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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项目表，项目84(d)和12^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联合国技术合作活动 

联合检查组 

联合围开发计划署与各区域经济委员会的 

枝术合作;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交联合检查纽题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各区域经济委员会 

的技术合作: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报告( J^U遍且盯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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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 言 

1。联合检查组在其^^ 8 6年工作计划申列入了一份关于开发计划署与各区 

域经济姿员会合作情况的报告。这项工作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国家间计划拟订方面 

的合作与协作，以及各项决认特别是大会第32/^97-^决议如何使得各区域委员 

会能够成为区域一级项目的执行机构。联检组关于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的报告( J^^厂REp/85^1 )没有谈到该委员会各项活动的这一方面。 

2·第一份扳告，关于开发计划署厂非洲经委会的合作由卡邦戈检查员编写， 

于 ^ ^ 8 6年出版(丁^U^ R E卫厂86厂10)。第二份报告(^^ ^ ^ ^ E p / ^ ^丫1)，关 

于开发计划署厂拉加经委会的合作，由费雷尔一维埃拉检查员与威廉期检查员合作 

编写，^̂  1 9 8 7年出版。本报告因此是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三份报告。联合检 

查组将在日前正在进行的题为西亚经社会:审查与评价的一项研究中，以一个章节 

论述开发计划署广西亚经社会的合作。 

3·检查岗在编写本报告时，与负责砚划和执行区域项目的亚太经社会宦局以 

及开发计划署在纽约负责这些职责的官员进行了接触。检查员谨向这两个组织的官员 

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给予帮助提供资料，并对与他们进行的富有成果的协商表示谢 

意。 

二、开发计划署与亚太经社会的合作 

A·砚范关系的文书 

" 一 一 

4·联合检查组在编写关于这一主题的前两份报告以及在编写本报告过程中， 

都考虑到了规范联合国各机构的协调与合作特别是开发计划署与各区域经济委员会 

的关系的各项文书。跃些文书主苹的就是第2687^XXV)号、第32^1^砖、第 

33^202号和第^^/206号J失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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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必须指出，这些决议使各区域经济委员会能够作为区域和区域间项目的执 

行机构行使职能，规定在其成员国提出请求时，各区域委员会可在制定发展计划时 

参加合伯此外还指出，各委员会必须采取必要措施，调整其结构更好地进行区域 

和区域间合作，特别是必须承担区域一级合作与协调的责任。 

6。毫无疑卿委托给各区域经济委员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除执行机构的正常 

职能外，还必须积极参加制定区域发展计划。 

B。计划拟订前和计划拟订周期的协调与合作 

" " - - 一 " " " 一 " " " -

乙简单地说，关于开发计划署厂亚太经社会的合作的研究报告涉及两个主要 

题目:国家间计划拟订和在区域一级项目的确定和制定)以及区域项目的管理和执 

行。 

第三个计划拟订周期 

已检查员认为，或许有必要首先叙述第三个周期资源计划拟订期间开发计划 

署Z亚太经社会的合作，从申可以吸取经验。开发计划著署长考虑到经社理事会 

关于计划规划的各项决议。于^^ 8 0 年 3月 1 3日编制了Dp/^^^号文件，该文 

件审查了以前的做法，并且除其他事项外，提出了下述建议: 

"(e)为确保各国政府参加最后确定上述备项投入的优先次序，署长将与 

各区域委员会执行秘书协作，就区域计划所涉的每个领域召开一次备国政府参 

加的特别会议，讨论和审查上文(̂ )所述的署长拟订的计划章案。各圆政府将 

自行决定其适当代表级别，唯一的要求是，代表应充分了解情况，并且有权代 

表政府就开发计划署区域计划发言" 

9·亚洲及太平洋第三周期工作的来础是^^ 8 1年2月在新德里召开的业洲 

及太平洋发展援助协调专员政府间会议(第一次援助协调专员会议)±拟订的一份 

文件^理事会根据上述文件的基本提议，核准了计划。^^ 8 4年在曼谷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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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二次会议(第二次援助协调专员会议)，以对该计划进行中期审查。' 

10·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根据大会第32X1g砖决议的要求，于1 9 

8 1年3月采取了措施，"以便在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时扩大和加强各 

委员会的职能"(第2^^(XXXV^I)号决议)。该项决议除其他事项处，要求 

秘书长继续"使各委员会在政府问一级参与确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本区域国家间计 

划的优先次序和拟订提案。"检查员认为，第3罗^^^砖决议附件第1 9段提到 

开发计划署在技术合作活动方面的协调作用，该段必须与第2 0段一起理解，第20 

段指出，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应对区域一级的协调与合作进行协作领导，弃承担责任。 

11·亚太经社会秘书处^上述算R饱爱助协调专员会议拟定了一份关于亚太经社会 

区域发展优先次序和政策需要的文件(^/AC.54/^. 105)，其中强调了农村发展、 

能源、价部资本流动和区域合作。关于体制问题的另一份文件研究了各区域经济 

委员会职能扩大及其对亚太经社会职权范围的影啊(E^ES^CAP/^^4). 

