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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41 

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 

2002年 7月 1日至 2003年 6月 30日期间的预算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载有 2002年 7月 1日至 2003年 6月 30日的 12个月期间维持联合国

塞拉利昂特派团的概算，其毛额为 669 476 400美元（净额为 662 779 200美元），

其中不包括已列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1 350 133 美元。该预算是基于目前已核

定的部队编制 17 500名军事人员。 

 在整个预算中，约 9％的资源用于文职人员费用。业务所需费用占预算的17％，

军事人员费用占 73％，工作人员薪金税占总数的 1％。其他方案费用不到资源总

额的 1％。 

 大会将采取的行动载于本报告第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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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概况 
 

1. 本报告载有 2002年 7月1日至 2003年 6月 30日的12个月期间维持联合国塞

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的概算，其毛额为 669 476 400美元（净额为 662 779 200

美元），其中不包括已列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1 350 133美元。该预算是基于目

前已核定的部队编制 17 500名军事人员，包括安全理事会 2001 年 3月 30日第

1346（2001）号决议核准的 260名军事观察员。 

2. 2002年 7月 1日至 2003年 6月 30日期间所需估计数，与 2001 年 7月 1日

至 2002年 6月 30日现财政期间的拨款相比，在资源总数（毛额）方面减少 3.3％

（22 523 600美元）。拟议减少的所需资源总数反映出业务所需经费减少17.8％，

这主要是由于没有购置更多 2001/02财政期间预算已经批准的设备，军事人员费

用减少不到 1％，这些数字由于以下增加的费用而部分抵减：文职人员费用增加

3.1％，其他方案所需费用增加 1.2％，工作人员薪金税增加 20.5％。 

3. 主计长在 2002年 2月12日给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的信中告知咨

询委员会，安全理事会在 2002年 1月 16日的第 1389（2002）号决议中已委托特

派团，作为其任务规定的一部分，执行一些与选举有关的任务,并核准了秘书长

关于民警部门的建议。咨询委员会也被告知，特派团的选举进程所需估计数毛额

2 857 100美元（净额 2 711 200美元）可从大会核准的 2001/02财政期间维持

特派团的资源支出。在本阶段，无法预料选举进程完成之后当地未来的事态发展

以及安全理事会对联塞特派团未来作用的定位。因此，2002/03 财政期间概算毛

额 669 476 400美元（净额 662 779 200美元）反映出维持特派团目前核定部队

编制 17 500名军事人员的所需资源。 

4. 但是，在塞拉利昂举行了选举之后，2002年下半年将对总体安全和政治局势

作出评估，以对特派团部队编制的可能调整提出建议。无论如何，为了确保选举

后能够在持续安全的环境中巩固必需的和平，预计在 2002年底到 2003年初之前

不会对部队编制作出重大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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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财政资源 

（千美元） 

超过（少于）2001/02年 

拟议数额  

支出类别 

2000/01

支出

2001/02

分配数

2002/03

费用估计数
a

数额 百分比 

军事人员 329 817.6 488 961.9 488 727.2 (234.7) (0.05) 

文职人员 35 625.2 55 298.4 56 994.6 1 696.2 3.1 

业务所需经费 124 031.8 141 294.2 116 160.2 (25 134.0) (17.8) 

其他方案
b
 144.4 886.3 897.2 10.9 1.2 

工作人员薪金税 3 442.6 5 559.2 6 697.2 1 138.0 20.5 

    所需经费毛额所需经费毛额所需经费毛额所需经费毛额
cccc
    493 061.6493 061.6493 061.6493 061.6  692 000.0692 000.0692 000.0692 000.0  669 476.4669 476.4669 476.4669 476.4  (22 523.6)(22 523.6)(22 523.6)(22 523.6)    (3.3)(3.3)(3.3)(3.3)    

自愿捐助 1 350.1 - 1 350.1 1 350.1 -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494 411.7494 411.7494 411.7494 411.7  692 000,0692 000,0692 000,0692 000,0  670 826.5670 826.5670 826.5670 826.5  (21 173.5)(21 173.5)(21 173.5)(21 173.5)    (3.1)(3.1)(3.1)(3.1)    

 a  按标准费用和特派团特定费用分配资源的资料载于本报告附件二 B节。 

b  不包括人员费用。 

c  不包括维持和平行动支助帐户和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经费。 

 

表 2 

人力资源 

军事和文职人员资源 2000/01
a

2001/02
a

2002/03

比 2001/02年 

增加(减少)的人数 

军事观察员 260 260 260 - 

军事特遣队 17 240 17 240 17 240 - 

民警 60 60 60 - 

国际工作人员 333 380 381 1 

当地工作人员 585 611 611 - 

联合国志愿人员 130 168 168 - 

a  核定的最高人数。 
 
 
 

5. 大会将采取的行动是： 

 (a) 拨出毛额 669 476 400美元（净额 662 779 200美元），供作 2002年 7

月 1日至 2003年 6月 30日的 12个月期间特派团的维持费用； 

 (b) 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继续执行该特派团的任务规定，则应分摊第5段（a）

分段所载的数额，每月费率毛额为毛额 55 789 700美元（净额 55 231 6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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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特派团的政治任务 
(安全理事会 1999年 10月 22日第 1270（1999）号决议) 

6. 安全理事会在第 1270（1999）号决议中设立了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

特派团）。根据同一决议的授权，特派团的任务规定是：(a) 同塞拉利昂政府和

1999年 7月 7日在洛美签署的《和平协定》（S/1999/777）其它各方合作执行该

协定；(b) 协助塞拉利昂政府执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计划；(c) 为此在

塞拉利昂全境的重要地点，包括在各解除武装/接待中心和复员中心派驻人员；

(d) 保障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和行动自由；(e) 根据 1999 年 5 月 18 日停火协议

（S/1999/585，附件），透过其中所规定的结构监测停火遵守情况；(f) 鼓励当

事各方设立建立信任机制并支持这些机制的运作；(g) 协助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

