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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载列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预算，数额为 1 120 407 500 美元，其中包括已编

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2 914 800 美元。 

 预算用于部署 760 名军事观察员、17 031 名军事特遣队员、391 名联合国警

察、750 名建制警察部队人员、1 121 名国际工作人员、2 190 名本国工作人员和

604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包括临时职位。 

 联刚特派团 2007 年 7月 1日至 2008 年 6月 30日财政期间的所需资源总额，

已通过按和平与安全、过渡后政治进程、民间社会和人权及支助等构成部分归类

的若干成果预算框架与特派团的目标相联系。特派团的人力资源已按人数划入每

个构成部分，但涉及整个特派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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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团计划的具体产出相联

系。 

 
 

财政资源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7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支出 分配数 费用估计数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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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和警务人员 448 543.1 465 825.7 476 659.7 10 834.0 2.3 

文职人员 163 232.0 189 916.3 208 482.5 18 566.2 9.8 

业务费用 443 265.2 435 500.8 432 350.5 (3 150.3) (0.7)

 所需资源毛额 1 055 040.3 1 091 242.8 1 117 492.7 26 249.9 2.4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7 035.5 18 760.0 21 039.9 2 279.9 12.2 

 所需资源净额 1 038 004.8 1 072 482.8 1 096 452.8 23 970.0 2.2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3 237.5 3 005.1 2 914.8 (90.3) (3.0)

 所需资源共计 1 058 277.8 1 094 247.9 1 120 407.5 26 159.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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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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位 c
联合国 

志愿人员 

政府提供

的人员 

文职选举

观察员 共计

行政领导和管理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 — 62 25 — — — — 87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 — 61 26 — — —  — 87 

构成部分     

和平与安全     

 2006/07 年度核定数 760 14 183 — — 28 15 — 12 — — 14 998

 2007/08 年度拟议数
d
 

760 15 099 — — 28 15 — 12 —  — 15 914 

过渡后政治进程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391 750 162 200 37 80 — — 1 620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391 750 162 200 37 80 —  — 1 620 

民间社会和人权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 — 92 75 17 31 — — 215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 — 92 79 17 31 —  — 219 

支助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932 — — 739 1 740 14 416 — — 4 841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932 — — 762 1 846 14 453 —  — 5 007 

 共计     

 2006/07 年度核定数 760 16 115 391 750 1 083 2 055 68 539 — — 21 761

 2007/08 年度拟议数 760 17 031 391 750 1 105 2 166 68 576 —  — 22 847 

 净变动
d
 — 916 — — 22 111 — 37 —  — 1 086 

 
 

 a 系 高核定/拟议数。 

 b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c 
包括由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项下供资的 16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24 名本国工作人员及 28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 

 d 
包括安全理事会第 1736（2006）和 1742（2007）号决议核定的 916 名增援军事人员，以便先前在联合国布隆迪行动任务

下核定的步兵营和军医院继续编入联刚特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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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第

1291（2000）号决议确定的。其任务期限 近一次经安理会第 1742（2007）号决

议授权予以延长。该决议将联刚特派团任务和人员编制延长至 2007 年 4月 15日。 

2. 联刚特派团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维护刚果民主共

和国的和平与安全。 

3. 在这一总体目标范围内，联刚特派团将于本预算期间提供下文各框架所载的

相关关键产出，为实现一系列预期成绩作出贡献。这些框架按和平与安全、过渡

后政治进程、民间社会和人权、支助等构成部分归类。 

4. 如果能实现各项预期成绩，就可以在该特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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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预算期间内实现此种成果方面所取得进展的一个

尺度。特派团的人力资源已按人数归入每个构成部分，但涉及整个特派团的行政

领导和管理除外。与 2006/07 年度预算相比的人数差异已在相关各个构成部分下

说明。 

5. 安全理事会第 1711（2006）号决议欣见秘书长打算就选举进程结束后调整联

刚特派团任务和能力一事同刚果新当局密切磋商，请秘书长在 2007 年 1 月底前

就此向安理会提出建议。安理会第 1742（2007）号决议请秘书长尽快且至迟于

2007 年 3 月 15 日汇报他与刚果当局进行磋商的结果，并就联刚特派团的任务和

能力调整提出建议。本文件中拟议的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

所需资源，是在提交这些建议之前编列的，反映出安理会第 1742（2007）号决议

及其先前各项决议核可的规定任务。如果安理会决定调整联刚特派团的任务和能

力，所涉的特派团所需资源任何问题不妨提交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主要会期审

议。 

6. 下文框架内显示的预期成绩和产出反映了第 1742（2007）号决议及其先前有

关决议规定的特派团任务和为该国的和平与安全努力提供援助这一主要目标，包

括遏止任何外国或刚果武装团体企图利用武力威胁政治进程，确保平民受到保

护，免于危急的人身暴力伤害的威胁，并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刚果（金）

武装部队）解除外国战斗人员的武装。预期成绩和产出还反映出联刚特派团支持

该国政府实施改革举措；监测和主张草拟和通过重要的立法；全国独立选举委员

会成立后立即予以支持并继续支持完成《包容各方的协定》所设想的选举进程，

方法是支持举行地方选举；协助加强对善治和透明的经济管理的支持；促进人权

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包括调查侵犯人权行为并支持政府将对这种罪行负有责任

者绳之以法；协助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国家，包括建立其警察和司法部门。在这

方面，联刚特派团将继续使其各项活动同联合国系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内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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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协调和相结合。关于地方选举，曾设想在 2006 年 7 月至 2007 年 6 月财政期内

新政府就任六个月后举行。然而，由于对总统和立法选举日程的调整，这些选举

未能如期举行。现在预计将于 2007 年 7 月至 2008 年 6 月财政期内政府就任后六

个月到一年之间分期举行，每次在几个省份举行。这一进程的开始日期将在新政

府通过有关立法后决定。 

7. 特派团在金沙萨的总部也是秘书长特别代表及其副手、部队指挥官、警务专

员和行政主任办公室所在地，将着重进行整个特派团的规划工作，从事不能下放

给外地办事处的集中行动，确定所需资源，并将资源分配给外地工作。特派团考

虑到 2005 年对其人员配置和组织结构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咨询人的建议，调整

了特派团行政司，包括将特派团总部的权力下放，在金沙萨、布尼亚和布卡武建

立 3 个地区办事处，以协调行政、后勤和技术支助，并为下属 22 个外地办事处

和 3 个办事分处提供业务指导。由特派团人员配置的 25 个外地办事处和办事分

处向军事、联合国警察和建制警察人员及实务人员提供日常的行政、后勤、技术

和安全支助。鉴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需在整个区域做出努力，帮助安全理事会实

现在该区域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总体目标，联刚特派团仍维持在布琼布拉、基

加利、坎帕拉和比勒陀利亚的联络处。特派团的军事结构包括总部设在基桑加尼

的东区师（由参加地区控制行动的 3 个旅级军事特遣队和两个营组成）和总部设

在金沙萨的西部旅（由一个警卫营和一个后备营组成）。两支建制警察部队部署

在金沙萨，另外 4 支部队驻扎在西开赛省和东开赛省、东方省和加丹加省。在全

国部署了军事观察员和联合国警察。特派团在金沙萨维持一个后勤基地，向部署

在金沙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西部地区的人员提供支助服务。特派团并扩大了在乌

干达恩德培的后勤中心，为该国东部的军事人员、联合国警察和实务文职人员提

供后勤支助，包括协调空中业务，支持经恩德培战略空运在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

苏特派团）、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特派团（埃厄特派团）和联合国布隆

迪行动（联布行动）部署的部队和货物，并为在恩德培的 7 架飞机提供业务支助

和分派任务，在该地区采购货物和向东部转运口粮。 

8. 2007/08 年度拟议文职工作人员编制考虑到对特派团人员配置和组织结构

进行了全面审查的咨询人的上述建议，增设了 170 个员额和职位，如下面总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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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额     

 2006/07 年度核定数 4 21 153 308 411 186 — 1 083 2 055 539 3 677

 新员额 — — — 5 18 — — 23 110 37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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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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职等员额 — — 1 (2) — — — (1) 1 — —

 2007/08 年度拟议数 4 21 154 311 429 186 — 1 105 2 166 576 3 847

临时职位 a     

 2006/07 年度核定数
a
 — 1 3 10 1 1 — 16 24 28 68

 2007/08 年度拟议数
a
 — 1 3 10 1 1 — 16 24 28 68

共计     

 2006/07 年度核定数 4 22 156 318 412 187 — 1 099 2 079 567 3 745

 新员额 — — — 5 18 — — 23 110 37 170

 改变职等员额 — — 1 (2) — — — (1) 1 — —

 2007/08 年度拟议数 4 22 157 321 430 187 — 1 121 2 190 604 3 915

 

 
a
 包括 54 个临时职位（7 个国际工作人员、19 个本国人员和 28 个联合国志愿人员），任期 10 个月，任务是支助地方选举，

另外包括行为和纪律小组的 14 个临时职位（9个国际工作人员和 5个本国人员）。16 个国际工作人员和 24 个本国人员临时

职位在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项下供资。 

 

9. 170 个增设员额和职位包括构成部分 3（民间社会和人权）中负责协调和实

施整个特派团有关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意识和防治方案的4个本国工作人员员额，

并包括支助构成部分中的 166 个员额和职位（23 个国际工作人员员额、106 个本

国工作人员员额和 37 个联合国志愿人员职位）。170 个增设员额和职位中的 22

个将设在特派团总部，其他 148 个将部署在地区和外地行政办公室。提拟增设支

助构成部分中的员额和职位，是为了加强特派团人员和馆舍的安保和安全，包括

其空中和道路运输行动的保安和安全；增强各新成立的区行政办公室和扩大后的

外地行政办公室的协调和监督；通过增加水陆运输的使用及前方空中基地的使用

而降低空中业务的成本和运费；减少各地区通信和信息技术设备的故障时间，同

时降低旅费；通过增加工作人员的福利和士气而提高留用率；设计和实施整合培

训方案以确保工作人员的资格仍然符合特派团的要求；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

医疗服务，审查并改进特派团的库存标准和做法以及对收到的索偿要求的处理。

如上文所述，目前预计地方选举在 2007/08 财政期举行，因此还提议将 54 个临

时职位（7 个国际工作人员员额、19 个本国工作人员员额和 28 个联合国志愿人

员职位）保留 10 个月，以支助选举。 

10. 特派团将努力通过如下方面提高效率：(a) 将行政领导和管理方面的一个国

际员额改为本国员额；(b) 通过监测安装在联合国所有的轻型车辆上的行车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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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系统而改进燃料管理，以降低每辆车的日均耗油量；(c) 实施特派团储备率

以降低零部件的战略储备和需求；(d) 进一步扩大水陆运输的使用，包括在刚果

民主共和国东部使用特派团的重型车辆，以减少空中业务费用和运费。 

11. 本报告附件一载有对联刚特派团的人员编制和组织结构进行全面审查的咨

询人的建议的落实情况。 

行政领导和管理 

12. 特派团的全面行政领导和管理由秘书长特别代表直辖办公室负责。 

 

  表 1 

人力资源：行政领导和管理 

 国际工作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1

外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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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和

副特别代表办公室 b            

 2006/07 年度核定数 3 2 12 11 — 9 — 37 20 — 57

 2007/08 年度拟议数 3 2 12 10 — 9 — 36 21 — 57

 净变动 — — — (1) — — — — 1 — —

联络处和外地办事处主任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3 13 1 — 8 — 25 5 — 30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3 13 1 — 8 — 25 5 — 30

 净变动 — — — — — — — — — — —

 共计     

 2006/07 年度核定数 3 5 25 12 — 17 — 62 25 — 87

 2007/08 年度拟议数 3 5 25 11 — 17 — 61 26 — 87

 净变动 — — — (1) — — — (1) 1 — —
 

  a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b 
 包括礼宾股、法律事务科、速效项目股和特派团联合分析小组。 

 
 

13. 提议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通过将速效项目股中速效项目经理（P-3）的员

额改为本国员额（本国干事）而提高效率和降低这类项目的管理成本。还提议将

布尼亚办事处主任的员额从 D-2 改为 D-1，因为其管理责任在布尼亚地区安全局

势稳定之后有所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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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1：和平与安全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1.1 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稳定的安全环境  1.1.1 报告的武装冲突事件下降 25%（2005/06 年

度：33 起；2006/07 年度：20 起；2007/08

年度：15 起） 

  1.1.2 没有关于非法武器流动的报告（2005/06 年

度：2 起；2006/07 年度：零起；2007/08

年度：零起） 

  1.1.3 没有关于在地方选举中发生武装恐吓事件

的报告 

产出 

• 东部师 1 171 650 个巡逻人日，以观察、遏阻和报告武装团体的任何行动，并维持安全(在

伊图里，每天 60 次巡逻×每次巡逻 25 人×365 天；在北基伍，每天 57 次巡逻×每次巡逻

15 人×365 天；在南基伍，每天 46 次巡逻×每次巡逻 15 人×365 天；在加丹加，每天 11

次巡逻×每次巡逻 15 人×365 天) 

• 西部旅 240 900 个巡逻人日，以观察、遏阻和报告武装团体的任何行动(每天 44 次巡逻×

每次巡逻 15 人×365 天) 

• 东部师 28 000 个车辆岗哨站岗人日(在伊图里，每天 2 个岗哨×每一个岗哨 25 人×200 天；

在北基伍，每天 2 个岗哨×每一个岗哨 20 人×180 天；在南基伍，每天 2 个岗哨×每一个

岗哨 20 人×130 天；在加丹加，每天 2 个岗哨×每一个岗哨 20 人×140 天) 

• 西部旅 5 200 个车辆岗哨站岗人日(每天 2 个岗哨×每一个岗哨 20 人×130 天) 

• 8 245 个飞行小时，侦察和监测民兵营地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边境地区，运输军事人员

和装备、伤员后撤以及保护联合国人员和设施(8 架攻击直升机×28.63 个小时×12 个月和

16 架通用直升机×平均 28.63 个小时×12 个月) 

• 刚果民主共和国各地 60 225 个沿河巡逻人日(每天 11 次沿河巡逻×每次巡逻 15 人×365 天) 

• 刚果民主共和国各地 80 300 个军事观察员机动巡逻人日，监测武器禁运情况和非法开采自

然资源情况，对解除武装、复员、遣返、复员援助和重新安置进程提供联络和监测(每天

55 个军事观察员巡逻小组×每一个巡逻小组 4 个观察员×365 天) 

• 与联布综合办和联苏特派团保持业务关系，为此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布隆迪和苏丹之间分

享报告和就业务问题提供咨询，以协调将边境地区的排雷活动移交给这些国家自己的地雷

行动机构 

• 在全国各地开展和平与安全问题多媒体宣传运动，包括：在 33 个地方电视台以 5 种民族

语言播出“联刚特派团的成就”录像，连续播出 12 个月，每月 120 个小时；以法文出版

12 期联刚特派团月刊（每期 4 万份）；出版 24 期半月刊《联刚特派团简讯》（3 万份）；

以其它 4 种正式语文出版 24 期半月刊《联刚特派团新闻》（分发 3 万份）；以 5 种民族语

言发行一份海报（10 万份）；为 monuc.org 网站的每天大约 5 000 名访客每天提供两次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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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新，介绍特派团当前活动；为本国和国际媒体的 50 名代表每周举办一次记者招待会；

