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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的事项 
  

1. 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续会通过的以
下决议，以及遵照大会在其中授权麻委会核准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

方案预算的大会第 46/185 C号决议第十六节采取的行动： 
 

 第 46/11号决议 
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 2002-2003两年期最后预算和 
2004-2005两年期初步预算 
 
 麻醉药品委员会， 

 铭记大会 1991年 12月 20日第 46/185C号决议第十六节第 2段所赋予的行
政和财务职能， 

 审议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的报告，其中载有联合国

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 2002-2003 两年期最后概算和 2004-2005 两年期初
步概算，1 

 考虑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

2002-2003两年期最后概算和 2004-2005两年期初步概算的报告，2 

 1.    核准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项下供资的 2002-2003 两年期最后
支助预算拨款金额 37,913,300美元，用于下述目的： 

 美元 

项目 普通用途 特别用途 合计 
方案支助  
  国别办事处 12 742 100 5 332 800 18 074 900 
  总部 5 210 500 1 777 600 6 988 100 
  机构支助费用 35 200 2 496 700 2 531 900 
 小计 17 987 800 9 607 100 27 594 900 
管理和行政 10 318 400 - 10 318 400 

拨款总额 28 306 200 9 607 100 37 913 300 
 

__________________ 

 1 E/CN.7/2003/20。 

 2 E/CN.7/2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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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赞同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项下供资的 2002-2003 两年期方
案活动最后资源拨款 106,304,900美元如下： 
 
 美元 
项目 普通用途 特别用途 合计 

按部门    
A.  核心方案    
 1. 全球挑战    
 预防和减少药物滥用 241 900 1 518 100 1 760 000 
 非法作物监测 - 595 500 595 500 
 2. 打击贩运    
 取缔非法药物贩运 90 000 669 000 759 000 
 3. 法治    
 反洗钱 92 000 2 418 000 2 510 000 
 其他核心方案 3 2 234 000 2 396 900 4 630 900 

合计，A 2 657 900 7 597 500 10 255 400 
 B. 技术合作方案    
 1. 全球挑战    
 预防和减少药物滥用 348 100 30 212 300 30 560 400 
 非法作物监测 145 300 391 600 536 900 
 替代发展 413 400 23 398 400 23 811 800 

合计，1 906 800 54 002 300 54 909 100 
 2. 打击贩运    
 取缔非法药物贩运 2 268 100 32 508 000 34 776 100 
 3. 政策支助、立法和宣传 76 500 6 287 800 6 364 300 

合计，B 3 251 400 92 798 100  96 049 500 
合计，方案 5 909 300 100 395 600 106 304 900 

按区域    
 A. 核心方案    
 全球 2 657 900 7 597 500 10 255 400 

  合计，A 2 657 900 7 597 500 10 255 400 
 B. 技术合作方案    
 全球 26 100 3 045 000 3 071 100 
 非洲 512 500 7 168 500 7 681 000 
 中东 - 976 300 976 300 
 东欧 34 300 4 387 100 4 421 400 
 西亚和中亚 951 300 14 331 400 15 282 700 
 南亚 162 300 1 704 100 1 866 400 
 东亚和太平洋 612 800 16 710 500 17 323 30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952 100 44 475 200 45 427 300 

  合计，B  3 251 400 92 798 100 96 049 500 
合计，方案 5 909 300 100 395 600 106 304 900 

 
 

__________________ 
3研究和分析、实验室和科学服务、法律咨询服务、宣传和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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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核准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项下供资的 2004-2005 两年期初
步支助预算拨款金额 40,549,100 美元，用于下述目的： 

 美元 

项目 普通用途 特别用途 合计 

方案支助    
  国别办事处 13 052 700 6 736 300 19 789 000 
  总部 5 602 400 2 245 400 7 847 800 
  机构支助费用 89 300 4 550 400 4 639 700 

 小计 18 744 400 13 532 100 32 276 500 

管理和行政 6 897 200 1 375 400 8 272 600 

拨款总额 25 641 600 14 907 500 40 549 100 

 
 4. 并核准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项下供资的 2004-2005 两年期
初步核心方案预算拨款金额 15,106,400美元，用于下述项目的： 
 
