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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六十届会议 

2024 年 6 月 3 日至 13 日，波恩 

  政府间会议的安排 

  秘书处的说明* 

 概要 

 本文件介绍了关于组织各理事机构 2024 年届会的初步设想，包括临时议程

的可能内容；未来届会的规划；提高《气候公约》进程的效率以增强力度并加强

实施；请观察员组织参与政府间进程，包括接纳它们加入《气候公约》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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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和缩略语 

AC  适应委员会 

ACE  气候赋权行动 

CMA 《协定》/《公约》 

缔约方会议 

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 

CMP 《议定书》/《公约》 

缔约方会议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 

COP 缔约方会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

会议 

ETF 透明度框架 《巴黎协定》之下的强化透明度框架 

FWG  促进工作组 

GST  全球盘点 

IGO  政府间组织 

LCIPP  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平台 

NGO  非政府组织 

NWP 内罗毕工作方案 关于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 

内罗毕工作方案 

PCCB  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 

SB  附属机构届会 

SBI 履行机构 附属履行机构 

SBSTA 科技咨询机构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TEC  技术执行委员会 

TT:CLEAR  技术信息交换所 

YOUNGO constituency  青年非政府组织类别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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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A. 任务授权 

1. 《公约》第八条第 2 款、《京都议定书》第十四条第 2 款和《巴黎协定》第

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秘书处的职能是安排理事机构和附属机构的届会，并向它们

提供所需的服务。秘书处定期在本议程项目之下征求履行机构的意见，以便为政

府间会议作出必要安排。 

 B. 附属履行机构可采取的行动 

2. 请履行机构： 

 (a) 就将于 2024 年 11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举行的理事机构和附属机

构届会的规划以及理事机构的工作安排，包括联席高级别会议，向缔约方会议第

二十八届和第二十九届会议主席、主席团和秘书处提供指导，以期取得成功成

果； 

 (b) 审议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会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十九届会议和《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议临时议程的可能内容(见

附件一至三)，并就此向秘书处提供咨询意见； 

 (c) 建议 2028-2029 年会期的拟议日期，供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

(见下文第 24-25 段)； 

 (d) 鼓励主办缔约方会议第三十一届、第三十二届和第三十三届会议的区

域集团加快就这些会议的东道国问题进行磋商并作出决定，以方便及早规划； 

 (e) 继续审议《气候公约》进程的效率问题，以提升力度并加强实施； 

 (f) 就如何加强观察员组织在《气候公约》进程中的切实参与提供进一步

指导。 

 二. 2024 年 11 月的届会 

 A. 准备工作 

3. 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赞赏地接受阿塞拜疆政府关于主办缔约方会议第

二十九届会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九届会议和《协定》/《公

约》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议的提议，并请执行秘书尽快，最好在附属机构第六十

届会议之前，缔结和签署关于召开这些会议的《东道国协定》，以便迅速付诸执

行。1 

4. 在 2024 年 3 月 26 日的会议上，主席团确认收到了东道国和秘书处关于会议

准备工作进展的最新情况。秘书处和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会议主席将在适当时

候提供关于准备工作的进一步信息。 

  

 1 第 17/CP.28 号决定，第 1-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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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组织工作 

5. 在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包括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会议、《议

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九届会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六

届会议、科技咨询机构第六十一届会议和履行机构第六十一届会议，并将包括一

次理事机构联席高级别会议。 

6. 阿塞拜疆政府将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和 13 日举办世界领导人峰会。秘书处

和阿塞拜疆政府将在适当时候提供领导人参与峰会情况的信息。峰会期间，国家

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在高级别会议的第一部分发表国家声明。 

7. 下文初步概述了巴库会议拟议组织工作的设想。 

8. 2024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一，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主席将主持会议开

幕，主席将提议选举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会议主席，第二十九届会议主席也将

担任《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九届会议和《协定》/《公约》缔约方

会议第六届会议的主席。2 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会议、《议定书》/《公约》

缔约方会议第十九届会议和《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议将依次举

行开幕全体会议，处理各自议程上的项目。随后，科技咨询机构第六十一届会议

和履行机构第六十一届会议将共同举行开幕全体会议。 

9. 所有开幕全体会议完毕后，还将召开一次五个机构的联席全体会议，以听取

代表缔约方集团所作的发言。 

10.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应将附属机构第六十届和第六十一届会议的工作结

果转交有关理事机构酌情审议和通过。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第六十一届会议

将于 2024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完成工作。 

11. 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会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九届会

议和《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议将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完

成工作，届时将依次召开闭幕全体会议，以处理各自议程上的项目及科技咨询机

构和履行机构转交的工作。 

12. 已授权在大会期间举行若干活动，包括：在缔约方会议之下举行关于全球气

候行动的年度高级别活动3 和气候资金问题双年度高级别部长级对话；4 在《协

定》/《公约》缔约方会议之下举行扩大适应资金的迫切需要问题高级别部长级

对话、5 气候资金新集体量化目标问题高级别部长级对话、6 2030 年前力度问题

年度高级别部长级圆桌会议7 公正转型问题年度高级别部长级圆桌会议。8 还将

  

 2 阿塞拜疆政府已提名生态和自然资源部部长穆赫塔尔·巴巴耶夫担任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

会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九届会议和《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六届

会议的主席。 

 3 第 1/CP.25 号决定，第 27 段。 

 4 第 4/CP.26 号决定，第 20 段。 

 5 第 1/CMA.5 号决定，第 99 段。 

 6 第 9/CMA.3 号决定，第 10 段。 

 7 第 1/CMA.3 号决定，第 31 段。 

 8 第 1/CMA.4 号决定，第 5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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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会议主席的领导之下组织多项活动。关于所有活动的信

