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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载列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2007年 7月 1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数额为 47 990 700 美元，其中包括总值为 3 315 600

美元的自愿实物捐助。 

 预算用于部署 203 名军事观察员、27 名军事特遣队员、6 名联合国警察、114

名国际工作人员、151 名本国工作人员、25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和 10 名政府提供的

人员。 

 西撒特派团 2007 年 7 月 1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所需资源总额，已

通过按实质性民政、军事、民警和支助等构成部分归类的若干成果预算框架与特

派团的目标相联系。特派团的人力资源已按人数划入每个构成部分，但涉及整个

观察团的行政领导和管理除外。 

 对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数额差异的说明酌情与特派团计划的具体产出相联系。 

 

财政资源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7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支出 分配数 费用估计数     差异 

支出类别 (2005/06 年度) (2006/07 年度) (2007/08 年度) 数额 百分比 

军事和警务人员 6 217.6 6 478.7 6 258.8 (219.9) (3.4) 

文职人员 15 807.2 17 147.4 17 005.4 (142.0) (0.8) 

业务费用 20 323.6 18 993.3 21 410.9 2 417.6 12.7 

  所需经费毛额 42 348.4 42 619.4 44 675.1 2 055.7 4.8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2 191.5 2 191.5 2 100.4 (106.0) (4.8) 

  所需经费净额 40 156.9 40 413.0 42 574.7 2 161.7 5.3 

(已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3 761.3 3 315.6 3 315.6 — — 

  所需经费共计 46 109.7 45 935.0 47 990.7 2 055.7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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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源 

 

军事 

观察员
a
 

军事

特遣队
a

联合国

警察
a

国际工

作人员

本国工作

人员
b

临时

职位
c

联合国

志愿人员

政府提 

供人员 

文职选举

观察员 共计 

行政领导和管理  

2006/07年度核定数 — — — 12 4 － — — — 16

2007/08年度拟议数 — — — 13 4 － — — — 16

构成部分  

实质性民政  

2006/07年度核定数 — — 6 3 — — — 10 — 19

2007/08年度拟议数 — — 6 3 — — — 10 — 19

军事  

2006/07年度核定数 203 27 — 2 1 — — — — 233

2007/08年度拟议数 203 27 — 2 — — — — — 232

支助  

2006/07年度核定数 — — — 97 143 2 23 — — 263

2007/08年度拟议数 — — — 96 147 2 25 — — 268

 共计  

2006/07年度核定数 203 27 6 114 148 2 23 10 — 533

2007/08年度拟议数 203 27 6 114 151 2 25 10 — 538

 净变动 — — — — 3 － 2 — — 5
 

 a  系 高核定/拟议数。 

 b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c  

行为和纪律股。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见本报告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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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任务和计划成果 
 
 

