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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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1日至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预算，数额为 41 581 200 美元。 

 本预算是部署军事特遣队人员 1 047 人、国际工作人员 42 人和本国工作人员

107 人的经费。 

 观察员部队 2005 年 7 月 1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所需资源总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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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派团的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等资源数额差异已经酌情联系特派团计划的具

体产出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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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745.6 19 326.8 20 137.7 810.9 4.2 

文职人员 7 597.2 8 678.1 8 377.0 (301.1) (3.5) 

业务费用 13 401.0 12 897.2 13 066.5 169.3 1.3 

 所需经费毛额 39 743.8 40 902.1 41 581.2 679.1 1.7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 087.2 1 175.4 1 142.4 (33.0) (2.8) 

 所需经费净额 38 656.6 39 726.7 40 438.8 712.1 1.8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 - - - - 

 所需经费共计 39 743.8 40 902.1 41 581.2 679.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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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5 年核定人数 - 3 - 3 

 2005/06 年提议人数 - 3 - 3 

构成部分  

业务  

 2004/05 年核定人数 1 037 - - 1 037 

 2005/06 年提议人数 1 047 - - 1 047 

支助  

 2004/05 年核定人数 - 39 92 131 

 2005/06 年提议人数 - 39 107 146 

共计  

 2004/05 年核定人数 1 037 42 92 1 171 

 2005/06 年提议人数 1 047 42 107 1 196 

 净变动 10 - 1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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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8(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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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维持 1974 年《以色

列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部队脱离接触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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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实现各项预期成果，就可以在该部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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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的人

力资源已按人数归入每个构成部分，但属于整个部队的行政领导和管理除外。与

2004/05 年期间预算相比的人数差异，包括员额的改叙，已在有关构成部分下说明。 

5. 观察员部队一直在执行其任务规定，维持1974年 5月在日内瓦商定的隔离区。

隔离区南北长大约 75 公里；宽度则各地不同，北部赫曼山山脊一带最宽处为 12.5

公里，而南部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约旦边境一带最窄却不足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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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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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哨。部队得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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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总部设在福瓦尔营

地，主要的后勤基地位于齐奥尼营地，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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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再延伸 10 公里，第三个地带从第二

个地带向外再延伸 5 公里。戈兰观察员小组的成员在行动上接受部队的指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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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全面领导和管理由部队指挥官直属办公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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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5 年核定人数 1 - - 1 - 1 - 3 - - 3 

 2005/06 年提议人数 1 - - 1 - 1 - 3 - - 3 

 净变动 - - - - - - - - - - - 

 a 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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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1：业务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1.1 各方充分遵守隔离区和限制区规定  1.1.1 商定的武器和部队限制得以

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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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900 流动巡逻人日（每支巡逻队 3 名士兵×20 支巡逻队×365 日） 

• 8 030 徒步巡逻人日（2 名士兵×11 支巡逻队×365 日） 

• 7 300 固定巡逻人日（2 名士兵×10 支巡逻队×365 日） 

• 5 840 夜间巡逻人日（4 名士兵×4 支巡逻队×365 日） 

• 在接到电话 10 分钟内做出快速反应巡逻 10 950 次（2 名士兵×15 次反

应×365 日） 

• 13 875 有部队驻守的观察哨人日（2 名士兵×19 个观察哨×365 日） 

• 1 460 临时检查站人日（4 名士兵×1 个检查站×365 日） 

• 对限制区每两周进行一次检查 

• 就各种违规情况提出抗议 

• 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两份报告 

• 发生危机时立即与各方联络 

• 为出于人道主义目的穿过隔离区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员定期提供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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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 

产出   

• 清除隔离区的地雷和未爆弹药 

• 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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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将继续合作 



 

 5
 

 A/59/653

表 2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1(业务) 

