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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分册提出的 28 个发展账户项目由以下总主题指导：“支持会员国制定和实施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政策，以促进转型变革、复原力和公正过渡，处理持续危机和冲击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同时确保不让

任何一个人掉队”。 

 自 2022 年中以来，世界面临着若干同时存在的危机，包括粮食、能源和金融的三重危机，威胁着许多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并对会员国构成挑战，影响它们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不让任

何人掉队的承诺方面取得进展的能力。到 2022 年底，发展账户指导委员会决定，发展账户也应支持会员国处

理这场危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因此，在这方面制定了七个项目。这些项目都是长期性质，建立在各实体的

比较优势之上，由几个实体联合执行。 

 伙伴关系对发展账户的执行工作至关重要，所有项目都包括账户的 10 个执行实体之间的伙伴关系，以

及与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其他伙伴，包括驻地协调员办公室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伙伴关系。 

 本分册反映了委托给秘书处的任务和从各政府间进程收到的建议。 

 

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 

李军华(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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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总方向 

  任务和背景 

 35.1 1997 年大会第 52/12 B 号决议设立发展账户，作为向联合国各经济和社会实体的能力发展项目

提供资金的机制，这些实体是：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欧

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西亚经社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通过发展账户供资的所有项目都以 10 个执行实体的任务和比较优势

为基础。 

 35.2 发展账户支持发展中国家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应对会员国表达的需求和要求，

并支持政府间进程和执行实体相关理事机构提出的建议和决定。 

 35.3 大会第 77/262 号决议核可了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关于 2023 年拟议方案预算的第一

次报告(A/77/7)第十三.12 段中的建议，即请秘书长在下一次预算报告中为今后的预算报告提出

发展账户供资模式的备选方案，以期使资源水平不低于拟议预算总额的 0.5%，同时考虑到发展

账户自设立以来资源的变化，并确保发展账户符合其宗旨和目标以及会员国的需要。这些备选

方案载于附件四。 

  战略 

 35.4 发展账户为其 10 个主要是非常驻的执行实体提供能力，使其能够利用丰富的知识和专长向选

定的国家提供能力发展支持，在总部的规范和分析专长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能力发展之间建

立桥梁。通过发展账户的支持，执行实体可以在国家、次区域、区域和全球各级通过具体项目

贯彻政府间进程及其分析工作。第十六批的总体主题是“支持会员国制定和实施加速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政策，以促进转型变革、复原力和公正过渡，处理当前危机和冲击造成的经济和

社会后果，同时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在这一主题下，28 个拟议项目(见附件一)覆盖所有

区域(见图 35.二)，支持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见图 35.三)，通常支持有特殊需要的国家(见图

35.一)。第十六批项目中的七个项目旨在共同解决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问题。第十

六批项目共包括 14 个将由发展账户实体联合执行的项目。此外，伙伴关系对所有项目仍然至

关重要，包括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合作，而且性别平等和残疾等关键的交叉问题将被纳入整个项

目中。 

 35.5 如上所述，第十六批的大多数拟议项目支持有特殊需要的国家，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

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图 35.一列示了为特需国家提供支持的项目数量。执行实体最终确

定各自项目的受惠国后，这些数字可能会增加。有些项目是专门针对这类国家的，比如加勒比

地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和数字政府转型项目(项目 J)，该项目专门针对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以及亚太特殊处境国家在确保债务可持续性的同时为气候行动提供资金和投资的项目(项

目 Y)，该项目专门针对所有三类特需国家。 

  

https://undocs.org/ch/A/RES/52/12%20b
https://undocs.org/ch/A/RES/77/262
https://undocs.org/ch/A/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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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一 

为特需国家提供支持的项目 a 

 

 a 项目的受惠国可以来自多个类别，一些特需国家可以属于两个类别。 

 35.6 图 35.二说明了第十六批拟议项目如何在不同区域分布。虽然为世界所有区域提出了项目，但

与前几批项目一样，非洲的拟议项目数量仍然最多。 

图 35.二 

按地域分列的项目数 a 

 
 a 一个项目可能对一个以上区域有贡献。 

 35.7 自 2022 年中以来，世界面临着几个同时发生的危机，包括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威

胁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金融条件收紧本身就有重大影响，但这

三个领域的危机也相互影响，产生破坏性后果。发展账户的经济和社会执行实体在其中许多领

域都有专业知识、任务和比较优势，因此，他们共同制定了七个联合项目提案，以应对这三重

危机。这些提案是通过几个执行实体的共同努力制定的，并将侧重于世界上一个或多个区域。

这七个项目包括可持续和有复原力食品供应链的能力发展(项目 C)、能源安全和复原力(项目 D)、

可持续生产和为低碳转型使用关键原材料(项目 E)、能源转型的融资和投资(项目 B)、气候行动

和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融资工具(项目 G)、应对灾害和灾后恢复的城市经济复原力建设(项目 F)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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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加强社会保护政策以推进社会经济从三重危机中恢复(项目 A)。除这七个项目外，第十六批

的其他几个拟议项目也侧重于与三重危机有关的问题，例如，应对粮食和能源危机的复原力(项

目 Z)、可持续和包容性能源转型(项目 X)、避税(项目 H)、可持续金融和投资(项目 L)以及在确

保债务可持续性的同时促进气候行动的融资和投资(项目 Y)。 

 35.8 根据该批的主题，几个拟议项目侧重于创新和转型变革，例如，创新和数字政府转型(项目 J)、

产业政策促进转型变革(项目 M)、创新数字贸易(项目 T)、通过全球服务贸易实现转型变革(项

目 K)以及为改善空气质量而对农业和城市废物管理采取创新循环经济办法(项目 N)。有几个项

目还直接关注与弱势群体有关的问题，如推进照护政策(项目 W)、缩小社会保护差距(项目 AB)、

克服边缘化群体获得适当住房的障碍(项目 P)、使城市地区为长期流离失所做好准备(项目 Q)、

加强移民与发展的关系(项目 S)、促进平等并为后代创造机会(项目 AA)以及发现和减轻腐败风

险(项目 R)。此外，几个拟议项目关注与气候有关的问题，包括为青年提供绿色工作(项目 O)，

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绿色、循环、有弹性和高质量的公私伙伴关系(项目 U)以及加快清洁空

