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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秘书的说明  * 

概    要  

    本文件载有执行秘书提出的 2006-2007 两年期秘书处方案预算，供附属履行

机构第二十二届会议审议，并供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通过和作为《京都议

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核可。该方案预算应结合

介绍工作方案和资源需要详细情况的 FCCC/SBI/2005/8/Add.1 号文件和叙述秘书

处计划开展的补充活动并详细介绍所需资源的 FCCC/SBI/2005/8/Add.2 号文件一

起审议。  

                                                 

*  本文件迟交，是因为需要对预算进行复杂的重新调整，需要秘书处内进行广泛

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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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A.  任   务  

 1.  缔约方会议第 11/CP.10 号决定请执行秘书提出 2006-2007 两年期的方案概

算供(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第二十二届会议审议，其中包括：  

(a) 会议服务意外需要  

(b) 保护《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不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的备选办

法。1 

B.  本说明的范围  

 2.  本文件载有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概算。除了提出所需的人力和财政资源

外，本文件还概述有关总体办法的思路，并特别注意《京都议定书》生效的影

响，以及汇率波动造成的持续挑战。可在提议的资源水平基础上执行的工作方案

载于 FCCC/SBI/2005/8/Add.1 号文件。FCCC/SBI/2005/8/Add.2 号文件介绍秘书处

将寻求补充资源开展的活动。  

 3.  对秘书处活动的内部审查结果提供了有关概算的重要背景资料和情况 (见

FCCC/SBI/2005/6)。  

C.  履行机构可采取的行动  

 4.  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请履行机构第二十二届会议：  

(a) 作为建议提出方案预算，供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和作为《京都议

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

议)第一届会议通过；  

                                                 
1   FCCC/CP/2004/10/Add.1, 第 11/CP.10 号决定，第 16-17 段。编制预算的授权还

来自《公约》财务程序(FCCC/CP/1995/7/Add.1,第 15/CP.1 号决定，附件，第 3-4 段)。根

据《京都议定书》第十三条第 5 款，这些财务程序在《京都议定书》之下应作必要修改

后予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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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授权执行秘书根据建议的预算向各缔约方通知它们在 2006 年的摊款

额；  

 5.  还请履行机构：  

(a) 注意到在参加《气候公约》进程信托基金和补充活动信托基金方面的

需要；  

(b) 就如何保护《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资金不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

向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和《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

届会议提出建议。  

二、编制方案概算 

A. 基   线  

 6.  核心方案概算的基线，是综合第 16/CP.9 号决定  2 的关键内容――2004-

2005 方案预算表 1(方案预算)和表 2(员额配备表)――和关于《京都议定书》(2005

年)临时拨款的表 3(支出)和表 4(员额配备表)――而得出的，相应做了改动，以涵盖

两年期而非仅仅一年。3 

表  1：基   线  

(美 元) 

 核可的预算  确定的职位  

2004–2005 年核心方案预算  34 807 326 110.5 

《京都议定书》临时拨款  

(2005 年预算转为两年期数字) 
10 493 459 19.0 

合   计  45 300 785 129.5 

 

                                                 
2   FCCC/CP/2003/6/Add.1。 
3   缔约方会议具体规定，《京都议定书》的临时拨款，如该议定书于 2005 年 1 月

1 日之前生效则纳入 2005 年方案预算，如该议定书 2005 年较晚时候生效则作为比例额

(第 16/CP.9号决定，第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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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在主要方案预算员额配备表中核准的 110.5 个职位中，有 6 个属于《京都

议定书》活动的员额要求。由于汇率波动引起的资源短缺，110.5 个职位中有 11

个被冻结。随着《京都议定书》生效，11 个被冻结的职位中有 6 个已“解冻”，

因此，2005 年员额配备表中还有 5 个没有资金的职位。  

B. 2004-2005 年的预算压力  

 8.  秘书处支持一种积极和高调的政府间进程；与履行《公约》及其《京都议

定书》有关的活动范围和活动量都相当大。《京都议定书》2005 年生效意味着启

动大量的新工作。目前，这一工作的资源部分来自《京都议定书》的临时拨款，

部分来自补充基金。此外，还要求秘书处由核心预算支付因缔约方会议决定和各

附属机构结论引起的进一步的活动，处理诸如适应、缓解、信息系统发展和维护

等问题，毫无疑问，在新的两年期中，秘书处将面临各种额外的要求。秘书处面

临着授权的工作量与人力资源之间不平衡的问题。在界定的各种预算参数之内，

灵活性极为重要。  

 9.  在冻结 11 个职位(见上文第 7 段)――相当于净减少约 10%的工作人员的背

景下，秘书处努力提供缔约方期望的高质量的产品。但是，在工作人员方面的压

力是无以为续的。由于这种过于紧张的情况，出现了一些不能满足最后期限的情

况，有些活动被推迟，最遗憾的是，产出的质量和完善程度有时没有达到秘书处

自己提出的标准。这是对秘书处活动的内部审查得出的主要结论之一，第二节 C

部分讨论了这一问题。  

 10.  缔约方会议决定授权执行秘书从未用余额 (结转金 )中提取最多 150 万美

元，这有助于在本两年期内缓解因汇率波动而引起的预算压力。4 但是，汇率状况

持续困难，在为下一个两年期编制方案概算方面，这是最大的挑战。自从本两年

期预算编制以来，要求是以欧元计并没有变，而以美元计则增加了 21.4%。下文第

四章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若干备选办法。  

 11.  但是，旨在弥补和保护资金免受汇率波动不利影响的措施并不涉及增加

的新的要求、冻结的职位和相关工作人员――工作量不平衡的问题。由于补充基金

                                                 
4   FCCC/CP/2004/10/Add.1, 第 11/CP.10号决定，第 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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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严重短缺和从《京都议定书》临时拨款延迟得到资源，清洁发展机制和登记

