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执   行   局 ex
第 一 六 九 届 会 议  

169 EX/5 

Part I 

巴 黎，2004年 3 月 31 日 

原 件：英 文 

 
临 时 议 程 项 目 3.2 

总干事关于执行局前几届会议通过的决定的落实情况的报告 

第 I 部分 

概 要 

本报告旨在向执行局委员通报在落实执行局前几届会议所通过决定方

面的进展情况。 

第 I 部分涉及计划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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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64 EX/3.3.3 

关于在教科文组织支持下建立同步辐射 

促进中东实验科学和应用科学发展（SESAME）国际中心的进展情况 

1． 在第一六四届会议上，执行局审议了总干事关于在教科文组织支持下建立同步辐射促

进中东实验科学和应用科学发展（SESAME）国际中心的建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执行局支

持临时国际理事会关于建立 SESAME 国际中心的建议，并请总干事向其第一六九届会议报

告该中心筹建工作的进展情况。 

2． 根据决定 164 EX/3.3.3，已经采取一系列行动。在致各会员国的通函中，总干事向会员

国通报了 SESAME 国际中心为基础和应用研究国际合作带来的机遇，并请它们参加该中心

的活动。SESAME 项目得到以下国家当局的强有力支持：巴林、埃及、法国、德国、伊朗、

以色列、约旦、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及巴勒斯坦权力

机构。建造该中心全部由东道国当局出资，建楼工作已在 2003 年 8 月开工。预计在 2005 年

8 月竣工。 

3． 与此同时，在 SESAME 技术委员会的协助下，著名专家工作组参与了该中心活动的启

动工作，为德国捐赠的同步辐射研究主要设备的升级换代工作作了优化设计。在审议的这段

时期，另外三个国际咨询委员会（光束线、科学和培训）开展的活动解决了与制订科学计划

有关的一些问题。这些委员会取得的重要成果包括提出了光束线第一阶段的建议，确定了光

束线计划，拟定了培训方案和扩建了用户数据库。 

4． 一些国际组织显示了它们对支持发展 SESAME 中心的活动的承诺。如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正在通过阿卜杜勒·萨拉姆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为 SESAME 的培训计划提

供支助。根据先前进行的磋商，欧洲联盟（EU）提供了有关将 SESAME 机器更新为 2.5Ge 

V 的最终设计应使用的光束线以及该中心的科学计划和管理方案的补充信息。根据欧盟建议

的程序，约旦提交了一项关于通过双边安排为设备更新提供支助的申请。一直在向第三世界

科学界的主要代表之一--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通报 SESAME 的情况。 

5． 自执行局第一六四届会议以来，该中心的《议事规则》、《人事条例》和《工作人员

规则》和《财务条例》已经出台。除 2001 年任命的技术主任外，SESAME 中心还任命了代

理主任和行政管理主任。科学主任已经选定，不久便可走马上任。 

6． 建立 SESAME 中心这一行动已促使其它地区考虑建立类似中心，2004 年 6 月将在南非

举办一期讲习班，探讨关于在南部非洲地区建造同步辐射设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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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66 EX/3.5.1 

信息社会问题世界首脑会议（WSIS）（日内瓦，2003 年）的结果 

1． 通过决定 166 EX/3.5.1，执行局审议了关于教科文组织对信息社会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WSIS）（日内瓦， 2003 年和突尼斯，2005 年）的贡献的文件 166 EX/19，“……鼓励总

干事继续促使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积极参与信息社会问题世界首脑会议（WSIS）的全过

程；并请总干事向执行局第一六七届会议报告为召开信息社会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而进行的磋

商情况和提出的建议，并向其第一六九届会议报告日内瓦首脑会议的结果。” 

(a) 通过信息社会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原则宣言》和《行动计划》 

2． 信息社会问题世界首脑会议（WSIS）于 2003 年 12 月 10-12 日在日内瓦召开，11,000

多人与会，其中包括 45 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还有 176 个会员国、50 个国际组织、50 个

联合国机构、480 多个非政府组织、98 个工商企业和 630 个媒体的代表。 

3． 首脑会议闭幕时通过的《原则宣言》和《行动计划》表达了国际社会对建立包容性和

多元化社会使所有人均可受惠于信息和传播技术潜能而应依据的价值观念所达成的共识。对

教科文组织而言，这些文书表明了国际社会对教科文组织一贯倡导的下述原则的认可：即言

论自由；普遍获取信息和知识，特别是公有信息；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语言多元化和本

