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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载有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数额为 107 159 700 美元。 

 预算用于部署 141 名军事观察员、3 250 名军事特遣队员、78 名民警、260

名国际工作人员、474 名本国工作人员及 96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 

 已通过若干按构成部分（实务文职、军事、民警和支助）划分的成果预算框

架,把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联塞特派团所需资源总额同

该特派团的目标联系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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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除外。 

 绩效指标显示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特派团关闭实务文职、军事、民警等构

成部分之时在实现目标和预期成绩方面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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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7月

1日至2005年

6月30日

2005年7月

1日至12月

31日

2006年1月1

日至6月30日

2005年7月

1日至2006年

6月30日 差异 

类别 分配款 维持 清理结束

费用总额

估计数 数额 百分比

 （1） (2) (3) (4)=(2)+(3) (5)=（4）-（1） （6）＝（5）÷（1）

军事和警务人员 143 428.2 36 645.7 - 36 645.7 (106 782.5) (74.5)

文职人员 50 413.1 19 555.2 8 609.9 28 165.2 (22 247.9) (44.1)

业务费用 97 762.3 33 026.0 9 322.8 42 348.8 (55 413.5) (56.7)

 所需经费毛额 291 603.6 89 226.8 17 932.6 107 159.7 (184 443.9) (63.3)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6 377.1 2 261.8 1 045.9 3 307.8 (3 069.3) (48.1)

 所需经费净额 285 226.5 86 965.0 16 886.8 103 851.9 (181 374.6) (63.6)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 - - - - -

 所需经费总额 291 603.6 89 226.8 17 932.6 107 159.7 (184 443.9)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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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军事 

观察员
a
 

军事特

遣队员
a

民警
a

建制警

察部队
a

国际工

作人员
a

本国工

作人员
b

联合国

志愿人员
a

政府提供 

的人员 

文职选举 

观察员 共计

行政领导和管理       

 2004/05年度核定人数 - - - - 10 2 - - - 12

 2005/06年度拟议人数 - - - - 13 2 - - - 15

构成部分    

实务文职人员    

 2004/05年度核定人数 - - - - 63 41 25 - - 129

 2005/06年度拟议人数 - - - - 30 26 10 - - 66

军事    

 2004/05年度核定人数 260 9 800 - - 7 45 - - - 10 112

 2005/06年度拟议人数 141 3 250 - - 7 27 - - - 3 425

民警    

 2004/05年度核定人数 - - 128 - 2 10 - - - 140

 2005/06年度拟议人数 - - 78 - 2 10 - - - 90

支助    

 2004/05年度核定人数 - - - - 253 458 122 - - 833

 2005/06年度拟议人数 - - - - 208 409 86 - - 703

共计    

 2004/05年度核定人数 260 9 800 128 - 335 556 147 - - 11 226

 2005/06年度拟议人数 141 3 250 78 - 260 474 96 - - 4 299

 净变动 (119) (6 550) (50) - (75) (82) (51) - - (6 927)
 

 a 
最高核定/拟议人数。 

 b  
包括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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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的任务系由安全理事会第 1270（1999）

号决议确定。最近一次任务延期是由安理会 2004 年 9 月 17 日第 1562（2004）号

决议核准的。 

2. 特派团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目标，即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 

3. 在这一总体目标范围内，该特派团将在本预算期间交付下文各框架所列的相

关关键产出，协助实现预期成果。绩效指标显示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特派团

关闭实务文职、军事、民警等构成部分之时在实现目标和预期成绩方面的状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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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和管理部分除外。与 2004/05 年度预算相比的人数差异，包括改叙情况，已在

相关构成部分项下予以说明。 

5. 由于在 2005 年 7月 1日至 12月 31 日维持期间和随后的 2006 年 1月 1日至

6 月 30 日清理结束期间联塞特派团缩编，其规模、构成和部署情况有所调整，造

成特派团结构和站点发生变化。特派团总部仍设在弗里敦，将保留设在凯内马和

穆雷敦的地区办事处，而 2004/05 预算年度在凯内马、洛科港、马格布拉卡、穆

雷敦和科伊杜设有五个地区办事处。特派团将不再保留区总部，将有军事人员部

署在凯内马、博城和弗里敦，而在 2004/05 年度特派团有三个区总部。在 200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将保留 11 个军事观察员队部和 10 个民警队部。实务办事处将

继续部署在塞拉利昂各地，特派团任务区仍将包括科纳克里。 

 

  行政领导和管理 
 

6. 特派团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由秘书长特别代表直属办公室全面负责。 

表 1 

人力资源：行政领导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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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1 - 5 - 1 3 - 10 2 - 12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1 - 8 - 1 3 - 13 2 - 15

净变动 
- - 3 - - - - 3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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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际工作人员员额净增 3 个，因为在确保整个 2004/05 年度国际工作人员员

额总数不超过 335 个的前提下，在 2004/05 年度第三季度向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