册方面的情况特别严重。5 

 12.  执行秘书意识到缔约方面临的国内预算压力。必须预计到，这种压力和

上述所有各种因素在今后两、三年内仍会持续，因此被纳入了 2006-2007 两年期方

案概算前提条件的考虑之中。  

C. 对秘书处活动的内部审查  

 13.  根据第 16/CP.9 号决定，秘书处对其活动进行了内部审查。秘书处请联

合国内部事务监督厅(监督厅)帮助审查。审查结果是对编制本方案概算的一项重大

投入。6 其关键结论如下：  

(a) 自第七届缔约方会议和《马拉喀什协议》通过以来，秘书处工作的特

点有了变化。缔约方对执行工作的支持成为了秘书处活动的一个更为

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人力资源方面，这方面的活动比支持谈判进程的

活动更加密集。《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提出了各种新的挑战  

(b) 秘书处正力争利用现有资源开展所有要求的活动。工作量的不平衡十

分明显，最突出的是在有关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册、信息系统管理和

支持发展中国家方面。在许多业务领域，需要充分和可以预计的资金  

(c) 在预期秘书处应当和能够相对于其他行为者发挥的作用方面，存在一

些不确定性，特别是有关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 (非附件一缔

约方)支持执行工作和有关适应工作方面  

(d) 秘书处若要能够响应缔约方的期望，就需要在三个关键领域加强能

力：  

(一) 适应，特别是支持政府间进程  

(二) 在商定的任务和缔约方确定的优先事项范围内，支持非附件一缔

约方  

                                                 
5   截至 2005 年 3 月底，收到的捐款仅能满足补充活动信托基金 2004-2005 两年期

35%的要求。 
6   FCCC/SBI/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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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清单、审评、登记册、机制和遵约方面，协调一致地发展和执

行《京都议定书》  

(e) 将调查提高效率的机会，包括通过创新的办法，动员外部伙伴参与。

即使可利用这种机会，整个工作方案仍然需要根据现有资源确定优先

事项。  

D. 加强关键的工作领域  

 14.  在预算限制的背景下，执行秘书努力综合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效

率，以便秘书处有可能在内部审查指出的三个关键领域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见上文

第 13 段(d)分段)。  

 15.  秘书处关于适应问题和执行有关适应和应对措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

方案的活动， 7 包括影响、脆弱性评估、系统观测、适应计划和应对措施――目前

这些活动在各个不同方案之间协调――将综合为一个方案。这一方案还将包括技术

问题，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协同。  

 16.  必须更加突出支持执行工作，特别是非附件一缔约方这一重点。新的方

案将汇集对非附件一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的专家支持，包括通过培训、能力建设

和《公约》第六条活动，并将这些活动与秘书处争取最大限度协同的资金机制有

关的活动结合起来。对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专家咨询小组

和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的支持将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并不限于一个方案，还将通过其他方案提供，例如通过其有关适应、脆弱性、应

对措施、支持技术转让和清洁发展机制或参加政府间进程的活动提供。但是，重

要的是要强调，秘书处明确意识到其任务和缔约方的愿望，即秘书处不应当重复

全球环境基金 (环境基金)各执行机构的工作。在此背景下，正在就缔约方希望秘书

处在这一重要工作领域所发挥作用问题寻求履行机构的进一步指导意见。  

                                                 
7   FCCC/CP/2004/10/Add.1, 第 1/CP/10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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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在下一个两年期中，将充分开展支持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活动――清

单、审评、登记册、机制和遵约。其中有些活动已经在《公约》之下开展，并将

继续开展。因此，将结合发展工作和正在开展的执行工作。这两项工作获得充分

的资金至关重要。不可能将需要的所有工作都列入核心方案概算，就是说，有些

工作将继续依赖补充资金。但是，如果目前由补充资源供资的趋势持续下去，将

对《京都议定书》各项关键规定方面的工作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E.  方案结构  

 18.  如前两节中所述，对秘书处活动的内部审查表明，自从第七届缔约方会

议实施现行方案结构以来，与需要加强能力的三个关键领域一道，政府间进程中

还出现了另外一些要求高的工作领域。这种情况印证了执行秘书的结论，即现行

方案结构已不再能够最好地服务于政府间进程的需求。而且，在现有预算限制的

情况下，需要做出某些调整，以确保实现最大的效率；其特点是综合、协调、效

率和协同。  

 19.  除了一个精干的行政领导和管理实体之外  8，还通过将六个方案合并为

三组而精简了结构。这三个组分别由一位 D-2 级副执行秘书负责，它们是：  

(a) 第一组以履约为重点，包括两个方案：一个有关报告、数据和分析，

另一个有关支持履约，特别是非附件一缔约方  

(b) 第二组包括三个方案：适应、科学和技术；基于项目的机制 (清洁发

展机制和联合执行)；遵约  

(c) 第三组包括秘书处支持政府间进程和会议事务处、信息服务处和行政

事务处。  

 20.  执行秘书和副执行秘书将构成一个核心战略小组，根据《公约》缔约方

会议和《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提供的指导意见，为秘书处支持缔约方的

工作提供一种更加具有战略性的办法。该小组还采用基于结果的办法，跟踪秘书

处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每一位副执行秘书还对协调秘书处跨组类活动负有总体

                                                 
8   本文件中所用有关秘书处组织单位的名称(“组”、“方案”等)为初步工作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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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责任，支持：《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附属

履行机构、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科技咨询机构)。  

 21.  新结构的目标之一是在明确责任的基础上，打破各工作单位之间的隔阂

并促进协同。一个更为精简的结构还意味着秘书处在响应政府间机制不断演变的

需求方面能够更加灵活。  

 22.  本文件附件一叙述新的方案结构。该结构作为 2006-2007 两年期工作方

案和确定有关资源要求的基础(见 FCCC/SBI/2005/8/Add.1)。  

F.  基于结果的办法  

 23.  顺应整个联合国的趋势，特别是根据监督厅的咨询意见，秘书处在本预

算中突出了基于结果的办法，并正式推行。其目标是让缔约方更加明确地意识到

用所花费的资源要达到的结果。这样做还将便利未来的绩效报告。  

 24.  2006-2007 两年期工作方案反映了新的办法，界定了各方案组的目标和预

期结果。在 2006-2007 两年期中，秘书处将采用并审查各种绩效指标，各种被证明

可行和有意义的指标将从下一个两年期 (2008-2009)起列入工作规划、监测和报告

周期。  

三、方案概算 

A.  一个预算――两个比额表  

 25.  《京都议定书》第十三条第 5 款规定，《公约》的财务规则，应经必要

修改予以适用，除非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另外作出决

定。这些程序涉及预算的编制和核可。根据第 16/CP.9 和第 11/CP.10 号决定的内

容，执行秘书详细拟定了概算，但有一项谅解，即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 /《公

约》缔约方会议需通过决定，核准或核可预算，并且将有分别针对《公约》和

《议定书》缔约方的两个指示性分摊比额表。  

 26.  执行秘书认为，保持秘书处的统一和一致、避免零散化十分重要。因

此，预算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提议制定的。有关《公约》和《议定书》的工作不能

总是分为单独的活动。僵硬地划分将导致工作重复、效率低下和丧失规模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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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因此，有关办法符合 2004-2005 方案预算中确定《京都议定书》临时拨款所