土内容；以及平等享有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这些原则对建设一个均衡的知识社会是至关重

要的。在这次首脑会议的政治宣言中承认教科文组织的这些价值观念和原则，不仅使教科文

组织感到欣慰，而且比任何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知识对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及作

为促进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手段的潜力得到了提高。 

4． 首脑会议通过的《原则宣言》“建设信息社会：新千年的全球性挑战”明确重申，

《世界人权宣言》第 19 条所述享有自由发表意见和自由言论的权利是信息社会的根基；还

确定了建设包容性信息社会的以下十一项原则：(i) 各国政府和所有利益相关方在推动信息

和传播技术促进发展方面的责任；(ii) 信息和传播技术基础设施；(iii) 获取信息和知识；(iv) 

能力建设；(v) 树立使用信息和传播技术的信心并提高其安全性；(vi) 环境建设；(vii) 在生活

的各个方面发展与广泛应用信息和传播技术；(viii) 承认和尊重文化多样性与特性、语言多

样性和本土内容；(ix) 承认媒体的作用；(x) 探讨信息社会的道德内涵；及(xi) 鼓励国际和地

区合作。《宣言》还重申“……在全球团结和各民族与各国家之间加深理解的基础上，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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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个崭新的知识共享的信息社会”的重要性，最后表示坚信，这些措施“将开辟一条通

向真正的知识社会的未来发展之路”。可在 http://www.itu.int/wsis 网站查询《原则宣言》和

《行动计划》最后文本。 

5． 这次首脑会议为在最高政治层面讨论诸如人人平等获取信息和传播技术，怎样缩小数

字鸿沟和怎样确保平等受惠于技术等问题提供了历史机遇。这次首脑会议是就这些问题长期

进行的全球对话的结局。通过把那些作为教科文组织工作中心的价值观念与原则纳入首脑会

议通过的《原则宣言》和《行动计划》，国际社会现已具备一个获取共同谅解的平台。 

6． 日内瓦会议阶段还确定了将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解决的两大问题，即因特网管理和

筹资机制问题，包括建立“数字团结互助基金”。已经建立了两个工作组，就这些问题交流

意见并进行研讨。 

7． 教科文组织通过在首脑会议期间开展的活动、发表声明、举办展览会及发行出版物，

传递和展示了“走向知识社会”这一重要信息。这也证明是一项颇为成功的战略，因为它有

助于强调教科文组织视为建立知识社会的前提条件的那些问题的广泛性。这种宣传方式以及

有同样主张的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宣传促使扩展了该宣言的范围，融入了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所

有四项原则。教科文组织的另外两项行动结果也对首脑会议的辩论产生了积极影响：大会第

三十二届会议期间举办的部长级圆桌会议公报和第三十二届大会批准的《普及网络空间及促

进并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决议 32 C/41）。 

(b) 教科文组织在首脑会议期间举办的活动 

8． 在“走向知识社会”这一重要主题下，教科文组织在首脑会议期间举行的活动有：召

开了一期高级研讨会；涉及教育、科学、文化、传播和测评信息社会的八次专题圆桌讨论

会；高层发起建立各国社区媒体中心的行动；及在信息和传播促进发展平台（ICT4D）设一

个教科文组织讲坛。教科文组织还制作了涉及其职权范围的八本系列出版物，并广泛分发了

相关活动宣传材料，包括全民信息计划的资讯。有关所有这些活动的详细资料和上述出版物

可查询 http://www.unesco.org/wsis/events 网站。 

9． 总干事主持了关于“建设知识社会---从认识到行动”为期两天的高级研讨会，研讨会

汇集了 20 名发言者，其中包括来自拉脱维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

http://www.itu.int/wsis
http://www.unesco.org/wsis/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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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的国家元首、部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一些重要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的代

