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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43 和 153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 

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 2009年 7月 1日至 2010年 6月 30日

期间财务执行情况报告和 2011 年 7月 1日至 2012 年 6月 30

日期间的拟议预算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2009/10 年度批款  732 393 000 美元 

2009/10 年度支出 713 740 600 美元 

2009/10 年度未支配余额 18 652 400 美元 

2010/11 年度分摊数 853 827 400 美元 

2010/11 年度预计支出
a
 850 308 200 美元 

2010/11 年度未支配余额估计数  3 519 200 美元 

2011/12 年度秘书长拟议数 810 305 000 美元 

2011/12 年度行预咨委会建议 793 305 000 美元 

 
 

 a 2011 年 3 月 31 日估计数(见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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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建议核准秘书长提出的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

(联海稳定团)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拟议预算，并在下文各

段中酌情就具体问题提出建议和意见。 

2. 行预咨委会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的一般性

报告(A/65/743)载有其对若干共有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在本报告中，行预咨委会

论述与联海稳定团具体有关的资源及其他事项。 

3. 在审议秘书长关于联海稳定团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拟

议预算(A/65/776)时，行预咨委会考虑到审计委员会与该特派团有关的建议(见

A/65/5(Vol.II)，第二章)，并在下文第 53 段中就此作出具体评论。此外，关于

审计委员会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报告，行预咨委会提出的报告载于

A/65/782 号文件。行预咨委会重申，必须从速执行审计委员会的相关建议。 

4. 行预咨委会审议联海稳定团经费筹措问题时所审查的文件和所用的背景文

件，列于本报告末尾。 

 

 二. 2009 年 7月 1日至 2010 年 6月 30 日期间财务执行情况报告 
 
 

5. 大会第 63/294号决议批款毛额 611 751 200美元(净额 597 683 900美元)，

充作该特派团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维持费用。大会第

64/264 号决议授权秘书长承付不超过 120 641 800 美元的款项(见下文第 17

段)，使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资源总数达到毛额 732 393 000

美元(净额 718 325 700 美元)。该期间的支出毛额共计 713 740 600 美元(净额

699 587 800 美元)。因此产生的未支配余额 18 652 400 美元(净额 18 737 900

美元)按毛额计算，占批款的 2.5%。关于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

间特派团预算执行情况报告(A/65/703 和 Corr.1)第四节对差异进行了分析。 

6. 出现支出节余的主要原因是： 

 (a) 军事特遣队(24 322 200 美元，即 11%)：一些特遣队的实际轮调费用减

少；为部署和轮调一支特遣队人员使用了合并飞机包租服务；一个派遣国没有部

署特遣队人员和只记录了三个特遣队两次轮调中一次轮调的支出；在收到根据协

助通知书安排进行的轮调费用报销方面出现延迟；偿还部队派遣国主要设备的费

用所需经费减少，因为履带式装甲运兵车和迫击炮已运回、一些设备无法使用和

部署主要设备方面出现延误；货运和部署特遣队所属设备所需经费减少，因为一

些设备的部署是通过海运而不是按照起初设想通过空运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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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联合国警察(3 897 400 美元，即 6.1%)：地震前警员部署方面出现延迟，

地震后增派 224 名联合国警察的部署方面出现延迟； 

 (c) 建制警察部队(17 869 000 美元，即 31.8%)：使用了海陆载运而不是起

初设想的空运，导致货运和部署建制警察所属装备的所需经费减少；偿还建制警

察派遣国的所需经费减少，原因是地震后增派 1 200 名人员的部署出现延迟，进

一步导致口粮所需经费和偿还主要设备费用减少； 

 (d) 国际工作人员(4 118 700 美元，即 4.1%)：地震后国际工作人员特别措

施所需经费低于预测数；危险工作地点津贴所需经费减少，因为平均空缺率达到

13.9%，高于 9%的预算空缺率，以及震后工作人员离开任务区。支出节余被部分

抵消，因为与执行大会第 63/250 号决议核准的新合同安排和支付仍然有权领取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的工作人员以及 2009 年 7 月 1 日前被派去执行任务人员的特

派任务生活津贴过渡安排有关的所需经费增加； 

 (e) 联合国志愿人员(3 769 000 美元，即 24.5%)：回籍假所需经费减少；

危险工作地点津贴所需经费减少，因为地震后在任务区的平均人数减少；与特别

措施有关的支出被误记到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项下(另见下文第 28 段)； 

 (f) 空运(3 488 900 美元，即 11.4%)：旋转翼飞机使用率低于预算编列，

以及地震后初期燃料消耗减少；由于稳定团内部能力得到加强，取消了计划外包

的航空消防服务。支出节余因固定翼飞机所需经费增加而部分抵销，原因是向稳

定团部署了更多飞机，以支持紧急地震救援工作。 

7. 上述支出节余因以下各项所需经费增加而部分抵消： 

 (a) 公务差旅(4 138 300 美元，即 100.9%)：主要原因是从联合国总部和其

他维持和平特派临时派任工作人员；向圣多明各特派团联络和支助中心调派工作

人员的相关费用；对警察派遣国进行甄选和评估访问的次数和费用增加。增加的

所需经费被部分抵消，原因是地震后稳定团取消了对部分计划中外部课程的参

与；因培训地点比预算编列的地点近，空中旅行所需经费有所减少； 

 (b) 设施和基础设施(11 702 400 美元，即 10.9%)：主要原因是地震后为新

办公室和宿舍购置了预制设施、水净化和空调设备、杂项办公设备以及备件和用

品；在安全理事会第 1908(2010)号决议通过后增购了发电机，以支持新特遣队和

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电力供应；为运送更多设备到海地增购了海运集装箱；柴

油的平均费用增至每升 0.60 美元，而预算编列的费用为每升 0.47 美元；在稳定

团进行的法律审查结果尚未出来之前处理稳定团燃料供应商以往索赔预计所需

费用；地震后在船上为工作人员提供住所的所需经费。所需费用增加被部分抵消，

原因是根据单独部署的军事和警务人员提交的实际索偿申请提供的住宅安保服

务所需经费减少；第二个发电合同的执行出现延迟；由于部署延迟，偿还部队和

建制警察派遣国主要设备所需经费减少；没有购置大容量燃料储备罐，预计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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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执行统包燃料合同，届时订约人将提供必要设备；由于稳定团地震后调整了

