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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载列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2006年 7月1日至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预算，数额为 39 975 900 美元。 

 本预算是部署军事特遣队人员 1 047 人、国际工作人员 43 人和本国工作人员

107 人的经费。 

 观察员部队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所需资源总额，已

通过若干按构成部分（业务部分和支助部分）归类的成果预算框架与该部队的目

标相联系。特派团的人力资源已按人数归入每个构成部分，但属于整个特派团的

行政领导和管理除外。 

 关于资源（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数量差异的有关说明已与特派团计划的具

体产出相联系。 

 
 

财政资源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类别 

支出

(2004/05)

分配额

(2005/06)

费用估计数

(2006/07) 数额 百分比

军事人员和警察人员 19 397.8 20 137.7 19 941.6 (196.1) (1.0)

文职人员 7 166.1 8 377.0 8 607.4 230.4 2.8 

业务费用 14 256.0 13 006.7 11 426.9 (1 579.8) (12.1)

 所需经费毛额 40 819.9 41 521.4 39 975.9 (1 545.5) (3.7)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 073.9 1 142.4 1 066.6 (75.8) (6.6)

 所需经费净额 39 746.0 40 379.0 38 909.3 (1 469.7) (3.6)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 — — — —

 所需经费总额 40 819.9 41 521.4 39 975.9 (1 545.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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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军事特遣队
a

国际工作人员 本国工作人员
 b 共计

行政领导和管理  

 2005/06 年核定人数 — 3 — 3 

 2006/07 年提议人数 — 4 — 4 

构成部分   

业务   

 2005/06 年核定人数 1 047 — — 1 047 

 2006/07 年提议人数 1 047 — — 1 047 

支助   

 2005/06 年核定人数 — 39 107 146 

 2006/07 年提议人数 — 39 107 146 

共计   

 2005/06 年核定人数 1 047 42 107 1 196 

 2006/07 年提议人数 1 047 43 107 1 197 

净变动 — 1 — 1 
 
 

 
a
 系最高核定/提议人数。 

 
b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见本报告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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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任务和计划成果 

 

1. 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第 350（1974）

号决议确定的。其任务期限最近一次经安理会第 1648（2005）号决议授权延长。 

2. 该部队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

全。 

3. 在这一总体目标范围内，该部队将于本预算期间提供下文各框架所载的有关

关键产出，为实现一些预期成果作出贡献。这些框架分为两个构成部分：业务部

分和支助部分。 

4. 各项预期成果如能兑现，将可导致在特派团任务期限内实现安全理事会所定

的目标，而绩效指标则可衡量本预算期间在实现这些成果方面取得的进展。部队

的人力资源已按人数归入各个构成部分，但属于整个部队的行政领导和管理除

外。与 2005/06 年期间预算相比的人数差异，包括员额的改叙，分别在有关构成

部分下说明。 

5. 2006/07 年，该部队寻求提高电力维修领域的效率。实施现代化方案期间配

电系统的更新和改善后，对整个任务区配电系统主要部件维修的需求将下降

22.5％。 

6. 为执行其任务规定，该部队一直在维持 1974 年 5 月在日内瓦商定的隔离区。

隔离区南北长约 80 公里；宽度则各地不等，北部赫曼山山脊一带最宽处为 12.5

公里，南部沿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约旦边境一带不足 400 米。观察员部队部署

在隔离区内和隔离区附近，设有两个基地兵营，21 个长期有人驻扎的据点，还有

若干根据行动需要派人驻扎的边界前哨。观察员部队得到了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

（停战监督组织）下设的戈兰观察员小组的协助，该组织派人驻扎在隔离区沿线

的 11 个观察哨。部队总部设在法乌阿尔营地，主要的后勤基地位于齐瓦尼营地，

并在大马士革设有一个代表处。隔离区两边各设限制区，每个限制区包括三个地

带。限制区的第一个地带从隔离区两侧各向外延伸 10 公里，第二个地带从第一

个地带再向外延伸 10 公里，第三个地带从第二个地带再向外延伸 5 公里。戈兰

观察员小组的成员在行动上接受观察员部队的指挥，每隔两星期对限制区的各个

地方进行视察，以确保各方遵守商定的武器和部队限制。 

行政领导和管理 

7. 全面的任务领导和管理由部队指挥官直属办公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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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力资源：行政领导和管理 

 国际工作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1 外勤

一般

事务 警卫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a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2005/06 年核定人数 1 — — 1 — 1 — 3 — — 3

 2006/07 年提议人数
 
 1 — 1 1 — 1 — 4 — — 4

 净变动 — — 1 — — — — 1 — — 1

 

a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增加 1个员额 

8.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要求增设 1 个 P-4 级法律干事员额，以在《部队地位协定》

