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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常设秘书处的方案及其运转的安排 

秘书处的说明 

 
I. 前言 

1. 政府间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讨论了指定常设秘书处的方案及其运转的安排。有关讨
论概况可查阅文件 A/FCTC/IGWG/1/8—政府间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报告初稿第 71 至 80
段。 

2. 一致的意见是常设秘书处宜属卫生组织的一部分，但对于常设秘书处应行使的自主
权程度意见迥异。报告初稿列举的主要观点陈述如下。 

混合型结构 

• “常设秘书处应设在卫生组织内。 

• 考虑到卫生组织在总体公共卫生问题和具体而言在烟草控制方面的职责，常设
秘书处和卫生组织的活动之间应相互支持和补充。 

• 可通过谅解备忘录或可能适合于缔约方会议和卫生组织之间的任何类似协议
形成以上两点提及的合作。 

• 常设秘书处应对缔约方会议负责。 

• 常设秘书处应在与卫生组织合作下聘任和任命常设秘书处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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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设秘书处首长应遵循缔约方会议的指导准则招聘和任命秘书处其他职员。准
则应考虑专业技术知识、公平的地域代表性、性别平衡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平衡。 

• 常设秘书处应独立自主，并有独立的预算。” 

融合型结构 

• “常设秘书处应位于世界卫生组织内，以便以 合乎成本效果的方式利用卫生
组织的行政和财政资源及专业技术。 

• 公约的预算宜从卫生组织正常预算拨款。卫生组织的财务细则和条例经某些必
要的修改后可适用于公约预算的管理。 

• 应竭尽全力在缔约方会议上对重大问题通过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公约预算理应
协商一致通过。 

• 虽然秘书处“混合型体制”的想法有待进一步探讨，但不宜建立完全单独的秘书
处，也不宜在卫生组织内部另增不必要的官僚主义层次。 

• 缔约方会议不宜对常设秘书处进行微观管理。秘书处首长应由卫生组织总干事
提名，而提名应得到缔约方会议确认。经确认后，卫生组织总干事应正式任命
秘书处首长。” 

3. 为了有助于政府间工作小组第二次会议对常设秘书处安排的讨论，要求卫生组织作
为临时秘书处澄清一些问题，特别是1： 

• 对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和专门机构的秘书处安排进行调查研究，以确定是否存
在混合结构的先例，并提供有关混合型和融合型两种结构的其他秘书处先例的
信息。 

• 根据文件 A/FCTC/IGWG/1/INF.DOC/3 列示的数据类别，提出上述在卫生组织
内部常设秘书处安排的模式，其中包括对不同类型常设秘书处财务影响的审
视，以及对卫生组织无烟草行动和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公约常设秘书处之间今后
关系的澄清。 

• 谅解备忘录副本1。 

                                                      

1 见文件 A/FCTC/IGWG/1/8，第 74、80（l）（m）和（n）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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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范围 

4. 根据以上要求，临时秘书处对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和专门机构的国际条约秘书处安
排进行了调查研究，重点是了解秘书处的管理和筹资。收集了关于 300 项国际条约及其
秘书处的情况。评估了文件 A/FCTC/IGWG/1/7 列举的管理国际条约数量 多的四个联
合国专门机构。它们是国际劳工组织（185 项条约）、国际海事组织（50 项条约）、粮
食和农业组织（33 项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3 项条约）。临时秘书处还评估了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条约的相应安排以及文件 A/FCTC/IGWG/1/7 中提到的两个联合国条
约，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 年）和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1994 年），以
上所有条约均为工作小组讨论中提出的某些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II. 对秘书处安排的调查研究 

与联合国或专门机构保持关系的国际条约秘书处的类型 

5. 所调查的国际条约秘书处可分为以下三大类： 

(a) 联合国内管条约。属于此类的条约由已经有专门负责此项实体工作的项目、司
局的联合国规划署或专门机构管理。联合国组织或专门机构为上述条约拟订整个实
施方案，并在条约以及条约秘书处的资金提供、促进和维持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在
所研究的属于这一类的大多数条约中，未成立正式的秘书处，即没有仅仅为了行使
特定条约的秘书处职能而设立专门的单位。除了少数例外，劳工组织、海事组织和
知识产权组织的所有 258 项条约均为内管条约。本文件使用“技术单位内部管理（简
称内管或内设）”一词来说明这一类型的秘书处职能，它与某个技术单位和司局的
职能相互交错，其职员就是负责条约主题的某个大司局的成员。这适用于 7 项粮农
组织条约，其中包括：国际大米委员会章程（1948 年）、亚太区植物保护协定（1956
年）和粮农组织框架内部设置白杨木委员会公约（1959 年）。另一种方式就是在机
构内部设立专门处理条约支持工作、向理事机构报告的单位或部门。本文件用“机
构内部管理（简称内管或内设）”一词来说明这一类型的安排。9 项粮农组织条约就
采用这种方式，其中包括：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2001 年）、建立印
度洋金枪鱼委员会协定（1993 年）和建立区域渔业委员会协定（1999 年）。应指
出，在粮农组织，在分担工作规划和理事机构拨款比例方面条约秘书处之间存在很
大的差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有 2 项条约，即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斯德哥尔摩公约
（2001 年）和消耗臭氧层物质蒙特利尔议定书（1985 年），属于这一类型。 

                                                                                                                                                                      

1 由于篇幅过长，无法在本文件中列入谅解备忘录副本。但可按索向与会者提供谅解备忘录的简写本（仅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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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联合国代管条约。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接受条约理事机构为该条约提供行政职
能的要求，但将技术和条约支持规划的管理工作交给条约秘书处自行负责。这样的
秘书处既不融入也不依靠条约发起组织的工作规划。应该指出，以上秘书处的所有
职员也是联合国职员或相应专门机构的职员。这一类型的条约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1992 年）、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1994 年）、生物多样化公约（1992
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养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1979 年）、
关于控制有害废弃物越境转移与处置的巴塞尔公约（1989 年）。其中前二项公约由
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代管，而后四项公约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管。环境规划署
四项条约的秘书处是离散型的组织单位，接受环境规划署环境公约司的某些服务，
但不向它报告。 

(c) 与联合国或专门机构（相关秘书处）保持工作关系的独立秘书处。联合国与选
定的少数独立条约组织（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和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组织）建
立工作关系。这些条约组织一般通过关系协议与联合国保持联系，其中包括使用联
合国护照、相互代表制和向理事机构分别提交议程项目等。所有这些条约组织比较
庞大（例如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组织的 2004-2005 年预算为 153 746 899 美元），并
履行相当于联合国重要规划署或机构的大量工作。关于建立油污损害赔偿国际基金
的国际公约（1971 和 1992 年）就是相关条约组织的例子。其秘书处原为海事组织
的一部分，但于 1996 年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独立条约组织。它与大不列颠和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签订了总部协定，与海事组织签订了协议备忘录，还与海事组织签订
了租用海事组织房舍和利用其会议及某些行政设施的租借协议。 

作为条约常设秘书处的专门机构 

6. 鉴于卫生组织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在其主持
下谈判的第一个多边条约，其他专门机构处理条约和条约秘书处的先例可能有助于确定
框架公约的秘书处安排。因此，本研究结果分述于二节。这一节描述 4 个联合国专门机
构（劳工组织、海事组织、粮农组织和知识产权组织）选定的安排方案。如前一段所述，
在以上专门机构主持下通过的绝大多数条约都属于内管条约。 

技术管理 

7. 调查研究发现，虽然以上每一个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主要理事机构和总干事对条约秘
书处拥有 终权力，但所有 4 个专门机构均建立了由会员国组成的特别机构来执行条约
的某些任务。以下概述的专门机构的作用、职能和决策权有所不同。其中有些是技术委
员会，其任务是支持专门机构主要理事机构内部对条约的技术管理。技术委员会由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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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机构的主要理事机构或总干事设立，并向后者直接报告。在粮农组织和知识产权组
织主持下通过的某些条约建立对条约拥有 高权力的理事机构。 

