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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载有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格观察团）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预算，数额为 35 528 900 美元。  

 预算用于部署 135 名军事观察员、20 名联合国警官、115 名国际工作人员、

191 名本国工作人员和 1名联合国志愿人员。 

 联格观察团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所需经费总额

已通过若干成果预算框架与观察团的目标相联系，这些框架按以下构成部分归

类：实质性民政、军事、联合国警察和支助。观察团的人力资源已按人数划入

每个构成部分，但观察团的行政领导和管理除外，这两项资源列在整个特派团

的预算之下。 

 酌情联系观察团计划的具体产出对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数额之间的差异进行

了说明。 

 

财政资源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7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差异 

类别 

支出

(2005/06)年度

分配数

(2006/07)年度

费用估计数

(2007/08)年度 数额 百分比 

军事和警务人员  3 953.6 4 210.7 4 775.5  564.8   13.4 

文职人员  17 601.0 18 287.4  20 389.7 2 102.3   11.5 

业务费用  9 595.4 10 879.8 10 363.7 (516.1) (4.7) 

 所需经费毛额  31 150.0 33 377.9 35 528.9 2 151.0   6.4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2 191.3 2 226.6 2 372.9  146.3   6.6 

 所需经费净额  28 958.7 31 151.3 33 156.0 2 004.7   6.4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 — — — — 

 所需经费共计  31 150.0 33 377.9 35 528.9 2 151.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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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军事 

观察员
a
 

军事

特遣队
a

联合国

警察
a

建制警察

部队
a

国际工

作人员

本国工

作人员 b

临时

人员 c

联合国

志愿人员

政府提 

供人员 

文职选举

观察员 共计

行政领导和管理    

 2006/07年度核定数 — — — — 8 7 — — — — 15

 2007/08年度拟议数 — — — — 8 7 — — — — 15 

构成部分    

实质性民政    

 2006/07年度核定数 — — — — 14 3 — — — — 17

 2007/08年度拟议数 — — — — 14 3 — — — — 17 

军事    

 2006/07年度核定数 135 — — — 3 29 — — — — 167

 2007/08年度拟议数 135 — — — 3 29 — — — — 167 

联合国警察    

 2006/07年度核定数 — — 18 — 2 7 — — — — 27

 2007/08年度拟议数 — — 20 — 2 7 — — — — 29 

支助    

 2006/07年度核定数 — — — — 89 145 2 1 — — 237

 2007/08年度拟议数 — — — — 88 145 2 1 — — 236 

共计    

 2006/07年度核定数 135 — 18 — 116 191 2 1 — — 463

 2007/08年度拟议数 135 — 20 — 115 191 2 1 — — 464 

 净变动 — — 2 — (1) — — — — — 1 
 
 

 a 
系最高核定数。 

 b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c
 在一般临时助理项下供资。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见本报告第四节。 

 

 



A/61/764  
 

4 07-25046
 

 一. 任务和计划成果 
 

1. 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格观察团）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 1994 年 7 月 21

日第 937（1994）号决议确定的。其任务期限最近一次经安理会 2006 年 10 月 13

日第 1716（2006)号决议延长。 

2. 观察团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执行 1994 年《停火

和部队隔离协定》以及促进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的全面政治解决。 

3. 在这一总体目标范围内，观察团将在本预算期间提供下文各框架所载有关关

键产出，为实现一系列预期成绩作出贡献。这些框架分为几个构成部分：实质性

民政、军事、联合国警察和支助。 

4. 如果能实现各项预期成绩，就可以在该观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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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进展。观察

团的人力资源已按人数划入每个构成部分，但特派团的行政领导和管理除外，这

两项资源列在整个特派团的预算之下。与 2006/07 年预算相比的人数差异在有关

构成部分下有所说明。 

5. 估计费用假定观察团的核心任务规定、概念和行动范围很可能保持不变。 

6. 2007/08 年期间，特派团通过以下办法提高效率：(a) 裁撤 1 个外勤人员员

额，其职能由安保处另一个员额承担；(b) 加强所有燃料设施的控制，以便有效

地监测终止燃料管理商业合同后燃料的供应和使用情况；(c) 通过使用成本最低

的路由和更具成本效益的蜂窝与卫星电话服务，并且对公务和个人使用电话采取

有效的电子审批程序，降低商业通信费用；(d) 将一架固定翼飞机和一架旋转翼

飞机的总计划飞行小时数从 1 023 降到 889。  

7. 观察团的联络处设在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所在地，首都第比利斯。观察团

总部设在离首都约420公里的苏呼米，总部还设有秘书长特别代表第二个办公室、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常设办公室、首席军事观察员常设办公室、高级警官顾问常设

