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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审计委员会关于财务报表的报告：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所附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的财务报表，包括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表(报表二)；该日终了两年期的收入

和支出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变动表(报表一)、现金流量表(报表三)及预算支出表

(报表四)；以及有关的解释性附注。 

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联合国审计长负责根据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编制和公允列报这些财务报表，

以及管理当局视为必要的内部控制，使编制的财务报表不存在因欺诈或错误而出

现的重大错报。 

审计员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通过执行审计工作对这些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的审计

是根据国际审计准则进行的。这些准则要求我们遵守道德操守要求，并制定审计

计划和进行审计，以便能够在判断财务报表是否存在重大误报方面，有合理的把

握。  

 审计工作包括通过执行有关程序，获取关于财务报表内数额和披露事项的审

计证据。选择何种程序依审计员的判断而定，包括评估财务报表的重大误报(不

论因欺诈还是错误)的风险。在进行风险评估时，审计员考虑到与该实体编制和

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有关的内部控制，以便根据情况设计适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

不是对该实体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当局采用的

会计政策是否适当，作出的会计估计是否合理，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情

况。  

 我们认为，我们的审计为我们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充分和合理的依据。 

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财务报表按照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列报了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训研所的财务状况以及该日终了期间的财务执行情况和

现金流量。  

关于其他法律和条例规定的报告 

 此外，我们认为,我们注意到或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测试的训研所账户财务事

项,在所有重大方面均符合《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及立法授权。 



A/65/5/Add.4  
 

10-43326 (C)2 
 

 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第七条，我们还出具了关于训研所审计情况

的长式报告。 

 

南非审计长 

联合国审计委员会主席 

特伦斯·农班贝(签名) 

 

中国审计长 

(审计组长) 

刘家义(签名) 

 

法国审计法院第一院长 

迪迪埃·米戈(签名) 

 

201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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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审计委员会的长式报告 
 
 

 摘要 

 审计委员会(委员会)审计了在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2009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的财务报表，并审查了该日终了的业务情况。审计工作是通过实地

考察纽约办事处以及审查训研所在日内瓦总部的财务事项和业务进行的。 

审计意见 

 委员会对审查期间的财务报表发表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审计意见见第一

章。 

以往建议的执行情况 

 在就 2006-2007 两年期提出的 12 项建议中，10 项得到全面执行，占 84%；

一项正在执行；一项因情况变化而不再适用。审计委员会有关 2006-2007 两年期

的报告指出，在上一个两年期，22 项建议中，有 50%得到全面执行。因此，建议

执行率已有所提高。 

财务概览  

 在所审查期间，总收入为 3 417 万美元，比上一个两年期的 2 733 万美元增

加 25%。支出共计 3 503 万美元，而上一个两年期是 2 749 万美元，增加 27%。

因此，收支相抵亏额为 86 万美元，而前一个两年期这一数额为 16 万美元。但是，

审查期间现金与总资产的比例以及现金与总负债的比例都有所改善。  

执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方面的进展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日内瓦办事处)为训研所代行财务和会计职能。因此，

执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方面的进展是联合国秘书处的责任。获得的最新

资料表明，联合国秘书处将《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执行推迟至 2014 年，

主要是因为需要建立新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  

包括离职后健康保险在内的服务终了负债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包括离职后健康保险在内的服务终了负债共计 267

万美元，比上一个两年期结束时的 357 万美元减少 90 万美元。减少的主要原因

是，采用精算对未用假日和离职回国福利进行重估以及将在职工作人员的缴款抵

销训研所的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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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管理制/预算制 

 在审查期间，训研所实行成果管理制模式以提高效率和效力并加强问责制。

对提供培训和研究服务的方案和单位进行了成绩评价，但支助服务方面却没有进

行这样的评价。 

采购和合同管理 

 由于三年来进行的战略改革和重组活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训研所 2005

年签署的服务协议备忘录中的一些条款和条件没有得到更新。此外，服务协议没

有明确规定供应商履约情况评价的程序。 

内部审计职能 

 内部监督事务厅负责训研所的内部审计服务。但是，由于监督厅资源不足，

2008-2009 两年期期间没有进行审计。  

管理层的披露  

 管理层在本章 C 节中就有关核销应收款损失作了某些披露。 

建议 

 委员会根据审计结果提出了若干建议。主要建议为，训研所应：  

 (a) 将有关所有部分的评价作为其成果管理进程的一部分纳入方案执行情

况报告中； 

 (b) 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协调，遵守《采购手册》(2008 版)15.1.2 节中

有关供应商履约评价的规定； 

 (c) 与内部监督事务厅协作，确保为训研所提供有效的内部审计服务。 

 委员会的其他建议载于本章第 32 和 5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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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审计任务、范围和方法 
 

1. 审计委员会(委员会)根据大会 1946 年第 74(I)号决议，审计了联合国训练研

究所(训研所)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两年期的财务报表，并审查

了同期的业务情况。审计工作依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第七条及其附件以

及国际审计准则进行。这些准则要求委员会遵守道德操守要求，并制定审计计划

和进行审计，以便能够在判断财务报表是否存在重大误报方面有合理的把握。 

2. 审计的主要目的是使委员会能够就以下方面提出意见：财务报表是否按照联

合国系统会计准则，公允列报了训研所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政状况以及其

在当日终了的两年期的业务成果和现金流量。审计中评估了财务报表所列支出是否

为董事会核准用途支出；收入和支出是否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进行了适

当分类和记录。审计工作包括对财务制度和内部控制措施进行一般审查，以及对会

计账目和委员会认为就财务报表提出意见所必需的其他证明材料进行抽查。 

3. 审计委员会除审计账户和财务事项外，还根据财务条例 7.5 对训研所的业务

进行了审查。这要求委员会就财务程序、会计制度和内部财务控制以及训研所业

务总体行政和管理的效率问题提出意见。大会还要求委员会跟踪以往各项建议的

落实情况，并就此向大会提交报告。本章有关各节论述了这些问题。 

4. 审计委员会继续以载有详细意见和建议的致管理当局函方式向训研所报告

审计结果。通过这种做法可以与训研所不断进行对话。在此方面，本审查期间发

出了 2 封管理函。 

5. 审计委员会与内部监督事务厅协调安排审计工作，以确定在多大程度上可依

赖后者的工作。鉴于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督厅未进行内部审计，委员会扩大了审

计范围。 

6. 本报告对具体地点的意见只限于具体提到的地点，并绝不意味着这些意见可

适用其他地点。 

7. 本报告述及委员会认为应提请大会注意的事项，包括大会和行政和预算问题

咨询委员会具体要求的落实情况。行预咨委会请审计委员会跟进基金和方案问题

以及训研所的成果预算编制和成果管理模式(A/63/474，第 38 和 39 段)。 

8. 委员会已与训研所讨论委员会的意见和结论，训研所的意见也在本报告中得

到适当反映。 

 B. 结果和建议 
 

 1. 以往建议的贯彻落实情况  
 

9. 在审计委员会就 2006-2007 两年期提出的 12 项建议中，10 项建议(84%)已完

全执行，1 项(8%)正在执行，1 项(8%)因事态发展而过时。审计委员会 2006-2007

年报告指出，前一两年期，22 项建议中有 50%得到完全执行，45%正在执行。因

此，建议执行率有所提高。这些建议的详细执行情况见本章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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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针对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请求(A/59/736，第 8 段)，审计委员会评

