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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载列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利特派团）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数额为 722 753 600 美元，包括编入预算的 120 000 美

元自愿捐助实物。 

 本预算所编经费用于部署军事观察员 215 人、军事特遣队 14 785 人、包括

警察建制部队在内的民警 1 115 人、国际工作人员 635 人、本国工作人员 809 人

和联合国志愿人员 431 人。 

 联利特派团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所需资源总额，

已通过按组成部分（停火、人道主义和人权、安全改革、和平进程和支助）归类、

按成果制订的若干框架与该特派团的目标相联系。特派团的人力资源就人数而言

已归入每个组成部分，但特派团的行政领导和管理归入整个特派团。 

 对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差异所作的解释已酌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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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 

 
支出 分配数 费用估计数        差异 

类别 （2003/04） （2004/05） （2005/06） 数额 百分比 

军事人员和警务人员 269 436.1 414 803.7 372 059.3 (42 744.4) (10.3) 

文职人员 33 596.3 111 208.6 107 918.1 (3 290.5) (3.0) 

业务费用 245 146.3 295 973.7 242 656.2 (53 317.5) (18.0) 

 所需经费毛额 548 178.7 821 986.0 722 633.6 (99 352.4) (12.1)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3 113.1 10 084.9 11 250.7 1 165.8 11.6 

 所需经费净额 545 065.6 811 901.1 711 382.9 (100 518.2) (12.4)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100.0 120.0 120.0 - - 

 所需经费共计 548 278.7 822 106.0 722 753.6 (99 352.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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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军事 

观察员 a 

军事

特遣队 a 民警 a

警察建制

部队 a

国际工作

人员

本国工作

人员 b

联合国

志愿人员

政府提供 

的人员 

文职选举

观察员 共计

行政领导和管理   

  2004/20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 - - 11 9 9 - - 29

  2005/20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 - - 12 - - - - 12

组成部分   

停火   

  2004/20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215 14 785 - - 14 1 4 - - 15 019

  2005/20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215 14 785 - - 7 - - - - 15 007

人道主义和人权   

  2004/20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 - - 65 39 23 - - 127

  2005/20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 - - 76 45 26 - - 147

安全改革   

  2004/20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 755 360 36 25 10 - - 1 186

  2005/20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c - - 875 480 36 25 10 - - 1 426

和平进程   

  2004/20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 - - 121 78 194 - - 393

  2005/20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 - - 115 85 197 - - 397

支助   

  2004/20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 - - 388 646 191 - - 1 225

  2005/20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 - - 389 654 198 - - 1 241

  共计   

  2004/20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215 14 785 635 480 635 798 431 - - 17 979

  2005/20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215 14 785 875 480 635 809 431 - - 18 230

  净增减 - - 240 - - 11 - - - 251
 
 

 

a
 系 高核定/拟议人数。 

b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C
 截至 2006 年 3 月 1日，民警人数将由 635 增至 875 人，警察建制部队人数由 480 减至 240 人。民警总人数将维持在

1 115 人这一核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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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利特派团）的任务是根据安全理事会 2003 年 9

月 19 日第 1509（2003）号决议制订的。该特派团任务期限 近一次延长是由安

理会 2004 年 9 月 17 日第 1561（2004）号决议授权。 

2. 该特派团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推进利比里亚和平

进程。 

3. 在这一总体目标范围内，该特派团将于本预算期间提供下文各框架所载的有

关关键产出，为实现一系列预期成果作出贡献。这些框架按组成部分归类（停火、

人道主义和人权、安全改革、和平进程和支助）。 

4. 如果能实现各项预期成果，就可以在该特派团任务期限内实现安全理事会的

目标，而绩效指标则是衡量本预算期间内在实现此种成果方面所取得进展的一个

尺度。特派团的人力资源就人数而言已归入每个组成部分，但特派团的行政领导

和管理归入整个特派团。与 2004/2005 年预算相比的人数差异，包括员额的改叙，

已在有关组成部分下说明。 

5. 特派团部署在 4 个区，遍布 15 个州，特派团总部设在蒙罗维亚，也负责包

括大蒙罗维亚地区的 1 区。三个区总部设在蒙罗维亚以外地方：2 区负责博米、

大角山和洛法三个州，加上利比里亚与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的边界地带；3 区负责

大巴萨州和邦州以及与科特迪瓦接壤的宁巴州部分地区；4 区负责该国与科特迪

瓦边界一带的锡诺、里弗塞斯、大塞德、大克鲁和马里兰五个州。 

行政领导和管理 

6. 特派团的全面领导和管理由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直接负责。 

表 1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1：实质性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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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a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秘书长特别代表直属办公室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1 1 4 1 - 4 - 11 9 9 29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1 1 4 1 - 5 - 12 - - 12

净增减 - - - - - 1 - 1 (9) (9) (17)

a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7. 国际工作人员：增加 1 个员额 

 增设 1 个员额（P-5）从第 1 部分调入 1 个员额（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1 个员额（P-4）改属第 5 部分，这样便净增加 1 个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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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名人员行为干事（P-5）将 负责向特别代表提供高度敏感的人员事项方面

的咨询。该干事将负责落实联合国行为标准宣传方案，提出特派团人员不当行为防

范战略。该干事还将负责实施接受指控特派团军事、警察和文职人员行为不当的申

诉和质疑的机制以及不当行为监督和报告机制，并就指控的不当行为提出行动建

议。将从已撤消的解除武装、复员、遣返和重返社会科调入1个行政助理（一般事

务人员（其他职等））（见下文第10段），负责向人员行为干事提供行政支助。 

 为了精简该特派团的结构和组织，特派团工作人员综合发展和训练中心及其

国际工作人员员额（1 个 P-4）将由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转入行政事务处处长

办公室。 

8. 本国工作人员：减少 9 个员额 

 特派团工作人员综合发展和训练中心的 8 个本国工作人员员额（2 个本国干

事和6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也将由特别代表办公室转入行政事务处处长办公室，

另 1 个员额（本国一般事务人员）调至第 2 部分。 

9. 联合国志愿人员：减少 9 个员额 

 特派团工作人员综合发展和训练中心的7个联合国志愿人员员额也将由特别

代表办公室转入行政事务处处长办公室，另 2 个员额调至第 2 部分。 

第 1 部分：停火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1.1 利比里亚境内稳定的安全环境  1.1.1 没有任何违反停火协定事件 

产出   

• 2 044 000 人/日徒步巡逻(每次巡逻 35 人，每个区 40 次，共 4个区，365 天) 

• 584 000 人/日部队驻防检查/观察(每个检查站/观察哨 10 人，每个区 40 个检查站/观察哨，

共 4个区，365 天) 

• 584 000 人/日机动巡逻(每次巡逻 20 人，每个区 20 次，共 4个区，365 天) 

• 438 000 人/日机动巡逻，监测利比里亚边界武器和人员非法流动情况(每次巡逻 30 人，每

个区 10 次，共 4个区，365 天) 

• 7 920 小时空中巡逻 

• 58 400 人/日机动巡逻，沿利比里亚边界调查违反停火情况(每次巡逻 4 名军事观察员，每

个区 10 次，共 4个区，365 天) 

• 292 000 人/日防卫关键设施(每个关键设施 20 人，每个区 10 个设施，共 4个区，365 天) 

• 31 200 人/日在全国查收非法持有武器(每次行动 30 人，每周 5次行动，共 4个区，52 周) 

外部因素 

  区域内国家和组织继续尊重利比里亚的领土完整。部队派遣国继续提供必要的军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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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力资源：第 1 部分：停火 

共计

一. 军事观察员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215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215

 净增减 -

二. 军事特遣队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14 785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14 785

 净增减 -

 国际工作人员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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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

一般事务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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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1 1 - - - 2 - 4 - - 4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1 1 - - - 2 - 4 - - 4

净增减 - -1 - - - - - - - - -

联合监测委员会秘书处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 1 - 1 1 - 3 - - 3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 1 - 1 1 - 3 - - 3

净增减 - - - - - - - - - - -

解除武装、复员、改造和重返社

会科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 4 2 - 1 - 7 1 4 12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 - - - - - - - - -

净增减 - - (4) (2) - (1) - (7) (1) (4) (12

文职人员，小计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1 1 5 2 1 4 - 14 1 4 19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1 1 1 - 1 3 - 7 - - 7