息将在适当时候提供。 

13. 秘书处将与各机构的主持者合作，继续努力确保在大会期间均衡高效地分配

谈判时间，避免各次会议出现时间冲突。大会期间的各次会议将依照履行机构的

建议9 进行安排，以确保遵守所有缔约方商定的明确和有效的工作惯例。 

14. 按照惯例，大会将遵循公开、透明和包容的原则，这些原则将体现在正式和

非正式全体会议的举行中；将及时提供文件和会议通知；将通过闭路电视和《气

候公约》官方在线平台，包括网站、“谈判者”移动应用程序(Negotiator app)和

社交媒体渠道广播信息。 

 C. 高级别会议 

15. 在高级别会议期间，将举行一次理事机构联席全体会议，以听取缔约方的国

家发言。将拟定一份代表《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缔约方发言

的发言者的名单。联席全体会议将不作出任何决定。为了最好地利用可用时间，

建议与以往届会一样，每次发言限时三分钟(代表缔约方集团所作的发言限时五

分钟)。正式发言全文将登载于《气候公约》网站。 

16. 国家发言之后，将听取观察员组织的发言，建议每次发言限时两分钟。 

 D. 理事机构的临时议程 

17. 目前暂时适用的议事规则草案第 9 条规定，“秘书处经主席同意后，应草拟

每期届会的临时议程”。秘书处与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主席和主席团磋商

之后编写了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会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

九届会议和《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议临时议程的可能内容，分

别载于附件一、二和三。 

18. 临时议程的可能内容以往届会议产生的任务授权为基础，并考虑到缔约方会

议第二十八届会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和《协定》/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五届会议的成果。 

19. 秘书处将参照缔约方的意见，在征得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主席同意后

最后确定临时议程，并按照目前暂时适用的议事规则草案第 11 条，最晚于届会

开幕前六周以联合国正式语文分发临时议程。 

  

 9 FCCC/SBI/2014/8，第 213 和第 218-2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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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未来届会 

 A. 将要举行的届会 

20. 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赞赏地接受了巴西政府提出的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至 21 日主办缔约方会议第三十届会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

十届会议和《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七届会议的提议。10 

21. 缔约方会议第三十一届会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

会议和《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将于 2026 年 11 月 9 日至 20 日

举行。11 按照联合国区域集团轮流的原则，这些会议的主席将从西欧和其他国

家产生。西欧和其他国家组应争取完成磋商，并尽快提出主办这些会议的提议，

最迟于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或第三十届会议上转交提议供审议。 

22. 按照区域集团轮流原则，缔约方会议第三十二届会议、《议定书》 /《公

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二届会议和《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九届会议的

主席应从非洲国家中产生。非洲国家组应开始磋商，以期早日作出决定，提出这

些会议的东道国。 

23. 按照区域集团轮流原则，缔约方会议第三十三届会议、《议定书》 /《公

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三届会议和《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的

主席应从亚洲-太平洋国家中产生。亚洲-太平洋国家组应开始磋商，以期早日作

出决定，提出这些会议的东道国。 

 B. 《公约》机构会议日历 

24. 以下是建议的 2028 年届会会期，供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会议审议和通

过： 

 (a) 第一会期：6 月 5 日星期一至 6 月 15 日星期四； 

 (b) 第二会期：11 月 6 日星期一至 11 月 17 日星期五。 

25. 以下是建议的 2029 年届会会期，也供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会议审议和通

过： 

 (a) 第一会期：6 月 4 日星期一至 6 月 14 日星期四； 

 (b) 第二会期：11 月 5 日星期一至 11 月 16 日星期五。 

 四. 提高《气候公约》进程的效率 

26. 多年来，履行机构一直在考虑提高《气候公约》进程效率的机会。履行机构

第五十八届会议注意到，《气候公约》会议规模不断扩大，从而带来了挑战，特

别是议程项目和授权活动数量不断增加。履行机构第五十八届会议注意到进程的

  

 10 第 17/CP.28 号决定，第 4 段。 

 11 第 17/CP.28 号决定，第 10(b)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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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包容性和有效性因此受到的影响以及预算和其他组织问题因此受到的影

响。12 

27. 履行机构第五十八届会议注意到，缔约方和观察员组织就提高《气候公约》

进程效率的机会初步交换了意见，包括但不限于精简理事机构和附属机构的临时

议程以及鼓励缔约方会议通过议事规则。13 

28. 从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的成果，包括新的任务来看，上文第 26 段所

述挑战持续存在并且变得更加严峻，对预算和其他组织问题产生了进一步影响。 

29. 由于每届会议都产生新的任务，包括活动任务，而且议程项目越来越多，秘

书处难以确保届会期间高效的时间管理。在附属机构第六十届会议上将安排举行

33 项授权活动，与附属机构议程上的 49 个项目或分项目的谈判同期举行。处理

贯穿各领域的问题的授权活动和议程项目有所增加，因而避免会议和活动的时间

冲突同时确保缔约方有充足时间参加谈判并非易事。 

30. 在秘书处的支持下，会议主持者为确保《气候公约》进程的效率而进行了努

力，实行了创新并提出了举措，具体包括： 

 (a) 简化临时议程上的项目并将之分组； 

 (b) 共同召开全体会议以实现高效的时间管理和工作安排，例如理事机构

和附属机构召开联席全体会议以听取开幕和闭幕发言，附属机构届会举行开幕全

体会议以安排工作，举行闭幕全体会议以商定结论； 

 (c) 修改登记程序，从而提高届会参会方面的透明度。 

31. 请缔约方在履行机构第六十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一事项14 并探索提高《气

候公约》进程效率的进一步机会，以提升力度并加强实施，同时考虑到： 

 (a) 履行机构第五十届会议15 要求编写的关于将理事机构届会频率从目前

的年度周期改为其他周期的影响的信息文件；16 

 (b) 就精简理事机构和附属机构临时议程提交17 的意见；18 

 (c) 履行机构第五十八届会议要求编写的19 关于减少临时议程中重叠项目

的备选办法的技术文件，20 其中考虑到了上述意见。 

  

