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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为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特派团2007年 7月 1日至2008年 6月 30

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财政资源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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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源在职情况  

 差异 

类别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军事和警务人员  6 930.9 5 451.3 1 479.6 21.3 

文职人员 28 011.5 16 009.6 12 001.9 42.8 

业务费用 147 501.6 143 722.8 3 778.8 2.6 

 所需资源毛额 182 444.0 165 183.7 17 260.3 9.5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2 537.0 999.2 1 537.8 60.6 

 所需资源净额 179 907.0 164 184.5 15 722.5 8.7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款 — — — — 

 所需资源共计 182 444.0 165 183.7 17 260.3 9.5 

类别 核定数 a 计划数(平均) 实际数(平均) 空缺率(百分比)b 

军事顾问 50 26 8 68.7 

联合国警察 300 133 46 65.3 

国际工作人员 c 529 145 58 60.4 

本国工作人员 588 150 36 76.1 

联合国志愿人员 144 47 11 77.3 

临时职位 d  

 国际工作人员 14 11 8 30.3 

 本国工作人员 1 — — 100.0 

政府提供的人员 25 — — 100.0 
 
 a 系 高核定数。 

 b 根据每月在职和计划数计算。  

 c 包括通过联合国国家工作队费用共摊安排供资的一个员额(首席安保顾问，P-5)。 

 d 在一般临时人员项下供资。.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见本报告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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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特派团(中乍特派团)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维持费用预算载于秘书长 2007 年 11 月 13 日报告(A/62/544)，毛

额 197 444 000 美元(净额 194 880 200 美元)，其中包括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

员会此前根据大会第 49/233 A 号决议第四节的规定，为乍得和中非共和国先遣

团核定的 45 828 200 美元。该预算用于部署 50 名军事联络员、300 名联合国警

员、543 名国际工作人员(包括在一般临时人员项下供资的 14 个国际工作人员职

位以及通过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费用共摊安排供资的1个员额(首席安保顾问))、

589 名本国工作人员(包括在一般临时人员项下供资的 1 个本国工作人员职位)、

144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和 25 名政府提供的人员。 

2. 根据咨询委员会2007年12月7日关于中乍特派团经费筹措的报告(A/62/572)

第 42 段的建议，大会在其第 62/233 A 号决议中批款毛额 182 444 000 美元(净

额 179 907 000 美元)，充作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特派团的

开设和维持费用，其中包括咨询委员会此前根据大会第 49/233 A 号决议第四节

的规定，为乍得和中非共和国先遣团核定的 45 828 200 美元。这一批款已全部

摊派给会员国。 

 

 二. 任务执行情况 
 
 

 A. 总体情况 
 

3. 特派团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第 1778(2007)号决议确定的，并由安理会第

1834(2008)号决议延长至 2009 年 3 月 15 日。本执行情况报告所述期间的任务是

由安理会第 1778(2007)号决议规定的。 

4. 根据安全理事会核定的中乍特派团任务，特派团的总体目标是帮助创造有利于

乍得东部和中非共和国北部难民及流离失所者自愿、平安和持久回归的安全条件。 

5. 考虑到中乍特派团 2007 年 9 月 25 日才设立，在编制 2007/08 年度拟议预算

时仍在不断部署，特派团 2007/08 年期间的预算(A/62/544)只概述了由中乍特派

团任务所产生的按构成部分归类的成果预算框架，包括安全与平民保护、人权与

法治、以及支助。特派团的完整框架已在 2008/09 年度预算(A/62/804)中提交大

会，而实际绩效指标和产出则将在特派团该期间执行情况报告中向大会通报。 

 B. 预算执行情况 
 

6. 本报告所述期间，特派团通过全国支援驻乍得国际部队协商机制，与乍得政

府保持定期的信息交流与合作。该协商机制由乍得总统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设立，

负责联络中乍特派团以及驻在乍得和中非共和国境内的欧洲联盟军事部队(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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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协商机制逐步巩固其作用，现已在特派团行动区内的阿贝歇设立一个办