气政策的次区域合作(项目 V)。 

 35.9 如图 35.三所示，拟议的项目也有助于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项目有助

于实现关于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的目标 17，以及关于减少不平等的目标 10、关于体面工

作和经济增长的目标 8 和关于无贫困的目标 1。 

图 35.三 

第十六批项目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a 

 

 a 一个项目可能对一个以上区域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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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0 只要相关，第十六批的所有项目都将把性别、残疾、人权和环境等交叉问题纳入整个规划和实

施过程，从分析项目要解决的问题到项目实施的背景以及项目活动和监测计划的设计。除了所

有项目的设计和实施都考虑到这些问题外，该批的几个项目更具体地关注这些主题。例如，项

目 W 侧重于加强设计和实施承认、减少和重新分配无偿照护工作的照护政策的能力，同时奖

励和突显有偿照护工作，从而促进妇女的经济融入。项目 A 的重点是建立能力，以建立对性别

问题有敏感认识、可应对危机的社会保护政策和方案。其他项目，包括项目 Q、J 和 AB 特别关

注妇女和女童或更广泛的弱势群体，包括女户主家庭。项目 AA 和 J 侧重于多个群体的平等和

包容，包括残疾人。有几个项目以环境为重点，包括项目 V 和 N，侧重于清洁空气政策及其对

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的相关影响，以及农业和城市废物管理的循环经济方法，以改善空气质量。

此外，项目 Y、U 和 O 旨在通过促进气候行动融资和投资来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保证尊重人权

和保护地球的公私伙伴关系，以及加强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青年的绿色就业政策。 

 35.11 伙伴关系对于执行发展账户项目至关重要。所有拟议项目将与联合国秘书处和更广泛的联合国

系统的伙伴，包括驻地协调员办公室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以及各国政府和国家、区域和国际

组织共同执行。这有助于确保发展账户项目利用国家和国际伙伴的相对优势，更好地实现转型

变革，满足已确定的国家需求，同时避免工作重复，并与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组织合作，在整个

项目执行过程中加强其能力。 

 35.12 如图 35.四所示，所有项目都将与联合国系统内其他实体，包括驻地协调员办公室合作执行。由

于各项目都是在大会审议和核准本预算分册和其中所载拟议项目之后敲定的，伙伴关系的数目

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图 35.四 

发展账户项目的伙伴关系 a 

 

 a 一个项目可与多个伙伴结成伙伴关系。 

 35.13 除上述伙伴关系安排外，第十六批的 14 个拟议项目将由多个发展账户实体联合领导，包括所

有 7 个三重危机项目。联合项目以发展账户实体之间的自然协同和合作领域为基础，涉及各实

体之间更广泛的伙伴关系，其中每个联合执行实体负责交付具体成果，并获得项目总预算的一

部分。各实体在整个项目周期联合工作，从项目的设计到实施，以及整个报告、监测和评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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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这些项目还包括组建一个由所有实体代表组成的指导委员会，委员会在整个项目周期内举

行会议，以促进对话和合作，解决出现的任何问题，促进对项目绩效的监测，并确保项目在国

家层面高效和有效地取得成果。由于联合项目需要工作量更大的管理结构和协调，因此只在这

样做有明显优势、各实体的联合努力将大于其各部分总和的领域进行。附件一中的表格提供了

关于哪些项目将联合实施的进一步细节。 

  评价活动 

 35.14 评价已成为发展账户方案管理职能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第十批统计和数据方案的评价是对

发展账户的第一次方案级评价，其结果和建议有助于加强现有的进程和程序，以支持对项目的

有效规划、监测和评价，特别是对有大量预算的联合项目。 

 35.15 通过发布补充指导说明、工具和分析，促进了发展账户项目评价准则的应用。由 10 个执行实体

的评价单位组成的发展账户评价协调人网络通过虚拟会议和电子邮件保持定期沟通，讨论与评

价职能有关的关键问题，交流经验教训和良好做法。在 2021 年底与该网络协商制定并在第十

一批项目评价中试行的项目评价模板已经修订，其中纳入了网络成员的反馈意见，以便在第十

二批项目评价中使用。 

 35.16 从第十四批项目开始，每批中的一半项目将根据战略重要性和与实体任务的相关性、紧迫的知

识差距和/或得到复制或扩大规模的潜力，在中期(实施两年后)被挑选出来进行评估。指导意见

将于 2023 年底发布，以指导挑选程序。636 700 美元的金额(约占拟议项目总价值的 4%)将用于

外部项目和方案层面的评价及相关活动。计划在 2023 年中期对与应对冠状病毒病(COVID-19)

大流行有关的第十和第十一批项目评价结果进行综合。综合分析的结果将与五个 COVID-19 联

合项目(其中一个已于 2022 年完成，其余四个仍在执行中)的结果共同为发展账户应对未来的全

球危机提供参考。 

 35.17 考虑到评价职能在支持不断改进发展账户管理和项目执行方面的重要性和长期性，拟将目前由

发展账户供资的评价干事(P-4)一般临时人员职位转为 2024 年拟议方案预算第 9 款(经济和社会

事务)下的一个常设员额。目前所有与发展账户有关的管理员额都在第 9 款下供资(1 个 P-5、

1 个 P-4 和 1 个 P-2)。将评价干事(P-4)的临时职位转为第 9 款下的常设员额将确保各项职能的

连续性和可持续性，包括：(a) 制定准则和工具，并为项目评价提供支持；(b) 进行方案一级的

评价和项目评价结果的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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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024 年拟议所需资源 