价了先前提出的一项尚未完全执行的建议的存在年数情况，并注意到该建议于

2006-2007 年首次提出。建议涉及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训研所之间的财务和会

计职能重叠问题。在审计时，训研所正在与日内瓦办事处重新协商服务协定备忘

录，以阐明职能重叠问题。 

11. 因事态发展而过时的建议涉及实施信息安全管理方面的业务守则。训研所解

释说，没有充足的财政或人力资源予以实施。因此，审计委员会考虑将不再推动

实施这一建议。 

 2. 财务概览 
 

12. 与上一两年期的 2 733 万美元相比，本报告所述期间的收入共计 3 417 万美

元，增加 684 万美元。收入增加主要是由于对普通基金和特别用途补助金基金的

自愿捐助有所增加。 

13. 支出总额为 3 503 万美元，前一两年期是 2 749 万美元，增加了 754 万美元。

这一增加主要是由于本两年期实施了一些项目，而这方面的捐助是前一两年期收

到的，以及训研所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实施的项目数目稳步增长。 

14. 收支相抵亏额为 86 万美元，上一两年期亏额为 16 万美元。然而，本报告所

述期间训研所的现金与总资产的比率和现金与总负债的比例都有所改善。此外，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准备金和基金结余为 913 万美元，而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则为 956 万美元。2004-2005、2006-2007 和 2008-2009 年财政期间的

收益和支出比较见图 1。 

图 1 

收入和支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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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基于已审计财务报表。 

收入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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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表 1 所示，所有选定财务指标都有改善，除了未清债务和负债总额的比率

由 2007 年底的 0.21 增至 2009 年底的 0.36，这主要是由于增加了对项目伙伴的

活动补助，且讨论会费用和学费有所增加。财务指标改善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所述

期间收入增加。 

表 1 

主要财务指标的比率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 
 

比率 
2005 2007 2009

2009 年 

比率构成
a
 

应收账款/总资产
b
 0.08 0.13 0.05 0.8/15.42

现金和现金池/总资产
c
 0.88 0.82 0.91 14.06/15.42

现金和现金池/负债总额
d
 5.3 2.1 2.24 14.06/6.29

未清债务/负债总额
e
 0.41 0.21 0.36 2.24/6.29

 

 
a
 百万美元。 

 
b
 指标低说明财务状况良好。 

 
c
 指标高说明财务状况良好。 

 
d
 指标低说明没有充足现金结清债务。 

 
e
 指标低说明债务正在清偿。 

说明：基于已审计财务报表。 

 

 3.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执行进展情况 
 

16. 根据大会第 60/283 号决议，并响应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报告(见

A/61/350)中所作的评论，审计委员会审查了训研所实施《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

则》情况。 

17.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为训研所代行财政和会计职能。财政事项提出后进行审

查核实且记入训研所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因此，《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实施进展

情况由联合国秘书处负责。获取的最新情况表明，联合国秘书处推迟至 2014 年

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主要是因为需要有一个新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 

 4. 收入和支出表  
 

18. 如财务报表附注 5 所示，训研所本报告两年期收到的实物捐助估计价值 306

万美元，而前一两年期为 181 万美元，增加了 125 万美元。306 万美元包括各

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和其它捐助方提供的 198 万美元实物捐助，用于培训方案、

专家服务、会议设施、地方讲习班费用、办公费用及差旅和研究费用；以及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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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办事处提供的 972 000 美元实物捐助和联合国总部提供的 111 000 美元实物捐

助。 

19. 训研所解释说，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实物捐助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训研所

2006-2007 两年期收入总额从 2 733 万美元增至 2008-2009 两年期的 3 417 万美

元，因此处理的交易数有所增加。 

 5. 与服务终了有关的负债，包括离职后健康保险 
 

与服务终了有关的负债，包括离职后健康保险的估值 

20. 根据大会第 64/241 号决议的请求，审计委员会继续对与服务终了有关的应

计负债进行估值。财务报表表明，服务终了负债 267 万美元。其中，离职后健康

保险 192 万美元，未用休假日 26 万美元，离职回国福利 49 万美元。自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终了的两年期起，所有三项负债通过利用训研所提供的普查数据以及

联合国全系统精算假设根据外部精算估值确定。 

21. 截至2009年12月31日与服务终了有关的负债减少了90万美元，而截至2007

年 12 月 31 日为 357 万美元。这一减少主要是由于用精算计算对未用假日和离职

回国补助进行了重新估值，且纳入了在职工作人员缴款，并在确定训研所离职后

健康保险负债时抵销。 

与服务终了有关的负债，包括离职后健康保险的筹资计划 

22. 审计委员会在其为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编写的报告所载主要审查结果和结

论的简明摘要(A/63/169)中认为，在财务报表中记入服务终了负债和退休后负债

要求制订一个综合有效的筹资计划。 

23. 训研所没有董事会批准的服务终了负债供资计划。这种计划将纳入一个综合

有效的筹资战略，考虑到所筹资负债的性质以及就这种负债进行投资的性质。筹

资计划可能还须考虑到为这种负债指定投资是否适当。 

24. 训研所解释说，其年假补助和离职回国费用记入本期间费用，且开列在财务

报表中。训研所还解释说，尽管没有开列离职后健康保险的供资，但训研所有充

足的准备金和资金结余，可以支付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时离职后健康保险的

净负债 1 923 000 万美元。此外，训研所提出，离职后健康保险的筹资问题是目

前大会正在审议的一个联合国全系统问题(见 A/64/366 和第 64/241 号决议)。大

会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供优先审议、关于管理离职后健康保

险负债的报告。训研所正在等待大会就这一问题做出决定，以确保就这一问题采

取综合一致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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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假精算估值金额 
 

25. 训研所累积的年假等值为 26 万美元。训研所以前采用现行费用方法估算年

假负债，现已改变了会计政策，由外聘咨询人根据精算估值计算年假负债。 

26. 委员会审查了精算估值报告；该报告根据训研所提供的某些普查数据为基础

得出的精算结果确定了离职后健康保险、离职回国补助金和年假的负债金额。关

于年假负债，精算估值报告中采用了以下详细假设： 

 (a) 年假福利指为个人原因和为健康、休息和娱乐等目的向工作人员提供带

全薪的休假时间。工作人员离职时，如有未使用的积存年假，应按积存假期的天

数按日支付薪金，但最多不得超过 60 天。这一福利称为“年假”； 

 (b) 年假预测——预测离职时的积存年假相当于一位工作人员截至 2010 年

1月1日为止的现有积存年假加上2010年1月1日之后获得但未使用的年假天数； 

 (c)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负债按 6%的贴现率估值。 

27. 训研所更改年假估值方法的根据是《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25 号》，尽管在财