 美元 
项目 普通用途 特别用途 合计 
A. 全球挑战    
 预防和减少药物滥用 264 000 2 540 000 2 804 000
 非法作物监测 - 1 063 000 1 063 000

合计，A 264 000 3 603 000 3 867 000
B. 打击贩运 
 取缔非法药物贩运 103 000 588 000 691 000
C. 法治  
 打击洗钱 103 000 4 141 400 4 244 400 
 其他核心方案 3 634 000 2 670 000 6 304 000 

拨款总额 4 104 000 11 002 400 15 106 400 
 
 5. 授权执行主任在支助和核心预算拨款额度之间进行资源调拨，幅度不
超过拟调拨资源项目原有拨款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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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赞同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项下供资的 2004-2005 两年期技
术合作活动初步资源拨款 131,768,000美元如下： 
 

 美元 
项目 普通用途 特别用途 合计 

按部门    
全球挑战    
 预防和减少药物滥用 609 700 43 546 500 44 156 200 
 非法作物监测 1 000 000 318 400 1 318 400 
 替代发展 1 000 000 39 389 100 40 389 100 
打击贩运    
 取缔非法药物贩运 1 742 700 44 161 600 45 904 300 

 合计 4 352 400 127 415 600 131 768 000 

按区域    
非洲 1 017 600 12 150 700 13 168 300 
中东 250 000 1 337 100 1 587 100 
东欧 250 000 3 723 400 3 973 400 
西亚和中亚 719 100 37 347 100 38 066 200 
南亚 565 800 4 269 900 4 835 700 
东亚和太平洋 516 300 20 005 400 20 521 70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 033 600 48 582 000 49 615 600 

合计 4 352 400 127 415 600 131 768 000 

 
 7. 还赞同 2004-2005两年期方案和预算战略； 

 8. 注意到预算和额外优先方案的实施取决于资金的有无。 
 
第二章 
 

行政和预算问题 
 

A. 辩论的结构 
 

2. 麻醉药品委员会在其 2003 年 11 月 26 日和 27 日第 1236 和 1237 次会议上
审议了题为“行政和预算问题”的议程项目 9。为便于麻委会审议这一项目，麻
委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2004-2005 两年期合并预
算的报告（E/CN.7/2003/20和 Add.1）； 

 (b)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2004-
2005两年期合并预算的报告（E/CN.7/2003/21）； 

 (c) 秘书处关于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取得有保障和可预见的资金
的说明（E/CN.7/2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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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11 月 26 日第 1236 次会议上，秘书处代表发言介绍了议程项目。在介绍
性发言之后发言的代表有巴拉圭（代表属于 77 国集团和中国的联合国会员
国）、阿尔及利亚（代表属于非洲国家组的联合国会员国）、墨西哥（代表属

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的联合国会员国）和意大利（代表属于欧洲联盟及

加入国和联系国的联合国会员国）。下列国家的代表也做了发言：摩洛哥、土

耳其、阿尔及利亚、日本、尼日利亚、中国、法国、美利坚合众国、巴西、哥

伦比亚、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大韩民国、塞内加尔、南非、俄罗斯联

邦、挪威、意大利、荷兰和墨西哥。 
 

B. 审议情况 
 

4. 所有就这一议程项目发言的代表都对 2004-2005 两年期合并预算的采用表
示欢迎，因为合并预算即在业务一级综合了毒品和犯罪方案，同时又保持了这

些方案在各自资金管理方面的识别特征。合并预算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事处改革进程中迈出的又一步，体现了从财务角度看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

