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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决定，为了在人数、装备、任务和行动范

围上补充和加强部队，批准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兵力 多

增至 15 000 人。安理会同一项决议还决定，该部队的任务除了根据第 425（1978）

号和第 426（1978）号决议执行任务外，还将包括监测停止敌对行动，支助黎巴

嫩武装部队的部署并协助黎巴嫩政府保障边境和其他入境点的安全。 

 本报告载列联黎部队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数额为

522 753 200 美元。它取代了 2006 年 1 月 3 日秘书长报告中为同一时期编制的原

有预算。 

 预算用于分阶段部署 14 790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406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696

名本国工作人员，包括 23 名本国干事。 

 联黎部队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所需资源总额，已通过按

行动和支助等构成部分归类的若干成果预算框架与联黎部队的目标相联系。联黎

部队的人力资源已按人数划入每个构成部分，但涉及整个联黎部队的行政领导和

管理除外。 

 对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数额差异的说明酌情与联黎部队计划的具体产出相联

系。 

 

财政资源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支出类别 分配数 费用估计数 数额 百分比 

军事和警务人员 38 456.6 265 741.1 227 284.5 591.0 

文职人员 34 725.1 41 103.4 6 378.3 18.4 

业务费用 20 344.5 215 908.7 195 564.2 961.3 

 所需资源毛额 93 526.2 522 753.2 429 227.0 458.9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4 538.4 5 631.5 1 093.1 24.1 

 所需资源净额 88 987.8 517 121.8 428 134.0 481.1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 — — 

 所需资源共计 93 526.2 522 753.2 429 227.0 4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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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军事 

观察员 

军事

特遣队 a

联合国

警察

建制警察

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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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计 

行政领导和管理    

 核定数 — — — — 8 — — — 8 

 拟议数
c
 — — — — 25 3 — — 28 

构成部分    

行动    

 核定数 — 2 000 — — 1 3 — — 2 004 

 拟议数 — 15 000 — — 37 24 — — 15 061 

支助    

 核定数 — — — — 110 336 — — 446 

 拟议数
d
 — — — — 362 846 — — 1 208 

 共计    

 核定数 — 2 000 — — 119 339 — — 2 458 

 拟议数
c
`
d
 — 15 000 — — 424 873 — — 16 297 

 净变动 — 13 000 — — 305 534 — — 13 839 
 

 

 a 系 高核定兵力。 

 b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C 包括战略军事单元的 4个一般临时助理人员职位（1个 D-2、1 个 D-1 和 2 个一般事务人员（其他

职等））以及驻地监督办公室的 11 个一般临时助理人员职位(1 个 P-5、3 个 P-4、3 个 P-3、2 个

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和 2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d 包括行为和纪律小组的 7个一般临时助理人员职位(1 个 P-5、2个 P-4、1 个 P-2、1 名外勤人员、

1名本国干事和 1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以及 173 个特遣队口译员的职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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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第 425(1978)和

第 426(1978)号决议确定的。 

2. 秘书长 2006年 1月 3日的报告提交了用于联黎部队2006年 7月 1日至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维持费用的 初预算。大会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60/278 号决议

批款 93 526 200 美元，用作联黎部队 2006 年 7 月 1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

的维持费用。 

3. 安全理事会 2006 年 8 月 11 日第 1701（2006）号决议决定，为了在人数、装

备、任务和行动范围上补充和加强部队，批准将联黎部队的兵力 多增至 15 000

人。安理会还决定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到 2007 年 8 月 31 日。 

4. 安全理事会同一项决议还决定，该部队除了根据第 425（1978）号和第 426

（1978）号决议执行任务外，还将：(a) 监测停止敌对行动；(b) 在以色列武装

部队撤出黎巴嫩时，陪同和支助黎巴嫩武装部队在整个黎巴嫩南部，包括沿蓝线

进行部署；(c) 同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政府协调开展其同上文(b)项有关的活动；

(d) 提供援助，帮助确保人道主义救援送达平民以及流离失所者自愿和安全回

返；(e) 协助黎巴嫩武装部队采取步骤，建立决议第 8 段所提及的区域；(f) 应

黎巴嫩政府的请求而帮助它执行该决议第 14 段的规定。 

5. 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的规定，于 2006 年 8 月 14 日请求行

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承付不超过 5 000 万美元的款额，用于支付扩充联黎部

队的 紧迫和 基本的筹备步骤所需费用，特别是快速部署更多的部队及其

装备。此外，还告知咨询委员会：将灵活使用用于在 2006/07 年度维持联黎部队

的 93 526 200 美元的 初批款，以满足扩充该部队的需要。咨询委员会主席在

2006 年 8 月 18 日的信中告知秘书长：该委员会同意关于数额达 5 000 万美元的

承付权请求，注意到秘书长打算灵活使用现有批款，以满足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1701（2006）号决议中决定补充和加强联黎部队所构成的 紧迫的需求。 

6. 此外，在提出联黎部队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新预算之

前，秘书长 2006 年 11 月 20 的报告（A/61/588）请求为联黎部队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期间筹措 356 890 400 美元，其中有用于该部队维持费用

的 93 526 200 美元 初批款和扩充该部队，包括在联合国总部增设 51 个临时职

位以支助联黎部队的扩充工作所需 263 364 200 美元的额外费用。 

7. 大会 2006 年 12 月 22 日的第 61/250 号决议授权秘书长承付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期间总额不超过 257 340 400 美元的该部队扩充费用，包

括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先前根据大会 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233 A 号决

议第四节的规定核准的 5 000 万美元，但不包括根据第 60/278 号决议的规定已

经批准用作 2006 年 7 月 1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经费的 97 579 6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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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同一项决议还决定由会员国分摊 257 340 400 美元。所以，会员国总共分摊

了 354 920 000 美元。 

8. 大会在同一项决议中授权秘书长为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承付不超过 2 486 900

美元的款项，作为总部支助该部队的经费。 

9. 联黎部队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 

10. 在这一总体目标范围内，联黎部队将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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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做出贡献。这些框架分为“行动”和“支助”两个构

成部分。 

11. 如果能实现各项预期成绩，就可以在联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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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此种成果方面的进展情况的一个尺

度。联黎部队的人力资源已按人数划入每个构成部分，但涉及整个联黎部队的行

政领导和管理除外。 

12. 联黎部队总部设在纳库拉，距蓝线数公里，距贝鲁特 90 公里。部队指挥官

和行政主任的办公室都设在总部内。此外，联黎部队的联络、行政和采购处设在

贝鲁特联黎部队大楼内。 

行政领导和管理 

13. 联黎部队的全面领导和管理继续由部队指挥官办公室负责。这一构成部分包

括驻地监督办公室、法律事务科和特派团联合分析小组，这些单位的主管直接向

部队指挥官报告。此外，设在联合国总部的战略军事单元，将从战略上向部队指

挥官提供军事指导和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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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领导和管理
b
    

 核定数 1 1 2 — 1 3 — 8 — — 8

 拟议数 1 1 3 3 2 2 — 12 1 — 13

 净变动 — — 1 3 1 (1) — 4 1 — 5

战备军事单元
c
    

 核定数 — — — — — — — — — — —

 拟议数 — 2 — — — 2 — 4 — — 4

 净变动 — 2 — — — 2 — 4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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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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监督办公室
c
    

 核定数 — — — — — — — — — — —

 拟议数 — — 4 3 — 2 — 9 2 — 11

 净变动 — — 4 3 — 2 — 9 2 — 11

总数    

 核定数 1 1 2 — 1 3 — 8 — — 8

 拟议数 1 3 7 6 2 6 — 25 3 — 28

 净变动 — 2 5 6 1 3 — 17 3 — 20

 
 

 
a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b
 包括法律事务科和特派团联合分析小组。 

 
c
 涉及在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项下供资的职位。 

说明 

 • 国际工作人员：增加 4个员额 

 • 本国工作人员：增加 1个员额 

14. 部队指挥官（助理秘书长）协助秘书长执行联黎部队的任务，负责部队的总

体管理及所有部队活动的协调和实施。由于将部队的兵力增加到 15 000 人，提

议新设一个部队副指挥官员额（D-2），以协助部队指挥官的工作。该任职者帮助

协调部队的军事和民事活动并协助进行部队指挥官办公室的日常管理。另由 1 名

行政助理（1个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协助部队指挥官直属办公室的事务。 

15. 法律事务科继续由一名高级法律顾问（P-5）主管，他将就一切有关执行联

黎部队任务的法律事宜向部队指挥官提供法律咨询和意见。该科还将进行法律审

查，就与联黎部队行动有关的行政、人事和合同事项提供咨询，并在法律问题上

同黎巴嫩政府联络。考虑到部队扩充后活动范围将会增加，提议将前高级法律顾

问办公室改为一个法律事务科，这需要增设总共 4 个员额，包括 1 名高级法律顾

问（P-5），另有 1 名法律干事(P-3）、1 名协理法律干事(本国干事）和 1 名法律

助理（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协助其工作。 

16. 在部队指挥官和部队副指挥官的指导和监督下，特派团联合分析小组(分析

小组）负责收集和分析信息，在联黎部队的构成部分之间统一政策，并尽可能扩

大部队军事行动和民事行动之间的互补作用与合作。该小组的目标还包括建立一

个综合数据库，储存可能对联黎部队的任务产生影响的各种政治和军事动态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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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由于部队及其活动范围大幅度扩充，现提议为该小组设立总共 6个员额，包

