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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43 和 156(b)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 

行政和预算问题 

联合国中东维持和平部队经费的筹措：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2009 年 7月 1日至 2010 年 6月 30

日期间财政执行情况报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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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 799 200 美元 

2009/10 年度支出            542 110 800 美元 

2009/10 年度未支配余额           47 688 400 美元 

2010/11 年度批款            518 710 200 美元 

2010/11 年度预计支出
a
          518 639 800 美元 

2010/11 年度未支配余额估计数
a
        70 400 美元 

20110/12 年度秘书长拟议数        542 785 700 美元 

2011/12 年度行预咨委会建议数
b
      542 652 500 美元 

 

 a 2011 年 2 月 28 日估计数(见附件一)。 
 b 见下文第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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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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

队(联黎部队)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拟议预算(A/65/756)。行

预咨委会获悉秘书长的补充提议(见下文第30段)将把 A/65/756号文件内的原始

拟议预算 542 785 700 美元削减 133 200 美元。因此，联黎部队 2011/2012 年度

所需资源总额将为 542 652 500 美元。行预咨委会将在下文各段酌情提出意见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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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预咨委会在本报告中具

体讨论的是与联黎部队有关的资源和其他项目。 

3. 在审议秘书长提交的联黎部队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拟

议预算时，行预咨委会考虑到审计委员会就该部队提出的建议(A/65/5(Vol.II)，

第二章)，并在本报告下文第 27、39、46 和 47 段中就这些建议提出具体意见。

此外，行预咨委会就审计委员会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2010 年 6 月 30 日终了

财政期间报告提出的报告见 A/65/782 号文件。行预咨委会重申应迅速执行审计

委员会的相关建议。 

4. 行预咨委会审议联黎部队经费筹措问题时审查的文件以及用作背景参考的

文件列于本报告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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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大会第 63/298 号决议批款毛额 589 799 200 美元(净额 578 900 800 美元)，

作为联黎部队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维持费用。该期间的

总支出为毛额 542 110 800 美元(净额 530 131 100 美元)。由此产生的未支配余

额为 47 688 400 美元，占批款毛额的 8.1%。差异分析见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间财政执行情况报告第四节(A/65/608 和 Corr.1)。行预咨委会注

意到，未编入预算的捐助价值 17 686 500 美元，涉及东道国政府提供给特派团

的土地和房舍(A/65/608 和 Corr.1，第三.F 节)。 

6. 产生节余的主要原因是： 

 (a) 军事特遣队(29 905 900 美元)：主要由于军事特遣队平均部署 11 911

人，比计划的 12 750 人少，使得偿还部队费用、特遣队所属装备和口粮所需资

源减少； 

 (b) 国际工作人员(1 986 400 美元)：由于实际平均空缺率为 22%，比预算

编列的 18%高，使得一般工作人员费用所需资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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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陆运(1 330 200 美元)：由于对车队车辆构成进行合理调整以反映业务

需求的变化而没有购置车辆，以及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移交 3 辆重

型客车，使得购置和租赁车辆所需资源减少； 

 (d) 海运(10 964 200 美元)：由于海事工作队 6 至 7 个月期间平均部署 8

艘船只和 1 架直升机，而计划是 12 个月部署 9 艘船只和 5 架直升机，因而租赁

和业务所需经费减少； 

 (e) 通信(1 777 400 美元)：分别由于特派团对全球租用转发器费用所承担

的比例摊派份额减少、购置 24 个新干扰器和部署的军事特遣队人员比预算编列

的少，使得商营通信、备件和特遣队所属装备所需资源减少； 

 (f) 医务(1 827 200 美元)：偿还自我维持费用所需资源减少，因为提前遣

返了一个特遣队和一个特遣队所属二级医院，由特派团升级的二级医疗设施取

代。 

7. 节余被下列各项所需资源增加所部分抵消： 

 (a) 本国工作人员(1 334 800 美元)：因为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的

薪金表经过修订并于 2009 年 9 月 1 日生效，导致追加所需经费； 

 (b) 设施和基础设施(474 800 美元)：主要由于汽油、机油和润滑油需要追

加经费，因为柴油燃料单价为每公升0.60美元比预算编列的每公升0.46美元高，

作为新统包合同的一部分需要购置 101 万公升储备燃料而预算没有编列这笔经

费，以及支持军事人员的液化丙烷气消耗增加和实际费用提高。 

8. 下文第四节讨论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拟议预算

(A/65/756)，其中酌情载有行预咨委会就执行情况报告(A/65/608)内有关单个支

出用途的说明所发表的评论意见。 

 

 三. 本期财务状况和执行情况资料 
 
 

9. 行预咨委会获悉，截至 2011 年 2 月 28 日，联黎部队自成立以来共向会员国

摊款 5 721 233 000 美元。截至同一日期，收到缴款 5 614 976 000 美元，未缴

余额 106 257 000 美元。截至 2011 年 3 月 7 日，特派团有现金 477 300 000 美

元，其中包括三个月的业务准备金 59 132 000 美元。其余现金 418 168 000 美

元足够支付定于 2011 年 4 月偿还部队派遣国费用的下一次付款。 

10. 行预咨委会获悉，截至2010年12月31日，估计欠部队费用偿还款13 348 000

美元和特遣队所属装备 34 398 000 美元。在死亡和伤残偿金方面，特派团成立

以来已为 503 项索偿事项支付 21 532 000 美元，截至 2011 年 2 月 28 日有一项

索偿待决。行预咨委会预期那项待决的索偿将迅速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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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行预咨委会获悉，截至 2011 年 2 月 28 日，联黎部队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人员在职情况如下： 

