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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载有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 2003年 7月1日至 2004年 6月 30日的预

算，数额为 30 977 100美元，包括编入预算的自愿捐助实物 18 600美元。 

 预算用于部署 135 名军事观察员、110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179 名国家工作人

员。 

财政资源 

（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7月 1日至 6月 30日。） 

 支出 分摊额 费用估计数   差异 

支出类别 (2001/02) (2002/03) (2003/04) 数额 百分比 

军事和警察人员 3 466.6 3 494.4 3 483.0 (11.4) (0.3) 

文职人员 13 581.4 15 101.4 15 283.5 182.1 1.2 

业务费用 8 236.6 13 110.0 12 192.0 (918.0) (7.0) 

 所需经费毛额 25 284.6 31 705.8 30 958.5 (747.3) (2.4)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 749.1 1 778.1 1 993.8 215.7 12.1 

 所需经费净额 23 535.5 29 927.7 28 964.7 (963.0) (3.2) 

(编入预算的)自愿捐助实物 - - 18.6 18.6 - 

 所需资源总额 25 284.6 31 705.8 30 977.1 (728.7) (2.3) 

人力资源 

 核定数 拟议数  

人员类别 (2002/03) (2003/04) 净人数变动 

军事观察员 135 135 - 

国际工作人员 109 110 1 

国家工作人员 177 179 2 
 
 

 大会将采取的行动载于本报告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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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任务和计划的成果 

1. 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格观察团）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第 937（1994）

号决议确定的。这一任务由安理会 2002年 7月 29日第 1427（2002）号决议延长。 

2. 观察团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目标，即确保双方执行 1994 年

《停火和部队隔离协定》,并推动全面政治解决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的冲突。 

3. 观察团将在本预算期间，在这项总目标下通过提供下列框架所示的有关关键

产出,协助取得一些成绩。 

第 1部分：政治方面 

预期成绩 成果指标 产出 

1.1 在政治解决冲突方

面取得进展 

双方同意在关于第比利

斯和苏呼米之间权限分

配的文件的基础上进行

谈判 

与双方积极进行政治接

触 

促进双方之间的高级别

接触 

与秘书长之友小组协商 

1.2 恢复协调理事会机

制 

协调理事会及其工作组

定期开会 

商定并实施建立信任措

施 

协调理事会及其三个工

作组（安全、难民和社

会经济问题）的会议 

支持实施建立信任的措

施 

1.3 在难民和国内流离

失所者回返方面取得进

展 

永久回返的难民和国内

流离失所者人数 

协调理事会第二工作组

（难民）会议 

提出/实施跨界执法措

施 

就实施加利地区联合评

估团的建议（2000年）

进行协商/提出建议 

1.4 加强对人权的尊重 减少与人权有关的申诉 

当局同意在加利地区开

设人权办事处 

监测审理和拘留设施 

调查人权个案 

协助培训讲习班 

外部因素：各方承诺寻求谈判解决。秘书长之友小组积极参与和支持。当地和

该地区局势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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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部分：军事 

预期成绩 成果指标 产出 

2.1 确保遵守 《停火和

部队隔离协定》 

没有严重违反情况 

双方没有部队进入安全

区，没有重型军备进入武

器限制区 

 

没有看到军事部队进入

科多里河谷 

难民回返的人数增加 

 

减少绑架和盗贼次数 

每日在加利和祖格迪迪

区巡逻 

在联合实况调查组框架

内调查违反情况 

每周召开四方会议 

在科多里河谷定期巡逻 

 

第一工作队（安全问题）

定期开会 

与独立国家联合体维持

和平部队（独联体维和

部队）联合巡逻 

与独联体维持和平部队

密切联系 

外部因素：各方尊重《停火协议》。非正规武装团伙不影响维和行动。 

第 3部分：支助活动 

预期成绩 成果指标 产出 

3.1 增强向观察团提供

支助的效率和效力 

客户办事处在被调查时

对任务支助表示高度满

意 

工作人员得到管理 

工作人员的生活条件和

工作条件有所改善 

提供安全和近身保护 

大楼得到维护 

将电视会议扩大到两个区 

不间断地提供信息技术/

通信服务 

为军事观察员作遣返/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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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得到治疗 