务报表里没有提到《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训研所认为这一更改加强了财务信息，

并在遵守《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的同时，为争取全面执行《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迈出了一步。委员会考虑到了这一情况，并将核查当训研所全面采用《公共部门

会计准则》时，这一新的估值方法是否仍然符合该准则。 

28.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25 号》所作的一个重要区分就是短期福利和长期福

利的区分。训研所对假期负债所采用的精算估值方法是以年假是一种长期福利的

假设为基础的。 

29.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25 号》将雇员的短期福利定义为“雇员在提供相关

服务期限终了后 12 个月内须完全兑现的福利(解雇补助金除外)。”《公共部门会

计准则第 25 号》第 11 段还提供了归类为短期福利的项目实例，这些实例包括：

“短期带薪假(如年假和带薪病假)，预计这类假期将于雇员在提供相关服务期限

终了后 12 个月内发生。”根据训研所工作人员细则规定，雇员将在一个期限内所

积存的未使用年假天数转入下一个期限的做法本身并没有使年假成为长期福利。

雇员享有在停止服务后按未使用年假天数得到现金付款的权利的事实也不能使

年假成为长期福利。《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25 号》(第 14 至第 19 段)提供了这些

归类为短期福利的案例。 

30. 此外，《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25 号》第 12 段指出，“雇员短期福利的核算一

般较为直截了当，因为在测算债务或费用时不需要精算假设，也不存在任何精算

损益的可能性。此外，短期雇员福利债务的测算不以贴现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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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委员会认为，以精算估值计算得出的 26 万美元的年假负债不符合《公共部

门会计准则第 25 号》，因为这一款额(a) 包括了未来将要积存的天数，及(b) 是

贴现后的款额。 

32. 委员会建议，训研所在执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时考虑修订其对假期

负债的估值政策。 

33. 训研所解释说，鉴于有这样的审计关切，并且在联合国系统对所有假期福利

可能存在不同的解释和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处理方法，训研所打算与《公共部门会

计准则》全系统小组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以期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发展出一个统

一的解决方法。 

贴现率 

34. 训研所以前在对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进行估值时采用了 5.5%的贴现率。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的估值结果是以 6.0%的贴现率作为基

础的。 

35. 贴现率是一种利率，在金融行业常常用来估算某一款额在未来某天时可获得

或失去的现值。换言之，贴现率代表了货币的时间价值。由于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

包含训研所将来为其退休工作人员将要支付的福利，因此通常用折扣率来计算这些

福利，从而使提交报告的实体在估算其负债时能把未来的福利用现值加以表现。 

36. 实际上，贴现率越高，未来款额的现值就越低；相反，贴现率越低，未来款

额的现值就越高。因此，在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训研所因采用的贴现率提

高使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少于上一个财政期间。在这方面，财务报表附注 4(b)(v)

表明，贴现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减少 18%。 

37. 根据大会第 61/264 号决议，《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25 号》是为离职后健康

保险负债进行估值的精算方法的参照标准；第 25 号准则未规定任何特定的贴现

率，但指出： 

 用于贴现离职后福利债务(资金到位债务和未备资金债务)的贴现率应

反映货币的时间价值。选择用来反映货币时间价值的货币和金融工具条件应

与离职后福利债务的货币和估计条件一致(第 91 段)。 

 该准则还进一步明确规定：一个实体要判断，参照报告日当天政府债券、

高质量公司债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市场利差，反映货币时间价值的贴现率是

否是一个最好的近似值(第 94 段)。 

38. 像用于估算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的大多数方法要素一样，联合国代表参加同

一健保计划的所有实体选择了贴现率并协调了估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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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按照联合国的说明，在估算与服务终了有关的负债福利时选择贴现率的目的

是为了测算，若将某个款额投资于高质量债务工具的投资组合，该款额将提供必

要的未来现金流以支付到期的积存福利。联合国长期以来一直参照能产生满足预

期福利付款时间和款额的现金流的高质量、固定收入投资的收益率来构建贴现率

假设。联合国作为参照数使用的收益率是那些高质量公司债券的收益率。 

40. 委员会承认该方法符合《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25 号》，但仍提出下列意见供

讨论与服务终了有关负债的供资问题时考虑： 

 (a) 提高贴现率的做法没有反映利率的走势，近来利率普遍呈现下跌趋势。

这种提高的做法导致联合国决定不提高前一次估值的贴现率，尽管采用上文所述

的方法将会导致当时的 5.5%提高到 6.5%。考虑到《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提

出的方法的不确定性(当时尚未通过《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25 号》)，联合国保守

地决定维持 5.5%的贴现率。若联合国当时将贴现率提高到 6.5%，那么用于最近一

次估值的同一贴现率将会降低，而不是提高——这样做才符合当时的经济环境； 

 (b) 贴现率仅是负债精算估值中内含高度不确定性的一个例子。尽管这种估

值方法符合普遍接受的会计标准，但它只得出了实际负债值的一个估计数。因此，

希望训研所不要把这个估值当成绝对参照数。根据会计标准之外的标准进行估值

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在这方面，委员会希望强调，供资需求的资金估值(或

“供资估值”)会得出与核算估值不一样的数值，而核算估值一般更为保守。 

 6. 成果管理制/成果预算编制 
 

41. 在 2008-2009 两年期期间，训研所引入了成果管理制模式，其中包括预算编

制、工作规划、监测和评价、工作人员业绩考评和交流，以进一步改进效率、有

效性和问责制。监测和评价科是于 2009 年 9 月设立的，目的是“设计一个全研

究所范围的监测和评价体系，包括正在进行中的监测工作和审查体系的运作情

况……，并起草研究所一级的有关方案评价报告”(AC/UNITAR/2009/08)。 

42. 委员会审查了监测和评价科编写的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执行情况报告，并

注意到对方案及提供培训和研究服务的单位进行了成绩评价，但对支助服务未进

行类似评价。这种情况可能会对监测和衡量该组织整体目标和目的的工作造成负

面影响。 

43. 训研所解释说，监测和评价科目前正在研究其他组织的监测和评价体系及政

策，以及得到认可的监测和评价规范和标准。预计将按照训研所《2010-2012 年

战略计划》，于 2010 年期间开始实施该体系和有关政策。 

44. 委员会建议训研所把对所有各科的评价作为其成果管理制进程的组成部分

列入方案执行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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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采购和合同管理 
 