优先事项，取消了计划中的建造、维修、改建和翻新服务； 

 (c) 路运(4 229 200 美元，即 27.2 %)：主要原因是地震后车辆和增派部队

所需经费增加；车辆的单位费用提高；日元对美元增值；柴油的费用增至每升 0.60

美元，高于预算编列的每升 0.47 美元费率；在稳定团进行的法律审查结果尚未

出来之前处理稳定团燃料供应商以往索赔预计所需费用。所需费用增加被部分抵

消，原因是地震后车辆活动减少，实际消耗 480 万升燃料，低于预算编列的 510

万升； 

 (d) 通信(5 907 400 美元，即 20%)：主要原因是购置了一个无线电中继系

统，以替换在地震中被损坏的系统，并支付了有关部署、安装、配置和支持费用； 

新闻事务所需经费有所增加，用以满足以下迫切需求：向居住在境内流离失所者

营地中的人口传播信息，以及在地震后维持 24 小时电台广播服务。所需经费增

加被部分抵消，原因是由于地震后延迟部署，用于偿还部队和建制警察派遣国自

我维持费的所需经费减少； 

 (e) 信息技术(5 014 300 美元，即 47.7%)：主要原因是购置了网络和服务

器设备，以替代地震中被损坏的设备，并加强稳定团灾后恢复和业务连续性能力；

雇用了更多的承包商，满足对改善业绩水平的更大需求。所需经费增加被部分抵

消，原因是由于采购工作延迟，许可证及其软件费用方面的所需经费减少； 

 (f) 其他用品、服务和装备(10 693 500 美元，即 53.3%)：主要原因是地震

后调派租用飞机和船只从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和美国佛罗里达州迈

阿密运送设备、资产和用品至海地；与联合国志愿人员和独立承包商特别措施有

关的支出被误记；地震后从联合国后勤基地战略部署物资储存运到特派团的设备

和用品的补给费用；与地震有关的杂项索赔。 

8. 行预咨委会对该期间执行情况报告(A/65/703 和 Corr.1)关于个别支出用途

载列的资料所作的评论，见下文各段关于联海稳定团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A/65/776)的相关讨论。  

 

 三. 本期间财政状况和执行情况资料 
 
 

9. 行预咨委会获悉，自联海稳定团成立以来，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共向会

员国摊派了 3 233 391 000 美元。截至该日期，实收缴款为 3 044 769 485 美元，

未缴款余额为 188 621 515 美元。截至 2011 年 4 月 4 日，考虑到三个月业务准

备金为 140 175 000 美元(不包括对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的偿还额)，截至同一天的

特派团现有现金为 256 025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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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行预咨委会还获悉，截至2010年12月31日，欠部队费用偿还款约为35 446 000

美元，欠特遣队装备款 52 907 000 美元。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已经签署了

30 项特遣队所属装备谅解备忘录，并有 10 项谅解备忘录草稿。截止同一日期，

自特派团成立以来已为 60 起死亡和伤残索偿案赔偿了 3 562 000 美元，9 个索偿

案未决。与死亡和伤残偿金有关的未清债务为 694 000 美元。行预咨委会希望从速

结清所有未偿还的索赔。此外，行预咨委会期望10项谅解备忘录草稿尽快定稿。 

11. 行预咨委会获悉，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联海稳定团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人员在职情况如下： 

 核定数 a 在职数

空缺率 

(百分比)b 

军事观察员 8 940 8 740 2.2 

联合国警察 1 351 1 305 3.4 

建制警察部队 2 940 2 273 22.7 

国际工作人员 533 455 14.6 

本国工作人员 1 231 1 145 7.1 

联合国志愿人员 277 215 22.4 

临时职位
c
  

 国际工作人员 198 93 53.0 

 本国工作人员 245 130 46.9 

政府提供的人员 100 66 34.0 

 

 a 系该期间 高核定数。 

 b 根据每月在职情况和月核定数计算。 

 c 由一般临时人员项下供资。 

 

12. 行预咨委会在审议秘书长关于拟议预算的报告时，获得 新资料，说明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的征聘情况和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预测空缺率。按照秘书

长提供的信息，一个“老虎小组”在加快征聘以填补地震后空缺的员额方面取得

重大进展。该小组于 2010 年 7/8 月成立，由 20 名工作人员组成，与项目管理人

员和各科科长密切合作，满足在人员配置方面的重要需要。其行动的结果是向候

选人发出 403 份聘用通知，这些候选人或者是在编人员，或者尚未在编。秘书长

提供的预测表明，截止 2010 年 7 月 31 日，估计的总体空缺率为 22%，预测到 2011

年 6 月 30 日，将减少到目标水平的 5%(见附件一)；在此之后，将审查是否继续

需要老虎小组(现在由 11 名工作人员组成)。行预咨委会注意到在征聘工作人员

以满足特派团需要方面取得的进展，促请秘书长利用一切现有机制，填补余下的

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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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行预咨委会收到附有差异原因说明的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期间当前支出和预计支出表(见附件二)。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该期间的支出

毛额达 453 021 400 美元。估计在本财政期间终了时，支出总额将达 850 308 200

美元，而批款数额为 853 827 400 美元，预计将产生 3 519 200 美元(0.4%)的未

支配余额。 

 

 四.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拟议预算 
 
 

 A. 任务和计划成果 
 

14. 联海稳定团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第 1542(2004)号决议确定的，随后得到各项

决议延长和扩大，包括了一些领域的新责任，如：各个级别的能力建设和体制建

设以及加强特别是太子港以外的国家机构；改革司法和惩教系统；改革和重组海

地国家警察。安全理事会第 1944(2010)号决议决定，把联海稳定团的任务期限延

长到 2011 年 10 月 15 日，并继续维持稳定团现有的总兵力。安理会在同一决议

中还请秘书长全面评估海地安全面临的威胁，尤其注意所有人、特别是妇女和儿

童受到保护的情况。  

15. 正如行预咨委会以往报告(A/65/586，第 8 段)所述，2010 年 1 月 12 日的地

震造成重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22 万多人丧生，200 万人流离失所。国家机构

