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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2023 年方案计划之所以独特，原因有三。首先，因其紧迫性——我们

正处于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中恢复的不同阶段，这次疫情可能会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失去另一个十

年。第二，在其之前，我们举行了第十五届部长级会议，其大胆的成果文件《布里奇顿公约》加强了贸发会

议的任务，并要求我们开创新局面。第三，因为这是我作为贸发会议秘书长的第一个方案计划，我曾发誓要

带着新的愿景、努力和目标担任这一职位。 

 因此，这是一份雄心勃勃的文件。文件详细说明了我们如何寻求振兴我们所有各司的三大工作支柱，以

支持成员国在疫后世界中的壮志雄心，即迎接挑战，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并更有能力应

对未来的危机。 

 这意味着与联合国系统进行更密切和更贯穿各领域的协调，我们是联合国系统综合处理贸易和发展以及

金融、技术、投资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相互关联问题的协调中心。作为《布里奇顿公约》的一部分，我们还需

要从新的发展角度将性别、环境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纳入一个综合框架。 

 我将带领贸发会议从新的角度处理老问题，利用久经考验的工具处理新问题，坚信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仍

在前面。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们的集体努力。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秘书长 

蕾韦卡·格林斯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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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2023 年拟议方案计划和 2021 年方案执行情况 

  总方向 

  任务和背景 

 12.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负责协助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并从中受益，以支持包容

性、有弹性和可持续的增长和发展。正如贸发会议第十五届四年期会议的成果文件《布里奇顿

公约》着重指出，鉴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危机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造成的高度倒

退影响，这项任务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公约》呼吁贸发会议为关于 COVID-19 应

对和恢复措施的协调一致的国际对话作出贡献，以消除疫情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帮

助发展中国家通过多样化、可持续性和复原力实现经济转型，改变发展的融资方式，并加强多

边主义。呼吁特别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其他

结构薄弱、易受影响的小经济体以及处于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的国家，同时也考虑到中等收入

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挑战。《公约》还重申了贸发会议作为联合国系统内综合处理贸易和发

展以及金融、技术、投资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相互关联问题的协调中心的作用。面对一系列复杂

的全球挑战(例如，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脆弱性，包括高债务水平；加速气候变化和持续环境退

化；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贸发会议将支持各国建设一个更公平、更公正、有韧性、包容、正

义和可持续的世界，即共享繁荣的世界。贸发会议还将考虑到一些重要的基本问题，最主要是

尊重人权，包括性别平等。 

   2023 年战略和外部因素 

 12.2 COVID-19 大流行病对贸发会议的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布里奇顿公约》建议，确保疫

后实现包容性全球复苏构成贸发会议目标的基础，以振兴其三个相互关联的工作支柱：(a) 开

展高质量的循证研究和政策分析，为国家、区域和国际政策提供依据，旨在根据“不让任何人

掉队”的原则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b) 基于这一分析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合作；(c) 通过

其政府间机制将成员国汇聚起来，就政策达成共识，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化

和经济一体化机遇，并应对贯穿各领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 

 12.3 贸发会议将继续处理对所有国家实现可持续的公平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的相互关联的问题，同

时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优先事项。这需要贸发会议各次级方案之间进行广泛交流和合

作。贸发会议还通过其在南南和三方面合作以及区域一体化相关问题上开展的工作协助处理这

些相互关联的问题，包括促进所有利益攸关方和相关机构之间的对话，以加强和交流最佳做法

和经验，争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2.4 根据其在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等相互关联领域的任务，贸发会议将支持执行、监测和审查《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指标。贸发会议是全球一级八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监管者，并支持监测和实施多项目标，其主要贡献在于目标 8、9、10 和 17，并对目标

2、5、12、14、15 和 16 作出贡献。贸发会议将继续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

组。贸发会议的活动也酌情与其他相关议程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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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除全球议程外，贸发会议还将特别努力确保执行其 2021 年第十五届会议再次确认和加强的任

务，《布里奇顿公约》概述了这些任务。贸发会议将以文件中概述的四大转变为指导，迈向更具

复原力、更包容和更可持续的世界：通过多样化实现经济转型；向更可持续和更具弹性的经济

转型；转变发展筹资方式；转变多边主义。 

 12.6 为了促进共同繁荣的世界，贸发会议将支持创建一种新的综合处理发展经济学的方法，将包容

性、气候变化和环境更充分地纳入一个新的全球贸易、金融和政策框架，《布里奇顿公约》也强

调了这一点。 

 12.7 为支持其成员国并按照《布里奇顿公约》的要求促进结构转型，贸发会议将继续提供贸易和发

展领域的可靠统计信息和指标。为确保在组织层面更协调一致地发展统计能力，支持实施《公

约》中概述的四项转变，并促进支持成员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贸发会议提供了一项跨领域

的服务，以确保协同作用和质量控制。 

 12.8 按照《布里奇顿公约》的要求，贸发会议将继续通过技术合作支持各国应对因 COVID-19 大流

行而加剧或显露的挑战，通过建设生产能力增强其应对未来经济冲击的能力，发展各国政府制

定实施发展筹资、投资、国际贸易、科技和物流政策的能力，并支持可持续发展。 

 12.9 2023 年拟议方案计划将考虑不断改进和应对会员国需求和要求的重要性，继续纳入为应对

COVID-19 大流行而调整和修改该方案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的实例包

括：将关于 COVID-19 相关挑战和经济复原的分析纳入贸发会议方案拟订；通过更广泛地使用

基于信息技术的方式(如在线培训、在线/混合会议和使用投资政策中心等电子平台)修改交付方

法；使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适应各国新出现的需求和优先事项(例如，向成员国提供贸发会议电

子工具，以减轻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见次级方案 2)。同时，假定这些业务条件已经改善，

可以通过既定方式执行任务。对计划交付成果的任何修改都将符合目标、战略和任务，并将作

为方案执行情况信息的一部分加以报告。 

 12.10 在与其他实体在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合作方面，贸发会议将继续将其专门知识与合作

伙伴的影响面和国内存在结合起来。贸发会议继续与驻地协调员办公室合作参与联合国发展系

统改革进程，担任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基金项目的审查员，支持综合国家融资框架。贸发会议

将继续参与拟定共同国家评估报告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贸发会议还将继续积极支持

区域组织，如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秘书处，以充分利用区域一体化的潜力。此外，贸发会议继

续促进与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实体的伙伴关系，包括

在其世界投资论坛汇集广泛的私营部门实体。此外，贸发会议将借鉴《联合国全球契约》的经

验和新建议，通过完善其尽职调查准则，继续加强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机制。 

 12.11 在机构间协调和联络方面，贸发会议参加了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作

为发展筹资后续进程的五个主要机构利益攸关方之一，贸发会议正在通过对《亚的斯亚贝巴行

动议程》各项承诺的专门后续行动，牵头进行关于目标落实手段监测和问责的机构间对话，特

别侧重于其贸易、金融、投资和技术层面。贸发会议参加了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继续

领导联合国贸易和生产能力机构间小组在国家一级开展“一体”业务活动。作为联合国科学、

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跨机构任务小组的成员以及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的秘书

处，贸发会议将继续支持落实《2030 年议程》中与科学、技术和创新有关的成果。包括技术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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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机制和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库。此外，贸发会议仍然是 COVID-19 大流行社会经济对策多伙伴

信托基金指导委员会的成员。 

 12.12 在外部因素方面，2023 年总体计划以下列规划假设为基础： 

(a) 继续在国家和区域两级提供最新和准确的经济和金融信息和数据，并继续与相关实体合作

编制统计数据； 

(b) 继续为技术合作方案提供预算外资金，成员国有条件和能力通过和执行政策和战略； 

(c) 在政府间会议上有达成共识的政治意愿； 

(d) 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第十二次部长级会议达成一项商定成果； 

(e) 第五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达成一项商定成果。 

 12.13 贸发会议根据其任务规定，酌情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其业务活动、应交付产出和成果。贸发会

议致力于在贸易和发展中以综合和跨领域的方式对待性别平等视角。贸发会议将继续加强成员

国的能力，以制订和执行政策，建立支持增强妇女经济权能、经济安全和权利的机构、框架和

(或)机制，并增强其经济和数字技能和机会。贸发会议将继续分析 COVID-19 大流行和其他现

象的性别影响，并倡导采取对性别问题具有敏感认识的对策。贸发会议还将继续在贸易和按性

别分列的统计数据方面开展开创性工作，并衡量妇女和男子感受贸易影响的方式。 

 12.14 根据《联合国残疾包容战略》，贸发会议将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密切合作，继续支持在其方案

工作和业务活动中推进对残疾的包容。例如，贸发会议将确保残疾人无障碍出入所有场所和会

议设施。 

  2021 年方案执行情况 

  疫情的影响 

 12.15 COVID-19 大流行持续到 2021 年，对任务的执行、特别是对《布里奇顿公约》的谈判进程产生

了影响。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贸发会议第十五届四年度大会两次推迟，大会于 2021 年 10 月

虚拟举行。两个工作室，分别在布里奇顿和日内瓦，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东道国的知名度和成员

的充分参与。这也使会议得以采取混合方式，即联合国秘书长亲自参加。此外，24 个最不发达

国家设有天线室，连通性较差的利益攸关方可以由此参加会议。相比之下，将在阿布扎比举行

的亚洲电子商务周最初推迟到 2021 年 10 月，但最终取消。 

  立法授权 

 12.16 以下清单列示本方案所有授权。 

大会决议 

1995(XIX) 设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作为大会机构 

63/20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63/303 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会议

成果 

66/288 我们希望的未来 

67/226 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年度全面政

策审查 

https://undocs.org/ch/A/RES/1995(XIX)
https://undocs.org/ch/A/RES/63/204
https://undocs.org/ch/A/RES/63/303
https://undocs.org/ch/A/RES/66/288
https://undocs.org/ch/A/RES/6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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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19 联合国在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促进发

展的作用 

69/137 内陆发展中国家 2014-2024 年十年行动纲领 

69/313 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

行动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70/1 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70/133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后续行动以及《北

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及大会第二十三届特

别会议成果的充分执行 

72/234 妇女参与发展 

72/279 在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年度全面

政策审查背景下重新定位联合国发展系统 

73/241 国际移民与发展 

73/245 为消除贫困和保护环境促进包括生态旅游在

内的可持续旅游业 

73/291 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布宜诺斯

艾利斯成果文件 

74/228 联合国在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促进发

展的作用 

76/190 国际贸易与发展 

76/191 以单方面经济措施为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

政治和经济胁迫 

76/192 国际金融体系与发展 

76/198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和执

行情况 

76/202 在《21 世纪议程》基础上为执行《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 

76/203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

径)》和《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

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的后续行

动和执行情况 

76/215 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合作 

76/217 第二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的后

续行动 

76/218 联合国第三个消除贫困十年(2018-2027)的执

行情况 

76/221 南南合作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 

2021/28 评估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成果落实和后续工作

方面取得的进展 

2021/29 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发展 

2021/30 开放源码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 

TD/442、

TD/442/Corr.1 和

TD/442/Corr.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二届大会报告 

TD/500/Add.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三届大会报告：

多哈授权 

TD/519/Add.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四届大会报告：

内罗毕共识 

TD/541/Add.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报告：

《布里奇顿协定》 

  次级方案 1 

  全球化、相互依存和发展 

大会决议 

66/188 处理粮食及相关金融和商品市场价格过度波

动问题 

72/227 联合国在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促进发

展的作用 

74/205 金融普惠促进可持续发展 

75/20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 

75/225 努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76/126 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76/193 外债可持续性与发展 

76/196 推动国际合作打击非法资金流动和加强资产

返还的良好做法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https://undocs.org/ch/A/RES/68/219
https://undocs.org/ch/A/RES/69/137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33
https://undocs.org/ch/A/RES/72/234
https://undocs.org/ch/A/RES/72/279
https://undocs.org/ch/A/RES/73/24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45
https://undocs.org/ch/A/RES/73/291
https://undocs.org/ch/A/RES/74/228
https://undocs.org/ch/A/RES/76/190
https://undocs.org/ch/A/RES/76/191
https://undocs.org/ch/A/RES/76/192
https://undocs.org/ch/A/RES/76/198
https://undocs.org/ch/A/RES/76/202
https://undocs.org/ch/A/RES/76/203
https://undocs.org/ch/A/RES/76/215
https://undocs.org/ch/A/RES/76/217
https://undocs.org/ch/A/RES/76/218
https://undocs.org/ch/A/RES/76/221
https://undocs.org/ch/E/RES/2021/28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E/RES/2021/28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E/RES/2021/28
https://undocs.org/ch/E/RES/2021/29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E/RES/2021/29
https://undocs.org/ch/E/RES/2021/30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E/RES/2021/30
https://undocs.org/ch/TD/442
https://undocs.org/ch/TD/442/Corr.1
https://undocs.org/ch/TD/442/Corr.2
https://undocs.org/ch/TD/500/Add.1
https://undocs.org/ch/TD/519/Add.2
https://undocs.org/ch/TD/541/Add.2
https://undocs.org/ch/A/RES/66/188
https://undocs.org/ch/A/RES/72/227
https://undocs.org/ch/A/RES/74/205
https://undocs.org/ch/A/RES/75/20
https://undocs.org/ch/A/RES/75/225
https://undocs.org/ch/A/RES/76/126
https://undocs.org/ch/A/RES/76/193
https://undocs.org/ch/A/RES/7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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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级方案 2 

  投资和企业 

大会决议 

75/211 创业促进可持续发展 76/197 促进可持续发展投资 

  次级方案 3 

  国际贸易及初级商品 

大会决议 

35/63 限制性商业惯例 

70/186 保护消费者 

71/312 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行动呼吁 

74/7 必须终止美利坚合众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

和金融封锁 

74/198 2021 国际创意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年 

74/216 《21 世纪议程》、《进一步执行〈21 世纪议程〉

方案》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的执行情况 

76/194 商品 

  次级方案 4 

  技术和物流 

大会决议 

60/252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69/213 运输和过境通道在确保国际合作促进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作用 

69/283 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70/125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成果执行情况全面审查大

会高级别会议成果文件 

72/212 加强所有运输方式之间的联系，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75/17 开展国际合作应对海员因冠状病毒病

(COVID-19)大流行而面临的挑战，支持全球

供应链 

75/316 快速技术变革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

目标的影响 

76/189 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 

76/213 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 

2015/26 评估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成果落实和后续工作

方面取得的进展 

2020/12 评估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成果落实和后续工作

方面取得的进展 

2020/13 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发展 

  

  

  次级方案 5 

  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特别方案 

大会决议 

67/221 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毕业的国家的平稳过渡 

68/18 国家从最不发达国家类别毕业 

68/225 与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

具体行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与捐助国

及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过境运输合作问题国

际部长级会议的成果 

69/15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 (萨摩亚

途径) 

https://undocs.org/ch/A/RES/75/211
https://undocs.org/ch/A/RES/76/197
https://undocs.org/ch/A/RES/35/63
https://undocs.org/ch/A/RES/70/186
https://undocs.org/ch/A/RES/71/312
https://undocs.org/ch/A/RES/74/7
https://undocs.org/ch/A/RES/74/198
https://undocs.org/ch/A/RES/74/216
https://undocs.org/ch/A/RES/76/194
https://undocs.org/ch/A/RES/60/252
https://undocs.org/ch/A/RES/69/213
https://undocs.org/ch/A/RES/69/283
https://undocs.org/ch/A/RES/70/125
https://undocs.org/ch/A/RES/72/212
https://undocs.org/ch/A/RES/75/17
https://undocs.org/ch/A/RES/75/316
https://undocs.org/ch/A/RES/76/189
https://undocs.org/ch/A/RES/76/213
https://undocs.org/ch/E/RES/2015/26
https://undocs.org/ch/E/RES/2020/12
https://undocs.org/ch/E/RES/2020/13
https://undocs.org/ch/A/RES/67/221
https://undocs.org/ch/A/RES/68/18
https://undocs.org/ch/A/RES/68/225
https://undocs.org/ch/A/RES/6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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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17 《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

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的后续行动

和执行情况 

74/3 审查落实《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

(萨摩亚途径)》过程中处理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优先事项方面进展情况高级别会议的政

治宣言 

74/15 关于《内陆发展中国家 2014-2024 年十年维也

纳行动纲领》执行情况高级别中期审查的政

治宣言 

74/234 联合国第三个消除贫困十年(2018-2027)的执

行情况 

76/216 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后续

行动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 

2017/29 发展政策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报告 

2018/27 发展政策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报告 

2019/8 发展政策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报告 

  应交付产出 

 12.17 表 12.1 列示本方案的所有共有应交付产出。 

表 12.1 

按类别和次类别列示的 2021-2023 年期间共有应交付产出 

类别和次类别 

2021 年 

计划 

2021 年 

实际 

2022 年 

计划 

2023 年 

计划 

     
A. 协助政府间进程和专家机构     

议事机构文件(文件数目) 10 10 10 10 

1. 为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准备的会议室文件 1 1 1 1 

2. 关于贸发会议专门知识领域内联合国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后续行动的报告 1 1 1 1 

3. 关于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在第十五届贸发大会后续行动中需要采取行动的事项

的报告 

1 1 1 1 

4. 为战略框架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编写的会议室文件和工作文件 4 4 4 4 

5. 贸发会议方案和项目外部评价概览 1 1 1 1 

6. 关于贸发会议次级方案外部评价的报告 1 1 1 1 

7. 审查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活动及其供资情况 1 1 1 1 

实质性会议服务(3 小时会议次数) 104 111 107 107 

下列机构的会议：     

8.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包括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年度会议、特别会议和执行