事处。中乍特派团领导层在人道主义、司法、惩教和人权事项上与乍得当局保持

富有成果的直接协商，并定期访问乍得东部，帮助地方当局熟悉特派团的任务和

作用。 

7. 中乍特派团还定期就有关区域安全和执行《达喀尔协定》的问题与萨赫勒-

撒哈拉国家共同体协商。特派团与联合国驻乍得国家工作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特别是在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法治、人权、有关治理和宏观经济的信息交

流等方面。 

8. 在中非共和国，中乍特派团与联合国驻中非共和国建设和平支助办事处(中

非支助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国家安全部门当局和外交团体保持非常良好的

合作。负责中乍特派团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定期与区域领导人协商，协助在行动区

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 

9. 秘书长特别代表对中非共和国进行了三次实地访问，与包括总统和总理在内

的有关当局讨论了加强该国东北部受影响地区法律和秩序能力的问题。访问期

间，特别代表还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就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问题举行了富有成果

的工作会议。特派团在班吉设立了联络处，并向比劳派驻了一名联合国警员，协

助地方警察当局建立一个 30 人的辅警分队，派往难民营维持治安和支持监狱管

理。建立辅警分队的目的在于改善该地区的总体安全环境并协助恢复公共行政。 

10. 特派团通过其人道主义联络股，充当人道主义行为体从实务、军事或警察部

分寻找资料的主要联系点；通过与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协调与合作，确保人道主义

援助有效送达；还定期与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国家工作队就人道主义事务举行

协调会议。联合国驻乍得人道主义协调员作为高级管理小组的成员，协助确保所

有联合国人道主义活动的有效协调。本报告所述期间，与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及

其他伙伴在戈兹贝达(3次)、法尔恰纳(2次)和伊里巴(1次)进行了6次联合评价。 

11.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778(2007)号决议，欧盟部队协助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

建筑和装备，并确保人员的行动安全和自由。本报告所述期间，特派团与欧盟部

队建立了成功的合作，包括秘书长特别代表与欧盟部队指挥官每周一次会面，分

享资料并讨论业务问题。欧盟部队于 2008 年 2 月开始部署人员，并于 2008 年 3

月 15 日达到初步行动能力。截至 2008 年 6 月底，部署在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欧

盟部队人员已达 3 036 人，其中包括比劳的 200 人。此外，欧盟部队还在巴黎近

郊瓦勒里昂山的行动总部驻有 200 人。欧盟部队在阿贝歇、戈兹贝达、法尔恰纳、

伊里巴和比劳设立了军事基地，向中乍特派团提供安全、保护和少量后勤支助(中

乍特派团尚待部署的伊里巴除外)。在恩贾梅纳，欧盟部队后方总部在特派团利

用所供空间部署自己的基础设施之前，向特派团提供少量办公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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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执行有关平民安全与保护的任务方面，特派团与乍得国民军、欧盟部队、