类别 核定数 a 在职数 空缺率(百分比) 

军事特遣队人员 15 000 11 710 21.9 

员额  

 国际工作人员 401 340 15.2 

 本国工作人员 741 658 11.2 

一般临时人员  

 国际职位 3 3 — 

 
a
 是本期间 高核定人数。 

 

12. 行预咨委会收到了一张表，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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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见附件一)。截至 2011 年 2月 28日，

本期间的当前支出为 298 734 000 美元。在本财政期间终了时，估计支出总额将

为 518 639 800 美元，而批款为 518 710 200 美元，预计未支配余额为 70 400

美元。行预咨委会在附件一中注意到，支出总额估计数 518 639 800 美元包括下

列方面的预计超支： 

 (a) 国际工作人员(682 000 美元)和本国工作人员(4 391 300 美元)：由于

空缺率比预算编列的高； 

 (b) 设施和基础设施(170 900 美元)和陆运(560 300 美元)：由于燃料单价

升高； 

 (c) 海运(2 041 300 美元)： 由于船队构成改变(包括增加一艘护卫巡逻艇，

被减少一艘护卫艇部分抵消)，以及每月偿还费用增加(又见下文第 38 至 40 段)。 

13. 行预咨委会在附件一中还注意到，以上列出的预计超支将被估计的节余抵

销，包括军事特遣队项下因延迟部署替换波动而节余 6 176 700 美元。 

14. 行预咨委会还获悉本期预计支出总额可能达到 53 370 万美元，即超支 1 500

万美元或 2.89%。行预咨委会要求就可能的 1 500 万美元超支提供更多资料，结

果获悉联黎部队预期在若干方面会受到经费压力，例如：(a) 文职人员所需经费

增加，因为国际工作人员和本国工作人员的实际空缺率分别为 18%和 11%，而预

算编列的为 22%和 16%；(b) 燃料支出升高；和(c) 海事工作队偿还费用增加。

在这方面，行预咨委会注意到，附件一已经预计并编列了这些支出类别的超支(见

上文第 12 段)。由于还没有向行预咨委会提供可能的 1 500 万美元超支的明细情

况，委员会不清楚这笔可能的 1 500 万美元超支与附件一已经预计的超支有何关

系。 行预咨委会经查询后还获悉，联黎部队将继续在其任务范围内管理其预算，

并尽力将新出现的费用超支在核定资源范围内匀支。行预咨委会预期特派团尽最

大努力将增加的支出在本财政期间批款范围内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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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拟议预算 
 
 

 A. 任务和计划成果 
 

15. 联黎部队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和第426(1978)号决议确定的，

并经第 1701(2006)号决议扩大，该决议批准将联黎部队的兵力 多增至 15 000

人。其任务期限 近一次经安理会第 1937(2010)号决议延长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特派团的任务是帮助安理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恢复黎巴嫩南部的国际和

平与安全(见 A/65/756,第 1 和 2 段)。 

16. 秘书长在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十五次报告

(S/2011/91)中通知安理会，联黎部队行动区内的局势大体上保持稳定，双方在

2006 年 8 月建立的停止敌对行动的局面继续得到维持。秘书长指出，双方重申致

力于执行第 1701(2006)号决议，但双方的关键义务尚待得到履行。据秘书长说，

联黎部队和黎巴嫩武装部队之间的合作仍然是执行第 1701(2006)号决议的基石，

而由联黎部队指挥官主持并有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高级代表出席的

三方会议是定期联络和协调以及讨论有关的安保和军事行动问题的关键论坛(同

上，第 2、15 和 26 段)。 

17. 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第 12 段提供资料说明了明显标示“蓝线”的工

作所取得的进展。该段指出，先前商定的五个区的工作正缓慢地继续进行，总长

38 千米，在估计将设立的 171 个标识中已设置了 87 个。标示工作需要清理雷区，

处置未爆弹药，以便为测量坐标和设立“蓝线”标识开辟安全通道。联黎部队排

雷员已为另外 134 个标识点清理了通道(又见下文第 41 段)。尽管双方都重申承

诺，在为解决争议问题寻找实际解决办法方面仍有困难而造成了延缓。行预咨委

会相信特派团将继续监测有关局势。 

18. 联黎部队总部设在纳古拉，并在贝鲁特设有一个小型办事处，主要是为便利

转运特派团人员和装备。秘书长指出，在特拉维夫建立联黎部队办事处将加强与

以色列军事和其他有关当局的联络协调职能，仍是特派团的优先事项(A/65/756,

第 6 段；又见下文第 31 段)。 

19. 秘书长在其关于拟议预算的报告(A/65/756)第 7 至 18 段中说明规划假设和

特派团支助举措。成果预算编制框架在业务和支助两个构成部分内列报(同上，

第 3 段)。 

 B. 所需资源 
 

20. 联黎部队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拟议预算毛额为542 785 700

美元，比 2010/11 年度批款 518 710 200 美元增加 24 075 500 美元，即 4.6%。

在这方面，行预咨委会回顾在其关于联黎部队经费筹措的上一次报告(A/64/ 

660/Add.14，第 57 段)中建议的 2010/11 年度数额为 534 489 200 美元，比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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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拟议所需经费估计数 564 536 900 美元减少 5.3%。大会第 64/282 号决议批款

