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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2025 年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能力建设项目

2、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3、采购标的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4、履约时间：本项目执行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中旬前完成，承担单位应在

项目执行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按照合同要求提交总结、自评估材料及音视频资

料等研讨班结项材料，并在项目执行结束 20 个工作日内提交财务报告。

二、项目背景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关系到世界人民福祉和各国长远发

展，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携手应对。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通过南

南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2015 年，习近平

主席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提出，在发展中国家开展 10 个低碳示范区、100 个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 1000 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成为助

力发展中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

当前，在兑现已有承诺的基础上，中国秉持“授人以渔”的精神，在南南合

作框架下继续举办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研讨班，持续为相关发展中国家提高应

对气候变化能力提供支持。根据相关工作安排，2025 年拟围绕气候变化热点议

题及发展中国家关切，继续举办 8期能力建设研讨班，与发展中国家分享我应对

气候变化的有益经验和成功做法，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应对气候变化各类人才，

提高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共同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

三、项目内容及要求

1、第一包：可再生能源及产业发展能力建设研讨班

（1）研讨班目标和内容

本次研讨班主要从可再生能源技术、应用场景、产业生态、发电项目开发建

设运营、成本效益以及环境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分享介绍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

展经验，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加速及潜能发挥。结合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实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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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介绍可再生能源典型项目，以及在建筑、农业等各领域的应用，共同探讨适

宜发展中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及产业发展路径。

（2）邀请对象及规模

研讨班招生国别和对象将主要面向与我建交的发展中国家环境及应对气候

变化领域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特别是重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人员。研讨班

共 1期 14 天（含抵离），拟招收 25-35 人，参训官员比例不低于 40%。

（3）项目实施要求

① 应包含开班仪式和结业典礼，采用集中授课、专家讲座、实地调研与交

流研讨等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采用创新性授课方式，如移动课堂、翻转课堂等，

授课比例应不低于 45%。

② 中标单位应负责开展自主招生工作并编制招生公告，明确招生范围；招

生对象国需经生态环境部同意，并涵盖优先国别；

③ 制定详细的研讨班实施方案，需涵盖中标单位及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初

步日程安排、项目负责人及拟投入本项目的团队成员基本情况及在气候变化领域

相关研究经验或工作经验、拟参与项目专兼职教师基本情况、拟参与项目的专兼

职翻译基本情况、项目基础设施及教学设备软硬件情况等基本信息(如可容纳 40

人左右的研讨场地、投影屏幕等基本授课设施）；制定项目内部管理办法并建立

应急管理机制，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以及补救措施；

④ 独立开展并跟踪对外邀请招生和联络工作，为通过资格审核的学员签发

研讨项目邀请函；

⑤ 能够协调外事部门办理相关外事手续，能够为通过资格审核学员办理签

证邀请函等必备手续，帮助学员顺利参加研讨项目；

⑥ 如确有赴外地考察必要，需提供地方有关部门出具的邀请函（加盖公章），

并将活动情况、费用安排、地方财政批复等材料报送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

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待审核并履行有关流程后方可列入项目实施方案；

⑦ 组织实施研讨、交流与调研活动，负责项目实施期间的接待陪同、教学

管理、后勤安保等工作，配合开展研讨班宣传工作等；

⑧ 应建立研讨效果的后续跟踪和评估体系，进行研讨效益评价，完成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研讨项目总结报告及自评材料等，并适时配合采购人开展项目宣传，

为今后的研讨工作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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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包：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研讨班

（1）研讨班目标和内容

本次培训授课主题拟包括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贡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

与行动、中国双碳“1+N”政策体系构建与实施、中国碳市场建设成效、减污降

碳协同实践、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路径与成效、中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清洁

能源电站建设生产运营、能源装备先进技术和产品等内容。研讨班活动形式包括

集中授课、实地调研和座谈交流；并安排中国国情介绍、历史文化体验等课程。

研讨目标是让学员深入了解中国发展成就和文化内涵；通过实地调研考察新能源

发电企业、能源装备制造企业，搭建我国能源电力及装备制造企业与南南合作国

家的交流平台。

（2）邀请对象及规模

邀请对象及规模

研讨班招生国别和对象将主要面向与我建交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

域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特别是重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人员。研讨班共 1