12·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在第一次援助协调专员政府间会议上发言时表示"亚 

太经社会赞赏开发计划署制定这一给人深刻印象的国家间计划重案的方式。开 

发计划署在拟定章案的过程申，与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其他有关组织以及特别是与 

成员圆政府充分进行了磋商，以保证该计划最终体现它们对^̂  8 0年代初期发展 

的优先领域的关注。"此外还指出，亚太经社会"在为期一年的制定国家间计划 

活动中，一直是开发计划署的完全合作者。" 

13·区域计划拟订应麦开发计划著和备区域经济委员会的共同任务。在此， 

我们要不厌其烦地指出，第34/206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要求"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署长与各区域委员会执行秘书合作，就如何促使各区域的国家集团参与鉴定和发 

《亚洲及太平洋国家间计划中期评估发展援助协调专员会议的报告》，开发计 

划 苦 ， 曼 谷 ， ^ ^ 8 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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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各种区域项目和活动及确定各项国家间方案的优先次序，提出建议"。在第三 

个周期里，向名分区域派遣了计划拟定特派团，以鉴定各国的共同需尊，亚太经社会 

积极参加了计划拟定特派团和此后制定和章拟圆家间计划的工作。在有关区域委 

员会参与的情况下，开发计划署负责了初期和最后的工作。因此，检查员认为， 

在第三周期计划拟定前和计划拟订安排方面，开发计划署与亚太经社会进行了良好 

合作。 

第四个计划拟订周期 

14·根据开发计划暑提供的资料，开发计划著在筹备第四个汁划拟订周期 

(^^ 8 T 一 ^ ^ 9 1年)期间遵循的是下述协商过程。 

^ ^ 8 5 年 3 月 2 8日: 

除其他方面外，向各专门机构、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和亚太经社会发送了一封 

信和一式三联的调查表，征求对第三个周期执行情况的意见以及征求对第四个 

周期的建议。三月底就此信与亚太经社会进行了协商。 

^ ^ 8 5 年 5 月 - 6 月 : 

收到亚太经社会和2 1个专门机构关于该区域内今后五年间的需求的意见。 

^ ^ 8 5年1 0月 : 

向那些要求向开发计划署进一步表示意见的机构发送了一份2 0页的政策文件， 

该文件反映了备专门机椒各国政府、驻地代表等方面表示的意见。 

1 0月 2 2日，又向参加这一活动的所有方面发送了一份区域项目提案暂订清 

单一^^一份叙述第四个周期1 5 9个项目提案的1 l 0听文件。"要求政府 

援助协调专员和驻地代表根据各个国家的发展优先次序排定提案的次序。" 

^ ^ 8 5年1 0 月 - 1 1月 

区域局和亚太经社会就区域干事的说明内载的新计划和备个具体项目提案的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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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方法在曼谷进行了协商。 

^ ^ 8 5 年 ^ 2 月 - ^ ^ 8 6 年 3 月 

收到亚太经社会和2 1个专门机构关于开发计划署政策文件(区域干事的说明) 

的评论意见。亚太经社会赞同其理论和思想，表示完全支持该计划的冲刺力。 

^ ^ 8 6 年 2 月 1 7 日 - 1 8日 ? 