室调动了员额，特别代表办公室的国际工作人员员额从 10 个增加到 13 个。这一

调动情况载于秘书长关于联塞特派团的第二十一次报告（S/2004/228,第 83 和第

90 段）,即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管理股调来 1 名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

社会问题顾问（P-4），从人权办公室调来 1 名性别问题顾问（P-4），从政策和规

划科调来 1 名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顾问（P-4）。 

构成部分 1：实务文职人员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1.1 塞拉利昂逐步实现政治稳定 
1.1.1 曾经参与上次选举的十个政

党中至少有五个继续参与政

治进程，包括议会和政府 

1.1.2  马诺河联盟成员和其他利

益有关者商定并签署关于跨

国界问题的综合区域政策 

1.1.3 没有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非

法流动的报告 

产出  

• 组办政府与各政党间会议以促进政治对话，并进一步利用秘书长特别代表

的斡旋能力与各政党进行商讨 

• 向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定期提供关于塞拉利昂和马诺河联盟的政治分析和

建议 

• 秘书长提交两份报告 

• 为当地和国际记者举行 40 次新闻发布会，介绍塞拉利昂的政治形势和特派

团缩编情况等 

• 制作 12 个每日新闻、29 个每周新闻节目、12 个“儿童之声”和公共事务

节目，并在联塞特派团电台播出，与塞拉利昂广播局共同制作 3 个节目 

• 对 50 名当地记者进行职业道德和新闻专业培训 

• 向 19 个地方理事会提供善政建议，促进塞拉利昂和解与和平 

• 联塞特派团、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和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举行 6 次特派

团间会议，讨论在次区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和信息交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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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1.2 巩固塞拉利昂国家的权力、权力下放

和善政 

1.2.1 塞拉利昂政府的钻石出口收

入从 2004/05 年度的 1.2 亿

美元增加到 2005/06 年度的

1.5 亿美元 

1.2.2 在所有 12 个区部署驻地治

安法官，而 2004/05 年度在

5 个区部署了驻地治安法官 

1.2.3 2005/06年度增聘8名法官，

而 2004/05 年度为 6 名法官 

1.2.4 休庭案件的比例从 2004/05

年度的 90％降低到 2005/06

年度的 70％ 

产出  

• 通过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和民警及塞拉利昂警察和塞拉利昂武装部队联合

巡逻对 300 个矿址进行监控 

• 会同塞拉利昂政府联合评估两个钻石开采区的钻石开采状况 

• 举行 6 次高级别钻石指导委员会协调会议，讨论对钻石业提供支持的

问题 

• 会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就司法部门全面改革问题向法律

改革委员会提出建议 

• 会同开发计划署就征聘 10 名驻地治安法官问题向司法机构提出建议 

• 会同开发计划署为塞拉利昂司法部门举办两期讲习班，讲授执法问题 

• 会同开发计划署和国际开发部（英国）收集有关待审案件、审判前羁押

和监狱人满为患情况的数据 

• 为联合国机构、捐助国和塞拉利昂政府组织 12 次协调会，讨论通过发展

援助和资源调动实施过渡计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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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1.3 塞拉利昂在尊重和保护人权和基本

自由方面取得进展 

1.3.1 在 2005/06 年度，举报的针对妇

女和儿童的家庭暴力案子中有

15％予以起诉，而 2003/04 财政

年度，这一比例为 12％（在举

报的1 520起案件中有180个受

到起诉） 

1.3.2 颁布一项纳入国际人权文书的

人权法 

产出  

• 就按照国际标准拟订人权法等问题向议会和议会人权委员会提出建议 

• 培训 35 名塞拉利昂武装部队军官、100 名塞拉利昂警员、500 名政府官员

和 500 名人权问题监督员 

• 为支持 4 个区域人权参考资料中心，会同人权问题非政府组织举办两次讨

论会 

外部因素  

次区域政治和安全局势不会影响和平进程；捐助国继续支持塞拉利昂政府致力于

过渡进程 

 

表 2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1(实务文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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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事务 警卫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联合国志

愿人员 共计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办公室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1 - 3 2 - 2 - 8 2 - 10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1 - 2 - - 2 - 5 2 - 7

 净变动 - - (1) - - - - (3) - - (3)

人权办公室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 1 5 10 1 1 - 18 2 2 22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 - 2 3 - 1 - 6 6 5 17

 净变动 - (1) (3) (7) (1) - - (12) 4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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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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事务 警卫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联合国志

愿人员 共计

政治事务办公室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 1 1 3 2 - - 7 3 - 10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 - - - - - - - - - -

政策和规划科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 1 1 1 - 2 - 5 - - 5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 - - - - - - - - - -

政治、政策和规划办公室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 - - - - - - - - - -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 1 3 1 - 2 - 7 - - 7

 净变动 - (1) 1 (3) (2) - - (5) (3) - (8)

民事办公室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 - 8 4 1 - - 13 10 8 31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 - 5 1 - - - 6 3 5 14

 净变动 - - (3) (3) (1) - - (7) (7) (3) (17)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管理股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 - 2 - - - - 2 - 15 17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 - - - - - - - - - -

