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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 言 

1. 粮农组织大会于 2009 年批准了对《基本文件》的一系列修改，以及一个新

的基于结果的《2010-2019 年战略框架》和《2010-2013 年中期计划》，这将有助于

突出粮农组织的工作重点并排列优先次序。这些修改包括一项更新的更具包容性的

政府间审查进程以及多项计划优先重点和提案。区域会议特别就各区域的特殊问题

和工作重点领域向理事会提出了建议，在制定和调整粮农组织的全组织规划、计划

和预算文件时应考虑到这些建议。 

2. 各区域会议在其 2010 年会议上就贯穿粮农组织各项战略目标的区域优先重

点提供了建议。其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于 2010 年通过了一个有五项区域优先重

点的区域重点框架，概述于下文第 II 节。  

3. 理事会要求各区域会议在其于 2012 年会议上就区域优先重点提供更系统的

建议1。粮农组织独立外部评价后续行动大会委员会（大会委员会）就大会于 2011 年

通过的《粮农组织革新图变近期行动计划》编写了一份报告，指出秘书处在为未来

两年度设定一系列连贯一致的优先重点时，应确定新出现的问题，为《2014-2017 年

中期计划》的审查和完善提供信息，并处理各战略目标的跨部门问题协调工作以促

进优先重点的设定2。 

4. 第 III 节描述了总干事 2012 年 1 月启动的进程，据理事会预测，该进程将会

促进制定经修订的《2010-2019 年战略框架》，新的《2014-2017 年中期计划》，以

及对《2012-2013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的进一步调整3。该节也简要介绍了亚太区域

的主要趋势。 

5. 本文件旨在介绍 2012-2013 年期间粮农组织工作在亚太区域面临的主要挑战

和优先重点，以及载于第 IV 节的《2014-2017 年中期计划》拟议优先重点，以供亚

洲及太平洋区域会议审查并提出建议。对这些内容进行审议时还应考虑的进一步了

解载于文件 APRC/12/INF/10 的新出现的全球趋势及粮农组织工作面临的未来挑

战。第 V 节列出了请区域会议给予的指导意见。  

II. 2010-2019 年粮农组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优先重点框架  

6. 粮农组织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工作由《区域优先重点框架》指导，该框架

经由多方利益相关者磋商进程编制，并于 2010 年由区域会议通过4。该框架关注粮

                                                 
1  CL 139/REP，第 21 段 

2  CR 6/2011 及 C 2011/REP，附录 C，第 58 段 

3  CL 143/REP 第 10-14 段 

4  APRC/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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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组织在亚太区域展开的关于五个战略重点领域和相关成果的工作，对粮农组织的

全组织战略框架（见附件 1）作出了贡献。 

A. 根据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和“千年发展目标”，促进消除亚太区域的

饥饿和营养不良，并支持各项区域举措来实现这些目标，从而加强粮

食安全和营养安全。预期成果包括改善有利于粮食和营养安全的政策

环境，改进政策和技术支持，报告粮食安全问题，以及加强成本效益

分析。（有助于实现战略目标 D、H、K） 

B. 通过加大农业产出和生产力，提高农村生活水平，改善市场准入，支

持农业企业，从而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预期成果包括强化政策

规定，完善研究设施，提高体制能力，以及促进知识交流。（有助于实

现战略目标 A、B、C、D、G、L） 

C. 通过减缓自然资源退化，将资源维持在一个可持续的水平，提高资源

生产率并保护遗传资源，从而推动公平、高效和可持续地管理和利用

自然资源。预期成果包括开展区域评估和监测，开展能力建设，改善

水资源管理，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区域渔业管理，以及采取有效的参

与性办法来保护森林和生物多样性。（有助于实现战略目标 A、B、C、

E、F） 

D. 通过促进将重点从纯粹地应对紧急情况，转向制定广泛一致的灾害风

险降低计划、以及备灾和防灾计划，并在作出应急响应后将救济和恢

复与发展联系起来，减缓长期影响，从而提高应对粮食和农业威胁及

紧急情况的能力。预期成果包括加强能力，改善区域协作和联络机制，

提供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以及提供实用的降低灾害风险技术和创新。

（有助于实现战略目标 A、B、D、I）  

E. 通过明确创新技术和适当做法，以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并减少

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应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粮食和营养安全的