表及媒体业务主管。 

10． 研讨会的发言者强调指出，信息和传播技术带来了新的、不可逆转的技术革命浪潮，

依靠技能、知识和专门技能提供的服务和产品正在发挥着中心作用。因此，信息社会问题世

界首脑会议及其今后关注的焦点应是利用数字机遇和寻求数字解决办法，促使所有利益相关

方作出贡献。应当加大力度，解决现有的“知识鸿沟”问题，侧重开展有助于获取、吸收和

传播知识的能力建设,但寻求这方面的解决办法不要总限于数字领域。总而言之，重点应当

放在技术的应用和应用技术的能力上。 

11． 发言者还指出，应当通过多种多样的开发运用，更多地利用信息和传播技术帮助减缓

贫困现象。在这方面的挑战既有社会层面，也有技术层面---技术规律则必须同人的价值观、

需求、能力和机遇保持平衡。实现人和全球的团结互助既是首要目标，也是指导原则，同时

也必须促进多元化。研讨会的结果已由总干事转交首脑会议。有关这项活动的英文和法文简

况、讲话稿和补充信息资料可查询 http://www.unesco.org/wsis/symposium 网站。 

12． 教科文组织在信息社会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期间举行的其它活动还有：(i) 题为“教育和

知识社会”的圆桌讨论会，而且，通过在毛里求斯举行的视频会议，国际开放和在线学习会

议（ICOOL）中来自 19 个国家的 300 名与会者也参与了会议，还可通过教科文组织教育信

息技术研究所（IITE）的网站在网上参与会议；(ii) 与信息和传播促进发展平台（ICT4D）

合作举办的“语言、扫盲和新技术：为促进发展营造文化环境带来的挑战”圆桌讨论会，其

目的在于交流经验和展示支持使用本地语言的技术与软件；(iii) 数字艺术行动，通过这一行

动找到一些将开发富有创意的本地内容的合作伙伴；以及曾在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期间展出

过的“建设知识社”展览，该展览在日内瓦每天吸引了约 500 名参观者。 

13． 在首脑会议期间，教科文组织和瑞士开发与合作署（SDC）发起了一个重大项目，它

旨在向马里、莫桑比克和塞内加尔的贫困社区提供信息和传播的运用技术，包括因特网等。

所有这三个国家的总统都参加了这一项目的启动工作。该项目将利用教科文组织在建立社区

媒体中心（CMCs）方面的经验，力求满足当地居民在获取和交流本地语言信息方面的需

求，并向他们提供学习和培训的机会。社区媒体中心拥有广播、电话和传真设备以及已经接

通互联网的计算机。将在这三个国家各建 50 个社区媒体中心，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教科文组

织的社区媒体中心项目的规模，该项目现有 20 个试办中心。 

http://www.unesco.org/wsis/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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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日内瓦会议的后续活动和 2005 年突尼斯会议的筹备工作 

14． 国际社会，特别是各联合国组织现正在力求把日内瓦会议达成的共识变成具体行动，

并筹备 2005 年 11 月 16-18 日在突尼斯召开的 WSIS 第二阶段会议。筹备工作已在机构间一

级启动。首脑会议组织委员会（HLSOC）下一届高层会议将于 2004 年 4 月 1 日在维也纳召

开，并将讨论日内瓦会议的成果和第二阶段会议的筹备工作。 

15． 尽管迄今没有明确规定各个组织的职责，但在 WSIS《行动计划》所列的 150 项行动

中，估计有一半直接涉及教科文组织的职权范围和专业知识领域。在批准的《2004--2005 年

计划与预算》（32 C/5）及相关详细工作计划，包括信息和传播技术横向专题项目的部门间

工作范围内，已在采取 WSIS《行动计划》所列建议中提出的一些措施。 

16． 总干事为协调教科文组织对 WSIS 会议作贡献而于 2002 年设立的信息社会问题工作组

将在三月召开会议，评估 WSIS 会议的成果和确定本组织对首脑会议第二阶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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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66 EX/3.6.1 

作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组成部分的 

“水资源管理教育跨部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情况 

1． 执行局通过决定 166EX/3.6.1，请总干事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范围内，在水资

源管理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领域加强教科文组织内部的跨部门合作。 

2． 自执行局第 166 届会议以来开展了如下工作： 

(i) 设在荷兰代尔夫特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基础结构、水利和环境工程学院水资源教

育研究所，作为 I 类研究所已成为教科文组织的组成部分，从而极大地扩充了教

科文组织在水资源教育方面的智力资源，并大大提高了它向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

提供服务的能力。目前教科文组织和该水资源教育研究所正在加倍努力，在计划

实施方面密切合作。 

(ii) 值上述水资源教育研究所正式成为教科文组织组成部分之际（该机构作为荷兰的

一个研究所自 1957 就存在了），教科文组织主管水事的各机构于 2003 年 7 月

15--18 日在代尔夫特召开了会议，使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上述水资源教育

研究所、教科文组织水资源教席主办者、网络协调员、II 类中心主任、课程主任

等各方首次汇聚一堂，商讨制定一项未来合作和协调活动的共同战略（参阅文件

169 EX/4）。这次会议旨在成为教科文组织主管水事的各机构在制定和执行一项

全球水资源教育日程方面合作的开端。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一些新的水资源

教育合作活动，教科文组织将为之提供启动资金。 

(iii) 这次会议还同意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2005--2014）准备有关水资

