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 合 国   A/61/720

 

大  会  
Distr.: General 
29 January 200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7-22385 (C)    050207    070207 
*0722385* 

 

第六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9 

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 
经费的筹措 

 

  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秘书长的报告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 3

二. 任务执行情况 ................................................................ 3

三. 资源使用情况 ................................................................ 13

A. 财政资源................................................................ 13

B. 月支出模式.............................................................. 14

C. 其他收入和调整.......................................................... 15

D. 特遣队.................................................................. 15

四. 差异分析 .................................................................... 16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 18

 



A/61/720  
 

2 07-22385
 

 

 摘要 

 本报告为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埃厄特派团）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埃厄特派团2005年 7月 1日至 2006年 6月 30日期间支出总额已通过若干按

构成部分（实质性民政、军事、民警和支助）归类的成果预算框架，与该特派团

的目标相联系。 

财政资源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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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军事和警务人员 79 597.7 78 057.5 1 540.2 1.9

文职人员 32 718.3 27 778.4 4 939.9 15.1

业务费用 64 348.4 50 160.2 14 188.2 22.0

 所需经费毛额 176 664.4 155 996.1 20 668.3 11.7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4 477.5 3 511.1 966.4 21.6

 所需经费净额 172 186.9 152 485.0 19 701.9 11.4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 — —

 所需经费共计 176 664.4 155 996.1 20 668.3 11.7
 

人力资源在职情况 

类别 核定 
a

计划数

(平均) 

实际数 

(平均) 

空缺率 

(百分比)
b
 

军事观察员 230 228  211  7.2  

军事特遣队员 3 184 3 085 3 113 (0.9) 

国际工作人员 230 230  182  21.0  

本国工作人员 246 246 226  8.3  

联合国志愿人员 74 74  68  8.7  

 
 a 

系最高核定数。 

 
b 
根据每月在职和核定数计算。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见本报告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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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埃厄特派团2005年7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期间维持费用预算详见2004

年 12 月 21 日秘书长的报告（A/59/636 和 Corr.1)，数额为毛额 176 716 200 美

元（净额 172 238 700 美元）。该预算用于部署 220 名军事观察员、3 184 名军事

特遣队员、230 名国际工作人员、246 名本国工作人员和 74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报告（A/59/736/Add.10）第 46 段中建议大会为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批款毛额 176 716 200 美元。 

2. 大会第 59/303 号决议中批款毛额 176 664 400 美元（净额 172 186 900 美

元），作为该特派团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维持费以上款额

已由会员国分摊。 

 

 二. 任务执行情况 
 

3. 埃厄特派团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第 1312（2000）号和第 1320（2000）号决

议规定的，并经过第 1430（2002）号决议的进一步调整。本预算执行期间的任务

是安理会第 1586（2005）号、第 1622（2005）号、第 1661（2006）号、第 1670

（2006）号、第 1678（2006）号和第 1681（2006）号决议规定的。安理会第 1622

（2005）号决议核准改组埃厄特派团的军事部分，包括在现有核定总兵力 3 404

人基础上增加 10 名军事观察员。安理会第 1681（2006）号决议将兵力进一步调

整至 2 300 名士兵，包括至多 230 名军事观察员。 

4. 埃厄特派团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目标，即和平解决埃塞俄比

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争端。 

5. 在此总目标内，埃厄特派团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交付了下列框架内所列的相关

产出，促成了若干成绩。各框架按构成部分归类：即实质性民政、军事和支助。 

6. 本报告按照 2005/06 年度预算所列的计划成果框架评估了实际执行情况。特

别是，本执行情况报告比较了实际绩效指标（即对照预期成绩判定的这一期间实

际进展程度）和计划绩效指标，并对实际完成产出和计划产出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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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部分 1：实质性民政 

预期成绩 1.1：和平解决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边界争端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1.1.1  继续在与特派团团长定期举行的

会议/协商中与每个冲突方对话。 

已实现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安排双方高级政治官员和宗教领导人同特

派团团长举行 70 次会议和协商 

64 

 