突然蒙受重大损失，据报告全国 6万公职人员中约三分之一罹难，大量政府建筑

物被摧毁或严重损坏。这导致本已岌岌可危的公共行政机构、治安机构、司法机

构和惩教机构状况显著恶化。稳定团总部和其他联合国办事处坍塌，导致 102 名

文职人员和军警人员罹难。工作人员方面的损失加之记录被破坏，对地震前产出

的报告造成了不利影响。此外，因地震临时部署的工作人员更替率高，导致地震

后文件工作的一致标准难以得到维持。  

16. 秘书长表示，地震对资源造成的深远影响导致有必要调整特派团的活动，

以满足下列 4 个优先事项：(a) 在国家能力受损、选举推迟之后维护政治稳定；

(b) 恢复国家警察及司法和惩教机构的能力，以确保治安和法治；(c) 增强国家

的能力，以保护受到地震影响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权利；(d) 确保

有效交付人道主义援助以及资源充分的恢复过程。安全理事会第 1908(2010)号和

第 1927(2010)号决议分别于 2010 年 1 月和 6 月批准为特派团提供临时快速增援

能力，其中包括增派 2 000 名军事人员和 2 180 名警务人员；2010/11 年度后半

期间又增加 386 名临时文职职位。  

17. 大会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908(2010)号决议，授权秘书长为 2009 年 7 月 1 日

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间承付总额不超过 120 641 800 美元的款项，以支持震后

立即开展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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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所需资源 
 

18. 联海稳定团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拟议预算毛额为

810 305 000 美元(净额 792 235 000 美元)，按毛额计算，比 2010/11 年度的批

款853 827 400美元减少43 522 400美元(5.1%)。差异分析见拟议预算(A/65/776)

第三节。减少的主要是：陆运(13 156 400 美元)、通信(3 683 600 美元)、信息

技术(4 910 300 美元)、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10 293 900 美元)。由于国际工

作人员(11 471 700 美元)、一般临时人员(4 582 600 美元)与设施和基础设施

(2 941 700 美元)所需经费增加，部分抵销了上述减少额。  

19. 经询问后，秘书长代表告知行预咨委会，设施和基础设施项下，拟议预算列

入了建筑服务所需经费 1 700 万美元，其中包括用于修建特派团新太子港总部的

1 200 万美元，以及用于在太子港内迁移后勤基地的 500 万美元。据解释，这两

个项目的依据是假定2011/12年期间政府将请联海稳定团腾空目前作为特派团总

部和后勤基地所在地的国际机场，为修建新的国际机场让路。但是，2011 年 3

月 25 日，政府代表告知特派团，新国际机场的建设工作被推迟至 早于 2014/15

年开始。因此特派团不必在 2011/12 年期间实施自己的建设项目。行预咨委会因

此建议，拟议预算削减 1 700 万美元，以反映规划假定的变化。 

20. 拟议预算用于计划部署 8 940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1 451 名联合国警察(其中

100 名被列为政府提供的人员)、2 940 名警务人员、668 名国际工作人员、1 532

名本国工作人员和 277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拟议预算还反映出净增加 54 个本国

工作人员，以及净减少 63 个国际工作人员(包括一般临时人员下供资的 5个临时

职位)(另见下文第 29 段)。 

 1. 军事和警务人员 

类别 

2010/11 年度

核定数 a
2011/12 年度

拟议数 差异 

军事特遣队人员 8 940 8 940 — 

联合国警察 b 1 451 1 451 — 

建制警察部队人员 2 940 2 940 — 

 

 a 系这一期间 高核定人数。 

 b 包括被列为政府提供的人员的 100 人。 

 

21. 2011年 7月 1日至 2012年 6月 30日期间军事和警务人员所需经费估计数为

369 980 500 美元，与 2010/11 年度批款相比减少 26 360 800 美元，即 6.7%。 

22. 拟议减少所需资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订正所增加军事人员的估计数，向部

队派遣国偿还特遣队所属装备的标准费用的所需经费减少；根据 近的支出模

式，军事特遣队和建制警察部队轮调差旅平均成本降低；由于预计 2010/11 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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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军事特遣队和建制警察部队装备部署工作将结束，不再提供运费和部署装备

费。所需资源减少被部分抵销，原因是根据在 2011/12 年度全部部署 1 351 名警

察的假定，联合国警察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所需经费增加，同时 2010/11 年期间

经费的依据是安全理事会第 1927(2010)号决议核定分阶段再部署 200 名警察。根

据 近的部署模式，费用估计数反映出 2011/12 年期间联合国警察延迟部署因数

为 5%，而 2010/11 年期间则为 6%。 

 2. 文职人员 

类别 

2010/11 年度

核定数

2011/12 年度

拟议数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533 475 (58) 

本国工作人员 1 233 1 287 54 

联合国志愿人员 277 277 — 

临时职位
a
 443 438 (5) 

 共计 2 486 2 477 (9) 

 

 a 由一般临时人员项下供资。 

 

23.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文职人员的所需经费估计数为

172 862 600 美元，与 2010/11 年度批款额相比增加 15 433 500 美元，即 9.8%。

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a) 国际工作人员(11 471 700 美元)：由于将估计数的基础从 2010/11 年期

间占净薪金的 69%订正到 90.4%，一般工作人员费用所需经费增加；采用了 10%

的空缺率，而 2010/11 年采用的是 14%； 

 (b) 本国工作人员(528 600 美元)：按照大会第 65/248 号决议，拟将 54 个

外勤事务员额转为本国一般事务员额，以抵销统一外勤人员服务条件的费用

(A/65/776，第 23 段)； 

 (c) 一般临时人员(4 582 600 美元)：由于将估计数基础从 2010/11 年期间

的占净薪金 69%订正为 90.4%，一般工作人员费用所需经费增加；这一增加被部

分抵销，原因是国际工作人员采用了 30%的空缺率，而 2010/11 年采用的是 15%，

此外本国工作人员的空缺率采用了 10%，而 2010/11 年采用的是 6%。费用概算反

映出根据完成快速增援需求的预计，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3 月这为期 9 个月的