 净变动 - - (2) - - - - (2) - (15) (17)

宣传和新闻办公室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 - 3 5 - 2 - 10 24 - 34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 - 2 3 - 1 - 6 15 - 21

 净变动 - - (1) (2) - (1) - (4) (9) - (13)

共计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1 3 23 25 4 7 - 63 41 25 129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1 1 14 8 - 6 - 30 26 10 66

 净变动 - (2) (9) (17) (4) (1) - (33) (15) (15) (63)

 

8. 特派团缩编，随后清理结束，因此，共减少 63 个员额，包括 33 个国际工作

人员员额、15 个本国工作人员员额和 15 个联合国志愿人员员额。 

9. 人权办公室本国工作人员员额和联合国志愿人员员额净增，因为在确保整个

2004/05 年度本国工作人员员额总数不超过 556 个和联合国志愿人员员额总数不

超过 147 个的前提下，2004/05 年度第三季度本国工作人员员额从 2 个增加到 6



 

 9
 

 A/59/758

个，联合国志愿人员员额从 2 个增加到 5 个。这一员额增加情况载于秘书长的第

二十一次报告（同上,第 87 段）。 

10. 政治、政策和规划办公室国际工作人员员额（P-5 和 P-4）净增，因为特派

团缩编，政治事务办公室和政治和规划科在 2004/05 年度第三季度关闭。由于组

织结构改变，造成国际工作人员员额净减 5 个，包括由于在东区部署 1 名区域政

治事务干事（P-4）而增加的 1 个 P-4 员额。这一变动情况载于秘书长的第二十

一次报告（同上,第 90 段） 

构成部分 2：军事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2.1 在塞拉利昂全境维护安全 2.1.1 没有侵扰边境的报告 

2.1.2 没有需采取军事干预行动

的内部安全事件 

2.1.3 塞拉利昂政府全面负责全

国各地的安全 

产出  

• 每天、每月、每季度与塞拉利昂政府安全机构举行会议 

• 24 288 人次机动巡逻（每次巡逻有 3 名军事观察员 11 个队部各负责 4
次巡逻 184 天） 

• 110 400 人次徒步巡逻（每次巡逻有 20 名官兵 3 个营各负责 10 次 184
天） 

• 1 200 个小时空中巡逻 

• 142 600 人次营级兵力的快速反应行动（每个营有 775 名官兵每个营负

责 1 次快速反应行动 184 天） 

• 为保卫塞拉利昂特别法院的安全执行 12 880 人次的警卫任务（70 名官

兵 184 天） 

外部因素 

次区域政治和安全局势不会影响和平进程；捐助国继续支持塞拉利昂政府致

力于过渡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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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2(军事) 

类别 共计

一. 军事观察员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260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141

 净变动 (119)

二. 军事特遣队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9 800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3 250

 净变动 (6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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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事务 警卫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1 - - - - 4 - 5 13 - 18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 1 - - - 4 - 5 7 - 12

 净变动 (1) 1 - - - - - - (6) - (6)

部队副指挥官/首席军事观

察员办公室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 1 - - - 1 - 2 32 - 34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 1 - - - 1 - 2 20 - 22

 净变动 - - - - - - - - (12) - (12)

文职人员小计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1 1 - - - 5 - 7 45 - 52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 2 - - - 5 - 7 27 - 34

 净变动 (1) 1 - - - - - - (18) - (18)

共计(一至三项)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1 1 - - - 5 - 7 45 - 10 112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 2 - - - 5 - 7 27 - 3 425

 净变动 (1) 1 - - - - - - (18) - (6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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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特派团缩编，随后清理结束，因此，减少 119 个军事人员员额、6 550 个军

事特遣队员额和 18 个本国工作人员员额。 

12.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净增 1 个国际工作人员员额（D-2 或 D-1），因为在 2004/05

年度第三季度将部队指挥官员额从助理秘书长级改叙为 D-2 级，以使该员额的职

等符合特派团缩编后工作量减少的情况。 

构成部分 3：民警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3.1 建立一支有效、负责任的塞拉利昂警察

力量,加强社会秩序 

3.1.1 将塞拉利昂警察的人数保

持在 9 500 人 

3.1.2 在 26 个警务司全面部署塞

拉利昂警察，而 2003/04 年

度在 19 个警务司、2004/05

年度在 22 个警务司部署了

塞拉利昂警察 

3.1.3 在 2005/06 年度将举报的重

案数量降低10％，而2004/05

年度从2003/04年度的6 340

起下降了 4％ 

产出  

 训练 900 名新招聘的塞拉利昂警察，以填补自然减员引起的空缺 

 对负责钻石开采、跨界安全和机场安全等战略领域警务的 50 名塞拉

利昂警察进行培训 

 对在刑事调查司、经济犯罪、毒品和麻醉品管制、刑警组织、家庭支

持股和社区关系司等部门的专家队工作的 150 名塞拉利昂警察进行

培训 

 为 300 名塞拉利昂警察现职中层管理人员提供管理工作培训 

 为 150 名现职塞拉利昂警察提供现场训练指导培训 

 每周与塞拉利昂警察举行警察培训和指导问题的会议 

外部因素 

捐助者提供充分支助，以确保警务部门的建立。有合格的候选人加入塞拉利昂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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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3(民警) 