办公室、人权科长常设办公室和首席行政干事常设办公室。观察团的部门总部设

在加利和祖格迪迪。观察团人员在这些地点之间的一切旅行以及物品和服务运输

均由观察团办理。 

行政领导和管理 

8. 观察团的全面领导和管理都由秘书长特别代表直属办公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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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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            

 2006/07 年度核定数 1 1 1 — 1 2 2 8 7 — 15

 2007/08 年度拟议数 1 1 1 — 1 2 2 8 7 — 15

净变动 — — — — — — — — — — —

构成部分 1：实质性民政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1.1 在政治解决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方

面取得进展 

 1.1.1 双方就安全保障、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

返回、经济合作和建立信任等相互关联的

优先事项签订协定 

1.1.2 通过 3 次关于实质性政治问题的会议，使双

方参与直接对话 

产出 

• 向安全理事会提出 4 份秘书长报告 

• 在联合国牵头的和平进程中，协助在格鲁吉亚境外举行的 7 次冲突双方参加的秘书长之友

小组高级别会议，由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主持 

• 秘书长之友小组在第比利斯每月举行协商会，在纽约举行 4 次磋商会，在组成秘书长之友

小组的会员国的首都举行 5 次磋商会，支持联合国领导的和平进程 

• 每日在第比利斯和苏呼米与双方接触，推动联合国领导的和平进程 

• 协助双方就实质性政治问题举行 5 次区域会议 

• 在日内瓦工作队范畴内，主持和协助双方举行 4 次会议，处理政治和安全事项 

• 举办和参加 2 次关于实质性政治问题和国际安全保障问题的国际专家会议 

• 主持协调理事会 6次关于安全事项、关于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及社会政治问题的会议 

• 协助举行及参加有冲突双方、秘书长之友小组、其他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参加的经济

建立信任措施会议 

• 组织双方进行一次考察访问，研究冲突后地区的最佳做法，组织国际专家回访，以推动和

协助制订有利于双方建立互信的联合项目 

• 协助在该区域和欧洲为促进和平进程和建立信任措施(家庭离散，妇女协会以及该区域人道主义

援助)与国际和当地非政府组织进行高级别接触和“第二条轨道”接触 

• 每天就政治发展情况与当地和国际媒体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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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1.2.1 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安全、有保障

和体面地返回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的

原常住地取得进展 

 1.2.1 双方签署并执行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在

安全和体面的条件下返回的文件 

1.2.2 开始登记和统计返回者 

 

产出 

• 主持协调理事会 10 次关于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以及社会经济问题的会议 

• 参加索奇工作组 5次关于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返回问题和关于恢复铁路及能源部门的会

议 

• 协助和参与执行由欧洲联盟委员会资助的加利、奥恰姆奇拉、特克瓦尔切利和祖格迪迪等

地区电力、卫生和创收两年期重建方案。联合主持指导委员会的 3 次会议和工作组的 12

次会议，审查、核准、管理和监测项目的执行情况 

• 协助执行联合评估团(2000)和前往加利的安全评估团(2002)提出的建议 

• 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和联合国其

他实体就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返回问题进行合作，并向这些组织提供后勤、业务和安

全保障支助 

• 通过执行伙伴，包括地方和国际组织，提供协助，执行由联格观察团信托基金资助的重建

项目 

• 双方、非政府组织和两族团体的代表每月举行会议，讨论有关返回的问题 

• 每两月向难民署、开发署和联合国其他实体提供各村庄的最新概况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1.3 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各地，特别是在加

利区更加尊重人权 

 1.3.1 实际主管当局对人权投诉案开展更多调查

(2005/06 年度：141 项；2006/07 年度：50

项；2007/08 年度：194 项) 

1.3.2 地方非政府部门在人权及相关领域执行的项

目/方案数增加(2005/06年度：3个；2006/07

年度：5个；2007/08年度：6个) 

产出 

• 监测 50 次关于侵犯人权案的庭审 

• 对拘留所进行 70 次视察，与被拘留者进行面谈，会见管教人员，监测登记簿和拘留条

件 

• 与 500 名到联格观察团苏呼米办事处上访的人进行面谈，评估他们人权受侵犯的情况 

• 向评估为人权受侵犯案件中的申诉者提供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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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每周就安全事件的人权方面举行的联合实况调查组会议及四方会议，参与者有独

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集体维持和平部队及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双方 

• 为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各地 80 名执法专业人员、记者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分子开展 10 个