在荚济苏式举行政府间会议，讨论新计划的太平洋部分。^ 5个国家、亚太 

经社会^ 9个专门机构、6个分区域组织和8个双边捐助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 ^ 8 6 年 7 月 - 8 月 : 

向各国政府、各机构，双边捐助国·亚太经社会等方面分发了国家间计划文件。 

^ ^ 8 6 年 1 0 月 : 

亚洲及太平洋政府援助协调专氏亚太经社会、各专门机构、双边捐助圆等方 

面在曼谷举行会议，最后审查第四个周期国家问计划(第三次援助协调专员会 

议 ) 。 

^5·开发计划署筹备亚洲及太平洋第四个计划拟订周期^^^ 8 7 - ^ ^ ^ ^ 

年)所使用的区域计划拟订方法模式似乎比第三个周期使用的模式更加完备。但 

是，就业太经社会参与这一过程的情况而言，检查员认为，即使根据开发计划署提 

供的资料，业太经社会和开发计划暑在筹备第四个计划拟订周期期间联合派遣了7 

个评价和带要评估四，亚太经社会参与仍不如亚太经社会在第三个周期的合作那样 

广泛。 

1 6·检查员的这一印象是若干因素造成的。首先，^^ 8 7 - ^ ^ ^ ^ 年 亚 

洲及太平洋第四个国家间计划重案(开发计划署^^ 8 6年了月文件)没有提到与 

亚太经社会的任何具体合作。第二，上述文件第1 3页的下述段落似乎忽略了各 

区域经济委员会在区域计划拟订方面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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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计划署传统上依靠联合国各专门机构查明区域和分区域的需要· 

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这些机构是其各自领域知识和专门技能的宝库。而且， 

它们在规划和执行由开发计划署资助的圆家间项目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区域 

经验。 

虽然各机构在查明需要方面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若干年来已明确看出， 

必须更加努力加强日常在国家一级处理发展问题的人即政府发展援助协调专员 

和开发计划暑驻地代表的这种职能。" 

第三，向开发计划署理事会递交区域计划的Dp^^AP^^专文件仍然忽略这一问题。 

例如该文件第2 6段在提到亚太经社会时，只是把它作为多方面申的一个，其独特 

作用被忽视了。 

"在评估上述圆家间计划时，采用了在鉴别技术援助优先次序和项目过程 

申采用的同样的基本手法，即:征求政府援助协调专氏驻地代表亚太经社 

会、各专门机构和区域机构的建议和反应。" 

第四，亚太经社会本身在其《年度报告》申也没有特别提到其在制定圆家问计划申 

的作用。 

17。检查员认为，在制定第四个周期计划过程申，显然确实与亚太经社会进行 

过协既但他必须作出这佯的结论:在第四个周期期间，没有出现上文第8至1 3段 

臼 @ 

所显不的第三个周期期间存在的那种合作。因此，问越仍然是:协商是否足够? 

18。除亚太经社会的参与问题外，检查员完全同意亚洲及太平洋第四个国家间 

计划章案所述的制定过程。 

19·用开发计划署理事会^^ 7 0年的协商^^致意见说，必须使受益国政府处 

在确定优先次序过程的"前列和申^^"，从瑟层意义来说，国家^司计划拟订必须与国别 

计划遵循同样的一般方针。因此，检查员认为，发展援助协调专员会议(援助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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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专吊会议)是一种有益的办法。而且，检查员认为，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参加 

援助协调专员会议非常重要，这种方法可以帮助这些发展规划人员熟悉区域发展计 

划和该区域的总体利益和问题。参加援助协调专员会议的政府代表应有明确的国 

家间计划观点。 

20·简要地检查第四个周期计划便可发现，项目并不是随着每个新的周期而 

完全转换:第四个国家间计划皇案文件指出:"追踪计划的来历就好象进行考古工 

作 一 样 。 " 

21。在第四个周期里，以前周期遗下的项目就有8 7个:其申2 6个是第二个 

周期开始的，6 1个是第三个周期开始的。亚太经社会执行的项目的遗留比率很 

高:共1 6个项目。 

22·第四个计划拟订周期所考虑的资源总额为21^ 34听美元。正在执行的 

项目将占已660万美元，新项目将占8，350万美元，己编入和朱编入的贮备金 

4，330万美元。亚太经社会将负责执行3, 800余万美元，其中2，550万美 

元用于1 6项正在进行中的项目，1，290万美元用于1 4个新项目(见附件一)。 

23·本报昔前面引述过的关于扩大备区域委员会职能及其对亚太经社会职权范 

围影啊的一份^^ 8 1年1月亚太经社会文件(职^S^Ap^2^^^第6段第三小段 

指出: 