新组织结构和业务优先事项。代表们欢迎注重实效的方针的采用，并同意行政

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的意见。代表们请办事处改进预

算文件的编制方式，使其更精简、更简单、更便于使用，同时要使用统一的术

语、简明的表格和说明，以便于理解与预算有关的数字和趋势。 

5. 有些代表对秘书处在麻委会会议续会前就合并预算所做的简介和提供的补
充资料表示赞赏。他们指出，今后应在预算编制的更早阶段举行磋商，以确保

透明性，而且充分考虑到麻委会确定的优先重点和所有会员国所表示的关切。

有些代表还对咨询委员会的建议表示支持，即应当做出进一步努力，指明预期

成果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在明确界定的时间框架内实现公开提出的目标，并

同采用注重实效的管理制度的其他联合国实体保持密切的合作。 

6. 代表们表示，希望改进反映在预算文件中的资源分配的区域和专题平衡。
有些代表强调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法律咨询服务的重要性，并支持

加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旨在更好地有效实施国际药物管制公约的活动。代

表们强调指出，有必要照顾到有些国家就加入国际药物管制公约所表示的兴趣

及其争取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援助的请求。他们注意到，令人遗憾的

是，分配给某些区域，尤其是非洲区域资源有所下降。他们还注意到，非洲将

毒品和犯罪问题作为优先事项，并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合作，将这

些问题纳入非洲联盟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议程。因此，执行主任关于召开

非洲之友圆桌会议探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对减少该区域与毒品和犯罪有关

的问题的贡献的建议受到了欢迎。如支助预算所表明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事处外地办事处的能力已得到加强，目的是支持开展更多的活动。 

7. 关于方案预算的结构，有些代表注意到，已根据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
会以往的建议而将方案预算分成了一个体现立法机构授权开展的活动的核心方

案和一个技术合作方案。他们欢迎采取这一措施，因为这样做提高了透明度，

也便于理解所涉预算问题，包括所需通过经常预算和自愿捐款提供的财政资

源。他们满意地认为，普通用途资金余额已恢复到 1,000万美元左右，而且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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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工作人员提供为期两年的合同了。他们高兴地看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事处的管理改革和体现在关于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取得有保障和可

预见的资金的麻委会第 46/9 号决议中的政治意愿。代表们提醒麻委会注意使普
通用途资金余额达到可充分负担药物管制署至少一年的行政和其他支助费用的

水平从而提高其灵活性的这一目标。 

8. 麻委会结合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和其他授权所赋予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事处的职能审议了经常预算资源问题。如秘书处的说明（E/CN.7/2003/22）
和合并预算（E/CN.7/2003/20）第 260(b)段所示，经常预算当前为 100%的规范
性活动供资，但仅为 26%的核心活动供资。因此，经常预算资源不足以完成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任务。麻委会鼓励总干事继续努力将这些资源提高到与

药物管制署相关需要相称的水平。 

9. 代表们注意到，2002-2003 两年期最后支助预算主要由于大会 2002 年核准
的加薪而增长了 300 万（9.2%）；提议的 2004-2005 两年期支助预算增加 50 万
美元（1.4%）；通货膨胀增加的 220 万美元已为实际结余的 170 万美元所抵
消。78:22的方案支助比率在联合国系统内是正常的。2002-2003两年期和 2004-
2005 两年期间支助费用的主要增加是在机构费用方面，从 250 万美元增至 460
万美元，这是因为 2004-2005 年要执行更多的方案，从而需向提供服务的执行
机构支付更高的费用。管理和行政的实际间接费用预计将从 1,030 万美元降至
830万美元，使 2004-2005两年期比 2002-2003两年期节余 19%。 

10. 方案和财务管理信息系统(ProFi)的费用达 137.5 万美元，是支助预算的一部
分。靠方案支助费用为方案和财务管理信息系统供资的结果将是，为外地网络

等其他支助方面的供资会少一些。就 ProFi 第二阶段供资的可能办法提出了一些
建议，包括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每个项目为 ProFi 收取 1%的费用的
可能性。作为替代，也可由捐助国将其年度自愿捐款的 1%专门划拨给支助预
算，以便为 ProFi 供资。但是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而且如何为 ProFi 供资的问题
已推迟，以便作进一步讨论。结果，麻委会核准了决议草案第 7 段，但有一项
谅解，即，提议的用于 ProFi 的 1%的收费只有在麻委会随后的讨论同意这样做
时才付诸实施。 

