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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46 和 165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 
行政和预算问题 

安全理事会第 1863(2009)号决议 

引起的活动的经费筹措 
 

 
 

  2010 年 7 月 1日至 2011 年 6月 30 日期间支助非洲联盟驻索

马里特派团经费筹措的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期间联合国非洲联盟索马里特派团支助办

事处拟议预算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2010/11 年度批款 210 223 800 美元 

2010/11 年度支出 210 089 100 美元 

2010/11 年度未支配余额 134 700 美元 

2011/2012 年度批款  291 092 700 美元 

2011/2012 年度预计支出
a
 291 092 700 美元 

2011/2012 年度未支配余额估计数
a
 — 

2012/13 年度秘书长拟议数 438 267 300 美元 

2012/13 年度行预咨委会建议数 437 945 600 美元 

 a
 2012 年 3 月 31 日估计数(见附件一)。  

 
 



A/66/718/Add.19  
 

12-32680 (C)2 
 

 一. 导言 
 
 

1. 根据下文第 39、51、56、58、65 段和 66 段载列的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

会的建议，联合国非洲联盟索马里特派团支助办事处(非索特派团支助办)2012

年 7月 1日至 2013年 6月 30日期间的拟议预算(A/66/685)将减少 321 700美元。

委员会在下文各段酌情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2. 行预咨委会关于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有关共有问题的报告载于 A/66/718

号文件。在本报告中，委员会涉及的是与非索特派团支助办特别有关的资源和其

他项目。 

3. 在审议秘书长关于非索特派团支助办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期间的拟议预算(A/66/685)时，行预咨委会考虑到了下文第 70 段所述审计委员

会关于支助办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建议(见 A/65/5 

(Vol.II)，第二章)。行预咨委会还考虑到了下文第 71 至 74 段和第 76 段所述审

计委员会关于支助办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建议(见

A/66/5(Vol.II)，第二章)。此外，行预咨委会针对审计委员会关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报告(A/66/5(Vol.II)提出的报告载于

A/66/719 号文件。行预咨委会继续强调审计委员会审计结果的价值，重申必须在

秘书长规定的时间内落实审计委员会的建议。 

4. 行预咨委会审议非索特派团支助办经费筹措问题时审查的文件和用作背景

资料的文件列于本报告末尾。 

 

 二.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预算执行情况 
 

5. 大会第 64/281 号决议批款毛额 174 318 200 美元(净额 171 806 400 美元)，

作为非索特派团支助办 2010 年 7月 1日至 2011 年 6月 30 日期间的维持费。行预

咨委会随后同意秘书长的请求，授权承付不超过毛额 35 905 600 美元的数额，用

于非索特派团支助办 2010/11 年所需追加资源，从而使总数达到毛额 210 223 800

美元(净额 207 542 500 美元)。该期间的支出总额为毛额 210 089 100 美元(净

额 207 006 800 美元)。所产生的未支配余额为毛额 134 700 美元，以毛额计算

占批款数额 0.1%。差异分析见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执

行情况报告(A/66/590)第四节。 

6. 出现支出节余的主要原因是： 

 (a) 设施和基础设施(7 651 300 美元)：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因为需要重新

安排资源的优先次序，以应对预算期间后半期由于战况加剧而出现未预见的行动

需求。安全局势也对施工方案产生不利影响，因而导致所需经费减少，涉及以下

方面：建筑服务；汽油、机油和润滑油；购置水净化设备以及水箱和化粪池。所



 A/66/718/Add.19

 

312-32680 (C) 

 

需经费减少，由于意外购置住宿设备，因而部分抵销；以下预算未编列的费用也

部分抵销减少的所需经费：在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建成符合 低运作安保标准的宿

舍之前，在摩加迪沙由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负责的安全区内租

借楼房，供非索特派团支助办文职人员和咨询人居住，并在内罗毕威尔逊机场租

借楼房，供航空和调度科运作使用； 

 (b) 军事特遣队(5 543 600 美元)：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因为非索特派团部

队派遣国部署特遣队所属装备的数量比联合国标准营少，还因为特遣队所属装备

通过双边支持直接运往行动区。所需经费减少还因为原定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

部署的部队推迟部署。 

7. 出现超支的主要原因是： 

 (a) 医务(6 344 400 美元)：所需经费增加主要是由于摩加迪沙战况加剧并

且非索特派团采取战术行动，需要后送和住院数目高于预期。由于特遣队所属医

疗设备部署有限，且需要将非索特派团的医疗设施升级达到联合国的标准，这要

求非索特派团支助办采购一级和二级医院的医疗设备，因而进一步增加所需经

费。由于推迟部署原定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部署的部队，因而部分抵销了这些

所需经费； 

 (b)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2 333 100 美元)：所需经费增加部分原因是因

为汇率波动，造成货币兑换、特别是美元与欧元的兑换出现整体损失。由于采购

支架设备及杂项物品，以支持非索特派团在摩加迪沙的行动，并在蒙巴萨支助基

地建立一个全球定位系统跟踪系统，因而所需经费进一步增加。所需经费增加部

分原因还因为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特派团(中乍特派团)清理结束之后将资

产从乍得运到蒙巴萨的费用高于预期，且从蒙巴萨到摩加迪沙的海运平均每月费

用高于预期。原定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进驻的非索特派团部队推迟部署，

导致自 2011 年 4 月至 6 月每月三次海运没有任务安排，因而部分抵销了增加的

所需经费。由于银行手续费低于估计数，也由于正在进行收费谈判，视察和核查

服务合同推迟启动，因而进一步抵销了增加的所需经费； 

 (c) 咨询人(2 209 400 美元)：所需经费增加主要是由于摩加迪沙一直持续

存在高度不安全，使联合国人员进入该市受到限制，从而限制了非索特派团支助

办工作人员到摩加迪沙的次数和原定项目的实施。因此，为监测摩加迪沙的进展

情况，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只能依靠个体订约人及咨询人。2010/11 年度的支出反

映了项目和供应链管理方面平均每月部署 19 名咨询专家，大大高于 2010/11 年

度预算编列的咨询人数额，因为编入预算的只有培训费。 

8. 行预咨委会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人员和非索特派团军事人员伤亡率很高，而

且继续面临安全方面的严重挑战。委员会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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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行预咨委会对执行情况报告(A/66/590)中所载各项支出用途的资料发表的

意见，酌情见下面各段中有关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拟议预算

(A/66/685)的讨论。 

 

 三. 本期执行情况资料 
 
 

10. 行预咨委会获悉，截至 2012 年 4 月 2 日，自非索特派团支助办成立以来已

向会员国摊款共计 792 031 000 美元。截至同一日期，已收到支付款共 739 319 000

美元，尚余 52 712 000 美元未支付。截至 2012 年 4 月 2 日，非索特派团支助办

的现金状况为 107 900 000 美元。行预咨委会委员会回顾，大会一贯着重指出所

有会员国都应当按时、足额、无条件地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财政义务(见

第 65/293 号决议)。
1
  

11. 行预咨委会还获悉，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非索特派团支助办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人员在职情况如下： 

类别 授权人数
a

在职人数 空缺率(百分比) 

军事特遣队 12 000 9 961 17.0 

非洲联盟警察 270 49 81.9 

员额  

国际工作人员 168 152 9.5 

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107 95 11.2 

本国专业干事 18 16 11.1 

一般临时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2 2 — 

 

 a 
系该期间 高授权人数。 

12. 行预咨委会还收到了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的已发生支出和

预计支出表，其中附有差异说明(见附件一)。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该期间支出

额为 193 757 600 美元，占批款的 66.6%。在本财政期间结束时，预计总支出将达

到291 092 700 美元，而批款额为291 092 700 美元，预计没有未支配余额。 

 

 四.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期间拟议预算 
 
 

 A. 任务和计划成果 
 

13. 安全理事会2011年 9月30日第2010(2011)号决议决定授权非洲联盟成员国

在索马里继续部署非索特派团，直至 2012 年 10 月 31 日，应授权非索特派团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完成第 1772(2007)号决议第 9段为其规定的现有任务，并请非
__________________ 

 
1
 又见第 54/249、56/253、62/636 和 64/243 号决议。 



 A/66/718/Add.19

 

512-32680 (C) 

 