括 4 名资料分析员（2个 P-4 和 2 个 P-3）以及 2 名行政助理（外勤）。 

17. 秘书长在其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报告（S/2006/670）第 39 段中表示，有待

联黎部队完成的军事任务规模庞大且错综复杂，需要通过在总部设立一个专门负

责联黎部队事务的战略军事单元而进一步加强维持和平行动部的军事司。战略军

事单元作为联黎部队支助构架的一部分，将包括 4 个民事职务和 29 名军事参谋

人员，负责在战略上向联黎部队提供军事指导。考虑到战略军事单元的独特性，

提议 4 个拟定文职职位的经费出于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项下。战略军事单元将由一

名担任主任（D-2）的高级军官负责，他向负责维持和平行动的副秘书长报告，

同负责行动厅的助理秘书长和军事顾问密切协调。主任的工作将得到 1 名担任助

理主任的高级军官(D-1）的协助，并得到来自部队派遣国的 29 名军事参谋人员

以及 2 名行政助理（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的帮助。 

18. 经核定的 2006/07 年度支助账户预算表明，在联黎部队扩充之前，部队的内

部监督由设在尼科西亚的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内部的区

域驻地审计员负责。由于联黎部队扩充而且监督所需费用已进一步合理化，现提

议将联塞部队的区域监督工作交给联黎部队，并将该办公室称为区域监督办公

室。建议由该办公室负责对联塞部队、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

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停战监督组织）和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兼秘书

长派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特别代表办公室进行必要的监督。

还建议考虑到随后将反应在 2007/2008 年度支助账户预算中的所需人员编制，该

办公室的 11 个职务的经费应出于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项下。 

19. 区域监督办公室将由一名主管(P-5）负责，由 4 名驻地审计员（2 个 P-4 和

2 个 P-3）、2 名驻地调查员（1 个 P-4 和 1 个 P-3）、2 名助理审计员（一般事务

人员(其他职等)）及 2 名行政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协助其工作。 

构成部分 1：业务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1.1 黎巴嫩南部稳定和安全的环境  1.1.1 没有发生穿越蓝线的海陆空入侵或射击事

件 

  1.1.2 在利塔尼河以南整个地区部署多达 15 000

名黎巴嫩武装部队官兵 

  1.1.3 在利塔尼河和蓝线之间的地区没有武装人

员、武器和有关材料等报道的案件，但黎

巴嫩武装部队和联黎部队的除外 

  1.1.4 双方参加三方协调小组的会议，以促进建

立信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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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 流动巡逻 561 578 人日（每支巡逻队 9 人×每日 118 次巡逻×89 天，以及每支巡逻队 10 人× 

每日 193 次巡逻×242 天） 

• 作为初始储备力量，流动巡逻 55 092 人日，然后，作为快速反应力量，在危机局势下视需要

对局势紧张地区进行侦察、搜索和介入，以支持其他单位工作（每支巡逻队 8 人×每日 6 次

巡逻×89 天，10 人×21 次巡逻×242 天） 

• 有人驻守的观察哨所 473 930 人日（每个哨所 5 人×每个哨所 2 次轮班×46 个哨所×62 天，

每个哨所 7 人×每个哨所 3 次轮班×70 个哨所×303 天） 

• 沿蓝线进行空中巡逻 360 小时 

• 业务活动 300 飞行小时，用于运送战斗物资、侦察、指挥、控制和联络 

• 241 230 海军巡逻人日，监测黎巴嫩海上边界，包括黎巴嫩武装部队联合行动演习（3 艘护卫

舰 X 每艘护卫舰 230 人×258 天以及 7 艘快速巡逻艇×每艘巡逻艇 35 人×258 天） 

• 2 064 飞行小时，用于海上行动区内的海上封锁巡逻和业务活动 

• 每天与双方交换需要立即注意的海上问题的情报 

• 每天与黎巴嫩武装部队就业务活动进行联络和协调 

• 向黎巴嫩武装部队提供后勤援助，即提供 3 个月紧急车辆用油 

• 4 份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 每周就安全问题及其对黎巴嫩南部当地人口的影响与黎巴嫩高级安全官员举行会议 

• 视需要就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需要立即注意的问题与双方联络、通信和交

换情报，以支持冲突解决活动和新闻活动 

• 就充分尊重蓝线问题可能受到的威胁和安全局势的事态发展与以色列国防军联络处定期联络

和交换信息 

• 每月为三方协调小组的会议提供秘书处支助服务 

• 每周就协助解决冲突和建立信任行动和在地方一级取得短期稳定方面的进展情况与地方当

局、社区代表、公民协会和伙伴组织举行联络和协调会议 

• 视需要向会员国和捐赠国通报联黎部队的业务问题 

• 每月就评价和增强妇女对建立信任行动的贡献和把性别观点纳入政策决定的问题与妇女组

织、政府官员、新闻媒体和民间社会其他伙伴举行会议 

• 每天向媒体提供联黎部队的信息并便利媒体了解联黎部队的活动和行动 

• 每天监测和分析媒体对联黎部队的报道、每周更新联黎部队网站和每两个月制作一套无线电

广播节目和一套电视/录像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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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黎巴嫩南部排雷活动中，通过联合国地雷行动协调中心（地雷中心），与黎巴嫩排雷官员协

调排雷行动，包括提供地图和在地雷中心和以色列国防军之间互传情报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1.2 黎巴嫩政府在黎巴嫩南部的权力正常

化 

 1.2.1 在黎巴嫩南部重新建立各级地方政府办公

室并进行运作 

1.2.2 在黎巴嫩南部重新开设医务所和学校 

产出 

• 就黎巴嫩政府在联黎部队行动区扩大权力的问题与黎巴嫩当局每周举行联络会议和

每月举行高级别会议 

• 就增强地方当局在黎巴嫩南部各社区的地位问题每周向地方当局提供咨询意见 

• 每两周与地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举行会议，以便协调援助问题和就扩大政府权力和地

方当局承担治理责任的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 每周与记者、学术团体和公民组织举行新闻发布会和开展外联活动并便利媒体代表每

周访问行动区 

• 就妇女参与地方治理组织结构的对性别问题敏感的方式向地方当局提供咨询意见 

• 每月就黎巴嫩南部扩大公共行政和提供公共服务所涉性别问题与地方妇女团体、联合

国和其他国际伙伴进行磋商 

• 就协调向当地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问题向负责黎巴嫩南部事务的秘书长个人代表

办公室、其他联合国办事处、机构、基金和方案、外交代表和非政府组织提供咨询意

见和指导 

• 执行 13 项有助于黎巴嫩南部救济活动和恢复基本社区基础设施的速效项目 

• 每周参加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关于恢复和重建活动的协调会议 

外部因素 

有关各方给予联黎部队充分的行动自由 

 
 

表 2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1：业务 

类别 共计 

一. 军事特遣队  

核定数 2 000 

拟议数 15 000 

净变动
a
 13 000 

 



A/61/766  
 

10 07-25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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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核定数 — — — 1 — — — 1 3 — 4 