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中非经货共同体)多国部队、法国武装部队等主要军

事利益攸关方以及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中

非支助处建立了强大的定期联络网。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核定的 50 名军事

联络员已有 24 名部署到特派团。 

13. 特派团中的联合国警察部分在选拔、培训和协助支持综合安全分遣队(原乍

得人道主义保护警察)方面执行了一系列广泛任务。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在

分遣队计划总人数 850 人中，已选拔和培训 324 名警员和宪兵，另有 382 名培训

候选人接受了审查。分遣队的培训方案包括 44 个单元，分为人权、管理、司法

警察、法律与秩序、体育与健康五个专题。另外还制定了一个概况介绍方案，用

以加强对乍得东部各警察局和派出所分遣队成员的辅导。考虑到当前在分遣队即

将作业的难民营内存在严重暴力侵害儿童现象，还制定了关于儿童权利和防止儿

童军事化、儿童受害人和证人议定书以及防止性别暴力的指导原则，作为向分遣

队提供的整个培训课程和情况介绍方案的组成部分。 

14. 特派团警察部分参加了中非共和国当局安排举办的安全部门改革研讨会，并

与中非共和国内阁成员举行各类协调会议，处理与安全有关的问题；为综合安全

分遣队的行动作业编写社区执法组织结构，并向乍得东部派遣 22 个探访团，向

地方当局、宗教领袖、非政府组织和人道主义机构介绍特派团的任务以及联合国

警察和综合安全分遣队分别发挥的作用，并与欧盟部队进行初步接触。 

15. 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在核定的总共 300 名联合国警员中，已有 175 人从

2008 年 1 月起部署到特派团。  

16. 特派团举办新闻通报会，为媒体报道综合安全分遣队的培训情况提供便利，

并向地方和国际媒体分发了 14 份关于特派团各类活动的新闻稿。 

17. 在执行有关人权与法治的授权任务方面，特派团为一个由维持和平行动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办事处的代表组成

的机构间规划团前往乍得和中非共和国评估司法和惩教系统提供了便利。规划团

会晤了国家当局、民间社会和国际伙伴，并访问了恩贾梅纳、阿贝歇和戈兹贝达

的司法和监狱设施。特派团发现，由于缺少法官和检察官，法院基础设施也存在

严重缺陷，司法机构几乎无法运作。各方已达成共识，必须协助增强乍得流动法

院系统的能力，并向任务区内各主要监狱提供支助。 

18. 特派团还建立和保持与乍得国家司法和监狱当局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定期接

触，对恩贾梅纳和阿贝歇监狱进行初步视察和探访，并就改善恩贾梅纳和阿贝歇

监狱囚犯的生活条件向监狱当局提供咨询和技术支助。中乍特派团还就青少年问

题与社会事务部开展协作，协助制定关于在监妇女和青少年重新融入社会的方

案。此外，特派团还提出了关于改造阿贝歇监狱的速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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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两性平等观点已经引入为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推动在警务、监狱部门编

制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方案所作的努力以及特派团的各项活动。针对民间社

会妇女团体“经济、社会和文化理事会文化协会”的 150 名妇女代表，推出了关

于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概念的培训方案。与阿贝歇的一个律师女助理协会合作，向

女囚犯提供咨询意见，协助她们获取司法和心理社会支助。特派团还主张向女子

监狱指派女警卫。 

20. 在人权领域，特派团侧重于监测和调查侵犯人权行为、能力建设以及报告工

作。对少女实施性暴力、在难民营中招募儿童兵以及袭击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人

员和平民百姓的案件都受到监测。关于难以利用司法系统、遭受不公正待遇以及

政治干预的指称也受到监测，但由于乍得东部和中非共和国东北部执法官员的能

力有限，加上行动区内有些地区无法进入，需求评估工作出现延误，有些甚至无

法进行。 

21. 特派团人权科参加了一个为期三天的工作会议，旨在批准以通过一项国家人

权行动计划为目标的国家人权论坛的职责范围。中乍特派团人权干事定期与人权

和自由保护部会面，确定能力建设目标。本报告所述期间进行了 7 次实地访问，

发表了 3 份月度报告。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号决议，人权科还协助审定

了 2008 年 8 月 7 日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关于 2007 年 7 月至 2008 年 6 月

期间乍得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S/2008/532)。 

 C. 区域特派团合作 
 

22. 本报告所述期间，中乍特派团与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建立了紧密合作和联络机

