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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青年菁英人才能力建设项目介绍 

（一）项目组织方 

1.主办方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研修学院成立于 1994 年，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

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长期从事中外高等教育交流及国际教育培训的专业化高等

教育机构。学院立足中国，面向国际，研发并实施专业特色鲜明、融贯中西文化、

面向中外需求的各级各类境内外教育与培训项目，宗旨是促进教育国际交流与合

作，增进与世界各国教育界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推进

教育事业的发展；致力于国内教育的培训与研究，提升职业者的市场竞争力，建

立符合市场需求的培训体系，为国内外合作机构和培训学员提供优质的国际交流

和教育项目，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2.支持方 

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协会成立于 1992 年 2 月，是由科学技术部、中国科

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发起成立

的全国性、联合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具有法人地位。协会的宗旨是应对经

济全球化和国际科学技术创新日益活跃的环境，紧密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

斗目标，以提高国家科技自主创新和增强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能力为中心，贯

彻实施“官民并举”和“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针，充分利用国际科

技资源和开放的国际科技合作环境，开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科技合

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服务，为促进与国际科技界的友好交

流与合作服务。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成立于 1963 年，为联合国大会直属的最高级别事务执行

机构，主要承担联合国系统内训练和研究两项职能。训练职能是通过国际培训与

国际会议方式对从事多边和双边活动的外交和外语人才进行训练；研究职能主要

集中在世界和平、安全、经济、社会、教育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以此增加联合国

在维持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有效性。 

3.实施方 

联合国青少年领航计划是由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携手合作伙伴为更好地支持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青年 2030：联合国青年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发

起，该计划依托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以及联合国系统内多领域专家资源与知识产品，

携手世界知名大学与国际科研机构向青少年传播环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可

持续发展相关知识，通过训练、研究与实践等方式培养具有创造力、领导力、决

策力、协作力、沟通力与执行力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领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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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背景 

习近平主席创造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从 2015 年在联合国纽约

总部阐述“五位一体”总体路径，到 2017 年在联合国日内瓦万国宫提出建设一

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再到 2020 年

倡导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2021 年提出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2022 年

提出“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2023 年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一系列

理念是世界不同文明相处的新范式、是“全球治理的新思路、是国际交往的新观

念、是区域合作的新方案，更是中国智慧的新贡献”。 

 

（三）项目使命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我们致力于通过国际组织职业发展规

划实训（践）培养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全球治理青年菁英人才，更好地帮助中

国青年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和时代担当，积极地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

之变，成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助力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 

 

（四）项目简介 

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青年菁英人才能力建设项目面向拟进入（或已进入）政

府部门、多边政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研究智库等机构从事国际发展、

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的有志青年开设。本项目基于政府部门、多边政府组织、国

际非政府组织、国际研究智库等实践项目点的真实需求设计实训、实践任务，采

取导师制、项目制、小组制参与式互动学习与项目实践等方式，开展国际发展、

国际合作与交流所需的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实训、实践习得并强化全球治理所需

的专业知识和应用知识，提升国际交往能力、国际治理能力、国际传播能力，更

好地在国际舞台上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 203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发出中

国声音、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五）项目亮点 

1. 通过来自不同业务领域、不同岗位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经验分享，

启发参训学员探寻个人职业发展路径，了解国际组织所需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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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基于不同领域和类型国际组织、不同职级与业务范围岗位安排包括国

际组织介绍、岗位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等内容经验分享，有助于帮助参训者构建

全球治理知识脉络，熟悉国际组织运行机制，洞察国际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方式，

探寻国际组织职业发展规划路径。 

 

2. 导师制、项目制相结合项目实操训练有助于积累真实国际项目管

理经验，针对性提升国际发展与国际合作所需实用性技能。 

本项目得到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国际组织、国内、外研究智库、政府部门提

供研究课题、实践任务、实地调研活动以及线下场地等资源，邀请来自国际组织

管理人员以及一线技术专家、行业组织实战型专家、国际一流大学学者型专家等

作为授课讲师、实训导师，指导参训者完成真实国际项目下阶段性任务，体验项

目立项、项目实施执行、项目完工与成果推广、项目评价全项目管理生命周期。 

实训任务主要围绕国际发展与国际合作领域热点问题，有助于学员在项目中

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更好地思考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决方案。 

 

3. 跨专业、跨学科、跨文化小组制朋辈互学互鉴，有助于帮助参训

者树立多元文化包容意识、提升个人国际化素养和领导力。 

参训学员将通过自愿报名和竞争性选拔组成跨专业、跨学科项目组，每个项

目组按照项目生命周期成若干个小组，每小组约 6 人（最多不超过 10 人），通

过小组内合作和跨组协作完成实训任务并交付项目成果，锻炼个人创造力、领导

力、决策力、协作力、沟通力、执行力。通常项目学员不仅来自中国，也有来自

欧美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学员参加，有助于学员们体验文化多样性，提升个人国

际化素养。 

 

4. 通过“国际组织研学-国际项目实践-国际组织实习实践”进阶式

能力提升，开启进入国际发展与国际合作领域的大门。 

优秀参训学员将获得联合国机构签发的参与证书或结业证书，表现优异者将

获得导师推荐信，且通常 10-15%参训者将有机会推荐至国际组织实习或选拔到

项目期间参与国际项目持续实践。本项目下往期学员已推荐至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联合国项目事务署、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实习，部

分参训学员在项目结束后持续参与项目实践并获财政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

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联合国项目事务署、外国政府驻华使领馆等机构高

度评价。 

 



 