洲联盟将其兵力迅速增至规定的 12 000 名军警人员。安理会还请秘书长继续根

据第 1863(2009)号决议的要求，向人数 多为 12 000 人的非索特派团军警人员、

包括非索特派团的规定兵力以内的一支规模适当的警卫部队提供一揽子后勤支

助，以便为国际社会人员，包括联合国人员提供警卫、护送和保护服务。 

14. 随后，安全理事会第 2036(2012)号决议授权非索特派团在非索特派团 2012

年 1 月 5 日战略构想规定的四个区中派驻人员，并授权非索特派团与索马里安全

部队协调，在这些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减少青年党和其他反对派武装团体的威

胁，为在索马里全国进行有效和合法的治理创造条件。安理会还请非洲联盟将非

索特派团的兵力从 12 000 人增至 多 17 731 名军警人员，包括部队和建制警察

部队人员。安理会还决定扩大对非索特派团的一揽子后勤支助，涵盖范围从 多

12 000 名军警人员增至 多 17 731 名军警人员，直至 2012 年 10 月 31 日。安理

会还决定，由于该特派团性质特殊，作为例外，将对非索特派团的一揽子后勤支

助扩大到包括偿还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包括增强能力和战斗力的装备的费用。 

15. 秘书长在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关于索马里的特别报告(S/2012/74)中指出，

将非索特派团的军警人员增加到 17 731 人并部署到四个区(摩加迪沙(第 1区)、

基斯马尤(第 2 区)、拜多阿(第 3 区)和贝莱德文(第 4 区))，会涉及很大的资源

问题。在若干因素的推动下，支助费用会增加，这些因素包括：行动区的地理面

积扩大；气候条件；缺乏安全保障；基础设施薄弱；要求作战部队灵活机动；难

以在战争环境中使用平民承包商；无法在索马里南部(例如基斯马尤)短期就近使

用海港，从而不得不绕行或靠季节性陆地走廊运输供给(见 S/2012/74，第 28 段)。 

16. 秘书长指出，将根据扩大的一揽子后勤支助，用摊款偿还特遣队所属装备，

包括增强能力和战斗力的手段。只有部队派遣国部署的装备和认为是部队派遣国

所属的装备才可偿还费用。捐献给非索特派团的装备或所有权依然属于捐献者的

装备将不予偿还费用(见 S/2012/74，第 29 段)。经询问，行预咨委会获悉，偿还

费用将以联合国费用偿还率和惯例为依据，包括对装备的核查和视察，并从第

2036(2012)号决议通过的日期(2012 年 2 月 22 日)开始支付。行预咨委会还获悉，

对于失效或未部署的装备，根据各维和特派团的历史经验，作为一项预算要则，

采用 15%的折扣率。行预咨委会期待特遣队所属装备的费用能迅速偿还。 

17. 秘书长在关于非索特派团支助办2012/13年拟议预算的报告(A/66/685)中指

出，除了军警人员增加将近 50%之外，索马里境内任务区的面积也从大约 62 平方

公里扩大到 296 000 平方公里，扩大到海上任务区及包括边境地区和穿越肯尼亚

和埃塞俄比亚的后勤运输线在内的重要地区。报告指出，蒙巴萨支助基地的支助

业务也将分阶段逐渐转到摩加迪沙，那里的前方后勤基地将扩建，并将建立直升

机运作设施。根据扩大的任务规定，通信和信息技术将予以加强；维护和修理服

务将扩大；排雷行动方案将大幅度扩大；医疗服务方面的需求预计仍将很高；将

提供后勤支助所有领域的能力建设。拟议增加 15 架旋转翼飞机，其中 3 架是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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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包机，提供后勤支助和医疗后送，另外 12 架将根据与部队派遣国签订的协

助通知书提供并偿还费用(见 A/66/685，第 12-26 段)。 

 B. 区域任务合作 
 

18. 秘书长的报告(A/66/685)指出，非索特派团支助办高级管理人员与非洲联盟

委员会主席的索马里问题特别代表、非索特派团部队指挥官和技术人员定期举行

会议。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参加非洲联盟委员会的战略会议、规划会议和特别会议

以及与各部队派遣国国防部长的会议，还与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协调，以努力为非

索特派团以及范围更广的索马里和平进程提供支助。报告还指出，非索特派团支

助办将继续与欧洲联盟等双边和多边伙伴就支助非索特派团信托基金等财政事

项进行协调。 后报告指出，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将继续与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

处密切合作，并维持与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的合作(见 A/66/685，第 33 至 38 段)。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预算报告第 36 段指出非索特派团支助办主任是区域服务中心

指导委员会的成员，相信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将利用这一机制探索更多的途径，加

强特派团与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的合作。 

19. 报告第 39 和 40 段指出，非索特派团支助办与索马里和肯尼亚的国家工作队

合作，非索特派团支助办主任是战略政策小组的成员，该组成员还包括负责索马

里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秘书长副特别代表兼索马里问题人道主义协调员和驻

地协调员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队长。 

 C. 所需资源 
 

20.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期间非索特派团支助办拟议预算为

438 267 300 美元，与 2011/12 年度 291 092 700 美元的批款相比毛额增长

147 174 600 美元，即增加 50.6%。行预咨委会注意到，如果与 2011/12 年度

291 092 700 美元的预计支出(见上文第 12 段)相比，2012/13 年度拟议资源增加

额也将达到 147 174 600 美元。拟议预算用于按计划部署 223 名国际工作人员、

152 名本国工作人员，支助非索特派团核定兵力 17 181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非洲

联盟 280 名建制警察人员和非洲联盟 270 名警官。 

21. 所需资源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军事特遣队(46 114 500 美元)、空运(43 798 900

美元)以及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27 942 600 美元)。拟议预算还包括请设 82 个

新员额(见下文第 27 段)。拟议预算第三节载有差异分析。 

 1. 军事和警务人员 

类别 2011/12 年度核定数
a

2012/13 年度拟议数 差异 

非索特派团军事特遣队人员 12 000 17 181 5 181 

非洲联盟警官 270 270 — 

非洲联盟建制警察部队 — 280 280 

 

 
a
 系该期间 高核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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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2年 7月 1日至 2013年 6月 30日期间军事和警务人员所需资源估计数为

105 264 700 美元，与 2011/12 年度批款相比增加 48 123 700 美元，即增加 84.2%。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拟议资源增加与非索特派团部队人数增加及其行动区扩大有

关。行预咨委会相信，所增加的资源将使非索特派团支助办能够为非索特派团所

有行动区提供适当的后勤支助。 

23. 2012/13 年度拟议资源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a) 所需资源增加(23 450 800 美元)，原因是非索特派团部队人数从 12 000

人增至 17 181 人，部队在索马里中南部 4 个区开展行动，需增加包括提供口粮

在内的所有技术支助服务。对全额核定兵力采用了 10%的延迟部署因数，以应对

部署方面可能出现的差距和延迟； 

 (b) 所需资源增加(23 790 700 美元)，原因是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036(2012)

号决议，偿还非索特派团部队派遣国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包括陆地部队增强能

力和战斗力的标准装备费用； 

 (c) 所需资源增加(2 011 900 美元)，原因是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036(2012)

号决议部署共计 280 人的 2 个建制警察部队。该估计数包括为建制警察部队的进

驻和轮调提供经费，提供口粮以及偿还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适用的延迟部署因

数为 15%。 

24.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军事特遣队人员 10%的拟议延迟部署因数的计算

依据是：现有部队的延迟部署因数为 5%，新获授权部队的延迟部署因数为 21%；

而且为支助目前部署的全部 14 952 名士兵，需要 10%的延迟部署因数。行预咨

委会感到遗憾的是，预算报告或补充资料中没有提供关于延迟部署因数计算和

部队目前部署水平的信息，并敦促秘书长确保今后的预算文件包括延迟部署因

数计算和部队部署水平的全部细节。考虑到这一点，行预咨委会不反对军事特

遣队人员 10%的拟议延迟部署因数。行预咨委会在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有

关共有问题的报告(A/66/718)中就部队和警察分阶段部署时间表进一步提供了

评论意见。 

 2. 文职人员 

类别 2011/12 年度核定数
a

2012/13 年度拟议数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168 223 55 

本国工作人员 125 152 27 

临时职位 2 — (2) 

 共计 295 375 80 

 

 
a
 系该期间 高核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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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文职人员的所需资源估计数为42 258 400