同和平进程的外部利益攸关方举行190次政

治会议和简报会 

183 

 

特派团团长和高级管理人员对临时安全区

及其邻近地区的社区高级官员进行 30 次实

地访问 

11 2006 年 1 月至 6月，驻阿斯马拉的秘书长

特别代表和副特别代表大多数时间都不

在任务区 

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 4次报告 3 报告；在 2006 年 3 月至 5 月期间三次短

期延长埃厄特派团任务期限之后，定期提

供了最新资料。因此，只请特派团向安全

理事会另外提交一次最新资料，而不是象

往常那样，于 2006 年 6 月/7 月印发进度

报告 

电视/无线电宣传，包括：   

每周2次以7种语言在任务区广播2个节目，

各为 4小时 

52 每周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

Merlin VT 通讯站以 7 种语言播放一个小

时的广播节目，在厄立特里亚电台播放 50

个节目。由于转播台故障，未播出 2006

年 2 月和 5月的预定节目 

7 次新闻宣传和间接广告 5 在亚的斯亚贝巴和阿斯马拉举行2次新闻

午餐会 

在默格莱和阿迪格拉特（埃塞俄比亚）举

办 2个开放日 

埃厄特派团一名成员参加了阿斯马拉年

度书展， 

由于厄立特里亚政治气氛恶化，取消了 2

次前往实地设施的有向导访问 

7 次关于无线电广播节目的直接广告宣传 否 取消宣传，因为两国政局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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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次以 7 种语言播出的电视/无线电公共服

务公告 

否 

 

两国的政治形势导致，无法在电台和电视

台展开宣传 

10 集各为 30 分钟的电视剧、5 集以 2 种语

言播出的“视像对话”和 1部电视记录片

13 简短录像节目。此外，向 APTN、路透社、

CNN 和南非电视台等台和电视台送发了两

批未编辑的录像资料；已上网 2006 年 2

月初在埃厄特派团网站播放录像；未实现

其他产出，是因为一些工作人员必须迁

离，以及录像股股长于 12 月离职 

印刷宣传材料，包括： 
 

 

12 份英文、阿姆哈拉文和提格雷文每月通

讯，其中含阿法安、奥罗莫文和阿法尔试发

版 

11 

 

每月通讯；7月和 8月份通讯为合订本 

10 份特刊 5 

 

特刊；特刊的制作取决于对任务区进行的

高调而不敏感的访问次数 

在整个特派团分发 15 000 份年历 12 000 日历；由于制作过程中的技术困难，份数

减少 

52 次新闻简报会 39 

 

新闻简报会；从 2006 年 1 月开始，发行

周期从每周改为每二周 

在埃塞俄比亚维持 3个外联中心，接待 

40 000 名访客 

 

 

3 

 

维持了外联中心；由于人事困难和地方政

治动乱，亚的斯亚贝巴中心曾于 11 月和

12 月关闭，但尽管如此，仍为 39 262 名

访客提供了服务 

预期成绩 1.2：在临时安全区和邻近地区创造安全无虞的生活条件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1.2.1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境

内其余 140 000 名流离失所者返回各

自家园 

20 576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 

根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2005 年数据，两国的境内流离失所

者人数为 113 000 人 

1.2.2 重新安置因领土移交而直接

受影响的 40 000 人 

未实现，因为划界工作未开始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监测 140 00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回

返和重新安置  

 

123 完成了实地访问，监测 113 000 名境内流离失

所者的情况 

监测因领土移交而受影响的 40 000

人的人权和人道主义状况 

否 划界工作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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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时安全区内进行 50 次实况调查

和监测访问，参加人包括联合国国家

工作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

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难民署）、世界粮食计划署(粮

食计划署)、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和（或）

各捐助方的代表 

123 监测访问，不包括国家工作队；访问次数超出

计划，因为具有某些国籍的军事观察员奉命撤

出厄立特里亚之后侵犯人权的事件增多 

定期向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提供后勤

支助 

否 一般只应要求提供支助 

参加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 40 次每周

和 12 次每月协作会议、埃塞俄比亚

和厄立特里亚国家工作队的年度联

席会议。以及视需要举行的关于人道

主义问题的临时会议 

36 

 