 4 

二、本期（2023 年暑假）国际组织职业发展规划实训与调研

活动介绍 

（一）本期活动介绍 

2023 年国际组织职业发展规划暑期实训与调研活动聚焦气候变化、绿色经

济、人工智能与网络安全、人道主义救援与国际传播等全球性热点问题，帮助中

国青年熟悉国际组织运行机制和国际项目运作规则、洞察国际组织人力资源管理

方式、探寻国际组织职业发展规划路径、构建全球治理与国际发展知识脉络，培

养中国青年国际组织职业发展技能，增强个人创造力、领导力、决策力、协作力、

沟通力与执行力，使其有机会成长为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全球治理菁

英人才。项目下实训与调研成果将有机会参加今年 9月在纽约举办的全球气候创

新峰会、11月在迪拜举办的第 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1. 本期项目模块 

本期实训项目由线上模块和线下模块两部分组成，共 4周。 

 

 线上模块 

通过线上两周专业知识、治理知识和应用知识的学习和互动讨论，为参加实

训项目的学员提供必要的背景介绍和理论准备，使学员在进入正式的实训操练之

前对联合国的宗旨与愿景、系统与机构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具备

相应了解，形成对实训项目的使命与意义的整体认识，并对气候变化、绿色经济、

人工智能与网络安全、人道主义救援与国际传播等全球治理的重大议题形成初步

认知。另，本期学员将有机会与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伯

克利加州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东京大学等世界大学

气候变化联盟青年大使们一起学习谈判技巧与沟通技巧。 

 线下模块 

拟安排在 2023 年 7月 29日在北京开展行前集训，内容包括外交礼仪、全球

治理语境下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采访与拍摄技巧、行前安全教育、线上模块

阶段性成果展示与分享。 拟安排 2023年 7月 31日-8月 9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展

实训任务线下调研与访谈。学员将在联合国官员和资深国际专家组成的业界导师

团的指导下对 10家位于日内瓦的多边政府组织和 3家国际智库开展 10天线下调

研与访谈，完成既定实训任务和职业发展规划调研。此外，来自实训任务提供方

的业界导师团和特邀国际专家将对参训者项目成果进行评价与验收。参训者将参

访国际移民组织（IOM）、世界气象组织（WMO）、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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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组织（WHO）、联合国难民署（UNHCR）、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D）、全球

基金（GF）、国际红十字会（ICRC）、国际电信联盟（ITU）、地球观察组织（GEO）、

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GCSP）、日内瓦科技与外交预测平台（GESDA）、日内瓦

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IHEID）。本期课程线下实训任务将面向世界大学气

候变化联盟学校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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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实训任务一览表 

实训主题 成果应用机构 实训导师 拟调研机构 

必选专业模块一（7个主题任选其一） 

人与自然生

命共同体 

1.绿色经济与可持续价值

链的 ESG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部 盛馥来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D）、世界贸易组织（WTO） 

2.基于国际贸易的制造业

消费品碳核算比较分析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部 严金江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D）、世界贸易组织（WTO） 

3.气候变化与全球可持续

制冷 

联合国环境署哥本哈根气

候中心 
陈卓伦 

国际移民组织（IOM）、世界气象组织（WMO）、国际红十字

会（ICRC） 

4.海洋保护与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 
桃花源基金会 蒋南青 

国际移民组织（IOM）、世界气象组织（WMO）、联合国贸发

会议（UNCTD） 

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 
5.可持续公共采购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中国

财政部 
何涛 

世界卫生组织（WHO）、全球基金（GF）、国际红十字会（ICRC）、

联合国难民署（UNHCR） 

人类安全 

共同体 

6.人工智能与未来网络安

全 

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

（GCSP）、日内瓦科技与

外交预测平台（GESDA) 

Fabrizio Hochschild 

国际电信联盟（ITU）、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GCSP）、日

内瓦科技与外交预测平台（GESDA)、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

高等学院（IHEID） 

全球发展命

运共同体 

7.人道主义救援与国际传

播 
红十字国际学院 任浩、孟昭瑞 

世界卫生组织（WTO）、全球基金（GF）、国际红十字会（ICRC）、

联合国难民署（UNHCR）、地球观察组织（GEO） 

必选职业发展规划模块二 

人类命运共同 8.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  Fabrizio 上列 11个国际组织+3个智库或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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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不可抗力导致活动无法进行，项目方将依据现实情况进行调整。 

 

 

 

 

 

 

 

 

 

 

 

 

 

 

 

 

 

 

体 胜任力 Hochschild、王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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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活动行程安排 

第一周（2023 年 7 月 31 日-8月 6日） 

上午 

联合国官员带领参

观万国宫 

国际组织参访 1国

际电信联盟 

国际组织参访 3：世

界气象组织（WMO） 

国际组织参访 5：国际红

十字会（ICRC） 

国际组织参访 7：世界

贸易组织（WTO） 

阶 段 性

成 果 分

享 与 跨

组交流 

CITY 

WALK：绘

制联合国

可持续发

展目标地

图 

外交官讲堂 1：在万

国宫介绍日内瓦多

边外交国际环境 

专题调研 2：国际

电信联盟（ITU） 

实训任务 6：人工

智能与网络安全 

实训任务 8：全球

治理与国际组织

胜任力 

专题调研 4：世界气

象组织（WMO） 

实训任务 3：气候变

化与全球可持续制

冷 

实训任务 4：海洋保

护与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 

实训任务 8：全球治

理与国际组织胜任

力 

专题调研 6：国际红十字

会（ICRC） 

实训任务 3：.气候变化

与全球可持续制冷 

实训任务 5：公共卫生与

可持续公共采购 

实训任务 6：.人道主义

救援与国际传播 

实训任务 8：全球治理与

国际组织胜任力 

专题调研 8：联合国贸

发会议（UNCTD） 

实训任务 1：1.绿色经

济与可持续价值链的

ESG 

实训任务 2：基于国际

贸易的制造业消费品

碳核算比较分析 

实训任务 5：公共卫生

与可持续公共采购 

实训任务 8：全球治理

与国际组织胜任力 

中午 万国宫午餐 
国 际 电 信 联 盟

（ITU）餐厅午餐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WMO）餐厅午餐 

国际红十字会（ICRC）餐

厅午餐 

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

展高等学院（IHEID）

餐厅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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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国际研究机构参访

