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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为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2008 年 7 月 1 日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联黎部队 2008 年 7 月 1 日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支出总额已通过按若

干构成部分(即实质性民政部分、军事部分和支助部分)归类的成果预算编制框架

与联黎部队的目标相联系。 

财政资源使用情况 

(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8 年 7 月 1 日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类别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军事和警务人员 6 407.8 6 492.6 (84.8) (1.3) 

文职人员 15 661.2 15 928.7 (267.5) (1.7) 

业务费用 23 531.8 22 639.5 892.3 3.8 

 所需资源毛额 45 600.8 45 060.8 540.0 1.2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2 094.1 2 140.4 (46.3) (2.2) 

 所需资源净额 43 506.7 42 920.4 586.3 1.3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2 774.5 2 904.4 (129.9) (4.7) 

 所需资源总额  48 375.3 47 965.2 410.1 0.8 

 

人力资源在职情况 

类别 核定数 a 实际数(平均) 空缺率(百分比)
b

军事观察团 203  189 6.9  

军事特遣队 27 27 — 

联合国警察 6  6 —  

建制警察部队 —  — —  

国际工作人员 107  99 7.5  

本国工作人员 164  153 6.7  

联合国志愿人员 20  19 5.0  

临时职位
c
  

国际工作人员 — — —  

本国工作人员 2 2 —  

政府提供的人员 10  4 60.0  

 a 系 高核定数。 

 b 根据每月在职和核定数计算。 

 
c
 在一般临时的人员项下供资。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见本报告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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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2008 年 2 月 7 日秘书长报告(A/62/679)提出了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

派团(西撒特派团)2008 年 7 月 1 日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维持预算，毛额

45 728 400 美元(净额 43 662.400 美元)，其中不包括已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

助 2 774 500 美元。这笔预算充作下列人员的经费：203 名军事观察员、27 名

军事特遣队、6 名联合国警官和 10 名政府提供的人员，以及 108 名国际工作人

员、165 名本国工作人员(包括 1 个临时职位)和 20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的文职编

制人员。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报告(A/62/781/Add.3)第 40 段中建议

大会为2008年 7月1日至2009年 6月30日期间维持特派团批款毛额45 698 200

美元(净额 43 604 100 美元）。  

2. 按照大会第 62/268 号决议为该特派团 2008 年 7月 1日至 2009 年 6月 30 日

期间核定的维持费为毛额 45 600 800 美元(净额 43 506 700 美元)，其中不包括

已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2 774 500 美元。按照该决议，核准文职人员编制，

包括 107 名国际工作人员、166 名本国工作人员(包括 2 个临时职位)和 20 名联合

国志愿人员。这笔批款已全部摊派给会员国。 

 

 二. 任务执行情况 
 
 

 A. 概述 
 

3. 西撒特派团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第 690(1991)号决议确定的，并经其后的各

项决议延长。确定预算执行期间任务的为安理会第 1813(2008)号决议和第

1871(2009)号决议。 

4. 特派团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寻求公正、持久和双

方可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以实现西撒哈拉人民的自决。 

5. 在这项总体目标内，联黎部队在本执行情况报告所述期间提供了相关的重要

产出，取得不少成绩，具体情况见下文方框。这些方框按构成部分(实质性民政、

军事和支助)分类。 

6. 本报告对照 2008/08 年度预算所载计划成果预算框架评估实际执行情况。特

别是执行情况报告比较了计划绩效指标和实际绩效指标，即以预期成绩衡量本报

告所述期间实际取得的进展，还比较了计划产出和实际完成产出。 

 

 B. 预算执行情况 
 
 

7. 正如秘书长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2009/200)指出，并依照安理会第

1813(2008)号决议的呼吁，即各方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真诚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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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与各方和其他有关行为体就第五轮谈判进行多次讨论。秘书长的个人特使

与各位谈判人员举行会晤，后者重申他们承诺与联合国合作，以尽快解决西撒哈

拉问题，这是该区域稳定、一体化和发展以及西撒哈拉难民恢复正常生活的前提。

西撒特派团就该区域政治局势向秘书长个人特使提出建议和分析意见；在他访问

该区域期间，组织安排同各方的会晤，并提供后勤支援。为此，特派团参加了为

支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领导的建立信心方案举行的资源

调动会议，并以有偿的方式向该方案、非洲联盟和非政府组织地雷行动组织（联

合王国）提供后勤支援。  

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派团继续监测和鼓励冲突双方履行其根据 1997 年 12