518 710 200 美元，比秘书长拟议数少 8.1%。 

21. 2011/12 年度拟议预算备供部署 15 000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372 名国际工作

人员、726 名本国工作人员和 3 名担任一般临时人员职位的国际工作人员。 

22. 2011/12 年度拟议增加的经费主要是：(a) 军事特遣队(7 864 700 美元)；

(b) 国际工作人员(5 838 500 美元)；(c) 本国工作人员 (2 968 000 美元)；(d) 

设施和基础设施(4 968 500 美元)；和(e) 海运(1 449 100 美元)。秘书长关于

拟议预算的报告(A/65/756)第四节提供了差异分析。 

 1. 军事和警务人员 
 
 

类别 2010/11 年度核定数 a 2011/21 年度拟议数 a, b 差异 

军事特遣队人员 15 000 15 000 — 

 
a
 是本期间 高核定人数。 

 
b
 又见下文第 24 段。 

 

23. 2011年 7月 1日至 2012年 6月 30日期间军事特遣队人员所需经费估计数为

303 479 800 美元，比 2010/11 年度批款增加 7 864 700 美元，即 2.7%。经费增

加反映下列方面费用增加： 

 (a) 偿还部队费用，因为 2011/12 年度采用延迟部署因素 18%，而 2010/11

年度为 20%； 

 (b) 进驻、轮调和遣返差旅费，因为根据实际支出模式计算和部队轮调次数

从 2010/11 年度的 40 次增至 43 次； 

 (c) 口粮，因为提供日数从 365 天增至 366 天。 

24. 行预咨委会查询军事特遣队当前和预计的部署情况和相关延迟部署因素后

获悉，2011 年 2 月 28 日部队兵力为 11 710 人，延迟部署因素为 21.9%。预期 2011

年 4 月 1 日至 7 月 1 日将部署 920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其中包括海事工作队 250

人，使得 2011 年 7 月 1 日部队兵力达到 12 630 人，延迟部署因素为 15.8%。行

预咨委会还获悉，2011/12 年度拟议预算预计的延迟部署因素 18%已考虑到实际

部署趋势以及未来的部署和更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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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372 (29) 

本国工作人员 741 726 (15) 

临时职位 3 3 — 

 共计 1 145 1 101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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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文职人员所需经费估计数为99 788 800

美元，比 2010/11 年度批款增加 8 825 000 美元，即 9.7%，主要由于下列各项所

需经费增加： 

 (a) 国际工作人员(5 838 500 美元)：薪金、一般工作人员费用和工作人员

薪金税增加，原因是采用国际薪金表职档 6 而不是 2010/11 年度采用的职档 5；

基于 2010/11 年度实际空缺减少，采用 11%的空缺率而不是 2010/11 年度的 22%；

以及拟议撤裁 24 个空缺员额和把 5个员额改划为本国一般事务员额； 

 (b) 本国工作人员(2 968 000 美元)：薪金和工作人员薪金税增加，原因是

本国一般事务人员采用 9%的空缺率，而 2010/11 年度为 16%，并撤裁 20 个空缺

员额。  

空缺率 

26. 2011/12 年度估计数采用的空缺率如下：国际工作人员 11%，本国干事 33%，

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9%。行预咨委会询问 2011/12 年度国际和本国工作人员空缺率

的计算方法后获悉，拟议的空缺率考虑了联黎部队实际在职趋势以及按照关于统

一服务条件的大会第 65/248 号决议将要裁撤或改划的员额数(见下文第 29 段)。 

27. 在这方面，行预咨委会回顾，联黎部队 2007/08 至 2009/10 期间的空缺率较

高(21%及以上)，空缺员额数也较高(A/64/660/Add.14，第 32 至 34 段)。委员会

从审计委员会的报告中注意到，截至 2011 年 1 月 20 日，联黎部队已裁撤 104 个

员额并正在积极征聘中，使特派团的空缺率下降到国际工作人员 15%和本国一般

事务人员 11%(A/65/5(卷二)，第二章，第 220 段和 A/65/756，第四.C 节)。行预

咨委会注意到联黎部队已采取的行动并鼓励特派团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关于员额的建议 

28. 本报告附件二概述了人员编制方面的拟议变化。预算文件(A/65/756)在每一

构成部分下对拟议的变化作了详细说明。如上表所示，拟议的人员编制减少了 44

个员额。 

29. 拟议预算第 18 段指出，根据大会关于联合国共同制度的第 65/248 号决议，

2011/12 年度拟议预算反映拟议裁撤的 44 个员额(1 个 P-5、3 个 P-4、4 个 P-3、

16 个外勤人员、1 个本国干事和 19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和拟改划为本国一般事

务员额的 5 个外勤人员员额。行预咨委会关于大会第 65/248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