采用的办法：评估了第一和第二组各技术单位有关《京都议定书》工作方案活动

的比例，并将其应用于服务和管理单位(行政领导和管理和第三组)，以确定秘书处

活动两个固有部分中每一个部分资源要求的摊款比率。下文第三部分 E 节详细解

释有关推论。  

B.  方   向  

 27.  缔约方设计了一个复杂的系统，旨在便利和支持落实《公约》及其《京

都议定书》之下的各项原则和承诺。在概算的编制中，缔约方在各个领域所作决

定的范围和影响变得十分明显。方案概算的设计涵盖了缔约方通过缔约方会议决

定和各附属机构结论授权秘书处开展的活动所需的资源。核心预算之下的一个能

够令人人都满意、充分响应每一项具体任务授权的工作方案将会导致资源需求的

大量增加。鉴于资源限制，这样做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需要根据《公约》和

《议定书》进程的总体需求，以战略的方式列出有关活动的优先次序。  

 28.  牢记缔约方面临的预算限制，执行秘书提议不扩大秘书处的核心资源基

础。优先考虑进一步提高效率，特别是通过改革秘书处提高效率，以及更多地吸

收外部伙伴和专门知识。还提议适当精简政府间进程的某些内容。  

 29.  通过核心预算为缔约方授权的核心活动提供充分和可以预计的资金对于

这些活动的及时开展和保证高的质量至关重要。然而，在为核心预算规定的限度

内，无法包容所有活动要求。因此，不可避免，将继续就相当部分的基本活动从

补充活动信托基金中寻求资金。根据缔约方确定的优先事项，重新考虑了此种活

动的清单。尽管做出了努力，争取最大限度地减少资金不足和不可预测对整个工

作方案以及对政府间进程取得进展的影响，但必须认识到有关拖延、取消及降低

产出质量的风险。本文件增编二载列了补充基金之下的资源要求 (FCCC/SBI/ 

2005/8/Add.2)。  

 30.  执行秘书提议的是一个几乎为零增长的核心预算：以欧元计—其中秘书

处开支 90%以上为固定开支，为 2006-2007 两年期提议的核心预算高于基线

0.5%。从表 2 所列支出用途可以看出 2006-2007 两年期的要求与目前两年期的对

照。鉴于过去两年美元兑欧元贬值，在本预算编制之时，以欧元计几乎为零的增

长，以美元计则为 22.0%的名义增长(见上文第 10 段)。第六章探讨了对付汇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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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所引起挑战的若干备选办法，并载有一项提议，供附属履行机构第二十二届会

议审议。  

表  2.  按支出用途开列的 2006-2007 年资源需求  

 2004–2005 年  (基线) 2006–2007 年  变化  (%) 

支出用途 a (美元) (欧元 b) (美元) (欧元 c) 以美元计  以欧元计  

人事费  26 622 043 24 332 547 33 128 482 24 945 747 24.4 2.5 

顾问  1 868 000 1 707 352 3 056 000 2 301 168 63.6 34.8 

工作人员旅费  1 775 144 1 622 482 1 902 147 1 432 317 7.2 –11.7 

专家  3 019 000 2 759 366 3 049 900 2 296 575 1.0 –16.8 

一般业务开支  1 512 000 1 381 968 1 913 000 1 440 489 26.5 4.2 

用品和材料  420 000 383 880 584 000 439 752 39.0 14.6 

家具和设备购置  1 737 680 1 588 240 1 374 000 1 034 622 –20.9 –34.9 

培训  500 000 457 000 600 000 451 800 20.0 –1.1 

共同服务缴款  1 500 000 1 371 000 2 220 000 1 671 660 48.0 21.9 

捐赠(气专委) 700 000 639 800 700 000 527 100 0.0 –17.6 

核心方案预算合计  39 653 867 36 243 634 48 527 529 36 541 229 22.4 0.8 

方案支助费用  5 155 003 4 711 672 6 308 579 4 750 360 22.4 0.8 

周转准备金  491 916 449 611 415 476 312 853 –15.5 –30.4 

总  计  45 300 785 41 404 918 55 251 584 41 604 443 22.0 0.5 

a  关于支出用途的解释，见本文件附件二(计算费用所用的方法)和增编一(工作方案)。 
b  所用兑换率(0.914) 为 2003年 1月至 6月的平均兑换率。 
c  所用兑换率 (0.753)为 2005年 1月至 3月的平均兑换率。 

 

 31.  在许多工作领域中，与基线相比，缔约方指定的新的和扩大的任务需要

更多的资源。以下章节介绍了这些领域，以及若干用于抵消其中每个领域要求的

增加，和最大限度减少要求总量的增加使其几乎为零的若干备选办法。  

C.  平衡增加的需求和现有资源  

 32.  执行秘书在新的核心方案预算(见表 3)中没有提议新的职位。而且，仍需

保持在资金有限时冻结职位的做法。为了维持现有水平的业务工作，尽管十分紧

张，执行秘书打算在新的秘书处结构内重新分派工作人员，以实现最佳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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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各优先领域，如适应和基于项目的机制。为了设法做出调整，应付目前两年

期预算通过以来的汇率波动和常规工资变动，再次修订了为预算目的所作的有关

标准人事费的计算，以便确切地反映秘书处的实际费用 (见附件二)。有关调整包括

招聘和离职费以及服务终了的义务，现在按照联合国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分别计

算和列出这些费用；其中还反映了德国 2004 年联合国一般事务人员薪金表中 4.5%

的增长。因此，在提议的核心预算人事费项下，以欧元计的要求高于现行预算拨

款 2.5%，对应于以美元计增长 24.4%。  

表  3.  全秘书处由核心预算供资的员额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专业及专业以上职类     