的起草和定稿、小块土地归还东道国政府、管理在东道国的特权和豁免以及处理

跨越停火线、黑市活动和寻求庇护方面向特派团提供法律支助。法律干事还在地

方合同委员会和财产调查委员会中发挥重要作用。法律干事的职能还包括就政治

事项与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办公室，就行政事项与特派团支助厅、并就部

队地位协定的体制问题与法律事务厅经常进行互动。目前该特派团没有任何核定

的能力来满足对法律专门知识的需要。鉴于行动区两侧问题十分复杂，利用特设

和临时安排来解决特派团行动引起的法律问题，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法律干事将

就法律问题向部队指挥员提供专家意见。 

构成部分 1：业务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1.1 各方依照《脱离接触协定》采取行动并

遵守该协定。 

1.1.1 维持部队脱离接触和限制区 

产出  

• 与叙利亚当局每周举行一次高级别会议；根据需要与叙利亚地方官员会晤 

• 与以色列国防军司令部每月举行一次高级别会议 

• 与以色列国防军联络官两周举行一次会议 

• 流动巡逻 27 375 人日（每支巡逻队 3名士兵×25 支巡逻队×365 日） 

• 日夜徒步巡逻 5 840 人日（2名士兵×8 支巡逻队×365 日） 

• 固定巡逻 1 460 人日（2名士兵×2 支巡逻队×36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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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到电话 10分钟内做出快速反应巡逻 10 220 人日（2名士兵×14 支巡逻队×365 日） 

• 在接到电话 10 分钟内快速反应小组乘装甲运兵车做出反应 25 550 人日（10 名士兵×7 个小

组×365 日） 

• 乘装甲运兵车执行特殊任务 14 600 人日（20 名士兵×2 个排×365日） 

• 部队驻守的观察哨 15 330 人日（2名士兵×21 个观察哨×365 日） 

• 临时检查站 1 460 人日（4名士兵×1 个检查站×365 日） 

• 事实调查特别小组 730 人日（2名士兵×1 个小组×365 日） 

• 对限制区两周进行一次检查 

• 就所有违反协定的行为提出抗议 

• 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的 2次报告 

• 发生危机时立即与各方联络 

• 定期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管理的人员为人道主义目的穿越隔离区提供安全护送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1.2 减少隔离区内的地雷威胁 1.2.1 无 人 被 地 雷 和 未 爆 弹 药 炸 死 / 炸 伤

（2003/2004 年：1人受伤；2004/05 年：3

人被炸死；2005/06 年：无伤亡；2006/07

年：无伤亡） 

产出  

• 采取行动清除隔离区的地雷和未爆弹药 

• 经请求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防雷宣传项目提供咨询 

外部因素   

《脱离接触协定》的签署方将继续合作 

 

构成部分 2：支助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2.1 向特派团提供有效、高效的后勤、行

政和安全支助 

2.1.1 处置的资产价值与注销的资产价值之比

提高（2004/05 年: 77％；2005/06 年: 

80％；2006/07 年: 85％） 

 

2.1.2 法乌阿尔营地总部、齐瓦尼营地、大马士

革代表处和军事行动据点的通信和信息

技术服务正常运行时间增加。(2004/05

年: 93％；2005/06 年: 95％；2006/07

年: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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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电力维修的需求减少(2004/05年：172 600

美元；2005/06 年：155 000 美元; 2006/07

年：120 100 美元) 

 

2.1.4 从收到经过证明的请购单到发出货物采

购 订 单 之 间 的 平 均 处 理 时 间 减 少 

(2004/05年采购价值低于30 000美元——

90 天；超过 30 000 美元——105 天；

2005/06年采购价值低于30 000美元——

81天；超过30 000美元——81天；2006/07

年采购价值低于30 000美元——60天；超

过30 000美元——75 天） 

 

2.1.5 损失超过 500 美元的事故次数减少

(2004/05 年：108；2005/06 年：96； 

2006/07 年：84) 

产出  

服务改善 

• 在注销资产方面实施经改进的销售/处置程序 

• 通过在所有地点安装思科公司的程控交换和展示活动目录，完成法乌阿尔营地和所有

网络中枢据点的网络安全预防措施/安排 

• 实施经改进的电力预防性维护方案 

• 实施经改进的供应商名册管理制度 

• 实施道路安全培训方案 

军事人员 

• 核定人数为 1 047 名的军事人员的进驻、轮调和返国 

• 为 2个营地和 21 个据点的 1 047 名部队人员供应及储存口粮、汽油、机油和润滑油 

文职人员 

• 管理核定人数为 43 名的国际工作人员和 107 名本国工作人员 

设施和基础设施 

• 在第 80 号据点修建新的居住楼，以取代现有的结构 

• 维修法乌阿尔营地、齐瓦尼营地、大马士革代表处、隔离区内的宪兵“Charlie Gate”分遣

队、21 个隔离区据点和 18 个前哨的设施 

• 操作及维修 24个地点的 92 台发电机 

• 修复 8公里长的公路 

• 维修 14 口水井和过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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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运 