美元，与2011/12年度批款相比增加了12 872 100 美元，即增加了43.8%。估计数

适用了以下空缺率：国际工作人员 19.7%(2011/12 年度为 20.0%)，本国专业干事

29.6%(2011/12 年度为6.3%)，本国一般事务人员15.2%(2011/12年度为22.0%)。 

26. 差异涉及以下方面： 

 (a) 国际工作人员(14 153 700 美元)增加 82 个员额，与非索特派团核定兵

力增至 17 731 名军警人员有关。该估计数包括报告所述期间的分阶段部署以及

2012/13 年度适用的 19.7%的空缺率； 

 (b) 所需资源减少(1 144 700 美元)，原因是 125 个本国一般事务员额适用

15.2%的空缺率，27 个本国专业干事员额适用 29.6%的空缺率； 

 (c) 所需资源减少(136 900 美元)，原因是裁撤了一般临时人员项下供资的

2 个国际外勤事务职位。 

27. 拟议人员编制新员额 82 个，从内罗毕调动 15 人至摩加迪沙，从蒙巴萨调动

1 人至内罗毕，以及裁撤 2 个职位。本报告附件二列出了拟议人员配置变动汇总

表，预算文件(A/66/685)提供了各部分拟议变动的详细情况。行预咨委会建议核

准秘书长的拟议人员配置变动，但须参考下文第 39、51、56 和 58 段所载建议。 

主任办公室 

28. 主任办公室包括主任直属办公室、安保和安全科、航空安全股以及预算和信

托基金科。下文按各科详细说明了主任办公室的拟议人员配置变动情况，即共计

16 个新员额(2 个 P-3、6 个外勤事务、2 个本国专业干事和 6 个本国一般事务)

和 4 个调动人员 。 

29. 拟在内罗毕高级顾问办公室设 1 个联络干事(本国专业干事)员额，在法律顾

问办公室设 1 个法律干事(本国专业干事)员额，以此来加强主任直属办公室在联

络和合作伙伴方面的力量，以有效地应对扩大后的非索特派团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见 A/66/685，第 46 段)。  

30. 该报告指出，联络干事将协助加强非索特派团支助办与非索特派团的合作，

并确保非索特派团支助办与非索特派团领导层之间有效的沟通，为此提供定期报

告，确保非索特派团支助办管理层随时了解联合国一揽子支助的执行情况。联络

干事还将支助与所有与东道国的高层互动有关的活动，以及与外交使团和其他实

体的外联举措(见 A/66/685，第 47 段)。 

31. 秘书长指出，法律干事(本国专业干事)将支助法律顾问办公室就与执行任务

有关的法律政策问题向非索特派团支助办主任提供专家意见，特别侧重与非洲联

盟、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信托基金捐助方以及参与支助非索特派团的双边合作伙伴



 A/66/718/Add.19

 

912-32680 (C) 

 

的谅解备忘录的起草和修订以及对备忘录的正确执行和管理的监督。据称，任务扩

展后将需要比目前可获得的法律支助更多的法律支助(见 A/66/685，第 48段)。  

32. 此外，由于摩加迪沙的行政职能需求日益增加，拟议从内罗毕调动 1名高级

行政干事(P-5)和 1 名行政干事(P-3)至摩加迪沙，以管理摩加迪沙的非索特派团

支助办人员和资源(见 A/66/685，第 49 段)。 

33. 关于安保和安全科，据说，由于非索特派团向索马里中南部扩展，为了工作

人员、项目人员、设施、装置和联合国行动本身的安保和安全，必须加强摩加迪

沙非索特派团支助办的安全结构。因此，拟议在摩加迪沙设立共计10个新员额(见

A/66/685，第 50 至 54 段)。1 个安全干事(P-3)将就所有安全事项提供咨询、拟

订安全计划和政策并查明任何可损害行动环境的威胁。拟议由 8 个安全助理(4

个外勤事务，4 个本国一般事务)来管理安全事件并协助拟订安全计划和符合《驻

地 低运作安保标准》/《 低运作安保标准》的政策，并与国家当局和过渡联邦

政府联络。1个办公室助理(本国一般事务)将支助上述团队。 

34. 拟议将内罗毕的 2 名安保干事(外勤事务)调至摩加迪沙，他们将在那里负责

监督前方后勤基地以及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场地和设施的安保安排，制定并更新安

保计划、风险评估和信息报告、撤离程序、应急机制、重大伤亡事件计划和消防

安排。安保干事还将与非索特派团进行协调，为执行外地任务提供武装护卫队(见

A/66/685，第 54 至 55 段)。 

35. 拟议预算包括设立专门的航空安全股，而该职能原来是由航空事务科工作人

员在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的协助下提供的。

2012/13 年度拟议预算中将列入空中资产，据说，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必须建立专

门实体，负责实施安全管理系统，并协助非索特派团查明和发现可导致事故的状

况。该股编制为 2 个员额，1 个航空安全干事和 1 个航空安全助理(均为外勤事

务)(见 A/66/685，第 56 段)。 

36. 预算和信托基金科负责拟订、实施、监测和报告包括维持和平预算和经常预

算在内的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和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联索政治处)预算，以及

3 个信托基金——支助非索特派团信托基金、支助索马里建设和平活动信托基金

以及联合国支助索马里过渡安全机构信托基金。预算报告显示，由于现在核准从

分摊预算中偿还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任务和工作的复杂度也随之增加。因此，

拟在内罗毕设 1 个预算干事(P-3)员额和 1 个预算助理(本国一般事务)员额(见

A/66/685，第 57-58 段)。 

支助业务处 

37. 支助业务处包括：副处长办公室、业务和计划科、财产管理科、蒙巴萨支助

基地、信息支助管理科以及合同管理科。支助业务处拟议人员配置变动为 19 个

新员额(1 个 P-3、11 个外勤事务、4 个本国专业干事和 3 个本国一般事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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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调动人员、5 个改派人员和 1 个改划人员。下文按各科详细说明了这些拟议变

动情况。 

38. 拟议在内罗毕副主任办公室设 1 名行政干事(P-3)，以确保该处在人力资源、

预算、回答问询、官方发函、报告起草和分析方面的所有活动采取统一协调的方

式。秘书长解释说，需要该员额是因为该处支助的地点增多，范围扩大，包括蒙

巴萨、摩加迪沙、加罗韦、Hargeisa、基斯马尤、拜多阿和贝莱德文，工作人员

和任务范围和工作量也增多(见 A/66/685，第 60 段)。  

39. 拟议重组业务和规划科，下设四个股，以加强并明确责任分工，确保改善非

索特派团支助办内部以及与客户的协调，以便向非索特派团提供额外的必要支

助，同时继续实施与联索政治处的现有支助安排。为了切实满足非索特派团的需

要，拟在内罗毕增加一个后勤助理(本国一般事务)。还提议把内罗毕的 2 个员额

调往设在摩加迪沙的联合支助业务中心：1 个后勤干事(P-4)和 1 个后勤助理(外

勤事务)。另外需要 3 个后勤干事和 3 个后勤助理(均为外勤事务)，以替换目前

在该中心后勤业务的咨询人，并将业务进一步扩展到新设的三个区。拟在三个新

区各设 1 个后勤干事(外勤事务)和 1个后勤助理(外勤事务)，他们将负责与摩加

迪沙的联合业务中心以及内罗毕的业务和规划科联络(见 A/66/685，第 61-64

段)。考虑到业务和规划科的人员编制，行预咨委会建议减少拟议编制中的 1 名

后勤助理(外勤事务)，因为行预咨委会认为该科有充足的人力来履行这些职能。 

40. 据显示，非索特派团扩展至包括摩加迪沙在内的 4 个区，部队人数增加，将

导致工作量大幅增加，需要在财产管理科增加以下工作人员：(a) 蒙巴萨财产管

制和盘存股 1 名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以履行与非索特派团支助办问责框架和主

要业绩指标管理有关的分析职能，以及筹备《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实施；

(b) 蒙巴萨 1 个验收助理(本国一般事务)，以管理预计随着业务的扩展而增加的

工作量；(c) 1 个特遣队所属装备助理(外勤事务)，以进行到货检查和定期检查、

遣返特遣队所属装备并为部队派遣国提供咨询意见；(d) 摩加迪沙 1个财产处置

助理(外勤事务)，以应对将于 2012/13 年度处置的资产的数量的增加。此外，拟

议将 2 名外勤事务验收助理从内罗毕调动至摩加迪沙，以处理前方后勤基地预期

增加的工作量，拟议将 1 名外勤事务验收干事从蒙巴萨调动至内罗毕，担任该科

管理的库存的技术协调人(见 A/66/685，第 65-71 段)。 

41. 蒙巴萨支助基地起到多模式运输交付能力的作用，是大多数进出摩加迪沙的

装备的转运和储存区。随着部队的地理覆盖面扩展，非索特派团支助办计划在三

个新区各设一个前方后勤基地。由于 1 区(摩加迪沙)规模大，拟议设立 1 个后勤

干事和 2 个后勤助理(均为外勤事务)来管理业务。此外，拟议将财产管理科 1 名

财产管理干事(P-3)改派为蒙巴萨支助基地的库存供应干事(P-3)，以监测存仓和

存货控制程序，协调存货管理并确保库存记录准确(见 A/66/685，第 72-7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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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息支助管理科负责管理为非索特派团提供的信息支助服务，并通过在索马