拟议数 — 3 18 8 6 2 — 37 24 — 61 

净变动 — 3 18 7 6 2 — 36 21 — 57 

(第一项和第二项)总计  

核定数 2 004 

拟议数 15 061 

净变动 13 057 

 
 

 
a
 为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授权增派的军事特遣队人员。 

 b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理由说明 

 • 国际工作人员：增设 36 个员额 

 • 本国工作人员：增设 21 个员额 

政治和民政事务办公室 

20. 拟设政治和民政事务办公室，它将履行政治、民政事务和新闻职能、向三方

协调小组提供秘书处支助并协调联黎部队根据其任务开展的所有活动。该办公室

拟由一名主任（D-2）领导，他接受联黎部队指挥官的指导并直接向指挥官报告

工作。考虑到联黎部队行动所处的复杂政治环境，该主任将向部队指挥官提供政

治咨询和指导意见并负责综合、分析和协调该办公室的多重职能。主任将协助制

定联黎部队的全盘战略和政策，以联黎部队指挥官顾问的名义行事并协助联黎部

队各项活动和行动的全盘管理。此外，考虑到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

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规定，拟由该办公室同时负责支持以对性别问题敏感的

方式促进黎巴嫩南部和平与治理的进程、推动妇女参与和解决妇女关注的具体问

题。性别问题顾问将为黎巴嫩南部建立包容广泛的和平基金会提供一个基础，该

基金会将调动妇女的能力并确保人们提高对具体性别问题的认识，从而促进联黎

部队任务的有效执行。 

21. 主任直属办公室拟设 12 个员额，其中有主任（D-2）、1 名高级政治事务干事

（P-5）、1 名社会性别问题顾问（P-5）、3 名政治事务干事（2 名 P-4 和 2 名 P-3）、

1 名 佳做法干事（P-4）、1 名副社会性别问题顾问（本国干事）、1 名副政治事

务干事（本国干事）和 3 名行政助理（1 名外勤人员、1 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

职等）和 1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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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拟设民政办公室，由 1 名首席民政干事（P-5）领导。他向政治和民政事务

办公室主任报告工作。民政办公室负责建立信任、解决冲突、联络、分析和协调

支助等工作。其职责包括向当地社区代表宣传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

的规定和不同国际行为者的作用、迅速处理当地社区和联黎部队特遣队人员可能

发生的冲突和支持地方当局和黎巴嫩武装部队强化在黎巴嫩南部各社区的存在。

此外，该办公室要与地方政府代表、社区代表、民间社会团体、参与恢复和发展

支助工作的国际组织和国家组织以及联黎部队其他部门联络。 

23. 民政办公室拟设在联黎部队总部，与在两个区总部分别部署的民政小组一道

共同向支助特遣队人员的工作。该办公室将配置 14 个员额，其中有 1 名主任

（P-5）、6 名民政干事（4名 P-4 和 2 名 P-3）、2名副民政干事（P-2）、4名副民

政干事（本国干事）和 1 名行政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24. 拟设新闻办公室，由首席新闻干事和发言人（D-1 职等）领导，他直接向政

治和民政事务办公室主任报告工作。该办公室负责制作和分发关于联黎部队在黎

巴嫩的任务和作用的印刷材料、无线电节目、电视节目、影像和电子媒体信息、

向国家和国际新闻媒体提供信息并与地方、区域和国际媒体组织实施外联方案。

该办公室将与民政办公室、设在贝鲁特和特拉维夫的联络处和三方协调小组秘书

处配合工作。 

25. 拟为新闻办公室配置 17 个员额，其中有 1 名首席新闻干事（D-1）、1 名新闻

干事兼副发言人（P-4）、1 名处理民政和军事问题的新闻干事（P-4）、1 名新闻

干事（P-3）、1 名电视节目制作人（P-3）、1 名无线电节目制作人（P-2）、1 名摄

影师（外勤人员）、1 名新闻助理（外勤人员）、2 名副新闻干事（本国干事）、1

名副电视节目制作人（本国干事）、1 名本国网站技术主管（本国干事）、1 名无

线电节目制作助理（本国干事）和 4 名新闻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26. 拟议设立由政治和民政事务办公室主任领导的三方协商小组秘书处，以便向

三方协商小组关于以色列国防军撤离问题、在黎巴嫩南部全面部署 15 000 名黎

巴嫩武装部队人员和以色列国防军与黎巴嫩武装部队之间较长期的军事和安全

协调问题的会议提供秘书处服务。秘书处还向参与移交协议和谈判的各方提供支

助并确保联黎部队、以色列国防军和黎巴嫩武装部队之间三方问题的协调和互

动。 

27. 拟为该秘书处配置 5 个员额，其中有 1 名直接向政治和民政事务办公室主任

报告工作的政治事务干事（P-4）、1名人事助理（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2

名口译员（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和 1 名行政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28. 拟在特拉维夫设立联络处，其主任在联黎部队指挥官的全盘指导下向政治和

民政事务办公室主任报告工作，但此事需征得以色列政府同意。该办公室负责加

强联黎部队与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国防部和其他政府当局的联系并及时分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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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有关规定的遵守情况并提供咨询意见。联络处还

发挥有限的新闻支助职能。 

29. 联络处拟由 1 名高级政治事务干事（P-5）领导并由 1 名政治事务干事（P-4）、

1 名安保干事（外勤人员）和 1 名行政助理（外勤人员）提供支助。该办公室主

任还得到高级军事顾问的支助。为发挥其新闻支助职能，将向特拉维夫联络处部

署在新闻办公室项下提议设立（见上文第 25 段）1 名副新闻干事（本国干事）和

1 名新闻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30. 在黎巴嫩武装部队、国内治安部队和总安全局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

号决议设想、计划或开展的活动所涉各种事项中，贝鲁特联络处将代表联黎部队

指挥官与黎巴嫩 高当局协调和实行联合规划工作以及提供咨询意见。这将涵盖

黎巴嫩南部和蓝线沿途的军事和安全活动。联络处的职能包括与国防部、内务部

和运输部的高级别互动及协调和规划黎巴嫩政府请求的支助和技术援助。此外，

如果黎巴嫩政府提出请求，联络处将协助黎巴嫩当局进行协调和联合规划，以便

确保军火和有关材料未经黎巴嫩许可，不得通过机场和海港等黎巴嫩边界和其他

入境点进入黎巴嫩。 

31. 拟为联络处配置 9 个员额，其中有 1名直接向政治和民政事务办公室主任报

告工作的联络处主任（D-1）、1 名高级政治事务干事（P-5）、2 名政治事务干事

（P-4）、3 名行政助理（1 名外勤人员和 2 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和 2 名口译员

（本国一般事务人员）。联络处主任还得到高级军事和警察顾问的支助。 

  构成部分 2：支助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1 向该特派团提供有力且高效的后勤、行

政和安全支助 

 2.1.1 在 2007年 6月底之前部署90％的国际和本

国工作人员 

2.1.2 向部署的 100％军事参谋人员和国际工作

人员提供硬墙结构的办公用房 

2.1.3 在 2007 年 6 月底之前完成 6个工程项目和

安全基础设施项目 60％的工程量 

2.1.4 完成在提尔城新建特派团总部 25％的工程

量 

产出 

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 

• 平均 9 265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的进驻、轮调和返国 

• 为平均 9 265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供应和储存口粮 

• 管理多达 406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696 名本国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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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由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项下提供资金的多达 195 名临时工作人员 

• 对所有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实施行为和纪律方案，包括培训、预防、监测和提出纪律行动

的建议 

• 为 30 个单位新部署的特遣队所属主要装备编制目录，进行 30 次到货检查，39 次设备运

行准备状态检查和 2 次设备遣返检查 

• 核查、监测和检查 35 个军事特遣队单位的特遣队所属装备和自我维持能力 

设施和基础设施 

• 维护和修理 41 个军事阵地和建造 20 个新营地 

• 维修通往各军事阵地的 50 公里便道和增建通往新营地的 50 公里便道 

• 修理和维护 17 个直升机停机坪和在新地点建造 5 个直升机停机坪 

• 在提尔城建造和设立新的特派团总部并装修和扩建 2 个区总部 

陆运 

• 驾驶和维修平均 727 辆汽车，包括 76 辆装甲车和 40 辆拖车 

空运 

• 驾驶和维修 7 架旋转翼飞机 

通信 

• 支助和维护联黎部队行动区、包括联黎部队贝鲁特大楼的 7 套卫星系统、96 个甚高频转

发台、88 个数字微波中继器、986 台双向无线电台和 14 个电话交换台 

信息技术 

• 支助和维护联黎部队行动区、包括联黎部队贝鲁特大楼的局域网和广域网，其中有 1 419
台台式计算机、225 台膝上型计算机、71 台服务器、162 台数字发送器和 392 台打印机 