会议 

92 94 92 92 

9. 方案计划和方案业绩工作组 12 14 12 12 

10.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 1 1 1 

11. 第五委员会 — 1 1 1 

12.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 1 1 1 

https://undocs.org/ch/A/RES/69/217
https://undocs.org/ch/A/RES/74/3
https://undocs.org/ch/A/RES/74/15
https://undocs.org/ch/A/RES/74/234
https://undocs.org/ch/A/RES/76/216
https://undocs.org/ch/E/RES/2017/29
https://undocs.org/ch/E/RES/2018/27
https://undocs.org/ch/E/RES/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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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生成和转让知识     

 研讨会、讲习班和培训活动(天数) 9 22 24 24 

13. 关于贸发会议秘书长与成员国协商确定的专题的研讨会(例如，特设专家讨论会) 3 3 3 3 

14. 与民间社会和成员国举行包括公开研讨会在内的讨论会，以产生和转让与贸发

会议工作方案有关的知识，但须由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进一步审议和作出决定 

1 1 2 2 

15. 贸易和发展专题讨论会(劳尔·普雷维施演讲) 1 1 1 1 

16. 国际贸易与发展专题讨论会，如多方利益攸关方对话 1 1 1 1 

17. 与贸发会议特别顾问和倡导者举办讨论会 1 2 2 2 

18. 关于协调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讨论会(核心会议) 1 — 1 1 

19. 与民间社会和青年举办讲习班，包括联网活动和在线联网讨论 1 14 14 14 

 技术材料 a (材料数目) 9 7 9 8 

20. 关于社会发展的政策简介 1 — 1 1 

21. 关于联合国发展账户项目评价和捐款协定要求的外部评价的报告 8 7 8 7 

C. 实质性应交付产出     

 数据库和实质性数字材料：贸发会议民间社会数据库和民间社会电子提示以及贸发会议青年网络。 

D. 信息传播方面的应交付产出 

 外联方案、特别活动和宣传材料：《贸发会议一览》；外联方案；特别活动；区域外联材料；旗舰出版物的新闻工具包、媒体简报

和传单；新闻简报和观点文章；关于贸发会议的新闻材料(包括小册子、海报和文件夹)；为访问贸发会议的学生、代表、学者和

青年举办以及应请求在其他地方举办专门的信息交流会，包括在线外联。 

 对外关系和媒体关系：新闻发布会、新闻稿和情况说明。 

 数字平台和多媒体内容：贸发会议网站和社交媒体内容，包括关于贸发会议的会议、活动和出版物的播客和博客，包括政策简报。 

 a 秘书长的观点文章以前列在技术材料项下，现列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应交付产出款下。 

  评价活动 

 12.18 2021 年完成的下列评价指导了拟定 2023 年拟议方案计划的工作： 

(a) 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加强评价的作用及评价结果在方案设计、交付和政策指示中的应用的

评价； 

(b) 贸发会议完成的独立项目评价： 

㈠ 贸发会议支持贸易和性别平等方面能力建设的群组评价(在线培训)； 

㈡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支助方案，以消除非关税壁垒，提高监管透明度，促进工业多样化； 

㈢ 《太平洋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中贸易监管和便利化方面的透明度； 

㈣ 提高东部和南部非洲棉花副产品的增值； 

㈤ 促进南部非洲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发展政策； 

㈥ 针对内陆发展中国家循证决策的生产能力比照评估指数。 

 12.19 2023 年拟议方案计划考虑到了上述评价的结果和经验教训。例如，在对次级方案 2、3 和 4 下

各小组联合实施的一个项目的评价中，有一项建议呼吁加强将性别观点纳入相关工作领域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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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为此，贸发会议对性别观点和非关税措施/壁垒的影响进行了背景分析。这些分析结果将指

导下一阶段的工作，积极解决性别平等的三个方面：获得培训；获取信息；利用投诉机制。在

对贸发会议在次级方案 5 下制定生产能力指数的工作的评价中，提出了加强与联合国国家工作

队的关系并使之系统化的建议，贸发会议已就该建议与驻地协调员办公室合作，在参加国举办

与该指数有关的讲习班，但目的是通过这些办公室的经济学家更多地参与国家生产能力差距评

估，将这种合作扩大到数据分析阶段。贸发会议还在加强与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办事处的接触，

通过讨论会和与驻地协调员的交流展示其专业知识，并更积极地参与有若干国家办事处经济学

家参加的联合国经济学家网络。关于对次级方案 1 南部非洲可持续经济增长发展政策工作的评

价，建议贸发会议设法促进主要利益攸关方在项目设计或启动阶段进行更实质性的参与，以确

保从一开始就确立奖励办法和自主权。在这方面，贸发会议将探讨如何更好地与具有国家存在

的主要伙伴机构接触，这些机会能够在项目结束后在国家一级支持项目成果的可持续性。 

 12.20 计划在 2023 年进行以下评价： 

(a) 对贸发会议次级方案 2 的独立评价：投资和企业； 

(b) 对贸发会议次级方案 3 的独立评价：国际贸易和商品(将于 2024 年提出)； 

(c) 对涵盖各次级方案的已完成项目进行六次独立评价。 

  工作方案 

  次级方案 1 

  全球化、相互依存和发展 

  目标 

 12.21 本次级方案促进实现的目标是：利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循证经济政策和战略，促进包容

性可持续发展、持续增长、全体人民充分就业并享有体面工作；利用多种方式，包括开展南北

合作，并辅之以而不是代之以南南和三方合作，在持久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并在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方面取得进展。 

  战略 

 12.22 为促进实现这一目标，本方案将： 

(a) 通过上文第 12.2 段提到的贸发会议的三个工作支柱，从贸易、金融、投资、技术和宏观经

济政策对发展的影响的角度，确定这些政策相互依存所产生的具体需求和措施； 

(b) 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在各级制定发展战略和切实可行的政策选项和建议，包括通过技术援

助、培训和传播最佳做法； 

(c) 通过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方案，提供及时的统计数据，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国家统计系统； 

(d) 促进在成功的发展筹资战略、债务可持续性和有效的债务管理之间相互作用的各个层面加

强合作，并补充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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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和长期债务可持续性方面的挑战，以及持续调动国内国际金融

资源用于发展，这将有助于成员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和 17 方面取得进展； 

(f) 对发展中国家间更密切合作和一体化的趋势和前景进行研究和分析； 

(g) 根据《布里奇顿协定》第 127(bb)段，并应大会关于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

的第 75/20 号决议和关于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第 76/126 号决议的要求，提供技术援助以及

研究和分析，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h) 分析南南合作可提高发展实效、促进从 COVID-19 大流行中恢复和增强发展中国家复原力

的具体方式； 

(i) 如《布里奇顿协定》第 75 段所述，分析贸易和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与其任务有

关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因为在当前气候趋势下，向更可持续的经济转型需要提高各国和经

济体适应更高温度的能力，因此有必要更好地了解贸易和发展将如何受到世界变暖的影响。 

 12.23 预计上述工作将促进取得下列成果： 

(a) 对国际经济规则、做法和程序与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之间的衔接有更多的了解； 

(b) 加强经济和发展政策与决策之间的联系，改进成员国官方统计数据的汇编和传播； 

(c) 加强国家有效管理债务的能力； 

(d) 发展中国家更加理解全球经济环境以及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 

(e) 促进国际一级对债务问题和债务可持续性的了解； 

(f) 在各级更加理解气候变化从贸易和发展角度带来的挑战以及所需支持和行动的类型。 

  2021 年方案执行情况 

  促进加强结构转型以实现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富有弹性的经济的政策建议 

 12.24 本次级方案载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召开之前发表的题

为“从复苏到复原力：发展层面”的《2021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倡导有效维持增长和促进结

构转型，通过国际和国家行动促进生产能力和投资，加强有形和社会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不

仅更易受到环境冲击，而且由于气候影响而面临更持久的经济压力。为了推进其发展和环境议

程，在第二十六届会议之前，贸发会议呼吁各国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供资，以适应气候变化日

益恶化的影响，并履行每年向绿色气候基金认捐 1 000 亿美元的承诺。贸发会议在其报告中建

议进行具体改革，包括在官方发展援助承诺方面；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免和结构调整；增

加多边开发银行的资本供应；绿色债券市场(见 A/75/269)，以帮助增加长期筹资。第二十六届

会议的成果确认，在输送更多气候资金方面进展缓慢，成员国再次承诺加快这种资金流动。 

 12.25 下述业绩计量说明实现这一目标的进展情况(见表 12.2)。 

  

https://undocs.org/ch/A/RES/75/20
https://undocs.org/ch/A/RES/76/126
https://undocs.org/ch/A/7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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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业绩计量 

2019 (实际) 2020 (实际) 2021 (实际) 

   成员国支持通过贸发会议的分析

工作提高对全球经济持续失衡的

理解 

成员国促进解决发展筹资问题，

为此推动执行在加拿大和牙买

加领导下发起的 COVID-19 时

代及其后发展筹资倡议，并在贸

发会议分析工作的支持下，推动

启动联合国 COVID-19 复苏研

究路线图 

成员国在贸发会议分析工作的支

持下，参与关于额外分配特别提

款权的国际讨论 

  2023 年计划成果 

  成果 1：改进产业政策，培育南部非洲的区域价值链 

  2021 年方案执行情况和 2023 年目标 

 12.26 本次级方案的工作有助于促进各国政府与私营部门在经济政策讨论中的互动协作，增强了毛里

求斯、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拟定工业政策的能力，并通过扩大该区域公司

的跨界活动，实现了计划的目标。 

 12.27 实现 2023 年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的进展见下文业绩计量(见表 12.3)。 

表 12.3 

业绩计量 

2019 (实际) 2020 (实际) 2021 (实际) 2022 (计划) 2023 (计划) 

     为南共体一些国家

的区域产业政策提

出初步建议 

至少确定了三个部

门(农产品加工、采

矿机械和能源供

应)，在这些部门中

可以建立区域价值

链，确定利益攸关

方，并将其一并介

绍给南共体若干国

家和私营部门公司 

通过在毛里求斯产

业政策和战略计划

(2020-2025 年)框架

内确定六个小组委

员会，增加私营部门

对经济政策讨论的

参与，并推出出口发

展证书，同时为出口

企业提供若干激励

措施，以利于逐步扩

大该区域企业的跨

境活动 

发展中国家制定和

实施工业化战略

的能力得到提高 

南部非洲国家的区域

价值链办法将在其他

区域推广，通过加强

经济一体化和产业政

策能力，增加目标国

家(至少三个拉丁美洲

国家)的区域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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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 2：推进有关监测发展中国家债务状况的分析和政策建议 

  2021 年方案执行情况和 2023 年目标 

 12.28 本次级方案的工作有助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和改善其外部可持续性的必要政策，但未

达到计划目标，即通过举办一次有至少 40 个国家和国际机构代表参加的国际债务会议，讨论

进一步减免债务的措施，在国际论坛上进一步推进债务问题的解决。由于与 COVID-19 有关的

会议限制，会议不得不推迟到 2022 年年中，因此未能实现计划目标。 

 12.29 实现 2023 年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的进展见下文业绩计量(见表 12.4)。 

表 12.4 

业绩计量 

2019 (实际) 2020 (实际) 2021 (实际) 2022 (计划) 2023 (计划)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了对其债务可持续

性的当前挑战的分

析，并提供了一个

讨论改善全球债务

重组机制的平台 

通过发展中国家代

表的提案和倡议，

包括通过巴基斯坦

总理根据《2020 年

贸易和发展报告》

中介绍的本次级方

案的工作提出的关

于发展中国家债务

减免的全球倡议来

推进债务问题和政

策措施 

第二委员会通过分

析发展中国家流动

负债状况和制订提

高其债务可持续性

的建议，进一步推进

债务问题的解决 

通过债务减免的

多边措施建议和

更公平的债期调

整框架，发展中国

家债务问题的风

险和严重性下降，

至少 30 个发展中

国家继续建设其

债务管理能力 

30 个发展中国家受

益于对其债务管理能

力的评估 

  成果 3：在提供循证和数据驱动的分析方面更加灵活，以便为所有人落实《2030 年议程》，反映

出会员国的挑战 

  2023 年拟议方案计划 

 12.30 自 2019 年以来，本次级方案一直作为年度在线出版物(《可持续发展目标脉动》)提供最新的统

计数据和数据驱动分析，这已成为成员国和所有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监测可持续发展的工具，

同时向他们通报当今世界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2021 年更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脉动》以

数字说明情况，跟踪各国在到 2030 年实现这些目标方面的进展和挑战，并对与贸易、投资、发

展筹资、债务、运输和技术有关的一系列指标进行了分析。例如，贸发会议企业对消费者(商对

客)电子贸易指数向各国通报其对电子贸易的准备情况，贸发会议偏远指数帮助各国减少地理

距离和加强连通性。 

  经验教训和计划变动 

 12.31 本次级方案的经验教训是，在 COVID-19 大流行暴发时，《可持续发展目标脉动》没有及时提供

关于疫情带来的突然变化和影响的数据和分析。本次级方案吸取经验教训，审查了《可持续发

展目标脉动》的重点，以便将其进一步发展成为灵活的工具，及时提供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的数据，同时说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持续不平等、新出现的风险和脆弱性，包括在疫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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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这次审查还导致选定不同的年度主题，以应对反映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需求的专题

政策挑战，从而能够以循证方式有针对性地努力为所有人执行《2030 年议程》。 

 12.32 实现这一目标的预期进展见下述业绩计量(见图 12.一)。 

图 12.一 

业绩计量：受益于灵活且具有动态内容(包括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新数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脉动》

的成员国数目 

(百分比) 

 

  应交付产出 

 12.33 表 12.5 列示了本次级方案的所有应交付产出。 

表 12.5 

次级方案 1：按类别和次类别列示的 2021-2023 年期间应交付产出 

类别和次类别 

2021 年 

计划 

2021 年 

实际 

2022 年 

计划 

2023 年 

计划 

     
A. 协助政府间进程和专家机构     

 议事机构文件(文件数目) 10 9 8 8 

 1. 向大会提交的报告，包括关于外债可持续性与发展、关于援助巴勒斯坦人民、关于占领

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关于巴勒斯坦妇女的处境和对巴勒斯坦妇女的援

助的报告 

5 4 4 4 

 2. 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提交的报告，内容包括发展筹资问题、贸发会议对巴勒斯坦人民

的援助、《贸易和发展报告》概要 

3 3 2 2 

 3. 向贸易和发展委员会以及投资、企业和发展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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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计划)

2023 

(计划)

受益于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脉动》获取数据的成员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脉动》中重点不断变化的动态内容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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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和次类别 

2021 年 

计划 

2021 年 

实际 

2022 年 

计划 

2023 年 

计划 

     
 4. 向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提交的报告 1 1 1 1 

 实质性会议服务(3 小时会议次数) 24 39 18 18 

 下列机构的会议：     

 5. 大会(第二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 4 4 4 4 

 6. 第十五届贸发大会，包括筹备会议 — 25 — — 

 7.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年度会议和执行会议) 3 2 3 3 

 8. 方案计划和方案业绩工作组 2 2 2 2 

 9. 贸易和发展委员会及相关多年期专家会议 3 — 3 3 

 10. 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 6 6 6 6 

 11. 债务管理会议 6 — — — 

B. 生成和转让知识     

 外地和技术合作项目(项目数目，每个实体/主题) 19 17 17 17 

 12. 加强与援助巴勒斯坦人民有关的公共、私人和(或)国际能力 1 1 1 1 

 13. 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成员国服务贸易发展 1 1 — — 

 14. 发展政策促进南部非洲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 1 1 — — 

 15. 债务管理和金融分析系统安装、更新和维护 15 13 15 15 

 16. 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法资金流动计量(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非洲经济委员会

联合开展) 

1 1 1 1 

 研讨会、讲习班和培训活动(天数) 126 136 145 150 

 17. 面向决策者的研讨会和讲习班，内容包括：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主权借贷；全

球化、贸易和发展 

30 30 28 28 

 18. 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研讨会，包括关于贸易、金融、投资、技术和宏观经济

政策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特设专家讨论 

6 6 7 7 

 19. 面向入选国的管理人员和债务审计人员，开展债务管理和金融分析系统培训活动，介

绍债务数据记录、报告、债务统计、债务分析和债务审计 

90 100 110 115 

 出版物(出版物数目) 10 11 10 10 

 20. 贸易和发展报告 1 1 1 1 

 21. 贸发会议统计手册 1 1 1 1 

 22. 《可持续发展目标脉动》 1 1 1 1 

 23. 发展和全球化：事实和数据 — 1 — — 

 24. 关于外债、资源调动、非法资金流动及其背后的活动、南南合作、区域一体化和巴勒

斯坦经济发展的研究 

7 7 7 7 

 技术材料 a (材料数目) 11 13 10 11 

 25. 宏观经济、发展、融资和债务、结构转型和南南合作问题 6 6 5 5 

 26. 国别经济和海事统计概况 2 2 2 2 

 27. 债务管理和金融分析系统文件和软件 3 5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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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和次类别 