8. 在劳工组织，国际劳工大会和理事机构为主要的理事机构，对所有条约均拥有技术
和条约支持权力，就条约的技术工作规划做出一切决定。技术委员会（如就业和社会政
策委员会）的投入用于监督规划的实施、就劳工组织的技术政策和劳工组织在该委员会
代表的技术领域内可发挥的作用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建议。由于劳工组织是所有条约
的内管秘书处，技术委员会所代表的是技术工作的不同领域，而不是各别条约。虽然劳
工组织利用技术委员会管理技术事宜，但它偶尔也提升条约技术工作的级别，列为所谓
的“重点规划”。例如，童工重点规划在劳工组织总部任用大约 80 名职员，在区域和国家
办事处任用 360 名职员，双年度预算大约 45 000 000 美元，并为两项劳工组织公约提供
直接技术工作规划支持。这两项公约是：1999 年 坏形式童工公约（C.182）和 1973 年

低年龄公约（C.183）。由于该重点规划的知名度较高，秘书处及其支持性单位能在
技术规划方面保持较多的独立自治。 

9. 在海事组织，技术管理属于主要技术委员会的职责。同粮农组织一样，每个委员会
均包括所支持条约的特定技术领域。例如，海事安全委员会支持 12 项条约，海事环境
保护委员会支持至少 7 项条约。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审议本机构职权范围内涉及所支持的
内管条约技术职能的任何事宜。为此，委员会向海事组织理事机构和总干事提交指导准
则和建议。 

10. 建立粮农组织技术委员会的目的是进行调查研究，并向粮农组织大会（为粮农组织
的主要理事机构）或向总干事就大会的权限和与该组织宗旨有关的事宜提出报告。技术
委员会由选出的粮农组织成员国、准成员国或因具有特殊技术能力而被任命的专家组
成。每个委员会处理某个特定的技术领域，如渔业、农业、林业等。例如，林业委员会
由 187 个粮农组织成员国中的 88 个成员国组成。该委员会负责审议粮农组织现有的技
术工作规划及其实施状况，并就今后的技术工作规划向总干事提出建议。内管秘书处的
首长直接向委员会报告技术事宜，委员会然后向总干事提交报告和建议书，由总干事在
编制本机构的工作规划和预算时给予考虑。基本原则是粮农组织大会对技术工作规划拥
有 终的计划和财务权。某些粮农组织内管条约的理事机构（如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国际条约，2001 年）对职能和行政性事宜有决策权。粮农组织大会对于某个条约理事
机构的权限水平与本组织的预算投入有关：粮农组织投入的预算比例越高，粮农组织大
会的权力就越大。粮农组织对大多数条约做出了相当大的财政投入，因此在多数情况下
其权力十分广泛。反之，条约理事机构对技术工作规划以及行政安排的权力也与其预算
投入直接有关。同时，这种权力反映了相关理事机构的计划自主权，但并不取代与粮农
组织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正是粮农组织使条约得以运转并提供秘书处。因此，不论资
金来自何处，条约始终服从粮农组织的原则，而其决定和法律文书，如议事规则和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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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应与后者保持一致。同样，内设秘书处的职员根据粮农组织的人事条例有着粮农
组织官员的身份，在行政上对总干事负责。 

11. 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大会及其协调委员会（为主要的理事机构）对条约秘书处拥有
终的行政和财务权。但是，每项国际条约均建立了联盟作为其技术工作规划的理事机

构。只有参加某个特定条约的缔约国才能成为该条约的联盟成员。每个联盟对自己的内
管条约的技术问题拥有财务和行政权，其运作的方式是补充知识产权组织大会和协调委
员会的权力。 

秘书处首长的任命 

12. 研究发现，在调查的所有四个联合国专门机构中总干事不是兼任就是另行任命内管
条约秘书处的首长。在后一种情况下，秘书处首长在行政上对总干事负责。在劳工组织，
秘书处支持所有劳工组织的条约，总干事对这种支持行使全面权力，因为各个条约不设
离散型秘书处。在粮农组织，总干事在与有关条约的理事机构成员协商后或经其批准或
同意后任命秘书处首长。在海事组织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分别兼任秘书处首长，但
指定职员代表他或她承担或行使特定条约秘书处首长的职能。 

秘书处的行政管理和职员任命 

13. 在调查的所有四个联合国专门机构中内管条约秘书处的职员由各自的总干事选拔
和任命，或由他或她指定的官员代表他或她选拔和任命。根据各自的人事细则和条例，
秘书处的职员也是专门机构的职员。 

14. 研究显示，只有一种情况下联合国高级官员同时也是有关独立条约秘书处的成员。
保护植物新变种国际公约（1961 年）建立了独立的政府间组织，即保护植物新变种国际
联盟。知识产权组织曾经是该公约的秘书处，通过双边协议与联盟保持关系；协议规定
知识产权组织理事会（该组织的主要理事机构）应任命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担任联盟的
总干事。除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外，联盟的其他官员或职员均不是知识产权组织的职员。
联盟共有 14 名职员，它从知识产权组织购买行政服务，租借知识产权总部的地方，有
若干知识产权组织职员提供行政支持，但联盟不是具有法人地位和资金的完全独立的实
体。它原则上遵循知识产权的人事和财务条例和细则。 

技术合作 

15. 劳工组织向成员国提供法律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和能力建设，但这涉及各种问题，而
不是任何特定条约。劳工组织的基础设施，包括其区域和次区域办事处，可用于此目的。
费用从正常预算中支付，而成员国可为特定的能力建设活动向预算外资金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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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海事组织根据海事协商组织公约和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协议，向成员国提供援助
和能力建设。其技术合作规划由技术合作司管理，经费来自正常预算和建立的技术合作
基金。海事组织还利用设在科特迪瓦、加纳、印度、肯尼亚和菲律宾的几个区域办事处，
以促进条约方面的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活动。 

17. 在粮农组织内部，某些条约秘书处承担属于本身职责范围的能力建设任务。但在大
多数情况下，由粮农组织各技术司根据其职责范围提供能力建设服务。粮农组织区域办
事处也提供能力建设服务。没有一个条约建立新的基础设施或委托外部实体提供此类服
务。 

18. 知识产权组织为成员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 不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建立
了庞大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规划。援助大多（但不完全）由该组织代管的条约。通过
知识产权组织的现有基础设施向各条约提供技术援助。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总部设有
涵盖世界所有区域的区域局，通过各个技术单位向条约缔约方提供技术援助。 

19. 在所有四个专门机构中，内管条约秘书处均得到技术合作司、局或处以及区域、次
区域或驻国办事处网络的支持。 

资金提供 

20. 在调查的所有四个专门机构中，内管条约的活动经费大部分来自正常预算，但是有
些内管秘书处的费用，诸如不从正常预算开支的会议参加者的旅差和行政费用，由条约
理事机构拨款。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有关的条约运作活动，多数费用是由条约缔约方缴
纳的评定分摊款或自愿捐款资助。在某些情况下，专门机构分担某个限定的技术工作领
域的经费。 

21. 劳工组织与内管条约有关的活动由经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劳工组织预算提供资金，
任何条约均无单独的预算。对于个别成员国要求并提供资金的特别任务，劳工组织征收
管理费。劳工组织 2004-2005 双年度预算为 448 020 730 美元。 