里信息环境占领一席之地提供支助。据悉，由于非索特派团扩展，包括了更多的

部队派遣国，地理覆盖面也更大，有必要设立 1 个方案管理干事(本国专业干事)

以便更有效地拟订、实施和评价方案交付、合同管理、研究和资源管理。此外，

考虑到电台职能将分阶段脱离非索特派团，朝着独立的广播电台实体的方向发

展，拟将该科现有 P-4 电台节目制作人改派为 P-4 新闻干事员额(见 A/66/685，

第 74-75 段)。 

43. 合同管理科负责管理和监督合同以及拟订有效的合同监督系统。随着非索特

派团的扩展，与将服务外包给商业性供应方有关的活动预计将会增加。因此拟在

内罗毕设 3个合同管理干事员额(本国专业干事)协助这些活动。拟议将蒙巴萨支

助基地的 1名库存供应干事员额(外勤事务)改派至合同管理科，担任合同管理干

事(外勤事务)，并随后改划为协理合同管理干事员额(本国专业干事)，以便提供

必要的支助，应对数量和复杂性都日益增加的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合同，尤其是因

为该方案进一步扩展至索马里中南部。由于支助采购活动的必要性增加，拟议将

合同管理科的 1 名合同管理干事(P-4)改派至行政事务处采购科，担任采购干事

(P-4)，使该科能有 P-4 级作为领导。这样，采购科和合同管理科都由 P-4 级工

作人员担任领导，据悉，考虑到两个科的活动量及活动的复杂性，有必要作出这

一安排，反过来，为开展合同管理科的活动，拟议将采购科 1 名采购干事(P-3)

改派至合同管理科，担任合同管理干事(P-3)(见 A/66/685，第 76-78 段)。 

行政事务处 

44. 行政事务处下设采购科、财务科、人力资源科和培训股。下文将按科分别详

细说明，该处拟设立 9个新员额(2 个外勤事务、1 个本国专业干事和 6个本国一

般事务)，另外改派 2 个员额，改划 1 个员额，裁撤 2 个员额。 

45. 关于采购科，由于需要为地理跨度很大的三个新区采购、交付和管理各项服

务和货物，预计采购需求将会大幅度增加。这据悉需要设立 1 个采购干事(本国

专业干事)来管理增加的工作量；以及 2 个采购助理(本国一般事务)。拟将 1 名

采购干事(外勤事务)改划为采购干事(本国专业干事)来领导采购支持股。为了满

足这一需求，已经从调度科改派 1 个本国专业干事员额，反过来，采购科改派 1

个外勤事务员额到调度科。本期预算提议将这项安排定为长期安排，将采购科的

外勤事务员额改划为本国专业干事职等采购干事员额，将调度科的本国专业干事

员额改叙为外勤事务职等调度干事(见 A/66/685，第 80-83 段)。 

46. 财务科利用来源不同(维和预算和经常预算)的分摊款管理两个组织和三个

各自独立的信托基金。为了应付增加的工作量，拟设立 2 个财务助理员额(1 个本

国一般事务，设在内罗毕；1 个外勤事务，设在摩加迪沙)。设在摩加迪沙的该员

额任职者将在出纳股工作，确保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和联索政治处的行动得到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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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秘书长指出，财务科增设员额限制在 低限度，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将利用

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提供的支持(见 A/66/685，第 84-85 段)。 

47. 人力资源科的工作量过去一年来大幅度增加，主要原因有如下三个因素：

(a) 内罗毕和摩加迪沙的类别改为非索特派团支助办的带家属工作地点，随之需

要对相关待遇进行管理；(b) 非索特派团支助办、非索特派团和联索政治处在索

马里的活动增加，导致前往索马里的差旅大幅度增加；以及(c) 联合国总部将更

多的工作人员待遇管理权下放到外地。因此，拟设立 2 个人力资源助理员额(1

个本国一般事务，设在内罗毕；1 个外勤事务，设在摩加迪沙)。秘书长指出，人

力资源科增设员额限制在 低限度，联索政治处将利用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提供

的支持。拟裁撤 2 个人力资源助理职位(外勤事务)(见 A/66/685，第 86-88 段)。 

48. 由于部队和警察派遣国数目增多，新部署 5 731 人，培训股的工作量预期将

大幅度增加。需要对新增地点的新部署人员进行部署前培训，还需要进行非索特

派团支助办一揽子后勤支持的所有领域的能力建设。因此，拟在内罗毕设立 2 个

培训助理员额(本国一般事务)(见 A/66/685，第 89 段)。 

技术事务处 

49. 技术事务处下设处长办公室、航空科、工程科、地理信息事务科、医务科、

调度科、供应科、运输科以及通信和信息技术科。下文将按科分别详细说明，该

处拟设立 38 个新员额(4 个 P-3、30 个外勤事务、1 个本国专业干事、3 个本国一

般事务)，调动 7 个员额，改叙 1 个员额，改派 1 个员额。 

50. 处长办公室拟增加人员，在摩加迪沙设立 1 个项目干事员额(外勤事务)，以

便更有效地与非索特派团联络，为非索特派团总部和拟设的非索特派团的特派团

支助事务主任就技术事务支持交付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和协助(见 A/66/685，第 91

段)。 

51. 由于增加 15 架飞机(其中 3 架由联合国包租，12 架由部队派遣国提供)，而

且行动区范围大幅度扩展，据称航空科的工作复杂程度和工作量都已增加，这需

要 9 个新员额，其中包括 1 个空中业务干事(P-3)、2 个空中业务干事(外勤事务)

和 6 个空中业务助理(外勤事务)，以便建立三个小组向三个新区提供支持，并有

效地管理包括空中医疗后送、部队轮调、搜索和空中救助以及机队护送在内的各

种任务(见 A/66/685，第 92-93 段)。考虑到航空科的人员编制部分，行预咨委会

认为航空科已经有足够能力来履行这些职能，因此建议将所提员额减少 1 个空中

业务助理员额(外勤事务)。 

52. 工程科为整个非索特派团支助办的工程业务提供全面行政和技术指导，包括

施工、设施和营地维护服务、供水和卫生工程、电力供应工程以及工程资产管理。

拟在内罗毕增设 1 个工程师(P-3)，协助首席工程师拟订和管理所有三个区的工

程合同，并将参与对更大范围行动区内承包商业绩的监督和评估，管理为支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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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军警人员而必须开展的工程项目。分配给该科的非消耗性资产价值和数量均增

加，因此拟在摩加迪沙设立一个材料和资产助理员额(外勤事务)，对这些资产进

行管理。拟增设 1 个供水和环卫技师员额(外勤事务)，负责管理摩加迪沙以及三

个区的 35 个以上净水厂和 30 个废水处理厂。 后，拟设 1 个工程助理员额(外

勤事务)，协助管理迄今建立的大约 500 台发电机和 14 个电站(见 A/66/685，第

94-96 段)。 

53. 地理信息事务科负责收集、核证、管理和储存地理空间数据，并对这些信息

进行分析，分析结果供非索特派团、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和联索政治处规划、简报和