期 14 天（含抵离），拟招收 25-35 人，参训官员比例不低于 40%。

（3）项目实施要求

① 应包含开班仪式和结业典礼，采用集中授课、专家讲座、实地调研与交

流研讨等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采用创新性授课方式，如移动课堂、翻转课堂等，

授课比例应不低于 45%。

② 中标单位应负责开展自主招生工作并编制招生公告，明确招生范围；招

生对象国需经生态环境部同意，并涵盖优先国别；

③ 制定详细的研讨班实施方案，需涵盖中标单位及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初

步日程安排、项目负责人及拟投入本项目的团队成员基本情况及在气候变化领域

相关研究经验或工作经验、拟参与项目专兼职教师基本情况、拟参与项目的专兼

职翻译基本情况、项目基础设施及教学设备软硬件情况等基本信息(如可容纳 40

人左右的研讨场地、投影屏幕等基本授课设施）；制定项目内部管理办法并建立

应急管理机制，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以及补救措施；

④ 独立开展并跟踪对外邀请招生和联络工作，为通过资格审核的学员签发

研讨项目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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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能够协调外事部门办理相关外事手续，能够为通过资格审核学员办理签

证邀请函等必备手续，帮助学员顺利参加研讨项目；

⑥ 如确有赴外地考察必要，需提供地方有关部门出具的邀请函（加盖公章），

并将活动情况、费用安排、地方财政批复等材料报送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

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待审核并履行有关流程后方可列入项目实施方案；

⑦ 组织实施研讨、交流与调研活动，负责项目实施期间的接待陪同、教学

管理、后勤安保等工作，配合开展研讨班宣传工作等；

⑧ 应建立研讨效果的后续跟踪和评估体系，进行研讨效益评价，完成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研讨项目总结报告及自评材料等，并适时配合采购人开展项目宣传，

为今后的研讨工作提出建议。

3、第三包：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产业发展能力建设研讨班

（1）研讨班目标和内容

研讨班拟面向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产业、绿色贸易相关领域官员、

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分享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协调、重点行业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绿色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绿色贸易壁垒现状与应对、重要生态安全地

区以及重要经济区域的气候韧性和适应能力工作进展、经验和成效，同时通过现

场教学、实地参访等形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产业发展能

力。

（2）邀请对象与规模

研讨班招生国别和对象将主要面向与我建交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

域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特别是重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人员。研讨班共 1

期 14 天（含抵离），拟招收 20-30 人，参训官员比例不低于 40%。

（3）项目实施要求：

① 应包含开班仪式和结业典礼，采用集中授课、专家讲座、实地调研与交

流研讨等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采用创新性授课方式，如移动课堂、翻转课堂等，

授课比例应不低于 45%。

② 中标单位应负责开展自主招生工作并编制招生公告，明确招生范围；招

生对象国需经生态环境部同意，并涵盖优先国别；

③ 制定详细的研讨班实施方案，需涵盖中标单位及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初

步日程安排、项目负责人及拟投入本项目的团队成员基本情况及在气候变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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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经验或工作经验、拟参与项目专兼职教师基本情况、拟参与项目的专兼

职翻译基本情况、项目基础设施及教学设备软硬件情况等基本信息(如可容纳 30

人左右的研讨场地、投影屏幕等基本授课设施）；制定项目内部管理办法并建立

应急管理机制，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以及补救措施；

④ 独立开展并跟踪对外邀请招生和联络工作，为通过资格审核的学员签发

研讨项目邀请函；

⑤ 能够协调外事部门办理相关外事手续，能够为通过资格审核学员办理签

证邀请函等必备手续，帮助学员顺利参加研讨项目；

⑥ 如确有赴外地考察必要，需提供地方有关部门出具的邀请函（加盖公章），

并将活动情况、费用安排、地方财政批复等材料报送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

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待审核并履行有关流程后方可列入项目实施方案；

⑦ 组织实施研讨、交流与调研活动，负责项目实施期间的接待陪同、教学

管理、后勤安保等工作，配合开展研讨班宣传工作等；

⑧ 应建立研讨效果的后续跟踪和评估体系，进行研讨效益评价，完成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研讨项目总结报告及自评材料等，并适时配合采购人开展项目宣传，