22. 海事组织内管秘书处的工作经费来自正常预算和某些自愿捐款。根据财务细则和条
例，预算经理事会和大会批准。目前的双年度预算为 46 194 900 英镑，分配给分别负责
为各条约提供服务的具体技术和行政司局。因此，海事安全司 2004-2005 双年度预算为
6 294 800 英镑，海事环境司的双年度预算为 3 611 200 英镑。海事组织向由其负责的内
管条约提供秘书处职能或开展相关项目工作时不征收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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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粮农组织内管条约的经费大部分来自正常预算。但是，为了支付特殊的费用（如发
展中国家代表出席条约理事机构会议的旅差费）另需预算外捐款。根据适用的粮农组织
规定，某些类别的旅差费可不由粮农组织支付或报销。 

24. 粮农组织向由其提供服务的内管秘书处收取管理费，因为秘书处工作的经费不是来
自正常预算。收费比例随任务而异。对发展中国家代表出席条约理事机构或委员会会议，
不收取管理费，但对不从粮农组织预算开支的条约秘书处核心工作收取 6%管理费，粮
农组织内部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决定向由自愿预算外捐款资助的工作收取管理费的比率。
粮农组织对某些条约支持工作（如对条约的法律咨询）不收取管理费。 

25. 与粮农组织有关的秘书处编制独立的预算，资金来自条约缔约方的评定分摊款。在
某些情况下，粮农组织及其有关的秘书处共同承担某个特定技术工作规划的费用。粮农
组织为工作的特定部分提供资金（一般为人员费用），但工作其它部分的资金由条约理
事机构通过的预算提供。对于接受预算外捐款的信托基金存在特别的规定，此规定经条
约理事机构批准。 

26. 在知识产权组织，内管秘书处工作的资金来源包括知识产权组织提供服务的费用和
成员国定期缴纳的会费。知识产权 2004-2005 双年度总预算收入的大约 85%来自该组织
根据诸如专利合作条约（1970 年）、关于工业设计国际注册的海牙协定（1999 年）和
关于保护原产地名称及其国际注册的里斯本协定（1958 年）等条约收取的服务费，其余
15%来自成员国的捐款和其他来源。从各种条约产生的所有费用是知识产权组织总核心
资金的一部分，分配给所属的所有规划，而不论每个条约产生的费用是多少。知识产权
组织 2004-2005 双年度预算为 668 800 000 美元。根据知识产权公约的规定，双年度预
算需经规划和预算委员会以及大会批准。 

几个联合国条约的常设秘书处 

27. 应政府间工作小组的要求，临时秘书处研究了六项环境规划署条约，分析了两项联
合国代管条约，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 年）和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1994
年）。 

28. 在环境规划署主持下谈判的六项条约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斯德哥尔摩公约（2001
年）、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85 年）及其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1987
年）、生物多样化公约（1992 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公约（1973 年）、控
制危险废弃物越境转移与处置的巴塞尔公约（1989 年）和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养护公约
（1979 年）。前 2 项公约是内管条约（见第 5 段(a)），而其余四项公约是联合国代管
条约（见第 5 段(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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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管理 

29. 对于四项环境规划署条约和两项联合国代管条约来说，对条约秘书处的 终运行和
财务权归条约的理事机构，一般是指缔约方会议。联合国大会和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对有
关条约的技术或条约支持性事宜无决策权。技术和条约支持工作规划由缔约方会议批准
并提供资金，通常由条约秘书处在与缔约方会议建立的条约支持委员会协商下制定和编
制工作规划。同时拟订活动计划和相关的预算。活动计划通常包括活动描述、对专业和
总务人员的要求和与任务挂钩的直接运转费用。秘书处首长就条约支持和技术事宜向理
事机构报告。 

30. 两项环境规划署内管条约的技术工作规划在得到条约理事机构的支持和资助的同
时，也紧密依靠环境规划署中有关技术规划已经进行的技术工作。在这些条约中，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斯德哥尔摩公约是完全由工作规划技术单位内部管理的。保护臭氧层维也
纳公约（1985 年）和消耗臭氧层物质蒙特利尔议定书（1987 年）由机构内部管理，在
环境规划署内部设立单独科室行使条约支持的秘书处职能。 

31. 由环境规划署代管的四项条约设有自己的秘书处，后者与环境规划署环境公约司有
联系。该司对所有代管的秘书处和具有相关技术规划的其他秘书处起着协调和交流信息
的作用。它通常不提供技术工作规划支持。以上条约秘书处负责其自身的技术和条约支
持规划。 

32. 本文件讨论的两项联合国代管的条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 年）和联
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1994 年）在组织上与联合国有联系，但没有完全融入任何特定司
局或规划署的工作规划或管理结构。由条约理事机构提出正式要求、并经联合国大会受
理后，才建立正式联系。根据授权签署详细规定联合国和缔约方会议之间联系条件的正
式书面协议。因此，上述秘书处在行政上与联合国有联系，但其技术和条约支持规划是
独立自主的。 

秘书处首长的任命 

33. 以上提及的联合国代管的两项公约秘书处首长由联合国秘书长与缔约方会议协商
后任命，并就行政事宜向秘书长报告。 

34. 环境规划署内管的公约秘书处首长由规划署执行主任任命，但生物多样化公约
（1992 年）不在此列，其秘书处首长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所有这些秘书处的首长均向
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报告行政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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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和秘书处职员的任命 

35.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 年）和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1994 年）的执行
秘书任命秘书处的所有职员，后者也是联合国的职员，服从联合国人事条例和细则。联
合国财务、采购和旅差条例和细则也适用。 

36. 环境规划署秘书处的职员也是规划署的职员，由执行主任根据联合国人事条例和细
则任命。 

技术合作 

37. 环境规划署条约秘书处提供能力建设服务，帮助各国批准和实施环境规划署条约，
特别是在立法和机构方面，如通过和执行立法和法律管理框架。还为人力资源开发和培
训、提高认识和技术能力、宣传教育以及科技和机构合作提供支持。有些条约，如控制
危险废弃物越境转移与处置的巴赛尔公约（1989 年）（第 16 条）对秘书处能力建设的
职能做了明确规定，但此项工作常常是根据通过条约的全权会议或缔约方会议的决定而
进行。相关活动的进行得到预算外资金的资助。在某些情况下，通过环境规划署和与秘
书处无联系的其他机构执行的单独项目开展额外的能力建设活动。例如，在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斯德哥尔摩公约（2001 年）名下，由环境规划署和全球环境贷款设施开展广泛的
能力建设规划，以支持公约的实施。 

38. 就本文件所分析的联合国代管的两个条约秘书处而言，所有技术合作活动均由条约
秘书处自己进行，经费从缔约方会议做出的安排或预算外捐款解决。 

资金提供1 

39. 本文件所分析的代管和内管或内设秘书处的资金均来自缔约方、成员国的分摊款或
捐赠者的捐款。联合国从缴纳的自愿捐款和/或自愿评定分摊款建立了一种或几种基金，
用于资助条约的技术或条约支持规划。联合国提供的常设秘书处行政管理职能的资金来
自从上述基金收取的管理费的 13%，费用实报实销。联合国及环境规划署与条约秘书处
之间签署谅解备忘录，具体规定按服务项目收取管理费的金额。每逢年底，根据使用服
务项目的数量提出账单。还从评定分摊款中建立 85%的周转金，以便一旦因缴款不足或
评定分摊款缴纳延误现金短缺时可以动用，然后再予补充。此外，通常还建立两项会议
基金。一项基金用于缔约方会议的各次会议，金额在 100 万至 600 万美元之间。缔约国
                                                      

1 有关部分条约的具体资金提供情况，见附件 1 —代管秘书处预算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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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愿承办会议，并通过谅解备忘录承诺必需的资源。另一项是参加会议基金，可用于
支付发展中缔约国的代表参加缔约方会议各次会议的费用，其金额可在 125 000 和 425 
000 美元之间。所分析的公约秘书处负责独立的外审计，一般由联合国外审计员进行。
条约秘书处承担审计费用，审计费每年平均在 5 万至 7 万美元之间。 

