟的生鲜农产品
的可追溯性（2 项活动） 

X   埃及 50  10  

促进可持续化学的清洁技术   X 埃及 300  100 300 

工业可持续发展：工艺模拟、

分析、优化和控制 
  X 埃及 25  10 25 

市场分析 X   埃及 30  8 30 

农业工程 X   厄立特里亚 16 16 5 16 

女企管人才培养 X   厄立特里亚 20 20 20 20 

对培训员进行女企管人才培养

方面的培训 
X   厄立特里亚 13 13 10 13 

缝纫机操作 X   埃塞俄比亚 120 120 110 120 

服装生产成本计算 X   埃塞俄比亚 40 40 5 40 

服装标志制作与裁剪 X   埃塞俄比亚 45 45  45 

实验室管理和以 ISO 17025 为

基础的质量保证 
X   埃塞俄比亚 14 14 5 14 

鞋类设计 X   埃塞俄比亚 20 20 5 20 

皮革产品（裁剪和缝制）技术 X   埃塞俄比亚 25 25 5 25 

皮革产品（耐磨和制作）技术 X   埃塞俄比亚 25 25 5 25 

鞣制技术（浸灰间/蓝湿皮） X   埃塞俄比亚 20 20  20 

中小企业集群发展 X   埃塞俄比亚 70 70 30 70 

中小企业集群发展：提高技术
技能 

X   埃塞俄比亚 43 43 5 43 

对培训员进行女企管人才培养
方面的培训 

X   埃塞俄比亚 16 16 7 16 

女企管人才培养 X   埃塞俄比亚 45 45 45 45 

环境管理体系和 ISO 14001 X   埃塞俄比亚 300 300 25 300 

食品和皮革工业的厂内评估 X   埃塞俄比亚 212 212 15 212 

工业分包和合伙业务交流所   X 法国 12 3 1 10 

可行性分析和报告模型 III 专家 X   德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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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类型  学员人数 

研究领域 国家 区域 区域间 东道国/ 
地区 

所有 
国家 

最不发
达国家 妇女 非洲

学员 a

         
系统—基础 

制冷技术 X   德国 7 7  7 

危险分析临界控制点 X   加纳 25  8 25 

厂内危险分析临界控制点计划

设备安装 
X   加纳 30  12 30 

饮食业厂内评估 X   加纳 20  6 20 

化工工业厂内评估 X   加纳 20  5 20 

纺织业厂内评估  X   加纳 20  4 20 

加强治理和经济管理能力（2
项活动） 

X   加纳 79  8 79 

把高粱制成高梁麦芽和酿酒  X  加纳和尼日利亚 8   8 

计量实验室设备的安装和校准 X   危地马拉 4  1  

良好卫生做法（6 项活动） X   危地马拉 166  77  

企管人才培养：提高技术技能 X   几内亚 150 150 56 150 

企管人才培养：对培训员进行

自助小组创建和管理方面的培

训 

X   几内亚 58 58 38 58 

企管人才培养：实用识字 
能力 

X   几内亚 125 125 102 125 

决策者技术展望  X  匈牙利 10  4  

工业项目编制和评估  X  印度 18  7  

尽量减少废物  X  印度 35    

石头加工机械维修  X  印度 40    

对石业的环境影响评估（3 项

活动） 
 X  印度 215    

石业  X  印度 55    

提高生产力  X  印度 10    

机械电子学/改装  X  印度 6    

精密测量、测量仪器校准、车

床测试和状态监测 
 X  印度 23    

化铁炉-设计操作，提高污染控

制设备的效率 
 X  印度 8    

模具和模具芯制造  X  印度 10    

车床的熔化、铸造和浇口设计
（2 项活动） 

 X  印度 15    

ISO 9000  X  印度 25    

锁件的设计和标准化  X  印度 8    

业绩和资信等级  X  印度 40    

锁件的制造和促销  X  印度 22    

玩具应用的工具制作  X  印度 13    

玩具组件的 CE 认证方案  X  印度 8    

玩具组件设计方案  X  印度 7    

高级制造技术（4 项活动）   X 印度 79  2 79 

计算机数控车床技术 X   印度 20    

车床主轴设计  X  印度 28    

工业设计和美学 X   印度 49    

机械电子学 X   印度 13    



工发组织 2005 年年度报告 附录 G 

 

71 

 方案类型  学员人数 

研究领域 国家 区域 区域间 东道国/ 
地区 

所有 
国家 

最不发
达国家 妇女 非洲

学员 a

         
计算机数控车床技术和制造 X   印度 40    

计算机数控车床技术和机械电

子学 
X   印度 17    

企业升级改造   X 印度 9 4 2  

企业创建   X 印度 7 4 1  

ISO 14001 主审计和环境管理

体系审计 
 X  印度 16 16 3  

棉花分类仪器系统维护   X 印度 8 8  8 

中小企业集群：提高技术技能 X   印度 119  38  

中小企业集群：自助小组能力
建设 

X   印度 66  41  

对培训员进行提高生产力最佳
做法方面的培训 

X   印度 6    

提高生产力最佳做法 X   印度 203  25  

项目可行性研究、贷款和补助

金方面的技术指导和咨询 
X   印度尼西亚 30  12  

用于工业投资项目评估的可行

性分析和报告模型 III 专家系统
（3 项活动） 

X   印度尼西亚 63  19  

西谷米加工优化 X   印度尼西亚 127  31  

企管人才能力建设 X   印度尼西亚 15  7  

英语语言促进经济发展 X   印度尼西亚 30  16  

计算机基本技能 X   印度尼西亚 8  5  

对培训员进行木材加工、焊

接、电子安装、空调修理、缝
纫和食品加工方面的培训 

X   印度尼西亚 10  2  

对培训员的教学培训 X   印度尼西亚 14  2  

健康威胁：汞 X   印度尼西亚 39  10  

技术展望做法和方法 X   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 

50  18  

女企管人才培养和青年企管人

才培养 
X   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 
84  84  

对培训员进行女企管人才培养

和青年企管人才培养方面的培

训 

X   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 

20  10  

奶制品质量保证方案（2 项活

动） 
X   伊拉克 298  67  

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原则与实

践 
  X 意大利 22 5 6 8 

可行性分析和报告模型 III 专家

系统（3 项活动） 
X   日本 84  54  

伊拉克奶制品项目初期讲习班 X   约旦 14    

对伊拉克奶制品专家进行奶制

品加工培训 
X   约旦 20    

对伊拉克奶制品专家进行质量

管理培训（3 项活动） 
X   约旦 54  18  

促进出口联营集团 X   约旦 20  5  

鞋类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计
算机辅助制造） 

X   肯尼亚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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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类型  学员人数 

研究领域 国家 区域 区域间 东道国/ 
地区 

所有 
国家 

最不发
达国家 妇女 非洲

学员 a

         
皮革产品中小企业集群 X   肯尼亚 25  5 25 

蜂蜜加工 X   肯尼亚 60  50 60 

渔业管理、鱼处理和卫生、晒
干和包装技术、渔业贸易企业

发展 

X   肯尼亚 20  5 20 

对培训员进行女企管人才培养

方面的培训 
X   肯尼亚 36  30 36 

女企管人才培养 X   肯尼亚 115  115 115 

投资项目的确定、编制和筛选 X   科威特 8  4  

投资项目编制和评估 X   科威特 8  4  

投资促进战略和技术 X   科威特 14    

竞争力和战略方向 X   科威特 10    

有效经营咨询 X   科威特 20    

计量 X   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 

16 16   

ISO 9001 和 14001 体系认证 X   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 

15 15   

实施质量管理体系 X   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 

25  9 25 

校准和测试实验室统计 X   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 

25  9 25 

丝绸纺织 X   马达加斯加 35 35 10 35 

丝绸染色 X   马达加斯加 20 20 3 20 

项目拟订 X   马拉维 5 5 3 5 

成立小组 X   马拉维 20 20 5 20 

利用人力节约技术增强贫困农
村社区的能力：对推广工作人

员进行性别和艾滋病毒方面的

培训 

X   马拉维 31 31 8 31 

全球贸易方面的测试和合规情

况评估 
  X 马来西亚 22 19 4  

手工编织与织物染色 X   马里 20 20 15 20 

非洲酪酯树种子的采集、加工

和保存 
X   马里 1,075 1,075 1,055 1,075 

可行性分析和报告模型 III 专家

系统 
X   墨西哥 14  5  

含氯氟烃国际贸易的许可和管

制 
X   墨西哥 68  23  

含氯氟烃的回收和储存 X   墨西哥 240  15  

良好制造方法(无花果和李子) X   摩洛哥 25  23 25 

良好制造方法（橄榄油） X   摩摩摩 10  8 10 

皮革产品制造和设计 X   摩洛哥 2   2 

女企管人才培养：提高技术技
能 

X   摩洛哥 52  52 52 

女企管人才培养：生产管理 X   摩洛哥 52  52 52 

女企管人才培养：一般管理和

营销 
X   摩洛哥 135  134 135 

厂内评估 X   摩洛哥 35  7 35 

含氯氟烃 X   摩洛哥 110  5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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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类型  学员人数 

