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L 131/INF/11
2006 年 4 月  

 

为了节约起见，本文件印数有限。谨请各位代表及观察员携带文件与会， 
如无绝对必要，望勿索取。粮农组织大多数会议文件可从 

因特网 www.fao.org 网站获取。 

J7601/Ch. 

C

  

理 事 会  

第 一 三 一 届 会 议  

2006 年 11 月 20－ 25 日，罗马  

关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秘书处使用  
开放源代码软件的政策  
（JIU/REP/2005/3）  

 

1. 随同联检组的这份报告提交总干事和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的有

关评论。 

2. 鉴于主题事项的性质，请财政委员会注意这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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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检组第 2005/3 号报告 

“ 关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秘书处使用开放源代码软件的政策”  

粮农组织总干事的评论 

一般性评论 

 粮农组织完全赞同行政首长协调会（即全系统）关于该报告的评论（见所附

文件 A/60/665/Add.1），粮农组织基本根据这些评论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以下评论。 

 该报告主要对关于开放源代码软件的发展进行历史性审议，对若干国家的政

策和作法进行调查以及对联合国系统的政策和作法进行非全面性调查。该报告努力

探讨开放源代码软件对普遍获取信息的价值和各组织共享信息的能力。然而，结论

因与开放源代码软件本身没有关系的问题，如开放标准的采用和互可操作性等问题

的混合而受到影响。总之，该报告并未令人信服地解决围绕使用开放源代码软件的

问题，否则会进行必要的深入分析使这些建议充分有效。 

然而，关于粮农组织本身广泛使用开放源代码软件的情况，报告第 104 段作

了详细介绍。 

对各项建议的评论 

建议的对象： 行政首长 

 立法机构 

 其它（具体说明）：联合国大会 

建议 1（引自联检组报告）： 

 大会根据其第 57/295 号决议，为了保障普遍获得信息和促进知识共享，应
申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采用软件政策时应以下列原则为指导： 

1. 原则 1：所有会员国和其他利害相关方应有权获得各组织以电子格式提供
的公共信息，不得强迫任何一方为行使这种权利必须获得一种特殊类型的
软件； 

2. 原则 2：各组织通过要求无论选择任何软件均需使用开放标准和开放文档
格式，应力争促进不同信通技术系统的互可操作性。各组织还应确保数据
的编码可保证电子公共记录的持久性，而不受某一特殊软件供应商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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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建议与粮农组织是否具有潜在相关性？    是：    否：  

决定和/或拟议的行动： 赞 同 

 修改后赞同 

 反 对 

解释和/或拟议的行动： 正如上面一般性评论（和行政首长协调会的评论）中所表

明的，虽然这些原则值得考虑，但是他们并未与该报告原定开放源代码软件直接相

联系。 

  

年度监测报告中包括该项建议和行动：    是：     否：  
 

 

 

建议的对象： 行政首长 
 立法机构 
 其它（具体说明）：联合国秘书长 

建议 2（引自联检组报告）： 

 为执行上述原则，秘书长作为行政首长协委会主席，应总结会员国的经验，
与行政首长协委会作出必要协商，以便制定全联合国系统互可操作性框架，并就此
向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作出报告。拟议的全联合国系统互可操作性框架应当考虑到
下列因素： 

a) 互可操作性框架应当基于开放标准和公开文档格式，促进以一种统一方
式处理数据编码并共享，以利所有利害相关方； 

b) 采用任何新的信息系统、应用软件和（或）相关的升级版或替代版时应
当遵守互可操作性框架，经各组织信息事务主任干事或信通技术管理人
特批的例外情况除外； 

c) 定制或定作软件应为各组织所拥有，并酌情提供给全系统内其他组织和
会员国行政当局，或取得公开源码软件许可证； 

d) 各组织应力求避免受专利信通技术生产商或服务商的左右，为此应当以
公平的政策出发，一视同仁地考虑市场上可获得的所有适当软件，包括
开放源代码软件，前提是这些产品和服务需符合联合国互可操作性框架
的要求，并应明确将根据物有所值作出 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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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建议与粮农组织是否具有潜在相关性？    是：     否：  

决定和/或拟议的行动： 赞 同 
 修改后赞同 
 反 对 

解释和/或拟议的行动：正如行政首长协调会的评论中所强调的，该项综合建议有

许多困难，无论如何它与该报告的宗旨没有直接相关。 

  