大楼得到维护 

发电机得到保养 

车辆得到养护 

款额已经支付 

合同得到管理 

订单已办理完毕 

飞机得到检修 

物资已装运 

外部因素：安全局势不会影响维和支助行动。能得到货物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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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所需资源 
 

 A. 财政资源 

 1. 总表 

（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7月 1日至 6月 30日。） 

 支出 分摊额 费用估计数          差异 

 （2001/02） （2002/03） （2003/04）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⑴ ⑵ ⑶ ⑷＝⑶-⑵ ⑸＝⑷/⑵

军事和警察人员  

军事观察员 3 413.5 3 466.5 3 455.1 (11.4) (0.3)

军事特遣队 53.1 27.9 27.9 - -

民警 - - - - -

建制警察部队 - - - - -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a
 11 612.1 12 696.4 12 953.5 257.1 2.0

国家工作人员
b
 1 969.3 2 405.0 2 330.0 (75.0) (3.1)

联合国志愿人员 - - - - -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62.2 63.3 84.2 20.9 33.0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

顾问 - - - - -

公务旅行 411.1 583.3 663.0 79.7 13.7

设施和基础设施 2 017.6 2 523.2 2 454.1 (69.1) (2.7)

地面运输 967.7 2 218.2 1 189.0 (1 029.2) (46.4)

空中运输 2 603.0 4 106.3 4 055.4 (50.9) (1.2)

海上运输 - - - - -

通信 833.0 1 484.2 1 455.5 (28.7) (1.9)

信息技术 729.6 1 142.3 1 254.9 112.6 9.9

医疗 44.4 148.9 134.0 (14.9) (10.0)

特别设备 - 14.4 - (14.4) (100.0)

杂项用品、服务和设备 568.0 825.9 901.9 76.0 9.2

速效项目 - - - - -

所需经费毛额 25 284.625 284.625 284.625 284.6  31 705.831 705.831 705.831 705.8  30 958.530 958.530 958.530 958.5  (747.3)(747.3)(747.3)(747.3)    (2.4)(2.4)(2.4)(2.4)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 749.1 1 778.1 1 993.8 215.7 12.1

所需经费净额 23 535.523 535.523 535.523 535.5  29 927.729 927.729 927.729 927.7  28 964.728 964.728 964.728 964.7  (963.0)(963.0)(963.0)(963.0)    (3.2)(3.2)(3.2)(3.2)  

(已编入预算的)自愿捐助实物
c
 - - 18.6 18.6 -

所需资源总额 25 284.625 284.625 284.625 284.6  31 705.831 705.831 705.831 705.8  30 977.130 977.130 977.130 977.1  (728.7)(728.7)(728.7)(728.7)    (2.3)(2.3)(2.3)(2.3)  

   a  
2003/04年和 2002/03年的数额内含 10%的出缺率。 

   b  
2003/04年和 2002/03年的数额内含 5%的出缺率。 

   c  
2003/04年的数额内含德国政府提供的价值 18 600美元的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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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特遣队自备设备：主要设备和自我维持 

4. 列入 2003年 7月 1日至 2004年 6月 30日期间所需资源总额的主要设备和

自我维持费用如下： 

类别 数额（千美元） 

主要设备 27.9 

自我维持 - 

共计 27.9 

 B. 人力资源 

 1. 军事和警察人员 

 
核定人数

（2002/03）
拟议人数 

（2003/04） 净人数变动

军事观察员 135 135 -

 2. 文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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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勤人员
一般