进行定期访谈并提供资料袋；每天提供关于联刚特派团活动的情况介绍；向本国和国际

媒体提供政治和安全情况简报；每天分 8 次播出一小时的区域新闻和时事广播节目和每

周一次专题“档案材料”；在全国每天播出 3 小时短波电台节目，在金沙萨和 16 个主要

城市（戈马、贝尼、布尼亚、布卡武、巴多利特、卡莱米、卡南加、金杜、班顿杜、基

桑加尼、卢本巴希、姆班达卡、姆布吉-马伊、马塔迪、乌维拉和基奎特）每周开展社区

外联活动；以法语和 4 种民族语言每日播出 2 次 15 分钟新闻节目 

• 共计完成 75 万平方米土地的排雷活动，主要在该国东部地区 

• 核查和排除 300 公里公路的地雷，主要在该国东部地区 

• 为包括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在内各联合国

机构、基金和方案新抵达的人员举办 20 次地雷行动培训课 

• 就建立国家地雷行动管理局和结构以及拟定国家地雷行动标准立法问题向刚果政府提供

咨询意见 

• 就停止使用地雷问题和颁布《渥太华条约》与军事当局和民间社会团体举行五次会议 

• 与地雷行动利益攸关者（刚果民主共和国地雷行动管理局和联合国地雷行动中心、国际

和本国非政府组织和承包商、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难民署)、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高专)、开发署和儿童基金会）和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举行 20 次协调会议，审查《国家地雷行动方案》进展情况 

• 开展排雷和地雷危险教育宣传运动，包括在地方广播电台和 Okapi 广播电台播出六次节

目，并出版 5 份人道主义地雷行动通讯，提高民众对地雷和未爆弹药危险的认识，介绍

特派团和政府采取的行动 

• 与当地的妇女组织和团体、媒体工作者、刚果妇女常设对话论坛(CAFCO)、刚果妇女律

师协会 (AFEJUCO)、青年团体、女商人、议员、大学生和教授以及政府每月举行一次信

息交流会议，从性别的角度就安全局势交流信息 

• 就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以及国家重建问题开展全国宣传运动，其中包括：30 个小时

的电视播出（6 个区各 5 小时）、用 4 种地方语言制作 20 个小时的地方电台节目、在当

地新闻报纸上发表 24 篇文章、制作 4 部地方剧以及在社区进行 40 次情况介绍，以提高

对性暴力问题的认识 

• 就专业职责、士兵和指挥官的刑事责任、调查程序和军事司法程序培训 200 名刚果民主

共和国武装部队（刚果(金)武装部队）的军官 

• 就军事法律教育向军事司法系统提供咨询意见，重点放在东部各省，据报道大多数与军

事有关的犯罪都在那里发生 

• 在卫生、减少基于性别的暴力、基础设施和教育领域落实 24 个速效项目，以支持脆弱社

区的和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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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1.2 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外国武装团体

解除武装、复员和遣返 

 1.2.1 遣返剩下的所有外国前战斗人员(2005/06

年度：1 700 人；2006/07 年度：3 800 人； 

2007/08 年度：5 170 人，总共遣返了 22 400

名外国前战斗人员) 

产出 

• 以民族语言开展 50 个宣教方案，为外国战斗人员团体参加复员方案做好准备 

• 与南北基伍外国武装团体领导人、该国政府和邻国政府及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的官

员举行 60 次复员方案会议，讨论外国武装团体自愿解除武装问题 

• 在全国开展解除武装、复员和遣返宣传运动，包括每天以民族语言播出广播节目，每天 45

分钟，一周 5 天；以民族语言编发 10 万份小册子/传单；为各政党、民间社会、国家和地

方当局、媒体和学生组织代表举办 12 次新闻通报会；每天在 Okapi 广播电台进行两次宣

教广播并播出一部宣教录像片 

• 与政府和从事儿童保护工作的伙伴（难民署、从事儿童和回返者工作的地方非政府组织、

卢旺达负责回返者和难民工作的机构、红十字委员会和国家红十字会）举行 60 次会议，

讨论如何执行涉及约 2 500 名与武装团体有关的外籍儿童兵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

安置或重返社会的特别程序 

• 与刚果（金）武装部队开展解除外国战斗人员武装的联合行动，共 200 000 人日，包括联

合进驻、警戒搜索行动，以建立无武器区（40 次行动×每次行动 10 天×500 人） 

• 销毁从外国武装团体手中收缴的 500 件武器和 2 000 发弹药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1.3 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刚果战斗人员解

除武装和复员 

 1.3.1 解除武装并进入复员程序的刚果战斗人员

总人数增加 40%(2004／05年度：18 800 人；

2005/06 年度：72 215 人；2006/07 年度：

68 800 人；2007/08 年度：98 000 人，余

下的刚果前战斗人员共计 170 000 人) 

  1.3.2 余下的武装团体内儿童都得以复员

(2005/06 年度：8 760 人；2006/07 年度：

3 000 人；07/08 年度：2 500 人，复员的

儿童共有 30 000 人) 

产出 

• 与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世界银行、开发署、儿童基金会)举行 52 次协调会议，讨论

包括儿童和营地追随者在内武装分子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各个业务方面问题

• 与政府、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举行 50 次联席会议，协调如何将 2 500 名儿童撤离武装

团体，转送到临时照管设施和(或)原属社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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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军事团体和刚果(金)武装部队、民政当局和民间社会领导人举行 24 次会议，讨论如何接

触儿童和将儿童撤离武装团体、让其重返社会和防止今后重新入伍的问题 

• 向儿童基金会和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提交 24 份关于正式加

入武装团体的儿童复员问题的报告，旨在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号决议精简优化儿

童保护事项，并促进政策的协调和行动的规划 

• 由政府代表、联刚特派团、开发署和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妇发基金)组成的性别问题技术

委员会与妇女事务部协调举行 52 次会议，就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中的性别问

题提供咨询意见 

• 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将提供必要的支持及指挥和控制安排，以便刚果(金)武装部队有效进

行军事行动，尤其是在该国东部地区；该国政府与区域内国家开展合作，共同为外国武装

团体的解除武装和遣返工作创造必要条件；政府与捐助者将提升国家管理全国的解除武

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行政能力 
 

表 2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1：和平与安全 

类别 共计

一. 军事观察员 

 2006/07 年度核定数 760

 2007/08 年度拟议数 760

 净变动 —

二. 军事特遣队 

 2006/07 年度核定数 14 183

 2007/08 年度拟议数
a
 15 099

 净变动
a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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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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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2006/07 年度核定数 1 2 1 — 2 1 — 7 5 — 12

 2007/08 年度拟议数 1 2 1 — 2 1 — 7 5 — 12

 净变动 — — — — — — — — — — —

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办事处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7 10 3 — — 21 10 12 43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7 10 3 — — 21 10 12 43

 净变动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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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共计

文职人员小计     

 2006/07 年度核定数 1 3 8 10 5 1 — 28 15 12 55

 2007/08 年度拟议数 1 3 8 10 5 1 — 28 15 12 55

 净变动 — — — — — — — — — — —

总计(一至三)     

 2006/07 年度核定数     14 998

 2007/08 年度拟议数     15 914

 净变动
a
     916

 

 

 a 
涉及安全理事会第 1736(2006)号和第 1742(2007)号决议核定的增援军事人员，以便先前在联布行动任务下核定的步兵营 

 和军事医院继续部署到联刚特派团。 

 b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工作人员。 

 

构成部分 2：过渡后政治进程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1 刚果民主共和国举行自由、透明与和平

的选举 

 2.1.1 议会通过一项《组织法》，确定全国独立选

举委员会的职能和独立地位 

  2.1.2 政府通过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地方选举

预算 

  2.1.3 政府通过全国选举争端解决机制管理框架 

  2.1.4 97 个乡选举 97名乡参事并且全部就职，妇

女应至少占 30％ 

  2.1.5 各市镇和酋长领地选举 5 397 名社区参事

并且全部就职，妇女应至少占 30％ 

  2.1.6 在地方选举期间，没有关于践踏人权行为

的报道 

  2.1.7 超过 52％的已登记妇女选民参加了地方

选举 

产出 

• 与政府举行 20 次咨询会议，讨论起草《组织法》问题，《组织法》确定全国独立选举委员

会职能和独立地位 

• 每日与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举行咨询会议，讨论编制地方选举预算和实施地方选举监督机

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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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和政府举行 40 次咨询会议，讨论设立和发展解决选举争端的透明

机制问题 

• 每日在国家和省两级(在委员会 84 个办事处)与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举行咨询会议，讨论执

行选举法和其他有关法律问题，并讨论管理、作业、后勤和选民宣传问题 

• 就性别问题为主张制订性别敏感法律而新建立的性别问题议员网络的成员提供 6 次培训课

• 与性别问题议员网络举行 12 次会议，评估当选妇女参与议会和决策机构的情况 

• 与妇发基金和开发署合作，举行 50 次省级独立选举委员会、政党、妇女团体、国家和地

方当局工作人员宣传会议，促进妇女以选举管理人员和候选人身份参与地方选举 

• 与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共同主持 26 次由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各捐助者组成的

选举技术委员会会议，以分享信息，协调活动 

• 编制并向国际社会成员分发选举技术委员会 26 项报告 

• 与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共同主持 6 次由政府、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捐助者的代

表组成的选举指导委员会高级别会议（每两个月一次），讨论地方选举筹资和组织问题 

• 与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本国行为者和有关的国际行为者（欧洲联盟、美国国际

开发署、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国家民主研究所、南部非洲选举研究所、孔拉德·阿登纳

基金会、加拿大合作署、法国合作署、英国国际开发部）举行 200 次国家和地方级别的会

议，促进国际社会对选举进程的协调 

• 为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总部 25 名核心工作人员提供有关选举管理、作业、后勤、选民教

育和大众外联的培训 

• 就选举管理、作业、后勤、选民教育和大众外联，为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 30 名省级工作

人员举办训练员培训班 

• 向联合国伙伴和捐助者提供地方选举安排情况的日报、周报和定期报告 

• 每日与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举行会议，协调并确定后勤需要，以便分发选举、培训和公民

教育材料 

• 与地方和国家当局、政治党派和保护人权组织以及社区领袖举行 70 次会议，以便在选举

进程中尽量减少和预防侵犯人权和虐待儿童的事件 

• 开展大众宣传活动，以便在选举进程中尽量减少儿童面临的危险，防止虐待儿童的事件，

包括进行 16 次地方媒体广播、2 次全国媒体广播和制作 20 000 份传单和海报 

• 为 9 个保护儿童地方网络团体提供监测和报告选举进程中发生的侵害儿童权利事件的咨

询，这些团体由维护儿童权利的地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组成 

• 对投票站、政治集会和拘留所进行 1 500 次考察，监测选举期间尊重公民自由的情形 

• 与包括宗教机构在内各地方妇女团体和协会举行 36 次会议，以提高社区对妇女参与地方

选举的认识 

• 进行大众宣传，以支持选举，包括：以 5 种民族语言印制 2 种海报，每种印制 100 000 份；

制作 15 个视频特辑，每天在 33 家电视台播放；举办 1 次图片展览；以五种民族语言印制

两种传单；出版特别周刊“选举通讯”；在 Okapi 电台每日广播 4 个节目；制作 1 个特别

广播节目“竞选纪实”；每周 7 天，每天进行 10 次新闻报道；在 Okapi 电台短波频道每日

播放 1 小时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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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2 刚果民主共和国过渡后政府运作稳定  2.2.1 部长会议通过行动计划和立法改革时间表 

2.2.2 国民议会通过过渡后机构稳定和重建必需

的基本立法 

2.2.3 国民议会根据预算部提交的报告对预算支

出进行季度审查 

产出 

• 与国民议会举行 18 次会议，就决定省行政当局和分权境内实体的职能、职权范围和财政

资源的法律起草问题提供咨询 

• 举行 80 次会议，就过渡后宪法预见的公共行政、公共财政、省机构和国家警察和武装部

队等方面法律和法令起草问题，向政府提供咨询 

• 与政府每周举行一次会议，就建立过渡后宪法预见的支持民主施政的新机构，包括省议会、

政府和机构，例如，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及视听和通信高级别理事会

等问题，向政府提供咨询 

• 在各省举行 200 次会议，就建立公开政治辩论论坛以讨论民生大计的问题，向政府和民间

社会领袖提供咨询 

• 与捐助者协调，举行 86 次会议，向国家各级当局提供咨询，以通过和实施各种措施，确

保根据国际标准和惯例透明地管理经济，包括设立监督机构，以确保政府承担财政责任 

• 举行 24 次会议，就各国际金融机构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开展的社会经济援助方案的政治影

响问题，向这些机构提供咨询 

• 举行 120 次会议，就实施司法和惩戒系统改革问题，向国家当局(司法部、国防部和内政

部以及司法和惩戒事务官员)提供咨询 

• 举行 36 次会议，就根据过渡后宪法的预见将权力移交/授予省级机构的问题，向国家当局

提供咨询 

• 在各省举行 200 次会议，就通过斡旋和建立信任措施预防、管理和解决地方冲突、建立基

层解决争端机制和进一步发展司法机构等问题，向国家和地方当局以及民间社会组织提供

咨询 

• 就和平解决冲突的问题，为地方当选的妇女提供 2 次培训课 

• 就善政和妇女在决策中的作用，进行 1 次全国大众宣传 

• 在各省与政府以及包括妇女在内的民间社会领导人举行 80 次会议，就为对话和政治辩论

创造空间以便解决人民需要的问题提供咨询 

• 与各领地的省当局（首领、行政长官、区专员、各部门和省长办公室）每周举行一次会议，

就其作用、立法机构提供的支持、颁布的规章以及各部门和各领地之间联系提供咨询，并

协助改进地方施政 

• 与过渡后当局、外交界和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举行 156 次协调会议，以便支持旨在

预防冲突、建立稳定局面和加强安全的地方和平倡议 

• 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 3 项报告，介绍过渡后进程的进展情况 

• 落实 16 个速效项目，以支持建设和平和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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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3 安全部门改革  2.3.1 政府通过国家安全部门改革方案 

2.3.2 政府通过符合国际公认标准的安全部门管

理的法律和机构框架 

2.3.3 举报的国家武装部队践踏人权事件（包括

针对儿童）减少 10％(2005/06 年度：2 294

起；2006/07 年度：807 起；2007/08 年度：

726 起) 

产出 

• 在金沙萨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性别问题协调者举行 5 次关于性别问题和安全部门改

革训练员培训课 

• 与青年团体、媒体、律师、妇女协会、大学生和政府举行 100 次会议，评估正在进行的安

全部门改革，并确保在决策中体现性别问题 

• 与政府当局举行 60 次会议，审查和修订安全部门改革立法 

• 与政府当局举行 60 次会议，就起草并监测实施安全部门改革国家计划问题提供咨询 

• 与政府当局举行 60 次会议，就制订安全部门改革（包括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国

家宣传计划问题提供咨询 

• 与政府、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及各捐助者举行 60 次会议，以协调安全部门改革活动 

• 与政府当局举行 80 次会议，讨论加强军队司法制度的问题 

• 与国家安全部门改革官员举行 52 次周技术会议 

• 向安全部门改革联合委员会提出 4 项评价报告，介绍整编进程和对六个整编中心进行后续

实地考察 

• 组织 60 次政府与捐助者调动资源会议，以执行安全部门改革方案 

• 开展有关安全部门改革的大众宣传运动，包括制作关于训练和辅导刚果国家警察警官活动

的 5 分钟录像，在 33 家电视台播放 

• 与地方和国家两级的有关军事和民事司法当局举行 52 次会议，就报告针对儿童的犯罪案

件以及有待进行的调查采取后续行动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4 刚果国家警察体制发展和能力建设取

