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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载有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 2003年 7月 1 日至 2004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订正预算，订正原预算的原因是安全理事会 2002 年 12 月 4 日第

1445（2002）号决议授权扩大特派团。订正预算的数额为 636 468 900 美元，其

中包括 1 700 000美元的实物自愿捐助；订正预算的数额比 A/57/683号文件所载

的最初费用估计数增加了 117 964 900美元。 

 订正预算用于部署 7 749名部队人员、760名军事观察员、100名民警、849

名国际工作人员、1 245名国家工作人员和 341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 

财政资源 

(单位：千美元) 

2003年 7月 1 日至 2004年 6月 30日 

支出类别  

2002年 7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

分摊款

最初费用

估计数 a

订正费用 

估计数 所需额外经费 百分比

军事和警察人员   159 533.8 160 260.1 226 061.0 65 800.9 41.1 

文职人员   97 948.7 94 933.4 109 879.5 14 946.1 15.7 

业务费用   324 451.0 261 610.5 298 828.4 37 217.9 14.2 

 所需经费毛额         581 933.5 516 804.0 634 768.9 117 964.9 22.8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9 644.2 10 789.4 12 135.9 1 346.5 12.5 

 所需经费净额         572 289.3 506 014.6 622 633.0 116 618.4 23.0 

实物自愿捐助(已编入预算)   2 747.4 1 700.0 1 700.0 - -

    所需资源共计    584 680.9 518 504.0 636 468.9 117 964.9 22.8 
 
a
 见 A/57/683。 

人力资源 

 2003年 7月 1 日至 2004年 6月 30日 a

人员类别 

核定数

(2002/03) 原订数 订正数 净增减

军事观察员 810 810 760 (50)

军事特遣队 4 727 4 727 7 940 b 3 213 

民警 100 100 100  -

国际工作人员 720 725 849  124 

国家工作人员 763 840 1 245 405 

联合国志愿人员 212 221 341 120 
 
a
 见 A/57/683。 

b
 预算编制为 7 749人。 

 本报告第四节载有应由大会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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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任务和计划成果 
 

1.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是安全理事会 2000 年 2

月24日第1291(2000)号决议设立的。安全理事会在2002年6月14日第1417(2002)

号决议中延长了其任务期限，并在 2002年 12月 4日第 1445(2002)号决议中扩大

了特派团。 

2. 特派团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项总目标，即促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境内恢复和平与安全。 

3. 在这个总目标之下，特派团将在预算期间内提供有关的重要产出，以帮助取

得一些成绩；下表开列了这些产出和成绩。 

4. 新增的重要产出将更多地帮助取得原先的概算（A/57/683）列出的预期成绩。

这些新的贡献可通过原先制定的成果指标来衡量，标明“无改变”，或通过新的

指标来衡量。 

第 1部分：政治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产出 

1.1  无改变 完成刚果人对话 

通过宪法草案 

提名临时政府 

保持建立信任的措施，并进行斡

旋，解决地方冲突，特别是刚果

民主共和国东北部地区，即基伍

和依图里地区的冲突 

推动各方举行会议，促使在刚果

河重新开放商业航行 

促进在大湖区达成并支持区域政

治协定 

与外交使团、政治行动者、民间

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举行 60次会议 

对 55 名当地记者进行选举报道方

面的培训 

1.2  无改变 无改变 与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进行

45次联合实地评估,特别是在冲突

地区和难以进入的地区进行评估 

与人道主义团体、捐助政府和媒

体举行 40次会议，说明刚果民主

共和国境内的人道主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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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产出 

