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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战略框架和方案预算工作组 
第五十六届会议 
2010年 9月 6日至 8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4(a) 

  管理层对深入评价贸发会议为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
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其它结构脆弱易受影响小经济体开

展的技术合作活动结果的回应 

  导言 

1.  贸发会议秘书处欢迎对贸发会议为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和其它结构脆弱易受影响小经济体开展的技术合作活动进行深入评价

(TD/B/WP/223, TD/B/WP/223/Add.1和 TD/B/WP/224)，并希望对评价组的工作表
示感谢。 

2.  秘书处注意到评价的主要结论和建议。秘书处深受鼓舞的是，总体评价是积
极的，即“受益国认为贸发会议方案在相关性、有效性、影响力和可持续性方面

令人满意”。秘书处也注意到评价员指出贸发会议执行技术援助活动的效率有待

提高。 

3.  秘书处将高度重视得到成员国认可的任何建议，并以此为指导做好这方面的
工作。 

4.  在考虑独立评价员的报告时，秘书处希望向成员国提供一些补充信息，说明
它为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其它结构脆弱易受影

响小经济体开展的技术合作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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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贸发会议工作与受益国的相关性 

5.  评价员认为，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活动与受益国的需求“有着很强的相关
性”(第 27 和 56 段)，调查结果证实所实施方案的目标“几乎完全符合各国的优
先事项，而且通常考虑了所涉国家的特殊性”(第 29 段)。不过，评价员也指
出，“为这些国家实施的具体、定制化和成套方案不足”，“这说明没有充分考

虑国别特点”(第 58段)。 

6.  贸发会议的技术援助活动一直是需求驱动的，按用户要求酌情实施。例如，
所有司的技术援助活动都要满足每个受益国的需求，即使在区域和区域间项目内

也要这样做。例如，在投资和企业司实施的“投资促进和便利化领域良政的能力

建设区域间项目”中，协助赞比亚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设计和执行了它们的各

自“客户章程”。“支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区域间项目”也按要求向单个国家提

供了咨询服务和能力建设活动。 

7.  独立评价 2006 年贸发会议支持加入世贸组织方案和 2007 年贸发会议投资技
术咨询服务方案后都认为，这些活动是“相关的、突出重点的、及时的，有利于

发展，并满足了受益国不断变化的需求”(TD/B/WP/190；2006 年 7 月 21 日)。
关于投资指南和有益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促进和便利化领域良政的能力建设

项目”，评价指出，“私人和公共部门为许多国家提供了投资指南。然而，对于

最不发达国家来说，这方面的指南很少。在这方面，贸发会议的投资指南填补了

一个重要空白，而其他组织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中期评价证实，投资促

进和便利化领域良政方案对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机会和优先目

标具有相关性，有利于它们实现吸引、保留和加强跨国公司和其他私人部门投资

的目标”。 

8.  总之，贸发会议从设计阶段就与受益国进行广泛磋商，力求使所有项目都符
合受益国的需求。应该指出， DMFAS(债务管理和金融分析系统 )和
ASYCUDA(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等项目软件的定制化存在一些限制，因为它们
是按照通用型开发的。虽然在更新和开发该软件新版本时可考虑用户的请求，但

开发软件的规模经济与照顾单个需求之间有时存在取舍。贸发会议已意识到这些

问题，并设法克服这些问题，允许加入具体的模块，并抓紧建设“开放式软件架

构”。在实施阶段可考虑用户的具体需求，如在按受益国需要提供的一揽子技术

援助计划中纳入数据库管理等特别服务。 

 二. 更加重视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9.  关于第一项建议，独立评价员在报告中指出，“对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的重视不够明确，应该进一步加强”(第 61 段)。秘书处赞成这一建
议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它在两年期战略框架中已经提出了为这些国家所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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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确目标(例如，A/63/6(方案 10))。这些目标依成员国在《阿克拉协议》中提
出的明确授权为基础。例如，关于内陆发展中国家，《阿克拉协议》指出： 