为今后的研讨工作提出建议。

4、第四包：早期预警与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研讨班

（1）研讨班目标和内容

研讨班旨在加强全民早期预警能力建设，提升其对自然灾害防范与应对能力，

分享中国气象早期预警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与案例，课程覆盖气象预警技术及灾害

处置、适应气候变化与早期预警系统等，通过专题讲座、案例分析、讨论交流、

现场教学、实地参访等方式，帮助学员深入了解适应气候变化基本情况、预警信

息采集、分析、发布及传播流程，分享中国在全民早期预警系统建设中的成功案

例，为发展中国家与小岛屿国家提供可借鉴的实践经验，携手构建更加安全、更

具韧性的灾害防御体系。

（2）邀请对象与规模

研讨班招生国别和对象将主要面向与我建交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

域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特别是重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人员。研讨班共 1

期 14 天（含抵离），拟招收 25-35 人，参训官员比例不低于 40%。

（3）项目实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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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包含开班仪式和结业典礼，采用集中授课、专家讲座、实地调研与交

流研讨等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采用创新性授课方式，如移动课堂、翻转课堂等，

授课比例应不低于 45%。

② 中标单位应负责开展自主招生工作并编制招生公告，明确招生范围；招

生对象国需经生态环境部同意，并涵盖优先国别；

③ 制定详细的研讨班实施方案，需涵盖中标单位及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初

步日程安排、项目负责人及拟投入本项目的团队成员基本情况及在气候变化领域

相关研究经验或工作经验、拟参与项目专兼职教师基本情况、拟参与项目的专兼

职翻译基本情况、项目基础设施及教学设备软硬件情况等基本信息(如可容纳 40

人左右的研讨场地、投影屏幕等基本授课设施）；制定项目内部管理办法并建立

应急管理机制，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以及补救措施；

④ 独立开展并跟踪对外邀请招生和联络工作，为通过资格审核的学员签发

研讨项目邀请函；

⑤ 能够协调外事部门办理相关外事手续，能够为通过资格审核学员办理签

证邀请函等必备手续，帮助学员顺利参加研讨项目；

⑥ 如确有赴外地考察必要，需提供地方有关部门出具的邀请函（加盖公章），

并将活动情况、费用安排、地方财政批复等材料报送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

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待审核并履行有关流程后方可列入项目实施方案；

⑦ 组织实施研讨、交流与调研活动，负责项目实施期间的接待陪同、教学

管理、后勤安保等工作，配合开展研讨班宣传工作等；

⑧ 应建立研讨效果的后续跟踪和评估体系，进行研讨效益评价，完成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研讨项目总结报告及自评材料等，并适时配合采购人开展项目宣传，

为今后的研讨工作提出建议。

5、第五包：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与海洋环境保护研讨班

（1）研讨班目标和内容

研讨班将围绕适应气候变化、海洋环境保护等主题展开。通过分享中国在气

候变化适应、蓝色经济发展、海洋治理与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经验，结合气候

变化与气象灾害预警、全球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举措与最佳实践等内容，为学员

提供全面而深入的培训，助力发展中国家构建适应气候变化的新蓝图，共同推进

全球气候治理与海洋环境保护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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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邀请对象与规模