 

 

9 

 

 

副特别代表或特别代表办公室主任出席在厄

立特里亚举行的涉及技术问题，包括安全和军

事问题的每周会议次数 

 

每月会议：在埃塞俄比亚举行 5次，在厄立特

里亚举行 4 次；当议程上出现人道主义/人权

问题时，人权办公室主任也出席会议 

定期对特派团在临时安全区及其邻

近地区的活动以及诸如儿童基金会、

开发署、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

合规划署(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人

口基金（人口基金）等联合国机构和

在这些地区开展工作的其他组织的

人道主义活动和重建方案进行协调

28 联合国机构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

会）等其他国际组织举行的会议 

与联合国其他机构(艾滋病方案、儿

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

织）)、东道国武装部队和当地居民

联合开展提高对艾滋病毒/艾滋病认

识的活动(举办讲习班，参与宣传活

动，纪念艾滋病毒/艾滋病日) 

4 

12 

10 
 

52 

 

讲习班  

技术工作组会议 

艾滋病毒/艾滋病学习小组会议 
 

每周广播电台公共服务公告；未同东道国武装部

队举办活动，因为武装部队正在实施独立方案 

预期成绩 1.3：在兑现《阿尔及尔协定》所载各项人权承诺方面取得进展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1.3.1 减少据报发生的跨界绑架、拘

留和“失踪”案件数目，从 2003/04

年涉及94人的53起减至2004/05年的

60 起，再减至 2005/06 年的 40起 

据报发生 62 起事件； 

案件增加的原因是，继一些军事岗哨缩小规模和（或）撤

出之后，侵犯人权事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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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减少临时安全区和邻近地区内

侵犯人权的事件，从 2003/04 年涉及

133名据称受害人的49起减至2004/05

年的 40 起，再减至 2005/06 年的 25

起 

据报发生 46 起事件；厄立特里亚当局对埃厄特派团实行多

种限制，使特派团的监测能力受限 

 

1.3.3 从法律上解决因领土移交而受

影响的 40 000 人的国籍、家庭、财产

和土地使用权等问题 

未实现，因为划界工作未开始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调查 80 起跨界事件，包括绑架、拘留

和失踪 

62 在三个区发生的案件 

调查据报在临时安全区和邻近地区

发生的 60 起侵犯人权事件 

46 在两个区发生的案件 

继厄立特里亚当局驱逐具有某些国籍的工

作人员之后，东部分区人权办事处自 2005

年 12 月起一直关闭 

与厄立特里亚地方当局和民间团体举

行 100 次会议，协调人权政策并提供咨

询 

93 会议 

 

对境内流离失所者收容营、难民营和过

渡营进行 100 次监测访问 

91 监测访问 

 

约谈厄立特里亚遣返的埃塞俄比亚裔

平民和埃塞俄比亚遣返的厄立特里亚

裔平民（过渡营收容的被驱逐者，以掌

握第一手情况资料） 

136 在 3 次遣返中，约谈厄立特里亚遣返的 383

名埃塞俄比亚裔平民  

 

主持和参加 15 次埃厄特派团/联合国

国家工作队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

人权工作组联席会议，以交流信息，协

调各项人权活动和方案 

15 会议  

 

为政府代表和宗教领袖举办两次全国

讨论会，内容涉及和平进程中人权的作

用和影响 

否 鉴于实地状况，没有举办讨论会 

 

为执法官员、妇女协会、青年协会和其

它民间社会组织举办 30 次人权培训讨

论会 

35 计划举行的人权讨论会；此外，埃厄特派团

人权办公室利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办事处提供的 25 000 美元信托基金捐款，

开展了能力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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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2：军事 

预期成绩 2.1：维持部队隔离，维持临时安全区和邻近地区的安全和完整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2.1.1 没有严重违反已实现《停止敌对

行动协定》的情况 

已完成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主持 9 次军事协调委员会同两个当事方

的会议 

6 

 