类别 共计 

军事特遣队  

 2004/05 年核定人数 1 037 

 2005/06 年提议人数 1 047 

净变动 10 

 
a
 军事特遣队吸收了 10 名新增军事特遣队人员，因此兵力总数有所调整。增加人员经安全理

事会第 1578（2004）号决议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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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收到经过证明的请购单到发

出采购订单之间的非正式采购

请求平均处理时间，从2004/05

年期间的 90 天减少到 2005/06

年期间的81天 

2.1.2 向总部提交特遣队兵力和特

遣队所属装备核查报告所需

的时间，2003/04 年期间的平

均为 25 天，2004/05 年期间减

少到 15 天，2005/06 年期间进

一步减少到 10 天 

产出   

服务改善   

• 通过制作模板，精简采购文件的数量，并最大限度地利用电子邮件 

• 精简特遣队所属装备和部队兵力总数核查报告的处理程序 

军事人员   

• 平均有 1 047 名军事人员进驻、轮调和返国 

• 向 2 个营地和 19 个据点的 1 047 名部队人员供应及储存口粮 

文职人员   

• 管理 42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107 名本国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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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和基础设施   

• 维修福瓦尔营地、齐奥尼营地、大马士革代表处、隔离区内的宪兵“C”

分遣队、19 个隔离区据点和 18 个前哨的设施 

• 操作及维修 24 个地方的 95 台发电机 

• 修复 8 公里长的公路 

• 维修 14 口水井和过滤系统 

陆运   

• 操作及维修包括 14 辆装甲运兵车在内的 372 部车辆 

通信   

• 支持及维修 12 部专用自动交换分机、1 154 部电话分机、2 个卫星地面站、

462 个双向移动式收音机、291 个手持式步话机、18 个甚高频转发台和 15

个微波站 

信息技术   

• 在 22 个地点支持及维修一个广域网、38 台服务器、401 台台式计算机、

42 台膝上型计算机、181 台打印机和 28 台扫瞄机 

医疗   

• 运作及维修 3 所一级医院，用于在紧急情况下向特派团及停战监督组织人

员和当地平民提供服务 

• 运作及维修为所有人员提供服务的艾滋病毒自愿秘密咨询和测试设施 

• 为所有人员提供艾滋病毒宣传方案，其中包括同龄相互教育 

安全   

• 向福瓦尔营地、齐奥尼营地、大马士革代表处、隔离区内的宪兵“C”分遣队

和19个隔离区据点提供安全保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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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和生物保护、住所警报和营地

保护有关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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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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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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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5 年核定人数 - 1 2 4 27 5 - 39 92 - 131 

 2005/06 年提议人数 - 1 3 3 27 5 - 39 107 - 146 

 净变动 - - 1 (1) - - - - 15 - 15 

 a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预期成果/产出 

预期成果：2.1 向特派团提供有效、高效的后勤、行政和安全支持 

产出   

• 管理 42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107 名本国工作人员 

• 维修福瓦尔营地、齐奥尼营地、大马士革代表处、隔离区内的宪兵“C”

分遣队、19 个隔离区据点和 18 个前哨的设施 

• 操作及维修 24 个地方的 95 台发电机 

• 修复 8 公里长的公路 

• 维修 14 口水井和过滤系统 

• 向 2 个营地和 19 个据点的 1 047 名部队人员供应及储存口粮 

• 支持及维修 12 部专用自动交换分机、1 154 部电话分机、2 个卫星地面站、

462 个双向移动式收音机、291 个手持式步话机、18 个甚高频转发台和 15

个微波站 

说明   

• 国际工作人员：1 个 P-3 员额改叙为 P-4 

提议将文职人事主任员额由 P-3 提高为 P-4。在设立特派团训练单位以后，文

职人事主任承担了更多职责，其中涉及到协调特派团的培训方案、管理特派

团训练单位的小册子图书馆以及编写培训方案执行情况审查报告。这一提议

将使这一员额的职等与其他类似特派团的一样，如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

平部队、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和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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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增设 15 个员额 