净增减 - - (4) (2) - (1) - (7) (1) (4) (12

共计，（一至三）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15 019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15 007

净增减     (12)

 a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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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国际工作人员：减少 7 个员额 

 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改造方案中的解除武装和复员阶段完成后，将

取消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改造科，重返社会和改造阶段的工作转入由秘

书长副特别代表（人道主义协调、复兴、恢复和重建）负责的第 2 部分即人道主

义和人权。3 个员额（P-4）将改属第 2 部分，1 个员额（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

等））将调至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其余 3 个员额（1 个 P-5 和 2 个 P-3）将调

至第 2 部分。 

11. 本国工作人员：减少 1 个员额 

 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改造科 1 个本国员额（本国干事）将调至第 2

部分。 

12. 联合国志愿人员：减少 4 个员额 

 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改造科 4 个联合国志愿人员员额将调至第 2 部

分。 

第 2 部分：人道主义和人权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1  利比里亚人道主义局势有所改善  

 

2.1.1 正式营地内估计分别达 270 000 和

300 000 的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

都得到重新安置 

2.1.2 根据注重成果的过渡框架的基准，

受流离失所影响地区内的社区得以

重建 

2.1.3  根据注重成果的过渡框架的基准，

基本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恢复至战

前水平 

产出   

• 双月会议，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和人道主义合作伙伴一起促进根据注重成果的过渡框架

建立的协调机制，尤其是第 3、第 6 和第 7 组工作委员会 

• 出版双月通讯，综述注重成果的过渡框架执行和监测委员会以及在利比里亚的广大捐助界

和联合国相关机构、基金和方案、非政府组织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的现行

活动，以此作为对外关系的工具，确保继续为注重成果的过渡框架提供资源，并将在利比

里亚的救济工作过渡至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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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何订立国内法以履行人道主义方面的国际条约义务问题向内政部和外交部提供咨询和

指导 

 • 协调帮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难民专员办

事处)、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

划署)、国际移徙组织(移徙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努力安排 100 000 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回返 

 • 实施速效项目，确保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回返的长期可持续性 

 •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每月会议，参加者包括开发计划署、难民专员办事处、人口基金、卫生

组织、粮食计划署、移徙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通过这 6 个组织的区域办事处协调当地的人

道主义活动，维持人道主义信息数据库，以便跟踪了解“何方在何地开展何项活动”，了解

不断变化发展的人道主义需要，以便为受益者启动合适、有针对性的援助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2 利比里亚在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及民族和

解方面取得进展 
 

2.2.1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得以颁布 

2.2.2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开始案子听证工作 

产出 

 • 指导政府如何制订和颁布 5 项已签署条约的批准书及批准关于贩运和有组织犯罪问题的国

际条约 

 • 为政府官员、独立的全国人权委员会成员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举办 5 次讲习班，指导如何

制订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 为法官组办 10 次人权培训班 

 • 为政府官员组办 4次讲习班，指导如何向人权机构报告 

 • 为执法和惩戒官员组办 20 次培训班，指导如何促进和保护人权 

 • 为教育部官员和学校教师组办 10 次培训班，宣讲人权问题 

 • 指导司法部如何建立对儿童的性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数据库，指导妇女组织如何建立侵犯

妇女权利行为数据库 

 • 为过渡政府提供技术指导，以便后者制订国家保护儿童战略 

 • 为利比里亚大学 Arthur Grimes 法学院提供教材和教师，并组织国际人权法课程 

 • 为过渡政府提供技术指导，以便后者编写提交人权条约监测机构的报告 

 • 与利比里亚女律师协会合作，为教师及马诺河妇女联合会的地方成员组办 15 次培训班，介

绍妇女如何寻求司法正义 

 • 为妇女组织组办 17 次培训班，指导如何开展游说和宣传、建设管理能力、调动资源、建设

责任制能力以及记录侵犯妇女权利行为 

 • 为独立的全国人权委员会 7 名成员提供以下方面的培训：国际人权准则、促进人权、调查

侵权案例、就政府的官方人权报告拟定对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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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办一次国际工作会议，使过渡司法领域的国际专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民间社会

团体的代表和过渡政府官员一起起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法 

 • 在州一级组办 10 次讲习班，介绍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使地方领导人和民间团体更多了解真

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和所依据的法律 

 • 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和工作人员提供以下方面的培训：国际 佳实践、调查技术、报

告编写、取证和信息管理 

 • 与地方当局和民间团体合作，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提供交通工具，为他们组织 20 次走

访，以便他们到利比里亚各州向利比里亚人民介绍委员会工作，争取受害者和可能的证人

提供合作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3 前战斗人员重返利比里亚民间社会，包括满

足儿童兵和妇女的特殊需要 

 2.3.1 107 000 名前战斗人员中有 26 000 名

参加重返社会项目者在地方经济中

就业 

2.3.2 107 000 名前战斗人员中有 28 000 名

参加重返社会项目者在教育部认可

的教育机构中注册入学 

产出   

• 根据国家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改造委员会会议结果，为联合执行股提供改造和重

返社会政策问题的咨询 

• 与开发计划署、难民专员办事处、人口基金、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非政府组织和双边捐助者合作，协调 200 个改造和重返

社会项目，所涉的前战斗人员共计 60 000 人 

• 监测和协调联合国相关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非政府组织在所有 15 个州开展的和解活动，

如社会心理咨询、同侪支持小组、关于接受前战斗人员返回的社区听证会、社区服务 

• 与私营部门工商界一起组织招聘会，促进前战斗人员的就业机会 

• 拟订和实施全国多媒体宣传方案以支持改造和重返社会工作，包括电视、电台和全国报纸

每天和每周的信息发送和宣传以及画报、通讯稿、传单和社区外展活动 

• 组办媒体培训班，推动媒体对前战斗人员改造和重返社会工作当前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作出

准确、知情和无偏向性的报道 

• 组办 30 个讲习班，推动前战斗人员及其返回地社区之间的了解及合作 

外部因素 

  捐助者将继续支助利比里亚的复兴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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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人力资源：第 2 部分：人道主义和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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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

一般事务
人员 警卫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a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办公室（人道主义协调、复兴、恢复和重建）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1 - 4 2 - 3 - 10 4 3 17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1 - 4 4 - 4 - 13 4 4 21

净增减 - - - 2 - 1 - 3 - 1 4

救济、恢复和重建科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2 11 2 - 4 - 19 14 10 43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2 9 5 - 3 - 19 8 7 34

净增减 - - (2) 3 - (1) - - (6) (3) (9)

资源调动和信托基金方案、速效项目股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 1 - - 1 - 2 1 - 3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 1 - - 1 - 2 1 - 3

净增减 - - - - - - - - - - -

人道主义协调股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 1 - - 1 - 2 - 1 3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 4 5 - 1 - 10 12 6 28

净增减 - - 3 5 - - - 8 12 5 25

人权和保护科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1 9 16 - 3 - 29 13 6 48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1 9 16 - 3 - 29 13 6 48

净增减 - - - - - - - - - - -

性别问题咨询股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 1 1 - - - 2 5 2 9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 1 1 - - - 2 5 2 9

净增减 - - - - - - - - - - -

艾滋病毒/艾滋病股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 1 - - - - 1 2 1 4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 1 - - - - 1 2 1 4

净增减 - - - - - - - - - - -

文职人员，小计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1 3 28 21 - 12 - 65 39 23 127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1 3 29 31 - 12 - 76 45 26 147

净增减 - - 1 10 - - - 11 6 3 20

 a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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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果/产出   

预期成果：2.1 利比里亚人道主义局势有所改善 

产出 

• 协调帮助开发计划署、难民专员办事处、人口基金、卫生组织和粮食计划署以及移徙组织

和非政府组织努力安排 100 000 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回返 

• 双月会议，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和人道主义合作伙伴一起促进根据注重成果的过渡框架建立