供应商履约评价 

45. 按照《采购手册》(2008 年版)第 15.1.2 节，采购干事应与申购人和/或最终

用户合作进行适当的供应商履约评价工作。但是，根据抽查结果，没有证据显示

对三项总价值为 403 252 美元的服务合同进行履约评价。 

46.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按照服务协议备忘录向训研所提供采购服务。日内瓦办

事处解释说，训研所未向日内瓦办事处提交这三项服务的履约评价报告。 

47. 服务协议备忘录里没有明确的供应商履约评价程序。缺乏对供应商的履约评

价，可能会对向训研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及时性产生负面影响。 

48. 委员会建议训研所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协调，遵守《采购手册》(2008 年

版)第 15.1.2 节中有关供应商履约评价的各项规定。 

49. 训研所评论说，将与日内瓦办事处协调，建立一个供应商履约情况评价程序。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训研所服务协定备忘录 

50. 2005 年日内瓦办事处和训研所服务协定备忘录规定，日内瓦办事处为训研所

提供财政和中央支助服务。在本报告审查的两年期，训研所执行了 2007-2009 年

度战略改革计划，目的是加强培训和研究、人力资本、伙伴关系以及使组织结构

合理化方面的体制能力。 

51. 由于过去三年进行战略改革，服务协定备忘录的原有条款和条件未作更新。 

52. 委员会建议训研所与日内瓦办事处协调，根据目前正进行的改革，更新服务

协定备忘录。 

53. 训研所解释说，目前正重新与日内瓦办事处谈判，以修订服务协定备忘录。 

 8. 内部审计职能 
 

54. 内部监督事务厅负责对训研所进行内部审计。根据监督厅 2009 年工作计划，

将进行一次有关风险评估的审计。然而，由于监督厅审计资源不足，审计未能进

行。 

55. 监督厅解释说，该厅与训研所以及其他通过预算外机制提供资金的培训机构

保持对话，寻求支助，以执行经常性的审计方案。 

56. 委员会建议，训研所与内部监督事务厅开展协作，确保对训研所进行有效的

内部审计。 

57. 训研所解释说，该所后来同意为内部审计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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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管理层的披露 
 

 1. 核销现金、应收账款和财产的损失 
 

58. 管理当局通知委员会，同 2006-2007 两年期一样，2008-2009 两年期没有根

据财务细则 106.9 核销财产。根据财务细则 106.8，核销了该所一位前研究员应

收账款 1 017 美元的损失额(2006-2007 两年期为 3 971 美元)。2008-2009 两年

期没有核销现金。 

 2. 惠给金 
 

59. 关于财务细则 105.12，训研所向委员会报告，本报告所述期间内没有支付惠

给金。 

 3. 欺诈和推定欺诈案件 
 

60. 依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附件第 6(c)㈠段，训研所报告，本报告所述

期间没有任何欺诈或推定欺诈案件。 

 D. 致谢 
 

61. 审计委员会对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执行主任和工作人员给予委员会工作人员

的合作和协助表示感谢。 

 

南非审计长 

联合国审计委员会主席 

特伦斯·农班贝(签名) 

 

中国审计长 

(审计组长) 

刘家义(签名) 

 
 

法国审计法院第一院长 

迪迪埃尔·米戈(签名) 

 

201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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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7 年 12 月 31 日终了的两年期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 
 
 

 

建议摘要 

上次报告中的段落

(A/63/5/Add.4，

第二章)

第一次提出

问题的两年期 已执行 部分执行 未执行

因情况变化

而过时

(a) 监测筹资战略实施情况，以充分应对供资问题；

(b) 获取捐助者和用户对方案效用的反馈意见，评价

筹资战略。 

21 2006-2007 X - - -

重新考虑，把“与捐助者资助的项目有关的结余”作

为表二准备金和基金结余部分下的单独细列项目加

以披露，这将使财务报表更容易看懂。 

30 2006-2007 X - - -

重新考虑现金流量表的披露方式，以便将现金总库中

所占份额列入现金流量表。 

35 2006-2007 X - - -

依照《联合国采购手册》细则 9.4.1 的规定，在采购

低价值物品时征求多方报价。 

38 2006-2007 X - - -

加强对非消耗性财产的监测和管制，以改善问责和业

务效率。 

42 2006-2007 X - - -

解决财务和会计职能重叠问题。 47 2006-2007 X - -

训研所继续努力，使工作人员的地域分配更均衡。 52 2006-2007 X - - -

执行有关信息安全管理的 ISO 17799 标准 55 2006-2007 - - - X

重新审查其关于函授方案作为一个服务提供商的地

位的安排。 

59 2006-2007 X - - -

重新审查其与函授方案的现有合同，并考虑在新合同中

至少列入以下几个条款：(a) 增加训研所(每年的管理

费)在函授方案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b) 立即汇付每

年的管理费，每拖延一个月要支付利息；(c) 具体规定

合同所涵盖的期间；(d) 具体规定终止合同的理由。

60 2006-2007 X - - -

充分评价目标方案和项目的成绩，至少每年一次。 65 2006-2007 X - - -

按照联合国预防欺诈计划和政策加强其针对内部腐

败和欺诈风险的准则。 

74 2006-2007 X - - -

 总数 12 10 1 0 1

 百分比 100 84 8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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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财务报表的核证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财务报表是按照财务细则

106.10 编制的。 

 编制这些报表所适用的重要会计政策摘要，作为财务报表的附注予以载列。

这些附注提供了秘书长负有行政责任的训研所在报表所涉期间开展的财务活动

的补充资料，并作了澄清。 

 兹证明所附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财务报表一至四正确无误。 

 

助理秘书长兼主计长 

山崎纯(签名) 

 

2010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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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财务报告 
 
 

导言 
 
 

1. 执行主任谨此提交联合国训练和研究所(训研所)2009年12月31日终了两年

期账目的财务报告。 

报表一 

收入和支出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变动表 
 

普通基金 
 

2. 2008-2009 两年期总收入从上一个两年期的 3 925 000 美元增至 4 704 000

美元，增长了 20%。主要原因是自愿捐款增加了 808 000 美元。因活动增多和由

此造成特别用途补助基金项下支出增加，方案支助收入增长了 242 000 美元。

2008-2009 年，没有收到经常预算的捐款(2006-2007 两年期收到 242 000 美元)。 

3. 2008-2009 两年期总支出从上一个两年期的 4 015 000 美元增至 5 179 000

美元，增长了 29%。这主要是由于训研所内部从 2007 年开始并于 2008-2009 两年

期继续进行调整。行政服务集中管理，故以前同特别用途补助金基金分担的相关

费用现在均由普通基金支付。此外，在根据已核准的战略计划成立资源调动科和

研究部后，相关费用也出自普通基金。 

4.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准备金和基金结余从上一两年期末的 1 184 000