制，定期就区域安全事项和人权问题交流情况。与此同时，总体安全局势仍然脆

弱和不可预测，由于达尔富尔安全局势动荡不安，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提供的区域

支助已仅限于由中乍特派团使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飞机。在中非共和国境内与

中非支助处也建立了强大和定期的联络关系。 

 D. 特派团支助倡议 
 

23. 本报告所述期间，特派团在部署上面临不少挑战，主要原因包括：乍得东部

缺少适当房舍；没有办公场所，导致中乍特派团人员不能按时与欧盟部队合署办

公；为营地设施的建造和维护订立多功能后勤支助合同出现延迟；特派团工程设

计能力很低；以及当地资源有限。政府军和叛乱部队之间的武装冲突导致联合国

工作人员于 2008 年 2 月初撤离，也影响了中乍特派团部署计划的执行。 

24. 对 18 个偏远地点的部署出现延迟，是因为道路基础设施薄弱，地方市场很

小，特派团不得不依赖始于喀麦隆杜阿拉的漫长而脆弱的补给通道，并大量使用

空中资产进行补给和再补给。雨季导致乍得东部大部分地区无法从陆路抵达，造

成更多延迟，而特派团不得不酌情以短期租用方式使用其他特派团的重型飞机。

此外，由于缺乏足够的空勤人员宿舍以及延迟向特派团部署工作人员，特派团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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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资产的全面部署也出现延迟。供水仍是特派团的一个挑战，因为欧盟部队进行

的水文调查不能确定在任务区内有更多饮用水源。 

25. 包括建造、营地管理、伙食供应和仓储服务以及燃油供应在内的多功能后勤

支助合同的审定工作出现延迟。有鉴于此，现已快速制定一个替代的特派团支助

计划，以便特派团能够利用当地资源、战略部署储存提供的装备、以及在驻有中

乍特派团人员的阿贝歇、戈兹贝达、法尔恰纳和比劳等地的欧盟部队军事基地提

供的后勤支助，继续进行部署。在恩贾梅纳，欧盟部队后方总部已拨出少量办公

空间给中乍特派团，由特派团为 60 名工作人员架设预制房舍。 

26. 在特派团部署自有基础设施并订立所有必需的商业合同之前，联合国与欧盟

部队签订了关于提供后勤支助的技术安排。这一技术安排包括在以下方面提供服

务：陆运和空运；横向工程(地面平整、防御护堤、围栏、排水和排污)；废物管理、

供水、伙食、燃料等共同营地事务；拥有战术医疗后送能力的二级医疗设施；以及

恩贾梅纳和阿贝歇机场改造。与此同时，特派团继续忙于在多功能后勤支助合同中

订立有竞争力的商业安排，包括在阿贝歇建造一个前方特派团总部，在伊里巴、戈

兹贝达和法尔恰纳建造外地办事处及连带宿舍和后勤设施，以及一个关于燃料供应

的总包合同。任务区地处内陆，地势崎岖，对潜在供应商构成了重大挑战。 

27. 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特派团恩贾梅纳总部、前方特派团总部和阿贝歇前

方后勤基地均已建立。恩贾梅纳和阿贝歇已具备安全和可靠的语音和数据传输能

力。法尔恰纳和戈兹贝达外地办事处已达到初步作业能力，可以向行动区部署少

量实务和支助人员，开展细致侦察，并逐步建立与欧盟部队、地方当局和人道主

义伙伴的紧密联系。与中非支助处合作在中非共和国班吉建立了一个联络处，设

在喀麦隆杜阿拉的调度处也已全面运作。杜阿拉是向特派团运送物资的主要入口

港，但中乍特派团今后还打算使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班加西来扩大补给和再

补给通道。 

28. 一个专设的征聘和人员配置小组(老虎小组)一直在努力加快国际及本国工

作人员的选拔和征聘工作。虽然在征聘国际工作人员方面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

在物色和征聘合格的本国工作人员方面，特派团仍然面临挑战，因为在当地劳动

力市场上并非随时都能找到所需的技能组合。 

29. 特派团利用支助中乍特派团活动信托基金提供的资金，恢复了设在国家警察

学院的综合安全分遣队培训中心，将对分遣队成员进行培训。分遣队需要的所有

装备都已按照既定计划进行征调，为分遣队的部署作好准备。此外，所有需要派

出所和警察局的地点都已确定，关于使用当地结构或预制营房进行场地建设的详

细规划也已经完成。 

30. 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第一年用于支持综合安全分遣队的预计所需经费

2 320 万美元中，共有 1 590 万美元是由比利时、日本和挪威政府以及欧洲联盟

向信托基金捐赠。同一期间还收到美利坚合众国(200万美元)和爱尔兰(6万美元)