品；(h) 支持联合国文职人员开展工作，包括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及其工作人员、

人权干事和民事干事；(i) 按要求为即将根据塞拉利昂现行宪法举行的选举提供

支持。 

7. 随后，安全理事会在 2000年 2月 7日第 1289（2000）号决议中专门修改联

塞特派团的任务规定，以包括下列额外工作，由联塞特派团在部署地区与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参照实地情况加以执行：(a) 向特别是在弗里敦的关键地点和政府大

楼、重要的十字路口和包括隆吉机场在内的主要机场提供安全护卫；(b) 为人员、

货物和人道主义援助沿具体指定的干道自由流动提供便利；(c) 在解除武装、复

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所有地点和场地内外提供安全护卫；(d) 在共同部署地区协

调和协助塞拉利昂执法当局行使职能；(e) 看守从原战斗人员收缴的武器、弹药

和其它军事装备，随后并协助加以处置或销毁。 

8. 安全理事会在 2000年 8月 4日第 1313（2000）号决议中认为，革命联合阵

线（联阵）自 2000 年 5 月初以来广泛严重违反《洛美和平协定》的行为致使原

先在此协定和各方合作的基础上创造的普遍宽容的环境荡然无存，在确立安全条

件以使和平解决塞拉利昂冲突的努力能够取得进展之前，联塞特派团和塞拉利昂

国的安全将继续受到威胁；为了对付这一威胁，联塞特派团的结构、能力、资源

和任务均需予以适当的加强。为此，安全理事会表示打算加强联塞特派团的任务，

并将以下方面作为优先任务：(a) 维持隆吉和弗里敦半岛以及通往隆吉和弗里敦

各干道的安全；(b) 对任何敌对行动或立即和直接使用武力的威胁作出有力反应，

制止联阵袭击的威胁，必要时对这种威胁作出坚决反击；(c) 统一行动，在关键

战略地点和主要城镇充分密集地逐渐部署足够人员，并通过其进驻，在其任务范

围内，与塞拉利昂政府协调，协助塞拉利昂政府努力逐步在全国各地扩展国家权

力范围，恢复法制，进一步稳定局势，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部署地区为受

到暴力直接威胁的平民提供保护；(d) 在战略交通干线、特别是通往首都的干道

进行积极巡逻，以控制地面局势，确保行动自由，便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工作；

(e) 协助促进政治进程，以便除其它外，在任何可能之处恢复解除武装、复员和

安置方案。 



 

 7 
 

 A/56/855

9. 安全理事会在 2000年 12月 22日第 1334（2000）号决议中回顾，根据第 1313

（2000）号决议的规定，联塞特派团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协助塞拉利昂政府在全国

努力扩展国家权力范围、恢复法治和进一步逐步稳定局势，以及协助推动政治进

程，从而在可能的地方恢复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并重申为此需要适

当加强联塞特派团的结构、能力、资源和任务。 

10. 安全理事会在第 1389（2002）号决议中决定：除其他事情外，为执行其第

1270（1999）号决议授予该特派团的任务规定，联塞特派团应 (a) 协助向全国

选举委员会提供后勤支助，以运送选举材料和人员，包括利用联塞特派团的空运

能力前往不通公路的地区，在选举前贮存和分发选举材料，在选举后运送选票，

向国际选举观察员提供后勤协助并使用联塞特派团在各省的民用通讯设施；(b) 

促进人员、货物和人道主义援助物品在全国各地的自由流动；(c) 在筹备选举、

实际投票和选举结果宣布后的整个期间，通过其驻留并在其任务框架内，提供更

广泛的安全护卫并发挥威慑作用，在特殊情况下随时准备应付公众骚乱，但应由

塞拉利昂警察带头，尤其是在投票站和其他有关活动地点附近。此外，理事会注

意到联塞特派团新闻处不断向全国选举委员会提供的支助。 

11. 联塞特派团的现有任务期限将于 2002年 3月 31 日届满（安全理事会第 1370

（2001）号决议）。 

 三. 行动计划和需求 
 

12. 联塞特派团的行动计划和需求载于 2000年 8月 24日秘书长就联塞特派团问

题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第六次报告中（ S/2000/832，第 13-35段），并随后在 2001

年 3 月 14 日秘书长向安理会提交的第九次报告中对行动计划和需求作了订正

（S/2001/228，第 57-67段）。 

13. 联塞特派团行动计划的基础是在塞拉利昂全境连续分阶段部署特派团。这将

使特派团能够协助塞拉利昂政府在整个国家境内扩大国家政权范围。为了完成其

任务规定，特派团将部署 17 500 名军事人员，以及联合国文职人员、民警和人

权事务人员、人道主义机构的代表以及政府机构人员和资产，以便在联阵控制区，

包括钻石生产区和一些边境地区，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和基本服务。特派团也援

助推动政治进程的努力，以恢复执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并在合适

的时候自由公正地举行选举。联塞特派团也构想对用武力攻击联合国及其在塞拉

利昂的特派团的任何企图起威慑作用所需的军力和决心。根据 2002 年的行动构

想，特派团正在重新安排部署，以为即将到来的选举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 

14. 特派团部队建制的基本要素包括一支机动后备队、近距离空中支援部队、后

勤、工程、通信和地空协调部队以及情报（包括侦察和搜索目标）和电子业务部

队。特派团的兵力计为 17 500人，包括 260名军事观察员以及 60名民警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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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支助的文职人员建制拟议增为 1 160人，其中包括 381 名国际人员和 611 名

当地工作人员以及 168名联合国志愿人员。 

 四. 根据部队地位协定提供的援助 
 

15. 联合国与塞拉利昂政府于 2000年 8月 4日缔结部队地位协定。根据该协定

的规定，塞拉利昂政府已向联塞特派团提供了以下设施： 

(美元) 