事务人员 警卫人员 小计 
国家 

工作人员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秘书长特别代表办事室 a   

  2002/03年核定人数 1 2 4 7 - 4 2 20202020    10 - 30303030  

  2003/04年拟议人数 1 2 4 7 - 4 2 20202020    10 - 30303030  

首席军事观察员办公室        

  2002/03年核定人数 - 1 - 1 - 1 - 3333    28 - 31313131  

  2003/04年拟议人数 - 1 1 1 - 1 - 4444    28 - 32323232  

行政司        

  2002/03年核定人数 - 1 4 10 50 16 5 86868686    139 - 225

  2003/04年拟议人数 - 1 4 11 50 15 5 86868686    141 - 227227227227  

共计         

  2002/03年核定人数 1 4 8 18 50 21 7 109109109109    177 - 286286286286  

  2003/04年拟议人数 1 4 9 19 50 20 7 110110110110    179 - 289289289289  

净人数变动 - - 1 1 - (1) - 1111    2 - 3333  

  
a
  包括直属办公室以及政治事务办公室、民政事务处和促进和保护人权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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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差异分析1 

依据 

 本节按下列四个标准类别所含的特定标准选项，说明造成每次资源差

异的最主要因素： 

! 任务：因任务规模或范围变化或任务驱使预期成绩变化而造成的差

异； 

! 外部因素：联合国以外各方或外部情况造成的差异； 

! 费用参数：联合国条例、细则和政策造成的差异； 

! 管理：为了更有效果地（如重新确定某些产出的优先次序或增加某些

产出）或更有效率地（如采取措施减少人员或业务投入，但保持同样

水平的产出）实现计划成果而采取的管理行为所造成的差异、以及

（或）与业绩相关的问题（如低估了生产特定数量的产出所需投入的

成本或数量）造成的差异。 

 

 差 异 

国际工作人员 257.1 美元 2.0% 

! 费用参数：标准费率提高 

5. 所需经费增加是因为标准人事费向上修订。 

工作人员变动情况：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6. 请设一个 P-5 职等的副首席军事观察员员额,以便确保观察团更为有效地指

挥和控制联合国的行动,并在军事指挥官因请假或公差不在期间正式充当军事指

挥官。 

7. 根据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在审查了所需的训练和经验以及所负的责任后，已

列出经费将建筑主管的员额从一般事务提高到专业人员职等（P-2）。 

 差 异 

国家工作人员 （75.0美元） （3.1%）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额以千美元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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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变动情况： 

! 管理：产出和投入增加 

8. 提议为空中业务股派一名国家一级的空中业务助理，以便支助 Senaki 机场

和祖格迪迪直升机停机坪的业务。 

9. 提议为通信和信息技术科派一名国家一级的信息技术办事员，以便保养各种

信息技术设备，向加利区日益增多的用户提供支助。 

 差 异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20.9美元 33.0%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10. 所需经费增加是因为需要替换请产假和长期病假的工作人员。 

 差 异 

公务旅行 79.7美元 13.7% 

! 管理：产出和投入增加 

11. 所需经费增加是维持和平行动部的工作人员向观察团提供技术和行政指导

和支助所致。维和部还进一步协调了观察团人员的培训方案，并将组织由联格观

察团工作人员参加的培训课程和讲习班，以提高技能和知识。 

 差 异 

地面运输 （1 029.2美元） (46.4%) 

! 管理：更换车辆减少 

12. 所需经费减少的原因是购买的车辆减少，因为本期间内的经费已经充足。 

 差 异 

信息技术 112.6美元 9.9%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13. 所需经费增加是因为计算机软件和联网许可证的费用提高了，并要向观察团

提供数据处理和网络支助服务。 

 差 异 

医疗 （14.9美元） （10.0%） 

! 管理：投入和产出减少 

14. 所需经费减少是因为只向国家工作人员提供医疗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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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异 

特别设备 （14.4美元） （100.0%）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15. 本财政期不需要特别设备，因为已在 2002-2003年财政期完成采购。 

 差 异 

杂项用品、事务和设备 76.0美元 9.2%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16. 所需经费增加是因为供应商和货物转运服务地点发生变化。 