源教育的内容。会上宣布，为推动这一进程，教科文组织将在 2004--2005 双年度

中召开一个国际会议。 

(iv) 这项为《十年》准备水资源教育内容的工作将与另一个联合国大会刚刚通过的

《水与生命国际十年》（2005--2014）的活动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正在讨论如何

在两个《十年》之间，以及与为实施“千年发展目标”和“约翰内斯堡行动纲

领”有关水资源教育和能力建设的目标所作的努力，最大限度地产生综合效益，

在这方面应考虑到联合国系统内的整体情况，联合国系统各组织行政首长协调委

员会最近正式确立的联合国水资源问题协调机制予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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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预计 2004 年 6 月举行的国际水文计划政府间理事会将重点讨论水资源教育和能力

建设问题。在《批准的 2004--2005 年计划与预算》（32 C/5）分计划 II.1 中的四

个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关于这一问题的。 

3． 这些活动主要是由自然科学部门负责实施的，但它同时亦与教育部门保持密切合作，

尤其是在筹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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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67 EX/3.4.3 

关于在印度建立由教科文组织赞助的地区 

生物技术培训和教育中心的建议及将之列为国际基础科学计划的 

一个地区示范中心问题的可行性研究的进展报告 

1． 决定 167 EX/3.4.3 请总干事对这项由印度政府提出的关于在教科文组织赞助下在印度

建立一个地区生物技术培训和教育中心的建议进行一项可行性研究，并着重研究是否可把建

议的地区中心列为国际基础科学计划的一个地区示范中心的问题。这项建议是通过印度常驻

教科文组织代表团提交的一份解释性说明（文件 167 EX/48）提请执行局第 167 届会议审议

的。其目的是建立在生物技术培训、科研和应用领域以及加强能力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开展

有效的地区交流和合作的机制，以更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地区共同关心和有着共同利益的问

题。 

2． 在第 167 届会议上，执行局听取了印度政府科技部生物技术司（DBT）秘书 Manju 

Sharma 博士正式就上述建议所作的详细介绍。该项建议得到了大多数执行局委员的赞许。 

3． 由于时间及其他因素的限制，可行性研究目前尚未完成。这项进展情况报告是根据与

印度有关部门初步磋商后写出的。印度方面就这项地区中心方案的具体内容作了进一步说

明。 

4． 作为印度政府科技部生物技术司所属的一个独立机构，新德里国家免疫研究所（NII）

被选定作为所建议的地区中心。之所以选择这个研究所，是因为它通过举办研究生课程和专

门培训计划等形式，在国家和地区范围内的生物技术培训领域一直发挥着突出的作用。由于

该研究所具有既与印度政府部门生物技术司有隶属关系又是一个有自主权机构的优势，所以

拟建立的地区中心将来可以裨益于该司开展的各种国际合作项目，包括生物技术的双边和多

边合作计划，特别是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和“15 国集团”的合作计划。

印度政府承诺通过向生物技术司拨款的方式为该中心成立提供启动资金。 

5． 这一方案的提出是及时的，也与国际基础科学计划（IBSP）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该

计划的章程也提交本届执行局会议审议（临时议程文件 169 EX/13）。但是，鉴于该计划尚

处于执行的初始阶段，现在就考虑把一个建议的地区中心与之联系起来似乎为时过早了一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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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初步的考察结果表明，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这样的中心是需要也是应该做的事情。在

与该地区国家进行的短暂磋商过程中我们也清楚地感到，这样一个建议不仅受到欢迎，而且

也被认为是必要的。 

7. 尽管这个建议方案目标与教科文组织加强国家和地区科学能力及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

是一致的，也还是应该与本地区已有的其他国家和国际中心相比较，对它所起的作用和所处

的地位加以必要的考察。对其启动和后续运行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安排也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