会议次数取决于双方商定的时间安排 

主持 36 次区军事协调委员会同当事方的

会议 

9 会议次数取决于双方商定的时间安排 

军事观察员机动巡逻 52 560 人日（每次

巡逻有 4 名军事观察员×每天 2 次×18

个哨所×365 天日） 

54 920 机动巡逻； 

根据部队指挥官的命令进行了额外巡逻，

以部分抵消由于2005年10月禁止直升机

飞行而造成的地区控制不足 

步行巡逻 216 080 人日（每次巡逻有 8名

士兵×每天 2次×37 个哨所×365 天) 

173 808 步行巡逻人日；由于哨所数目从 37 个减

到 20 个，巡逻人日有所减少 

空中巡逻 2 646 小时 1 369 空中巡逻时数；由于 2005 年 10 月 5 日起

禁止直升机飞行，空中巡逻时数有所减少 

部队进驻观察哨所 119 720 人日(每个哨

所 8名士兵×41 个哨所×365 天) 

70 912 部队进驻观察哨所人日(每个哨所 8 名士

兵×37 个哨所×92 天以及每个哨所 8 名

士兵×20 个哨所×273 天)；反映 2005

年 10 月禁止直升机飞行之后观察哨所数

目的减少 

临时安全区内 5 470 次质疑视察 144 质疑视察；由于限制行动自由，包括禁止

直升机飞行、雨季道路状况不佳以及一个

队部撤出，因而产出减少 

调查 600 次小事故，例如一方的牲畜放牧

或游荡时误入临时安全区或越过边界，一

方绑架牲畜/人，朝天开枪或地雷/未爆弹

药爆炸 

620 调查和报告的小事故：62 宗绑架/越界指

控、75 宗牲畜偷窃案、202 宗行动自由受

限制案件、73 宗小武器射击事件，发现

并销毁 147 件未爆弹药、35 次平民医疗

和伤亡撤离以及 26 宗双方平民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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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2.2：临时安全区及邻近地区地雷威胁减少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2.2.1  当地人口触雷事件从 2003/04 年

和 2004/05 年的 40 起减少到 2005/06 年

的 30 起 

63 人伤亡；伤亡人数上升，主要是由于一起公共汽车事

故造成 20 人伤亡以及新近埋设的地雷 

2.2.2  临时安全区及邻近地区道路上新

近埋设的反坦克雷爆炸事件从 2002/03

年的 30 起减到 2003/04 年的 4 起，再减

到2004/05年的2起和2005/06年的0起

新近埋设的反坦克雷爆炸事件增至 7起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清理进出 25 个界石场地的 1万公里道路 1 467 清理的道路公里数；划界工作未开始，因

而没有清除通往界石场地的道路。由于禁

止直升机飞行，排雷行动受到严重影响，

导致六个月的停顿 

在 50 万平方米的界石场地上清除地雷和

未爆炸药 

0 划界工作未开始，因而没有清理界石场地 

调查 15 起触雷事件 23 调查事件数 

查明并处置 2 万件未爆炸药所涉任务包

括探找和处置小武器弹药和大型炸弹等

各类物品 

2 301 

55 

10 

未爆弹药件数 

杀伤人员 

反坦克 

  由于禁止直升机飞行，排雷行动受到严重

影响，导致六个月的停顿 

清理最多 2 000 万平方米的土地，以供执

行部队机动和训练任务 

3 393 123 清理的平方米数；由于禁止直升机飞行，排

雷行动受到严重影响，导致六个月的停顿 

进行 2次新的地雷和未爆弹药威胁分析 是  

更新并加强地雷数据库和责任区地图 是  

为 25 000 名平民进行雷险教育培训 33 713 培训平民数；人数增加反映返回临时安全

区的人口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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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3：支助 

预期成绩 3.1：向特派团提供高效益、高效率的后勤、行政和安保支助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3.1.1 资产完全核销和处置所需天数从