医务 

• 管理和维护 2 个二级、1 个一级以上、19 个一级和 1 个基本级的医疗设施，供所有特派团

人员使用并为当地民众提供急诊服务 

• 在联黎部队所有驻地维持整个特派团的陆空后送安排，把伤病人员送往赛达和贝鲁特的三

级医院和塞浦路斯的四级医疗总院 

• 操作和维护供特派团所有人员使用的艾滋病毒自愿保密咨询和测试设施 

• 开展面向特派团所有人员的艾滋病毒教育方案，包括同伴教育 

安保 

• 实施新的特派团安保组织结构 

• 对联黎部队总部和联黎部队贝鲁特大楼等 41 个军事阵地实行 24 小时警卫 

• 为平均 9 265 名军事人员、多达 406 名国际工作人员、696 名本国工作人员和 195 名临时

人员举行 44 次安保认识和应急计划情况介绍会 

• 在 2007 年 6 月 30 日之前对 670 万平方米的土地进行探雷和扫雷工作 

外部因素 

卖主/承包商/供应商能够按合同提供物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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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2，支助 

 国际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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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司 

行政司司长办公室 

核定数 — 1 1 1 1 1 — 5 1 — 6

拟议数 — 1 3 2 3 1 — 10 2 — 12

净变动 — — 2 1 2 — — 5 1 — 6

行政事务处 

核定数 — — 5 5 17 18 — 45 117 — 162

拟议数 — 1 14 17 38 17 — 87 310 — 397

净变动 — 1 9 12 21 (1) — 42 193 — 235

综合支助处 

核定数 — — 2 5 51 1 — 59 217 — 276

拟议数 — 1 21 29 205 1 — 257 339 — 596

净变动 — 1 19 24 154 — — 198 122 — 320

安保科 

核定数 — — — 1 2 — — 3 1 — 4

拟议数 — — 2 1 45 — — 48 20 — 68

净变动 — — 2 — 43 — — 45 19 — 64

小计 

核定数 — 1 8 12 69 20 — 110 336 — 446

拟议数 — 3 40 49 246 19 — 357 671 — 1 028

净变动 — 2 32 37 177 (1) — 247 335 — 582

行为和纪律小组
b 

核定数 — — — — — — — — — — —

拟议数 — — 3 1 1 — — 5 2 — 7

净变动 — — 3 1 1 — — 5 2 — 7

军事支助
c 

核定数 — — — — — — — — — — —

拟议数 — — — — — — — — 173 — 173

净变动 — — — — — — — — 173 — 173

共计 

核定数 — 1 8 12 69 20 — 110 336 — 446

拟议数 — 3 43 50 247 19 — 362 846 — 1 208

净变动 — 2 35 38 178 (1) — 252 510 — 762

 

 
a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b
 在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项下提供资金的职位。 

 
c
 涉及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项下提供资金的担任军事特遣队口译员的临时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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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说明 

 • 国际工作人员：增加 247 个员额 

 • 本国工作人员：增加 335 个员额 

32. 由于联黎部队的兵力大幅度增加并为了支持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

决议有关规定的执行工作，联黎部队部署部队和扩大活动范围需要的支助范围、

数量和复杂性都一一增加，需要大规模拓展联黎部队原支助结构。行政司的组织

结构和所需人员编制的变动与核定军事特遣队人数相当的其他维持和平行动所

需的后勤和支助工作相一致。考虑到拟议的扩充后联黎部队支助结构与前联黎部

队的原有结构相类似，只是在拟设的行政司、行政事务处、综合支助处和安保科

项下列报的所需人员编制较 2006/07 年度原始预算更为详细。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项下提供资金的临时职位，包括行为和纪律小组所需人员编制另行编列。 

行政司 

33. 现拟扩大行政司，使之包括行政主任直属办公室、行政事务处、综合支助事

务处和安保科。建议该司由行政主任（D-2）担任主管，他将向部队指挥官汇报。

该司将负责提供下列服务：人员征聘、行政、训练和咨询、财政、预算和会计、

为部队采购货物、用品和服务、财产控制、邮件和邮袋处理、维持健康、后勤支

助、部队信息技术和通信网络的维护和操作、空中业务和运输业务、用品管理和

分发、人员和货物的流动。 

34. 行政主任直属办公室将包括预算科，该科共配备 12 个员额，其中包括 10 个

国际员额和 2 个本国员额。如上所述，行政司将由 1 名行政主任（D-1）担任主

管，他向部队指挥官/副部队指挥官汇报。行政主任直属办公室将需要配备 1 名

高级行政干事（P-5）、1名航空安全干事（P-3）、2 名行政助理（外勤事务）和 1

名行政助理（一般事务（其他职等））。 

35. 预算司将负责执行预算政策和程序；监测核定预算的执行；报告预算执行情

况；协调联黎部队预算的编制和提交。该科将就预算控制、报告和执行的各个方

面向行政主任提供咨询，并支助主任准备对部队预算和执行情况报告进行立法审

查。鉴于部队扩充后年度预算大大增加，建议该科由 1 名首席预算干事（P-5）

担任主管，并配备 2 名预算干事（1名 P-4 和 1 名 P-3）和 3名预算助理（1 名外

勤事务和 2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行政事务处 

  国际工作人员：增加 42 个员额 

  本国工作人员：增加 193 个员额 

36. 考虑到联黎部队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显著增加，建议设立行政事务处，负责

规划、协调和提供行政服务，以支助部队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行政事务处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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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训练股、艾滋病毒/艾滋病股、合同管理科、财务科、人事科、采购科、总

务科和各区行政办公室组成。 

37. 建议行政事务处处长直属办公室（D-1）配备 1名行政干事（P-3）和 2名行

政助理（1 名外勤事务和 1 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38. 综合训练股将由 1 名首席训练干事（P-4）担任主管，负责向联黎部队的国

际和本国工作人员提供训练，并支助为军事人员举办的贯穿各领域的共同训练方

案，包括综合情况介绍、行为标准、预防性剥削、社会性别意识和支助艾滋病毒/

艾滋病方面的训练。该股还负责查明训练需要，以及执行、监测和评估训练方案，

以加强进行已获授权的活动的组织能力和个人能力。该股将包括 1 名首席训练干

事（P-4）、4名训练干事（2 名 P-3、1 名外勤事务和 1 名本国干事）、1 名训练助

理（本国干事）和 2 名训练助理/咨询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39. 财务科将由 1 名首席财务干事（P-5）担任主管，负责加强财政控制、维持

和管理联黎部队的账户；付款结清供应商发票和工作人员差旅费报销申请；管

理本国工作人员发薪和联黎部队生活津贴付款；管理联黎部队银行账户。首席

财务干事还就财政事项和资产处理问题向行政事务处处长和行政主任提供咨

询。首席财务干事直接配备 1 名信息系统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2 名登记

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和 1 名行政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财务科下设

单位有： 

 (a) 账户股将在核定任务范围内负责维持、记录和编制关于联黎部队行动的

准确和及时的定期信息。该股将监测和控制工作人员和供应商应付账款及应收帐

款。除了账户股股长（P-4）之外，该股还配备 1 名财务协理干事（P-2）、5 名财

务助理（2 名外勤事务人员和 3 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b) 薪金和津贴股将负责支付月薪，并为工作人员计算和向他们支付当地薪

金和应享待遇；向军事人员和民警发薪，并支助其他联合国实体。拟为股长（P-3）

配备 5 名财务助理（1 名外勤事务人员和 4 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c) 出纳股将在任务区内以现金、电汇和支票的形式记录、保存和支付款项。

出纳股将分析和确定现金流动要求，以确保资金的流动，以及监测和维持预支帐

户和零用金账户。拟为出纳处（外勤事务)配备 5 名财务助理（2 名外勤事务人员

和 3 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d) 供应商股负责接收发票、支付款项、清偿债务和补充预支账户。该股拟

由 1 名财务干事（P-3）担任主管，并配备 3 名财务助理(外勤事务)和 5 名财务

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纳古拉以外两个联络处都将配备财务科工作人员，以核准并向各区和联络处内的

人员支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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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人事科将向联黎部队提供综合人事管理服务，以规划、管理、征聘和训练该