意见和评论将反映在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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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30. 除拟改划为本国一般事务员额的 5个外勤人员员额之外，行预咨委会同秘书

长代表开会时获悉， 近还拟议将一个 P-4 民政干事员额改划为高级本国民政干

事员额，这并未反映在 2011/12 年度拟议预算中，也没有反映在本报告附件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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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询问，行预咨委会获悉联黎部队民政办公室的任务是代表联黎部队并同特别是

市政官员、社区代表、民间社会和宗教团体联络。委员会还获悉，特派团将获益

于有一个高级本国干事可以同政府高级官员和当地社区直接交涉，以加强联黎部

队与当地社区的联系并进行有关建立信任以及预防和管理冲突的活动。而且，委

员会获悉，拟议的改划将使秘书长在 A/65/756 号文件中拟议的预算 542 785 700

美元减少 133 200 美元。行预咨委会不反对将一个 P-4 民政干事员额改划为高级

本国民政干事员额，它认为这有助于建立本国工作人员的能力。 

特拉维夫办事处 

31. 上文第 29 段所述根据大会第 65/248 号决议拟议裁撤的 44 个员额包括联黎

部队特拉维夫办事处的 4 个员额(1 个 P-5、1 个 P-4 和 2 个外勤人员)(A/65/756，

第 32 段)。秘书长指出，由于仍然未能就该办事处的任职人数及任务规定达成协

议，2011/12 年度拟议预算没有为该办事处编列经费。但是，如果该办事处在

2011/12 期间建立，则将从现有核定资源中满足所需人员配备和经费，并在执行

情况报告中予以报告(同上，第 13 段)。 

员额的改派 

32. 秘书长还提议 2011/12 年度改派若干员额，包括为设立下列单位而改派的员

额： 

 (a) 为继续执行 2010 年 1 月完成的维持和平行动部与联黎部队联合技术审

查所提出的建议、特别是关于同黎巴嫩军队建立正式定期战略对话机制的建议，

在部队指挥官办公室设立一个战略对话机制秘书处，由部队副指挥官领导。为此

目的，拟议将现有的 1 个调度主任(P-5)员额改派到部队指挥官办公室为政治事

务干事(P-4)员额(同上，第 9 和 28 段)。行预咨委会注意到，2010 年 2 月 12 日

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的信(S/2010/86)传达了技术审查的结论。委员会询问后获

悉，自那以后已举行了三次战略对话会议。委员会还获悉，作为优先事项，联黎

部队和黎巴嫩军队正在编写职责范围和议事规则； 

 (b) 为符合外勤支助部与安全和安保部的政策指示，在安全科下设立一个消

防安全股，为此改派 5 个员额(1 个 P-2 和 4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派到联黎部

队西区、东区和贝鲁特办事处(同上，第 15、39 和 40 段)。 

33. 秘书长还指出，拟议人员编制变动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加注重风险管理、质

量保证和监测和执行情况报告合规，以辅助 2010/11 年度在特派团支助事务主任

办公室设立的合规和监测职能(同上，第 17 段)。行预咨委会回顾，它在审查联

黎部队 2010/11 年度拟议预算时支持设立合规和监测股，并要求在 2011/12 年度

拟议预算的范畴内汇报这一新设股的 新工作情况(A/64/660/Add.14，第38段)。

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作为初步努力联黎部队已通过了风险登记册，目前正

在增补一个处理计划，以后将由合规和监测股积极管理(A/65/756,第四.B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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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职能领域(人事和采购)的主要业绩指标已经推出，并将在本财政期间结束前

扩展到其他领域。秘书长相信这一活动反映特派团将更加关注潜在风险领域并积

极监测执行情况基准，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减轻风险。行预咨委会欢迎联黎部队

为减轻风险而做出的努力，并要求今后提交预算时报告这方面取得的进一步进

展。 

34. 行预咨委会回顾，2010/11 年度拟议的大多数人员编制变动是符合特派团合

理化努力的(A/64/660/Add.14，第 36 段)。在这方面，委员会从秘书长的拟议预

算注意到，2010/11 年度特派团的支助构成部分正在按照任务合理化的要求进行

结构调整，集中的服务提供方式已证明更有成效和效率(A/65/756,第 16 段)。行

预咨委会期望在 2010/11 年度执行情况报告中报告合理化活动取得的成果，包括

效率的提高和经验教训。 

35. 行预咨委会不反对秘书长拟议的 2011/12 年度人员编制变动。 

 3. 业务费 
 

2010/11 年度分摊数 2011/12 年拟议数 差异 

132 131 300 139 517 100 7 385 800 

 

36. 2011年 7月1日至2012年 6月30日期间所需业务费用估计数达139 517 100

美元，比 2010/11 年批款增加 7 385 800 美元，增幅 5.6%。增加主要是由于以下

各项所需资源增加： 

 (a) 设施和基础设施(4 968 500 美元)：汽油、机油和润滑油所需经费增加， 

主要由于柴油单价估计数上升到每公升 0.63 美元，而 2010/11 年度采用的是每

公升 0.47 美元；防御工事用品，因为要追加 15 000 立米总量以完成蓝线公路 8

号连接道；现位于纳古拉总部的特派团油站和储备库存因易受攻击而需要搬迁，

因此要购置储油罐和油泵； 

 (b) 海运(1 449 100 美元)：租赁和业务所需经费增加，因为拟部署 8 艘船

只和 2 架直升机，而 2010/11 年度为 7 艘船只和 2架直升机(又见下文第 38 段)。 

海事工作队 

37. 2011/12 年度拟议预算第 7 段以及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2011/91)