提高人权意识方案（讲座、讲演、宣传） 

• 确定 3 个捐助者和执行伙伴并向其报告发展和推动人权教育、提高认识以及人权领域

的能力建设和培训项目的情况 

 

外部因素 

该区域政治保持稳定。第三方愿意支持和协助和平进程。双方愿意就人权相关事务进行合作。捐助

者提供必要的资金 

 

表 2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1，实质性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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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勤

人员

一般事务

人员

安保

人员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政治/民政/新闻办公室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2 5 — 2 — 10 — — 10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2 5 — 2 — 10 — — 10

 净变动 — — — — — — — — — — —

人权办公室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1 3 — — — 4 3 — 7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1 3 — — — 4 3 — 7

净变动 — — — — — — — — — — —

共计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3 8 — 2 — 14 3 — 17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3 8 — 2 — 14 3 — 17

净变动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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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2：军事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1 遵守 1994 年《关于停火和部队隔离的

莫斯科协定》 

 2.1.1 双方不再向安全区派驻部队，不再向安全

区或限制武器区部署重型军用装备

（2005/06 年度：4 次；2006/07 年度：0

次；2007/08 年度：0次） 

  2.1.2 不再向科多里河谷派驻军队（2005/06：0

次事件；2006/07：0 次；2007/08：0 次） 

产出 

• 在加利和祖格迪迪地区联合国军事行动和轮调观察员 8 760 个机动巡逻人/日（每次巡逻 4

名军事观察员×每天巡逻 6 次×365 天） 

• 从两个观察所向祖格迪迪和科多里河谷下游地区派出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288 个机动巡逻

人/周（每次巡逻 2 名军事观察员×每日巡逻 4 次×36 周） 

• 从先遣小队基地向科多里河谷上游派出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720 个机动巡逻人/日（每次

巡逻 4 名军事观察员×每周巡逻 5 次×36 周） 

• 每周与独联体集体维持和平部队以及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地区当局代表举行关于冲突区

安全问题的四方会议 

• 主持协调理事会第一工作组关于安全事项的 8 次会议 

• 组织联合真相调查组每周会议以及与停火线两侧执法机构的接触 

• 必要时与独联体集体维持和平部队、中央和地方当局以及执法机构就开展巡逻和调查安全

事件进行会晤和联络 

• 与独联体集体维持和平部队就联合巡逻问题进行每日行动接触 

• 必要时调查违反《停火协定》的指控 

外部因素 

双方遵守《莫斯科协定》及随后关于安全事项的各议定书的规定，并且为监测科多里河谷提供安全

保障。非正规武装团伙没有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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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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7 年核定数     135

2007/08 年拟议数     135

净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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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

一般事务
人员

安保
人员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首席军事观察员办公室 

2006/07 年核定数 － 1 － 1 － 1 － 3 29 － 32

2007/08 年拟议数 － 1 － 1 － 1 － 3 29 － 32

净变动 － － － － － － － － － － －

总计(第一项和第二项) 

2006/07 年核定数     167

2007/08 年拟议数     167

净变动     －

 

构成部分 3：联合国警察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3.1 加强加利区和祖格迪迪区的公共法

律和秩序 

3.1.1 接受培训并部署在祖格迪迪区的警察人数增

加 (2005-2006 年度: 240 人, 2006-2007 年

度: 500 人, 2007-2008 年度: 540 人) 

 

3.1.2 接受培训并部署在加利区的警察人数增加 

(2005 至 2006 年度:100 人, 2006 至 2007 年

度: 200 人, 2007 至 2008 年度: 230 人) 

产出 

• 就警务和执法事项，每星期向执法机构提供咨询 

• 通过 4 个区的办公室（2 个在加利区，2 个在祖格迪迪区），对执法机构进行定期监督  

• 通过外部捐助机构，推动为建立 2 个设施完备的警察培训设施（1 个在加利, 1 个在祖格

迪迪）供资，以培训 50 名当地执法人员  

• 参加联合真相调查组每周会议，并参加与当地执法机构、地区当局和独联体集体维持和平

部队就安保和犯罪案件举行的四方会议；通过提供必要的法证服务，协助跨越停火线的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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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地方执法机构指挥官一级的每周例会，并就加利区和祖格迪迪区安保和警务事项提供