部队人力资源。需要员额共 23 个，比 2006/07 年原先核定的 17 个员额多 6 个。

该科科长是 1 名高级人事干事（P-5），配备 1 名人力资源助理（1 名一般事务人

员（其他职等））。高级人事干事将就信息管理、薪酬、技能提高、工作人员和管

理当局的关系、叙级、空缺通知、咨询和《联合国工作人员细则》适用等领域的

人力资源问题提供咨询和指导。科长将制订政策和程序以改善部队的人事管理，

在联合工作人员/管理当局机构中代表行政当局，以及参加当地附属晋升小组的

工作。此外科长将与各科科长以及文职主管和军事主管保持密切联系，并就工作

人员所面临的问题和福利问题提供咨询；就晋升审查进行协商；就处理涉及在军

事人员监督下的文职人员的事项所应遵守的程序向军事人员提供咨询；制订、监

测和审查工作说明。人事科下设单位有： 

 (a) 国际工作人员股将由 1名人力资源干事（P-4）在科长监督下担任主管，

负责管理编入联黎部队的国际工作人员。股长将就国际工作人员的应享待遇、合

同义务、薪金和津贴事宜向国际工作人员提供咨询，并确保在部队所授予的权力

范围内一致适用《联合国工作人员细则》。拟为股长（P-4）配备 6 名人力资源助

理（1 名外勤事务人员和 5 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b) 当地工作人员股将由 1 名人力资源干事（P-3）担任主管，负责征聘和

管理编入联黎部队的当地工作人员和本国干事。股长将就当地工作人员的应享待

遇、合同义务、薪金和津贴事宜向当地工作人员提供咨询，并确保在部队所授予

的权力的范围内一致适用《联合国工作人员细则》。拟为股长配备 11 名人力资源

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还拟由工作人员顾问（P-4）为任务区内的国际和当

地工作人员服务。 

 (c) 人事记录股将包括 1 名人力资源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41. 艾滋病毒/艾滋病股将由 1 名艾滋病毒/艾滋病顾问（P-4）担任主管，负责

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308（2000）号、1318（2000）号和 1325（2000）号决议的

规定，制订艾滋病毒/艾滋病宣传和提高认识方案——为联黎部队制订的一项综

合艾滋病毒/艾滋病预防方案，并为所有人员提供艾滋病毒自愿咨询和检测服务。

该股将设立多个流动小组，并配备 1 名艾滋病毒/艾滋病顾问（P-2）、1名训练员

（外勤事务）、1 名艾滋病毒/艾滋病协理顾问（本国干事）、1 名训练员/咨询干

事（本国干事）和 1 名训练员/咨询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42. 采购科将由 1 名首席采购干事（P-5）担任主管，负责确保以协调一致、高

效和有效的方式向部队提供货物和服务。它还将负责为部队进行货物和服务的当

地采购和国际采购；寻找采购来源和维持供应商名册；进行市场调查和监测合同

的执行。建议该科拟设 1 名首席采购干事，并配备 4 名采购干事（1 名 P-4、2

名 P-3 和 1 名本国干事）、26 名采购和行政助理（6 名外勤事务、4 名一般事务人

员（其他职等）和 16 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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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合同管理科将由 1 名首席合同管理干事（P-5）担任主管，负责商业合同管

理和与各科进行协调，以确保向部队交付按合同采购的货物和服务。科长还将向

行政主任提供咨询，以确保各种合同的成本效益。拟为科长配备 1 名合同管理干

事（P-4）、2 名合同管理助理（1 名外勤事务人员和 1 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

等））。 

44. 总务科将由 1 名总务科科长（P-5）担任主管，负责财产控制和库存；登记

特遣队所属装备；处理索赔和财产调查案件；资产的处置；收货和验货；财产管

理；邮件和邮袋业务；文件复制服务；食堂和卫生服务；差旅安排和签证服务。

拟为科长配备 1 名财产控制和库存干事（P-3）、12 名财产控制和库存助理（3 名

外勤事务人员、3 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和 6 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1 名

特遣队所属装备首席干事（P-4）、2 名特遣队所属装备干事（P-3）、8 名特遣队

所属装备助理（4 名外勤事务人员和 4 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1 名数据助理（本

国一般事务人员）、1 名索赔干事（P-3）、6 名索赔助理（2 名外勤事务人员、1

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3 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1 名资产处理干事（P-3）、

1 名资产处理助理（外勤事务）、1 名收货和验货干事（P-3）、9 名收货和验货助

理（2 名外勤事务人员、1 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6 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1 名财产管理干事（P-3）、1 名财产管理助理（外勤事务）、1 名信息管理助理（外

勤事务）、1 名邮务员（本国一般事务人员）、1 名制版设备操作员（本国一般事

务人员）、4名厨师（本国一般事务人员）、23 名厨房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1 名卫生股领班（本国一般事务人员）、28 名一般维修工（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3 名差旅事务干事（P-3）和 7 名行政助理（1 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和 6

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45. 各区行政办公室将协调在 2 个区（东区和西区）、3 个军事基地和贝鲁特联络

处的行政活动。办公室将由 1 名行政干事（P-4）担任主管，他将代表行政主任

参加与各区军事人员和高级文职人员举行的地方一级会议。办公室将包括 1 名行

政干事（P-4）、2 名区行政干事（外勤事务）、1名协理行政干事（本国干事）和

行政和后勤支助，其中包括维修人员和军事特遣队的口译员（167 名一般事务人

员和 173 名本国一般事务临时人员）。 

综合支助事务处 

• 国际工作人员：增加 198 个员额 

• 本国工作人员：增加 122 个员额 

46. 综合支助事务处处长领导综合支助事务处（D-1），负责规划、协调和向部队

提供技术支助和后勤支助，包括文职——军事联合后勤支助，医务服务，执行工

程项目和维护建筑，空中运输和地面运输，通信和信息技术服务，提供一般用品

和通过联黎部队行动区调动设备、物资和用品。综合支助事务处包括处长直属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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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医务科、调度科、工程处、运输科、通讯和信息技术科、联合后勤行动中

心、供应科和空中业务科。 

47. 综合支助事务处处长直属办公室包括1名后勤干事（P-3）和1名行政助理(外

勤)。 

48. 医务科由医务长（P-5）领导，负责对轻伤和休克人员提供急救，在后撤时

稳定伤势，骨折固定术，治疗常见疾病，进行日常的实验室分析化验，医疗体检、

免疫和接种。医务长下拟设 3 名医务干事（1 个 P-4,2 个 P-3），1 名医药师(P-3),1

名助理医务干事（P-2）和 1 名助理医药师（P-2），及 4 名医务和行政助理（本

国一般事务人员）。 

49. 调度科由调度主任（P-5）领导，负责通过管理空中、海上和地面运输需求，

管制和协调联黎部队人员、军事装备和个人物品的部署、轮调和返国。调度主任

下拟设 1 名调度干事（P-4），22 名调度和行政助理（11 个外勤和 11 个本国一般

事务人员）。 

50. 工程科由工程主任（P-5）领导，负责规划和开展联黎部队行动区的工作，

实施建筑工程及建筑和设施装修项目，监督承包工程的执行，维护部队办公房舍

和宿舍，工程仓库和用品的行政管理。工程主任下拟设 1 个行政干事（P-2），1

名库存和供应助理（外勤），1 名行政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科内设 2 名地

理信息系统干事（1 个 P-4，1 个 P-3），2 名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人员（外勤），4

名水电管理工程师（2 个 P-3,2 个本国干事），2 名工程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2 名资产管理干事（1 个 P-3 和 1 个本国干事），6名资产管理助理（1 个外勤，5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5 名材料管理助理（1 个外勤，4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2 名规划设计工程师（1 个 P-3,1 个本国干事），2 名设计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

员）。军事总部后勤基地和两个区司令部将设 3名工程师（P-4），3 名行政助理（本

国一般事务人员），21 名材料和资产管理助理（3 个外勤，18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

员），16 名发电机技师（4 个外勤，12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15 个用水和卫生

技师（3 个外勤，12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39 名建筑物管理技师（3 个外勤，

36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15 名电工（3 个外勤，12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15

名供暖、通风和空调技师（3 个外勤，12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51. 通信和信息技术科由通信和信息技术主任（P-5）领导，负责安装、操作和

维护联黎部队行动区内的通信基础设施和系统，包括终端系统、电话总机、转发

台和发报机、微波中继器及无线电和中继、部队信息技术网络和基础设施的业务

维持和修复、应用开发、网络安全、准入管制和数据安全、应用和数据库系统的

行政管理、用户支助和培训。主任下设 1 名首席信息干事（P-4），10 名无线电技

师（6 个外勤，4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9 名卫星技师（5 个外勤，4 个本国一般