美元减至 712 000 美元，减少 40%。造成减少的部分原因是，包括行政服务费在

内的调整费用已进行集中管理，并由普通基金支付。 

特别用途补助金基金 
 

5. 总收入从上一个两年期的25 417 000美元增至2008-2009两年期的31 581 000

美元，增加 24%。总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训研所开展了更多的筹款活动，

自愿捐款有所增加。 

6. 2008-2009 两年期总支出从上一两年期的 25 482 000 美元增至 31 960 000

美元，增长了 25%，造成收支短缺 379 000 美元。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有些项

目在本两年期期间执行，而项目捐款是上一个两年期收到的，而且训研所执行的

项目数量持续增长。 

7.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准备金和基金结余从2007年12月31日的10 755 000

美元减至 10 338 000 美元，减幅为 4%，其部分原因是把未用资金退还给了捐助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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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供资的活动 
 

8. 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2008-2009 两年期的核定分配款项的总支出

从上一个两年期的 582 000 美元增至 751 000 美元，显示执行的项目数量增多。 

报表二 

资产、负债、准备金和基金结余表 
 

9.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普通基金和特别用途补助金基金在总部之外的办

事处现金总库中的份额分别为 1 065 000 美元和 12 988 000 美元，2007 年 12

月 31 日则分别为 1 334 000 美元和 11 562 000 美元。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的资产总额达 15 417 000 美元，比上一个两年期终了时减少 275 000 美元。 

10. 截至2009年12月31日，训研所负债总额增加了154 000美元，达到6 290 000

美元。然而，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按精算估值办法确定的服务终了和退休后福

利负债(包括离职后健康保险、离职回国补助和未用假日)，其数额从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 3 567 000 美元减少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 2 671 000 美元。截至 2009

年12月31日，根据精算估值，训研所离职后健康保险应计负债总数达到1 923 000

美元。这意味着比上一个两年期减少 46 万美元，主要反映了财务报表附注 4 所

说明的精算收益。 

报表四 

核定预算的支出情况 
 

11. 报表四显示了 2008-2009 两年期核定预算的普通基金支出情况。该两年期的

总支出达 5 179 000 美元，没有超出 5 249 000 美元的核定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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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补充资料 
 

1. 本附件包括要求执行主任在报告中提供的资料。 

现金和应收款损失的核销 

2. 在 2008-2009 两年期，按照财务细则 106.8 核销了特别用途补助金基金项下

与训研所研究员有关的应收款额共计 1 017 美元。  

财产损失的核销 

3. 在 2008-2009 两年期，没有核销的财产损失。 

惠给金 

4. 2008-2009 两年期没有支付任何惠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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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财务报表 
 
 

报表一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a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收入和支出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变动表 

(千美元) 

 其他活动 

 普通基金 特别用途补助金基金 开发计划署资助的活动 离职后医疗保险
b

所有基金冲销额 2009 年共计 2007 年共计

收入 

自愿捐款 1 672 24 633 — — — 26 305 21 450

机构间安排的已收款 — 4 497 751 — — 5 248 3 939

方案支助收入 2 833 — — — (2 833) — —

利息收入 87 705 — — — 792 1 364

其他/杂项收入 112 1 746 — — (31) 1 827 580

 收入共计 4 704 31 581 751 — (2 864) 34 172 27 333

支出 

工作人员费和其他人事费 3 887 14 995 409 — — 19 291 15 936

差旅费 237 1 957 43 — — 2 237 1 794

订约承办事务 161 683 26 — — 870 588

业务支出 628 958 44 — — 1 630 1 505

购置 38 121 40 — — 199 189

其他 228 10 437 134 — — 10 799 7 476

 直接支出共计 5 179 29 151 696 — — 35 026 27 488

方案支助费用 — 2 809 55 — (2 864) — —

 支出共计 5 179 31 960 751 — (2 864) 35 026 27 488

 收支相抵盈(亏)额 (475) (379) — — — (854) (155)

未编入预算的离职后健康保险费用应计 — — — 448 — 448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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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活动 

 普通基金 特别用途补助金基金 开发计划署资助的活动 离职后医疗保险
b

所有基金冲销额 2009 年共计 2007 年共计

收入/(开支)c 

上期调整数 (9) (4) — 12 — (1) (16)

 收支相抵净盈(亏)额 (484) (383) — 460 — (407) (697)

往年债务的核销 12 265 — — — 277 282

准备金和基金结余其他调整数 — — — — — — (2 504)

向捐助者退款 — (299) — — — (299) (342)

准备金和基金结余，期初 1 184 10 755 — (2 383) — 9 556 12 817

 准备金和基金结余，期末 712 10 338 — (1 923) — 9 127 9 556

 

 
a
 见附注 3。  

 
b
 见附注 4 (b)。  

 
c
 指离职后健康保险费用的应计负债净减少额(增加额) 。  

 

  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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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二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a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准备金和基金结余表 

(千美元) 

 其他活动 

 普通基金 特别用途补助金基金 开发计划署资助的活动 离职后医疗保险
b

所有基金冲销额 2009 年共计 2007 年共计

资产 

现金和定期存款 1 8 — — — 9 10

总部以外办事处现金池
c
 1 065 12 988 — — — 14 053 12 896

应收认捐款 125 — — — — 125 37

往来基金应收款余额 — 23 686 — (709) — —

其他应收款 4 117 2 — 685 808 2 013

递延费用 — 422 — — — 422 736

 资产共计 1 195 13 558 688 — (24) 15 417 15 692

负债 

预收捐款 74 — — — — 74 42

未清偿债务——本期 131 2 065 45 — — 2 241 1 287

未清偿债务——下期 — 398 — — — 398 720

基金间应付账款结余 24 — — — (24) — —

应付筹资来源款项 — — 643 — — 643 338

其他应付款项  59 204 — — — 263 182

服务终了和退休后负债   195
d

553
e

— 1 923 — 2 671 3 567

 负债共计 483 3 220 688 1 923 (24) 6 290 6 136

准备金和基金余额 

业务准备金 408 — — — — 408 284

与捐助者资助的项目有关的结余 — 10 338 — — — 10 3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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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活动 

 普通基金 特别用途补助金基金 开发计划署资助的活动 离职后医疗保险
b

所有基金冲销额 2009 年共计 2007 年共计

累积盈余(赤字) 304 — — (1 923) — (1 619) 9 272

 准备金和基金结余共计 712 10 338 — (1 923) — 9 127 9 556

 负债、准备金和基金结余共计 1 195 13 558 688 — (24) 15 417 15 692

 
 

 
a
 见附注 3。 

 
b
 见附注 4(b) 

 
c
 指联合国总部以外办事处现金池份额，包括现金和定期存款 4 713 541 美元、短期投资 3 636 035 美元(市值 3 655 968 美元)、长期投资 5 629 092 美