"虽然自成立以来，委讨会的规模和能力显著增加，但必须承认，本区域 

其它联合国^^^1构和非联合国机构的活动也大量增加。一方面，其它机构的这 

种平行发展，引起了任务和责任可能重复的重要问题，并可能被认为影涧了以 

前认为委员会在本区域享有的比较独特的地位。毫无疑问，重复问题是一个 

非常实际的问题，尤其是因为工作计划范围的扩大。例如，亚太经社会秘书 

处早年收集和分析数据并进行研究的宝贵职能日益与其它机构重复。另一方 

面，其它机构援助方案的普遍增加，就更强调委员会在下述方面所发挥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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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重要性和独特性:第一，协调机构间方案，第二，以自身多学科性资源为 

基础开展方案,^^吸第三，作为区域一级高级别政策制订和协商的一个综合论坛。 

(在此应该指出，亚洲及太乎洋区域作为一个整休，没有与非洲区域非洲统一 

组织和南北美洲区域美洲国家组织相当的细织)。" 

区域和国别计划的联系 

24。助理署长兼开发计划署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局区域干事说，国家间项目具有 

坚实的基础，这些项目可以与国家务力相辅相成。在下述情况卜多国着手办法可 

以非常有益:仙某些发展需要的性质决定了它们的超越国躬刨若干国家具有 

共同的需势以及(3)许多多国活动"补充和支持国别项目所进行的努力" 

( ^ 1 9 8 7 一 ^ ^ 9 1年亚洲及太平洋第四个圆家间计划磋案导言? ) o 

25·反转过来说，正如第一次援助协凋专员会议已经确认的，开发计划署政策 

文件可理解地强调，在制定国别计划时，有必要重视和厌映联合国系统的区域优先 

次序。这种双向关系已开始扎根，应该加以培养。 

26·关于亚太经社会参与国别计划的情况，联检组一份关于联合国经济、社会 

和有关活动权力下放以及加强善区域经济委员会的报告( J^^厂REp/^^/5 )指出， 

早在^ ^ 6 1年，秘书长砒己床证，在国别项目方面将采取与为提向姿员会在现划 

和执行区域项目方面的作用而采取的步骤"相似"的步骤帖^，^^^^ )。报告指 

出，这方面的进展乃然非常缓慢。 

27·编写上述报告的检查员认为，开发计划署在规划所有重要的多字许国别项 

目时，以及在需要综合审查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国别项目中，应争取各个委员 

会的积极参与。 

28，根据所提供的资料，亚太经社会在国别计划拟订中的合作，同若干其它区 

域委员会一样，几乎等于零。检查员认识到，区域项目的拟订相执行麦开发计划 

一 

署人亚太经社会合作的主要领域，他也同意，关于备区域委员会在国家一圾方案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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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申合作问题，目百旺在采取步骤判旦检查局仍然敦促。整个系统应证良上步伐承认第24和第 

2 5段段所提到的相互关联以及委员会在其区域作为联合国系统一般经济和社会发 

展主要中心的地位。在后一方面，应该指出，研究本区域经济和社会进展情况是 

亚太经社会不断开展的一项活动，这些新的知识和资料对于开发计划署在区域和国 

家两级都具有宝贵的价值。最后，在这方面，检查员支持开发计划署和拉加经委 

会^^ 8 6年1月关于拉加经委会在国家计划拟订中合作的协议，羊认为开发计划 

署与非洲经委会的协议是对这^^问题采取的一个有意义的着手办法。 

休制安排 

29·耽总部的体制安排而言，技术合作司负责与开发计划署的合作，包括派遣 

计划拟订特派田、开发计划署所资助项目的三方审查团以及与技术合作和业务活动 

有关的其它会议。开发计划署在曼谷派有一个区域代表，在亚太经社会大楼里设 

有办事处。根据向检查员提供的资料，工作关系很好。正如亚太经社会执行秘 

书多次指出的，在外地驻地代表是亚太经社会的"耳目"。 

政府间的执行 

" " 一 " " " 

3 0。诚如一怔盯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所说:"。国家间项目被视作'额外' 

或。红利项目'，因为这些项目不占各国的国家指观数。"许多年来，各国政府 

不重视圆家间计划的拟订。除其它因素外，区域项目与国别项目的关系的日益加 

强，便一些政府改交了这种立场，并明确认识到E域项目的重要性。检查员认识 

到，挝家间项目的执行存在着国别项目执行过程申所未遇到过的固有留难。然而， 

他很高兴看到所提供的资料，即:在第三个周期里，两个重要项目由各国政府执行 

(援助亚洲及太平洋发展申心和渭公河秘书处)，在第四个周期里，至少有四个重 

要项目将交给各国政府。检查局希望这种趋势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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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项目执行 