 四. 大会应采取的行动 

17. 大会在联格观察团经费筹措方面应采取的行动是： 

 (a) 批额 30 958 500美元，用作观察团 2003年 7月 1日至 2004年 6月 30

日 12个月期间的维持费用； 

 (b) 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延长观察团的任务，按每月 2 579 875美元的标准，

摊派上文(a)段所述数额。 

 五. 为执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和联合国审计委员会的请

求和建议而采取的后续行动摘要 

请求/建议 为执行请求/建议采取的行动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A/56/887/Add.1） 

 

审查 P-2员额  

委员会建议，在提交联格观察团下一次

预算时，审查并报告为首席军事观察员

办公室（联合实况调查小组）设置的

P-2员额（第 13段）。 

首席军事观察员办公室的联合实况调

查小组需要一位秘书，以保持这一领

域的连贯性，并为调查违反《莫斯科

协定》的指控以及调查据称对调查小

组负责地区的平民进行破坏和恐怖主

义的行为提供必要的法律、立法和行

政背景材料。目前正在甄选合适的候

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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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业务支助  

委员会要求观察团详细说明在参与提

供空中业务支助的工作人员中间划分

职责的理由，并在提交联格观察团下一

次预算时，审查和报告在苏呼米是否继

续需要这个航空安全助理外勤人员员

额（第 15段）。 

将空中业务和空中安全的职能分开是

联合国的政策。空中业务主管负责监

督向观察团提供空中运输服务的承包

人，并负责观察团的所有航空资产，

包括联格观察团管区内的空中业务、

技术遵守情况和航空终点站业务。该

管区包括苏呼米、祖格迪迪和第比利

斯机场，起用的是一架固定翼飞机和

两架直升机。该现职人员还就业务问

题向首席行政干事提出咨询意见，包

括进行航空培训活动和标准操作程

序。他主管驻第比利斯的一名国际空

中业务助理和一名当地空中业务助

理、三名驻苏呼米的空中业务助理。

后者协助行政职能，例如监测燃料消

耗、费用控制以及与飞机提供者和苏

呼米、第比利斯、祖格迪迪和特拉布

宗机场服务提供者订立的航空协定的

质量保障。本报告提议为祖格迪迪增

设一名当地员额，担任空中业务助理。

航空安全员则就航空安全的各个方面

向首席行政干事提出咨询意见、进行

安全审计、宣传安全政策和提高认识、

进行事件和事故调查。航空安全员由

一名国际航空安全助理协助。 

迁移运输车间  

委员会要求考虑将运输主修车间迁往

苏呼米（第 19段）。 

观察团的后勤基地和大部分车辆都以

祖格迪迪和附近的加利区为基地。如

果把现在在祖格迪迪维修的车辆运往

苏呼米维修，既缺乏效率又增加麻烦。

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把主要维修车间

留在祖格迪迪，而在苏呼米开一个小

型车间，负责维修小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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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警卫科员额  

委员会要求观察团审查警卫科新设置

的五个外勤事务员额，是否需要保留，

并在提交联格观察团下一次预算时，就

审查结果提出报告（第 20段）。 

2002-2003年预算中核准的5名国际警

卫员额仍需保留。他们的任务是在特

别代表人在苏呼米时对其住宅和工作

地点提供一周 7天、每天 24小时的安

全警卫。联格观察团官员与阿布哈兹、

格鲁吉亚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维和部队代表之间的高级别讨论和会

议在该地点举行。因此，必须随时保

持该地的高度安全。 

进驻/撤离费  

鉴于观察团使用的飞机并不是每年更

换，委员会对于在每一次概算中都编列

飞机进驻/撤离费的合理性提出质疑

（第 32段）。 

在联格观察团，一名承包商在财政年

度中三次更换 MI-8型直升飞机。固定

翼飞机也多次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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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办公室 

行政司 
首席军事观察员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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