2003/04 年的 172 天减至 2004/05 年的

120 天，再减至 2005/06 年的 105 天 

172 天；完全核销和处置资产所需天数增加，是由厄立

特里亚政府驱逐特派团中某些国籍工作人员所致 

3.1.2 事故数量从 2003/04 年的 300 起

减至 2004/05年的 67起，再减至 2005/06

年的 60 起 

已实现；仅记录 35 起事故 

3.1.3  装甲车可用率从2003/04年的72％

提高到 2004/05 年的 75％，再提高到

2005/06 年的 85％ 

装甲车可用率为 65％；由于西区/巴伦图运输科本国工

作人员数目减少，未能完全实现 

3.1.4  民用车辆可用率得到改善，从

2003/04年的 93％到2004/05年的91％，

再到 2005/06 年的 95％ 

已实现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服务改进 

设立资产处理股和建立待核销资产存放地

之后，根据安全环境控制法律要求须核销资

产的确定、审查直至处置时间缩短 

 

否 

 

 

被驱逐出特派团的国际工作人员中包括

处理小组的一半人员 

对埃厄特派团所有车辆使用者进行更为

严格的技能测试，辅以交通安全问题咨询

委员会发起的各种宣传活动，并对道路违

章者予以处罚 

是  

通过使用行车监督记录仪，加强所有车辆

的 5 000 公里间隔预防性保养 

是  

军事和警察人员   

平均 3 184名部队人员和 220名军事观察

员队伍的进驻、轮调和返国 

3 113 

211 

军事人员——平均人数 

军事观察员——平均人数 

向 19 个地点的平均 3 184 名部队人员供

应口粮和用水 

是  

130 次特遣队所属装备视察,审核 3 份谅

解备忘录 

151 视察，包括 130 次现场检查，3次抵达检

查和 18 次行动准备状态检查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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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30名国际工作人员、246名本国工作人

员和74名联合国志愿人员提供行政管理 

182 

226 

68 

国际工作人员 

本国工作人员 

联合国志愿人员； 

  2005年12月15日，厄立特里亚政府的驱逐

令生效之后，埃厄特派团冻结了国际工作人

员、本国工作人员和联合国志愿人员的多数

征聘工作，等待特派团未来任务的明确 

设施   

保养 28 个地点的 44 个设施和 25 个地块 45 房地得到保养；新增设施是非洲经济委员

会建筑，现正用于安置从阿斯马拉搬迁过

来的工作人员 

 25 保养的地块数目 

运行和保养 2座净水装瓶厂 是  

保养 22 口水井 14 保养水井数；在这 14 口井中，2口于 2005

年 11 月移交给地方当局，1口于 2006 年

2 月关闭，而在剩余的 8 口井中，2 口于

2004/05 年移交给地方当局，1口于 2005

年 2 月关闭，5口属于地方市政水井，不

由埃厄特派团保养 

运行和保养 212 台发电机 是  

养护 143 公里补给道路，包括维修其中

30 公里 

300 

25 

养护公里数 

维修公里数；按照部队对补给道路的实际

需求完成了施工 

执行两年项目第一阶段，在 17 个部队部

署地和 7 个埃厄特派团设施所在地建造

25（共计 35）座了望塔 

2 在阿迪瓜达德（厄立特里亚）后勤基地建造

的了望塔数目；由于厄立特里亚政府对埃厄

特派团行动施加限制而且部队部署地点进

一步减少，其余23座了望塔尚未建造 

地面运输   

运行和保养 5个地点的 520 部车辆，包括

62 部装甲车 

520 

59 

上路车辆 

保养的装甲车；3 部装甲车由于年限/结

构性损坏而被核销 

运营和保养7个运输修配所和运营2个移

动修配所 

是  

空中运输   

运行和保养3架固定翼飞机和9架旋翼飞机 2 整个期间运行和保养的固定翼飞机架数；

一架 HS-125 固定翼飞机的维修合同于

2005 年 2 月起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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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10 月 4 日在其各自业