2021 年 

计划 

2021 年 

实际 

2022 年 

计划 

2023 年 

计划 

     
C. 实质性应交付产出     

 协商、咨询和倡导：向决策者提供政策咨询，内容包括国内资源调动、结构转型、增长政策(二十国集团)、巴黎俱乐部债务重新

谈判、金融失稳问题、债务可持续性以及贸易和发展领域的统计能力。 

 数据库和实质性数字材料：贸发会议金融数据库；世界经济宏观模型数据库；贸发会议统计数据中心，约有 250 000 个用户；金

融压力和债务可持续性指标。 

D. 信息传播方面的应交付产出 

 外联方案、特别活动和宣传材料：关于外债、发展筹资、宏观经济和发展政策问题的讲座和介绍；关于债务管理和金融分析体系

以及虚拟研究所的通讯稿和小册子。 

 对外关系和媒体关系：新闻稿、新闻发布会和采访，内容包括发展中国家债务和外部融资、南南合作、区域一体化以及援助巴勒

斯坦人民。 

 数字平台和多媒体内容：债务管理和金融分析体系；虚拟学院。 

 a “债务管理培训材料”被删除，因为它是该表第 19 行所示培训的一部分。 

  次级方案 2 

  投资和企业 

  目标 

 12.34 本次级方案促进实现的目标是通过促进生产能力建设、经济多样化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和企

业发展，推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战略 

 12.35 为促进该目标，本方案将： 

(a) 继续通过研究、政策分析和技术援助，协助成员国制定和执行政策，扩大调动公共和私人

资金，加强投资和创业促进可持续发展，帮助成员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8、10、12、

13 和 17 方面取得进展； 

(b) 监测、评估和分析国际投资的全球和区域趋势及前景并编写年度《世界投资报告》和其他

关于国际投资促进发展的分析性出版物； 

(c) 审评国家投资政策，支持关于国际投资协定制度的政策对话，支持并拟订更符合在国家和

国际层面商定的发展目标的新国际投资协定； 

(d) 向各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内容涉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促进、商业便利化和创新

筹资，包括利用证券交易所和机构基金，还涉及全球税改革对发展中国家所涉影响方面的

激励措施； 

(e) 通过旨在刺激企业发展的企业政策，包括动员全球努力为中小微型企业提供资金和投资，

以支持其可持续发展转型，并通过推广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会计和报告方面的最佳做法，促

进成员国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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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通过建立共识机制及世界投资论坛，促进就投资和企业发展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相关最佳

做法； 

(g) 评估 COVID-19 大流行对投资、全球价值链和企业发展的影响，并为恢复提供政策咨询、

框架和工具。 

 12.36 预计上述工作将促进取得下列成果： 

(a) 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的能力，以缩小可持续发展目标

投资方面、特别是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差距； 

(b) 提高各国能力，以解决与促进发展的投资和投资政策有关的关键问题和新出现问题，包括

与投资政策方面的税收、国际投资协定及其发展层面有关的问题； 

(c) 提高成员国收集、分析和报告外国直接投资和多国企业数据以及制订注重发展的投资政策

的能力； 

(d) 利用和引导更多的资源投向实现全球投资发展目标，并解决对一些实体的关切问题，这些

实体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推销其对某些目标的积极贡献，而不对可持续发展做出有意义的

贡献，包括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或对其他目标产生负面影响，这种现象也称

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清洗”； 

(e) 加强成员国和其他发展利益攸关方对企业发展问题的了解和提高生产能力的能力，包括协

助吸引投资资本、加强与跨国公司的商业联系以及参与全球和区域价值链； 

(f) 提高成员国对旨在吸引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投资的政策、创新和工具的认识； 

(g) 减轻 COVID-19 大流行对成员国吸引投资促进发展并从中受益的能力的影响，并促进其私

营部门的复苏。 

  2021 年方案执行情况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通过利用电子工具保持业务连续性，提高成员国的复原力 

 12.37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电子政务平台证明是一个物有所值、适应性强、易于实施的解决方

案，可供各国政府确保在危机时期保持业务开放，促进公共和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的复原力。

本次级方案通过其电子平台和电子工具向成员国提供政策咨询和援助，从而广泛允许在限制和

封锁期间保持业务连续性。贸发会议的电子政务平台被用来适应 COVID-19，减轻其影响，并

通过提供业务支助活动和促进实施 COVID-19 财政救助措施，为危机后恢复做好准备。具体应

用包括对临时被裁减工人的社会保障管理、处理企业赠款申请、处理税收减免或延期付款管理、

支出监测以及通过税收系统提供国家援助的危机后恢复。对企业竞争力方案进行了调整，以帮

助受益国的企业家发现和利用新的商业机会。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7 个成员国至少使用

了贸发会议开发的一种电子工具和电子平台，以确保保持业务开放，并减轻疫情的影响。 

 12.38 下述业绩计量说明了在实现该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见图 12.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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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二 

业绩计量：利用贸发会议的电子工具减轻 COVID-19 大流行影响的成员国数目 

 

  2023 年计划成果 

   成果 1：弥合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缺口的投资链 

  2021 年方案执行情况和 2023 年具体目标 

 12.39 本次级方案的工作促使 740 个投资利益攸关方遵守贸发会议的原则和建议，包括通过影响举措

和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的投资协定，超过了 683 个投资利益攸关方遵守贸发会议原则和建议

的计划具体目标。 

 12.40 下述业绩计量说明了在实现该 2023 年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见图 12.三)。 

图 12.三 

业绩计量：遵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原则和建议的投资利益攸关方数目(累计) 

 

  成果 2：投资和企业发展促进复苏和复原力 

  2021 年方案执行情况和 2023 年具体目标 

 12.41 本次级方案的工作促进 392 个公共和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包括可持续发展主题基金)报告已将

与可持续发展投资有关的贸发会议工具(如《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和关于核心指标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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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纳入其活动，超过了 356 个利益攸关方纳入贸发会议投资促进可持续发展工具的计划具

体目标。 

 12.42 下述业绩计量说明了在实现该 2023 年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见图 12.四)。 

图 12.四 

业绩计量：将与可持续发展投资有关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工具纳入其活动的利益攸关方数目(累计) 

 

  成果 3：重新启动支持成员国 COVID-19 疫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 

  2023 年拟议方案计划 

 12.43 为应对与 COVID-19 大流行和气候变化有关的挑战，本次级方案将继续支持成员国利用全球价

值链调整和外国投资提供的机会，振兴作为增长引擎的投资，并通过结构转型和经济多样化，

建立一个更具复原力、更具包容性的无害环境和可持续的世界。 

  经验教训和计划变动 

 12.44 本次级方案的经验教训是，为恢复和复原力而重新配置全球价值链将对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产

生深远影响。这就需要解决三个新的投资恢复挑战，包括：(a) 更新发展战略的投资框架，这需

要新的产业发展政策和明智的投资促进战略，包括通过发展“可持续发展目标示范区”，1 以

便吸引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活动的投资，采用最高水平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和遵守，通

过联系和溢出效应促进包容性增长；(b) 促进对基础设施和能源转变的投资，以吸引大量项目

支出，但这需要开发一系列银行肯担保的项目；(c) 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促进战略，在需

求最大的部门促进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包括在最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减缓和适

应气候变化。在应用这一经验教训时，本次级方案将更加注重支持投资政策制定者，通过协助

执行贸发会议支持 COVID-19 疫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提出的建议，应对这三个

投资复苏挑战。 

 12.45 下述业绩计量说明了在实现该目标方面的预期进展情况(见图 12.五)。 

  

__________________ 

 1 “可持续发展目标示范区”一词是指《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提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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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五 

业绩计量：成员国执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支持 COVID-19 疫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提出的

建议 

(百分比) 

 

  应交付产出 

 12.46 表 12.6 列出了本次级方案的所有应交付产出。 

表 12.6 

次级方案 2：按类别和次类别列示的 2021-2023 年期间应交付产出 

类别和次类别 

2021 年 

计划 

2021 年 

实际 

2022 年 

计划 

2023 年 

计划 

     
A. 协助政府间进程和专家机构         

 议事机构文件(文件数目) 8 8 8 8 

 1. 秘书长提交大会的关于投资和创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报告 1 1 1 1 

 2. 提交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关于投资促进发展的报告 1 — 1 1 

 3. 投资、企业和发展委员会会议及相关专家会议的报告 4 2 4 4 

 4. 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特设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报告 2 5 2 2 

 实质性会议服务(3 小时会议次数) 24 31 24 42 

 下列机构的会议：     

 5. 第十五届贸发大会，包括筹备会议 — 1 — — 

 6.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2 2 2 2 

 7. 方案计划和方案业绩工作组 2 2 2 2 

 8. 投资、企业和发展委员会会议及相关专家会议 14 2 14 12 

 9. 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6 4 6 6 

 10. 世界投资论坛 — 20 — 20 

B. 生成和转让知识       

 外地和技术合作项目(项目数目) 60 70 60 68 

 11. 区域投资问题分析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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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和次类别 

2021 年 

计划 

2021 年 

实际 

2022 年 

计划 

2023 年 

计划 

     
 12. 投资政策审评 8 8 8 8 

 13. 投资促进发展的政策选择，包括与投资政策有关的税收 — — — 5 

 14. 经济特区，包括可持续发展示范区试点 2 2 2 2 

 15. 国际投资管理体制 8 13 8 10 

 16. 投资促进和便利化，包括加强投资促进机构 3 3 3 3 

 17. 知识产权促进发展 1 1 1 1 

 18. 投资指南 2 5 2 3 

 19. 商业便利化举措 10 11 10 10 

 20. 企业发展举措，包括中小微型企业融资和业务联系 3 4 3 3 

 21. 经营技术方案 6 6 6 6 

 22. 会计和报告 3 3 3 3 

 23. 外国直接投资对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

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5 5 5 5 

 24. 机构投资者 2 2 2 2 

 25. 家族企业 2 2 2 2 

 26. 负责任投资 2 2 2 2 

 研讨会、讲习班和培训活动(天数) 107 195 107 136 

 27.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其发展层面和《世界投资报告》主题的研讨会 6 14 6 12 

 28. 关于国家和国际投资政策最佳做法、包括与投资政策有关的税收的培训活动 4 4 4 4 

 29. 关于投资政策审评、后续行动和增强投资便利化(国家)的培训活动 14 15 14 14 

 30. 关于国际投资统计和调查方法的培训活动 5 9 5 5 

 31. 关于投资促进发展关键问题的专家特别讨论，包括对“绿色清洗”a 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清洗”的关切问题 

3 16 3 3 

 32. 关于为政策制定者、投资促进官员和外交官举办的投资促进和便利化培训活动 10 14 10 10 

 33. 国际投资协定谈判、执行和改革培训活动 15 15 15 15 

 34. 关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的专家特别讨论 4 6 4 4 

 35. 知识产权促进发展培训讲习班 10 16 10 10 

 36. 企业发展政策培训讲习班 16 19 16 15 

 37. 会计和可持续性报告培训研讨会 6 23 6 12 

 38. 负责任投资问题讲习班和研讨会 4 30 4 20 

 39. 关于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发展的专家特别讨论 6 6 6 6 

 40. 机构投资者和可持续发展研讨会 2 5 2 3 

 41. 关于家族企业的专家特别讨论 2 3 2 3 

 出版物(出版物数目) 25 26 25 22 

 42. 《世界投资报告》及其综述 2 2 2 2 

 43. 投资促进发展问题，包括《跨国公司》期刊、最不发达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最佳做法

和经验教训以及关于负责任和可持续投资的研究 

7 8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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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和次类别 

2021 年 

计划 

2021 年 

实际 

2022 年 

计划 

2023 年 

计划 

     
 44. 投资政策促进发展，包括投资政策审评和关于投资促进发展政策选项的研究 9 9 9 6 

 45. 投资促进和便利化，包括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目标部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示范区发展 3 3 3 2 

 46. 企业发展与创业政策支持 2 2 2 2 

 47. 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 2 2 2 2 

 技术材料(材料数目)b 13 20 16 15 

 48. 《全球投资趋势观察》(系列)，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趋势观察》 4 4 4 4 

 49. 《全球投资政策监测》(系列) — — 3 3 

 50. 投资指南 2 3 2 2 

 51. 影响国际投资的措施 2 4 2 2 

 52. 国际投资协定问题说明 2 4 2 2 

 53. 知识产权促进发展 1 1 1 1 

 54. 企业发展与创业政策支持 1 3 1 1 

 55. 大使圆桌会议 1 1 1 — 

C. 实质性应交付产出     

 协商、咨询和倡导：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咨询，包括关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咨询；关于包括负责任投资在内的国际投资

统计的咨询；应要求向所有成员国提供咨询，所涉内容包括国家政策和国际投资协定、可持续发展以及投资促进和便利化、知识

产权、创业和企业发展、商业便利化(聚焦最弱势群体)，以及会计和报告准则；向大约 200 个投资促进机构、经济特区、全球投

资链中的其他利益攸关方和创业发展方案中心进行倡导并提供咨询服务，特别注重 COVID-19 疫情对投资和企业发展的影响。 

 数据库和实质性数字材料：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国家政策、国际投资协定及相关数据库；可持续金融数据库。 

D. 信息传播方面的应交付产出     

 对外和媒体关系：《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最新资料、经营技术方案通讯(电子通讯分发给 2 000 多个订户，并在网上提供)以及关

于负责任投资的通讯、小册子和新闻快讯；提供给 8 000 多名接收人的世界投资论坛报告。 

 数字平台和多媒体内容：全球企业登记门户；投资政策中心。 

 a “绿色清洗”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清洗”是指被列为可持续、但没有对可持续发展、包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有意义

贡献的产品和战略。 

 b 与 2022 年拟议方案预算相比，技术材料的列报更加详细，原因是各种监测(《全球投资政策监测》)的分类发生变化，以及

启动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趋势观察》。 

  次级方案 3 

  国际贸易及初级商品 

  目标 

 12.47 本次级方案促进实现的目标是，确保国际贸易及初级商品能够实现经济多样化、可持续和具有

复原力的经济以及多边主义转型，以便通过所有成员国的参与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更有复原

力、更可持续和更繁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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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 

 12.48 为促进该目标并支持实施《布里奇顿协定》概述的四项重大转型，本次级方案将： 

(a) 支持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多样化促进结构转型，从而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 1、2、7、8、9、12 和 13 方面取得进展； 

(b) 促进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向更可持续和更具复原力的经济转型，以帮助成员国在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7、12、13、14 和 15 方面取得进展； 

(c) 努力加强多边贸易体制，确保该体制为发展中国家有效运作，并推动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

提供有关备选方案对一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影响评估，帮助它们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

2、8、10 和 17 方面取得进展； 

(d) 通过最佳做法、准则和同行审议，支持通过、改进和执行国家和区域竞争和消费者保护

立法，帮助成员国实现包容性发展，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10、12 和 17 方面取得

进展； 

(e) 促进将性别平等纳入贸易政策的主流，加强成员国设计和执行贸易政策的能力，使妇女能

够更多地受益于国际贸易带来的机会，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并帮助她们在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 1、5、8 和 17 方面取得进展； 

(f) 在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的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世界关税概况》和《世界

经济形势与展望》方面促进关于国际贸易作为发展引擎所起作用的研究； 

(g) 监测和分析 COVID-19 大流行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提供政策建议，包括通过市场研究、

消费者保护分析和竞争影响评估，以促进特定部门的复苏。 

 12.49 预计上述工作将促进取得下列成果： 

(a) 减轻 COVID-19 大流行对成员国从国际贸易中获益和促进贸易部门复苏的能力的影响； 

(b) 提高成员国从发展角度设计和执行应对气候危机的贸易政策的能力； 

(c) 提高成员国的能力，以确定和解决对妇女和女童产生极大影响的贸易壁垒和供应方障碍； 

(d) 继续研究非关税措施对贸易关系、市场准入、投资和过境的影响及其所涉发展影响和对受

影响国家人民福祉的影响，包括加强与其他相关伙伴在这一专题上的合作以及参加非关税

措施数据库多机构支助小组； 

(e) 成员国在加强贸易一体化和贸易活动方面取得积极的发展成果； 

(f) 提高成员国把握商品贸易机遇的能力，加强国际合作和区域合作； 

(g) 成员国更多地通过、修订和(或)实施竞争和消费者保护立法和体制框架； 

(h) 成员国利用环境上可持续的产品的贸易机会，提高评估基于海洋的部门经济潜力的能力，

并提高制定可持续利用和贸易综合行动计划的能力； 

(i) 成员国为促进服务业和创意经济创造有利环境，使其跃升为世界经济中新的高增长部门，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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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方案执行情况 

  促进贸易和生物多样性，并将其纳入成员国的发展框架，以创造宝贵的经济机会和改善生计 

 12.50 本次级方案更新并向各国提供了贸发会议的《生物贸易原则和标准》，这是一套指导各国政府和

公司开展生物多样性友好的贸易并应对现在和未来新挑战和优先事项的准则。最新内容包括气

候复原力、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旅游业以及工人权利、健康和安全及获取和惠益分享等重

要的新内容。更新内容也使准则与包括《2030 年议程》、《巴黎协定》和《名古屋议定书》等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协定保持一致。这些原则的实施使各国能够通过将贸易和生物多样性问题

纳入其现有条例和(或)国家战略，实现经济多样化，并抓住生物多样性友好部门的新市场趋势

所带来的机会。贸发会议及其生物贸易方案伙伴呼吁将已更新的《原则和标准》体现在新的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以便为未来十年提供生物多样性路线图。 

 12.51 下述业绩计量说明了在实现该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见表 12.7)。 

表 12.7 

业绩计量 

2019 (实际) 2020 (实际) 2021 (实际) 

   一个国家 (秘鲁 )将贸易和

(或)生物多样性问题纳入其

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法律框架 

两个国家(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

秘鲁)正在将贸易和(或)生物多样

性问题纳入其可持续发展政策和

法律框架；提供最新的《生物贸易

原则和标准》，供各国和公司在其

与贸易和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工作

中使用 

6 个国家(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老挝人民

民主共和国、秘鲁、南非和圣卢西亚)正

在将贸易和生物多样性问题纳入其可持

续发展政策和法律框架及项目，公司和

企业家根据最新的《生物贸易原则和标

准》评估了其活动，通过本次级方案开发

的新的在线自我评估工具，提供与海洋

和陆地生态系统有关的产品和服务 

  2023 年计划成果 

  成果 1：海洋经济——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沿海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的经