究。因此，对建立能为所有参加国服务的合适的行政、财政和学术结构和机制的问题，在本

地区内继续进行磋商是必需的。 

8. 基于上述，秘书处打算继续与印度当局联系，以在该地区进行更深入的磋商，寻求在

建议的中心建立切实可行的行政、财政和学术结构和机制问题上达成共识。为此目的，似应

在这个初步磋商成果基础上，派遣一个工作组到现场，对建议的中心进行实地考察，并与包

括国家和地区范围的直接涉及和其他有关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磋商。印度政府也有意考虑在最

近几个月内主办一个由本领域专家参加的磋商会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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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关于前几届执行局会议通过的决定的落实情况的报告 

第 II 部分 

概 要 

本报告旨在向执行局委员通报前几届执行局会议通过的决定的落实进

展情况。 

第 II 部分涉及的是行政与财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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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61 EX/7.6 

秘书处使用顾问的情况 

引 言 

1． 执行局在其决定 161 EX/7.6 中要求总干事继续每年向其汇报秘书处使用顾问的情况以

及使用的理由。执行局忆及只有在临时需要长期工作人员不具备的专业技能时，才能聘用顾

问。 

2． 作为一个政府间组织，教科文组织应保持一支稳定的、对本组织业务很了解的核心工

作人员队伍，负责本组织重要活动的开展。不过，尽管不能取代骨干人员的工作，但是，为

满足对各种专业知识的需求和更具灵活性，仍然可能要临时使用顾问和付酬合同的服务，以

有效而又迅速地应对教科文组织各主管领域里正在变化的需要。 

3． 顾问是教科文组织在某一特殊的短时期内聘用的高级专门人员，以便向会员国、政府

间组织或国际非政府组织，或总部秘书处、或总部外办事处提供现场咨询。使用顾问是为了

执行需要那种工作人员所不具备的专门知识的具体短期任务，而使用付酬合同则是为了雇用

具有专门技能的个人或具有法律地位的实体，以便在具体期限内得到特殊的产品或服务，同

时支付包干费用作为酬报。 

4． 以下一些例子可以说明顾问和/或付酬合同是如何有效解决具体、明确的任务的：开展

需要综合专业知识的活动，如拟定和实施预算外业务项目；筹备培训班和讲座；编辑需要与

秘书处交流的重要出版物等。 

5． 本报告包含关于顾问和付酬合同的统计数据。有关总部的数字涉及 2003 年，是以教科

文组织财务与预算系统（FABS）中的数字为依据的。而有关总部外的数字则涉及 2002/2003

年双年度，是以总部外办事处的手工统计报表为依据的。 

A．总部使用的顾问和付酬合同 

顾 问 

6． 2003 年，教科文组织总部共聘用了 343 个顾问，共计 465 项合同由正常计划和预算外

资金支付；2002 年的数字是：312 个顾问和 433 项合同。聘用顾问的开支为 4,937,042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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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由 2003 年的正常计划和预算外资金出资（2002 年为 5,371,599 美元）。表 1 和表 2 提

供了 2003 年顾问合同开支的详细统计数字。 

7． 下表显示了按地区组 2002 年和 2003 年在聘用顾问人数方面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发

现以下趋势：第 I、II 和 V 组（非洲）聘用的人数比例增加了，即分别从 2002 年所占的

55.8%、4.5%和 12.8%，增加到 2003 年的 58.6%、6.4%和 14%。第 III、IV 和 V 组（阿拉伯

地区）的人数比例减少了，分别从 2002 年所占的 7.4%、11.9%和 7.7%，下降到 2003 年的

4.4%、9.0%和 6.4%。 

2002 年 2003 年 

地区组 人数 % 人数 % 

I 174 55.8 201 58.6 

II 14 4.5 22 6.4 

III 23 7.4 15 4.4 

IV 37 11.9 31 9.0 

V （阿拉伯） 24 7.7 22 6.4 

V （非洲） 40 12.8 48 14 

未具体说明 - - 4 1.2 

共计 312 100 343 100 

8． 在 2003 年用正常计划和预算外资金签订的 465 项合同中，教育和文化部门共签订了

331 项合同（即几乎占 71%，教育部门为 182 项，文化部门为 149 项）。这两个部门是实施

大会批准的教科文组织计划的主要部门，而实施这些计划都需要具体且多样的专门知识来加

强秘书处现有的技能和才干。 

9． 尽管聘用顾问的人数从 2002 年的 312 人增至 2003 年的 343 人，但总部管理的顾问费

用开支（所有资金来源）却从 2002 年的 5,371,599 美元降低到 2003 年的 4,937,042 美元。这

9%的下降是在 2002 年比 2001 年的开支（5,881,883 美元）下降了 9%的基础上实现的。 

付酬合同 

10． 2003 年，教科文组织共签订了 1,630 项付酬合同（2002 年为 1,358 项），费用总额

（所有资金来源）为 6,858,243 美元，而 2002 年为 5,671,726 美元。2003 年总部每项付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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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平均费用为 4,207 美元，2002 年为 4,177 美元，2001 年为 4,511 美元。表 3 提供了