40. 按惯例，联合国或环境规划署均不向秘书处提供资金。但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斯
德哥尔摩公约可以认为是一个例外，这是由于秘书处是现有单位的一部分，双方自然相
互帮助，因而间接得到环境规划署的财政支持。从通过某个条约至召开理事机构的第一
次会议，在收到评定分摊款前，执行主任经环境规划署理事会授权，从环境规划署环境
基金向有关的条约秘书处提供财政支持。 

41. 本文讨论的联合国代管的两个条约秘书处和环境规划署代管的条约秘书处设在联
合国建筑区，但不与代管组织在一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
约和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养护公约的秘书处位于德国波恩，而支持上述条约会议的联合国
办事处却在日内瓦。控制危险废弃物越境转移与处置的巴赛尔公约和野生动物迁徙物种
养护公约的秘书处设在日内瓦。签订了东道国协议，按协议由东道国提供设施和/或报销
设施的费用。条约秘书处可使用联合国办事处所有现有的公共服务。对服务费用和服务
本身，每个秘书处和服务提供者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做出了规定。环境规划署内管的两项
条约秘书处设在环境规划署办事处。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的秘书处设在内罗毕，而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斯德哥尔摩公约的临时秘书处设在日内瓦。 

III. 卫生组织框架公约常设秘书处可能的模式 

42. 在第 I 和第 II 节所述临时秘书处对条约秘书处分析的基础上，这一节描述未来卫生
组织框架公约常设秘书处可能的模式及其与卫生组织的关系。 

模式的选择 

43. 未来卫生组织框架公约常设秘书处与卫生组织任何正式的关联，都应属于联合国专
门机构能够允许的参数范围，卫生大会将根据卫生组织《组织法》 终决定，卫生组织
是否接受缔约方会议可能要求的任何安排。 

44. 在研究的各组织中间没有发现第一次会议期间建议的混合型架构的先例。特别无论
实体代管式条约还是实体内设式条约都没有这样的先例，即秘书处的领导和职员都由条
约理事机构确定。联合国组织或机构总干事与缔约方会议协商后指定秘书处领导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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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职员）的模式存在于四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管的秘书处和两个联合国代管的秘书
处。关于缔约方会议任命职员的要求，需要有一个相关的政府间条约组织。 

45. 条约理事机构对秘书处领导和职员的指定可能事实上是一种管理要求，可能大大制
约联合国组织或专门机构分担和参与秘书处的管理过程。在代管式或内设式架构中，秘
书处领导和职员都是联合国或联合国专门机构人员，由秘书长或联合国组织机构总干事
指定，并要符合联合国或有关机构的规则和规定。就卫生组织而言，《组织法》第 35
条规定，总干事应根据卫生大会确定的《职员条例》任命秘书处职员。 

46. 在已经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发现存在第一次会议期间提出的秘书处融合型架构
的一个先例。正如第 II 节所述，这种形式的秘书处可以是内设于一个机构，或其秘书处
职能具有现有技术部门或单位的内部性质。 

47. 所有模式都要以第 II 节的发现为基础，并要符合卫生组织作为主管机构的现有参
数。正如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内设模式在联合国专门机构中占多数，其中劳工组织、海
事组织、粮农组织和知识产权组织按照这一方法主持的共有 274 个条约。代管模式在环
境规划署主管的条约及与联合国秘书处签订的条约中更为多见。 

模式介绍 

48. 根据调查研究发现和已有的先例，制定了常设秘书处的三种模式：无烟草行动机构
内设的常设秘书处模式；卫生组织内设的常设秘书处模式；以及卫生组织代管的常设秘
书处模式。以下插图以图表的形式显示，每种模式的技术、条约支持和行政职能如何运
作，以及常设秘书处在卫生组织架构内所处的位置。模式是想提供指导，而不是包罗万
象。它们只包括管理和筹集资金的主要领域，而不是对秘书处要求的深入分析。一旦政
府间工作组大体指出希望采取哪种模式，临时秘书处即可为缔约方会议第一次会议拟出
更详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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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附件 2A 和 2B 显示根据卫生组织 2005 年会费比额卫生组织框架公约可能分摊的款
额，以及每种模式估计的资源要求。附件只包括截至 2004 年 12 月 17 日已成为卫生组
织框架公约缔约方的国家。附件 2A 显示没有支付上限和底线的可能分摊款额。附件 2B
显示了有上限和底线的可能分摊款额，即每个成员国上限 22%，而 低要求支付金额为：
卫生组织代管模式 US$ 1130，卫生组织内设模式 US$ 360, 无烟草行动机构内设模式
US$ 155。 

各种模式的共同特性 

50. 本节描述卫生组织框架公约管理和职能的主要方面。所有模式的技术、条约支持和
行政规划的要素实质上是一样的。 

技术规划 

51. 为本文件意图制定的模式是以卫生组织烟草技术规划为基础的。然而必须指出，实
施条约要求的秘书处在具体技术、条约支持和行政方面的职能，在条约生效后将会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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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并将取决于今后缔约方会议做出的决定。技术工作规划1由设在日内瓦世界卫生
组织总部的无烟草行动机构、卫生组织六个区域办事处以及 147 个国家办事处和联络处
实施。在实现公约目标中，卫生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技术合作，例如同联合国系
统专门机构及联合国的合作将是重要的。 

条约支持规划 

52. 常设秘书处条约支持规划2由公约相关条款赋予的任务组成。 

管理规划 

53. 所有模式的管理工作规划均由五个工作主要领域组成3：人力资源管理服务；财力
资源管理服务；总务管理；通讯和技术服务；以及会务管理。 

无烟草行动内设常设秘书处模式 

概述 

54. 在这一模式下，常设秘书处领导人应是总干事，而行使常设秘书处职能的人员应是
卫生组织职员。常设秘书处技术、条约支持和行政工作规划的基础是“行动”目前的规划
和缔约方会议要求的任何新的条约支持工作。它的资金来自卫生组织正常预算和捐助者
的捐款，但卫生组织可要求卫生组织框架公约缔约方支持会议基金、与会人员基金和为
实施条约而增加的条约支持费用。这一模式要求缔约方会议的双年度费用大约是 US$ 5 
363 000。 

机构联系及技术和条约支持管理 

55. 对于这一模式，根据第 II 节陈述的先例，政府间工作组可能希望考虑建立一个烟草
控制技术委员会。这需要由缔约方会议向卫生大会提出建立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委员会的正式建议。 

56. 委员会的作用是检查和评估缔约方会议的技术要求，并向卫生大会提出建议，特别
是与条约实施相关的事项。这就能确保以下两方面的互补和互动：为框架公约提供技术
和条约支持，以及提供更广泛的烟草技术支持，这是卫生组织的全球使命。技术工作规

                                                      

1 见附件 3 – 技术规划。 
2 见附件 4– 条约支持规划。 
3 关于这些领域工作单位的进一步划分，请参阅附件 5 – 管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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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草案及与框架公约技术、条约支持和行政支持职能相关的预算，在提交卫生大会通过
前应由总干事提交给烟草控制委员会审议和批准。 

行政管理 

57. 卫生组织《财务条例》和《细则》、《职员条例》和《职员细则》，以及关于采购、
旅差等规定都应实行。 

常设秘书处领导人 

58. 在这一模式下，缔约方会议可要求总干事成为常设秘书处领导人。根据已调查研究
的先例，总干事应随后任命其一名职员担任归口负责人，负责为条约提供秘书处职能。 

常设秘书处职员 

59. 常设秘书处职员应由无烟草行动领导人根据卫生组织人员招聘与雇用规则和条例
招聘。职员应按卫生组织《职员条例》和《职员细则》进行管理。“行动”目前有正常预
算开支的一名专业人员和一名总务人员，并有四名短期项目人员，为卫生组织框架公约
做条约支持工作。一开始可能需要增加五名专业人员和一名总务人员，以便在条约生效
时开展缔约方会议和条约要求增加的技术、条约支持和行政工作。由于现有人员多数是
短期合同，因此需要为他们确定职位。这些增加的人员和增加的条约支持项目工作的估
计费用大约是 US$ 3 000 000。 