研究领域 国家 区域 区域间 东道国/ 
地区 

所有 
国家 

最不发
达国家 妇女 非洲

学员 a

         
卫生与安全 X   摩洛哥 30  12 30 

工业废水管理 X   摩洛哥 50  26 50 

环境管理体系和 ISO 1400 X   摩洛哥 170  126 170 

企业升级改造 X   莫桑比克 30 30   

企业创建 X   莫桑比克 30 30   

质量管理 X   莫桑比克 6 6   

工业操作与安全 X   莫桑比克 10 10   

中层管理人员、主管和工长的

管理技能 
X   莫桑比克 10 10   

企管人才培养课程编制 X   莫桑比克 15 15 5 15 

低氧无性繁殖 X   莫桑比克 13 13 6 13 

能源效率 X   莫桑比克 25 25 5 25 

企管人才培养：对培训员进行

工业推广方面的培训 
X   纳米比亚 23  3 23 

企管人才培养：对培训员进行

自助小组方面的培训 
X   纳米比亚 23  2 23 

企管人才培养课程编制 X   纳米比亚 10  2 10 

食品安全方面的良好制造方法
和良好卫生做法 

X   尼泊尔 31 31 5  

危险分析临界控制点审计 X   尼泊尔 20 20 6  

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合作与网

络 
X   尼加拉瓜 51  30  

中小企业集群发展：方法、工

具和人力资源 
X   尼加拉瓜 67  35  

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地方经济

体制与价值链  
X   尼加拉瓜 92  41  

牛奶生产与安全/质量 X   尼日尔 15 15 2 15 

投资项目拟订 X   尼日利亚 10  3 10 

投资项目编制与评估（2 项活
动） 

X   尼日利亚 37  12 37 

木薯加工（2 项活动） X   尼日利亚 65  52 65 

中小企业集群/网络：提高技术

技能 
X   尼日利亚 94   94 

ISO 17025 X   巴基斯坦 56  8  

改进渔业部门的质量和做法 X   巴基斯坦 105  17  

危险分析临界控制点系统 I 级
（2 项活动） 

X   巴基斯坦 60  13  

危险分析临界控制点系统 II 级 X   巴基斯坦 35  5  

提高对危险分析临界控制点的

认识 
X   巴基斯坦 30    

渔业企业 X   巴基斯坦 20    

标准化与认证 X   巴基斯坦 125  15  

贸易壁垒 X   巴基斯坦 73  4  

渔业部门的可追溯性 X   巴基斯坦 48  17  

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 X   巴基斯坦 30  1  

制冷服务技术 X   巴基斯坦  40    

可行性分析和报告模型 III 专家 X   巴勒斯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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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类型  学员人数 

研究领域 国家 区域 区域间 东道国/ 
地区 

所有 
国家 

最不发
达国家 妇女 非洲

学员 a

         
系统—基础 

草药产品的发展、质量保证和

管理方面 
 X  巴拿马 34 2 18 1 

能源效率 X   菲律宾 30    

可行性分析和报告模型 III 专家
系统（2 项活动）  

X   大韩民国 28  4  

从业人员、决策者和公司管理
人员技术展望 

X   俄罗斯联邦 10  4  

企管人才培养课程编制 X   卢旺达 10 10 3 10 

清洁生产   X 卢旺达 17 17 4 17 

发展中国家技术需要评估   X 塞内加尔 22 10 3 16 

中小企业发展：提高管理技能 X   塞内加尔 199 199 127 199 

中小企业发展：对培训员进行

管理工具方面的培训 
X   塞内加尔 6 6  6 

中小企业发展：生产方法和质

量标准 
X   塞内加尔 51 51 47 51 

中小企业发展：组织与联网 X   塞内加尔 40 40 32 40 

中小企业发展：经营计划和营 
销 

X   塞内加尔 185 185 146 185 

对培训员进行企管人才培养和

企业管理方面的培训 
X   所罗门群岛 19 19 4  

企管人才培养和企业管理 X   所罗门群岛 64 64 14  

可行性分析和报告模型 III 专家
系统基础和工发组织方法  

X   斯斯斯斯 16  2  

可行性分析和报告模型 III 专家
系统 

X   苏丹 15 15  15 

企业升级改造 X   苏丹 20 20 8  

企业创建 X   苏丹 20 20 8  

开始清洁技术宣传运动和技术

示范以及手工金矿开采中的健

康问题 

X   苏丹 12 12 5 12 

用于工业投资项目评估的可行

性分析和报告模型 III 专家系统

X   东帝汶 

 

29 29 8  

食品工业立法 X   突尼斯 20  6 20 

食品工业的可追溯性 X   突尼斯 25  5 25 

组织者技术展望  X  土耳其 27 3 13 4 

手工编织、外观设计、服装制
造、产品开发、缝纫机维修和

企业管理 

X   乌干达 100 100 100 100 

可追溯性 X   乌干达 78 78 17 78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贸易的技
术性壁垒 

X   乌干达 76 76 13 76 

有机认证 X   乌干达 96 96 50 96 

食品加工 X   乌干达 30 30 29 30 

良好制造方法/良好卫生做法和

危险分析临界控制点系统 
X   乌干达 196 196 47 196 

ISO 9001 X   乌干达 37 37 16 37 

企管人才培养课程编制 X   乌干达 19 19 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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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类型  学员人数 

研究领域 国家 区域 区域间 东道国/ 
地区 

所有 
国家 

最不发
达国家 妇女 非洲

学员 a

         
工匠艺人方案 X   乌干达 587 587 164 587 

为中小企业提供经营信息 X   乌干达 40 40 15 40 

清清清清清清 X   乌干达 25 25 5 25 

在当地啤酒酿造过程中实施清

洁生产方案（2 项活动） 
X   乌干达 181 181 132 181 

环境影响、职业健康与安全、

废物管理、能源效率和优化旅
游者使用的资源 

X   乌干达 16 16 1 16 

ISO 14001 X   乌干达 15 15 2 15 

经济和生态利益的归类和认证

（2 项活动） 
X   乌干达 57 57 14 57 

加强治理和经济管理能力（2
项活动） 

X   乌干达 71 71 12 71 

食品加工——果酱制作 X   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 
37 37 28 37 

食品加工——晒干 X   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 
37 37 28 37 

食品加工——果汁制作 X   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 
37 37 28 37 

商商商商 

 

X   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 
37 37 28 37 

混混混混 

 

X   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 
25 25 20 25 

 

食品卫生与标准 

 

X   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 
25 25 20 25 

残疾人皮革工艺 X   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 

12 12 3 12 

卫生备选技术和超声机器的使
用 

X   美利坚合众国 3   3 

一般环境政策 X   美利坚合众国 2   2 

支持中小企业部门，为其进入

出口市场提供便利 
X   乌拉圭 100  25  

PHAROS 和 PRODUCE-PLUS
软件 

X   乌拉圭 20  3  

促进出口联营集团 X   乌拉圭 41  16  

对培训员进行食品冷冻方法培

训 
X   委内瑞拉玻利瓦

尔共和国 
73  2  

危险分析临界控制点审计 X   越南 23    

对培训员进行质量管理体系方
面的培训 

X   越南 6    

对培训员进行危险分析临界控
制点方面的培训 

X   越南 9    

对培训员进行环境管理体系方
面的培训 

X   越南 5    

女企管人才培养：小组领导  X   越南 185  183  

女企管人才培养：对培训员进

行技术技能培训 
X   越南 81  44  

女企管人才培养：提高技术技

能 
X   越南 1,022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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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类型  学员人数 

研究领域 国家 区域 区域间 东道国/ 
地区 

所有 
国家 

最不发
达国家 妇女 非洲

学员 a

         
女企管人才培养：企业管理和

营销 
X   越南 957  957  

可行性分析和报告模型 III 专家

系统 
X   也门 19 19 5  

企业升级改造 X   也门 30 30   

黄金清洁生产技术  X  津巴布韦 3 2 1 3 

清洁技术方面的宣传运动和移
动式示范单位发起准备及手工

金矿开采中的健康问题 

X   津巴布韦 47  12 47 

沿海地区综合管理  X  喀麦隆 50 50 12 50 

跨界诊断式分析和战略行动方
案 

 X  加纳 40 40 10 40 

红树林生态系统调查、恢复和
试验场挑选标准的方法评价 

 X  加纳 44 44 10 44 

沿海地区和海洋地区的可持续
综合管理 

 X  加纳 55 55 15 55 

 
a  包括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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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5 年开始的研究金和考察团 
按国籍/原籍地、国家或地区分列 

安排的个人人数 
 

国籍/原籍地、  开发计划署 经常方案 其他方案 
国家或地区  男 女 共计 男 女 共计 男 女 共计 合计

非洲           
安哥拉  0 0 0 0 0 0 1 0 1 1
贝宁  0 0 0 0 0 0 6 1 7 7
博茨瓦纳  0 0 0 0 0 0 4 0 4 4
布基纳法索  0 0 0 2 2 4 10 2 12 16
布隆迪  0 0 0 1 0 1 0 0 0 1
喀麦隆  0 0 0 5 0 5 8 0 8 13
科特迪瓦  0 0 0 0 0 0 9 1 10 10
埃塞俄比亚  0 0 0 9 0 9 7 0 7 16
加纳  0 0 0 9 1 10 1 2 3 13
几内亚比绍  0 0 0 0 0 0 11 0 11 11
肯尼亚  0 0 0 10 1 11 0 1 1 12
莱索托  0 0 0 2 0 2 5 0 5 7
马拉维  0 0 0 4 0 4 0 0 0 4
马里  0 0 0 1 0 1 8 0 8 9
莫桑比克  1 2 3 0 0 0 2 0 2 5
尼日尔  0 0 0 0 0 0 10 0 10 10
尼日利亚  0 0 0 5 0 5 21 1 22 27
塞内加尔  0 0 0 3 0 3 24 2 26 29
南非  0 0 0 0 0 0 1 1 2 2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 0 0 2 0 2 8 0 8 10
多哥  0 0 0 0 0 0 14 3 17 17
乌干达  0 0 0 8 2 10 10 2 12 22
赞比亚  0 0 0 1 0 1 3 0 3 4
津巴布韦  0 0 0 0 0 0 1 0 1 1