务基地运行和保养的旋翼飞机数目；4 架

直升机后来被派到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

共和国特派团，两架分别于2005 年 10月

5 日和 2006 年 3 月 24 日在阿迪格拉特和

阿克斯姆（埃塞俄比亚）恢复运行 

通信   

支助并维护30个甚小口径终端系统，24个

地点的22台专用电话自动交换机和400部

配有车辆追踪器的移动高频无线电 

30 

22 

378 

甚小口径终端 

电话交换机 

配有追踪器的移动高频无线电 

信息技术   

支持并维护 25 个地点的 1 103 台台式计

算机、192 部膝上型计算机、534 台打印

机、6台绘图仪和 104 台服务器 

933 

215 

511 

5 

89 

台式计算机 

膝上型计算机 

打印机 

绘图仪 

服务器 

医疗   

为特派团人员运营并维护一个一级非军

用诊所和一个二级军医院 

2 039 

2 578 

一级诊所治疗的门诊病人数目 

二级军队医院门诊和住院病人数目 

向所有军事人员分发安全性行为宣传材料，

并维护9个艾滋病毒/艾滋病图书馆 

6 维护的艾滋病毒/艾滋病图书馆数目；数

目减少是进行优化，以提高管理效力 

就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方面的

部署前辅导是否充分，对 3个部队派遣国

进行评估访问 

否 策略出现变化，在执行任务前培训期间采

用艾滋病认知问卷，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就艾滋病毒/艾滋病的预防，180 名培训员

进行培训，其后培训大约600名同侪教员 

30 特遣队培训的培训员人数；由于人手短

缺，训练培训员的课程数目减少 

其它用品和服务   

制作 6 300 份各类地图 3 781 制作地图数；鉴于特派任务地区的形势，

地理信息系统股停止向其它联合国机构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食计划署、

难民署、卫生组织、人道主义事务协调

厅）、捐助者、红十字委员会、非政府组

织等提供服务。此外该股的员额配置由于

国际工作人员和联合国志愿人员征聘工

作的冻结而减少 

安保   

为 5 处设施和 6处房地提供每周 7天，每

天 24 小时的不间断安保服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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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资源使用情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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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1)-(2) (4)=(3)÷(1)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7 308.8 7 120.8 188.0 2.6 

军事特遣队 72 288.9 70 936.7 1 352.2 1.9 

民警 — — — — 

建制警察部队 — — — — 

小计 79 597.7 78 057.5 1 540.2 1.9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29 113.2 24 107.8 5 005.4 17.2 

本国工作人员 1 065.0 1 150.7 (85.7) (8.0) 

联合国志愿人员 2 540.1 2 519.9 20.2 0.8 

小计 32 718.3 27 778.4 4 939.9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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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咨询人 — 6.5 (6.5) — 

公务差旅 700.0 726.9 (26.9) (3.8) 

设施和基础设施 16 538.3 14 765.9 1 772.4 10.7 

陆运 5 873.7 4 550.3 1 323.4 22.5 

空运 21 869.7 12 849.7 9 020.0 41.2 

海运 — — — — 

通信 5 993.0 4 487.0 1 506.0 25.1 

信息技术 1 425.1 931.8 493.3 34.6 

医务 2 276.2 2 510.1 (233.9) (10.3) 

特种设备 1 412.9 1 275.7 137.2 9.7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8 259.5 8 056.3 203.2 2.5 

速效项目 — — — — 

小计 64 348.4 50 160.2 14 188.2 22.0 

所需资源毛额 176 664.4 155 996.1 20 668.3 11.7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4 477.5 3 511.1 966.4 21.6 

所需资源净额 172 186.9 152 485.0 19 701.9 11.4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 — — 

所需资源共计 176 664.4 155 996.1 20 668.3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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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月支出模式 
 
 

 

 

 

 

 

 

 

 

 

 

 

 

 

7. 2005 年 9 月支出增加多的原因是埃厄特派团特别账户中记录了偿还部队派

遣国政府的部队费用、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费用以及军事特遣队口粮供应等承付

款项。 

 
 

 C. 其他收入和调整 

(单位：千美元) 

类别 数额 

利息收入 2 114.4 

其他/杂项收入 432.2 

自愿现金捐助 — 

上期调整数 (23.3) 

上期债务节减额或核销额 12 665.7 

共计 15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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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特遣队所属装备支出: 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单位：千美元) 