常设秘书处地点 

60. 临时秘书处目前设在卫生组织无烟草行动机构内。对这一模式，建议缔约方会议可
要求总干事将“行动”的级别提高到向总干事直接报告的一个特别规划水平。这将提高烟
草控制工作在卫生组织内的地位。烟草规划的提升符合段落 8 提及的国际劳工组织童工
问题重点规划。正如该段又提及的，提高人们对规划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会使常设秘书处
及其支持机构在技术规划方面变得更为自主。 

工作规划 

61. 这一模式是以“行动”的技术、条约支持和行政规划为基础的，详见附件 3、4 和 5
的陈述。 

预算和资金提供 

62. 常设秘书处技术、条约支持和行政规划的费用应由卫生组织从正常预算和捐款中拨
款。然而，卫生组织可要求卫生组织框架公约缔约方支持段落 63 和详述的 64 会议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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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会人员基金，以及段落 59 详述的新增条约支持费用。总共估计 US$ 5 363 000，可
通过自愿分摊款筹集。 

63. 需要为缔约方会议召开的会议建立会议基金。临时秘书处估计，缔约方两周会议的
费用，如 50 方参加，大约需要 US$ 988 000，如 100 方参加，大约需要 US$1 976 000。
基于这些估算，每届会议的经费至少需要 US$ 2 000 000。 

64. 还需要建立与会人员基金，以支付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派代表参加缔约方会议所
需的费用。临时秘书处估计与会人员旅差费用如下：估计 32 个国家需要 US$ 187 328，
而 66 个国家则需要 US$ 386 364。这些数字是估计 50-100 缔约方出席任何一次会议得
出的。因此与会人员基金应在 US$ 188 000 和 US$ 387 000 之间1。 

65. 这一模式的估算是以缔约方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以及条约支持规划在条约实
施后增加的费用依据的。这一模式费用数字为 US$ 5 363 000，具体如下： 

 US$ 

条约支持工作规划新增款额 3 000 000

会议基金 1 976 000

与会人员旅差基金 387 000

合计 5 363 000

卫生组织内设常设秘书处模式 

概述 

66. 在这一模式下，常设秘书处成为卫生组织内部单独分设的运作单位。它就条约的支
持规划向缔约方会议做出报告。秘书处领导及其职员由总干事任命。其条约支持规划应
按卫生组织无烟草行动的条约支持规划的模式建立。它需要大约 US$ 12 653 000 双年度
预算，完全通过自愿分摊款和捐款筹资。 

                                                      

1 用以计算需要旅行支助的缔约国数的比率系根据在日内瓦召开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机

构六次会议的经验推断。遵照其它条约秘书处的惯例，世界卫生组织向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提供了旅行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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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联系 

67. 在这一模式下可以设想，常设秘书处和卫生组织无烟草行动都应直接向总干事报告
工作。常设秘书处可置于总干事办公室内，或与部门同级。这样的联系可以提高条约在
卫生组织内的级别，并且使常设秘书处和缔约方会议能够直接与总干事接触。其建立可
通过缔约方会议向卫生大会提出建议，并经后者正式接受。 

技术和条约支持管理 

68. 条约支持工作规划和适宜的预算均须常设秘书处与缔约方会议或其执行局协商制
定，并提交缔约方会议批准。在缔约方会议休会期间，设想执行局可实施某些职能。要
制定一项活动计划，包括活动的陈述、专业和总务人员要求和运转的直接费用，以及相
关的预算。预算取决于自愿分摊款及与活动相关的预算外捐款。 

69. 烟草技术工作规划和卫生组织框架公约预算由无烟草行动确定，并由卫生组织管
理。“行动”的领导人应与常设秘书处领导人和缔约方会议协调技术工作规划。在这一模
式下“行动”的全球技术工作规划和卫生组织框架公约条约支持规划之间协调行动和相辅
相成有助于条约的实施。 

70. “行动”的技术工作规划和为框架公约提供秘书处条约支持职能的单位之间的联动关
系，可以通过一个机制得到加强，这个机制的任务是确保卫生组织烟草控制规划和框架
公约相关具体活动之间的互补。这样机制可以采用卫生大会行将建立的烟草技术委员会
形式。考虑到本文件第 II 节描述的先例，政府间工作组可能希望考虑建议建立这样一个
委员会，它向卫生大会报告工作；其投入可用于协调和规划卫生组织烟草技术工作规划，
以确保常设秘书处和“行动”的工作计划保持同步和互补。建立技术委员会也是卫生组织
框架公约缔约方对卫生大会的投入。 

行政管理 

71. 常设秘书处职员通过卫生组织正式招聘程序，由常设秘书处领导人招聘，并由总干
事任命。所有常设秘书处职员都是卫生组织职员，并应根据卫生组织《职员条例》和《职
员细则》进行招聘和管理。 

72. 卫生组织应提供所有行政服务并对其负责，卫生组织的《财务条例》和《细则》、
《职员条例》和《细则》以及关于采购、旅差等要求均应实行。 

常设秘书处领导人 

73. 在这一模式下，适宜级别的常设秘书处领导人应由总干事与缔约方会议协商后任
命。常设秘书处领导人应直接向缔约方会议报告条约支持事宜，并向总干事报告技术和
行政管理事宜。同样，无烟草行动领导人应向总干事报告本组织的烟草控制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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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秘书处职员 

74. 根据目前在无烟草行动内履行临时秘书处条约支持职能的职员人数（卫生组织正常
预算开支的一名专业人员和一名总务人员另有四名短期项目人员）确定，这一模式的编
制要求是专业人员十二名和总务人员两名，在条约生效后进行缔约方会议和条约要求的
条约支持工作。应该指出，常设秘书处的职员人数中增加两名专业人员，以补偿单独机
构缩减的协调配合。“行动”目前编制水平应该保持，以便为全球烟草控制工作和卫生组
织框架公约提供技术支持。 

常设秘书处的地点 

75. 常设秘书处实体位于卫生组织内。 

工作规划 

76. 这一模式的基础是无烟草行动为支持缔约方会议成立的条约支持规划。 

预算和资金提供 

77. 为实现常设秘书处条约支持规划的预期效果所需的条约支持和行政管理规划的两
年期费用估计大约是 US$ 10 290 000。这一估算的依据是“行动”的目前条约支持规划，
加上条约生效后对缔约方会议和条约要求的新条约支持工作的估算。 

78. 还需要为缔约方会议召开的会议建立会议基金。临时秘书处估计，缔约方两周会议
的费用，如 50 方参加，大约需要 US$ 988 000，如 100 方参加，大约需要 US$1 976 000。
基于这些估算，每届会议的会议基金至少需要 US$ 2 000 000。召开缔约方会议的双年度
费用还将取决于会议的时间安排。根据卫生组织框架公约第 23（1）条，缔约方会议例
行会议的时间安排将在其第一次会议上决定。 

79. 还需要建立与会人员基金，以支付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派代表参加缔约方会议所
需的费用。临时秘书处估计这些旅差费用1如下：估计 32 个国家需要 US$ 187 328，66
个国家需要 US$ 386 364。这些数字是估计 50-100 缔约方出席一次特定会议得出的。因
此与会人员基金在 US$ 188 000 和 US$ 387 000 之间2。 

                                                      

1 见附件 4。 
2 用于估算要求旅差支持的缔约方数字比率，是按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政府间协商机构在日内瓦召开六次