类别 共计

一. 民警
a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128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78

 净变动 (50)

 
 国际工作人员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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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警务专员办公室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 1 - - - 1 - 2 10 - 12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 1 - - - 1 - 2 10 - 12

 净变动 - - - - - - - - - - -

共计(一至二项)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 1 - - - 1 - 2 10 - 140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 1 - - - 1 - 2 10 - 90

 净变动 - - - - - - - - - - (50)
 

 a   不包括警务专员和 1名按国际文职人员合同征聘的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13. 特派团缩编，随后清理结束，因此，净减 50 个民警。 

构成部分 4：支助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4.1 为特派团提供高效益、高效率的后勤、

行政和安保支助 

4.1.1  100％遵守国际民用航空空

对地通信标准 

产出  

 

维持期间 

 服务改进 

• 采用甚高频空对地通信系统，改善通信效果和可用性，减少对高频设备

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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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和警务人员 

• 安置和遣返 3 250 名部队士兵、141 名军事观察员和 80 名民警 

 文职人员 

• 管理平均 259 名国际工作人员、471 名本国工作人员和 94 名联合     
国志愿人员 

 设施和基础设施 

• 维持 15 个站点和 3 个营地的 49 个设施 

• 操作和保养 70 台发电机 

 陆运 

• 操作和保养 3 个站点的 497 部车辆，包括 1 辆装甲车 

 空运 

• 操作和保养 1 架固定翼飞机和 13 架旋转翼飞机 

• 在 Mammy Yoko 和 Hsatings 维持 7 天 X24 小时机场和设施防火准备，在

Kenema 维持 7 天 X8 小时防火准备 

 通信 

• 支持和保养 9 个站点的 14 个甚小口径终端系统和 14 台电话交换机 

 信息技术 

• 支持和保养 18 个站点的广域网、793 个台式计算机、218 台膝上型计算

机、730 台打印机和 50 台扫描仪/数码发送机 

 医疗 

• 开设和维持 1 个一级诊所、6 个一级医疗设施、1 个二级医疗设施和 1 个

三级医疗设施，为特派团人员和平民提供急救服务 

• 开设和维持面向所有人员的艾滋病毒自愿保密咨询和检测设施 

• 开展面向所有人员的艾滋病毒宣传方案，包括同伴教育 

 安保 

• 为特派团房地、装置和设施、11 个联合国军事观察员队部、10 个民警队

部和要人提供 24 小时安保 

• 向特派团所有人员和正式访问特派团的所有人员介绍安保情况 

• 对涉及特派团人员和财产的一切事故和事件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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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4.2 以高效益、高效率的方式完成特派团

清理结束的行政工作 

 

 

 

 

4.2.1 塞拉利昂地方当局签发免除

联塞特派团所有撤离地区环

保责任的许可证 

4.2.2  塞拉利昂当局和业主根据塞

拉利昂政府公共卫生法和规

章签发联塞特派团实体撤离

的 15 个站点的清理许可证 

 

清理结束期间 

 服务改进 

• 以无害环境的方式收集并处理特派团所有设施和站点产生的危险废物和

无危险废物（进行中） 

• 在特派团撤出的所有站点实行环保措施（进行中），包括将各个站点恢复

到特派团进驻以前的原有状态 

 文职人员 

• 管理平均 140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257 名本国工作人员 

• 遣返 140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257 名本国工作人员 

 设施和基础设施 

• 保养和修理 8 个站点的 18 个设施 

• 复原、清理和移交 15 个站点的 49 个设施 

• 操作和保养 40 台发电机 

 陆运 

• 操作和保养 1 个站点内的 172 部车辆 

 空中运输 

• 操作和保养 1 架固定翼飞机和 2 架旋转翼飞机 

• 在 Mammy Yoko 和 Hsatings 维持 7 天 X24 小时机场和设施防火准备 

 通信 

• 支持和保养 3 个站点的 3 个甚小口径终端系统和 5 台电话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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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 

• 支持和保养 4 个站点的 314 个台式计算机、132 台膝上型计算机、244 台

打印机、30 台扫描机/数码发送机 

 医疗 

• 开设和维持 1 个一级诊所，为特派团人员和平民提供急救服务 

 清理结束 

• 通过向塞拉利昂政府捐赠，处理价值 550 万美元的 2 541 件设备和价值

290 万美元的 539 个预制建筑 

• 通过向联合国后勤基地和其他特派团进行移交，处理价值 3 200 万美元

的 8 825 件设备和价值 600 万美元的 760 个预制建筑，包括准备移交 336

部车辆、123 台发电机、4 502 件通信设备和 2 292 件信息技术设备 

• 核对并关闭 3 个银行账户 

• 与卖主和供货商结账并结束 5 个主要合同 

外部因素 

卖主/承包商/供应商能按合同提供货物和服务 

 
 