项目拟主要面向与中国外交关系友好、气候变化领域立场相近或有共同合作

需求的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等相关领域政府官员、专家和技术人员等。研

讨班共

1期 14 天（含抵离），拟招收 25-35 人，参训官员比例不低于 40%。

（3）项目实施要求：

① 应包含开班仪式和结业典礼，采用集中授课、专家讲座、实地调研与交

流研讨等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采用创新性授课方式，如移动课堂、翻转课堂等，

授课比例应不低于 45%。

② 中标单位应负责开展自主招生工作并编制招生公告，明确招生范围；招

生对象国需经生态环境部同意，并涵盖优先国别；

③ 制定详细的研讨班实施方案，需涵盖中标单位及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初

步日程安排、项目负责人及拟投入本项目的团队成员基本情况及在气候变化领域

相关研究经验或工作经验、拟参与项目专兼职教师基本情况、拟参与项目的专兼

职翻译基本情况、项目基础设施及教学设备软硬件情况等基本信息(如可容纳 40

人左右的研讨场地、投影屏幕等基本授课设施）；制定项目内部管理办法并建立

应急管理机制，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以及补救措施；

④ 独立开展并跟踪对外邀请招生和联络工作，为通过资格审核的学员签发

研讨项目邀请函；

⑤ 能够协调外事部门办理相关外事手续，能够为通过资格审核学员办理签

证邀请函等必备手续，帮助学员顺利参加研讨项目；

⑥ 如确有赴外地考察必要，需提供地方有关部门出具的邀请函（加盖公章），

并将活动情况、费用安排、地方财政批复等材料报送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

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待审核并履行有关流程后方可列入项目实施方案；

⑦ 组织实施研讨、交流与调研活动，负责项目实施期间的接待陪同、教学

管理、后勤安保等工作，配合开展研讨班宣传工作等；

⑧ 应建立研讨效果的后续跟踪和评估体系，进行研讨效益评价，完成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研讨项目总结报告及自评材料等，并适时配合采购人开展项目宣传，

为今后的研讨工作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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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六包：利用空间技术应对气候变化影响风险研讨班

（1）研讨班目标和内容

研讨班拟通过介绍空间技术在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监测和评估方面的作

用，卫星遥感、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和无人机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具体应用，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评估和预测气候变化对本国生态环境

影响的能力，为其制定更为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措施提供支持，同时也可以

切实加强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空间技术领域的交流互鉴。

（2）邀请对象与规模

项目拟主要面向与中国外交关系友好、气候变化领域立场相近或有共同合作

需求的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环境领域、气象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

和技术人员等，主要面向拉美国家、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及小岛国等。研讨

班共 1期 14 天（含抵离），拟招收 25-35 人，参训官员比例不低于 40%。

（3）项目实施要求

① 应包含开班仪式和结业典礼，采用集中授课、专家讲座、实地调研与交

流研讨等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采用创新性授课方式，如移动课堂、翻转课堂等，

授课比例应不低于 45%。

② 中标单位应负责开展自主招生工作并编制招生公告，明确招生范围；招

生对象国需经生态环境部同意，并涵盖优先国别；

③ 制定详细的研讨班实施方案，需涵盖中标单位及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初

步日程安排、项目负责人及拟投入本项目的团队成员基本情况及在气候变化领域

相关研究经验或工作经验、拟参与项目专兼职教师基本情况、拟参与项目的专兼

职翻译基本情况、项目基础设施及教学设备软硬件情况等基本信息(如可容纳 40

人左右的研讨场地、投影屏幕等基本授课设施）；制定项目内部管理办法并建立

应急管理机制，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以及补救措施；

④ 独立开展并跟踪对外邀请招生和联络工作，为通过资格审核的学员签发

研讨项目邀请函；

⑤ 能够协调外事部门办理相关外事手续，能够为通过资格审核学员办理签

证邀请函等必备手续，帮助学员顺利参加研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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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如确有赴外地考察必要，需提供地方有关部门出具的邀请函（加盖公章），

并将活动情况、费用安排、地方财政批复等材料报送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

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待审核并履行有关流程后方可列入项目实施方案；

⑦ 组织实施研讨、交流与调研活动，负责项目实施期间的接待陪同、教学

管理、后勤安保等工作，配合开展研讨班宣传工作等；

⑧ 应建立研讨效果的后续跟踪和评估体系，进行研讨效益评价，完成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研讨项目总结报告及自评材料等，并适时配合采购人开展项目宣传，

为今后的研讨工作提出建议。

7、 第七包：中国碳市场建设进展与跨境碳交易合作研讨班

（1）研讨班目标和内容

研讨班拟介绍中国碳市场建设进展、自愿减排、碳市场交易平台运营、企业

碳资产管理经验等中国碳市场整体情况，同时聚焦跨境碳交易与《巴黎协定》第

六条实施过程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如国际碳市场数据监测与核算的标准化挑战、

跨境碳交易资金融通的创新渠道与风险应对、以及技术合作与转让的有效机制与

障碍突破等核心议题，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碳市场建设能力、促进全球碳交易交

流合作。

（2）邀请对象与规模

项目拟主要面向与中国外交关系友好、气候变化领域立场相近或有共同合作

需求的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及环境领域政府官员、专家和技术人员等，主

要面向拉美国家、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及小岛国等。研讨班共 1期 14 天（含