助理秘书长  1 1 1 

D-2 4 4 4 

D-1 6 6 6 

P-5 9 10 10 

P-4 21 22 22 

P-3 34 30 30 

P-2 8 10 10 

专业及专业以上职类合计  83 83a 83 

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合计  46.5 46.5 46.5 

总  计  129.5 129.5b 129.5b 

a  专业人员职位总数保持不变；但是，两个 P-3职位将降为 P-2职位，两个 P-3职位将 

   升为 P-4职位，一个 P-4职位升为 P-5职位，以反映新的方案结构中适当的责任水平。 
b  由于资源短缺，将冻结一个 D-2、一个 P-5、一个 P-3和一个一般事务类职位。 

 

 33.  在四个领域中，执行缔约方所作决定将导致对《公约》和《议定书》进

程至关重要的活动的增加：  

(a) 支持《京都议定书》组成机构会议  

(b) 支持各专家组  

(c) 支持审评国家信息通报和温室气体清单  

(d) 发展和维护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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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考虑到为这些目的实际所需额外资源，执行秘书还提议了一系列具体措

施，以便尽量少增加由此引起的预算要求。  

 35.  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下一个两年期之内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

会将加强活动，第六条(联合执行 )监督委员会和遵约委员会及其有关便利和强制执

行的两个分支机构将全面运行。《京都议定书》临时拨款预计联合执行监督委员

会和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每年共举行五次会议。缔约方会议的决定规定，

《议定书》的这三个组成机构在 2006-2007 两年期中最少举行 18 次会议，9 应当

为会议的后勤工作、合格的理事会和委员会成员的旅行、专家支持—包括通过针对

具体案件的深入的专门知识，以及多达 15 次的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专题小组

和工作组会议做出安排。因此而需要的资源，以及为发展和运行清洁发展机制登

记册及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执行信息系统所需的资源，使得本核心概算在专家、

顾问、一般业务开支支出用途之下的要求有所增加。  

 36.  执行秘书提议，除了《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

会议授权的会议之外，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和各委员会召开的所有会议都应

当由补充基金供资。按照目前的估计，这些会议中可能包括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

事会、联合执行监督委员会和遵约委员会每年 20 次额外的会议，预期清洁发展机

制之下各专题小组和工作组 15 次额外的会议，和为理事会、专题小组和工作组成

员举办的一个联合研讨会。联合执行监督委员会之下设立的任何专家机构和关于

联合执行的技术研讨会也都可以要求补充资金。  

 37.  在项目登记和认证方面，清洁发展机制之下的应付款以及最终通过获得

和发放入计量所获收益份额带来的收入将被用来抵消部分费用。提议在 2006-2007

两年期中将这些收入作为补充收入处理。根据这两年的经验，在考虑随后的两年

期(2008-2009)方案预算时，可以预计有关缴款涵盖清洁发展机制的行政开支。  

 38.  下一个两年期的重点之一是争取实现加强支持非附件一缔约方这一目

标，执行秘书提议，统一为所有专家组成员参加工作供资的方式。正如对有关活

动的内部审查所揭示，资金不可预计和补充基金的短缺多次导致最不发达国家专

家组工作的中断。设想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成员的旅费由核心预算供资。与技术

                                                 
9 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每年最少三次会议，联合执行监督委员会两次会议，

遵约委员会两个分支机构各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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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专家组和专家咨询小组有关的活动已经列入了核心预算，因此，在所有组成

机构的资金安排方面，现行做法是一种非正常现象，提议的措施将予以纠正。  

 39.  为了尽量少增加核心预算中专家预算项目下的要求，提议减少最不发达

国家专家组、技术转让专家组和专家咨询小组会议次数，从每两年期四次减为三

次。除了预算的影响之外，延长会议间隔时间也可能会在各个方面有益于专家组

的工作：可用于编写实质性文件的时间将会增加，在各次会议之间更多地采用电

子媒介通信既有利于工作又有助于降低成本。履行机构不妨审查此种安排，并建

议缔约方会议修订其先前关于专家组规定会议次数的决定。  

 40.  根据缔约方会议的决定，在审评《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附件一缔约

方)提交秘书处的第四次国家信息通报和温室气体清单方面，2006-2007 两年期将会

十分繁忙。计划进行 24 次温室气体清单审评，18 次国家信息通报深入审评。这项

活动对评估附件一缔约方执行《公约》的情况极为重要，支持这项活动的费用由

核心预算提供，主要是在专家和工作人员旅费支出项目之下提供。此外，2006-

2007 两年期中将审评附件一缔约方的“承诺前”报告，以及《京都议定书》之下

关于“可证明的进展”的综合报告。为了弥补与目前两年期相比规定审评次数增

加的预算影响，秘书处打算精简和更好地协调《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下的

审评活动。预期缔约方在履行机构第二十三届会议/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  10 上

关于审评进程管理情况的审议结果将使秘书处能够以最为经济有效的方式安排这

些进程。  

 41.  为审评和其他领域开发综合信息系统的工作极大地增加了概算顾问项目

之下的预算经费。秘书处谋求使其各个信息系统之间实现最佳的协调和协同。秘

书处打算以综合和协调的方式对国家信息通报和温室气体清单审评进程采用共同

的信息系统和管理程序。秘书处计划列入与在建的有关执行《公约》和《京都议

定书》的关键会计和审查系统的连接，如国家登记系统、国际交易日志和遵约记

录管理系统，包括相应的网站和接口。通过避免活动和资源的重复，这样做将在

中期使缔约方减少费用。  

                                                 
10  见履行机构关于其第二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3 的结论(FCCC/SBI/2004/19, 第 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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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如 2004-2005 两年期一样，与安排所有研讨会有关的费用列入了补充资