安全行动使用。非索特派团或者其部队派遣国均无任何地理信息或制图能力，因此，

向索马里中南部的扩展对该科的工作量产生极大的影响。拟在内罗毕设立 3 个员

额，其中包括2个地理信息事务干事员额(1个 P-3 和 1个本国专业干事)和 1个行

政助理员额(本国一般事务)。地理信息事务干事(P-3)将负责开发各种所需地理空

间产品，使非索特派团支助办、非索特派团和联索政治处能够有效、高效运作，并

根据现有 新、 准确的信息作出知情决策。地理信息事务干事(本国专业干事)

将确保及时完成所有要求，维持成果预算和主要业绩指标记录。拟设1个行政助理

员额(本国一般事务)，为地理信息事务干事提供支持(见 A/66/685，第 97-99 段)。 

54. 医务科向非索特派团提供技术咨询援助，并协调医疗后送、专家协商和行动

区以外住院。据称，医务科将需要在摩加迪沙增设 2 个员额，其中 1个辅助医务

人员作为应急协调员，1 个医务助理(2 个员额均为外勤事务)。辅助医务人员将

改善非索特派团及时、高效地向索马里境外的三/四级医疗设施进行伤病员后送

和医疗后送的能力，并促进当地能力建设。医务助理将协助非索特派团首席医务

干事规划和协调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医疗支持计划。根据秘书长提供的资料，经验

表明，有必要在摩加迪沙安排一位医务干事，以协调实地的医疗保健事宜。因此，

拟改派 1 名医务后勤干事(P-3)担任医务干事(P-3)，以轮流方式在摩加迪沙工作

(见 A/66/685，第 100-101 段)。 

55. 随着新的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加入非索特派团，并部署到挑战日益增加的地

点，预计调度科的工作量将会大幅度增加。摩加迪沙团队拟由 3 个调度助理(外

勤事务)构成，负责协调和执行进出以及途经 1 区(摩加迪沙)的所有调度。在内

罗毕，将需要 1 个调度助理(外勤事务)处理因为部队轮调而增加的工作量。还拟

从内罗毕共调动 7 个工程员额到摩加迪沙，包括 1 个副总工程师(P-4)和 6 个工

程助理(外勤事务)，以管理营地业务和建筑活动。由于工程科还运营和维持摩加

迪沙的各个营地和前方地点、特遣队所属和联合国所属水厂及发电机，因此，据

悉工程科的人员必须在当地确立长期存在，以应付工作量并向非索特派团提供第

一手支持(见 A/66/685，第 102-105 段)。 

56. 报告显示，供应科将需要在摩加迪沙设立 1 个燃料干事(外勤事务)员额，应

对由于向覆盖地理范围更广且运输路线有限的若干偏远地点的部队供应燃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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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挑战。燃料干事还将支持和管理供应商服务的质量并进行管控。拟在蒙巴

萨设立 2 个供应助理员额(本国一般事务职等)，在摩加迪沙设立 4 个供应助理员

额(外勤事务)，以处理业已增加的预算、征用以及管理一般设备、用品和服务等

事务，支持非索特派团和联索政治处(见 A/66/685，第 106-108 段)。考虑到供应

科的人员编制部分，行预咨委会认为供应科已经有足够能力来履行这些职能，因

此建议将所提员额减少 1 个供应助理员额(外勤事务)。 

57. 报告显示，运输科将需要在摩加迪沙设立 3 个新员额：1 个运输干事(P-3)

和 2 个运输助理(外勤事务)。他们将在摩加迪沙以及三个新区建立并管理由第三

方维修承包商经营的各种修理所；收集承包商维修活动的数据；开发运输管理系

统；规划并实施向非索特派团提供的培训；以及开发零部件管理和供应系统(见

A/66/685，第 109-110 段)。 

58.根据预算报告，通信和信息技术科将需要在摩加迪沙设立 2 个电信干事员额

和 3 个电信技术员员额(均为外勤事务)，维持目前向兵力已增加的非索特派团提

供的支持水平。新员额将使该科能够为三个新区和摩加迪沙各建立一个电信专家

小组，为覆盖范围更大的行动区提供支持。这些小组的重点是在各区总部建立和

运作电台、电话、电邮、互联网和电视会议服务(见 A/66/685，第 111-112 段)。

考虑到通信和信息技术科的人员编制部分，行预咨委会认为通信和信息技术科已

经有足够能力来履行这些职能，因此建议将所提员额减少1个电信技术员员额(外

勤事务)。 

59. 关于蒙巴萨支助基地缩编所造成的人员变动，行预咨委会经询问获悉，有 29

个员额将被调往内罗毕，4 个将调往摩加迪沙，85 个留在蒙巴萨。鉴于蒙巴萨支

助基地缩编，摩加迪沙的人员数目已经增加，行预咨委会建议非索特派团支助办

对蒙巴萨支助基地目前履行的职能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可将更多职能转出蒙巴

萨。审查结果应列入非索特派团支助办 2013/14 年度拟议预算。 

 3. 业务费用 
 

2011/12 年度分摊数 2012/13 年度拟议数 差异 

$204 565 400 $290 744 200 $86 178 800 

 

60. 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的所需业务费用估计数为290 744 200

美元，比2011/12年度批款增加86 178 800美元，即42.1%。行预咨委会相信，为

非索特派团提供的支持将优化使用宿舍和福利设施经费。 

61. 造成上述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下列方面的所需费用增加： 

 (a) 空运(43 798 900 美元)：由于偿还部队派遣国以下费用：租赁和运营 9

架通用直升飞机(7 架 SA-330 Puma 型和 2 架 MI17 型)和 3 架攻击直升机(Mi-24

型)，3 架订约通用直升飞机(BK117)，以便提供医疗后送和空中救援及再补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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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与非索特派团航空部分和联合国订约通用直升飞机有关的汽油、机油和润滑

油所需费用；每月以平均每次飞行 22 234 美元的费用提供平均 13 次包机航班，

支持非索特派团和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在索马里的业务，而 2011/12 年度平均每月

8 次包机航班，平均每次航班费用为 24 500 美元； 

 (b)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27 942 600 美元)：主要是因为排雷行动扩大，

以确保按照地域扩大情况，为扩大后的非索特派团提供必要的爆炸物威胁管理能

力。非索特派团在所有三个新区都需要排雷服务；编列了更多的经费，用于其他

与向正在部署非索特派团的三个新区运送用品有关的货运和相关费用，以及与接

收其他特派团的设备有关的货运和费用；以及 

 (c) 陆运(10 270 400 美元)：部分原因是购置车辆，因为非索特派团行动区

将扩展，需要非索特派团支助办采购有针对性的地面运输资产，使其能够在新建

的 3 个区提供后勤支助；随着车队扩充，行动区范围扩大，所需燃料、零部件以

及修理和维护费用增加。 

62. 委员会收到的补充资料表明，拟议预算中陆运燃料需求增加情况是：2012/13

年度 740 万公升，与此相比，2011/12 年度大约消耗 560 万公升，2010/11 年度

440 万公升(又见 A/66/590，构成部分 1(提供后勤支持)预期成绩 1.1 项下的计划

产出)。 

63. 关于每月包机航班从 8 次增加到 13 次一事，行预咨委会经询问获悉，非索

特派团支助办目前在内罗毕和摩加迪沙之间每周安排 2 次包机航班，运送非索特

派团支助办和非索特派团人员。由于非索特派团支助办正在向另外三个区扩展，

特派团打算每个月向基斯马尤和拜多阿各增加 2 次航班，每个月向贝莱德文增加

1 次航班，以便运送对实地行动进行监测和评估的部队。 

64.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公务差旅项下的所需费用增加(1 561 次，增加 1 005 700

美元，即 91.4%)(见 A/66/685，第 129 段)。委员会经询问获悉，1 203 次(占总

数的 76%)用于对实地行动进行必不可少的监测和评估，以及安保、航空、医疗等

领域的检查。委员会还获悉，100 次由负责协调非索特派团部队轮调的工作人员

使用；86 次用于工作人员从内罗毕轮调到四个区和蒙巴萨；60 次用于特派团支

助主任和各科科长参加会议和前往恩德培；42 次属于部署前差旅；61 次用于开

展政治磋商。其余的差旅用于参加安全理事会会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筹备

会议和其他活动。行预咨委会鼓励特派团将所需资源仅用于为开展授权活动而必

须进行的公务差旅。 

65. 预算报告第 116 段提议为培训公务差旅提供 477 800 美元。预算报告第 117

段显示，在 2012/13 年度拟派总共 902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861 名本国工作人员参