表 5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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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首席行政干事办公室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 2 3 7 - 9 - 21 8 4 33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 1 2 6 - 6 - 15 7 3 25

 净变动 - (1) (1) (1) - (3) - (6) (1) (1) (8)

安保协调股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 - 1 2 - - 36 39 20 4 63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 - 1 2 - - 51 54 48 6 108

 净变动 - - - - - - 15 15 28 2 45

行政事务办公室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 - 15 25 37 15 - 92 91 28 211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 - 7 19 25 12 - 63 75 13 151

 净变动 - - (8) (6) (12) (3) (29) (16) (1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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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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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综合支助办公室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 1 11 12 73 4 - 101 339 86 526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 - 6 12 56 2 - 76 279 64 419

 净变动 - (1) (5) - (17) (2) - (25) (60) (22) (107)

共计(一至三项)   

 2004/05 年度核定人数 - 3 30 46 110 28 36 253 458 122 833

 2005/06 年度拟议人数 - 1 16 39 81 20 51 208 409 86 703

 净变动 - (2) (14) (7) (29) (8) 15 (45) (49) (36) (130)
 

 

14. 特派团缩编，随后清理结束，因此，共减少 130 个员额，包括 45 个国际工

作人员员额、49 个本国工作人员员额和 36 个联合国志愿人员员额。 

15. 安保协调股国际工作人员员额净增 15 个，本国工作人员员额净增 28 个，因

为在确保整个2004/05年度国际工作人员员额总数不超过335个和本国工作人员

员额总数不超过 556 个的前提下，在 2004/05 年度第三季度安保事务员额从 36

个增加到 51 个，本国工作人员员额从 20 个增加到 48 个。这一员额增加情况载

于秘书长的第二十一次报告（同上,第 9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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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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7月1日至
2005年6月30日 

2005年7月1日
至12月31日

2006年1月1日
至6月30日

2005年7月1日至
2006年6月30日        差异 

 分配数
a
 维持 清理结束 费用总额估计数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 (4)＝(2)＋(3) (5)=(4)–(1) (6)=(5)÷(1)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8 164.6 3 250.6 - 3 250.5 (4 914.1) (60.2)

军事特遣队 130 458.6 31 832.3 - 31 832.3 (98 626.3) (75.6)

民警 4 805.0 1 562.8 - 1 562.9 (3 242.1) (67.5)

建制警察部队 -  - - -  - -

小计 143 428.2 36 645.7 - 36 645.7 (106 782.5) (74.5)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b 43 835.7 16 358.8 7 931.4 24 290.3 (19 545.4) (44.6)

本国工作人员 c 2 721.8 1 507.4 678.5 2 185.9 (535.9) (19.7)

联合国志愿人员 3 855.6 1 689.0 - 1 689.0 (2 166.6) (56.2)

小计 50 413.1 19 555.2 8 609.9 28 165.2 (22 247.9)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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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77.3 - 77.3 52.1 206.7

公务旅行 811.3 301.9 109.2 411.1 (400.2) (49.3)

设施和基础设施 21 482.0 7 685.6 1 803.4 9 488.9 (11 993.1) (55.8)

陆运 3 519.3 2 010.8 737.9 2 748.6 (770.7) (21.9)

空运 49 866.2 16 711.9 5 009.7 21 721.6 (28 144.6) (56.4)

海运 -  - - - - -

通信 8 648.5 2 578.7 972.3 3 550.9 (5 097.6) (58.9)

信息技术 2 187.0 710.5 353.5 1 064.0 (1 123.0) (51.3)

医疗 6 579.2 1 613.9 62.0 1 675.9 (4 903.3) (74.5)

特种设备 2 599.8 688.0 - 688.0 (1 911.8) (73.5)

杂项用品、服务和设备 1 775.8 647.5 274.9 922.4 (853.4) (48.1)

速效项目 268.0 - - - (268.0) (100.0)

小计 97 762.3 33 026.0 9 322.8 42 348.8 (55 413.5) (56.7)

 所需经费毛额 291 603.6 89 226.8 17 932.6 107 159.7 (184 443.9) (63.3)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6 377.1 2 261.8 1 045.9 3 307.8 (3 069.3) (48.1)

 所需经费净额 285 226.5 86 965.0 16 886.8 103 851.9 (181 374.6) (63.6)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 - - - - -

 所需资源总额 291 603.6 89 226.8 17 932.6 107 159.7 (184 443.9)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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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费用估计数含 15％的空缺率，而 2004/05 年适用的空缺率为 8％。 
 c 2005/06 年费用估计数含 5％的空缺率，而 2004/05 年适用的空缺率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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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特遣队所属装备：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16.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所需经费是按主要装备（湿租赁）和自我