11. 在对毒品方案和犯罪方案进行组织上的合并之后，一位代表还提议探讨决
策机构的合并问题。 

12. 有些代表认为，应当加强国际合作，以对付与大麻非法种植和贩运（特别
是在非洲）有关的问题以及过境国面临的问题。非洲会员国号召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事处以与对付罂粟和古柯树种植相同的方式对付大麻种植，并将正

在其他区域实施的替代性发展方案和项目扩大到非洲。 
 

C. 采取的行动 
 
13. 麻委会在其 2003 年 11 月 27 日第 1237 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由执行主任提
交的一份题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 2002-2003 两年期最后预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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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5 两年期初步预算”的决议草案(E/CN.7/2003/L.28)（决议案文见第一章
第 1段，第 46/11号决议）。 

14. 通过决议草案时有一项谅解，即麻委会将继续评估该项决议的执行情况，
而且还有关于 ProFi 供资的反映在上文第 10 段中的一项谅解。联合国国际药物
管制规划署基金预算将在每届麻委会会议上进行审查，并在闭会期间会议上定

期报告。 
 
第三章 

 
第四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 
 

A. 辩论的结构 
 

15. 麻醉药品委员会在其 11 月 27 日第 1238 次会议上审议了其题为“第四十七
届会议临时议程”的议程项目 15。在会上发方的有主席和下列代表：阿尔及利
亚、（代表非洲国家组）、墨西哥（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日本

（代表亚洲国家组）、中国、俄罗斯联邦、奥地利、澳大利亚、西班牙、法国

和意大利。挪威和瑞士观察员也做了发言。 
 
B. 审议情况 
 
1. 会期 
 

16. 主席回顾说，麻委会闭会期间会议和扩大主席团已就麻委会第四十七届会
议原则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即为期较短的会议，这意味着要改变麻委会的工作

方法。与会者极力支持召开为期较短的麻委会会议，从星期一至星期五，为期

五天。将特别需要审查决议草案提交的截止日期，可能应在麻委会届会开始之

前或会议第一天提交。代表非洲国家组的阿尔及利亚代表和代表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国家组的墨西哥代表赞成会议为期五天。日本代表表示，亚洲国家组也赞

成使第四十七届会议的会期短一些。 

17. 有几位代表表示倾向于会期为六天或更长一些，将周末也包括在内，因为
这将便于秘书处的工作，并保持麻委会工作的质量。其他代表认为，应当在麻

委会会议之前举行一次为期半天或整天的可自由参加的情况简介会，以使新代

表熟悉麻委会的工作；可单独举行一次会议来审查决议草案。所有发言者都要

求提高程序的效率和就决议草案的提交规定早一些的截止日期。 

18. 有些代表认为，麻委会在决定其届会的会期时应当采取灵活的做法，以切
实提高其工作方法的效率，同时分配充分的时间以使其完成自己的工作方案。

决议草案提交的截止日期应当慎重选定，以便分配充分的时间就提交的草案进

行谈判并避免影响麻委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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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有一项谅解是，关于届会会期的讨论是专门针对第四十七届会议的，并不
适用于麻委会所有随后举行的届会。一位代表回顾说，秘书处曾经表明，现行

规则不再允许在联合国会议期间举行夜会。 

20. 鉴于就这一事项所发表的意见不尽相同，代表们一致议定，应当由麻委会
第四十七届会议主席团在其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该届会议的会期问题。 
 

2. 专题辩论 
 
21. 主席将关于麻委会第 11 次闭会期间会议结果的说明中所述专题辩论的提案
概述如下： 

 (a) “社区能力建设”，欧洲联盟提案 

 (b) “合成药物”，亚洲国家组提案 

 (c) “加强前体管制制度，防止前体转移用途和贩运”，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国家组提案 

 (d) “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与药物滥用”，非
洲国家组提案 

22. 主席在同感兴趣的代表团磋商后提出了以下两个总括性专题供麻委会审
议： 

 (a) 合成药物和前体管制 

  ㈠ 包括甲喹酮（复方安眠酮）在内的合法药物生产、贩运和滥用； 

  ㈡ 加强前体化学品管制制度和防止这类化学品的转移用途和贩运； 

 (b) 药物滥用：预防、治疗和康复； 

  ㈠ 社区能力建设； 

 ㈡ 结合防止药物滥用防止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丧失
综合症及其他血液传染疾病。 