31·亚太经社会是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开发计划署资助区域项目的最大执行机构。 

^ ^ 7 8年，亚太经社会执行的区域项目款额仅为2 0 0万美元。第三个周期里， 

这一款额增加到已100万美元，第四个周期里，亚太经社会执行的项目款额将超 

过3， 8 0 0万美元(见第2 3 ^ ^ ^ 段 ) 。 

32·执行率或项目交达率逐年提高。根据开发计划署的资料，^^ 8 5年文 

达的己执行项目几乎达8 5%，开发计划著认为，这一交达率令人满意，而且，与 

" " " 一 " " 

其它一些主要机构相比，可以说"非常好"。 

33·亚太经社会向检查员提供的资料没有提到在项目执行上与开发计划署有任 

何特殊困难问题。而且，亚太经社会和开发计划署通常对亚太经社会所执行的项 

目的执行情况每年至少审查两次。 

34·另一方面，必须指出，开发计划著的资金没有用来文助亚太经社会秘书处。 

35·关于国别项目，亚太经社会不是其中任何项日的协作机构。检查员认为， 

应该提高和加强亚太经社会参加国别计划拟订的能力，亚太经社会应该研究是否可 

以成为亚太经社会对其具有特别文助资格的圆别项目的协作执行机构。在这方面， 

见联检组扳告( J^^^^Ep^88^^^ )附件二，其中载有拉加经委会担任协作机构的 

国别项目清单。 

36，附件一载有^^ 8 T-^^^^年第四个计划拟订周期期间直接囤亚太经 

社会执行的开发计划署区域项目清朝附件二载有亚太经社会在第四个周期国家间 

计划和特别方案资源方面向开发计划署提交的项目建议清单s附件散载有截至1 9 

8 7年1月为止，亚太经社会^^ 8 2-^^^^年期间所执行的开发计划署区域 

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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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和建议 

37·大会第34/206号决议强调有必要采取更强有力行动，使备区域委员会 

能够充分发挥它们在联合国系统内作为各该区域主要的全面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心的 

作用。决议要求开发计划署与各区域委员会执行秘书合作，促使各区域的国家集 

体参与鉴定和发动各种区域项目和活动及确定各项圆家间方案的优先次序。检查员 

认为，开发计划署为第四个计划拟订周期采用的方法模式非常好。然而，他也认 

为，就亚太经社会更多地参与国家间项目鉴定和项目制定阶段而言，仍有改进的余 

地。检查员认为，第三个计划拟订周期里已经存在着这种合作与协作，因此，这 

只是一个调整过程问题，以便哭好地促使亚太经社会参与。 

建议 

开发计划著应铭记亚太经社会参与第三个周期国家间计划拟订过程的情况，采 

取必要步骤，确保亚太经社会在今后各个国家间计划拟订周期可有符合第32^1 97 

号、第33之02号和第34/2206号决议所确定的亚太经社会的作用的类似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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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区域农业机械网 

2。区域能源开发计划 

3·促进开拓贸易的联营企业 

4·岸外勘探一东亚 

5，向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提供援助和驻 

在国内的国家培训 

6·向东南亚锡研究和发展申心提供技术援助 

7·疏浚、水文测量 

&·区域遥感计划 

9，农村公路基础设施的发展 

0̂。区域户口调查方面的训练 

14·促进技术的利用(技术转让区域中心) 

2̂，改进政府资料系统 

3̂·铁路系统的现代化 

^4·国别模式系统一经济预测 

^5，港口订价/投资政策 

6̂·人类住区的管理 

7̂，内陆水道运输活动 

8̂。向国家发展规划人员提供援助 

八̂太平洋能源开发计划 

20，大平洋发展咨询服务 

2̂ ·南太平洋矿藏调查一南太联勘协委会日 

$ 2 000 000 

4 5叨0 0 0 

500 0OO 

3 的 0 000 

2 000 o00 

5 叨 0 叨 

8 m 0 仍 

2 0 叨 叨 0 

^ O 如 m O 

^ 5 O m O 

3 500 0OO 

2 000 0叨 

8叨 0 0 0 

3 2 5叨 0 

8 m 0 O 0 

5的 0 0 0 

2 5 的 D 叨 

5 的 的 。 

2 5 m 仍 O 

^ 500 0OO 

5 叨 0 O00 

附 件 一 

^ ^ 8 7一^^ 9 1年 

第四个计划拟订周期期间直接由亚太经社会 

执行的开发计划署区域项目 

(以美元计) 