  价 值 

政府 捐助 

2001年7月1日至
2002年6月30日

2002年7月1日至 
2003年6月30日 

塞拉利昂 供军事人员住宿、办公室房地、仓

库、修建过渡营、后勤基地、通讯

塔、使用黑斯廷斯机场设施以及

Mammy Yoko直升机停机坪之用的土

地和房舍 192 200 192 200 

 处理对环境不利的废物（使用过的

机油、轮胎和电池） a a 

 a
 未计算价值。 

 

 五. 自愿捐助和信托基金 
  

 A. 自愿捐助 

(美元) 

  价 值 

 

 政府/组织 

 

 捐助 

2001年7月1日至 

2002年6月30日 

2002年7月1日至 

2003年6月30日 
 

瑞典 

 

医疗设备 

 

1 350 133 

 

1 350 133 

 
 
 

 B. 信托基金 

(美元) 

支助联合国在塞拉利昂与维持和平有关的工作的信托基金 

 2000年 7月 1日期初余额 1 592 672 

 2000年 7月 1日至 2001 年 6月 30日  

  收入 310 689 

  支出 (29 539) 

 2001 年 6月 30日期终余额 1 873 8221 873 8221 873 8221 873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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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向部队派遣国政府偿还费用的情况 
 

 A. 目前派遣部队的国家 
 

16. 向联塞特派团派遣建制军事特遣队的国家政府如下：孟加拉国、加纳、几内

亚、约旦、肯尼亚、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赞比

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为部队司令部提供了参谋人员。此外，德

国政府也向特派团派遣了一支发电机机械队。 

 B. 偿还情况 
 

17. 已按照大会规定的标准费率，向部队派遣国全部偿还了至 2001 年 10 月 31

日的费用。截至 2002年 1月 31 日应偿还的部队费用估计为 57 503 818美元。 

 

 七. 特遣队所属装备和自我维持 
 

 A. 偿还方法 
 

18. 偿还部队派遣国的所需经费是根据特遣队所属装备（湿租赁）和自我维持的

标准偿还率计算的,同时还顾及由联合国向区总部和一个二级医院提供设备和服

务。在军医设施方面，瑞典政府将提供三个二级医院中的一个的设备，作为实物

自愿捐助。 

 B. 所需经费 
 

19. 本预算期间用于向部队派遣国偿还特派团所属装备（湿租赁）和自我维持费

用的所需经费涉及 13 585名步兵和 3 655名后勤人员和特种部队人员。 

 1. 主要装备 
 

20. 2002/03年财政期间用于偿还主要装备的所需费用估计为 74 322 700美元，

其中不包括特别装备（见下文）。 

 2. 特别装备 
 

21. 四个部队派遣国的特别装备（净水系统、混凝土搅拌机和各种军备）所需费

用估计数为 439 300美元。 

 3. 自我维持 
 

22. 2002/03年财政期间自我维持所需经费估计数为 83 401 700美元，详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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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数额 

类别  2002年 7月 1 日至 2003年 6月 30日 

饮食(厨房设施) 5 732 100 

电信费 12 189 900 

办公室设备 4 946 100 

电器 5 940 900 

小工程 3 402 500 

爆炸装置处理 1 470 000 

洗衣和清洁 4 799 500 

帐蓬 4 623 900 

住宿 7 782 200 

医疗服务 15 222 900 

观察 6 181 100 

防御工事用品 81 715 200 

一般杂项用品 9 395 400 

 共计 83 401 70083 401 70083 401 70083 401 700    

 
 

 4. 特派团因素 
 

23. 就任务地区的极端活动状况向部队派遣国提供补偿的特派团因素，适用于每

月的偿还率，详情见下表： 

特派团因素 百分比 

极端环境状况 1．9 

频繁使用状况 1．5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 3．5 

递增运费 
a 

a  
按部队派遣国分别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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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所需员额 
 

 A. 所需员额的变化 
 

 员额数 

 现有员额 拟议所需员额 净变化 

国际人员   

副秘书长  1  1 －  

助理秘书长  3  3 －  

D-2  1  1 －  

D-1  7  7 －  

P-5  21  22 1  

P-4  44  44 －  

P-3  79  79 －  

P-2/P-1  12  12 －  

小计     161616168888        169169169169    1111        

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3  3 －  

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46  46 －  

小计     49494949        49494949    －－－－        

外勤事务  127  127 －  

警卫事务  36  36 －  

小计     163163163163        163163163163    －－－－        

国际工作人员共计     380380380380        381381381381    1111        

当地人员 611 611 －  

联合国志愿人员  168  168 －  

小计     779779779779        779779779779    －－－－        

总计    1 1591 1591 1591 159    1 1601 1601 1601 160    1111        

 

 

24. 联塞特派团2002-2003年财政期间拟议文职员额表明该特派团将维持其现有

经核定的军事实力及其在塞拉利昂全境的部署情况。预计在截至 2002 年 7 月的

财政期间，文职人员将全员部署。它还反映特派团的军事和文职部分更密切地相

互结合。此外，文职编制预期还将协助该国政府将国家权威扩展到塞拉利昂全境。 

25. 如上表所示，联塞特派团 2002/2003年财政期间拟议的工作人员编制共有 1 

160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 381 名国际工作人员（169名专业人员，49名一般事

务人员，127名外勤事务人员和 36名警卫事务人员）和 611 名当地工作人员以及

168名联合国志愿人员。与 2001-2002年财政期间拟议文职人员编制相比，拟议

的员额编制增加了一个员额（P-5）。然而，为选举核定的两个员额（1 个 P-4和

1个 P-3）将保持不变，以便汲取选举过程中和选举监测活动结束后总结的经验。

拟议的变化概述如下，C节显示了文职人员按职等和办公室分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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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务文职部分 
 

  拟议的员额增加。一个国际员额：驻地审计长（P-5）。 
 

 B. 实务文职部分 
 

26. 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大会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已经强调向维和