月和 1998 年 1 月签订的军事协定所承担的义务。在此期间，特派团增加了直升

机巡逻，将其作为有效的监测方法。双方武装部队之间所有已知接触都以书面信

件的形式通过西撒特派团进行。有关方面违反停火协定的情况减少。各方根据《第

1 号军事协定》减少了对西撒特派团军事观察员行动自由的限制。特派团核准一

些请求，旨在改进双方军事部队的生活条件。特派团维持所有军事部队和资产的

地理数据库，并绘制了行动地图和专题地图供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使用。 

9. 在地雷行动领域，继续努力加强有关地雷污染和应对措施的宣传，提高在实

地开展行动的联合国人员的安全水平，以及向西撒哈拉的地雷行动方案提供技术

和物资支持。具体而言，特派团的工作重点是与摩洛哥王国陆军一道，通过地雷

行动组织(联合王国)，并与波利萨里奥阵线一道，改进合作、信息协调、制图和

清除护堤两侧的未爆弹药。西撒特派团还与联合国项目事务厅做出安排，管理地

雷的探测和清除工作。 

10. 与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在信息管理领域取得进展。此外，向摩洛哥

王国陆军和地雷行动组织（联合王国）提供地雷行动信息管理系统，以便在记录

关于危险地区和排雷行动数据的工作中，推动继续加快速度和提高效率。 

11. 在支助领域，正在进行安保工作，使特派团遵守联合国 低运作安保标准。

地理信息系统小组和特派团联合分析中心共同努力维护各军事部队和资产的地

理数据库。该小组还绘制业务和专题地图供军事和文职人员使用，特别是在队部。

特派团依照秘书长“绿化联合国”的努力发起环境保护方案。 

12. 特派团支持在 2008/09 年度为执行任务而按计划开展的各项活动，在毛额资

源使用(不包括已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方面达到总体执行率 98.2%。一些因

素对在编制所需资源时所作的预算假设产生影响。主要因素包括： 

(a) 2008 年 7 月 1 日和 10 月 1 日特派团任务生活津贴率连续增加，对军事

观察员、联合国警察、政府提供的人员和国际人员所需经费产生影响； 

(b) 国际工作人员费用增加，因为更替率高于预期，在此期间大约 19 名国

际工作人员离开特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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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伙伴关系、国家工作队协调和综合特派团 
 

13. 西撒特派团继续在执行建立信任措施方案方面向难民署提供有偿的后勤支

援。特派团为该方案提供空中、人员和地面运输。提供的支援包括：联合国警官

协助难民署工作人员办理机场出入境手续；陪伴他们访问受益者。每次飞行都有

西撒特派团马来西亚医疗队的一名医生或护士陪伴。此外，特派团还继续根据建

立信任措施倡议向难民署提供安保和行政支助。 

14. 难民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继续与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欧

洲联盟委员会人道主义事务处、西班牙国际合作与发展署和一些国际和地方非政

府组织合作，向廷杜夫附近难民营中的西撒哈拉难民提供援助和保护。 

15. 此外，西撒特派团支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的全球监测努力，

在雨季和旱季提供蝗虫监测和信息报告，从而帮助弥合在沙漠蝗虫预警和减灾方

面的差距。 

 D. 特派团支助举措 
 

16. 特派团支助构成部分提供了高效力和高效率的后勤、行政和安全服务，通过

提供有关的产出支持部队执行任务。此外，还支助了平均为 189 名军事观察员、

27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和 6 名联合国警察的兵力，以及包括 98 名国际工作人员、

155名本国工作人员、19名联合国志愿人员和4名政府提供的人员文职编制人员。

支助范围包括落实行为和纪律、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人事管理、卫生保健、

维护办公和住宿设施、运输、信息和通信技术。 

17. 一项重要的管理措施是做出决定，在一定时期内替换所有队部的整个厨房而

不是仅仅替换冰柜，因为这些厨房的状况极差。还作出一项管理决定，以较低价

格购置较少的更大型集装箱式住房单元。这两项管理决定的结果是没有使用为计

划购置的制冷设备编列的经费。 
 

 E. 成果预算框架 
 

  构成部分 1：实质性民政 

18. 在本执行期，特派团实质性民政部分继续促进在政治解决西撒哈拉 终地位

问题和解决人道主义问题方面取得进展。特派团协助秘书长的个人特使执行任

务，包括组织会议、后勤支援、新闻评论及对西撒哈拉和该区域的政治和安全局

势的分析。特派团还以有偿的方式支助难民署实施建立信任措施方案，旨在加强

分化社区之间的关系。为该方案提供的支助包括空中、人员和地面运输，以及安

全和行动支助。难民署和粮食计划署继续与世卫组织、欧洲联盟委员会人道主义

事务处、西班牙国际合作与发展署和一些国际和地方非政府组织合作，向廷杜夫

附近难民营中的西撒哈拉难民提供援助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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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1.1：在政治解决西撒哈拉的 终地位问题上取得进展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与2006/07年度的数字相比，西撒哈拉各方

(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与邻国(阿尔及

利亚和毛里塔尼亚)之间的年会和书面信件

增加(2005/06年度；0；2006/07年度；1；

2007/08年度；25；2008/09年度；25) 

在此期间冲突各方未举行直接会议或进行信件往来

(2006/07年度；1；2007/08年度；3；2008/09年度；0)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备注 

就该区域政治局势向非洲联盟通报情况

54 次 

48 每周情况通报 

产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非洲联盟代表

的日程安排很紧 

支助秘书长个人特使履行其职务，包括定

期通报当地形势，定期报告该区域政治和

安全方面的 新事态发展，进行政治分析

和提供咨询，并在个人特使访问该区域期

间提供后勤支助 

是 提供形势日报和周报，并分析该区域

新闻及政治和安全局势 

后勤支助包括在个人特使于 2009 年 2

月和 6 月二次访问该区域期间，向其提

供安全、医疗、通信和协调方面的支助 

通报政治情况并且陪同 12 个来访的会员

国代表团和 10 个来访的非政府组织、国

际组织、政府组织和媒体组织代表 

10 

 