名 称 现 况 款 额 

一 一 

进行中 
进行中 
新项目 

进行中 
进行中 
进行申 
新项目 

进行中 

新项目 

进行申 
进行中 

新项目 

新坝目 

进行中 

新项目 

新项目 

新项目 

新坝目 

进行中 
进行申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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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现 况 款 额 
一 一 " " " … 

22·岛屿间航运、港口发展 

23·模式关税结构 

24·港口管理资料 

25·航运和内陆水路的区域合作 

26。亚太经社会援助最不发达国家计划 

2 70特别方案资源生港口的电子计算机化 

28·特别方案资源"一将柴油公共汽车改用燃 

用压缩天然气 

29·特别方案资源"一铁路信号和电信系统 

30。特别方案资源"一海事立法 

共计 

700 0的 

^63 00o 

2 ^ 7的 0 

22 477 

^72 400 

920 O00 

^ ^ ^ 如 0 

5 6 ^叨 0 

780 0的 

$ 38 470 8可 

用于与运输十年有关的项目的特别方案资添 

新项目 

进行中 

进行申 
进行申 

进行申 

新项目 

新项目 

新项目 

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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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亚太经社会在第四个周期国家问计划 

和特别方案资源方面向开发计划署提交的项目建议 

(以美元计) 

发展规划 

J 。 国 别 模 式 系 统 ¨ 经 济 预 测 ^ 325 0的 

2。向亚太经社会地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项目编制和人力资源 

发展方面的援助 

3·发展方面的咨询服务@@亚太经社会太平洋活动中心(太 

平洋活动中心) 

4，向国家发展规划人员提供援助(太平洋) 

小计 

工业、人类住区和技术 

1。人类住区的管理 

2·人力资源发展 

3。促进技术的利用(亚太技术转让中心) 

4·区域农业机械网(农机网) 

小 计 

国际贸易 

1。促进开拓贸易的联营企业 

^72 4 m 

^ 5的·的。 

5 叨 的 0 

2 497 4的 

5 的 的 。 

7 曲 曲 0 

3 2 9 5叨。 

2 扔 0 扣 。 

6 495 0Oo 

5 如 D 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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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 

J·东亚岸什勘探(岸外联勘协委会z东亚) 

2·南太平洋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芒 

协委会/南太平洋) 

3。太平洋能源开发计划 

4，区域能源开发计划 

5。东南亚锡研究和开发申心 

6·区域遥感计划 

统计 

1，政府资料系统 

2·区域户口调查方面的训练 

· 、 - 、 

航廷、港口和内陆水道 
" " ¨ " 一 " 

1·疏浚、水文测量 

2·港口订价/投资政策 

3·岛屿间航运、港口发展 

4·内陆水道运输活动 

探协调委员会(岸外联勘 

5。特别方案资源"^港口的电子计算机化 

6·模式关税结构 

7·港口管理资料 

8·航运和内陆水道的区域合作 

9，特别方案资源"法事立法 

小计 

刁卜十十 

小计 

^ 3 咖 的 。 

歹仍 0的 0 

2 5 叨 的 。 

^ 5扔曲。 
- 一 一 

500 0OO 

霍00o QOO 

^5芽00 000 

'的。。。。 

^ 5 0仍。 

霍1500OQ 

8 的 0 的 

8 钵 0 仍 

700 000 

真 枕 枕 

铭食仍。 

又6鼻枕 

2^7 0的 

农 4扦 

榔 啦 -

6 2叹4打 



A/42/38T 

C h i n e s e 

^ 8 ^ ^ 1 8 

运输、通讯和旅游 

J。农村公路基础设施的发展 

2。铁路系统的现代化 

3。特别方案资源"^- 3·1将柴油公共汽车改用燃用压缩 

天然气的示范项目 

3·2引进讲求成本效用的铁路信号 

系统和电信系统 

小计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亚太统计研究所) 

1·向亚大统计研究所提供援助和驻在国内的统计训练 

共 计 $ 

用于与运输十年有关项目的特别方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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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亚太经社会^ 9 8 2-^ 9 8 8年期间 

所执行的开发计划署区域项目 

(截至^987年工月为止)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备 注 

R焰/7^/0^8公共行政培训(太平洋) 

R砧灯^/戊8项目拟订和评估培训 

晦/79/0卯整个流域的水质研究 

(第一阶段) 