济效益 

  2021 年方案执行情况和 2023 年具体目标 

 12.52 本次级方案的工作促进 3 个成员国通过国家海洋经济和贸易战略，制订、验证和发表了巴巴多

斯(大型中上层延绳钓渔业)、伯利兹(多物种有鳍鱼管理计划)和哥斯达黎加(鱼类和海鲜产品集

体商标)的海洋经济和贸易战略，超过了计划具体目标定下的两个。 

 12.53 下述业绩计量说明了在实现该 2023 年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见表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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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8 

业绩计量 

2019 (实际) 2020 (实际) 2021 (实际) 2022 (计划) 2023 (计划) 

     联合国贸易论

坛等活动使成

员国对制定国

家海洋经济和

贸易战略的兴

趣日益浓厚，并

获得更多支持 

由于本次级方案

的活动，成员国提

高了制定国家海

洋经济和贸易战

略的能力，其中有

两个成员国(伯利

兹和哥斯达黎加)

制定了此类战略 

为巴巴多斯、伯利

兹和哥斯达黎加制

订、验证和发表了 3

项国家海洋经济和

贸易战略 

由于第四次海洋论坛，

成员国确定取得进展并

遵守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与贸易有关的具体目标

的行动并使有关各项努

力保持一致；本次级方

案为选定物种进行至少

两项蓝色生物贸易 a 价

值链评估并制定一项区

域行动计划 

又有 3 个成员国采

取步骤效仿这一办

法，并实施海洋经济

和贸易战略或“蓝

色生物贸易”价值

链分析 

 a 蓝色生物贸易旨在促进符合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标准即《生物贸易原则和标准》(2017 年，2020 年修订)的海洋生物

资源贸易和投资。见 https://unctad.org/topic/trade-and-environment/biotrade/principles-and-criteria。 

  成果 2：拆除贸易壁垒——透明和精简的监管促进可持续发展 

  2021 年方案执行情况和 2023 年具体目标 

 12.54 本次级方案的工作促进提高非关税措施的贸易透明度，并通过监测和报告与 COVID-19 有关的

非关税措施丰富信息，如药品出口限制，使政策制定者能够通过更多地利用贸易门户网站上公

布的非关税措施信息，设计“货物条例”。这些门户网站共注册了 17 530 名用户，超过了增加

信息使用方面的计划具体目标，即注册用户至少增加 1 500 人(共 14 500 人)。 

 12.55 下述业绩计量说明了在实现该 2023 年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见表 12.9)。 

表 12.9 

业绩计量 

2019 (实际) 2020 (实际) 2021 (实际) 2022 (计划) 2023 (计划) 

     成员国更加意识到

非关税措施对国际

贸易的重要性。建

立和改进非关税措

施数据门户网站，

以便利获取本次级

方案收集的关于此

类措施的信息，特

别是为发展中国家

收集的信息 

更多人使用在贸易门

户网站上发布的非关

税措施信息，注册用

户总数达 13 000 人 

更多人使用在贸易门

户网站上发布的非关

税措施信息，注册用

户总数达 17 530 人 

更多人使用在

贸易门户网站

上发布的非关

税措施信息，注

册用户至少新

增 2 000 人(总

数达 16 500 人) 

更多人使用在贸易

门户网站上发布的

非关税措施信息，

注册用户数至少达

22 000 人 

 

  

https://unctad.org/topic/trade-and-environment/biotrade/principles-and-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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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 3：将气候变化层面纳入国家一级执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工作中 

  2023 年拟议方案计划 

 12.56 《布里奇顿协定》明确提到支持非洲国家实施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重要性，但也强调气候变

化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促使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对于确保可持续进展至关

重要。该次级方案最近的分析侧重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对生物贸易的影响，并确定了协议中

有关制订相关议定书的若干机会，其中有可能强调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可持续性方面。《2021

年贸易与环境审评》强调了贸易-气候准备方面的挑战，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如何提高其贸易面

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为了将分析付诸行动，本次级方案计划确定适合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进程

的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最佳备选方案，尤其是注重将可持续性要素纳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国家执行战略，并确定未来几十年随着气候多变性的增加保持主要部门生产力所需的气候变化

适应行动。 

   经验教训和计划变动 

 12.57 本次级方案的一个经验教训是，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使可持续价值链能够在推动区域和非洲大

陆贸易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并需要推动建立区域可持续价值链，同时适应相关部门的气候周期，

以确保这些价值链在面对气候变化时具有韧性。区域可持续价值链还可以帮助各国以最佳方式

适应气候变化造成的农业和粮食生产模式的转变。在应用这一经验教训时，本次级方案将支持

区域和国家专家就区域可持续价值链进行的研究和分析，关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过渡。具体的

可持续价值链将由区域和国家利益攸关方选择。本次级方案还将支持制定侧重于可持续举措的

增值战略。 

 12.58 下述业绩计量说明了在实现该目标方面的预期进展情况(见表 12.10)。 

表 12.10 

业绩计量 

2019 (实际) 2020 (实际) 2021 (实际) 2022 (计划) 2023 (计划) 

     本次级方案支持 5

个非洲国家通过

“国家绿色出口审

查”制定可持续产

品出口战略 

本次级方案支持

12 个非洲国家执

行非洲大陆自由

贸易区关于非关

税壁垒的附件，并

提高监管透明度 

本次级方案确定了《建

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

区协定》和相关执行议

定书中的若干机会，这

些议定书有可能增加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的可持续性观点和促

进生物贸易，并就如何

通过经济多样化和适应

行动来加强其贸易对气

候变化的韧性向非洲国

家介绍备选方案 

向成员国提供价

值链分析，特别侧

重于气候变化和

可持续过渡以及

选定优先价值链 

10 个非洲国家通过

与各自区域的其他

国家合作，制定可持

续的非洲大陆自由

贸易区执行战略和

至少两个区域可持

续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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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交付产出 

 12.59 表 12.11 列出了本次级方案的所有应交付产出。 

表 12.11 

次级方案 3：按类别和次类别列示的 2021-2023 年期间应交付产出 

类别和次类别 

2021 年 

计划 

2021 年 

实际 

2022 年 

计划 

2023 年 

计划 

     
A. 协助政府间进程和专家机构     

 议事机构文件(文件数目) 21 18 20 19 

 1. 向大会提交的关于国际贸易和发展以及世界商品趋势和前景的报告 2 2 1 2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报告和背景文件 — 2 — — 

 3. 关于贸易趋势、贸易法规和可持续性标准的报告，以及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商品趋势和前

景特别报告 

2 3 2 3 

 4. 贸易和发展委员会及相关专家会议的背景文件，包括关于非关税措施和可持续性标准的

背景文件 

7 2 7 4 

 5.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政府间专家组的报告以及消费者保护法律和政策政府间专家组的报告 10 9 10 10 

 实质性会议服务(3 小时会议次数) 33 55 33 33 

 6. 大会会议(第二委员会) 2 2 2 2 

 7. 第十五届贸发大会会议，包括筹备会议 — 26 — — 

 8.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年度会议和执行会议 2 3 2 2 

 9. 方案计划和方案业绩工作组会议 2 7 2 2 

 10. 贸易和发展委员会年度会议和相关专家会议 16 6 16 16 

 11.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政府间专家组年度会议以及消费者保护法律和政策政府间专家组年度会议 10 10 10 10 

 12. 采矿、矿物、金属与可持续发展政府间论坛年度会议 1 1 1 1 

B. 生成和转让知识 a     

 外地和技术合作项目(项目数目) 24 22 20 20 

 13. 贸易、性别观点和发展 1 1 1 1 

 14. 协助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组织；普遍和全球贸易优惠制度；服务、区域和多边贸易谈判；

加强创意经济；争端解决和商业外交 

7 7 6 6 

 15. 竞争和消费者保护法律和政策 4 4 4 4 

 16. 贸易、环境和发展 4 4 4 4 

 17. 收集、监测、报告和传播关于非关税措施的数据；制定面向发展的贸易政策；可持续性标准 4 2 2 2 

 18. 协助初级商品依赖国家加强多样化和增值 4 4 3 3 

 研讨会、讲习班和培训活动(天数) 125 171 108 118 

 19. 关于世界综合贸易方案、贸易分析和信息系统和非关税措施以及可持续性标准的研讨会 10 10 15 17 

 20. 各类研讨会和培训活动，内容涵盖：优惠贸易安排；加入世贸组织；服务政策和框架；国

际贸易体系中新出现的发展挑战；贸易、国际贸易谈判；创意经济 

24 38 25 27 

 21. 关于贸易、性别观点和发展的讲习班 23 48 10 12 

 22. 关于贸易、环境和发展的讲习班 20 32 2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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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和次类别 

2021 年 

计划 

2021 年 

实际 

2022 年 

计划 

2023 年 

计划 

      23. 关于竞争和消费者保护法律和政策的讲习班 20 20 20 22 

 24. 举办研讨会，以支持依赖初级商品的发展中国家制定战略和政策，利用发展成果，迎接

初级商品市场的挑战和机遇 

10 13 5 5 

 25. 关于改变国际贸易格局和贸易成本的讲习班 1 1 1 1 

 26. 关于国际贸易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挑战和机遇的讲习班 12 4 2 2 

 27. 关于竞争法和竞争政策以及消费者保护和政策的作用的研讨会，包括专家特别讨论 1 1 1 1 

 28. 由贸发会议、世贸组织、日内瓦大学以及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联合举办的日内瓦贸

易与发展讲习班系列 

4 4 4 4 

 出版物(出版物数目) 35 38 36 35 

 29. 贸易与环境 6 6 6 6 

 30. 贸易、性别观点和发展 4 2 4 3 

 31. 贸易、服务、国际贸易体系和创意经济 7 5 8 6 

 32. 国际范围内的贸易趋势和政策 8 8 9 9 

 33. 贸易、市场效率和消费者福利；竞争和消费者保护政策 4 6 6 6 

 34. 贸易、商品、经济多样化和增值 6 11 3 5 

 技术材料(材料数目) 12 13 12 12 

 35. 关于贸发会议在竞争和消费者保护政策方面工作的报告以及关于全球商品论坛的报告 2 2 1 2 

 36. 关于非关税措施分类、普遍优惠制以及有效竞争和(或)消费者保护机构的手册和政策简报 3 3 3 3 

 37. 《消费者保护手册》 1 1 1 1 

 38. 竞争示范法 1 1 1 1 

 39. 贸发会议研究伙伴关系平台框架下的竞争和消费者保护 1 1 1 1 

 40. 贸发会议-世贸组织-国际贸易中心出版物：《世界关税概况》 1 1 1 1 

 41. 《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的贸易相关内容 1 1 1 1 

 42. 联合国可持续性标准论坛 — — 1 — 

 43. 国际贸易谈判主题 2 3 2 2 

C. 实质性应交付产出     

 协商、咨询和倡导：(a) 5 个成员国和 2 个区域南南经济一体化集团的贸易相关决策；(b) 融入全球经济和参与区域和多边贸易协定；

(c) 将贸易关切纳入国家贸易和服务政策；(d) 合作与伙伴关系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e) 贸易与性别观点；(f) 制定竞争和

消费者保护框架；(g) 贸易和环境问题以及创意经济潜力促进可持续发展。 

 数据库和实质性数字材料：世界综合贸易方案以及贸易分析和信息系统；为约 300 人举办的非关税措施在线培训课程。 

D. 信息传播方面的应交付产出     

 外联方案、特别活动和新闻材料：商品与发展问题多利益攸关方会议；生物贸易大会；贸易与性别观点活动；为 100 多人举办的

关于非法贸易问题的活动；创意经济活动；关于次级方案工作相关问题的讲座和展览；关于普遍优惠制的通讯以及关于贸发会议

竞争和消费者保护工作的通讯；关于贸易与性别观点、商品政策研究和执行以及项目的小册子和传单；与次级方案工作有关的小

册子和概况介绍。 

 对外关系和媒体关系：新闻稿和来论版文章。 

 数字平台和多媒体内容：关于国家竞争和消费者保护法、商业外交和争端解决的互动工具；贸发会议、世贸组织、国际贸易中心

与贸易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指标网站；电子版竞争示范法；关于在危机和大流行病时期谈判区域贸易协定以促进贸易的在线

课程；关于贸易与性别观点的全套教材。 

 a 与 2022 年拟议方案预算相比，B 类下应交付产出的列报更详细。应交付产出未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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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级方案 4 

  技术和物流 

  目标 

 12.60 本次级方案促成实现的目标是，利用创新和技术，包括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改善贸易物流和

提高人员能力，促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包容性和可持续贸易和发展。 

  战略 

 12.61 为促进该目标，本次级方案将： 

(a) 确定和传播技术和物流领域的政策选项、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以限制 COVID-19 大流行

疫情的影响，促进有复原力和可持续的恢复； 

(b) 为获取数字经济的价值提供研究、分析和政策建议，包括为此编写旗舰出版物《数字经济

报告》，并支持发展中国家计量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 

(c) 确保查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将其纳入关于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的国际政策对话，包括为

此通过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问题政府间专家组和一年一度的电子商务周； 

(d) 通过支持改进法律框架和帮助妇女参与电子商务，协助发展中国家系统地评估其参与和融

入数字经济的状况和准备情况，包括为此进行电子贸易准备情况评估和制定电子商务战略； 

(e) 通过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和技术促进机制等机构，确保关于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国

际辩论纳入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和优先事项； 

(f) 通过研究和分析、包括旗舰出版物《技术和创新报告》以及分析政策选择的其他报告，包

括为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编写的报告，为关于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发展、特别是

关于前沿技术的政策和审议工作提供信息依据； 

(g) 通过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审查等办法，建设成员国在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发展方面的

能力，支持实施技术评估和展望活动，并向技术促进机制的联合国科学、技术、创新促进

可持续发展目标跨机构任务小组提供实质性支持； 

(h) 支持实施贸易便利化改革，包括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并加大支持制定和实施降低

贸易交易成本的适当法律和监管框架。为此，本次级方案将通过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支持

贸易便利化改革和自动化； 

(i) 就发展中国家融入区域和全球供应链和运输网络提供技术指导、数据和政策建议，并促进

分享最佳做法，包括为此通过旗舰出版物《海运述评》和其他研究产品、立法框架以及能

力建设； 

(j) 促进关于贸易物流问题的国际政策对话，同时确保在相关区域和国际论坛上处理发展中国

家的利益和面临的具体挑战，并在这方面继续处理影响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

家的具体贸易物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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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举办关于国际经济议程上关键问题的培训班和国际贸易领域培训发展方案(贸易培训方

案)，以提高相关利益攸关方和政府专家在贸易政策各个方面以及金融、投资、技术和可持

续发展、包括港口管理、贸易统计与数字经济等相互关联问题方面的能力； 

(l) 将性别平等考虑因素和增强妇女及女孩权能纳入本次级方案三大支柱的主流，从而帮助促

进包容型发展，同时特别注重提高她们的经济及数字技能和机会。 

 12.62 预计上述工作将促进取得下列成果： 

(a) 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关于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得到改进； 

(b) 各国政府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发展伙伴、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调得到改善，以执

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政策； 

(c) 政策制定者以及关于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发展方面新出现的挑战和机会的国际共识对政

策选项的了解和理解得到增进； 

(d)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成果得以落实，技术促进机制得以实施； 

(e) 成员国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其国家发展战略的能力得到提高； 

(f) 各国处理贸易物流方面关键问题和新出现问题、包括海运政策的能力得到提高； 

(g) 成员国实施贸易便利化改革、包括《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知识和能力得到增进； 

(h) 成员国制定和执行旨在提高贸易交易以及运输业务管理效率的政策和行动的能力得到增

强，包括为此通过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方案； 

(i) 通过贸发会议“第 166 段”方案2 以及关于港口管理、贸易统计和数字经济的外贸培训方

案，政策制定者评估、分析和制定关于国际经济议程上关键问题的政策的能力得到提高； 

(j) 成员国更加了解在技术和贸易物流领域减轻 COVID-19 大流行疫情和其他冲击的影响并

加速恢复的政策选项。 

  2021 年方案执行情况 

  丰富了关于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发展的国际对话，从而加强了利用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方面的合作 

 12.63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是联合国内部负责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发展问题的协调中心。委

员会通过公认的研究(例如，贸发会议《2021 年技术和创新报告》，其重点是前沿技术和不平等

问题)和获得领先的科学专长来开展工作。本次级方案作为委员会的秘书处，通过建立各种面向

发展的伙伴关系，将技术利益攸关方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委员会发起的国家一级科学、技术

和创新政策审查等方案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了本国的创新体系。委员会成员国还受益于技术能

力建设伙伴关系，包括为年轻女科学家提供奖学金，也受益于利用空间技术和大数据监测农作

物和改善粮食安全的能力建设。本次级方案还帮助建立伙伴关系，就技术和创新政策方面的良

好做法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进行培训。继委员会 2021 年审议工作及其关于科学、技术
__________________ 

 2 参考《曼谷行动计划》第 16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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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的决议之后，本次级方案启动了一个新项目，发展非洲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利益攸关

方进行技术评估的能力，以便他们在引进前沿技术方面能够作出更好的选择，逐步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12.64 下述业绩计量说明了在实现该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见图 12.六)。 