7 

会员国代表团 

会员国访问特派团的次数少于预期。 

3 个非政府组织和 4 个国际新闻媒体

的代表进行访问 

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 2份报告 1 报告 

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871(2009)号决议

的要求仅提交一份关于西撒哈拉局势

的报告 

以 4 种语文向联合国机构和会员国提供

510 份地方/国际媒体关于西撒哈拉区域

和国际问题的报道摘要 

746 地方/国际媒体的摘要 

增设新闻分析处，因此新闻摘要增加

(366 个主要报道，226 个区域新闻，

124 个专题报道，30 个每周问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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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1.2：在解决人道主义问题、特别是与难民和下落不明者有关的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帮助52次难民家庭互访(2006/07年度：25；

2007/08年度：52；2008/09年度：52) 

进行 39 次家庭互访，来自 449 户家庭的 2 355 人受惠

(1 224 人来自领土，1 131 人来自难民营)。 

访问次数减少，因为缺少身份证件，难民署需要时间

筛查受惠人。 

(2006/07 年度：25；2007/08 年度：38；2008/09 年

度：39)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备注 

为难民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举行的 4 次

关于评估营地粮食状况的捐助国会议担

任东道主，并通报政治情况 

1 难民署和粮食计划署在廷杜夫举行会

议期间，向捐助国通报情况 

产出减少的原因是，难民署和粮食计

划署有足够资金满足方案的需求 

向联合国机构和方案(难民署、卫生组织、

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

金会))和在该区域有代表的其他国际组

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

欧洲共同体人道主义办事处和国际移民

组织)通报情况 28 次，内容涉及解决人道

主义问题，包括难民援助和穿越西撒哈拉

的非法移徙活动等 

15 廷杜夫联络处主任与联合国驻当地的

机构举行会议，包括难民署、世卫组

织、粮食计划署和红十字委员会。只

要需要，还举行其他会议，如协调会

议，以处理安全、执行建立信任措施

或该区域政治形势等共同问题 

情况通报次数减少，因为国际机构继

续与西撒特派团密切协调 

每月与难民署举行会议，审查建立信任措

施方案的执行情况 

12 每月按计划举行会议 

发表 8份新闻稿，以支持建立信任措施，

包括难民署的筹款呼吁 

否 自 2007/08 年度以来，难民署通过自

己的新闻单位发表新闻稿 

为继续执行建立各方之间信任的措施而

提供后勤支援，包括由 6名联合国警官陪

同进行 52 次难民家庭互访 

39 在 6 名联合国警察陪同下，进行特派

团支助的家庭互访；提供空中和地面

运输及医疗服务 

家庭互访次数减少，因为缺少适当身

份证件，难民署很难进行筛查工作 

 
 

构成部分 2：军事 

19. 特派团的军事部分继续监测各方遵守停火协定的情况，并支持减小护堤两侧

的地雷威胁。为此，西撒特派团在行动区进行巡逻，包括通过空中侦察，访问有

关方的军事部队及其总部，并调查所有收到的指控。在此期间，特派团增加了直



 A/64/602

 

909-66361 (C) 

 

升机巡逻，将其作为有效的监测方法。双方武装部队之间所有已知接触都以书面

信件的形式通过西撒特派团进行。有关方面违反停火协定的情况减少。各方根据

《第 1 号军事协定》减少了对西撒特派团军事观察员行动自由的限制。特派团核

准一些请求，旨在改进双方军事部队的生活条件。特派团维护所有军事部队和资

产的地理数据库，并绘制了行动地图和专题地图，供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使用。  

20. 在地雷行动领域，特派团制订了可行的地雷行动方案，旨在缓解对当地居民

以及开展日夜巡逻的联合国人员的威胁。除该方案之外，还设立了地雷行动小组，

与军事构成部分和地雷行动组织(联合王国)协调排雷活动，勘查和销毁地雷和未

爆弹药。特派团还继续扩大其与各方开展的活动。联合地雷行动的努力旨在减小

地雷和未爆弹药的威胁，这些努力极大改进了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污染数据收集

的质量并扩大了其范围。此外，还通过使用新的数据、更广泛的安全培训、订正

的应急措施程序，继续加强在被污染地区工作的联合国人员的安全保障，特别是

加强西撒特派团处理护堤东侧地雷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护堤东侧的地雷勘察工

作已经完成，已开始进行清除活动。 

21. 继续与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在信息管理领域取得进展，并向摩洛哥

王国陆军和地雷行动组织(联合王国)提供该系统。此外，军事部分监测各方销毁

地雷和未爆弹药的情况，并标明他们在巡逻时遇到的危险地区。军事部分还协同

国际移民组织为在沙漠上受困的移徙者临时提供紧急援助。 

预期成绩 2.1：各方遵守停火协定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未发生严重违反停火协定和军事协定的

事件(2006/07 年度：0；2007/08 年度：0；

2008/09 年度：0) 