1/2：日内瓦安全政

策中心（GCSP）、日

内瓦国际关系及发

展高等学院（IHEID） 

国际研究机构参

访 2：日内瓦科技

与外交预测平台

（GESDA） 

国际组织参访 4：国

际移民组织（IOM） 

国际组织参访 6：联合国

贸发会议（UNCTD） 

国际组织参访 8：联合

国难民署（UNHCR） 

朋 辈 交

流 1：中

国 籍 日

内 瓦 国

际 组 织

雇 员 经

验分享 

参观国际

红十字会

博物馆 

专题调研 1：日内瓦

安 全 政 策 中 心

（GCSP）、日内瓦国

际关系及发展高等

学院（IHEID） 

实训任务 6：人工智

能与网络安全 

实训任务 8：全球治

理与国际组织胜任

力 

专题调研 3：日内

瓦科技与外交预

测平台（GESDA） 

实训任务 6：人工

智能与网络安全 

实训任务 8：全球

治理与国际组织

胜任力 

专题调研 5：国际移

民组织（IOM） 

实训任务 3：气候变

化与全球可持续制

冷 

实训任务 8：全球治

理与国际组织胜任

力 

专题调研 7：联合国贸发

会议（UNCTD） 

实训任务 1：1.绿色经济

与可持续价值链的 ESG 

实训任务 2：基于国际贸

易的制造业消费品碳核

算比较分析 

实训任务 4：海洋保护与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实训任务 8：全球治理与

国际组织胜任力 

专题调研 9：联合国难

民署（UNHCR） 

实训任务 5：公共卫生

与可持续公共采购 

实训任务 6：.人道主

义救援与国际传播 

实训任务 8：全球治理

与国际组织胜任力 

朋 辈 交

流 2：中

国 籍 日

内 瓦 国

际 组 织

实 习 生

经 验 分

享 

第二周（2023 年 8 月 7 日-8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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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国际组织参访 9：全

球基金（GF） 

企业参访 1：GE能

源 

主题一：企业层面

如何应对气候变

化 

主题二：ESG 与碳

中和 

技能课程 1： 

简历写作技巧 
    

专题调研 10：全球

基金（GF） 

实训任务 5：公共卫

生与可持续公共采

购 

实训任务 7：.人道

主义救援与国际传

播 

实训任务 8：全球治

理与国际组织胜任

力 

技能课程 2： 

模拟面试技巧 
    

中

午 

日内瓦国际关系及

发 展 高 等 学 院

（IHEID）餐厅午餐 

日内瓦国际关系及

发 展 高 等 学 院

（IHEID）餐厅午餐 

    

下午 
国际组织参访 10：

地球观察组织（GEO） 
成果展示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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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调研 11：地球

观察组织（GEO) 

实训任务 7：.人道

主义救援与国际传

播 

实训任务 8：全球治

理与国际组织胜任

力 

    

晚上   返程     

备注：主办方对于日程安排拥有最终解释权，因疫情、特殊自然天气等原因造成的活动修改或取消属于正常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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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活动预期产出与考评 

实践模块产出分为团队成果和个人成果两部分。在实训结束前，专家组将对

团队成果、个人成果进行总结点评和打分。 

 

1. 团队项目任务考核与评分 

实训导师和专家组将对参训者所在小组实训阶段性产出和最终产出进行定

期考核，考核分数将作为团队分数计入最终评分。 

 

2. 个人岗位任务考核与评分 

参训者需要在翻译岗、研究岗、课程研发岗、信息传播岗、项目管理岗、活

动执行岗中任选一个岗位结合实训任务完成，个人实训成果经考核后将作为个人

分数计入最终评分。 

 

3. 个人岗位产出成果要求 

翻译岗：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呈现的翻译工作主题报告 

研究岗：调研提纲、调研报告 

信息传播岗：宣传与推广方案、新闻稿或新闻采编汇总 

项目管理岗：项目立项申请书、项目执行报告、项目评估报告 

活动执行岗：实施方案、成果推广与应用方案、活动总结 

 

（四）本期项目收获 

参训者在顺利结业后将获得实训项目证书。成绩优异者可有机会获得推荐信

和实习机会。通常 10-15%参训者将有机会被推荐至国际组织实习或选拔到国际

组织实习继续参与国际项目实践。优秀学员将受邀参加参加今年 9月在纽约举办

的全球气候创新峰会、11月在迪拜举办的第 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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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期项目实训导师 

 

Fabrizio Hochschild 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

1988 年开始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2010 年至 2012

年，担任联合国外勤人事司司长。2013 年至 2016

年，担任联合国驻地协调员、人道主义协调员和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哥伦比亚驻地代表，

2016 年，担任联合国中非共和国维和特派团

（MINUSCA）的副特别代表。2017 年至 2019 年，

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助理秘书长，负责战略协

调工作。2019 年至 2021 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和秘书长特别顾问，领导了联合国 75 周年倡议的构思和执行。 

 

 