 35.18 如表 35.1 所示，2024 年拟议资源总额在重计费用前为 16 286 700 美元，其中考虑到如第 35.17

段所述，将 1 个评价干事(P-4)改划和调拨到第 9 款(经济和社会事务)。拟议资源数额用于充分、

高效率、高成效地执行任务。 

表 35.1 

按支出用途列示的财政资源演变情况 

(千美元) 

  经常预算 

   变动 

2024 年估计 

(重计费用前) 支出用途 

2022 年 

支出 

2023 年 

批款 技术调整 

新的/扩大的 

任务 其他 共计 百分比 

         
赠款和捐助款 16 199.4 16 491.3 — — (204.6) (204.6) (1.2) 16 286.7 

  按因素列示的差异解释 

  其他变动 

 35.19 如表 35.1 所示，资源变动反映出减少 204 600 美元，原因是拟将评价干事(P-4)的一般临时人员

职位改划为 2024 年拟议方案预算第 9 款(经济和社会事务)下的一个常设员额，上文第 35.17 段

对此作了解释，第 9 款的预算分册中也作了进一步解释。 

  多年期账户 

 35.20 大会第 54/15 号决议决定为发展账户设立一个多年账户。发展账户 2024 年拟议资源用于在四

年期(2024-2027 年)内执行项目。在多年期账户内，按支出用途列示的第十六批项目所需资源

细目见表 35.2。 

表 35.2 

按支出用途列示的所需资源汇总(重计费用前) 

(千美元) 

支出用途 数额 

其他工作人员费用 670.4 

咨询人 6 167.2 

工作人员差旅 2 280.4 

订约承办事务 2 171.9 

一般业务费用 1 386.6 

赠款和捐助款 3 610.2 

 共计 16 286.7 

https://undocs.org/ch/A/RES/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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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1 发展账户项目旨在保障高效率、有成效地利用资源。所需资源基于概念说明，其中提供了项目

说明和项目执行初步计划。各执行实体将到 2023 年底大会审查拟议预算后，根据包括详细分

析、应交付产出、时间表和预算的项目文件启动项目，并完成确定受惠国的工作。 

 35.22 其他工作人员费用(一般临时人员)约占预算总额的 4%，用于满足开展项目活动的短期需要，如

举办讲习班和收集数据。 

 35.23 鉴于执行实体大多不是项目受惠国内驻地实体，而且所有项目都有国家一级的活动，因此，项

目需要工作人员差旅费，平均占资源总额的 14%。虽然所有项目都必须包括电子学习部分，而

且纳入这些内容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和扩大外联，但这些工具不能取代所有面对面交付

方式的效力。 

 35.24 这些项目通常利用本国咨询人支持国家一级的项目执行工作，并整理和交流国家和区域最佳做

法。涉及新问题领域的项目往往需要国际咨询人，因为这些项目所需要的专门知识可能无法在

本国或执行实体内获得。如表 35.3 所示，第十六批项目的拟议资源包括 114 名国际咨询人，共

计 429 个工作月，估计费用为 320 万美元，以及 125 名本国咨询人，共计 459 个工作月，估计

费用为 220 万美元。 

表 35.3 

咨询所需资源汇总 a 

咨询人类型 咨询人数目 工作月数 费用(千美元) 

    国际 114 429 3 244.4 

本国 125 459 2 215.2 

 共计 239 888 5 459.6 

 a 这一数字不包括咨询人差旅费。 

 35.25 订约承办事务用于聘请国家和地方机构或组织协助执行项目的本国组成部分，包括研究、地方

试点、协商和讲习班。这往往还包括这些机构和组织的自身能力发展内容。与讲习班、培训活

动、研讨会或专家组会议有关的场地租金、会议服务费和通信费通常属于一般业务费用类别。 

 35.26 赠款和捐助款项下的讲习班与会者的费用(旅费和津贴)平均占项目预算的 22%。项目通常利用

国家讲习班开展培训、协调和建立共识。大多数项目还包括少量区域讲习班，通常用于开展南

南合作以及项目受惠国分享经验教训。区域和区域间讲习班往往被用来向广大受众介绍研究结

论，经常与其他政府间会议或活动结合举办，以减少费用。 

 35.27 项目应交付产出分为四大类，详见表 35.4。预计这些应交付产出将重点放在国家一级，以帮助

确保国家自主权以及国家进程和机构的优先次序。预计它们还将侧重于不同的能力发展方面(如

技能、机构和有利环境)，以产生更大和可持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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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4 

应交付产出汇总(2024-2027 年计划) 

量化的应交付产出：B. 知识的产生和转让  非量化的应交付产出：C. 实质性应交付产出 

研讨会、讲习班和培训活动 

(所有项目的天数) 

技术材料 

(所有项目材料数量) 

协商、咨询和宣传 

(包括这些应交付产出的项目数) 

数据库和实质性数字材料 

(包括这些应交付产出的项目数) 

    
1 105 386 2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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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拟由发展账户供资的项目(2024-2027 年期间) 

拟议项目和目标 执行实体、伙伴关系和预算 

  三重危机项目  

A. 应对非洲和亚洲及太平洋三重危机的国家社会

保护政策和能力 

目标：建设国家能力，以建立可持续、有效的社会保

护制度和措施，并建立健全、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

识、能应对危机的社会保护政策和方案，推动非洲和

亚洲及太平洋从三重危机中实现社会经济恢复 

由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非洲经委会和亚太经社会在与

驻地协调员办公室的合作下联合执行(500 000 美元) 

B. 为非洲能源转型吸引资金和投资 

目标：加强非洲受惠国设计和执行战略的能力，以增

加对可再生能源的国际私人融资和投资，以支持能

源转型 

由贸发会议、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与驻地协调员办公

室的合作下联合执行(500 000 美元) 