的认捐，将在 2008 年 8 月前转入信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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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资源使用情况 
 
 

 A. 财政资源 
(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月 30 日。) 
 

 差异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1)-(2) (4)=(3)÷(1)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1 258.1 868.0 390.1 31.0 

军事特遣队 — — — — 

联合国警察 5 672.8 4 583.3 1 089.5 19.2 

建制警察部队 — — — — 

 小计 6 930.9 5 451.3 1 479.6 21.3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21 503.3 13 756.4 7 746.9 36.0 

本国工作人员 1 699.6 695.2 1 004.4 59.1 

联合国志愿人员 3 115.8 750.9 2 364.9 75.9 

一般临时人员 1 692.8 807.1 885.7 52.3 

 小计 28 011.5 16 009.6 12 001.9 42.8 

业务费用    

政府提供的人员 322.4 — 322.4 100.0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咨询人 — — — — 

公务差旅 1 173.7 625.6 548.1 46.7 

设施和基础设施 47 079.2 58 696.8 (11 617.6) (24.7) 

陆运 39 384.6 38 575.0 809.6 2.1 

空运 24 712.2 4 154.0 20 558.2 83.2 

水运 — — — — 

通信 16 286.8 14 456.5 1 830.3 11.2 

信息技术 8 768.4 8 911.4 (143.0) (1.6) 

医务 1 200.0 1 106.6 93.4 7.8 

特种装备 — — — — 

其他用品、服务和装备 8 374.3 17 009.1 (8 634.8)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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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1)-(2) (4)=(3)÷(1) 

速效项目 200.0 187.8 12.2 6.1 

 小计 147 501.6 143 722.8 3 778.8 2.6 

所需资源毛额 182 444.0 165 183.7 17 260.3 9.5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2 537.0 999.2 1,537.8 60.6 

所需资源净额 179 907.0 164 184.5 15 722.5 8.7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 — — 

 所需资源共计 182 444.0 165 183.7 17 260.3 9.5 

 
 

 B. 月支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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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支出反映了军事联络员、联合国警员和文职人员的部署速度以及在特派团开

设阶段业务费用项下所供资源的逐步使用情况。2008 年 6 月支出偏高的原因是，

考虑到采购行动所需的准备期较长，敲定了大量关于购买车辆、通信和信息技术

设备、发电机、预制设施、燃料箱和燃料泵包括相关运输费用的定购单。此外，

2008 年 6 月在特派团账户中记录的支出还反映了由欧盟部队根据技术安排提供

服务所产生的债务，欧盟部队将改造恩贾梅纳和阿贝歇机场的基础设施，以使其

符合可接受的 低国际航空安全标准。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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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其他收入和调整 
 

(千美元) 

 

类别 数额 

利息收入 1 116.5 

其他/杂项收入 — 

资源现金捐助 — 

上期调整数 — 

上期债务节减额 270.5 

  共计 1 387.0 

 
 

 四. 差异分析
1 

 
 

    差异 

军事观察员 390.1 31.0% 
 

32. 本项下出现未用余额，主要原因是军事联络员的部署慢于预期(预算经费所

反映的平均在职军事联络员为 25 人，实际平均在职为 8 人)，导致实际所需的特

派任务生活津贴和差旅费减少。 

33. 实际所需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反映了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 30 天后每日生