年度监测报告中包括该项建议和行动：    是：      否：  
 

 
 
 

建议的对象： 行政首长 
 立法机构 
 其它（具体说明）： 

建议 3（引自联检组报告）： 

 根据大会对全系统信通技术战略的审议结果，其他组织行政首长应适时向各
自理事机构提交战略，并说明使现有信通技术战略符合新的全系统战略和执行以上
建议的互可操作性框架的影响。 

该项建议与粮农组织是否具有潜在相关性？    是：     否：  

决定和/或拟议的行动： 赞 同 
 修改后赞同 
 反 对 

解释和/或拟议的行动：虽然理事机构在审查一般性计划制定文件时适当审议了有

关信通技术的战略和计划，但该项建议也与该报告的宗旨无关。此外，建议中关于

全联合国系统互可操作性框架的部分不能接受，因为已列入前一项建议。 

  

年度监测报告中包括该项建议和行动：    是：      否：  
 

 
 
 

建议的对象： 行政首长 
 立法机构 
 其它（具体说明）：联合国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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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4（引自联检组报告）： 

 秘书长作为行政首长协调会主席，应采取必要措施建立一个软件库，存放联
合国系统各组织使用成熟的开放源代码软件，同时可供各组织和会员国的公共机构
和其他感兴趣各方检索。 

 

该项建议与粮农组织是否具有潜在相关性？    是：     否：  

决定和/或拟议的行动： 赞 同 
 修改后赞同 
 反 对 

解释和/或拟议的行动：虽然该项建议主要针对联合国，但是关于建立全球信息存

放库的原则没有问题，并且在该项工作之前应进行适当成本效益分析，而该报告中

则没有包括此类分析。 

  

年度监测报告中包括该项建议和行动：    是：      否：  
 

 
 
 

建议的对象： 行政首长 
 立法机构 
 其它（具体说明）：联合国秘书长

建议 5（引自联检组报告）： 

 行政首长协委会审议《联合国信通技术宪章》（A/59/563，附件一）提到的
关键举措的后续行动： 

(a) 秘书作为行政首长协委会主席，应根据大会的要求，在提交大会第六十
届会议的信息和通信战略进一步报告的一份增编中说明执行拟议的开放
源代码软件举措的优先程度、节约潜力、风险、成效和对全组织的利益； 

(b) 各位行政首长应对目前平台的总拥有成本作出评估，应落实衡量工作，
计算信息技术投资的总体经济影响，包括使用开放源代码软件和封闭源
码软件的经济影响以及对会员国的影响。应在方案预算效绩审评框架内
将调查结果报告给各自的理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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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建议与粮农组织是否具有潜在相关性？    是：     否：  

决定和/或拟议的行动： 赞 同 
 修改后赞同 
 反 对 

解释和/或拟议的行动：在行政首长协调会的评论中充分解释了原因 （第 20 段至 23 段）。 

年度监测报告中包括该项建议和行动：    是：      否：  
 

 
 
 

建议的对象： 行政首长 
 立法机构 
 其它（具体说明）：联合国大会

建议 6（引自联检组报告）： 

 基于以往全系统在信通技术事务方面的协调工作，大会应： 

(a) 决定旨在行政首长协委会成员完成以下任务后，考虑是否应设立行政首
长协委会新的信通技术协调机制： 

i. 商定这一机构的职权范围、供资方式、权力和预期产出，以及与以
上建议 2 所提到的拟议联合国互可操作性框架的关系； 

ii. 合理保障商定的建议得到落实，其执行情况适时报告给理事机构； 

(b) 请秘书长作为行政首长协委会主席，充分考虑尽可能利用现有机制，例
如联合国职员学院、联合国训练和研究所、国际计算中心和联合国大学，
执行任何新举措的相关方面的工作，包括与开放源码软件有关的工作。 

 

该项建议与粮农组织是否具有潜在相关性？    是：     否：  

决定和/或拟议的行动： 赞 同 
 修改后赞同 
 反 对 

解释和/或拟议的行动：行政首长协调会的评论中充分说明了原因（第 24 段）。 

 

年度监测报告中包括该项建议和行动：    是：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