会议的经验推算的。按照其他条约秘书处的做法，卫生组织对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旅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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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除自愿分摊款或捐款外，公约缔约方应向条约支持规划提供资金，卫生组织要为此
建立一项基金。在这一模式基础上常设秘书处的双年度资金需要为 US$ 12 653 000，具
体如下： 

     US$ 

条约支持和相关管理规划 10 290 000

会议基金 1 976 000

与会人员旅差基金 387 000

合计 12 653 000

81. 技术和管理工作规划的所有拨款均由卫生组织从正常预算和捐款中支付。 

卫生组织代管的常设秘书处模式 

概述 

82. 在这一模式下，常设秘书处是卫生组织代管的自治秘书处。它向缔约方会议报告条
约的技术和条约支持规划事宜。秘书处领导人由总干事任命，其职员是卫生组织职员。
它需要双年度预算大约 US$ 36 432 000，全部从自愿分摊款和捐款中筹资。 

机构联系 

83. 秘书处在机构上应与卫生组织相联系，但不完全融入任何特定部门或规划的工作规
划或管理架构。联系的建立需通过缔约方会议对卫生大会的正式申请，并得到后者的接
受。应起草一个总干事和常设秘书处领导人之间的书面安排，以明确联系的要求。 

技术和条约支持的管理 

84. 正如已经陈述的那样，常设秘书处应一开始就担负起卫生组织作为临时秘书处目前
所进行的全部技术和条约支持规划。然后，常设秘书处在缔约方会议的指导下起草和编
制这些规划。要制订一项活动计划，包括活动的陈述，专业和总务人员要求，直接运作
的费用，以及相关的预算。规划和预算需要得到缔约方会议的批准，而常设秘书处随后
应向其报告这些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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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 

85. 所有常设秘书处职员都应是受卫生组织管理并受卫生组织规则和规定制约的卫生
组织职员。他们由常设秘书处领导人招聘，并通过卫生组织正式招聘程序任命。 

86. 如同调查研究过的先例那样，行政管理工作规划应通过卫生组织和常设秘书处之间
的安排来制订，根据 WHA34.17 号决议，它得到自愿分摊款 13% 提成费的支持。卫生
组织提供行政服务，并对其负责。 

87. 独立的年度外审计是常设秘书处的责任，通常由卫生组织外审计员进行。常设秘书
处应对这一审计的费用负责，其金额每年平均为 US$ 50 000 至 US$ 70 000。  

常设秘书处领导人 

88. 在这一模式下，适宜级别的常设秘书处领导人由总干事与缔约方会议协商或经其批
准后任命。缔约方会议在就可能候选人名单及其资质进行协商后，可向总干事正式提出
一名候选人。常设秘书处领导人应直接向缔约方会议报告技术和条约支持事宜，并向总
干事报告行政管理事宜。 

常设秘书处职员 

89. 目前无烟草行动的编制水平是卫生组织正常预算出资的四名专业人员和四名总务
人员，并根据目前的活动另设 14-20 名短期项目人员，这为确定常设的代管秘书处规模
提供了有益的开端。如附件 1 所示，或许根据其他代管秘书处的经验，编制需要会随时
间的推移而增加。因此这一常设秘书处模式是围绕卫生组织现行烟草控制规划设计的。
卫生组织烟草控制规划是现行唯一的全球烟草控制工作场所，它既包括实施全面烟草控
制的技术职能，也包括为卫生组织框架公约服务的条约支持职能。“行动”在卫生组织六
个区域各有一名区域顾问，另外每个区域还至少有一名其他专业人员和一名总务人员。
然而在国家层次上需要有附加人员、顾问和/或咨询员。由于这一常设秘书处模式不会融
入现有的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架构，因此建议为这一模式建立一个区域和国家人员网，并
用为这一模式提供的预算给与支持。根据已经调查研究的先例，这些国家和区域人员服
务应由常设秘书处直接提供，或承包给在国家和区域层次上已经有烟草控制规划的其他
机构，包括卫生组织。对于那些直接归秘书处掌握的区域和国家人员，没有考虑他们所
需的实际办公场所和其他设施的费用。 

90. 由于卫生组织要向常设秘书处提供行政管理职能，所以行政人员数量可以保持一名
财务官员和一名财务办事员，负责条约支持规划的财务和报告工作，并满足外审计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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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秘书处地点 

91. 缔约方会议和常设秘书处需要决定秘书处办事处具体设立的地点，并与有关国家签
订东道国协议。东道国通常提供设施或报销设施费用。应该指出，会有这些协议不包括
的相关费用，因此可能需要支付这些费用的周转金。 

92. 如果常设秘书处设在联合国建筑群内，它便可以使用拥有的所有公用服务。这些服
务的费用和服务本身应在秘书处和服务提供者或领导机构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中做出具
体规定。 

工作规划 

93. 卫生组织无烟草行动的技术和条约支持规划被用来作为这一模式的基础。附件 3 和
附件 4 含有这些规划的详尽架构。 

94. 大部分技术规划通过卫生组织区域和国家办事处网络实施。建立这些网络的费用没
有包括在这一模式的估计预算中。常设秘书处需要确保有预算支持这些活动，并应重建
网络或找到支持这些活动的替代途径。 

95. 行政工作规划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防止沙漠化公约的规划为模
板的1。 

预算和资金提供 

96. 技术、条约支持和和行政规划由缔约方或从捐款中筹资。为此卫生组织要建立一项
基金，以收集捐款。这一模式估计的资源需要为 US$ 36 432 000，这一数字的详细划分
见段落 103。 

97. 常设秘书处的行政职能由卫生组织提供，实际开支的费用从自愿分摊款的 13%提成
中支付。13%的提成应从基金中按月扣除。 

98. 设想在常设秘书处和卫生组织之间签署一项谅解备忘录，确定卫生组织提供的行政
服务，并按服务项目明确支付的费用。按照使用过的服务项目数量，年底要提交一份帐
单。服务费和 13% 提成之间的差额应存入或取自基金。由于代管模式的技术、条约支
持和行政规划 2006-2007 双年度预算方案金额是 US$ 29 193 000，所以行政费提成金额
估计应是 US$ 3 795 090。 

                                                      

1 见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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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3% 分摊款提成应用于支付头几年的行政开支。如若不然，或如果缔约方会议要
求额外行政支持（例如与搬迁至新的总部等事项相关的一次性行政支出），则应向专门
行政基金捐款。 

100. 还需要建立一项缔约方会议的会议基金。临时秘书处估计，缔约方两周会议的费用，
如 50 方参加，大约需要 US$ 988 000，如 100 方参加，大约需要 US$1 976 000。如果没
有会议设施，缔约方会议须至少增加 US$ 100 000 的支出。基于这些估算，每届会议的
会议基金水平至少需要 US$ 2 100 000。 

101. 还需要建立与会人员基金，以支付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代表参加缔约方会议所需
的费用。临时秘书处估计这些旅差费用如下：估计 32 个国家需要 US$ 187 328，66 个国
家需要 US$ 386 3641。这些数字是估计 50-100 缔约方出席一次会议得出的。因此与会人
员基金应在 US$ 188 000 和 US$ 387 000 之间。 

102. 除这里和以前段落已经讨论过的基金以外，还需建立一项周转金，金额在分摊款的
8.5%至 15%。在因为分摊款支付不足或延迟支付而发生资金短缺时，应使用这一基金，
然后予以补充。这一模式采用 15% 数字，以便提供大约三个月合理期限的运作经费，
供秘书处在现金流动短缺时使用。周转基金的数额是以下三项资源需要总和的 15%：技
术、条约支持和行政规划（US$ 29 193 000），会议基金 US$ 2 100 000，和与会人员旅
差基金 US$ 387 000。如果实行 15% 的建议，则周转基金应该是 US$ 4 752 000。 