抵离），拟招收 30-40 人，参训官员比例不低于 40%。

（3）项目实施要求：

① 应包含开班仪式和结业典礼，采用集中授课、专家讲座、实地调研与交

流研讨等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采用创新性授课方式，如移动课堂、翻转课堂等，

授课比例应不低于 45%。

② 中标单位应负责开展自主招生工作并编制招生公告，明确招生范围；招

生对象国需经生态环境部同意，并涵盖优先国别；

③ 制定详细的研讨班实施方案，需涵盖中标单位及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初

步日程安排、项目负责人及拟投入本项目的团队成员基本情况及在气候变化领域

相关研究经验或工作经验、拟参与项目专兼职教师基本情况、拟参与项目的专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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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翻译基本情况、项目基础设施及教学设备软硬件情况等基本信息(如可容纳 45

人左右的研讨场地、投影屏幕等基本授课设施）；制定项目内部管理办法并建立

应急管理机制，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以及补救措施；

④ 独立开展并跟踪对外邀请招生和联络工作，为通过资格审核的学员签发

研讨项目邀请函；

⑤ 能够协调外事部门办理相关外事手续，能够为通过资格审核学员办理签

证邀请函等必备手续，帮助学员顺利参加研讨项目；

⑥ 如确有赴外地考察必要，需提供地方有关部门出具的邀请函（加盖公章），

并将活动情况、费用安排、地方财政批复等材料报送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

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待审核并履行有关流程后方可列入项目实施方案；

⑦ 组织实施研讨、交流与调研活动，负责项目实施期间的接待陪同、教学

管理、后勤安保等工作，配合开展研讨班宣传工作等；

⑧ 应建立研讨效果的后续跟踪和评估体系，进行研讨效益评价，完成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研讨项目总结报告及自评材料等，并适时配合采购人开展项目宣传，

为今后的研讨工作提出建议。

8、第八包：气候投融资专题研讨班

（1）研讨班目标和内容

研讨班拟聚焦气候投融资领域，通过分享全球气候投融资有关实践、中国气

候投融资政策与进展等相关内容，为发展中国家提升气候投融资的管理能力和技

术水平提供帮助，推动中国与相关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投融资政策、标准互通等领

域的交流合作。

（2）邀请对象与规模

项目拟主要面向与中国外交关系友好、气候变化领域立场相近或有共同合作

需求的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及环境领域，或从事气候投融资的相关政府官

员、专家和技术人员等。研讨班共 1期 14 天（含抵离），拟招收 25-35 人，参训

官员比例不低于 40%。

（3）项目实施要求

① 应包含开班仪式和结业典礼，采用集中授课、专家讲座、实地调研与交

流研讨等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采用创新性授课方式，如移动课堂、翻转课堂等，

授课比例应不低于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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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标单位应负责开展自主招生工作并编制招生公告，明确招生范围；招

生对象国需经生态环境部同意，并涵盖优先国别；

③ 制定详细的研讨班实施方案，需涵盖中标单位及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初

步日程安排、项目负责人及拟投入本项目的团队成员基本情况及在气候变化领域

相关研究经验或工作经验、拟参与项目专兼职教师基本情况、拟参与项目的专兼

职翻译基本情况、项目基础设施及教学设备软硬件情况等基本信息(如可容纳 40

人左右的研讨场地、投影屏幕等基本授课设施）；制定项目内部管理办法并建立

应急管理机制，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以及补救措施；

④ 独立开展并跟踪对外邀请招生和联络工作，为通过资格审核的学员签发

研讨项目邀请函；

⑤ 能够协调外事部门办理相关外事手续，能够为通过资格审核学员办理签

证邀请函等必备手续，帮助学员顺利参加研讨项目；

⑥ 如确有赴外地考察必要，需提供地方有关部门出具的邀请函（加盖公章），

并将活动情况、费用安排、地方财政批复等材料报送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

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待审核并履行有关流程后方可列入项目实施方案；

⑦ 组织实施研讨、交流与调研活动，负责项目实施期间的接待陪同、教学

管理、后勤安保等工作，配合开展研讨班宣传工作等；

⑧ 应建立研讨效果的后续跟踪和评估体系，进行研讨效益评价，完成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研讨项目总结报告及自评材料等，并适时配合采购人开展项目宣传，