影响。预期成果包括加强粮农组织对政策对话和技术合作的贡献，交

流有关可适应气候变化的品种的研发信息，制定具有适应和减缓气候

变化重大潜力的农业战略，确定和推广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改

良作物、水产养殖和畜牧生产系统及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做法。

（有助于实现战略目标 C、E、F） 

7. 2010-2011 年两年度期间在各项区域重点领域开展的活动，以《2010-2011 年

工作计划和预算》以及区域会议和区域技术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为准绳5。取得的主

                                                 
5  APRC/12/5 



4 APRC/12/6 

 

要经验之一是，鉴于区域农业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必须分解粮食不安全、贫困、

不可持续性和脆弱性问题以及面临这些问题的局部地区，在国家一级采取基于需求

的总体方法来解决问题。  

III. 发展和趋势  

1. 发展 

8. 总干事设定了粮农组织工作的五大支柱，即消除饥饿；加快向真正可持续的

粮食消费和生产系统转型；加强全球粮食管理的公正性；完成商定的改革进程并改

善权力下放；扩大粮农组织中的南南合作。  

9. 2012 年期间粮农组织启动了一项进程，以促进制定经修订的《2010-2019 年

战略框架》以及新的《2014-2017 年中期计划》。该进程的第一阶段是确定推动变化

的主要全球趋势，可能成为粮农组织工作重点领域的主要全球挑战，以及将会指导

粮农组织未来工作计划以实现我们共同的全球目标的各项战略目标和行动计划。该

进程的各个步骤和组成部分载于文件 APRC/12/INF/10 图 1。 

10. 总干事启动了一项广泛且具包容性的“战略思考进程”来确定主要趋势、主

要挑战和战略目标，由粮农组织工作人员、合作伙伴组织、成员国和领导机构参与。

第一个步骤于 2012 年 1-2 月开展，根据主要趋势和区域特殊性初步确定了七项主

要挑战，由经挑选的粮农组织总部和权力下放办事处工作人员编制，参考了外部战

略专家小组的意见和建议。这些趋势和挑战载于文件 APRC/12/INF/10。 

2. 区域趋势 

11. 亚太区域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且该区域各国在规模、经济发展、文

化、农业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方面各有差异。然而，亚太区域尽管近年来取得了最

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但仍然是全球食物不足人口最多（62%）的区域，这证明贫富

人口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和社会不公平正在不断扩大。最近的主要改变和区域趋势正

在影响亚太区域的农业和粮食安全状况，包括：主要谷类作物产量增长停滞；粮食

价格上涨和波动；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和水资源压力增大；人口增长和快速城市化；

以及由于频繁发生洪涝和干旱等自然灾害而带来不利的气候变化后果。  

A) 作物生产率增长停滞 

12. 提高亚太区域粮食安全的一个关键限制因素是主要谷类作物，特别是稻谷和

小麦的生产率停滞。能否获得谷物非常重要，因为谷物是贫困人口卡路里的主要来

源。预计全球范围内谷物生产率的增长水平将大幅下滑，1963-2007 年的年均增长

率为 1.7%，而 2007-2050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将跌至 0.8%。大米对亚太区域尤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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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大米供应都产自亚洲。粮农组织估计，91%的生产增长将