快速增援期间，设立 438 个临时职位的经费，其中包括 193 个国际职位和 245 个

本国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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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下表所示，秘书长在关于拟议预算的报告中指出，提议在本期至 2012 年 3

月期间继续保留 2010/11 年期间核准的 386 个临时文职人员职位，并同快速增援

期限挂钩(A/65/776，第 13 段和第 22 段)： 

类别 人数 

国际员额
a
 (1) 

本国员额
b
 2 

联合国志愿人员
c
 46 

临时职位
d
 339 

 共计 386 

 

 a 反映在国际工作人员开支类别下。 

 
b
 反映在本国工作人员开支类别下。 

 c 反映在联合国志愿人员开支类别下。 

 d 反映在一般临时人员开支类别下。 

 

25. 经询问，行预咨委会获悉，2011/12 年预算拟削减 5 个临时职位，震前已核

定特派团的 104 个非紧急增援临时职位，与 2010/11 年期间核定的 339 个临时职

位(见上表)相加，总数为 2011/12 年预算中提议的 438 个职位(同上，第 94 段)。  

26. 行预咨委会重申，一般临时人员供资应作为有效满足特派团目前需要的短期

能力(A/65/586，第 23 段)。在这方面，行预咨委会请秘书长继续审查特派团所

需一般临时人员(见 A/65/776，第 22 段)，并做出适当调整，直至逐步取消临时

职位。 

27. 文职人员所需经费增加因联合国志愿人员所需经费(1 149 400 美元)减少而

部分抵消，后者减少的原因在于采用了 10%的空缺率，而 2010/11 年期间采用的

空缺率为 8%。 

28. 经询问，行预咨委会得到了关于 2009/10 年执行情况报告的补充资料，其中

表明支出用途代号“其他费用”项下存在显著支出节余，国际工作人员、本国工

作人员和联合国志愿人员的支出节余分别为 540 万美元、210 万美元和 280 万美

元。行预咨委会经进一步询问获悉，这些支出用途代号下的款项与震后文职人员

特别措施有关。这些措施包括：报销个人财物损失、一次性康复赠款，搬迁津贴，

以及给去世的家属收尸和运尸。委员会还获悉，这些特别措施总支出共计 1 640

万美元，而拨款为 1 760 万美元，因此出现未用余额 120 万美元。但是，由于震

后的混乱，大量实际费用被错误地记在其他支出用途下，因此执行情况报告中所

显示的支出节余奇高。行预咨委会期望特别措施的受益人都已得到适当补偿，支

出得到正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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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员额的建议 

29. 秘书长提议联海稳定团总体净减 9 个员额和职位，包括净减 58 个国际员额

和一般临时人员项下供资的 5 个临时职位，因净增 54 个本国一般事务员额而部

分抵消，如下所述： 

 (a) 将 54 个外勤事务员额转为本国一般事务员额，以抵销按照大会第

65/248 号决议统一外勤人员服务条件的费用；  

 (b) 如上所述，按照大会第 65/248 号决议裁撤 4 个国际员额(3 个专业人员

和 1 个外勤人员)； 

 (c) 裁撤 5 个一般临时人员项下供资的临时职位(1 个 D-2、1 个 D-1、1 个

P-5 和 2 个 P-4)；这些职位是为满足第一年紧急增援期间的业务需求而设立的。 

30. 本报告附件三载有秘书长关于工作人员设置提案的详细摘要。行预咨委会对

秘书长的提案没有异议。行预咨委会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

预算问题的一般性报告(A/65/743)载有其对大会第 65/248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意

见和评论。 

 3. 业务费用  

(美元) 

2010/11 年分摊数 2011/12 年拟议数 差异 

300 057 000 267 461 900 (32 595 100)

 
 

31. 2011 年 7 月 1 日到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业务费用估计数为 267 461 900

美元，与 2010/11 年期间的分摊数相比，减少了 32 595 100 美元，即 10.9%。 

陆运 

32. 2011/12 年度陆运所需经费估计数为 13 515 600 美元，比上一期间的批款数

减少 13 156 400 美元，即 49.3%。秘书长说，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因为预计车辆

和车辆维修车间设备的购置将于 2010/11 年期间完成，所以排除了用于购置上述

车辆和设备的经费。与执行燃料统包合同有关的所需经费增加部分抵销了上述经

费的减少。行预咨委会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的一

般性报告(A/65/743)载述了其关于燃料统包合同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33. 秘书长在 2009/10 年期间执行情况报告中指出，陆运项下超支的部分原因是

在收到稳定团的法律审查结果之前，预留了处理稳定团燃料供应商以往索偿的预

计所需经费(A/65/703，第 44(e)段)。行预咨委会在询问后收到的资料显示，燃

料供应商的索偿金额达 280 万美元，其中 75%尚未结清，有些可追溯到 2004 年。

行预咨委会请秘书长加大努力，结清尚未解决的索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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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34. 2011/12 年度通信所需经费估计数为 30 795 800 美元，比上一期间的批款减

少 3 683 600 美元，即 10.7%。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因为：仅为成本太高无法修

理的设备提供经费，因此通信设备所需经费减少；预计新闻设备的购置将在

2010/11 年期间完成，因此排除了购买新闻设备所需的经费。 

信息技术 

35. 2011/12 年度信息技术所需经费估计数为 6 833 400 美元，比上一期间的批

款数减少 4 910 300 美元，即 41.8%。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因为预计将于 2010/11

年期间完成信息技术设备的采购，因此购买信息技术设备的数量减少。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36. 2011/12 年度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所需经费估计数为 13 064 500 美元，比

上一期间的批款数减少 10 293 900 美元，即 44.1%。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因为没