加内部和外部培训。行预咨委会认为拟用于培训差旅的资源数额太高，建议用于

培训公务差旅的数额减少 1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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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人 

66. 拟议预算为13名咨询人在摩加迪沙服务12个月请拨经费(2011/12年度的咨

询人数目为 11 人)，因为鉴于安全局势，联合国工作人员无法长期部署(见

A/66/685，第 128 段)。此外，报告还提议增加 43 名培训咨询人(2011/12 年度为

10 人)，向工作人员和非索特派团人员提供后勤支助、技术服务和行政职能等方

面的能力建设服务。关于拟增加的 43 名咨询人，行预咨委会经询问获悉，非索

特派团支助办负责协调联索政治处和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工作人员的外部/内部培

训方案，这些方案面向联合国特别是维和行动中具体的工作和沟通细节。行预咨

委会注意到，通过咨询人提供培训将使更多工作人员能够在内部接受培训，这是

一个值得称道的做法。尽管如此，行预咨委会依然认为，目前的安全局势也可能

影响到咨询人开展所有计划内活动的能力，并认为在这些情况下，拟增加的 43

名咨询人数目过多。因此，行预咨委会建议为 2011/13 年度编列 40 名请设培训

咨询人所需经费，并对所需资源进行相应调整。行预咨委会在其关于联合国维和

行动共有问题的报告(A/66/718)中，处理维持和平特派团中的培训问题。 

统包口粮合同 

67. 2012/13 年度拟议预算中包括一个新的统包口粮合同，可直接向摩加迪沙的

非索特派团部队提供口粮服务，而不必通过蒙巴萨支助基地。统包方案的费用可

能会高于目前的安排，但是将使非索特派团部队中的大批人员能够把注意力放在

规定的目标上，而不是口粮支持问题。行预咨委会经询问获悉，新合同费用更高，

是因为该合同规定把口粮直接运送到摩加迪沙的各营驻地。委员会还获悉，采购

过程已经启动，在评标过程中将进行彻底分析，以确保非索特派团支助办获得

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委员会注意到合同的费用增加，但认识到把口粮直接运

送到摩加迪沙而不通过蒙巴萨支助基地是有价值的，因为这将减少非索特派团对

口粮支持的需求，加快向各营运送口粮的速度。 

 

 五. 其他事项 
 
 

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 

68. 预算报告指出，根据大会第 64/269 号决议，该区域服务中心成果预算框架

以及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在2011/12年度所需非员额资源中所占的份额已反映在拟

议预算中(见 A/66/685，第 38 段)。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分摊的该区域服务中心费

用(671 100 美元)在预算报告第二节 G 中阐述。预计，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在开展

确定 2011/12 年度向区域服务中心移交的四项初步项目(即：外勤人员的报到和

离职、教育补助金的办理、区域培训和会议中心的运作以及运输和调度综合控制

中心的运作)方面，将会得到中心的支持。已确定向中心转交以下财政和人力资

源职能，以改善服务质量并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外地薪金单、支付、出纳与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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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征聘、员额管理、工时和考勤(见 A/66/685，第 113 段)。行预咨委会在其关

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所涉共有问题的报告中就区域服务中心和全球外勤支助

战略提出了进一步意见(A/66/718)。 

建筑 

69. 行预咨委会从所得到的补充资料中注意到，有四个项目的建造发生了延迟，

这些项目价值 2 600 万美元，是于 2010 年 6 月批准的。委员会经询问获悉，由

于很难找到愿意在索马里开工的承包商，因而为这些项目进行的采办工作花费了

很长时间。由于合同直到 2010 年 8 月才签署，非索特派团支助办没有将相关开

支纳入 2009/10 年度的预算，但是归入了 2010/11 年度的预算。委员会并获悉，

联索政治处/非索特派团支助办总部和非索特派团总部的建筑工程正在进行之

中，而预计总共能容纳 6 500 人员的设施业已完成了 60%。行预咨委会对非索特

派团支助办必须开展建筑项目的时间紧迫感到关注，并希望支助办能密切监督所

有的建筑项目，以确保时间安排能得到掌控，项目能尽快完成。委员会并认为，

需要总部更直接的支持和监督，以便确保维持和平行动的主要项目得到有效的规

划和实施。行预咨委会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所涉共有问题的报告(A/66/718)中

讨论了维持和平特派团建筑项目的问题。 

落实审计委员会建议的行动 

70. 预算报告第五.C 节载有关于联合国审计委员会 2009/10 年期间各项建议(见

A/65/5(Vol.II)，第二章)的落实行动的概要。行预咨委会注意到，非索特派团

支助办落实了审计委员会十项建议中的六项。其余四项建议据说正在执行中：

(a) 在消耗性财产方面，实物盘点工作没有全部进行，发现了一些涉及到消耗性财

产管理方面的疏漏；(b)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并非所有工作人员都完成了考绩，

而有些工作人员没有完成考绩却仍然得到职档例常加薪，合同得到延续；(c) 在

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尚无灾后恢复和业务连续性计划；(d) 在信息和通信技术

方面，信息技术环境缺乏适当的安全保护。行预咨委会注意到非索特派团支助办

为执行审计委员会建议而采取的措施，并相信其余的建议将会得到及时实施。 

71. 关于审计委员会 2010/11 年期间的报告(A/66/5(Vol.II)，第二章)，行预咨

委会注意到，第 112(b)段指出了非索特派团支助办有一项短期航运服务合同，故

意定价为 999 999 美元，比总部合同委员会核准门槛值低一美元。这一合同还以

事后批准方式延期六次，在 2011 年 2 月长期合同终于得到总部批准之时，其总

价值上升到 904 万美元。此外，总费用为 836 万美元的 52 个空中业务方面订购

作为以事后批准方式办理，因为这些采办超越了支助办 500 000 美元的权限。 

72. 行预咨委会经询问获悉，所涉的合同是综合商业运输服务合同，包含货物和

人员的运送，原来被归纳在“其他货运和相关费用”栏下。这一合同没有执行，

后来其费用反映在空运栏下。行预咨委会并获悉，这一合同采用的是第三方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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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据此，供应商负责管理整个后勤业务，采购采用的是现货市场“现收现付”

方式。据称，这一方式不需要 低服务数额，减少了非索特派团支助办管理合同

的行政负担。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和联合国采购司都参与了该合同的采办过程。非

索特派团支助办根据地方合同委员会的建议，于 2010 年 3 月/4 月向总部提交了

其第三方后勤采购行动计划，并得到总部合同委员会的审查，结果便是目前达成

的合同。行预咨委会获悉，非索特派团支助办没有开展调查，因为非索特派团支

助办认为，采办过程是根据适用的程序实施的，而在招标过程之后 终完成合同

谈判方面的拖延导致了开支的事后结算性质。 

73. 审计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行政部门系统地加强现有的机制，以监测合同的分

拆、事后批准和紧急批准的情况，并确保其符合《采购手册》。委员会还建议外

勤支助部确保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充分遵守《采购手册》授予的采购权限以及《联

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见 A/66/5(Vol.II),第二章，第 114 和 115 段)。咨询委

员会赞同审计委员会这方面的建议，促请及时执行这些建议。 

74. 在拟议预算中，在预期成绩 1.1 项下，绩效指标 1.1.4 显示储存 12 个月以

上的资产的存货价值由 2011/12 年的 30%减少到 2012/13 年的 25%。行预咨委会

从补充资料中注意到，非索特派团支助办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并从中乍

特派团清理结束过程中得到了资产。不过行预咨委会从审计委员会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报告中注意到，截至 2010/11 年期间结束时，非索

特派团支助办共有 893 件库存一年以上而未使用的资产，价值为 8 760 570 美元。

审计委员会建议外勤支助部密切监测从未使用过的资产，并经常地向各特派团发

布/传送有关未使用资产存在情况的报告；并实施程序，使特派团得以：(a) 及

时地发现并向总部报告未使用的资产；(b) 在拟订采购计划时考虑到库存资产；

(c) 及时地说明剩余的资产，或对已肯定无法使用的资产采取及时的处置和(或)

核销行动(见(A/66/5(Vol.II)，第二章，第 61 至 70 段)。行预咨委会赞同审计

委员会的建议，鼓励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密切监测其资产的库存情况，可能时进一

步减少库存。 

75.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 2011 年 6 月的开支上升，根据秘书长的说明，这是由于