1.3  无改变 无改变 12次多部门关于侵犯人权的事件

的调查 

1.4  无改变 无改变 在遣散刚果和外国儿童兵的进程

中包括保护儿童措施 

报告虐待儿童事件 

举办 8 次儿童权利问题培训，分

发 5 000张宣传招贴和 10 000份

小册子 

1.5  无改变 解除 6 000 名外国

作战人员的武装，

使其复员，并予以

遣返 

设立由特遣队保卫的 6 个解甲返

乡接待站
a
 

培训 220名解甲返乡干事 

与武装集团领导人合作拟定解甲

返乡行动计划和方式 

与世界银行复员和重返社会多国

方案、有关国家政府、反叛运动

以及非政府组织举行会议 

与第三方核查机制合作执行卢旺

达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协定 

在东道国各地方确定 12 项社区

援助项目，以推动解甲返乡 

1.6  无改变 无改变 为刚果妇女举办 4 个关于和平进

程、选举和领导培训的能力建设

讲习班 

为刚果妇女举办 1 个和平进程和

领导能力培训讲习班 

在弱势群体（特别是前女性战斗

员）接待中心制定注意两性问题

的政策和程序 

1.7  无改变 无改变 无改变 

外部因素：卢萨卡协定的各签署方和未签署协定的武装集团同意停止敌对并开
始过渡进程；以及具备遣返武装集团所需要的条件。 

 
 

 
a
 解甲返乡: 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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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部分：军事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产出 

2.1  无改变 无改变 军事观察员在 60 个常设点的

96 000个地面巡逻日 

342 000个部队人员巡逻日 

3 000个船艇巡逻日 

外部因素：会员国提供 100%的核定部队人数；部队得到充分的装备；安全环境

允许不受妨碍地按照预期的水平开展军事活动。 

 

第 3部分：民警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产出 

3.1  无改变 无改变 为基桑加尼警区培训 1 000名地

方警察 

外部因素：将可以找到担任地方警察的适当合格人选；刚果争取民主联盟(刚

果民盟)当局将给予合作；国际捐助者将为改进地方警察提供经费。 

 

第 4部分：支助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产出 

4.1  无改变 无改变 管理、保养和驾驶 3架飞机 

管理和保养 18 辆联合国拥有的

车辆 

维修 2栋大楼 

外部因素：政府遵守部队地位协定中的各项条件；冲突各当事方将允许工作人

员和物资的自由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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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所需资源 
 

 A. 财政资源 
 

 1. 总表 

(单位：千美元) 

2003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 

支出类别  

2002年 7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

分摊数

最初费用

估计数 a

订正费用 

估计数 

所需 

额外经费 百分比

 (1) (2) (3)=(2)+(4) (4)

军事和警察人员  
 军事观察员 48 581.4 50 951.2 47 867.5 (3 083.7) (6.1)

 军事特遣队 104 814.6 103 018.6 171 903.2 68 884.6 66.9 

 民警 6 137.8 6 290.3 6 290.3 - -

 建制警察部队 - - - - -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b
 86 308.8 82 048.1 91 454.7 9 406.6 11.5 

 国家工作人员
c
 5 590.5 5 438.7 7 259.3 1 820.6 33.5 

 联合国志愿人员 6 049.4 7 446.6 11 165.5 3 718.9 49.9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 - - - -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

 顾问 - - - - -

 公务旅行 1 280.4 1 746.8 2 119.3 372.5 21.3 

 设施和基础结构 71 962.4 49 999.1 56 839.9 6 840.8 13.7 

 地面运输 14 041.3 8 808.9 9 608.9 800.0 9.1 

 空中运输 155 000.0 140 904.6 146 553.4 5 648.8 4.0 

 海上运输 3 903.0 3 377.0 8 139.0 4 762.0 141.0 

 通信 18 345.2 15 598.1 18 460.0 2 861.9 18.3 

 信息技术 5 035.4 4 229.0 4 229.0 - -

 医疗 7 710.9 7 628.8 11 452.4 3 823.6 50.1 

 特别设备 2 872.3 2 167.5 3 900.3 1 732.8 79.9 

 杂项用品、服务和设备 44 300.1 27 150.7 36 526.2 9 375.5 34.5 

 速效项目 - - 1 000.0 1 000.0 -

 所需经费毛额 581 933.5 516 804.0 634 768.9 117 964.9 22.8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9 644.2 10 789.4 12 135.9 1 346.5 12.5 