有提供经费用于支助特使办公室以及直接支助海地政府，但 2010/11 年期间提供

了上述经费。 

设施和基础设施 

37. 2011/12 年期间设施和基础设施所需经费估计数为 141 249 000 美元，比上

一期间的批款数增加 2 941 700 美元，即 2.1%，主要因为：由于执行燃料统包合

同，并且，由于预计2011/12 年期间的燃料消费将增加到 1 660万公升，而 2010/11

年期间仅 1 100 万公升，因此导致汽油、机油和润滑剂所需经费增加；稳定团房

地数量增加，导致公用事业所需经费增加。这些增加因下述所需经费减少而部分

抵消：购买预制设施所需经费减少，因为预计购置将在 2010/11 年期间完成；没

有为在海军舰艇上住宿提供经费。秘书长在 2009/10 年度执行情况报告中指出，

设施和基础设施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地震后为新办公室和宿舍购置了预

制设施、水净化和空调设备以及用品(A/65/703，第 43 段)。 

38. 行预咨委会在审议执行情况报告期间，获悉稳定团在其所在地开展的主要建

设项目的 新情况如下： 

 (a) 2010 年 9 月在太子港建成 250 名工作人员的宿舍营地；2011 年 1 月在

莱奥甘建成一个营地； 

 (b) 2010 年 10 月在莱奥甘建成能容纳 150 多名工作人员的区域总部； 

 (c) 2010 年 9 月在太子港建成能容纳约 500 人的 Delta 营地； 

 (d) 2010年10月建成容纳110名工作人员的圣多明各联络和支助中心(见第

41 至 4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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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2011 年 1 月在太子港建成容纳 150 名工作人员的稳定团新总部； 

 (f) 容纳 75 名工作人员的热雷米区总部以及能容纳 150 人的建制警察部队

营地，预计将于 2011 年 4 月建成； 

 (g) 2011 年 4 月在太子港建成一个大型福利中心。 

39. 行预咨委会还获悉稳定团根据 2011 年 2 月 8 日其与海地政府签署的谅解备

忘录开展的建设项目的 新情况，即： 

 (a) 已向司法部、法官学校、国家监狱和位于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内的国家

警察分局提供配备和装修完毕的预制办公室； 

 (b) 正在建设一座约 600 平方米、能容纳 330 名议员和工作人员的临时议会

楼，供新当选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在 2011 年议会会议期间使用。 

40.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稳定团为支持政府机构和恢复稳定团功能能力而努力建

设新设施。行预咨委会相信，新建筑在设计时采取了适当保障措施以减轻海啸和

地震活动等自然灾害造成的风险。 

速效项目 

41. 建议 2011/2012 年期间速效项目所需经费估计数维持在 750 万美元水平。鉴

于海地许多地区仍能看到地震造成的影响，秘书长指出，在稳定团具有明显相对

优势的国家机构和国土重建领域，速效项目仍将是填补复原活动缺口的具有成本

效益的工具(A/65/776，第 85 段)。行预咨委会在审议拟议预算时获悉，地震之

后稳定团对速效项目进行了重组，并获准将每个项目的 高供资额增加到 10 万

美元，以满足贫困和流离失所人群的迫切需求并为他们创造机会。2009/10 年期

间的执行情况报告显示，已落实 143 个项目，少于预算编列的 160 个数目，秘书

长将其归因于每个项目 高供资额的增加。秘书长的代表提供的其他资料表明，

2009/10 年期间与速效项目有关的上期债务核销额达 107 800 美元。秘书长表示，

核销额反映的是 2008/09 年期间执行伙伴所开展项目的经费减少数。行预咨委会

注意到每个项目最高供资额的增加，敦促秘书长充分利用速效项目，以促进复原

努力以及与当地社区建立更良好的关系。 

减少社区暴力 

42. 2011/12 年期间减少社区暴力所需经费估计数保持在 900 万美元，与上一期

供资水平相同。该方案在化解贫困、暴力频发社区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中的冲

突方面继续发挥有益的作用。维持原供资水平将确保执行 46 个项目，其中包括

30 个劳动密集型项目，能为 42 000 名有风险的青年、男子和妇女提供创收机会。 

这些项目除其他外，包括由军事单位实施的 6个劳动密集型项目，包括改善社区

环境、修复运河及搬迁项目；为 480 名有风险的青年和监狱囚犯举办的 4 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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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培训项目；为 468 名青年和妇女举办的 4个小企业创业和学徒机会项目；为

3 000 名街头流浪儿和 6 000 名受暴力侵害的妇女举办的 4 个预防基于性别的暴

力和保护儿童项目；1 个关于支持国家法律援助体系的法律援助项目，以解决监

狱超期关押、基于性别的暴力、儿童保护和公民身份问题；以及 3 个支持社区论

坛工作的公共联络和社区调解项目，以促进地方当局、社区与其他国内和国际行

为体之间相互协调。此外，将提供资金，为减少暴力举行 40 次公众外联和宣传

活动。行预咨委会欢迎减少社区暴力方案对解决高风险社区暴力重现风险起到的

积极影响，并欢迎继续报告该方案的执行工作。 

 4. 其他事项 
 

圣多明各联络和支助中心 

43. 行预咨委会在询问后收到了关于设立圣多明各联络和支助中心的理由以及

期待该中心在稳定团当前和今后业务中所起作用的解释性资料。秘书长表示，该

中心建于 2010 年 1 月地震之后，目的是便利稳定团立即恢复运作，减少稳定团

在海地的足迹，减轻万一发生另一次灾难时的人员和财产损失风险，缓解当时在

海地严重缺乏办公和居住空间的情况，以及确保为稳定团维持一个灾后恢复和业

务连续性设施。 

44. 秘书长解释说，由于联海稳定团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房地在地震中受到摧毁

