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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草案 -/CP.28 

  技术机制与资金机制之间的联系 

 缔约方会议， 

 回顾第 1/CP.18 号决定第 62 段、第 13/CP.21 号决定、第 14/CP.22 号决定、

第 14/CP.24 号决定和第 9/CP.26 号决定第 21 段， 

1. 欢迎技术执行委员会与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以及全球环境基金和绿色气候基

金之间加强合作，并请它们继续合作； 

2. 注意到技术机制 2023-2027 年联合工作方案1 所载与资金机制经营实体的合

作，并请技术执行委员会与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利用这种合作，采取可衡量、有

时限和注重成果的行动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开发和转让； 

3. 欢迎绿色气候基金和全球环境基金与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合作，为技术开发

和转让提供和筹集资金； 

4. 赞赏地注意到技术执行委员会与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以及资金机制经营实体

在提交《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

议的报告2 中提供的关于它们之间联系与合作的信息； 

5. 欢迎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在为实施更大规模的项目编写提交绿色气候基金项

目准备基金的项目概念说明方面取得的进展； 

6. 赞赏地欢迎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在大韩民国松岛设立伙伴关系和联络办事

处――它将主要聚焦于与绿色气候基金的协作，并请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通过伙

伴关系和联络处的运作交付切实成果； 

7. 欢迎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正在开展的工作，作为其为了在全球环境基金适应

创新挑战方案下提供支持而选定的项目3 的一部分，并欢迎相应的指定国家实体

和业务联络点在该项目方面的合作； 

8. 又欢迎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与资金机制经营实体之间开展合作，4 确定如何

加强指定国家实体、绿色气候基金指定国家主管部门和全球环境基金业务联络点

之间的信息共享，简化协调进程，并强调这些国家联络点之间继续进行协调的重

要性； 

9. 鼓励技术执行委员会以及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考虑各种机会，支持发展中国

家从全球环境基金和(或)绿色气候基金获得资金，用于气候技术孵化器和加速器

方面的工作，同时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 

  

 1 可查阅 https://unfccc.int/ttclear/tec/workplan. 

 2 FCCC/SB/2022/4、FCCC/CP/2022/4 和 FCCC/CP/2022/5。 

 3 中等城市气候适应技术创新融资试点方案。见 https://www.thegef.org/projects-

operations/projects/10433. 

 4 见第 14/CP.24 号决定，第 7 段。 

https://unfccc.int/ttclear/tec/workplan
https://www.thegef.org/projects-operations/projects/10433
https://www.thegef.org/projects-operations/projects/1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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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请缔约方、《气候公约》组成机构、资金机制经营实体和其他相关利害关系

方通过提交材料门户网站，5 在 2024 年 2 月 1 日之前就保持和加强技术机制与资

金机制之间的协作与合作，包括这两个机制之间的联系等问题提出意见，同时考

虑到附件所载的指导性问题； 

11. 请秘书处就上文第 10 段所述提交材料编写一份综合报告； 

12. 又请技术执行委员会以及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与附属履行机构主席协商，在

附属履行机构第六十届会议(2024 年 6 月)期间组织一次会期研讨会，以盘点技术

机制与资金机制之间的联系，同时考虑到上文第 10 段所述提交材料中表达的意

见； 

13. 还请附属履行机构第六十届会议启动关于上文第 10、第 11 和第 12 段所述提

交材料、综合报告和研讨会的讨论，以期作为建议就此提出一项决定草案，供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会议(2024 年 11 月)审议和通过； 

14. 请技术执行委员会与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协商，就上文第 12 段所述研讨会

编写一份概要报告，供附属履行机构第六十一届会议(2024 年 11 月)审议； 

15. 注意到上文第 11、第 12 和第 14 段所述秘书处开展的活动估计预算所涉问

题； 

16. 请秘书处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开展本决定所要求的行动。 

  

  

 5 https://www4.unfccc.int/sites/submissionsstaging/Pages/Home.aspx. 

https://www4.unfccc.int/sites/submissionsstaging/Pages/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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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就保持和加强技术机制与资金机制之间协作与合作，包括两

者之间的联系提交意见的指导性问题 

1. 在加强联系方面有哪些成功的做法？这些做法是否得到有效的保持，有哪些

经验教训？ 

2. 两个机制之间的联系方面存在哪些差距，如何弥补这些差距，以保持和加强

联系？ 

3. 技术执行委员会、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以及资金机制的经营实体如何合作

开展与利害关系方的接触，以保持和加强联系？ 

4. 利害关系方在加强技术机制和资金机制之间的关系方面可发挥怎样的潜在作

用，如何进一步加强这种作用？ 

5. 有哪些手段可以加强指定国家实体、绿色气候基金指定国家主管部门和全球

环境基金业务联络点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技术机制和资金机制如何加强各自联络

点之间的合作？ 

6. 缔约方利用技术需要评估的结果和技术行动计划从全球环境基金和绿色气候

基金获得资金的情况如何？缔约方如何能够更好地利用技术执行委员会的各项活

动成果和产品、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的技术援助以及技术需要评估的结果和技术

行动计划，以便从资金机制经营实体筹集资金？ 

7. 如何加强技术机制与资金机制之间的联系，以更好地支持落实气候技术中心

和网络的技术援助成果以及技术需要评估的成果和技术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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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草案 -/CP.28 

  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第二次审评的职权范围 

 缔约方会议， 

 忆及第 1/CP.21 号、第 2/CP.22 号、第 16/CP.22 号、第 16/CP.23 号、第

15/CP.24 号、第 8/CP.25 号、第 9/CP.25 号、第 12/CP.26 号、第 19/CP.27 号和第

3/CMA.2 号决定， 

1. 重申对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的进展情况及延长的必要性进行第二次审评的决

定；1 

2. 通过附件所载关于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第二次审评的职权范围；2 

3. 邀请缔约方、《公约》和《巴黎协定》之下的组成机构、资金机制的经营实

体、《公约》之下有关进程的代表和非缔约方利害关系方以附件所载职权范围为

基础，3 在 2024 年 2 月 29 日之前通过提交门户网站提交对于巴黎能力建设委员

会第二次审评的意见，供附属履行机构第六十届会议(2024 年 6 月)审议； 

4. 请秘书处就上文第 3 段所述提交材料汇编一份综合报告，供附属履行机构第

六十届会议审议； 

5. 又请附属履行机构第六十届会议根据职权范围，启动对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

的第二次审评，同时考虑到上文第 3 段所述提交材料和第 4 段所述综合报告； 

6. 还请附属履行机构在第六十一届会议(2024 年 11 月)上完成关于巴黎能力建

设委员会第二次审评的工作，以期就此事项提议一份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第

二十九届会议(2024 年 11 月)审议和通过； 

7. 邀请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在第六届会议

(2024 年 11 月)上参加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的第二次审评； 

8. 又邀请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确认本决定，包

括附件所载的职权范围。

  