关于 2003 年付酬合同开支情况更为详细的统计数字。 

B．一美元象征性酬金的顾问合同 

11． 2003 年签订一美元象征性酬金合同的顾问数为 37 人，而 2002 年为 20 人。费用总额为

41,461 美元（主要是日补贴和旅费），而 2002 年为 19,699 美元，2001 年为 55,132 美元。32

项合同之中，80%以上（30 项）与秘书处的主要部门有关：教育（8 项）、科学（3 项）、

文化（9 项）、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7 项）、传播和信息（3 项）。这 37 项一美元合同主

要是与个人签订的。其中包括具有主管领域高级专门知识并能确保将本组织业务传统顺利传

给年轻一代的前工作人员。这类合同的平均费用为每个顾问每年仅 1,120 美元。 

C．总部外顾问和付酬合同 

12． 教科文组织地区和/或国别办事处负责选择和聘用顾问和付酬合同人。尽管财务与预算

系统已推广到非集中化办事处，但目前尚不能对顾问和付酬合同信息进行集中分析。因此，

本报告所介绍的关于总部外办事处使用顾问和付酬合同的情况是以手工统计报表为依据的。 

13． 52 个多国、地区和国别办事处中有 37 个办事处提供了关于它们在 2002 年和 2003 年使

用顾问和付酬合同的数字。鉴于在 166 EX/5 中未介绍 2002 年总部外使用顾问和付酬合同的

数字，因此，以下提供的数字涉及的是 2002/2003 年双年度的顾问和付酬合同。 

14． 2002/2003 年期间 37 个总部外办事处的顾问合同数如下：与 419 个顾问签订了 1,826

项合同，费用为 21,962,702 美元。相比之下，2000/2001 年所有总部外办事处的有关数字

是：共与 647 个顾问签订了 868 项合同，费用总额为 8,369,117 美元。 

15． 2002/2003 年 37 个总部外办事处签订的付酬合同数如下：与 993 位个人签订了 2,060

项合同，费用为 7,797,278 美元。2001 年，所有总部外办事处签订了 1,689 项合同，费用

为 13,588,933 美元。由于数据不全，很难说明 2002/2003 年的变化情况。 

16． 因为依据的是 2002/2003 年的手工统计报表，因此无法对诸如合同人员所属地理小组或

部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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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04--2005 年期间将继续向总部外办事处推广财务与预算系统。此项工作完成后，就

有可能提供总部和总部外的综合统计数据以及对使用顾问和付酬合同的情况进行的分析。 

18． 在第一六六届会议通过的决定中，执行局要求总干事报告顾问和个人承包者聘用政策

的审查情况，而且特别提到了地理平衡、选择和报酬等问题。按照这一要求，现在正在对政

策进行审查，并提出了供磋商的改变意见。这些意见可望在最近几个月内定稿。 

 

 

 

 

 

 

 

 

Consultant Expenditure by Sector and Consultant's Geographical Group of Origin

Consultant contracts in 2003 administered in Headquarters, all funding sources, in US $

Group ADM CI CLT CRL* ED ERC SC SHS Total

I 78,750 83,428 1,147,724 116,991 770,968 50,110 557,308 154,378 2,959,658

II 57,767 12,115 34,833 86,215 112,320 10,529 313,779

III 101,827 82,404 36,312 34,522 255,066

IV 78,463 113,390 234,148 43,979 17,228 487,209

Varab 35,703 9,179 144,535 201,411 390,829

Vafr 30,425 59,209 81,866 195,523 43,905 45,949 27,338 484,215

Not Specified 34,368 11,919 46,286

Total 172,221 135,147 1,600,959 312,247 1,582,589 94,014 795,869 243,996 4,937,042