 
C. 采取的行动 

 
23. 经过讨论，麻委会议定，将在其 2004 年第四十七届会议上审议第一个专
题：“合成药物和前体管制”，并将在其 2005 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审议第二个
专题：“药物滥用：预防、治疗和康复”。麻委会还议定对题为“减少药物需

求”的第四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进行修正，使其中列入一个题为“人体免疫机

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及其他血液传染疾
病与防止药物滥用”的新分项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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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通过麻委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续会的报告 
 
24. 麻醉药品委员会在其 11 月 27 日第 1238 次会议上通过了其第四十六届会议
续会的报告。 
 

第五章 
 

会议安排和行政事项 
 

A. 会议开幕和会期 
 
25. 麻醉药品委员会于 2003 年 11 月 26 日和 27 日在维也纳举行了其第四十六
届会议续会。会议由麻委会主席宣布开幕。 
 

B. 出席情况 
 
26. 出席本届会议的有麻委会 43个成员国的代表（10个成员国未派代表出席会
议）。出席会议的还有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观察员、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代表

和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本报告附件一载有与会者名单。 
 

C. 文件 
 
27. 麻委会收到的文件列于本报告附件二。 
 

D. 第四十六届会议闭幕 
 
28. 麻委会主席致了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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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出席情况 
 
成员国

* 

 
安哥拉 Fidelino Loy de Jesus Figueiredo, João Manuel 

Sebastião Neto 

阿根廷 Elsa Diana Rosa Kelly, Mónica Perlo Reviriego 

澳大利亚 Deborah Stokes, Elizabeth Day 

奥地利 Thomas Stelzer, Wolfgang Spadinger, Philipp Charwath 

白俄罗斯 Viktar Gaisenak, Igor Mishkorudny, Denis Zdorov 

玻利维亚 Mary Carrasco Monje, Sergio Olmos Oriona, Miriam 
Siles Crespo 

巴西 Enio Cordeiro, Renato Alencar Lima 

布基纳法索 Solange Rita Bogore 

加拿大 Yves Beaulieu 

中国 Yan Zhang, Dong Wang, Xiangfeng Li 

哥伦比亚 Rosso José Serrano Cadena, Diana Patricia Mejía 

古巴 José Ramón Cabañas Rodríguez, Julio César González 
Marchante 

捷克共和国 Pavel Vacek, Jaroslav Stepánek, Katerina Sequensová 

丹麦 Torben Mailand Christensen, Birte Poulsen, Jes 
Brogaard Nielsen, Anne Beck, Sune Kent 

厄瓜多尔 Byron Morejón-Almeida, Déborah Salgado Campaña 

埃及 Ramzy E. Ramzy, Ahmed Riad 

法国 Patrick Villemur, Michèle Ramis-Plum, Olivia Diego, 
Arnaud Freyder 

德国 Herbert Honsowitz, Michael Ott, Petra Arnhold, 
Dorothea Neumann, Christine Mehls, Matthias Meyer-
Schwarzenberger, Wiebke Schönhoff 

 
 

* 贝宁、冈比亚、牙买加、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巴基斯坦、苏

丹和斯威士兰未派代表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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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 Evangelia Grammatika, Georgios Kastanis 

印度 T. P. Sreenivasan, Hamid Ali Rao, Hemant Karkare 

印度尼西亚 T. A. Samodra Sriwidjaja, Budi Bowoleksono, Damos 
Dumoli Agusman, Haris Nugroho, Andhika 
Chrisnayudhanto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Sayed Mohammad Ali Mottaghi Nejad 

意大利 Claudio Moreno, Robert Liotto, Gioacchino Polimeni 

日本 Yukio Takasu, Seiji Morimoto, Toshiaki Kudo, Satoko 
Toku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Jalal A. A. Elgeidi 

墨西哥 Patricia Olamendi Torres, Patricia Espinosa Cantellano, 
Eduardo P. Peña Haller, Luis Javier Campuzano Piña, 
Julián Juarez Cadenas, Jorge Luis Hidalgo Castellanos 