缸S/7^/^3^亚大经社会援助最不发 

达国家计划的训练和咨 

询服务 

R胎/80/叨1区域能源开发计划 

R焰^80/饥T向亚洲及大平洋统计研 

究所(亚太统计研究所) 

姊8 T40 1^ 8 6年8月4日核 

准的修正项目 " H " 。 

9 5 8 2 经 由 修 正 项 目 " E " 于 

^ ^ 8 5年4月^ J日 

宣布在财务上完成 

455钙8于^^ 8 3年宣布在业 

务厂财务上完成 

50 5 ^ 9 于 ^ ^ 8 5年召月^ 2 

日宣布在财务上完成和 

提交新项目^AS/^^^ 

0 ^ 8 ^ 

^ 0 6 巧 9 经 由 项 目 " J " 于 ^ 9 

8 4年宣布在业务上完 

成，并于^^ 8 5年在 

财务上完皮新项目 

^ A S ^ 8 4^0 O^^ 

7 9 打 9完成项目 ^新项目 ^ A盯 

8 4/0 08 0 

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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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一 一 ， - · - … 

项 目 编 号 项 目 名 称 

RAS/8^/0^8为设寸亚洲及太平洋发展 

^心(亚太发展中心)提 

供援助 

钝岭/81/034区域遥感计划 

R蝉/8^/092太平洋能源开发计划 

R嬉/8^/0^3印度洋联合勘探协调委员 

会(印度洋联勘协委会) 

触S/8^/096区域户口调查一培训 

执^/8^/碑8国家间模式系统 

RAS/81/^0^向亚洲及太平洋发展申心 

(亚太发展申，心)提供方 

案文助 

职S/8^/^使南太平洋矿藏调查 

极S/8^/4钙东南亚锡研究和开发中心 

(第二阶段) 

款 额 备 注 

- - " " - " - - - " -

^ 3 钵 8 坞 经 由 项 目 " G " 于 ^ 9 

8 5年4月^ 2日宣布 

在财务上完成并提交。 

^ 9^^ 20O J^ 8 6年^ 2月^ Z 

日核准修正项目"J"。 

2 巧 ^ 0 叨 ^ ^ 8 6年^ 0月2 7 

日核准修正项目^^"。 

^4 9 5 5 经 由 修 正 项 目 馏 " 于 

^ ^ 8 5年7月2 3日 

宣布在业务和财务上完 

皮 

5 钵 0 的 ^ ^ 8 6年^0月^ O 

日核准修正项目"G"。 

466 805 J^ 8 7年工月6日提 

出 修 正 坝 目 " H " 。 

1 叨 1 · 7 4 7 经 由 坝 目 " H " 于 ^ 9 

8 5年4月^ 2日宣布 

在业务和财务上完庇 

新 坝 目 ^ ^ S/8 4/009^ 

3鸦 ^ 462 J^ 8 6年7月2 J日 

核 准 修 正 坝 目 " K " 。 

^ 395 T75 J^ 8 6年^2月^ 7 

日核准修正项目"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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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项目名称 款额 备 注 

MS/8^/^仍 

础S/81/u5 

^AS/8^/工^6 

兑焰/^l/lI^ 

M S / ^ ^ / ^ t ^ 

础S/8^/^20 

R帖/82/00^ 

开发东盟各国海事运输资 

源和进行次区域合作 

太平洋发展咨询 

加强亚太经社会区域矿物 

资源开发中心 

区域农业机械网 

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区域 

内贸易拓展和合作计划向 

发展申国家提供援助 

向东亚区域岸外勘探提供 

技术支助(第三阶段) 

技术转让和发展 

RAS / 8 2 / 008讨论会(铁路) 

R姊/82/仍9航运沦口和水道方面的区 

域合作(第二阶段) 

747 568 J^ 8 6年^0月2 4 

日核准修正项目^E"。 

^^^ 5 ^ ^ 经 由 修 正 项 目 ^ E " 于 

^ ^ 8 5年4月^ J日 

宣布在财务上完成新 

项 目 ^ A 沙 8 3/0^ 5^ 

^8^ 6 铭 ^ ^ 8 6年5眉9日核 

准 修 正 项 目 " G " 。 

的 0 叨 啦 / 经 由 修 正 项 目 " E " 于 

^ ^ 8 6年4眉工日宣 

布在财务上完庇 

68^ 254 1^ 8 6年2月^ 4日 

核准强制性项目^^"。 

啤7 968 

钵7 28^ 

a万^8 

叮7 9^^ 

^ ^ 8 6年9月2 6日 

核准修正项目 " 1 " 。 

^ ^ 8 6年4月^ J日 

核 准 修 正 项 目 " 1 " 。 

经 由 项 目 " D " 于 ^ 9 

8 5年7月8日宣布在 

业务和财务上完皮 

^ ^ 8 6年^ 2 ^^J 7 

日提出强制性项目"J^ 



A/叶2/38^ 
伪 址 e s e 

P a g e 2 2 

项 目 编 号 项 目 名 称 

一 ^ ^ 一 " " 