1．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第 690

（1991）号决议确定的。其任务期限 近一次经安理会第 1720（2006）号决议授

权延长。 

2． 特派团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达成公正、持久、双

方都可以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使西撒哈拉人民实现自决。 

3． 在这一总体目标范围内，特派团将在本预算期间提供下文各框架所载的有关

关键产出，为实现一系列预期成绩作出贡献。这些框架按构成部分组列（实质性

民政、军事和支助）。 

4. 如果能实现各项预期成绩，就可以在该特派团任务期限内实现安全理事会的

目标，而绩效指标则是衡量本预算期间内在实现此种成果方面所取得进展的一个

尺度。特派团的人力资源已按人数划入每个构成部分，但涉及整个特派团的行政

领导和管理除外。 

5. 在 2007/08 年财政期间，特派团将通过下列措施尽力提高效率：在国际工作

人员方面把总务科科长的职等从 P-4 降到 P-3；在工程科把一个外勤事务人员员

额改成本国工作人员员额；在设施及基础设施方面通过减少西撒特派团发电机使

用的汽油、机油和润滑油，这是因为西撒特派团的一些设施将电源从发电机电源

改为公共电网；在空中运输方面关闭 7 个燃料储存站中的 3 个；在商业通信方面

通过对打国际长途电话和漫游实施严格控制来降低手机电话费。这些效率增益在

第二节中支助部分下和在第三节差异分析下有进一步的说明。 

6. 特派团的总部设在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和部队指挥官所在地阿尤恩。目

前，特派团有 12 个工作地点：阿尤恩、廷杜夫、达赫拉和 9 个队部。虽然达赫

拉和斯马拉的区总部在 2005 年 6 月进行了军事行动审查后已被关闭，不过，斯

马拉的队部和达赫拉的联络处仍然保留。在 2007/08 年预算期期间将共有 15 个

设施如下：(a) 阿尤恩总部；(b) 在阿尤恩的前身份查验委员会营地；(c) 在阿

尤恩的货运站；(d) 在阿尤恩的西撒特派团后勤基地；(e) 在阿尔及利亚廷杜夫

的民事和军事联络处；(f) 达赫拉，以及 9 个队部。特派团向部署在各总部地点

和特派团整个地区的 9个军事观察员队部的实务文职人员、军事人员及联合国民

警提供行政、后勤和安保支援。 

行政领导和管理 

7. 特派团的全面领导和管理都由秘书长特别代表直属办公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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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力资源：行政领导和管理 

 国际工作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1 外勤人员

一般事务

人员 安保人员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a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            

2006/07 年度核定数 1 1 2 2 — 2 — 8 — — 8

2006/07 年度拟议数 1 1 2 2 — 2 — 8 — — 8

 净变动 — — — — — — — — — — —

廷杜夫联络处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 1 3 — — 4 4 — 8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 1 3 — — 5 4 — 9

 净变动 — — — — 1 — — 1 — — 1

共计     

2006/07 年度核定数 1 2 2 3 2 2 — 12 4 — 16

2007/08 年度拟议数 1 2 2 3 3 2 — 13 4 — 17

 净变动 — — — — 1 — — 1 1 — 1
 

 a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提议把一名外勤事务（发电机技术员）员额从工程科改划到廷杜夫联络处 

8. 这一员额的任务工作量不变，除了廷杜夫联络处的任务之外还将为东部的队

部服务。以前，这位发电机技术员是从阿尤恩为这些队部提供服务；迁移后效率

将提高，因为旅行时间减少了，并可更快速地提供服务。 

构成部分 1：实质性民政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1.1  在政治解决西撒哈拉的 终地位方面

取得进展 

 1.1.1  在西撒哈拉的当事方——摩洛哥、波利萨

里奥阵线和邻国阿尔及利亚及毛里塔尼亚

等之间举行 25次会议及书面通信 

 （2005/06:17；2006/07:25；2007/08:25） 

产出 

•  与非洲联盟就该区域政治局势举行 12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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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秘书长个人特使履行职责，包括经常提供有关当地情况的简报，定期提供该区域政治、

安全方面的 新发展情况，提供政治分析和咨询，以及在他访问该区域期间提供后勤支助 

• 为来访的 12 名会员国代表团和 10 个来访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政府及媒体组织提供

政治简报和陪同 

• 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 2 份报告 

• 以 4 种语文向联合国机构和会员国提供 180 份有关西撒哈拉的区域和国际问题的当地/国
际媒体报道摘要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1.2  在解决人道主义问题、特别是与难民和

下落不明者有关的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1.2.1  52 个难民家庭互访 

 （2005/06:18；2006/07:52；2007/08:52） 

1.2.2  各方交换有关下落不明者的资料 

产出 

•  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举办的 4
次捐助者会议的东道方，并为这些会议提供政治简报，以评估难民营中粮食状况 

• 与联合国各实体（难民署、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儿童基金会））和在该区域有代表的其他国际机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

员会）、国际移徙组织（移徙组织））举办 28 次会议，商讨如何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

难民援助和经西撒哈拉非法移徙等问题 

• 每季与难民署举行会议，检讨建立信任措施的执行情况 

• 发 8 次新闻稿来支持建立信任措施，包括支持难民署的捐款呼吁 

• 为继续执行建立各方信任的措施而提供后勤支助，包括陪同进行 52 次难民家庭互访 

外部因素 

  区域稳定能够维持；捐助方提供足够经费来落实建立信任措施和廷杜夫难民营得到粮

食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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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1：实质性民政 