共计  1 2 3 62 6 68 163 17 180 251
     

阿拉伯区域     
阿尔及利亚  0 0 0 0 0 0 3 0 3 3
埃及  0 0 0 6 2 8 27 3 30 38
伊拉克  0 0 0 0 0 0 25 10 35 35
约旦  0 0 0 0 0 0 2 0 2 2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7 1 8 0 0 0 2 0 2 10
摩洛哥  0 0 0 0 0 0 5 1 6 6
巴勒斯坦  0 0 0 0 0 0 1 0 1 1
苏丹  0 0 0 9 0 9 0 0 0 9
突尼斯  0 0 0 0 0 0 7 0 7 7
也门  0 0 0 6 0 6 0 0 0 6

共计  7 1 8 21 2 23 72 14 86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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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原籍地、  开发计划署 经常方案 其他方案 
国家或地区  男 女 共计 男 女 共计 男 女 共计 合计

亚洲和太平洋     
孟加拉国  0 0 0 0 0 0 14 0 14 14
不丹  0 0 0 0 0 0 4 4 8 8
柬埔寨  0 0 0 0 0 0 15 2 17 17
中国  21 3 24 0 0 0 11 2 13 37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0 0 0 0 0 0 16 5 21 21
印度  10 0 10 0 0 0 13 1 14 24
印度尼西亚  0 0 0 2 0 2 0 0 0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 0 0 0 0 0 16 0 16 16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 0 0 0 0 0 16 5 21 21
马尔代夫  0 0 0 0 0 0 2 2 4 4
尼泊尔  0 0 0 0 0 0 6 1 7 7
巴基斯坦  0 0 0 2 0 2 29 3 32 34
越南  0 0 0 0 0 0 11 5 16 16

共计  31 3 34 4 0 4 153 30 183 221
     

欧洲和新独立国家     
阿塞拜疆  0 0 0 0 0 0 2 0 2 2
格鲁吉亚  0 0 0 0 0 0 0 1 1 1
罗马尼亚  0 0 0 0 4 4 1 2 3 7
土耳其  0 0 0 0 0 0 15 1 16 16
乌克兰  0 0 0 3 1 4 0 0 0 4

 
          共计  0 0 0 3 5 8 18 4 22 3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阿根廷  0 0 0 0 0 0 15 1 16 16
巴西  0 0 0 0 0 0 0 3 3 3
哥斯达黎加  0 0 0 0 0 0 3 1 4 4
古巴  0 0 0 0 0 0 10 9 19 19
厄瓜多尔  0 0 0 0 0 0 2 1 3 3
萨尔瓦多  0 0 0 0 0 0 3 0 3 3
危地马拉  0 0 0 0 2 2 2 0 2 4
墨西哥  0 0 0 0 0 0 2 0 2 2
尼加拉瓜  0 0 0 0 0 0 0 1 1 1
秘鲁  0 0 0 0 0 0 2 1 3 3
乌拉圭  0 0 0 0 0 0 8 8 16 16

共计  0 0 0 0 2 2 47 25 72 74

总计  39 6 45 90 15 105 453 90 543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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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5 年开始的研究金和考察团 

按考察的国家、地理区域或地区分列 
安排的个人人数 

 
 开发计划署 经常方案 其他方案  考察的国家/地理 

区域/地区  男 女 共计 男 女 共计 男 女 共计 合计

阿尔及利亚  0 0 0  0 0 0 1 0 1 1

阿根廷  0 0 0  0 0 0 2 0 2 2

澳大利亚  0 0 0  0 0 0 2 1 3 3

奥地利  7 1 8  10 1 11 31 6 37 56

巴林  0 0 0  0 0 0 6 8 14 14

比利时  11 2 13  0 0 0 2 0 2 15

贝宁  0 0 0  0 0 0 36 0 36 36

巴西  0 0 0  0 0 0 2 2 4 4

加拿大  0 0 0  0 0 0 1 0 1 1

中国  0 0 0  2 0 2 30 8 38 40

哥伦比亚  0 0 0  0 0 0 3 0 3 3

哥斯达黎加  0 0 0  0 0 0 0 3 3 3

科特迪瓦  0 0 0  0 0 0 0 1 1 1

古巴  0 0 0  0 0 0 3 5 8 8

丹麦  0 0 0  0 0 0 7 2 9 9

埃及  0 0 0  0 0 0 1 6 7 7

萨尔瓦多  0 0 0  0 0 0 1 0 1 1

法国  0 1 1  3 2 5 37 6 43 49

德国  0 0 0  0 0 0 26 7 33 33

加纳  0 0 0  0 0 0 4 1 5 5

危地马拉  0 0 0  0 0 0 6 4 10 10

匈牙利  0 0 0  0 4 4 1 1 2 6

印度  0 0 0  78 6 84 94 2 96 180

印度尼西亚  0 0 0  2 0 2 2 0 2 4

伊拉克  0 0 0  0 0 0 26 4 30 30

以色列  0 0 0  0 0 0 3 1 4 4

意大利  22 4 26  0 0 0 77 12 89 115

日本  0 0 0  0 0 0 3 0 3 3

约旦  0 0 0  0 0 0 44 16 60 60

马来西亚  0 0 0  0 0 0 28 5 33 33

马里  0 0 0  0 0 0 1 0 1 1

毛里求斯  0 0 0  0 0 0 1 0 1 1

墨西哥  0 0 0  0 1 1 0 0 0 1

摩洛哥  0 0 0  0 0 0 18 2 20 20

荷兰  33 6 39  0 0 0 1 1 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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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计划署 经常方案 其他方案  考察的国家/地理 
区域/地区  男 女 共计 男 女 共计 男 女 共计 合计

巴基斯坦  0 0 0  0 0 0 1 0 1 1

大韩民国  0 0 0  0 0 0 7 2 9 9

沙特阿拉伯  0 0 0  2 0 2 0 0 0 2

塞内加尔  0 0 0  0 0 0 9 1 10 10

新加坡  0 0 0  0 0 0 0 2 2 2

南非  0 0 0  0 0 0 6 0 6 6

西班牙  0 0 0  0 0 0 8 0 8 8

斯里兰卡  0 0 0  0 0 0 8 5 13 13

瑞士  0 0 0  0 0 0 6 0 6 6

泰国  0 0 0  0 0 0 4 6 10 10

突尼斯  0 0 0  0 0 0 26 4 30 30

土耳其  0 0 0  0 0 0 3 0 3 3

联合王国  1 0 1  0 0 0 20 4 24 25

美利坚合众国  19 1 20  0 1 1 0 1 1 22

乌拉圭  0 0 0  0 0 0 4 1 5 5

越南  0 0 0  0 0 0 6 4 10 10

津巴布韦  2 2 4  0 0 0 5 0 5 9

共计  95 17 112  97 15 112 613 134 747 971

 
 
 
 
 
 



工发组织 2005 年年度报告 附录 H 

 

81 

附录 H 
 

2005 年缔结的协定、谅解备忘录和联合公报* 
 

一. 与国家缔结的协定 
 
阿根廷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阿根廷共和国联邦规划、公共投资和服务部谅解备忘录，4 月 15 日签署。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阿根廷共和国科尔多瓦省政府谅解备忘录，9 月 7 日签署。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阿根廷共和国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政府谅解备忘录，12 月 5 日签署。 
 
阿塞拜疆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关于合作的框架方案，2 月 4 日签署。 
 
布隆迪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与布隆迪政府社区发展部长 Jean-Baptiste Gahimbare 先生阁下联合公
报，7 月 21 日签署。 
 
刚果 

关于工发组织在刚果共和国的方案的谅解备忘录，11 月 30 日签署。 
 
德国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支持“通过促进中小型企业、企业伙伴关系、投
资促进和南南合作加强最不发达国家非专利药品的当地生产” 项目的协定，9 月 15 日和 28 日签
署。 
 
海地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与海地共和国总理热拉尔·拉托尔蒂先生阁下联合公报，11 月 28 日签
署。 
 
意大利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意大利政府关于在中国执行题为“逐步淘汰甲基溴国家计划—中国”的蒙特
利尔议定书项目的信托基金协定，4 月 20 日和 8 月 8 日签署。 
 
黎巴嫩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黎巴嫩共和国政府工业部关于黎巴嫩政府分担 50%的费用支持发展黎巴嫩共
和国制造部门年度调查机构能力的信托基金协定，2 月 2 日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 

 * 本一览表载列了在工发组织法律处保存的已签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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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马达加斯加工业化、商业和私营部门发展部关于一项由国家执行的方案的协
议书，6 月 3 日和 7 月 11 日签署。 
 
莫桑比克和人民发展为人民协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莫桑比克工商部和 Itoculo 人民发展为人民协会谅解备忘录，6 月 22 日和 7
月 21 日签署。 
 
荷兰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荷兰发展合作部长关于在苏丹马拉卡勒实施一个题为“促进苏丹马拉卡勒青
年企业家发展的职业技术培训”的项目的信托基金协定，10 月 16 日签署。 
 
斯洛伐克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关于向工业发展基金提供特殊用途捐款的行政安排，9
月 23 日签署。 
 
斯洛文尼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向工业发展基金提供特殊用途捐款的合作协定和
行政安排，6 月 22 日签署。 
 

土耳其 

扩大土耳其共和国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关于在土耳其建立区域合作中心的协定的换文，3 月 23
日和 4 月 21 日签署。 
 

二. 联合国系统内缔结的协定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私营部门发展和可持续生计支助方案——一名艾滋病毒
/艾滋病/工作领域专家的服务”方案的机构间协议书，2004 年 11 月 23 日和 2005 年 2 月 11 日签
署。 
 