实现，此期间未发生严重违反停火协定的事件 

(2006/07年度：0；2007/08年度：0；2008/09年度：0) 

停火协定参与方参加联合军事核查委员

会会议(2006/07 年度:无会议；2007/08

年度：100%：2007/08 年度：100%) 

由于双方采取的立场，没由于双方采取的立场，没有举行

会议。双方之间所有已知接触都以书面信件的形式通过西

撒特派团进行 

(2005/06年度：0%；2006/07年度：0%；2007/08年度：0%；

2008/09年度：0%)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备注 

每个月与双方地方指挥官和高级军官举

行联络会议 

8 西撒特派团部队指挥官举行联络会议 

会议次数减少的原因是地方指挥官和高

级军官没有时间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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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流动巡逻33 580人日，

包括日间和夜间巡逻(每次巡逻有 4 名联

合国军事观察员，365 天每天 23次巡逻) 

35 040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流动巡逻人日(每次

巡逻4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每天24次

巡逻×365 天) 

产出增加是由于特派团军事程序的变

化，这些变化提高了西撒特派团的行动

效率及其监测停火维持情况的能力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对双方武装部队各单

位和总部进行 416 个联络“日访”(每次

访问有 4 个联合国军事观察员，52 周每

周 2次访问) 

396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对双方武装部队各单

位总部进行联络“日访”(每次访问有 4

个联合国军事观察员×99 次访问) 

产出减少，因为这些单位总部的指挥官

没有时间 

从 9个队部出发，进行 1 089 小时空中巡

逻，检查双方 20 042 个军事单位(每月每

架直升机 30.25 小时，共 3架直升机巡逻

12 个月) 

1 108 从 9 个队部出发对双方 9 722 个军事单

位进行的空中巡逻时数(每架直升机

30.77 小时×3架直升机×12个月) 

空中巡逻时数增加的原因还包括： 

  (a) 为进行监测，更加重视直升机

侦察行动； 

  (b) 为调查违反停火协定的指控

进行特别巡逻 

根据需要调查任何一方违反停火协定的

指控 

14 已调查提出的指控 

 

 

预期成绩 2.2：减轻护堤两侧的地雷威胁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无人因地雷/弹药爆炸伤亡(2006/07年度：

0；2007/08年度：0；2008/09年度：0) 

未发生地雷和未爆弹药造成的伤亡事件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备注 

标示未爆弹药并监测双方和地雷行动非

政府组织的处置行动 

37 

 

标示战争遗留爆炸物物项 

(护堤东侧 31 个，西侧 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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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68 标示反坦克地雷(联合王国地雷行动组

织在东侧标示 26 个，摩洛哥王国陆军在

西侧标示 3 542 个) 

 385 标示杀伤人员地雷(联合王国地雷行动

组织在东侧标示 6 个，摩洛哥王国陆军

在西侧标示 379 个) 

 10 853 标示未爆弹药物项(联合王国地雷行动

组织在东侧标示 389 个，摩洛哥王国陆

军在西侧标示 10 646 个) 

  销毁监测到的地雷和未爆弹药 

向当事方、地雷行动非政府组织以及当地

民众提供 新的地雷勘查情况及地雷和

未爆弹药地图 

433 确定未爆弹药的地点 

护堤东侧地雷/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勘查工

作已经完成。西撒特派团地雷行动协调中

心和地雷行动组织(联合王国)根据勘查

结果编制了电子数据和绘制地图。这次勘

查查明 158 个集束炸弹打击点、37 个雷

区和1个弹药储藏所 

  共查了 96 个“危险区”，根据标准(包括

与主要人口聚集地、供水点和道路的距

离)将其分为 90 个高度优先任务、39 个

中度优先任务和 67 个低度优先任务 

  向西撒特派团人员、当事方、当地居民

和排雷组织提供了这次勘查结果 

 
 

构成部分 3：支助 

22. 在本执行期间，观察团的支助部分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后勤、行政和安全服务，

通过相关产出及尽可能改善服务支持特派团执行任务。此外，还支助了平均 189

名军事观察员、27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和 6 名联合国警官的兵力以及文职编制人

员，其中有 99 名国际工作人员、155 名本国工作人员(包括 2 个临时职位)、19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和 4名政府提供的人员。支助范围包括落实行为和纪律及预防

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人事管理、卫生保健、维持和构筑办公室和住宿设施、

信息技术和通信、空中和陆地运输业务、供应业务以及提供全特派团的安保服务。  

2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加强安全工作使特派团遵守联合国 低运作安保标准

方面取得进展。特派团与地方当局联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西撒特派团人员和

房地的安全。在地方当局的支助下，各队部和阿尤恩总部的设施和基础设施继续

得到改善。除了在特定队部建立水处理厂外，特派团还审查了在所有队部打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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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行性。特派团继续努力恢复队部沙漠机场。在此方面，摩洛哥皇家部队提供

了工程能力。此外，特派团还根据“绿化联合国”倡议启动一个环境保护方案。 

预期成绩 3.1：向特派团提供高效力、高效率的后勤、行政和安保支助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在任务区建立二级和三级医疗化验服务，