CRL*: AFR, BB, BFC, BPI, BSP, HRM, IOS, ODG

表 1 

按部门和按顾问所属地理分配小组所列的顾问费用开支情况 

总部管理的 2003 年顾问合同，所有资金来源，以美元计 

CRL*： 非洲部、预算局、总部外协调局、公众宣传局、战略规划编制局、人力资源管

理局、内部监督办公室、总干事办公室 

C onsu ltant E xpend iture  by S ource  o f Fund ing  and  C onsu ltan t's  G eograph ica l G roup o f O rig in

C onsu ltant con tracts  in  2003  adm in is tered  in  H eadquarters , in  U S  $

G ro u p
R eg u lar 

P rog ram m e
E xtra  B u d getary 

Fu nd ing  N o t Sp ecified T o ta l

I 1,052 ,733 1,710 ,131 196,794 2,959 ,658

II 143,271 170,508 313,779

III 169,854 85,212 255,066

IV 273,520 213,570 119 487,209

V arab 86,981 296,247 7,600 390,829

V afr 280,647 124,143 79,425 484,215

N o t S p ecified 11,919 34,368 46,286

T o ta l 2 ,018 ,925 2,634 ,180 283,938 4,937 ,042

%  o f to ta l
40 .9% 53.4% 5.8%

表 2 

按资金来源和按顾问所属地理分配小组所列的顾问费用开支情况 

总部管理的 2003 年顾问合同，以美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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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Fee Contracts Expenditure by Sector and Contractor's Geographical Group of Origin

Fee contracts with individuals in 2003 administered in Headquarters, all funding sources, in US $

Group ADM CI CLT CRL* ED ERC SC SHS Total

I 11,513 317,203 1,535,529 612,182 817,047 95,097 500,493 870,528 4,759,593

II 15,651 69,423 76,007 60,065 43,274 59,333 323,753

III 6,286 64,794 85,823 20,916 39,680 14,265 50,540 282,303

IV 77,020 99,494 22,558 165,838 39,484 37,532 441,926

Varab 17,048 51,430 15,398 82,008 4,000 13,000 131,863 314,748

Vafr 56,976 91,287 51,163 172,483 32,934 169,445 574,289

Not Specified 84,420 46,647 8,028 17,934 4,603 161,631

Total 17,799 548,692 2,017,407 844,871 1,345,150 99,097 661,383 1,323,844 6,858,244

CRL*: AFR, BB, BFC, BPI, BSP, HRM, IOS, ODG

表    3 

按部门和按合同人所属地理分配小组所列的付酬合同费用开支情况 

总部管理的 2003 年与个人签订的付酬合同，所有资金来源，以美元计 

CRL*：非洲部、预算局、总部外协调局、公众宣传局、战略规划编制局、人力资源管理

局、内部监督办公室、总干事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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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66 EX/8.7 

预算外资金 

1． 执行局在其决定 166 EX/8.7（第 7 段）中要求总干事“确保在每年春季届会上定期提

供关于预算外资金的信息，介绍并列表说明捐资者的情况和所承提供的资金数额，以及按计

划、活动、地区和国家列出实施率”。 

2． 在执行局第一六九届会议期间，将以外聘审计员关于 2002--2003 年双年度审计绩效情

况的报告（169 EX/29）为基础，对教科文组织的预算外资金进行辩论，而该报告的主要部

分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外聘审计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教科文组织预算外活

动的全面监督检查；包括向高级管理部门和理事机构汇报。该报告还提供了教科文组织对根

据联合检查组向执行局第一六六届会议提交的建议，从预算外捐款中提取计划辅助费的新政

策和程序进行审议的进展情况。 

3． 对此，应当指出的是，只有当教科文组织前一年帐目在 3 月底之前正式结清时，才有

可能提供决定 166 EX/8.7 第 7 段要求的详细信息。当然这样会耽搁为执行局春季会议拟定一

份关于预算外活动情况的全面成熟的报告的工作。不过，打算在一份 INF 文件中向执行局第

一六九届会议提交关于 2003 年期间教科文组织预算外活动的关键统计信息。 

4． 关于把所有预算外活动录入战略、任务和结果评估信息系统（SISTER）和财务与预算

系统（FABS）（参见决定 166 EX/8.7 第 6 段），这一活动已圆满完成，会员国现在可以通

过 SISTER 查询。在正常预算方面，可由战略规划编制局（BSP）向有关会员国提供关于这

类预算外活动的更详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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