来自单产的提高，4.3%来自种植面积的扩大，4.5%来自复种指数的增加。农业研究

和发展方面的投资将在未来粮食安全上发挥关键作用。在获取土地、教育、培训、

金融服务及其他投入和供给方面，女性较之男性通常处于弱势。在获取资源、商品

和服务方面加强性别平等是另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领域，可将农场单产提高

20-30%。 

B) 粮食价格上涨和波动 

13. 与一年前的高峰值相比，粮食价格在近几个月已稍有回落。然而，与十年前

相比，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质上，价格仍近乎翻了一番。在亚洲很多国家，大米的

零售价格仍比去年高出近 10-30%。粮食价格波动是新出现的问题之一，其受到很

多因素影响，如原油价格高昂、自然灾害影响、出口限制和出口国颁布的其他政策

措施以及市场信息不可靠导致的投机和恐慌购买。  

C) 土地和水资源压力增大  

14. 到 2050 年，预计可耕地约增加 7,000 万公顷，占全世界可耕地面积不足 5%。

可耕地的扩大主要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印度尼西亚等一些亚洲国

家耕地面积增加很少。一些亚洲国家的可耕地面积已开始减少。另一方面，其土地

正急速退化，土壤侵蚀加快，而可耕地正被用于其他用途。水资源稀缺是亚太区域

农业和粮食生产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近 70%，随着粮食生

产的发展，用水量将进一步增加。预计生物燃料的生产在未来十年将翻一番，因此，

粮食作物和其他用途（如生物能源作物）对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和水资源的竞争

将进一步加剧。  

D) 人口增长和快速城市化  

15. 随着人口增加，因新兴经济体和城市化发展而出现的中产阶级人口日益增

多，粮食需求也会增加。同时，这也意味着粮食消费模式和加工农产品将出现变化，

具有附加值的产品会逐渐在总产量中占有更大比重。到 2050 年，亚太区域 63%的

人口将生活在城市地区，从而造成农民和农业劳动力短缺。  

E) 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频发  

16. 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就是洪涝和干旱等自然灾害

频发，十年来发生频率提高了一倍。这些灾害影响了粮食生产和价格稳定。亚太区

域也是各种跨界动物疫病和植物有害生物的发源地。除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之外，

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和其他跨界疫病还影响了经济发展，造成了财政损失。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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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对林业、渔业和其他自然资源部门均有不利影响，必须采取行动，通过生态

系统办法和措施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3. 粮农组织实地计划在亚太区域的主要进展  

17. 2010 年，粮农组织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开展的所有实地计划共支出了 2.59 亿

美元，比 2009 年增长了 83%，自 2006 年来共增长了 260%。2011 年期间，在亚洲

及太平洋区域的 34 个国家开展了 253 个长期发展项目和 84 个紧急项目，估计将支

出 2.378 亿美元（包括 1.104 亿美元的技术合作费用和 1.274 亿美元的紧急活动

费用）。  

18. 粮农组织实地计划取得的若干主要进展会影响亚太区域今后的工作。这些进

展如下： 

 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自然资源，特别考虑到要加强各国在国家与流域两

级改善农业系统（包括跨界水系）水资源生产率的能力（组织结果 F2）。 

 加强了森林管理机构的能力，改进了决策工作，包括让森林利益相关者

参与制定森林政策和立法，从而为林业和森林产业方面的投资营造了有

利环境。已较好地把林业纳入了国家发展规划和进程，考虑到了森林与

其他土地用途之间的关系（组织结果 E3）。 

 各国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更有效地管理海洋和内陆捕捞渔业，促进了渔业

资源和生态系统的良好管理和可持续使用（组织结果 C3）。 

 各成员国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加强了制定、实施和监测具有连贯性的政

策、战略和计划的能力，解决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根源问题

（组织结果 H1）。 

加强了公共和私营部门组织规划、实施和提高粮食及农业可持续性以及进行

农村发展投资的能力（组织结果 L2）。 

IV. 2012-2013 年及下一个两年度的优先重点 

1. 各项区域优先重点的主要工作领域 

19. 2011 年 12 月，粮农组织理事会在大会的指导下批准了“对《2012-2013 年工

作计划和预算》的调整”6。附件 2 按战略和职能目标及区域列出了预算拨款和估

计的预算外资源。  

                                                 
6  CR 5/2011，CL 143/3 及 CL 143/REP 第 5-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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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12-2013 年五项优先重点仍保持不变。考虑到各种发展和趋势，各项区域

重点领域的主要工作领域，也即区域结果（成果）的概述及其与战略目标的关系介

绍如下。 

A. 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安全  – 在粮食价格上涨和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况下，减

少受粮食不安全、营养不足和食品不安全困扰的人口数量  

21. 区域结果包括：(i)特别通过提高认识、营养教育及有效实施有关世界粮食首

脑会议和“千年发展目标”的各项计划，在国家政策层面提高了对必须解决粮食不

安全、营养不良及贫困问题的认识并增加了努力；(ii)提高了制定、实施和监测国

家粮食安全战略和计划的能力；(iii)通过将与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有关的方法/做法