第 24 和 51 段简述了海事工作队的活动和有关发展。秘书长指出，海事工作队继

续执行开展海上拦截行动和训练黎巴嫩海军的双重任务。 

38. 行预咨委会询问了海事工作队目前的作业能力和 2011/12 年度拟议经费。委

员会收到的资料反映在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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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类别 目前部署的船只数

2010/11 年度预算编列

的船只数 a
2011/12 年度

拟议船只数 a

2011/12 年度 

费用估计数
b 

(美元)
 

护卫舰 1 3 3 18 589 500 

小型护卫舰 3 0 0 － 

浅/近海舰船 3 3 4 6 197 800 

战斗支援舰 1 1 1 3 387 400 

直升机 1 2 2 2 052 000 

 共计 

 (包括直升机) 

9 9 10 30 226 700 

 

 
a
 见 A/65/756，第 87 段。 

 
b
 费用估计数不包括转运费用 1 483 000 美元和船只及直升机责任保险费 196 100 美元。 

 

39. 关于核实海事工作队特遣队所属装备的标准作业程序，行预咨委会回顾，审

计委员会曾对缺乏这一程序表示关切，而且行预咨委会同意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即外勤支助部应审查并将拟订的程序纳入《特遣队所属装备手册》的下一版修订

本(A/63/746/Add.11，第 34 和 35 段)。行预咨委会还回顾它要求在提交 2011/12

年度拟议预算时提供 新的程序(A/64/660/Add.14，第 48 段)。 

40. 在这方面，行预咨委会注意到拟议预算文件提供的 新信息(A/65/756，第

六.B 节)。据秘书长说，用于核查海事工作队装备的程序列于联黎部队有关准则

中。秘书长指出，联黎部队继续面对在完成对海事工作队资产进行特遣队所属装

备核查时遇到的挑战。目前实行的程序所依据的是海事工作队的行动方式，以及

船只只有在获得协助通知书和谅解备忘录中开列的所有装备和服务之后才能运

行。已制订了一项标准作业程序将每月追踪表视为业务使用报告，这一程序已获

联合国总部认可并正在执行中，外勤支助部和海事工作队派遣国对执行情况都表

示满意。行预咨委会要求在提交 2012/13 年度预算时提供信息说明为将核实海事

工作队特遣队所属装备的程序纳入《特遣队所属装备手册》而采取的步骤。 

探雷和扫雷用品 

41. 2011/12 年度拟为探雷和扫雷服务编列经费 1 431 500 美元(A/65/756，第

75 段)。行预咨委会经查询获悉，联黎部队内联合国地雷行动协调中心目前的任

务是提供地雷行动技术咨询和援助，特别着重确保扫雷队和爆炸物处理队为“蓝

线”扫雷行动做好准备。该中心还负责管理地雷行动信息，并向黎巴嫩地雷行动

中心提供所需的支助，包括资格认可、质量保证和扫雷后证实程序。该中心在

2011/2012 年度将继续支助“蓝线”沿线另外 135 个点的扫雷行动，以及可能扫

除黎巴嫩军队道路以北的 146 个雷区，共计约 47 304 枚地雷，从而将约 1 846 865

方米面积交还给当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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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效项目  

42. 2011/12 年度拟为速效项目编列经费 500 000 美元(同上，第 76 段)。行预咨

委会经查询获悉，联黎部队计划将拟议经费专门用于自有经费不足以协助当地民

众的各营的行动地区，以期抵销联黎部队各行动地区在支助当地社区方面的差

别。联黎部队各营和社区将密切参与规划和执行这些项目的各个阶段，以确保密

切合作。项目将着重环境和卫生、职业培训以及修复学校和一所孤儿院等方面。

行预咨委会欢迎特派团在执行速效项目方面采取的协调一致的做法。委员会还注

意到 2009/10 年度执行情况报告中所述联黎部队实施的速效项目，并预期将继续

实施这些项目以支持修复基础设施、解决冲突和建立信任(见 A/65/608，第二.E

节，预期成绩 1.2)。 

环境倡议 

43. 在审查 2010/11 年度拟议预算时，行预咨委会对联黎部队实施环境倡议表示

欢迎(A/64/660/Add.14，第 49 段)。在这方面，行预咨委会注意到，特派团将继

续注重已成功试点的项目，并将依据本组织的环境政策制定战略，特别注重那些

资源投入低但可实现切实回报的方面(A/65/756，第 12 段)。行预咨委会鼓励特

派团继续努力并在提交 2012/13 年度预算时报告所实现的增效。 

 4. 其他事项 
 

区域任务合作 

44. 关于区域任务合作的资料载于秘书长关于 2011/12 年度拟议预算的报告第

19 至 25 段，包括下列领域的合作： 

 (a) 区域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处。合并的区域服务从 2010 年 7 月开始，目