维持的标准偿还率计算的，总额为 12 409 600 美元，细节如下： 

（单位：千美元） 

类别 数额 

主要装备 5 045.5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餐饮（厨房设施） 499.3

 办公设备 429.8

 电气 290.3

 小工程 285.5

 洗衣和清洁 418.2

 帐篷 412.9

 住宿 687.5

 杂项一般用品 818.7

 通信 1 221.4

 医疗 

 医疗服务 1 346.9

 特种设备 

 观察 688.0

 小计 7 098.5

 共计 12 144.0

 

特派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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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005 年 7 月 1日 2005 年 1 月 31 日 

 频繁使用状况因素 2.2 2005 年 7 月 1日 2005 年 1 月 31 日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素 1.0 2005 年 7 月 1日 2005 年 1 月 31 日 

B. 适用于本国  

 部队派遣国适用的运输量增加因素  

 孟加拉国 4.75  

 德国 1.5  

 加纳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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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团因素 百分比 生效日期 上次审查日期 

 约旦 2.0  

 肯尼亚 3.0  

 尼泊尔 2.75  

 尼日利亚 0.25  

 巴基斯坦 3.5  

 俄罗斯联邦 3.0  

 乌克兰 2.0  

谅解备忘录 谅解备忘录数目 

估计数依据：  

 A. 已签署 11 

 B. 草案 - 

 
 

 C. 培训 

17.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培训所需费用估计数如下： 

（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金额 

培训顾问 7.7 

公务旅行，培训 93.6 

培训费、用品和服务 24.7 

 共计 126.0 

 
 

18. 培训所需费用用于在 2005 年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维持期间对 99名特派团

人员进行培训。大部分培训是在特派团内举办的，内容涉及特派团的技术和行政

方面，尤其是与特派团的缩编及随后的清理结束有关的方面。 

 D. 未编入预算的捐助 

19.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未编入预算的捐助估计价值如下： 

（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价值 

部队地位协定 a 369.9

自愿捐助实物(未编入预算) -

 共计 369.9
 

 a 包括土地、建筑和机场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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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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观察员 ($4 914.1) (60.2％) 

 

 任务：特派团缩编，随后清理结束 

20. 所需资源减少，因为特派团缩编并随后清理结束，到 2005 年 12 月遣返所有

141 名军事观察员。2005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军事观察员月平均人数

维持在 141 人。 

 差异 

军事特遣队 ($98 626.3) (75.6％) 

 

 任务：特派团缩编，随后清理结束 

21. 所需资源减少，因为部队人数减少，以及到 2005 年 12 月所有军事特遣队员

都将遣返。2005 年 7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6 个月期间，军事特遣队员的平均人数

为 2 327 人，而整个 2004/05 年 12 个月财政期间的特遣队员平均人数为 5 627

人。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额以千美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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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民警 ($3 242.1) (67.5％) 

 任务：特派团缩编，随后清理结束 

22. 所需资源减少，因为特派团缩编以及随后清理结束，到 2005 年 12 月将遣返

所有民警。2005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六个月期间民警平均人数为 68 人，而

整个 2004/05 年 12 个月财政期间的平均人数为 103 人。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19 545.4) (44.6％) 

 任务：特派团缩编，随后清理结束 

23. 所需资源减少，因为国际工作人员员额到 2005 年 7 月 31 日减至 260 个，到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减至 258 个，到 2006 年 3 月 31 日减至 140 个，到 2006 年 6

月 30 日减至 119 个。12 个月期间国际工作人员的平均人数为 194 人，而 2004/05

财政期间的平均人数为 313 人。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535.9) (19.7％) 

 任务：特派团缩编，随后清理结束 

24. 所需资源减少，因为当地工作人员员额到 2005 年 7 月 31 日减至 474 个，到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减至 468 个，到 2006 年 3 月 31 日减至 257 个，到 2006 年 6

月 30 日减至 167 个。12 个月期间本国工作人员的平均人数为 342 人，而 2004/05

财政期间的平均人数为 533 人。 

 差异 

联合国志愿人员 ($2 166.6) (56.2％) 

 任务：特派团缩编，随后清理结束 

25. 所需资源减少，因为联合国志愿人员到 2005 年 7 月 31 日减至 96 个，到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减至 91 个。2005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6 个月期间联合国志愿

人员平均人数为 94 人，而 2004/05 整个 12 个月财政期间的平均人数为 129 人。 

 差异 

顾问 $52.1 206.7％ 

 外部因素 

26. 所需费用增加，因为根据访问该特派团的专题专家小组的建议，由于拉萨热

病例及致死人数的增加，需要聘请一名传染病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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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公务旅行 ($400.2) (49.3％) 

 管理：特派团缩编，随后清理结束 

27. 所需费用减少，因为特派团缩编并随后清理结束。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11 993.1) (55.8％) 

 任务：特派团缩编，随后清理结束 

28. 设施和自我维持项下所需费用减少,因为特派团缩编并随后清理结束。没有

为建筑服务或采购编列经费。 

 差异 

陆运 ($770.7) (21.9％) 

 任务：特派团缩编，随后清理结束 

29. 所需费用减少，因为特派团缩编并随后清理结束。陆运维修项下编列的经

费用于车辆检修，以便转到联合国后勤基地和其他特派团。没有为采购编列经

费。 

 差异 

空运 ($28 144.6) (56.4％) 