 12 FCCC/SBI/2023/10，第 136 段。 

 13 FCCC/SBI/2023/10，第 137 段。 

 14 根据 FCCC/SBI/2023/10 号文件，第 140 段。 

 15 FCCC/SBI/2019/9，第 133 段。 

 16 将作为 FCCC/SBI/2024/INF.4 号文件提供。 

 17 可查阅 https://www4.unfccc.int/sites/submissionsstaging/Pages/Home.aspx (搜索栏输入 

“arrangements for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s”)。 

 18 按照 FCCC/SBI/2023/10 号文件第 138 段的要求。 

 19 FCCC/SBI/2023/10，第 139 段。 

 20 将作为 FCCC/TP/2024/5 号文件提供。 

https://www4.unfccc.int/sites/submissionsstaging/Pages/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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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加强观察员组织在政府间进程中的参与 

32. 接纳的观察员组织数量继续大幅增加。为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评估了

1,104 份申请，21 其中 615 个观察员组织被认为具备资格，于是被接纳。由此，

截至 2023 年底，《气候公约》进程接纳的观察员组织总数达到 3,804 个，与缔约

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相比增加了 19%。近年来，接纳率也大幅提高。接纳的观

察员组织数量达到 1,000 个用时 14 年，达到 2,000 个用时 8 年，达到 3,000 个用

时 4 年，再过 3 年，到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会议时，接纳的观察员组织数量预

计将达到 4,000 个。在这种情况下，确保接纳的观察员组织切实参与这一进程将

越来越难。 

33. 2023 年，观察员组织的参与水平又创新高。在附属机构第五十八届会议

上，有 2,116 个观察员组织与会，其中 1,752 个代表非政府组织。如下图所示，

17,863 个观察员组织参加了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其中 13,278个代表非政

府组织。与附属机构第五十六届会议和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相比，观察员

组织的参与水平大幅增加，增幅为 45%。 

缔约方会议届会的参会数量 

 

34. 就参与质量而言，首次全球盘点提供了重要的新的互动机会，让观察员组织

能够与缔约方就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集体进展和未来政策选择交换意见。在

全球盘点的参与方式方面，会议主持者实行了许多创新，对此两年期报告有所详

述，下表中也有所显示。在整个进程中，产出文件大量纳入了非缔约方利益相关

方提交的材料，并采用了有利于对话的包容性的互动形式，以便缔约方能够与观

察员组织和其他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互动。全体会议和高级别活动期间，会议主

持者还确保在缔约方的发言中穿插观察员的陈述。 

  

 21 2023 年 7 月 6 日已告知缔约方和观察员组织，履行机构要求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以便利观

察员组织更有效地参与政府间进程，应履行机构的要求，秘书处实行了新的接纳申请评估时

间线。目前按照申请日期的顺序视可用资源对申请进行持续评估，目的是保障评估质量，这

又将便利观察员有效参与《气候公约》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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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期间，观察员组织应邀在各种高级别活动中发

言并与部长和国家元首互动。除谈判外，观察员组织还在缔约方会议主席关于公

正转型的公开对话中与缔约方进行了互动。此外，由观察员组织发起的宣传工作

数量创下新高，观察员组织还参与了正式会外活动和展览。这些参与模式为观察

员组织提供了更多参与进程和贡献知识与专长的机会。 

36. 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主席制定了一项 2023 年全年与广大利益相关方

进行多样化互动的计划，主要包括：请观察员组织代表参与哥本哈根气候部长级

会议、彼得斯堡气候对话和缔约方会议的会前会议；为青年与会者参加缔约方会

议提供能力建设和资金；在缔约方会议之前，每月与非政府组织类别组进行对

话；在缔约方会议上为观察员组织代表参会和非政府组织集团类别组的展馆(包

括不同信仰间展馆)提供资金，同时在方案编制方面给予各类别组自主权。还在

整个会场提供出色的后勤支持，并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支持。此外，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政府为九个会外活动的会议室全部配备了口译设施，以便解决语言障碍，

并让观察员组织的与会者得到多元化的代表。 

37. 由于开展了加强观察员组织参与的进程并由此产生了关于利益冲突和透明度

的讨论，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在登记程序和缔约方会议届会与会者最终名

单方面实行了新的措施。这些措施是提高《气候公约》届会透明度的手段，因而

受到了欢迎，更新后的登记程序和每日制证系统为观察员组织的参与提供了便

利。 

38. 虽然会议主持者和秘书处为加强观察员组织的参与进行了这些创新和努力，

但切实参与《气候公约》进程的机会22 并未增加，同时参加届会的观察员组织

却越来越多。例如，许多观察员组织认为，大量在商业展馆举行的活动以及整个

会议期间与谈判进程无关的其他专题活动和宣言妨碍了切实参与《气候公约》进

程，因为这些活动增加了会议资源的负担，限制了观察员与缔约方接触和参与谈

判会议的机会。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如同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六届和

第二十七届会议，某种程度上，观察员组织进入谈判会议室仍然存在问题。多数

会议的预订经过仔细规划，以确保会议室的大小与预期出席人数相符。需要时也

提供分会场会议室。需要探讨如何确保参加谈判进程的与会者和主要参与非谈判

活动的与会者都能充分参与缔约方会议的届会。 

39. 履行机构不妨就加强观察员组织切实参与《气候公约》进程的问题提供指导

意见，特别是如何解决观察员组织与会者人数众多但切实参与机会有限的问题。

在这方面，履行机构第五十八届会议要求编写的23 关于解决观察员参与方面的

区域不平衡的备选办法的技术文件24 将包括增加切实参与谈判进程的机会的备

选办法。 

  