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议书，9 月 6 日和 26 日签署。 
 
联合国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联合国关于在几内亚资助一个题为“难民区速效方案：以社区为基础的生产
中心和社区重建项目以及森林几内亚的技术提升”的项目的协定，5 月 16 日和 6 月 6 日签署。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联合国关于在马拉维资助一个题为“利用人力节约技术增强贫困农村社区的
能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粮食生产和创造收入”的项目的协定，4 月 14 日和 5 月 12 日签
署。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联合国关于在乌干达资助一个题为“多技能培训和社区服务设施促进可持续
生计和减贫——前战斗人员和前叛乱分子重返社会（第一和第二阶段）”的项目的协定，11 月 25
日和 30 日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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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
划署）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关于“通过坦桑尼亚
西北部的可持续人类发展加强人类安全”联合项目业务方面的谅解备忘录，8 月 23 日、8 月 29 日
和 11 月 11 日签署。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日内瓦）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谅解备忘录，9 月 5 日和 22 日签署。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谅解备忘录，3 月 3 日签署。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关于提供、维护和支持工发组织综合管理信息
系统人事管理和薪资生产环境的协定，12 月 16 日和 22 日签署。 
 

三. 与政府间组织缔结的协定 
 
商品共同基金（商品基金）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代表的政府间硬纤维小组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商品共同基金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代表的政府间硬纤维小组关于执行
“剑麻纤维连续提炼/生产过程试验设施的投入运转”项目的协定，5 月 19 日和 30 日、6 月 20 日
签署。 
 
商品共同基金（商品基金）和竹藤国际网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商品共同基金和竹藤国际网关于“东非以市场为基础的竹子发展——就业和
创收促进减贫”的项目协定，6 月 22 日、7 月 12 日和 8 月 5 日签署。 
 
美洲国家组织总秘书处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美洲国家组织总秘书处谅解备忘录，10 月 18 日签署。 
 
美洲投资公司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美洲投资公司（美洲开发银行集团成员）谅解备忘录，4 月 21 日和 5 月 3
日签署。 
 

四. 与其他实体的协定 
 

巴林开发银行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巴林开发银行之间的租赁协议，5 月 10 日签署。 
 
北京外交人员房屋服务公司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北京外交人员房屋服务公司关于第 141 号办公楼的租赁合同，11 月 21 日签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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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国际开发署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两性平等支助项目第二阶段关于在肯尼亚实施“向肯尼
亚女企业家提供援助，以增加进入市场的机会和增强机构能力建设”项目的信托基金协定，8 月 8
日和 15 日签署。 
 
巴基斯坦政府出口促进局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巴基斯坦政府出口促进局关于在巴基斯坦实施一个题为“在五个中小企业工
业集群区执行次级项目以促进出口增长和提高生产力并举办集群发展机构国家培训班”的项目的信
托基金协定，2004 年 11 月 2 日和 2005 年 1 月 10 日签署。 
 
伊朗小工业和工业园组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小工业和工业园组织关于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行一个题
为“发展中小企业工业集群区，以提高生产力和促进出口增长”的项目的信托基金协定，4 月 12
日和 5 月 8 日签署。 
 
伊斯坦布尔商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商会谅解备忘录，2 月 3 日签署。 
 
坦桑尼亚剑麻委员会和 Katani 有限公司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坦桑尼亚剑麻委员会和 Katani 有限公司关于执行“剑麻废料更加清洁的综合
利用：生产沼气和生物肥料”项目的项目执行协定，11 月 10 日和 15 日签署。 
 
孔普鲁腾塞大学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西班牙马德里孔普鲁腾塞大学——孔普鲁腾塞国际研究学院谅解备忘录第 1
号修正案，7 月 22 日和 27 日签署。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谅解备忘录，2004 年 11 月 23 日和 2005 年 3 月
3 日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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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投资促进国情介绍会 
 

所促进的国家/区域 介绍会地点 介绍会次数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1) 1 

阿根廷 阿根廷(1)，中国(1)，意大利(3) 5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1) 1 

孟加拉国 日本(1) 1 

贝宁 中国(1) 1 

玻利维亚 中国(1) 1 

巴西 中国(1)，法国(5) 6 

布隆迪 中国(1) 1 

喀麦隆 比利时(1)，法国(2) 3 

中非共和国 中国(1) 1 

中国 中国(7)，法国(5)，意大利(13) 25 

哥伦比亚 中国(1) 1 

科摩罗 中国(1) 1 

刚果 中国(1) 1 

科特迪瓦 中国(1) 2 

克罗地亚 希腊(2) 2 

古巴 比利时(1)，古巴(1) 1 

捷克共和国 日本(1) 4 

刚果民主共和国 比利时(1)，中国(1)，刚果民主共和国(2) 1 

厄瓜多尔 中中(1) 8 

埃及 巴巴(1)，，，，(1)，中中(2)，，，(2)，，，，(1)，，，(1) 1 

赤道几内亚 中中(1) 1 

法国 巴巴(1) 1 

加蓬 中国(1) 2 

加纳 中国(2) 3 

希腊 巴林(3) 4 

几内亚 比利时(1)，中国 (3) 2 

印度 意大利(1)，日本(1)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比利时(1) 7 

约旦 巴林(2)，德国(1)，意大利(2)，日本(1)，科威特(1) 1 

哈萨克斯坦 比利时(1)  2 

肯尼亚 中国(2) 1 

科威特 巴林(1) 3 

黎巴嫩 巴林(1)，比利时(2) 2 

莱索托 中国(2) 2 

利比里亚 中国(2)  1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意大利(1) 3 

马达加斯加 中国(1)，日本(2) 1 

马里 中国(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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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促进的国家/区域 介绍会地点 介绍会次数 

毛里求斯 中国(1) 1 

墨西哥 中国(1) 1 

蒙古 日本(1) 11 

摩洛哥 比利时(1)，中国(1)，法国(2)，意大利(3)，日本(3)，摩洛哥

(1) 
2 

莫桑比克 日本(1)，大韩民国(1) 2 

纳米比亚 中国(2) 1 

尼日尔 中国(1)  1 

阿曼 巴林(1) 1 

秘鲁 中国(1) 1 

菲律宾 日本(1) 4 

大韩民国 大韩民国(4) 1 

罗马尼亚 日本(1) 2 

沙特阿拉伯 巴林(2) 1 

塞内加尔 比利时(1) 10 

塞尔维亚和黑山 希腊(3)，意大利(1)，日本(3)，塞尔维亚和黑山(3) 2 

塞拉利昂 中国(2) 1 

斯洛伐克 日本(1) 3 

南非 比利时(2) 2 

斯里兰卡 日本(3) 2 

苏丹 中国(2) 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巴林(2) 1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日本(1) 16 

多哥 中国(1) 5 

突尼斯 巴林(1)，中国(1)，意大利(10)，突尼斯(4) 5 

土耳其 巴林(4)，土耳其(1) 6 

乌干达 中国(2)，意大利(2)，日本(1)，大韩民国(1) 3 

乌克兰 比利时(1)，希腊(2) 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巴林(2) 2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中国(2) 1 

乌拉圭 中国(1) 1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中国(1) 2 

越南 比利时(1)，越南(1) 2 

赞比亚 中国(2) 2 

津巴布韦 中国(2) 3 

非洲 法国(2)，意大利(1) 3 

东/南欧洲 意大利(1)，日本(2)  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意大利(4)，法国(2) 7 

地中海区域 意大利(7)                                        共计 221 

共计：在 21 个国家举行的 221 次介绍会上促进了 77 个国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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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J 
 

采购 
 

一. 设备、材料和用品采购   
a.. 技术合作   发出的订购单 等值美元 b) 欧元

  A 组国家 a  35 2,725,166 2,211,530

  B 组国家 231 15,570,375 12,660,891

  C 组国家 7 820,338 664,090

  D 组国家 5 282,276 233,315

  其他国家 28 1,322,129 1,081,327

  共计 307 20,720,284 16,851,153
        
b. 总部      
  共计 784 3,344,038 2,714,146
  采购共计 1,090 24,064,322 19,565,299
        
二. 服务和工程合同    
a. 技术合作 签订的合同 等值美元 b) 欧元

  A 组国家
a 117 11,453,316 9,409,679

  B 组国家 35 4,007,554 3,272,307
  C 组国家 31 8,514,984 6,907,881
  D 组国家 13 529,283 430,974
  其他国家 5 249,687 197,262
  共计 201 24,754,824 20,218,103
        
b. 总部     
  共计 128 20,327,863 16,420,580

  
  合同共计 329 45,082,687 36,638,683
   总计  1,419 69,147,009 56,203,982

 

a指《工发组织章程》（GC.11/14）附件一所列国家名单。 
b以联合国月汇率为基础。 

 
2005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curement according to Lists of States

List C
21%

List B
43%

List A
31%

Other
3%

List D
2%

2005 年技术合作采购按国家组分列 

C 组国家 
21% 

D 组国家
2% 

其他国家
3% A 组国家

31% 

B 组国家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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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外地代表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 

 
    UR STA/IDO UND HUO UNFP NPO/APO AE JPO GS 共计

           
非洲           
布基纳法索* 0 0 0 1 0 0 0 0 0 1
喀麦隆 1 0 0 0 0 0 0 0 2 3
科特迪瓦 1 0 0 0 0 0 0 0 2 3
厄立特里亚* 0 0 0 1 0 0 0 0 0 1
埃塞俄比亚 1 0 0 0 0 0 0 1 2 4
加纳 1 0 0 0 0 0 0 0 2 3
几内亚 1 0 0 0 0 0 0 0 2 3
肯尼亚 0 0 0 0 0 0 0 0 2 2
马达加斯加 0 0 0 0 0 0 0 0 2 2
马里* 0 0 0 1 0 0 0 0 0 1
莫桑比克* 0 0 0 0 1 0 0 0 0 1
尼日利亚 0 2 0 0 0 2 0 0 5 9
卢旺达* 0 0 0 1 0 0 0 0 0 1
塞内加尔 1 0 0 0 0 0 0 0 2 3
塞拉利昂* 0 0 0 1 0 0 0 0 0 1
多哥* 0 0 0 0 1 0 0 0 0 1
乌干达* 0 0 0 0 0 0 0 0 0 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 0 0 0 0 0 1 1 2 5
津巴布韦* 0 0 0 0 0 0 0 0 0 0
 共计 7 2 0 5 2 2 1 2 23 44
            