103. 为这一代管模式的常设秘书处提供技术、条约支持和行政职能的双年度估算费用总
共大约 US$ 36 432 000。为便于计算，设想缔约方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然而根据公约
第 23（1）条，今后缔约方会议例会的时间安排将在第一次会议上做出决定。US$ 36 432 
350 的数字是从下表得出的。 

 

 

 

 

 

 

 

 

                                                      

1 用于估算要求旅差支持的缔约方数字比率，是按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政府间协商机构在日内瓦召开六次

会议的经验推算的。按照其他条约秘书处的做法，卫生组织对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旅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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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技术、条约支持和管理规划 29 193 000 

会议基金 2 100 000 

与会人员旅差基金 387 000 

工作周转基金 4 752 000 

合计 36 43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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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代管秘书处正常预算实例 

条  约 双年度 预算 人员编制水平 

  （美元）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996-1997a 18 664 200 49.5 
(P 级：30.5 
G 级：19) 

 2004-2005 33 143 686 110.5 
(P 级：71 

G 级：39.5) 

生物多样性公约 1995-1996 a 10 212 000 22 
(P 级：13 
G 级：9) 

 2005-2006 21 416 300 59 
(P 级：33 
G 级：26) 

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 1992 a 
（1 年） 

6 100 000 32 
(P 级：21 
G 级：11) 

 2005-2006 17 049 000 43 
(P 级：30 
G 级：13) 

控制有害废弃物越境转移与处置的巴
塞尔公约 

1993-1994 a 

 

4 961 830 

 

12 
(P 级：8 
G 级：4) 

 2003-2004 18 307 029 18 
(P 级：9 
G 级：9)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2006-2007 10 612 266 29 
(P 级：17 
G 级：12) 

a 为缔约方会议的第一个双年度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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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管秘书处信托基金实例 

  美 元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2004-2005 

评定分摊款信托基金 
补充活动信托基金 
参加会议信托基金 
规划支持费（13%） 

33 143 686
17 990 200
3 356 200
3 995 894

 总计 58 485 980
 周转金储备（8.3%） 2 750 926

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 
2004-2005 

评定分摊款信托基金 
补充活动信托基金 
参加会议信托基金 
规划支持费（13%） 

21 416 300
14 874 300
2 201 700
1 948 000

 总计 40 440 300
 周转金储备（8.3%） 1 415 067

生物多样性公约 
2005-2006 

评定分摊款信托基金 
补充活动信托基金 
参加会议信托基金 
规划支持费（13%） 

21 416 300
6 038 810
5 909 900
2 784 119

 总计 36 149 129
 周转金储备（5%） 1 070 815

控制有害废弃物越境转移与处
置的巴塞尔公约 
2003-2004 

评定分摊款信托基金 
技术合作信托基金 
规划支持费（13%） 

18 307 029
9 903 320
2 379 914 

 总计 30 590 263 
 周转金储备（15%） 2 746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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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A 

卫生组织框架公约可能的评定分摊款（以美元计，无 高和 低限额），按金额数排序 

WHO  
2005 年评

定比额 

WHO 框架公
约 2005 年评

定比额 a 

代管模式  WHO 内管
模式 

无烟行动内
管模式 

卫生组织框架公约缔
约方（47 个，截至 2004

年 12 月 17 日) 
 (%) (%) 美元 美元 美元 

概算 36 432 000 12 653 000 5363 000 

日本 19.46830 38.97721 14 200 178 4 931 787 2 090 348 
德国 8.66230 17.34267 6 318 282 2 194 368 930 087 
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6.12720 12.26718 4 469 180 1 552 167 657 889 
法国 6.03010 12.07278 4 398 355 1 527 569 647 463 
加拿大 2.81300 5.63187 2 051 802 712 600 302 037 
墨西哥 1.88300 3.76993 1 373 460 477 009 202 181 
澳大利亚 1.59200 3.18732 1 161 205 403 292 170 936 
丹麦 0.71800 1.43750 523 709 181 887 77 093 
挪威 0.67900 1.35942 495 263 172 007 72 906 
印度 0.42100 0.84288 307 077 106 649 45 204 
新加坡 0.38800 0.77681 283 007 98 290 41 660 
新西兰 0.22100 0.44246 161 197 55 985 23 729 
泰国 0.20900 0.41844 152 445 52 945 22 441 
匈牙利 0.12600 0.25226 91 904 31 919 13 529 
秘鲁 0.09200 0.18419 67 105 23 306 9 878 
卡达尔 0.06400 0.12813 46 682 16 213 6 872 
巴基斯坦 0.05500 0.11011 40 117 13 933 5 905 
斯洛伐克 0.05100 0.10211 37 199 12 920 5 476 
乌拉圭 0.04800 0.09610 35 011 12 160 5 154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 0.03800 0.07608 27 717 9 626 4 080 
文莱达鲁萨兰 0.03400 0.06807 24 800 8 613 3 651 
冰岛 0.03400 0.06807 24 800 8 613 3 651 
立陶宛 0.02400 0.04805 17 506 6 080 2 577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 0.02200 0.04405 16 047 5 573 2 362 
越南 0.02100 0.04204 15 317 5 320 2 255 
巴拿马 0.01900 0.03804 13 859 4 813 2 040 
斯里兰卡 0.01700 0.03404 12 400 4 307 1 825 
马耳他 0.01400 0.02803 10 212 3 547 1 503 
约旦 0.01100 0.02202 8 023 2 787 1 181 
毛里求斯 0.01100 0.02202 8 023 2 787 1 181 
孟加拉 0.01000 0.02002 7 294 2 533 1 074 
缅甸 0.01000 0.02002 7 294 2 533 1 074 
肯尼亚 0.00900 0.01802 6 565 2 280 966 
斐济 0.00400 0.00801 2 918 1 013 429 
加纳 0.00400 0.00801 2 918 1 013 429 
马达加斯 0.00300 0.00601 2 188 760 322 
圣马利诺 0.00300 0.00601 2 188 760 322 
亚美尼亚 0.00200 0.00400 1 459 507 215 
塞舌尔 0.00200 0.00400 1 459 507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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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2005 年评

定比额 

WHO 框架公
约 2005 年评

定比额 a 

代管模式  WHO 内管
模式 

无烟行动内
管模式 

卫生组织框架公约缔
约方（47 个，截至 2004

年 12 月 17 日) 
 (%) (%) 美元 美元 美元 

概算 36 432 000 12 653 000 5363 000 

不丹 0.00100 0.00200 729 253 107 
库克群岛 0.00100 0.00200 729 253 107 
马尔代夫 0.00100 0.00200 729 253 107 
马绍尔群岛 0.00100 0.00200 729 253 107 
蒙古 0.00100 0.00200 729 253 107 
瑙鲁 0.00100 0.00200 729 253 107 
帕劳 0.00100 0.00200 729 253 107 
所罗门群岛 0.00100 0.00200 729 253 107 

总计 49.94790 100.00000 36 431 999 12 653 000 5 363 000 

 a  系数: 2.002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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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B 