的协调机制，尤其是第 3、第 6和第 7组工作委员会 

• 出版双月通讯，综述注重成果的过渡框架执行和监测委员会以及在利比里亚的广大捐助界

和联合国相关机构、基金和方案、非政府组织和红十字委员会的现行活动，以此作为对外

关系的工具，确保继续为注重成果的过渡框架提供资源，并将在利比里亚的救济工作过渡

至发展工作 

说明 

• 国际工作人员：增加 11 个员额 

 净增加 11 个员额，原因是新设 4个员额（P-3）、从第 1部分调入 6个员额（1个 P-5、3 个 P-4、

2 个 P-3）、从第 4部分调入 1个员额（P-3）。 

 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改造科取消后，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改造方案中的重返

社会和改造阶段的职责将转入秘书长副特别代表（人道主义协调、复兴、恢复和重建）负责的第 2

部分，强调在该国的工作重点由救济过渡至恢复和发展。 

 此外，决定关闭利比里亚人道主义活动协调办公室，其职能并入联利特派团人道主义协调科，

该科的人员有所增加。在 2004 年 11 月底以前，该特派团带头协调利比里亚全国的人道主义活动。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人道主义协调、复兴、恢复和重建）办公室需要增设 2名方案干事（P-3），

负责为特派团所有实务科室已扩大的方案规划和评估职能提供支助。他们还将为注重成果的过渡框

架的不断执行和评价提供咨询和支持，过渡框架是 2004 年 2 月重建会议期间核可的一个主要机制，

以便该国根据《全面和平协定》由救济过渡进入发展阶段。 

 需要设立 P-5 职等的科长一人，领导扩大后的人道主义协调科。人道主义协调科还需要增设 5

名（P-3）人道主义地区协调员，他们作为各种人道主义问题和过程的协调中心并与其他特派团有

关部门、过渡政府成员和国际捐赠界进行协调。 

 改造和重返社会阶段的责任转入第 2部分后，原来的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改造科的 3

个恢复和复兴干事员额将转入救济、恢复和重建科，并由 P-4 职等改叙下调为 P-3 职等。 

 另外，鉴于副特别代表办公室的职责增加，利比里亚的体制改革速度加快，因此，救济、恢复

和重建科 1 个行政助理员额（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将转入副特别代表办公室，以便协助监

测和评价各个议题的进展情况。救济、恢复和重建科的 2 个人道主义事务干事（P-4）也将调至人

道主义协调科。他们将分别负责支助现行的国内流离失所者回返工作和利比里亚全国回返者战略执

行工作以及充当所有跨部门人道主义问题的协调者，特别注重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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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国工作人员：增加 6个员额 

 净增加 6个员额（本国干事），原因是增设 5个员额并从第 1部分调入一个员额。 

 人道主义协调科需要 1 个报告干事（本国干事），负责协调信息流动、接受外勤报告并编写人

道主义定期报告；另需要 5 个人道主义事务干事（本国干事），负责为另外 5 名区人道主义协调员

提供支助，并与全国和地方政府机构联络，以便促进国内流离失所者回返工作。 

 此外，救济、恢复和重建科 6个行政助理员额（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将调至人道主义协调科。 

 

 • 联合国志愿人员：增加 3个员额 

 净增加 3个员额，原因是从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调入 2个员额、从第 1部分调入 4个员额，

3个员额调至第 4部分。 

 鉴于副特别代表（人道主义协调、复兴、恢复和重建）办公室的职责增加，因此需要增设 1个

员额，负责提供行政支助。人道主义协调科需要增设 5名助理区协调员，负责向增设的 5名区人道

主义协调员提供支助，并协助监测任务区内的人道主义需要和关切问题。 

 救济、恢复和重建科的 3个员额将调至第 4部分。 

 
 

  第 3 部分：安全改革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3.1 公共法律和秩序以及利比里亚国家警察署

的业务能力得到加强 

 
 

3.1.1 利比里亚国家警察署在 30 个地方重

设警察局，而 2004/05 年期间在 15 个

州重设了警察局 

3.1.2 3 100 名预备警员从利比里亚警官学

院毕业；2003/04 年的数字为 0；

2004/05 年的数字为 900 

3.1.3 女警察达到警察总数的 15％，而

2004/05 年为 12％ 

3.1.4 在蒙罗维亚的所有地区、15个州的警察

局以及 5个地区警察总局，均设立妇女

和青少年股 

3.1.5 在利比里亚国家警察署内设立一个训练

有素、装备齐全的建制警察分队 

产出   

• 向利比里亚国家警察署提供技术援助，以实施各项改革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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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步及机动车巡逻达到 11 680 个人日（每次巡逻 2个民警 x每个区 4次巡逻 x 4 个区 x 365 

天) 

• 向 66 个治安区的国家警察部门提供警务、调查、巡逻及警民携手维持社区治安方面的技术

援助 

• 每周与向技术法治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以下方面的进展情况：民警改革；对改革后的国

家警察队伍的审查、甄选、登记、验证和授权的结构改革进程 

• 为利比里亚国家警官学院拟订教学大纲和编写培训单元提供咨询意见 

• 对 3 100 名警官/士官生进行民主方式维持治安、人权、行为守则、警务道德和使用武力方

面的培训 

• 对 1 800 名利比里亚国家警察局的警员提供初级警官学院研究生专题培训课程和在职培训

专门课程，内容涉及监视、刑事调查、骚乱控制、交通执法、专用武器或者非致命性武器 

• 为国家警察署进行招募宣传，包括：每周一次的广播节目；每个月组织一次与国家警察署

成员和国际民警一道联合前往利比里亚各地社区和教育中心参观，以了解情况；散发小册

子和宣传画 

• 为利比里亚国家警察署提供处理内部骚乱和保护平民方面的后备及应急规划支助 

• 对 3 500 名警官进行审查，对 3 100 名警官进行专业能力验证 

• 评估警官学院、特别安全处、国家调查局、国家安全部、国家保安局、移民和归化局以及

禁毒署 

• 为利比里亚国家警察署新招聘的人员和警官举行关于社会性别问题和基于性和社会性别的

暴力行为的二十期培训班 

• 为利比里亚国家警察署设立处理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问题的妇女和青少年股提供咨询意见 

• 为警官学院提供关于社会性别纳入主流政策方面的咨询意见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3.2 利比里亚法律、司法和监狱制度得到改革  3.2.1   重建 高法院和司法部的司法系统

组织及建筑基础构架 

3.2.2  16 个巡回法庭开庭，并派有法官，而

在 2004/05 年只有 11 个 

3.2.3  司法部核准《刑法改革计划》 

产出   

• 经与国际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机构（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和难民专员办

事处）协商，为国家法律工作者、司法工作者和管教人员提供法律、司法和监狱改革方面

的咨询意见 

• 每周与本国法律专业人员和政府官员举行会议，讨论利比里亚司法部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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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 400 名法律/司法工作者，50 名巡回法庭和专门法庭法官，以及 30 名检察官和辩护律

师 

• 为施政、民主发展和法治委员会提供关于法治方面的咨询意见 

• 为利比里亚律师协会提供关于任命/委任/重新委任法官方面的咨询意见 

• 为当地部族酋长和村议会举办 15 次讲习班（每个州一次），以制定关于传统法庭管辖权和

条例问题的培训方案 

• 为 Arthur Grimes 法学院提供一个速效影响项目，以革新、恢复和复制法律参考资料，供

司法机构和司法部法律专业人员培训使用 

• 为司法部 9名检察官提供法律惯例方面的咨询意见 

• 为司法部副部长提供关于拘留待审犯人程序方面的咨询意见 

• 为利比里亚国家警察署开办关于法律、立法、适当司法程序问题以及拟订培训方案方面的

讲习班和培训课程 

• 为司法部的 10 名工作人员举办关于组织发展、政策和规划职能及立法审查方面的培训班 

• 监测全国各级法院的程序，包括对蒙罗维亚刑事案件的日常监测，以纠正不足之处，确保

纠偏措施得到实施 

• 为 200 名学生、12 名教官、30 名管理人员以及 60 名司法机构工作人员举办管教犯人方面

的培训班 

• 每周举行一次会议，与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捐助国、人权专家讨论监狱制度发展和管

教署改革问题 

• 每周进行一次监狱访查，以改善监狱管理，每周访查的监狱数目不超过 9个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3.3 建立一个新的、经过改组的利比里亚军队  3.3.1  改组后的利比里亚国防军兵力达到 