特派团提供适当的内部审计覆盖范围的需要。为回应大会 1999 年 12 月 23日第

54／241 号决议，秘书长提交了一份关于在维持和平特派团使用驻地审计员方面

取得的经验的报告，其中包括确定每一个特派团所需的驻地审计员的人数和薪等

的公式所涉的问题。根据该项评价，联塞特派团审计员办公室将由一位 P-5职等

的驻地审计长主持。其职责是向内部监督事务厅的审计和管理咨询司司长报告工

作，并将通过对规定的业务活动进行财务、方案、电子数据处理和数据管理审查

负责确保该特派团完成其组织目标。他／她将负责分析特派团各个部分的开支和

交易，以核实其是否符合预算方案；审查特派团各种财务报表和记录以确定其准确

性；审查和评价特派团的联合国所属资产以确保它们估价得当；审查和调查财务

方案、电子数据处理和数据管理中记录的错误和异常情况；审查和评价各部分的

表现以核查其效力和效率及其遵守联合国条例和细则的情况；编写审计报告和与

负责官员探讨审计建议；以及监督和评价在其管理之下的审计员的表现。因此，

拟议将驻地审计长的员额设在 P-5职等。 

    C. 目前和拟议的员额 

专业人员以上职类 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 联合国 

 副秘 助理          其他 警卫  当地 国家专 志愿  

 书长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 共计 外勤 特等 职等 事务 共计 人员 业人员 人员 总计 

实务  

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  

��目前员额 1 - - - 4 2 - - 7777  1 - 3 - 4444    3 - - 14141414  

��拟议员额 1 - - - 5 2 - - 8888  1 - 3 - 4444    3 - - 15151515  

主管业务和管理事务的秘书长副特别代表办公室 

��目前员额 - 1 - - 1 1 - - 3 3 3 3 - - 2 - 2222    2 - - 7777  

��拟议员额 - 1 - - 1 1 - - 3 3 3 3 - - 2 - 2222    2 - - 7777  

主管施政和稳定事务的秘书长副特别代表办公室                    

��目前员额 - 1 - - 1 1 1 - 4 4 4 4 - - 2 - 2222    2 - - 8888  

��拟议员额 - 1 - - 1 1 1 - 4 4 4 4 - - 2 - 2222    2 - - 8888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目前员额 - 1 1 - - - - - 2 2 2 2 - - 5 - 5555    14 - - 21212121  

��拟议员额 - 1 1 - - - - - 2 2 2 2 - - 5 - 5555    14 - - 21212121  

首席军事观察员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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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员以上职类 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 联合国 

 副秘 助理          其他 警卫  当地 国家专 志愿  

 书长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 共计 外勤 特等 职等 事务 共计 人员 业人员 人员 总计 

��目前员额 - - - 1 - - - - 1 1 1 1 - - 1 - 1111    32 - - 34343434  

��拟议员额 - - - 1 - - - - 1 1 1 1 - - 1 - 1111    32 - - 34343434  

警务专员办公室  

��目前员额 - - - 1 - - - - 1 1 1 1 - - 1 - 1111    10 - - 12121212  

��拟议员额 - - - 1 - - - - 1 1 1 1 - - 1 - 1111    10 - - 12121212  

人权事务办公室  

��目前员额 - - - 1 - 5 8 4 18 18 18 18 1 - 1 - 2222    2 - 2 24242424  

��拟议员额 - - - 1 - 5 8 4 18 18 18 18 1 - 1 - 2222    2 - 2 24242424  

政治事务办公室  

��目前员额 - - - 1 1 1 3 2 8888  3 - - - 3333    3 - - 14141414  

��拟议员额 - - - 1 1 1 3 2 8888  3 - - - 3333    3 - - 14141414  

政策和规划办公室  

��目前员额 - - - 1 - 1 2 - 4 4 4 4 - - 2 - 2 2 2 2 - - - 6 6 6 6 

��拟议员额 - - - 1 - 1 2 - 4 4 4 4 - - 2 - 2 2 2 2 - - - 6 6 6 6 

民事办公室               

��目前员额 - - - - 1 8 8 2 19191919  3 - - - 3 3 3 3 11 - 9 42424242  

��拟议员额 - - - - 1 8 8 2 11119999  3 - - - 3 3 3 3 11 - 9 42424242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管理股    

��目前员额 - - - - 1 2 - - 3 - - - - - - - 20 23

��拟议员额 - - - - 1 2 - - 3 - - - - - - - 20 23

新闻办公室        

��目前员额 - - - - 1 2 3 2 8 1 - 3 - 4 28 - 1 41

��拟议员额 - - - - 1 2 3 2 8 1 - 3 - 4 28 - 1 41

排雷行动股        

�  目前员额 - - - - - - 1 - 1 - - - - - 1   - - 2 

    拟议员额 - - - - - - 1 - 1 - - - - - 1   - - 2 

实务部门小计  

��目前员额 1 3 1 5 10 23 26 10 79 9 - 20 - 29 108 - 32 248

��拟议员额 1 3 1 5 11 23 26 10 80 9 - 20 - 29 108 - 32 249

行政司  

行政主任办公室  



 

14  
 

A/56/855  

专业人员以上职类 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 联合国 

 副秘 助理          其他 警卫  当地 国家专 志愿  

 书长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 共计 外勤 特等 职等 事务 共计 人员 业人员 人员 总计 

��目前员额 - - - 1 1 2 7 - 11 - 1 7 - 8 6 - 4 29 

��拟议员额 - - - 1 1 2 7 - 11 - 1 7 - 8 6 - 4 29 

警卫协调科        

��目前员额 - - - - - 1 2 - 3 - - - 36 36 20 - 4 63

��拟议员额 - - - - - 1 2 - 3 - - - 36 36 20 - 4 63

行政事务处        

��目前员额 - - - - 5 9 12 2 28 42 1 16 - 59 78 - 13 178

��拟议员额 - - - - 5 9 12 2 28 42 1 16 - 59 78 - 13 178

综合支助事务处        

��目前员额 - - - 1 5 9 32 - 47 76 1 3 - 80 399 - 115 641

��拟议员额 - - - 1 5 9 32 - 47 76 1 3 - 80 399 - 115 641

行政司共计        

��目前员额 - - - 2 11 21 53 2 89 118 3 26 36 183 503 - 136 911

��拟议员额 - - - 2 11 21 53 2 89 118 3 26 36 183 503 - 136 911

总计           

目前员额 1 3 1 7 21 44 79 12 168 127 3 46 36 212 611 - 168 1 159

拟议员额 1 3 1 7 22 44 79 12 169 127 3 46 36 212 611 - 168 1 160

 