提议增设一个本国一般事务员额，担任齐奥尼营地的接收和检查办事员。这

一职能目前由负责接收和检查货物的军事后勤人员以及福瓦尔营地负责记录

非消耗性资产的接收和检查办事员履行。然而这一安排已不再可行，因为军

事后勤人员每六个月轮换一次，导致特派团的接收和检查人员不断需要培训，

并使采购过程的这一阶段工作出现延误。此外在采用伽利略系统以后，特派

团将须记录消耗性物品和记录非消耗性物品。由于以前的外地资产管制系统

仅记录非消耗性资产，因此这一员额的工作量预计将大大增加。 

提议增设 14 个本国一般事务员额，以便将目前根据一般临时助理人员合同聘

用的工作人员改划为本国一般事务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在工程、一般事务和

采购等领域履行核心职能，并且观察员部队持续需要这些工作人员。他们还

帮助交付上文提到的产出。 

• 重新说明为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期间核准的 3 个本国一

般事务人员员额的理由 

(a)  信息技术助理（通讯科）： 

信息技术助理负责排除特派团内的硬件故障、维修网络硬件以及支持系统和

用户。在实施现代化方案以后，还扩大了数据网络基础设施，以包括特派团

所有 19 个长期派人驻守的据点。因此，需要在特派团的工作人员编制中设立

这一员额。 

(b)  装配工（通讯科）： 

装配工负责安装及维修特派团内的微波设备、天线系统、通讯塔和农村电话

系统，以及确保适用的规章和安全标准获得遵守。由于实施现代化方案后通

讯系统得到扩大和改善，再加上军事特遣队在这一领域提供的支持有限，因

此需要在特派团的工作人员编制中设立这一员额。 

(c)  接收和检查办事员-福瓦尔营地（一般事务科）： 

采用伽利略系统以后，特派团将须记录消耗性物品和记录非消耗性物品。由

于以前的外地资产管制系统仅记录非消耗性资产，这一员额的工作量预计将

大大增加。因此，需要在特派团的工作人员编制中设立这一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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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所需资源 
 

 A. 总体资源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支出

(2003/04)

分配数 a

(2004/05)

估计费用数

(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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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745.6 19 326.8 20 137.7 810.9 4.2 

民警 - - - - - 

建制警察部队 - - - - - 

小计 18 745.6 19 326.8 20 137.7 810.9 4.2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b 5 804.1 6 825.1 6 169.1 (656.0) (9.6) 

本国工作人员 c 1 793.1 1 853.0 2 207.9 354.9 19.2 

联合国志愿人员 - - - - - 

小计 7 597.2 8 678.1 8 377.0 (301.1) (3.5)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38.4 193.9 40.0 (153.9) (79.4)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 

顾问 13.6 - - - - 

公务旅行 169.3 300.7 229.6 (71.1) (23.6) 

设施和基础设施 6 409.4 5 573.9 5 684.2 110.3 2.0 

陆运 2 609.7 2 986.5 3 380.5 394.0 13.2 

空运 - - - - - 

海运 - - - - - 

通信 1 888.7 1 840.7 1 593.6 (247.1) (13.4) 

信息技术 1 119.9 887.7 840.9 (46.8) (5.3) 

医疗 266.4 291.9 346.8 54.9 18.8 

特种装备 156.9 203.9 203.6 (0.3) (0.1)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728.7 618.0 747.3 129.3 20.9 

速效项目 - - - - - 

小计 13 401.0 12 897.2 13 066.5 169.3 1.3 

所需经费毛额 39 743.8 40 902.1 41 581.2 679.1 1.7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 087.2 1 175.4 1 142.4 (33.0) (2.8) 

所需经费净额 38 656.6 39 726.7 40 438.8 712.1 1.8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 - - - - 