 
类别 

    
共计

一. 联合国警察 

2006/07 年度核定数     6

2007/08 年度拟议数     6

净变动     －

二. 政府提供的人员 

2006/07 年度核定数     10

2007/08 年度拟议数     10

净变动     －

 国际工作人员 

三. 文职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

外勤
人员

一般事务
人员

安保
人员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a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政治事务股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1 1 — 1 — 3 — — 3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1 1 — 1 — 3 — — 3

净变动 — — — — — — — — — — —

文职人员小计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1 1 — 1 — 3 — — 3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1 1 — 1 — 3 — — 3

净变动 — — — — — — — — — — —

总计（一至三）            

2006/07 年度核定数     19

2007/08 年度拟议数     19

净变动     —

 
 

 a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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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2：军事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1  各方遵守停火协定  2.1.1  没有严重违反停火协定和军事协定的事件 

 （2005/06:0；2006/07:0；2007/08:0） 

2.1.2  停火协定签字方参加联合军事核查委员会

的会议 

 （2005/06:0%；2006/07:100%； 

  2007/08:100%） 

产出 

•  每月与双方的地方指挥官及高级官员举行联络会议 

•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流动巡逻 29 200 人日，包括日夜巡逻（每次巡逻有 4 名联合国军事观

察员，365 天每天 20 次巡逻） 

•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对双方武装部队和总部进行 416 个联络“日访”（每次访问有 4 个联合

国军事观察员，52 周每周 2 次访问） 

• 从 9 个队部进行 733 个空中巡逻小时，巡视双方 4 312 个军事单位（每架直升机每月 20.36
小时，3 架直升机飞 12 个月） 

• 酌情调查据称任何一方违反停火协定的事件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2  减少护堤两侧的地雷威胁  2.2.1  无人因地雷/爆炸物伤亡 

 2005/06:1；2006/07:0；2007/08:0 

产出 

•  标示未爆弹药及监测双方和地雷行动非政府组织的销毁行动 

• 使用新的地理信息系统更新雷区测绘和地雷及未爆弹药地图，提供给当事双方、地雷行动

非政府组织以及当地的民众 

外部因素 

  冲突各方合作，向特派团提供行动自由 

 



A/61/744  
 

10 07-23888
 

表 3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2：军事 

 
类别 

    
共计

一. 军事观察员 

2006/07 年度核定数     203

2007/08 年度拟议数     203

净变动     －

二. 军事特遣队 

2006/07 年度核定数     27

2007/08 年度拟议数     27

净变动     －

 国际工作人员 

三. 文职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1

外勤
人员

一般事务
人员

安保
人员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a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 — — 1 — 2 1 — 3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 — — 1 — 2 — — 2

净变动 — — — — — — — — (1) — (1)

文职人员，小计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 — — 1 — 2 1 — 3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 — — 1 — 2 — — 2

净变动 — — — — — — — — (1) — (1)

总计（一至三）            

2006/07 年度核定数     233

2007/08 年度拟议数     232

净变动     (1)
 
 

 a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提议把部队指挥官办公室一个本国一般事务员额（司机）调到运输科 

9. 将部队指挥官办公室这一员额调到运输科，可以统一调用司机执行必要的交

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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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3：支助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3.1  有效地及高效率地向特派团提供后勤、