 九. 其他问题 
 

 A. 制定目标 
 

27. 大会在其 2001 年 6月 14日第 55／220 C号决议中请秘书长确保维持和平特

派团行政部门运用制订目标办法，并确保就这些目标的制订和实现情况通过各特

派团财务执行情况报告向大会提出报告。在这方面，联塞特派团就 2002年 7月 1

日至 2003年 6月 30日期间制订目标如下： 



 

 15 
 

 A/56/855

目标 1：确保特派团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适当采购规划以改进业务活动的管理效率。 

预期成绩 成绩指标 

(a) 在参与采购进程的各申购单位之

间实行适当规划和监督。 

(a) 使用批量采购或系统合同，大幅增

加外地采购比例，尽可能大幅增加当地

采购活动，从而为特派团节约资金。 

(b) 评价供应商和承包商；从事采购

活动的适当合格专业人员的考绩和

系统培训及留用。 

(b) 在整个财务时期开展广泛的申购和

采购活动。 

 

外部因素：有待实现的目标和预期成绩的假定条件是更多采购活动下放外地办理

并增加外地特派团根据对总部员额和其他资源的授权可以办理的采购限额。 

 

目标 2：确保适当使用外地资产管制系统，包括确保其充分和不断地更新和精确

维护，以及落实严格的措施避免联合国资产流失。 

预期成绩 成绩指标 

(a) 充分运行外地资产管制系统以更

好控制特派团资产。 

(a)  点算所有库存物品。 

(b) 以合格的工作人员全额配备财产

管制和检查股以进行适当的库存管理。

(b)  有能力验明特派团接受资产的所

有官员及资产存放地点。 

 

外部因素：有待实现的目标和预期成绩的假定条件是外地资产管制系统所有阶段

继续运行并维持标准化的库存管理程序，提供物品的不同类型及其购买日期及正

常和预期寿命的标准代码分类。 

 

目标 3：确保留住处理特派团业务的合格工作人员以便及时开展特派团的清理结

束工作。 

 

预期成绩 成绩指标 

(a) 查明清理结束活动执行过程中的

弱点以避免资产流失或偷盗。 

(a) 清理结束工作队有能力接受、检察

和报告提供给特派团的装备情况并保存

其在特派任务地区实际存放地点的记

录。 

(b) 有能力遵守清理结束手册的规定

并掌握适当的清理结束规划文件。 

(b) 有能力执行各方面的清理结束工作，

包括应收和应付索赔的结算、银行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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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对帐、总部和外地办公室之间凭单的

对帐、联合国其他特派团的装备回收、

与总部财产调查委员会一起后续解决资

产流失以及旅行和其他人事报销的结

算。 

 

外部因素：有待实现的目标和预期成绩的假定条件是制定了包括有关人力资源的

详细清理结束计划，以及完成外地和总部所有任务和活动的时间表，以及为留用

合格的工作人员，尽一切努力对他们进行安排以便在其他特派团开展清理结束工

作。 

 

 B． 详细分析电子支助事务科的所需员额 
 

28.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 2001 年 11 月 14日关于联合国塞拉利昂特

派团经费的筹措的报告中（A/56/621，第 47段），请咨询委员会在 2002-2003年

财政期间概算中列入对该科所需员额的完整和详尽分析。特派团认为大会就

2001-2002 年期间核定的八个新增员额（五个国际和三个当地员额）将加强电子

支助事务科的通讯和信息技术股的技术能力。本报告附件六将详细分析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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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02年 7月 1日至 2003年 6月 30日期间的费用概算 
 

 A. 总表 

 （千美元） 

 ⑴ ⑵ ⑶ （4）

 2000年 7月 1 目至 2001 年 7月 1 目  

 2001 年 6月 30日 2002年 6月 30日 2002年 7月 1 日至 2003年 6月 30日

分配款类别 支出 a 分配数额 b  C 估计数共计 非经常性支出

估计数

一. 军事人员费用  

 1. 军事观察员 13 536.7 13 732.4 10 974.3 -

 2. 军事特遣队 200 498.1 307 272.2 312 565.2 -

 3. 与军事人员有关的其他费用  -

  (a) 特遣队所属装备 58 676.5 80 779.3 74 762.0 -

  (b) 自我维持 52 642.3 80 320.1 83 401.7 -

  (c) 死亡和伤残偿金 4 464.0 6 857.9 7 024.0 -

        第 3333项小计    115 782.8 167 957.3 165 187.7 -

        第一类共计    329 817.6 488 961.9 488 727.2 -

二. 文职人员费用  

 1. 民警 1 746.7 3 028.3 2 532.5 -

 2. 国际和当地人员 30 782.4 46 158.6 47 721.7 -

 3. 联合国志愿人员 3 096.1 6 111.5 6 740.4 -

 4. 政府提供人员 - - - -

 5.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第二类共计    35 625.2 55 298.4 56 994.6 -

三. 业务费用  

 1. 房地/住宿 13 703.4 22 975.8 6 963.5 -

 2. 基础设施维修 1 133.9 1 771.5 1 808.0 -

 3. 运输业务 12 281.8 14 769.0 13 483.6 -

 4. 空中业务 52 121.7 66 122.0 73 916.7 2 020.0

 5. 海上业务 - -  - -

 6. 通讯 5 695.4 8 952.0 4 205.1 1 038.4

 7. 其他设备 6 205.3 9 965.8 2 347.3 1 943.1

 8. 用品和事务 11 698.1 12 824.9 12 106.0 -

 9. 空运和水陆运费  

  (a) 运输特遣队所属装备 20 612.6 3 463.2 500.0 -

  (b) 商营货运和搬运 579.6 450.0 830.0 -

  第 9999项小计 21 192.2 3 913.2 1 330.0 -

  第三类共计 124 031.8 141 294.2 116 160.2 5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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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 ⑵ ⑶ （4）