为今后的研讨工作提出建议。

四、其他

1．研讨地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除外），学员在来华研讨期间住

宿应为涉外酒店，标准不低于三星，学员的住宿为单间(即一人一间)，酒店应至

少提供有线网络，服务人员应可使用英语提供接待服务，具有可满足约 40-45

人同时参与授课的会议室及会议设备；每 10 名学员配备 1名中方随行管理人员，

不足 10 人的配备 1名管理人员，随行中方人员总数不得少于 2 人，至少 1名随

行管理人员熟练掌握该项目工作语言。餐厅配有西餐和清真餐具，并尊重学员的

宗教信仰，尽量满足本民族的饮食和宗教习惯；交通方便，周边设有涉外医院，

突发状况下能够保证学员尽快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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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供应商应承担学员的接送机工作；提供副部级及以上学员每人每天 200

元或一次性发放 3000 元，其他学员每人每天 150 元。零用费每人每班次不超过

5000 元。零用费直接发放给学员本人。

3. 本项目费用包括来华学员国际旅费、研讨费、接待费、毕业证书制作费、

管理费、税费及经批准的其他支出。研讨标准应本着节俭务实的原则，严格按照

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和财政部有关规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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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

一、评标方法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

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

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

商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二、评分标准
序

号

评审

条款
评审标准 分值

一、价格部分（20 分）

1 价格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评标价格最低的评审价为评标基

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

下列公式计算，得分取值至小数点后第 2位，2位以后

四舍五入。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扣除后的投标价

格)*10%*100

注：根据财政部《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和《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规

定，对合格的小型或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 10% 的扣除；

供应商为联合体，联合协议中约定，小型、微型企业的协议

合同金额占到联合体协议合同总金额 30% 以上的，给予联

合体 4% 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0

二、商务部分（20 分）

2

供应商

业绩

（10分）

1）供应商近五年（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以合同签订

日期为准）具有组织实施国家援外研讨项目实施案例，

每有一个实施案例得 2分，最高 4分。

需提供合同复印件（包括合同首页、签字盖章页、相关

信息页）或者其它证明材料。

4

2）供应商近五年（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以合同签订

日期为准）曾有组织开展气候变化相关国内、国际培训

班等实施案例，每有一个实施案例得 2分，最高 6分。

需提供合同复印件（包括合同首页、签字盖章页、相关

信息页）或者其它证明材料。

6

注：业绩如同时符合上述 1）和 2）的条件，可重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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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审

条款
评审标准 分值

3

项目服

务团队

（10分）

1）项目服务团队

− 项目负责人在气候变化领域相关研究经验或工作

经验丰富、与培训主题相关性高；拟投入本项目的

服务团队配置合理，团队成员在气候变化领域相关

的研究经验或工作经验丰富，得 5分；

− 项目负责人在气候变化领域相关研究经验或工作

经验较丰富、与培训主题相关性较高；拟投入本项

目的服务团队配置较合理，团队成员在气候变化领

域相关的研究经验或工作经验较丰富，得 3分；

− 项目负责人在气候变化领域相关研究经验或工作

经验欠丰富、与培训主题相关性不高的，拟投入本

项目的服务团队配置欠合理，团队成员缺乏在气候

变化领域相关的研究经验或工作经验，得 1分；

− 不提供的，得 0分。

注：需提供具有气候变化领域相关研究经验或工作经验

的相关材料。

5

2）拟参与项目专兼职教师、翻译配备情况

− 项目拟聘请专兼职教师研究经验丰富、授课经验丰

富；翻译相关从业人员专业性强，得 5分；

− 项目拟聘请专兼职教师研究经验较丰富、授课经验

较丰富；翻译相关从业人员专业性较强，得 3分；

− 项目拟聘请专兼职教师研究经验欠丰富、授课经验

欠丰富；翻译相关从业人员专业性一般，得 1分；

− 未提供得 0分。

注：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高级职称证书、翻译人员专

业水平证明材料等），未提供证明材料本项不得分。

5

三、技术部分（60 分）

4

预算安

排

（5分）

预算编制要求

− 预算编制符合财政部有关规定制定且编制合理充

足的，得 5分；

− 预算编制符财政部有关规定制定且编制较为合理，

但不够充足的，得 2分；

− 预算编制符合财政部有关规定制定，但编制不够合

理的，得 1分；

− 预算编制不符合财政部有关规定制定，且编制不合

理、不充足的，或未提供预算安排的，得 0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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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审