4 500 人 

产出   

• 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国际组织及有关会员国合作，就利比里亚军队的征

兵、培训和部署向政府提供咨询意见 

外部因素 

 警察派遣国将继续民警。捐助国将继续为利比里亚军队改组提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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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人力资源：第 3 部分，安全改革 

一. 民警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635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a

    875

净增减     240

二. 建制警察部队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480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a

    480

净增减     -

 国际工作人员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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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

一般事务

人员 警卫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b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管教和监狱事务咨询处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 4 - 2 1 - 7 - 4 11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 4 - 2 1 - 7 - 4 11

净增减 - - - - - - - - - - -

法律事务科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 2 - - 1 - 3 1 - 4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 2 - - 1 - 3 1 - 4

净增减 - - - - - - - - - - -

法律和司法系统支助司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1 7 6 - 2 - 16 22 6 44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1 7 6 - 2 - 16 22 6 44

净增减 - - - - - - - - - - -

民警专员办公室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2 5 - - 3 - 10 2 - 12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2 5 - - 3 - 10 2 - 12

净增减 - - - - - - - - - - -

文职人员，小计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3 18 6 2 7 - 36 25 10 71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3 18 6 2 7 - 36 25 10 71

净增减 - - - - - - - - - - -

总计（一至三）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1 186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1 426

净增减     240

 

 a  截至 2006 年 3 月 1 日，民警人数将从 635 人增至 875 人，而建制警察部队的人数将从 480 人减至 240 人。民警总数将继续维

持核定水平 1 115 人。 

 b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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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和平进程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4.1 利比里亚全国各地国家权力得到巩固 4.1.1  所有 15 个州都配备了警长 

4.1.2  确立了自然资源管制框架 

4.1.3  达到重新加入金伯利钻石证书进程

的各项要求 

产出   

• 协同西非经共体、欧洲联盟、非洲联盟以及其他国际合作伙伴，向政府提供民政和善政方

面的咨询意见 

• 向政府提供国际环境标准和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咨询意见 

• 27 个政党和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 250 多个民间社会组织定期进行调解和协商，以促进在

实现该区域持久和平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 与西非经共体国家元首、联合国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支助办事处和西非次区域主要利益有

关者合作，定期向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政府提供关于建立共识方面的技术支助和政治咨询意

见，以巩固和平进程 

• 举办 24 次执行情况监测委员会会议，监测《全面和平协定》的执行情况 

• 开展公众宣传活动，提高当地民众对利比里亚和平进程的认识 

• 在全国开展旨在支助和解的多媒体宣传和倡导活动，包括购买广播时段、全国性报纸版面、

维持网站、制作招贴画、通讯和小册子 

• 对 200 名当地记者进行关于“增强利比里亚媒体在促进持久和平方面的权能”的培训 

• 联利特派团广播电台有 20 个每周 7天每天 24 小时连续广播的节目，8个每周一次的节目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4.2 在利比里亚举行全国选举  4.2.1  2006 年 1 月当选官员上任 

4.2.2  有选举资格的妇女登记投票的比例达

到 100％ 

产出   

• 就划分选区和投票站向政府提供咨询意见 

• 就如何实施选举进程，向全国选举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 

• 每两个月与《全面和平协定》的签字国召开一次会议，讨论选举进程问题 

• 就如何通过分包行动区小组和民间社会组织、媒体宣传和促进社区领导参与来开展关于选

举进程公民教育方案，向全国选举委员会提供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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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18 000 名计票员、150 名记者、200 名国际观察员及 3 000 名本国观察员进行关于选举

法、选举条例、选举程序及选举行为守则方面的培训 

• 为 3 000 个投票站提供投票设备和选票之类的选举所需要的材料 

• 向全国选举委员会提供安保及后勤支助 

• 为来自包括欧洲联盟、西非经共体、非洲联盟、国家民主研究所、国际共和研究所以及其

他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的 200 名国际观察员及 3 000 名本国观察员简要介绍政治、法律及

安全方面的情况 

• 就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选举程序及政策，向全国选举委员会、性别平等与发展部以及

妇女组织提供咨询意见 

• 为可能参加公职竞选的妇女候选人举办 10 期讲习班 

• 举办 5期面向所有政党的讲习班，以建设将两性平等问题纳入主流方面的能力 

• 为当选妇女举办 5期讲习班，以建设提供系统支助方面的能力，以领导能力为重点，包括

政策制定和立法程序；募捐、倡导和游说；以及公开演讲 

• 建立一个提供各种服务的资源中心，例如，从现在直至进行选举这段时间，为各政党提供

运输以及上网和使用计算机的机会 

• 进行关于选举的公众宣传活动，包括以英语和当地语言播出每周一次的广播节目、概况介

绍、广告和广告歌曲 

外部因素 

 该区域各国将继续支持国家机构的发展。捐助国将及时提供足充裕的资金，以为支付选举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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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人力资源：第 4 部分，和平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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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

一般事务

人员 警卫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a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行动和法治）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1 - 1 1 - 2 - 5 - 1 6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1 - 1 1 - 2 - 5 - 1 6

净增减 - - - - - - - - - - -

政治规划和政策股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1 5 2 1 1 - 10 - 4 14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1 6 2 1 2 - 12 1 4 17

净增减 - - 1 - - 1 - 2 1 - 3

西非经共体联络处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 1 - - 1 - 2 1 - 3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 - - - - - - - - -

净增减 - - (1) - - (1) - (2) (1) - (3)

民政科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1 26 17 4 3 - 51 23 31 105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1 26 17 4 3 - 51 23 31 105

净增减 - - - - - - - - - - -

选举司 b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2 6 15 4 6 - 33 18 150 201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1 8 12 4 2 - 27 25 153 205

净增减 - (1) 2 (3) - (4) - (6) 7 3 4

通信和新闻办事处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1 3 11 4 1 - 20 36 8 64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1 3 11 4 1 - 20 36 8 64

净增减 - - - - - - - - - - -

文职人员，小计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1 5 42 46 13 14 - 121 78 194 393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1 4 44 43 13 10 - 115 85 197 397

净增减 - (1) 2 (3) - (4) - (6) 7 3 4

 

 a  包括本国干事及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b  所示仅为直至 2005 年 12 月期间的拟议人员编制水平。选举结束后，到 2005 年 12 月 31 日，将取消 197 个员额，该司将改为

选举股，只设 8 个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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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果/产出   

预期成果：4.2 利比里亚进行了全国选举  

产出   

• 就如何实施选举进程，向全国选举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 

• 就如何通过分包行动区小组和民间社会组织、媒体宣传和促进社区领导参与来开展关于选

举进程公民教育方案，向全国选举委员会提供技术援助 

• 对 18 000 名计票员、150 名记者、200 名国际观察员及 3 000 名本国观察员进行关于选举

法、选举条例、选举程序及选举行为守则方面的培训 

理由 

 • 国际工作人员：减少 6个员额 

 净减 6 个员额，因为 ：取消一个员额（D-1）；将一个员额（P-3）调至第 2 部分；4 个一般事

务员额（其他职等）改为本国一般事务员额。另据提议，将 2个 P-3 员额改叙为 P-4，一个 P-3 员

额改叙为 P-2 

 按照政治事务部选举援助司在 2004 年 3 月进行的评估考察基础上提出的建议，并且考虑到全

国选举委员会的运作理念，对选举司的所需人员编制进行了修订，结果是，净减 6个员额 

 选举司副司长的员额（D-1）已经不再需要，将被取消 

 需要两个业务顾问员额（P-4），以制定并实施业务计划，为起草选举法及选举条例提供咨询和

投入，支助全国选举委员会能力建设。还需要一个培训协调员(P-2)，为长期观察员以及选举日观

察员制定并实施培训计划和情况简介会。据建议，通过利用并改叙目前为本国选举干事核定的 3个

P-3 员额来履行上述新职能 

 另外，还有一个 P-3 员额也将调至第 2部分，4个一般事务员额将改为本国一般事务员额 

 还对选举司的构成情况进行了审查，将以下经过修订的职能包括在内：1 名管理/行政顾问

（P-5）、1 名公民/选民教育顾问（P-4）、1 名能力建设和培训顾问（P-4）、1 名选举法律顾问

（P-4）、1 名数据中心主管/顾问（P-4）、1 名后勤顾问（P-4）、1 名外联顾问（P-3）、1 名采

购顾问（P-3）、1 名预算/财务/顾问（P-3）、1 名媒体顾问（P-3）、1 名外地协调顾问（P-3）、

1 名将负责为全国选举委员会提供顾问服务的信息技术顾问（P-3）以及 1 名考绩人（P-3）、4

名后勤协调人（2 个 P-3 员额和 2 个外勤事务员额）、1 名培训协调员（P-3）以及 1 名公民教

育协调员（外勤事务） 

 将取消西非经共体联络处，其职能将并入政治规划和政策股。联络处的 2个国际员额（1个 P-5

和 1 个一般事务（其他职等））也将调至该股 

 • 本国工作人员：增加 7个员额 

 净增 7 个员额，因为：4 个国际一般事务员额改为本国员额，从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调入 1