事务人员），9 名电话技师（5 个外勤，4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5 名搬运工（2

个外勤，3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5 名办公设备技师（2 个外勤，3 个本国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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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人员），14 名库存助理（4 个外勤，10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14 名无线电

操作员（6 个外勤，8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5 名结账助理（2个外勤，3 个本国

一般事务人员），1 名首席信息技术干事（P-4），2 名信息技术干事（P-3），2 名

信息技术助理干事（P-2），30 名信息技术助理（17 个外勤，1个本国一般事务人

员（其他职等），12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5 名行政助理（2 个外勤，3 个本国

一般事务人员），2 名区区域协调员（P-3），8 名区电信技师/助理（4 个外勤，4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8 名区信息技术技师/助理（4 个外勤，4 个本国一般事务

人员）。 

52. 运输科由运输主任（P-5）领导，负责规划、调动和管制部队的车辆运输服

务，维护和修理部队的车辆，车辆维修车间的运行，分配车辆，制定和执行大陆

安全标准和程序及维修准则，管理零部件仓库和用品，提供调度服务。科内拟设

40 名运输干事（1 个 P-5,1 个 P-4,1 个 P-3,37 个外勤），88 名运输助理/技师（本

国一般事务人员）。 

53. 联合后勤行动中心由联合后勤行动中心主任（P-5）领导，负责协调和优先

向东区和西区提供后勤服务。该中心拟设 11 名后勤干事（1 个 P-5,1 个 P-4,5

个 P-3，4 个外勤）和 3名后勤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54. 供应科由供应主任（P-5）领导，在整个部队行动区内负责执行部队消耗品

和非消耗品方案，行政管理和补充专门仓库，一般用品，航空燃料和柴油，汽油，

机油和润滑油，饮水、散装水、口粮、用品的储存和供应。在供应主任之下拟设

26 名供应干事（3 个 P-4,1 个 P-3,1 个 P-2,21 个外勤）和 46 名供应/行政助理

（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55. 空中业务科由空中主任（P-4）领导，负责规划协调部队空中资产的使用，

包括商业飞机和根据协助通知书安排提供的飞机，在部队行动区内实施统一协调

的空中支助系统，提供风险评估，向航空人员提供航空和气象信息，同国内和国

际航空当局进行联系，批准飞行并跟踪飞行情况。拟在主任之下设 6名航空干事

（2 个 P-3,1 个 P-2,3 个外勤），2 名航空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安保科 

• 国际工作人员：增加 45 个员额 

• 本国工作人员：增加 19 个员额 

56. 安保科由安保主任（P-5）领导，全面负责联黎部队人员和财产的安全保障。

该科负责设立和维护安全管理系统、应急和后撤计划，同黎巴嫩政府和地方当局

就所有安全事项进行联系，评估威胁，分析风险和进行调查，提供全天候的紧急

情况响应，管理和监督地方警卫和巡逻队，近身保护特派团高级官员和高级代表。

该科还将负责确保联合国安保协调员规定的 低实务安保标准。安保主任下设副

安保干事（P-4），2 名行政助理（外勤），2 名安保助理（1 个外勤，1 个本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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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事务人员），1 名口译员（本国一般事务人员）。该科下设单位有：近身保护股

（9 个外勤，2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安保信息行动股（1 个 P-3,21 个外勤，1

个本国干事，6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贝鲁特安保处（4 个外勤），纳古拉安保

处（4 个外勤，7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和区安保处（4 个外勤，2 个本国一般事

务人员）。 

行为和纪律小组 

57. 部队扩充之前，联黎部队的有关需求，由设在塞浦路斯尼科西亚的联塞部队

的行为和纪律小组支助。 

58. 现拟将有关行为和纪律问题的区域工作从尼科西亚的联塞部队，转至联黎部

队，小组还将负责处理联塞部队、脱离接触部队、停战监督组织和被占领土协调

员办事处在行为和纪律方面的问题。人员所需经费拟在由一般临时助理项下拨

供。小组将负责向部队高级管理人员提供行为和纪律问题的战略指导，制定措施

提高部队人员对联合国行为标准的认识，防止不良行为，受理和移交关于不良行

为的申诉，确保联合国行为标准得到遵守，管理数据，跟踪处理所有类别维持和

平人员所有形式的不良行为，就行为和纪律问题同特派团所有部门进行协调。小

组拟由组长（P-5）负责，下设 3 名行为纪律干事（2 个 P-4,1 个本国干事），1

名报告干事（P-2），2 名行政助理（1个外勤和 1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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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所需资源 
 

 A. 总表 

(单位：千美元) 

       差异 

 分配数 费用估计数   

 (2006/07年度) (2006/07年度)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2)-(1) (4)=(3)÷(1)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 — — — 

 军事特遣队 38 456.6 265 741.1 227 284.5 591.0 

 民警 — — — — 

 建制警察部队 — — — — 

 小计 38 456.6 265 741.1 227 284.5 591.0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a
 18 063.1 22 867.0 4 803.9 26.6 

 本国工作人员
b
 16 662.0 18 236.4 1 574.4 9.4 

 联合国志愿人员 — — — — 

 小计 34 725.1 41 103.4 6 378.3 18.4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46.5 3 972.8 3 926.3 8 443.6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咨询人 — 239.1 239.1 — 

 公务差旅 248.1 445.7 197.6 79.6 

 设施和基础设施 8 121.2 86 548.0 78 426.8 965.7 

 陆运 4 659.6 16 812.5 12 152.9 260.8 

 空运 2 039.1 5 120.8 3 081.7 151.1 

 海运 — 53 133.7 53 133.7 — 

 通信 1 343.0 22 326.2 20 983.2 1 562.4 

 信息技术 1 039.0 7 988.7 6 949.7 668.9 

 医务 689.8 6 177.8 5 488.0 795.6 

 特种装备 526.3 3 914.4 3 388.1 643.8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1 631.9 9 017.7 7 385.8 452.6 

 速效项目 — 211.4 211.4 — 

 小计 20 344.5 215 908.7 195 564.2 961.3 

 所需资源毛额 93 526.2 522 753.2 429 227.0 458.9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4 538.4 5 631.5 1 093.1 24.1 

 所需资源净额 88 987.8 517 121.8 428 134.0 481.1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 — — 

 所需资源共计 93 526.2 522 753.2 429 227.0 458.9 
 

 
a
 费用估计数内含 20％的先前核准工作人员延迟征聘系数和 40％的补充工作人员延迟征聘

系数。 

 
b
 费用估计数内含 10％的先前核准本国干事延迟征聘系数，20％的先前核准本国一般事务人

员延迟征聘系数，40％的补充工作人员延迟征聘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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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特遣队所属装备：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59. 2006年 7月 1日至2007年 6月 30日期间所需资源根据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费用的标准偿还率计算，共计 95 780 200 美元，见下表： 

(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数 

主要装备  

军事特遣队 64 192.0 

 小计 64 192.0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伙食供应（炊事设施） 2 329.7 

 办公设备 1 930.9 

 供电 2 434.0 

 小工程 1 411.4 

 洗衣和清洁 2 257.6 

 帐篷 865.3 

 住宿 1 737.6 

 杂项一般物品 3 744.5 

 特殊设备 — 

 防御工事用品 955.4 

通信  

 通信 6 611.7 

医务  

 医疗服务 3 612.6 

特种装备  

 爆炸物处理 662.2 

 观察 3 021.3 

 身份查验 14.0 

 小计 31 588.3 

 共计 95 7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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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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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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特遣队 227 284.5 591.0％ 

• 任务：任务规模/范围有所变化 

60. 出现的差异主要反映了与部队核定兵力从 2 000 人增加到 15 000 人有关的

所需经费。估计费用用于按照在 2007 年 6 月 30 日前分阶段部署 14 790 名官兵

计算的部队标准费用偿还、军事特遣队人员的部署、轮换和遣返旅费、标准文娱

津贴和每日生活津贴、口粮、偿还特遣队所属装备和有关运费。新增所需经费包

括拟部署在总部战略军事单元的 29 名军事参谋的每日生活津贴。所需经费是按

照2006年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军事人员的实际部署情况计算的，并考虑到2007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 5％的延迟部署系数。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4 803.9 26.6％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61. 新增所需经费与包括 119 个以前核定的员额和 287 个新增员额在内的共 406