元(市值 5 703 504 美元)以及应计未收利息 74 863 美元。 

 
d
 指未用假日和离职回国福利应计负债，分别为 69 000 美元和 126 000 美元。见附注 4(c)和(d)。 

 
e
 指未用假日和离职回国福利应计负债，分别为 190 000 美元和 363 000 美元。见附注 4(c)和(d)。 

 

  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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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三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a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现金流量表 

(千美元) 

 其他活动 

 普通基金 特别用途补助金基金 开发计划署资助的活动 离职后医疗保险
b

所有基金冲销额 2009 年共计 2007 年共计 c

业务活动的现金流量 

收支相抵净盈(亏)额(报表一) (484) (383) — 460 — (407) (697)

应收认捐款(增加)减少额 (88) — — — — (88) (10)

应收基金间结余(增加)减少数 42 198 (341) — 101 — —

其他应收款(增加)减少额 (4) 1 301 (2) — (89) 1 206 (829)

递延费用(增加)减少额 214 100 — — — 314 (178)

预收捐款增加(减少)额 32 — — — — 32 30

未清债务增加(减少)额 (151) 742 41 — — 632 421

应收基金间结余(增加)减少数 24 — — (12) (12) — —

应付筹资来源款项(增加)减少额 — — 304 — — 304 (85)

应付款项增加(减少)额 — — — — — — (8)

其他应付款项增加(减少)额 58 25 (2) — — 81 (331)

服务终了和退休后负债增加(减少)额 76 (524) — (448) — (896) 3 567

减：利息收入 (87) (705) — — — (792) (1 364)

 业务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 (368) 754 — — — 386 516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利息收入 87 705 — — — 792 1 364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 87 705 — — — 792 1 364

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上期债务的核销 12 265 — — — 277 282

准备金和基金结余其他调整数 — — — — — — (2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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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活动 

 普通基金 特别用途补助金基金 开发计划署资助的活动 离职后医疗保险
b

所有基金冲销额 2009 年共计 2007 年共计 c

向捐助者退款 — (299) — — — (299) (342)

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 12 (34) — — — (22) (2 564)

现金、定期存款和总部以外办事处

现金池的增加(减少)净额 

(269) 1 425 — — — 1 156 (684)

期初现金、定期存款和总部以外办

事处现金池 

1 335 11 571 — — — 12 906 13 590

期初现金、定期存款和总部以外办

事处现金池 

1 066 12 996 — — — 14 062 12 906

 
 

 
a
 见附注 3。 

 
b
 见附注 4(b)； 

 
c
 比较数字已重新分类，以符合现行格式。 

 

  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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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四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预算支出表 

(千美元) 

 预算
a
  支出 

方案 原数额 改动 修订 付款 未清债务 共计 未支配结余

执行主任办公室 912 (50) 862 838 7 845 17

研究部门 486 (10) 476 451 2 453 23

支助服务部门 3 117 (90) 3 027 2 915 87 3 002 25

培训部门 343 541 884 844 35 879 5

 共计 4 858 391 5 249 5 048 131 5 179 70

 
 

 
a
 2008-2009年普通基金预算数字取自2008-2009年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总预算,总预算已经由训研所董事会在2007年12月的特别会议上初步核定，并于2009

年 1 月份作出修订。 

 

  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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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 
 

附注 1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及其活动 

 (a)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成立于 1965 年，是联合国内的一个自主机

构，目的是通过适当的训练和研究提高本组织的功效。训研所由董事会管理，由

执行主任领导。训研所由政府、政府间组织、基金会、私营部门及其他非政府组

织来源的自愿捐款支助。 

 (b) 训研所的任务是进行关于各种知识系统的具有新意的培训和研究，以发

展受益者的能力。训研所借鉴以往的经验，充分利用专业技能、信息和知识的共

享，以完成这一任务。  

 (c) 训研所的培训方案分为三个主题单元：环境单元；和平、安全与外交单

元和治理单元。此外，训研所的工作得到分别位于纽约和日本广岛的外驻办事处

以及一个负责开发知识系统研究活动以便更好提供培训的研究部的支持。  

 (d) 训研所的训练方案标题如下：  

 ㈠ 环境单元 

• 环境治理 

• 化学品和废物管理 

• 气候变化 

 ㈡ 和平、安全与外交单元 

• 多边外交 

• 国际法 

• 建立和平和预防冲突 

• 维和培训 

 ㈢ 治理单元 

• 公共财政和贸易 

• 电子政务 

• 地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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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2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的重要会计和财务报告政策摘要 

 (a)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章程》第八条规定，训研所的账户是按大会通过的

《联合国财务条例》、秘书长依《条例》要求制订的细则以及主管管理事务副秘

书长或主计长颁布的行政指示经管的。这些账户还充分顾及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

协调理事会(行政首长协调会)通过的《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训研所遵循下文

所示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修订并通过的关于披露会计政策的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财务报表的列报”： 

㈠ 基本会计假设为持续经营、一致性和应计制。这些基本会计假定如在财

务报表中得到遵循，就不必予以披露。某一基本会计假定如没有得到遵

循，则应披露没有遵循的事实及其理由。 

㈡ 应根据审慎、实质重于形式和重要性原则选择和运用会计政策。 

㈢ 应在财务报表中明确扼要地披露所采用的所有重要会计政策。 

㈣ 披露所采用的重要会计政策是财务报表的必然组成部分。所披露的这些

政策通常应列在一处。 

㈤ 财务报表应载列上一个财政期间内相应时期的对比数字。 

㈥ 如出现对本期有重要影响或对以后各期可能有重要影响的会计政策变

动，应予以披露并说明理由。如果政策变动的影响重大，应披露变动所

带来的影响，并以数字说明。 

 (b) 训研所账户按基金会计制设置。大会或执行主任可设立独立的普通基金

或特别用途基金。每个基金都是单独的财务和会计主体，各设有一组自平复式账

户。财务报表反映每个基金或每组性质相同的基金的活动。 

 (c) 训研所的财政期为两年，即连续两个日历年。  

 (d) 收入、支出、资产和负债一般按应计制确认。   

 (e) 训研所的账户以美元列报。以其他货币记账的账户，均按交易时联合国

规定的汇率折成美元。对于这些货币，财务报表应载明以报表之日适用的联合国

汇率折算的非美元现金、投资和未缴认捐款以及往来账户应收款和应付款的美元

值。用编制报表当日的实际汇率进行折算所产生的价值与采用财政期最后一个月

的联合国汇率折算所产生的价值差别甚大时，应在脚注中说明差额。 

 (f) 训研所的财务报表均按历史成本会计制编制，不进行调整以反映货物和

服务价格变动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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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现金流量表是按照《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所述现金流量间接法编制的。 