王之佳，国家环保总局国际合作司前

司长，联合国环境署前特别协调员、执行

主任特别顾问。在为中国政府工作期间，

参加了国际环境公约的谈判，包括卡塔赫

纳生物安全议定书、鹿特丹有害化学品公

约，并任外交谈判大会的副主席和报告员。

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于 1987 年 9 月 16 日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

尔议定书最后文件；1998 年 9 月 11 日签署了鹿特丹公约最后文件。 

 

 

任浩，人道主义救援国际合作专家，有近 40 年的外事

工作经验，特别是有10多年的国际组织工作经验。1997年，

经考试选拔，被红十字国际委员录用，成为第一个在该组

织工作的中国人，有丰富的在艰苦地区和危险地区工作的

经验，曾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在卢旺达宗族大屠杀

事件后探视当地监狱和拘留所被关押人员；在阿富汗探视

被阿政府关押的人员；在驻阿富汗美军和英军军营中探视

被关押的塔利班人员；在刚果监狱探视被关押的人员。曾多次作为国际组织代表

或代表中国红十字会赴灾区参加国际救援工作，如：非洲萨赫勒地区旱灾（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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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震海啸；尼泊尔地震；厄瓜多尔地震等。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

曾被派往科特迪瓦常驻，负责西非五国（科特迪瓦、贝宁、多哥、加纳、布基纳

法索）红十字会的合作工作。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外事部门负责人，曾多次参与各

种国际会议和在我国举办的重要外事活动，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曾参与组织许多重要外事活动，如：红十字亚太地区大会、红十字东盟论坛等。 

 

 

盛馥来，1982 年自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本科

毕业，1985 年自上海财经学院世界经济系国际金融专业研

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作为项目官员任职于国家财

政部外事财务司世界银行一处，次年被派驻世界银行担任

中国执行董事技术助理至 1990 年，工作涉及国际开发政策

和项目的分析，为政府决策提供技术支撑。在世界银行工

作期间，就读于美利坚大学经济系开发银行专业，获研究

生证书。1992 年至 2000 年，任职于世界自然基金会/世界

野生生物基金会，推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宏观经济改革同可持续发展的关

系，并开办环境经济学培训班。2000 年至 2005 年，任职于保育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研究推动大型基建项目的选项比较，以鉴别发展和保护两不误的

方案。2005 年至 2022 年，任职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推动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

的决策程序，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基础设施。 

 

 

 

严金江，任职于联合国维也纳总部，担任联合国工

业发展组织农业企业和基础设施发展司工业发展官员，

主要负责通过提供技术援助方案进行多边机构的合作，

推动农村、农业企业和工业园区的发展等，进一步支持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创新实施和经济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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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卓伦，工学博士，LEED AP (BD+C), CMVP，现

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哥本哈根能效中心研究员。

致力于通过优化区域能源系统整体的效率来达到更高

的节能水平，包括应用创新的制冷/供热技术，包含可

再生能源、余热及废热等多种能源形式的区域能源系统

等。自 2017 年 1 月起，作为联合国“人人享有可持续

性能源”(Sustainable Energy For All, SE4ALL)平台区域

能源加速器的主要技术专家，负责联合国环境署在中国、

印度、马来西亚、埃及、哥伦比亚、越南等 16 个发展

中国家推广和实施高能效区域能源系统，包括区域能源

系统本土化技术路线、商业模式以及绿色投融资等。自

2018 年 1 月起，作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要技术专家，负责基加利协议下制冷

剂替代及高效制冷项目(KCEP)，服务于联合国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2018 年起，担任 UNEP 哥本哈根能效中心区域能源团队主任，所主持的区域能

源项目已获得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丹麦绿色投资基金、南美发展银行、欧

洲复兴建设银行等投资集团的财政支持，总投资金额超过 13 亿美金，部分项目

已经进入实施阶段。2020 年起，作为主要作者之一，完成基加利协议制冷评估

报告(UNEP 2019)、温室气体排放差距报告(UNEP 2021)、印度国家制冷行动计划

以及印度区域供冷潜力报告等。 

 

蒋南青，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

（CGCI-ACEF）秘书长、碳中和与循环经济研究所

（ICNCE）所长。曾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项目官员、

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秘书长、中欧环

境政策和循环经济对话合作伙伴项目专家，WWF 国

际专家，亚洲开发银行项目、世界银行项目、联合国

儿基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项目专家。分别在日

本、以色列和肯尼亚的大学及国际研究机构从事农业

生态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工作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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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瑞，国际传播专家，前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

织驻阿富汗代表处新闻官、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

处项目管理官员、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办公室助理协调

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柬埔寨代表处教育专家、联

合国亚太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国农机中心项目助理

等职务。主流媒体专栏作家，在联合国官网、中国日

报、经济日报、人民日报和今日头条等发表《初到阿

富汗印象》、《今日巴米扬》、《喀布尔大爆炸之夜》、

《在危险地区工作》等署名文章多篇。在中国传媒大

学等国内外重点大学担任英语教学和国际合作管理

工作十年，拥有丰富的项目管理、新闻传播和英语教学经验。 

 

 

何涛，国际公共采购专家。德国不来梅科技大学取

得工商管理硕士。上海出口商品企业协会监事、上海会

展行业协会理事、上海国有企业会展及服务采购评审专

家。曾担任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第四届监事，上海跨国采购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在联

合国采购促进方面，为 11 家联合国机构组织过近百场

联合国采购培训会议、曾负责参与联合国难民署上海采

购信息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亚洲分拨仓库的设立和

运营，帮助上海青浦区政府成功申办 2020 联合国采购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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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参访机构介绍 