 1 第 9/CP.25 号决定，第 12 段。 

 2 根据第 9/CP.25 号决定，第 12-13 段。 

 3 https://www4.unfccc.int/sites/submissionsstaging/Pages/Home.aspx. 

https://www4.unfccc.int/sites/submissionsstaging/Pages/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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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第二次审评的职权范围 

 一. 任务授权 

1. 《公约》缔约方会议(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五届会议决定在第 29届缔约方会议

(2024 年 11 月)上审评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的进展情况和延长的必要性。1 

2. 第 25 届缔约方会议请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在履行机构第 58 届会议上着

手编写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第二次审评的职权范围，以便缔约方会议第 28 届会

议商定最后职权范围。2 

3. 第 28 届缔约方会议邀请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

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在第 6 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2024

年 11 月)上参加对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的第二次审评。第 5 届《协定》/《公约》

缔约方会议还决定在第 6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上开展对巴黎能力建设

委员会的第二次审评。 

4. 第 28 届缔约方会议和第 5 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请履行机构第 60

届会议(2024 年 6 月)启动对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的第二次审评。 

 二. 目标 

5. 第二次审评的目的是评估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在实现第 1/CP.21 号决定第 71

段所载、第 3/CMA.2 号决定第 3 段所确认的总体目标方面，以及在处理第

9/CP.25 号决定第 9 段和附件所载、第 3/CMA.2 号决定第 4 段所确认的优先领域

和活动方面取得的进展，并评估延长该委员会的必要性。 

 三. 范围 

6. 审评内容将涵盖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的进展情况和延长的必要性。 

 四. 信息来源 

7. 除其他外，审评应利用以下信息来源： 

 (a) 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的年度技术进展报告； 

 (b) 缔约方会议和《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关于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

的有关决定； 

  

 1 第 9/CP.25 号决定，第 12 段。 

 2 第 9/CP.25 号决定，第 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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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本决定中所述提交材料； 

 (d) 本决定中所述综合报告； 

 (e) 缔约方在审评期间，即在履行机构第 60 届和第 61届会议(2024年 11 月)

上发表的意见。 

 五. 方法 

 A. 进展情况 

8. 首先将评估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在实现总体目标和处理优先领域和活动方面

的进展情况，同时考虑到委员会在落实 2021-2024 工作计划方面的进展。3 

 B. 延长的必要性 

9. 根据对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进展情况的评估，确定委员会延长的必要性，并

确定有关延长形式的任何其他规定。 

  

 3 可在以下网址查阅：https://unfccc.int/documents/267207. 

https://unfccc.int/documents/267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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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草案 -/CMA.5 

  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第二次审评的职权范围 

 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忆及第 1/CP.21 号、第 9/CP.25 号、第 3/CMA.2 号、第 18/CMA.3 号和第

21/CMA.4 号决定， 

1. 决定在第六届会议(2024 年 11 月)上对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的进展情况及延

长的必要性进行第二次审评； 

2. 在这方面，确认第-/CP.28 号决定；1 

3. 通过附件所载关于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第二次审评的职权范围；2 

4. 邀请缔约方、《公约》和《巴黎协定》之下的组成机构、资金机制的经营实

体、《公约》之下有关进程的代表和非缔约方利害关系方以附件所载职权范围为

基础，3 在 2024 年 2 月 29 日之前通过提交门户网站提交对于巴黎能力建设委员

会第二次审评的意见，供附属履行机构第六十届会议(2024 年 6 月)审议； 

5. 请秘书处就上文第 4 段所述提交材料汇编一份综合报告，供附属履行机构第

六十届会议审议； 

6. 又请附属履行机构第六十届会议根据职权范围启动对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的

第二次审评，同时考虑到上文第 4 段所述提交材料和第 5 段所述综合报告； 

7. 还请附属履行机构在第六十一届会议(2024 年 11 月)上完成关于巴黎能力建

设委员会第二次审评的工作，以期就此事项提议一份决定草案，供作为《巴黎协

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1 附属履行机构第五十八届会议议程项目 18 下提出的题为“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第二次审评的

职权范围”的决定草案。 

 2 根据第 9/CP.25 号决定，第 12-13 段。 

 3 https://www4.unfccc.int/sites/submissionsstaging/Pages/Home.aspx. 

https://www4.unfccc.int/sites/submissionsstaging/Pages/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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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第二次审评的职权范围 

 一. 任务授权 

1. 《公约》缔约方会议(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五届会议决定在第 29届缔约方会议

(2024 年 11 月)上审评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的进展情况和延长的必要性。1 

2. 第 25 届缔约方会议请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在履行机构第 58 届会议上着

手编写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第二次审评的职权范围，以便缔约方会议第 28 届会

议商定最后职权范围。2 

3. 第 28 届缔约方会议邀请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

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在第 6 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2024

年 11 月)上参加对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的第二次审评。第 5 届《协定》/《公约》

缔约方会议还决定在第 6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上开展对巴黎能力建设

委员会的第二次审评。 

4. 第 28 届缔约方会议和第 5 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请履行机构第 60

届会议(2024 年 6 月)启动对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的第二次审评。 

 二. 目标 

5. 第二次审评的目的是评估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在实现第 1/CP.21 号决定第 71

段所载、第 3/CMA.2 号决定第 3 段所确认的总体目标方面，以及在处理第

9/CP.25 号决定第 9 段和附件所载、第 3/CMA.2 号决定第 4 段所确认的优先领域

和活动方面取得的进展，并评估延长该委员会的必要性。 

 三. 范围 

6. 审评内容将涵盖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的进展情况和延长的必要性。 

 四. 信息来源 

7. 除其他外，审评应利用以下信息来源： 

 (a) 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的年度技术进展报告； 

 (b) 缔约方会议和《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关于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

的有关决定； 

  

 1 第 9/CP.25 号决定，第 12 段。 

 2 第 9/CP.25 号决定，第 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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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本决定中所述提交材料； 

 (d) 本决定中所述综合报告； 

 (e) 缔约方在审评期间，即在履行机构第 60 届和第 61届会议(2024年 11 月)

上发表的意见。 

 五. 方法 

 A. 进展情况 

8. 首先将评估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在实现总体目标和处理优先领域和活动方面

的进展情况，同时考虑到委员会在落实 2021-2024 工作计划方面的进展。3 

 B. 延长的必要性 

9. 根据对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进展情况的评估，确定委员会延长的必要性，并

确定有关延长形式的任何其他规定。

  

 3 可在以下网址查阅：https://unfccc.int/documents/267207. 

https://unfccc.int/documents/267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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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草案 -/CP.28 

  行政、财务和体制事项 

 缔约方会议， 

 回顾《气候公约》的财务程序，1 

 又回顾《气候公约》财务程序第 5 段， 

 还回顾《公约》第八条第 2 款(f)项， 

 回顾《巴黎协定》第十七条第二款， 

 审议了秘书处就行政、财务和体制事项为本届会议所编写文件所载的资料，2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在编制 2024-2025 年两年期方案预算时采用的方法，包