咨询意见 

• 参加协调委员会关于安全事项的第一工作组的 8 次会议  

• 与 60 名接受过培训的当地警察教官合作，在预防犯罪、社区警务、人的安全、人权和执

法、社会性别和法证问题方面为 770 名警务人员提供在职培训 

• 在人权、调查技能、法证和社区警务方面协助在国外警校培训 50 名当地警察，由支持执

行《停火和部队隔离协定》信托基金收到的认捐自愿捐款供资 

• 5 840 巡逻人/日（每次巡逻两名警察×每天巡逻 4 次×2 个地区×365 天）  

• 与加利区和祖格迪迪区的当地警察每周开展 416 次联合巡逻 (每次巡逻两名警察×2个地

区×52 个星期) 

• 就联合国警务活动开展 20 次宣传活动，包括每月的新闻公报、无线电广播（每月 30 分钟

×12 个月）、电视广播（每天 30 分钟×每年 20 天）和印刷 2 个宣传单页 

外部因素  

双方执法机构合作交流信息，并开展联合调查。捐助机构向执法机构提供财政支持、物资和

培训。合格的人选有机会到警察局任职。 

 

表 4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3，联合国警察 

类别     共计

一. 联合国警察 

2006/07 年核定数     18

2007/08 年拟议数     20

净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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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

一般事务
人员

安保
人员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联合国警察顾问办公室 

2006/07 年核定数 — — 2 — — — — 2 7 — 9

2007/08 年拟议数 — — 2 — — — — 2 7 — 9

净变动 — — — — — — — — — — —

总计(第一项和第二项) 

2006/07 年核定数     27

2007/08 年拟议数     29

净变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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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4：支助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4.1 向观察团提供高效率和高效用的后

勤、行政和安全支助 

4.1.1 使用费用最低的路由及成本效益较高的蜂窝

和卫星电话服务，将商业通信费用降低 5％，

从2006/07年度的681 200美元降至2007/08

年度的 645 400 美元  

 

4.1.2 将汽油、机油和润滑油的消费降低 5％，从

2005/06 年度的平均消费 176 升/月/车，降

至 2007/08 年度的 158 升/月/车 

 

4.1.3 将续签和（或）中止长期合同的通知期从

2006/07年度的30天延长至2007/08年度的

60 天 

 

4.1.4. 将注销和处理资产天数从 2005/06 年度的

365 天降低至 2006/07 年度的 250 天和

2007/08 年度的 200 天 

产出  

改进服务 

• 在位于第比利斯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安装 1 个电信塔，以改善在观察团任务区声

音和数据服务的接收及可靠性  

• 通过一个卫星地面网络，在观察团任务区内召开各区间会议，这将减少对卫星转发器

的依赖 

• 整合联格观察团的电话网络，以便使用先进数字式无线通讯系统能力，减少商业蜂窝

电话服务的使用  

• 在 183 辆车辆上安装燃油记录系统，采用观察团燃油电子会计系统，在监督燃油供

应、储存和使用方面提高效能 

• 距离合同到期 60 天内和（或）合同额少于或等于“不超过金额”25％的情况下，向供

应商、供应方或服务提供商发出服务中止通知 

• 距离合同到期 60 天内，向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商发出 50 个续约/通知 

• 在 200 天之内确认需注销资产、当地财产调查委员会相关审查以及处理行动 

军事、警察和文职人员 

• 135 名军事观察员和 20 名联合国警察的部署、轮换和遣返  

• 116 名国际工作人员，192 名本国工作人员（包括临时职位）和 1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的

管理 

• 针对所有军事、警察和文职人员执行操守与纪律方案，包括采取培训、预防、监测和

惩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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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和基础设施 