源要求。作为妥协，必须接受资金短缺或不可预计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以避免

就研讨会设施和技术支助对有关专家旅费和一般业务开支的预算经费增加额外负

担。  

 43.  由《京都议定书》临时拨款提供资金填补空缺职位，以及满足大为提高

的联合国安全要求的需要导致共同服务缴款支出项目明显增加。为了部分抵消这

部分增额，重新考虑并削减了一般业务开支、家具和设备购置及用品和材料项下

的其他有关全秘书处的经费。  

D.  结   论  

 44.  表 4 载列了提议的 2006-2007 两年期总预算要求。尽管由于缔约方会议

通过的和预期由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的任务授权提

出了更多的要求，以欧元计，增加部分超过基线要求 0.5%。但是，以美元计，有

关要求超过基线 22%，其中大部分为应付自本预算通过以来的汇率变化所需。  

表  4.  按组类分列的  2006–2007 核心方案概算  

 2006 年  2007 年  2006–2007 年合计  

 (美元) (美元) (美元) (欧元 a) 

行政领导和管理  1 167 400 1 167 399 2 334 799 1 758 104 

第一组  7 436 263 7 439 763 14 876 026 11 201 648 

第二组  7 145 853 7 184 353 14 330 206 10 790 645 

第三组  8 555 749 8 430 749 16 986 498 12 790 833 

A – 核心方案支出  24 305 265 24 222 264 48 527 529 36 541 230 

B – 方案支助费用  3 159 684 3 148 894 6 308 578 4 750 360 

C – 周转储备金  415 476    - 415 476 312 853 

合计(A + B + C) 27 880 425 27 371 158 55 251 583 41 604 443 

收入：      

东道国政府捐款  1 018 510 1 018 510 2 037 020 1 533 876 

指示性缴款  26 861 915 26 352 648 53 214 563 40 070 567 

收入合计  27 880 425 27 371 158 55 251 583 41 604 443 

a  所用兑换率 (0.753) 为 2005年 1月至 3月的平均兑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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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如先前各节所述，执行秘书尽全力节省开支，其指导方针是切实打算不

要求缔约方增加以欧元计的缴款。但是，必须承认，许多对政府间进程至关重要

的活动因此而未列入核心概算，预计由补充基金供资，在可预见性和充分性方面

有着各种不确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交付方面的风险。在按照要求的项目核准核

心资金方面的任何闪失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无法接受的方案影响。  

 46.  另一方面，通过核心预算而非补充资金为基本活动提供充分的手段，这

将极大地加强《公约》及其《议定书》的执行和秘书处的支持。在本概算之下，

预计下列工作由补充基金供资：  

• 《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机构一半的会议  

• 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各专题小组和工作组，以及联合执行监督委

员会之下的所有对应机构一半的会议  

• 与登记册和国际交易日志有关的所有会议  

• 开发和维护秘书处信息系统所需的部分投资  

• 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方案所预计的关于适应和应对措施的所有研讨会  

• 《公约》之下三个专家组的任何特别会议  

47.  支持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和联合执行监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职位一

半以上仍然依靠预算外资源。如果缔约方选择通过将有关活动列入核心预算提供

充分和可以预计的资金，工作方案的执行将大为受益。  

E.  对《京都议定书》和《公约》核心预算要求的缴款比率  

48.  在本两年期预算中，《京都议定书》临时拨款打算用于支付《议定书》

生效之时立即产生的初始费用。现在，《议定书》业已生效，下一个两年期缔约

方设计的各种机制、程序和模式将展开并充分成形。2005 年临时拨款资源不足以

反映这种增长和工作所要求的支持。  

49. 《京都议定书》生效以及《公约》缔约方并非全都是《议定书》缔约方，

这一事实必然要求在缴款制度中有所区分。概算以下列方式在一个统一的范围内

处理了这一问题：  

(a) FCCC/SBI/2005/8/Add.1 号文件列出了工作方案中直接支持《京都议

定书》的内容。这些部分在 2004-2005 年预算中主要来自《京都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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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临时拨款，涵盖方案有关执行、适应、技术和科学、基于项目的

机制和遵约(第二 .E 节和附件一所述新的方案结构第一和第二组)的方

案中开展的具体技术工作领域。可直接归于《京都议定书》的所需资

源载于表 5；占第一和第二组总要求的 36.8%；  

(b) 秘书处在管理和服务方面的活动并不直接归于《公约》或《议定

书》。在服务组类 (新的方案结构第三组 )中开展的工作和行政领导和

管理方面开展的工作，以及方案支助费用和周转储备金是为了支持

《公约》和《议定书》的。因此，与《议定书》及《公约》有关的资

源要求份额只能按比例计算；  

(c) 第 49(a)段中提出的直接有关《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活动的所需

资源份额被用来按比例计算有关管理和服务方案资源要求，以及第

49(b)段具体列出的全秘书处费用的缴款。由此得出的总额见表 6。  

表  5.  2006-2007 年《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下第一和  

第二组工作方案活动和核心预算要求比率  

(美  元) 

       《公约》    《京都议定书》      合  计 

第一组 11 363 512 3 512 514 14 876 026 

第二组 7 089 252 7 240 954 14 330 206 

合  计 18 452 764 10 753 468 29 206 232 

合计百分比 63.2 36.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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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06-2007 年《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下  

对核心预算要求的缴款比率  

(美  元) 

 合 计 《公约》 《京都议定书》 

百分比(见表 5) 100.0 63.2 36.8 

第一和第二组(可归属部分) 29 206 232 18 452 764 10 753 468 

行政领导和管理，第三组，方案支助费

用和周转储备金(按比例) 
26 045 351 16 455 691 9 589 660 

合 计 55 251 583 34 908 455 20 343 128 

收 入：    

东道国政府捐款 2 037 020 1 287 008 750 112 

指示性缴款 53 214 563 33 621 447 19 593 116 

收入合计 55 251 583 34 908 455 20 343 128 

 

50.  《京都议定书》临时拨款占基线预算的 23.2%，在 2006-2007 核心预算

中，预计缴款的 36.8%与《京都议定书》有关；因此，与《公约》有关的份额将从

2005 年的 76.8%降到 2006-2007 年的 63.2%。  

51.  根据这种办法，有关开支将由两个收入来源提供资金，适用两个指示性

缴款分摊比额表――一个适用于《公约》缔约方，一个适用于《议定书》缔约方。

《议定书》缔约方将向《公约》和《议定书》缴款，而尚未批准《议定书》的缔

约方将仅向《公约》缴款。  

四、处理汇率波动问题的备选办法 

52.  缔约方要求保护预算，使其免受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11 因此，秘书处

