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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工作报告》附件二：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2002年度财务报告 

 

介绍 

同以往一样, 收入和支出是按年度进行报告的。尽管大部分捐赠是以各种不

同的货币形式提供的，但报告中是以美元为单位, 因为这是国合会财务的计量单

位。 

2002年是从第二届向第三届的一个过渡期, 因此，本报告涵盖着这两届的财

务情况, 附表也尽可能地将两届的财务区别开来。总的说, 提及工作组(WG)的是

指第二届的活动, 而课题组(TF)则是第三届的活动。但林草组是个例外, 因为它

是从第二届延伸到第三届的。 

本报告的其它不同之处是, 截止到报告编制之时, 我们还未得到国合会以

往几个捐资国对第三届资助的正式承诺金额。 

收入 

 未对国合会的委员进行年度评估或负担分担方式分析。所有的资助均是自愿

的。 

第二届的资金支持 

  下面是 2002年度开展的第二届的各项活动（以美元为单位）： 

 加拿大：能源工作组 7.1万美元, 贸易工作组 12.6万美元, 农业工作组 10.9

万美元, 污染控制工作组 2千美元, 秘书处加拿大办公室 10万美元。 

 英国：环境经济工作组 21.4万美元。 

 挪威：环境经济工作组、生物多样性工作组、贸易工作组共 8.1万美元。 

 荷兰：二氧化碳减排研究组(即污染控制工作组)2.9万美元。 

 福特基金会、世界银行、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同盟、澳大利亚及其他机构：林

草课题组 50万美元。 

第三届资金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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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到目前, 中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和荷兰承诺了对第三届国合会提供

资金支持, 其他国家则表示了资助的积极意向, 估计在年会期间有可能达成一

些新的资助意向。 

 中国和加拿大签署了一项关于第三届国合会正式的谅解备忘录, 详细说明

加拿大的资金支持将不超过 800万加元, 中国除包括人员、设备和当地有关费用

在内的约 2200 万元人民币的实物支持外, 还将提供 1000 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支