得进展 

 2.4.1 政府通过刚果国家警察改革和调整长期战

略计划 

产出 

• 举行 864 次会议，就拟定和实施 19 个市镇地方选举的安全计划问题，向刚果国家警察提

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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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40 个联合国机动警察咨询小组（每组 多可有联刚特派团 5 名警官），举行 9 600 次

会议，就司法警察、调查、情报和基本人权概念，向部署在金沙萨和全国 18 个地点的刚

果国家警察人员提供咨询（40 个机动小组×每月 20 次会议×12 个月） 

• 举行 12 次会议，就国家警察登记和认证问题向政府和刚果国家警察高层人员提供咨询 

• 举行 48 次会议，就开展刚果国家警察改革和调整工作的问题向政府和刚果国家警察高层

人员提供咨询 

• 与国际捐助者举行月会，以协调对刚果国家警察改革和调整工作的援助 

• 举行 2 880 次会议，通过将联刚特派团 3 名警务顾问与刚果国家警察监察长办公室安排在

金沙萨同一地点以及在刚果国家警察 11 个省监察局部署 245 名联刚特派团警务顾问（每

个省监察局 1 名技术顾问；金沙萨 13 名顾问；10 个省 221 名顾问），向刚果国家警察国家

和地方当局提供管理、训练、处理性别问题和预防性暴力等方面的咨询 

• 拟定和更新刚果国家警察基本训练手册，向刚果国家警察训练员分发 422 份手册 

• 对 1 200 名刚果国家警察警官进行人群控制技巧（包括谈判和非致命警察手段）的高级训

练，并给予认证 

• 就国际维持治安标准，对 422 名刚果国家警察训练员进行培训，并给予认证，包括性别意

识、人权和保护儿童问题 

• 对 2 050 名刚果国家警官进行司法警察和调查技巧方面的培训和认证 

• 对 1 050 名刚果国家警官进行情报技巧方面的培训和认证 

• 建制警察部队安排 4 320 个机动巡逻日（每次巡逻 6 名建制警察部队人员×每天 2 次巡逻

×360 天)，对刚果国家警察人群控制队进行在职训练，以提高其五个地点(金沙萨、基桑

加尼、卢本巴希、姆布吉-马伊和卡南加)的能力，包括在举行地方选举期间安排 2 160 个

机动巡逻日(每次巡逻 6 名建制警察部队人员×每天 2 次巡逻×180 天) 

• 举行 144 次会议，就开发和维持数据库、以记录刚果国家警察警官不当行为案件和采取的

后续行动问题，向刚果国家警察提供咨询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5 刚果民主共和国与邻国，尤其是与卢旺

达、乌干达和布隆迪的关系正常化 

 2.5.1 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卢旺达、乌干达和布隆

迪互换大使 

2.5.2 没有关于武装团伙将邻国领土作为集结地

的报道(2004/05 年度：0；2005/06 年度：

0；2006/07 年度：0；2007/08 年度：0) 

2.5.3 议会通过立法，确定与跨界经济、安全和

人权问题相关的区域合作政策 

产出 

• 参加三方加一委员会的 4 次会议，并为设在基桑加尼的情报联合小组提供后勤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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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调查有关外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武装活动的指控，并为联合核查机制 4 次会议提

供秘书处支助 

• 与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专家小组举行 35 次会议，介绍武器禁运和武器流入刚果民主共和

国的情况 

• 与刚果民主共和国高级官员和邻国高级代表举行 76 次会议，讨论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卢旺

达、乌干达和布隆迪关系正常化问题 

外部因素 

新政府将在选举后宪法框架内以透明和公开的方式采取行动；新政府将及时采取行动，根据过渡后

宪法，通过关于举行地方选举（包括设立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和关于在国家和各省建立国家行政

权力的立法；国际社会将继续向新政府充分提供政治和财政支助；区域内各国将与刚果民主共和国

过渡后政府合作，处理区域安全问题 
 
 

表 3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2：过渡后政治进程 

类别 共计

一. 联合国警察 

 2006/07 年度核定数 391

 2007/08 年度拟议数 391

 净变动 —

二. 建制警察部队 

 2006/07 年度核定数 750

 2007/08 年度拟议数 750

 净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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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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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事务司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3 21 39 — 4 — 67 30 4 101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3 21 39 — 4 — 67 30 4 101

 净变动 — — — — — — — — — — —

新闻处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9 22 13 6 — 51 133 8 192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9 22 13 6 — 51 133 8 192

 净变动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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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共计

选举援助司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13 8 — 7 — 29 35 67 131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13 8 — 7 — 29 35 67 131

 净变动 — — — — — — — — — — —

 2006/07 年度核定 

 临时职位
b
 — — — 4 — — — 4 12 21 37

 2007/08 年度拟议 

 临时职位
b
 — — — 4 — — — 4 12 21 37

 净变动 — — — — — — — — — — —

选举援助司小计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13 12 — 7 — 33 47 88 168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13 12 — 7 — 33 47 88 168

 净变动 — — — — — — — — — — —

警务专员办公室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1 1 1 2 — 6 1 1 8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1 1 1 2 — 6 1 1 8

 净变动 — — — — — — — — — — —

法治处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4 3 1 — — 9 1 — 10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4 3 1 — — 9 1 — 10

 净变动 — — — — — — — — — — —

文职人员小计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7 48 73 15 19 — 162 200 80 442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7 48 73 15 19 — 162 200 80 442

 净变动 — — — — — — — — — — —

 2006/07 年度核定临

时 职位
b
 — — — 4 — — — 4 12 21 37

 2007/08 年度拟议临

时 职位
b
 — — — 4 — — — 4 12 21 37

 净变动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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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共计

 共计     

 2006/07年度核定数 — 7 48 73 15 19 — 162 200 80 442

 2007/08年度拟议数 — 7 48 73 15 19 — 162 200 80 442

 净变动 — — — — — — — — — — —

总计(一至三)     

 2006/07 年度核定数     1 620

 2007/08 年度拟议数     1 620

 净变动     —
 

  a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b 
支助地方选举，为期 10 个月，由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项下供资。 

 

理由说明 

14. 正如此前所解释，现在预计地方选举将在 2007/08 年度财务期间举行，因此，

拟议保留选举援助司 37 个临时职位（4 个 P-3、12 个本国一般事务工作人员和

21 个联合国志愿人员）10 个月（从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4 月 30 日），以

支助地方选举。 

构成部分 3：民间社会和人权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3.1 改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道主义状况和

保护性环境 

 3.1.1  通过评估/核查团进入内地，国际人员出入不

安全 /不可出入地区的次数增加 5％

(2005/06 年度：543 次；2006/07 年度：420

次；2007/08 年度：441 次) 

  3.1.2 政府、联合国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为支持保

护性暴力受害者、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和

回返者等弱势民众而设立的联合保护委员会

数目增加33％(2005/06 年度：2个；2006/07

年度：6个；2007/08 年度：8个) 

  3.1.3 在海外总共 433 000 名刚果难民中，返回刚

果民主共和国的难民人数达到 100 000 人

(2005/06 年度：48 685 人；2006/07 年度：

73 500 人；2007/08 年度：100 000 人) 

  3.1.4 境内流离失所者总数减少 32％（2005/06 年

度：2 170 000 人；2006/07 年度：1 480 000

人；2007/08 年度：1 000 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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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 与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开发署合作组织 420 个由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国际和国家非政

府组织派遣的人道主义援助评估、监测和外地工作访问团，特别是前往无保障和难以到达的地区 

• 与人道主义界、民间社会、捐助者、国际和国家媒体以及地方当局举行 1 248 次会议(在 13 个地

点每月举行 8 次会议)，讨论人道主义援助出入、需求评估、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重新安置和重

返社会、对救济工作人员和平民的保护以及确定人道主义援助可以在地方冲突中哪些领域建立

信任等问题 

• 与发展界、民间社会、捐助者、国际和国家媒体以及地方当局举行 624 次会议(在 13 个地点每

月举行 4 次会议)，协调和开展过渡后省级建设和平活动 

• 向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提供 250 个日报、50 个周报和 12 个特别报告，提

供有关人道主义和发展状况及其改善进展、安全条件以及对平民的保护等方面信息，并提供预

警机制 

• 就人道主义和过渡问题，向由捐助者、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组成的人

道主义行动组提供 52 个每周简报和建议 

• 在由联合国在该国的各机构、基金和方案负责人组成的联合保护工作组的范围内，与省或区当

局就协调平民保护问题举行 84 次会议（在 8 个省每月举行 1 次会议） 

• 在卫生、教育、粮食保障、保护受害者以及预防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方面开展 40 个速效项目

•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宣传运动，包括制作并向 10 个主要国际捐助者以及美

国、联合王国、荷兰、比利时和德国的 5 个国际广播公司播放一个 25 分钟的视频节目，说明刚

果民主共和国的人道主义状况以及捐助者能够提供帮助的领域；举行 52 次每周新闻发布会；在

特派团的网站上张贴 52 份民政事务报告 

• 与当地政府和民间社会举行 84 次会议（在 7 个省每月举行 1 次会议），商讨建立监测减贫战略

和国别援助框架的基准和目标以及治理问题、尤其是治理契约中确定的目标的进展情况的机制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3.2 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尊重人权方面取得进

展 

 3.2.1 对侵犯人权、包括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性暴

力案件和危害儿童罪行（包括强制征兵）进

行的刑事调查的数量增加 10％（2004/05 年

度：350 起；2005/06 年度：400 起；2006/07

年度：456 起；2007/08 年度：501 起），调

查后予以审理 

  3.2.2 政府通过一套国家人权立法，以成立一个独

立的国家人权机构和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

会，并使国家法律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包括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公约》和《儿

童权利公约》规定的标准 

  3.2.3 政府通过一个国家保护儿童计划 

  3.2.4 部长会议通过一项国家性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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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 为 终将负责性别问题的部工作人员举办 30 期关于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的战略的培训班 

• 与妇女和家庭事务部举行 12 次会议，评估政策与立法的进展情况并帮助成立一个在政府内

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问题工作组 

• 与政府官员及地方妇女组织和团体、媒体从业人员、刚果妇女常设协调组织、女律师、青年

团体、女商人、议员、大学学生和教授举行 50 次会议，监测立法和法律适用中的妇女权利

问题，包括婚姻、丧偶、遗产继承和工作问题 

• 对侵犯人权行为，包括侵犯儿童权利行为进行 2 000 次调查 

• 针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派出 50 个特别调查团，重点是伊图里、北加丹加以及南北基伍

地区 

• 对拘留所、监狱以及卫生保健设施进行 1 200 次监测走访，以监测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被拘

留者的法律状况 

• 为国家人权组织以及人权和儿童保护非政府组织的 800 名代表提供有关基本调查技能、法律

诉讼的资料收集以及受害者和证人的保护与报告方面的培训 

• 为 500 名刚果（金）武装部队军官、民事法官、检察官、国家警察以及地方选举官员提供关

于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儿童权利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方面的培训 

• 为 100 名国民议会成员、政府和司法官员以及民间社会代表提供关于人权标准、基本人权立

法以及人权倡导方面的培训 

• 与政府举行 6 次会议，讨论设立独立的全国人权机构以及过渡期司法机制，以处理侵犯人权

行为 

• 与政府官员、民事和军事司法人员、国民议会议员、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政府间组织

以及非政府组织举行 120 次会议，探讨包括儿童权利在内的人权关切问题，并主张采取行动

消除有罪不罚现象 

• 支持国家司法部门，做法是提供咨询、交流信息、为 200 人提供专门培训，以及对侵犯人权

行为进行 5 次联合调查并对国际公认的犯罪，包括针对儿童的犯罪，进行起诉 

• 与军事法庭庭长举行 25 次会议，提供有关调查和起诉刚果（金）武装部队成员所犯危害儿

童罪和虐待儿童行为的咨询意见 

• 与高级军官每月举行会议，就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针对儿童的不当行为、犯罪和虐待行

为提出报告和咨询意见 

• 与地方和国际保护儿童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参与儿童保护问题的各机构和基金(儿童基金

会、开发署、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难民署，人权高专办)举行 80 次会议，以交流信

息并协调行动 

• 与地方和国际保护儿童非政府组织以及儿童基金会举行 20 次会议，以便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号决议的规定，协调设立国家对卷入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冲突的儿童的监测和报

告机制，以便收集并提供关于违反相关国际法招募和使用儿童兵以及关于其它针对受武装冲

突影响的儿童的暴力和虐待行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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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儿童基金会举行 12 次会议，以便为秘书长编写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关于武装冲突中儿童问

题的报告协调提供信息，包括该国政府是否遵照安理会第 1612(2005)号决议停止招募或使用

儿童兵的信息 

• 为该国 4 个主要地区(南北基伍、东西开赛和东方省)的 50 名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成员举

办 3 个培训班，以监测和处理针对儿童的犯罪和虐待行为不受惩罚的问题 

• 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独立专家作 2 次特别简报 

• 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特别程序机制提交 6 个报告 

• 向政府和公众提供关于该国人权状况的 12 个报告、2 个关于人权状况的每六个月一次的报

告以及关于儿童权利专门问题的 3 个报告 

• 支助直接面临人身暴力威胁的 180 名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和证人及人权捍卫者，向他们提供

或转介医疗服务、避难所、地方人道主义支助机构以及法律援助举措 

•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权宣传运动，包括举行 52 次每周新闻发布会，制作并在全国 33 个电视

台播放一个关于人权日活动的 5 分钟视频节目；制作关于儿童权利的电台广播和宣教材料

（为国际儿童日和非洲儿童日制作 20 000 份传单、100 000 份海报、10 000 份《儿童权利公

约》复本），制作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广播和宣教材料（12 个每月电台广播活动、26 个

双周电视广播、30 000 份联刚特派团杂志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特刊，并以 4 种民族语言制

作 12 份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宣教、信息和教育材料） 

• 与由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组成的联合国技术小组举行 12 次会议，以监测、评估该国政

府和相关机构执行 2001 年 6 月 27 日大会《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大会

S-26/2 号决议，附件）的情况并就此提出建议 

• 就组织一次关于自然资源、人权和发展问题的会议以及为企业拟定相关道德守则问题，向刚

果当局和捐助者提供咨询意见 

外部因素 

国家安全机构将在全国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政府将采取行动，制止国家安全部队侵犯人权的行

为，并起诉侵犯人权的案件；捐助者将提供资金；民间社会组织将参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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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3：民间社会和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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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保护科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3 14 — 1 — 18 12 4 34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3 14 — 1 — 18 12 4 34

净变动 — — — — — — — — — — —

人权办公室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7 24 — 10 — 42 31 20 93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7 24 — 10 — 42 31 20 93

净变动 — — — — — — — — — — —

2006/07 年度核定临时职位
b
 — — — 3 — — — 3 7 7 17

2007/08 年度拟议临时职位
b
 — — — 3 — — — 3 7 7 17

净变动 — — — — — — — — — — —

小计，人权办公室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7 27 — 10 — 45 38 27 110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7 27 — 10 — 45 38 27 110

净变动 — — — — — — — — — — —

地雷行动联络股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 1 — 1 — 2 — — 2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 1 — 1 — 2 — — 2

净变动 — — —

— — — — — — —
—

民政办公室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5 17 — 2 — 25 28 4 57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5 17 — 2 — 25 28 4 57

净变动 — — — — — — — — — — —

性别问题股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2 1 — 1 — 4 3 2 9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2 1 — 1 — 4 3 2 9

净变动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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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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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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毒/艾滋病股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1 — — — — 1 1 1 3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1 — — — — 1 5 1 7