个国际员额的经费有关，以支持该部队的大幅扩编。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以千美元计。差异分析的门槛值是增减 5％或 100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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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国际工作人员所需资源用于工作人员薪金、工作人员薪金税、一般工作人员

费用和（适用情况下）危险工作地点津贴，并考虑到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国际工作人员实际部署情况和 2007 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期间新增国际工作

人员的分阶段部署。估计费用已计及对以前批准的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 119 个员额采用的 20％的延迟征聘系数，和对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 287 名拟议新增工作人员采用的 40％的延迟征聘系数。 

63. 薪金、一般工作人员费用和工作人员薪金税估计费用是根据过去的费用支出

情况按照联黎部队的实际平均薪金费用计算的，其中对工作人员薪金税所需经费

进行了调整，以反映经大会批准于 2006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工作人员薪金税率的

降低。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1 574.4 9.4％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64. 出现的差异反映了与本国工作人员薪金、工作人员薪金税、一般工作人员费

用和（适用情况下）危险工作地点津贴以及工作 忙期间的加班费有关的所需经

费，这些费用与拟议的包括 339 个以前批准的员额和由于该部队大幅扩编而产生

的 357 个新增员额在内的 669 个本国员额编制有关。 

65. 所需资源已计及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本国工作人员的实际部

署情况以及 2007 年 1 月 1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本国工作人员的分阶段部署。估计

费用含对 2 个以前批准的本国干事采用的 10％的延迟部署系数、对以前批准的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 337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员额采用的

20％的延迟征聘系数和对 2007 年 1月 1日至 6月 30 日期间 357 个新增员额采用

的 40％的延迟征聘系数。 

66. 估计费用按现行本国工作人员薪金表计算：对于以前批准的员额，本国一般

事务人员员额采用 G-5/职级 5，本国干事采用本国干事 B 级/职级 5；新增本国一

般事务人员员额采用 G-4/职级 1，新增本国干事采用本国干事 B 级/职级 1，一般

工作人员费用所需经费根据历史支出情况计算。 

 差异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3 926.3 8 443.6％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67. 出现的差异反映了下列职位的工作人员薪金、工作人员薪金税和一般工作人

员费用所需经费：包括总部战略军事单元的 4个职位、行为和纪律小组的 7 个职

位、区域监督办事处的 11 个职位和支持军事特遣队的 173 个口译员职位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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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共 195 个临时职位。区域监督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薪金和其他相关费用

将随后在 2007/08 年维持和平支助账户拟议预算中予以反映。 

68. 出现的差异还反映了与 2006 年 10月 1日至 12月 31 日期间在外地部署 多

28 个快速部署职位有关的实际费用。这些临时职位上的工作人员已被转出，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其费用计入临时批准的员额项下。 

69. 除战略军事单元中的 4个职位以外，在 191 个临时职位的费用计算中采用了

40％的延迟征聘系数。 

 差异 

咨询人 239.1 — 

70. 新增所需经费与短期聘用咨询人所涉经费，包括差旅费有关。聘用咨询人的

目的是向联黎部队提供地理信息系统服务，提供 新测绘信息和该地区作战地

图。该经费还包括以下所需费用：3 名国际咨询人，他们将在边境管制和海关业

务方面对联黎部队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举办调度、处理危险物质、采购、地理信

息系统课程和图像处理方面的培训。 

 差异 

公务差旅 197.6 79.6％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71. 出现的差异反映了两方面的差旅所需费用：一是部队指挥官和联黎部队高级

工作人员为参加政治协商和会议而进行的公务差旅；二是部队在扩大的行动区活

动增多后，特派团的内部差旅。所需费用还包括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业务事项

差旅和参加维持和平行动部为促进维持和平行动中的 佳做法而举办的年度讨

论会的估计费用。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78 426.8 965.7％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72. 出现的差异反映了联黎部队在纳古拉的现有总部的扩建、搬迁、修建、翻修和

维修、在提尔修建联黎部队新的总部、建造 4 个营部和 20 个营地以及在 10 个地点

打井所需费用。因此，估计费用包括再购买 448 个预制设施、400 套冷冻设备、57

台发电机、各种住宿和办公设备及家具以及安保和安全装备和用品。由于发电机和

车辆数量增加，估计费用还包括燃料箱购置费。差异还考虑到维修服务和供应品、

办公室用品、卫生和清洁用品、防御工事器材和发电机燃油方面所需经费的增加。 

73. 租用房舍所需新增资源包括为战略军事单元在纽约租用办公空间（4 个临时

文职职位和 29 个军事参谋）以及在行动区租用地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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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在与各部队派遣国缔结谅解备忘录之前，以上经费还包括按照签署的备忘录

草案计算的自我维持费用所需经费估计数。 

 差异 

陆运 12 152.9 260.8％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75. 出现的差异反映了车队从 699 辆汽车增加到 822 辆汽车所需经费，并计及了

更替老旧和（或）损坏车辆、购置新的车辆以及从其他特派团调来车辆的运费。

估计费用还包括维修和保养、责任保险以及汽油和柴油燃料（包括黎巴嫩武装部

队 多 750 000 美元所需燃料）所需经费。 

 差异 

空运 3 081.7 151.1％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76. 为保障扩大后的行动区内的人员行动和货物运输，将部署由 4 架 AB-205 直

升机、2 架贝尔-212 直升机和 1 架 MI-8MTV 直升机组成的机队。其中 6 架直升机

将由部队派遣国根据协助通知书安排提供，另一架 MI-8MTV 直升机将根据商业安

排租赁。该差异还反映了租赁和相关运行费用（航空燃料、机油和润滑油、责任

保险和机组人员生活津贴)以及着陆费和地面装运费所需经费。 

 差异 

海运 53 133.7 — 

• 管理：任务的规模/范围发生变化 

77. 新增经费反映了为向黎巴嫩政府提供援助，以确保其海上边界安全而采取的海

上行动所需经费。联黎部队海上特遣队是一支由 4 艘护卫舰、10 艘巡逻艇、1 艘补

给舰和1艘快速巡逻艇/补给舰组成的舰队，这些舰只将由部队派遣国根据协助通知

书安排提供。该笔经费包括海上特遣队船只所载7架直升机的运行所需经费。 

78. 该笔经费还包括将非必要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从海路紧急撤至塞浦路斯期间

实际发生的费用。 

 差异 

通信 20 983.2 1 562.4％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79. 出现的差异反映了改进和运营联黎部队扩大的通信网,包括购置新的高频、

甚高频和超高频设备、新的卫星和电话设备以及商业通讯费、维修服务、备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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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通讯支持服务所需经费。估计费用已计及购置新闻设备，以建立制作设施，

传输广播节目，以及为信息的设计、制作和传播提供服务所涉费用。 

80. 在与部队派遣国缔结谅解备忘录之前，上述经费包括按照已签署的备忘录和

正在谈判的备忘录草案偿还派遣国政府自我维持费用的估计费用。 

 差异 

信息技术 6 949.7 668.9％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81. 出现的差异反映了以下方面所需经费：改进和运营部队扩大的信息技术网

络，包括购置新的台式电脑和显示器、各种规格的打印机、膝上型计算机、服务

器和服务器机柜设备、网络设备各种物品（开关、无线桥接器)、数码设备和扫

描器、地理信息系统设备、不间断电源装置；购置软件（包括地理信息系统、软

件许可证和有关的费用）、备件和用品以及专门技术支持服务。 

 差异 

医疗 5 488.0 795.6％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82. 出现的差异反映了以下方面所需经费：扩大部队的医疗设施，包括购置新的

化验室和外科手术室单元，以及提供空运后送、医疗用品和医疗服务，包括住院、

专家会诊和专门化验。 

83. 在与各部队派遣国缔结谅解备忘录之前，该笔经费包括按照已签署的备忘录

和正在谈判的备忘录草案偿还派遣国政府自我维持费用的估计费用。 

 差异 

管理 3 388.1 643.8％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84. 出现的差异反映了购置夜视装置、探雷器、防护性装备(防弹衣、钢盔和护

目镜)、望远镜和其他专用设备所需经费。在与各部队派遣国缔结谅解备忘录之

前，该笔经费包括按照已签署的备忘录和正在谈判的备忘录草案偿还派遣国政府

自我维持费用的估计费用。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7 385.8 452.6％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85. 出现的差异反映了以下方面所需经费：根据与联合国项目事务厅订立的协定

提供探雷和扫雷服务、其他地方没有编列经费的联合国所属装备的运输和有关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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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购置各种设备、军事特遣队福利费，以及用品、制服、旗帜和徽记、个人防