• 维持观察团在苏呼米的总部，在加利和祖格迪迪的两个区总部，包括位于祖格迪迪的

后勤基地和第比利斯联络办公室 

• 在科多里河谷上游、加利区和祖格迪迪区建立 2个额外的观察哨所和 4个前线巡逻基地

• 为所有房舍提供卫生服务，包括污水和垃圾的收集和处理 

• 为发电机储存和供应 300 000 升柴油、汽油和润滑剂 

• 维护 878 公里的公路和 167 座桥梁，包括修复 45 公里的公路和 5 座桥梁 

• 为 6 个地点的发电机和车辆保养和修复 6 个燃料储存设施 

地面运输 

• 183 辆联合国所属车辆、包括 3 个地点的 36 辆装甲车和 2 辆先遣队所属车辆的运行和

维修  

• 为车辆供应 408 000 升柴油、汽油和润滑剂 

空运 

• 1 架 AN-24 型固定翼和 1 架 MI-8 型旋转翼飞机的运行和维修 

• 为空中业务供应 799 340 升航空燃料 

通信 

• 支持并维护 1个卫星网络，该网络包括 1个用于语音、传真、视频和数据通信的地面站

枢纽 

• 支持并维护 5 个甚小口径终端系统、12 台电话交换器和 29 个微波中继器 

• 支持并维护 46 个高频和 811 个甚高频中继器和发射机 

信息技术 

• 支持和维修 4 个地点的 52 个服务器、315 台台式计算机、87 台膝上型计算机、85 台打

印机和 24 台数字发射机  

• 支持和维修 8 个地点 500 个用户的 12 个局域网和广域网  

医务 

• 运营和维持苏呼米总部以及加利区和祖格迪迪区的 2 个一级诊所，向观察团人员、联

合国其他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当地平民提供急诊服务 

• 运营和维护艾滋病毒自愿保密咨询和检测设施，为观察团所有人员提供服务 

• 向观察团所有人员开展艾滋病毒宣传和提高意识方案，包括同伴教育和印刷宣传品 

安保 

• 在观察团任务区，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为秘书长特别代表和所有高级别来访者提供

近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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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为苏呼米总部、祖格迪迪和加利的区域总部以及第比利斯的秘

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提供安保服务 

• 对观察团所有新工作人员进行安保和消防安全培训 

• 在苏呼米、祖格迪迪和加利，升级和维护闭路电视系统 

外部因素 
 

安保状况允许开展支助活动。供应商、承包人、供应方能够依照合同提供物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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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

一般事
务人员

安保
人员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a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首席行政干事办公室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4 10 56 13 5 89 145 1 235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4 10 55 13 5 88 145 1 234

  净变动 — — — — (1) — — (1) — — (1)

 2006/07
b 
年核定临时职位 — — 1 — — — — 1 1 — 2

 2007/08
b 
年拟议临时人数 — — 1 — — — — 1 1 — 2

  净变动 — — — — — — — — — — —

总计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5 10 56 13 5 90 146 1 237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5 10 55 13 5 89 146 1 236

  净变动 — — — — (1) — — (1) — — (1)
 

 a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b  
由一般临时援助资金供资。 

说明  

 首席行政干事办公室 

 • 国际工作人员：减少一个员额 

 根据最近对观察团组织结构进行的审查，拟议裁撤 1个外勤员额（消防队长），这一职能将由安保办公室的另一员额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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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所需资源 
 

 A. 总表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 

 支出 分配数 费用估计数 差异 

 (2005/06年度) (2006/07年度) (2007/08年度)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⑴ ⑵ ⑶ ⑷=⑶-⑵ ⑸=⑷+⑵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3 583.9 3 647.4 4 066.0 418.6 11.5 

 军事特遣队员 64.3 64.7 64.7 — — 

 联合国警察 305.4 498.6 644.8 146.2 29.3 

 建制警察部队 — — — — — 

 小计 3 953.6 4 210.7 4 775.5 564.8 13.4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14 633.5 15 080.7 16 553.6 1 472.9 9.8 

 本国工作人员 2 914.4 3 173.5 3 792.7 619.2 19.5 

 联合国志愿人员 53.1 33.2 43.4 10.2 30.7 

 小计 17 601.0 18 287.4 20 389.7 2 102.3 11.5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22.3 214.5 231.6 17.1 8.0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 

 咨询人 — — — — — 

 公务差旅 519.8 525.0 518.2 (6.8) (1.3) 

 设施和基础设施 2 405.7 2 575.4 2 462.2 (113.2) (4.4) 

 陆运 1 039.5 1 434.3 1 674.7 240.4 16.8 

 空运 2 367.7 2 903.1 2 687.0 (216.1) (7.4) 

 海运 — — — — — 

 通信 1 457.0 1 630.5 1 436.9 (193.6) (11.9) 

 信息技术 1 102.5 985.6 828.5 (157.1) (15.9) 

 医务 140.0 46.5 46.5 — — 

 特种装备 2.9 2.8 5.8 3.0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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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 分配数 费用估计数 差异 

 (2005/06年度) (2006/07年度) (2007/08年度)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⑴ ⑵ ⑶ ⑷=⑶-⑵ ⑸=⑷+⑵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538.0 562.1 472.3 (89.8) (16.0) 

 速效项目 — — — — — 

 小计 9 595.4 10 879.8 10 363.7 (516.1) (4.7) 

 所需资源毛额 31 150.0 33 377.9 35 528.9 2 151.0 6.4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2 191.3 2 226.6 2 372.9 146.3 6.6 

 所需资源净额 28 958.7 31 151.3 33 156.0 2 004.7 6.4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 — — — 

 所需资源共计 31 150.0 33 377.9 35 528.9 2 151.0 6.4 
 
 