 2000年 7月 1 目至 2001 年 7月 1 目  

 2001 年 6月 30日 2002年 6月 30日 2002年 7月 1 日至 2003年 6月 30日

分配款类别 支出 a 分配数额 b  C 估计数共计 非经常性支出

估计数

四. 其他方案  

 1. 与选举有关的用品和事务  - -  - -

 2. 新闻方案 115.2 455.1 427.0 118.4

 3. 培训方案 26.1 227.6 322.6 -

 4. 排雷方案  - 6.0 - -

 5. 协助解除武装和复员 3.1 197.6 147.6 138.0

  第四类共计 144.4144.4144.4144.4  886.3886.3886.3886.3  897.2897.2897.2897.2    256.4256.4256.4256.4  

五. 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  - -  - -

六. 维持和平行动支助帐户  - -  - -

七. 工作人员薪金税 3 442.63 442.63 442.63 442.6  5 559.25 559.25 559.25 559.2  6 697.26 697.26 697.26 697.2    ----  

  第一至第七类所需经费毛额 493 061.6 692 000.0 669 476.4 5 257.9

八.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3 442.6)(3 442.6)(3 442.6)(3 442.6)  (5 559.2)(5 559.2)(5 559.2)(5 559.2)  (6 697.2)(6 697.2)(6 697.2)(6 697.2)    ----  

  第一至第八类所需经费净额 489 619.0 686 440.8 662 779.2 5 257.9

九. 实物自愿捐助(已编入预算) 1 350.11 350.11 350.11 350.1  - 1 350.11 350.11 350.11 350.1    -

十. 实物自愿捐助(未编入预算)  - -  - -

共计 494 411.7494 411.7494 411.7494 411.7  692 000.0692 000.0692 000.0692 000.0  670 826.5670 826.5670 826.5670 826.5    5 257.95 257.95 257.95 257.9  

十一．其他收入／调整  

        利息收入 5 222.05 222.05 222.05 222.0   

        其他／杂项收入 966.0966.0966.0966.0   

        现金自愿捐助 ----   

        上一期间调整数 ----   

        前期债务节减额或注销额 8 462.08 462.08 462.08 462.0   

第十一类共计 14 650.014 650.014 650.014 650.0   

 
a
 正如财务执行情况报告（A/56/833）附件一所载。不包括拨给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毛额

23 931 281 美元(净额 20 250 873美元)和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毛额 3 741 370美元

（净额 3 328 988美元）。 

 
b
 大会 2001 年 12月 24日第 56/251 号决议。 

 
c
 不包括拨给维持和平行动支助帐户的毛额 23 865 347美元（净额 21 284 025美元）和用于

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经费筹措的毛额 1 737 712美元（净额 1 560 45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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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按主要费用部分开列的所需经费毛额的分配情况
a 

 

1%

8%

20%

71%

0%

100%

军事人员费用 71%

业务费用 20%

文职人员费用 8%

工作人员薪金税 1%

其他方案 0%

2000年7月1日至2001年6月30日
1%

9%

17%

73%

0%

100%

军事人员费用 73%

业务费用 17%

文职人员费用 9%

工作人员薪金税 1%

其他方案 0%

2001年7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

 所需经费毛额 692 000 000美元       所需经费毛额 669 476 400美元 

 

    a
 其他方案占总资源的 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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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补充资料 
 

  军事人员 

分配数：488 961 900美元；估计数：488 727 200美元；差额：234 700美元 

1. 本项下所需经费估计数为 488 727 200美元，其依据是在 2002-2003财政年

度全面部署特派团经核定的军事部门人员 17 500人，包括 260名军事观察员。

估计费用涉及下列方面所需经费：军事观察员（10 974 300 美元）、特遣队

（312 565 200美元），以及与军事人员有关的其他费用（165 187 700美元）。 

  军事观察员 
 

2. 本项下所列经费用于部署经核定的 260名军事观察员，正如下文表 1所示，

总共 90 155人/日。其中包括下列经费：特派任务生活津贴(9 466 300美元)、

旅费(1 456 000美元)和服装和装备津贴(52 000美元）。所需经费估计数反映了

军事观察员全员额轮调的经费并在计算该期间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时适用 5%的

延迟部署系数。 

 表 1 
 军事观察员的部署 

2002 2003 

计划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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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军事特遣队 

3. 本项下所列经费 312 565 200美元，用于全额部署特派团经核定的编制共计

17 240名特遣队人员，正如下文表 2所示。所需经费估计数将涉及以下方面：部

队标准费用偿还数（220 934 600美元）、福利（2 534 300美元）、口粮（37 379 

600 美元）、每日津贴（8 054 500 美元）、部队进驻、轮调和返国（28 560 000

美元）、服装、装备和弹药津贴(15 102 200美元)。与 2001-2002年期间的资源

供给情况相比，现有所需经费估计数并没有为部队总部的参谋人员提供特派任务

生活津贴，因为特派团现在已经向他们提供住宿和膳食服务。 

 表 2 
 特遣队人员的部署 

2002 2003 

计划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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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40 17 240 17 240 17 240 17 240 17 240 17 240 17 240 17 240 17 240 17 240 17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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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偿还部队派遣国的部队费用所需经费估计数是按照大会 2001年 6月14日第