阿拉伯国家           
阿尔及利亚 1 0 0 0 0 0 0 0 1 2
埃及 1 0 0 0 0 0 0 0 3 4
约旦* 0 0 0 1 0 0 0 0 0 1
黎巴嫩 1 0 0 0 0 0 0 0 2 3
摩洛哥 1 0 0 0 0 0 0 1 0 2
苏丹 1 0 0 0 0 0 0 0 2 3
突尼斯 1 0 0 0 0 0 0 0 0 1
 共计 6 0 0 1 0 0 0 1 8 16
            
亚洲和太平洋           
阿富汗* 0 0 0 1 0 0 0 0 0 1
中国 1 1 0 0 0 1 0 1 4 8
印度 0 1 0 0 0 0 0 0 3 4
印度尼西亚 1 0 0 0 0 0 0 0 3 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 0 0 0 0 0 0 0 2 3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 0 0 1 0 0 0 0 0 1
巴基斯坦 0 0 0 0 0 0 0 0 2 2
菲律宾 0 0 0 0 0 0 0 0 0 0
斯里兰卡* 0 0 0 0 1 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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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 STA/IDO UND HUO UNFP NPO/APO AE JPO GS 共计

泰国 1 1 0 0 0 0 0 0 2 4
越南 1 0 0 0 0 0 0 2 2 5
 共计 5 3 0 2 1 1 0 3 18 33
            
欧洲和新近独立国家 
亚美尼亚* 0 0 0 1 0 0 0 0 0 1
俄罗斯联邦* 0 0 0 0 1 0 0 0 0 1
土耳其* 0 0 1 0 0 0 0 0 2 3
乌克兰* 0 0 0 0 1 0 0 0 1 2
 共计 0 0 1 1 2 0 0 0 3 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阿根廷* 0 0 0 0 0 0 0 0 1 1
玻利维亚* 0 0 0 1 0 0 0 0 0 1
哥伦比亚 0 0 0 0 0 0 0 1 3 4
古巴* 0 0 0 0 0 0 0 0 0 0
厄瓜多尔* 0 0 0 1 0 0 0 0 0 1
墨西哥 0 0 0 0 0 1 0 0 2 3
尼加拉瓜* 0 0 0 1 0 0 0 0 0 1
乌拉圭 1 0 0 0 0 0 0 0 2 3
 共计 1 0 0 3 0 1 0 1 8 14
            
            
工发组织总部           
奥地利 0 0 0 0 0 0 3 0 0 3
 共计 0 0 0 0 0 0 3 0 0 3
  总计 19 5 1 12 5 4 4 7 60 117

 
* 本组织未设国别或区域办事处但通过工发组织服务台或联络点而有外地办公点的国家。 
 

AE 助理专家 
APO 助理方案干事 
GS 一般事务人员 
HUO 工发组织业务负责人 
IDO 工业发展干事 
JPO 初级专业人员 
NPO 本国方案干事 
STA 特别技术顾问 
UND 工发组织本国主任 
UNFP 工发组织国家联络点 
UR 工发组织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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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 
 

秘书处构成情况和与人事有关的资料 
 

表 1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工发组织总部工作人员的构成情况 

（包括日内瓦和纽约办事处） 
 

职等  男 % 女 % 共计 
D-2  5 1 6 
D-1  10 7 17 
  小计 15 65 8 35 23 
     
P-5  43 6 49 
P-4  45 20 65 
P-3  33 17 50 
P-2/1  4 5 9 

小计 125 72 48 28 173 
    

专业人员以上职等 140 71 56 29 196 
    
一般事务人员 128 40 193 60 321 

      
共计 268 52 249 48 517 

 
 

总部和其他常设办事处专业人员以上职等工作人员 
（D-1 以上职等）的构成情况 

 
 
 

 
 
 
 
 
 

2001 年 6 月 30 日 2005 年 12 月 31 日 

28%

72%

Female

Male

8%

92%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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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采用人力资源管理框架以来公告空缺的征聘情况 

(2001 年 6 月 5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 

 男 % 女 % 
     
D-1 以上职等专业人员员额 9 53 8 47 
     
专业人员员额总数   67 68 31 32 
     

 
表 3 

采用人力资源管理框架以来人员晋升情况 
(2001 年 6 月 5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 

  D-2 D-1 P-5 P-4 P-3 P-2 G-7 G-6 G-5 G-4 G-3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共计
2001        1 1 3 11 5 26 2 1 5 55
2002       1 5 3 4 9 5 26 7  3 63
2003 2  1 1 9 1 4 2 1 2 15 6 27 3 1 16 91
2004   1  1  1 3 1 1 2 3 1 1 1 2  18
2005 2  1 1 5 2 5 2 1 1 1 1 11 12  3 5  53
共计 4   3 2 15 3 11 12 5 5 2 2  1 8 49 29 80 16 9 24  280
 

表 4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总部和其他常设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构成情况 

 总部  
日内瓦/ 

纽约  外地  出差  ITPOs ª  共计 
专业人员 192  4  22  1  27  246 
国别干事       16     3  19 
一般事务人员 319   2   55   1   5   382 

共计 511   6   93   2   35   647 
ª 投资和技术促进办事处。 

 
表 5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按地域分配员额的人员构成情况 

职等   男 % 女 % 共计 
        
D-2  5  1  6 
D-1  14  7  21 
  小计 19 70 8 30 27
P-5  55  7  62 
P-4  44  20  64 
P-3  35  17  52 
P-2/1  4  5  9 

 小计 138 74 49 26 187
              
  共计 157 73 57 27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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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M 
 

工作人员发展 
2005 年举办的课程 

 
学员 

模块 小时/ 
课程 课程 

总干
事办
公室 

方案
制订
和技
术合
作司 

方案
协调
和外
地业
务司 

行政
司 

主计
长办
公室 

共计 

一. 情况介绍方案         

为工发组织业务负责人举办的情况
介绍方案 42 2 0 0 18 1 0 19 

小计 42 2 0 0 18 1 0 19 
二. 行政发展和管理    
扩大的董事会务虚会 14 1 6 11 21 7 5 50 
延时技巧 21 1 1 0 0 1 2 4 
从RBM观点看管理绩效 5 6 1 17 13 30 5 66 
演讲和展示技能 20 2 1 8 1 2 0 12 
管理变化和生产率，同时促进健康 3.5 2 0 23 0 1 0 24 

小计 63.5 12 9 59 35 41 12 156 
三. 提高技术能力    
外部培训 156 10 0 0 0 6 1 7 
有效的项目管理 28 1 0 1 0 0 0 1 
实施ISO 9000标准 30 1 0 1 0 0 0 1 
关于私营部门发展的重点研讨会 14 1 0 20 23 1 1 45 
英文报告书写 20 2 0 5 3 1 1 10 
逻辑框架法 14 1 0 11 2 2 0 15 
乌干达区域讲习班（加强专业才
干） 21 2 0 0 71 0 0 71 

小计 283 18 0 38 99 10 3 150 
四. 信息技术培训    
MS Word advanced  7 5 3 12 7 15 1 38 
MS PowerPoint advanced  7 4 4 14 3 9 1 31 
MS Excel advanced  11 5 3 9 9 11 3 35 
MS Project 17 2 0 8 3 3 0 14 
Visual Net Programming 60 2 0 0 1 1 5 7 

小计 102 18 10 43 23 39 10 125 
五. 语言培训      
原子能机构 40 2 3 4 2 8 1 18 

小计 40 0 3 4 4 8 1 18 
         

总计 530.5 50 22 144 179 99 26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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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N 
 

印发的部分出版物 a 
 
标题 编号 合作出版者 语文 
    
Accréditation, certification, normalisation, 
métrologie, promotion de la qualité –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u droit lié à la qualité 
dans l'espace UEMOA  

V.05-87373  法 

Annual Report of UNIDO, 2004 

 

ISSN 1020-7651 

 

 阿、中、英、
法、俄、西 

List of UNIDO technical cooperation activities, 
2004 
 

ISSN 1020-7716  
 

 

Buyers guide published during ToyBiz, New 
Delhi 
 

 印度玩具协会 
 

英 

COMFAR III Business Planner, Version 3.0 
 

软件  * 

COMFAR III Expert, Version 3.0 
 

软件  * 

COMFAR III Mini Expert, Version 3.0 
 

软件  * 

Company Project Profile (CPP) 
 

软件  英 

Dreamweaver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income and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Mindenao 
 

DVD 
(V.05-90064) 

 英 

Experienc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leaner 
production in the leather industry in selected 
African countries. Enhancing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image of African 
tanneries 
 

 东南非皮革工
业协会 
 

英 

Fashion and leather in Fes 
[French translators: Mode en cuir à Fès] 
 

 Ministère de 
l'Industrie du 
Commerce et de 
la Mise à 
Niveau de 
l'Economie, 
Maroc 
 

英，法 

Food processing toolkits 
 

CD-ROM 粮农组织 英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 
Experience and futur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英 

Ghana – Consultative forum strengthening 
competencies for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V.05-88508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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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编号 合作出版者 语文 
    
management 
 
Guide du constructeur du séchoir hybride 
 

V.05-85654  法 

Guide du sécheur de figues 
 

V.05-83575  法 

Guide du sécheur de prunes 
 

V.05-84308  法 

How to start agro-food industries 
[French translators: Entreprendre dans l'industrie 
agro-alimentaire] 
[Spanish translators: Cómo iniciar industrias 
agroalimentarias] 
 

CD-ROM 
 

 英，法，西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ISBN 92-1-106432-5  英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 
Background paper series:  
 

Interpreting Ireland's economic growth 
 

Catching Up: What are the critical factors for 
success? 