• 操作及维修 386 部车辆，包括 18 部联合国所属装备和 6部租用的装甲运兵车 

通信 

• 支持及维修 13部专用自动交换分机、1 2 00 部电话分机、2个卫星地面站、494 个双向移动

式收音机、408 个手持式步话机、21 个甚高频转发台和 28 个微波中继器 

信息技术 

• 在 22 个地点支持及维修一个广域网、47 台服务器、353 台台式计算机、36 台膝上型计算机、

163 台打印机和 28 台扫瞄仪 

医疗 

• 运作及维修 3所一级医务中心，用于在紧急情况下向观察员部队和停战监督组织人员以及当

地平民提供服务 

• 运作及维修为所有人员提供的艾滋病毒自愿秘密咨询和化验设施 

• 为所有人员提供艾滋病毒宣传方案，其中包括同伴相互教育 

安全 

• 向法乌阿尔营地、齐瓦尼营地、大马士革代表处、隔离区内的宪兵“C”分遣队和21个据点提供

安全保卫，其中包括安全威胁评估和风险管理 

• 对安全事件进行调查，并向特派团人员及其家属以及 9个联合国机构的人员提供咨询 

• 开展培训活动，其中包括与安全、核生化保护、住所警报和营地保护有关的程序 

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 

• 对所有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实施行为和纪律方案，包括培训、预防、监测和关于惩

戒行动的建议。 

外部因素  

销售商/承包商/供应商能够按照合同规定提供货物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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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2：支助 

类别   共计

军事特遣队  

2005/06 年核定人数  1 047 

2006/07 年提议人数  1 047 

净变动  — 

 国际工作人员 

文职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1 外勤

一般

事务 警卫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a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行政司 

2005/06 年 

核定人数  — 1 3 3 27 5 — 39 107 — 146 

2006/07 年 

提议人数 — 1 3 3 27 5 — 39 107 — 146 

净变动 — — — — — — — — — — — 

 

 a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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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所需资源 

 A. 总体资源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支出

(2004/05)

分配数

(2005/06)

费用估计数

(2006/07)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 (4)=(3)–(2) (5)=(4)÷(2)

军事人员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 — — — —
军事特遣队 19 397.8 20 137.7 19 941.6 (196.1) (1.0)

民警 — — — — —
建制警察部队 — — — — —
小计 19 397.8 20 137.7 19 941.6 (196.1) (1.0)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a 5 287.6 6 169.1 6 488.4 319.3 5.2 

本国工作人员 b 1 878.5 2 207.9 2 119.0 (88.9) (4.0)

联合国志愿人员 — — — — —
小计 7 166.1 8 377.0 8 607.4 230.4 2.8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224.3 40.0 40.0 — —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
顾问 — — 14.0 14.0 —
公务旅行 217.8 229.6 227.0 (2.6) (1.1)

设施和基础设施 6 564.4 5 684.2 4 094.7 (1 589.5) (28.0)

地面运输 3 507.4 3 380.5 3 954.1 573.6 17.0 

空中运输 — — — — —
海上运输 — — — — —
通信 1 795.0 1 593.6 1 377.4 (216.2) (13.6)

信息技术 973.8 781.1 676.9 (104.2) (13.3)

医疗 307.4 346.8 396.6 49.8 14.4 

特种装备 76.6 203.6 64.3 (139.3) (68.4)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589.3 747.3 581.8 (165.5) (22.1)

速效项目 — — — — —
小计 14 256.0 13 006.7 11 426.9 (1 579.8) (12.1)

 所需经费毛额 40 819.9 41 521.4 39 975.9 (1 545.5) (3.7)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 073.9 1 142.4 1 066.6 (75.8) (6.6)

 所需经费净额 39 746.0 40 379.0 38 909.3 (1 469.7) (3.6)

（编入预算的）自愿捐助实物 — — — — —

 所需经费共计 40 819.9 41 521.4 39 975.9 (1 545.5) (3.7)
 

 
a
 2006/07 年的费用估计数含 7％的出缺率，而 2005/06 年适用的出缺率为 7％。 

 
b
 2006/07 年的费用估计数含 2％的出缺率，而 2005/06 年适用的出缺率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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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特遣队所属装备：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9. 2006年 7月 1日至 2007年 6月 30日期间所需经费是按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的标准偿还率计算的，总额 912 200 美元，细节如下： 

(千美元) 

类别 估计数 

主要装备  

军事观察员 — 

军事特遣队 503.2 

建制警察部队 — 

    小计 503.2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供应伙食(炊事设施) 110.3 

办公室设备 40.9 

电器 — 

小工程 — 

洗涤和清洁 — 

帐蓬 — 

住宿 — 

杂项一般用品 121.0 

专用设备 — 

防御工事用品 — 

通信  

通信 — 

医务  

医务处 132.5 

特种装备   

爆炸物处理 — 

观察 4.3 

查验 — 

防核生化 — 

小计 409.0 

共计 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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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估计数 

特派团因素 百分比 生效日期 上次审查日期 

A. 与任务区有关  

 极端环境条件因素 0 1999 年 2 月 6 日 2005 年 2 月 9 日 

 频繁使用状况因素 0 1999 年 2 月 6 日 2005 年 2 月 9 日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素 0 1999 年 2 月 6 日 2005 年 2 月 9 日 

B. 与所在国有关  

 递增运费因素 0-0.25  

 