荷兰 Jaap Ramaker, Anke ter Hoeve-Van Heek, Emma Kay, 
Roelien Kamminga 

尼日利亚 Bello Lafiaji, M. O. Laose, Daniel Shaga Ismaila, 
Olawale Maiyegun, Mu’azu A. Umar 

秘鲁 Javier Paulinich, Hugo Portugal, Luis Rodríguez 

菲律宾 Victor G. Garcia III, Josel F. Ignacio 

葡萄牙 Liliana Araújo, Ana Rodrigues 

大韩民国 Chang-Beom Cho, Chong-Hoon Kim, Yeon-Jean Yoon 

俄罗斯联邦 Alexey A. Rogov, Alexander V. Fedorov, Mikhail I. 
Kalinin, Dmitry R. Okhotnikov, Ekaterina P. 
Kolykhalova, Elena V. Shcherbakova, Alexander V. 
Fedulov 

斯洛伐克 Alojz Némethy, Blazej Slaby, Tomás Hrbác, Alojz 
Nociar 

南非 A. T. Moleah, S. V. Mangcotywa 

西班牙 Antonio Núñez García-Saúco, Francisco de Miguel 
Alvarez, Ignacio Baylina Ruíz 

泰国 Somkiati Ariyaprachya, Phasporn Sangasubana, 
Rongvudhi Virabu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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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 
  共和国 

Aleksandar Tavciovski, Zoran Todorov 

土耳其 H. Aydin Sahinbas, Namik G. Erpul, Julide Kayihan-
Ercin 

乌克兰 Volodymyr Ohrysko, Anatoliy Bernatskyi, Anatoliy 
Burmich, Volodymyr Omelyan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Peter Jenkins, Alison Crocket 

美利坚合众国 Kenneth C. Brill, Stephen V. Noble, Howard T. 
Solomon, Scott Harris 

委内瑞拉 Gustavo Márques Márin, Miriam García de Pérez, 
Víctor Manzanares, Ernesto Navazio 

 
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的联合国会员国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塞拜疆、比利时、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埃塞俄

比亚、芬兰、危地马拉、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约旦、肯尼亚、黎

巴嫩、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来西亚、摩洛哥、纳米比亚、挪威、

阿曼、巴拿马、巴拉圭、波兰、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

内加尔、塞尔维亚和黑山、斯洛文尼亚、斯里兰卡、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突尼斯、乌拉圭、越南、也门、津巴布韦 
 
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的非成员国 
 
教廷 
 
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的实体 
 
巴勒斯坦 
 
联合国秘书处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联合国联合方案 
 
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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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机构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的其他政府间组织 
 
欧洲共同体、国际刑事警察组织、马耳他主权军事教团 
 
非政府组织 
 
一般咨商地位：国际妇女理事会、国际商业和专业妇女联合会、世界女童子军

协会 
 
特别咨商地位：国际酗酒和致瘾问题理事会、大学妇女国际联合会、意大利团

结中心、马兰戈普洛斯人权基金会、德国妇女组织全国理事会、大同协会 
 
名册 A：国际警察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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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麻委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续会收到的文件一览表 
 
文号 议程项目 标题或说明 

E/CN.7/2003/1/Add.1  临时议程、说明和暂定日程表 

E/CN.7/2003/20和 Add.1 9 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事处 2004-2005 两年期合并预算的报
告 

E/CN.7/2003/21 9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联合

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2004-2005 两
年期合并预算的报告 

E/CN.7/2003/22 9 秘书处关于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

划署取得有保障和可预见的资金的说

明 

E/CN.7/2003/L.28 9 联合国国际药管制规划署基金 2002-
2003 两年期最后预算和 2004-2005 两
年期初步预算 

E/CN.7/2003/CRP.5 9 秘书处关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

署基金 2001 和 2002 年期间的物品和
服务采购的报告 

E/CN.7/2003/CRP.6 9 秘书处关于 2002 年期间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事处毒品方案顾问任用情

况的报告 

暂定与会者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