护装备、订阅费、印刷和复印、培训费、文职人员的储备口粮和水、外部审计费

和银行费。 

 差异 

速效项目 211.4 —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86. 新增经费用于部队实施速效项目，解决在南黎巴嫩恢复基本公共基础设施和

服务的紧迫需要，包括(a) 恢复和(或)改善供电和供水；(b) 修缮校舍和提供基

本的家具和(或)材料；(c) 修缮和恢复村庄社区住房；(d) 修缮医院和(或)医疗

设施并提供基本的医疗设备和用品。 

 四.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87. 就联黎部队的经费筹措而言，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考虑到已根据大会第 60/278 号决议批准了 97 579 600 美元，另追加

批款 427 660 500 美元，包括按照大会第 61/250 号决议的规定核定的 259 827 300

美元，其中 425 173 600 美元充作该部队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

期间的维持费 2 486 900 美元给和平行动支助账户； 

 (b) 考虑到已根据第 60/278 号决议的规定摊派了 97 579 600 美元，并根据

第 61/250 号决议的规定摊派了 257 340 400 美元，再摊派 170 320 100 美元，

充作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经费，包括联黎部队在维持和

平行动支助账户中新增应给份额 2 486 9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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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1/616) 

要求/建议 为执行要求/建议采取的行动 

咨询委员会认为，应在编制预算前明确说

明向黎巴嫩武装部队提供的支助的性质

和范围。秘书长应向大会解释其提供此类

支助的计划，并说明其理由（第 10 段）。

对黎巴嫩武装部队的支助问题已经明确，将提供不超过

750 000 美元，用于为该部队提供 3 个月的车用燃料，

以协助黎巴嫩武装部队在黎巴嫩南部的部署。 

咨询委员会相信联黎部队的下一次预算将

提供详细信息，说明有关总部支助联黎部队

所需员额配置与该部队在外地的短期激增

需求（如果有的话）之间关系（第14段）。

根据大会第 61/250 号决议的规定，总部支助实际所需

经费将反映在2006/07财政期间支助账户的执行情况报

告中。外地短期激增需求已在本报告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项下作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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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希望在提交下一次预算时详细说

明是否有可能使用联合国志愿人员（第

17 段）。 

与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缔结的谅解备忘录仅仅适用于

临时维持和平特派团，不涉及已有工作地点。为考虑在

联黎部队使用联合国志愿人员，将需要就该谅解备忘录

进行重新谈判。 

委员会认为，在计算费用估计数时使用的

本国工作人员平均职等似乎过高。委员会

相信，在提交联黎部队下一次预算时将使

用在计算其他维和行动费用估计数时更

加普遍使用的本国工作人员职等（第 19

段）。 

已执行。估计费用是按照现行本国工作人员薪金表计算

的：对于以前批准的员额，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员额适用

G-5/职级 5，本国干事职位采用本国干事 B级/职级 5；

对于新增员额，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员额采用G-4/职级1，

本国干事职位采用本国干事 B级/职级 1； 

委员会告诫联黎部队，不要在部队行动区

进行大规模、长期的修建项目，也不要承

诺租赁根据目前预计的规模将来可能不

需要的办公房舍。委员会在这方面建议部

队与黎巴嫩当局合作，对所有适合的备选

办法进行研究（第 21 段）。 

联黎部队正在就这些问题与黎巴嫩当局进行讨论。 

 



 

 

 

A
/61/766

07-25083 
31

附件 

  组织结构图* 

 A. 业务活动 

 

 

 

 

 

 

 

 

 

 

 

 

 

 

 * 缩写：ASG＝助理秘书长；FS＝外勤人员；GS(OL)＝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NGS＝本国一般事务人员；NO＝本国干事。 

 a 在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项下供资。 

区域监督办事处
a
 

(11 个职位) 

1 P-5,3 P-4,3 P-3, 

2 GS(OL),2 NGS 

行为和纪律小组
a 

(7 个职位) 

1 P-5,2 P-4,1 P-2, 

1 FS,1 NO,1 NGS 

安保科 

(68 个员额) 

1 P-5,1 P-4,1 P-3, 

45 FS,1 NO,19 NGS 

法律事务科 

(4 个员额) 

1 P-5,1 P-3, 

1 GS(OL),1 NO 

民政办公室 

(14 个员额) 

1 P-5,4 P-4,2 P-3, 

2 P-2,4 NO,1 NGS 

三方协调 

(5 个员额) 

1 P-4,1 GS(OL), 

3 NGS 

部队指挥官 

(3 个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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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军事单元
a
 

(总部) 

(4 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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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和民政办公室 

(12 个员额) 

1 D-2,2 P-5,3 P-4,1 P-3, 

1 FS,1 GS(OL),2 NO,1 NGS 

行政司 

(1 133 个员额) 

1 D-2,2 D-1,14 P-5,24 P-4, 

39 P-3,9 P-2,201 FS, 

19 GS(OL),10 NO,814 NGS 

新闻办公室 

(17 个员额) 

1 D-1,2 P-4,2 P-3, 

1 P-2,2 FS,5 NO,4 NGS

贝鲁特联络处 

(9 个员额) 

1 D-1,1 P-5,2 P-4, 

1 FS,4 NGS 

特拉维夫联络处 

(4 个员额) 

1 P-5,1 P-4,2 FS 

军事参谋长 

特派团联合分析小组 

(6 个员额) 

2 P-4,2 P-3,2 FS 

军事参谋 

联合行动中心 

东区 

西区 

作战支援 

战斗勤务支援 

特遣队 



 

 

A
/61/766 

 

32 
07-25083

 B. 行政司* 

 

 

 

 

 

 

 

 

 

 

 

 

 

 

 

 

 

 

 

 * 缩写：ASG＝助理秘书长；FS＝外勤事务；GS(OL)＝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NGS＝本国一般事务人员；NO=本国干事； 

 b 
包括拟在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项下供资的 173 个营口译员。 

行政主任 
（6 个员额） 

1 D-2,1 P-5,1 P-3,2 FS, 

1 GS(OL) 

一般事务科 
（116 个员额） 

1 P-5,1 P-4,7 P-3,17 FS,

6 GS(OL),84 NGS 

合同管理科 
（6 个员额） 

1 P-5,1 P-4,1 FS,1 GS(OL), 

2 NGS 

预算科 
（6 个员额） 

1 P-5,1 P-4,1 P-3,1 FS, 

2 NGS 

行政事务处处长 
（4个员额） 

1 D-1,1 P-3,1 FS, 
1 NGS 

区行政办公室 
（344 个员额） 

1 P-4,2 FS, 1 NO, 

340 NGSb 

综合支助事务处处长办公室

(3 个员额) 

1 D-1,1 P-3,1 FS 

供应科 
（73 个员额） 

1 P-5,3 P-4,1 P-3,1 P-2, 

21 FS,46 NGS 

联合后勤业务中心 
（14 个员额） 

1 P-5,1 P-4,5 P-3,4 FS, 

3 NGS 

工程事务科 
（158 个员额） 

1 P-5,4 P-4,5 P-3,1 P-2, 

24 FS,4 NO,119 NGS 

空中业务科 
（9 个员额） 

1 P-4,2 P-3, 1 P-2,3 FS, 

2 NGS 

通信和信息技术科 
（131 个员额） 

1 P-5,2 P-4,4 P-3,2 P-2, 

59 FS,1 GS(OL),62 NGS 

调度科 
（24 个员额） 

1 P-5,1 P-4,11 FS, 

11 NGS 

运输科 

（128 个员额） 

1 P-5,1 P-4,1 P-3,37 FS, 

88 NGS 

人事科 
（23 个员额） 

1 P-5,2 P-4,1 P-3,1 FS,

6 GS(OL),12 NGS 

综合培训股 
（8 个员额） 

1 P-4,2 P-3,1 FS,2 NO, 

2 NGS 

财务科 
（32 个员额） 

1 P-5,1 P-4,2 P-3,1 P-2,8 FS, 

19 NGS 

采购科 
（31 个员额） 

1 P-5,1 P-4,2 P-3,6 FS, 

4 GS(OL),1 NO,16 NGS 

艾滋病毒/艾滋病股 
（6 个员额） 

1 P-4,1 P-2,1 FS,2 NO, 

1 NGS 

医务科 
（11 个员额） 

1 P-5,1 P-4,3 P-3, 

2 P-2,4 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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