 (h) 训研所的财务报表按照会计准则问题工作队向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

提出的现行建议列报。 

 (i) 报表一、二和三内，在冲销所有基金间结余和有重复计算收支的地方后，

按一般活动类别合并列出训研所的营运结果。合并列报并不意味着各种不同的基

金可以某种方式混合，因为经费通常不得在基金之间混用。 

 (j) 收入： 

㈠ 自愿捐款记作收入，如果捐助者书面承诺在本财政期间规定时间支付货

币捐款。特别用途补助金基金的自愿捐款在收到现金后记作收入。以训

研所可接受的服务和用品的形式提供的自愿捐助在财务报表中记作实

物捐助。 

㈡ 利息收入包括各种银行账户存款的所有利息，有价证券和其他流通票据

所得投资收入以及从现金池中赚取的投资收入。投资收入须减去短期投

资所有已实现损失和未实现损失的净额。现金池投资活动所产生的投资

收入和费用分配给各参与基金。 

㈢ 杂项收入包括电子学习课程订阅费、出售用过的财产或剩余财产以及从

上期支出所获退款所得的收入、货币折算产生的净收益、保险理赔、收

到的无指定用途的账款和其他杂项收入。 

㈣ 根据机构间安排收到的资金是指从其它联合国机构收到的支持训研所

方案的资金以及各机构为训研所以它们的名义管理的项目或方案提供

的拨款。在确定开发计划署的拨款收入时考虑到利息和其他杂项收入与

总支出。 

㈤ 与以后各财政期间有关的收入不记作本财政期间收入，而是记作(m)㈢

项所述递延收入。 

 (k) 支出：  

㈠  各项支出均由核定拨款或授权承付款项承担。报呈的支出总额包括未清

债务和付出的款项。 

㈡ 非消耗性财产的支出记入购置期间的预算，而不记作资本。库存非消耗

性财产按历史成本入账。 

㈢ 未来财政期的支出不记入本财政期的费用，而是记作下文⑴㈣段所述的

递延费用。 



 A/65/5/Add.4

 

2910-43326 (C) 

 

㈣  用于《联合国工作人员细则》附录 D 所述意外开支的备抵，按基薪净额

的 1%计算，并记为支出。  

 (l) 资产： 

㈠ 现金和定期存款为活期存款账户和计息银行存款中的款项。 

㈡ 投资包括本组织为创造收入而购买的有价证券和其它可流通单据。短期

投资按成本或市值两者之低者列报；长期投资按成本列示。成本被定义

为名义价值加上或减去所有未摊销溢价或折价。投资市值在财务报表附

注中披露。 

㈢ 现金池包括各参与基金在现金和定期存款、短期和长期投资以及应计投

资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所有这些资金都在现金池内管理。现金池内的投

资性质类似，并按上文(l)㈡段所述入账。各参与基金在现金池中所占

份额在各自的报表中单独报告，其组成及投资的市值在报表附注中披

露。 

㈣ 递延费用通常是那些不适宜记作本财政期间费用的支出项目。这些项目

将列作以后一个财政期费用的支出项目。这些支出项目包括根据财务细

则 106.7 核准的未来财政期的承付款。这类承付款一般限于持续性行政

经费和履行期较长的合同或法律义务。 

㈤ 资本资产的维修费记作相应的预算账户的支出。家具、设备、其他非消

耗性财产和租赁资产装修不列为训研所的资产。进行此种购置的款项记

作购置年度的预算账户的支出。非消耗性财产的价值在财务报表附表中

披露。 

 (m) 负债、准备金和基金结余： 

㈠ 业务准备金列入财务报表中的“准备金和基金结余”总额。  

㈡ 未来各年的未清债务既列为递延费用，又列为未清债务。 

㈢ “预收捐款”指的是对未来财政期的认捐款和已收到但尚未赚取的其他

收入。 

㈣ 将训研所以往、当前和以后各财政期的承付款项列为未清偿债务。本财

政期间普通基金和特别用途补助金基金的债务在其所涉两年期终了后

12 个月内继续有效。但是，对于开发计划署资助的活动来说，按照开发

计划署的报告要求，执行机构保留未清债务的期限可超过 12 个月，只

要届时偿还债务的严格责任依然存在。对于开发计划署资助的活动，按

照开发计划署的报告要求，上期债务的节余或核销作为本期支出减少

额，记入个别项目的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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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与服务终了和退休后福利有关的应计负债，包括与离职后健康保险、离

职回国福利和未用休假日有关的负债。以前，离职后健康保险应计负债

根据精算估值计算，而离职回国福利和未用休假日负债则根据当期成本

计算，并不予贴现折扣和其他调整。自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

起，离职后和退休后福利应计负债三个类别的债务都按精算估值计算。 

 离职回国福利和未用休假日方面的改变，是会计政策的一个变化。这一

改变符合《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第 18 段的规定，目的是把这些负债的更

合理的估计数列入财务报表(见附注 4)。 

㈥ 如存在或有负债，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 

㈦ 训研所是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成员组织，大会设置养恤基金

以提供退休金、死亡抚恤金、残疾津贴和有关福利。养恤基金是一种注

资的福利确定型养恤金计划。养恤金计划的资产和养恤金福利每两年进

行一次精算估值。由于在把相关负债/资产和费用分配给参加养恤金计

划的各个组织方面没有一致和可靠的依据，联合国无法为会计目的充分

可靠地确定其在计划的财务状况和执行情况中的份额，因此把该计划作

为固定缴款计划看待；因此，训研所在养恤基金相关净负债/资产状况

中的份额，未在财务报表中得到反映。训研所对养恤基金的缴款包括按

大会订立的比率缴付规定的款额(目前占适用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比率为

参加人 7.9%，参加组织 15.8%)，以及根据养恤基金条例第 26 条支付其

为弥补任何精算短缺而应分摊的款额。只有在大会根据在估值之日对养

恤基金资金情况作出的精算评估，确定有需要付款以弥补短缺并援引第

26 条规定时，才应支付这种款项。截至编写本期财务报表之时，大会尚

未援引这一规定。 

  附注 3 

  收入、支出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变动(表一)；资产、负债、准备金和基金结余(表

二)；现金流量(表三) 
 

 (a) 表一、表二和表三载列训研所的财务结果，这些财务结果汇总并入四组

相关的基金，冲销合并成为反映训研所所有活动的总账。不应将合并列报理解为

可以为任何未经核准的其他用途动用某一个基金的资金。这四组包括： 

 ㈠ 普通基金； 

 ㈡ 特别用途补助金基金； 

 ㈢ 开发计划署资助的活动； 

 ㈣ 离职后健康保险。 

 (b) 特别用途补助金基金项下所收资金专用于指定项目。期终基金结余系这

些项目在今后各期的支出；如有任何剩余款项，则退还给捐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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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表一列有收支相抵盈余或短缺两项计算结果。第一项只根据本两年期的