就为此而采取的措施问题咨询了其他国际组织。如秘书处一样，所有那些主要以

当地货币发生开支的组织都遇到了汇率波动引起的问题。一般而言，考虑或采取

了三种办法。  

                                                 
11   FCCC/CP/2004/10/Add.1, 第 11/CP.10 号决定，第 1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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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第一种备选办法是在有关财政期内重新调整以美元计的缴款。第 16/CP.9

号决定第 21 段请执行秘书“向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报告收入和预算执行情况，

并提出可能需要对 2004-2005 两年期方案预算进行的任何调整”。根据这项要求，

可以在两年期内进行费用调整，包括货币调整，并请缔约方调整目前财政期的缴

款水平。由于提议的调整将根据过去的实际开支计算，而不是根据推测的汇率计

算，要求的款额将是准确的。但是，缴款只能在事后调整，以抵消较高的支出，

鉴于周转金较少，这种情况可能在提出要求之前和之后造成现金流动问题。还

有，缔约方还不得不接受在财政期中对其年度缴款进行一次或数次修订。  

54.  第二种备选办法是准备一笔意外需要款，仅在美元降到编制核可的预算

所用汇率之下时才能动用。根据这种备选办法，秘书处会在财政期开始之时而非

在事后落实款项，从而可以避免现金流动问题。另一方面，所需款额估计数必定

是推测性的。在目前情况下，根据过去的趋势，所需款额数额相当大。但是，如

果这种趋势不再继续或扭转，则可能会要求缔约方支付根本不会需要的缴款。  

55.  在第三种备选办法中，尽管账户必须以美元保持，但可采用预算编制时

通行的汇率，用美元和欧元编制预算。可以请缔约方商定，以欧元固定年度缴款

额，相当于欧元数额的款额以任何可兑换货币支付。由于秘书处的开支 90%以上

均以欧元价值为基础，以欧元做出的预算预测在整个财政期都是准确的，受到保

护，不受汇率波动影响。缔约方会提前知道其义务，无须在财政期中重新审查其

缴款。  

56.  鉴于上述分析和处于类似情况的各组织的经验教训，以欧元固定缴款额

(备选办法 3)看来最适于解决波动的汇率问题。履行机构不妨就此做出建议，供缔

约方会议和《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核准。  

五、意外需要 

A.  会议服务  

 57.  迄今为止，《公约》机构的会议服务费(主要是会议口译、文件翻译、印

制和分发及相关服务 )一直由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承担，从大会通过的联合国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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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中支出。如近几年一样，概算对意外需要作了安排，以备在大会不再继续过

去的做法时可以承担这种服务的费用。  

 58.  计算会议服务意外需要的费用所采用的方法与 2004-2005 概算中所用方

法相同。所依据的假设是：《公约》机构每年的会议日历包括两个会期，每个会

期两个星期(其中之一是由某国政府承办的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 /《公约》缔约

方会议 )，并采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对会议服务使用的标准费用数字。还进一步

设想，将以有偿的形式请联合国提供所有会议服务，以便保持笔译和口译服务的

质量。这意味着不需要额外的秘书处工作人员。意外需要还假设：缔约方会议，

《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及各附属机构的届会将在往年通行的服务和费用

的会议服务框架内予以供资。  

 59.  会议服务意外需要在口译、文件和会议服务支助方面的需求为 660 万美

元，因而其总额为 780 万美元，包括方案支助费用和周转准备金。与前些年相

比，意外需要增加  (比 2004-2005 两年期估计数高 34.1%)的原因有四：美元兑瑞郎

贬值，这一项占了增加额的一半；采用更新的标准费用数字；由于即将进行的审

评(见第 40 段)和《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机构活动增加(见第 35 段)，需要翻译、

印制和分发的文件量更大；以及先前仅在网上公布的数量有限的文件现在必须以

硬拷贝印发。  

60.  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依靠缔约方提出承办届

会。如果没有缔约方提出承办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届

会，则适用议事规则草案第 3 条，在秘书处所在地举行届会。至今为止，各国政

府提出主办缔约方会议届会一直是一种良好的做法，费用超出秘书处资金――包括

波恩基金――及上述联合国承担的部分由有关国家政府承担。由于各国政府的这种

良好做法而不大可能发生这方面的意外需要，因此秘书处建议不为此收取缴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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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会议服务意外需要资源需求  

(千美元) 
 

支出用途 2006年 2007年 2006-2007年合计 

口  译 a 1 012.7 1 043.1 2 055.8 

文  件 b    

翻  译  1 545.3 1 591.7 3 137.0 

印  发  478.2 492.5 970.7 

会议服务支助 c 238.6 245.8 484.4 

小 计 3 274.9 3 373.1 6 648.0 

方案支助费用  425.7 438.5 864.2 

周转储备金  307.2 9.2 316.4 

合  计  4 007.8 3 820.8 7 828.6 

用于计算会议服务意外需要预算的假设如下： 

− 每届会议预计提供口译的会议数量不超过 40次； 

− 预期的文件量按 1997-2004年期间平均产出以及预计 2006-2007年额外报告要求计，假定每年翻

译和审校约为 1,600 页，每年印发总量约为 5,100 页；每页份数假定一般约为 2,000 份，限制分

发的约为 100份。 

− 各次会议的服务支助包括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会议事务处为会期协调和支助口译、笔译和复制

事务通常提供的工作人员。 

− 总的来说，所用的数字较保守，是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采用的：即本两年期内需求不会大

幅度增加。 

 a/ 包括口译的薪金、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 

 b/ 包括与处理会前、会期和会后文件有关的所有费用 ；笔译费用包括文件的审校和打字。 

 c/ 包括会议服务支助人员的薪金、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以及装运和电信费。 

B.  其他意外需要  

 61.  将在波恩的联合国各机构办公室搬到永久地点 (“联合国大院” )的举措，

可能会使 2006-2007 年在重新安置、家具、固定装置和装备方面的支出增加。此举

还可能引起较大设施管理方面的经常费用。秘书处将继续与东道国政府谈判，以

确定有关费用和如何承担这种费用。执行秘书可以根据谈判结果提议对 2006 年的

支出略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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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参加《气候公约》进程信托基金 