万国宫 

日内瓦的联合国办事处是联合国

欧洲总部，另外一个联合国总部设在纽

约。这个建筑群被称为万国宫，里面设

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联合国人权

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等机构。 

万国宫，又名 Völkerbund Palace

（国际联盟），座落于日内瓦湖畔的阿

丽亚娜（Ariana）公园之中。这座宫殿

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1946 年为止一直都是国际联盟的主要总部。自 1966

年以来，这个建筑便成为了联合国欧洲总部，因而是国际领土。通过几次扩建，

宫殿的长度一直延伸到 600米，内设 34间会议厅以及大约 2800间办公室。 

每年这里都会举行 8000 多次国家会议——其中，大约有 600 次比较大的会

议。个别区域是向公众开放的——如装饰着瑰丽壁画的咨询大厅，或者比巴黎歌

剧院更大的会议大厅。 

 

国际电信联盟 

国际电信联盟是联合国的一个重要专门机构，也是联合国机构中历史最长的

一个国际组织。简称“国际电联”、“电联”或“ITU”。国际电联是主管信息

通信技术事务的联合国机构，负责分配和管理全球无线电频谱与卫星轨道资源，

制定全球电信标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电信援助，促进全球电信发展。作为世界

范围内联系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的纽带，国际电联通过其麾下的无线电通信、标

准化和发展电信展览活动，而且是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的主办机构。 

国际电联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其成员包括 193个

成员国和 700 多个部门成员及部门准成员和学术成员。

每 年 的 5 月 17 日 是 世 界 电 信 日 (World 

Telecommunication Day)。国际电联的使命是使电信和

信息网络得以增长和持续发展，并促进普遍接入，以便

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参与全球信息经济和社会并从中受

益。自由沟通的能力是建设更加公平、繁荣与和平的世界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为

使该愿景成为现实，国际电联帮助调动所必要的技术、财务和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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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WMO）是一

个政府间组织，有 193 个会员国

和会员地区。其前身是国际气象

组织（IMO），植根于 1873 年召

开的维也纳国际气象大会。1950

年3月23日WMO公约获得批准，

这标志着 WMO 的成立，一年后

WMO 成为联合国负责气象（天气

和气候）、业务水文和相关地球

物理科学的专门机构。总部设在日内瓦，秘书处由秘书长领导。其最高机构世界

气象大会。 

WMO 是联合国（UN）的专门机构，目前有 193 个会员国和会员地区。WMO 是

联合国系统中有关地球大气层的状态和变化规律、大气与陆地和海洋的交互作用、

由其产生的天气和气候、以及由此造成的水资源分布等方面的权威声音。鉴于天

气、气候和水循环无国界，全球国际合作对于气象和业务水文的发展以及获取其

应用的效益至关重要。WMO为此类国际合作提供了框架。 

WMO 就其会员为提供和使用高质量、权威的天气、气候、水文和相关环境服

务而开展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着世界领导作用并提供专业知识，以改进各国的社会

福祉。 

 

国际移民组织 

国际移民组织（英语：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法语：

Organisationinternationale pour les migrations）是一政府间国际组织，其

前身为美国和比利时倡议下，于 1951年 12月 5日在布鲁塞尔召开国际移民会议，

并成立临时欧洲迁徙政府间委员会（Provisional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the Movement of Migrants 

from Europe，PICMME），主要目

的为帮助因二战流离失所的人重

建居住地。 

国际移民组织的前身为因西

欧国家纷纷加入二次大战后，因混

乱的人口移动而于 1951 年成立的临时欧洲迁徙政府间委员会（Provi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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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the Movement of Migrants from Europe，

PICMME），该委员会受托于协调欧洲各国政府安置因战争而被迫移民的百万人口。 

该组织于 1952 年年更名为欧洲移民问题政府间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European Migration，ICEM），组织章程于 1953 年制定，隔年

生效；1995 年提交联合国秘书处登记并编入联合国条约集；1980 年再改名为移

民问题政府间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Migration，ICM），

1987年 5月更改章程，新章程于 1989年 11 月 14日生效，根据新章程，组织正

式名为国际移民组织，名称也反映该组织经历半世纪后，从原本的物流业务转为

专司移民事务。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的工作是基于 1949 年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以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决议。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是独立且中立的组织，致力于为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受害者提供保护和

援助。在采取行动应对紧急情况的同时，该组织努力促进人们遵守国际人道法及

该法在国内法中的贯彻何实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致力于迅速有效地应对武装冲突

或在冲突地区爆发的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人道需求。敌对

行动会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爆发；自然灾害会在毫无准

备时来袭，如果这发生在本已饱受战火影响的国家，其

影响力会加倍。面对这类不可预知的紧急事件，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非常重视培养在一线迅速部署的能力。 

 

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英语：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世贸组织（WTO），

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世贸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现任的总理

事会主席是 Ngozi Okonjo-Iweala大使。 

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能是调解

纷争，加入 WTO 不算签订一种多

边贸易协议。它是贸易体制的组

织基础和法律基础，还是众多贸

易协定的管理者、各成员贸易立

法的监督者、以及为贸易提供解决争端和进行谈判的场所。该组织是当代最重要

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其成员之间的贸易额占世界的绝大多数，因此被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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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联合国”。该组织前身是 1947 年 10 月 30 日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5

年 1 月 1 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开始运作；1996 年 1 月 1 日，世界贸易组织正

式取代关贸总协定临时机构；2001年 12月 11 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3年 8月 30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实施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

度的最后文件。 

截至 2020年 5 月，世界贸易组织有 164 个成员，24个观察员。世贸组织的

目标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包括货物、服务、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及知识产权等更具活