个员额，新设 2个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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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选举司的 1 个本国干事员额将改为本国一般事务员额。将为以下 8 个员额编列经费：1

个公民教育干事、1个制图艺术家、3个本国选举干事以及 3个司机（8个本国一般事务工作人员） 

 后，将取消西非经共体联络处，该处的本国工作人员员额（本国一般事务员额）将并入政治

规划和政策股 

 • 联合国志愿人员：增加 3个员额 

 选举司将需要 1名公民教育协调员和 2名制图艺术家，为利比里亚对应部门提供咨询意见，并

建设其能力。为此，正从第 2部分调入三个员额 

 定于 2005 年 10 月进行的选举结束后，在 2005 年 12 月 31 日前取消选举司的 197 个员额，该

司将变为选举股，只保留 8个员额（1个 P-5、3 个 P-4、1 个 P-3 和 1 个一般事务（其他职等）和

2 个本国一般事务工作人员），任期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为全国选举委员会组织地方选举提供支

助 

 
 

  第 5 部分：支助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5.1 特派团得到有效和高效率的后勤、行政及安

全支助 

 5.1.1  车辆事故数字从 2003/04 年的 414 起

减至 2004/05 年的 332 起，再减至不

到 300 起 

产出   

服务方面的改善 

• 强制执行严格的驾驶员方案 

• 对 145 名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进行防卫性驾驶和越野驾驶方面的培训 

军事人员和警察 

• 平均兵力为 14 002 人的部队和 215 名军事观察员的安置、轮调及遣返 

• 包括建制警察部队在内的平均人数为 1 115 人的民警部队的安置、轮调及遣返 

• 平均兵力为 14 002 人的部队和平均人数达到 400 人的建制警察的应急备用口粮和饮用水的

供应和储存 

文职人员 

• 对平均人数达到 625 名的国际工作人员队伍、46 名本国干事、752 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及 

355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的行政管理 

设施和基础结构 

• 驻蒙罗维亚、3个区和 15 个州的特派团所有房地的保养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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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个发电机的运作和保养，向所有特派团设施供电 

• 维护 7个机场及其飞行/导航基础结构 

• 为设置选举投票站提供工程支助 

地面运输 

• 保养和运营为利比里亚三个地点配备的 1 459 辆车，其中包括 17 辆装甲车 

• 在蒙罗维亚运营每天运行的穿梭交通车，运送 1 875 名国际及本国工作人员和 150 多名部

队总部军事人员 

空中运输 

• 保养和运营 3架固定翼飞机和 22 架旋转翼飞机 

海上运输 

• 保养和运营一艘海岸运输船 

通信 

• 保养和运营 18 个甚小口径终端系统、63 个电话交换台、138 个甚高频及 39 个超高频中继

器和发射台 

信息技术 

• 支持和维护 40个地点的广域网、2 200 部台式计算机、112 部服务器、740 台膝上型计算机、

1 205 台打印机、24 台高速扫描仪和 71 部数码发送机 

医务 

• 经营和维护 9个一级诊所、4个二级诊所、1个三级诊所以及在临时总部和各后勤基地的医

务室，为特派团人员服务，并为当地平民百姓、其他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供急诊服

务 

• 经营和维护面向所有人的艾滋病毒感染自愿保密咨询和检测设施 

• 面向所有人的提高对艾滋病毒认识的方案，包括同伴教育 

其他用品和服务 

•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绘制地图 4 000 份 

安全 

• 为 15 处房地提供一天 24 小时一周七天的安保服务 

• 每半年对安全计划进行一次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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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81 名国际警卫人员进行携带武器资格及资格重审方面的培训 

• 对 81 名国际警卫人员和 77 名本国警卫人员进行关于 X 光机器、金属探测仪、爆炸物探测

仪、重要人物保护、调查技巧、急救、危险货物以及其他与安全有关的课题方面的培训 

外部因素 

  部队地位协定将得到遵守。售主/承包商/供应商将能按照合同提供货物和服务 

 

 

表 6 

人力资源：第 5 部分，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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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

一般事务

人员 警卫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a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行政司司长办公室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1 5 20 53 3 18 100 100 7 207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1 5 19 52 3 18 98 100 6 204

净增减 - - - (1) (1) - - (2) - (1) (3)

行政事务处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1 16 14 38 13 - 82 103 47 232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1 17 14 38 13 - 83 111 54 248

净增减 - - 1 - - - - 1 8 7 16

综合支助事务处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1 21 41 128 15 - 206 443 137 786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1 21 42 129 15 - 208 443 138 789

净增减 - - - 1 1 - - 2 - 1 3

文职人员，小计     

2004/05 年核定人员编制 - 3 42 75 219 31 18 388 646 191 1 225

2005/06 年拟议人员编制 - 3 43 75 219 31 18 389 654 198 1 241

净增减 - - 1 - - - - 1 8 7 16

 

 a  包括本国干事及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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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果/产出   

预期成果：5.1 特派团得到有效和高效率的后勤、行政及安全支助 

产出   

• 对 145 名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进行防卫性驾驶和越野驾驶方面的培训 

• 对 81 名国际警卫人员进行携带武器资格及资格重审方面的培训 

• 对 81 名国际警卫人员和 77 名本国警卫人员进行关于 X 光机器、金属探测仪、爆炸物探测

仪、重要人物保护、调查技巧、急救、危险货物以及其他与安全有关的课题方面的培训 

理由 

• 国际工作人员：增加 1个员额 

 为了简化特派团的结构和组织，特派团工作人员发展和培训综合中心及该中心的国际工作人员

员额（1个 P-4）将从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调至行政事务处处长办公室 

 另外，将取消行政司司长办公室下的合同管理股，因为将通过培训来建立各科的合同管理能力。

该股的 2个国际员额（1个 P-3 和 1 个外勤事务）将调至综合支助事务处的联合后勤业务中心，协

助管理特派团的 2个主要食品和燃料供应合同 

• 本国工作人员：增加 8个员额 

 特派团工作人员发展和培训综合中心的 8 个本国工作人员员额（2 个本国干事，6 个本国一般

事务级工作人员）也将从特别代表办公室调至行政事务处处长办公室 

• 联合国志愿人员：增加 7个员额 

 特派团工作人员发展和培训综合中心的 7 个联合国志愿人员员额也将从特别代表办公室调至

行政事务处处长办公室 

 另外，被取消的行政司司长办公室下的合同管理股的联合国志愿人员员额将调至综合支助事务

处的联合后勤业务中心，协助管理燃料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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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所需资源 
 

 A. 总表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5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 

 支出 分配数 a 费用估计数 差异 

 （2003-2004 年） （2004-2005 年） （2005-2006 年）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⑴ ⑵ (3) (4)=(3)-(2) 5=(4)÷(2)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5 576.6 11 445.8 11 711.5 265.7 2.3

 军事特遣队 249 183.5 355 738.8 312 042.2 (43 696.6) (12.3)

 民警 11 230.9 35 984.6 37 539.6 1 555.0 4.3

 警察建制部队 3 445.1 11 634.5 10 766.0 (868.5) (7.5)

 小计 269 436.1 414 803.7 372 059.3 (42 744.4) (10.3)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b 27 934.4 87 323.7 84 525.2 (2 798.5) (3.2)

 本国工作人员 c 1 905.2 6 121.2 10 042.0 3 920.8 64.1

 联合国志愿人员 3 756.7 17 763.7 13 350.9 (4 412.8) (24.8)