55/274号决议核可并于 2002年 1月 1 日生效的新标准费率计算的。此外，每日

口粮费用所需经费不包括瓶装水的经费，因为已经安装了净水系统为特派团供应

清洁的饮用水。与军事特遣队有关费用的所有费率见附件二.A。 

  军事人员所需其他经费 
 

 (a) 特遣队所属装备 
 

5. 本项下所列经费 74 762 000 美元，用于偿还部队派遣国向其各自派驻联塞

特派团的特遣队提供的主要装备。计算依据是已与部队派遣国缔结的以及目前正

在与预期的部队派遣国谈判的谅解备忘录并考虑到除了就每一个部队派遣国适

用递增运费因素以外，还就环境条件、使用强度和敌对行动适用 6.9％的特派团

因数。它是根据全额部署特遣队人员的假定计算的。此外，它还包括行动中使用

弹药的费用估计数。 

 (b) 自我维持 
 

6. 本项下所列经费 83 401 700美元，用于偿还联塞特派团部队派遣国的费用。

它是根据全员部署 17 240 名特遣队人员的假定计算的。它还包括偿还二级和三

级医疗设施向文职人员提供的服务。 

 (c) 死亡和伤残偿金 
 

7. 本项下所列经费 7 024 000美元，用于偿还为联塞特派团提供服务的国家特

遣人员和民警的死亡、伤残、受伤或生病时由各国政府支付的赔偿金。偿还款是

按军事人员和民警顾问平均月兵力 1％计算的，平均支付 40 000美元。 

  文职人员 
 

分配数：55 298 400美元；估计数：56 994 600美元；差额：1 696 200美元 

8. 本项下资源共计 56 994 600美元并反映以下各项所需费用：民警（2 532 500

美元）、国际和当地工作人员（47 721 700美元）和联合国志愿人员（6 740 400

美元）。所需经费估计数是根据全员部署 1 160名文职人员以及 60名民警顾问的

拟议文职人员编制计算的。 

  民警 
 

9. 本项下所列经费 2 532 500 美元用于部署特派团经核定的民警顾问编制 60

人，正如下文表 3 所显示，共计 20 805 人日。所需费用估计数涉及特派任务生

活津贴（2 184 500美元）、旅费（336 000美元）、服装和装备津贴（12 000美

元）。它体现了民警顾问全额轮转，以及在计算这一期间的特派任务津贴时适用

5%的延迟部署系数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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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民警顾问的部署 

2002 2003 

计划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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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国际和当地工作人员 
 

10. 本项下所列经费 47 721 700 美元，乃部署 992 名文职人员编制所需经费，

其中包括 381 名国际工作人员（169名专业人员，49名一般事务人员，127名外

勤事务人员和 36名警卫事务人员）和 616名当地工作人员。 

11. 国际工作人员所需费用估计数的计算依据是，30%的国际人员员额采用纽约

的标准薪资费用，70%的员额采用限期任命的薪级表。一般人事费项下的特派团

任用人员经费已考虑到这类工作人员的所需经费较低，比标准费率减少了 50%。

当地工作人员的薪资和一般人事费依据的是适用于该特派任务地区的地方薪金

表（见本报告附件二.A）。国际和当地工作人员的薪资和一般人事费，以及国际

工作人员特派任务生活津贴还考虑到适用 10%的空缺率。此外，经费估计数还列

出了危险工作地点津贴以及当地征聘人员加班费。 

12. 此外，所列经费 505 900美元用于总部工作人员和特派团高级人员为进行政

治和军事协商在特派任务地区与纽约之间进行公务旅行的旅费、以及用于支付向

特派团提供的行政和技术支助、内部监督事务厅审计员的旅费以及特派团人员前

往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旅费(详情见附件二.A)。 

  联合国志愿人员 
 

13．本项下所列经费 6 740 400美元，用于全额部署特派团 168名联合国志愿人

员的编制，在这一时期共计 2 016人／月。其依据是联合国和联合国志愿人员方

案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业务费用 

分配数：141 294 200美元；估计数：116 160 200美元；差额（25 134 000美元） 

14. 本项下所需经费 116 160 200美元，用于下列各项所需经费：房地/住宿（6 

963 500美元）、基础设施维修（1 808 000美元）、运输业务（13 483 600美元）、

空中业务（73 916 700 美元）、通讯（4 205 100 美元）、其他设备（2 347 300

美元）、用品和服务（12 106 000美元）以及空运和水陆运费（1 330 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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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经费包括非经常性费用 5 001 500美元，供特派团在 2002-2003年财政期间

购置各种替换设备，详情见本报告附件二.C。 

房地/住宿 

15. 本项下所列经费 6 963 500美元，用于下列方面：特派团总部租用设施；仓

库；车间；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住宅设施；其他办公设施（749 200美元），详情见

本报告附件二.A。所需经费估计数也用于房地改建和翻修（175 700 美元）维修

用品（224 400美元）和服务（272 400美元）、以及水电费（5 541 800美元），

其中包括特遣队所属发电机燃料。 

基础设施维修 

16. 鉴于特派团已在全国部署，为便利部队及人道主义援助的行动，必须进行公

路、桥梁、电缆管道和直升机停机坪的紧急维修和改善。此外，塞拉利昂地面运

输网，特别是内陆区域，在雨季期间受到了重创。因此，公路、桥梁、直升机停

机坪和跑道需要经常维修，因此，所列经费 1 808 000美元用于改善跑道（558 000

美元）和公路（1 000 000美元）及修理桥梁（250 000美元）。 

运输业务 

17. 本项下所列经费 13 483 600 美元，用于 2002-2003 年财政期间联合国所属

890辆车的特派团车队和特遣队所属 2 745辆车的运作。所需经费估计数用于：

联合国所属车辆的备件、维修和保养（3 738 000美元）；汽油、机油及润滑油（9 

122 500 美元）；以及第三方责任保险费，包括全球保费（623 100 美元）。用于

汽油、机油及润滑油所列经费考虑到该期间适用 10％的不可用系数。 

空中业务 

18. 本项下所需经费估计数是依据该特派团在塞拉利昂全境部署计算的。其中考

虑到公路网络系统的困难状况，因此，整个特派任务地区将更多地依赖空运人员

和物资。这需要为该特派团的 26 架直升机队编列经费，其中包括按商业合同租

用的 12架直升飞机和按协助通知书安排的14架军用直升飞机以及 2架固定翼飞

机，详情如下： 

 (a) 四架重型运输机（MI-26型）、八架中型通用飞机（两架 MI-8型和六架

MI-8MTV型）、三架军用轻型飞机（Bell 206型）、七架军用中型飞机（三架美洲

豹和四架 MI-8MT）和四架军用武装直升飞机（MI-24型）； 

 (b) 一架公务座机和一架重型运输机（IL-76型），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

和国特派团租借。 

19. 所需经费估计数包括用于支付 2002-2003年财政期间进驻和撤离费、以及四

架 MI-26型和四架 MI-8MTV型飞机油漆费。计算依据是：现行合同费率或协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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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书费率、燃油消耗估计费用以及预计在特派任务以外地区使用固定翼飞机的费