和结构性损坏，稳定团所有工作人员只得搬迁到国家机场附近的联海稳定团办公

地点。同一期间，作为危机应对措施的一部分，约 300 名临时派任的文职人员抵

达稳定团；军事特遣队人员数目从 7 060 增加到 8 840；联合国警察人数从 2 091

增加到 3 711；联合国在海地的基金、机构和方案人员也进行了转移。在数日之

内，按照设计能力大约能为 400 人提供住宿的后勤基地容纳了 5 000 人，其中多

数只能睡在办公楼内或户外。他们在此等待技术小组对其住所进行结构性分析，

然后才被允许返回住处。 

45. 地震之后的数天内，财务和人力资源等特定行政管理职能转移到稳定团的灾

后恢复和业务连续性中心，该中心与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位于圣多明各

的同一地点。迅速飙升的空间需求超出了中心的现有能力，稳定团只得在附近的

万豪庭园酒店租用额外空间，以便为从海地转移过来的稳定团工作人员提供住

处。中心目前由下列单位和人员组成：秘书长特别代表联络处、行政事务处处长

办公室、人力资源科、财务科和采购科、负责履行财产和库存控制服务以及验收

运往海地货物的总务科工作人员，以及向因太子港机场拥塞而需要取道圣多明各

机场赴海地的旅行人员提供协助的旅行股工作人员。此外，还有通信和信息技术

处、运输科、供应科和联合后勤中心派出的小型工作队。 

46. 秘书长表示，将行政支助职能转移到圣多明各不仅降低了联合国工作人员和

财产在海地遭遇更高风险的机会，而且还为本组织带来成本效益，因为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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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享待遇和津贴所需经费得以减少(例如圣多明各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较低)；

实行 24 个月的回籍假周期，而太子港的周期是 12 个月；工作人员不能享受危险

工作地点津贴和休养待遇。此外，从圣多明各出发的空中旅行费用大大低于从太

子港出发的费用，这不仅为本组织节省公务差旅费，也为休假和休养的工作人员

节省往返旅行费用。从长期看，秘书长预期，安全和保障带来的持续利益以及预

测的费用节省将抵销建立该中心的初始资本支出。 

47.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秘书长解释中心带来的利益。但是，行预咨委会认为，

秘书长应考虑是否有必要长期维持该中心并在下一份拟议预算报告中向大会报

告。 

重建国家警察的能力 

48. 行预咨委会在询问后收到的资料说明，稳定团的战略是发展国家警察的机构

能力并将其打造成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能为公民提供安全保障的专业队伍，这

是在海地实现长期安全和稳定工作的重要基准，从而使联海稳定团能够逐步减员

并 终撤出海地(A/65/776，第 19 段)。该战略主要注重执行政府的 2006-2011

年改革计划，该计划将延长到 2011 年之后。秘书长表示，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

改组警察部队，使其规模扩大一倍达到 14 000 名警官；实现警察部队专业化；

加强国家警察的业务和机构能力。秘书长还介绍，上述计划尚未得到全面执行，

原因是对一些改革提供的支助不足、2010 年 1 月的地震造成了损坏以及由此导致

的训练活动减少。 

49. 行预咨委会获悉，由海地政府和联海稳定团共同制订的修订后 2011 年及其

后改革计划，其重点是：发展业务能力，加强警官的道德操守和纪律，增强中级

管理层并为初级警官制订职业发展路径，通过双边协议建立特种部队。联海稳定

团将支持警察部队推进甄选进程并确定合格候选人。预计第 22 期约 875 名警察

学员将于 2011 年 5 月中旬毕业，2012 年 3 月完成实地训练课程。他们的加入将

使部队警力增加到 10 000 名警官。第 23 期 500 名候选人将于 2011 年 7 月开课，

征聘目标是女性候选人占 30%(150 名学员)。除了在诸如弹道学、指纹、毒物学、

人权和儿童保护等领域接受专门训练，修订后的计划还包含一些新开发的内容，

诸如与预算、采购、后勤、车队管理、综合信息技术系统和人力资源有关的制度

和程序。 

50. 秘书长指出，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944(2010)号决议，计划于 2011 年 6 月进

行一次安全评估，以确定联海稳定团临时增加兵力的军警人员的逐步减员计划。

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是国家警察在保护流离失所者和其他弱势群体方面的能

力，以及是否需要向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和高犯罪率地区的国家警察/联合国警

察联合巡逻队提供建制警察部队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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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行预咨委会鼓励联海稳定团继续执行国家警察改革计划。 

审计委员会 

52. 为执行审计委员会就2008/09年财政期间所提建议(A/64/5(Vol.II))而采取

的行动载于拟议预算的第五 C 节。经要求，行预咨委会获得了关于审计委员会就

2009/10 年期间所提建议(A/65/5(Vol.II))执行情况的 新资料： 

 (a) 关于审计委员会建议加快聘任更多人员，以便对特遣队所属准备进行全

面检查，行预咨委会获悉，稳定团已经聘任所需额外人员，除了一个外勤员额拟根

据大会第 65/248 号决议改划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外，特遣队所属装备股已经满员； 

 (b) 关于审计委员会建议联海稳定团定期监测车辆维修费用，保留已进行成

本/效益分析的文件证明，以支持继续使用已经达到更换/注销期的车辆，行预咨

委会获悉，稳定团正在执行外勤支助部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新发布的车辆导则，

新导则将标准的车辆更换周期延长到 6 年或 200 000 公里，如有可能甚至更长，

目的是通过延迟购买新车辆为本组织节省经费； 

 (c) 关于审计委员会建议联海稳定团建设和维护有适当安全保护的信息技

术环境，因为审计委员会发现，稳定团未在灾后恢复室和服务器室安装防火设备；

行预咨委会获悉，灭火系统安装统包项目已于 2011 年 2 月 8 日完成。 

53.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联海稳定团迄今为止为执行审计委员会建议所采取的措施。 

 

 五. 结论 
 
 

54. 有待大会就联海稳定团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经费筹

措采取的行动载于执行情况报告(A/65/703)第 52 段。 行预咨委会建议，将未

支配余额 18 652 400 美元及其他收入和调整数 8 103 100 美元计入会员国的贷

项。 

55. 有待大会就联海稳定团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经费筹措

采取的行动载于拟议预算 (A/65/776)第 105 段。考虑到上文段落的意见和建议，

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批款 793 305 000 美元，充作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12 个月期间特派团维持费用。行预咨委会还建议，如果安全理事会决

定延长稳定团的任务期限，按每月 66 108 750 美元的标准为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0 月 15 日期间分摊费用 230 314 400 美元，为 2011 年 10 月 16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分摊费用 562 990 6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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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 2009 年 7 月 1日至 2010 年 6月 30 日期间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预算执行

情况报告(A/65/703 和 Corr.1) 

• 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预算

(A/65/776) 

• 审计委员会关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账目

的报告(A/65/5(Vol.II)，第二章) 

•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 2008 年 7 月 1 日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期