62.  财务程序规定，除了对核心预算的摊款外，缔约方会议的资源应包括

“支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其他转型期经济国家缔约方参加缔约方会议及其附属

机构的捐款”。(见第 15/CP.1 号决定，附件一，第 7(c)段)。表 8 列示了 2006-2007

两年期参加《气候公约》进程信托基金的资源需求。  

表  8.  参加《气候公约》进程信托基金的资源需要  

(千美元) 

支出用途  2006 年  2007 年  

每年支助每个符合资格的缔约方的一位代表参加两次

为期两周的届会 a 
1 700.0 1 700.0 

每年支助每个最不发达国家和每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的第二名代表参加两次为期两周的届会 a b 
800.0 800.0 

小  计  2 500.0 2 500.0 

方案支助费用  325.0 325.0 

合  计  2 825.0 2 825.0 

a/ 一次为期两周的附属履行机构届会，一次为期两周的缔约方会议、《议定书》/《公约》缔

约方会议及其附属机构届会。 

b/ 根据第 16/CP.9号决定第 18段支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参加。 

 

七、补充活动信托基金 

63.  FCCC/SBI/2005/8/Add.2 号文件初步列示了 2006-2007 两年期补充活动的

资源需要。其中的资料将有助于缔约方了解秘书处为充分执行两年期工作方案所

需的所有补充活动和资源。如上文第三节 B、C 和 D 中所讨论，秘书处支持政府

间进程和实现《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目标的基本活动所需资源很大部分不得

不列在补充资金项下，而不是列在核心预算项下。预计履行机构第二十二届会议

对方案预算的审议、以及各附属机构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届会议的审议将会影响

2006-2007 年对补充活动信托基金的要求。  



    FCCC/SBI/2005/8 
    page 23 

八、间接费用及其用途 

 64.  根据财务程序(第 15/CP.1 号决定)，《公约》预算必须顾及联合国收取的

13%的间接费用，以支付联合国向《公约》提供的行政服务费。如 FCCC/SBI/ 

2005/8/Add.1 号文件所示，秘书处行政事务处的资源需求从《气候公约》所有信托

基金应付的间接费用中支出。  

 65.  秘书处通过行政事务处方案承担编了制业务预算和有关拨款、物品和服

务的采购、工作人员和与会者的旅行安排以及工作人员和顾问的聘任和行政管理

等全部责任。联合国就上述事务退还给秘书处很大部分间接费用款项费用。其余

款项用于支付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提供的审计、薪给单、投资和财会服务的费

用。由间接费用供资的人员配备和资源需求分别列于表 9 和表 10。在本阶段，员

额数目和资源额是指示性的。执行秘书将根据实际收入核准支出。  

表  9.  由间接费用供资的所需员额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专业及专业以上职类     

D-1 1 1 1 

P-5 1 1 1 

P-4 - P-2 8 12 13 

专业及专业以上职类合计  10 14 15 

一般事务职等员额合计  21 22 22 

总  计  31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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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由间接费用供资的资源需要概算  

(千美元) 

支出用途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秘书处人事费  2 829.6 3 811.7 3 948.0 

秘书处非人事费  86.0 37.0 37.0 

秘书处费用合计  2 915.6 3 848.7 3 985.0 

联合国提供的服务  530.0 420.0 420.0 

总  计  3 445.6 4 268.7 4 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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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方 案 结  构 

 1.  秘书处的工作方案将通过三组方案开展，以下各段叙述了各方案组的总体

责任。 1 本文件增编一载列 2006-2007 两年期各组的目标、预期结果和计划的活

动。新的结构还可使秘书处有充分的灵活性，通过集中各方案的资源，在短期通

知的情况下处理新的和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2.  关于执行问题的第一组通过下文叙述的两个方案为有关执行《公约》和

《京都议定书》的问题提供全面支助。执行问题组负责人支持附属履行机构 (履行

机构)主席和主席团，协调秘书处对履行机构届会的支持。  

(a) 报告、数据和分析 (方案 )集中了秘书处有关收集、处理、汇编、审

查，分析和提出缔约方提供的关于其执行《公约》和《京都议定书》

的数据和信息的实质性工作。该方案汇编并综合国家信息通报，维护

温室气体清单信息系统，充分尊重《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和非附

件一所列缔约方 (分别为附件一缔约方和非附件一缔约方 )不同的责

任。该方案安排缔约方会议决定和各附属机构结论所要求的对附件一

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和清单的审评。运行有关汇编和会计数据库以及

国际交易日志，并确保与排放量贸易和登记册的很好联系。该方案还

汇编、审查、分析和提供关于缔约方在履行其《公约》和《京都议定

书》之下义务方面所用政策工具的信息。  

(b) 执行支助 (方案 )重点在于支持非附件一缔约方所做努力，促进可持续

发展和气候变化优先事项的融合。在这方面，该方案动员全秘书处的

专门知识。该方案支持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专

家咨询小组的工作，和培训非附件一缔约方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员。该

方案还为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的工作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的执行

提供技术和实质性支助，包括通过筹资。该方案与全球环境基金合

作，以确保缔约方会议和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

缔约方会议(《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指导意见得到遵行，

                                                 
1   本文件中所用秘书处组织单位名称(“组”、“方案”等)初步工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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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下设立的资金机制的效力和各基金

的管理情况。该方案使其他组织和机构参与有关气候变化的活动，特

别是旨在在非附件一缔约方建立能力和落实关于《公约》第六条的新

德里方案的活动。  

 3.  关于适应、技术、科学、基于项目的机制和遵约问题的第二组综合秘书处

对缔约方关于气候变化适应工作，关于发展和转让技术，和对科学信息流入政府

间进程、包括关于方法问题的贡献。第二组进一步负责支持基于项目的合作机制

和《京都议定书》之下的遵约工作。该组负责人支持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科技

咨询机构 )主席和主席团，协调秘书处对科技咨询机构届会的支持。高级工作人员

担任《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各机制组成机构的秘书。  

(a) 适应、技术和科学 (方案 )与一系列广泛的政府间组织合作，支持缔约

方关于适应和应对措施的工作，如第 1/CP.10 号决定所述。该方案与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其他公约以及从事气候变化影响评估、