括及早与缔约方接触，3 

 一. 2024-2025 两年期方案预算 

1. 核可 2024-2025 年两年期方案预算总额 74,105,511 欧元，用于表 1 所列目

的； 

2. 要求秘书处在根据上文第 1 段核可的预算实施 2024-2025 两年期工作方案

时，力求为《气候公约》各组成机构划拨适足的资源，支持它们对理事机构的任

务作出响应并充分执行工作方案，并划拨适足资源用于与透明度(包括强化透明

度框架)和适应相关的活动，同时继续适用既定的预算方法，包括对任何新任务

适用此种方法； 

3. 特别指出在实施 2024-2025 两年期工作方案时，秘书处与缔约方和非缔约方

利害关系方有关的职能是不同的，不应混合在一起，并确认根据第 1/CMA.4 号

决定第 93 段与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有关的两年期新活动应聚焦于与缔约方和非

缔约方利益相关方密切协作，加强全球气候行动门户网站； 

4. 要求秘书处与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的接触和合作(包括通过马拉喀什全球气

候行动伙伴关系)的资金应来自补充预算资源和伙伴关系，并要求这些额外活动

不影响缔约方驱动的任务； 

5. 重申核心预算所列活动应以缔约方作出的决定为依据； 

6. 注意到秘书处致力于更新其伙伴关系政策，以确保未来伙伴关系的包容性和

广泛的地域分布； 

7. 赞赏地注意到东道国政府每年向核心预算捐款 766,938 欧元； 

  

 1 第 15/CP.1 号决定，附件一。 

 2 FCCC/SBI/2023/2 和 Add.1-2、FCCC/SBI/2023/6 和 Add.1、FCCC/SBI/2023/9、FCCC/SBI/2023/ 

INF.2、FCCC/SBI/2023/INF.3 以及 FCCC/SBI/2023/INF.4。 

 3 见 FCCC/SBI/2023/2 号文件，第四章 B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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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核可方案预算员额表(见表 2)； 

9. 注意到本方案预算包含与《公约》和《巴黎协定》有关的内容，也包含与

《京都议定书》有关的内容； 

10. 通过附件所载的指示性分摊比额表； 

11. 注意到指示性缴款比额表涵盖了表 1 所列指示性缴款的 92%； 

12. 请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

(2023 年 11 月-12 月)核可建议的预算中适用于《京都议定书》的内容； 

13. 又请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就沿用现行做法从经常预算中支付会议服务

费用的问题作出决定； 

14. 核可在 2024-2025 年两年期方案预算中增加一项会议服务应急预算 9,325,679

欧元，以防联合国大会决定不在联合国经常预算中为这些活动提供资金(见表

3)； 

15. 请执行秘书必要时向附属履行机构报告上文第 13 至第 14 段所述事项的执行

情况； 

16. 授权执行秘书在表 1 所列各拨款项目之间进行调拨，调拨总额不得超过这些

拨款项目估计开支总额的 15%，而且每个拨款项目的调出数额以不超过 25%为

限，同时确保每个项目下的活动不会受到负面影响； 

17. 决定将周转准备金保持在估计开支 8.3%的水平； 

18. 敦促尚未向本两年期和/或以往两年期核心预算足额缴款的缔约方不再拖

延，立即缴足摊款； 

19. 邀请《公约》所有缔约方注意：每一缔约方应按照《气候公约》财务程序第

8(a)段，在每年 1 月 1 日之前向秘书处通报其打算在该年的捐款以及捐款的预计

时间；根据财务程序第 8(b)段，对核心预算捐款应于每年 1 月 1 日缴纳；并邀请

所有缔约方为 2024 年和 2025 年各年，迅速全额缴纳所需捐款，以便为上文第 1

段核可的开支提供捐款，并迅速全额缴纳任何其他所需捐款，以便为上文第 14

段所述关于应急预算的决定产生的开支提供资金； 

20. 注意到执行秘书为 2024-2025 两年期编列的“参与《气候公约》进程信托基

金”所需 1,350 万欧元的资金估计数； 

21. 请缔约方向“参与《气候公约》进程信托基金”捐款； 

22. 注意到执行秘书为2024-2025两年期编列的“补充活动信托基金”所需1.523

亿欧元的资金估计数(见表 4-表 5)； 

23. 请缔约方向“补充活动信托基金”捐款，以便该基金下设想的活动能得以开

展； 

24. 请执行秘书向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会议(2024 年 11 月)提出可能需要对

2024-2025 两年期方案预算作出的任何调整，并提出一份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收入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以支持任何此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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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又请秘书处回顾第 22/CP.21 号决定第 22 段和第 21/CP.23 号决定第 20 段，

其中请执行秘书列入名义零增长设想，格式和详细程度与任何其他设想相同，并

在今后的两年期预算提案中提出实际零增长和实际需求设想； 

26. 回顾FCCC/SBI/2023/2号文件第33段，进一步请秘书处与缔约方积极合作，

编制未来两年期预算提案； 

27. 决定缔约方将争取核准未来的核心预算，其中包括《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

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授权的所有第 1 类(基本)和第

2 类(长期、经常性)活动； 

28. 请执行秘书在编制和执行预算时表现出更大的透明度，在编制每个两年期预

算提案时，加强与缔约方的磋商，提高秘书处对任务的响应能力； 

29. 特别指出秘书处对缔约方和任务负责，并重申核心预算和补充预算中的活动

必须准确和有效地响应缔约方的任务； 

表 1 

按拨款项目分列的 2024-2025 年核心预算 

(欧元) 

 2024 2025 2024-2025 

A. 拨款    

行政 2 268 253 2 268 253 4 536 506 

方案 17 581 308 17 751 308 35 332 615 

方案协调 355 332 355 332 710 664 

适应 3 819 153 3 819 153 7 638 306 

减缓 2 195 438 2 195 438 4 390 876 

执行手段 3 629 286 3 799 286 7 428 571 

透明度 7 582 099 7 582 099 15 164 198 

业务 7 791 907 7 642 451 15 434 359 

业务协调 789 167 789 167 1 578 334 

全秘书处费用 a 1 793 946 1 793 946 3 587 892 

行政事务、人力资源和信息

和通信技术 b 2 227 701 2 227 701 4 455 402 

会议事务 1 525 865 1 525 865 3 051 731 

法律事务 1 455 228 1 305 772 2 761 000 

贯穿性 4 893 554 4 893 554 9 787 108 

政府间支助和集体进展 2 479 003 2 479 003 4 958 006 

通信和接触 2 414 551 2 414 551 4 829 10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c 244 755 244 755 489 510 

拨款合计 32 779 777 32 800 321 65 580 098 

B. 方案支助费用 d 4 261 371 4 264 042 8 525 413 

预算总额 37 041 148 37 064 363 74 105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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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2025 2024-2025 