 22 根据 2022 年的观察员审评程序的界定，切实参与带来了可能性，能够为决策提供参考和并影

响决策，建立与缔约方的双向对话，传达关切并为进程贡献专业知识和经验，还能够在进程

中与利益相关方建立联盟并合作寻求解决方案。 

 23 FCCC/SBI/2023/10，第 146(c)(二)和(三)段。另见 FCCC/SBI/2021/16，第 111 段和第 114(b)(二)

段，以及 FCCC/SBI/2022/10 号文件，第 170 段。 

 24 将作为 FCCC/TP/2024/1 号文件提供。 



FCCC/SBI/2024/8 

10 GE.24-07240 

40. 下表是非详尽报告，说明了 2022 至 2023 年履行机构关于如何加强观察员组

织在政府间进程中的参与的结论的执行情况。 

41. 该表分为四节(A-D)，涉及以下方面的结论：(A) 与《气候公约》各机构会

议主持者相关的结论；(B) 与现任和候任缔约方会议主席相关的结论；(C) 与理

事机构今后届会东道国相关的结论；(D) 与秘书处相关的结论。每节均载有关于

相应结论执行情况的信息。 

42. 表格综合了秘书处提供的关于两年期内秘书处加强观察员组织参与的活动和

举措的资料，突出了总体趋势，表中还提供了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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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年观察员组织在政府间进程中的参与 

履行机构的结论 执行情况 

A. 请各机构的会议主持者酌情在资金、时间和空间允许的情况下： 

1. 增加观察员在会上发言的机

会，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投

入，包括提交的材料 

观察员组织继续利用在《气候公约》会议上发言的机会，包括 211 次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机会。 

各工作流程都为观察员组织在会议期间发言并提供投入和提交材料提供了机会，具体包括： 

(a) 全球盘点之下的技术对话的联合召集人通过以下方式促进缔约方、观察员组织和其他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借

助气候行动高级别倡导者的支持，实行了一个公开的提名和意向书程序；采取多种模式，包括五次非正式磋商、六次全体

会议、十次圆桌会议、多次重点讨论会和三次世界咖啡馆讨论会；采用创新的参与方法，例如两次图文展示会、一个创意

空间和全球盘点信息门户；a 最终，联合召集人以虚拟形式发布了技术对话综合报告。b 此外，联合召集人还在每次技术

对话会议之前和之后与观察员组织举行非正式会议，以收集反馈意见。这一方法使得利益相关方能够进行丰富、活跃的讨

论； 

(b) 在全球盘点的政治阶段，附属机构主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确保观察员组织和其他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切实参与，具

体包括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磋商、两次线下研讨会和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上的三次高级别活动，从而使民间社会、私

营部门、城市和次国家层面的主责机关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见解得以纳入气候行动对话。这一方法有助于扩大讨论的范

围，确保全球气候政策以多样的专门知识和意见作为参考； 

(c) 沙姆沙伊赫减缓力度和实施工作方案联合主席在 2023 年该工作方案之下举行的两次全球对话之前与观察员组织和气候

行动高级别倡导者进行了互动，以便向他们提供信息，并请他们就议题提出意见并提供投入。观察员组织积极参与了各项

活动，包括 2023 年举行的两次全球对话和两次聚焦于投资的活动。联合主席鼓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观察员组织和其

他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均衡地参与； 

(d) 观察员组织和其他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提交了 14 份资料，并在附属机构第五十八届和第五十九届会议上以及作为《巴

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五届会议上积极参与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公正转型工作方案(原为关于公正转

型路径的工作方案)之下的谈判和研讨会。 

(e) 技术执委会设立了不限成员名额的活动小组，非政府组织可参与这些小组。共有来自六个非政府组织类别组的 40 名代

表参加了技术执委会的 16 个活动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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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机构的结论 执行情况 

(f) 在适应委员会、气候资金新的集体量化目标特设工作方案、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格拉斯哥气候赋权行动工作方

案、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卡托维兹专家委员会、内罗毕工作方案、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关于《巴黎协定》第二条第

一款第(三)项的范围及其与《巴黎协定》第九条的互补性的沙姆沙伊赫对话、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和根据《巴黎协定》第

六条第四款所建立机制的监督机构之下，邀请了观察员组织出席会议，参与讨论并提供投入； 

(g) 适应委员会与《气候公约》青年非政府组织类别组建立了伙伴关系，包括建立了积极的沟通渠道。此外，适应委员会

的宣传工作组目前已向类别组和其他外部实体开放。 

(h) 在分别于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和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上举行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能力

建设中心活动中，90%以上的参与者是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来自观察员组织的专家参加了能力建设中心的指导委员会，

以解决诸如性别、土著人民的知识、青年的观点、人权和气候赋权行动等关键问题。观察员组织在能力建设中心主持的专

题日活动影响了相关议程和成果。2022 年，青年非政府组织类别组加入了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网络，使巴黎能力建设委员

会的活动中出现了更多积极参与。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经常调动观察员组织的专业知识，包括近 30 个青年组织和 200 多个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组织的专业知识； 

(i) 在具备资金的情况下，缔约方会议届会之前和期间举行的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平台的活动和会议全部提供联合国所有六

种正式语文的口译。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的气候行动高级别倡导者为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平台促进工作组第 10 次会

议上提供的口译服务提供了资助； 

(j) 第 15 次内罗毕工作方案联络点论坛主题为推进转型适应以促进农业和粮食安全，论坛聚集了缔约方、专家组和内罗毕

工作方案伙伴，分享关于支持具体国家和具体区域的举措的见解和最佳做法。 

2. 更多地利用非缔约方利益相

关方在研讨会和技术会议上以及

在所提交材料中提供的信息 

据报告，共向观察员开放了 81 次《气候公约》研讨会和会议，包括会期研讨会。 

观察员组织参加了会议、研讨会和网络研讨会，并应邀提交了材料，为适应委员会、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监督机构和技

术执行委员会等各方的工作提供了参考，也为与气候资金新的集体量化目标、根据《巴黎协定》第十三条进行的报告和审

评以及农业和粮食安全相关的工作提供了参考。监督机构共进行了 10 次材料征集，收到了 498 份利益相关方提交的材料，

提交材料的有许多是观察员组织。 

在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网络之下，394 个成员中有 380 个是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它们积极参加了技术研讨会、网络研讨