 任务：特派团缩编，随后清理结束 

30. 所需费用减少，因为特派团缩编并随后清理结束。2005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空中资产包括 1 架固定翼飞机和 13 架旋翼飞机，200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空中资产包括 1 架固定翼飞机和 2 架旋翼飞机，而整个 2004/05

年 12 个月财政期间的空中资产包括 1 架固定翼飞机和 28 架旋翼飞机。 

 差异 

通信 ($5,097.6) (58.9％) 

 任务：特派团缩编，随后清理结束 

31. 通信和自我维持项下所需费用减少，因为特派团缩编并随后清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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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信息技术 ($1 123.0) (51.3％) 

 任务：特派团缩编，随后清理结束 

32. 所需资源减少,因为特派团缩编并随后清理结束。没有为采购设备编列经费。 

 差异 

医疗 ($4 903.3) (74.5％) 

 任务：特派团缩编，随后清理结束 

33. 医疗事务、医疗用品、医疗设备和部队自我维持项下所需费用减少，因为特

派团缩编并随后清理结束。 

 差异 

特殊设备 ($1 911.8) (73.5％) 

 任务：特派团缩编，随后清理结束 

34. 由于军事特遣队和民警缩编，自我维持所需费用相应减少。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853.4) (48.1％) 

 任务：特派团缩编，随后清理结束 

35. 所需费用减少，因为特派团缩编以及随后清理结束。 

 四.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36. 联塞特派团的经费筹措问题，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总共批款毛额 107 159 700 美元，其中毛额 89 226 800 美元用作特派

团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维持费用，毛额 17 932 600 美元用作特

派团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清理结束费用； 

 (b) 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延长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则按每月 14 871 133

美元的标准，摊派特派团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维持费用毛额

89 226 800 美元； 

 (c) 如果安理会决定特派团在 2005 年 12 月 31 日结束任务，则摊派特派团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清理结束费用毛额 17 932 6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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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为执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及

内部监督事务厅的要求和建议而采取的后续行动摘要 

 A.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A/59/417) 

要求/建议 为执行要求/建议采取的行动 

1. 委员会理解建立新维持和平行动的紧迫性，

以及指派到将结束的特派团的工作人员对职业

发展的关切。但是，委员会强烈建议，维持和平

行动部应更优先重视确保提供足够的有经验的

工作人员，切实有效地结束各项活动，并且制订

准则，加强现有的汲取经验教训的努力。（第 19

段） 

人事管理和支助处已经着手创建几个结构工具，

帮助正在缩编及清理结束的特派团中的工作人

员。维持和平行动部设计、拟订技能清单并于

2004 年 12 月在联塞特派团试点采用，将作为一

个基础，协助准备调往其他特派团的有经验的工

作人员找到适合自己技能的位置。此外，该处还

设计了一个调动名册。这是一个网上工具，用于

帮助其员额已经被缩减的工作人员。在创建结构

性工具的同时，人事处还草拟了一份特别措施政

策文件，帮助正在缩编及正在清理结束的特派团

的工作人员。这一政策文件作为维持和平行动部

较广泛的人事战略的一部分，将使正在缩编的特

派团能够吸引及留住有经验的工作人员。 

2. 委员会注意到向这个缩编特派团的工作人

员提供的广泛培训方案；参加的一些课程似乎更

适合维和特派团的开办阶段。在某些情况下，培

训是在日内瓦、纽约或意大利布林迪西进行的，

无疑需要额外花费旅费。（第 21 段） 

挑选某人参加技能培训/课程，主要是基于业务

需要以及总部一级部门/组织的培训政策、计划

和方案。特派团继续根据上述标准培训工作人

员。此外，鉴于目前全球范围内对工作人员的需

求，很可能大多数工作人员将被调往其他维持和

平特派团，使他们的技能能够继续得到利用。我

们已经看到这样的例子，如一些工作人员从联塞

特派团调往在利比里亚、科特迪瓦、苏丹、布隆

迪和海地等国新成立的特派团。联塞特派团的确

曾与各科科长协作进行培训需求评估，以确定哪

些培训课程比较关键，尤其是在这一清理结束期

间。所有培训活动都通过一个 Lotus Notes 数据

库进行监测，以确保一名工作人员不会两次参加

同一种培训。此外，每年都将这一数据库提供给

人事管理和支助处进行总体监测，并确保转到其

他特派团的工作人员不会两次接受同一种培训。 

3. 此外，委员会认为，工作人员培训问题

还是一个更为广泛的交叉问题，无法在某个

特派团的层面加以解决。这一问题应统筹 

维持和平行动部已经为实地特派团的文职人员制

定一个培训战略。这一战略中包括一个采购学习

管理系统的提议。该系统除其他功能外，可以解 



 