的是向地理位置邻近的四个特派团，即联黎部队、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

察员部队)、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和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停

战监督组织)提供协调一致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行预咨委会要求在 2011/12

年度拟议预算中提出进度报告，包括说明实际成本效益情况(A/64/660/Add.14，

第 23 段)。A/65/715 号文件第 67 至 69 段提供了这项举措 新的执行情况。据秘

书长说，已实现的经常性年度财务削减额超过 350 万美元，包括联黎部队裁减 17

个员额。秘书长还指出，2010/11 年度执行情况报告将证实自设立区域信息和通

信技术处以来已实现的实实在在的好处(A/65/756，第 21 段)； 

 (b) 区域培训。秘书长指出，联黎部队将继续牵头进行区域培训努力，向该

区域内的其他维持和平特派团和其他联合国实体提供培训支助。如预算文件第 73

和 74 段所述，2011/12 年度所需资源估计数 1 288 100 美元将用于内部和外部培

训活动：国际工作人员(1 058 人)、本国工作人员(1 120 人)和军事特遣队(4 979

人)。表 4 提供了一些培训活动，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教育和预防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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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联黎部队培训队将牵头进行区域培训努力，行预咨委会在下次提交预算时提

供更多资料说明区域培训活动，包括联黎部队向其他特派团提供的支助水平和培

训员与受训人员的比例。行预咨委会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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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处理维持和平特派团的培训问题。 

 (c) 区域行为和纪律小组。2010 年末外勤支助部澄清了联黎部队行为和纪律

小组的区域任务。联黎部队现在正式作为该小组的区域办事处，范围还包括观察

员部队、联塞部队、停战监督组织、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联

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办事处和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 

成果预算制框架试点项目 

45. 行预咨委会回顾，联黎部队是参加旨在改进支助构成部分成果预算制框架列

报方式的试点项目的三个维和特派团之一。委员会在其关于联黎部队 2010/11 年

度拟议预算的报告中提出了对列报方式的初步印象(A/64/660/Add.14，第 24 和

25 段)。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联黎部队继续参加该试点项目，支助构成部

分的框架列报了与改善服务有关的绩效指标和相关产出。表 3 和表 4显示供作比

较的两个财政期间的标准支助产出和特派团特有的非标准产出情况(A/65/756，

第 38 段)。行预咨委会关于试点项目的意见和评论将反映在其关于联合国维持和

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的一般性报告(A/65/743)中。 

审计委员会的建议的后续行动 

车辆更换 

46. 审计委员会曾建议所有特派团都进行高里程车辆费用分析，并决定是否更换

这些车辆，同时考虑到各特派团的具体情况(A/64/5(第二卷)，第二章，第 228

段)。行预咨委会注意到，联黎部队已对日渐陈旧的车队进行了分析，并把那些

被认为无法安全行驶的车辆注销。已超过使用年限但仍然状态良好的车辆将继续

运行，前提是其保养经济合算而且安全不受影响(A/65/756，第六.C 节)。行预咨

委会欢迎联黎部队采取的举措，并预期其他特派团将在条件许可时进行这种审查

并采取类似做法。 

征聘周转时间 

47. 行预咨委会查询了特派团对审计委员会2010年 6月 30日终了期间报告所载

建议的反应(A/65/5(第二卷)，第二章)。审计委员会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尽管制

定了自空缺员额公布之日至填补该员额共 75 天的目标，但包括联黎部队在内的

几个特派团的实际征聘周转时间要长得多——国际工作人员平均 315 天，本国工

作人员平均 283 天(同上，第 221 段)。行预咨委会经查询获悉，联黎部队将依靠

实施经外地中央审查委员会核准的新的工作人员甄选制度和候选人名册。方案主

管采用该名册将减少进行冗长评价的必要而大大缩短甄选时间。过去几个月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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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已显示特派团可以将周转时间缩短到 60 天之内。行预咨委会还获悉，总部正

在为征聘本国工作人员制定类似的制度。联黎部队预期，通过实施基于名册的征

聘进程，任何新出现的空缺都可在短得多的时间内填补。行预咨委会欢迎联黎部

队为缩短征聘周转时间而做出的努力，并相信特派团今后将继续这种努力。 

 

 五. 结论 
 
 

48.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间联黎部队经费筹措方面有待大会

采取的行动见执行情况报告第五节(A/65/608)。行预咨委会建议把未支配余额

47 688 400 美元以及其他收入和调整数 15 263 100 美元记入会员国贷项。 

49. 2011年 7月 1日至 2012年 6月 30日期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筹措

方面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见拟议预算报告第五节(A/65/756)。行预咨委会建议，

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将联黎部队的任期延长至 2011年 8月 31日以后，大会应，

为特派团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12 个月期间的维持费用批款

542 652 500 美元(见上文第 1 段)。 

文件 

•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2009年 7月 1日至 2010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执

行情况报告(A/65/608 和 Corr.1) 

•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预算

(A/65/756) 

•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十五次报告

(S/2011/91) 

• 审计委员会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2009年 7月 1日至 2010年 6月 30日

12 个月期间的报告(A/65/5 (第二卷)，第二章) 

•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

算问题的报告(A/65/743) 