力、更持久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包括关贸总协定贸易自由化的成果和乌拉圭回合

多边贸易谈判的所有成果。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英文缩写 UNCTAD），

中文简称“贸发会议”，是一个成立

于 1964 年 12 月的联合国常设机构，

它的主要职能是处理有关贸易与经

济发展问题，宗旨是最大限度地促进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机会，并帮

助它们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在公平的基础上融入世界经济。贸发会议通常四

年召开一次会议，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目前有成员国 194个。 

1964 年贸发会议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普及特惠税制度的设想与实施。贸发会

议认为，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出口，有必要对这种出口提供特别关税减

让。接受这一观点之后，发达国家制定了普惠制方案，即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部分

农产品，在发达国家实行免税或降价。由于从其他发达国家进口此类商品须按正

常税率征收，因此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同样商品将具有竞争优势。 

1964 年贸发会议的成立是基于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市场的关注、跨国公司以

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设立贸发会议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一个

发展中国家能够讨论其经济发展相关问题的论坛。该组织兴起的背景是，当时的

一些国际组织，例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现已由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等未能妥善应对发展中国家的经贸问题。随后，在 20 世

纪 70和 80年代，贸发会议与国际经济新秩序（NIEO）的概念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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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英文名称：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缩写 WHO，中文

简称世卫组织）是联合国下属的一个专门机构，总部设置在瑞士日内瓦，只有主

权国家才能参加，是国际上最大的政府间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是使全世界人民获得尽可能高水平的健康。世界卫生组

织的主要职能包括：促进流行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提供和改进公共卫生、疾病医

疗和有关事项的教学与训练；推动确定生物制品的国际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是世卫

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 5月

在日内瓦召开一次。主要任务是

审议总干事的工作报告、规划预

算、接纳新会员国和讨论其他重

要议题。执委会是世界卫生大会

的执行机构，负责执行大会的决

议、政策和委托的任务，它由 32 位有资格的卫生领域的技术专家组成，每位成

员均由其所在的成员国选派，由世界卫生大会批准，任期三年，每年改选三分之

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君子协定，联合国安理会 5个常任理事国是必然的执委

成员国，但席位第三年后轮空一年。常设机构秘书处下设非洲、美洲、欧洲、东

地中海、东南亚、西太平洋 6个地区办事处。 

 

联合国难民署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也称为难民署），成

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目的是帮助受二战影响的欧

洲流离失所人士。 

难民署由大会在 1950年 12月 14日设立，最初拟定在

三年内完成所有工作，然后解散。次年 7月 28日，联合国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通过，成为帮助难民和指导难民

署基本工作的法律基础。难民署自此一直开展难民扶持工

作，并没有在三年后解散。 

当今世界，因冲突或迫害而被迫流离失所的人高达

8200 多万，难民署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难民署总部设立在日内

瓦，但是 89%的员工在总部之外工作。如今，18000 多名员工在 132 个国家为近

5900 万难民、回返者、境内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人士提供保护和援助。难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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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大多部署在亚非国家，这两个洲拥有和产生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最

多。很多地方属于偏远地区，员工的工作条件艰苦，并且常常很危险。难民署最

主要的工作地点在阿富汗、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巴基斯坦、叙利

亚、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和伊拉克。 

 

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 

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英语：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简称“全球基金”（英语：The Global Fund），

是一个国际筹资组织，旨在“吸引、利用和投入更多资源，以终止 HIV/AIDS、

结核病和疟疾的流行，以支持实现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一个公

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组织，该组织

在瑞士日内瓦设有秘书处。该组织于

2002 年 1 月开始运作。微软创始人比

尔·盖茨在该组织 2002 年成立时为其

提供了种子基金。 

全球基金是世界上最大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预防、治疗和护理项目的

注资者。截至 2018 年 7 月，该组织已经支付了 380 多亿美元来支持这些方案。

据该组织称，2017年，该组织资助分发了 1.97 亿顶驱虫蚊帐，以防治疟疾，为

500 万人提供了抗结核治疗，为 1750 万人提供了艾滋病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自

该组织成立以来，在全世界挽救了 2700万人的生命。在 2020年，为了抗击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该组织向全球中的 106个中低收入国家拨款了 9.8 亿美元以度

过难关。 

 

地球观察组织 

地球观察组织是一个由 100多个国家政府和 100多个参与组织组成的伙伴关

系，它设想的未来是通过协调、全面和持续的地球观测来为人类的利益做出决策

和行动。 

该组织是一个独特的全球网络，将政

府机构、学术和研究机构、数据供应商、

企业、工程师、科学家和专家联系在一起， 

在数据指数增长、人类发展和气候变

化的时代，为全球挑战创造创新的解决方案，超越了国家和学科的界限。史无前

例的全球专家合作有助于在可持续发展和健全的环境管理领域找出差距并减少

重复工作。地球观察组织社区正在共同创建一个全球对地观测系统（GE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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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好地整合观测系统，并通过使用通用标准连接现有的基础设施来共享数据。

在 GEOSS 中，有超过 4 亿的开放数据资源，来自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供应商，

如 NASA 和 ESA；国际组织，如 WMO和商业部门，如 Digital Globe。 

GEO 成员国政府的部长们定期开会，为 GEO 提供政治任务和整体战略方向。

在 2015 年地球观测组织部长级会议的《墨西哥城部长宣言》中，世界领导人承

诺在未来十年支持开放地球观测数据。 

 

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 

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法语： Institut de hautes é

tudesinternationales et du développement，IHEID），一般简称日内瓦高等

学院（英语：The Graduate Institute 

Geneva），在国际事务学界享有盛名。

其前身之一的日内瓦国际关系高等学院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际问题研究院。该

校规模极小，却有充沛的学术、财力资

源，催生出了 1 位联合国秘书长，其学

生、学者团体至今共出了 7 位诺贝尔奖

得主，1 位普利策奖得主与多位国家领

导人与外交官。 

学院校园位于日内瓦右岸。最古老的一座建筑巴顿别墅（Villa Barton）位

于日内瓦湖畔的一座私人公园内，而新校舍名为和平馆（Maison de la Paix），

毗邻联合国万国宫等一众国际组织。 

自从 2016 年 1 月，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正式成为与日内瓦大学

同级别的高等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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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专家库 