以改进所有特派团人员的医疗服务质量 

已达到 

与任务区 3 个三级医院签署谅解备忘录，视需要使用阿

尤恩的 1个二级医院 

从特派团总部前往队部的时间减少大约

1个小时 

未达到，原因是未完成提法里提和奥塞尔德队部的固定翼

飞机跑道项目。2009 年 5月恢复了乌姆锥嘎的简易机场 

 特派团总部到乌姆锥嘎的旅行时间为 3.5 小时，到阿期

沃德为 2.5 小时 

采用一些措施和结构，使特派团遵守 低

实务安保标准 

已达到 

· 西撒特派团的所有 9个队部都配备了周边防卫墙、了

望塔、安全照明、入口路障和闸门 

 · 翻修特派团总部和通信/培训中心大院围墙，在各队

部和联合国所有其他房地建立棱堡，并在特派团总部

周围安装安全照明灯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备注 

改进服务   

订立一项提供先进医疗化验服务的合同，

并与任务区内的医院签署谅解备忘录，以

提供军事医疗股一级诊所没有提供的二

级和三级医疗服务 

是 与卡萨布兰卡的 2 个三级医院和拉斯帕

尔马斯的 1个四级医院订立合同 

通过固定翼飞机从阿尤恩特派团总部直

飞各队部的航班和重新开放任务区内的

机场，以改善空运服务 

否 未完成  

一直在各队部修复沙漠机场，并得到摩

洛哥王国陆军的工程支助 

阿期沃德、乌姆锥嘎和提法里提的简易

机场依然关闭，因为特派团没有进行修

理所需的重型设备，依靠摩洛哥军队提

供协助。2009 年 5 月完成乌姆锥嘎简易

机场的修复工作，同时其他简易机场的

工程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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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警务和文职人员   

平均 27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203 名军事

观察员和 6名联合国警察的进驻、轮调和

任满回国 

27 

189 

6 

军事特遣队人员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联合国警察 

核查、监测和视察特遣队所属装备及自我

维持 

是 每月针对 27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进行 

储存和供应口粮和瓶装水给 11 个地点平

均 230 名军事人员、108 名国际人员、20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及 6名联合国警察 

216 

99 

19 

6 

军事特遣队人员(平均兵力) 

国际工作人员(平均人数) 

联合国志愿人员(平均人数) 

联合国警察(平均人数) 

108 名国际人员、165 名本国人员和 20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的行政管理 

99 

155 

国际工作人员(平均人数) 

本国工作人员，包括 2 个在一般临时工

作人员项下提供经费的临时职位(平均

人数) 

 19 联合国志愿人员(平均人数) 

为所有军事人员、警察和文职人员实施行

为和纪律方案，包括培训、预防、监测及

在不当行为发生时提出补救行动建议 

是 

5 

为所有新工作人员提供行为和纪律培训  

报告了多起不当行为案件 

设施和基础设施   

13 个未铺路面的机场（5条跑道和 8个直

升机停机坪)的运营和预防性维护 

2 翻修和运营在乌姆锥嘎和马赫巴斯的

跑道 

 3 维护和运营在阿格瓦尼特、马赫巴斯和

乌姆锥嘎的跑道 

 8 维护和运营在维米杰克、马赫巴斯、乌

姆锥嘎、阿期沃德、阿格瓦尼特、提法

里提、梅赫伊雷斯和比尔拉洛的直升机

停机坪 

维修 11 个地点 9 个军事观察员队部、3

处联合国房地和 3 处文职人员/军事人员

住宿房舍 

是 维修 11 个地点 9 个军事观察员队部、3

处联合国房地和3处文职人员/军事人员

住宿房舍 

在 4个观察地点建造观察台和地下掩体 4 在米杰克、阿格瓦尼特、梅赫伊雷斯和

比尔拉洛建造观察塔 

  未建造地下地下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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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12 月在阿尔及尔发生爆炸之后，

特派团决定加强各队部的安全，所做的

决定之一是建造地下掩体。根据从安保

主任与各地方党派之间的多次审查会议

收集的情报，安全和安保部经进一步审

查，认为不必建造地下掩体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备注 

   

在后勤基地建造 3个储存设施 3 在后勤基地建造储存设施 

根据 低实务安保标准在阿尤恩的 6 个

观察所和 3 个地点/房地建造环形防御墙

并安装出入控制装置、自动道闸和探照灯 

是 在所有据点和驻地，包括阿尤恩，建造

围墙并安装自动道闸、出入控制装置和

探照灯。在阿尤恩的所有观察所(9)和 3

个驻地安装出入控制装置 

在护堤西测的房舍建造环卫设施，包括污

水和垃圾的收集和处理 

是 在护堤西侧的所有队部和特派团房地 

在 6个地点安装、运行和维护 6家联合国

拥有的净水厂 

3 建立、运营和维护净水厂(拉永、比尔拉

赫卢和马赫巴斯) 