用，主要用于从联合国布林迪西后勤基地运送货物。有关费用的详细资料见本报

告附件二.A。 

20. 本项下所列经费 73 916 700 美元，用于下列方面：直升飞机（65 478 900

美元）和固定翼飞机（5 527 800美元）业务以及空勤人员的生活津贴（300 000

美元）和其他空中业务所需经费（2 610 000美元）。 

通讯 

21. 本项下所列经费 4 205 100美元，用于 2002-2003年期间维持特派团的通讯

网。正如附件二.C所详列的，其中包括为采购更换通信设备（1 010 800美元）

及车间和测试设备（27 600美元）所需资源。计算还依据的是：按特派团通讯资

产总价值的 10％费率加上 15％运费费率计算的备件和用品所需经费（1 777 700

美元）。另外还将诸如转发器使用费、海卫组织（50个微型“M”、7个“M4”和 5

个移动式微型“M”终端）、电话、邮袋和邮票、布林迪西陆上线路服务、以及因

特网租线使用费等商业通讯所需经费（1 389 000美元）列入。 

其他设备 

22. 本项下所列经费 2 347 300美元，用于支付下列各项费用：采购供更换的办

公室家具（147 700美元）和设备（146 800美元）、电子数据处理设备 1 236 000

美元）、观察设备（21 600美元）、水箱和化粪池（218 500美元）以及医疗和牙

医设备（172 500美元）。另外所列经费 404 100美元用于视听和身份证印刷设备

及电子数据处理设备的备件、维修和保养，计算依据是现有电子数据处理库存价

值的 7.5％。 

用品和事务 

23. 本项下所列经费 12 106 000美元用于杂项用品（4 979 200美元）和事务（7 

126 800美元）。这是以特派团的军事和文职人员全部组成部分在塞拉利昂全境部

署为依据计算的。其中包括电信和电子数据处理技术支助、工程支助、地理信息

系统技术支助、地理信息系统数码航向指示图和软件维修支助等方面所需订约承

办事务费用，以及污水和垃圾处理、影印事务和为部队总部参谋人员提供的饮食

服务和洗衣服务所需经费。 

24. 此外，所需经费估计数还包括用于下述方面的经费：行政软件执照换新；为

特派团总部、直升机停机坪、车间、仓库、临时难民营以及特别代表的住宅提供

商业警卫服务；其他杂项服务包括银行手续费、轮渡服务费、军事邮费和过境保

险费；以及医务用品，包括供军事和文职人员两者使用的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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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运和水陆运费 

25. 本项下所列经费 1 330 000美元，用于 2002-2003年财政期间运输特遣队所

属设备（500 000 美元）及特派团和纽约总部的商业货运和搬运费以及从联合国

布林迪西后勤基地运送的陆运费（830 000美元）。 

其他方案 

分配数 886 300美元；估计数：897 200美元；差额：10 900美元 

26. 本项下所列经费 897 200美元，用于 2002-2003年期间的新闻（427 000美

元）、培训（322 600美元）以及协助解除武装和复员（147 600美元）方案。 

新闻方案 

27. 2002-2003 年财政期间联塞特派团新闻方案的战略目标继续是一项全国新闻

宣传运动，以协助该特派团达到其目标，包括促进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在塞

拉利昂所担任角色和任务的了解。本项下所列经费 427 000美元，用于购置详情

载于附件二.C 的设备（118 400 美元）；材料和用品，例如录音录像带、光盘、

胶卷和无线电用品（55 600 美元）；订约承办事务包括下列事务的经费：制作戏

剧化、敏感性宣传运动材料；在散发关于各类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信息方面，

包括即席表演和路演方面的特长和技巧的合同人员（160 000美元）；以及编制该

特派团题为“联塞特派团评论”的杂志以及手册、小册子和传单的新闻制作费用

（93 000美元）。 

培训方案 

28. 本项下所列经费 322  600 美元用于特派团工作人员前往联合国布林迪西后

勤基地参加以下领域培训所需经费：供应、采购、合同管理、通信、电子数据处

理、空中业务、运输、财务、工程、联合国会计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此外，10

名联合调度人员将前往欧洲或南非参加关于危险货物移动和托运集装箱证明的

培训课程。此外，还编列经费用于聘请一名地理信息指导员，培训在联合国后勤

基地工作的联塞特派团工作人员。2002-2003 年财政期间培训所需经费细数详列

于本报告附件二.A。 

协助解除武装和复员 

29. 本项下所列经费 147 600美元，用于销毁武器所需费用，其中包括购置武器

存储集装箱（138 000美元）及杂项事务（9 600美元）。 

工作人员薪金税 

分配数：5 559 200美元；估计数：6 697 200美元；差额：1 138 000美元 

30. 本项下编入预算的数额是薪酬毛额与净额之差：即联合国工作人员依照《联

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应付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数额。工作人员薪金税费用是根据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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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国际人员和611名当地工作人员的部署计算的。所列经费考虑到该期间适用10%

的出缺系数。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分配数：（5 559 200美元）；估计数：（6 697 200美元）；差额：（1 138 000美元） 

31. 上文所述工作人员薪金税所需经费已作为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计入本项之

下，并将记入大会 1955年 12月 15日第 973 A（X）号决议设立的衡平征税基金

贷项。各会员国按各自对联塞特派团预算缴款的比例获得该基金中的贷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