所需经费共计 39 743.8 40 902.1 41 581.2 679.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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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6 年期间的费用估计数含 7％的出缺率，而 2004/05 年期间适用的出缺率为 0％。 

 
c
 2005/06 年期间的费用估计数含 2％的出缺率，而 2004/05 年期间适用的出缺率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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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特遣队所属装备：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7. 2005年 7月 1日至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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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84 600 美元，细节如下 

(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金额 

主要装备  

 军事特遣队  

 主要装备 1 194.0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餐饮（厨房设施） 137.1 

 办公设备 23.9 

 小工程 81.1 

 杂项一般用品 120.0 

 医疗  

 医疗服务 82.7 

 特种装备  

 爆炸物处理 45.4 

 观察 0.4 

 小计 490.6 

 共计 1 6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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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998 年 12 月 1 日 1998 年 12 月 1 日 

 频繁使用状况因素 0% 1998 年 12 月 1 日 1998 年 12 月 1 日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素 0% 1998 年 12 月 1 日 1998 年 12 月 1 日 

B 适用于本国  

 运输量增加因素 0%-2.75%   

 
 

 C. 培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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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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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金额 

培训顾问 - 

公务旅行、培训 89.0 

培训费、用品和服务 49.7 

 共计 138.7 
 
 

9. 这些所需费用用于在陆运、通讯和信息技术、工程、采购、管理等领域进行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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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更有效率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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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计划成果而采取的管理行动所致，以及（或）因

与绩效有关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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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9 4.2%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10. 所需费用增加，主要是由于根据湿租赁将要提供给特派团的 10 辆装甲运兵

车的所需费用增加。在这 10 辆装甲运兵车中，4 辆用来更换使用寿命到期的联合

国自有履带式装甲运兵车。此外，6 辆 SISU 装甲运兵车用来补充特派团的轮式装

甲运兵车车队，使车辆总数增加到 20 辆，以满足特派团的业务需要。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额以千美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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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656.0) (9.6%)
 

• 费用参数：出缺率发生变化 

11. 造成本项出现差异的最主要因素，是计算本项经费采用的拟议出缺率增加。

对 2005/06 年预算期间而言，提议采用的 7％出缺率反映了 2003/04 年预算执行

期间的实际出缺率。与此相反，2004/05 年预算期间的预算经费是根据 0％的出

缺率计算的。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354.9 19.2%
 

• 管理：根据一般临时助理人员合同聘用的工作人员的改划 

12. 所需费用增加，主要是由于目前根据“一般临时助理人员”合同聘用的 14

名工作人员改划为本国一般事务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在工程、一般事务和采购等

领域内履行核心职能，并且观察员部队持续需要这些工作人员。在 2004/05 年财

务期间，与这些工作人员有关的经费列入“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项下。 

差异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153.9) (79.4%)
 

• 管理：根据一般临时助理人员合同聘用的工作人员的改划 

13. 所需费用减少，因为 14 名工作人员的经费在 2004/05 年财务期间列入这一

类项下。在 2005/06 年财务期间，提议将这些工作人员改划为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这样，与这些工作人员有关的经费现在列入本国工作人员类别项下。 

差异 

公务旅行 ($71.1) (23.6%)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14. 出现差异，是由于与非培训有关的公务旅行，而且特派团做出持续努力，在

开展特派团的业务和支持活动时最大限度地利用公务旅行以外的其他方法。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110.3 2.0%
 

• 外部因素：安全改善 

15. 该项下所需费用增加，主要是两个因素造成的：第一，特派团开展的三年期

现代化方案预计到 2004/05 年预算期间结束时完成，因此 2005/06 年期间没有为

该方案编列经费。第二，减少的费用被安全和保安设备以及建造、改建和修缮部

队现有设施和基础设施所需的额外经费抵消。特派团必须遵守最低运作安保标

准，因此需要这些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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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陆运 $394.0 13.2%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16. 出现差异，主要是由于维修特派团 SISU 装甲运兵车车队的所需费用增加。