行政和安保支助 

 3.1.1  减少电动机所需要的燃料 

 （2005/06:1 387 000公升；2006/07:880 000

公升；2007/08:700 000 公升） 

3.1.2  减少商营通信手机和租赁的固网电话线费

用，降低 2006/07 年总的商营通信预算 8% 

3.1.3  减少核可人员调动申请书所需天数 

 （2005/06:4 天；2006/07:4 天； 

  2007/08:2 天） 

3.1.4  减少队部的车辆维修所需的平均日数 

 （2005/06:6 天；2006/07:6 天； 

  2007/08:4 天） 

产出 

服务的改进 

•  执行减少手机费计划，办法是减少公事打国际长途电话以及减少固网电话线，改用单一数

码线路（把 56 PTT 条线路减为 16 条，租赁线路从 14 条减为 4 条） 

• 装置仪器记录任务区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行动（人员名单系统） 

• 部署陆运车间设备到 3 个队部（斯马拉、奥塞尔德和乌姆锥嘎），以便利在队部进行底盘

和车身的烧焊修理，不必将需要做这种修理的车辆从这 3 个队部运往阿尤恩 

军事人员、警察和文职人员 

•  进驻、轮调和任满回国平均人数为 27 人的军事特遣队人员、203 名军事观察员、6 名联合

国警察 

• 核查、监测和视察特遣队所属装备及军事人员自我维持 

• 储存和供应口粮和瓶装水给 12 个地点平均 230 名军事人员、114 名国际人员、25 名联合

国志愿人员及 6 名联合国警察 

• 管理 114 名国际人员、151 名本国工作人员和 25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 

• 执行为所有军事人员、警察和文职人员而设的行为和纪律方案，包括培训、预防、监测和

纪律行动 

设施和基础设施 

•  维修 12 个地点 9 个军事观察员队部、4 处联合国房地和 3 处文职人员/军事人员住宿房舍 

• 在上述设施建筑路径、车间和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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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所有房舍提供环卫服务，包括污水和垃圾的收集和处理 

• 运行和维护联合国在 3 个地点拥有的 3 个净水厂 

• 运行和维护联合国在 11 个地点拥有的 45 部发电机 

陆运 

•  在阿尤恩、奥塞尔德、斯马拉、乌姆锥嘎、和廷杜夫等地点 5 个车间运行和维修 330 辆联

合国拥有的车辆（包括拖车和救护车） 

空运 

• 操作和维修 3 架固定翼飞机和 3 架旋转翼飞机 

通讯 

• 支持及维护 3 个 PABX 电话系统，12 个卫星地球站（其中 1 个在 2006 年退出使用） 

• 在 13 个地点（包括建立信任措施项目）的 22 个甚高频基地台和流动台、226 个高频基地

台和流动台以及 2 个微波系统 

• 支持及维护 1 个电视会议系统 

• 支持及维护 28 台手提式卫星电话 

信息技术 

• 支持及维护 12 个地点的 28 个服务器、410 台台式计算机、66 个膝上型计算机、178 台打

印机和 32 台数码发报机 

• 支持及维护 12 个地点供 494 名用户使用的 12 个局域网和广域网 

• 支持及维护无线局域网 

• 支持及维护有 2 个绘图机的地理信息系统 

• 支持及维护 6 个工作证系统 

医疗 

• 营运和维护一家 1 级牙科诊所和一个实验室、一个 1 级医疗单位以及在全部共 3 个地点为

所有特派团人员、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当地民众设置 2 个前方医疗队和急救站 

• 为所有联合国地点维持整个特派团的陆地和空中撤离安排，包括撤离到 2 个地点的 3 级医

院 

• 为特派团所有人员营运和维护艾滋病毒自愿保密咨询及检测设施 

• 对所有特派团人员进行艾滋病毒宣传教育方案，包括同事相互教育 

其他用品和服务 

•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制作 700 张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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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 为特派团所有区域提供全天候的安保服务 

• 24 小时近身保护特派团高层工作人员和来访高层官员 

• 为所有新来的特派团工作人员提供初级安全培训和初步的消防训练/演习 

外部因素 

  供应商将能够按合同提供货物和服务 

 

表 4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3：支助 

 国际工作人员 

文职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

外勤
人员

一般事务
人员

安保
人员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a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行为和纪律小组 

2006/07b 年度核定数 — — 1 — — — — 1 1 — 2

2007/08b 年度拟议数 — — 1 — — — — 1 1 — 2

净变动 — — — — — — — — — — —

安保事务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 1 — — 9 10 38 — 48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 1 — — 9 10 38 — 48

净变动 － － － － － － － － － － －

首席行政干事办公室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 3 1 1 — 6 2 — 8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 3 2 1 — 7 3 — 10

净变动 — — — － 1 － － 1 1 － 2

财务科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1 — 2 2 — 5 3 2 10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1 — 2 2 — 5 3 2 10

净变动 — — — — — — — — — — —

人事科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1 — 2 1 — 4 3 2 9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1 — 3 1 — 5 3 3 11

净变动 — — — — 1 — — —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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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工作人员 