 C. 训练 

10.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训练所需经费估计数如下： 

(千美元) 

类别 估计数 

顾问  

  训练顾问 14.0 

公务旅行  

公务旅行，训练 139.9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训练费、用品和服务 49.0 

  共计 202.9 

 

11. 上述所需经费用于地面运输、工程、通讯、安保、操守、人事、管理、采购

和财务领域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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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差异分析 1 

提示 
 

 本节按以下四个标准类别所含的特定标准选项，说明造成每项资源差异的

最主要因素： 

 

任务：差异因任务规模或范围变动或任务促使预期成果变动所致；  

外部因素：差异因联合国以外各方或情况所致；  

费用参数：差异因联合国条例、细则和政策所致；  

管理：差异因管理部门为了更有成效（如调整某些产出优先次序或增设某

些产出）或更有效率（如采取措施减少人员或业务投入，同时维持同样水

平的产出）地实现计划成果而采取的管理行动所致，以及（或）因与同绩

效有关的问题（如低估了实现一定产出所需投入的成本或数量，或人员征

聘出现延误）所致。 

 

 

 

 差异 

军事特遣队 ($196.1) (1.0%) 

 

• 外部因素：修改《谅解备忘录》 

12. 已减少的所需经费为 196 100 美元，主要由于修改了《谅解备忘录》。目前

SISU型装甲运兵车是按干租赁安排而不是如2005/06年编制预算时计划的湿租赁

安排获得的。此外，4 辆联合国拥有的 M-113 型装甲运兵车经过大修后，无须另

外购置特遣队所属装备项下的 M-113 型运兵车。 

13. 所需经费减少，其中有一部分由军事特遣队进驻、轮调和返国旅费项下增加

的数额抵消，旅费增加的原因是机票价格上涨。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额以千美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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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319.3 5.2 

 

• 费用参数：特派团平均薪金费用改变 

14. 请为 42 个连续性员额和 1 个新员额的薪金、一般工作人员费用和工作人员

薪金税核拨经费 6 488 400 美元。经费增加了 319 300 美元，主要由于特派团平

均薪金费用有变化。 

15. 一般工作人员费用项下的经费包括一笔相当于净薪金 4％的数额，这笔款项

用于承付未编列经费的联合国离职后健康保险赔偿责任。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88.9) (4.0%) 

 

• 外部因素：汇率变动 

16. 经费 2 119 000 美元，用于 107 个本国工作人员员额的薪金、一般工作人员

费用和工作人员薪金税。经费减少了 88 900 美元，主要由于 2005 年 12 月 1 日

叙利亚镑对 1 美元的兑换率从 51.4 增至 53.55。差异数字还反映出根据过去情况

计算的一般工作人员费用估计数已经减少。 

 差异 

顾问 $14.0 —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17. 请核拨经费 14 000 美元用于在基于表现的管理、合同管理和基于能力的面

试方面的训练。 

 差异 

公务旅行 ($2.6) (1.1%)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18.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由于总部人员差旅费没有编入特派团 2006/07 年预算。

这笔经费现已列入 2006/07 年支助账户预算中。已减少的所需经费有一部分由布

林迪西每日生活津贴的增额抵销，布林迪西每日生活津贴从 150 美元增至 245 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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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1 589.5) (28.0%)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减少 

19. 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建筑项目以及改建和翻修事务减少。这是因为在本

2005/06 年期间现代化方案和与安保有关的项目已经完成。 

20. 产生差异的另一个原因是,根据本 2005/06 年期间的采购计划，制冷设备以

及安保和安全设备的所需经费减少。 

 差异 

地面运输 $573.6 17.0%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21. 差异数额为 573 600 美元，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备件和用品项下所需经

费增加，这是因为修改了《谅解备忘录》后，按干租赁安排而非湿租赁安排获得

6 辆 SISU 型装甲运兵车。产生差异的另一个原因是计划采购 38 辆轻型汽车、4

辆中型汽车、7 辆卡车和 2 件材料装卸设备，这些设备的经济寿命将结束。与此

相比，本 2005/06 年期间只核准采购 19 辆汽车。 

 差异 

通信 ($216.2) (13.6%)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22. 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现代化方案已经完成，通信设备项下的所需经

费减少。 

 差异 

信息技术 ($104.2) (13.3%)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23. 经费减少 104 200 美元，因为采购信息技术设备所需经费减小，服务费用也

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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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医务 $49.8 14.4%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24. 所需经费增加，因为修改了谅解备忘录中有关自我维持的内容。 

 差异 

特殊装备 ($139.3) (68.4%)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25. 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更换观察设备的所需经费减少。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165.5) (22.1%)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26． 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鉴于在本 2005/06 年期间将按计划完成制图项目，

所以作战地图项下所需经费减少。 

 

 四.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27. 关于观察员部队的经费筹措问题，需要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批款 39 975 900 美元，作为观察员部队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 12 个月期间的维持费； 

 (b) 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延长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按每月 3 331 325 美