 所需经费净额 572 289.3 506 014.6 622 633.0 116 618.4 23.0 

 实物自愿捐助(已编入预算) 2 747.4 1 700.0 1 700.0 - -

 所需资源共计 584 680.9 518 504.0 636 468.9 117 964.9 22.8 

a
 见 A/57/683。 

b
 所需额外经费中计入了 25%的出缺率，而在最初的估计数中则计入了 20%的出缺率。 

c
 所需额外经费中计入了 20%的出缺率，而在最初的估计数中则计入了 15%的出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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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订正特遣队自备设备：主要设备和自我维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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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美元）： 

 2003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
a
 

 最初费用估计数 订正费用估计数 所列额外经费 

特遣队自备设备     

 主要设备 19 677.6 28 164.3 8 486.7 

 小计 19 677.6 28 164.3 8 486.7 

自我维持  

 办公室 459.6 1 639.8 1 180.2 

 小工程 308.0 1 136.6 828.6 

 洗衣和清洁 1 305.1 2 183.5 878.4 

 通信 4 703.9 7 870.0 3 166.1 

 医疗 3 474.6 5 177.8 1 703.2 

 伙食 1 558.8 2 607.5 1 048.7 

 电器 563.4 2 009.9 1 446.5 

 进驻费 324.0 324.0 - 

 爆炸物处理 422.4 422.4 - 

 住宿(包括宿营材料) 1 214.3 3 802.0 2 587.7 

 杂项用品 2 543.3 4 297.4 1 754.1 

 观察 1 487.7 3 314.9 1 827.2 

 小计 18 365.1 34 785.8 16 420.7 

 共计 38 042.7 62 950.1 24 907.4 

a
  见 A/57/683。 

 

 B. 人力资源 
 

 1. 军事和警察人员 
 

2003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
a
  

原订数 订正数 净增减  

军事观察员  810 760 (50) 

军事特遣队 4 727 7 940
b
 3 213 

民警 100 100 - 

a
  见 A/57/683。 
b
  预算编制为 7 74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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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文职人员 
 

 1. 所需工作人员原订数和订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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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务 小计小计小计小计     

国家工  

作人员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
a
        

 2003/04年原拟议数
b
 3 3 12 7 1 8 - 34343434    20 4 58585858  

 2003/04年订正拟议数 3 3 15 8 3 10 - 42424242    23 6 71717171  

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

置和重返社会协调和支助股     

 2003/04年原拟议数
b
 - 1 7 5 3 - - 16161616    3 1 20202020  

 2003/04年订正拟议数 - 1 7 6 3 - - 17171717    3 1 21212121  

政治事务司          

 2003/04年原拟议数
b
 - 6 21 23 - 13 - 63636363    23 4 90909090  

 2003/04年订正拟议数 - 6 29 24 1 13 - 73737373    27 4 104104104104  

民政事务科          

 2003/04年原拟议数
b
 - - 3 2 - 2 - 7777    3 - 10101010  

 2003/04年订正拟议数 - - - - - - - -    - - -  

人道主义事务科          

 2003/04年原拟议数
b
 - - 6 10 - 5 - 21212121    11 - 32323232  

 2003/04年订正拟议数 - - 5 12 - 6 - 23232323    12 - 35353535  

人权科          

 2003/04年原拟议数
b
 - - 3 20 - 11 - 34343434    18 9 61616161  

 2003/04年订正拟议数 - - 4 20 - 12 - 36363636    18 10 64646464  

儿童保护科          

 2003/04年原拟议数
b
 - - 3 7 - 1 - 11111111    8 - 19191919  

 2003/04年订正拟议数 - - 3 7 - 1 - 11111111    8 - 1919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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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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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务 小计小计小计小计     

国家工  

作人员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新闻处          

 2003/04年原拟议数
b
 - 1 9 24 12 7 - 53535353    117 8 178178178178  

 2003/04年订正拟议数 - 1 9 24 12 7 - 53535353    117 8 178178178178  

军民协调科          

 2003/04年原拟议数
b
 - - 6 2 - - - 8888    6 - 14141414  

 2003/04年订正拟议数 - - 6 2 - - - 8888    - - 8888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2003/04年原拟议数
b
 - 2 - - 2 - - 4444    4 - 8888  