文职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

外勤
人员

一般事务
人员

安保
人员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a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总务科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1 — 4 1 — 6 9 1 16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 1 2 1 — 4 8 1 13

净变动 — — (1) 1 (2) — — (2) (1) — (3)

采购科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1 1 2 2 — 6 2 — 8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1 1 2 2 — 6 2 — 8

净变动 — — — — — — — — — — —

技术总事务处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1 — — — — 1 1 — 2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1 — — — — 1 1 — 2

净变动 — — — — — — — — — — —

后勤支助科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 1 2 1 — 4 8 1 13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 1 2 1 — 4 8 1 13

净变动 — — — — — — — — — — —

空运科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1 — 8 — — 9 11 4 24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1 — 8 — — 9 11 4 24

净变动 — — — — — — — — — — —

通信和信息技术科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1 1 13 1 — 16 18 4 38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1 1 13 1 — 16 18 4 38

净变动 — — — — — — — — — — —

运输科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 — 13 3 — 16 27 5 48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 — 13 3 — 16 28 5 49

净变动 — — — — — — — — 1 — 1



 A/61/744

 

07-23888 15
 

 国际工作人员 

文职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

外勤
人员

一般事务
人员

安保
人员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a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工程科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 1 1 12 — — 14 21 4 39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 1 2 10 — — 13 24 5 42

净变动 — — — 1 (2) — — (1) 3 1 3

总计     

2006/07 年度核定数 — 1 9 8 59 12 9 98 144 23 265

2007/08 年度拟议数 — 1 8 10 57 12 9 97 148 25 270

净变动 — — (1) 2 (2) — — (1) 4 2 5

 
 

 
a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b
 用一般临时助理人员经费。 

 
 

  提议将负责当地财产调查委员会及地方索偿审查委员会工作的总务科一个外勤

事务员额（索偿助理）和 1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员额（行政办事员）调到首席

行政干事办公室 
 

10. 索偿助理和行政办事员将直接向首席行政干事负责，并将负责特派团总的索

偿审查及处理，包括第三方索赔、个人财物、联合国财产注销，并将向当地财产

调查委员会提供秘书处服务。 

提议将总务科科长员额职等从 P-4 降为 P-3 级，作为一项增效成果 

11. 在检讨了总务科科长的职责之后，并在将其部分工作及工作人员转到首席行

政干事办公室和人事科后，提议把这个员额降级。 

提议把 1 个外勤事务员额（旅行助理）从总务科调到人事科 

12. 特派团提议把总务科的旅行事务转到人事科。文职人事主任和人事科对文职

人员、联合国警察、军事特遣队的流动以及外派、任命、进驻、轮调、任满回国、

培训、公事、回籍假和医疗后送等包括核可和授权出差旅行和核批旅行报销费用

等负有直接成本中心责任。把 1 个外勤事务员额（旅行助理）调到人事科将提高

特派团旅行事务的处理效率。 

在人事科设方案主管（联合国志愿人员） 

13. 西撒特派团在 2006/07 财政期间，首次将 23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列入文职人

员员额配置表。在实施的第一年里，商定联合国志愿人员将由一名具有限期任用

合同的方案主管给予支援——后者每月的预算为 1 万美元。考虑到西撒特派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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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人员相对来说人数不多，因此提议方案主管由志愿人员担任，而不是限期任