R帖/均/巩。关于水资源开发的讨论会 

R均/83/^^5太平洋发展咨询服务 

HAS/83/0^8向亚太经社会地区最不发 

达国家提供项目编制和人 

力资源发展方面的援助 

况姆/钵/^0^区域能源开发计划 

具均/钵/005内陆水道运输方面的筹备 

援助 

R蛤/钵/呻向亚大统计研究所提供援 

助(第三阶段) 

础习坞/晦向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心 

(亚太发展中心)提供方 

案支助 

鹏/钵/0^4区域农业机械网第三阶段 

( J98 5^^98 6年) 

R蛤/坞/碑5通过技术资料的分享扩大 

亚洲及太平洋的技术转让 

业务 

R姑/钵/馅6向运输和通讯十年计划提 

款 额 备 注 

- - " 一 " " " " - - 一 - - -

^ 5 ^ 3 已 完 庇 

工够7 1 6 8 于 ^ ^ 8 6年9月26 

日核准强制性项目细"。 

273 300 l ^ 8 6年^ 0月2 4 

日核准修正项目 " C " 。 

2 T^^ OO0 J^ 9 6年^ 2月^ 7 

日核准修正项目 " H " 。 

^35 0O0 J^ S 6^-^^月^ 9 

日核准修正项目 " E "。 

3^^ 2^9 J^ 8 6年6月9日核 

准 修 正 项 目 " C " 。 

使3 5 ^ ^ 并参看项目 ^ ^ ^丫 8 ^ / 

^ 0 ^ 。 经 由 项 目 " C " 

于 ^ ^ 8 5年4月^ 2 

日宣布在业务上完庇 

8^8 1^^^^ J^ 8 6年^ 0月^ O 

日核准修正巩目"D"。 

^ 5 6 8 119 J^ 8 6^-^^月^ O 

日核准修正项目^^"。 

65 085 J^ 8 6年4 ft J J日 

供援助 该，佳修正项目"C"。 



4 

柬
P飞
 

" " " " " " 一 " " 

项目编号 

RAS/85/026 

R悠/85/04^ 

R怂/86/012 

RAS/^86/0^歹 

R姑/86/014 

R岭^%^叼3 

触S/8^/工钨 

" " 一 " " " " " 

项目名称 

关于加强联合国促进区域 

发展的作用以纪念联合国 

四十周年的专题讨论会 

关于设立公共财政研究所 

的可行性研究 

拟订和实施模式港口关税 

结构 

东盟科技周项目 

实施港口管理资料系统 

向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 

所(亚太统计研究所)提 

供援助一第四阶段 

改善政府资料系统 

" ^ - - ^ ^ 

菇欠崔页 
" 一 一 ^ 

^4 000 

8 5 的。 

260 000 

200 600 

389 000 

615 ooo 

2 3 曲 0 

A/42^万8^ 
C h i n e s e 
Page 2万 

" " " ^ " 一 " " " 一 " 

、 

备 注 

^ ^ 8 6年4月^ 1日 

核准修正项目 " c " 。 

J 9 8 6年4月4日核 

准 项 目 " A " 。 

^ ^ 8 6年^ 0月^ o 

日核准项目"刀"。 

^ ^ 8 6年2月2 Z日 

核 准 项 目 " A " 。 

^ ^ 8 6年^ 0月^ O 

日 核 准 项 目 " B " 。 

^ ^ 8 6年4月^ 4日 

核 准 项 目 " A " 。 

^ ^ 8 6年^ J月^ J 

日 核 准 孜 目 " A " 。 

己 核 准 项 目 3 ^ 4 3 6 竹 了 

经修正及核准项目私"436 T87 

a等于预算总额^ J , 770,^94减去分摊费用^ 770^ Jg召 

b等于预算总额 ^ J, 506, 6J5减去分摊费用^ 6S^^ 5J5 



"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