 2003/04年订正拟议数 1 2 - - 2 - - 5555    4 - 9999  

中立调解人办公室          

 2003/04年原拟议数
b
 - 2 4 6 1 1 - 14141414    4 - 18181818  

 2003/04年订正拟议数 - 1 1 2 1 2 - 7777    3 - 10101010  

民警专员办公室          

 2003/04年原拟议数
b
 - 1 1 - 1 - - 3333    2 - 5555  

 2003/04年订正拟议数 - 1 1 - 1 - - 3333    2 - 5555  

行政司          

 2003/04年原拟议数
b
 - 4 41 102 255 55 - 457457457457    621 195 1 2731 2731 2731 273  

 2003/04年订正拟议数 - 4 54 127 327 59 - 571571571571    1 028 312 1 9111 9111 9111 911  

共计          

 2003/04年原拟议数
b
 3 20 116 208 275 103 - 725725725725    840 221 1 7861 7861 7861 786  

 2003/04年订正拟议数 4 19 134 232 350 110 - 849849849849    1 245 341 2 4352 4352 4352 435  

 净增减 1 (1) 18 24 75 7 - 124    405 120 649

  
a
 包括直属办公室以及政策和分析股、法律顾问股和性别问题股。 

  
b
 原拟议的工作人员需要人数载于 A/57/683。 

 3. 工作人员的净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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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员额总数增加 649 个（124 个国际员额，405 个国家员额和 120个联合国志

愿人员员额），这与特派团的扩大是相应的，特别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各地

点增加了活动。由于特派团的扩大，需要开设新办事处或加强已有的办事处，例

如基桑加尼的特派团前方总部、金杜的部队前方总部、布尼亚、布卡武、布滕博、

卢本巴希和基戈马等地办事处、设在邻国的各办事处，并需新设最多六个解除武

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接待中心。 

7. 工作人员净增减总数情况见下文表 2。 

 2. 工作人员净增减总数 
 

 2002/03核定数 2003/04原订数
a

2003/04订正数 净增减 

 (1) (2) (3) (4)=(3)-(2)

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 43 58 71 13

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和 

重返社会协调和支助股 43 20 21 1

政治事务司 75 90 104 14

民政科 12 10 - (10)

人道主义事务科 45 32 35 3

人权科 61 61 64 3

儿童保护科 19 19 19 -

新闻处 82 178 178 -

军民协调科 - 14 8 (6)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19 8 9 1

中立调解人办公室 19 18 10 (8)

民警专员办公室 5 5 5 -

    小计（实务单位） 423 513 524 11
b

行政司 1 272 1 273 1 911 638
c

 共计 1 695 1 786 2 435 649

 

  
a
  见 A/57/683。 

  
b
  11 个员额中有 10个是国际员额。 

  
c
  638个员额中有 114个是国际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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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单位 

8. 考虑到特派团对人员的继续审查，拟议在实务单位净增 11 个员额（其中 10

个国际员额和 1个国家员额）。 

9. 由于特派团扩大，需要在以下单位增加或提升员额：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

与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有关的单位、政治事务司、人道

主义事务科和人权科以及部队指挥官办公室。新的员额需要部分由以下方面员额

的减少所抵减：关闭民政事务处以及减少军民协调科和中立调解人办公室所要求

的员额。 

10. 拟议将部队指挥官职级从目前的 D-2提升到助理秘书长，军衔为中将，这与

特遣部队人数增加和特派团扩大是相应的。由于部队指挥官办公室的责任增加，

兹拟议将部队副指挥官的职级从 D-1 提升到 D-2。今后将会在十分困难而动荡的

环境中为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遣返工作进程提供安全保

障。因此，兹拟议在基桑加尼设立一个 D-2级前方军事指挥官职位。 

行政司 

11. 行政司需要增加 638个员额，以便向变幻不定、分散各地的危险活动（包括

部署两个工作组和增加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活动）提供

综合行政和后勤支助。该司人员编制变化情况见下文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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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行政司 
 

2002/03核定数 2003/04原订数
a
 2003/04订正数 净增减

(1) (2) (3) (4)=(3)-(2)