“107.  贸发会议应向内陆发展中国家和过境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帮
助它们获得足够和有效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并获得有效的过境运输安排，以

便支持贸易。” 

“150.  应视预算外资源到位情况，为所有需要的内陆发展中国家编写投资
指南。” 

“165.  贸发会议应开展研究，制订有助于发展中国家降低运输成本、改善
运输效率和运输联接的政策建议。这一研究应特别重视最脆弱经济体的需

要，尤其是兼顾《阿拉木图部长宣言和行动纲领》，制定和执行有利于内陆

发展中国家和过境发展中国家的连贯的过境制度。还应当重视促进多式联

运。” 

10.  在这方面，自 2008 年以来，在与内陆发展中国家相关的贸易便利化、运输
和其他服务领域的研究和分析成果探讨了各种问题，包括运输成本，决定发展中

国家进入全球航运网络的因素等。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ASYCUDA)方案与中非
经济和货币共同体秘书处合作发起了一个新的区域项目，开发和实施该共同体成

员国之间国际过境货物监测系统，以便利于内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这在全世

界是首次。为赞比亚编制的投资指南也即将完成。 

11.  还应该指出，次级方案五的特别方案科已明确提出了与这些类别国家有关
的目标。对内陆发展中国家而言，主要目标是协助相关国家调整经济方向，转向

较少依赖货物实际运输的活动；对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目标是支持这些国家获

得加强抗灾能力所需要的国际支持。 

 三. 加强为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和其它结构脆弱易受影响小经济体开展的技术合作活动的内

部协调 

12.  关于第 63(a)段的建议，秘书处同意，司际间的合作和协调十分重要。项目
审查委员会是一个负责监测所有技术合作问题的司际机构。委员会通过定期会

议，促进技术合作事项的信息分享，包括审查新的项目建议书，以增加司际间合

作和与贸发会议授权及技术合作战略的协调。项目审查委员会成员是每个司任命

的联络点，包括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特别方案司，以及技术合作处。 

 四. 行动的定制化 

13.  关于第 63(b)段的建议，DMFAS方案高兴地报告，它最近已完成了 DMFAS
软件新版本――DMFAS 6的开发，新版本不仅回应了债务管理方面的最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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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以开放式软件架构为基础。DMFAS 6 载有一个网上界面，提供对用户常用的
所有 DMFAS 6 模块、信息、应用、数据和联接的中央接入。此外，新的架构允
许按照具体国家需求加上个性化特色。用于开发 DMFAS 6 的开放式技术还使它
可以与其他政府软件，以及所有用户国家使用的标准分析工具相匹配。 

14.  在 2009 年 11 月 DMFAS 咨询小组会议期间，向该方案的受益国和捐助国
介绍了 DMFAS 6。从 2010年开始已在受益国实施 DMFAS 6版本。在深入评价
时，赞比亚和萨尔瓦多仍然使用以前的 DMFAS 软件版本(DMFAS 5.3)，在所有
受益国安装新 DMFAS 6版本是本方案的一个主要目标。 

15.  评价员在报告(TD/B/WP/224)中指出，ASYCUDA 是一个需求驱动型方案，
尽可能考虑受益国的具体需求。例如，在赞比亚安装的软件包含了为内陆发展中

国家设计的具体功能。秘书处欣慰地注意到赞比亚收入管理局报告说，该方案有

助于“提高海关收入，从而改善了总体财税收入情况”，“减少了边境点的过境

时间”(第 58 段)，这是内陆发展中国家贸易便利化的关键要素。关于提供开放
式软件架构，在遵守对海关系统重要的安全方面的范围内，过去是今后仍然是本

方案的主要目标。 

 五. 贸发会议为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和其它结构薄弱易受冲击小经济体所开展的技术合作活

动的报告 

16.  关于第 64 段的建议，秘书处同意，报告贸发会议在四类国家的单个国家中
开展的活动详情，将有助于全面评估贸发会议在特定类别国家开展的技术合作活

动情况。通过主管司的定期情况介绍会和与各国代表团的接触，可提供这方面的

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