Fabrizio Hochschild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秘书长特别顾问 

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协理研究员 

 

Jan Mattsson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世界银行检查委员会委员 

 

Satya S.Tripathi 

联合国前助理秘书长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可持续金融负责人 

可持续发展地球联盟秘书长 

 

罗响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全球创新网络 

ESG 与碳中和投资指导委员会主席 

 

李新星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代表 

 

Ibrahim Chowdhury 

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的高级经济学家 

 

Pablo Barrera 

世界卫生组织印度办公室合作伙伴与资源协调高级官员 

 

刘怡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GEF 项目国别协调员 

 

Jackie Hoi Wai Cheng 

联合国经济事务办公室发展经济学家 

 

何光新 

世界气象组织（WMO）基础设施司卫星系统与利用(SSU)专业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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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cardo Toxiri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治理支持办公室项目官员 

 

Phillipa Lawrence 

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礼宾司前司长 

 

Bertrand Louis 

外交礼仪培训师 

曾任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大使和副常驻

代表 

同时担瑞土常驻代表团东道国司司长 

 

Oliver Muny 

国际农业发基金(IFAD)独立顾问 

 

Marisol Lopez Meda 

联合国卫星组织（UNOSAT）非洲内罗毕能力发展专家小组成

员 

 

Peter Smith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翻译科主管官员 

 

Annette Monika Fath-Lihic 

国际人道法研究员 

联合国训研所高级培训师科索沃普里什蒂纳地区欧盟特别代

表 

 

Inon Schenker 

国际卫生专家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顾问前世界卫生组织科学家 

 

Jerome L’host 

联合国训研所谈判技巧、公共演讲技巧和领导技巧高级培训

专家 

非暴力项目基金会全球教育总监 

 

Claire Doole 

公共演讲技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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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BBC 驻伦敦、布鲁塞尔和日内瓦记者 

联合国、国际红十字联合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言人 

 

Alice Richard 

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伙伴关系官员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游戏首位认证协调员 

 

Lars Tillfors 

多边会议和外交培训师 

曾任瑞典外交官，在多边和双边外交及谈判方面具有丰富经

验 

 

Marie-José Astre-Démoulin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人力资源官员与管理人员首席培训师 

瑞士伯尔尼通讯博物馆的跨文化交流问题专家 

 

李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处人力资源官员 

 

Christoph NEDOPIL 

前世界银行集团世界金融公司投资治理顾问 

 

Eliot Brenner 

国际原子能机构特邀专家 

 

Julian Fleet  

国际组织 MBA 客座教授 

曾任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办公室高级顾问 

曾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发展部主任 

 

Laura London   

卡内基理事会人工智能与平等倡议顾问委员会顾问 

曾任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副总干事 

 

Richard Towle   

人道主义人权与发展问题国际顾问 

曾任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副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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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coub El Hilo    

联合国国际伙伴关系高级官员 

联合国叙利亚驻地/人道主义官员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官员 

 

孟昭瑞 

前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驻阿富汗代表处新闻官员 

 

杨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顾问 

 

严金江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数字化、技术和农产企业司工业

发展官员 

 

刘倩倩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任副总干事 

 

陈卓伦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哥本哈根能效中心研究员 

 

钱名宇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环境与循环经济部主任 

 

Marc Finaud 

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武器扩散部门外交贸易事务主任 

前法国外交官员 

 

Aiello Richard 

国际农发基金人力资源局业务伙伴处处长 

 

薛卓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罗马）财务分析师 

中国审计署 

 

梅艳艳 

《思维导图高效学习法》作者 

英国《SYNAPSIA》杂志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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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育总局冠军基金运动员思维能力特聘专家 

 

曲铮铮 

联合国环境署（内罗毕）项目官员 

 

张立帥 

前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项目官员 

中国财政部 

 

郑晓 

前联合国本国志愿者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东亚地区代表处灾害风险管

理官员 

 

陆瑞光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北京办公室 

 

刘鹏 

前北欧投资银行项目官员 

嘉兴财政局 

 

刘春吾 

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公共传播负责人 

 

徐慧 

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南部非洲办事处（津巴布韦）自然科学

部门项目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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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国际组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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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往期参训国内外学员学校 

国内学员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 

武汉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 

天津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暨南大学 

外交学院 

北京语言大学 

海南大学 

青岛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国际学员 

麻省理工学院 伯克利加州大学 

牛津大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剑桥大学 印度理工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 巴黎政治大学 

东京大学 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 

耶鲁大学 斯坦陵布什大学 

帝国理工学院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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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往期项目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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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往期项目精彩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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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往期优秀学员评价 

很荣幸参加本次项目，通过本次实践获得完成真实国际项目

下阶段性任务的体验，这段时间的学习收获用三个关键词总结。 

Multitasking ， Teamwork 和

Coordination，使个人综合能力得到

综合提升，期待未来能加入联合国国

际组织，为全球治理作出贡献，十分

期待参与暑期项目。 

——清华大学 2023寒假班学员 

 

 