 
Historical patterns in the co-evol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ublic research and national 
industrial capabilities 

 
The role of knowledge-based "public goods" in 
economic "catch-up": Lessons from history 

 
The pillars of progress: Metric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Measuring the demand of trade-related 
technological public goods in Argentina 

 
Formation and growth of sectoral innovation 
systems – "Functional analysis" as a tool for 
policymakers in identifying policy issues 

 
Food safety capacity-building needs – The 
Argentine food activity 

 
Standards, technical chang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essons from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ome elements for 
defining policies and assigning resources 

 

 
 
 
V.05-88732 
 
V.05-88722 
 
 
V.05-88733 
 
 
 
V.05-88721 
 
 
V.05-89006 
 
 
V.05-89008 
 
 
V.05-89007 
 
 
 
V.05-89009 
 
 
V.05-89271 
 
 
 
V.05-89270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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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编号 合作出版者 语文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coreboard 
 

CD-ROM  英 

Innovative manufacturing solutions and 
technology trends 
 

CD-ROM  英 

Interactive computer-based training course for 
sewing machine operations and maintenance of 
lock-stitch sewing machines 
 

CD-ROM 
DVD 

 英 

Investment paper series 2005: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 promotion  
 

  英 

Investment project preparation and appraisal 
teaching materials: 
 

Module 1 – Overview 
 

Module 2 – Market analysis and marketing 
 

Module 3 – Technical analysis 
 

Module 4 – Financial analysis 
 

Module 5 – Economic analysis 
 

Module 6 – Expansion/modernization projects 
 

Module 7 – Project appraisal 
 

另有 CD-ROM 
(V.05-89244) 
 
V.05-87055 
 
V.05-87056  
 
V.05-87057 
 
V.05-87095 
 
V.05-87059 
 
V.05-87060 
 
V.05-87061 

 英 

Kobold technology promotion and transfer for 
marine current exploitation in South East Asia 
 

V.05-87071  英 

Le consommateur, destinataire final de tout 
dispositif qualité 
 

  法 

Le système ouest-africain d'accréditation – Clé 
d'accès aux marchés mondiaux 
 

V.05-86990  法 

Les petites et moyennes entreprises alimentaires 
à l'heure de la qualité – Approche qualité de 
l'ONUDI dans le secteur agroalimentaire: 
Expérience et études de cas au Burkina Faso 
 

  法 

Methodology: Development of SME supplier 
networks 
[Spanish translators: Metodología: Desarrollo de 
Redes de Abastecimiento de la PYME] 
 

V.05-84118  
 
[V.05-89282] 

 英，西 

Mise en valeur des productions agroalimentaires 
de l'UEMOA, cas de la "filière viande bovine" du 
Niger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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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编号 合作出版者 语文 
    
Productiv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rends and 
policies 
 

V.05-89358  英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Country case studies 
 

Argentina 
 

Brazil 
 

Chile 
 

China 
 

Egypt 
 

India 
 

Indonesia 
 

Kenya 
 

Mexico 
 

Morocco 
 

Nigeria 
 

Republic of Korea 
 

South Africa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V.05-89842 
 
V.05-89890 
 
V.05-89821 
 
V.05-89906 
 
V.05-89786 
 
V.05-89887 
 
V.05-89617 
 
V.05-89800 
 
V.05-89898 
 
V.05-89820 
 
V.05-89888 
 
V.05-89616 
 
V.05-89889 
 
V.05-89616 
 

 英 

Promouvoir l'accès des produits agroalimentaires 
de l'UEMOA au marché de l'Union européenne 
 

V.05-87148  法 

Protocols for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assessments of mercury released by artisanal and 
small-scale gold miners 
 

ISBN 92-1-106429-5  英 

Rural energy for productive use 
 

CD-ROM  英 

Shaping the future – A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or the Indian machine tool 
industry 
 

 印度机床制造
商协会 
 

英 

Technical working paper series 1999-2005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Branch) 
 

CD-ROM 
(V.05-89676) 

 英 

Technical working paper series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Branch: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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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编号 合作出版者 语文 
    

Combining strengths: Synergies between 
cluster development and microfinance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The support 
programmes of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Branch 

 

V.05-87072 
 
 
V.05-91389 

Technology foresight for decision makers 
 

CD-ROM  英 

Technology foresight for organizers 
 

CD-ROM  英 

Technology foresight for practitioners 
 

CD-ROM  英 

Technology paper series 2005: UNIDO's 
contribution to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Enhanc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ability to absorb 
and master technology 
 

  英 

Technology roadmapping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V.05-89320  英 

The Global Compact case studies series: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s 
 

V.05-86161 美国 英 

The Montreal Protocol: Partnerships changing 
the world 
 

 环境规划署、 
开发计划署、 
世界银行 

英 

The UNIDO story – Twenty years as a United 
Nations specialized agency 1985-2005 
 

另有 CD-ROM  英 

Trade capacity-building –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5:  
 

Relevance of UNIDO services to the responses 
to the WTO questionnaire in document 
G/TBT/W/178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capability – 
Providing instrumentation support services: 
case study 

 
Dynamics of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Financing innovation 

 
Instruments for strategy and policy: Model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policymaking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05-87609 
 
 
V.05-87613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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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编号 合作出版者 语文 
    
Training package on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 Joint ventures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s 
 

V.03-90384  英 

Uganda – Review of industrial and trade 
performance 
 

V.05-81975  英 

UNIDO in the press – UNIDO on the world 
stage, January 2002 to March 2005 
 

V.05-84987 
另有 CD-ROM 

 英 

UNIDO technology foresight manual – 
Organization and methods (Vol. 1) 
 

V.04-55081 
另有 CD-ROM 
(V.04-55099) 
 

 英 

UNIDO technology foresight manual – 
Technology foresight in action (Vol. 2) 
 

V.04-56569 
另有 CD-ROM 
(V.04-55099) 
 

 英 

Vers une modernisation de l'inspection sanitaire 
alimentaire dans la zone UEMOA 
 

  法 

 
a 包括同其他组织联合编制的出版物。更完整的清单包括 CD 光盘、DVD 光盘、数据库、软件和录像，可在工发组

织网站(www.unido.org/doc/6397)查阅。 
* 中文、克罗地亚文、捷克文、英文、波斯文、法文、德文、印度尼西亚文、意大利文、日文、韩文、波兰文、葡

萄牙文、俄文、斯洛伐克文、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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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O 
 

专家组会议、专题讨论会、研讨会和其他会议 a 
 

日期  地点 

1 月 11-14 日 第二章生气勃勃的 2005 年古吉拉特全球投资者峰会 印度 
艾哈迈达巴德 

1 月 24-26 日 第三次法律文本和法规协调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1 月 25 日 工发组织皮革制品展销日 肯尼亚 
内罗毕 

1 月 28 日-2 月 1 日 2005 年石材交易会期间的师培格拉姆村 印度 
斋浦尔 

1 月 29 日-2 月 2 日 2005 年印度石材交易会期间的国际买卖方见面会* 印度 
斋浦尔 

2 月 12 日 国际玩具展销会期间的买卖方见面会 德国 
纽伦堡 

2 月 19 日 关于创新的制造解决方案和技术趋势研讨会* 印度 
新德里 

2 月 21-23 日 西非经货联盟质量奖技术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2 月 22-25 日 标准化、认证、质量和烘干技术研讨会 柬埔寨 
马德望 

2 月 23-25 日 开发利用东南亚海洋洋流的潜力和协同效应专家组

会议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2 月 25-26 日 针对支助机构的促进出口联营集团讲习班 突尼斯 
哈马马特 

3 月 3-4 日 全球合作伙伴专题讨论会 奥地利 
维也纳 

3 月 9-11 日 第一次实验室网络和水平测试相互比较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3 月 11 日 关于商业伙伴关系促进工业竞争力研讨会* 印度 
新德里 

3 月 14-16 日 第五次标准化结构协调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3 月 16 日 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促进私营部门发展方案有关利

益方会议/论证讲习班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达累斯萨拉姆 

3 月 16-18 日 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促进私营部门发展方案有关利

益方会议/论证讲习班 
尼加拉瓜 
马那瓜 

__________________ 

   a
包括同其他组织联合举办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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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1-23 日 关于对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经验和未来政策对

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专家组会议 
泰国 
曼谷 

3 月 23 日 为来自班加罗尔机床厂群落的参加者举办的新产品

开发讲习班* 
印度 
班加罗尔 

3 月 29 日 在莫桑比克和乌干达的投资机会研讨会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3 月 30 日-4 月 1 日 区域质量协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3 月 31 日 在莫桑比克和乌干达的投资机会研讨会 马来西亚 
吉隆坡 

4 月 5 日 在莫桑比克和乌干达的投资机会研讨会 印度 
新德里 

4 月 6-7 日 关于通过工业发展与边缘化和贫困作斗争会议 奥地利 
维也纳 

4 月 7 日 在莫桑比克和乌干达的投资机会研讨会 印度 
孟买 

4 月 8 日 中小企业促进和发展委员会开幕会议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万象 

4 月 14 日 与农产食品群落的互动会议* 印度 
氏姆拉 

4 月 18-20 日 “屠宰前生皮和毛皮的瑕疵问题和在东非的干预备

选方案：发展皮革业以使穷人受益”区域讲习班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 

4 月 19 日 在莫桑比克和乌干达的投资机会研讨会 中国 
上海 

4 月 21 日 在莫桑比克和乌干达的投资机会研讨会 中国 
温州 

4 月 25-26 日 关于制造和使用用于能源生产的“小精灵”涡轮系

统圆桌会议 
中国 
广州 

4 月 25-27 日 第二次实验室网络和水平测试相互比较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4 月 26 日 在莫桑比克和乌干达的投资机会研讨会 日本 
东京 