 小计 33 596.3 111 208.6 107 918.1 (3 290.5) (3.0)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189.5 1 468.8 1 320.0 (148.8) (10.1)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

 顾问 150.1 565.3 676.2 110.9 17.8

 公务旅行 2 007.4 1 976.9 1 869.2 (107.7) (5.4)

 设施和基础设施 78 235.9 100 338.8 89 841.9 (10 496.9) (10.5)

 陆运 48 923.0 25 600.6 29 374.0 3 773.4 14.7

 空运 34 720.4 74 228.1 61 791.7 (12 436.4) (16.8)

 海运 4 916.0 2 730.0 3 003.4 273.4 10.0

 通信 29 278.4 33 318.1 23 501.3 (9 816.8) (29.5)

 信息技术 11 022.1 7 508.4 4 178.9 (3 329.5) (44.3)

 医务 7 691.4 15 031.0 13 995.7 (1 035.3) (6.9)

 特别设备 2 898.7 6 334.9 5 205.5 (1 129.4) (17.8)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24 116.6 25 872.8 6 898.4 (18 974.4) (73.3)

 速效项目 996.8 1 000.0 1 000.0 - -

 小计 245 146.3 295 973.7 242 656.2 (53 317.5) (18.0)

 所需经费毛额 548 178.7 821 986.0 722 633.6 (99 352.4) (12.1)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3 113.1 10 084.9 11 250.7 1 165.8 11.6

 所需经费净额 545 065.6 811 901.1 711 382.9 (100 518.2) (12.4)

(编入预算的)自愿捐助实物 d 100.0 120.0 120.0 - -

 所需资源总额 548 278.7 822 106.0 722 753.6 (99 352.4) (12.1)

  a 军事人员和警务人员支出类别与业务费用支出类别之间的核定资源调整分配数。 
  b 2005-2006 年和 2004-2005 年费用估计数包含 20％的出缺率。 
  c 2005-2006 年费用估计数包含 10％的出缺率，而 2004-2005 年费用估计数包含 20％的本国干事出缺率和 15％的本国一般事务

人员出缺率。 
  d 2005-2006 年费用估计数包含德国政府的 120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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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部队所属装备：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13.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所需经费根据主要装备（湿租赁）和

自我维持的标准偿还率计算，共计 123 267 300 美元，细节如下： 

(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数 

主要装备  

 军事特遣队和建制警察部队  

  主要设备 62 036.5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供应伙食（炊事设施） 4 554.1 

 办公室设备 3 929.7 

 供电 4 727.2 

 小工程 2 736.0 

 洗衣和清洁 3 813.8 

 帐篷 3 720.3 

 住宿 266.7 

 杂项一般补给品 7 466.9 

 防御工事用品 181.0 

 通讯  

 通讯 13 506.7 

 医疗  

 医疗服务 11 142.6 

 特种装备  

 爆炸物处理 1 057.4 

 观察 4 113.6 

 身份查验 14.8 

 小计 61 230.8 

 共计 123 267.3 

特派任务因素 百分比 生效日期 上次审查日期 

A. 适用于特派任务地区   

 极端环境条件因素 1.9 2003 年 10 月 1 日 - 

 频繁使用状况因素 1.5 2003 年 10 月 1 日 -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素 2.1 2003 年 10 月 1 日 - 

B. 适用于本国  

 运输量增加因素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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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培训 
 

14.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估计所需培训经费如下： 

（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数 

培训顾问 10.0 

公务旅行、培训 805.0 

培训费、用品和服务 302.9 

 共计 1 117.9 

 

15. 所需资源主要用于下列领域的内部和外部培训：民警的管理和做法、综合培

训管理、文职/军事协调、陆运、空中业务、调度、通信和信息技术、安保、工

程、财务管理、供应和合同管理、总务、人事管理和新闻。 

 D. 未编入预算的捐助 
 

16.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未编入预算的捐助估计价值如下： 

（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数 

《部队地位协定》a 6 750.0 

自愿实物捐助（未编入预算） - 

共计 6 750.0 

 a 包括政府提供房地的估计租值及所减免的空运和海运费用及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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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差异分析
1
 

 
 

提示 

本节按以下四类标准所含具体标准选项，说明造成每项资源差异的 主要

因素： 

• 任务：由于任务规模或范围变动，或任务促使预期成果变动而导致的

差异； 

• 外部因素：联合国外部的各方或情况导致的差异； 

• 费用参数：联合国条例、细则和政策导致的差异； 

• 管理：由于管理部门为了更有效（例如，调整某些产出的优先次序或

增列某些产出）或更有效率地（例如，采取措施，在保持同样水平产

出的同时，减少人员或业务投入）实现列入计划的成果而采取的管理

行动导致的差异，以及（或）与执行情况有关的问题（如低估了实现

一定产出所需投入的成本或数量，或征聘推后）导致的差异。 

 
 

 
 差异 

军事观察员 $265.7 2.3%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17. 所需经费增加，原因是按每次单程旅行实际费用 3 200 美元算出的轮调旅行

的单位费用较高，而 2004-2005 年预算中的旅费单位费用估计数为 2 500 美元。 

 差异 

军事特遣队 （$43 696.6） (12.3%) 

 

• 管理：投入和产出均减少 

18.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原因是假定 2005 年 10 月的选举如期成功举行，2006

年 3 月 1 日起会遣返 2 348 名军事特遣队组成的 3 个步兵营。 

 差异 

民警 $1 555.0 4.3% 

 

 
 

 
1
 资源差异数额以千美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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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19. 所需经费增加，原因是按每次单程旅行的实际费用 3 200 美元算出的轮调和

安置旅行单位费用较高，而 2004-2005 年预算中的旅费单位费用估计数为 2 500

美元。 

 差异 

警察建制部队 （$868.5） (7.5%)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20.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原因是按每次单程旅行的实际费用 1 250 美元算出的轮

调和遣返旅行单位费用较低，而 2004-2005 年预算中的旅费单位费用估计数为 2 

500 美元。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2 798.5） （3.2%） 

 

• 管理：投入和产出均减少 

21. 所需费用减少，主要原因是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减少 21 个员额。所需经费估

计数 84 525 200 美元依据是上一个财政期间按职等计算的实际平均开支而得出

的特派团特有薪金标准。一般人事费按薪金净额的 65％估算并为危险工作地点津

贴编列了额外经费。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3 920.8 64.1%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22. 所需经费增加，主要原因是本国工作人员的实际平均职等为 GS-4，而

2004-2005 年预算中的估计为 GS-3，且 2005-2006 年费用估计数包含 10％的出缺

率，而 2004-2005 年费用估计数包含 20％的本国干事出缺率和 15％的本国一般

事务人员出缺率。 

 差异 

联合国志愿人员 （$4 412.8） （24.8%） 

 

• 管理：投入和产出均减少 

23. 所需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2006 年 1 月 1 日起选举司减少 153 个员额。 

 差异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148.8）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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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投入和产出均减少 

24. 所需经费减少，原因是选举过程所需的临时助理人员减少，这些人员包括投

票事务人员和计票人员，为期一至两周，而 2004-2005 年预算包括雇用期为 6 周

的登记人员。 

 差异 

顾问 $110.9 17.8% 

 

• 管理：投入和产出均增加 

25. 所需经费增加，用于短期聘用顾问，继续开展审查和讲习班等正在进行的项

目，以建设法律和司法领域的能力，调整司法系统，形成全国共识和对人权及法

治的尊重，评估选民名册以及建设选举过程管理，快速统计选票组织工作和解决

选举争议等方面的能力，建设收集和分析人道主义数据的能力，以及促进负责任

的新闻报道。 

 差异 

公务旅行 （$107.7） （5.4%）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26.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原因是随着特派团进入维持阶段，总部人员来特派团提

供技术和行政支助的旅费减少，甄选援助小组去部队和民警派遣国的旅费减少。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10 496.9） （10.5%） 

 

• 管理：投入和产出均减少 

27.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原因是建设营地、设施、港口和机场以及建设蒙罗维亚

港海运燃料上岸接收设施项目将在 2004-2005 年财政期间完成，2005-2006 年期

间建筑服务和防御工事用品所需经费因此减少。 

 差异 

陆运 $3 773.4 14.7%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28. 所需经费增加，主要原因是需采购和租赁卡车，用于在 2004-2005 年财政期