行政主任办公室 b 94 82 81 (1)

空中安全股 24 24 23 (1)

预算和费用控制股 7 7 9 2

警卫科 57 57 197 140

行政主管办公室 4 3 4 1

财务科 45 42 48 6

人事科 44 44 45 1

采购科 34 36 34 (2)

总务科 109 109 161 52

合同管理科 26 27 30 3

综合支助事务主管办公室 7 9 11 2

医务科 39 39 88 49

地理信息单位 5 6 9 3

房舍管理和工程科 144 145 319 174

调度科 54 54 114 60

供应科 79 79 90 11

空中业务科 77 77 96 19

运输科 167 167 254 87

联合后勤业务中心 37 37 49 12

燃料科 32 42 49 7

特遣队所属装备股 12 12 15 3

通信和信息技术科 175 175 185 10

 共计（行政） 1 272 1 273 1 911 638

 

  
a
  见 A/57/683。 

   b
  包括任务支助和规划股、行政协调股、各区行政办公室、协调中心和联络及行政支助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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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员额 

12. 行政司国际员额数量的重大变化（114 个）的详情载于下文表 4 和第 13 至

19段。 

 4. 国际工作人员数量变化情况 

2002/03核定数 2003/04原订数 a 2003/04订正数 净增减 

(1) (2) (3) (4)=(3)-(2) 

行政主任办公室 b 39 30 39 9 

空中安全股 15 15 15 - 

预算和费用控制股 4 4 5 1 

警卫科 26 26 84 58 

行政主管办公室 3 2 3 1 

财务科 27 24 28 4 

人事科 24 24 24 - 

采购科 19 21 19 (2) 

总务科 39 39 46 7 

合同管理科 20 21 20 (1) 

综合支助事务主管办公室 5 5 7 2 

医务科 8 7 5 (2) 

地理信息单位 3 3 5 2 

房舍管理和工程科 38 34 60 26 

调度科 20 20 26 6 

供应科 22 22 19 (3) 

空中业务科 31 31 35 4 

运输科 23 23 26 3 

联合后勤业务中心 22 22 17 (5) 

燃料科 15 18 16 (2) 

特遣队所属装备股 6 6 6 - 

通信和信息技术科 60 60 66 6 

 共计（行政） 469 457 571 114 

a 
见 A/57/683。

 

b 包括任务支助和规划股、行政协调股、各区行政办公室、协调中心和联络及行政支助股。 

  行政主任办公室 

13. 为了加强各区行政办公室的支助能力，兹提议将该办公室的常设员额增加九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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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卫科 

14. 由于该科在各地的责任大大增加，包括安全作业中心、警卫部队管理、防火、

机场旅客安检以及在金沙萨护送货币、部门和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

和重返社会中心（26处，包括九个机场和五个河港）以及调查（平均每年 500个

案件），兹提议加强警卫科并净增 58个员额。 

  总务科 

15. 考虑到准备将特派团活动扩大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兹提议净增七个

员额。 

  房舍管理和工程科 

16. 因为将活动扩大到东部，除了日常工作外，还需要进行道路、机场、仓库、

供电和空调等特别工程。兹提议为此净增 26个员额。 

  调度科 

17. 鉴于调度科关于增设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方面新接

待中心活动的增加，兹提议净增 6个员额。 

  通信和信息技术科 

18. 由于通信活动增加，兹提议净增六个员额，以满足各区科特别通信人员方面

的需要。 

19. 重新部署其他国际工作人员员额（如表 4所示）后结果导致行政司增加了两

个员额。 

  国家员额 

20. 拟议的对国家工作人员的需求净增了 405个员额，其中实务单位减少了两个

员额，行政司则增加了 407个员额。增加这些员额是为了给特派团的扩大提供足

够的行政和后勤支助，因为特派团将需要更积极地展开更多的活动，特别是在警

卫、工程和运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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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国家工作人员数量变化情况 

 

 2002/03核定数 2003/04原订数 a 2003/04订正数 净增减 

 (1) (2) (3) (4)=(3)-(2) 

行政主任办公室 b 47 43 31 (12) 