图 12.六 

业绩计量：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举措中受益的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人数 

 

  2023 年计划成果 

  成果 1：加强发展中国家遵守国际和区域贸易便利化规则和标准的能力 

  2021 年方案执行情况和 2023 年目标 

 12.65 本次级方案的工作帮助 37 个国家级贸易便利化委员会得到了贸发会议的协助，从而确定了本

国有关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的执行义务，这超过了 15 个委员会的计划目标。 

 12.66 下述业绩计量说明了在实现该 2023 年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见图 12.七)。 

图 12.七 

业绩计量：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协助下确定本国有关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的执行义务的国

家级贸易便利化委员会的数目(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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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 2：女性数字企业家有能力打造更具包容性的数字经济 

  2021 年方案执行情况和 2023 年目标 

 12.67 本次级方案的工作帮助来自 20 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累计共 200 名女性数字企业家提高了商业和

领导技能，而这些技能是通过参加电子贸易帮助妇女倡导者方案领导下的能力建设和社区建设

活动以及就数字转型与政策制定者进行政策对话而获得的，这超过了 100 人的计划目标。 

 12.68 本次级方案的工作还促使 2021 年在东南亚、东非和巴尔干创建了三个新社区，扩大了 2020 年

在西非发起的第一个电子贸易帮助妇女社区，达到了计划目标。 

 12.69 下述业绩计量说明了在实现该 2023 年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见表 12.12)。 

表 12.12 

业绩计量 

2019 (实际) 2020 (实际) 2021 (实际) 2022 (计划) 2023 (计划) 

     政府和私营部门对

电子贸易帮助妇女

倡导者方案在建设

更具包容性的数字

经济中的作用的认

识得到提高 

参加电子贸易帮助

妇女方案活动的 50

名女性数字企业家

提高了商业和领导

技能 

累计共有 200 名参

加电子贸易帮助妇

女方案活动的女性

数字企业家的商业

和领导技能得到提

高，并在东南亚、东

非和巴尔干创建了

三个新社区 

累计共 200 名参

加电子贸易帮助

妇女方案活动的

女性数字企业家

提高了商业和领

导技能。至少有 4

个电子贸易帮助

妇女社区活跃在

各区域 

累计共 300 名参加电

子贸易帮助妇女方案

活动的女性数字企业

家提高了商业和领导

技能。至少有 4 个电

子贸易帮助妇女社区

活跃在各区域 

  成果 3：通过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单一窗口简化贸易程序 

 12.70 由本次级方案牵头的贸发会议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方案是一个综合海关管理系统，在 100 多个

国家和领土运行，其中包括 39 个最不发达国家、34 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 21 个内陆发展中国

家。该系统还创建了一个平台，在此平台上创建一个电子单一窗口，使政府机构、跨界监管机

构和海关之间的流程得以实现一体化，使贸易商能够通过一个单一界面在线提交进出口文件。

单一窗口有多重好处，包括简化和精简贸易程序，增加受惠国的海关收入。由于贸易相关程序

的一体化程度加强，单一窗口的好处随着参与机构数目的增加而进一步增加。在牙买加，预计

单一贸易窗口将在 2023 年把清关时间减少到 29 小时以下，而 2020 年为大约 32 个小时，相关

费用降低 20%。布隆迪、科摩罗、牙买加、哈萨克斯坦、卢旺达、乌干达、瓦努阿图和津巴布

韦已经实施或正在实施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单一窗口项目。巴巴多斯、东帝汶和土库曼斯坦最

近也开始实施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单一窗口系统。 

  经验教训和计划变动 

 12.71 本次级方案的经验教训是，为了更好地评估单一窗口实施工作的状况、影响和相关好处，必须

在开始贸易自动化项目之前收集和分析社会经济数据。在应用这一经验教训时，海关数据自动

化系统方案将探讨如何加强分析能力，以确定基线、评估社会经济影响以及更系统地报告结果。 

 12.72 下述业绩计量说明了在实现该目标方面的预期进展(见图 12.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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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八 

业绩计量：参加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单一窗口系统并从中受益的新的边境监管机构和伙伴政府机构数目 

  

  应交付产出 

 12.73 表 12.13 列出了本次级方案的所有应交付产出。 

表 12.13 

次级方案 4：按类别和次类别列示的 2021-2023 年期间应交付产出 

类别和次类别 

2021 年 

计划 

2021 年 

实际 

2022 年 

计划 

2023 年 

计划 

     
A. 协助政府间进程和专家机构     

 议事机构文件(文件数目) 22 12 21 20 

 1. 向大会提交的关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和关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成果的报告 2 2 1 2 

 2. 向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及其闭会期间小组提交的报告 6 6 6 6 

 3.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背景说明和报告 2 1 2 2 

 4.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以及投资、企业和发展委员会和有关专家会议关于科学、技

术和创新问题的报告 

4 1 4 2 

 5.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贸易和发展委员会以及相关专家会议的报告 4 — 4 4 

 6.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以及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的报告 2 — 2 2 

 7.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以及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计量工作组的报告 2 2 2 2 

 实质性会议服务(3 小时会议次数) 50 33 49 55 

 8. 大会(第二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后续行动的会议 3 3 2 3 

 9.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年会和闭会期间专家小组 16 13 16 16 

 10. 第十五届贸发大会，包括筹备会议 — 4 — — 

 11.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年度会议和执行会议 3 1 3 3 

 12. 方案计划和方案业绩工作组会议 2 2 2 2 

 13. 投资、企业和发展委员会年会及相关专家会议 7 2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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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和次类别 

2021 年 

计划 

2021 年 

实际 

2022 年 

计划 

2023 年 

计划 

     
 14. 贸易和发展委员会年度会议以及运输、贸易物流和贸易便利化问题相关专家会议 7 2 7 7 

 15. 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问题政府间专家组会议 6 — 6 6 

 16. 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计量工作组会议 4 4 4 4 

 17. 技术促进机制的科学、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多利益攸关方论坛(与秘书处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合作) 

2 2 2 2 

 18. 电子商务周会议 — — — 6 

 19. 全球贸易和运输便利化论坛会议 — — — 1 

B. 生成和转让知识     

 外地和技术合作项目(项目数目) 32 32 32 32 

 20. 国际贸易领域培训发展(贸易培训)能力建设方案：港口管理；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包

括电子商务和统计；和教学方法论 

7 7 7 7 

 21. 关于运输和相关服务的国家、区域和区域间项目，包括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 22 22 22 22 

 22. 运输、贸易便利化和贸易物流 2 2 2 2 

 23. 电子商务与数字经济 1 1 1 1 

 研讨会、讲习班和培训活动(天数) 458 448 404 406 

 24. 培训员培训活动：贸易培训方案培训员培训活动 55 40 — — 

 25. 贸易培训方案培训员培训活动国家级交付讲习班 260 260 300 300 

 26. 关于运输、贸易物流和贸易便利化的研讨会、讲习班、研究金和培训活动 80 91 52 52 

 27. 关于运输、贸易物流和贸易便利化的研讨会，包括一次特别专家讨论 1 1 1 1 

 28. 关于技术(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和创新在发展中的作用，包括促进落实技术转让的作

用的研讨会，包括一次特别专家讨论 

1 1 1 1 

 29. 关于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促进发展的研讨会、讲习班和培训活动，包括关于信息经济

统计、电子商务的经济、技术、法律和监管方面问题、数字经济促进发展和电子商务

以及计量数字经济和妇女电子贸易的研讨会、讲习班和培训活动 

10 10 10 12 

 30. 关于国际经济议程上关键问题的培训课程(《曼谷行动计划》第 166 段)、区域课程和

短期课程 

36 30 25 25 

 31. 关于科学、技术和创新与发展的研讨会、讲习班和培训活动 15 15 15 15 

 出版物(出版物数目) 25 17 19 17 

 32. 《技术和创新报告》与综述 — — 1 — 

 33. 《数字经济报告》与综述 1 1 — 1 

 34. 《海运述评》与综述 1 1 1 1 

 35. 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审查 3 3 2 2 

 36. 电子商务战略 3 2 2 2 

 37. 《当前科学、技术和创新系列研究》 2 2 2 1 

 38. 运输与贸易物流及运输与贸易便利化系列 2 2 2 2 

 39. 关于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的专题报告，包括统计、网络法和性别平等观点 2 3 1 2 

 40. 《贸易培训方案港口管理》系列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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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和次类别 

2021 年 

计划 

2021 年 

实际 

2022 年 

计划 

2023 年 

计划 

     
 41. 电子贸易准备程度评估 10 2 7 5 

 技术材料(材料数目) 12 13 12 12 

 42. 关于下列专题的政策简报：科学、技术和创新；电子商务与数字经济；商贸物流 4 4 4 4 

 43. 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年度报告 1 1 1 1 

 44. 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方案一年回顾 1 1 1 1 

 45. 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包括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促进发展的技术说明 2 3 2 2 

 46. 关于贸易便利化的技术说明 1 1 1 1 

 47. 科学、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多利益攸关方论坛背景说明 1 1 1 1 

 48. 经济和海洋国家概况 1 1 1 1 

 49. 贸发会议关于加强培训能力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咨询小组的报告 1 1 1 — 

 50. 关于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发展的技术说明 — — — 1 

C. 实质性应交付产出     

 协商、咨询和倡导：非洲电子商务周；科学、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多利益攸关方论坛；贸发会议关于加强培训能力和

人力资源开发的咨询小组的届会；以及关于以下领域的政策咨询：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促进发展；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的政策

和实践方面问题；与促进国际贸易、运输和运输安全有关的港口经营者运输政策和国际法律文书标准和规则；普惠电子贸易倡议。 

 数据库和实质性数字材料：由每年培训约 1 500 名受益者的贸易培训方案管理的贸发会议学习和能力建设平台；港口业绩统计平

台；国家贸易便利化委员会在线资料库；全球网络法跟踪系统；关于国际经济议程关键问题课程的在线电子学习单元，每年有 200

名使用者；可持续货运在线平台；以及普惠电子贸易的网上平台。 

D. 信息传播方面的应交付产出 

 外联方案、特别活动和宣传材料：为 2 000 多个受惠人编制关于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和普惠电子贸易的通讯，为 5 000 多个受惠

人编制关于运输和贸易便利化的通讯，以及编制科学、技术和创新摘要通讯、宣传册、传单和资料袋。 

 对外关系和媒体关系：与发行本次级方案下的主要出版物有关的新闻稿、新闻简报会、采访、记者招待会和新闻项目，以及重要

活动的组织。 

 数字平台和多媒体内容：贸易培训方案；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和《曼谷行动计划》第 166 段网站；

普惠电子贸易平台；创新政策学习在线平台。 

  次级方案 5 

  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特别方案 

  目标 

 12.74 本次级方案促进实现的目标是，通过促进目标群体实施可持续结构转型、减少脆弱性和发展国

内生产能力，推动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各类特殊处境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和其他结构薄弱、易受冲击的小经济体)有效融入全球经济。 

  战略 

 12.75 为促进该目标，本次级方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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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开展研究和技术合作活动，使上述国家实现出口和生产结构多元化，方法包括为秘书长提

交大会的报告以及关于相关议程执行情况和后续落实的报告作出贡献； 

(b) 实施技术合作方案，通过多元化促进结构转型； 

(c) 倡导国际发展界就解决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最

佳政策措施达成共识，包括达成多边共识，具体做法是确定新的办法、举办培训和能力建

设讲习班、加强与最不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以及与发展伙伴的互动； 

(d) 加大努力，通过开展创新研究、分析和技术支持，向目标群体提供国内政策支持和能

力建设； 

(e) 提供更多基于政策的战略选项，旨在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能力和结构转型，以促进

可持续发展，并通过在其专长领域内发展由需求驱动的技术合作和方案支助，帮助实施这

些选项； 

(f) 向正在从最不发达国家类别毕业或最近已经毕业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支助，以确保向其新

地位平稳过渡； 

(g) 扩大针对具体国家的技术支持，增加国家生产能力发展和结构转型战略、原产地规则、不

平等和脆弱性、加强市场准入和优惠利用、战略产品增值、地理标识等方面的内容，这将

帮助成员国，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各类特殊处境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9 和

17 方面取得进展； 

(h) 通过研究工作和技术合作，支持成员国处理 COVID-19 对目标国家经济的社会经济影响，

以便利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具体政策设计和执行，建设抵御未来经济冲击的复原力； 

(i) 支持非洲国家解决其特殊关切和需要，包括《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和《2063 年议程：我

们希望的非洲》所阐述的特殊关切和需要，并帮助落实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特别是为此

开展研究、技术合作和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咨询。 

 12.76 预计上述工作将促进取得下列成果： 

(a) 受惠国实现更大程度的结构转型和包容性增长； 

(b) 成员国制定和执行发展政策的能力得到提高，其中包括应对当前和未来冲击、减少遭受外

部冲击的影响和建设复原力的能力； 

(c) 对更有效的技术合作战略有具体需要的国家制定和执行发展政策的能力得到提高； 

(d) 成员国落实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能力得到加强。 

  2021 年方案执行情况 

  政策制定者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债务、经济多样化和自然资源挑战的理解得到增强 

 12.77 本次级方案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面向政策的研究，题为“建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复原力：研究

汇编”。该汇编扩大了政策制定者对债务、经济多样化、COVID 后旅游收入和淡水稀缺环境中

产品的潜在开发等问题的了解。该汇编提供了一个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所面临挑战的独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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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是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使政策制定者能够制定政策并规划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

未来步骤。 

 12.78 下述业绩计量说明了在实现该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见表 12.14)。 

表 12.14 

政策制定者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债务、经济多样化和水资源问题的理解得到增强 

2019 (实际) 2020 (实际) 2021 (实际) 

   — 为了解决 COVID-19 对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旅游相关收入的负面影

响，启动了与模拟相关的研究，以

推动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由于已经具备关于债务、经济多样

化、旅游和淡水稀缺环境中的产品

开发等问题的循证研究和政策建

议，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

者更有能力应对他们的具体挑战 

  2023 年计划成果 

  成果 1：建设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复原力 

  2021 年方案执行情况和 2023 年目标 

 12.79 本次级方案的工作帮助大约 20 个最不发达国家实现了出口集中度指数下降，但没有达到 28 个

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出口集中度指数下降的计划目标。这一目标之所以没有达到，是由于 COVID-19

大流行疫情对各国经济产出造成负面影响，导致出口重新集中、失业率增加和贫困率上升。 

 12.80 下述业绩计量说明了在实现该 2023 年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见图 12.九)。 

图 12.九 

业绩计量：出口集中度指数下降的最不发达国家数目(年度) 

 

注：2021 年的业绩计量是估计数，因为在编写本报告时还没有 2021 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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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 2：非洲国家更多地参与区域和全球价值链 

  2021 年方案执行情况和 2023 年目标 

 12.81 本次级方案的工作有助于评估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的过境贸易区域海关网络，以及评价贝宁和

尼日尔之间马兰维尔边境哨所的跨境业绩，从而制定一个可行的国家间过境方案路线图，并支

持与该区域的国家间过境方案有关的活动，这达到了清点贝宁、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国家间公

路过境现有议定书的计划目标。 

 12.82 本次级方案的工作还支持开展与该区域可行的国家间过境方案路线图有关的活动，但由于

COVID-19 大流行疫情造成的延误，没有达到受惠国通过已设立的部际工作组进行验证的计划

目标。 

 12.83 下述业绩计量说明了在实现该 2023 年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见表 12.15)。 

表 12.15 

业绩计量 

2019 (实际) 2020 (实际) 2021 (实际) 2022 (计划) 2023 (计划) 

     由于贸发会议提高

了对这一问题的认

识，商业部、运输

部、规划部、商会和

私营部门行为体认

识到需要一个过境

和运输协调机制 

通过已成立的部际

工作组，使受惠国

更好地认识执行区

域过境公约 (西非

经共体《国家间公

路货物过境公约》)

和世贸组织《贸易

便利化协定》所产

生的惠益 

评估布基纳法索和

尼日尔的过境贸易

区域海关网络，评价

(贝宁和尼日尔之

间)马兰维尔边境哨

所的跨境业绩，并且

本次级方案支持开

展与该区域可行的

国家间过境方案路

线图有关的活动 

贸发会议为协调

国家间过境和运

输政策的实施工

作提供政策指导

和咨询支持，使三

个受惠国(贝宁、

布基纳法索和尼

日尔)之间的国家

间贸易有所增加 

三个受惠国(贝宁、布

基纳法索和尼日尔 )

之间联合边境哨所的

管理得到加强，对执

行区域过境公约 (西

非经共体《国家间公

路货物过境公约》)和

世贸组织《贸易便利

化协定》所需国内改

革的理解得到提高 

  成果 3：加强了解在有特殊需要的国家促进生产能力和结构转型方面的挑战和机遇 

  2023 年拟议方案计划 

 12.84 目标受惠国没有创建系统评价、监测和诊断生产能力变化情况的机构机制，导致目前的生产发

展挑战与应对这些挑战的国家和区域战略、政策准则、框架和建议之间存在差距。本次级方案

利用贸发会议的生产能力指数，正在使各国能够制定和执行更适合国情的政策。 

  经验教训和计划变动 

 12.85 本次级方案的经验教训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执行有针对性的政策来进行其生

产转型和实现结构转型的过程缺乏对具体生产能力差距的系统评估，这影响影到他们的发展。

在应用这一经验教训时，本次级方案开始通过国家和区域生产能力差距评估实施贸发会议生产

能力指数，这将使各国能够根据《布里奇顿协定》和最不发达国家及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相关部