平均延迟部署系数和空缺率 

类别 2006/07 2007/08 

军事和警务人员 — — 

 军事观察员 10 — 

 联合国警察 15 — 

文职人员 — — 

 国际工作人员 10 10 

 本国工作人员 1 1 

 联合国志愿人员 — — 

 临时职位
a
 — — 

 

 
a 
在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项下供资。 

 
 
 

 B. 特遣队所属装备：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9.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所需资源根据主要装备（湿租赁）

和自我维持费用的标准偿还率计算，共计 92 200 美元，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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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数 

主要装备  

军事特遣队 64.7 

 小计 64.7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杂项一般物品 0.6 

医务  

 医疗服务 26.9 

 小计 27.5 

 共计 92.2 

 
 

特派团因素 百分比 生效日期 上次审查日期 

A. 适用于特派团任务地区  

 极端环境条件因素 1.80 2004 年 4 月 4日 2004 年 4 月 4日 

 频繁使用状况因素 1.90 2004 年 4 月 4日 2004 年 4 月 4日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素 1.50 2004 年 4 月 4日 2004 年 4 月 4日 

B. 适用于本国  

 递增运费因素 0.0-4.25  

 
 

 C. 培训 
 
 

10.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培训所需资源估计数如下： 

(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数 

咨询人  

 培训咨询人 — 

公务差旅  

 公务差旅、培训 215.8 

其他用品、事务和设备  

 培训费、用品和事务 104.1 

 共计 319.9 

 
 

11. 本类别所需资源主要用于加强实务技能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培训，培训课程包

括信息技术、武器分类、近身保护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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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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变动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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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某些产出）、或以更高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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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致，以及（或）

因与绩效有关的问题（如低估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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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6 11.5%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12. 造成所需资源增加的主要因素是计划全面部署核定的 135 名军事观察员，而

2006/07 年度的经费则有 10％的延迟部署系数。全面部署军事观察员的经费是根

据最近恢复在科多里河谷上游的联合监测巡逻活动计算的。 

 差异 

联合国警察 146.2 29.3%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13. 造成所需资源增加的因素是计划全面部署核定的 20 名警察人员，而 2006/07

年度是 18 名警察的经费，延迟部署系数为 15％。增加的原因还在于根据以往的

经验，轮调旅费的增加。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1 472.9 9.8%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以千美元计。差异分析的门槛值上下 5％，即 100 000 美元。 



A/61/764  
 

18 07-25046
 

14. 所需资源增加的原因是平均薪金费用增加了，是根据 2005/06 年度的实际费

用计算的，此外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危险工作地点津贴从每人每月 1 000 美

元增加到了 1 300 美元。差异考虑到裁撤一个外勤员额的效率收益 153 414 美元。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619.2 19.5%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15. 造成所需资源增加的原因是自 2006 年 10 月 1 日起修改了薪金表。差异数还

反映领取危险工作地点津贴的工作人员人数增加了(从 2006/07 年度的 174 名增

加到 176 名），危险工作地点津贴的每月标准也增加了(从 2006/07 年度的每人每

月 195 美元增加到每人每月 251 美元）。所需经费估计数是根据部署在苏呼米、

加利和祖格迪迪的本国工作人员工作 10 个月计算的。 

 差异 

联合国志愿人员 10.2 30.7%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16. 造成所需资源增加的主要因素是安置津贴以及医药保险和人寿保险费率增

加了。此外，差异还反映了非经常性支出，例如安置费、部署前费用以及外派旅

费和现职联合国志愿人员 2007/08 年度预期完成任务时的遣返旅费。 

 差异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17.1 8.0%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17. 造成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国际工作人员的平均薪金费用是根据2005/06年度实

际支出计算的，而且从 2006 年 10 月 1 日起，本国工作人员的订正薪金表开始生

效。此外，经费中包括了雇用 5 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工作半年的费用，以为最近

恢复在科多里河谷上游的巡逻提供口译和笔译服务。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113.2) (4.4%)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18. 所需资源减少主要是因为购买的安保和安全设备以及电子设备较少。造成差

异的原因还在于维修道路和桥梁的所需资源比 2006/07 年度的所需经费少。 

 差异 

陆运 240.4 16.8%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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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造成所需资源增加的主要因素是更换了 32 辆轻型车和 3 辆装运材料的车辆

(叉车），而 2006/07 年度编入预算需更换的是 21 辆轻型车。差异计入了因终止 3

名加油员合同得到的 21 900 美元的效率收益。 

 差异 

空运 (216.1) (7.4%)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20. 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特派团地位协定给予的优惠待遇，第比利斯的