  正在梅海雷斯、乌姆锥嘎和阿期沃德建

立净水厂 

  推迟安装，因为地方市场没有水处理设

备；一些驻地没有适当的水要处理；没

有钻井供应商 

运行和维护联合国在11个地点拥有的45

部发电机 

45 

11 

发电机 

驻地 

储存和供应 86 万升发电机汽油、机油和

润滑油 

0.94 储存和供应百万升汽油、机油和润滑油 

数目增加的原因是天气条件恶劣，致使

在一年中的第二季度应持续使用空调，

在一年中的第一和第四季度应持续使用

暖器 

维护和翻修 2公里长的公路 是 在马赫巴斯——翻修和维护 2 公里长的

公路 

在 11 个地点维护和修复 11 个用于发电

机、陆运和空运的汽油和润滑油储存设施 

11 在 11 个地点修理、保养和维护汽油、机

油和润滑油储存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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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漠的 9 个观察所以 20 套 3 模块硬墙

结构替换 40 个住宿帐篷(软墙结构)，因

为在沙漠条件下历时 15 年的软墙结构已

日渐变坏 

 在 3 个观察所更换 20 个住宿帐篷(10 个

在阿期沃德、7个在乌姆锥嘎、3个在斯

马拉) 

未充分执行，因为 2009 年 5 月 26 日收

到 后一批集装箱式预制结构，预期将

于 2009/10 年度安装 

陆运   

在阿尤恩、奥塞尔德、斯马拉、乌姆锥嘎

和廷杜夫的5个车间运行和维护289辆联

合国拥有的车辆、31 辆拖车、1辆托盘堆

放机和 1台电动叉车 

259 

30 

1 

1 

15 

联合国拥有的车辆 

拖车 

托盘堆放机 

电动叉车 

其他叉车和工程移动设备 

  继续提供状况良好的车辆，用于提供支

助服务，并进行巡逻。 

  车辆/拖车数目减少的原因是本报告所

述期间早些时候核销 118 辆车 

空运   

操作和维护3架固定翼飞机和3架旋转翼

飞机 

3 

3 

固定翼飞机 

旋转翼飞机 

 4 470 飞行小时共计 

 19 344 运送的乘客中包括 4 710 名难民署建立

信任措施方案的受益人 

 638 直升机空中观察巡逻 

操作和维护在队部(奥塞尔德、乌姆锥嘎、

提法里提和马赫斯)的 4个航空燃料站 

4 运营和维持航空燃料站 

 1.6 为旋转翼飞机供应和提供百万升航空燃

料 

通信   

支持和维护一个卫星网络，其中包括 1

个地面站枢纽，以提供语音、传真、视频

和数据通信 

1 运营和维护地面站枢纽，以提供不间断

的语音、数据和视频通信 

支助和维护 11 个甚小口径终端系统、7

个电话交换台和 5个微波中继器 

11 

7 

甚小口径终端站系统 

电话交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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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微波中继线 

支持及维护在 11 个地点的 332 个高频无

线电台、420 个甚高频无线电台和 25 个

甚高频转发台 

267 

388 

27 

高频无线电台 

甚高频无线电台 

甚高频转发台 

  维护和支持特派团车辆内的高频/甚高

频无线电台设备，以及队部和特派团总

部的固定支援无线电台和手提电台 

  产出减少的原因是比原计划提前核销了

一些设备 

信息技术   

支持及维护11个地点的34个服务器、459

个台式计算机、76 台膝上型计算机、214

台打印机和 32台数码发送机 

34 

506 

86 

服务器 

台式计算机 

膝上型计算机 

 214 打印机 

 32 数字发送器 

  计算机(台式计算机和膝上型计算机)增

加的原因是为支付网吧工作人员福利金

追加经费。为此修理了标明核销的旧计

算机 

支持及维护 11 个地点供 494 名用户使用

的局域网和广域网 

494 

11 

用户 

驻地 

支持及维护地理信息系统设备，包括 2

个绘图机 

是  

医务   

营运和维护一家一级牙科诊所、一个化验

室、一个一级医疗单位以及在 3个地点为

所有特派团人员、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当地

民众设置的 2个前方医疗队和急救站 

1 

 

1 

营运和维护一级牙科诊所(病人就诊 

2 975 次) 

营运和维护 1 个化验室，进行了 590 次

化验 

 1 营运和维护一级医疗单位(病人就诊 

3 408 次) 

 2 前方医疗队轮流驻在 3个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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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全特派团的联合国各地点(包括在 2

个地点的二级和三级医院)的陆路和空中

疏散安排 

是 与卡萨布兰卡的 2 个三级医院和拉斯帕

尔马斯的 1个四级医院签定谅解备忘录 

此外，特派团还使用在阿尤恩的二级医

院，虽然未与该医院订立任何合同 

  产出增加 

 6 任务区内的伤员后送 

 8 任务区内的医疗后送 

为特派团所有人员营运和维护艾滋病毒

自愿保密咨询及检测设施 

58 医务股进行的艾滋病毒自愿保密咨询及

检测病例 

对所有特派团人员进行艾滋病毒宣传教

育方案，包括同事相互教育 

275 参加艾滋病毒宣传方案的人员 

艾滋病毒/艾滋病协调中心在廷杜夫和 9

个队部向 232 人集体通报情况 

  介绍和演示；全体会议；在世界艾滋病

日(2008年12月1日)进行幻灯演示并散

发宣传材料 

其他用品和服务   

为 90 名在艰苦条件下工作的工作人员提

供防护设备 

是 为所有在艰苦条件下工作的工作人员提

供防护设备 

安保   

为特派团所有区域(包括阿尤恩 3 处院

落、廷杜夫的 9 个队部和 1 个营地)提供

每周 7天每天 24 小时的安保服务 

是 48 名安保人员在特派团所有 13 个驻地

的驻守安全观察哨所提供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的安保服务 

为特派团高级别工作人员和来访的高级

官员提供 24 小时贴身保护 

是 提供 24 小时保护 

为所有新来的特派团工作人员提供初级

安全培训(每周两次) 