C. 周转准备金调整 e 487 000 1 927 488 927 

所需捐款(A+B+C) 37 528 148 37 066 289 74 594 438 

收入    

东道国政府的捐款 766 938 766 938 1 533 876 

所有缔约方的捐款 36 761 210 36 299 351 73 060 562 

收入合计 37 528 148 37 066 289 74 594 438 

a 全秘书处业务费用是由行政事务和人力资源代表各司管理的工作人员和设施的合并费用。 

b 行政事务和人力资源由方案支助费用(间接费用)供资，信息和通信技术则从核心预算、补

充预算和成本回收中供资。 

c 向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供年度赠款。 

d 按 13%的标准划拨行政支助费。 

e 《气候公约》财务程序要求核心预算保持 8.3%的周转准备金(相当于一个月的业务开支所

需)。周转准备金为：2024 年 310 万欧元，2025 年 310 万欧元。 

表 2 

2024-2025 全秘书处由核心预算供资的员额 

职等 2023 2024 2025 

专业及专业以上职类    

USG 1 1 1 

ASG 1 1 1 

D-2 2 2 2 

D-1 8 8 8 

P-5 18 18 18 

P-4 35 35 35 

P-3 44 44 44 

P-2 19 19 19 

专业及专业以上职类小计 128 128 128 

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小计 53 53 53 

总计 181 181 181 

缩略语：ASG=助理秘书长；D=司长/处长；P=专业人员；USG=副秘书长。 

表 3 

2024-2025 年会议服务应急资源需求 

(欧元) 

支出用途 2024 2025 2024-2025 年共计 

口译 1 327 918 1 367 755 2 695 673 

文件    

笔译 1 247 963 1 285 402 2 533 365 

刊印和分发 1 226 687 1 263 488 2 490 175 

会议服务支助 98 568 101 525 200 092 

小计 3 901 136 4 018 170 7 919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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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用途 2024 2025 2024-2025 年共计 

管理费用 507 148 522 362 1 029 510 

周转准备金 365 888 10 977a 376 864 

总计 4 774 172 4 551 509 9 325 679 

a 2024 年周转准备金调整数。 

表 4 

2024-2025 两年期补充活动信托基金项目和资金需求概览(长期、经常性活动(第 2

类)和临时或短期活动(第 3 类)) 

[English only] 

Project 
number Division Project/subproject 

Resource requirements for 2024–2025 

EURa 

Professional 
level staff 

General 
Service  

level staff 

101   Intergovernmental engagement 8 528 941 11.2 4.0 

101-001 Adaptation Support for the Santiago network for averting, 
minimizing and addressing loss and damage 
associated with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553 193 0.2 – 

101-002 Mitigation Catalysation of mitigation implementation through 
the high-level ministerial round table on pre-2030 
ambition and the work programme for urgently 
scaling up mitigation amb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27 of decision 1/CMA.3, 
and continued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and long-term 
low-emiss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1 633 754 2.0 – 

101-005 Intergovernmental 
Support and 
Collective Progress 

Enhancement of coordination and operational 
support for Presidency teams 

2 150 184 3.0 2.0 

101-006 Communications 
and Engagement 

Facilitation of the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of observer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non-Party stakeholders in 
established UNFCCC processes 

 957 849 1.0 1.0 

101-010 Executive  Engagement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and Deputy 
Executive Secretary in United Nations-wide 
management and coordination activities 

 117 192 – – 

101-011 Programmes 
Coordination 

Enhancement of coordination and synergies in 
facilitating implementation of climate action   

1 585 832 3.0 – 

101-012 Operations 
Coordination 

Support for partnerships for transformative climate 
action 

1 530 936 2.0 1.0 

102   Intergovernmental processes 48 737 477 50.8 19.9 

102-001 Adaptation Enhancement of support for established work 
programmes, including the Nairobi work 
programme on impacts,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the proces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national adaptation plans and adaptation-
related transparency provisions 

3 210 354 2.8 0.5 

102-002 Mitigation Support for the operationalization of Article 6, 
paragraphs 2 and 8, of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ponse measures 

10 205 171 9.0 3.0 

102-003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Enhancement of support, engagement and outreach 
in suppo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ennial 
assessment and overview of climate finance flows, 
including in relation to Article 2, paragraph 1(c), of 
the Paris Agreement, determination of the needs of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es related to implementing 
the Convention and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the 
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 on climate finance 

6 501 215 4.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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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number Division Project/subproject 

Resource requirements for 2024–2025 

EURa 

Professional 
level staff 

General 
Service  

level staff 

102-004 Transparency Comprehensive support for the technical reviews of 
national reports under the enhanced transparency 
framework and measurement,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 processes 

21 094 989 26.0 9.4 

102-005 Intergovernmental 
Support and 
Collective Progress 

Comprehensive support for the response to the first 
global stocktake, preparation for the second global 
stocktake, consideration of research and systematic 
observation, science, enhanced collaboration with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and 
enhanced ocean-based climate action 

2 590 556 3.0 1.0 

102-006 Communications 
and Engagement 

Mobilization of non-Party stakeholders, including 
developing climate action events at sessions of the 
governing bodies and other impactful platforms 

 970 643 1.0 1.0 

102-006 Communications 
and Engagement 

Comprehensive support for work related to Action 
for Climate Empowerment, including enhancing 
inclusive stakeholder engagement  

 928 060 1.5 – 

102-006 Communications 
and Engagement 

Comprehensive support for work related to gender, 
including enhancing inclusive stakeholder 
engagement 

1 262 600 1.5 1.0 

102-008 Conference Affairs Organ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of future sessions of 
the governing bodies 

1 915 213 2.0 2.0 

200   Constituted bodies 13 569 024 11.2 4.9 

200-001 Adaptation Support for the full extent of activities envisaged in 
the workplans of the Adaptation Committee, the 
Facilitative Working Group of the Local 
Communi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Platform,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Expert Group and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Warsa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for Loss and Damage associated with 
Climate Change Impacts  

5 831 720 3.4 1.8 

200-002  Mitigation  Support for the operationalization of Article 6, 
paragraphs 2 and 8, of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ponse measures 

 328 249 1.0 – 

200-003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Support for the full extent of activities envisaged in 
the workplans of the Paris Committee on Capacity-
building,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Finance and 
the Technology Executive Committee 

2 604 861 3.8 1.0 

200-004 Transparency Extensive suppor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implement measurement,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 
and the enhanced transparency framework, 
including through the work of the Consultative 
Group of Experts 

3 573 889 1.5 1.1 

200-007 Legal Affairs Comprehensive support for the full extent of 
activities of the compliance committees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and the Paris Agreement 

1 230 304 1.5 1.0 

300   Data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9 687 255 11.3 3.2 

300-001 Adaptation Development and enhancement of adaptation-
related data portals 

1 013 851 1.6 0.7 

300-003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Support for the full extent of activities envisaged in 
the workplans of the Paris Committee on Capacity-
building,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Finance and 
the Technology Executive Committee 

 80 959 0.2 – 

300-004 Transparency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hub and related 
reporting and review systems and tools used under 
the enhanced transparency framework and 
streamlining of existing data management and tools 
used under the current transparency arrangements 

10 816 604 2.5 1.5 

300-006 Communications 
and Engagement 

Enhancement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for effective engagement with Parties, non-Party 
stakeholders and the public 