长级宣言，增强他们发展、保持和利用生产能力的能力。 

 12.86 下述业绩计量说明了在实现该目标方面的预期进展(见表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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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6 

业绩计量 

2019 (实际) 2020 (实际) 2021 (实际) 2022 (计划) 2023 (计划) 

     国家和区域当局缺

乏对生产能力发展

所面临差距和限制

的理解和认识，原

因是用于评估差距

的面向政策的方法

和用于计量生产能

力差距的数据驱动

工具不足 

在贸发会议生产能

力指数的支持下，

国家和区域政策制

定者对各种挑战和

生产能力落后领域

的认识得到提高 

让所有国家都能在一

个专门的门户网站上

了解到贸发会议的生

产能力指数，本次级

方案为国家和区域两

级的生产能力差距评

估建立一个连贯一致

的架构 

• 利用生产能力指

数以及对国家政

策和方案的相关

分析，对至少五

个国家进行国家

和区域两级的生

产能力差距评估 

国家和区域两级的

生产能力差距评估

被用作投入，为大会

规定的首次被视为

有资格脱离最不发

达国家类别的国家

的脆弱性概况提供

数据 

   • 各国设计并验证

各项政策和方

案，以解决已查

明的建设和利用

生产能力方面的

差距和限制 

 

  应交付产出 

 12.87 表 12.17 列出了本次级方案的所有应交付产出。 

表 12.17 

次级方案 5：按类别和次类别列示的 2021-2023 年期间应交付产出 

类别和次类别 

2021 年 

计划 

2021 年 

实际 

2022 年 

计划 

2023 年 

计划 

     A. 协助政府间进程和专家机构     

 议事机构文件(文件数目) 9 5 4 7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报告，包括脆弱性概况报告 5 4 1 5 

 2. 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提交报告，包括《非洲经济发展报告》综述，说明

整个贸发会议为最不发达国家开展的活动、整个贸发会议为支持非洲而

开展的活动以及第二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 

4 1 3 2 

 实质性会议服务(3 小时会议次数) 8 8 9 9 

 3. 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发展政策委员会的会议 1 2 2 2 

 4.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年度会议和执行会议 5 4 5 5 

 5. 方案计划和方案业绩工作组会议 2 2 2 2 

B. 生成和转让知识     

 外地和技术合作项目(项目数目) 4 4 7 2 

 6. 旨在建设国家能力的贸易、过境和发展 2 2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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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旨在强化综合框架 2 2 2 1 

 研讨会、讲习班和培训活动(天数) 18 32 25 26 

 8. 与最不发达国家有关的贸易问题讲习班，内容涉及免关税免配额市场准入问

题；在强化综合框架下开展贸易一体化诊断性研究/后贸易一体化诊断性研

究和贸易活动；结构转型和在摆脱最不发达国家身份方面的进展情况 

14 22 14 13 

 9. 关于执行《内陆发展中国家 2014-2024 年十年维也纳行动纲领》、《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与内陆发展中国家有关的专题或部门

问题、伊斯坦布尔《2011-202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第五次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商定成果以及贸易和贫困问题的讲习班 

3 8 9 10 

 10. 关于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的发展相关事项的讲习班 1 2 2 3 

 出版物(出版物数目) 10 10 12 14 

 11. 《最不发达国家报告》及其综述 2 2 2 2 

 12. 《非洲经济发展报告》及其综述 1 1 1 2 

 13. 关于建设和计量生产能力的报告 — — 1 3 

 14. 关于加强贸易与工业战略一致性以促进非洲减贫的报告和关于非洲的特

别问题文件 

1 1 1 2 

 15. 关于免关税免配额市场准入和原产地规则的分析研究 1 1 1 1 

 16. 最不发达国家在地理标识方面的经验教训和相关分析 2 2 1 — 

 17. 内陆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部门、统计和专题问题：对执行《内陆发展中国家

2014-2024 年十年维也纳行动纲领》和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影响 

2 2 1 1 

 18. 最不发达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在最终评估伊

斯坦布尔《2011-202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的背景下应采

取的行动 

1 1 — — 

 19. 关于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论文 — — 4 3 

 技术材料(材料数目) 6 5 8 8 

 20. 关于贸易和贫困的技术材料 2 2 2 2 

 21. 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脆弱经济体的贸易和发展问题的技术材料 2 1 4 6 

 22. 有关强化综合框架的文件，包括有关过境、运输、贸易便利化的文件 2 2 2 — 

C. 实质性应交付产出     

 协商、咨询和倡导：政策咨询：(a) 就《内陆发展中国家 2014-2024 年十年维也纳行动纲领》向贸易部、运输部和规划部提供咨

询服务，并就计量内陆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向各国统计局提供咨询服务；(b) 就平稳过渡战略向即将毕业和已毕业的最不发

达国家提供咨询服务；(c) 就贸易和发展问题向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提供咨询服务；(d) 就关系到最

不发达国家的贸易问题(包括就免关税免配额市场准入问题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咨询服务)和强化综合框架提供咨询服务；就贸发

会议有关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活动开展协商；与联合国伙伴机构和非洲国家就实施第三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进行协商。 

D. 信息传播方面的应交付产出 

 外联方案、特别活动和宣传材料：为成员国举办关于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的发展、全球化、发展战略和政策一致性问题的讲座，

以惠及至少 100 名参与者；以及与《最不发达国家报告》和《非洲经济发展报告》相关的政策简报。 

 对外关系和媒体关系：关于《最不发达国家报告》和《非洲经济发展报告》的新闻稿，关于旗舰报告和其他专题研究重要政策建

议的观点文章，关于《最不发达国家报告》和《非洲经济发展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以及关于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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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023 年拟议所需员额资源和非员额资源 

  概述 

 12.88 表 12.18 至 12.20 显示 2023 年拟议经常预算资源，并酌情显示资源变动细节。 

表 12.18 

总表：按支出用途列示的财政资源演变情况 a 

(千美元) 

   变动 

2023 年估计 

(重计费用前) 支出用途 

2021 年 

支出 

2022 年 

批款 

技术 

调整 

新的/ 

扩大的任务 其他 共计 百分比 

         
员额 65 347.1 66 258.0 307.8 610.8 229.9 1 148.5 1.7 67 406.5 

其他工作人员费用 736.1 651.7 — — — — — 651.7 

招待费 2.7 8.8 — — — — — 8.8 

咨询人 640.8 329.3 — — — — — 329.3 

专家 1.2 248.1 — 90.0 3.7 93.7 37.8 341.8 

代表差旅 — 177.5 — — — — — 177.5 

工作人员差旅 75.3 377.8 — 36.5 55.0 91.5 24.2 469.3 

订约承办事务 1 372.2 821.6 — 20.0 16.3 36.3 4.4 857.9 

一般业务费用 1 880.9 1 711.1 — — — — — 1 711.1 

用品和材料 145.0 276.2 — — — — — 276.2 

家具和设备 92.8 414.7 — — — — — 414.7 

赠款和捐助款 8.3 — — — — — — — 

 共计 70 302.4 71 274.8 307.8 757.3 304.9 1 370.0 1.9 72 644.8 

 a 在编写本报告时，此表及其后各表中列报的支出不是最后数字，可能会调整，因此本报告所载信息与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

即将公布的财务报表中的信息可能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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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9 

总表：2023 年拟议员额和员额变动 

(员额数目) 

 数目 详情 

   
2022 年核定数 379 1 个 USG、1 个 ASG、5 个 D-2、20 个 D-1、51 个 P-5、64 个 P-4、73 个 P-3、32 个 P-2/1、

10 个 GS(PL)、122 个 GS(OL) 

 设立 9 行政领导和管理项下 1 个 P-3 

  次级方案 1 下 1 个 P-4 和 2 个 P-3 

  次级方案 4 下 3 个 P-4 和 1 个 P-3 

  次级方案 5 下 1 个 P-3 

 调拨 — 1 个 D-1 从行政领导和管理调至次级方案 4 

  1 个 D-1、1 个 P-5、3 个 P-3、1 个 P-2、3 个 GS(PL)和 9 个 GS(OL)从次级方案 1 调至行政领

导和管理 

 改派 — 1 个 GS(OL)，次级方案 2 

2023 年拟议数 388 1 个 USG、1 个 ASG、5 个 D-2、20 个 D-1、51 个 P-5、68 个 P-4、78 个 P-3、32 个 P-2/1、

10 个 GS(PL)、122 个 GS(OL) 

表 12.20 

总表：按职类和职等列示的拟议员额 a 

(员额数目) 

  变动  

职类和职等 

2022 年 

核定 

技术 

调整 

新的/ 

扩大的任务 其他 共计 

2023 年 

拟议 

       专业及以上职类       

USG 1 — — — — 1 

ASG 1 — — — — 1 

D-2 5 — — — — 5 

D-1 20 — — — — 20 

P-5 51 — — — — 51 

P-4 64 — 3 1 4 68 

P-3 73 — 3 2 5 78 

P-2/1 32 — — — — 32 

 小计 247 — 6 3 9 256 

       

 注：表格和图表使用的缩写如下：ASG：助理秘书长；GS (OL)，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GS (PL)，一般事务

人员(特等)；USG，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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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  

职类和职等 

2022 年 

核定 

技术 

调整 

新的/ 

扩大的任务 其他 共计 

2023 年 

拟议 

       
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       

GS (PL) 10 — — — — 10 

GS (OL) 122 — — — — 122 

 小计 132 — — — — 132 

 共计 379 — 6 3 9 388 

 a 包括 4 个临时员额(1 个高等经济事务干事(P-5)、2 个经济事务干事(P-4)和 1 个经济事务干事(P-3))。 

 12.89 关于 2023 年拟议资源分配情况的更多详情见表 12.21 至 12.23 和图 12.十。 

 12.90 如表 12.21(1)和 12.22(1)所示，2023 年拟议资源总额在重计费用前为 72 644 800 美元，与 2022

年批款相比，净增加 1 370 000 美元(1.9%)。资源变动由三个因素造成，即(a) 技术调整；(b) 新

的和扩大的任务；(c) 其他变动。拟议资源数额用于充分、高效率和高成效地执行任务。 

表 12.21 

总表：按资金来源、构成部分、次级方案列示的财政资源演变情况 

(千美元) 

 (1) 经常预算 

   变动  

构成部分/次级方案 

2021 年 

支出 

2022 年 

批款 

技术 

调整 

新的/ 

扩大的任务 其他 共计 百分比 

2023 年估计 

(重计费用前) 

         
A. 决策机关 87.2 192.6 — — — — — 192.6 

B. 行政领导和管理 5 445.7 5 434.6 — 93.6 2 710.5 2 804.1 51.6 8 238.7 

C. 工作方案         

 1. 全球化、相互依存和发展 10 706.0 11 258.4 — 140.1 (2 715.1) (2 575.0) (22.9) 8 683.4 

 2. 投资和企业 12 419.5 13 392.1 — — (67.3) (67.3) (0.5) 13 324.8 

 3. 国际贸易与商品 13 719.1 14 761.1 — — 35.0 35.0 0.2 14 796.1 

 4. 技术和物流 9 197.1 8 479.8 153.9 523.6 248.2 925.7 10.9 9 405.5 

 5. 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特别方案 4 625.1 4 914.1 67.3 — 93.6 160.9 3.3 5 075.0 

 小计，(C) 50 666.8 52 805.5 221.2 663.7 (2 405.6) (1 520.7) (2.9) 51 284.8 

D. 方案支助 14 102.8 12 842.1 86.6 — — 86.6 0.7 12 928.7 

 小计，(1) 70 302.4 71 274.8 307.8 757.3 304.9 1 370.0 1.9 72 6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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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预算外 

构成部分/次级方案 

2021 年 

支出 

2022 年 

估计    变动 百分比 

2023 年 

估计 

         
A. 决策机关 — —    — — — 

B. 行政领导和管理 758.4 958.4    — — 958.4 

C. 工作方案         

 1. 全球化、相互依存和发展 6 463.7 6 463.7    — — 6 463.7 

 2. 投资和企业 2 616.5 2 616.5    — — 2 616.5 

 3. 国际贸易与商品 3 142.3 3 142.3    — — 3 142.3 

 4. 技术和物流 25 991.0 25 791.0    — — 25 791.0 

 5. 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特别方案 1 329.9 1 329.9    — — 1 329.9 

 小计，(C) 39 543.4 39 343.4    — — 39 343.4 

D. 方案支助 4 246.4 4 246.4    — — 4 246.4 

 小计，(2) 44 548.2 44 548.2    — — 44 548.2 

 共计 114 850.6 115 823.0    1 370.0 1.2 117 193.00 

表 12.22 

总表：按资金来源、构成部分、次级方案列示的 2023 年拟议员额 

(员额数目) 

 (1) 经常预算 

  变动  

构成部分/次级方案 

2022 年 

核定 

技术 

调整 

新的/ 

扩大的任务 其他 共计 

2023 年 

拟议 

       
A. 决策机关 — — — — — — 

B. 行政领导和管理 30 — 1 17 18 48 

C. 工作方案       

 1. 全球化、相互依存和发展 62 — 1 (16) (15) 47 

 2. 投资和企业 75 — — — — 75 

 3. 国际贸易与商品 82 — — — — 82 

 4. 技术和物流 49 — 4 1 5 54 

 5. 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特别方案 26 — — 1 1 27 

 小计，(C) 294 — 5 (14) (9) 285 

D. 方案支助 55 — — — — 55 

 小计，(1) 379 — 6 3 9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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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预算外 

构成部分/次级方案 

2022 年 

估计    变动 

2023 年 

估计 

       
A. 决策机关 —    — — 

B. 行政领导和管理 1    — 1 

C. 工作方案       

 1. 全球化、相互依存和发展 —    — — 

 2. 投资和企业 —    — — 

 3. 国际贸易与商品 —    — — 

 4. 技术和物流 1    — 1 

 5. 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特别方案 —    — — 

 小计，(C) 2    — 2 

D. 方案支助 13    — 13 

 小计，(2) 15    — 15 

 共计 394    9 403 

表 12.23 

总表：财政资源和员额资源的演变情况 

(千美元/员额数目) 

   变动  

 

2021 年 

支出 

2022 年 

批款 

技术 

调整 

新的/ 

扩大的任务 其他 共计 百分比 

2023 年估计 

(重计费用前) 

         
按主要支出类别列示的财政资源         

员额 65 347.1 66 258.0 307.8 610.8 229.9 1 148.5 1.7 67 406.5 

非员额 4 955.4 5 016.8 — 146.5 75.0 221.5 4.4 5 238.3 

 共计 70 302.4 71 274.8 307.8 757.3 304.9 1 370.0 1.9 72 644.8 

按职类列示的员额资源         

专业及以上职类  247 — 6 3 9 3.6 256 

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  132 — — — — — 132 

 共计  379 — 6 3 9 2.4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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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十 

2023 年拟议资源(重计费用前)的分配情况 

(员额数目/千美元) 

员额分配 

388 个员额 

财政资源分配 

72 644.8 

非员额财政资源分配 

5 238.3 

 

  按因素、构成部分和次级方案列示的差异解释 

  总体资源变动 

  技术调整 

 12.91 如表 12.21(1)所示，资源变动反映净增加 307 800 美元，原因是 2022 年员额改派的延迟影响，

根据针对改派员额的既定做法，这些员额适用 50%的空缺率，具体如下： 

(a) 次级方案 4，技术和物流(增加 153 900 美元)。1 个方案管理干事(P-4)改派为经济事务干事，

1 个工作人员助理(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改派为统计助理； 

(b) 次级方案 5，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特别方案(增加 67 300 美元)。1 个研究助理(一般事务

人员(其他职等))改派为工作人员助理； 

(c) 方案支助(增加 86 600 美元)。1 个新闻干事(P-4)改派为政府间事务干事。 

  新的/扩大的任务 

 12.92 大会第 76/245 号决议请秘书长列入关于执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通过的

《布里奇顿协定》(TD/541/Add.2)的有关提议。因此，如表 12.21(1)所示，资源变动显示净

增加 757 300 美元，支付执行《布里奇顿协定》规定的任务所需经费，该协定除其他外要求贸

发会议：通过其三大支柱加强工作以支持贸易便利化改革，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便利化

协定》的落实，并加强支持制定和实施适当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以降低贸易交易成本；加强其

援助巴勒斯坦人民方案，提供充足资源并开展有效的业务活动，包括相关研究，作为国际社会

122

10

32

78

68

51

20

5

1

1

GS (OL)

GS (PL)

P-2

P-3

P-4

P-5

D-1

D-2

ASG

USG

员额
67 406.5

非员额
5 238.3

414.7 

276.2 

1 711.1

857.9 

469.3 

177.5 

329.3 

341.8 

8.8 

651.7 

家具和设备

用品和材料

一般业务费用

订约承办事务

工作人员差旅

代表差旅

咨询人

专家

招待费

其他工作人员费用

https://undocs.org/ch/A/RES/76/245
https://undocs.org/ch/TD/541/Ad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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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承诺的一部分；加强工作，协助发展中国家系统地评估参与

和融入数字经济的现状和准备情况，从而促进缩小数字鸿沟。在构成部分和次级方案的分布情

况如下： 

(a) 行政领导和管理。增加 93 600 美元，反映了拟议设立一个统计员(P-3)员额，用于贸发会议

加强在发展中国家和数字经济方面的工作，详见附件二； 

(b) 次级方案 1，全球化、相互依存和发展。增加 140 100 美元，反映了如附件二所示，拟议设

立 1 个经济事务干事(P-3)员额(93 600 美元)，还用作非员额资源(专家项下 20 000 美元，工

作人员差旅项下 6 500 美元，订约承办事务项下 20 000 美元)，用于加强贸发会议的援助

巴勒斯坦人民方案，包括相关研究； 

(c) 次级方案 4，技术和物流。增加 523 600 美元，反映了拟议设立 4 个员额：3 个经济事务干

事(P-4)员额(2 个用于加强贸发会议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工作，1 个用于加强贸发会议对降低