间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经费筹措安排的报告(A/64/660/ 

Add.16) 

•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2010年 7月1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拟议预算的报告(A/65/586) 

• 大会关于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经费筹措的第 63/294号和第65/256号决

议 

• 大会关于2009年 7月 1日至 2010年 6月 30日期间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

的经费筹措安排的第 64/264 号决议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的报告(S/2011/183) 

• 安全理事会第 1944(201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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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的最新征聘情况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的整体人员配置情况和空缺率 

 专业人员 外勤人员 联合国志愿人员 本国专业干事 当地工作人员 共计

核定正规任用人员 245 288 214 117 1 116 1 980

核定一般临时人员 113 85 63 69 176 506

 共计 358 373 277 186 1 292 2 486

在编(所有) 236 312 215 119 1 156 2 038

总空缺人数 122 61 62 67 136 448

实际空缺率(百分比) 34.1 16.4 22.4 36.0 10.5 18.0

有待任用人员 52 41 20 11 44 168

正在接受甄选人员 6 7 37 28 79 157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预计总数 294 360 272 158 1 279 2 363

预计总空缺人数 64 13 5 28 13 123

预计空缺率(百分比) 17.9 3.5 1.8 15.1 1.0 4.9

 2010 年 1月 1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期间的征聘概览 

 专业人员 外勤人员 联合国志愿人员 本国专业干事 当地工作人员 共计

自 2010 年 1月 1日以来在编人员 127 87 106 12 122 454

有待任用人员 52 41 20 11 44 168

正在接受甄选人员 6 7 37 28 79 157

 共计 185 135 163 51 245 779

 2010 年 1月 1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期间离职的人员 

 专业人员 外勤人员 联合国志愿人员 本国专业干事 当地工作人员 共计

 共计 98 44 92 10 71 315

 自 2011 年 1 月 1日以来在编的人员的性别统计 

 专业人员 外勤人员 联合国志愿人员 本国专业干事 当地工作人员 共计 百分比

男性 43 39 41 5 40 168 37.0

女性 84 48 65 7 82 286 63.0

 共计      454 100.0



 

 

A
/65/743/A

dd.15 
 

18 
11-31584 (C

)

附件二 
 

  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当前支出和预计支出 
(千美元) 

 2010 年 7月 1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2011 年 4月 1日至 6月 30 日预计数 

 

分摊数 支出总额 未支配余额 支出

支出总额， 

包括预计数 

截至 2011年 6月

30 日的未支配余

额估计数

差异

百分比

 (1) (2) (3)=(1)-(2) (4) (5)=(2)+(4) (6)=(1)-(5) (7)=(6)÷(1) 产生差异的原因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特遣队 244 075.2 96 758.4 147 316.8 142 435.1 239 193.5 4 881.7 2.0 所需资源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平均空缺率高于预算编列的

比率 

 联合国警察 78 460.0 58 604.0 19 856.0 15 952.8 74 556.8 3 903.2 5.0 所需资源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平均空缺率高于预算编列的

比率 

 建制警察部队 73 806.1 30 393.5 43 412.6 22 746.9 53 140.4 20 665.7 28.0 所需资源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平均空缺率高于预算编列的

比率 

 小计 396 341.3 185 755.9 210 585.4 181 134.8 366 890.7 29 450.6 7.4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83 792.4 66 012.5 17 779.9 26 155.8 92 168.3 (8 375.9) (10.0) 所需资源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平均空缺率低于预算编列的

比率 

 本国工作人员 34 309.7 24 291.6 10 018.1 8 105.4 32 397.0 1 912.7 5.6 所需资源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平均空缺率高于预算编列的

比率 

 联合国志愿人员 13 720.6 8 461.3 5 259.3 3 442.3 11 903.6 1 817.0 13.2 所需资源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平均空缺率高于预算编列的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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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7月 1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2011 年 4月 1日至 6月 30 日预计数 

 

分摊数 支出总额 未支配余额 支出

支出总额， 

包括预计数 

截至 2011年 6月

30 日的未支配余

额估计数

差异

百分比

 (1) (2) (3)=(1)-(2) (4) (5)=(2)+(4) (6)=(1)-(5) (7)=(6)÷(1) 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般临时人员 25 606.4 6 286.6 19 319.8 3 089.2 9 375.8 16 230.6 63.4 所需资源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平均空缺率高于预算编列的

比率 

 小计 157 429.1 105 052.0 52 377.1 40 792.7 145 844.7 11 584.4 7.4  

业务费用    

 政府提供的人员 4 635.0 1 972.7 2 662.3 713.4 2 686.1 1 948.9 42.0 所需资源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平均空缺率高于预算编列的

比率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 — —  

 咨询人 655.9 228.2 427.7 385.1 613.3 42.6 6.5 所需资源减少的原因是咨询

人的延迟部署 

 公务差旅 8 563.1 4 068.5 4 494.6 4 403.7 8 472.2 90.9 1.1  

 设施和基础设施 138 307.3 71 779.9 66 527.4 76 621.0 148 400.9 (10 093.6) (7.3) 所需资源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本期需要增加开支，以完成

资产购置，2011/12 年期间购

置设备的经费将相应减少 

 陆运 26 672.0 9 581.5 17 090.5 34 584.9 44 166.4 (17 494.4) (65.6) 所需资源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本期需要增加开支，以完成

资产购置，2011/12 年期间购

置设备的经费将相应减少 

 空运 28 874.8 28 279.4 595.4 3 541.9 31 821.3 (2 946.5) (10.2) 所需资源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偿还与地震后业务需要更多

飞机有关的费用。预计数还

反映了本期合同费用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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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7月 1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2011 年 4月 1日至 6月 30 日预计数 

 

分摊数 支出总额 未支配余额 支出

支出总额， 

包括预计数 

截至 2011年 6月

30 日的未支配余

额估计数

差异

百分比

 (1) (2) (3)=(1)-(2) (4) (5)=(2)+(4) (6)=(1)-(5) (7)=(6)÷(1) 产生差异的原因 

    