 25
 

 A/59/758

要求/建议 为执行要求/建议采取的行动 

决，系统记录每个工作人员所参加的培训方

案，这样，既可确保工作人员不会多次参加

同一种培训，又便于查找掌握具体技能的人。

委员会请维持和平行动部拟订建议，供 2005

年 2 月深入讨论有关工作人员培训的各种事

项时使用。（第 22 段） 

作为一个培训记录、课程指定、培训前和培训后

测试及远程学习平台。维和部将在2005 年 2月就

实地文职人员的培训问题提供资料。 

4. 委员会赞扬特派团采用经过实际检验的真

实费用标准，避免采用机构标准，提出了更符

合实际的预算，避免了预算过多。（第 25 段）

特派团注意到委员会的意见，并将继续采用这种

做法。 

5. 行预咨委会到访期间，国家工作队承认，

塞拉利昂在恢复以及向可持续发展过渡方面

的需求，远远超出任何一个机构的负担能力，

因此必须同该国政府、联合国、联合国各机

构以及其他人道主义和发展伙伴组成多元伙

伴关系。委员会获悉，在国际社会介入塞拉

利昂问题的初期阶段，非政府组织获得了大

量的紧急资金，着手启动了一些经费充裕的

项目。在联塞特派团建立后，非政府组织的

紧急资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枯竭，因此各组

织着手终止各种活动，撤出塞拉利昂，从而

造成了一些社会紧张局面以及服务中断情

况。委员会强调，撤离战略应该平稳，为此，

撤离战略应由联塞特派团从中协调，让所有

相关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以及该国政府参与。

（第 31 段） 

委员会的建议正在得到实施。由秘书长特别代表

主持的联塞特派团/联合国联合国家工作队第一

次撤出战略问题会议于 2004 年 11 月 4 日召开。

在那次会议上，小组商定了一些需要执行的行动

计划。联塞特派团/联合国联合国家工作队于 11

月 17日再次召开会议，以此作为第一届会议的后

续行动。小组商定经常召开会议，审查为执行所

商定的行动计划而采取的行动。 

6. 有鉴于此，委员会建议大会审议这一问

题，以期将速效项目的供资扩大到特派团初

期阶段以后。为了协助这项审议工作，委员

会进一步建议，秘书处应努力设计一种模式，

既可吸取经验，又不会造成制定僵化的财务

安排，因为僵化的财务安排可能使这些项目

耗资更多，而且妨碍项目的快速执行。（第 35

段） 

在实地为速效项目供资的经验表明，小规模速效

项目可有助于建立及维持信心以及对维持和平行

动的支持，从而对政治进程起到补充作用。因此，

维持和平行动部继续在已分摊的预算中列入将速

效项目的供资扩大到特派团初期阶段以后的请

求。对有关速效项目的行政和财务规章已经进行

审查、简化，并分发给有关特派团。各维持和平

特派团和特派团团长在实地一级为速效项目供资

方面拥有充分的灵活性。预算款项在核准以后已

经足额分配给维持和平特派团，从而进一步加快

了付款过程。因此，在为速效项目供资方面没有

僵化的财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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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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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行审计时，考虑到塞拉利昂靠近利比里亚这

一地理上的方便，联塞特派团已成为联合国对在

利比里亚建立维持和平行动进行初步评估及部

署的一个跳板。（第 266段） 

委员会建议行政当局与维持和平行动部一起，尽

早评价联塞特派团在西非区域设立和发展新的

维持和平特派团，包括制定区域后勤战略方面可

发挥的作用；在制定该特派团清理结束战略时考

虑这项评价。（第 268段） 

联塞特派团在该次区域成立新的维持和平特派团

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包括后勤规划和支持、任务

分配程序、工作人员短期出差以及向关键工作人

员提供培训。安全理事会核准在科特迪瓦和利比

里亚设立另外两个特派团以后，联塞特派团在工

作人员短期出差等领域提供支持，以协助这些特

派团的启动阶段工作，并牵头进行后勤和培训等

领域内的特派团间合作。例如，为联合国利比里

亚特派团高级军官举行的上岗培训就是在弗里敦

进行的，并且采购和调度/航空方面的培训方案也

是由联塞特派团组织的，次区域另外两个特派团

的人员参加了培训。 

 

 C. 内部监督事务厅 
 

   (A/59/359) 

要求/建议 为执行要求/建议采取的行动 

对联塞特派团进行的审计表明，没有对每月现金

需求量进行切合实际的估计，造成现金持有量过

大。（第 38 段） 

内部监督事务厅查明，联塞特派团一直在使用单

独一家承包商托运个人物品，并在没有书面合同

的情况下向该托运公司支付 482 500 美元以上款

额。审计报告还通知联塞特派团的工作人员要对

任何滥用享受一笔总付选择的权利负责。（第 41

段） 

联塞特派团已经考虑过去几个月向供应商付款的

趋势，从而减少了现金持有量，并已审查可能需

要在某个特定月份付款的交易。 

联塞特派团已经改变这种做法，目前使用三家独

立的搬运公司，因此可能会提高成本效率。一名

工作人员已经因滥用这一权利而受到惩戒，另一

位受牵连者正对指控提出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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