条款
评审标准 分值

5

招生

方案

（10分）

招生方案编制要求

− 招生方案内容完整、可行性强、编制合理，完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 10 分；

− 招生方案内容完整、可行性及合理性较强，基本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 8分；

− 招生方案内容较完整、可行性及合理性一般，得 5

分；

− 招生方案欠完整、可行性及合理性差，得 2分；

− 未提供得 0分。

10

6

项目

课程

设计

方案

（25分）

1）培训内容选择与课程设置

− 与整体项目需求贴合度高，先进性、实用性、针对

性及引导性强，且能够充分宣传我国应对气候变化

政策、措施及成就，得 10 分；

− 与整体项目需求贴合度较高，先进性、实用性、针

对性及引导性较强，能够宣传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政

策、措施及成就，得 6分；

− 与整体项目需求贴合度不高，具有一定实用性、针

对性及引导性较弱，宣传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

措施及成就方面不够充分，得 2分；

− 与整体项目需求无贴合度，无先进性、实用性、针

对性及引导性，得 1分；

− 未提供得 0分。

10

2）整体活动安排（课程及其他活动安排）

− 总体时间进度符合项目需求，课程设置及其他活动

时间安排恰当合理，各类别活动比例分配合理、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得 10 分；

− 总体时间进度基本符合项目需求，课程设置及其他

活动时间安排基本合理，各类别活动比例分配基本

合理、内容较为丰富、形式较多样，得 5分；

− 总体时间进度与项目需求有偏离，课程设置及其他

活动时间安排欠合理，比例分配欠合理、内容欠丰

富、形式单一，得 1分：

− 未提供得 0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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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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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的实地调研或参观考察地点与培训主题的发展

政策导向、外事管理要求的符合性、可操作性

− 符合性高，可操作性强，得 5分；

− 符合性较高，可操作性较强，得 3分；

− 符合性低，可操作性一般，得 1分；

− 未提供得 0分。

5

7

培训效

果跟踪

和评估

（5分）

设计培训效果后续跟踪和评估体系/方法

− 内容全面，可行性及实施性强，完全满足采购需求，

得 5分；

− 内容较为全面，可行性及实施性较强，基本满足采

购需求，得 2分；

− 内容部分缺失，可实施性一般，部分满足采购需求，

得 1分；

− 未提供得 0分。

5

8

内部

管理

机制

与

应急

管理

措施

（5分）

研讨班实施期间内部管理机制与应急管理措施

− 供应商团队管理机制健全，内控机制严格、措施得

当；提供的应急预案具有有效的预防以及突发情况

的补救措施，合理可行，能及时响应的，得 5分；

− 供应商团队管理机制较为健全，内控机制较为严

格、措施较得当；提供的应急预案预防和补救措施

一般，基本可行，响应性一般的，得 2分；

− 供应商团队管理机制不够健全，内控机制不严格、

措施不够得当；提供的应急预案应急预案预防和补

救措施较差，可行性较差，响应性差，得 1分；

− 未提供内部管理机制及应急管理措施的，得 0分

5

9

后勤

保障

方案

（10分）

供应商应具有完备的外事接待能力、后勤食宿及安保保

障，并做好外出应急预案和准备，按照采购需求配备随

行管理人员。

− 方案完整合理、可行性强，随行管理人员等均完全

满足采购需求，得 10 分；

− 方案较合理、内容部分缺失，有一定可行性，随行

管理人员等基本满足采购需求，得 7分；

− 方案欠合理、内容部分缺失，可行性一般，随行管

理人员等部分满足采购需求，得 3分；

− 方案欠合理、内容不完整，可实施性一般，随行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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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审

条款
评审标准 分值

理人员等未能满足采购需求，得 1分；

− 不提供的，得 0分。

总 分 100

注：1、所有打分分值小数位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计算。

2、评标方法中对业绩状况的要求以独立法人单位为考核对象。如供应商下

属单位（如分公司）为非独立法人单位，则该下属单位的业绩可计入供应商的业

绩中；如供应商下属单位（如子公司）为独立法人单位，则该下属单位的业绩不

可计入供应商的业绩中。

3、以上评分办法适用于每个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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