净变动 — — — — — — — — 4 — 4

小计，文职人员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2 18 57 — 15 — 92 75 31 198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2 18 57 — 15 — 92 79 31 202

净变动 — — — — — — — — 4 — 4

2006/07 年度核定临时职位
b
 — — — 3 — — — 3 7 7 17

2007/08 年度拟议临时职位
b
 — — — 3 — — — 3 7 7 17

净变动 — — — — — — — — — — —

共计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2 18 60 — 15 — 95 82 38 215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2 18 60 — 15 — 95 86 38 219

净变动 — — — — — — — — 4 — 4

 

 
a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b
 支助地方选举，为期 10 个月，由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项下供资。 

 

理由说明 

15. 如前所述，现在预计地方选举在 2007/08 年财政期间举行，因此提议将人权

办公室的 17 个临时职位（3 个 P-2/1、5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2 个本国干事和 7

个联合国志愿人员）从 2007 年 7 月 1日至 2008 年 4 月 30 日保留 10 个月，以支

助选举。 

本国工作人员：增设 4个员额 

16. 为了增强艾滋病毒/艾滋病股，拟议增设 4 个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培训员/

咨询员（本国干事）员额。其中一个员额的任职者将派到金沙萨特派团总部，向

约 4 700 名部署在金沙萨地区的军事、警察和文职人员提供关于艾滋病毒/艾滋

病的培训和咨询服务。他/她还将协助股长协调全特派团的艾滋病毒/艾滋病认识

和预防方案，同联合国所属和特遣队所属门诊部的医务工作人员协调向所有特派

团人员提供自愿和保密的咨询和检测服务，绘制全国艾滋病毒/艾滋病培训方案

执行情况监测和评估矩阵表，并根据他/她对艾滋病毒/艾滋病发展情况的研究和

部署在戈马、布卡武和布尼亚的任职者（见下文）提供的资料而提供预防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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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他/她还将负责保持与在该国的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国家组织以

及非政府组织的联络。另外三个员额的任职者将部署在戈马、布卡武和布尼亚，

那里目前没有任何专职的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工作人员，因而妨碍特派团自

2005 年 9 月以来为布尼亚和布卡武地区以及自 2004 年以来为伊图里地区进行任

何艾滋病毒/艾滋病培训。他们将负责实施特派团的培训方案，并为在该国东部

部署的约 17 900 名军事、警察和文职人员提供自愿的咨询和检测服务，重点对

象是本国工作人员，并对当地民众以及国家警察实施外联方案。 

构成部分 4：支助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4.1 向特派团提供效果好、效率高的后勤、

行政和安全支助 

 4.1.1 每公里交通事故率减少 9％（2005/06 年

度：每 14 825 公里 1 起；2006/07 年度：

每24 310公里1起；2007/08年度：每22 122

公里 1起） 

  4.1.2 轻型车辆提供率达到 95％（2004/05 年度：

75％；2005/06 年度：80％；2006/07 年度：

95％；2007/08 年度：95％） 

  4.1.3 每辆车日均耗油量减少 12.5％（2004/05

年度：10 升；2005/06 年度：10 升；2006/07

年度：8升；2007/08 年度：7升） 

  4.1.4  注销设备在核准后三个月内处理完毕

（2005/06 年度：6个月；2006/07 年度：3

个月；2007/08 年度：3个月） 

  4.1.5 按存货价值计算，把库存 12 个月以上的资

产减少 10％（2005/06 年度：0％；2006/07

年度：5％；2007/08 年度：10％） 

  4.1.6  维持和平行动部的环境标准执行率达 5％

（2006/07 年度：0％；2007/08 年度：5％） 

产出 

改善服务 

• 为改善采购行动协调工作，对 47 名采购人员进行采购和请购事务培训 

• 向核准驾驶联合国所属车辆的所有军事、警察和文职人员进行 8 次情况介绍和安全驾

驶培训（3 个地区和恩德培后勤中心每个两次） 

• 通过监督所有联合国所属轻型汽车安装的行车记录系统，改进燃料的管理 

• 在核准后 3 个月内处理 5 000 件注销的非消耗性设备和消耗性资产，估计存货价值 950 万美元

• 实施特派团库存比率，尽可能减少战略储备 

• 在整个特派团实施环境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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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人员、联合国警察和文职人员 

• 17 031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760 名军事观察员、391 名联合国警察和 750 名建制警察人员

的进驻、轮调和返国 

• 以行动准备状态检查为基础，在全特派团评估特遣队所属装备的规格要求和使用情况,包括

从 17 031 名特遣队人员和 750 名建制警察人员方面审查特派团因素 

• 为17 031名特遣队人员和 750名建制警察人员储存和供应 6 081 100人日新鲜给养和 864 710
人日作战口粮 

• 1 121 名国际工作人员、2 190 名本国工作人员和 604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的行政管理 

• 为全体军事人员、警察和文职人员实施操守和纪律方案，内容包括培训、预防、监测和纪律

行动建议 

• 维护个人行为失检案件的登记和后续行动数据库，维护投诉热线 

设施和基础设施 

• 33 个地点 127 座房舍的使用和维修 

• 9 个地点 21 个联合国所属水净化厂、9 个联合国所属饮水装瓶厂和 6 个特遣队所属饮水装

瓶厂的运行和维修 

• 20 个地点 936 台发电机、422 套活动浴室和 1 831 套硬墙宿舍以及 18 个地点 6 703 台空调器

的运作和维修 

• 11 个地点 11 个机场和 40 个直升机起落坪的维护和修理 

• 主要在伊图里、南基伍和北基伍的 370 公里公路的养护和整修 

陆运 

• 31 个地点 1 492 辆轻型车、212 辆中型车和 462 辆重型/专用车的使用和保养 

• 1 110 万升柴油和汽油的储存和供应 

• 19 个地点 19 个运输服务中心的运作 

空运 

• 68 架飞机（22 架固定翼和 46 架直升机，包括 28 架军用直升机）的飞行和保养 

• 7 270 万升航空油的储存和供应 

• 4 份商业机场服务合同和 4 份与部队派遣国之间谅解备忘录的管理，以在 16 个机场提供机

场服务 

• 多达 4 个新增临时机场的管理 

• 169 500 名乘客和 42 600 吨货物的运输 

• 利用剩余舱位运送 6 500 名乘客和 750 吨人道主义物品 

海运 

• 3 艘顶推船/驳船和 4 艘快艇租赁合同的管理 

• 708 400 升柴油、261 600 升汽油和 97 000 升润滑油的储存和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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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内陆水道运送 2 000 吨物品 

通信 

• 在 72 个地点 63 套甚小口径终端系统、供 23 801 个用户使用的 102 台电话交换机、134 台

中继器和发报机、143 台微波中继器、1 个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全球通）网络、12 个无线

电播音室、30 个转播室和戈马 1 个微波网络的操作和维护 

信息技术 

• 拥有 76 个子广域网的广域网的使用和维护，包括 71 个地点 3 957 台台式计算机、371 台服

务器、1 091 台膝上型计算机、4 756 台显示器、1 021 台打印机和 388 台数字发送器 

• 为 400 名军事人员举办 30 期关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培训班 

• 在 5 个地点制作和分发 8 000 份印刷版和电子版的地理信息系统地图，并制作 50 份新的地

理信息系统地图 

• 在 5 个地点执行 10 次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的实地调查任务 

医疗 

• 51 个一级诊所，包括 41 个特遣队所属诊所，2 个二级和 1 个三级医疗设施及两个急诊急救

站（金沙萨和恩德培）的运作和维护；金沙萨一个二/三级医院以及比勒陀利亚和内罗毕两

个四级医院的合同管理 

• 337 次伤病员空运后送 

• 为全体人员提供和维持艾滋病毒/艾滋病自愿保密咨询和检测服务 

• 为所有新的军事人员、警察和文职人员实施艾滋病毒/艾滋病宣传方案，包括同侪教育 

• 培训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 80 名内部同侪教育工作者和 20 名辅导员 

• 在 3个行政区各建立一个艾滋病毒/艾滋病协调中心，以开展培训、监测和评估活动。 

安全 

• 为所有地点提供实地安保 

• 在 16 个机场每月为约 14 100 名乘客处理行李和进行安全检查 

• 在金沙萨、基桑加尼和布卡武建立每天 24 小时和每周 7天的全天候消防能力 

• 12 个地点关于安全局势的 144 份月报和 624 份周报，4份关于整个特派团安全状况的季报 

• 为联刚特派团全体新人员提供上岗安全培训和初级消防培训/演习，每两个月为全体人员提供消

防复习培训，为安保人员提供近身保护、徒手格斗、手枪射击、急救等专门培训 

• 850 份关于交通事故、失窃、盗窃和身份证件遗失的调查报告 

• 在 16 个地点实施订正的安全协调制度和更新安全计划 

• 每日安全形势摘要，每月全特派团安全风险管理评估，发布安全警告 

外部因素 

当事方允许工作人员自由行动和业务资源自由流通；供应商/承包商/提供方按合同交付货物、服务

和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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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4：支助 

  

类别     共计

一. 军事特遣队 

2006/07 年度核定数     1 932

2007/08 年度拟议数     1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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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 a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操守和纪律小组 

2006/07 年度核定临

时职位
b
 — 1 3 3 1 1 — 9 5 — 14

2007/08 年度拟议临

时职位
b
 — 1 3 3 1 1 — 9 5 — 14

净变动 — — — — — — — — — — —

安保和安全科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4 13 85 14 — 116 202 5 323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4 13 86 14 — 117 233 5 355

净变动 — — — — 1 — — 1 31 — 32

行政司长办公室 c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5 9 6 3 — 24 10 1 35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5 10 6 3 — 25 10 1 36

净变动 — — — 1 — — — 1 — — 1

行政副司长办公室 d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11 16 28 17 — 73 448 17 538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11 16 39 17 — 84 449 17 550

净变动 — — — — 11 — — 11 1 — 12

行政事务处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12 37 50 25 — 125 128 46 299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13 39 51 25 — 129 134 55 318

净变动 — — 1 2 1 — — 4 6 9 19

综合支助事务处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22 81 222 75 — 401 952 347 1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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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共计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22 82 227 75 — 407 1 020 375 1 802

净变动 — — — 1 5 — — 6 68 28 102

文职人员小计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4 54 156 391 134 — 739 1 740 416 2 895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4 55 160 409 134 — 762 1 846 453 3 061

净变动 — — 1 4 18 — — 23 106 37 166

2006/07 年度核定临

时职位
b
 — 1 3 3 1 1 — 9 5 — 14

2007/08 年度拟议临

时职位
b
 — 1 3 3 1 1 — 9 5 — 14

净变动 — — — — — — — — — — —

共计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5 57 159 392 135 — 748 1 745 416 2 909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5 58 163 410 135 — 771 1 851 453 3 075

净变动 — — 1 4 18 — — 23 106 37 166

总计(一至二) 

2006/07 年度核定数           4 841

2007/08 年度拟议数           5 007

净变动     166

 a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b
 由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项下供资。 

 c
 包括预算和费用控制科、航空安全股和行政协调股。 

 d
 包括部门和外地行政办公室、调查委员会股、合同管理股、财产管制和盘存股和当地财产调查/索赔审查委员会。 

 

理由说明 

国际工作人员：增设 23 个员额 

17. 增设的 23 个员额（1 个 P-4、1 个 P-3、3 个 P-2 和 18 个外勤人员）产生于：

安保和安全科增设 1 个员额（外勤人员），行政司长办公室增设 1 个员额（P-2），

行政副司长办公室增设 11 个员额（外勤人员），行政事务处增设 4 个员额（2 个

P-3、1 个 P-2 和 1 个外勤人员），综合支助事务处增设 6 个员额（1 个 P-2 和 5

个外勤人员），行政事务处 1 个员额从 P-3 改叙为 P-4。 

18. 在安保和安全科，拟议增设 1 个基桑加尼消防站（布尼亚地区）消防队长的

员额（外勤人员）。他/她负责在基桑加尼建立目前还不存在的有组织的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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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其中包括对特派团设施以及在其责任区内的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的设

施拟定建筑场地和疏散计划、实施疏散演习和定期进行消防安全检查。他/她还

将实施消防安全培训方案，包括持续培训当地招聘的消防队员，使他们达到国际

标准，专门培训所有安保人员和对特派团及其责任区内的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

案的所有人员进行防火培训。 

19. 在行政司长办公室，拟议行政协调股增设 1 个行政干事员额（P-2）。由于

2006/07 年度行政司改组，向 3 个新成立的地区行政办公室下放权力和增加外地

行政办公室的数目，这就需要行政司长加强对地区和外地办公室的监督。在这种

情况下，目前由 1 名行政干事（P-3）、1 名审计协调助理（外勤人员）和 1 名办

事人员（本国一般事务人员）组成的行政协调股就需要加以强化，增设 1 个行政

干事员额（P-2），他将确保地区和外地行政办公室遵守行政司长的决定、提供行

政问题的政策指导，并随时向行政司长通报外地的重大行政问题和事态发展。他/

她还将协助特派团的政策审查、协调对审计和调查工作的支助、协调响应和落实

审计建议及编写标准作业程序。 

20. 在行政副司长办公室，拟议地区和外地行政办公室增设 10 个员额（外勤人

员）和调查委员会股增设 1 个员额（外勤人员）。 

21. 地区和外地行政办公室增设的 10 个员额（外勤人员）为行政助理，部署情

况如下： 

 (a) 金沙萨地区 4 个（金沙萨地区行政办公室、金沙萨外地行政办公室、卡

南加和班顿杜），原因是西区旅军事特遣队的地域分布较广，班顿杜省的政治作

用增强，而特派团班顿杜省外地办事处目前没有专门的行政协调人员； 

 (b) 布尼亚地区 4 个（布尼亚地区行政办公室、布尼亚外地行政办公室、戈

马和贝尼），原因是北基伍的军事特遣队地域分布较广，布尼亚地区的有些办公

室目前没有专门的行政协调人员； 

 (c) 布卡武地区行政办公室 1 个，原因是军事特遣队在该地区重新部署，包

括向加丹加增派部队； 

 (d) 恩德培经扩编的后勤中心行政办公室 1 个。 

行政助理需要具备后勤、人事管理和财务几个方面的能力，负责外地办事处的各

项活动、资产和人事工作。这些外地办事处平均拥有 50 至 80 人，其中包括实务

人员、联合国警察和军事观察员，在有些情况下还有一个连的军事人员与他们共

驻在一个地点。 

22. 调查委员会股增设一个调查委员会助理（外勤人员）的员额，以便精简和加

速处理收到的案件、提高所发报告的质量并确保对委员会的建议采取适当后续行

动。为此，该助理将协助建立一个全面的数据库系统，其中列有 1999 年度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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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处理完毕的所有案件的信息，作为一项业务工具跟踪委员会建议的落实情况，