是 总共 288 名新人参加每周二次的初级安

全培训方案 

为所有新的人员提供消防训练(在所有西

撒特派团地点每年进行两次)和消防演习

(在所有队部每年进行一次并在其他地点

每年进行两次)，以及为所有特派团工作

人员提供防火和消防进修训练(在所有地

点每年进行一次) 

否 未完成计划产出，因为没有消防人员接

受消防安全培训 

2009 年 1 月征聘 1名安保干事 

(受过训练的消防官)，负责执行特派团

关于联合国房地和工作人员住宿的防火

计划 

 



A/64/602  
 

09-66361 (C)18 
 

 三. 资源使用情况 
 
 

 A. 财政资源 

(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8 年 7 月 1 日至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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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观察团 5 494.7 5 615.1 (120.4) (2.2) 

  军事特遣队 758.5 745.5 13.0 1.7 

  联合国警察 154.6 132.0 22.6 14.6 

  建制警察部队 — — — — 

  小计 6 407.8 6 492.6 (84.8) (1.3)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11 963.1 12 261.3 (298.2) (2.5) 

  本国工作人员 2 996.6 2 972.9 23.7 0.8 

  联合国志愿人员 642.3 651.6 (9.3) (1.4) 

  一般临时人员 59.2 42.9 16.3 27.5 

  小计 15 661.2 15 928.7 (267.5) (1.7) 

业务费用   

  政府提供的人员 42.4 39.1 3.3 7.8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咨询人 41.8 25.1 16.7 40.0 

  公务差旅 439.2 542.9 (103.7) (23.6) 

  设施和基础设施 3 979.8 3 580.3 399.5 10.0 

  陆运 1 292.5 1 279.2 13.3 1.0 

  空运 13 372.6 12 773.6 599.0 4.5 

  水运 — — — — 

  通信 1 468.0 1 423.3 44.7 3.0 

  信息技术 946.6 1 034.4 (87.8) (9.3) 

  医务 169.7 127.2 42.5 25.0 

  特种装备 79.5 75.7 3.8 4.8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1 699.7 1 738.7 (39.0) (2.3) 

  速效项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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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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23 531.8 22 639.5 892.3 3.8 

  所需资源毛额 45 600.8 45 060.8 540.0 1.2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2 094.1 2 140.4 (46.3) (2.2) 

  所需资源净额  43 506.7 42 920.4 586.3 1.3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a
 2 774.5 2 904.4 (129.9) (4.7) 

  所需资源总额  48 375.3 47 965.2 410.1 0.8 

 

 
a
 其中包括摩洛哥政府提供的 2 495 000 美元、阿尔及利亚政府提供的 352 000 美元以及波

利萨里奥阵线提供的 57 4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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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月支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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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08 年 8 月支出增加的原因是租用和运营飞机航空燃料和口粮的经费增加。

2008年 12月和2009年 6月支出反映出与报销业务费用项下收据有关的债务和付

款。2008 年 12 月，预制设施、备件和用品及汽油、机油和润滑油的债务增加。

2009 年 6 月，汽油、机油和润滑油债务增加，并增加了观察设备。 

 C. 其他收入和调整 

(单位：千美元) 

类别 数额 

利息收入  140.3 

其他/杂项收入 465.2 

自愿现金捐助 — 

上期调整数 (42.5) 

上期债务核销 535.5 

 共计 1 098.5 

  2008 年  2008 年  2008 年   2008 年  2008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09 年  2009 年  2009 年   2009 年  2009 年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1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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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特遣队所属装备：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单位：千美元) 

类别 支出 

主要装备  

  军事特遣队 125.1 

  小计 125.1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1.5 

  医务 60.4 

  小计 61.9 

  共计 187.0 

特派团因素 百分比 生效日期 上次审查日期 

A. 与任务区有关  

  极端环境因素 0.0 2007 年 7 月 1日  

  超常作业条件因素 0.8 2007 年 7 月 1日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素 0.8 2007 年 7 月 1日  

B. 与本国有关  

  运费递增因数  4.00 2007 年 7 月 1日  
 
 

 E. 未编入预算的捐助的价值 

(单位：千美元) 

类别 实际价值 

特派团地位协定
a
 1 938.9 

(未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共计 1 938.9 

 

 
a
 住宿房地由阿尔及利亚政府(81 200 美元)和摩洛哥政府(1 857 700 美元)提供。 

 