感谢中央政府为澳门青年营

造更好的成长环境和发展机会，使

我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成为首

个参与联合国国际组织职业发展

规划实训项目的澳门青年。澳门在

自身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参与联合

国主导的国际合作项目。 

作为澳门青年，我们理应发挥所长，在世界舞台上传播好澳

门声音、中国声音。是次项目让我拓展国际视野，并在工作历练

中促进专业成长。在我看来，澳门青年应该要尝试走出自己的舒

适圈，积极探索世界，并思考自身能如何贡献社会及实现人生价

值。 

——中国人民大学 2023 寒假班学员 

 

 

很荣幸能够参加本次联合国国际组织职业发展规划实训项目。

经过线上线下的四周培训和实践，

我不仅对联合国的工作内容和工

作模式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也

在项目实训过程中结识了很好的

队友，此外还认识了澳门本地的

伙伴。期待未来再次相遇！ 

——浙江大学  2023寒假班学员 

 

在本次联合国国际组织职业发展规划实训项目活动中我有幸

选到了自己的第一志愿：可持续生产

与消费项目。在来自德国国际合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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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GIZ 的老师们的指导下，我担任研究，翻译以及项目管理岗位

为项目的顺利开展与成果产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非常感谢天津大学给我此次

机会，也感谢我们项目组两位指导

老师的耐心教导以及 unitar，UNU 

Macau，中国教育国际交流研修学

院等所有相关单位支持并组织本

次活动。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一类

活动帮助和鼓励广大青年拓宽国际视野，锻炼国际胜任力，培养

专业技能，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建言献策，贡献自己的

力量。 

——天津大学 2023寒假班学员 

 

 

感谢 UNITAR 等组织提供的宝贵机会，经过一个月国际组织相

关课程学习，我深刻的认识到国际组织的愿景是实现 17 个 SDG，

尽管近些年来许多目标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要做的还有很多。 

作为一名医学生，我期望能够用所学知识，致力于全球可持

续发展，在本次实训项目中，我参加的“数字化农业与经济”项

目就涉及到经济、卫生、社会保护、就业、平等多个方面，很开

心能够参与其中，当然，我依然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

核心竞争力，除了 passion 还需要 action，期望暑期能够继续参

加实训项目，期望有一天能进入国际组织学习和工作！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3寒假班学员 

 

本次实训项目中，我担任“制冷与可持续能源”项目组组长，

参与项目筹备组工作，加入了翻译团队，获得了优秀学员以及优

秀志愿团队奖。 

通过此次项目我收获了宝贵的

友谊，发现了自己的新技能，深化了

对各个项目议题的了解，开拓了视野。

山高还路远，我们看世界，也在找自

己，希望未来能继续参与到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中，当全球治理中的一颗螺丝钉。 

 

——西北工业大学  2023 寒假班学员 

这次训练营很难得，我们在联

合国机构里就职的专家、导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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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研究所工作人员等带领下，圆满完成了专家讲座、互动讨论、

观摩学习、模拟面试等多项研修活动，受益匪浅。 

这次实训，首先给我带来了思

想上的转变，站到一个全球视角去

看待问题。青年人应该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投入更多的关切、承担

起应有的责任、采取实际的行动。

其次就是参与到导师项目中，也是

我认为活动中最亮眼的部分，像一场“预演”行动，能让我们进

入到真实的项目，还有机会参与后续项目落地。在每一次头脑风

暴中，碰撞出更多思考问题的不同角度，提升自己的领导力、协

作力。最后系统的课程体系提升了我的眼界，在职业发展选择的

道路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短短的线下七天，行程满满，“入股

不亏”！ 

——华南理工大学  2023寒假班学员 

 

 

 

谈及收获，首先是友谊和默契。就像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密不

可分一样，团队成员也是密不可分的 Team是 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s more.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齐心协力，才能在有

限时间内完成任务。感谢亲爱的小伙伴们！舍不得大家~“如果我

们以后还有机会组队，一定更加默契！” 

组间交流过程中，从其他项目组身上学到很多！听讲座过程

中，深化了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理解，对职业发展有了更多思考。

各位专家导师不仅专业本领扎实，还为人亲和，给我们分享经验，

时常鼓励我们。你们是我心目中的榜样。感谢亲切的导师们！最

后还要感谢项目筹备的老师同学们，帮我们沟通各方，调整行程，

给我们带来难忘的研学体验。感谢和 IOCDP 的相遇，愿我们聚是

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结合自己所学，尽己所能，努力让世界变

得更好~ 

——暨南大学  2023寒假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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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往期优秀实习生评价 

 

学习了联合国职业发展系列课程后，我不仅加深了对翻译的

理解，而且对于联合国系统的人才需求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所有

课程中，模拟面试练习对我的帮助最大，这门课使我在简历撰写

及面试表述逻辑上有了明显提升。从翻译实战经验分享、工作经

验分享到模拟面试，具有不同背景的老师为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去理解联合国，也为我打开了未来职业发展的锦囊。在 UNIDO 实

习期间，在导师的带领下，我在了解了其他项目的基础上，在“如

何开展一项新的技术支持项目”这一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创意，

并将想法付诸实践。对我来说，什么是 outcome，什么是 output，

以及项目前期如何推进等抽象的问题都在实践中收获了答案。 

——UNIDO 实习生，外交学院研究生 

 

 

 

 

 

 

 

 

联合国职业发展规划课程中对我启发最大的是模拟面试。我

深刻地了解了国际组织请及面试的整个过程，学习了面试策略和

技巧。能够得到领航计划的推荐到 UNIDO实习，我感到非常荣幸，

也非常感激。在实习中，为了让项目落地，我需要考虑周全，这

个过程充满挑战性。更为重要的是，在老师的帮助和耐心指导下，

我对 UNIDO、对相关国际组织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拓宽了我的眼

界和思维，是我在书本中学不到的。 

——UNIDO 实习生，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