用合同人员。 

提议把部队指挥官办公室一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员额（司机）调到运输科（如构

成部分 2：军事所示） 

14. 把部队指挥官办公室这个员额调到运输科，可以统一调用司机们执行必要的

交叉任务。 

由于在工程科内设地理信息系统股，因此需要增加两个员额（1 名 P-3 地理信息

系统干事和 1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地理信息系统助理） 

15. 西撒特派团目前的地理信息基础结构要么是过时的，要么是太不完整，威胁

到军事和民事工作的安全和高效率运行。此外，要记录地雷和未爆弹药以及与其

他方面合作减少发生与地雷和未爆弹药有关的事故的危险，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

有良好的地图和地理信息系统。当前的局势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因为人员和设备

都面临威胁。已在西撒特派团建立了综合地理信息系统，以向特派团的军事部分

提供现代化的、可靠的绘制特派团区内的路线及危险的方法，特别是记录雷区和

未爆弹药的地点。这项能力对于落实任务的军事行动概念，保证地面巡逻的安全

和效率来说，非常重要。该股目前由一名军事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员组成。 

16. 提议的P-3级地理信息系统干事员额将会提供与新的地理信息系统相符的专

门技术知识。这名干事将负责发展支援特派团行动的产品，此外，还能提供每年

轮调军事人员所不能提供的工作的连续性。这个员额提供与这项地理信息系统工

作有关的专门的信息技术知识，并预留了在职的 P-3 人员短暂不在时所必要的起

码冗余。 

把工程科的 1 个外勤事务员额（住宿助理）改为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员额 

17. 这个外勤事务住宿助理的工作完全可以由一名本国工作人员应付。其工作主

要属于文书性质，需要与地方当局和住宿机构密切联系。转为本国工作人员是可

能的，因为不要求越过护堤——指定的争端双方之间的前线。 

在工程科设置两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员额（设施管理助理） 

18. 摩洛哥王国陆军以前向特派团提供的两个员额已在 2006 年 12 月被其撤销。

这两个技术员负责空调维修——由于西撒哈拉的气候条件，因此对此种服务的需

求很高。摩洛哥王国陆军提供的人员也曾被用来向西撒特派团 5 个队部设施及特

派团其他设施如阿尤恩总部、身份查验委员会和西撒特派团后勤基地的设施提供

维修服务。没有这种支援，特派团的维修服务能力会减少。此外，这两个技术员

还为特派团的住宿设备提供了维修服务，例如修冰箱、洗衣机、泵和热水器。这

些服务对驻守这些队部的军事观察员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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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所需资源 

 A. 总表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支出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

分配数
a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

费用估计数

(2007 年 7 月 1 日

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 (4) (5)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5 360.3 5 598.2 5 371.2 (227.0) (4.1)

军事特遣队员 730.1 715.4 737.0 21.6 3.0

联合国警察 127.2 165.1 150.6 (14.5) (8.8)

建制警察部队 — — — — —

小计 6 217.6 6 478.7 6 258.8 (219.9) (3.4)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14 080.8 13 404.4 13 484.9 80.5 0.6

本国工作人员 1 726.5 2 960.9 2 732.2 (228.7) (7.7)

联合国志愿人员 — 782.1 788.3 6.2 0.8

小计 15 807.2 17 147.4 17 005.4 (142.0) (0.8)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46.1 169.8 231.8 62.0 36.5

政府提供的人员 35.1 45.8 42.4 (3.4) (7.4)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
咨询人 3.7 3.0 26.4 23.4 780.0

公务差旅 428.9 336.2 402.7 66.5 19.8

设施和基础设施 4 111.4 2 843.7 3 675.9 832.2 29.3

陆运 2 471.5 1 555.0 2 524.1 969.1 62.3

空运 9 917.6 11 313.8 11 141.1 (172.7) (1.5)

海运 — — — — —
通信 1 318.4 1 181.2 1 656.1 474.9 40.2

信息技术 875.3 658.4 705.4 47.0 7.1

医务 236.8 139.0 162.2 23.2 16.7

特种装备 167.8 — 47.7 47.7 —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711.0 747.4 795.1 47.7 6.4

速效项目 — — — — —

小计 20 323.6 18 993.3 21 410.9 2 417.6 12.7

所需资源毛额 42 348.0 42 619.4 44 675.1 2 055.7 4.8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2 191.5 2 206.4 2 100.4 (106.0) (4.8)

所需资源净额 40 156.9 40 413.0 42 574.7 2 161.7 5.3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a
 3 761.3 3 315.6 3 315.6 — —

 所需资源共计 46 109.7 45 935.0 47 990.7 2 055.7 4.5

 a  2007/08 年度费用估计数内含摩洛哥政府提供的 2 703 800 美元，阿尔及利亚政府提供的 407 800 美元以及波利萨里奥 

阵线提供的 204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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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延迟部署率、更替率和空缺率 
 

(百分比) 