同时提供案件发生和上诉的趋势和准确报告处理中案件的状况，包括部队派遣国

提出的死亡和伤残索赔要求及其付款情况。 

23. 在行政事务处，拟议增设的 4 个员额（2 个 P-3、1 个 P-2 和 1 个外勤人员）

如下：人力资源科 1 个员额（P-3）、福利股 1个员额（P-3）、笔译和口译股 1 个

员额（P-2）和医务科一个员额（外勤人员）。还拟议把人力资源科的一个 P-3 员

额改叙为 P-4。 

24. 按照咨询人全面审查特派团的人员配置和组织结构后提出的建议，拟议在特

派团总部人力资源科增设一个人力资源/特别项目干事的员额（P-3），目的是增

强该科应对特派团工作人员的问题、士气和留用的能力。在这方面，这位干事将

组织和管理工作人员协商和申诉程序；谈判解决上诉或投诉问题；向工作人员提

供咨询意见；审查纪律案件和（或）指控的不当行为案件；提出、处理、监测、

审查和追踪晋级管理和特别职位津贴案例的行动并向地方附属小组提出建议；把

职务说明标准化和制定标准业务程序。他/她将定期提供情况介绍和经简化的指

导文件，以便帮助工作人员更好地了解工作人员应享待遇和各种工作人员合同格

式等问题，并将通过匿名调查和正式外联活动定期监测和跟踪工作人员的满意程

度。还拟议把培训股股长的员额从 P-3 改叙为 P-4，原因是需要与在该国驻留的

联合国基金、机构和方案协调设计、编写和执行特派团综合培训中心的培训方案，

其中包括根据特派团的业务需要开展文职人员、军事人员和警察的培训活动，包

括本国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2007/08 年度，培训股将负责执行约有 5 370 人参

加的培训方案，而 2006/07 年度预算拟议培训的仅 2 530 人左右。 

25. 在福利股，拟议增设 1 个领导该股的福利干事员额（P-3）。该股目前仅有 1

个本国办事员员额（本国一般事务人员），有必要加强该股的力量，以便实施改

善特派团人员福利和提高士气的举措，降低特派团的高更替率和减少与精神压力

相关的医疗后送、住院和治疗的人数。这些举措将包括在特派团每个办事处建立

福利中心和设施以及组织体育、文化、社会和烹调活动。 

26. 在笔译和口译股，拟议增设一个协理口译员/笔译员的员额（P-2）。该股目

前仅有 1 名口译员/笔译员（P-3）和 1 名语文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有必

要加强该股的力量，原因是特派团使用联合国两种正式语文，而特派团高级职位

上的双语人员不足。结果，高级别会议所需的口译服务，如支持过渡国际委员会

和支持安全部门改革和基本立法的会议，目前由特派团不同实务部门的双语人员

担任。考虑到双语人员在各自部门现有的工作量，这些安排被视为不合适且不能

长期持续。 

27. 在医务科，拟议在特派团总部增设一个医疗后送协调员的员额（外勤人员），

以便补充已核准的特派团医疗后送协调员的员额。鉴于军事特遣队在各地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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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后 2006 年度医疗后送次数增加（2006 年平均每个月后送 38 次，而 2005 年

为 30 次），而且须维持一天 24 小时和一周七天的医疗后送能力，因此需要这个

员额。医疗后送协调员负责对任务区所有人员进行及时高效的医疗后送，包括协

调伤病员运输的所有技术细节、监督伤病员空运后送小组并与医疗后送小组和其

他有关部门联络。协调员还向特遣队所属一级医疗设施的人员提供医疗后送程序

的培训，并且负责处理任务区内外医疗后送的有关费用。 

28. 在综合支助事务处，拟议增设 6 个员额（1 个 P-2 和 5 个外勤人员）如下：

航空科 2 个员额（1 个 P-2 和 1 个外勤人员）；调度科 2 个员额（外勤人员）；运

输科 1 个员额（外勤人员）和财产管理科 1 个员额（外勤人员）。 

29. 在航空科，拟议增设 1 个首席规划干事员额（P-2）和 1 个人力资源干事员

额（外勤人员），他们都部署在金沙萨的特派团总部。首席规划干事将对拥有 7

架飞机的金沙萨地区的飞行规划、机组人员情况介绍、负载控制和飞行业务加强

全盘控制和管理。人力资源干事需要管理全特派团的航空工作人员，具体重点是

使人员的技术条件符合员额要求、监测人员配置水平和工作条件以确保它们符合

国际标准和条例、协调在职培训和参加外部培训课程，并查明缺少的条件和培训

需要。 

30. 在调度科，拟议在恩德培后勤中心增设 2 个运输干事员额（外勤人员）。一

人全面监督拟议成立的新的重型车辆运输股，另一人领导拟议增设的重型车队，

这个由 5 名本国司机（见下文）和 1 名运输助理（联合国志愿人员（见下文））

组成的重型车队把货物从恩德培后勤中心通过公路运送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

的特派团驻地。拟议加强恩德培后勤中心的重型车辆运输股是为了减少特派团目

前在该国东部使用商业运输承包商运输货物的情况。特派团为减少空运费用，越

来越多地使用陆路运输货物。按每月 260 吨货物运输能力计算，这将使特派团缩

短 2-3 天的运输时间和减少 45％的对东部业务运输费用（1个月约 43 000 美元）。 

31. 在运输科，拟议在金沙萨外地行政办公室专用车辆设备维修股增设 1 个运输

助理的员额（外勤人员）。该助理将领导新成立的机动小组，该小组的职能是监

测、诊断和修理该国西部各个外地办公室配置的专用设备，包括材料处理设备、

工程车辆和设备以及空运辅助设备。关于空运辅助设备，成立机动小组将减少机

场材料处理设备的停工期，从而减少因设备损坏取消和推迟飞行的次数。 

32. 在财产管理科，拟议在金沙萨特派团总部增设1个仓库主管员额（外勤人员）。

该主管将在审查特派团仓库标准和做法方面发挥监督和指导作用，目的是减少存

货、缩短处理时间和减少劳力费用。他/她将负责建立整个特派团仓库管理政策

和程序，监测这些程序的实施和维持，并确保不断审查各级补给品持有者的存货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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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工作人员：增设 106 个员额 

33. 共增设 106 个员额（3 个本国干事和 103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其中安保和

安全科 31 个（1 个本国干事和 30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行政副司长办公室 1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行政事务处 6 个（2 个本国干事和 4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

员），综合支助事务处 68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34. 有鉴于联合国综合安全管理系统的实施要求特派团扩大对在该国的联合国

各机构、基金和方案的安全和安保服务，并鉴于该国内部犯罪活动的增加以及每

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运作的安保行动室的设立，拟议为安保和安全科增设 31 个

员额（1 个本国干事和 30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这 31 个增设员额包括 1个安保

干事（本国干事）、28 个警卫（本国一般事务人员）、1 个消防助理（本国一般事

务人员）和 1 个行政办事员（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安保干事（本国干事）将驻

在金沙萨地区的马哈吉办事处，28 个警卫（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将派驻如下：4

个在金沙萨地区（1 个在班顿杜、1 个在基奎特、2 个在姆布吉-马伊）、15 个在

布卡武地区（4 个在布卡武、8 个在卢本巴希、3 个在乌维拉）、5 个在布尼亚地

区（3 个在戈马、2 个在贝尼）、4 个在恩德培后勤中心。19 名警卫中的 9人将在

姆布吉-马伊、布卡武、卢本巴希、乌维拉、恩德培等机场和贝尼的马维维新机

场担任机场警卫。他们将替换当前外雇的警卫和/或日工，因为后者的服务不到

位或不尽如人意。增设的消防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将驻在布卡武，负责建

立目前布卡武尚不存在的消防服务体系。增设的行政办事员（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将驻在特派团在金沙萨总部的消防和安全股内，为首席消防干事提供文书及行政

支助。 

35. 行政副司长办公室将增设 1 个司机/办事员（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员额，以

便促进行政副司长办公室与位于金沙萨不同设施内的各行政事务处、综合支助事

务处、安保和安全科以及法律和调查科之间的互动。任职者将处理、递送、跟踪

并跟进在各个科之间传递的文件。该员额将补充该办公室中已核定的行政办事

员员额，后者的职责将侧重于处理副司长办公室内部的来往文件和支助活动。 

36. 在行政事务处，拟议增设 6 个员额（2 个本国干事、4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如下：医务科 5 个员额（2 个本国干事、3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笔译和口译股

1 个员额（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37. 在医务科，拟议增设 2 个医务干事员额（本国干事）、1 个 X 光技术员员额（本

国一般事务人员）、1 个护士员额（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和 1 个救护车司机员额（本

国一般事务人员）。两名医务干事将对金沙萨商业三级医院平均每月 40 名住院病

人加强监测，并在金沙萨地区提供门诊服务。目前对住院病人的监测是由首席医

务干事和高级医务干事进行的，这使得他们无法充分履行监督和管理职能。X 光

技术员（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将驻在金沙萨外地行政办公室，操作并维护特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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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X 光设备，为目前不得不使用金沙萨商业三级医院 X 光服务的工作人员提供更

为及时和高成本效益比的 X 光成像服务。护士和救护车司机将驻在班顿杜外地办

事处（金沙萨地区），班顿杜目前尚没有医务人员为驻扎在这一偏远地点的工作

人员和军事观察员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护士还将前往同一地区内目前没有医疗服

务的其他地点。 

38. 在笔译和口译股，拟议增设 1 个语文助理员额（本国一般事务人员）以加强

该股，理由同上文第 26 段中所述。 

39. 在综合支助事务处，拟议增设 68 个员额（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如下：航空

科 8 个、调度科 5 个、运输科 48 个、通信和信息技术科 7个。 

40. 拟议通过增设 8 个员额（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和 21 个联合国志愿人员职位

（见下文）加强地区和外地行政办公室和恩德培后勤中心的航空科。这些员额和

职位将主要驻在前方飞行基地。目前这些地点人员编制不足，导致基地未得到充

分利用。提高这些前方基地的利用率可以减少从金沙萨、布尼亚和恩德培的主要

机场（飞机当前驻扎地点）的空飞转机数量，从而提高特派团空中运输服务的成

本效益。撰文加强该科还可以改善特派团昼夜航空业务的安全和安保，以符合国

际民用航空组织有关飞行业务人员值班小时数的限制规定。拟议增设的 8 个员额

为地勤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将部署如下：1 个在金沙萨外地行政办公室、

4 个在布尼亚地区（2 个在戈马、1 个在布尼亚、1 个在贝尼）、3个在布卡武地区

（1 个在卢本巴希、2 个在布卡武）。这些地勤助理将监控在停机坪和停机坪区域

的地面活动，包括旅客及车辆情况，以确保安全有效的作业。 

41. 在调度科，拟议增设 5 个重型车辆司机员额（本国一般事务人员），作为拟

议在恩德培后勤中心增设的向该国东部陆路运输货物的重型车队的一部分，理由

同上文第 30 段中所述。 

42. 在运输科，拟议增设 48 个司机/技工员额（本国一般事务人员），部署如下：

21 个在金沙萨地区（16 个在金沙萨外地行政办公室、2 个在姆班达卡、3个在姆

布吉-马伊）、9 个在布尼亚地区（1 个在阿鲁、2 个在马哈吉、6 个在贝尼）、17

个在布卡武地区（3 个在布卡武、2 个在马诺诺、8 个在卢本巴希、4 个在乌维拉）、

1 个在基加利联络处。拟议增加司机/技工将使司机加班时间减少，从而提高道路

交通安全并减少车辆事故率，还可使特派团保持轻型车 95％的可用率，而不必向

当前那样寻求外部承包商的服务。 

43. 在通信和信息技术科，拟议增设 7个员额（本国一般事务人员）：6 个在通信

股、1 个在信息技术股。通信股的 6 个员额包括 3 个办公设备技术员（金沙萨、

布尼亚和布卡武地区办事处各 1 个）、布尼亚和布卡武地区办事处的 2 个替代能

源技术员和金沙萨地区办事处的 1个行政办事员。目前金沙萨、布尼亚和布卡武

地区办事处没有办公设备技术员，布尼亚和布卡武地区办事处没有替代能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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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金沙萨地区办事处没有行政办事员。这些地区的技术支持目前都是由 4 个核

定的办公设备和替代能源技术员员额（本国一般事务人员）提供的，这 4 个员额

的任职者驻在金沙萨，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大量出差以维护特派团所在地的所有设

备。通过更快地满足预防性和纠正性维护需求，增设的员额将使特派团能把各地

区的设备故障率由目前的 20％降低到 10％，同时减少维修所需的差旅费。现有

的 4 个技术员将为金沙萨外地办事处的多个地点提供支助。信息技术股增设的信

息技术技术员员额（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将驻在比勒陀利亚联络处，任职者将提

供操作系统、网络安全、Lotus Notes、数据备份和恢复以及局域网/广域网等方

面的专业技能。 

联合国志愿人员：增设 37 个职位 

44. 由于行政事务处增设 9 个职位，综合支助事务处增设 28 个职位，共增设 37

个职位。 

45. 在行政事务处，拟议在医务科增设 3 个职位、在联合国志愿人员支助股增设

4 个职位、在福利股增设 2 个职位。 

46. 在医务科，拟议增设 2 个医务干事和 1 个环保助理职位。2 个医务干事将驻

在戈马（布尼亚地区）和布卡武外地办事处，当前那里的医疗服务是由在这些地

点设立的特遣队所属二级和三级医院提供的。增设的医务干事将向布尼亚和布卡

武地区办事分处工作人员提供基本的一级医疗服务，管理这些办事分处的医疗事

务，并视需要向二、三级医院进行转诊和后送。环保助理将驻在布卡武地区行政

办公室，协调对在该国东部的特派团和特遣队地点进行检查，包括检查厨房、水

处理、垃圾处理和杀虫剂使用情况，以评估环境卫生和职业病危险。他/她还将

帮助进行食物检验。 

47. 在联合国志愿人员支助股，拟议增设 2 个行政干事职位，为特派团中的联合

国志愿人员协调行政和人事支助；增设 1 个财务干事职位，处理志愿人员的工资

和财务索赔；1 个新闻干事职位，协调志愿者的宣传活动、项目和福利活动。这

4 个职位将补充该股已核定的 2 个行政干事职位。鉴于构成特派团人员组成一部

分的联合国志愿人员数量越来越多（2007/08 年拟议 604 个联合国志愿人员职

位），上述职位的增加是必要的。考虑到各个维和行动中志愿人员数量，这一增

加将使该股人员数量与其他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人员水平具有可比性，而且符合

联合国志愿人员波恩方案的规定。 

48. 在福利股，拟议增设 2 个福利助理职位，帮助上文第 25 段拟议增设的福利

干事（P-3）在各地区实施福利举措。 

49. 在综合支助事务处，拟议增设 28 个职位：21 个在航空科、1个在调度科、5

个在运输科、1 个在财产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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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在航空科，拟议增设 21 个职位，理由同上文第 40 段中所述：1 个培训干事、