贸易交易成本的法律和监管框架的支持)，1 个经济事务干事(P-3)员额，用于加强贸发会议

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工作(423 600 美元)，详见附件二；还用作非员额资源(专家项下 70 000

美元，工作人员差旅项下 30 000 美元)。 

  其他变动 

 12.93 如表 12.21(1)所示，资源变动显示净增加 304 900 美元，用于在执行《布里奇顿协定》、从

COVID-19 大流行中不均衡地恢复以及《2030 年议程》持续显现紧迫性和相关性的三重背

景下，振兴贸发会议的工作，使该组织更胜任使命，并满足成员国的需求。拟议的变动将有

助于通过进一步支持发展中国家、扩大双赢局面、调整权衡以及将环境和气候变化充分纳入

发展视角来应对新的发展经济学视角的关键领域。变动的细目如下： 

(a) 行政领导和管理。净增 2 710 500 美元，原因是拟议设立统计处，包括从次级方案 1 下的

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调入 18 个与统计有关的员额(1 个 D-1、1 个 P-5、3 个 P-3、1 个 P-2、

3 个一般事务人员(特等)和 9 个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还包括将 1 个处长(D-1)员额调

入次级方案 4 下的技术和物流司(员额资源项下净增 2 649 400 美元)，详见附件二；还涉及

调入非员额资源(咨询人项下 21 100 美元和工作人员差旅项下 40 000 美元)。附件一说明了

拟议设立统计处的理由； 

(b) 次级方案 1，全球化、相互依存和发展。净减 2 715 100 美元，反映了下列情况：拟议调出

18 个员额，但被设立 2 个员额(1 个经济事务干事(P-4)员额和 1 个经济事务干事(P-3)员额)

部分抵消(员额资源项下净减少 2 694 000 美元)，用来加强外债可持续性和非法资金流动方

面的工作，详见附件二；咨询人项下减少 21 100 美元，原因是统计相关职能被调出，用来

建立行政领导和管理下的交叉性统计处； 

(c) 次级方案 2，投资和企业。减少 67 300 美元，原因是如附件二所示，拟将 1 个方案管理助

理(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员额改派为平面设计助理，根据既定做法，该员额适用 50%的

空缺率； 

(d) 次级方案 3，国际贸易及初级商品。专家(3 700 美元)、工作人员差旅(15 000 美元)和订约

承办事务(16 300 美元)项下共增加 35 000 美元，反映了所需经费增加，用于组织与外部参

与者举行的会议、安排外部参与者出席会议以及印刷竞争和消费者政策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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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次级方案 4，技术和物流。增加 248 200 美元是由于拟议从行政领导和管理，秘书长办公

室调入一个处长(D-1)员额，详见附件二； 

(f) 次级方案 5，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特别方案。增加 93 600 美元是由于拟议设立一个经济

事务干事(P-3)员额，详见附件二。 

  预算外资源 

 12.94 如表 12.21(2)和 12.22(2)所示，贸发会议预计将继续收到现金和实物捐助，可补充经常预算资

源。2023 年，预算外资源估计为 44 548 200 美元，如表 12.22(2)所示将用于 15 个员额。预算外

资源占本款资源总额的 38.0%。 

 12.95 贸发会议根据秘书长的授权主管本款下的预算外资源。 

  决策机关 

 12.96 本构成部分的拟议资源将用于支付与贸发会议负责服务的常设政府间机关和专家机构、大会特

别会议和各政府间进程相关的费用。以个人身份在委员会任职的专家经费按照大会第 46/235 号

决议的规定编列，各职司委员会成员的经费按照大会第 49/130 号决议的规定编列。表 12.24 提

供信息，说明各常设政府间机关和经常预算下的相关所需资源。 

表 12.24 

决策机关 

(千美元) 

决策机关 说明 补充信息 

2022 年 

批款 

2023 年估计 

(重计费用前) 

     科学和技术促进

发展委员会 

该委员会每年举行会议，为相关工作方案提供全面

指导。在该委员会闭会期间举办特设小组会议和讲

习班，以审查科学技术促进发展方面的具体问题，

进而向委员会提供专门技术性咨询意见。贸发会议

秘书处向委员会提供实务支助。 

任务：大会第 46/235 号决议 

成员：43 名政府专家 

每年一届 

每年一次闭会期间小组会议 

146.4 146.4 

投资、企业和 

发展委员会 

该委员会处理投资、技术和相关财务问题的相关议

题以及企业与信息和通信技术议题。委员会由 16

名专家顾问协助，这些顾问以个人身份提供服务，

他们既有选自发达国家的，也有选自发展中国家

的。委员会对贸发会议所有成员国开放，有一个常

设附属专家机构，即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

家工作组。 

任务：大会第 49/130 号决议 

TD/442、TD/442/Corr.1 和

TD/442/Corr.2 (《阿克拉协

议》)，第 202 段 

成员：16 名专家 

每年一届 

31.1 31.1 

贸发会议四年度

大会 

大会结合贸发会议或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建议，确

定贸发会议届会的日期和地点。贸发会议第十五届

大会已于 2021 年举行。将继续与成员国就问题和

任务开展协商。 

任务：大会第 1995(XIX)号决

议，第 2 段 

每四年举行一届 

15.1 15.1 

 共计   192.6 192.6 

https://undocs.org/ch/A/RES/46/235
https://undocs.org/ch/A/RES/49/130
https://undocs.org/ch/A/RES/46/235
https://undocs.org/ch/A/RES/49/130
https://undocs.org/ch/TD/442
https://undocs.org/ch/TD/442/Corr.1
https://undocs.org/ch/TD/442/Corr.2
https://undocs.org/ch/A/RES/1995(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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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7 2023 年拟议经常预算资源为 192 600 美元，与 2022 年批款相比资源数额不变。关于 2023 年拟

议资源分配的其他详情见表 12.25 和图 12.十一。 

表 12.25 

决策机关：财政资源的演变情况 

(千美元) 

 

2021 年 

支出 

2022 年 

批款 

变动 

2023 年估计 

(重计费用前) 技术调整 

新的/ 

扩大的任务 其他 共计 百分比 

         
非员额 87.2 192.6 — — — — — 192.6 

 共计 87.2 192.6 — — — — — 192.6 

图 12.十一 

决策机关：2023 年拟议资源(重计费用前)的分配情况 

(千美元) 

 

非员额财政资源分配 

192.6  

 

  行政领导和管理 

 12.98 贸发会议秘书长办公室协调贯穿各领域的机构流程，例如有系统地将性别平等内容纳入贸发会

议工作的所有领域，在工作人员中实现性别均等。为此，秘书长办公室正在协调性别平等工作

队。该工作队由贸发会议常务副秘书长担任主席，任务是改进并更好地协调性别主流化活动，

包括为贸发会议的每个次级方案任命性别平等问题协调人，其职责包括从性别主流化角度审查

和审批信托基金项目文件。统计协调工作队由贸发会议常务副秘书长担任主席，任务是改进对

贸发会议统计活动的协调并发挥协同增效作用，确定贸发会议统计工作的战略优先事项，协调

统计方面的编制、传播和能力建设等活动。 

 12.99 传播和对外关系科负责规划和交付贸发会议的媒体外联和对外关系活动、网络内容管理、民间

社会联络和传播战略实施，包括制作和传播针对特定受众的信息和媒体产品。该科负责对贸发

会议多语种网站上的内容进行有效及时的维护和业务监测，并负责执行贸发会议的网络战略。

该科还致力于促进与民间社会组织的合作和工作关系，其中包括非政府组织、工会、学术界和

政府间组织等，并在民间社会工作方面开展筹款和政府间联络活动。 

  

  15.1 

177.5 

工作人员差旅

代表差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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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0 评价股协调和开展的活动通过提供内部监督，包括监督和管理由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授权的外部

评价、监督和管理由联合国发展账户资助的项目评价以及按捐助协议要求开展的外部评价，保

证并提高贸发会议方案和项目的质量和影响力。该股就监督、自我评估和自我评价向管理层提

供战略支持和咨询意见。 

 12.101 统计处负责支持整个组织中统计活动的协调、标准化和一致性，并对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进行

独立的质量保证。这个跨组织的处将提供贸易和发展领域的相关和及时的统计数据，并将通过

执行贸发会议统计数据质量保证框架，统一该组织的总体统计工作要求，以便改进规划，更多

地发挥协同增效并进行质量控制。 

 12.102 贸发会议纽约办事处致力于在联合国总部以及与设在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相关行为体加强外

联，宣传贸发会议的目标，包括加强与联合国系统所有实体、基金和专门方案、外交使团、记

者团、研究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贸易、投资、技术和发展领域的技术援助机构的协调。 

 12.103 根据《2030 年议程》，特别是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鼓励各组织将可持续性信息纳入各自报告

周期的具体目标 12.6，并且根据大会第 72/219 号决议第 19 段所述共有任务，贸发会议将环境

管理做法纳入其业务活动。作为其承诺的一部分，贸发会议将继续尽可能使用信通技术工具代

替航空旅行，减少碳足迹。贸发会议是设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房地内的非驻地实体，碳足迹

仅包括与航空旅行有关的排放。 

 12.104 表 12.26 显示遵守及时提交材料规定和提前订票政策的情况。2021 年提前订票政策合规率下降

的主要原因是 COVID-19 大流行导致的限制和不确定因素继续存在。不过，贸发会议继续努力

提高合规率，包括为此在管理信息系统(贸发会议管理看板)中监测预购机票政策的遵守情况，

并每月向高级管理层报告一次。工作人员在“团结”系统提出旅行申请前，需先使用任务差旅

门户网站获得高级管理人员对旅行申请的批准。该门户网站可识别不符合预购机票政策的请求，

并自动向高级管理人员发出警告。此外，贸发会议继续努力提高工作人员的认识，并鼓励尽可

能提早规划各类会议。 

表 12.26 

合规率 

(百分比) 

 

2019 年 

 实际 

2020 年 

 实际 

2021 年 

 实际 

2022 年 

 计划 

2023 年 

 计划 

      
及时提交材料 100 100 97 100 100 

在旅行开始前提前至少两星期购买机票 55 44 37 100 100 

 12.105 2023 年拟议经常预算资源为 8 238 700 美元，与 2023 年批款相比增加 2 804 100 美元。第

12.92(a)和 12.93(a)段解释了拟议增加该数额的原因。关于 2022 年拟议资源分配的其他详情见

表 12.27 和图 12.十二。 

  

https://undocs.org/ch/A/RES/7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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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7 

行政领导和管理：财政资源和员额资源的演变情况 

(千美元/员额数目) 

   变动 

2023 年估计 

(重计费用前)  

2021 年 

支出 

2022 年 

批款 技术调整 

新的/ 

扩大的任务 其他 共计 百分比 

按主要支出类别列示的财政资源         

员额 5 361.5 5 355.8 — 93.6 2 649.4 2 743.0 51.2 8 098.8 

非员额 84.2 78.8 — — 61.1 61.1 77.5 139.9 

 共计 5 445.7 5 434.6 — 93.6 2 710.5 2 804.1 51.6 8 238.7 

按职类列示的员额资源         

专业及以上职类  18 — 1 5 6 33 24 

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  12 — — 12 12 100 24 

 共计  30 — 1 17 18 60 48 

图 12.十二 

行政领导和管理：2023 年拟议资源(重计费用前)的分配情况 

(员额数目/千美元) 

员额分配 

48 个员额 

财政资源分配 

8 238.7 

非员额财政资源分配 

139.9 

 

  预算外资源 

 12.106 行政领导和管理的预算外资源估计为 958 400 美元，将用于 1 个员额(1 个 D-2)，并用作非员额

资源。这些资源将主要用于确保整个组织实务工作和政策的一致性，并确保贸发会议的努力和

任务执行工作一致、及时、有效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2023 年资源估计数与 2022 年估计

数相比，没有变化。 

20

4

4

8

5

4

1

1

1

GS (OL)

GS (PL)

P-2

P-3

P-4

P-5

D-1

ASG

USG

员额
8 098.8

非员额
139.9

88.8 

51.1 

工作人员差旅

咨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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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方案 

  次级方案 1 

  全球化、相互依存和发展 

 12.107 2023 年拟议经常预算资源为 8 683 400 美元，与 2022 年批款相比减少 2 575 000 美元。第

12.92(b)和 12.93(b)段解释了拟议减少该数额的原因。关于 2023 年拟议资源分配的其他详情

见表 12.28 和图 12.十三。 

表 12.28 

次级方案 1：财政资源和员额资源的演变情况 

(千美元/员额数目) 

   变动 

2023 年估计 

(重计费用前)  

2021 年 

支出 

2022 年 

批款 技术调整 

新的/ 

扩大的任务 其他 共计 百分比 
         

按主要支出类别列示的财政资源         

员额 10 508.5 11 089.0 — 93.6 (2 694.0) (2 600.4) (23.5) 8 488.6 

非员额 197.5 169.4 — 46.5 (21.1) 25.4 15.0 194.8 

 共计 10 706.0 11 258.4 — 140.1 (2 715.1) (2 575.0) (22.9) 8 683.4 

按职类列示的员额资源         

专业及以上职类  38 — 1 (4) (3) (7.9) 35 

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  24 — — (12) (12) (50) 12 

 共计  62 — 1 (16) (15) (24.2) 47 

图 12.十三 

次级方案 1：2023 年拟议资源(重计费用前)的分配情况 

(员额数目/千美元) 

员额分配 

47 个员额 

财政资源分配 

8 683.4 

非员额财政资源分配 

194.8 

 
11

1

2

9

10

10

3

1

GS (OL)

GS (PL)

P-2

P-3

P-4

P-5

D-1

D-2

员额
8 488.6 

非员额
194.8 

22.7 

67.7 

49.3 

55.1 

订约承办事务

工作人员差旅

咨询人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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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外资源 

 12.108 本次级方案的预算外资源估计为 6 463 700 美元，将用作非员额资源。这些资源将有助于本次

级方案向决策者传播研究结果，使决策者能够从本次级方案的分析和政策建议中受益，所涉领

域的例子包括：调动资源提高亚洲的国家和区域能力；支持亚洲国家采取综合政策战略和区域

政策协调，以促进有韧性、可持续的变革性发展；巴巴多斯的经济多样化和复原力；巴勒斯坦

被占领土的经济发展前景以及审查贸易和发展的障碍。这些资源还将用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

术援助，以加强各国政府有效和可持续地管理其债务的能力，支持消除贫困、发展、透明度和

善治。2023 年资源估计数与 2022 年估计数相比，没有变化。 

  次级方案 2 

  投资和企业 

 12.109 2023 年拟议经常预算资源为 13 324 800 美元，与 2022 年批款相比减少 67 300 美元。第 12.93(c)段

解释了拟议减少该数额的原因。关于 2023 年拟议资源分配的其他详情见表 12.29 和图 12.十四。 

表 12.29 

次级方案 2：财政资源和员额资源的演变情况 

(千美元/员额数目) 

   变动 

2023 年估计 

(重计费用前)  

2021 年 

支出 

2022 年 

批款 技术调整 

新的/ 

扩大的任务 其他 共计 百分比 
         

按主要支出类别列示的财政资源         

员额 12 161.5 13 148.3 — — (67.3) (67.3) (0.5) 13 081.0 

非员额 257.9 243.8 — — — — — 243.8 

 共计 12 419.5 13 392.1 — — (67.3) (67.3) (0.5) 13 324.8 

按职类列示的员额资源         

专业及以上职类  55 — — — — — 55 

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  20 — — — — — 20 

 共计  75 — — — — —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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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十四 

次级方案 2：2023 年拟议资源(重计费用前)的分配情况 

(员额数目/千美元) 

员额分配 

75 个员额 

财政资源分配 

13 324.8 

非员额财政资源分配 

243.8 

 

  预算外资源 

 12.110 本次级方案的预算外资源估计为 2 616 500 美元，将用作非员额资源。这些资源将主要用于提

供技术合作项目，以建立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脆弱经济体的人力和机构能力，以便根

据推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的国家发展战略，制定有利于促进对可持续发展投

资以及推动私营部门发展的政策。2023 年资源估计数与 2022 年估计数相比，没有变化。 

  次级方案 3 

  国际贸易及初级商品 

 12.111 2023 年拟议经常预算资源为 14 796 100 美元，与 2022 年批款相比增加 35 000 美元。第 12.93(d)段

解释了拟议增加该数额的原因。关于 2023 年拟议资源分配的其他详情见表 12.30 和图 12.十五。 

表 12.30 

次级方案 3：财政资源和员额资源的演变情况 

(千美元/员额数目) 

 

2021 年 

支出 

2022 年 

批款 

变动 

2023 年估计 

(重计费用前) 技术调整 

新的/ 

扩大的任务 其他 共计 百分比 

         按主要支出类别列示的财政资源         

员额 13 527.5 14 575.8 — — — — — 14 575.8 

非员额 191.7 185.3 — — 35.0 35.0 18.9 220.3 

 共计 13 719.1 14 761.1 — — 35.0 35.0 0.2 14 796.1 

         

19

1

8

1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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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GS (OL)

GS (PL)

P-2

P-3

P-4

P-5

D-1

D-2

员额
13 081.0

非员额
243.8

15.0 

56.6 

91.7 

80.5 

订约承办事务

工作人员差旅

咨询人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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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支出 