C. 利用贸易政策以及运输和物流，在加勒比、中

东和北非区域建立可持续和有复原力的粮食供

应链 

目标：加强加勒比、中东和北非区域各国的能力，以

利用贸易政策措施和运输及物流，更好地防备和应

对供应链中断情况，并建立可持续和有复原力的粮

食供应链 

由贸发会议、拉加经委会、西亚经社会在与驻地协调

员办公室的合作下联合执行(500 000 美元) 

D. 通过能源转型实现能源安全和复原力 

目标：加强选定国家的能力，以建立有复原力和可持

续的能源系统，并加强其能源安全 

由欧洲经委会、亚太经社会、拉加经委会在与西亚经

社会、非洲经委会、贸发会议及驻地协调员办公室的

合作下联合执行(375 000 美元) 

E. 关键原材料的可持续生产、使用和再利用，以实

现低碳转型 

目标：加强选定国家在生产、使用和再利用关键原材

料方面实现可持续和循环低碳转型的能力 

由欧洲经委会和亚太经社会在与西亚经社会、拉加经

委会、非洲经委会及驻地协调员办公室的合作下联合

执行(375 000 美元) 

F. 为促进包容性应对危机和从危机中恢复建设城

市经济复原力 

目标：加强选定国家地方政府设计、执行和监测可持

续、有复原力、包容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对策的能力 

由欧洲经委会、非洲经委会、西亚经社会、亚太经社会

和拉加经委会在与人居署、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及驻地

协调员办公室的合作下联合执行(375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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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项目和目标 执行实体、伙伴关系和预算 

  G. 阿拉伯国家、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可持续发

展创新筹资工具 

目标：提高选定会员国决策者的能力，使其更好地利用

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筹资工具，以应对阿拉伯国家、非

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粮食、能源和气候三重危机 

由西亚经社会、非洲经委会和拉加经委会在与驻地协

调员办公室的合作下联合执行(375 000 美元) 

由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牵头的项目  

H. 查明和解决发展中国家易受激进避税影响的问题 

目标：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以查明和处理易受激

进避税影响的问题 

由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非洲经委会、拉加经委会和亚

太经社会在与贸发会议和驻地协调员办公室的合作下

联合执行(750 000 美元) 

I. 加强循证决策能力：利用创新的数据来源和方

法，制定应对全球燃料、粮食和金融危机的政策 

目标：提高非洲、亚洲和太平洋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某些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编制和使用非传统数据的能力，以制

定和实施循证政策，减轻粮食、燃料和金融危机的影

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由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与亚太经社会、非洲经委会和

驻地协调员办公室的合作下执行(650 000 美元) 

J. 加勒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和数字政府转型 

目标：提高某些加勒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

的能力，以促进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更好地提供公共

服务，不让任何人掉队 

由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拉加经委会在与驻地协调员办

公室的合作下联合执行(500 000 美元) 

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牵头的项目  

K. 加强加共体循证决策能力和经济复原力 

目标：加强加共体部分成员国的能力和数据基础设

施，以改善其循证决策，通过全球服务提高复原力和

实现转型变革 

由贸发会议在与拉加经委会和驻地协调员办公室的合

作下执行(600 000 美元) 

L. 加强可持续性报告，以促进亚洲和拉丁美洲部分

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融资和投资 

目标：加强亚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以加强其可持续性报告基础设施，促进可持续融资，

吸引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 

由贸发会议在与环境署、亚太经社会、拉加经委会和

驻地协调员办公室的合作下执行(600 000 美元) 

M. 促进拉丁美洲转型变革和复原力的区域一体化

和产业政策 

目标：加强拉丁美洲部分经济体之间的产业政策设

计以及经济和生产一体化，改善产业和贸易政策的

协调，最终促进该大陆的结构转型、经济复苏和减少

不平等 

由贸发会议在与拉加经委会和驻地协调员办公室的合

作下执行(600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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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项目和目标 执行实体、伙伴关系和预算 

  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牵头的项目  

N. 亚洲及太平洋和西巴尔干国家农业和城市废物

管理的创新循环经济办法，以改善空气质量 

目标：在亚洲及太平洋和西巴尔干的选定受益国，为

实现循环和健全的农业和城市废物管理促进政策解

决方案，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提高抵御健康、经济

和社会冲击的能力 

由环境署在与欧洲经委会、亚太经社会和驻地协调员

办公室的合作下执行(560 000 美元) 

O. 加强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青年绿色就业的政

策和能力 

目标：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选定国家，加强

各国政府制定和执行公正过渡政策和举措的能力，

以支持为青年特别是妇女创造绿色就业机会和实现

技能发展 

由环境署在与非洲经委会、拉加经委会和驻地协调员

办公室的合作下执行(560 000 美元) 

由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牵头的项目  

P. 以循证住房政策办法克服东欧和中亚城市边缘

群体获得适当住房的障碍 

目标：加强中亚和东欧选定国家的市政能力，使难

民、移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者和东道社区家庭

等边缘群体有更多机会获得适当住房。 

由人居署和欧洲经委会在与驻地协调员办公室的合作

下联合执行(560 000 美元) 

Q. 促进采取多规模的地域办法，使萨赫勒的城市地

区更好地为长期流离失所做好准备 

目标：加强萨赫勒地区选定国家的区域、国家和地方

战略城市/空间规划能力，使城市地区更好地为长期

流离失所做好准备 

由人居署在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驻地协调员办

公室的合作下执行(560 000 美元) 

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牵头的项目  

R. 查明和减轻腐败风险，加强非洲建设和平努力 

目标：加强三个非洲国家评估和管理腐败风险的能力 

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与驻地协调员办公室的合

作下执行(560 000 美元) 