会和区域专题对话。进行三次关于能力建设主题的材料征集，收到的材料 90%来自观察员组织，这些材料被用于为巴黎能

力建设委员会的工作和活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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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机构的结论 执行情况 

在格拉斯哥－沙姆沙伊赫全球适应目标工作方案之下，研讨会与会者的 41%是观察员组织的代表，他们所作的贡献包括主

持会议、发言和分享专门知识。共收到 49 份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实体)提交的材料，这

些材料有助于促成讨论。 

促进工作组是一个独特的组成机构，因为它的组成具有包容性，其成员包括缔约方和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所有利益相关

方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促进工作组与土著人民组织密切合作，涵盖了全部七个联合国土著社会文化区域。促进工作组使用

虚拟磋商等参与式的方法，确保在缔约方会议届会期间举行的年度青年圆桌会议等活动中考虑土著青年和当地社区的观

点。 

3. 继续与观察员对话 通过多个工作流程的网络研讨会、会议、活动和研讨会促进了与观察员组织的对话，例如在适应委员会和全球适应目标进

程之下，在改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进程中也促进了与观察员组织的对话。 

所有授权的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平台的活动都向观察员开放。在非洲和亚洲以及北极和太平洋的联合国土著社会文化区域

举行的区域/双区域会议特别有利于促进观察员组织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特别是由于有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包括老年人、

知识持有者、土著青年和在偏远地区工作的地方社区的青年提供投入。 

B. 建议现任和候任缔约方会议主席： 

1. 除在缔约方会议届会期间举

行面对面开放式对话外，考虑在

届会闭会期间以虚拟方式举行开

放式对话 

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主席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上举行了一次开放式对话，这次对话与非政府组织类别组共

同筹备，对话使观察员组织与 15 个缔约方得以就实现公正能源转型远离化石燃料的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对话。 

促进工作组在闭会期间与缔约方会议主席进行了互动，以促进与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平台参与方的对话，主要是与第二十

二届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同期举行联合活动，并邀请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主席在 2023 年以虚拟形式举行的非正

式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平台参与方简报会上发言。 

2. 探索增加观察员组织，包括

青年组织和发展中国家的组织参

与的方式 

作为观察员组织登记参加缔约方会议届会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区域分布情况有所改善，从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

会议到第二十八届会议，被接纳的发展中国家观察员组织数量增加了 16%。在登记参加缔约方会议届会的获得观察员组织

认证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与会代表方面，从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到第二十八届会议，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这

类代表人数增加了 45%，登记的参会者中，代表亚洲-太平洋国家的观察员组织的参会者所占比例增加了 10%，西欧和其他

国家的参会者所占比例减少了 5%。秘书处已经审评并将继续审评区域分布方面的发展。 

在邀请青年组织参与方面，多项跨工作流程的举措为缔约方会议主席提供了支持，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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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机构的结论 执行情况 

(a) 秘书处响应《格拉斯哥气候公约》，支持缔约方会议主席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和第二十八届会议上举办青年主导

的年度气候论坛，着眼于为儿童和青年提供机会，让他们直接与决策者交流政策优先事项； 

(b) 2023 年，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主席国、气候行动高级别倡导者、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青年气候倡导者和

联合国秘书长青年特使发表了联合声明，以便在缔约方会议之前和期间推动缔约方和观察员组织代表团成员(包括青年)切

实参与气候决策、政策和行动。 

3. 在后勤安排和参与机会等方

面确保观察员组织在缔约方会议

届会之前、期间和之后公开、包

容和有意义的参与 

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和第二十八届会议的东道国政府在每届会议之前每月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向它们通报与各代表团团

长和部长磋商的进展以及业务筹备情况。埃及政府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都为观察员参与制定了创新方法，两国政府都

提供了机会，让非政府组织类别组能够参加 2022 年彼得斯堡气候对话的主要会议和 2023 年哥本哈根气候部长级会议的主

要会议。它们沿用了前任缔约方会议主席的做法，邀请非政府组织类别组参加这两届缔约方会议的会前会议。 

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与埃及政府合作，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的会前会议上与气候行动高级别倡导者和非政府组织

类别组互动，使非政府组织类别组能够同与会者当面互动并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会前会议的闭幕全体会议上发

言。 

在秘书处的支持下，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青年气候倡导者和青年非政府组织类别组主办了在附属机构第五十八届会

议和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上举行的青年盘点，青年盘点提供了机会，可借以回顾青年融入《气候公约》进程的历史

发展，通过全球青年声明分析青年气候政策优先事项的发展，并指出青年切实参与《气候公约》进程的未来方向。 

气候行动高级别倡导者动员并支持观察员组织和其他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有效地参与全球盘点之下的技术对话专题讨论，

他们为秘书处开展的意向书进程提供了支持，该进程着眼于收集广泛的观点，整合科学见解、土著知识和社区经验，以便

为全球盘点提供参考并使之更加丰富。借助马拉喀什全球气候行动伙伴关系之下由气候行动高级别倡导者在闭会期间主导

的结构性对话与合作，观察员组织和其他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作出了贡献，促进了在气候行动领域发现有效解决办法并分

享最佳做法，从而提高了全球盘点成果的全面性和成效。这些努力突出表明，气候行动高级别倡导者致力于实现透明的、

缔约方驱动的进程，该进程重视所有利益相关方在塑造气候行动、支持和国际合作方面的贡献。 

4. 在缔约方会议届会期间为广

大利益相关方与缔约方接触提供

便利，包括允许它们就实质性问

题发表意见，同时尊重目前适用

为了促进《公约》和《巴黎协定》之下气候赋权行动方面的政策一致性和国际合作，秘书处支持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

议主席组织和举办了一次关于民间社会在适应和韧性方面的作用的会期活动，支持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主席组织和

举办了一次关于利用气候赋权行动促进公正转型的会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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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机构的结论 执行情况 