2022 年 

批款 

变动 

2023 年估计 

(重计费用前) 技术调整 

新的/ 

扩大的任务 其他 共计 百分比 

         按职类列示的员额资源         

专业及以上职类  60 — — — — — 60 

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  22 — — — — — 22 

 共计  82 — — — — — 82 

图 12.十五 

次级方案 3：2023 年拟议资源(重计费用前)的分配情况 

(员额数目/千美元) 

员额分配 

82 个员额 

财政资源分配 

14 796.1 

非员额财政资源分配 

220.3 

 

  预算外资源 

 12.112 本次级方案的预算外资源估计为 3 142 300 美元，将用作非员额资源。这些资源将主要用于在

货物、服务和初级商品贸易、创意经济、环境退化、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竞争和消费者政

策、贸易与性别以及贸易分析等领域向请求国提供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项目。2023 年资源估计

数与 2022 年估计数相比，没有变化。 

  次级方案 4 

  技术和物流 

 12.113 2023 年拟议经常预算资源为 9 405 500 美元，与 2022 年批款相比增加 925 700 美元。第 12.91(a)、

12.92(c)和 12.93(e)段解释了拟议增加该数额的原因。关于 2023 年拟议资源分配的其他详情见

表 12.31 和图 12.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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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31 

次级方案 4：财政资源和员额资源的演变情况 

(千美元/员额数目) 

 

2021 年 

支出 

2022 年 

批款 

变动 

2023 年估计 

(重计费用前) 技术调整 

新的/ 

扩大的任务 其他 共计 百分比 
         

按主要支出类别列示的财政资源         

员额 9 080.4 8 364.7 153.9 423.6 248.2 825.7 9.9 9 190.4 

非员额 116.6 115.1 — 100.0 — 100.0 86.9 215.1 

 共计 9 197.1 8 479.8 153.9 523.6 248.2 925.7 10.9 9 405.5 

按职类列示的员额资源         

专业及以上职类  36 — 4 1 5 13.9 41 

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  13 — — — — — 13 

 共计  49 — 4 1 5 10.2 54 

图 12.十六 

次级方案 4：2023 年拟议资源(重计费用前)的分配情况 

(员额数目/千美元) 

员额分配 

54 个员额 

财政资源分配 

9 405.5 

非员额财政资源分配 

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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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员额
215.1 

5.1 

80.2 

33.7 

96.1 

订约承办事务

工作人员差旅

咨询人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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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外资源 

 12.114 本次级方案预算外资源估计为 25 791 000 美元，将用于 1 个员额(1 个 P-4)，并用作非员额资

源。这些资源将主要用于提供能力建设，使受益国能够更好地利用技术和物流促进贸易和发展。

本次级方案提供的技术援助服务包括通过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实现海关和其他贸易相关流程

的自动化，在电子贸易、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贸易便利化、运输、港口管理方面进行能力

建设，以及为专家举办关于国际经济议程相关问题的其他培训课程。2023 年资源估计数与 2022

年估计数相比，没有变化。 

  次级方案 5 

  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特别方案 

 12.115 2023 年拟议经常预算资源为 5 075 000 美元，与 2022 年批款相比增加 160 900 美元。第 12.91(b)

和 12.93(f)段解释了拟议增加该数额的原因。关于 2023 年拟议资源分配的其他详情见表 12.32

和图 12.十七。 

表 12.32 

次级方案 5：财政资源和员额资源的演变情况 

(千美元/员额数目) 

 

2021 年 

支出 

2022 年 

批款 

变动 

2023 年估计 

(重计费用前) 技术调整 

新的/ 

扩大的任务 其他 共计 百分比 
         

按主要支出类别列示的财政资源         

员额 4 492.8 4 787.5 67.3  — 93.6 160.9 3.4 4 948.4 

非员额 132.3 126.6 — — — — — 126.6 

 共计 4 625.1 4 914.1 67.3  — 93.6 160.9 3.3 5 075.0 

按职类列示的员额资源         

专业及以上职类  20 — — 1 1 5.0 21 

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  6 — — — — — 6 

 共计  26 — — — — 3.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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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十七 

次级方案 5：2023 年拟议资源(重计费用前)的分配情况 

(员额数目/千美元) 

员额分配 

27 个员额 

财政资源分配 

5 075.0 

非员额财政资源分配 

126.6 

 

  预算外资源 

 12.116 本次级方案的预算外资源估计为 1 329 900 美元，将用作非员额资源。这些资源将主要用于支

持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子基金项目，该项目旨在制定综合方案，通过促进结构转型、建设生

产能力和增加投资机会，减少对发展的制约因素。这些资源还将使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活动得

以继续，以帮助建设生产能力，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出口可持续地实现多样化。这些资源将

使本次级方案能够建设和加强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在设计和执行国家和国际政策方面的

人力和机构能力，使这些国家能够有效地利用单边和互惠贸易安排中的贸易优惠和原产地规则。

2023 年资源估计数与 2022 年估计数相比，没有变化。 

  方案支助 

 12.117 方案支助由两个处组织提供：一、合并了前技术合作科和资源管理处的方案支助与管理事务处；

二、政府间外联和支助处。 

 12.118 2023 年拟议经常预算资源为 12 928 700 美元，与 2022 年批款相比增加 86 600 美元。第 12.91(c)段

解释了拟议增加该数额的原因。关于 2023 年拟议资源分配的其他详情见表 12.33 和图 12.十八。 

  

6

2

4

8

4

2

1

GS (OL)

P-2

P-3

P-4

P-5

D-1

D-2

员额
4 948.4 

非员额
126.6 

48.6 

42.0 

36.0 

工作人员差旅

咨询人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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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33 

方案支助：财政资源和员额资源的演变情况 

(千美元/员额数目) 

 

2020 年 

支出 

2022 年 

批款 

变动 

2023 年估计 

(重计费用前) 技术调整 

新的/ 

扩大的任务 其他 共计 百分比 
         

按主要支出类别列示的财政资源         

员额 10 214.8 8 936.9 86.6  — — 86.6 1.0 9 023.5 

非员额 3 888.0 3 905.2 — — — — — 3 905.2 

 共计 14 102.8 12 842.1 86.6  — — 86.6 0.7 12 928.7 

按职类列示的员额资源         

专业及以上职类  20 — — — — — 20 

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  35 — — — — — 35 

 共计  55 — — — — — 55 

图 12.十八 

方案支助：2023 年拟议资源(重计费用前)的分配情况 

(员额数目/千美元) 

员额分配 

55 个员额 

财政资源分配 

12 928.7 

非员额财政资源分配 

3 905.2 

 

  

31

4

1

7

4

6

2

GS (OL)

GS (PL)

P-2

P-3

P-4

P-5

D-1

员额
9 023.5

非员额
3 905.2

414.7 

276.2 

1 711.1 

794.8 

27.3 

20.6 

8.8 

651.7 

家具和设备

用品和材料

一般业务费用

订约承办事务

工作人员差旅

专家

招待费

其他工作人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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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外资源 

 12.119 用于方案支助的预算外资源估计为 4 246 400 美元，将用于 13 个员额(1 个 P-5、1 个 P-4、2 个

P-3 和 9 个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并用作非员额资源。这些资源将主要用于支持次级方案

执行技术合作活动、研究和分析以及与预算外活动有关的行政支助。这些资源还将使贸发会议

能够参与一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参与方式是按照联合国发展协调办公室的指导方针，

在贸发会议工具箱列出的贸发会议专业领域制定相关的国家一级联合方案。2023 年资源估计数

与 2022 年估计数相比，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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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3 年组织结构和员额分配 

 下文两张图显示贸发会议的组织结构。图 A 转载 A/76/6 (Sect. 12)号文件所

载 2022 年核定组织结构。图 B 是 2023 年的拟议组织结构。 

  拟议变动理由 

 拟议设立跨组织的统计处是为了支持振兴贸发会议，使其更胜任使命，并贯

彻《布里奇顿协定》所反映的对统计工作的重视。该处直接隶属于贸发会议秘书

长办公室，将为所有次级方案提供服务，以改进规划、使实务工作保持一致并更

多发挥协同增效。 

  

https://undocs.org/ch/A/76/6(Sect.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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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2022 年核定组织结构和员额分配 

 

  

非洲、最不发达国
家和特别方案司 

(次级方案 5) 

RB: 

1 D-2 

2 D-1 

4 P-5 

8 P-4 

3 P-3 

2 P-2 

6 GS (OL) 

共计：26 
 

全球化和发展 
战略司 

(次级方案 1) 

RB: 

1 D-2 

4 D-1 

11 P-5 

9 P-4 

10 P-3 

3 P-2 

4 GS (PL) 

20 GS (OL) 

共计：62 
 

投资和企业司 

(次级方案 2) 

RB: 

1 D-2 

3 D-1 

10 P-5 

14 P-4 

19 P-3 

8 P-2 

1 GS (PL) 

19 GS (OL) 

共计：75 
 

国际贸易及 
初级商品司 

(次级方案 3) 

RB: 

1 D-2 

5 D-1 

12 P-5 

15 P-4 

20 P-3 

7 P-2 

22 GS (OL) 

共计：82 
 

技术和物流司 

(次级方案 4) 

RB: XB: 

1 D-2 1 P-4 

3 D-1  

5 P-5  

9 P-4  

10 P-3  

8 P-2  

13 GS (OL)   

49 1 

共计：50 
 

方案支助 

RB: XB: 

2 D-1 1 P-5 

6 P-5 1 P-4 

4 P-4 2 P-3 

7 P-3 9 GS (OL) 

1 P-2  

4 GS (PL)  

31 GS (OL)  

55 13 

共计：68 
 

秘书长办公室 

(行政领导和管理) 

RB: XB: 

1 USG 1 D-2 

1 ASG  

D-1  

3 P-5  

5 P-4  

4 P-3  

3 P-2  

1 GS (PL)   

11 GS (OL)  

30 1 

共计：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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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023 年拟议组织结构和员额分配 

缩写：ASG，助理秘书长；GS (OL)，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GS (PL)，一般事务人员(特等)；RB，经常预算；USG，

副秘书长；XB，预算外资源。 

 a 将 18 个统计工作相关员额从次级方案 1 调至行政领导和管理。 

 b 设立 1 个统计员(P-3)员额。 

 c 设立 1 个经济事务干事(P-4)员额。 

 d 设立 2 个经济事务干事(P-3)员额。 

 e 设立 3 个经济事务干事(P-4)员额。 

 f 设立 1 个经济事务干事(P-3)员额。 

 g 将 1 个处长员额从行政领导和管理调入次级方案 4。 

 h 设立 1 个经济事务干事(P-3)员额。 

  

秘书长办公室 

(行政领导和管理) 

RB: XB: 

1 USG 1 D-2 

1 ASG  

3 P-5  

5 P-4  

4 P-3  

3 P-2  

1 GS (PL)   

11 GS(OL)  

29 1 

共计：30 

 

统计处 a 

(行政领导和管理) 

RB: 

1 D-1 

1 P-5 

4 P-3b 

1 P-2 

3 GS (PL) 

9 GS (OL) 

共计：19 
 

方案支助 

RB: XB: 

2 D-1 1 P-5 

6 P-5 1 P-4 

4 P-4 2 P-3 

7 P-3 9 GS (OL) 

1 P-2  

4 GS (PL)  

31 GS (OL)  

55 13 

共计：68 
 

非洲、最不发达国
家和特别方案司 

(次级方案 5) 

RB: 

1 D-2 

2 D-1 

4 P-5 

8 P-4 

4 P-3h 

2 P-2 

6 GS (OL) 

共计：27 

 

全球化和 
发展战略司 

(次级方案 1) 

RB: 

1 D-2 

3 D-1 

10 P-5 

10 P-4c 

9 P-3d 

2 P-2 

1 GS (PL) 

11 GS (OL) 

共计：47 

 

投资和 
企业司 

(次级方案 2) 

RB: 

1 D-2 

3 D-1 

10 P-5 

14 P-4 

19 P-3 

8 P-2 

1 GS (PL) 

19 GS (OL) 

共计：75 

 

国际贸易及 
初级商品司 

(次级方案 3) 

RB: 

1 D-2 

5 D-1 

12 P-5 

15 P-4 

20 P-3 

7 P-2 

22 GS (OL) 

共计：82 
 

技术和 
物流司 

(次级方案 4) 

RB: XB: 

1 D-2 1 P-4 

4 D-1g  

5 P-5  

12 P-4e  

11 P-3f  

8 P-2  

13 GS (OL)   

54 1 

共计：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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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按构成部分和次级方案列示的拟议员额变动汇总 

构成部分/次级方案 员额 职等 说明 变动原因 
          

行政领导和管理 1 P-3 设立 1 个统计员 拟议设立 1 个统计员员额，负责按性别分列的增强经济

权能和贸易数据以及衡量电子贸易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

性别层面，以便按照《布里奇顿协定》的规定，加强对

现有数据的收集和处理，以便针对数字经济的机遇和挑

战进行统计和政策分析(第 127(gg)段)。 

 1 D-1 从次级方案 1 调入

18个员额(处长、高

级统计员、统计员、

协理统计员、高级

统计助理、统计助

理、信息系统助理、

图书馆助理和行政

助理) 

从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调入 18 个员额是为了设立独立

的跨组织统计处，以支持振兴贸发会议，使其更胜任使

命，并贯彻《布里奇顿协定》对统计工作的重视。 

统计处将为所有次级方案提供服务，以改进规划、使实

务工作保持一致并更多发挥协同增效。这 18 个员额以前

列在次级方案 1 下，但由于这项工作的交叉性，拟将这

些员额调至行政领导和管理。如附件一所示，统计处处

长(D-1)将向贸发会议秘书长办公室报告。 

 1 P-5 

 3 P-3 

 1 P-2 

 3 GS(PL) 

 9 GS (OL) 

 

(1) D-1 将 1 个处长调入次

级方案 4 

见次级方案 4 下列出的变动原因。 

次级方案 1 

全球化、相互依存和发展 

1 P-4 设立 1 个经济事务

干事 

拟议设立 1 个经济事务干事员额是为了支持振兴贸发会

议，使其更胜任使命，并有效实施《布里奇顿协定》提到

的四大转变(第 39 段)。该经济事务干事将研究 COVID-19

之后的外债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融资，并开展实质性研

究和政策分析，促进贸发会议为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债务可

持续性分析和可持续发展融资评估作出贡献，其研究和分

析将尤其关注该大流行病对可持续调动财政资源促进发

展的长期影响以及对气候融资和发展融资的整合处理。 

  2 P-3 设立 2 个经济事务

干事 

拟议设立的 1 个员额是为了按照《布里奇顿协定》的规

定，加强贸发会议的援助巴勒斯坦人民方案，包括进行

相关研究(第 127(bb)段)。因此拟议在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股设立 1 个经济事务干事，进行技术、建模和定量分析。 

    拟议设立的另一个员额是为了支持振兴贸发会议，使其

更胜任使命，并有效实施《布里奇顿协定》提到的四大

转变(第 39 段)。因此拟议设立 1 个经济事务干事，负责

开展关于非法资金流动的工作，进行实质性研究并作出

政策方面的贡献。 

  (18) 

 

将 18 个员额调至

行政领导和管理 

见行政领导和管理下列出的变动原因。 

次级方案 2  

投资和企业 

1 GS (OL) 将 1 个方案管理助

理员额改派为 1 个

平面设计助理员额 

拟议改派的原因是需要提高次级方案 2 的能力，使其以

更有效、技术驱动和便于查阅的方式向成员国提供产品

和应交付产出。 

次级方案 4  

技术和物流 

3 P-4 设立 3 个经济 

事务干事 

拟议设立的两个员额是因为贸发会议要按照《布里奇顿

协定》的规定，加强工作，协助发展中国家系统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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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次级方案 员额 职等 说明 变动原因 
          

参与和融入数字经济的现状和准备情况(第 127(gg)段)。

这两名经济事务干事将协助加强贸发会议在数字经济领

域的工作，尤其是开展电子贸易准备情况评估和相应的

政策分析。 

    拟议设立另 1 个员额是因为贸发会议根据《布里奇顿协

定》的规定，通过其三大支柱加强工作以支持实施贸易

便利化改革，并加强支持制定和实施适当的法律和监管

框架，以降低贸易交易成本(第 127(n)段)。该经济事务干

事将加强在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方案下的贸易便利化以

及进行研究和数据收集方面的工作。 

  1 P-3 设立 1 个经济 

事务干事 

拟议设立 1 个员额是因为贸发会议要按照《布里奇顿协

定》的规定，加强工作，协助发展中国家系统地评估参

与和融入数字经济的现状和准备情况(第 127(gg)段)。该

经济事务干事将加强贸发会议在数据收集和电子贸易统

计方面的工作。 

  1 D-1 将 1 个处长员额从

行政领导和管理

调出 

拟议将该员额从贸发会议秘书长办公室调至技术和物流

司，原因是需要振兴贸发会议，使其更胜任使命，并将

按照《布里奇顿协定》的规定，加强贸发会议在降低贸

易交易成本方面的工作。该处长将加强和巩固与海关数

据自动化系统方案中贸易便利化相关的工作。 

次级方案 5 

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 

特别方案 

1 P-3 设立 1 个经济 

事务干事 

拟议设立 1 个经济事务干事员额是为了支持振兴贸发会

议，使其更胜任使命，并有效实施《布里奇顿协定》提

到的四大转变(第 39 段)。该经济事务干事将查明更新和

进一步改进生产能力指数所需的关键指标和统计数据以

及定性信息。 

缩写：GS (OL)，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GS (PL)，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