（如食物链一体化办法）纳入主流，巩固了农业和农村发展计划；以及 (iv)加强了

收集、处理、分析和发布/报告粮食安全和农业数据的能力。这些结果有助于实现

组织结果 D2、D3、H1、H2、H3、H4、H5、K1 和 K2。 

B. 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  – 调整经济一体化战略、贸易和商业政策，适应

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形势  

22. 区域结果包括：(i)各国进一步认同要更加优先重视农业投资，其中包括粮农

组织在促进公共与私营部门投资及向国际金融机构和捐助者争取财政支持方面发

挥的积极作用；(ii)在作物，特别是谷物、水果、蔬菜、高价值作物、工业作物和

生物能源作物的集约化、多样化和植物养分一体化管理方面，加强了各成员国制定

并实施政策、战略和计划的能力；(iii)特别在亚太植物保护委员会的努力下，提高

了协调和管理入侵植物有害生物和迁移性害虫的能力；(iv)在畜牧部门发展、反刍

动物生产率和基因改良、动物健康管理、跨界动物疫病及其他传染病防控方面，加

强了各成员国的政策和技术能力，并通过磋商 /研讨会和联网工作分享知识；(v)通

过制定体制框架和运作计划，在食品安全、质量管理和组织营销方面推动食物链办

法，并加强小规模生产者/农民的能力和竞争力；(vi)完善政策、战略和计划，促进

中小型涉农企业并提高他们在国际贸易中的参与度；(vii)将性别问题纳入部门发展

主流；以及(viii)提高技术研究和知识（包括知识发布和交流）的体制能力。这些结

果有助于实现组织结果 A1、B1、B2、B4、C4、D4、G1、G2、G3、G4 和 L1。 

C. 推动公平、高效和可持续地管理和利用自然资源  – 在城市化和农业结构不

断变化的背景下，改善包括小农、林业工人和渔民在内的农村人口的生计，尤其是

妇女的生计 

23. 区域结果包括：(i)加强成员国对有必要解决与可持续管理自然资源有关的问

题的认识和相关承诺； (ii)提高成员国的政策、体制和技术能力，以采取适当的

土地和水资源管理战略和措施，并确保在其他分部门计划中也能如此（如渔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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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业采取生态系统方法，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采取参与性的社区方法）；

(iii)加强体制和技术能力，以保护和管理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自然资源；

(iv)完善各项政策和战略，降低农业、畜牧业、渔业和其他相关部门对环境的不利

影响；(v)改善渔业资源评估和可持续地推广水产养殖业；(vi)改进林业政策、体制、

法规、森林采伐规程以及有害生物和入侵物种管理；(vii)通过相关区域技术委员会

加强有关林业和渔业的区域合作；(viii)加强参与性、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改善

以林业为生的社区和以渔业为生的沿海社区人口的生计；(ix)提高可持续土地管理

和监测土地退化的能力；(x)加强能力提高水资源生产率，以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

并采用方法提高中型和大型灌溉系统的生产率；(xi)通过推广、教育和交流提高自

然资源管理能力，包括通过区域研究、监测和评估改进有关关键问题的信息/知识；

以及(xii)通过区域合作更广泛地宣传并采用技术标准和方法。这些结果有助于实现

组织结果 A4、B3、C1、C2、C3、C5、E1、E2、E3、E4、E5、E6、F1、F2、F3

和 F6。 

D. 提高应对粮食和农业威胁及紧急情况的能力  – 制定和实施旨在适应并应对

灾难以及提高恢复力的战略和政策  

24. 区域结果包括：(i)通过采取系统的备灾、响应和减缓措施，加强各国应对自

然灾害及其影响的体制能力；(ii)提高各国控制和有效管理区域内跨界有害生物和

疫病的能力；(iii)促进通过并遵守国际认可的食品安全和质量技术标准和做法，包

括与农药和其他农业化学品有关的标准和做法；以及 (iv)加强区域内各国和机构间

的合作，以有效预防和减缓自然灾害，并采取措施控制和管理食品安全面临的种种

威胁。这些结果有助于实现组织结果 A2、A3、B2、D3、I1、I2 和 I3。 

E. 应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粮食和营养安全的影响  – 实现可持续集约化作物生

产，包括气候变化减缓战略 

25. 区域结果包括：(i)加强区域内各国间的政策和技术对话；(ii)提高各国实施部

门战略（包括工业和生物能源作物开发战略）并整合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措施的能

力；(iii)采用改良的生产系统，更好地减缓气候变化对所有分部门的影响，包括采

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技术和做法并可持续地管理自然资源； (iv)交流气候变化