4 月 27-28 日 环境基金-开发计划署指导委员会关于发展区域小型/
微型水力发电能力倡议和为农村通电投资的第一次

会议 

奥地利 
维也纳 

4 月 28-29 日 关于制造和使用用于能源生产的“小精灵”涡轮系

统圆桌会议 
菲律宾 
马尼拉 

4 月 29 日 在莫桑比克和乌干达的投资机会研讨会 大韩民国 
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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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 西非经货联盟质量奖技术指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5 月 2-5 日 区域技术和科学工作组与项目指导委员会关于通过

改变政策和加强公共-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减轻沿海地

区旅游业对环境的影响会议 

塞舌尔 
马埃 

5 月 3 日 在莫桑比克和乌干达的投资机会研讨会 大韩民国 
大田 

5 月 6-8 日 第一届机床工业峰会* 印度 
果阿 

5 月 9-13 日 关于消除阻碍采用洁净手工黄金开采和提取技术的

障碍问题国际讲习班 
津巴布韦 
卡多马 

5 月 10-12 日 方案预算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 奥地利 
维也纳 

5 月 11-12 日 2005 年工业发展报告讲习班 奥地利 
维也纳 

5 月 18-20 日 关于私营部门发展政策工具箱专家组会议 奥地利 
维也纳 

5 月 18-20 日 第四次法律文本和法规协调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5 月 20-23 日 全球分包与合作交流供应链会议 中国 
北京 

5 月 23-25 日 区域质量协调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5 月 25 日 关于对微小中型企业提供信息支持的有关利益方讲

习班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达累斯萨拉姆 

5 月 25-26 日 第二届南美太平洋沿海渔业生产链技术预测研究区

域会议 
厄瓜多尔 
曼塔 

5 月 27 日 关于对微小中型企业提供信息支持的有关利益方讲

习班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桑给巴尔 

6 月 1 日 关于城市管理决策与信息化指标讲习班 中国 
上海 

6 月 1-3 日 第七次内部技术协调讲习班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6 月 1-4 日 关于渔业资源调查规划和方法讲习班 加纳 
阿克拉 

6 月 4 日 关于提高对工业分包与合作交流的认识研讨会 阿曼 
马斯喀特 

6 月 5 日 关于提高对工业分包与合作交流的认识研讨会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布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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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7 日 区域委员会第六届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6 月 9 日 关于政府在促进全球工业环境中的竞争力方面的新

作用圆桌会议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6 月 9-11 日 关于私营部门组织和民间社会在促进、转让、改造

和传播新技术与创新方面的作用国际会议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6 月 14 日 关于中小企业促进与发展基金讲习班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万象 

6 月 16 日 关于机床部件成本管理和经营规划讲习班* 印度 
班加罗尔 

6 月 20-23 日 工业发展理事会第三十届会议 奥地利 
维也纳 

6 月 20-23 日 西非资格认证制度咨询认证委员会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6 月 27-28 日 关于新形式的工业治理高级专家组协商会议 沙特阿拉伯 
利雅得 

6 月 27-29 日 第二次关于贸易往来所需标准的比较分析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6 月 30 日-7 月 1 日 亚非投资和技术促进中心项目：第五次亚洲经贸考

察 
莫桑比克 
马普托 

7 月 4-5 日 亚非投资和技术促进中心项目：第五次亚洲经贸考

察 
乌干达 
坎帕拉 

7 月 4-6 日 质量协调区域委员会第三届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7 月 7 日 关于消除阻碍采用洁净手工黄金开采和提取技术的

障碍问题国际讲习班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7 月 9-11 日 2005 年玩具展销会期间买卖方见面会 印度 
新德里 

7 月 13-15 日 第二届活跃城市和地区创新和学习进程国际会议 印度 
班加罗尔 

7 月 15-16 日 机械加工技术国际研讨会* 印度 
班加罗尔 

7 月 18-20 日 第六次标准化结构区域协调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7 月 18-21 日 第二次区域技术工作组和项目指导委员会关于通过

可持续的土地管理提高对药用植物、芳香植物和农

药植物的养护和合理使用会议 

尼日利亚 
阿布贾 

7 月 25-27 日 第三次关于贸易往来所需标准的比较分析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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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 机床部门知识产权问题讲习班 印度 
班加罗尔 

8 月 22-24 日 第三次实验室网络和水平测试相互比较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8 月 22-24 日 第四次关于贸易往来（棉花）所需标准的比较分析

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8 月 22-26 日 关于最大可持续产量的估计方法区域讲习班 加纳 
阿克拉 

8 月 23-26 日 工发组织在拉丁美洲的洁净生产网络区域会议 危地马拉 
危地马拉城 

8 月 24 日 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促进私营部门发展方案有关利

益方会议/论证讲习班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万象 

8 月 26 日 关于消除阻碍采用洁净手工黄金开采和提取技术的

障碍问题国际讲习班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万象 

8 月 29-31 日 第五次关于贸易往来（乳木果油）所需标准的比较

分析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8 月 29-31 日 关于公共市场采用标准化和标准符合情况评估比较

研究的论证技术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9 月 1-3 日 关于计算机数控机械加工中心生产力最大化技术研

讨会* 
印度 
班加罗尔 

9 月 7-8 日 国际公益品促进经济发展会议 美国 
波士顿 

9 月 8-11 日 第九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中国 
厦门 

9 月 10-14 日 工发组织皮革和皮革制品工业小组第十五届会议 墨西哥 
莱昂 

9 月 12-16 日 浮游生物和海底生物分析专家讲习班 加纳 
阿克拉 

9 月 14 日 BAMTECH 2005（竹木技术研讨会） 加纳 
阿克拉 

9 月 15-16 日 关于开发利用海洋洋流促进能源生产会议 意大利 
墨西拿 

9 月 15-16 日 关于将京都以项目为基础的机制与欧洲联盟排放贸

易制度相挂钩研讨会 
奥地利 
维也纳 

9 月 20 日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制定工作筹备委员会 第三

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化学品管理附带活动 
奥地利 
维也纳 

9 月 21-23 日 区域技术和科学工作组和项目指导委员会关于通过

改变政策和加强公共-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减轻沿海地

区旅游业对环境的影响会议 

肯尼亚 
蒙巴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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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1-23 日 关于改革东南亚工业能效市场专家组会议 泰国 
芭提雅市 

9 月 22-24 日 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出口联营集团专家组会议 意大利 
奥尔比亚 

9 月 23 日 “可持续竞争力和增长：斯洛伐克经济改革在促进

新兴经济方面的意义”圆桌会议 
斯洛伐克 
布拉迪斯拉发 

9 月 26-28 日 全球工作队关于全球汞项目会议 巴西 
萨尔瓦多 

9 月 26-28 日 第八次内部技术协调讲习班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9 月 26-28 日 关于提高工业绩效和促进北非就业的非洲生产能力

举措分区域会议 
突尼斯 
突尼斯 

9 月 28-30 日 西非经货联盟质量奖评审团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9 月 29 日 关于发挥埃塞俄比亚微小中型企业潜力的讲习班开

班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 

9 月 29 日 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促进私营部门发展方案有关利

益方会议/论证讲习班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 

9 月 29-30 日 区域委员会第七届会议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10 月 3-5 日 区域技术和科学工作组和项目指导委员会关于通过

改变政策和加强公共-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减轻沿海地

区旅游业对环境的影响会议 

冈比亚 
班珠尔 

10 月 5 日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有关利益方讲习班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达累斯萨拉姆 

10 月 8 日 关于机床部件——在复杂情况下的决策讲习班* 印度 
班加罗尔 

10 月 10-14 日 几内亚海流大型海洋生态系统和其他评估调查的结

果论证区域讲习班 
加纳 
阿克拉 

10 月 13-14 日 关于促进东亚青年企业家发展专家组会议 肯尼亚 
内罗毕 

10 月 15-16 日 关于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投资国际讲习班暨“蓝天

奖”颁奖仪式 
中国 
深圳 

10 月 19-20 日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有关利益方讲习班 尼加拉瓜 
马那瓜 

10 月 21 日 国际排放贸易协会/气候技术倡议/工发组织关于项目

组合问题联合论坛 
西班牙 
马德里 

10 月 26-28 日 关于提高工业绩效和促进东南非共同市场就业的非

洲生产能力举措分区域会议 
赞比亚 
卢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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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 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促进私营部门发展方案有关利

益方会议/论证讲习班 
布隆迪 
布琼布拉 

11 月 7-8 日 “支持在工业部门开展和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审查会议（与奥地利工业部门合作实施的试办项

目） 

奥地利 
维也纳 

11 月 7-9 日 关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建设的适用技术国际专

家组会议* 
印度 
班加罗尔 

11 月 8-9 日 关于采用管理制度提高企业竞争力会议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11 月 16 日 “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印度的情况”会议 美国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11 月 22-23 日 关于通过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发展可再生能源促进青

年企业家发展专家组会议 
墨西哥 
墨西哥城 

11 月 23-24 日 关于技术需要评估问题国家讲习班 菲律宾 
宿务市 

11 月 28 日 关于通过南南合作促进工业发展、贸易和减轻贫困

论坛 
奥地利 
维也纳 

11 月 28 日-12 月 2
日 

大会第十一届会议 奥地利 
维也纳 

11 月 29 日 关于通过发展工业能力促进贸易圆桌会议 奥地利 
维也纳 

11 月 29 日 关于技术转让方面的合作圆桌会议 奥地利 
维也纳 

11 月 29 日 “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趋势与政策”专题介绍 奥地利 
维也纳 