的议事规则草案和《气候公约》

进程由缔约方驱动的性质 

根据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平台 2022-2024 年工作计划，促进工作组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协助

进行了两次对话，旨在促进缔约方和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例如知识持有者，土著青年和来自当地社区的青年)之间的互

动。 

5. 考虑在届会之前为观察员组

织，包括为青年人制定能力建设

举措 

在缔约方会议届会之前，为观察员组织，特别是青年观察员组织，主办了多项能力建设方案，包括： 

(a) 在 2022 年启动的青年建设能力(Youth4Capacity)方案之下，在附属机构第五十八届会议上与观察员组织合作举办了一系

列活动，以建设青年的能力； 

(b) 青年非政府组织类别组与气候赋权行动中心合作，在 2023 年区域气候周期间举办了能力建设实操会议，探讨了以青年

参与和技能发展促进公正转型和参与决策进程、气候宣传和社区主导的气候行动等主题。包括青年组织在内的观察员组织

为会议的筹备和举行作出了贡献； 

(c) 作为国际青年气候代表方案的内容之一，在秘书处的支持下，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主席和青年气候倡导者在缔

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之前为参加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的 100 名青年代表和青年非政府组织类别组的成员举办了

31 次线上培训课。另开发了 16 个关于《气候公约》工作流程的培训模块，已在《气候公约》网站上公布。 

6. 考虑会场规模 每届缔约方会议的场地都是独特的。与东道国进行了讨论，仔细审议了会场的规模和布局，同时考虑到可持续性的考量。 

C. 建议理事机构未来届会的主持人和秘书处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探索在高级别会议期间举行观察员组织高级别活动之可能 

 观察员组织积极参与了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期间的多项高级别活动，例如，非政府组织类别组在第一次关于公正转

型的年度高级别部长级圆桌会议开幕式上作了发言，参加了关于 2030 年前力度问题的高级别部长级圆桌会议，在按任务授

权举行的两次气候资金问题高级别部长级对话中与缔约方和集团的高级别代表进行了互动。对于气候融资问题高级别部长

级对话，每个非政府组织类别组有两名代表受邀登记并在所有部长之后发言，还分配了一个会议室，以支持观察员组织跟

踪对话情况。 

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和第二十八届会议上，与来自七个联合国土著社会文化区域的土著人民举行了一次高级别主席对

话。 

D. 请秘书处在可行且适当的情况下，视可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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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机构的结论 执行情况 

1. 探讨如何鼓励观察员组织广

泛参与，特别是鼓励发展中国家

的观察员组织和青年组织广泛参

与，包括通过远程方式参与 

秘书处在《气候公约》届会期间举行了 20 次对话和会议，以便观察员组织能够与高级别官员，包括与缔约方会议主席、

《气候公约》执行秘书和气候行动高级别倡导者进行接触。 

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和第二十八届会议之前，秘书处分别以五种和六种联合国正式语文发布了观察员手册，其中涵盖

了观察员参与《气候公约》进程的政策、会议后勤、具体参与机会和《气候公约》活动行为守则。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

届和第二十八届会议之前，除了在附属机构第五十八届会议之前举行了一次说明会之外，还就观察员参与的这些方面举行

了两次跨两个时区的说明会。观察员组织，特别是青年非政府类别组、土著人民组织以及妇女和性别平等类别组广泛分享

了这几次说明会。 

秘书处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上协助开展了 114 项经核准的倡导行动，在附属机构第五十八届会议上协助开展了 15

项此类行动，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协助开展了 168 项此类行动，其中许多行动由青年组织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

组织举办。 

因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而实施的限制放宽后，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恢复了现场展览，同时会外活动继续以混合

形式举行并进行直播以实现虚拟参与。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上，秘书处协调了近 360 次会外活动，参与的观察员

组织和缔约方约 960 个，并协调了近 270 个利益相关方共同组织的 160 次展览。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上，秘书处

协调了 360 多项会外活动，参与的观察员组织和缔约方近 1,130 个，并协调了近 230 个利益相关方共同组织的 170 次展览。

在附属机构第五十六届会议上，秘书处协调了 130 多项会外活动，参与的组织者近 235 个，在附属机构第五十八届会议

上，秘书处协调了近 125 项会外活动，参与的利益相关方近 300 名。 

秘书处继续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和青年观察员组织提出的会外活动和展览申请。在青年主导的合并会外活动和展览申请方

面，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和第二十八届会议上，100%的申请入选，在附属机构第五十六届会议上，100%的申请入

选，在附属机构第五十八届会议上，75%的申请入选。由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观察员组织主导的会外活动和展览申请 100%入

选各届会议。总体上，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和第二十八届会议以及附属机构第五十六届会议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观

察员组织提出的会外活动和展览申请 100%入选，这些组织成为牵头组织者或共同组织者。在附属机构第五十八届会议

上，93%的申请入选。 

继续提供便利，帮助观察员组织广泛参与整个秘书处的举措和工作流程。秘书处邀请所有非政府组织类别组参加适应委员

会、全球适应目标进程、技术执行委员会和“共同提升透明度”倡议之下的线上、线下和混合研讨会或会议，观察员组织

占研讨会平均出席人数的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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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机构的结论 执行情况 

在内罗毕工作方案下，秘书处邀请观察员组织参加专题专家组，包括关于农业和粮食安全这一优先专题的专家组。秘书处

与内罗毕工作方案伙伴和《气候公约》组成机构共同召集了线下和虚拟的区域和全球活动，包括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

球气候变化适应网络和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合作举行的关于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和太平洋岛屿的活动。 

2. 进一步增加缔约方获取非缔

约方利益相关方所提交材料的 

机会 

缔约方、观察员组织和其他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提交的所有材料均可在《气候公约》提交材料门户网站查阅。观察员组织

和其他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经常受邀通过公开的提交门户网站提供投入。观察员组织和其他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所提交材