活津贴标准从 144 美元提高到 154 美元的情况。此外，在完成乍得东部办公楼和

宿舍建造项目之前，军事联络员继续在恩贾梅纳特派团总部工作，并按照适用于

恩贾梅纳的标准支付生活津贴，高于在估算乍得东部费用时所使用的 72 美元的

标准。 

    差异 

联合国警察   1 089.5 19.2% 
 
 

34. 本项下出现未用余额，主要原因是警务人员的部署由于地方缺乏办公基础设

施和生活空间而慢于预期(预算经费所反映的平均在职联合国警务人员为 133 人，

实际平均在职为 46 人)，导致实际所需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和差旅费减少。 

35. 实际所需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反映了自 2008 年 1月 1日起 30天后每日生活

津贴标准从 144 美元提高到 154 美元的情况。此外，在完成乍得东部办公楼和宿

舍建造项目之前，警务人员继续在恩贾梅纳特派团总部工作，并按照适用于恩贾

梅纳的标准支付生活津贴，高于在估算乍得东部费用时所使用的 72 美元的标准。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以千美元计。只对增减不低于 5%或 100 000 美元的差异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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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7 746.9 36.0% 
 
 

36. 出现未用余额，主要原因是国际工作人员延迟征聘，导致工作人员薪金、工

作人员薪金税和危险工作地点津贴减少。虽然核定预算资源为 2008 年 6 月 30 日

前征聘 436 个国际工作人员拨备了经费(本预算期间平均 144 个国际工作人员)，
但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只征聘了 193 个国际工作人员(本预算期间实际平均 57

个国际工作人员)，空缺率为 60.4%，高于 20%的预算空缺率。 

37. 国际工作人员的征聘出现延迟，是因为难以确定合格候选人、候选人不愿意

接受部署到特派团的录用通知、以及选定的候选人延迟抵达特派团。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1 004.4 59.1% 
 
 

38. 出现未用余额，是因为实际空缺率(76.1%)高于预算空缺率(20%)。虽然核定

预算资源为 2008 年 6 月 30 日前征聘 447 个本国一般事务工作人员和 11 个本国

干事拨备了薪金、工作人员薪金税和一般工作人员费用(本预算期间平均 147 个本

国一般事务工作人员和 3 个本国干事)，但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只征聘了 124

个本国一般事务工作人员和 0 个本国干事(本预算期间实际平均 36 个国际工作人

员)。 

39. 本国工作人员的征聘出现延迟，是因为当地劳动力市场并非随时都能找到所

需的技能组合，导致难以物色和征聘合格的本国工作人员。 

    差异 

联合国志愿人员 2 364.9 75.9% 
 
 

40. 出现未用余额，是因为实际空缺率(77.3%)高于预算空缺率(20%)。虽然预算

经费所反映的联合国志愿人员平均部署人数为 47 人，但本报告所述期间的实际

平均在职人数只有 11 人。 

    差异 

一般临时人员 885.7 52.3% 
 
 

41. 本项下出现未用余额，是因为特派团行为和纪律小组及老虎小组工作人员的

征聘出现延迟。出现未用余额的另一个原因是，与一般临时人员项下核定的老虎

小组职位有关的支出已记入国际工作人员预算项下。 

    差异 

政府提供的人员 322.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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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出现未用余额，是因为没有部署在本项下拨备经费的惩教干事，由于在完成

办公楼和宿舍建造项目之前乍得东部的容纳能力有限，特派团无法将他们部署到

地方。 

    差异 

公务差旅 548.1 46.7% 
 
 

43. 本项下出现未用余额，是因为特派团人员延迟部署，造成参加政治磋商和会

议的公务旅行以及与培训有关的旅行实际所需费用减少。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11 617.6) (24.7%) 
 
 