2 976 140 6.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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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number Division Project/subproject 

Resource requirements for 2024–2025 

EURa 

Professional 
level staff 

General 
Service  

level staff 

300-012 Operations 
Coordination 

Enhancement of digital access to UNFCCC archives 1 787 781 – – 

300-012 Operations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the Digital 
Platform for Climate Change Events 

3 011 920 1.0 – 

400   Enhanced engagement 5 893 760 8.0 2.0 

400-001  Adaptation  Enhanced engagement with respect to climate 
change impacts,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328 249 1.0 – 

400-004 Transparency Additional support and enhanced engag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hanced transparency framework 

3 872 093 3.0 2.0 

400-006 Communications 
and Engagement 

Comprehensive support for communications 
campaigns for promoting achievements in the 
UNFCCC process and multilingual content for the 
UNFCCC website, mobile application and social 
media 

1 693 418 4.0 – 

500   Oversight and management 3 720 998 5.5 1.0 

500-004  Transparency  Extensive suppor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implement measurement,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 
and the enhanced transparency framework, 
including through the work of the Consultative 
Group of Experts 

 548 520 1.0 – 

500-007  Legal Affairs  Enhancing the capacity of young negotiators, 
presiding officers, UNFCCC secretariat staff, 
observer organizations, policymakers and legislators 
to actively engage in the UNFCCC process and 
implement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mmitments 

 164 125 0.5 – 

500-007 Legal Affairs Comprehensive provision of institutional and 
general legal review and advice with respect to all 
activities and operations of the secretariat 

1 092 480 2.0 – 

500-010  Executive  Fostering an agile, inclusive and diverse UNFCCC 
secretariat  

 400 201 1.0 – 

500-012 Operations 
Coordination 

Integration and harmonization of the UNFCCC 
administrative process to adapt to new mandates 
that transition from negotiation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rulebook to operationalization of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structural review of the secretariat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the organization 

1 515 673 1.0 1.0 

Total (including programme support costs) 100 137 455 98.0 35.0 

a  Gross requirements, excluding any unspent balances that may be availabl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iennium. 

表 5 

2024-2025 两年期补充活动信托基金的项目和资金需求概览(有利于实现《公

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的宗旨和目标的补充活动(第四类)) 

[English only] 

   Resource requirements for 2024–2025 

Project 
number 

 

Division Project/subproject EURa  
Professional 

level staff 

General 
Service 

level staff 

101   Intergovernmental engagement 5 547 771 6.5 1.0 

101-002 Mitigation Catalysation of mitigation implementation through the 
high-level ministerial round table on pre-2030 ambition 
and the work programme for urgently scaling up 
mitigation amb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27 of decision 1/CMA.3, and continued support 

3 608 045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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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 requirements for 2024–2025 

Project 
number 

 

Division Project/subproject EURa  
Professional 

level staff 

General 
Service 

level staff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and long-term low-emiss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101-006 Communications 
and Engagement 

Facilitation of the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of observer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non-Party stakeholders in 
established UNFCCC processes 

1 939 726 4.0 1.0 

102   Intergovernmental processes 3 566 476 6.4 1.2 

102-002 Mitigation Support for the operationalization of Article 6, paragraphs 
2 and 8, of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ponse measures 

1 049 844 1.0 – 

102-004 Transparency Comprehensive support for the technical reviews of 
national reports under the enhanced transparency 
framework and measurement,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 
processes 

 463 049 0.4 0.2 

102-006 Communications 
and Engagement 

Mobilization of non-Party stakeholders, including 
developing climate action events at sessions of the 
governing bodies and other impactful platforms 

1 397 085 3.0 1.0 

102-006 Communications 
and Engagement 

Comprehensive support for work related to gender, 
including enhancing inclusive stakeholder engagement 

 656 498 2.0 – 

200   Constituted bodies 5 920 319 2.2 2.1 

200-004 Transparency Extensive suppor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implement 
measurement,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 and the enhanced 
transparency framework, including through the work of 
the Consultative Group of Experts 

5 920 319 2.2 2.1 

300   Data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5 924 850 8.0 2.0 

300-006 Communications 
and Engagement 

Participation in climate action globally is enabled, 

enhanced and recognized through the global climate action 

portal 

 

4 229 850 8.0 2.0 

300-009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Human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nhancement and modernization of platforms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security of infrastructure and 
platforms 

1 695 000 – – 

400   Enhanced engagement 29 521 020 33.9 6.7 

400-001 Adaptation Enhanced engagement with respect to climate change 
impacts,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including on 
anticipatory approaches and foresight to the attainment of 
long-term resilience 

2 371 463 1.0 – 

400-002 Mitigation Unlocking transformative climate solutions in 
collaboration with Parties and non-State actors 

13 363 567 11.5 2.0 

400-003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Needs-based finance: facilitating access to and 
mobilization of climate finance to support the priority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action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2 397 453 2.0 – 

400-004 Transparency Additional support and enhanced engag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hanced 
transparency framework 

1 058 507 0.4 0.7 

400-005 Intergovernmental 
Support and 
Collective Progress 

Strengthening engagement with Parties, observer States 
and negotiating groups on issues related to the 
intergovernmental process globally and regionally 

1 274 587 1.0 1.0 

400-006 Communications 
and Engagement 

Administr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Marrakech 
Partnership for Global Climate Action in order to catalyse 
collaborative climate action among Parties and non-Party 
stakeholders 

3 366 129 7.0 2.0 

400-006 Communications 
and Engagement 

Comprehensive support for communications campaigns 
for promoting achievements in the UNFCCC process and 

3 145 970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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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 requirements for 2024–2025 

Project 
number 

 

Division Project/subproject EURa  
Professional 

level staff 

General 
Service 

level staff 

multilingual content for the UNFCCC website, mobile 
application and social media 

400-006 Communications 
and Engagement 

Comprehensive support for work related to Action for 
Climate Empowerment, including enhancing inclusive 
stakeholder engagement  

1 685 711 4.0 1.0 

400-007 Legal Affairs Enhancement of the capacity of young negotiators, 
presiding officers, secretariat staff, observer organizations, 
policymakers and legislators to actively engage in the 
intergovernmental process and implement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mmitments 

 744 631 – – 

400-009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Human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nhancement of capacity for conferences and workshops  113 000 – – 

500   Oversight and management 1 702 458 – – 

500-007 Legal Affairs Comprehensive provision of institutional and general legal 
review and advice with respect to all activities and 
operations of the secretariat 

 7 458 – – 

500-009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Human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nhancement and modernization of infrastructure, 
networks and end-user equipment and productivity tools 

1 695 000 – – 

Total (including programme support costs)   52 182 893 57.0  13.0  

a  Gross requirements, excluding any unspent balances that may be availabl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iennium. 