元的标准摊派上文(a)分段中提及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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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为执行大会第 59/296 号决议的决定和要求以及经大会和联

合国审计委员会核准的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要求和

建议而采取的后续行动摘要 

 A. 大会 

(第 59/296 号决议) 

决定和向秘书长提出的要求 为执行决定和建议要求采取的行动 

  

第一节 

在就2006/07财政年度维持和平行动提交的各预算

中提出相关资料，说明因执行本决议的有关规定

而产生的效益。(第4段) 

有关为实现效益而采取的措施的资料，见本报

告第5段。 

第二节：成果预算制 

决定在逐步实施成果预算制时必须完全遵照第55/

231号决议。(第3段)  

已经执行。 

确保绩效指标的目的不是评估会员国的业绩，而

是尽可能反映各维持和平特派团按照各自的任务

对实现预期成绩和目标作出的贡献。(第5段) 

观察员部队仅提交了反映改进资源管理情况的

绩效指标。 

在提交今后的拟议预算时完全遵照第55/231号决

议。(第6段) 

已经执行。 

继续完善现有成果预算制框架，并就各特派团所

有构成部分提出更明确的财务资料。(第7段) 

已经执行。 

在维持和平行动的规划阶段将成果预算编制与维

持和平行动的任务执行计划挂钩，把行动、后勤

和财务三方面充分结合起来。(第8段） 

已经执行。 

第三节：预算列报方式 

在预算文件中提供现有的必要信息，充分说明所

需资源的理由。(第2段) 

关于所需资源的信息，见本报告第8、9、10

和11段。 

确保秘书处维持和平行动部和所有特派团尽一切

努力，实行严格的预算纪律，并对预算执行工作

进行充分控制。(第5段) 

部队继续监测其采购计划的执行情况，定期

审查所需资源，并进行调整，以支付意外的

需求/项目经费。 

由特派团向总部提出拟议预算应是特派团团长/

特别代表领导职能和问责制的一部分。(第7段) 

部队指挥官、参谋长和首席行政干事充分参

与预算进程，是确定拟订2006/07年度预算基

础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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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和向秘书长提出的要求 为执行决定和建议要求采取的行动 

  

申明提交的预算应尽可能反映在改善管理和提高

效率方面要实现的目标，并说明这方面今后将采

取的战略。(第9段) 

2006/07年度的效率提高情况，见本报告第5

段。 

作为一项持续不断的工作对员额的职能进行审查，

并根据不断变化的业务要求以及实际承担的责任

和履行的职能确定员额的职等，以期确保资源得

到最经济有效的利用。(第10段)  

观察员部队进行了员额配置审查，以确保最

有效地使用各种资源。 

第四节：审查所有维持和平行动管理结构 

确保其余的复杂行动进行所要求的审查，精简其

结构。(第1段) 

见上文。 

铭记每个特派团的任务、复杂性和具体特点，监

测每个维持和平行动结构的演变，以避免职能重

复和较高职等员额比例过高的情况。(第2段) 

观察员部队目前的结构确保不出现职能的重

复，上文所述对员额配置的情况的审查证明

了这一点，其中各科长对其目前的员额配置

资源说明了理由，情况显示，在许多情况下

一个工作人员经常履行两个，有时3个员额的

职能。 

铭记安全理事会第1502（2003）号决议第5和第

6段，采取更多措施，确保在联合国主持下参与

维持和平特派团的所有人员的安全和安保。(第 

11段） 

鉴于目前的全球安全局势，特别是中东的安

全局势，观察员部队雇用了两名安保干事来

加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联合国工作

人员和财产的安全。 

铭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意见，审

查礼宾干事的职等和职能。(第12段)  

不适用。 

第六节：解除武装、复员(包括复员援助)和重返社会 

提供有关解除武装、复员和复员援助所需资源及

有关员额和非员额费用等信息。(第6段) 

不适用。 

第七节：速效项目 

简化速效项目的执行过程，并确保速效项目在计

划时间内得到充分实施。 

不适用。 

第八节：培训、征聘和外地工作人员 

决定在最后确定该战略之前，特派团总部以外进

行的文职人员培训以具体涉及执行特派团任务、

特派团的有效运作、员额的职能或成本效益高的

培训为限。(第1段) 

2006/07年度拟议预算包括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境内可供利用的最近地点的培训编列的经费,

以履行大会的建议,并在可能时，拟在大马士

革而不是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举行

一些技术培训，以作为节约经费的一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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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和向秘书长提出的要求 为执行决定和建议要求采取的行动 

  

汇报实现由总部指派的工作人员填补的特派团核

定一般事务/外勤事务员额不得超过5％总的指标

的进展情况。(第6段) 

目前正在进行审查，以确定观察员部队等已建

特派团以何种方式和在多长时间内实现这一要

求。 

在有关雇用独立订约人或采购合同人员履行连续

性职能的做法方面，在某项职能属连续性质因而

有必要为此设置员额时，请大会考虑设置此种员

额。(第11段) 