问题方面的研发信息；(v)更广泛地采用森林采伐、森林有害生物和疾病管理和森

林火灾预防方面的操作规范；以及(vi)加强与国际供资机构的合作，支持国家/区域

开展气候变化方面的行动，包括设立碳贸易融资机制。这些结果有助于实现组织结

果 C3、E4、E6 和 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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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4年起优先重点的变化情况 

26. 在下一个两年度，粮农组织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开展工作的优先重点行动领

域将根据新出现的趋势和挑战而定（参见文件 APRC/2012/INF/10）。同时，亚洲及太

平洋区域的所有国家都已编制、或同意编制、或正在编制国别计划框架，计划于 2012

年年底前完成。这些国别计划框架与各国优先重点一致，并通过联发援框架与其他

发展伙伴（包括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工作计划实现整合，为国家一级的行动提供路

线图。 

27. 根据迄今为止已完成的国别计划框架，表 1 列出了五个区域优先重点领域内

新出现的未来优先重点领域。  

区域优先 

重点领域 

国别计划框架中新出现的优先重点领域 

优先重点领域 国 家 

A 促进粮食和营养安全 /减贫 /

改善生计（包括食品安全 /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等）  

阿富汗、孟加拉国、柬埔寨、朝鲜、 

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 

太平洋岛屿分区域办事处、泰国 

B 提高农业生产力 阿富汗、孟加拉国、柬埔寨、朝鲜、 

摩纳哥、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 

菲律宾、太平洋岛屿分区域办事处 

涉农企业发展（包括价值链） 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蒙古、 

尼泊尔、巴布亚新几内亚、 

太平洋岛屿分区域办事处 

国际贸易/合作 不丹、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 

农业研究和推广以及其他 

支持服务 

孟加拉国、朝鲜、蒙古 

C 自然资源管理（包括水资源 

管理） 

阿富汗、孟加拉国、柬埔寨、朝鲜、 

蒙古、缅甸、尼泊尔、 

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 

太平洋岛屿分区域办事处、泰国 

D 和 E 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 /灾害 

风险管理 

孟加拉国、不丹、柬埔寨、朝鲜、 

蒙古、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泰国 

全 部 能力开发/加强 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亚、朝鲜、 

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 

太平洋岛屿分区域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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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征求指导意见  

28. 各区域会议通过指导粮农组织工作的区域优先重点，在应对未来主要挑战以

及为制定新战略目标提供投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区域会议还为当前的工作计划

以及在区域实施的战略提供建议，包括在区域范围内配置必要的人力和财政资源，

以处理商定的重点事项并更好地实现预期成果。  

29. 为了对确定粮农组织当前及下一个两年度的优先重点产生最大影响，请区域

会议采取以下行动：  

1) 讨论并通过实施《2012-2013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的区域优先重点，考

虑到新出现的全球趋势和未来挑战；  

2) 以粮农组织愿景和目标及全球趋势为背景，就已确定的各项主要挑战在

多大程度上与亚太区域的情况一致提供咨询意见；以及  

3) 建议应将哪些区域特殊性纳入确定的各项主要挑战，并在制定粮农组织

战略目标时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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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粮农组织战略框架 

粮农组织的愿景 

建立一个无饥饿、无营养不良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粮食和农业以经济、

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方式促进提高所有人，特别是最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  

成员国的三个总体目标：  

 减少遭受饥饿的绝对人数，逐步确保建设一个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充

足、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满足其过上积极、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和饮食