间修建蒙罗维亚港海运燃料上岸接收设施之后的燃料分发，以及用于替换 121 辆

将被注销的车辆，这些车辆已到达经济寿命终点，因事故而损坏，或车况极差。 

 差异 

空运 ($12 436.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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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投入和产出均减少 

29.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原因是直升飞机的飞行时数减少，特派团计划在 2006

年 2 月底以前继续使用目前已经减少的由 22 架旋转翼飞机组成的机组，实际证

明这些飞机足以满足特派团的业务需要，而 2004-2005 年的预算中有 23 架飞机。

从 2006 年 3 月 1 日以后，旋转翼飞机机组将再减少 7 架直升飞机，仅由 15 架飞

机组成（6 架 MI8-MTV、8 架 MI8-MT 和 1 架 MI26）。 

 差异 

海运 $273.4 10.0%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30. 所需经费增加，主要原因是按实际合同安排，燃料价格上涨以及租赁沿海货

轮的费用增加。 

 差异 

通信 （$9 816.8） （29.5%）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31.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原因是采购通信设备减少，仅需采购替换被注销的物品，

而 2004-2005 年预算中仍编列了建立特派团通信网络的经费。 

 差异 

信息技术 （$3 329.5） （44.3%）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32.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原因是采购信息技术设备减少，仅需采购替换被注销的

物品，而 2004-2005 年预算中仍编列了建立特派团信息技术网络的经费。 

 差异 

医疗 （$1 035.3） （6.9%） 

 

• 管理：投入和产出均减少 

33.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原因是解除武装、复员、遣返和重返社会方案将于

2004-2005 年期间完成，不再需要有关前战斗人员的解除武装和复员方面的医疗

服务。 

 差异 

特种装备 ($1 129.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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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投入和产出均减少 

34.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原因是 2006 年 3 月 1 日起遣返 3 个步兵营，编列的自

我维持经费减少。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18 974.4） （73.3%） 

 

• 管理：投入和产出均减少 

35.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原因是解除武装、复员、遣返和重返社会方案将于

2004-2005 年期间完成，不再需要有关前战斗人员的解除武装和复员方面的口粮

和现金补偿支付。 

 四.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36. 在特派团经费筹措方面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批款 722 633 600 美元，作为特派团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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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团的任务期限，按每月 60 219 466 美元

的标准分摊上文(a)段所述数额。 

 

 五. 为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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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A/58/798） 

要求/建议 执行要求/建议采取的行动 

  

1. 委员会欢迎收到的有关与联合国其

他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国际合作伙伴

有效合作和协调的机制的资料；但委员

会认为，特派团在这方面需要做更多的

工作。委员会要求，提交的下一个预算

应提供资料，来说明特派团在实现与联

合国其他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国际合

作伙伴的有效合作和协调方面所作的进

一步努力。(第 14 段) 

人道主义活动协调办事处利比里亚办公室关闭后，其职

能以及工作人员和机构已纳入副特别代表(人道主义协

调、复兴、恢复和重建)负责的扩大的联利特派团人道

主义协调科，2004 年 11 月底，特派团牵头协调全国各

地的人道主义活动。 

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是联合国在利比里亚所有活动的协

调员。通过联合国国家工作队这个载体，副特别代表 

(人道主义协调、复兴、恢复和重建)以驻地协调员身份，

协调联利特派团与在利比里亚的联合国机构的合作努

力。特别代表及其两位副手还定期与主要捐助者会晤，

特别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欧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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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建议 执行要求/建议采取的行动 

  

 通过《注重成果的过渡框架》的分组办法，现已明确了

联合国各机构在支持执行全国过渡政府框架的作用。 

2. 咨询委员会收到了有关谅解备忘录

和部署前视察状况的资料。委员会感到

关切，截至 2004 年 5 月初，参加特派团

的 20 个部队派遣国中，仅有 3个国家签

署了谅解备忘录，只有 5 个部队派遣国

进行了部署前视察。委员会要求采取紧

急措施纠正这一情况。（第 19 段） 

截至 2004 年 11 月 1 日，14 个部队派遣国签署了 40 个

谅解备忘录，6个部队派遣国正在审查 8项谅解备忘录。 

3. 咨询委员会指出，作为根据其以前

的建议（见 A/58/591，第 16 和 17 段）

所采取行动的一部分，联利特派团对自

己的组织结构进行了一次初步审查，并

提出了精简结构的措施。同时，委员会

认为，应结合计划于 2004 年中期对组织

结构进行的更全面审查，进一步努力精

简特派团的组织结构。咨询委员会在这

方面指出，联利特派团的行政部门尚未

考虑到委员会以前对特派团的组织结构

内存在许多小部门和小单位所表示的关

注（见 A/58/591，第 15 段）。委员会打

算监测在改革联利特派团的组织结构，

包括在调整其高级别职位方面出现的各

种事态发展。委员会期望下次提交的联

利特派团预算，能充分反映全面审查特

派团组织结构的结果。（第 21 段和第 34

段） 

特派团建议 2005/06 年期间进一步精简机构如下： 

• 特派团工作人员综合发展和培训中心从秘书长特

别代表办公室转到行政事务处处长办公室，裁撤

三个员额（一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和两个联合国

志愿人员； 

• 2004 年解除武装和复员方案结束之后，将解散解

除武装、复员、转业培训和重返社会科，其中一

些员额将调动到人道主义协调科和复兴、复原和

重建科； 

• 将撤销西非经共体联络处，其职能和员额在政治

规划和政策股范围内安排； 

• 将撤销行政司长办公室合同管理股，因为将开展

培训，使各科都具备合同管理能力； 

• 将撤销资产处置股，其人力资源在行政部门各科

内部调动； 

• 此外，已修改选举司所需人员编制，即减少四个员

额；2005 年年底，选举司降为小规模的选举股，只

有8个员额保留到2006 年 6月。 

4. 委员会认为，特派团的旅行方案应

更好地反映它与特派团计划产出和成绩

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委员会认为，特派

团应更多利用现有的通信和信息技术，

相应缩减旅行方案。委员会相信联利特

派团和维持和平行动部的管理部门会采

取必要措施，确保有效利用和控制特派

团的旅行支出。(第 30 段) 

特派团每周与总部举行电视会议，讨论特派团的政治方

面以及管理和后勤方面。通过这个渠道定期交流，特派

团的旅费比 2004/05 年减少了，尽管 2005 年选举筹备

中增加了一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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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组织图 

 

 

  

秘书长特别代表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 

(行动和法治) 
行政司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 

(人道主义协调、复兴、恢复和重建)

民政科 
惩戒和监狱 

咨询处 

人道主义的协调科 救济、恢复和重建科 

首席军事 

观察员 

综合支助 

事务处 
行政事务处

人权和保护科 
民警专员 

办公室 

法律和司法 

系统支助司 
选举司 

资源调动和信托基金 

方案、速效项目股 

4 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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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 

 

 

 

 

 

 

 

 

 

 

 

 

 

 

 

 

 

 

 

 

 
 

 
*
 缩写：FS＝外勤人员、GS＝一般事

NS＝本国工作人员、UNV＝联合国

 
a
 新员额。 

秘

1 个 US

2 个 P-4、

社会性别咨询股 

(9 个员额) 

1 个 P-5、1 个 P-3、 

2 个 UNV、2 个 NO、 

3 个 NS 

法律事务科 

(4 个员额) 

1 个 P-5、1 个 P-4、 

1 个 GS(OL)、1 个 NO 
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 

(12 个员额) 

G、1 个 D-1、1 个 P-5、1 个 P-5、a 

1 人 P-3、1 个 GS(PL)、4 个 GS(OL) 
务人员、OL＝其他职等、PL＝特等、NO＝本国干

志愿人员、USG＝副秘书长、ASG＝助理秘书长。

通信和新闻办公室

(64 个员额) 

1 个 D-1、1 个 P-5、

2个P-4、9个P-3、

2 个 P-2、4 个 FS、

1 个 GS(OL)、8 个 UNV、

1 个 NO、35 个 NS 

艾滋病毒/艾滋病股 

(4 个员额) 

1 个 P-5、1 个 UNV、 

1 个 NO、1 个 NS 

联合

1

政

1

4

1 个
治规划和政策股

(17 个员额) 