将通过请设一个正规定期员额而不是用独立订

约人来满足履行属连续性质的职能的需求。 

第十一节：联合国志愿人员的参与 

继续确保志愿人员遵守联合国工作人员遵守的义

务和责任，包括行为准则。(第5段) 

不适用。 

考虑可行时在维持和平行动中进一步使用本国工

作人员。(第6段) 

不适用。 

第十六节：采购 

确保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按照采购计划开展工

作，以便实现对采购进行适当规划所带来的好

处。(第5段) 

观察员部队采购科按照该特派团的采购规划

拟订了具体采购计划。采购计划包括不断

监测采购程序/速度，并规定定期进行执行

情况审查。 

第十七节：资产管理 

维持和平行动部应保证，所有特派团均以成本效

益高的方式，严格按照资产预期寿命准则执行资

产更换方案。(第1段) 

在执行观察员部队资产更换方案过程中，严格

遵守后勤支助司运输科和通信和信息技术处关

于各种资产可用预期年限的模式的指导意见。

通过重点实行按“实际状况”在当地直接销售

汽车和零部件，而不是进行“废料销售”（如

按公斤卖废金属）的办法，提高了资产更换方

案的成本效益。这一办法已经取得使潜在的经

济效益最大化的效果。 

保证各维持和平行动的首长采取有效措施，确保

实行库存控制和库存补充，并采用处置不再需要

或有用的资产的合理注销程序。(第2段)  

观察员部队已经执行特派团在当地的财产/库存

管理准则、程序和政策。这些已经纳入特派团

后勤指令。已经给参与库存控制和管理的所有

人员分发了该文件,以便提供指导和遵照执行。

在上一个财政年度，观察员部队在执行“处置

不再需要或不再有用的资产的合理注销程序”

方面的活动包括注销后勤支助司通信和信息技

术处认为技术上已经过时的大量通信和信息技

术设备。此外，本财政年度的重点是注销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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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和向秘书长提出的要求 为执行决定和建议要求采取的行动 

  

 置大量的前特遣队所属通信资产，向部队派遣

国对这些设备支付多年的净价值折旧补偿后,

这些资产事实上已经成为联合国所属资产。 

保证在向联合国其他机构出借属于某个维持和平

行动的资产前与这些机构签署正式书面协定，其

中列明费用偿还和赔偿责任等内容。(第3段) 

过去一个财政年度，特派团在就出借资源/资

产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签署正式书面协定方面，

没有任何活动。 

第十八节：信息技术 

在所有维持和平行动内推行伽利略系统，以统一

各维持和平行动的存货管理。(第3段) 

已经执行。 

第十九节：空中业务 

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证按照《空中业务手册》

的具体规定对参与空中业务的工作人员进行适当

培训。(第1段) 

不适用。 

继续在各特派团进行航空质量检查和航空评估，

以确认既定标准得到严格遵守。(第2段) 

不适用。 

铭记某些维持和平行动为空中运输编列的预算过

多，在提交的预算中更好地编列空中业务所需资

源，使其更好地反映实际业务。(第3段) 

不适用。 

第二十一节：车辆和信息技术设备与工作人员人数的比率 

铭记每个维持和平行动的具体任务规定、复杂性和

规模，确保各维持和平行动遵守标准比率。(第 2

段) 

特派团的人员与轻型车辆的比率约为 4.8

人/车。这计算了边境两边雇用的人员。 

确保所有特派团重型/中型车辆的实际比率不高于

规定的 1:1 标准比率，并就一切偏离标准比率的情

况说明理由。(第 3段) 

已经执行。 

将每个工作站配置一台打印机的比率逐渐降低，

并在符合成本效益和可行的情况下立即把维持和

平行动总部和外地所有工作站打印机与台式计算

机的比率降至1:4。(第6段) 

已经执行。已经完成内部对配置打印机情况的

调查。正在草拟有关建议，以确保向所有科/

处和特遣队散发有关重新安排/收回打印机的

指示。 

决定在内部监督事务厅提出本决议第四节第4段所

述对维持和平行动部的做法进行审查的全面管理

审计报告前，推迟考虑为总部和外地提供台式计

算机、打印机和膝上型计算机新经费，但新特派 

本2005/06年度已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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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和向秘书长提出的要求 为执行决定和建议要求采取的行动 

团、正根据安全理事会授权扩大的特派团、以及

严格按照大会决议进行的更换除外。(第7段) 

 

第二十二节：口粮合同 

在不妨碍向部队提供口粮的情况下对利用航空资

产运送口粮的做法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并在每个

维持和平行动采用最可行、成本效益最高的办

法。(第1段)  

不适用。 

确保所有特派团监测和评估口粮承包商的质量管

理制度，以保证口粮的质量和卫生条件符合既定

标准。(第2段) 

卫生干事和食品干事定期执行这些措施。 

对利用独立检查机制核查承包商和供应商履行质

量、卫生和交货计划方面的所有合同条款的做法

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第3段) 

由于在隔离区两边提供口粮，聘用独立检查机

制来进行核查不具成本效益。 

 

 B.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A/59/736/Add.4) 

