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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1. 全球环境基金第四届成员国大会于 2010 年 5 月 24-28 日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

召开。来自 181 个国家的代表团、全球环境基金执行机构、民间组织和其他利益攸

关方参加了会议。六场同时进行的圆桌会议讨论了 GEF-5 改革中的两个主题：提高

各国自主权，改善全球环境基金的成效和效率。本摘要记录了圆桌会议讨论到的主

要事项。 

治理 

2. 与会代表确认，全球环境基金支持落实在里约热内卢通过的原则，是一个重

要的金融机制，在国际金融架构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但是，一些与会代表感到，全

球环境基金是捐资国结构，对于重要的战略决策，理事会越来越比成员国大会具有

决定权。  

国家主导性 

3.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国家自主权是项目成功的决定因素，包括全球环境基金

出资的项目。国家自主权首先是国家事务，是各国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过, 一些代表

也认为环境问题的区域自主权也同样重要。 

4. 几个国家强调，全球环境基金应该继续把项目识别阶段的控制权下放到国家

层面。各国重申了全球环境基金项目规划要与各国计划、人类发展政策及减贫战略

协调的必要性。一些国家希望了解，在资金来源参差不一的情况下，理事会将如何

落实《巴黎宣言》的原则。一些与会代表呼吁全球环境基金和其他捐资国加强协

调。 

5. 要改革联络点制度，进一步加深全球环境基金和各国在机构层面的联系。全

球环境基金也可以协助各国培训国内专家，更好地了解、准备和实施全球环境基金

项目。有必要加强各公约联络点与全球环境基金的合作。但与此同时，也有观点认

为，既然有完全合格的专业机构可以担负能力建设的工作，而全球环境基金作为一

个融资机制，其应该担负的职能要有所平衡。  

6. 能力较强的国家表示，各国应该是“项目的主人”，全球环境基金要尊重各

国现实条件，根据各国优先目标制定其战略。全球环境基金针对各国的项目规划编

制应是完全可选择的，而非硬性规定。为了避免混乱，全球环境基金的业务联络点

应该居中协助各国相应机构和全球环境基金执行机构之间的沟通。而且，全球环境

基金秘书处和各国沟通保持一致性至关重要。一些国家表示，与全球环境基金的沟

通和工作需要使用不同语言。 

7. 但是，有些国家也认识到，许多时候，他们缺乏必要的协调能力或方式，因

此无法让项目完全体现出国家的工作重点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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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 

8. 应该重新审视与全球环境基金规划相关的能力建设问题。全球环境基金应该

清楚区分能力不同的国家，并明确合作方式，例如，冲突后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最不发达及脆弱国家在准备和实施全球环境基金项目时需要更多协助。  

9. 能力较弱的国家表示，应该重新审视国家专家委员会体系，该体系应该发挥

其职能，并把在全球环境基金重点领域有专长的机构包括进来。另外，专家委员会

体系应更好地融入到国家组织结构中来。国家项目架构编制(PFEs) 有助于各国实现

与国家项目和规划更有建设性的一致性。那些需要资金进行项目架构编制的国家，

可以借助这一独特机制利用全球环境基金资源。 

10. 大家一致建议，全球环境基金应发挥平台作用，通过地区研讨会、对话等形

式促进受援国之间的信息交流，这不仅能加强南南合作，也是能力建设的一种方

式。  

资金问题 

11. 共同出资依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寻求全球环境基金投资的一个障

碍。一些与会代表感到，人们对共同出资的规定缺乏了解，其本身就是一种障碍。

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发言指出，民间组织参与全球环境基金项目呈下降趋势，所以加

强国家自主权需要不仅包括政府机构，还要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让

民营部门参与到全球环境基金项目规划中来，也得到了类似的支持。全球环境基金

的资金分配制度已经提高了国家在项目规划编制中的自主权，但小国家的经验是，

全球环境基金执行机构一般并不热衷于与资金分配量少的国家合作。对于资金分配

量少的国家，资金分配制度对资金的使用留有灵活度很重要。大家呼吁，执行机构

的费用信息及使用要更加透明。  

12. 小额赠款计划(SGP) 帮助在国家层面建立利益攸关多方的合作，草根社区在合

作过程中也被赋予了权力，因此小额赠款计划有助于建立自主权。全球环境基金需

要加强这一计划，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而且赠款金额应进一步增加。各国也可

以考虑用其透明资金分配计划的资源扩充小额赠款规模。最后一点，参与小额赠款

计划可以提高民间和土著组织的能力，有助于其发展并参与更大规模的项目。 

全球环境基金优先目标的平衡 

13. 几个国家对全球环境基金重减缓、轻适应的投资倾向提出了批评，这种倾向

暗示出捐资国主导的利益造成了这一失衡，以及全球环境基金只重点关注产生全球

环境效益这一事实。  

全球环境基金执行机构 

14. 全球环境基金各执行机构实施项目的程序差异很大，与会代表呼吁更好地统

一这些程序。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多家机构参与的项目，这种混乱更加严重，因为不

知道以何方为准。一些代表认为有必要支持执行机构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

达国家承担项目。但也有人认为 10%的执行机构费用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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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获取资金 

15. 一些国家承认，直接获取资金是提高业务效率的良好措施。但是，在实施这

一措施时，要考虑到各国情况，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许多国

家都强调了加强国内机构作用的必要性：从决定优先领域、提出项目想法，到项目

的实施。一些国家表示，一些国内组织达到了全球环境基金信托标准。在欢迎更多

执行机构包括国内机构加入的同时，保持复杂性和成本之间的平衡亦非常重要。  

项目周期 

16. 与会代表认为，使用全球环境基金资源的程序过于复杂。在承认项目周期已

经有所缩短的同时，大家认为还有进一步精简、使周期更透明的余地。 与会代表还

表示，为了提高业务效率，项目的信托和报告要求应该与全球环境基金投资的规模

和涉及的风险相一致。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中型项目周期的精简。  

全球环境基金的能见度 

17. 许多与会代表指出，尽管全球环境基金为重要的环境工作提供支持，但由于

在各国没有代表，所以很多情况下全球环境基金的贡献并不为人所知。与会代表认

为，全球环境基金应该在国家层面有一个代表，以提高全球环境基金项目和全球环

境基金的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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