料的数量大幅增加，2022-2023 两年期收到了 781 份观察员组织提交的材料，与 2020-2021 两年期相比增加了 290%。 

在全球盘点过程中，137 个观察员组织和其他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提交了关于各自为支持《巴黎协定》的目标而采取行动

的信息，占缔约方和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所提交信息的 90%。秘书处与技术对话联合召集人一道，确保通过全球盘点门户

网站内的在线搜索工具能够搜索到技术阶段收到的所有提交材料。这些材料有助于开展全球盘点之下的技术对话，材料的

内容也纳入了技术对话联合召集人的综合报告。在审议产出部分的过程中收到的材料为附属机构主席为支持相关政治阶段

而召集的闭会期间线下研讨会提供了投入。 

3. 在编写背景文件时利用观察

员组织的提供的信息 

观察员组织的反馈已被纳入各工作流程的活动和文件，包括全球适应目标之下的概念说明、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的年度重

点领域和区域专题对话、技术执行委员会的技术文件和该委员会不限成员名额活动小组的活动、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平台

年度青年圆桌会议和未来工作计划以及内罗毕工作方案之下的业务模式和体制模式盘点，也被纳入了监督机构和清洁发展

机制执行理事会的文件。 

4. 加强促进观察员参与的现有

做法，以期促进《气候公约》进

程的开放性、透明度和包容性 

秘书处会议事务司司长在《气候公约》届会之前、期间和之后与观察员组织进行了积极互动。会前，观察员组织在能力建

设会议期间收到了后勤信息。每届会议之后与非政府组织类别组联络点举行一次盘点会议，听取关于后勤和观察员参与政

策的反馈意见。观察员组织在这种互动中分享的见解有助于为秘书处与未来东道国关于筹备缔约方会议届会的讨论提供参

考。 

秘书处编写了最新的报告和材料，包括透明度框架参考手册以及专家咨询小组为支持实施透明度框架而编写的技术手册的

修订版，在其中纳入了最近在透明度框架之下在关于方法学工作的谈判中产生的指导意见和决定。这些文件是更广泛的一

系列材料的一部分，这些材料旨在帮助缔约方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包括观察员组织)了解透明度框架之下透明度的要素，并

了解透明度框架与国家自主贡献、全球盘点以及促进履行和遵守的委员会的关联。 

5. 增加网播会议的数量 沙姆沙伊赫减缓力度和实施工作方案之下的两次全球对话、适应委员会、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监督机构和技术执行

委员会的会议和/或研讨会以及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平台之下的会议和/或研讨会进行了网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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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机构的结论 执行情况 

《气候公约》届会的全部正式会外活动都在秘书处管理的YouTube官方频道、《气候公约》网站的网播版块和《气候公

约》虚拟会议平台上进行了直播。 

秘书处与联合国统计司和国际能源署合作，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举办了关于国家能源信息管理系统和能源统计的质量保证

研讨会。秘书处举办了八次此类线上研讨会和三次研讨会，以解决质量保证研讨会期间确定的最紧迫和最关键的需求。 

6. 确保信息和意见征集的标准

措辞提及缔约方和观察员组织 

在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之下，材料征集采用标准化措辞，面向《公约》和《巴黎协定》之下的所有缔约方、机构、实体和

进程，以及所有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实体、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慈善组织、学术和研究组织以

及区域和国际组织和倡议。 

7. 编写一份关于增加发展中国

家观察员组织参与的备选办法的

技术文件 

本文件提出了在《气候公约》进程中增加发展中国家观察员组织参与的备选办法。 

8. 继续利用技术并改善虚拟工

具，以方便观察员组织远程参与

会议，同时注意到远程参与也有

挑战 

《气候公约》所有届会都提供了虚拟参与的机会，不仅方便了因病无法出席的个人，也方便了因资源限制而无法旅行或难

以获得线下出席名额的人。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气候公约》进程的包容性、透明度和公开性。 

使用了各种虚拟参与和社交媒体工具，以便促进在各次会议和研讨会中加强观察员的参与和互动，例如： 

(a) 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和 2023 年举行的区域气候周期间，“共同提升透明度”倡议之下的活动日历栏有助于加

强与各方伙伴和主要利益相关方的协调，并促成了更广泛的虚拟参与； 

(b) 技术执行委员会的技术信息交换所平台提供关于技术相关活动、事件和文件的信息，该平台的页面浏览量超过了

141,600 次。 

a  https://unfccc.int/topics/global-stocktake/information-portal。 

b  FCCC/SB/2023/9。 

https://unfccc.int/topics/global-stocktake/information-portal


FCCC/SBI/2024/8 

GE.24-07240 19 

附件一 

  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的可能内容 

[English only] 

•  Opening of the session. 

•  Organizational matters: 

o Electi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at its twenty-ninth 

session; 

o Adoption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 Adoption of the agenda; 

o Election of officers other than the President; 

o Admission of organizations as observers; 

o Organization of work, including for the sessions of the subsidiary bodies; 

o Dates and venues of future sessions; 

o Adoption of the report on credentials. 

•  Reports of the subsidiary bodies. 

•  Reporting from and review of Parties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  Reporting from Parties not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  Matters relating to adaptation:1 

o Reports of the Adaptation Committee (for 2023 and 2024); 

o Review of the progress, effectiveness and performance of the Adaptation 

Committee. 

• Warsa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for Loss and Damage associated with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joint annual report of its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the Santiago 

network for averting, minimizing and addressing loss and damage associated with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2 

•  Matters relating to finance: 

o Long-term climate finance; 

o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Finance; 

o Report of the Green Climate Fund to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and 

guidance to the Green Climate Fund; 

o Report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to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and guidance to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o Report of the Fund for responding to loss and damage associated with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guidance to the Fund; 

o Arrangements between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the 

  

 1 Further to para. 2 of decision 3/CP.26, recommendations from SBI 60 on the initial assessment of 

progress in the proces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national adaptation plans referred to in para. 19 of 

decision 8/CP.24 would be addressed under this element. 