要求/建议  为执行要求/建议采取的行动 

咨询委员会赞扬观察员部队行政部门范围广

泛的三年期部队现代化方案。咨询委员会期

望收到观察员部队的最新报告，说明执行现

代化方案后在总的效率、节约和实效方面的

收获。(第 10 和 11 段) 

 本报告最后一节载有关于在总的效率、节约和实效

方面收获的最新资料。 

咨询委员会承认，观察员部队有意与人力资

源管理部合作，对结构和职能进行一次检查，

以便查明哪些国际员额可以改划为本国员

额。委员会要求提出最新的结果。(第 23 段)

 观察员部队已经完成广泛的内部工作人员编制检

查工作，目的是查明哪些员额可以改划为本国员

额。由于现有国际工作人员人数不多，因此无法将

任何员额改划为本国员额，因为许多职能由国际工

作人员在隔离区两侧执行，这些职能无法由本国工

作人员执行，他们只被允许在隔离区一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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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审计委员会 

(A/59/5，vol.II) 

要求/建议  为执行要求/建议采取的行动 

西撒特派团、联格观察团和观察员部队没有

及时进行银行对账。委员会建议行政当局确

保建立适当的银行和现金管理程序。(第

70(b)和 71 段) 

 观察员部队共有六个银行帐户，其中两个帐户没有

及时进行对账。这两个账户是在以色列 Leumi Bank

的美元账户和以色列谢克尔帐户。自从 2005 年 5

月与该银行的电子设施联机后，观察员部队已经及

时进行对账。 

审计委员会注意到，联刚特派团、观察员部

队、联黎部队和联格观察团没有参照其采购

计划开展业务。审计委员会建议行政当局力

促使用采购规划，作为提高采购管理效力和

效率的手段。(第 264(a)和 265 段) 

 2004/05 财政年度最后季度支出比 2003/04 财政年

度最后季度的支出少 7%。目前观察员部队正在针对

采购计划执行工作采用一个新的控制制度，依照该

制度，对申请购买的物品将与各采购计划细列项目

相核对。观察员部队 2005/06 财政年度采购计划已

经及时编制，到 2005 年 8 月 26 日已经执行了 26%，

这表明这一领域已经取得良好进展。 

在联刚特派团、联科行动、观察员部队、联

黎部队、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

联利特派团、东帝汶支助团和联格观察团，

当地可能的供应商并没有按照《采购手册》

的规定先接受资格预审，就在计算机数据库

登记。审计委员会建议行政当局与维持和平

特派团协商，根据当地供应商遇到的困难，

对可能的当地供应商登记的资格预审要求进

行分析，以便在亟需货物或服务时，考虑采

取其他补偿控制措施将这些当地供应商登记

在册。(第 268 和 269 段)。 

 观察员部队已经执行了审计委员会的建议，有业务

活动的供应商全都填写了登记单。已指定数据处理

人员利用部分工作时间核查并增订了水星供应商

登记册数据库。每个供应商的卷宗包括填写完毕的

供应商登记表、财务和技术文件，执行情况评估报

告以及增订供应商详细情况之后经首席采购干事/

代理主管签名的名称数据核查证明。经审计委员会

2005 年审计小组核查，供应商名册和登记制度符合

《采购手册》第 7节的规定。 

审计委员会还注意到，并非所有的特派团都

像《采购手册》规定的那样设立了当地供应

商审查委员会，或任命了当地供应商数据库

干事。联刚特派团、联科行动、观察员部队、

联黎部队、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

联利特派团、东帝汶支助团、科索沃特派团

和联格观察团是这方面的例子。审计委员会

建议行政当局审议各特派团遵守《采购手册》

关于设立当地供应商审查委员会和供应商数

据库干事的规定是否可行，以便酌情修订《手

册》，同时确保适当的控制和责任制。(第 271

和 272 段) 

 纽约采购处建议观察员部队授权首席采购干事审

查供应商的登记情况和业绩，而无需设立一个当地

供应商审查委员会的全部班子，首席采购干事应该

将复杂或有争议的供应商管理问题提交给采购处，

供总部供应商审查委员会审查。观察员部队执行了

上述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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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完成现代化方案之后实现的效率、实效和节约 

28. 现代化方案在总的效率、节约和实效方面取得了下列收获： 

 

 A. 精简定点行动和缩减基础设施 

29. 完成观察员部队现代化方案之后，将完全关闭 10 个隔离区据点(2002 年 7

月共有 30 个据点)，撤出所有可使用的联合国财产，拆除所有永久性结构，并将

其占用的土地交还基内特拉省。观察员部队因减少需维持的基础设施以及合并早

先分散的部队而受益。在运输途中补给、运水、搬运垃圾和维护基础设施等方面

所需的后勤支助将减少。 

 