 二. 2022-2023 两年期预算执行情况 

30. 注意到关于 2022-2023 两年期预算执行情况、4 秘书处 2022-2023 两年期最

新工作方案5 以及截至 2023 年 5 月 19 日的缴款和费用情况的文件所载信息；6 

31. 表示感谢及时向核心预算缴款的缔约方； 

32. 表示关切本两年期和以往两年期核心预算的未缴欠款金额巨大，7 导致现金

流出现困难，难以有效开展活动； 

33. 强烈促请尚未向本两年期和/或以往两年期核心预算足额缴款的缔约方不再

拖延，立即缴足款项； 

34. 表示感谢缔约方向“参与《气候公约》进程信托基金”和“补充活动信托基

金”捐款，包括允许较为灵活地分配资金的捐款； 

35. 再次感谢德国政府作为秘书处的东道国政府提供 1,789,522 欧元的特别捐

款； 

  

 4 FCCC/SBI/2023/6 和 Add.1。 

 5 FCCC/SBI/2023/INF.2. 

 6 FCCC/SBI/2023/INF.4. 

 7 见 FCCC/SBI/2023/INF.4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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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请执行秘书采取进一步措施，减少缔约方的未缴欠款； 

37. 对联合国审计委员会提出的大量建议仍未得到实施表示关切，敦促执行秘书

尽快实施审计员的长期建议，并向缔约方提供关于计划实施新建议的信息； 

 三. 其他财务和预算事项 

38. 注意到秘书处编写的关于其他财务和预算事项的文件中所载信息，包括关于

进一步提高《气候公约》预算进程的效率和透明度的文件8 以及关于秘书处活

动、方案落实亮点和财务绩效的文件。9 

  

  

 8 FCCC/SBI/2023/INF.3. 

 9 FCCC/SBI/2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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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2025 两年期《公约》缔约方的指示性缴款比额表 

缔约方 
联合国 2022-2024 年会费

分摊比额(%) 

2024-2025 年《公约》和
《巴黎协定》调整后的 

比额(%) 

阿富汗 0.006 0.006 

阿尔巴尼亚 0.008 0.008 

阿尔及利亚 0.109 0.106 

安道尔 0.005 0.005 

安哥拉 0.010 0.010 

安提瓜和巴布达 0.002 0.002 

阿根廷 0.719 0.701 

亚美尼亚 0.007 0.007 

澳大利亚 2.111 2.058 

奥地利 0.679 0.662 

阿塞拜疆 0.030 0.029 

巴哈马 0.019 0.019 

巴林 0.054 0.053 

孟加拉国 0.010 0.010 

巴巴多斯 0.008 0.008 

白俄罗斯 0.041 0.040 

比利时 0.828 0.807 

伯利兹 0.001 0.001 

贝宁 0.005 0.005 

不丹 0.001 0.001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0.019 0.019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0.012 0.012 

博茨瓦纳 0.015 0.015 

巴西 2.013 1.962 

文莱达鲁萨兰国 0.021 0.020 

保加利亚 0.056 0.055 

布基纳法索 0.004 0.004 

布隆迪 0.001 0.001 

佛得角 0.001 0.001 

柬埔寨 0.007 0.007 

喀麦隆 0.013 0.013 

加拿大 2.628 2.562 

中非共和国 0.001 0.001 

乍得 0.003 0.003 

智利 0.420 0.409 

中国 15.254 14.870 

哥伦比亚 0.246 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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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 
联合国 2022-2024 年会费

分摊比额(%) 

2024-2025 年《公约》和
《巴黎协定》调整后的 

比额(%) 

科摩罗 0.001 0.001 

刚果 0.005 0.005 

库克群岛 0.000 0.001 

哥斯达黎加 0.069 0.067 

科特迪瓦 0.022 0.021 

克罗地亚 0.091 0.089 

古巴 0.095 0.093 

塞浦路斯 0.036 0.035 

捷克 0.340 0.331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0.005 0.005 

刚果民主共和国 0.010 0.010 

丹麦 0.553 0.539 

吉布提 0.001 0.001 

多米尼克 0.001 0.001 

多米尼加共和国 0.067 0.065 

厄瓜多尔 0.077 0.075 

埃及 0.139 0.136 

萨尔瓦多 0.013 0.013 

赤道几内亚 0.012 0.012 

厄立特里亚 0.001 0.001 

爱沙尼亚 0.044 0.043 

斯威士兰 0.002 0.002 

埃塞俄比亚 0.010 0.010 

欧洲联盟 0.000 2.500 

斐济 0.004 0.004 

芬兰 0.417 0.407 

法国 4.318 4.209 

加蓬 0.013 0.013 

冈比亚 0.001 0.001 

格鲁吉亚 0.008 0.008 

德国 6.111 5.957 

加纳 0.024 0.023 

希腊 0.325 0.317 

格林纳达 0.001 0.001 

危地马拉 0.041 0.040 

几内亚 0.003 0.003 

几内亚比绍 0.001 0.001 

圭亚那 0.004 0.004 

海地 0.006 0.006 

罗马教廷 - 0.001 

洪都拉斯 0.009 0.009 

匈牙利 0.228 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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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 
联合国 2022-2024 年会费

分摊比额(%) 

2024-2025 年《公约》和
《巴黎协定》调整后的 

比额(%) 

冰岛 0.036 0.035 

印度 1.044 1.018 

印度尼西亚 0.549 0.53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371 0.362 

伊拉克 0.128 0.125 

爱尔兰 0.439 0.428 

以色列 0.561 0.547 

意大利 3.189 3.109 

牙买加 0.008 0.008 

日本 8.033 7.831 

约旦 0.022 0.021 

哈萨克斯坦 0.133 0.130 

肯尼亚 0.030 0.029 

荷兰王国 1.377 1.342 

基里巴斯 0.001 0.001 

科威特 0.234 0.228 

吉尔吉斯斯坦 0.002 0.002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007 0.007 

拉脱维亚 0.050 0.049 

黎巴嫩 0.036 0.035 

莱索托 0.001 0.001 

利比里亚 0.001 0.001 

利比亚 0.018 0.018 

列支敦士登 0.010 0.010 

立陶宛 0.077 0.075 

卢森堡 0.068 0.066 

马达加斯加 0.004 0.004 

马拉维 0.002 0.002 

马来西亚 0.348 0.339 

马尔代夫 0.004 0.004 

马里 0.005 0.005 

马耳他 0.019 0.019 

马绍尔群岛 0.001 0.001 

毛里塔尼亚 0.002 0.002 

毛里求斯 0.019 0.019 

墨西哥 1.221 1.190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0.001 0.001 

摩纳哥 0.011 0.011 

蒙古 0.004 0.004 

黑山 0.004 0.004 

摩洛哥 0.055 0.054 

莫桑比克 0.004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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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 
联合国 2022-2024 年会费

分摊比额(%) 

2024-2025 年《公约》和
《巴黎协定》调整后的 

比额(%) 