财政期间终了前短时间内需承付一些款项(见 A/66/590，第 38 段)。行预咨委会

还注意到空运方面超支 53.3%(609 200 美元)，据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解释，这

主要是由于空运包机服务费用高于预算，还因为空中客运包机服务经费是由其他

用品、服务和设备项下供资，而实际支出则记录在空运项下(见 A/66/590，第 47

段，另见上文第 71 至 73 段)。对此，行预咨委会相信，审计委员会会在今后的

审计中注意这些开支，以便确定开支上升的原因，从而防止这一情况再次发生。 

76. 行预咨委会还注意到审计委员会关于2010/11年期间有关非索特派团支助办

的其他建议，具体涉及：(a) 在发生支出之前，事先征得有关资源调配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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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说明预算调配的理由；(c) 对消耗性财产进行实物清点；(d) 利用现有战略

部署物资储存存货(见 A/66/5(Vol.II)第 48、49、73 和 104 段)。 

 

 六. 结论 
 
 

77. 为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非索特派团及与联合国今后维

持和平有关的其他近期活动提供后勤支助而调拨经费方面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载于预算执行情况报告(A/66/590)第五节。行预咨委会建议： 

 (a) 对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批款再增加 35 770 900

美元，这一数额加上此前根据第 64/287 号决议的规定为维持该支助实体而拨出

的 174 318 200 美元，总额达 210 089 100 美元，与同期发生的开支持平； 

 (b) 考虑到已根据第 64/287 号决议的规定为维持该支助实体向会员国摊派

的 174 318 200 美元，将 2011 年 6 月 30 日终了的财政期间的其他收入用于弥补

同期摊款的短缺，此项其他收入来自利息收入(1 492 2000 美元)、其他杂项收入

(149 500 美元)和上期债务的核销(9 953 900 美元)，共计 11 595 600 美元； 

 (c) 追加分摊该支助实体的维持费 24 175 300 美元，这一数额即是 2011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摊款(35 770 900 美元)与其他收入(11 595 600 美元)之间的差

额。 

78.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期间提供经费，用于向非索特派团提供

后勤支助方面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载于拟议预算(A/66/685)第四节。咨询委员

会建议： 

 (a) 为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12 个月期间批款 437 945 600

美元； 

 (b) 为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间摊派 145 982 000 美元； 

 (c) 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继续授权提供经费用于向非索特派团提供后勤支

助，则按每月 36 495 500 美元的费率为 2012 年 1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期间分摊 291 963 600 美元。 

 
 

文件 

 • 关于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支助非洲联盟驻索马

里特派团经费筹措的预算执行情况(A/66/590) 

 • 2012年 7月 1日至2013年 6月 30日期间联合国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

派团支助办事处的预算(A/66/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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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秘书长关于索马里的特别报告(S/20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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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 12 个月期间账目的报告(A/65/5(Vol.II)，第二章) 

 • 审计委员会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2010 年 7月 1日到 2011 年 6月

30 日 12 个月期间账目的报告(A/66/5(Vol.II)，第二章) 

 •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关于支助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

团 2009年 7月 1日至 2010年 6月 30日期间财政执行情况以及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拟议的经费筹措的报告”的报告

(A/65/743/Add.16) 

 • 大会关于支助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的经费筹措问题的第 64/287

号和第 65/306 号决议 

 • 安全理事会第 2010(2011)号和第 2036(201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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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联合国非洲联盟索马里特派团支助办事处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期间已发生支出和预计支出 
（单位：千美元） 

 2011 年 7月 1日至 2012年 3月 31日 2012 年 4月 1日至 6月 30 日  

 分摊数 支出总额 未支配余额 预计

2011/12年度

支出总额

截至2012年6

月30日未支配

余额估计数

差异

(百分比) 产生差异的原因 

 (1) (2) (3)=(1)-(2) (4) (5)=(2)+(4) (6)=(1)-(5) (7)=(6)÷(1)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特遣队人员 56 865.3 48 818.2 8 047.1 13 639 62 457.5 -5 592.2 -9.8 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从 2012 年 2 月 22 日

安全理事会第 2036(2012)号决议通过之日起

从分摊预算偿还特遣队所属装备，以及在本报

告所述期间增加了部队部署。增加部分由以下

方面部分抵销：由于摩加迪沙安全条件改善，

部队轮调平均费用从每人每次旅行 1 692 美元

下降至 828 美元；以及由于主要装备运输低于

计划水平，特遣队所属装备的运输费用降低。

非洲联盟警察 275.7  33.0  242.7 — 33.0 242.7 88.0 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警察在摩加迪沙延迟

部署。 

建制警察部队 — — — 650 649.6 -649.6 — 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按照第 2036(2012)号

决议的要求，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从乌干达派出

一个建制警察部队。 

 小计 57 141.0 48 851.2 8 289.8 14 288.9 63 140.1 -5 999.1 -10.5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23 312.0 20 125.8 3 186.2 7 258.6 27 384.4 -4 072.4 -17.5 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国际文职人员的征聘

工作快于编入预算的速度。2011/12 年度核准预

算采用的国际工作人员延迟征聘因数为 20%，而

预测平均空缺率为 12%。经费增加的另一原因

是，一般工作人员费用经费高于预算编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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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7月 1日至 2012年 3月 31日 2012 年 4月 1日至 6月 30 日  

 分摊数 支出总额 未支配余额 预计

2011/12年度

支出总额

截至2012年6

月30日未支配

余额估计数

差异

(百分比) 产生差异的原因 

 (1) (2) (3)=(1)-(2) (4) (5)=(2)+(4) (6)=(1)-(5) (7)=(6)÷(1)  

本国工作人员  5 937.4 2 674.5 3 262.9 917.0 3 591.5 2 345.9 39.5% 经费减少的原因是，编入预算的本国工作人员

费用低于 2011/12 年度核准预算。 

一般临时人员  136.9 153.0  (16.1)  169.9 322.9  (186.0) -135.9% 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在一般临时人员项下

出资的文职人员的征聘工作速度加快。2011/12

年度核准预算采用的一般临时人员的延迟征聘

因数为 15%，而截至 2012 年 3月 31 日所有人员

实际都已到职。 

 小计 29 386.3 22 953.3 6 433.0 8 345.5 31 298.8 -1 912.5 -6.5  

业务费用  

咨询人  2 094.6 1 591.3 503.3 594.8 2 186.1 -91.5 -4.4% 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需要留用主要在摩加

迪沙的外部技术专家，为非索特派团任务变化

的规划和执行提供支持。 

公务差旅  1 100.6 1 310.1  (209.5) 233.1 1 543.2 -442.6 -40.2% 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为修订非索特派团行

动构想和执行第 2036(2012)号决议提供支持，

业务和规划协商方面的公务差旅增多。 

设施和基础设施  88 711.7 39 659.6 49 052.1 29 501.6 69 161.2 19 550.5 22.0% 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非

索特派团修订行动构想，计划在索马里扩大责

任区，因此重新安排了非索特派团支助办建筑

项目和燃料供应计划的优先次序。  

陆运  24 505.3 17 721.1  6 784.2 10 255.8 27 976.9 -3 471.6 -14.2% 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鉴于非索特派团按照

第 2036(2012)号决议的要求增加三个区，购置

了陆运设备，包括物资装卸设备等，用于运输

非索特派团和非索特派团支助办供应链的所需

物资。增加部分由维修事务经费减少而部分抵

销。 

空运  2 352.0 2 111.7 240.3 4 140.7 6 252.4 -3 900.4 -165.8% 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按照第 2036(2012)号

决议的要求从 2012 年 2 月 27 日起偿还非索特

派团部队派遣国提供的空中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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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7月 1日至 2012年 3月 31日 2012 年 4月 1日至 6月 30 日  

 分摊数 支出总额 未支配余额 预计

2011/12年度

支出总额

截至2012年6

月30日未支配

余额估计数

差异

(百分比) 产生差异的原因 

 (1) (2) (3)=(1)-(2) (4) (5)=(2)+(4) (6)=(1)-(5) (7)=(6)÷(1)  

海运  1 485.6 200.2 1 285.4 35.4 235.6 1 250.0 84.1% 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非索特派团修订