 B. 改进行动 

隔离区的标识 

30. 在隔离区内，对 1974 年协定划定并于 1974 年首次实地标明的阿尔法线和布

拉沃线，基本上重新作了标志，采用了新的桶形标记，使得这两条线更加明显。

观察员部队因标界明确、行动界限明显而受益，因为这是观察员部队执行任务的

必要条件。当地民众和部队成员都能更加清楚地区分隔离区的界限，这是执行

1974 年协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高流动性 

31. 现已设立两支特别工作队，各由澳大利亚营和波兰营的一个排组成，并装备

了装甲车。波兰营特别工作队驻在一个新的营地内，位于第 60 号据点，澳大利

亚营工作队驻在法乌阿尔营的新房舍内。由于减少了固定据点的数量而合并了支

助工作，因而得以设立了这两个排。现在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流动行动资源供部

队指挥官部署，观察员部队因此而受益。提高行动流动性大大改善了以主动和被

动方式执行任务以及与东道国的合作。 

改进通信 

32. 整个部队，不论海拔高度或天气如何，都将配备电话和电脑，以便持续不断

地保持相互联系，连接因特网，酌情提供所有联合国管理软件(FACS、 Galileo、 

Saturn、 Mercury 等)，并配备足够的频带宽度供承载观察员部队和意大利布林

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之间以及向联合国总部提供的数据输送。通信和信息技术建

筑和相关的法乌阿尔营电缆管道网项目完工之后，部队总部枢纽通信、信息技术

活动和系统控制就可以集中于一处，从而大大便利了今后有效地开展系统开发。

部队在行动、后勤和行政等各方面都因可以有效开展实时通信而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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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改善基础设施 

隔离区据点 

33. 2005 年 6 月 30 日之后，对隔离区据点和前哨继续使用的所有基础设施都视

需要进行了彻底翻新和重建。 

法乌阿尔营 

34. 在法乌阿尔营，供观察员部队人员居住的新营房已经完工，主要的供电系统

和水管干线系统以及两口水井已经彻底更新，新的中央通信和信息技术建筑已经

落成。此外，在法乌阿尔营，供观察员部队总部军事参谋和澳大利亚营使用的一

些新掩体、澳大利亚营总部建筑扩建项目、后勤营一座新的补给仓库、供营地所

有人员使用的新的健身中心、一座新的收货和检查仓库以及若干小型翻新项目已

经完成。 

齐瓦尼营 

35. 在齐瓦尼营，供后勤利用使用的一个新的掩体、一个大型通信塔、一个新的

通信建筑、供后勤营和波兰营使用的九个新的营房区、一个大型地下通信/信息

技术电缆管道网以及观察员部队宪兵排(阿尔法分遣队)使用的一个新的建筑已

经完工。此外，还更新了主要的配电系统，翻修了波兰营三个营房区，并且翻修

了波兰营总部建筑。在 2005/06 财政年度需完成的现代化方案其他项目包括建造

供整个营地使用的联合厨房，更换后勤营总部建筑，在波兰营地区建造一个新的

掩体，以及若干小型翻修项目。由于新建造或充分翻修基础设施，大多数设施有

自己的水井和化粪系统，部队装备良好，提高了流动性，可以日夜广泛进行巡逻

和观察，部队装备有各种通信系统，因而提高了观察员部队外勤部队的效能，而

且也提高了士兵的生活标准，观察员部队因此而受益。此外，还改善了对所有士

兵所提供的部队保护、安全和安保。 

 D. 环境保护和养护 

36. 观察员部队正在切实遵守普遍公认的环境标准。两个营地和大多数隔离区据

点在 2005 年 6 月底之前都有了切实有效的污水处理系统。在没有化粪场的据点，

由观察员部队卡车定期运出污水，运到政府批准的污水倾倒场。今后，除了最边

远的据点之外，应该将这项服务外包。观察员部队还在扩大使用收垃圾承保人将

垃圾运出营地的服务，在这两个营地内早已这样做，部队还大幅度限制以焚烧来

处置垃圾的做法。观察员部队因改善环境管理而受益，这也改善了与部队东道国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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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组织结构图 

 

 

 

 

 

 

 

 

 

 

 

 

 

 

 

 

 

 

 

 
 

 
a
 新员额。 

  缩写：ASG＝助理秘书长；FS＝外勤事务人员；SG(OL)＝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NS＝本国工作人员。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4 个员额）1 个 ASG，1 个 P-4,
a 
1 个 P-3，1 个 GS（OL） 

军事参谋 军事单位 
首席行政干事办公室 

（5 个员额）1 个 D-1，2 个 P-3， 

1 个 GS(OL)，1 个 NS 

联络和 

礼宾 
业务 人事 后勤 

通讯和信息技术 

（25 个员额）12 个 FS， 

1 GS(OL)，12 个 NS 

运输 

（28 个员额）4 FS，24 NS 

工程 

（22 个员额）1个 P-4， 

2 个 FS，19 个 NS 

财务科 

（11 个员额）1个 P-4， 

1 个 P-3，1 个 GS(OL)，8 个 NS

人事科 

（7 个员额）1 个 P-4， 

1 个 GS(OL)，5 个 NS 

采购科 

（16 个员额）4个 FS， 

12 个 NS 

总务科 

（32 个员额）5 个 FS, 

1 个 GS（OL）,26 个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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