44. 本项下出现额外支出，主要原因是，根据与欧盟部队的技术安排改造恩贾梅

纳和阿贝歇机场基础设施以使其符合国际航空安全标准，以及扩大柏油碎石路面

以使其容纳欧洲联盟和联合国飞机的所需费用增加。在本预算期间，特派团还增

购了 70 台不同功率的发电机，以便在人员延迟部署到地方，导致必须在恩贾梅

纳租用更多房舍并增建办公设施的情况下，提供不间断电力供应。 

45. 在订立长期商业总包燃料合同之前，特派团还增购了 14 个燃料囊、2 辆燃料

挂车、2 个车载分送罐、4 个燃料输送泵和 6 套燃料测试设备，以便建立燃料分

发点，支持业务所需。 

46. 所需额外资源因以下原因实际燃料消耗减少而部分抵销。实际燃料消耗减

少，是因为乍得东部办公楼和宿舍建造项目尚未竣工而延迟向东部地区部署大功

率发电机。由于延迟订立建造营地设施的多功能后勤支助合同，预制设施的购置

计划没有全面完成，导致预算中为此作出的经费拨备使用不足。 

    差异 

陆运 809.6 2.1% 
 
 

47. 本项下出现未用余额,主要原因是下列实际所需资源减少：(a) 由于缺少车

间设施的放置空间和使用从联合国布隆迪行动(联布行动)转来的车间设备，购置

车辆车间设备的实际所需减少；(b) 由于特派团人员延迟部署，车辆租赁实际所

需减少；(c) 由于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临近结束时才向特派团交付新车辆，实际燃

料消费减少。 

48. 所需资源减少额因以下原因而部分抵销：由于汇率波动和实际运费上涨，购

买车辆的实际支出增加；加上在根据系统合同交付备件之前，在当地市场购买备

件的价格较高。 

    差异 

空运 20 558.2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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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本项下出现未用余额，主要原因是机务人员宿舍不足和延迟向特派团部署工

作人员，导致特派团航空资产的部署出现延迟。4 架商业包机(2 架固定翼客机和

2 架直升机)已部署到恩贾梅纳和阿贝歇，少于在本预算中作出经费拨备的 12 架

飞机(6 架固定翼客机和 6 架直升机)，导致飞机租赁和运营及航空燃料的支出减

少，机场设备和用品、着陆费和地勤服务的实际所需也相应减少。 

    差异 

通信 1 830.3 11.2% 
 
 

50. 本项下出现未用余额，是因为特派团人员延迟部署，以及计划购买的飞机导

航和跟踪系统由于特派团航空资产延迟部署和自我维持通信塔的采购出现延迟

而推迟，导致商业通信、专业订约人员和公共信息服务的实际所需减少。 

    差异 

信息技术 (143.0) (1.6%) 
 
 

51. 本项下出现额外支出，原因是，由于作为后勤基地容纳特派团总部或结构的

大楼仍未建成，恩贾梅纳有待支助的计划外地点增多，导致需要增购信息技术设

备。 

52. 所需额外资源因专业订约人员延迟部署导致支出减少而部分抵销。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装备 (8 634.8) (103.1%) 
 
 

53. 出现额外支出，主要原因是，由于延迟敲定多功能后勤支助合同，需要从意

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发运战略部署储存的装备，导致与运费及相关费用

有关的所需资源增加。 

54. 所需额外资源因以下原因而部分抵销：由于特派团延迟部署到地方，地雷行

动方案延迟执行，支出因此减少。 

    差异 

速效项目 12.2 6.1% 
 
 

55. 本项下出现未用余额，是因为乍得东部一些速效项目由于特派团人员延迟部

署到地方而推迟到 2008/09 年底执行。已执行的项目包括翻修阿贝歇监狱、改造

恩贾梅纳交通警察通信系统和恢复恩贾梅纳宪兵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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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56. 就中乍特派团经费的筹措而言，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决定如何处理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未支配余额

17 260 300 美元； 

 (b) 决定如何处理 2008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共计 1 387 000 美元的其他收

入，包括利息收入(1 116 500 美元)和上期债务节减额(270 500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