着陆费和地勤费方面的所需经费减少了。此外，差异还反映空勤人员生活津贴

和 2 架飞机责任保险的减少。由于特派团空中业务的合理化，计划飞行时数减

少了 13％，2 架飞机的飞行小时从 1 023 减少到 889 小时。差异中计入了因此

而产生的 216 100 美元的效率收益。 

 差异 

通信 (193.6) (11.9%)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21. 造成该项差异的主要因素是更换的通信设备比 2006/07 年度少。193 600 美

元的差异中包括使用费用最低的路由器和成本效益较高的蜂窝电话和卫星电话

服务后取得的 35 800 美元的收益。 

 差异 

信息技术 (157.1) (15.9%)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22. 造成该项差异的主要因素是根据有用经济寿命计算，需更换的计算机设备较

少，加上没有要求增加软件。 

 差异 

特种装备 3.0 107.1%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23. 造成该项差异的因素是更换了两台探雷器。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89.8) (16.0%)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24. 造成该项差异的主要因素是，根据特派团以往的经验，运费以及有关费用和

银行收费减少。差异还反映存货充足，无须购买其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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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25. 就联格观察团经费筹措而言，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批款 35 528 900 美元，充作观察团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 12 个月期间的维持费； 

 (b) 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继续延长观察团的任务，按每月 2 960 742 美元的

标准分摊上文(a)段所列的款项。 

 

 五. 为执行大会在第 60/266 号决议中作出的决定和提出的要求

以及大会认可的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要求和建议及

联合国审计委员会的要求和建议而采取的后续行动摘要 
 

 A． 大会 

（第 60/266 号决议） 

 

决定和要求  为执行决定和要求采取的行动 

第二节   

着重指出资源应与每项行动的任务授权和具

体情况相称（第 1段〕。 

 2007/08 年度的预算是根据观察团行动的任务和设

想制订的，安全理事会第 937（1994）号决议中规

定的任务和设想不变。 

请秘书长在关于观察团的执行情况报告中，详

细列出月度支出模式，并在审议预算提案时，

尽可能提供关于当期实际支出最新财务数据

的补充资料（第 3段〕。 

 观察团 2005/06 年度的执行情况报告说明了报告所

述期间的月度支出模式 

第十二节   

请秘书长就所有特派团的最佳备件库存量向

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并要求 2007

年 7月 1日至 2008年 6月 30日拟议预算量不

突破最佳库存量（第 1段〕。 

 已作出显著努力，减少 2005/06 年财政年度期间特

派团的备件库存量，使之符合大会建议的数量。

2007/08 年财政年度的预算报告是根据实际消耗和

备件库存量制订的。通信和信息技术处 2007/08 年

度的预算准则建议要有相当于总库存价值 10％的

备件，而联格观察团根据其消耗水平，按该物项总

库存价值 5％提交了预算报告。 

第十三节   

请秘书长将视像会议设施和电子学习方案更

广泛地用于培训及其他用途，并就更广泛地

利用这些工具所实现的改进和功效，向大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特派团正在更多地使用视像会议设施举行各种大小

会议。每月平均有 20 次部门内和特派团内的会议，

每次为时一个半小时。特派团还使用电子学习方案，

培训用户。电子学习课程包括的科目有品行意识、

外勤安全初级和高级知识、防止骚扰、性骚扰和在

工作场所滥用权力、维和以及一些微软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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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A/60/810） 