由非洲经济委员会牵头的项目  

S. 加强非洲移民与发展的关系 

目标：加强选定国家的国家能力，以制定循证政策和

行动，将移民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纳入主流 

由非洲经委会在与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及驻地协调员办

公室的合作下执行(750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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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项目和目标 执行实体、伙伴关系和预算 

  T.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下的创新数字贸易，以促进

非洲的粮食安全和农业价值链 

目标：加强选定非洲国家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下利

用数字贸易创新改善粮食安全和农业价值链的能力 

由非洲经委会在与贸发会议和驻地协调员办公室的合

作下执行(600 000 美元) 

由欧洲经济委员会牵头的项目  

U. 绿色、循环、有韧性的公私伙伴关系，以支持可

持续发展目标，促进非洲、中亚、欧洲、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的转型变革 

目标：加强选定会员国公职人员的能力，以根据可持

续发展目标制定和实施绿色、循环、有韧性和高质量

的公私伙伴关系项目 

由欧洲经委会、拉加经委会和非洲经委会在与驻地协

调员办公室的合作下联合执行(750 000 美元) 

V. 加快制定东欧和高加索地区的清洁空气政策 

目标：加强东欧和高加索选定国家的能力，以加快制

定清洁空气政策，对气候、生物多样性、公共卫生和

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由欧洲经委会和环境署在与驻地协调员办公室的合作

下联合执行(500 000 美元) 

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牵头的项目  

W.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亚洲及太平洋和阿拉伯国

家推进照护政策，以实现变革性复苏 

目标：加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亚洲及太平洋和阿拉

伯国家政府制定和执行承认、减少和重新分配无酬

照护工作的全面照护政策的能力 

由拉加经委会、亚太经社会和西亚经社会在与驻地协

调员办公室的合作下联合执行(750 000 美元) 

X.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可持续和包容性能源过渡 

目标：加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选定发展中国家制定

政策、战略和计划的国家能力，以加快能源转型，支

持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可持续发展目标 7) 

由拉加经委会与驻地协调员办公室合作执行(600 000

美元) 

由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牵头的项目  

Y. 推动为气候行动提供资金和投资，同时确保特殊

处境亚太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 

目标：提高亚太区域选定国家的能力，以便从公共和

私人来源调动气候资金和外国直接投资，以满足国

家自主贡献的需要，同时确保债务可持续性 

由亚太经社会在与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及驻地协调员办

公室的合作下执行(600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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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项目和目标 执行实体、伙伴关系和预算 

  Z. 建设亚洲及太平洋应对粮食和能源危机的抗灾

能力和气候抗御能力 

目标：建设亚太区域选定国家的能力，以更好地管理

粮食和能源系统中日益增加和不断变化的气候和灾

害风险变数，建设长期应对能力 

由亚太经社会在与驻地协调员办公室的合作下执行

(600 000 美元) 

由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牵头的项目  

AA. 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通过青年包容和发展中

小企业促进平等 

目标：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通过青年包容和发展中

小企业促进平等 

由西亚经社会在与非洲经委会、贸发会议和驻地协调

员办公室的合作下执行(500 000 美元) 

AB. 弥合阿拉伯和非洲区域的社会保护差距 

目标：加强阿拉伯和非洲区域各国的能力，以确定社

会保护需求和差距，并设计、调整和执行政策和方

案，以弥合这些差距 

由西亚经社会和非洲经委会在与驻地协调员办公室的

合作下联合执行(500 000 美元) 

缩写：加共体，加勒比共同体；非洲经委会，非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欧洲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经济委员会；亚太经社会，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贸发会议，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环境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人居署，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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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为执行咨询和监督机构相关建议而采取的后续行动汇总 

建议简述 为执行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A/77/7 

 

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在提交下一次预算报

告时提出发展账户供资方式的备选方案，供今后提

交预算时使用，力求达到不低于拟议预算总额 0.5%

的资源水平，同时考虑到发展账户自设立以来资源

的演变情况，并确保发展账户符合其宗旨和目标以

及会员国的需要。行预咨委会还注意到，如果发展账

户的资源水平与总预算相比被评估为减少，则大会

可考虑根据以往的趋势，将资源维持在或增加到适

当水平(第十三.12 段)。 

这些备选方案载于附件四。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使用本国咨询人对能力建设带来

的好处，相信将作出更多努力来增加本国咨询人的

使用(相对于国际咨询人)。行预咨委会相信，今后提

交的预算将继续列入关于使用本国和国际咨询人的

最新信息(第十三.21 段)。 

本报告第 35.24 段提供了关于使用本国和国际咨询人

的信息。 

行预咨委会再次认为，有必要通过提高效率和更多

依赖在线工具和当地专家，使差旅所需资源合理化，

以期将其中更多资源用于为发展账户的可持续项目

供资(第十三.23 段)。 

本报告第 35.23 段提供了差旅所需资源的信息。 

行预咨委会再次相信，秘书长将确保在国家和项目

选择上的透明度并将拟订一项外联方案，包括根据

可持续发展目标向特需国家传播项目信息，包括与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

室以及驻地协调员系统等密切协调，以促成会员国

提出需求。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评估可能

与这些实体进行合作与协调的领域，以确定需要在

哪些方面作出更多努力并在秘书长提交下一次预算

报告时提供最新情况(第十三.30 段)。 

发展账户是联合国秘书处 10 个实体能力发展的供资

机制。项目在各实体有明确任务、比较优势和会员国

有需求的领域执行。在不同的专题领域，各实体通常

与会员国保持密切联系，了解它们的需要和要求，并

有外联机制。 

如本报告图 35.一所示，特需国家是所有项目的重点，

在编写项目文件和实际执行期间，将继续强调选择这

些国家。 

通过与相关实体进行详细调查进行了评估，结果如下。 

根据现有的指导方针，执行实体应就所有发展账户项

目与驻地协调员系统密切协调。项目是应各国政府的

要求或驻地协调员代表政府提出的要求拟订的。根据

联合国改革及其对国家和区域一级提供联合国系统联

合援助的重视，一些执行实体增加了与驻地协调员系

统的协商，作为项目概念设计的一部分，并从开始阶

https://undocs.org/ch/A/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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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简述 为执行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段就与驻地协调员系统合作(例如，在制定共同国家分