1 个负荷任务规划干事、1个预算干事、3 个机场地勤干事、5 个技术合规干事和

10 个规划干事。培训干事将协助新的人力资源干事（外勤人员，见上文第 29 段）

管理航空科培训计划，以依照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建议及维

持和平行动部的指导方针确保航空科人员保持 新的资格和证书。负荷任务规划

干事将驻在金沙萨外地行政办公室，提供有关货物和乘客的信息，以按照特派团

的要求改进空中资产规划。预算干事将驻在布尼亚地区办事处，对该国东部的航

空预算进行预测和管理（特派团的大部分航空资产和部队都部署在该国东部），

以提高特派团空中业务的成本效益比。3 个机场地勤干事将驻在布尼亚地区（在

布尼亚、戈马和基桑加尼的外地行政办公室），负责确保停机坪和停机坪区域地

面活动的安全并进行有效管理，还将对军用机场支助股和机场服务承包商进行质

量保证评估。5 个技术合规干事将被部署在金沙萨外地行政办公室、布尼亚地区

（1 个在戈马，1 个在布尼亚）、布卡武外地行政办公室和恩德培后勤中心。他们

将对提交给金沙萨总部的飞机使用报告的认证和整合进行管理，监测油耗和飞机

利用率，就飞机承包事项为空运业务人员提供指导。10 名规划干事将部署在金沙

萨地区（2 个在金沙萨外地行政办公室）、布尼亚地区（2 个在基桑加尼、3 个在

戈马、1 个在贝尼）、布卡武外地行政办公室和恩德培后勤中心。他们将规划和协

调所有民用和军用飞机的飞行，并为所有空中作业提供 24 小时服务。 

51. 在调度科，拟议增设一个运输助理职位，作为拟议在恩德培后勤中心建立的

重型车队的一部分，该车队将用于向该国东部陆路运输货物，理由同上文第 30

段所述。 

52. 在运输科，拟议增设 5 个运输助理职位，部署如下：2 个在金沙萨地区偏远

的马塔迪外地办事处（那里目前没有运输助理）和姆班达卡外地办事处（需要这

一职位任职者以支助附近的办事分处）；2 个在布尼亚地区的贝尼（需要这些职位

的任职者来支助附近卢贝罗、布滕博和戈马较小的办事分处，以调度和控制车队

并对当地新建的行车监督记录系统和燃料记录进行监测和数据分析）；1 个在布卡

武（对当地新建的行车监督记录系统和燃料记录进行监测和数据分析）。运输干

事将分析来自行车监督记录系统和燃料记录的数据，并报告交通和安全违规行

为，从而有助于减少每月事故数量和车辆油耗。 

53. 在财产管理科，拟议在特派团金沙萨总部增设 1 个库存控制干事职位，任职

者将通过搜集、整理及分析库存和消耗数据、协助拟订、实施并检测业绩和库存

指标、确定和衡量库存管理业绩等途径来协助新的仓库主管（外勤人员，见上文

第 32 段）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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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所需资源 
 

 A. 总表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7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支出 分配数 费用估计数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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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类别 ⑴ ⑵ ⑶ ⑷=⑶-⑵ ⑸=⑷÷⑵ 

军事和警察人员  

 军事观察员 42 456.7 43 874.0 44 618.2 744.2 1.7 

 军事特遣队 369 763.9 382 578.9 392 811.5 10 232.6 2.7 

 联合国警察 16 638.8 21 173.8 20 841.8 (332.0) (1.6) 

 建制警察部队 19 683.7 18 199.0 18 388.2 189.2 1.0 

 小计 448 543.1 465 825.7 476 659.7 10 834.0 2.3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121 782.9 140 784.5 154 381.0 13 596.5 9.7 

 本国工作人员 18 368.7 29 440.1 32 634.0 3 193.9 10.8 

 联合国志愿人员 23 080.4 19 691.7 21 467.5 1 775.8 9.0 

 小计 163 232.0 189 916.3 208 482.5 18 566.2 9.8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7 174.3 2 102.0 2 108.7 6.7 0.3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 

 咨询人 219.6 317.2 317.2 — — 

 公务差旅 7 144.0 4 056.9 4 154.0 97.1 2.4 

 设施和基础设施 105 738.5 93 058.8 93 000.6 (58.2) (0.1) 

 地面运输 24 152.5 17 165.1 21 785.4 4 620.3 26.9 

 空中运输 224 411.4 244 775.9 230 553.2 (14 222.7) (5.8) 

 海上运输 2 359.8 2 729.0 1 963.4 (765.6) (28.1) 

 通信 29 069.3 28 814.4 32 865.2 4 050.8 14.1 

 信息技术 8 692.3 7 495.7 8 247.3 751.6 10.0 

 医务 13 819.6 15 114.0 17 657.8 2 543.8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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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 分配数 费用估计数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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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类别 ⑴ ⑵ ⑶ ⑷=⑶-⑵ ⑸=⑷÷⑵ 

 特种装备 4 828.5 7 199.6 6 452.0 (747.6) (10.4)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14 656.4 11 672.2 12 245.7 573.5 4.9 

 速效项目 999.0 1 000.0 1 000.0 — — 

 小计 443 265.2 435 500.8 432 350.5 (3 150.3) (0.7) 

 所需资源毛额 1 055 040.3 1 091 242.8 1 117 492.7 26 249.9 2.4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7 035.5 18 760.0 21 039.9 2 279.9 12.2 

 所需资源净额 1 038 004.8 1 072 482.8 1 096 452.8 23 970.0 2.2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

 物捐助
a
 3 237.5 3 005.1 2 914.8 (90.3) (3.0) 

 所需资源共计 1 058 277.8 1 094 247.9 1 120 407.5 26 159.6 2.4 

a 
是 Hirondelle 基金会提供的捐赠，用于支持联刚特派团的广播电台事务。 

  延迟部署系数、更替率和空缺率平均数 

类别 2006/2007 年 2007/2008 年 

军事和警察人员  

 军事观察员 5.0 3.0 

 军事特遣队 0.0 3.0 

 联合国警察 10.0 10.0 

 建制警察部队 0.0 0.0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20.0 17.0 

 本国工作人员 6.0 10.3 

 联合国志愿人员 10.0 10.0 

 临时职位
a
 3.0 0.0 

a 
在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项下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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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未编入预算的捐助 
 
 

54.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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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数 

部队地位协定
a
 1 940.2 

 共计 1 940.2 
 

a 
指金沙萨、布卡武、戈马、卡莱米、金杜、基桑加尼、姆班达卡、伊图里地区、

卡南加、乌干达卡塞塞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基戈马等地的外地办事处总部、

部队宿舍、后勤基地以及机场和侯机楼的租金估计数。 

 

 C. 特遣队所属装备：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55．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所需经费根据主要装备（湿租赁）

和自我维持的标准偿还率计算，共计 142 299 700 美元，详细情况如下： 

(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数 

主要装备  

军事特遣队 62 745.3 

建制警察部队 4 076.4 

 小计 66 821.7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伙食供应(厨房设施) 5 447.6 

 办公室设备 4 494.3 

 电器 4 207.6 

 小型工程 2 891.1 

 洗衣和清洁 4 599.5 

 帐篷 2 128.1 

 住宿 3 631.7 

 杂项一般物品 9 078.7 

 身份查验 1.4 

 防御工事用品  3 2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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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估计数 

通信  

通信 16 145.0 

医务  

医务处 13 142.6 

特种装备  

爆炸物处理 1 149.1 

观察 5 302.9 

 小计 75 478.0 

 共计 142 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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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004 年 1 月 1日 — 

 频繁使用状况因素 1.3 2004 年 1 月 1日 —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素 3.1 2004 年 1 月 1日 — 

B. 与所在国有关  

 递增运费因素 0.5-3.5  

 
 

 

 D. 培训 
 
 

56.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培训所需经费估计数如下： 

(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数 

咨询人  

 培训咨询人 317.2 

公务差旅  

 公务差旅、培训 835.2 

其他用品、事务和设备  

 培训费、用品和事务 460.7 

 共计 1 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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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本类别下所需资源主要用于与下列方面有关的培训：法治、人权、民政、儿

童保护、重返社会、解除武装、复员、遣返和重新安置、两性平等事务、通信和

信息技术、安保、人员和培训管理、语文课、采购、陆运、供应、合同管理、医

疗服务、工程、财产管理、调度、航空安全、航空业务、防止性剥削和性凌虐、

财务和薪金制度、后勤规划和管理技能。 

 

 E. 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 
 
 

58.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

和重返社会所需业务费用估计数如下： 

（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数 

设施和基础设施  

 房地租金  30.6 

 改建和整修 4.6 

 维修用品 103.1 

 维修事务 1.5 

陆运  

 车辆租金  67.2 

 汽油、机油和润滑油 10.4 

通信  

 新闻事务 5.0 

医务  

 医疗事务 10.0 

 医疗用品 15.0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印刷和复印 25.0 

 口粮 70.0 

 其他事务(口译/宣传者) 180.0 

 共计 522.4 

 
 

59. 所需资源用于支付下列方面的业务费用：大约 8 000 名至 10 000 名留在刚

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外国前战斗人员自愿解除武装、复员和被遣返原籍国，按

每名战斗人员 多有三名家属计算；保管及销毁参加全国解除武装、复员和复

员援助方案的刚果战斗人员交出的武器；短期租赁和维持场地和 多六个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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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时集结区以接收战斗人员及其家属；建筑物改建小工程；租赁卡车，将留

在戈马和布卡武的剩余前战斗人员运回各自的原籍国；向前战斗人员特别是妇

女、家属和儿童提供每人提供两天的食品和饮用水以及医疗帮助、用品和服务；

用民族语言摄制影片和编制小册子/传单，以及短期雇用本国口译/宣传人员，

以进行关于解除武装、复员和遣返方面的宣传。联刚特派团实施解除武装、复

员、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产出列于框

架构成部分 1（和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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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差异分析 1 
 

 

提示 

 本节按下列四个标准类别所包含的具体标准选项，说明造成每项资源差异

的 主要因素： 

 • 任务：任务规模或范围发生变化，或任务致使预期成绩发生变化导致

的差异； 

 • 外部：联合国以外各方或各种情况导致的差异； 

 •  费用参数：联合国条例、细则和政策导致的差异； 

 • 管理：管理部门为了以更高成效（如调整某些产出的优先次序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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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计划成果而采取的管理行动导致的差异，以

及（或）执行方面的问题（如低估了为实现一定产出所需投入的成本

或数量，或人员征聘延迟）导致的差异。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13 596.5 9.7% 

• 费用参数：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60. 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因素是，费用估计数是在 2005/06 年度实际支出基础上

按较高的薪金、工作人员薪金税和一般工作人员费用的费率计算的，其中包括离

职后健康保险债务 8％的收回系数。估计数已考虑到 125 700 美元的效率收益，

这是将 1 个国际员额转为本国员额后产生的成果。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3 193.9 10.8% 

• 费用参数：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61. 造成差异的主要因素是采用 2006 年 10 月开始生效的订正薪金表，其中反映

出本国工作人员薪金、一般工作人员费用和工作人员薪金税增加约 13％。 

 差异 

联合国志愿人员 1 775.8 9.0%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以千美元计。差异分析的门槛值是上下 5％和 100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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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增加 

62．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因素是拟议增设 37 个志愿人员职位。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58.2) (0.1%) 

63. 所需经费已考虑到效率收益 365 700 美元，因为采用特派团囤储率后减少了

战略囤储水平和对发电机备件的需求。 

 差异 

陆运 4 620.3 26.9%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增加 

64. 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因素是，必须更换 207 辆待注销的汽车，这些汽车的

使用期限已过，或行车里程超过了 120 000 公里，或因事故而严重毁坏。估计

数已考虑到效率收益 1 651 300 美元，因为通过监测安装于所有联合国所属轻

型车辆的行车监督记录使汽油管理得到改善，减少了每辆汽车每日汽油平均消

耗量。 

 差异 

空中运输 (14 222.7) (5.8%)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65．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因素是 18 024 400 美元的效率收益，因为特派团将在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更多使用地面运输，从而将减少飞行时数（从编入 2006/07

年预算的飞行时数 45 000 小时减至 41 544 小时）和机队（从编入 2006/07

年预算的 24架固定翼飞机和 47架旋转翼飞机减至 22架固定翼飞机和 46架旋

转翼飞机）。 

 差异 

海上运输 (765.6) (28.1%)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66.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因素是，特派团已审查了它的海运业务，并将其包用

船只从 2006/07 年的 7 艘快船和 6 艘推船减至 2007/08 年的 4 艘快船和 3 艘推

船/载驳货船。 

 差异 

通信 4 050.8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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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增加 

67. 产生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必须更换 1 650 件待注销的通信设备，因为它们

的使用期限已过，其中包括替换陈旧的中继网络，这些中继网络故障率高，经

常造成无线电通讯联系丧失，对安全造成危险，并对特派团的行动产生不利影

响。估计数已考虑到效率收益 66 800 美元，这是因为采用特派团囤储率后减少

了战略囤储水平和对新闻方面的备件的需求。  

 差异 

信息技术 751.6 10.0%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增加 

68. 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因素是，必须更换待注销的 1 004 台台式计算机、153

台膝上型计算机、1 005 台显示器、35 台掌上机、26 台服务器和 2 件工具，因

为这些设备陈旧过时，或使用期限已过。估计数已考虑到效率收益 633 600 美

元，这是因为采用特派团囤储率后，减少了战略囤储水平和对备件的需求。  

 差异 

医务 2 543.8 16.8%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增加 

69．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因素是，偿还军事人员和建制警察部队人员自我维持费

用的估计数额增加，因为为支助各个地点（金沙萨除外）的军事人员的三级医院

编列的经费是根据部署于南北基伍和基桑加尼、伊图里、卡莱米和卡米纳的军事

特遣队、建制警察部队和军事观察员的人数计算的，而 2006/07 年预算中编列的

经费只根据南北基伍各旅军事人员和支助部队的人数计算。 

 差异 

特种装备 (747.6) (10.4%)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减少 

70. 产生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偿还军事人员和建制警察部队人员的自我维持费用

是根据特派团的经验计算的，估计数额有所减少，其中考虑到在爆炸物处理类别

和观察类别上有些特遣队没有达到自我维持标准。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573.5 4.9% 

71．所需经费已考虑到效率收益 980 800 美元，这是因为采用特派团囤储率后

减少了战略囤储水平和对服饰及个人防护设备的需求。另外还考虑到效率收益

295 500 美元，这是因为特派团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更多使用重型车辆，减少

了特派团对货物转运承包商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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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72. 关于联刚特派团经费的筹措问题，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批款 1 117 492 700 美元，作为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

12 个月期间特派团的维持费用； 

 (b) 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延长联刚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则应按每月93 124 391

美元的标准摊派上文(a)段所述的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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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为落实大会第 60/266 号决议中的决定和要求、获得大会赞

同的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要求和建议以及联合国

审计委员会和内部监督事务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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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建议  为落实各项要求/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第二节：预算编列   

审查人员需求、员额职能和职等，以反映不断

演变的任务授权和业务需要、以及实际履行的

责任和职能，从而确保 经济有效地使用资源

（第 2段）。 

 外部咨询人于 2005 年底全面审查了联刚特派团的

人员编制和组织结构。2007/08 年拟议人员需求反

映了咨询人的建议，包括重组行政司，同时自特派

团总部向一线单位下放权力。 

在关于维和行动、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

基地以及支助账户的所有执行情况报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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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财务数据

的补充资料（第 3段）。 

 2005/06 年期间联刚特派团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A/61/672）列入了月度支出模式的资料。关于当

期实际支出情况的现有 新财务数据将在审议预算

提案时提供。 

第十二节：备件   

就所有特派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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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拟议预算量不超过 佳

库存量（第 1段）。 

 联刚特派团将审查并改进其仓库管理标准，执行特派团

库存比率，以降低战略储备水平和备件需要量。

2007/08 年拟议预算反映出对设施和基础设施、地面

运输以及通信和信息技术设备备件的需要量有所减少。 

第十三节：更好地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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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段）。 

 2007/08 年预算中拟议的培训需求包括联合国训练

研究所为所有人员提供的电子学习方案以及国际航

空运输协会提供的航空作业电子学习方案。 

 
 

 B.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A/60/888） 

要求/建议  为落实各项要求/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咨询委员会指出该特派团总部的组织结构仍