要求/建议  为执行要求/建议采取的行动 

就设立一个网站技术主管/新闻办公室助理员

额一事，咨询委员会指出，联格观察团网站的

维护工作是新闻办公室的重要职务，应通过重

新安排新闻办公室的活动的优先次序和重新

调动内部员额来建立这种能力（第 19 段〕。

 考虑到恢复加利区巡逻后，特派团的活动增加，故

正在审议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找出一个本国员额供

内部调动。 

咨询委员会鼓励观察团尽快使其飞行时间表

合理化，并相信下一次观察团执行情况报告会

确定和列出通过重新安排飞行时间表所节省

的钱（第 27 段〕。 

 鉴于联格观察团目前的政治情况，特派团根据目前

的行动设想，审查了飞行时间表，并对此作了合理

化调整。飞往伊斯坦布尔的次数已减少到每月两次，

飞往特拉布宗的次数增加到每月三次，这样就减少

飞行时数、减少燃料费用和减少因飞机短暂停留在

伊斯坦布尔而支付给机组人员的生活津贴。调整飞

行时间表后节省的费用将列入 2006/07 年度执行情

况报告。观察团计划 2007/08 年度继续进行飞行合

理化，将飞行时数减少 13％，从 1 023 小时减少为

889 小时。 

 C. 审计委员会 

（A/60/5（第二卷）和 Corr.1，第二章） 

要求/建议  为执行要求/建议采取的行动 

委员会再次建议特派团改进对长期拖欠的应

收账款的管理，并审查其制度，以确保对应收

账款作出准确的账龄分析（第 48 段〕。 

 特派团每月审查应收账款，找出过期 2个月以上的

未缴款额并对其采取适当行动，对应收账款作出准

确的账龄分析。分析详情提交给账户司和财务管理

和支助处。 

审计委员会重申其关于正式确定并向总部送

交采购干事培训需要的建议（第 118 段〕。 

 已正式确定采购干事的培训需要，而且采购主任向

总部提交了培训要求。2005/06 年度和 2006/07 年

度预算已经编列经费，培训采购人员，并提高他们

的能力，使其能够应用联合国采购手册中规定的政

策和程序。 

建议调查造成车辆使用报告中的错误/不一致

的信息的原因，并采取必要措施纠正这些错误

（第 214 段〕。 

 特派团在购买燃油记录仪系统，补充行车记录系统。

这将改进燃油储存和使用的报告工作。计划在

2006/07 财政年度安装这种系统。 

建议在充分解决行车记录系统的缺陷后，应将

该系统推广到所有的维和行动特派团（第 218

段〕。 

 特派团总共 183 辆车，已有 165 辆安装了行车记录

系统。其余 18辆是专用车,不用装行车记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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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特别代表
(11 个员额)

1 ASG,  1 P-4,  1 FS,1 GS (OL), 2 SS, 5 NS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
(4 个员额)

1 D-2, 1 GS (OL), 2 NS

首席军事观察员办公室
(2 个员额)

1 D-2, 1 GS (OL) 

首席军事观察员办公室
(2 个员额)

1 D-2, 1 GS (OL) 

首席行政干事办公室
(17 个员额)

1 D-1,  1 P-3, 1 P-2, 4 FS, 
2 GS (OL), 8 NS

联合国警察顾问办公室
(3 个员额)

1 P-5, 1 P-4, 1 NS
联合国警察顾问办公室

(3 个员额)
1 P-5, 1 P-4, 1 NS

苏呼米行动
(6 个员额)

6 NS, 军事观察员

第比利斯联络组
军事观察员

加利区
(10 个员额)

10 NS, 军事观察员

祖格迪迪区
(11 个员额)

11 NS, 军事观察员

联合调查组
(2 个员额)

1 P-2, 1 NS, 军事观察员

政治/民政/新闻办公室
(10 个员额)

1 D-1, 1 P-5, 1 P-4, 5 P-3, 
2 GS (OL)

医疗队
(1个员额)

1 NS, 军事观察员

第比利斯小组
(1 个员额)

1 NS, 联合国警察

祖格迪迪小组
(3 个员额)

3 NS, 联合国警察

加利小组
联合国警察

苏呼米小组
(2 个员额)

2 NS, 联合国警察

财务办公室
(10 个员额)

1 P-4, 1 P-3, 2 GS (OL) , 
6 NS

采购办公室
(7 个员额)

1 P-4, 1 P-2, 1 FS, 
2 GS (OL), 2 NS

人事办公室
(7 个员额)

1 P-4, 1 FS, 1 GS (OL),
4 NS 

一般事务办公室
(31 个员额)

1 P-4, 1 P-2, 3 GS (OL), 
4 FS,  22 NS

安保办公室
(81 个员额)

1 P-3, 25 FS, 5 SS, 

2 GS (OL), 47 NS, 1FSb

通信和信息技术办公室
(30 个员额)

1 P-3, 8 FS, 1 GS (OL), 
1 UNV, 19 NS

工程办公室
(18 个员额)

1 P-3, 1  P-2, 3 FS, 13 NS

空中业务办公室
(5 个员额)

1 P-3, 1 FS, 4 NS

运输办公室
(28 个员额)
8 FS, 20 NS

人权办公室
(7 个员额)
1 P-5,1 P-3, 
2 P-2, 3 NS

操守与纪律小组
(2 个员额)

1 P-5a , 1 NSa

 

 

 

 

 

附件 
  组织结构图 

—————— 

 
a 
在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项下供资的临时职位。 

 
b 
裁撤。 

 缩写:ASG=助理秘书长；FS=外勤事务；GS(OL)=一般事务(其他职等)；NS=本国工作人员；SS=安保事务；UNV=联合国志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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