析和相关的制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期间)。这

些程序旨在确保驻地协调员办公室充分了解在其国家

开展的由发展账户资助的活动和项目。然而，与驻地

协调员系统在项目上的合作在各发展账户执行实体之

间略有不同，因为每个实体都有不同的协调机制，而

且还取决于发展账户周期是否与合作框架周期一致。 

通常，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国家一级的活动是在

驻地协调员办公室的帮助下进行协调的，往往在他们

的积极参与下进行。在项目的早期设计阶段，项目经

理与驻地协调员办公室联系，重申需求，了解国家一

级的需求和已经存在的解决这些需求的能力，并将项

目实施计划和计划中的国家一级的活动告知相关驻地

协调员。在这个过程中，项目经理还可以就潜在的合

作伙伴(如相关部委、其他联合国实体、民间社会组织

和倡议)向驻地协调员咨询，并确定与其他正在进行的

活动的协同作用。在协调与联合国驻地实体的会议方

面，驻地协调员提供的合作也很有价值，以探索目标

国家的协同作用，并就选择项目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伙伴提供建议，以及协调项目计划开展的活动，如筹

备国家一级的启动讲习班。还寻求与驻地协调员的合

作，以了解他们对项目要处理的主题的看法和来自目

标国家的洞见。项目经理可能需要向相关驻地协调员

办公室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介绍项目情况。在发展账

户项目被批准后，驻地协调员办公室会被告知项目开

始实施。 

根据发展账户准则，执行实体在编写项目文件和执行

项目时需要与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及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

公室协商，并审议可能的合作(如果相关)。鉴于高级代

表办公室的任务是倡导、支持、动员、协调和报告《支

援最不发达国家多哈行动纲领》、《内陆发展中国家

2014-2024 年十年维也纳行动纲领》和《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的执行，各实体需要

审议项目，以便与高级代表办公室进行可能的合作与

协作。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的四个关键职能作用

是提供建议、宣传、协调和监测，并在较小程度上发展

经济和社会能力。有鉴于此，有密切相互联系的领域

较少。非洲经济委员会与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有

着经授权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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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简述 为执行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发展账户各执行实体之间的资源

分配情况，并相信在下一次提交预算时将提供更多

信息，说明为确保更公平地分享资源而适用的标准，

包括关于联合举措的信息(第十三.31 段)。 

发展账户每一批的可用资金分配给 10 个执行实体，以

过去的做法为基础，但也考虑到几个标准。执行实体

大致可分为两个不同组别：5 个区域实体和 5 个全球

实体，资金在这两个组别之间平均分配。虽然项目的

分配在各批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各有三个项目，所有其他执行实

体有两个项目，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除外，

通常有一个项目)，但在决定选择哪些项目时，会考虑到

一些关键方面，如会员国在政府间谈判中提出的优先事

项、所提出的每个项目提案的优势、执行实体交付项目

的能力以及项目的以往表现。本着“一体行动”的精神，

每年约有四分之一的可用资金被用于由不同实体领导

的联合项目。在第十六批项目中，28 个拟议项目中多达

14 个是联合项目。这包括 7 个三重危机联合项目提案。

各项目的牵头实体在附件一中注明。 

行预咨委会回顾，技术合作经常方案与联合国发展

账户之间需要进一步互补，并建议大会请秘书长对

这两个机制进行评估，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项目的互

补性和影响力，特别是在地方一级做到这一点，并

确保与驻地协调员系统合作、有效利用资源(第十

三.35 段)。 

发展账户和技术合作经常方案的共同目标是向会员国

提供一致、有重点的能力发展支持，并推动《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然而，它们的方案编制和实

施方法却截然不同。发展账户为中期干预措施提供资

金，执行期最长为四年，以满足各国对具体发展援助

的要求。技术合作经常方案则为具体的短期和小规模

干预措施提供资金，以满足各国对紧急、不易预测的

国家发展援助的要求。 

通过对相关实体开展的详细调查进行了评估。可以说，

尽管各执行实体在保障发展账户与技术合作经常方案

之间的联系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但在所有执行实

体的管理层面上，都有考虑一致性的综合方法。执行

实体以几种不同的方式补充使用发展账户和经常方案

资金，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通过确定协同作用和

合作领域，确保了这两个方案之间的协调。 

首先，许多发展账户项目是在早期技术合作干预的经

常方案基础上制定的。因此，通过较长期的项目活动，

保证了通过经常方案进行的初步干预的长期影响和可

持续性。当经常方案资金被用作发展账户项目的种子

资金时，经常方案举措可促成发展账户项目的制定。

在其他情况下，会员国对技术合作经常方案的要求被

扩大并转化为发展账户项目。第二，经常方案有时被

用来在发展账户项目结束后在更多国家开展项目活

动。在其他时候，发展账户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带来了

更多的国家要求，而这些要求是用经常方案的资金来

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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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简述 为执行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第三，在发展账户项目活动成功并可以扩大，但资金

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执行实体成功地调动了技术合作

经常方案的资金，反之亦然。这使得成果得以扩大，并

通过提供进一步的能力发展支持加强了干预措施。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关于发展账户活动的下两次进

度报告将每两年提交一次，分别在 2023 年和 2025 年

提交；从 2026 年开始，将每年提交一次进度报告。

行预咨委会相信，秘书长将在今后提交的预算报告

中列入关于准则和评价标准、评价活动进展情况以

及项目(包括试点项目)执行情况和影响的信息(第十

三.39 段)。 

由于将向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提交两年期进展报告，

因此，关于准则和评价标准、评价活动进展情况以及

项目(包括试点项目)执行情况和影响的信息将列入进

展报告，并由发展账户网站的信息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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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发展账户的任务授权 