 四. 差异分析 1 

 差异 

军事观察团 (120.4) (2.2%)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以千美元计。对上下至少 5%或 100 000 美元的差异作了分析。 



A/64/602  
 

09-66361 (C)22 
 

25. 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每人每日50美元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连续增加，

2008 年 7 月 1 日起每人每日 52 美元，2008 年 10 月 1 日每人每日 54 美元。 

 差异 

联合国警察 22.6 14.6% 
 

26. 所需费用减少的原因是未使用为死亡和伤残编列的经费。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298.2) (2.5%) 
 

27. 在这一项下追加经费的原因是薪金费用增加，因为总空缺率为 7.5%，相比之

下，自 2008 年 8 月 1 日和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外勤事务人员和专业及以上职类

工作人员的预算和订正薪金表分别使用的空缺率为 10%，而且一般人事费增加。

此外，一般人事费增加考虑到 19 名国际工作人员执行特派团任务的差旅，以及

11 名国际人员进行医疗后送的差旅。 

28. 增加的所需经费总额的一部分被减少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所需经费抵消。所

需经费减少的原因是订正政策，在这一类下只记录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的住宿部

分，在公务差旅类下记录在其指定工作地点以外地点过夜的工作人员的所有特派

任务生活津贴。  

 差异 

一般临时人员 16.3 27.5% 
 

29. 这一项下所需经费减少的原因是未使用为病假、产假和陪产假编列的经费。

一部分差异被追加的经费抵消，追加经费涉及已在 G-3 职等编入预算的 2 个较高

平均职等的一般事务人员职位(G-5)。 

 差异 

政府提供的人员 3.3 7.8% 
 

30. 所需经费降低的主要原因是未使用为任满回国的非洲联盟观察员编列的经

费。 

 差异 

咨询人 16.7 40.0% 
 

31. 这一项下所需经费减少的原因是在调解、监督技能、项目管理(工程)及通信

和信息技术领域，未按计划使用咨询服务，而使用内部专门知识。  

 差异 

公务差旅 (103.7)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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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这一项下所需经费增加的原因是任务区内的旅行次数增加，以及订正政策，

在这一类下记录在其指定工作地点以外地点过夜的工作人员的所有特派任务生

活津贴，以及在国际工作人员类下只记录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的住宿部分。 

33. 一部分增加的所需经费总额被降低的与培训有关的差旅费抵消，因为在任务

区外参加课程的国际和本国工作人员少于计划人数。    

 差异 

设施与基础设施 399.5 10.0% 
 

34. 设施与基础设施项下所需经费减少，主要原因是用于购置预制设施和安保和

安全设备的所需经费减少，以及未购置制冷设备。这笔减少的所需经费被购置发

电机、柴油和水处理设备备件的费用增加及改建和翻新服务和维修用品所需经费

增加部分抵消。 

35. 购置预制设施所需经费减少，因为以较低单价购置了 35 个较大型集装箱式

住宿单位， 初计划购置 40 个。关于购置安保和安全设备，支出减少的原因是

取消了闭路电视系统采购计划，因为费用高于预期。未使用为购置制冷设备编列

的经费，因为作出一项管理决定，逐步取消各队部所有破旧不堪的厨房，而不是

更换冷藏柜。这也导致各队部改建和翻新服务和维修用品的费用增加。 

36. 发电机费用增加的原因是应更换现有发电机，因为 1 个供应商自 2006 年以

来履约情况不佳，被取消供应备件的合同。柴油支出的相关费用增加，因为购置

更多的发电机。备件和用品所需费用增加，因为应确保水净化厂的顺利运营。   

 差异 

空运 599.0 4.5% 
 

37. 空运所需费用降低，因为租用和运营 3 个固定翼飞机(1 个中型通用飞机和 2

个中型货机)所需费用减少，其原因如下：实际飞行时数低于计划；航空燃料所

需相关费用降低；欧洲交通管制机构提供的固定翼飞机飞行航空导航服务费用降

低；未实行总部管理的飞机标图和跟踪系统；空中业务人员生活津贴所需经费因

任务区外的飞行减少而减少；难民署偿还支持建立信心方案的飞行费用。 

38. 由于做出新的合同安排，租用和运营 3 架旋翼飞机(MI-8MTV) 的所需经费增

加，这部分抵消了降低的所需经费总额。    

 差异 

信息技术 (87.8) (9.3%) 
 

39. 这个项下追加经费的原因是，新设立的地理信息系统股需要额外增加 34 个

不间断供电系统设备，及其对专门的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和卫星图像服务及订约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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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服务的计划外需求。在增加的所需经费总额中有一部分被软件许可证、费用和

租金的较低实际费用抵消，因为在总部集中安排的大宗采购定价方案比较优惠。 

 差异 

医务 42.5 25.0% 
 

40. 这个项目下出现未用余额的原因是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减少，因为没有军事观

察员受重伤，需要医疗后送和住院。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41. 就西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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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7 月 1 日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未支配余额

540 000 美元； 

 (b) 决定如何处理 2009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共计 1 098 500 美元的其他收

入，其中包括利息收入(140 300 美元)、其他/杂项收入(465 200 美元)和上期债

务核销额(535 500 美元)，减去上期调整数(42 500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