非常复杂，一些职能之分散似乎毫无必要（第

21 段）。 

 特派团从金沙萨总部提供的支助范围广泛。金沙萨

不仅是特派团总部所在地，而且是若干其他业务部

门，包括西部旅的三个营和两个建制警察单位的基



A/61/767  
 

48 07-25247
 

地。还设立了一个金沙萨地区办事处，以支助西部

地区的各个外地办事处。 

一些职能，如航空规划、飞行跟踪和乘客预定必须

集中在特派团总部。在诸如采购等其他一些领域，

已通过利用现有能力满足该地区的要求，而不是在

地区一级或办事处一级单独设立一个股来执行这些

职能，来努力避免职能重复。 

咨询委员会对差旅支出缺乏预算控制的现象

表示关切，相信将会采取得力措施予以解决

（第 43 段）。 

 特派团已采取有关措施，以确保所有未编入预算的

不可预见的差旅活动均有充分理由，并逐个进行审

查和批准。 

咨询委员会要求在本组织总部的指导下对空

运支助职能进行审查，以确立 有效率的运行

模式（第 49 段）。 

 将在 2006/07 年第三季度作为维持和平行动部质量

保障方案的一部分，对联刚特派团的航空业务进行

审查。2006/07 年期间还将审查其他四个维持和平

特派团的航空业务。 

咨询委员会认为，速效项目间接费用应该保持

在 低限度，应该努力物色实施伙伴，包括当

地伙伴，以分担这些项目的管理费用。委员会

还注意到一个协调网络已经建成。 

 特派团将把速效项目股中的速效项目管理人员的员

额（P-3)转为本国员额(本国干事），以期减少速效

项目的管理费用。 

咨询委员会欢迎这一发展，并指出，在原先的

速效项目转变成持续性项目后，原由特派团对

速效项目进行中央工作调度和执行情况监测

的任务，现已可在不影响当地人民和经济的情

况下，由其他联合国实体承担（第 54 段）。

 自 2005 年年中以来，联刚特派团已采取步骤在项目

审查委员会中吸收其他实体代表。人道主义事务协

调厅参加了委员会所有会议，确保一线工作不出现

重叠，并确保将联刚特派团的项目纳入刚果民主共

和国行动计划。不过，在选举活动和军事行动正在

进行的时候，尤其是在缺少来自民间社会的执行伙

伴的伊图里地区，联刚特派团仍然需要直接参与速

效项目的批准、执行和监测过程。 

如果决定将速效项目的期限延长到两年以上，

应该尽量确保此类项目符合本类型活动的原

始概念并与其他发展机构或人道主义援助机

构在任务区开展的活动相协调（第 55 段）。

 拟议预算包括拟于 2007/08 年实施的速效项目的经

费 100 万美元，以维持特派团为支持选举后的过渡

而作出的持续努力。这些项目将符合这类活动的原

始概念，其选择和实施将补充任务区内的其他发展

机构和人道主义机构的工作。 

  自速效项目方案于 2001 年开始实施以来，速效项目

对于提高联刚特派团的可见度至关重要，使得联刚

特派团的维和人员能够在其行动区建立社区对他们

的信任，有助于当地非政府组织并特别是在由于安

全问题和交通状况而联合国专门机构较少的边远地

区，获得对小规模项目的资助。 

  速效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重建项目，有助于开

放新的社区，改善交通状况以便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并鼓励流离失所者回到原居住区，同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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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特派团在乡村和偏远地区的存在为人道主义机构

提供了安全保障。这些项目还帮助提高了当地非政

府组织管理捐款资金的能力，并鼓励国际社会继续

提供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如联合国人口基金提供

了医用设备，儿童基金会提供了学校物资，粮食计

划署提供了食品方案，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乡村

取水点，以便保持速效项目的干预效应。联刚特派

团实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担任了联合国专门机构主持

的专题小组的成员（或共同主席)，从而确保采取协

调的行动，这将使其他发展机构和人道主义机构可

以接管有关工作。 

计划于下一个预算期间举办的培训范围广

泛，参与人员众多，咨询委员会对此印象

深刻。但是，委员会无法确定培训班的各

个组成部分是否具有不同的优先次序；此

外，没有提供理由说明为什么一定数量的

人员需要参与特定课程的培训。 

 联刚特派团的培训方案是根据其优先事项和业务要

求制定的。联刚特派团将选送少数工作人员参加外

部培训，他们回来后将培训特派团中的多数工作人

员，从而提高特派团人员的实务和技术技能。例如，

委员会所提到的参加人权问题或性剥削和性凌虐方

面的培训讨论会的少数工作人员只是参加外部培训

的工作人员，而不是这些工作人员在回到特派团后

将要培训的多数人员。 

例如，只有 3 名工作人员将参加人权讨论

会，但有 150 名工作人员将参加儿童保护

问题的培训；虽然选举活动将是未来期间

特派团其他法定活动的中心任务，但没有

安排选举培训班。委员会还关切地注意到，

在预防性剥削和性虐待领域只安排了两个

培训班（一个班有两名工作人员参加，另

一个班有 25 名工作人员参加）。委员会相

信将对培训计划进行完善，以更好地反映

特派团的优先事项，重点解决维持和平行

动所面临的 关键问题（第 58 段）。 

 除工作人员发展以外，联刚特派团培训方案还包

括为民间社会成员提供的培训，以支持特派团的

业务任务，这些人员被列入了如委员会所提到的

在儿童保护方面受到培训的大量人员。由于联刚

特派团选举援助司工作人员理应具备所需的知

识和能力以履行其职责，因此没有计划举办选举

方面的培训。 

 
 

 C. 审计委员会 
 

  （A/60/5，第二卷，第二章） 

要求/建议  为落实各项要求/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联刚特派团没有及时进行银行对账（第 52(a)

段）。审计委员会建议行政当局确保根据适用

指令，采取适当的银行和现金管理做法（第

53 段）。 

 该建议已落实，目前正在按月进行银行对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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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所有外地特派团的支出都很多，但是在联

刚特派团，既没有设立当地供应商审查委员

会，也没有任命当地供应商数据库干事（第

91 段）。审计委员会重申以前提出的建议，即

建议行政当局审议各特派团是否能够遵照《采

购手册》的规定设立当地供应商审查委员会和

供应商数据库干事，以便酌情修订《手册》，

同时确保适当的控制和问责制（第 92 段）。

 联刚特派团打算对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使用的

供应商审查委员会职权范围加以修改后执行。 

联刚特派团签订了一份 280 万美元的合同，虽

然规定了履约保证金的条款，但是从一开始就

没有收到所要求的履约保证金。虽然尚未查出

任何损失，但还是存在风险，如承包商违约则

会遭受损失（第 98 段）。行政当局赞同审计委

员会所重申的建议，即确保按照采购规定及时

向承包商收取履约保证金（第 99 段）。 

 联刚特派团继续跟踪仍未收到的履约保证金，但由

于刚果民主共和国银行系统的基础设施问题，在很

难从供应商处获得履约保证金。联刚特派团将通知

有关供应商，如不能在规定日期前提供保证金，则

将从货款中扣除相关金额，直至保函价值已实现。 

审计委员会仍然对本财政期间 后一个季度

发生的高额债务表示担心。联刚特派团 2005

年 4 月至 6 月间产生的债务超过年度总额的

40％（第 113 段）。 

 2004/05 年财政期间 后一个季度出现高额债务，

是由于大会于 2005 年 4 月 13 日批准了该财政期间

的追加批款（见第 59/285 A 号决议）。在 2005/06

年财政期间，当年较早时候即根据特派团的需要增

加了债务。 

联刚特派团采购人员的培训需要尚未正式列

明（第 117(a)段）；未在联刚特派团展开过正

式培训，因为没有为采购培训编列预算。唯一

的培训是 2005 年 4 月由采购处在总部举行的

由总部预算供资的高级采购培训班（第117(b)

段）。审计委员会重申其先前关于行政当局正

式列明并向总部通报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采

购干事培训需要的建议（第 118 段）。 

 纽约总部采购处正在为联刚特派团所有采购人员制

订 2007/08 年长期综合培训方案。正在任命联刚特

派团采购科一名培训协调人，以协调为该科工作人

员所提供的所有培训，维持一份培训计划，确保工

作人员参加有关课程/方案，并维持所有采购人员的

培训记录。 

联刚特派团在机队需求重新评估中，没有进行

成本效益分析，为需要商务专机提出充分的理

由（第 138(j)段）。委员会重申其先前的建议，

即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并编写成文件，以便进一

步说明需要配备商务专机的理由（第 193 段）。

 已完成成本效益分析，2007/08 年拟议的机队包括

两架 HS-125 小型喷气机，将可以： 

- 随时用于医疗后送和伤员后送； 

- 缩短飞行时间； 

- 使医疗后送和伤员后送服务更具成本效益（2 

719 美元/飞行小时，相比之下，随叫救护飞机服

务为 4 000 美元）； 

- 运送要人； 

- 向该区域其他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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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刚观察团既没有按特派团间第二次协调会

的建议订立此类协调的书面计划，也没有正式

评估此类协调的影响。联刚观察团表示，三个

特派团(联刚观察团、联布行动和联苏特派团)

更愿意继续根据需要相互提供支持(第 288

段)。 

 正在通过经常性和系统的联系、信息交流和政治干

预举措进行区域协调，以解决军备控制、非法/外国

武装团体和其他跨国界问题。这类交流和干预举措

包括：联刚特派团和联布行动之间在大湖框架内进

行的交流和干预，以解决各种跨国界问题；联刚特

派团和联苏特派团之间进行的交流和干预，以解决

跨国界军火贩运和外国武装团体问题；联刚特派团

和联塞特派团之间进行的交流和干预，以解决军备

控制和跨国界问题。联刚特派团还扩大了恩德培后

勤中心，以支助该区域的维持和平行动。 

审计委员会再次注意到，联刚特派团的某些部

队派遣国尚未与联合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第

425 段）。委员会重申其先前的建议，即行政

部门应继续努力，更及时地订定谅解备忘录

（第 427 段）。 

 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时间取决于各部队派遣国的立法

进程。对 2004 年以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进行的调查

表明，维持和平行动部向部队派遣国出具谅解备忘

录 后草案平均是在谈判开始 66 天之后，部队派遣

国政府其后平均还需要 99 天，以便进行审查。维和

部还主动请部队派遣国进行考察和部署前访问，使

它们熟悉有关任务区，确定总体装备水平和自我维

持状态，从而使情况大有改进，在部队部署到特派

团之前即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数目有所增加。 

 
 

 D. 内部监督事务厅 
 

  （A/61/264(Part I)/Add.1） 

要求/建议  为落实各项要求/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监督厅曾发现在联刚特派团工作的一名联合

国志愿人员伪造了总共 34 笔报销单，总额近

68 000 美元。监督厅在 2004 年建议维持和平

行动部考虑将这个事项移送有关国家司法当

局以提起刑事诉讼。法律事务厅赞同监督厅的

建议。2006 年 4月 26 日，主管维和行动助理

秘书长通知负责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的秘书

长特别代表采取相应行动。但是，迄今尚未移

送刑事起诉（第 19 段）。 

 该建议已落实。开发署已将这一问题交给有关国家

司法部门，并已采取行动追回虚报款。 

监督厅在一起关于为联刚特派团布尼亚机场

改造而进行的采购个案中提出了若干重大建

议：(a) 确保维和部采购司遵守关于报价保密

的要求；(b) 确定和颁布关于利益冲突的报告

要求，使特派团主管意识到实际的或潜在的冲

突；(c) 确定和颁布这些报告如何记录存档的

程序。维和部没有接受这些建议，声称这种责

任应归联合国采购处。但是，考虑到特派团的

采购活动属于维和部的职权范围，上述意见并

不正确。监督厅强调维和部应当紧急处理这个

问题（第 20 段）。 

 这三项建议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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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对联刚特派团员额配置和组织结构进行全面审查的咨询人的建议的

落实情况 

建议 为落实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员额编制  

对联刚特派团及人事管理和支助处（人

事处）现行征聘程序进行全面改革。 

 

 

 

 

 

 

 

 

 

在特派团一级，联刚特派团同人事处协作审查了

征聘过程中的瓶颈和特派团各职业类别空缺率，

从而减少了征聘时间。人事处授权联刚特派团对

一些特定职业类别和职等候选人进行技术审核

（目前是负责政治事务和民政的 P-4 职等员额

及负责行政的 FS-5 职等员额）。在人事处一级，

征聘、外联和名册管理职责已重新分配给征聘和

外联股，独立于征聘和职位安排职能。该股专

门负责公布空缺，甄别和审查申请书，对申请

人进行技术审核和资格核实，进行初步面谈，

以评估兴趣和可选用性，并且不断更新合格和

可选用候选人名册。该股还负责为难以填补的

空缺开展目标明确的征聘活动，并改进性别和

地域分布。还每周发布空缺报告，已经重新设

计银河网站，以便利候选人申请。该处在包括

联刚特派团在内的一些特派团部署了老虎队，

临时加强各特派团人事科，以此降低高空缺率。 

在努力改进征聘程序的同时，考虑外包和

其他手段，寻找有合适技能的技术人员。

 

联刚特派团为本国干事职等员额拟定了一项积

极主动地征聘战略，因为这类人员的空缺率特别

高。此战略包括在当地报纸上登空缺告示，以及

到大学里寻找合适的候选人。在纽约的人力资源

管理厅也已授权联刚特派团内本国一般事务工

作人员申请本国干事职等员额，但须符合这类员

额的条件。 

对联刚特派团人事科进行结构和程序调

整，使之更能满足工作人员的需要，从而

提高士气和保留率。 

 

联刚特派团已开始将 GS-4 职等以下本国工作人

员的征聘工作下放到各地区和外地办事处。金沙

萨总部人事科的工作人员也到各外地办事处，在

授权范围内进行征聘。 

 此外，联刚特派团已将工作人员考勤和休假申请

的管理下放到各地区和外地办事处。还为从限期

任命转为长期合同任命的工作人员举办了工作

人员应享待遇培训。所有应晋升的工作人员均

通过审核和批准，从而提高了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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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为落实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在联刚特派团各单位的空缺率降到约 15%

后，对每个单位进行细致的职能分析。 

鉴于目前的空缺率，尚未进行这种分析。 

资产和后勤  

将恩德培指定为主要后勤中心，金沙萨

继续作为西部旅的次要中心，并在其他

总部职能方面发挥协调作用。 

联刚特派团正在发展恩德培后勤中心，以增强

特派团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边境地区的后勤

支助行动的效率和反应，同时将维持金沙萨后

勤支助基地，以支持特派团在西部的行动。 

对现行支助职能进行职能评价，以确定

在把恩德培作为东部主要后勤中心时，

需要迁移哪些活动和组织架构。 

这种评价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 

开具短清单并实施回报快的投资，旨在大

大减少联刚特派团的运输费用，并 佳利

用其机队。 

特派团正在更多利用地面运输在刚果民主共和

国东部运货，以减少空中作业费用。在该国其他

地区广泛使用陆运不可行，因为基础设施差，特

派团没有工程能力修复。 

如果无法解决指挥和控制问题，用以民营

承包商为主的其他办法取代相当比例的

军事工程能力。 

联刚特派团目前正在审查用民营承包商取代军

事工程能力的可能性。 

审查并重新优化联刚特派团现行空中客

运常规航线网和内部订票系统，以期减少

工作人员非飞行旅行时间。 

联刚特派团飞行计划每季度审查一次。为加强对

特派团内旅行的管理监督而修订了电子订票系

统，供在 2007 年第一季度实施。 

在各主要行动中心实行强制燃料储备，以

便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提供至少几天持

续行动的燃料。 

联刚特派团已根据实际燃料供应情况和成本效

益建立储备燃料库存。联刚特派团的现行政策是

有 7 天燃料储备。在执行新的燃料合同时，计划

将储备 多增加到 14 天。 

组织结构  

进行结构调整，增强办事处主任和地区行

政干事职能的相对重要性和责任。 

正在落实这项建议，修订特派团-地区-办事处三

级提供行政支助的职责。 

合并和澄清办事处主任、地区行政干事和

外地行政干事的报告关系，以精简他们的

监督工作，使他们在组织结构中有清楚的

切入点。 

正在落实这项建议，修订特派团、地区和外地办

事处三级提供行政支助的职责。 

实务单位的结构与管理职责合理化和相

互平衡。 

正在落实这项建议，修订外地办事处和联络处的

工作范围。 



A/61/767  
 

54 07-25247
 

建议 为落实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调整总部中央支助职能，更好地符合联刚

特派团用户的需要。 

正在落实这项建议，修订特派团、地区和外地办

事处三级提供行政支助的职责。 

加紧努力向军事特遣队通报联刚特派团

的行动规则与制约，特别提醒注意例外情

况机制。 

联刚特派团在各军事总部、基桑加尼东部师总部

以及布尼亚、戈马和布卡武各旅总部设立了民

事规划和协调小组，作为军事单位与行政部门之

间的纽带，向军事指挥官和总部工作人员提供关

于联合国政策和做法的咨询和指导。 

报告和监测程序  

进行一次全面审计，以期大量减少对外地

工作人员的各种报告要求。 

已经落实这项建议。联刚特派团在金沙萨设立了

一个联合行动中心，通过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

时掌握情况，以及向高级管理层提供经核实的报

告，说明联刚特派团活动和特派团行动区事态发

展，协助日常决策。 

主张采用一套更综合和更灵活的应用程

序软件，支持维持和平行动部的外地业

务。 

这项建议将在对信息技术系统进行审查后予以

落实。 

着力加强推进联刚特派团内部连通性的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这项建议将在对信息技术系统进行审查后予以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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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组织结构图 