空中安全股 9 9 8 (1) 

预算和费用控制股 2 2 2 - 

警卫科 29 29 111 82 

行政主管办公室 1 1 1 - 

财务科 15 15 17 2 

人事科 17 17 18 1 

采购科 15 15 10 (5) 

总务科 49 49 87 38 

合同管理科 6 6 7 1 

综合支助事务主管办公室 2 4 4 - 

医务科 17 18 44 26 

地理信息单位 - 1 2 1 

房舍管理和工程科 73 78 196 118 

调度科 27 27 65 38 

供应科 39 39 51 12 

空中业务科 31 31 42 11 

运输科 128 128 205 77 

联合后勤业务中心 6 6 16 10 

燃料科 15 21 29 8 

特遣队所属装备股 3 3 2 (1) 

通信和信息技术科 79 79 80 1 

 共计(行政) 610 621 1 028 407 

a 见 A/57/683。 

b 包括任务支助和规划股、行政协调股、各区行政办公室、协调中心和联络及行政支助股。 

21. 下文第 22至 32段对行政司国家员额的重大变化作了说明。 

  警卫科 

22. 鉴于需要在现有各区和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接待中

心加强警卫，而且由于该国大部分地区都不存在合同制保安机构，因此，兹提议

净增 82个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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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务科 

23. 鉴于计划开设新的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接待中心，

而且总务科的工作量将增加，因此，兹提议净增 38个员额。 

  医务科 

24. 由于需要为特派团的扩大提供医疗方面的支助，并满足目前和计划增设的解

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接待中心工作人员的保健需要，因此，

兹提议在医务科净增 26个员额。 

  房舍管理和工程科 

25. 由于工程点增加，并须逐步辞退承包商，因此，兹提议净增 118个员额。 

  调度科 

26. 增加工作人员净额 38 人，原因是在现有和新设的解除武装、复员、遣返、

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接待中心都已雇用了更多的国家工作人员。 

  供应科 

27. 由于特派团扩大了，该科工作量已增加，兹提议净增 12个员额。 

  空中业务科 

28. 由于特派团扩大到该国的东部地区，空中业务活动因而已增加，因此，兹提

议应净增 11 个员额。 

  运输科 

29. 由于运输活动增加，所以需要在该国东部地区增设车辆保养和维修站。此外，

已经向联刚特派团发送了 18辆中巴和 40辆小巴。为加强运输科，使之能够提供

更多的保养和维修服务并提供更多的巴士司机，兹提议净增 77个员额。 

  联合后勤业务中心 

30. 由于开设了一些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中心，预计工

作量会增加，因此，兹提议应净增 10个员额。 

  燃料科 

31. 因为特派团活动的增加会涉及燃料消耗，因此，兹提议应净增八个员额。 

32. 正如表 5所示，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员额的调动已导致员额减少了 1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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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志愿人员 
 

33. 联合国志愿人员员额净增 120个，主要是在行政司（117个员额），特别是综

合支助事务处处长领导下的各技术单位（医疗、房舍管理和工程以及调度）。 

 三. 差异分析1 

 

 

 

 

 

 

 

 

 

 

 

 

 

    差异 

军事观察员 (3 083.7美元) (6.1%) 

• 任务：任务范围变化 

34. 所需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部署了 760名军事观察员，而最初的估计是 810

名。 

    差异 

军事特遣队 68 884.6美元 66.9%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额用千美元表示。 

 

附注 

 

 本节根据以下四个标准类别所包括的具体标准选项，说明导致每一

项资源差异的最重要原因： 

• 任务：因任务规模或范围发生变化，或任务规定促使预期成绩发生
变化而造成的差异； 

• 外部因素：联合国外部的有关方面或情况造成的差异； 

• 费用参数：联合国条例、细则和政策造成的差异； 

• 管理：为更有成效（例如重新安排轻重缓急或增加某些产出）或效
率（例如采取措施减少人员或业务投入，但保持同样水平的产出）

地取得计划成果而采取的管理措施所造成的差异，和/或与绩效有关

的问题（例如低估为取得特定水平的产出所需要的费用或投入数量，

或征聘工作出现的拖延）造成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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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任务范围变化 