收入和支出计算。所示的第二项计算结果是包括未编入预算的服务终了和退休后

福利方面的应计费用和上一期间收入或支出的调整数的净额。 

  附注 4 

  与服务终了和退休后福利有关的应计负债 
 

 (a) 服务终了和退休后福利包括离职后健康保险、离职回国福利和未用休假

日折付。如附注 2(m)(v)所述，自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起，这三项负债

均根据由一家独立、合格的精算公司进行的精算估值确定。 

 (b) 离职后健康保险： 

㈠ 服务终了时，工作人员及其受扶养人可选择参加联合国的福利确定型健

康保险计划，但需满足某些条件，如 2007 年 7 月 1 日后征聘的需参加

联合国健康保险计划十年，此前的征聘者需五年等。这项福利称为离职

后健康保险。 

㈡ 为确定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离职后健康保险债务，精算师采用的

主要假设是：贴现率 6.0%；2010 年美国医疗计划的保健服务费用增加

8.4%，到 2027 年和以后年份下降到 4.5%，到 2010 年美国境外医疗计划

的保健服务费用增加 6.0%，到 2027 年和以后年份下降到 4.5%；退休、

退出保险计划和死亡率方面的假设，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

(养恤基金)自己进行精算估值时所采用的假设一致。两相比较，确定截

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所采用的假设为：贴现率

5.5%；美国医疗计划的保健服务费用 2008 年增加 9.5%，到 2015 年和以

后年份下降到 5.0%，美国境外医疗计划的保健服务费用 2008 年增加

5.7%，到 2012 年和以后年份下降到 4.5%。自 2007 年估值以来，养恤基

金退休、退出保险计划和死亡率方面的假设保持不变。 

㈢ 离职后健康保险估值的另一个因素是，在确定训研所的剩余负债时要考

虑到所有参加计划人员的缴款。因此，退休人员的缴款要从负债毛额中

扣除，并且从 2009 年 12 月 31 日估值起，要扣除在职工作人员缴款的

一部分，才能按照大会确定的费用分担比率满足训研所的剩余负债。这

些比率要求训研所的分担份额不超过美国境外保健计划的二分之一、美

国保健计划的三分之二、医疗保险计划的四分之三。这一对计划参加人

缴款确定的微调，显示在职和退休工作人员均参加同样的健康保险计

划，而且其集体缴款能够达到核定的费用分担比率。 

㈣ 根据上文㈡和㈢分段所述，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应计负债现值，

即计划参加人的缴款净额，估计为 1 923 000 美元。这一数字反映出在

对上文㈡和㈢分段所述、以经过更新的人员普查、健康保险索赔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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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为依据的精算假设进行更新和微调之后精算收益增加了 1 048 000

美元。 

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 应计负债（千美元） 

负债毛额 3 846 

计划参加人缴款抵减额 (1 923) 

训研所负债净额 1 923 

 

㈤ 除上文(b)㈡分段中的假设外，如果医疗费用趋势上升或下降 1.0%，其

他所有假设都保持不变，据估计负债现值将增加 24.0%或减少 18.0%。

同样，如果贴现率上升或下降 1.0%，其他所有假设都保持不变，据估计

应计负债将增加 24.0%或减少 18.0%。 

 (c) 离职回国福利 

㈠ 服务终了时，符合某些条件的工作人员，包括离职时在国籍国外居住的

工作人员，有权享受按照服务时间计算的离职回国补助金以及旅费和搬

运费。这些福利统称为离职回国福利。 

㈡ 如附注 2(m)㈤所述，聘用了一名顾问精算师对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的离职回国福利进行精算估值。以前，离职回国福利负债根据报告日的

当期成本计算，并不予贴现折扣和其他调整。 

㈢ 精算采用的主要假设为：贴现率 6.0%、根据工作人员年龄和职类计算的

10.6%至 5.5%的薪金年增长率、以及旅费年增长率 4.0%。 

㈣ 根据这些假设，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应计负债的现值估计分别为普

通基金 126 000 美元，特别用途补助金基金 363 000 美元。 

㈤ 会计政策中计算离职回国福利的精算基础的改变没有追溯继往，原因是

对 2007 年 12 月 31 日进行精算估值不切实际。如果继续采用以前的现

行成本法，负债将分别为普通基金 143 000 美元，特别用途补助金基金

979 000 美元。因此，本期采取这项新政策的影响是，普通基金和特别

用途补助基金的负债和开支分别减少了 17 000 美元和 616 000 美元。 

 (d) 未用休假日 

㈠ 服务终了后，持有定期合同或连续合同的工作人员可以折付最多六十个

工作日的未用休假日。 

㈡ 如上文附注 2(m)㈤所述，聘用了一名顾问精算师对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未用休假日进行精算估值。以前，未用休假日债务是根据报告日

当期费用计算的，不予贴现折扣和其他调整。 

㈢ 精算师采用的主要假设为：贴现率 6.0%；第一年累积年假 15 天、第二

至第六年 6.5 天、其后每年 0.1 天的增长率，以累积 60 天为限。根据

工作人员的年龄和职类，假设薪金的年增长率为 10.6%至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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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根据这些假设，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未用休假日应计负债的现值估

计为普通基金 69 000 美元，特别用途补助金基金 190 000 美元。 

㈤ 会计政策中计算未用休假日的精算基础的改变没有追溯采用，原因是对

2007 年 12 月 31 日进行精算估值不切实际。如果继续采用以前的现行成

本法，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负债将为普通基金 88 000 美元，特别

用途补助金基金 289 000 美元。因此，本期采用这项新政策的影响是，

普通基金和特别用途补助基金的负债和开支分别减少了 19 000 美元和

99 000 美元。 

  附注 5 

  实物捐助 
 

 (a)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免费向训研所提供行政支助服务，其中包括薪工

单、会计、差旅和签证手续、人事和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事务。本两年期这种实物

捐助的价值估计为 972 000 美元。此外，联合国免费提供总部的空闲会议服务设

施，训研所只支付所需口译服务和额外电子设备的费用。这种会议设施的价值估

计为 110 000 美元。 

 (b) 此外，训研所从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和其他捐助方为其培训方案、专

家服务、会议设施、当地讲习班费用、办公室开支以及旅费和研究费用提供了实

物捐助。 

  附注 6 

  非消耗性财产 
 

 (a) 按照联合国会计政策，非消耗性财产不列在训研所的固定资产中，而是

列为购置时当期批款的支出。按照训研所的累积存货记录，以历史成本估价的非

消耗性财产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为 598 000 美元，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为

512 000 美元。 

 (b) 非消耗性财产在 2008-2009 两年期的变化情况汇总如下(以千美元计)： 

2008 年 1 月 1日结余 512 

购置 111 

减：处置 (24) 

减：移交其他办事处 (1)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结余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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