•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2008年 7月1日

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期间财务执行情况报告和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拟议预算的报告(A/64/660/Add.14) 

• 大会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筹措的第 63/298 和 64/282 号决议 

• 安全理事会第 425(1978)、426(1978)、1701(2006)和 1937(2010)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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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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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千美元) 

 2010 年 7月 1日至 2011 年 2 月 28 日 2011 年 3月 1日至 6月 30 日预计数  

 分配数 支出总额 未支配余额 支出

计入预计数的

支出总额

2011 年 6月 30 日

未支配余额估计数

差异

(百分比)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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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观察员 — — — — — — —  

 军事特遣队 295 615.1 160 416.5 135 198.6 129 021.9 289 438.4 6 176.7 2.1 主要是口粮和偿还特遣队所属装

备所需资源减少，原因是在西区遣

返宪兵连、部队保护连和比利时多

功能工兵队后延迟部署替换部队

 联合国警察 — — — — — — —  

 建制警察部队 — — — — — — —  

 小计 295 615.1 160 416.5 135 198.6 129 021.9 289 438.4 6 176.7 2.1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56 887.0 38 481.8 18 405.2 19 087.2 57 569.0 (682.0) (1.2) 所需资源增加,主要由于平均空缺

率比预算编列的低 

 本国工作人员 33 527.7 26 819.1 6 708.6 11 099.8 37 919.0 (4 391.3) (13.1) 所需资源增加,主要由于平均空缺

率比预算编列的低 

 联合国志愿人员 — — — — — — —  

 一般临时人员 549.1 265.6 283.5 140.2 405.8 143.3 26.1 所需资源减少,主要由于平均空缺

率比预算编列的高 

 小计 90 963.8 65 566.6 25 397.2 30 327.2 95 893.8 (4 930.0) (5.4)  

业务费用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 — —  

咨询人 282.0 77.0 205.0 205.0 282.0 0.0 0.0  

公务差旅 1 148.7 722.2 426.5 398.1 1 120.2 28.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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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7月 1日至 2011 年 2 月 28 日 2011 年 3月 1日至 6月 30 日预计数  

 分配数 支出总额 未支配余额 支出

计入预计数的

支出总额

2011 年 6月 30 日

未支配余额估计数

差异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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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施和基础设施 49 742.3 30 740.6 19 001.7 19 172.6 49 913.2 (170.9) (0.3) 主要是汽油、机油和润滑剂所需资

源增加，原因是燃料单价上升，部

分增额被偿还特遣队所属装备项

下减额抵消 

陆运 8 594.3 7 158.0 1 436.3 1 996.6 9 154.6 (560.3) (6.5) 主要是汽油、机油和润滑剂所需资

源增加，原因是燃料单价上升 

空运 7 753.1 1 577.0 6 176.1 6 197.0 7 774.0 (20.9) (0.3)  

海运 30 456.7 12 369.0 18 087.7 20 128.9 32 498.0 (2 041.3) (6.7) 所需资源增加，主要由于船队构成

变得与预算不同(增加一艘护卫巡

逻艇，被减少一艘护卫艇部分抵

消)，以及每月费用增加 

通信 16 260.0 9 018.3 7 241.7 6 968.3 15 986.7 273.3 1.7 主要是偿还特遣队所属装备所需

资源减少，原因是在遣返部队后延

迟部署替换部队 

信息技术 4 181.7 3 230.8 950.9 926.8 4 157.6 24.1 0.6  

医务 4 368.5 2 538.1 1 830.4 1 822.6 4 360.7 7.8 0.2  

特种装备 5 180.2 2 590.1 2 590.1 1 750.0 4 340.1 840.1 16.2 主要是偿还特遣队所属装备所需

资源减少，原因是在遣返部队后延

迟部署替换部队 

其他用品、服务 

和装备 

3 663.8 2 570.3 1 093.5 650.3 3 220.6 443.2 12.1 所需资源减少，主要由于制服、旗

帜和标记以及培训费用和用品所

需经费减少  

速效项目 500.0 159.6 340.4 340.4 500.0 — —  

 小计 132 131.3 72 751.0 59 380.3 60 556.7 133 307.7 (1 176.4) (0.9)  

 所需资源毛额 518 710.2 298 734.0 219 976.2 219 905.8 518 639.8 70.4 0.0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0 996.5 8 769.5 2 227.0 4 322.2 13 091.7 (2 095.2) (19.1)  

 所需资源净额 506 713.7 289 964.5 217 749.2 215 583.6 505 548.2 2 165.5 0.4  

 (编入预算的)自愿 

 实物捐助 

— — — — — — —  

 所需资源总额 518 710.2 298 734.0 219 976.2 219 905.8 518 639.8 70.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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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科索沃特派团 2011年 7月 1日至 2012年 6月 30日期间人员

编制拟议变动汇总表 
 

办公室/科/股 数目 职等 说明 

行政领导和管理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1 P-4 通过改派员额在部队副指挥官办公室的战略对话机制秘书处设立政治事务

干事 

 +3 NGS 1 个 佳做法小组助理、1个语文助理和 1 个关系和联络助理(都从其他科改

派或调入) 