 A. 实务办公室 

 

 

 

 

 

 

 

 

 

 

 

 

 

 

 

 

 

 
  a 拟议增设员额。 
 b 临时选举支助职位。 

 C 改变职等。 
  1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职位。 

 2 包括秘书长特别代表直属办公室、法律事务科、速效项目股、礼宾股。 

 3 各联络处和外地实务办公室的主任直属办公室。 

 4 由开发署、联合国发展集团办事处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提供经费。 

 5 开发署、世界银行、教科文组织、儿童基金会、项目厅、劳工组织、粮农组织、人口基金、人权专员办事处、 
  难民专员办事处、货币基金组织、人道协调厅、卫生组织、艾滋病规划署、移徙组织。 

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 2
 

(28 个员额) 

1 USG, 1 D-2, 2 P-5, 

2 P-4, 5 P-3, 4 GS,12 NS，1C NO

操守和纪律小组 
(14 个员额)1 

1 D-1, 1 P-5, 2 P-4, 3 P-3,
1 FS, 1 GS,3 NS, 2 NO 

特派团联合分析小组 

(12 个员额) 

1 P-5,b 1 P-4,b 3 P-3,b 
2 P-2,b 1 GS,b 4 NOb 

布琼布拉联络处
3
 

2 名军事联络官 

比勒陀利亚联络处(3 个员额)
3
 

1 P-5,1 GS, 1 NS 

基加利联络处(3 个员额)
3
 

1 D-1,1 GS, 1 NS 

坎帕拉联络处(3 个员额)
3
 

1 D-1,1 GS, 1 NS 

各外地办事处(21 个员额)
3
 

1
c
 D-1,5 P-5,7 P-4,1 P-3,5 GS,2 NS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办公室 

(驻地协调员/人道主义协调员) 

(9 个员额) 

1 ASG, 1 D-1, 1 P-5, 2 P-4, 2 GS, 2 NS 

秘书长首席副特别代表办公室 

(8 个员额) 

1 ASG, 1 P-5, 2 P-4, 2 GS, 2 NS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8 个员额) 

1 ASG, 1 D-1, 

2 FS, 4 NS 

行政司 

(见附件二.B) 

新闻办公室 

(192 个员额) 

1 D-1, 1 P-5, 8 P-4, 

16 P-3, 6 P-2, 13 FS, 

6 GS,123 NS,10 NO,8 UNV 

警务专员办公室 

(8 个员额) 

1 D-2，1 P-5，1 P-3, 

1 FS, 2 GS, 1 NS，1 UNV 

政治事务司 

(101 个员额) 

1 D-2，2 D-1，8 P-5, 

13 P-4，20 P-3，19 P-2, 

4 GS，30 NS，4 UNV 

复员方案办公室 

(43 个员额) 

1 D-1,1 P-5,6 P-4,10 P-3,

3 FS，10 NS，12 UNV 

法治办公室 

(10 个员额) 

1 D-1，1 P-5，3 P-4, 

3 P-3，1 FS，1 NS 

人权办公室 

(110 个员额) 

1 D-1, 1 P-5, 6 P-4, 

21 P-3, 6 P-2(3 P-2
b
),

10 GS, 36 NS(5 NS
 b
)， 

2 NO
b，27 UNV(7 UNV

b
) 

综合事务处 

(9 名工作人员)
4
 

2 P-5，2 P-4，2 P-3, 

2 GS，1 NO 

联合国专门机构、 

基金和方案
5 

安保和安全科 

(355 个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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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P-2，86 FS(1 FS
a
), 

1 GS(PL)，13 GS, 

231 NS(30 NS
a
)， 

2 NO(1 NOa
)，5 UNV 

艾滋病毒/艾滋病股 

(7 个员额) 

1 P-4，1 NS，4 NO
a
，1 UNV

选举援助司 
(168 个员额和职位) 

1 D-1，2 P-5，11 P-4，11 P-3

(4 P-3
b
)，1 P-2，7 GS, 

47 NS(12 NS
b
),88 UNV(21 UNV

b
)

民政办公室 

(57 个员额) 

1 D-1，1 P-5，4 P-4，14 P-3, 

3 P-2，2 GS，22 NS， 

6 NO，4 UNV 

儿童保护科 

(34 个员额) 

1 P-5，2 P-4，13 P-3，1 P-2, 

1 GS，1 NS，11 NO，4 UNV 

两性平等工作科 

(9 个员额) 

1 P-5，1 P-4，1 P-3，1 GS, 

3 NS，2 UNV 

地雷行动联络股 

(2 个员额) 

1 P-3，1 GS 

东部师司令部 

(4 个员额) 

1 D-2，1 P-4,1 GS，1 NS

特派团总部和区总部 

军事特遣队 

军事观察员 

共计：1 209 人

缩写： 

FS＝外勤人员 

GS(PL)＝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GS＝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UNV＝联合国志愿人员 

NO＝本国干事 

NS＝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DDRRR/DDR＝解除武装、复员、遣
返、重新安置和重返
社会/解除武装、复员
和重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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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行政司 
 

 

 

 

 

 

 

 

 

 

 

 

 

 

 

 

 

 

 

 

 

 

 

 

 

 

行政司长办公室 1 

(36 个员额) 
1 D-2, 1 P-5, 4 P-4, 7 P-3, 3 P-2(1 P-2

a
),

6 FS, 3 GS, 6 NS，4 NO, 1 UNV 行政副司长办公室 2 

(50 个员额) 
1 D-1, 1 P-4, 3 P-3，13 FS(1 FS

a)， 

5 GS, 15 NS(1 NS
a), 12 UNV 

地区和外地行政办公室 

(471 个员额) 

4 P-5，5 P-4，6 P-3， 

18 FS(10 FS)，12 GS， 

425 NS，1 UNV 

合同管理股 

(29 个员额) 

1 P-4，6 P-3，1 P-2， 

8 FS，9 NS，4 UNV 

综合支助事务处处长办公室 

(8 个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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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FS，1 GS, 1 NS，1 UNV 

行政事务处处长办公室
3
 

(28 个员额) 

1 D-1, 1 P-4, 4 P-3(1 P-3
a
),  

2 P-2(1 P-2
a
), 1 FS，1 GS, 

8 NS(1 NS)，10 UNV(6 UNV
a
) 

医务科 

(97 个员额) 

1 P-5,1 P-4,8 P-3，

4 FS(1 FS
a),1 GS,

52 NS(3 NS
a
)， 

4 NO(2 NO
a
)， 

26 UNV(3 UNV
a
) 

采购科 

(42 个员额) 

1 P-5, 3 P-4, 

8 P-3,5 FS, 

7 GS,11 NS,7 UNV 

人力资源科 

(82 个员额) 

1 P-5,3 P-4(1 P-4
c
),

9 P-3(1 P-3
a
),23 FS,

1 GS(PL), 6 GS, 

30 NS,1 NO, 8 UNV

财务科 

(67 个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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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P-2,18 FS(2 FS
b
),

1 GS(PL),8 GS,  

26 NS,2 NO,4 UNV 

 a 拟议增设员额。 
 b 调动员额。 
 c 改变职等 
 1 包括行政司长直属办公室、航空安全股、预算和费用控制科、行政协调股。 
 2 包括当地财产调查委员会/索偿审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股及财产管制和盘存股。
 3 包括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支助股、福利股、运输和口译股、工作人员顾问。 

缩写： 

FS＝外勤人员 

GS(PL)＝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GS＝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UNV＝联合国志愿人员 

NO＝本国干事 

NS＝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共计：2 706人

通信股 

(214 个员额) 

1 P-4,4 P-3, 

4 P-2,38 FS， 

2 GS, 

119 NS(6 NS
a
), 

46 UNV 

信息技术股 

(133 个员额) 

1 P-4,8 P-3, 

18 FS,13 GS, 

54 NS(1 NS
a
), 

39 UNV 

地理信息系统股

(12 个员额) 

1 P-4,1 P-2,

3 GS,1 NS， 

6 UNV 

设施和营房

管理事务股

(101 个员额)

1 P-3,1 P-2,

3 FS,3 GS，

68 NS,25 UNV

特遣队所属 

装备股 

(25 个员额) 

1 P-4,1 P-3,

9 FS,1 GS, 

13 UNV 

燃料股 

(62 个员额) 

1 P-4,3 P-3, 

1 P-2,9 FS, 

2 GS,34 NS, 

12 UNV 

通信和信息 

技术科 

科长办公室 

(3 个员额) 

1 P-5,1 GS, 

1 NS 

调度科 

(207 个员额) 

1 P-5,6 P-3 

32 FS(2 FS
a
), 

10 GS,  

116 NS(5 NS
a
), 

42 UNV(1 UNV
a
) 

工程科 

(273 个员额)

1 P-5,1 P-4, 

8 P-3,2 P-2, 

23 FS,8 GS,

178 NS,8 NO,

44 UNV 

航空科 

(192 个员额) 

1 P-5,1 P-4, 

9 P-3, 

9 P-2(1 P-2
a
),

30 FS(1 FS
a
),

5 GS, 

76 NS(8 NS
a
),

2 NO, 

59 UNV(21 UNV
a
)

特派团支助中心

(68 个员额)

1 P-5,5 P-4,

6 P-3,4 P-2,

12 FS,10 GS,

13 NS,17 UNV

供应科 

(123 个员额) 

1 P-5,1 P-4, 

6 P-3,19 FS, 

6 GS,62 NS, 

5 NO,23 UNV 

运输科 

(312 个员额) 

1 P-5,3 P-3, 

1 P-2, 

19 FS(1 FS
a
),

4 GS, 

246 NS(48 NS
a
),

38 UNV(5 UNV
a
)

财产管理科 

(69 个员额) 

1 P-4,2 P-3 

14 FS(1 FS
a
),

6 GS,36 NS, 

10 UNV(1 UNV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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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恩德培后勤中心 

 

 

 

 

 

 

 

 

 

 

 

 

 

 

 

 

 

 

 

 

 

 

行政主任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 

办公室 

副行政主任 
安保主任 

合同管理股 
(4 个员额) 

1 P-3, 1 FS, 2 NS 

安保和安全科 

(7 个员额) 

1 FS, 5 NS(4 NS
a
),1 NO 

主任办公室 1
 

(11 个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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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NS,2 UNV 

财产管理科 

(10 个员额) 

2 FS, 

2 GS, 

4 NS
,
 

2 UNV 

通信和信息 

技术科 

(18 个员额) 

6 FS, 

8 NS, 

4 UNV 

调度科 

(31 个员额) 

8 FS(2 FS
a
), 

17 NS(5 NS
a
), 

6 UNV 

工程科 

(39 个员额)

6 FS, 

30 NS, 

3 UNV 

特派团支助

中心 

(4 个员额)

1 P-3, 

 1 P-2, 

2 FS 

 

供应科 

(15 个员额)

1 P-3, 

4 FS 

8 NS, 

2 UNV 

医务科 

(4 个员额)

2 NS, 

2 UNV 

人力资源科

(3 个员额)

1 FS, 

1 NS, 

1 UNV 

财务科 

(3 个员额)

1 FS, 

1 GS, 

1 NS 

航空科 

(17 个员额)

1 P-3, 

2 FS, 

1 GS, 

10 NS, 

3 UNV(2 UNV
a
)

采购科 

(5 个员额)

1 P-4,
 

 1 P-3, 

1 GS, 

1 NS, 

1 UNV 

运输科 

(17 个员额) 

2 FS, 

12 NS, 

3 UNV 

设施和营房

管理事务股

(6 个员额)

1 FS,  

4 NS,  

1 UNV 

a
 拟议增设员额/职位。 

1
 包括航空安全、预算和费用控制、当地财产调查委员会/索偿审查委员会人员及财产管制和盘存股。

缩写： 

FS-外勤人员 

GS-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UNV-联合国志愿人员 

NO-本国干事 

NS-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共计：19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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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军事特遣队和观察员 

 

 

 

 

 

 

 

 

 

 

 

 

 

 

 

 

 

 

 

 

4 个营：孟加拉国、摩洛哥、

尼泊尔、巴基斯坦 

秘书长特别代表 

伊图里旅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部队指挥官 

西部旅司令部 
特派团预备营 

乌拉圭 东部师司令部 

东部预备营 

南非

3 个空中支援队 

孟加拉国 

印度 

乌拉圭

2 个营 

加纳 

突尼斯 

联合国 

军事观察员 

航空医疗后送小组 

塞尔维亚和黑山 

宪兵 

孟加拉国 

南非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北基伍旅 

3 个营：印度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南基伍旅 

3 个营：巴基斯坦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加丹加营 

2 个营：贝宁(第二个营 

有待确定) 

军事观察员协调中心， 

卡莱米，基桑加尼 

步兵警卫营 

塞内加尔

步兵警卫连 

玻利维亚 

特种部队连 

危地马拉

5 个工程连 

中国 

印度尼西亚 

尼泊尔 

南非 

乌拉圭 

医疗 

2 个二级医院 

中国、摩洛哥 

1 个三级医院 

印度 

3 个航空医疗后送小组 

摩洛哥、巴基斯坦、 

南非 

8 架攻击直升机 

印度 

16 架通用直升机 

孟加拉国 

印度 

4 架侦察直升机 

印度 

2 个江河连 

乌拉圭 

宪兵 

孟加拉国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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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联合国警察 

 

 

 

 

 

 

 

 

 

 

 

 

 

 

 

 

 

 

秘书长特别代表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 

警务专员 联合国警官 

建制警察部队 

孟加拉国 

(金沙萨) 

建制警察部队 

印度 

(卢本巴希) 

建制警察部队 

印度 

(金沙萨) 

建制警察部队 

塞内加尔 

(姆布吉-马伊) 

建制警察部队 

塞内加尔 

(卡南加) 

建制警察部队 

孟加拉国 

(基桑加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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