35. 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分阶段部署了 7 749名特遣部队人员，核定人数是

7 940名。增加特遣部队人员 3 022人，这是在 12个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

新安置和重返社会接待中心提供警卫的两个特遣队的组成部分。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9 406.6美元 11.5% 

• 任务：任务范围变化 

36. 所需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军事组成部分扩大，增加 124名国际工作人员，

为各种活动提供实务支助和行政支助。 

    差异 

国家工作人员 1 820.6美元 33.5% 

• 任务：任务范围变化 

37. 所需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加强行政司，在房舍管理、工程、运输调度、警

卫、总务和医务等科增加 405名工作人员，以支助扩大的军事组成部分。 

    差异 

联合国志愿人员 3 718.9美元 49.9% 

• 任务：任务范围变化 

38. 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增加 120名联合国志愿人员，以加强行政和后勤

支助。 

    差异 

公务旅行 372.5美元 21.3% 

• 任务：任务范围变化 

39. 费用增加的原因：由于当地事态的迅速发展，为政治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境

内的冲突而进行政治协商的旅行需要增加了，而且进行军事规划、扩大行政和后

勤业务以及培训方面的旅行需要也增加了。 

    差异 

设施和基础结构 6 840.8美元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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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任务范围变化 

40. 此类费用增加的原因：增加的 3 022名特遣队部队成员的自我维持费用增加。

应说明的是，前期已购置的预制设施、冷冻设备、发电机和水净化系统、警卫和

安全设备以及保养用品足够用于扩大的业务。 

    差异 

地面运输 800.0美元 9.1% 

• 任务：任务范围变化 

41. 费用增加的原因：增加租用的车辆用于支助正在进行的解除武装、复员、遣

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活动，并为特遣队增加了的自备车辆车队提供汽油、燃

油和润滑剂。 

    差异 

空中运输 5 648.8美元 4.0% 

• 任务：任务范围变化 

42. 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需要为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设立的 12 个接待中心的

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活动提供空中支助。此外，需要为

部署两个高度机动的特遣队提供空中手段，每一个特遣队将具备在任何行动地点

空运一个连兵员的能力。此外，遣返前作战人员也将需要能够调用中型客机，以

将他们从接待中心运送到卢旺达和乌干达。 

    差异    

海上运输 4 762.0美元 141.0% 

• 任务：任务范围变化 

43. 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需要增加三艘轻型船艇和七艘中型船艇，以护送前往

该国东部地区的商业和人道主义船队。 

    差异 

通信 2 861.9美元 18.3% 

• 任务：任务范围变化 

44. 费用增加的原因：扩大的军事组成部分的自我维持。 

    差异 

医务 3 823.6美元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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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任务范围变化 

45. 所需费用增加的原因：向文职人员提供的医疗服务的增加以及军事特遣队的

自我维持需要。 

    差异 

特别设备 1 732.8美元 79.9% 

• 任务：任务范围变化 

46. 费用增加的原因：扩大的军事组成部分的更多的自我维持需要。 

    差异 

杂项用品、服务和设备 9 375.5美元 34.5% 

• 任务：任务范围变化 

47. 费用增加的原因：军事特遣队人员增加导致了联合国所属装备以及口粮运输

量的增加。 

    差异 

速效项目 1 000.0美元 0% 

• 任务：任务范围变化 

48. 费用增加的原因：根据秘书长在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特别报告中的建议

（S/2002/1005，第 75 段），在联刚特派团第三阶段部署过程中为速效项目提供

所需的资金。 

 四. 大会应采取的行动 

49. 大会在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经费的筹措方面应采取以下行动： 

 (a) 批款 634 768 900美元，以用作特派团在 2003年 7月 1日至 2004年 6

月 30日 12个月期间的维持费用，其中包括秘书长关于联刚特派团经费筹措的报

告（A/57/683）中所述的联刚特派团原订预算 516 804 000美元； 

 (b) 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延长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则应按每月 52 897 408

美元的标准，摊派上文(a)段所述的数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