类别 支出 

主要装备  

军事观察员  12 751.4 

军事特遣队  — 

建制警察部队  — 

小计  12 751.4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伙食供应（炊事设施）  875.5 

办公设备  724.2 

供电  717.1 

小工程  566.1 

洗衣和清洁  782.8 

帐篷  — 

住宿  26.6 

杂项一般物品  1 584.0 

特别设备  — 

防御工事用品  — 

通信   

通信  2 993.6 

医疗   

医疗服务  1 821.3 

特种装备   

爆炸物处理  254.8 

观察  1 016.6 

识别  — 

核生化保护  — 

 小计 11 362.6 

 共计 24 114.0 

特派团因素 百分比 生效日期 上次审查日期 

A. 与任务区有关  

 极端环境条件因素 1.10 2004年 7月 1日 2002年 7月 1日 

 频繁出勤状况因素 3.80 2004年 7月 1日 2002年 7月 1日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素 1.90 2004年 7月 1日 2002年 7月 1日 

B. 与本国有关  

 递增运费因素 0.2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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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差异分析 1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5 005.4 17.2％ 
 

8. 出现未动用余额的原因是平均月空缺率为 21％，而预算空缺率为 5%。由于

特派团任务延期一事没有确定，征聘工作遇到了困难。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1 772.4 10.7％ 
 

9. 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如下: (a) 由于没有合适场地，因而没有动用建造参谋

人员营房的经费；(b) 由于未签订供水系统合同，因而没有采购瓶装水厂的零部

件和用品，此外也未采购不符合规格的空调零部件；(c) 军事部门重组后减少了

营地数目，导致营地改建和翻修服务的实际需求量减少；(d) 由于军事部门重组，

偿还部队派遣国自我维持装备的实际所需经费低于预算经费，但汽油、机油和润

滑剂价格上涨，从阿斯马拉迁往亚的斯亚贝巴的工作人员所需土地/办公空间租

金提高以及水电瓦斯费增加，导致需要追加经费，从而抵消了所节省的经费。 

 

 差异 

陆运 $1 323.4 22.5％ 
 

10. 出现未动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特派团未来情况不明，因而推迟采购新

车辆。 

 

 差异 

空运 $9 020.0 41.2％ 
 

11. 出现未动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厄立特里亚政府实施禁令，导致 4 架直升机从

2005年10月以来不能使用，此外固定翼飞机的实际飞行时数比预算时数少212小时。 

 

 差异 

通信 $1 506.0 25.1％ 
 

12. 出现未动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装备新参谋人员营房的大部分资源没有

动用，回收了相当数额的个人电话费以抵冲支出以及采用了新的更优惠的通信支

助服务合同安排。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额按千美元计算。差异分析的最低限值是正负 5％和 100 000 美元 



 A/61/720

 

07-22385 17
 

 差异 

信息技术 $493.3 34.6％ 
 

13. 出现未动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工作人员意外地从阿斯马拉迁往亚的斯亚贝

巴以及采用了新的更优惠的信息技术服务合同安排，因而推迟或取消了原计划的

设备采购。 

 

 差异 

医务 ($233.9) (10.3％) 
 

14. 本项下追加经费的主要原因是，埃厄特派团因按比例分担防治禽流感所需储

备用品的费用而产生了支出。 

 

 差异 

特种装备 $137.2 9.7％ 
 

15. 出现未动用余额的原因是，有些类别的自我维持装备由联合国，而不是由部

队派遣国提供，因而偿还部队派遣国自我维持装备的实际所需经费减少，此外意

大利军警已任满回国。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16. 就埃厄特派团的经费筹措而言，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决定会员国应放弃各自在 2006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为数 15 189 000

美元的其他收入中应得的份额以及各自在 2006年 6月 30日终了期间未支配余额

20 668 300 内的 1 893 700 美元中应得的份额，用于支付联合国当前和未来的离

职后健康保险负债； 

 (b) 决定如何处理2006年 6月 30日终了期间未支配余额中剩余的18 774 600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