缅甸 0.010 0.010 

纳米比亚 0.009 0.009 

瑙鲁 0.001 0.001 

尼泊尔 0.010 0.010 

新西兰 0.309 0.301 

尼加拉瓜 0.005 0.005 

尼日尔 0.003 0.003 

尼日利亚 0.182 0.177 

纽埃 0.000 0.001 

北马其顿 0.007 0.007 

挪威 0.679 0.662 

阿曼 0.111 0.108 

巴基斯坦 0.114 0.111 

帕劳 0.001 0.001 

巴拿马 0.090 0.088 

巴布亚新几内亚 0.010 0.010 

巴拉圭 0.026 0.025 

秘鲁 0.163 0.159 

菲律宾 0.212 0.207 

波兰 0.837 0.816 

葡萄牙 0.353 0.344 

卡塔尔 0.269 0.262 

大韩民国 2.574 2.509 

摩尔多瓦共和国 0.005 0.005 

罗马尼亚 0.312 0.304 

俄罗斯联邦 1.866 1.819 

卢旺达 0.003 0.003 

圣基茨和尼维斯 0.002 0.002 

圣卢西亚 0.002 0.002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0.001 0.001 

萨摩亚 0.001 0.001 

圣马力诺 0.002 0.002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001 0.001 

沙特阿拉伯 1.184 1.154 

塞内加尔 0.007 0.007 

塞尔维亚 0.032 0.031 

塞舌尔 0.002 0.002 

塞拉利昂 0.001 0.001 

新加坡 0.504 0.491 

斯洛伐克 0.155 0.151 

斯洛文尼亚 0.079 0.077 

所罗门群岛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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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 
联合国 2022-2024 年会费

分摊比额(%) 

2024-2025 年《公约》和
《巴黎协定》调整后的 

比额(%) 

索马里 0.001 0.001 

南非 0.244 0.238 

南苏丹 0.002 0.002 

西班牙 2.134 2.080 

斯里兰卡 0.045 0.044 

巴勒斯坦国 0.000 0.011 

苏丹 0.010 0.010 

苏里南 0.003 0.003 

瑞典 0.871 0.849 

瑞士 1.134 1.10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009 0.009 

塔吉克斯坦 0.003 0.003 

泰国 0.368 0.359 

东帝汶 0.001 0.001 

多哥 0.002 0.002 

汤加 0.001 0.00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037 0.036 

突尼斯 0.019 0.019 

土耳其 0.845 0.824 

土库曼斯坦 0.034 0.033 

图瓦卢 0.001 0.001 

乌干达 0.010 0.010 

乌克兰 0.056 0.05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635 0.619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4.375 4.265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010 0.010 

美利坚合众国 22.000 21.447 

乌拉圭 0.092 0.090 

乌兹别克斯坦 0.027 0.026 

瓦努阿图 0.001 0.001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0.175 0.171 

越南 0.093 0.091 

也门 0.008 0.008 

赞比亚 0.008 0.008 

津巴布韦 0.007 0.007 

 合计 100.000 100.000 

注：(1) 为列报的目的，《气候公约》指示性缴款订正比额表的所有百分比数字都精确到小

数点后三位；(2) 库克群岛、欧洲联盟和纽埃是《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但不是联合国会员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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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草案 -/CMP.18 

  行政、财务和体制事项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回顾《京都议定书》第十三条第 5 款， 

1. 核可第-/CP.28 号决定，1 该决定适用于《京都议定书》； 

2. 通过附件所载的指示性分摊比额表； 

3. 注意到指示性缴款比额表涵盖以上第 1 段所述决定表 1 所列缴款的 8%； 

4. 邀请《京都议定书》所有缔约方注意：每一缔约方应按照《气候公约》财务

程序第 8(a)段，在每年 1 月 1 日之前向秘书处通报其打算在该年的捐款以及该项

捐款的预计时间；2 根据财务程序第 8(b)段，对核心预算的捐款应于每年 1 月 1

日缴纳；并邀请所有缔约方为 2024 和 2025 年各年，迅速全额缴纳所需的捐款，

以便为上文第 1 段所述决定第 1 段核可的开支提供资金； 

5. 注意到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执行的供资安排。 

  

  

 1 在附属履行机构第五十八届会议议程项目 20(a)之下提出的题为“行政、财务和体制事项”的

决定草案。 

 2 第 15/CP.1 号决定，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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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2025 两年期《京都议定书》缔约方指示性缴款比额表 

缔约方 
联合国 2022-2024 年会费 

分摊比额(%) 
《京都议定书》2024-

2025 年调整后比额(%) 

阿富汗 0.006 0.008 

阿尔巴尼亚 0.008 0.010 

阿尔及利亚 0.109 0.141 

安哥拉 0.010 0.013 

安提瓜和巴布达 0.002 0.003 

阿根廷 0.719 0.930 

亚美尼亚 0.007 0.009 

澳大利亚 2.111 2.731 

奥地利 0.679 0.878 

阿塞拜疆 0.030 0.039 

巴哈马 0.019 0.025 

巴林 0.054 0.070 

孟加拉国 0.010 0.013 

巴巴多斯 0.008 0.010 

白俄罗斯 0.041 0.053 

比利时 0.828 1.071 

伯利兹 0.001 0.001 

贝宁 0.005 0.006 

不丹 0.001 0.001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0.019 0.02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0.012 0.016 

博茨瓦纳 0.015 0.019 

巴西 2.013 2.604 

文莱达鲁萨兰国 0.021 0.027 

保加利亚 0.056 0.072 

布基纳法索 0.004 0.005 

布隆迪 0.001 0.001 

佛得角 0.001 0.001 

柬埔寨 0.007 0.009 

喀麦隆 0.013 0.017 

中非共和国 0.001 0.001 

乍得 0.003 0.004 

智利 0.420 0.543 

中国 15.254 19.735 

哥伦比亚 0.246 0.318 

科摩罗 0.001 0.001 

刚果 0.005 0.006 

库克群岛 0.00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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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 
联合国 2022-2024 年会费 

分摊比额(%) 
《京都议定书》2024-

2025 年调整后比额(%) 

哥斯达黎加 0.069 0.089 

科特迪瓦 0.022 0.028 

克罗地亚 0.091 0.118 

古巴 0.095 0.123 

塞浦路斯 0.036 0.047 

捷克 0.340 0.440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0.005 0.006 

刚果民主共和国 0.010 0.013 

丹麦 0.553 0.715 

吉布提 0.001 0.001 

多米尼克 0.001 0.001 

多米尼加共和国 0.067 0.087 

厄瓜多尔 0.077 0.100 

埃及 0.139 0.180 

萨尔瓦多 0.013 0.017 

赤道几内亚 0.012 0.016 

厄立特里亚 0.001 0.001 

爱沙尼亚 0.044 0.057 

斯威士兰 0.002 0.003 

埃塞俄比亚 0.010 0.013 

欧洲联盟 0.000 2.500 

斐济 0.004 0.005 

芬兰 0.417 0.540 

法国 4.318 5.587 

加蓬 0.013 0.017 

冈比亚 0.001 0.001 

格鲁吉亚 0.008 0.010 

德国 6.111 7.906 

加纳 0.024 0.031 

希腊 0.325 0.420 

格林纳达 0.001 0.001 

危地马拉 0.041 0.053 

几内亚 0.003 0.004 

几内亚比绍 0.001 0.001 

圭亚那 0.004 0.005 

海地 0.006 0.008 

洪都拉斯 0.009 0.012 

匈牙利 0.228 0.295 

冰岛 0.036 0.047 

印度 1.044 1.351 

印度尼西亚 0.549 0.71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371 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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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 
联合国 2022-2024 年会费 