个 D-1、2 个 P-5、

个 P-4、2 个 P-3、

FS、2 个 GS(OL)、

4 个 UNV、1 个 NS 
事、

 

监测委员会秘书处

(3 个员额) 

个 P-4、1 个 FS、

1 个 G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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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军事行动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4 个员额) 

1 个 ASG、1 个 D-2、2 个 GS(OL) 

参谋长和参谋 部队资产 

部队副指挥官/首席观察员 

快速反应部队(营) 

爱尔兰/瑞典 

航空股 

(攻击和通用) 

乌克兰 

多功能工兵营 

孟加拉国 

道路和机场工兵连 

巴基斯坦 

三级医院 

约旦 

1 区指挥官 

尼日利亚 

4 区指挥官 

埃塞俄比亚 

3 区指挥官 

孟加拉国 

2 区指挥官 

巴基斯坦 

二

塞

二

步

埃

步

埃

步

埃

步兵营 1 

埃塞俄比亚 

联

联合国军事 

观察员 

工兵连 

孟加拉国 

二级医院 

孟加拉国 

步兵营 3 

孟加拉国 

步兵营 2 

孟加拉国 

步兵营 1 

孟加拉国 

联合国军事 

观察员 

步兵营 1 

尼日利亚 

工兵连 

巴基斯坦 

二级医院 

巴基斯坦 

步兵营 3 

纳米比亚 

步兵营 2 

巴基斯坦 

步兵营 1 

巴基斯坦 

联合国军事 

观察员 

工兵连 

巴基斯坦 

步兵营 3 

加纳 

步兵营 2 

尼日利亚 
兵营 4 

塞俄比亚 
兵营 3 

塞俄比亚 
兵营 2 

塞俄比亚 
35

后勤运输连 

中国 

总部行政和支助连 

菲律宾 

宪兵股 

尼泊尔 

通信中队 

尼日利亚 

工兵连 

中国 

级医院 2 

内加尔 

级医院 1 

中国 

合国军事 

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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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办公室(行动和法治) 

 

 

 

 

 

 

 

 

 

 

 

 

 

 

 

 

 

 

 

 

 

 

 

 
 

 
a
 新员额。 

 
b
 改叙。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直属办公室(行动和法治) 

(6 个员额) 

1 个 ASG、1 个 P-5、1 个 P-3、2 个 GS(OL)、1 个 UNV 

民政科 

(44 个员额) 

1 个 D-1、1 个 P-5、

21 个 P-4、2 个 P-3、

3 个 GS(OL)、 

12 个 UNV、4 个 NO 

惩戒和监狱处 

(11 个员额) 

1 个 P-5、3 个 P-4、

2个 FS、1个 GS(OL)、

4 个 UNV 

人权和保护科 

(48 个员额) 

1 个 D-1、1 个 P-5、

8 个 P-4、5 个 P-3、

11 个 P-2、3 个 GS

（OL）、6 个 UNV、

13 个 NS 

法律和司法 

制度支助 

(44 个员额) 

1 个 D1、2 个 P-5、

5 个 P-4、6 个 P-3、

2个GS(OL)、6个UNV、

15 个 NO、7 个 NS

民警专员办公室 

(12 个员额) 

1 个 D-2、1 个 D-1、

1 个 P-5、4 个 P-4、

3 个 GS(OL)、2 个 NS

选举司 

(205 个员额) 

1 个 D-2、1 个 P-5、

5个P-4、2个P-4、a

11个P-3、1个P-2、a

4个FS、2个GS(OL)、

153个UNV、2个NO、

16个NS、2个NS、b

5个NSa 

4 个区 

(16 个员额) 

4 个 P-4、4 个 FS、 

4 个 UNV、4 个 NO 

15 州 

(45 个员额) 

15 个 P-3、 

15 个 UNV、 

15 个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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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办公室(人道主义协调、复兴、恢复和重建) 

 

 

 

 

 

 

 

 

 

 

 

 

 

 

 

 

 

 

 

 

 
 

 
a
 新员额。 

 
b
 改叙。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办公室(人道主义协调、复兴、恢复和重建)

(21 个员额) 

1 个 ASG、2 个 P-5、2 个 P-4、4 个 P-3、4 个 GS(OL)、 

4 个 UNV、2 个 NO、2 个 NS 

人道主义协调科 

(28 个员额) 

1 个 P-5、3 个 P-4、1 个 P-3、4 个 P-3、a 1 个 GS(OL)、

6 个 UNV、1 个 NO、5 个 NO、a 6 个 NS 

救济、恢复和重建科 

(22 员额) 

1 个 D-2、1 个 D-1、2 个 P-5、3 个 P-4、3 个 P-3、b

2 个 P-2、3个 GS(OL)、3个 UNV、2个 NO、2个 NS 

资源调动和信托基金方案、速效项目股 

(3 个员额) 

1 个 P-4、1 个 GS(OL)、1 个 NO 

4 个区 

(12 个员额) 

4 个 P-4、4 个 UNV、4 个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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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行政司 

 

 

 

 

 

 

 

 

 

 

 

 

 

 

 

 

 

 

 

 

行政司司长办公室 

(7 个员额) 

1 个 D-2、1 个 P-5、1 个 P-4、1 个 P-3、2 个 GS(OL)、1 个 NS

预算科 

(6 个员额) 

1 个 P-4、1 个 P-3、1 个 FS、 

2 个 UNV、1 个 NS 

资源调动速效项目 

安保科 

(159 个员额) 

1 个 P-5、2 个 P-3、11 个 P-2、49 个 FS、 

1 个 GS(OL)、18 个 SS、77 个 NS 

航空安全股 

(5 个员额) 

1 个 P-4、1 个 P-3、2 个 FS、1 个 UNV 

区域办公室 

(27 个员额) 

3 个 P-3、3 个 UNV、21 个 NS 

综合支助事务处处长办公室 

(10 员额) 

1 个 D-1、1 个 P-5、1 个 P-4、1 个 P-3、 

2 个 FS、2 个 UNV、2 个 NS 

行政事务处处长办公室 

(22 个员额) 

1 个 D-1、1 个 P-4、1 个-3、2 个 FS、 

1 个 GS(OL)、7 个 UNV、2 个 NO、7 个 NS 

人事科 
(26 个员额) 

1个P-5、2个P-4、1个P-3、 
5个FS、5 个 UNV、1 个 NO、 

11 个 NS 

联合国志愿部队支助股 

(4 个员额) 

4 个 UNV 

医务处 
(31 个员额) 

1 个 P-5、1 个 P-4、11 个 UNV、 
18 个 NS 

采购科
(41个员额) 

1个P-5、3个P-4、4个P-3、 
11个FS、2个GS(OL)、6个UNV、

14个NS 

总务科
(85个员额) 

1个P-5、2个P-4、5个P-3、 
2个P-2、18个FS、4个GS(OL)、

13个UNV、40个NS 

财务科
(39个员额) 

1个P-5、3个P-4、1个P-3、 
2个FS、6个GS(OL)、8个UNV、

3个NO、15个NS 

特遣队所属装备核查股 
(21个员额) 

1个P-4、1个P-3、7个FS、 
4个UNV、8个NS 

信息和通信技术科
(151个员额) 

1个P-5、2个P-4、2个P-3、 
6个P-2、33个FS、1个GS(OL)、

37个UNV、69个NS 

调度科 
(37个员额) 

2个P-4、5个P-3、10个FS、 
3个GS(OL)、5个UNV、12个NS 

联合国后勤业务中心
(16个员额) 

1个P-5、4个P-4、9个P-3、 
14个FS、2个GS(OL)、5个UNV、

26个NS 

供应科
(73个员额) 

1个P-5、1个P-4、2个P-3、 
13个FS、1个GS(OL)、4个UNV、

51个NS 

运输科
(164个员额) 

1个P-5、1个P-4、2个P-3、 
19个FS、1个GS(OL)、27个UNV、

113个NS 

航空科
(34个员额) 

1个P-5、1个P-4、5个P-3、 
5个FS、4个GS(OL)、4个UNV、

14个NS 

工程科
（238 个员额） 

1个P-5、1个P-4、8个P-3、 
1个P-2、26个FS、3个GS(OL)、

50个UNV、148个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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