 2 The inclusion of this element does not prejudge outcomes on matters related to the governance of the 

Warsa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FCCC/SBI/2024/8 

20 GE.24-07240 

Fund for responding to loss and damage associated with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 Seventh review of the Financial Mechanism. 

•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of technologie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chnology 

Mechanism:  

o Joint annual report of the Technology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the Climate 

Technology Centre and Network; 

o Linkages between the Technology Mechanism and the Financial Mechanism. 

•  Matters relating to capacity-building.3 

•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 Report of the forum on the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ponse measures. 

•  Local Communi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Platform. 

• Periodic review of the long-term global goal under the Convention and of overall 

progress towards achieving it. 

•  Gender and climate change. 

• Consideration of proposals from Parties for amendments to the Convention under 

Article 15: 

o Proposal from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amend Article 4, paragraph 2(f), of 

the Convention; 

o Proposal from Papua New Guinea and Mexico to amend Articles 7 and 18 of 

the Convention. 

• Second review of the adequacy of Article 4, paragraph 2(a–b), of the Convention. 

•  Administrative, financial and institutional matters. 

•  High-level segment. 

•  Other matters. 

•  Conclusion of the session. 

  

 3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SBI would be addressed under this element: further to paras. 

5–6 of decision 12/CP.28, recommendations from SBI 60 on the second review of the Paris Committee 

on Capacity-building; further to para. 14 of decision 10/CP.25, recommendations from SBI 60 on the 

terms of reference for the fifth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ramework for 

capacity-build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stablished under decision 2/CP.7 under the Convention; and 

further to para. 80 of decision 1/CP.21, recommendations from SBI 61 on the annual technical progress 

report of the Paris Committee on Capacity-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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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

九届会议临时议程的可能内容 

[English only] 

•  Opening of the session. 

•  Organizational matters:  

o Adoption of the agenda； 

o Election of additional officers； 

o Organization of work, including for the sessions of the subsidiary bodies；  

o Approval of the report on credentials.  

•  Reports of the subsidiary bodies.  

•  Reporting from and review of Parties included in Annex I:1  

o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o Final compilation and accounting report for the second commitment period of 

the Kyoto Protocol for Parties included in Annex I with a commitment 

inscribed in the third column of Annex B in the Doha Amendment to the 

Kyoto Protocol. 

•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Adaptation Fund. 

•  Matters relating to capacity-building. 

•  Report of the forum on the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ponse measures. 

•  Report of the Compliance Committee. 

• Report on the high-level ministerial round table on increased ambition of Kyoto 

Protocol commitments. 

•  Administrative, financial and institutional matters. 

•  High-level segment. 

•  Other matters.  

•  Conclusion of the session. 

  

 1 As defined in Article 1, para. 7, of the Kyoto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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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六届

会议临时议程的可能内容 

[English only] 

• Opening of the session. 

• Organizational matters: 

o Adoption of the agenda; 

o Election of additional officers; 

o Organization of work, including for the sessions of the subsidiary bodies; 

o Approval of the report on credentials. 

•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global stocktake. 

• United Arab Emirates just transition work programme. 

• Sharm el-Sheikh mitigation amb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work programme. 

• Further guidance on features of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26 of decision 1/CP.21. 

• Reporting and review pursuant to Article 13 of the Paris Agreement: provision of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to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es for reporting and 

capacity-building. 

• Matters relating to adaptation: 

o Global goal on adaptation; 

o Reports of the Adaptation Committee (for 2023 and 2024); 

o Review of the progress, effectiveness and performance of the Adaptation 

Committee. 

• Warsa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for Loss and Damage associated with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joint annual report of its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the Santiago 

network for averting, minimizing and addressing loss and damage associated with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1, 2  

• Matters relating to finance: 

o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Finance; 

o Guidance to the Green Climate Fund; 

o Guidance to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o Report of the Fund for responding to loss and damage associated with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guidance to the Fund; 

o Arrangements between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the 

  

 1 The inclusion of this element does not prejudge outcomes on matters related to the governance of the 

Warsa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2 Further to para. 46 of decision 2/CMA.2, para. 25 of decision 6/CMA.5 and para. 8 of decision 

7/CMA.5, recommendations from SB 61 on the terms of reference for the third review of the Warsa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the joint annual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the Santiago network, 

and the rules of procedure for the Advisory Board of the Santiago network would be addressed under 

this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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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 for responding to loss and damage associated with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 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 on climate finance; 

o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Adaptation Fund; 

o Sharm el-Sheikh dialogue on the scope of Article 2, paragraph 1(c), of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its complementarity with Article 9 of the Paris 

Agreement; 

o United Arab Emirates dialogue on implementing the outcomes of the global 

stocktake,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97 of decision 1/CMA.5. 

o Report on doubling the collective provision of climate finance for adaptation 

to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es from 2019 levels by 2025. 

•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of technologie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chnology 

Mechanism:  

o Joint annual report of the Technology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the Climate 

Technology Centre and Network; 

o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programme. 

• Matters relating to capacity-building.3 

• Report of the forum on the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ponse measures. 

• Matters relating to Article 6 of the Paris Agreement: 

o Guidance on cooperative approach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6, paragraph 2, of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in decision 2/CMA.3; 

o Rules, modalities and procedures for the mechanism established by Article 6, 

paragraph 4, of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referred to in decision 3/CMA.3; 

o Work programme under the framework for non-market approach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6, paragraph 8, of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in decision 4/CMA.3. 

•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committee to facilitate implementation and promote 

complianc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5, paragraph 2, of the Paris Agreement. 

• Administrative, financial and institutional matters. 

• High-level segment. 

• Other matters. 

• Conclusion of the session. 

 

     

 

  

 3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from SBI 61 would be addressed under this element: further to para. 7 

of decision 16/CMA.5, recommendations on the second review of the Paris Committee on Capacity-

building; and further to para. 8 of decision 3/CMA.2, recommendations on the annual technical progress 

report of the Paris Committee on Capacity-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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