偏好的世界； 

 增加粮食产量、加强农村发展及改善可持续生计，从而消除贫困，为所有人

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  

 对土地、水、空气、气候和遗传资源等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管理和利用，造

福当代及子孙后代。  

战略目标 

A) 实现可持续集约化作物生产  

B) 提高可持续畜牧生产  

C) 可持续管理和利用渔业及水产养殖资源  

D) 提高食物链各环节的食品质量和安全  

E) 实现森林和树木的可持续管理  

F) 实现对土地、水和遗传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提高能力应对影响粮食和农业的

全球环境挑战 

G) 创造有利市场环境，改善生计并提高农村发展水平  

H) 提高粮食安全和营养水平  

I) 提高能力，防备和应对粮食及农业方面的威胁和紧急情况  

K) 实现农村地区性别平等，共同享有资源、产品、服务和决策权  

L) 更多更好地利用公共和私人对农业及农村发展方面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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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目标 

X) 与成员国和利益相关者开展有效合作  

Y) 实现有效高效的行政管理  

核心职能 

 监测和评估中长期趋势和前景  

 收集和提供信息、知识和统计资料  

 制定国际文书、规范和标准  

 政策及战略备选方案和建议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  

 宣传倡导和沟通  

 跨学科性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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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按战略目标和职能目标以及按区域分列的《2012-2013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预算情况  
 

战略目标 /

职能目标  

总部 /全球  非洲  亚洲及太平洋  欧洲和中亚  
拉丁美洲及加勒

比  
近东  合计  

净拨款  
预算外  

资源  
净拨款  

预算外  

资源  
净拨款  

预算外  

资源  
净拨款  

预算外  

资源  
净拨款  

预算外  

资源  
净拨款  

预算外  

资源  
净拨款  

预算外  

资源  
合计  

A 37,927 221,405 7,271 19,040 3,982 16,007 1,169 1,135 3,974 4,617 4,428 300 58,751 262,504 321,255 

B 20,366 119,406 6,288 1,591 3,827 8,687 1,115 397 3,776 1,003 2,326 130 37,700 131,214 168,914 

C 43,112 53,647 12,704 3,883 3,187 18,445 1,167 1,340 3,592 7,016 2,691 1,750 66,453 86,092 152,545 

D 19,790 8,495 5,607 4,915 1,941 3,751 517 0 2,527 46 657 369 31,039 17,576 48,615 

E 28,835 34,887 7,579 4,996 4,738 7,302 2,110 48 4,950 8,961 2,112 1,060 50,325 57,254 107,579 

F 42,925 60,021 8,709 20,013 5,771 15,547 2,004 1,121 6,139 13,233 3,157 2,068 68,705 112,004 180,709 

G 30,171 2,224 4,871 19,823 4,439 3,357 1,137 838 3,171 8,014 1,381 456 45,169 34,712 79,881 

H 51,010 39,225 15,987 29,293 4,296 19,348 1,692 280 8,846 26,240 6,161 1,661 87,992 116,047 204,039 

I 7,671 393,609 199 1,878 260 3,697 - 0 94 1,809 - 681 8,224 401,675 409,899 

K 8,914 2,264 5,898 5,250 1,921 652 871 52 610 1,613 372 141 18,586 9,972 28,558 

L 34,006 74,965 3,288 3,960 592 706 424 676 836 1,089 315 501 39,461 81,896 121,357 

X 179,375 26,040 8,507 768 11,464 1,508 7,185 1,371 5,464 600 7,134 3,399 219,129 33,687 252,816 

Y 67,694 42,510 7,551 613 6,880 - 13,806 2,508 7,521 1,396 2,779 101 106,231 47,128 153,359 

技术合作  

计划  
21,389 - 37,560 - 22,708 - 9,645 - 16,988 - 7,738 - 116,027 - 116,027 

应急费用  600 - - - - - - - - - - - 600 - 600 

资本支出  26,439 - - - - - - - - - - - 26,439 - 26,439 

安保支出  24,809 1,139 - - - - - - - - - - 24,809 1,139 25,948 

合计  645,035 1,079,835 132,018 116,024 76,003 99,019 42,843 9,766 68,488 75,636 41,250 12,618 1,005,639 1,392,898 2,398,537 

CL143/3 附件 IV 介绍了净拨款额，包括费用增加以及增效节支额的分配情况；C2011/3 附件 VII 介绍了预算外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