 海运 1 140.2 637.9 502.3 143.9 781.8 358.4 31.4 由于本期作业巡逻艇数目减

少(在 Killik 和和平港两个

地点的船坡出现问题)，海上

作业实际燃料消费减少，从

而实现节余 

 通信 34 479.4 20 698.5 13 780.9 18 704.7 39 403.2 (4 923.8) (14.3) 所需资源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本期完成资产购置的新增支

出需要，不包括 2011/12 期

间购置设备的经费 

 信息技术 11 743.7 6 593.6 5 150.1 9 031.8 15 625.4 (3 881.7) (33.1) 所需资源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本期需要增加开支，以完成

资产购置，2011/12 年期间购

置设备的经费将相应减少 

 医务 9 426.8 5 035.2 4 391.6 4 317.2 9 352.4 74.4 0.8  

 特种装备 4 700.4 2 177.9 2 522.5 2 522.5 4 700.4 — —  

 其他用品、服务和 

 设备 

23 358.4 6 507.4 16 851.0 17 542.0 24 049.4 (691.0) (3.0) 所需资源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本期需要增加开支，以完成

资产购置，2011/12 年期间购

置设备的经费将 

 速效项目 7 500.0 4 652.8 2 847.2 2 847.2 7 500.0 — —  

 小计 300 057.0 162 213.5 137 843.5 175 359.2 337 572.7 (37 515.7) (12.5)  

 所需资源毛额 853 827.4 453 021.4 400 806.0 397 286.8 850 308.2 3 519.2 0.4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7 314.6 10 668.4 6 646.2 5 334.2 16 002.6 1 312.0 7.6  

 所需资源净额 836 512.8 442 353.0 394 159.8 391 952.6 834 305.6 2 207.2 0.3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 — — — — —  

 所需资源总额 853 827.4 453 021.4 400 806.0 397 286.8 850 308.2 3 519.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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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1 年 7月 1日至 2012 年 6月 30日期间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拟议人员配置变动汇总表 

办公室/科/股 数目 职等 说明 行动 

    

行政领导和管理    

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 - 1 D-1 (GTA) 高级特别顾问 裁撤 

 
- 3 FS 行政助理(2)， 

个人助理(1)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3 NGS 行政助理(2)， 

个人助理(1)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 1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办公室 - 1 FS 行政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1 NGS 行政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0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办公室/人道主义协调员/驻地协调员 - 1 P-5 (GTA) 高级协调干事 裁撤 

 - 1 P-4 (GTA) 业务干事 裁撤 

 - 2 FS 行政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2 NGS 行政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 2    

 行政领导和管理小计 - 3    

构成部分 1：民主发展和巩固国家权威    

政治事务司 - 1 D-2(GTA) 政治事务主任 裁撤 

 小计 - 1    

选举援助科 - 1 P-4(GTA) 选举事务干事 裁撤 

 - 1 FS 行政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1 NGS 行政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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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科/股 数目 职等 说明 行动 

    

民政科 - 1 FS 行政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1 NGS 行政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0    

通信和新闻科 - 1 P-2 协理新闻干事 统一/裁撤 

 小计 - 1    

 构成部分 1 小计 - 3    

构成部分 2：安全、公共秩序和法治发展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 1 FS 秘书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1 NGS 秘书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0    

警务专员办公室 - 2 FS 行政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2 NGS 行政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0    

 构成部分 2 小计 0    

构成部分 3：人权    

人权科 - 1 P-2 协理儿童保护干事 统一/裁撤 

 小计 - 1    

 构成部分 3 小计 - 1    

构成部分 5：支助    

安保科 - 1 FS 行政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1 NGS 行政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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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办公室/科/股 数目 职等 说明 行动 

    

区域协调员办公室(业务和行政)主任 - 1 FS 人力资源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1 NGS 人力资源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0    

行政事务主任办公室 - 1 FS 行政助理   

 + 1 NGS 行政助理   

 小计  0    

财务科 - 3 FS 预算助理(2)， 

财务助理(1)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3 NGS 预算助理(2)， 

财务助理(1)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    

人事科 - 10 FS 人力资源助理(4)，人力资源助理(国际

工作人员股)(1)，工作人员顾问助理

(3)，行政助理(1)，福利助理(1)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10 NGS 人力资源助理(4)，人力资源助理(国际

工作人员股)(1)，工作人员顾问助理

(3)，行政助理(1)，福利助理(1)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0    

采购科 - 3 FS 采购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3 NGS 采购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0    

总务科 - 1 FS 验收助理 统一/裁撤 

 - 5 FS 行政助理(2)，质量控制助理(1)，饮食

助理(1)，邮件助理(1)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5 NGS 行政助理(2)，质量控制助理(1)，饮食

助理(1)，邮件助理(1)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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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科/股 数目 职等 说明 行动 

    

合同管理股 - 1 P-2 协理合同管理干事 统一/裁撤 

 - 2 FS 合同管理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2 NGS 合同管理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 1    

工作人员咨询和福利股 - 1 FS 行政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1 NGS 行政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0    

医务科 - 1 FS 行政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1 NGS 行政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0    

综合支助事务主任办公室 - 2 FS 行政助理(1)， 

预算助理(1)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2 NGS 行政助理(1)，  

预算助理(1)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0    

联合后勤业务中心 - 3 FS 行政助理(2)，  

后勤助理(1)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3 NGS 行政助理(2)， 

后勤助理(1)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0    

工程科 - 2 FS 行政助理(1)， 

发电机机械师(1)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2 NGS 行政助理(1)，发电机机械师(1)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0    

航空科 - 1 FS 燃料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1 NGS 燃料助理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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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科/股 数目 职等 说明 行动 

    

运输科 - 1 FS 汽车技术员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1 NGS 汽车技术员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0    

财产管理科 - 6 FS 特遣队所属装备助理(3)，财产和库存助

理(1)，供应助理(2)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 6 NGS 特遣队所属装备助理(3)，财产和库存助

理(1)，供应助理(2) 

统一/改叙为本国员额 

 小计 0    

 构成部分 5 小计 - 2    

汇总    

国际员额 - 58    

本国员额 + 54    

临时国际职位(GTA) - 5    

 共计 - 9    

 

 缩写：FS：外勤人员；GTA：一般临时人员；NGS：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