卫生组织框架公约可能的评定分摊款（以美元计，设 高和 低限额），按金额数排序 

WHO 2005
年评定比额 

WHO 框架公
约 2005 年评

定比额 a 

代管模式 WHO 内管模
式 

无烟行动内
管模式 

WHO 框架公约缔
约方（47 个，截至

2004 年 12 月 17 日） 
 (%) (%) 美元 美元 美元 

概算 36 432 000 12 653 000 5 363 000 

德国 b 8.66230 22.00000 8 015 040 2 783 660 1 179 860 
日本 b 19.46830 22.00000 8 015 040 2 783 660 1 179 860 
大不列颠与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 6.12720 15.72653 5 729 489 1 989 878 843 414 
法国 6.03010 15.47730 5 638 691 1 958 343 830 048 
加拿大 2.81300 7.22006 2 630 411 913 554 387 212 
墨西哥 1.88300 4.83305 1 760 776 611 526 259 196 
澳大利亚 1.59200 4.08615 1 488 665 517 020 219 140 
丹麦 0.71800 1.84287 671 395 233 179 98 833 
挪威 0.67900 1.74277 634 927 220 513 93 465 
印度 0.42100 1.08057 393 673 136 725 57 951 
新加坡 0.38800 0.99587 362 815 126 007 53 408 
新西兰 0.22100 0.56724 206 655 71 772 30 421 
泰国 0.20900 0.53643 195 434 67 875 28 769 
匈牙利 0.12600 0.32340 117 821 40 920 17 344 
秘鲁 0.09200 0.23613 86 028 29 878 12 664 
卡塔尔 0.06400 0.16427 59 846 20 785 8 810 
巴基斯坦 0.05500 0.14117 51 430 17 862 7 571 
斯洛伐克 0.05100 0.13090 47 690 16 563 7 020 
乌拉圭 0.04800 0.12320 44 884 15 589 6 607 
叙利亚阿拉伯 
  共和国 

 
0.03800 

 
0.09753 

 
35 533 

 
12 341 

 
5 231 

文莱达鲁萨兰 0.03400 0.08727 31 793 11 042 4 680 
冰岛 0.03400 0.08727 31 793 11 042 4 680 
立陶宛 0.02400 0.06160 22 442 7 794 3 304 
特利尼达和多巴哥 0.02200 0.05647 20 572 7 145 3 028 
越南 0.02100 0.05390 19 637 6 820 2 891 
巴拿马 0.01900 0.04877 17 767 6 170 2 615 
斯里兰卡 0.01700 0.04363 15 897 5 521 2 340 
马耳他 0.01400 0.03593 13 091 4 547 1 927 
约旦 0.01100 0.02823 10 286 3 572 1 514 
毛里求斯 0.01100 0.02823 10 286 3 572 1 514 
孟加拉 0.01000 0.02567 9 351 3 248 1 377 
缅甸 0.01000 0.02567 9 351 3 248 1 377 
肯尼亚 0.00900 0.02310 8 416 2 923 1 239 
斐济 0.00400 0.01027 3 740 1 299 551 
加纳 0.00400 0.01027 3 740 1 299 551 
马达加斯加 0.00300 0.00770 2 805 974 413 
圣马力诺 0.00300 0.00770 2 805 974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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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2005
年评定比额 

WHO 框架公
约 2005 年评

定比额 a 

代管模式 WHO 内管模
式 

无烟行动内
管模式 

WHO 框架公约缔
约方（47 个，截至

2004 年 12 月 17 日）
 (%) (%) 美元 美元 美元 

概算 36 432 000 12 653 000 5 363 000 

亚美尼亚 0.00200 0.00513 1 870 650 275 
塞舌尔 0.00200 0.00513 1 870 650 275 
不丹 0.00100 0.00283 1 030 360 155 
库克群岛 c 0.00100 0.00283 1 030 360 155 
马尔代夫 c 0.00100 0.00283 1 030 360 155 
马绍尔群岛 c 0.00100 0.00283 1 030 360 155 
蒙古 c 0.00100 0.00283 1 030 360 155 
瑙鲁 c 0.00100 0.00283 1 030 360 155 
帕劳 c 0.00100 0.00283 1 030 360 155 
所罗门群岛 c 0.00100 0.00283 1 030 360 155 

总计 49.94790 100.00001 36 431 997 12 653 017 5 363 027 
 a系数: 2.5666745。 

 b 最高限额。 

 c 最低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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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技术规划 

1. 能力建设和培训 

• 对各国烟草控制技术援助的计划和执行 

• 建立国家规划的种子拨款 

• 国家立法、经济和产品监管支持 

• 培训和能力建设项目讲习班 

• 烟草控制指导准则和报告的编写和传播 

2．无烟行动全球工作网 

• 合作中心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参与，以促进区域和国家烟草控制工作 

• 基金筹集活动，包括卫生组织有关方面的会议 

• 参加有关烟草控制的世界会议和其他全球和区域性会议 

• 与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以支持全球、区域和国家烟草控制工作 

• 传播烟草控制的现行做法和各国的经验教训 

• 联合国专题工作组，特别是与世界银行在开展跨部门烟草控制活动  

• 方面的合作 

• 卫生组织内部的协调和发展规划，包括异地会议和开会等 

• 参加卫生组织范围的规划，包括理事机构和执委会报告 

3．监测和监督规划 

• 制定烟草立法管理政策的建议，包括创建烟草检验实验室纲络 

• 建立全球烟草监测体系，包括全球性调查 

• 建立和实施烟草控制全球信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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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烟草业的监测和监督报告制度、研究和分析 

4．研究和政策制订 

• 制订和传播以下方面的政策建议： 

• 二手烟雾 

• 烟草与青年 

• 烟草的性别问题 

• 戒烟 

• 卫生专业人员在烟草控烟中的作用 

• 烟草和结核 

• 对全球、区域和国家烟草控制的经济研究 

5．宣传和媒体 

• 世界无烟日——全球和区域事件、运动和奖励 

• 无烟行动纲页 

• 媒体合作（采访、撰写文章、记者活动） 

• 无烟行动活动和工作规划进展报告 

6．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秘书处职能 

• 提高认识讲习班和会议 

• 关于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公众听证会 

• 向会员国、非政府组织和卫生组织框架公约的其他合作伙伴提供支持：卫生组
织框架公约的公共卫生和立法问题，其中特别涉及一般国际法、条约法、国际
贸易法和比较法 

• 召开政府间谈判机构会议，起草和传播会议文件和对会议的支持 

• 召开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小组会议，起草和传播会议文件和对会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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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条约支持规划 

条约支持秘书处职责1 

• 安排缔约方会议和任何附属机构的各次会议并提供所需的服务； 

• 转送所收到的有关公约的报告； 

• 应要求向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轨国家缔约方，提供根据
公约条款所需要的信息汇编和交流方面的支持； 

• 根据缔约方会议的指示，起草有关公约的活动报告，并提交缔约方会议； 

• 保证根据缔约方会议的指示与主管的国际和区域政府间组织和其他机构进行
必要的协调； 

• 确保根据缔约方会议的指示进行可能需要的行政或合同安排，以便有效地履行
其职责； 

• 完成公约及其任何议定书规定的其他秘书处职责，以及缔约国会议可能决定的
其他秘书处职责。

                                                      

1 见卫生组织框架公约第 24（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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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行政管理规划 

(1) 人力资源管理服务 

(a) 招聘 

(b) 职员管理 

(c) 职员发展和培训 

(2) 财务资源管理服务 

(a) 会计服务 

(i) 总账 
(ii) 待收账号 
(iii) 待支账号 
(iv) 基金管理 
(v) 预付款账户管理 
(vi) 工资支付 
(vii) 小额现金 

(b) 预算管理 

(c) 资金管理 

(d) 资源筹措 

(3) 总务管理 

(a) 安全保卫 

(b) 旅差管理 

(c) 采购 

(d) 运输服务 



A/FCTC/IGWG/2/2 Annex 5 
 
 
 

 
34 

(e) 邮政服务 

(f) 复印服务 

(g) 设施管理 

(4) 通讯和技术服务 

(a) 通讯 

(i) 电话/传真服务 
(ii) 多媒体服务（声像等） 
(iii) 纲络 

(b) 计算机服务 

(i) 计算机运转 
(ii) 应用服务 
(iii) 客户支持服务（咨询台、培训等） 

(5) 会议服务管理 

(a) 传译服务 

(b) 翻译服务 

(c) 文字处理服务 

(d) 印刷服务 

(e) 与会者支持服务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