11 月 29 -30 日 关于技术需要评估问题国家讲习班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11 月 30 日 “贸易能力建设——西非经货联盟的经验” 专题介

绍 
奥地利 
维也纳 

11 月 30 日 关于贸易能力建设——工发组织-世贸组织联合方案

圆桌会议 
奥地利 
维也纳 

11 月 30 日 关于多边环境协定领域的活动专题介绍 奥地利 
维也纳 

12 月 1 日 关于商业伙伴关系方案专题介绍 奥地利 
维也纳 

12 月 4-5 日 关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根据《关于持久性有机 污
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为私营部门利益加强技术

转让活动的专家组会议 

巴林 
麦纳麦 

12 月 4-9 日 关于向马格里布地区农机部门提供援助区域技术研

讨会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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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地点 

12 月 5-6 日 关于肯尼亚和乌干达商业论坛 奥地利 
维也纳 

12 月 5-6 日 关于技术需要评估问题国家讲习班 肯尼亚 
内罗毕 

12 月 5-9 日 区域技术和科学工作组与项目指导委员会关于通过

改变政策和加强公共-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减轻沿海地

区旅游业对环境影响的第二次会议 

尼日利亚 
卡拉巴尔 

12 月 6 日 技术趋势讲习班* 印度 
拉杰果德 

12 月 12 日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有关利益方讲习班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12 月 12 日 关于根据印度玩具业发展国家方案建立玩具设计和

开发机构问题专家组会议 
印度 
新德里 

12 月 12-16 日 关于计量溯源性问题专家组会议 奥地利 
维也纳 

12 月 12-16 日 关于沿海地区的综合管理区域讲习班 尼日利亚 
卡拉巴尔 

12 月 14 日 关于埃塞俄比亚皮革业的产品开发和销售讲习班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 

12 月 14 日 关于乌干达皮革业施行良好做法和标准的法规讲习

班 
乌干达 
坎帕拉 

12 月 14-16 日 “工业生物技术和生物量利用——发展中世界的前

景与挑战”专家组会议 
奥地利 
维也纳 

12 月 14-16 日 关于现代生物量技术对非洲的意义专家组会议 印度 
班加罗尔 

12 月 15 日 工发组织/世贸组织联合方案“联合试办项目和棉花

倡议”（世贸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期间组织的附

带活动） 

中国 
香港特区 

12 月 15-16 日 全球采石技术论坛* 印度 
斋浦尔 

12 月 15-16 日 关于采石业技术的全球技术会议 印度 
斋浦尔 

12 月 19 日 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促进私营部门发展方案有关利

益方会议/论证讲习班 
尼日利亚 
阿布贾 

12 月 21-23 日 关于为建立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而实施能力建

设方案会议 
泰国 
曼谷 

12 月 27-29 日 关于实施能力建设方案促进建立一个以知识为基础

的经济会议 
马来西亚 
吉隆坡 

 
*  国际制造技术促进中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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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P 
 

工业统计 
 

标题  简介 

《2005 年国际工业统计年鉴》 

 

本年度商业出版物（Edward Elgar 出版公

司，切尔腾纳姆，联合王国）就制造业部门

目前的结构、业绩和趋势提供世界性的统计

数字并为对制造业部门进行详细的国际比较

提供便利。 

工发组织国际工业标准分类(修订版 2)3 位数级工

业统计数据库(INDSTAT 3)，2005 年版 
 

工发组织关于选定关键工业统计数字的国际工

业标准分类(修订版 2)3 位数级数据库的光盘销

售版(由 28 个工业部门构成)，带方便用户的界

面以便数据检索、输出和操作。关于概要介绍

请查询工发组织网址。 

工发组织国际工业标准分类(修订版 2 和 3)4 位数

级工业统计数据库(INDSTAT 4)，2005 年版 
 

工发组织关于选定关键工业统计数字的国际工

业标准分类最详细级数据库的光盘销售版(由
128 个行业构成)，带方便用户的界面以便元数

据参考、数据检索、输出和操作。关于概要介

绍请查询工发组织网址。 

工发组织国际工业标准分类(修订版 2 和 3)4 位数

级工业供求平衡数据库(IDSB)，2005 年版 
 

工发组织关于以美元计的生产、贸易和消费国

际工业标准分类最详细级数据库的光盘销售版

(由 128 个行业构成)，带方便用户的界面以便数

据检索、输出和操作。关于概要介绍请查询工

发组织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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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表 
 

英文简称 中文简称 中文全称 
 
A 
AE  

  
 
助理专家 

AIDS 艾滋病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APCI  非洲生产能力举措 
APO  方案协理干事 
ASEAN 东盟 东南亚国家联盟 
ASHI   退休后健康保险 
 
B 
BMS 

 
 
 

 
 
房舍管理处（工发组织） 

 
C 
CAD 

 
 
 

 
 
计算机辅助设计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 
CAMI   非洲工业部长会议 
CDM   清洁发展机制 
CD-ROM  CD 光盘 致密盘只读存储器 
CE   符合欧洲标准 
CEB   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 
CFC   商品共同基金 
CIFIT   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CNC   计算机数字控制 
CO2   二氧化碳 
COMESA  东南非共同市场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COMFAR   可行性分析和报告计算机模型 
COMPID   通过工业发展对付边缘化和贫困 
CP   清洁生产 
CPP   公司项目简介 
CSF   国别服务框架 
CSO   民间社会组织 
CSR   公司社会责任 
CTI   气候技术倡议 
CTPH   通过公共卫生进行保护 
 
D 
D  

  
 
主任（司长、局长、处长、干事） 

DFID   国际开发部（联合王国） 
DVD  DVD 光盘 数字通用光盘 
 
E 
EAE  

  
 
能源与环境 

ECOSOC  经社理事会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ECOWAS  西非经共体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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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ALIA  东南非皮业协会 东部和南部非洲皮革工业协会 
EST   无害环境的技术 
EU  欧盟 欧洲联盟 
EU ETS  欧盟排放交易计划 欧洲联盟排放交易计划 
EVG   评价小组 
ExCom   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行委员

会 
 
F 
FAO  

 
 
粮农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DI   外国直接投资 
 
G 
GC  

  
 
大会 

GCC   海湾合作委员会 
GEF  全球环境基金 
GHP   良好卫生规范 
GMP   良好生产规范 
GS   总秘书处（美洲国家组织） 
GS   总务处 
GVC   全球价值链 
 
H 
HACCP  

  
 
危险分析和临界控制点 

HIV  艾滋病毒 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 
HLCP   方案问题高级别委员会 
HRM   人力资源管理 
HUO  
 

 工发组织业务负责人 

I 
IAEA  

 
原子能机构 

 
国际原子能机构 

ICHET   国际氢能技术中心 
ICM   信息和通信管理（工发组织） 
ICOC   伊斯坦布尔商会 
ICT   信息和通信技术 
IDB   工业发展理事会 
IDF   工业发展基金 
IDO   工业发展干事 
IDSB   工业供需平衡 
IETA   国际排放交易协会 
IIC   美洲投资公司 
ILO  劳工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 
IMIS   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IMO  海事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 
INDSTAT   工业统计 
IP   综合方案 
IPS   投资促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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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U  投资促进股 
ISIC   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工业标准分类 
ISIPO   伊朗小型工业和工业园区组织 
ISO  标准化组织 国际标准化组织 
ITPO   投资和技术促进办事处 
 
J 
JIU 

  
 
联合检查组 

JPO  初级专业人员 
 
K 
KW  

  
 
千瓦 

 
L 
LDC  

  
 
最不发达国家 

LLPI  
 

 皮革及其制品业 

M 
MDG  

  
千年发展目标 

MOSS   最低限度业务安全标准 
MOU   谅解备忘录 
MSME   微型和中小型企业 
MVA  
 

 制造业增值 

N 
NCPC  

  
国家清洁生产中心 

NEP   国家咨询点 
NEPAD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 
NGO   非政府组织 
NIS   新独立国家 
NPO  本国方案干事 
 
O 
OAS  

  
 
美洲国家组织 

OCHA  人道协调厅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ODS   消耗臭氧物质 
OECD  
 

经合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 
P  

  
专业人员 

PCB   多氯联苯 
POP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RP   通过生产性活动缓减贫困 
PSD   私营部门发展 
 
R 
RB  

  
 
经常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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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B   按成果编制预算 
RBM   按预期成果进行管理 
 
S 
SADC  

 
 
南部非洲共同体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ME   中小型企业 
SOAC   西非认证系统 
SPX   分包和合伙业务交流所 
STA  
 

 特别技术顾问 

T  
TC 

  
技术合作 

TCB   贸易能力建设 
TF   技术预见 
TSB  
 

 坦桑尼亚剑麻委员会 

U 
UEMOA 

 
西非经货联盟 

 
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 

UN   联合国 
UNCTAD  贸发会议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D   工发组织国别主任 
UNDAF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 
UNDG  发展集团 联合国发展集团 
UNDP  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ECA  非洲经委会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UNEG   联合国评价小组 
UNEP  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SCO  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FIP   联合国国际伙伴关系基金 
UNFP   工发组织国家协调中心 
UNHCR  难民专员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UNODC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UR   工发组织代表 
 
V 
VBO  

  
 
设在维也纳国际中心的组织 

VIC   维也纳国际中心 
 
W 
WEs  

  
 
女企业家 

WFP  粮食计划署 世界粮食计划署 
WHO  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WTO  世贸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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