    本工作方案将继续以下文所列各项任务授权为指导。 

  任务授权清单 

大会决议 

52/12 B 革新联合国：改革方案 

52/235; 53/220 A 

和 B; 54/15;  

56/237 

发展账户 

74/270 全球团结抗击冠状病毒病(COVID-19) 

 

 

 

 

  

https://undocs.org/ch/A/RES/52/12B
https://undocs.org/ch/A/RES/52/235
https://undocs.org/ch/A/RES/53/220
https://undocs.org/ch/A/RES/53/220%20b
https://undocs.org/ch/A/RES/54/15
https://undocs.org/ch/A/RES/56/237
https://undocs.org/ch/A/RES/74/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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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为今后预算报告提出的发展账户供资模式的备选方案 

 1. 大会第 77/262 号决议核可了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关于 2023 年拟议方案预算的第一

次报告(A/77/7)第十三.12 段中的建议，即请秘书长在下一次预算报告中为今后的预算报告提出

发展账户供资模式的备选方案，以期使资源水平不低于拟议预算总额的 0.5%，同时考虑到发展

账户自设立以来资源的变化，并确保发展账户符合其宗旨和目标以及会员国的需要。行预咨委

会还注意到，如果发展账户的资源水平与总预算相比被评估为减少，则大会可考虑根据以往的

趋势，将资源维持在或增加到适当水平。 

  背景 

 2. 大会在第 52/12 B 号决议中决定设立一个发展账户，在不影响全面执行已获授权的方案和活动

的情况下，由对行政和其他管理费用的可能削减带来的节余供资，并请秘书长在 1998 年 3 月

底之前提交一份详细报告，确定这一举措的可持续性，以及执行方式、具体用途和使用这一资

源的相关业绩标准。 

 3. 因此，大会第 54/15 号决议决定，增效措施所产生的节余可在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中列明，经大

会事先核准后转入发展账户款下。 

 4. 在这方面，已在方案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中跟踪和报告已实现的节余或支出节余。然而，秘书处

多年来一直无法将这种节余归因于“增效措施”，因为最终支出低于批款水平，有多种因素发挥

了作用，每份执行情况报告都通过提及具体相关因素来说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最终，将节

余转入发展账户的决定由大会作出，大会在审议过去两年期的第二次执行情况报告后，酌情为

发展账户提供了经常和非经常(一次性)追加资源。大会为 2006-2007 两年期和 2008-2009 两年

期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尽管这些数额没有被确定为增效资金。大会还在审议秘书长的拟议方案

预算时为发展账户提供了额外资源，2021 和 2022 预算年度即是如此。 

 5. 因此，如下图所示，发展账户的数额无论从绝对值还是从占方案预算总额的百分比来看，都呈

现出波动不定和不可预测的模式。 

 

  

https://undocs.org/ch/A/RES/77/262
https://undocs.org/ch/A/77/7
https://undocs.org/ch/A/RES/52/12%20b
https://undocs.org/ch/A/RES/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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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预算期开列的向发展账户提供的资源 

 

说明：对于 2006-2007 两年期，大会第 61/252 号决议决定为发展账户追加批款 250 万美元，作为立即采取的特别措施，以解决

自账户设立以来缺乏向其转移资源的问题；大会第 62/235 A 号决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的第二次

执行情况报告，决定将该账户的批款增加 500 万美元(非经常性)。大会还在其第 60/246 号决议中决定，发展账户在 2006-

2007 两年期应重新计算费用。 

  对于 2008-2009 两年期，大会在其第 62/238 号决议中决定为发展账户追加批款 250 万美元，并在其第 64/242 A 号决议

中注意到秘书长关于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预算的第二次执行情况报告(A/64/545)，决定将该账户的批款增加 750 万美元(非

经常性)。 

  对于 2010-2011 两年期，大会在其第 64/243 号决议中决定为该账户追加批款 500 万美元(与 2008-2009 年相比净减的原

因是，第 64/242 A 号决议为 2006-2007 年增加的 750 万美元为非经常性批款)。 

  对于 2012-2013 两年期，大会在其第 66/246 号决议中决定为发展账户追加批款 600 万美元。 

  根据关于 2014-2015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大纲的第 67/248 号决议，秘书长为 2014-2015 年提议的发展账户数额减

少了 844 400 美元，并经大会第 68/248 A-C 号决议核准。 

  大会第75/252号决议赞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关于2021年拟议方案预算的第一次报告(A/75/7和A/75/7/Corr.1)

中的建议，即在获得更可持续的资金之前，从 2021 年拟议方案预算开始，将发展账户的基线增加 100 万美元。 

  大会第 76/245 号决议决定，在非经常性基础上，将 2022 年发展账户增加 100 万美元。 

  大会第 76/245 号决议还赞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关于 2022 年拟议方案预算的第一次报告(A/76/7 和

A/76/7/Corr.1)中提出的建议，请秘书长在提交下一次预算时为发展账户重计费用，供大会审议。据此，大会在其第

77/264 A-C 号决议中为发展账户重计费用后批款，并在其第 77/262 号决议中赞同行预资委会欢迎重计发展账户费用的结论

和建议。 

  评估 

 6. 秘书处探讨了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办法 A，即拟议方案预算第 35 款下的发展账户年度拟议数

额相当于同一预算年度重计费用前拟议方案预算总额的 0.5%，并将反映在拟议方案预算相应

报告的导言中(例如 A/77/6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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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月提交的该报告导言中所示的拟议方案预算总额将不考虑今年晚些时候编制的与新的或扩大

的任务有关的追加预算提案，例如大会主要委员会或全体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或人权理事

会提出的提案。这些追加预算提案由秘书处在每年秋季通过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以关