系统观测和缓解气候变化影响工作的的其他相关组织合作。该方案便

利制定方法，评估气候变化影响和有关脆弱性。该方案为缓解气候变

化影响、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国际空运和海运所用燃

油以及排放预测提供方法学方面的投入。该方案支持技术转让专家

组，进一步发展技术信息交换所 (TT：CLEAR)，并动员非政府组织

和私营部门参与促进技术的开发和转让。  

(b) 基于项目的机制 (方案 )协助缔约方实施基于项目的机制，以此为手段

以经济有效的方式实现全球好处。其中包括有关《公约》联合开展的

活动，清洁发展机制和《京都议定书》之下的第六条项目 (联合执

行 )。为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有关专题小组和工作组，以及联

合执行监督委员会提供支助。该方案运作和维持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册

以及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执行信息系统，缔约方、项目参与者，经营

实体、感兴趣的行为者和广大公众通过登记册和信息系统获得有关程

序和业务信息，以建立能力并参与这些机制。通过针对具体用户的服

务收费收回清洁发展机制的部分行政费用，如与清洁发展机制之下登

记有关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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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遵约 (方案 )支持执行与《京都议定书》之下遵约有关的程序和机制。

该方案为缔约方提供关于这些新程序的信息，以便利顺利启动。该方

案为遵约委员会服务，从事发展遵约信息系统的工作，包括其记录管

理系统和网站。  

 4.  关于服务的第三组包括三个方案，提供缔约方和秘书处有效开展工作所需

的程序、法律、后勤、信息和行政基础设施。服务组负责人协调秘书处对缔约方

会议和《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支持。  

(a) 政府间和会议事务处协调秘书处对政府间进程的支持。政府间和会议

事务处负责人作为《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 /《公约》缔约

方会议的秘书；该处协助主席规划和安排《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议

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届会，主席团会议和非正式高级别磋

商。该处就行政、程序和机构事项为有关主持人、组成机构和小组成

员、缔约方、秘书处提供法律咨询。该处与缔约方、观察员国家和组

织联络，便利合格的缔约方参加有关工作，从事《公约》和《议定

书》机构届会与会者的登记工作并协调特别会议。该处负责政府间机

构所有届会的会议设施和服务，协助其他方案安排研讨会，并计划、

编辑和协调所有正式文件的印发。  

(b) 信息服务处确保信息和通信技术、信息管理和诸如《气候公约》网站

等公共信息服务齐备，以协助缔约方交流和获取所需信息。信息服务

处为秘书处以及会议和讲习会提供互联网准入和计算机网络，采取适

当的安全措施，保障通信和数据。该处存放所有正式文件，发展和维

护网站，支持数据库、信息服务和系统，便利缔约方、非政府组织、

新闻媒介和广大公众参加有关工作和交流信息。信息服务处还负责新

闻媒介的登记和联络。  

(c) 行政服务处负责秘书处整个行政工作，负责制定和管理实施财务、预

算、人力资源、采购和一般事务方面的政策和制度。该处与其他方案

合作，确保标准地执行和遵守各项政策、细则和规则以及有关行政领

域工作的程序。联合国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管理行政行动、信息和财务

数据，该系统为秘书处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便向缔约方报告其业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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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行政服务处管理由核心预算供资的全秘书处业务费用。行政服

务工作人员和相关费用由间接费用提供资金。  

 5.  行政领导和管理 (方案 )包括执行秘书的职能和工作人员，负责秘书处的总

体管理，负责就战略问题提供指导意见并负责高级代表问题。行政领导和管理促

进秘书处工作的一致性，确保内部通信，并确保对缔约方的需求做出反应；执行

秘书主持内部协调进程，推动上述目标的实现，促进秘书处的联合管理。执行秘

书为《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主席和主席团以及其

他主持人提供咨询和支助。行政领导和管理保持与缔约方、观察员、联合国各机

构和政府间组织的联络，并协调秘书处的对外宣传和外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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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计算费用所用的方法 

A.  工作人员费用  

 1.  工资和共同人事费：根据 2005 年头三个月的实际工资费用确定概算中人

事费的标准费用(以美元计)，经过调整以考虑到 2006-2007 年职级的提升。  

标准工资费用  

(美元/每年) 

级  别  2002–2003 年  2004–2005 年  2006–2007 年  

助理秘书长  168 900 185 000 212 000 

D-2 150 600 180 000 210 000 

D-1 142 500 175 000 205 000 

P-5 131 200 155 000 179 000 

P-4 115 500 130 000 158 000 

P-3 96 100 110 000 135 000 

P-2 77 800 90 000 109 000 

一般事务  55 100 60 000 80 000 

 

 2.  一般临时助理按总工资费用的 1%计算。此外，在会议事务服务项下，列

入了 418,070 美元，以支付届会期间聘请临时工作人员。  

 3.  加班费按每年每个一般事务职位一个月标准工资的 20%计算。  

B.  非工作人员费用  

 4.  顾问费用包括为那些需要秘书处所不具备的专门知识服务而订立的机构和

个人合同。有关费用根据实际要求和过去类似活动的支出估算。  

 5.  专家费用包括专家的旅费、参加会议和开展审评工作的费用。有关费用根

据实际需要和过去支出估算。  

 6.  一般业务开支为租用和维护房舍和设备、通信、装运和会议所需的其他合

同服务以及秘书处运作的费用。根据历史数据预计有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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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全秘书处业务费用包括购置家具和设备、印刷、人员培训和对波恩联合国

公共服务的缴款。根据历史数据并按照实际需求做出调整预计有关费用。  

C.  方案支助费用(间接费)和周转储备金  

 8.  根据财务程序(第 15/CP.1 号决定)，《公约》预算必须顾及联合国收取方

案支出 13%的间接费用，并将《公约》预算的 8.3%留作周转储备金(一个月的业务

要求)。  

D.  兑  换  率  

 9.  所有费用均根据实际支出计算。这些费用中考虑到了欧元与美元之间的汇

率波动因素。  

兑换率：欧元与美元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 均 

2003年 0.958 0.931 0.929 0.929 0.890 0.849 0.875 0.877 0.922 0.875 0.852 0.842 0.894 

2004年 0.801 0.804 0.804 0.820 0.844 0.816 0.821 0.831 0.831 0.812 0.786 0.754 0.810 

2005年 0.737 0.765 0.757          0.753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