了行动构想，燃料供应统包安排的调动及业务

和管理费用减少。 

通信  22 948.6 16 282.1 6 666.5 10 871.1 27 153.2 -4 204.6 -18.3% 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为执行非索特派团沟

通战略而提供的第三方新闻支助外包费用增

加，以及在非索特派团按照第 2036(2012)号决

议要求而增加的三个区内为通信要求提供支

持。增加部分由服务供应商调换后卫星通信服

务费用低于预算水平而部分抵销。 

信息技术  7 248.3 1 729.6 5 518.7 4 854.5 6 584.1 664.2 9.2% 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行动区内的设施

和基础设施未按时完工，摩加迪沙的偏远信息

技术基础设施推迟建造。 

医务  16 401.7 8 478.0 7 923.7 7 385.4 15 863.4 538.3 3.3% 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医疗设施未按期

建造，未向联合国二级紧急应对设施提供医疗

外包服务。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37 717.0 32 869.6 4 847.4 6 828.3 39 697.9 -1 980.9 -5.3% 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非索特派团按照第

2036(2012)号决议的要求增加了三个区，因此

增加了地雷行动事务。 

 小计 204 565.4 121 953.1 82 612.3 74 700.7 196 653.7 7 911.7 3.9  

 所需经费毛额 291 092.7 193 757.6 97 335.1 97 335.1 291 092.7 0.0 0.0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2 511.8 2 196.8 315.0 798.7 2 995.5 -483.7 -19.3  

 所需经费净额 288 580.9 191 560.8 97 020.1 96 536.4 288 097.2 483.7 0.2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 － － － － －  

 所需经费总额 291 092.7 193 757.6 97 335.1 97 335.1 291 092.7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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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联合国非洲联盟索马里特派团支助办事处2012年 7月 1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期间拟议变化摘要 

办公室/科/股 数目 职等 说明 

司长办公室 — P-5 主任办公室 1 名高级行政干事从内罗毕调往摩加

迪沙 

 +1 P-3 安全和安保科设置 1个安保干事，摩加迪沙 

 +1 P-3 预算和信托基金科设置 1个预算干事，内罗毕 

 — FS 安全和安保科 2 名安保干事从内罗毕调往摩加

迪沙 

 +4 FS 安全安保科设置 4个安保助理，摩加迪沙 

 +1 FS 航空安全股设置 1个航空安全干事，摩加迪沙 

 +1 FS 航空安全股设置 1个航空安全助理，摩加迪沙 

 +1 NPO 主任直属办公室设置 1个联络干事，内罗毕 

 +1 NPO 主任直属办公室设置 1个法律干事，内罗毕 

 +4 NGS 安全和安保科设置 4个安保助理，摩加迪沙 

 +1 NGS 安全和安保科设置 1个办公室助理，摩加迪沙 

 +1 NGS 预算和信托基金科设置 1个预算助理，内罗毕 

 小计 +16   

支助事务处 — P-4 业务和计划科 1 个后勤干事从内罗毕调往摩加

迪沙 

 -1 P-4 支助事务处合同管理科 1 个合同管理干事改派行

政处采购科采购干事 

 +1 P-3 行政处采购科 1 个采购干事改派支助事务处合同

管理科合同管理干事 

 +1 P-3 副主任办公室设置 1个行政干事，内罗毕 

 — P-3 财产管理科 1 个财政管理干事改派蒙巴萨支助基

地库存供应干事 

 — FS 业务和计划科 1 个后勤助理从内罗毕调往摩加

迪沙 

 — FS 财产管理科 1个验收干事从蒙巴萨调往内罗毕 

 — FS 蒙巴萨支助基地 1 个库存供应干事改派合同管理

科合同管理干事 

 -1 FS 合同管理科 1 个合同管理干事改划协理合同管理

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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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科/股 数目 职等 说明 

 — FS 财产管理科 2个验收助理从内罗毕调往摩加迪沙 

 +3 FS 业务和计划科设置 3个后勤干事，摩加迪沙 

 +3 FS 业务和计划科设置 3个后勤助理，摩加迪沙 

 +1 FS 财产管理科设置 1 个特遣队所属装备助理，摩加

迪沙 

 +1 FS 财产管理科设置 1个财产处置助理，摩加迪沙 

 +1 FS 蒙巴萨和摩加迪沙支助基地设置 1个后勤干事 

 +2 FS 蒙巴萨和摩加迪沙支助基地设置 2个后勤助理 

 +1 NPO 合同管理科 1 个合同管理干事改划协理合同管理

干事 

 +3 NPO 合同管理科设置 3个合同管理干事，内罗毕 

 +1 NPO 信息支助管理科设置 1个方案管理干事，内罗毕 

 +1 NGS 业务和计划科设置 1个后勤助理，内罗毕 

 +1 NGS 财产管理科验收股设置一个助理，蒙巴萨 

 +1 NGS 财产管理科财产控制和库存股设置 1 个助理，蒙

巴萨 

 小计 +19   

行政处 +1 P-4 支助事务处合同管理科 1 个合同管理干事改派行

政处采购科采购干事 

 -1 P-3 行政处采购科 1 个采购干事改派支助事务处合同

管理科合同管理干事 

 -1 FS 采购科 1个外勤采购干事改划本国采购干事 

 +1 FS 人力资源科设置 1个人力资源助理，摩加迪沙 

 +1 FS 财务科设置 1个财务助理，摩加迪沙 

 -2 FS 人力资源科裁撤 2个职位 

 +1 NPO 采购科 1个外勤采购干事改划本国采购干事 

 +1 NPO 采购科设置 1个采购干事，内罗毕 

 +2 NGS 采购科设置 2个采购助理，内罗毕 

 +2 NGS 培训股设置 2个培训助理，内罗毕 

 +1 NGS 人力资源科设置 1个人力资源助理，内罗毕 

 +1 NGS 财务科设置 1个财务助理，内罗毕 

 小计 +7   

技术事务处 — P-4 工程科 1个副总工程从内罗毕调往摩加迪沙 

 — P-3 医务科 1个医务后勤干事改派医务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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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科/股 数目 职等 说明 

 +1 P-3 航空科设置 1个空中业务干事，摩加迪沙 

 +1 P-3 运输科设置 1个运输干事，摩加迪沙 

 +1 P-3 工程科设置 1个工程师，内罗毕 

 +1 P-3 地理信息事务科设置 1 个地理信息事务干事，内

罗毕 

 — FS 工程科 6个工程助理从内罗毕调往摩加迪沙 

 +1 FS 调度科 1个本国调度干事改叙为外勤调度干事 

 +1 FS 技术事务处处长办公室设置 1 个项目干事，摩加

迪沙 

 +2 FS 航空科设置 2个空中业务干事，摩加迪沙 

 +6 FS 航空科设置 6个空中业务助理，摩加迪沙 

 +1 FS 工程科设置 1个物资和资产助理，摩加迪沙 

 +1 FS 工程科设置 1个水和卫生技术员，摩加迪沙 

 +1 FS 工程科设置 1个电气助理 

 +1 FS 医务科设置 1个医务助理，摩加迪沙 

 +1 FS 医务科设置 1个辅助医务人员，摩加迪沙 

 +3 FS 调度科设置 3个调度助理，摩加迪沙 

 +1 FS 调度科设置 1 个负责部队轮调的调度助理，内罗

毕 

 +4 FS 供应科设置 4个供应助理，摩加迪沙 

 +1 FS 供应科设置 1个燃料干事，摩加迪沙 

 +2 FS 运输科设置 2个运输助理，摩加迪沙 

 +2 FS 通信和信息技术科设置 2个电信干事，摩加迪沙 

 +3 FS 通信和信息技术科设置 3 个电信技术员，摩加

迪沙 

 +1 NPO 地理信息事务科设置 1 个地理信息事务干事，内

罗毕 

 -1 NPO 调度科 1个本国调度干事改叙为外勤调度干事 

 +1 NGS 地理信息事务科设置 1个行政助理，内罗毕 

 +2 NGS 供应科设置 2个供应助理，蒙巴萨 

 小计 +38   

 共计 +80   

按类别分列变化汇总    

国际员额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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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科/股 数目 职等 说明 

本国员额 +27   

联合国志愿人员    

临时职位(一般临时人

员) 

   

国际职位 -2   

本国职位 —   

 共计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