分摊比额(%) 
《京都议定书》2024-

2025 年调整后比额(%) 

伊拉克 0.128 0.166 

爱尔兰 0.439 0.568 

以色列 0.561 0.726 

意大利 3.189 4.126 

牙买加 0.008 0.010 

日本 8.033 10.393 

约旦 0.022 0.028 

哈萨克斯坦 0.133 0.172 

肯尼亚 0.030 0.039 

荷兰王国 1.377 1.782 

基里巴斯 0.001 0.001 

科威特 0.234 0.303 

吉尔吉斯斯坦 0.002 0.003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007 0.009 

拉脱维亚 0.050 0.065 

黎巴嫩 0.036 0.047 

莱索托 0.001 0.001 

利比里亚 0.001 0.001 

利比亚 0.018 0.023 

列支敦士登 0.010 0.013 

立陶宛 0.077 0.100 

卢森堡 0.068 0.088 

马达加斯加 0.004 0.005 

马拉维 0.002 0.003 

马来西亚 0.348 0.450 

马尔代夫 0.004 0.005 

马里 0.005 0.006 

马耳他 0.019 0.025 

马绍尔群岛 0.001 0.001 

毛里塔尼亚 0.002 0.003 

毛里求斯 0.019 0.025 

墨西哥 1.221 1.580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0.001 0.001 

摩纳哥 0.011 0.014 

蒙古 0.004 0.005 

黑山 0.004 0.005 

摩洛哥 0.055 0.071 

莫桑比克 0.004 0.005 

缅甸 0.010 0.013 

纳米比亚 0.009 0.012 

瑙鲁 0.001 0.001 

尼泊尔 0.010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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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 
联合国 2022-2024 年会费 

分摊比额(%) 
《京都议定书》2024-

2025 年调整后比额(%) 

新西兰 0.309 0.400 

尼加拉瓜 0.005 0.006 

尼日尔 0.003 0.004 

尼日利亚 0.182 0.235 

纽埃 0.000 0.001 

北马其顿 0.007 0.009 

挪威 0.679 0.878 

阿曼 0.111 0.144 

巴基斯坦 0.114 0.147 

帕劳 0.001 0.001 

巴拿马 0.090 0.116 

巴布亚新几内亚 0.010 0.013 

巴拉圭 0.026 0.034 

秘鲁 0.163 0.211 

菲律宾 0.212 0.274 

波兰 0.837 1.083 

葡萄牙 0.353 0.457 

卡塔尔 0.269 0.348 

大韩民国 2.574 3.330 

摩尔多瓦共和国 0.005 0.006 

罗马尼亚 0.312 0.404 

俄罗斯联邦 1.866 2.414 

卢旺达 0.003 0.004 

圣基茨和尼维斯 0.002 0.003 

圣卢西亚 0.002 0.003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0.001 0.001 

萨摩亚 0.001 0.001 

圣马力诺 0.002 0.003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001 0.001 

沙特阿拉伯 1.184 1.532 

塞内加尔 0.007 0.009 

塞尔维亚 0.032 0.041 

塞舌尔 0.002 0.003 

塞拉利昂 0.001 0.001 

新加坡 0.504 0.652 

斯洛伐克 0.155 0.201 

斯洛文尼亚 0.079 0.102 

所罗门群岛 0.001 0.001 

索马里 0.001 0.001 

南非 0.244 0.316 

西班牙 2.134 2.761 

斯里兰卡 0.045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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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 
联合国 2022-2024 年会费 

分摊比额(%) 
《京都议定书》2024-

2025 年调整后比额(%) 

苏丹 0.010 0.013 

苏里南 0.003 0.004 

瑞典 0.871 1.127 

瑞士 1.134 1.46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009 0.012 

塔吉克斯坦 0.003 0.004 

泰国 0.368 0.476 

东帝汶 0.001 0.001 

多哥 0.002 0.003 

汤加 0.001 0.00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037 0.048 

突尼斯 0.019 0.025 

土耳其 0.845 1.093 

土库曼斯坦 0.034 0.044 

图瓦卢 0.001 0.001 

乌干达 0.010 0.013 

乌克兰 0.056 0.07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635 0.822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4.375 5.66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010 0.013 

乌拉圭 0.092 0.119 

乌兹别克斯坦 0.027 0.035 

瓦努阿图 0.001 0.001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0.175 0.226 

越南 0.093 0.120 

也门 0.008 0.010 

赞比亚 0.008 0.010 

津巴布韦 0.007 0.009 

 合计 75.365 100.000 

注：(1) 为列报的目的，《气候公约》指示性缴款订正比额表的所有百分比数字都精确到小

数点后三位；(2) 库克群岛、欧洲联盟、罗马教廷、纽埃和巴勒斯坦国是《京都议定书》的缔

约方，但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FCCC/SBI/2023/10/Add.1 

32 GE.23-15013 

  决定草案 -/CMP.18 

  国际交易日志的预算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回顾《京都议定书》第十三条第 5 款， 

 又回顾第11/CMP.3、第10/CMP.5、第9/CMP.6、第8/CMP.8、第8/CMP.11、

第 7/CMP.13 和第 5/CMP.15 号决定， 

 认识到为国际交易日志提供充足而稳定的资金的重要性， 

 又认识到国际交易日志的妥善运作对第 1/CMP.8 号决定附件一所载《京都议

定书》附件 B 所列缔约方的重要性， 

1. 核可 2024-2025 两年期国际交易日志预算，总额为 3,321,311 欧元，用于拟

议预算中列明的目的；1 

2. 决定将国际交易日志信托基金的周转准备金保持在估计开支 8.3%的水平； 

3. 授权执行秘书从国际交易日志信托基金此前财务期未用余额中提取

3,321,311 欧元，用于支付 2024-2025 两年期的预算； 

4. 注意到，在上文第 3 段所述的行动以后，与国际交易日志相关联的缔约方在

2024-2025 两年期将不支付用户费； 

5. 又注意到，在上文第 3 段所述的行动以后，如果国际交易日志信托基金仍有

此前财务期未用余额，则可用其部分或全额支付国际交易日志未来的两年期预

算； 

6. 请国际交易日志管理人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截至年度报告发布时国际交易日志

信托基金上一个两年期的未用余额； 

7. 又请国际交易日志管理人在 2024 和 2025 年年度报告中提供关于《京都议定

书》单位的交易情况的信息； 

8. 还请国际交易日志管理人在其今后的年度报告中列入一个说明未付款项状况

的表格。 

     

  

 1 FCCC/SBI/2023/2/Add.2,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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