 小计 +4    

特拉维夫办事处 -1 P-5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裁撤高级协调干事员额

 -1 P-4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裁撤政治事务干事员额

 -2 FS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裁撤 1 个行政助理员额

和 1 个高级干事员额 

 小计 -4    

构成部分 1     

政治事务司 -1 FS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裁撤行政助理员额 

 小计 -1    

贝鲁特办事处 -1 FS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裁撤行政助理员额 

 小计 -1    

构成部分 2     

安保科 -4 FS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裁撤 3 个保护干事员额

和 1 个安保干事员额 

 +4 NGS 新设的消防安全股 4 个消防安全助理，员额都从其他科改派 

 小计 －    

特派团支助司长 

直属办公室 

+1 NGS 补充办公室现有行政能力的小组助理(通过改派员额而来) 

 小计 +1    

合规和监测股 -1 P-3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裁撤行政干事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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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科/股 数目 职等 说明 

 -1 FS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将行政助理员额改划为

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1 NGS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将行政助理员额改划为

外勤事务人员 

 小计 -1    

行政事务处处长 

办公室 
+1 P-4 工作人员顾问从文职人员科调来，以将工作人员顾问办公室放在行政事务处

处长直属办公室下 

 
+1 NGS 福利助理从文职人员科调来，以将工作人员顾问办公室放在行政事务处处长

直属办公室下 

 小计 +2    

综合培训股 +2 NGS 语文方案的 2 个语文助理，员额从其他科改派 

 小计 +2    

艾滋病毒/艾滋病股 -1 NO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裁撤艾滋病毒/艾滋病

顾问员额 

 小计 -1    

-合同管理科 -1 FS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将合同管理助理员额改

划为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1 NGS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将外勤事务员额改划为

合同管理助理员额 

 小计 —    

财务科 -2 NGS 将 1 个冗余的小组助理员额予以改派；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裁撤 1 个财务助理员额  

 小计 -2    

文职人员科 -2 P-4 1 个工作人员顾问调到行政事务处处长直属办公室，以将工作人员顾问办公

室放在该直属办公室下；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

议裁撤 1 个人力资源干事员额 

- 7 -2 P-3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65/248号决议裁撤2个人力资源干事员额

 -1 FS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裁撤 1个福利助理员额

 -2 NGS 1 个福利助理调到行政事务处处长直属办公室，以将工作人员顾问办公室放在

该直属办公室下；1个语文助理调到综合培训股以符合该员额的职能 

 小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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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科/股 数目 职等 说明 

采购科 -2 FS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裁撤 1 个采购助理员额

和 1 个行政助理员额 

 -1 NGS 由于预期本科工作量减少而改派 1 个采购助理员额 

 小计 -3    

总务科 -2 NGS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裁撤 2 个设施管理助理

员额 

 小计 -2    

财产管理科 -1 FS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将财产管理助理员额改

划为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员额 

 
+1 NGS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将外勤事务员额改划为

财产管理助理员额 

 小计 —    

供应科 -1 P-3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裁撤供应干事员额 

 
-2 FS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65/248号决议裁撤1个燃料助理员额，

并将 1 个燃料助理员额改为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1 NGS 由于实施统包燃料合同将 1 个冗余燃料助理员额予以改派；调动 1 个装备技

术员员额以使其职能符合区域通信和信息技术处的优先事项；根据大会关于

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65/248号决议将1个燃料助理员额改为外勤事务员额

 小计 -4    

医务科 -1 P-4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裁撤医务干事员额 

 +1 NGS 通过改派员额，设立药剂技术员  

 小计 －    

调度科 -1 P-5 将空缺的调度主任员额改派到部队指挥官办公室，因为主任职责已由在职的

副主任履行 

 +1 FS 通过改派员额，在贝鲁特航运和清关股设立调度助理员额 

 小计 —    

工程科 -2 FS 改派 1 个电气技术员员额；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

决议裁撤 1个工程师员额 

员额 -2 NGS 改派 1 个电工/HVAC 技术员员额和 1个小组助理员额 

 小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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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科/股 数目 职等 说明 

联合后勤业务中心 -19 NGS 对通过该中心提供语文服务进行需要评估后，将 6 个语文助理员额改派或调

动到其他科；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裁撤 13 个

语文助理员额 

 小计 -19    

运输科 -1 FS 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裁撤运输干事员额 

 小计 -1    

航空科 +1 NGS 通过改派员额，在航空站股设立空中业务助理员额 

 小计 +1    

区域信息和通信 

技术科 

+1 

 

P-4 

 

信息和通信技术主任员额从外勤事务(特等)改叙 

 

 

-4 FS 信息和通信技术主任员额改叙成 P-4；裁撤 2 个信息和通信技术助理员额；根

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将 1 个信息和通信技术助理

员额改为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员额 

 

-1 NGS 1个装备技术员员额调来区域通信和信息技术科以使其职能符合本科的优先

事项；根据大会关于统一外地服务条件的第 65/248 号决议裁撤 1 个信息和

通信技术助理员额并将 1 个信息和通信技术助理员额改为外勤事务员额 

 小计 -4    

共计 

国际员额 -29    

本国员额 -15    

临时职位(GTA)     

    国际职位 —    

 

简称：GTA=一般临时人员；NO=本国干事；NGS=本国一般事务人员；FS=外勤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