在 2004/05 年预算期间，为特派团的 Nyala 装甲运兵车车队编列了经费。然而在

2005/06 期间，Nyala 装甲运兵车正在更换为 SISU 装甲运兵车。SISU 装甲运兵车

更适合特派任务地区的条件，但维修费用也更高。 

差异 

通信 ($247.1) (13.4%)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17. 所需费用减少，主要是由于电话费率降低，以及利用当地服务供应商提供因

特网服务。在 2004/05 年预算期间，为利用以国际卫星为基础的因特网服务供应

商编列了经费。 

差异 

信息技术 ($46.8) (5.3%)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18. 出现差异，主要是由于特派团对打印机的需求的性质发生变化。在 2004/05

年预算期间，为网络彩色打印机和台式打印机编列了经费，平均单价为 4 950 美

元。与此相比，2005/06 年期间的预算经费用于购买标准的单色网络打印机，平

均单价为 1 200 美元。 

差异 

医疗 $54.9 18.8%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19. 造成本项出现差异的最主要因素，是医疗用品的所需费用增加，因为需要为

特派团的所有部队派遣国提供医疗用品。与此相反，2004/05 年期间的预算经费

是按特派团一个部队派遣国使用本国采购医疗用品计算的。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129.3 20.9%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20. 所需费用增加，主要是由于需要开展两个统一横轴默卡托业务地图项目。开

展这些项目将满足业务安全需要，使特派团能够更换现在已经过时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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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21. 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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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581 200 美元，作为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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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按每月 3 465 100 美

元的标准摊派上文(a)段中提及的款项。 

 五. 为执行联合国审计委员会的要求和建议而采取的后续行动摘要 
 

审计委员会 

(A/58/5（Vol.II） 

要求 /建议 为执行要求 /建议采取的行动 

观察员部队仍在为财产配置独特标号。先

前报告的资产中只有 51％配有条码标号。

(第 52 段(d)分段) 

观察员部队不断改进为所有装备

配置独特标号的工作。截至 2004

年 4 月 2 日，所有非消耗性资产都

已配置条码独特标号。 

采购司下发了关于利益冲突和机密资料的

部门间备忘录，提醒工作人员避免利益冲

突，不得在未经准许的情况下泄露机密资

料。采购准则以及关于利益冲突和机密资料

的部门间备忘录，可在联合国内联网上查

阅。采购准则中包含关于采购司工作人员接

受礼品和招待的准则。不过，审计委员会注

意到，在联塞特派团、东帝汶支助团、观察

员部队和联刚特派团，与采购程序有关的工

作人员并不知晓这些采购准则(第 162 段) 

这一建议已经得到执行。观察员部

队已经向包括采购工作人员在内

的所有文职人员下发了关于利益

冲突和机密资料的第 DOF03/035

号通知。 

有效监测核查报告的提交工作以及各特派

团提出核查报告工作的自动化，有利于及

时收到此种报告。维持和平行动部已在东

帝汶支助团、埃厄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

联塞特派团、联刚观察团和联黎部队实行

核查报告制度。自 2003 年 4 月以来，这些

特派团提交的核查报告已通过电子方式送

交联合国总部。在审计之时，其他特派团

正在实行这一程序。仍未提出每月核查报

告的唯一特派团是观察员部队(第 208 段) 

这一建议已经得到执行。观察员部

队在总部于 2003 年 7 月启动特遣

队所属装备数据库之后，一直在编

写并以电子方式向总部提交特遣

队所属装备核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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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组织结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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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新员额。 

 
b
 改叙员额。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3 个员额）1 个 AS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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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个 NS，11 个 N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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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1 个 GS(OL)，5 个 NS 

采购科 

（16 个员额）4 个 FS， 

11 个 NS，1 个 NS
a 

一般事务科 

（32 个员额）5 个 FS, 

1 个 GS（OL）,23 个 NS,3 个 N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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