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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秘书处在 PBC.16/CRP.5 号文件中结合运营计
划的执行情况告知成员国，截至该日期（2000年 9
月）采取的措施没有达到有效放权的要求，对工发

组织外地活动的改革仍未完成。为推动在这一问题

上取得进展，秘书处在同一份文件中提出了三种备

选办法供考虑，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外地代表网的

效率，推进工发组织的放权工作。然而，在（2000
年 11 月）理事会第二十三届会议进行审议期间，
成员国注意到，有效放权工作仍未完成

(IDB.23/Dec.8)。 

2. 为了在上述方面取得进展，秘书处根据该决定
对外地代表网进行了全面的评估。IDB.24/15 号文
件中所载与成员国事后的磋商及 PBC.17/CRP.4 号
文件所概述的审议结果均表明成员国倾向于利用

现有资源下放权力的渐进做法，包括暂停将工作人

员从总部调到外地，因为“…这可能造成总部专业

骨干人才流失，造成不必要的不稳定。” 

3. 在这一背景之下，秘书处采取了谨慎的做法，
着眼于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使外地代表网更趋合理，

为此确保从工发组织预算总额中增加时其外地代

表网的拨款，并在业务和方案管理方面把更多的权

力下放给外地办事处工作人员。 
 

一. 战略联盟新举措 

 
4. 在采纳渐进做法后的实施期间，成员国再次对
权力下放问题表示关注，包括由大会第十届会议通

过两项决议（GC.10/Res.2和 GC.10/Res.10），以此
表明鼓励进一步理顺外地代表网，应对重新评价目

前的外地网，并就放权问题向 2004年 5月理事会
第二十八届会议提出新的建议。 

5. 秘书处遵照这两项决议对工发组织的外地代
表系统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在 2004 年 3 月 12
日的情况说明中分发给各常驻代表团。在这份报告

中，秘书处扼要说明了工发组织未来外地活动的四

种备选办法。 

6. 此后，秘书处进而研究了外地活动的新形式。
这一研究考虑到成员国 2000年发表的各种看法，
包括尽量减少将总部工作人员调往外地，避免增加

工发组织总的预算。新举措将同联合国的另一个组

织结成更密切的联盟铺平道路，以确保工发组织在

得益于一个规模更大的现有外地代表网的同时不

 报告最新发展情况和按照GC.10/Res.2号和GC.10/Res.10号决议及 IDB.28/Dec.2号决定而采取的步
骤。介绍大会第十届会议以来在促成工发组织与开发计划署之间订立合作协定及技术合作补充纲要方面

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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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外地业务预算。加强战略联盟的另一个重要好

处是有可能增加工发组织技术合作服务执行额。 

7. 已经以该举措为基础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
发计划署）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以了解开发计划署

对建立新的联盟关系的意向，其范围将超出项目实

施方面的传统合作活动。为了在秘书长所倡导的联

合国改革中取得进展，开发计划署很早就表示愿意

作出具体努力，设法在两个组织的外地代表一级以

及方案编制方面建立新形式的联盟。 

8. 在就建立联盟交换初步想法的基础上，现已商
定将这一努力作为联合国改革方面的一种新做法。

为此，有必要征求成员国的意见并取得其同意，以

确保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所涉问题并保证讨论过程

的透明度。 
 

二. 协商过程和结果 

 
9. 2004 年 3 月在中国和德国常驻代表的共同主
持下建立了权力下放问题非正式咨询小组

（IDB.28/6），以便利同成员国进行磋商。在 2004
年 3月 3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该小组讨论了刚刚
完成的外地代表网评价的基本结论，并在此后正式

确立了把同成员国就与开发计划署建立新形式的

联盟进行非正式讨论的形式。 

10. 截至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2004年 5月 25
日至 27日），该小组总共举行了三次会议，讨论新
的举措和联盟问题，确保对成员国提出的问题和表

示的担心秘书处都能加以解决。为进一步充实协商

过程，该小组请求与每个区域组进行一系列磋商，

讨论涉及到各区域的具体问题。 

11. 该小组的审议最终促使理事会通过了
IDB.28/Dec.2号决定，其中特别请总干事与开发计
划署继续进行对话。理事会还注意到在有关未来外

地代表制度的运作方面还存在着若干问题，包括不

得超出现有预算资源的限制和采取逐步实行的做

法等。 

12. 此后，秘书处与开发计划署集中进行了讨论，
2004 年 6 月就可能的合作协定的内容进行了详细
的讨论。开发计划署署长还于 6月出席了非正式咨
询小组的一次会议，在会上介绍了开发计划署对拟

议的联盟关系的设想。在这次会议上，工发组织总

干事和开发计划署署长对各成员国提出的疑问和

问题作了答复。此外，开发计划署署长还概述了他

最近向总干事提出的一份建议，其中特别强调在工

发组织既定的核心技术职能之外考虑到私营部门

发展方面的共同合作。 

13. 鉴于同开发计划署的讨论上取得巨大进展，非
正式咨询小组认为，举行第二轮区域组磋商可进一

步有助于正确深入地认识最新动态，同时对计划签

订的协定的具体实质内容取得必要的了解。为了给

磋商提供帮助，在 2004年 6月 30日的情况说明中
分发了一份参考文件，扼要说明了合作协定的内

容。秘书处举行了第二轮区域组磋商，在 2004年
7 月 26 日举行的非正式咨询小组第五次会议上，
咨询小组建议方案预算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2004
年 9月 8日至 9日）正面看待总干事签署合作协定
的意图（IDB.29/9-PBC.20/9）。 
 
三. 与开发计划署的合作协定及其实施情况 

 
14. 在上述协商过程中，成员国提请秘书处注意在
协定中必须确保得到解决的若干重要问题。方案预

算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通过了第 2004/6 号结论，
在该结论中，委员会特别赞赏地注意到非正式咨询

小组的工作和总干事所作的努力。该结论还注意到

总干事打算与开发计划署缔结合作协定。 

15. 应开发计划署署长的邀请，总干事出席了
2004年 9月举行的开发计划署执行局的一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于 2004年 9月 23日签署了工发组织
与开发计划署之间的合作协定以及工发组织/开发
计划署有关私营部门发展的技术合作联合方案补

充纲要。 

16. 合作协定预计该战略联盟在两个相互关联的
层面上对两个组织都有利。一方面，两个组织都致

力于确保用彼此的专长并同时进一步利用可获得

的专长和知识来制定并实施联合方案和项目。另一

方面，该协定有助于工发组织在今后几年内将其外

地活动扩大到大约 80个国家。为确保以最为有效
的方式实施该协定，协定规定有一个试行期，在试

行期内，开发计划署承诺将对工发组织 15个服务
台两年的业务费用提供财政支助。 

17. 而且，两个组织还彼此承诺在私营部门发展方
面密切合作以确保联合方案的拟订和实施。作为第

一阶段的工作，两个组织的有关专家将对约 10个
不同的地方派出项目拟订工作团，这些地方的私营

部门发展范围内的业务需要需已由本国对应方明

确确定并得到其支持。 

18. 为便于加深对合作协定和工发组织/开发计划
署私营部门发展技术合作联合方案补充纲要的理

解，已将 2004年 9月 23日签署的这两份文件连同
2004年 9月 27日的情况说明一并分发给各常驻代
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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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方案预算委员会的结论中，成员国还表示
希望能随时了解合作协定的实施进展情况。方案预

算委员会还要求将实施计划提交给理事会第二十

九届会议。将根据这一请求印发一份会议室文件，

载列实施计划并提供自协定签署以来的最新情况。 

四. 需请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0. 理事会似宜注意本文件以及其中提供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