持，即中方每年的现金支持约为 24.5 万美元。加方的资金不事先限定用于某些

具体的课题组, 而将用于支持国合会及其主席团认为是优先的、需要资金支持的

任何核心活动。到目前为止, 中方对 9个课题组、国合会年会、核心专家和秘书

处都提供了初期资金，加方也已经为第三届的生物安全课题组、能源课题组、贸

易课题组、国合会年会、核心专家和秘书处提供了初期资金。 

 其他捐资国承诺的资金支持如下： 

 德国将为第三届提供共 102.2万欧元的资助, 其中 19万欧元提供给秘书

处用于年会及其他活动。 

 日本：地球工业和社会研究所(GISPRI)为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课题组提

供 500 万日元的资金支持；日本海外环境事业团(OECC)为城市环境基础

设施投融资机制提供 30 万美元的支持, 另外, 它还为秘书处提供 10 万

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 

 荷兰政府承诺为企业发展与环境课题组提供 60万欧元。 

 尽管我们在准备本财务报告之时尚未正式的宣布, 但挪威 NORAD 不久将

做出提供 5 年期的资助承诺。瑞典、英国、瑞士以及壳牌公司也有类似

的表示。 

  附表包括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分用途和捐资国的捐资状况。它以美元表示

了在 2002 年度所有的捐资情况, 脚注部分是截止到目前的对于第三届的资

金承诺。中方的实物支持附后。我们感谢为国合会提供资金支持的所有捐赠

方以及提供了许多实物支持的非政府组织、企业、专家和研究机构。 他们

的支持对国合会都是非常重要的。实物支持非常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了。不

过，它们通常会在工作组和课题组的报告中加以表述。 

课题组 



 3 

  目前批准向今年和明年国合会报告的课题组共有 9个。如下课题组将向

三届一次会议报告: 林草组、中国加入 WTO：环境影响与策略、环境经济组

和生物安全课题组。 

  下面的 5个课题组将向 2003年的年会报告：中国推进循环经济和清洁生

产的战略和机制研究组、环保产业发展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组、

企业发展与环境组、能源战略与技术课题组。 

  未来课题组的数量将取决于两个主要的因素：时间和资金。预计第三届

的每次年会将收到并讨论 4至 6个课题组的最终报告，每年年会将不再听取

过多的课题组报告, 而将时间更好地用于讨论紧迫的事情。另一个因素是第

三届采取了一项新的规则, 即通常课题组完成其课题研究计划的时间将不

超过两年。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 主席团可根据委员的建议决定延长某个课

题组的工作期限--因为该领域是中国的优先领域。 

  另外一个局限性就是用于支持这些课题组的资金来源问题, 这些课题组

每年的经费约为 30 万美元。该数字也是估算的, 这需要待我们有了更多的

管理短期课题组的经验后才能得出, 明年也许会对这项数字进行调整。 

  尽管一些主要的捐资国尚未正式对第三届做出捐资承诺, 我们希望最终

国合会可以得到 5 年用以支持课题研究的相关费用—至少 1200 万美元, 即

大约共有 40个课题组•年。 

其它支出 

  大部分其它费用很容易预测，以下是本年度的预计费用, 也是今后各年

的费用： 

  年会(包括旅费) =  25万美元 

  秘书处    = 21万美元 （其中约 10万美元为秘书处运行费） 

  加拿大办公室  = 20万美元 

未来展望 

  在现在这个较早的阶段还不可能对 5年的有效收入和支出做出预测, 有

几个在过去曾支持过国合会的捐资国还没有做出新的正式承诺。他们似乎在

等待了解到第三届的结构及其运行之后再采取行动, 而这一等待过程比预

计的时间似乎要长了一些。随着第三届一次会议的召开, 许多信息将会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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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潜在的捐资国可以做出多年的承诺了, 这样，我们明年可能会提供更满

意的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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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会 2002年度预算  (单位: 千美元) 
国合会 2002年度预算 2002年度支出  (单位: 千美元)   
用途/捐资国 1) 加拿大 2) 英国 3) 瑞 典

NORAD 
4) 德 国

GTZ 
5) 荷兰 6) 日本 7) 其他 8) 中国 合计  

林草课题组       500 11 511  
环境经济课题组  214 15     11 240  
生物安全课题组 100  22     11 133  
贸易/ WTO课题组 226  44     11 281  
能源课题组 171       11 182  
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课

题组 
     45  11 56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融

资机制课题组 
     150  11 161  

企业发展与环境课题组     175   10 185  
环保产业课题组    137    10 147  
农业工作组 109        109  
污染控制/二氧化碳工作
组 

2    29    31  

课题组小计 608 214 81 137 204 195 500 97 2036  
年会 193   38  12  12 255  
核心专家和顾问 100       12 112  
秘书处 48       162 210  
加拿大办公室 200        200  
其它活动       31  31  
总计 1149 214 81 175 204 207 531 245 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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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 5年内为第三届国合会提供 800万加元。 
2)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为第二届环境经济工作组提供的最后资金支持部分。尚未对三届做出承诺。 
3) 挪威(NORAD)为第二届提供的最后资金支持部分。NORAD也有可能对第三届提供 5年的支持。 
4) 德国 GTZ为第三届提供为期 5年，102.2万欧元的资金资助, 其中 19万欧元用于年会等。 
5) 荷兰政府为第二届二氧化碳的研究提供了 2.9万美元, 并承诺为第三届的企业发展与环境课题组提供 60万欧元。 
6) 日本：GISPRI承诺为清洁生产提供 199万日元的资金, OECC将为城市投融资提供 30万美元的支持, 并为秘书处提供 1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 
7) 在 2001和 2002年度, 以下机构为林草组提供了资金: 福特基金会 60万美元, 世界银行 32万美元, 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同盟 2.5万美元, 澳大利亚 6.2万
美元, 其他机构 1.8万美元。 
7) 亚洲开发银行(ADB)和壳牌公司将分别提供 8.5万和 7.3万美元(5年期)。 
8) 中国将为第三届提供 100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支持和 2200万人民币的实物支持（实物支持明细见后）。 
外汇比率：美元：加元 = 1.55；美元：挪威克郎 = 7.63；美元：欧元 = 1.03；美元：日元 = 125.5；美元：人民币 = 8.28；美元：英镑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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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对第三届国合会 

实物支持（折合人民币）明细 
 

 

1、秘书处：秘书长的工资、保险、办公室及办公费用等；秘书处的房屋租金、

水电费用、日常通讯费用、交通费用、办公设备及后勤支持保障费用约每年

75万元人民币； 

2、课题组：办公室租金、办公设备、水电费用、日常通讯费用、交通费用、助

理研究人员的费用以及后勤支持保障费用：每年 35 万元人民币（2002-2003

年度：35万元 X 9个课题组=315万元人民币）； 

3、中方核心专家及其工作班子（按 5人计）：办公室办公设备、水电费用、日常

通讯费用、交通费用及后勤支持保障费用：每年 30万元人民币； 

4、年会筹备：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有关单位（办公厅、国际司、法规司、宣教

办、服务中心）及国务院相关部门投入的费用：30万元人民币； 

5、地方政府、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和企业为秘书处、课题组、中方核心专家工

作班子及国合会委员与课题组长在地方考察、调研、召开各类会议、开展示

范项目所提供的支持保障费用：80万元人民币。 
以上共合计：53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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