于所涉方案预算问题或订正估计数的报告的形式提交第五委员会审议。由于相应的新任务或订

正任务是在 11 月下旬才发布的，其相关的预算提案也在 11 月下旬才提交，因此没有足够的时

间让秘书处提交并让各委员会审议发展账户的订正拟议预算水平，包括计划的额外项目，作为

与包括所有追加预算提案在内的总体预算提案的百分比。 

 8. 然而，这种做法会给发展账户预算提案的编制过程带来挑战，因为秘书处将无法确定发展账户

的拟议数额，直到拟议方案预算的所有预算款次在 5 月中旬时最后确定。这将造成没有足够的

时间来编制和最后确定发展账户预算提案，其中包括由账户供资的项目清单，这些项目是根据

会员国的援助请求，并考虑到账户的拟议水平，通过与所有执行实体的协商进程选定的。从开

始编制预算到最后确定第 35 款的预算分册，这一过程需要两到三个月。 

 9. 因此，秘书处探讨了第二种办法(办法 B)，即拟议方案预算第 35 款下的发展账户年度拟议数额

相当于相应主要届会关于预算批款的决议所载上一预算年度核定经常预算总额的 0.5%(例如，

为 2024 年发展账户提出的数额是大会第 77/264 A-C 号决议所载 2023 年批款的 0.5%，减去主

要建设项目的批款)。这一核准的预算总额将包括大会在前一年年底为新的或扩大的任务授权

核准的追加预算。然而，为正在进行的主要建设项目核准的数额将被排除在外，因为这些项目

和相关资源是特殊性质，而且时间有限(它们也不包括在办法 A 中，因为主要建设项目的拟议

预算是追加预算提案，不属于报告导言中提出的拟议方案预算总额的一部分)。这种办法将使发

展账户的规划和预算编制过程能在 1 月份开始。 

 10. 秘书长还考虑提议将发展账户的百分比提高到方案预算总额的 0.5%以上。但是，由于没有另一

个具体百分比的客观标准，秘书长认为，任何这种不同的百分比都必须由大会决定。 

  建议 

 11. 秘书处建议对今后提交的发展账户预算采用上文概述的第二种办法(办法 B)，即拟议数额为上

一个预算期间核定方案预算的 0.5%，但不包括上文概述的主要建筑项目批款。这一办法将确保

发展账户的数额以全面综合方案预算为基础，同时考虑到所有核定的追加拟议预算。与目前的

情况相比，建议的办法还将提供更稳定和更可预测的供资，并与办法 A 相比，允许有更多和足

够的时间来规划发展账户供资的项目。 

 12. 大会在第 77/262 号决议中赞同行预资委会关于欢迎重计发展账户费用的结论和建议，将按照所

有其他预算款次的做法，重计发展账户的拟议数额，其最终影响将反映在秘书长题为“订正估

计数：汇率和通货膨胀率变动的影响”的报告中，按照惯例供大会审议。 

 13. 下表显示了若采用建议的办法 B，自 1998 年以来发展账户每年的数额。为便于比较，该表还显

示了根据办法 A 应得出的发展账户数额。如该表所示，在过去 12 年中，包括 2023 年，采用秘

书处建议的办法(办法 B)产生的数额将略高于采用办法 A 产生的数额。例外情况是 2022 年，当

时大会作为例外情况核准了大量资源作为承付权而不是批款，这将对发展账户 2023 年的数额

产生影响。 

  

https://undocs.org/ch/A/RES/77/264%20a-c
https://undocs.org/ch/A/RES/7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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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 A 和 B 的比较 

(千美元) 

  1998-1999 2000-2001 2002-2003 2004-2005 2006-2007 2008-2009 2010-2011 2012-2013 2014-2015 2016-2017 2018-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办法A                  

a 

 

拟议方案预

算总额(重计

费用前) 

2 479 300.0 2 535 604.9 2 519 403.8 2 905 846.2 3 608 450.5 4 195 243.0 4 887 476.9 5 196 993.4 5 404 438.4 5 568 595.8 5 405 050.0 2 868 306.1 2 987 346.8 3 119 724.0 3 224 058.8 待定 

b 发展账户占 a

的 0.5% 

12 396.5 12 678.0 12 597.0 14 529.2 18 042.3 20 976.2 24 437.4 25 985.0 27 022.2 27 843.0 27 025.3 14 341.5 14 936.7 15 598.6 16 120.3 待定 

 办法B                 

c 上一两年期/

年度核定方

案预算总额 

2 603 300.0 2 529 903.5 2 533 125.4 2 890 818.7 3 608 173.9 4 173 895.9 4 865 080.2 5 367 234.7 5 563 625.6 5 659 361.5 5 620 221.6 2 947 478.5 3 073 830.5 3 208 080.1 3 121 651.0 3 396 308.3 

d 

 

主要建设项

目批款 

— — — — — — — — — 15 629.9 57 882.7 52 543.0 62 993.6 69 000.3 92 683.2 63 518.6 

e =c-d  2 603 300.0 2 529 903.5 2 533 125.4 2 890 818.7 3 608 173.9 4 173 895.9 4 865 080.2 5 367 234.7 5 563 625.6 5 643 731.6 5 562 338.9 2 894 935.5 3 010 836.9 3 139 079.8 3 028 967.8 3 332 789.7 

f 发展账户占 e

的 0.5% 

13 016.5 12 649.5 12 665.6 14 454.1 18 040.9 20 869.5 24 325.4 26 836.2 27 818.1 28 218.7 27 811.7 14 474.7 15 054.2 15 695.4 15 144.8 16 664.0 

 预算分册中

拟议的发展

账户数额 

— 13 065.0 13 065.0 13 065.0 13 065.0 16 480.9 18 651.3 23 651.3 28 398.8 28 398.8 28 398.8 14 199.4 14 199.4 15 199.4 15 199.4 16 28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