类别 2006/07 年度 2007/08 年度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 5 

军事特遣队员 — — 

联合国警察 — —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5 10 

本国工作人员 5 10 

联合国志愿人员 10 10 

临时职位
a
 — — 

政府提供的人员 50 60 

 a 由一般临时助理项下供资。 

 B. 未编入预算的捐助 
 

19.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未编入预算的捐助估计价值如下： 

（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价值 

部队地位协定
a
 2 891.6 

 共计 2 891.6 

 a 摩洛哥政府（2 810 000 美元）和阿尔及利亚政府（81 600 美元）提供了住宿房地。 

 

 C. 特遣队所属装备：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20. 2007年 7月 1日至2008年 6月 30日期间所需资源根据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费用的标准偿还率计算，共计 129 300 美元，见下表： 

(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数 

主要装备  

 军事观察员 — 

 军事特遣队 67.4 



 A/61/744

 

07-23888 19
 

类别 估计数 

 建制警察部队 — 

 小计 67.4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伙食供应(炊事设施) — 

 办公设备 — 

 供电 — 

 小工程 — 

 洗涤和清洁 — 

 帐篷 — 

 住宿 — 

 杂项一般用品 1.5 

 特别设备 — 

 防御工事用品 — 

通信  

 通信 — 

医务  

 医疗服务 60.4 

特种装备  

 爆炸物处理 — 

 观察 — 

 身份查验 — 

 核生化防护 — 

小计 61.9 

共计 129.3 

特派团因素 百分比 生效日期 上次审查日期 

与任务区有关  

 极端环境因素 1.9 1998 1998 

 频繁使用因素 1.5 1998 1998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素 2.1 1998 1998 
 
 

 D. 培训 

21.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培训所需资源估计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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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数  

咨询人  

 培训咨询人 26.4 

公务差旅  

 公务差旅、培训 192.9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培训费、用品和事务 95.5 

 共计 314.8 

 
 

22. 在 2007/08 财政年度，培训将优先重视各种技术领域，例如航空、财务、通

信、信息技术、工程和安保。 

 三. 差异分析 1 

提示 

  本节按以下四个标准类别所含的特定标准选项，说明造成每项资源差异的

主要因素： 

• 任务：差异因任务规模或范围变动或任务促使预期成绩变动所致； 

• 外部因素：差异因联合国以外各方或情况所致； 

• 费用参数：差异因联合国条例、细则和政策所致； 

• 管理：差异因管理部门为了更有成效（如调整某些产出优先次序或增加某

些产出）、或以更高效率（如采取措施减少人员或业务投入，同时维持同

样水平的产出）地实现计划成果而采取的管理行为所致，以及（或）因

与绩效有关的问题（如低估了为实现一定产出所需投入的成本或数量，

或人员征聘出现延误）所致。 

 
 
 

 差异 

军事观察员 （227.0） (4.1％)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以千美元计。差异分析的门槛值是上下 5％或 100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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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出缺系数的适用 

23. 所需资源减少，主要是由于在本预算中列入 5％的出缺系数，而上一个预算

没有列入出缺率。估计数考虑到 2005/06 财政年度的实际出缺情况。 

差异 

联合国警察 （14.5） （8.8％） 

 
 

• 管理：实际旅费低于计划费用 

24. 考虑到 2005/06 财政年度双程旅行实际平均费用的情况，所列经费依据了降

低的双程旅行平均费用（2 600 美元），而上一个预算的双程旅行平均费用则为

5 000 美元。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80.5 0.6％ 
 

25. 所列经费依据了 2005/06 财政年度实际平均费用，用于 114 个员额的薪金、

一般工作人员费用和工作人员薪金税。一般工作人员费用项下的经费包括一笔相

当于净薪金 8％的数额，这笔款项用于承付未编列经费的联合国离职后健康保险

负债。估计数包括由于总务科科长员额从 P-4 降为 P-3，效益节省 34 115 美元，

还由于将一名外勤事务员额转换为本国工作人员员额，效益节省 76 600 美元。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228.7） （7.7％） 
 
 

• 管理：适用了较高的出缺系数 

26.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由于本预算适用了 10％这一较高的出缺系数，前一个

预算应用的是 5％。 

差异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62.0 36.5％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27. 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安排了 2个临时职位（一名外勤人员，一名本国工

作人员），为期 6 个月，以消除积压的归档工作。 

28. 特派团档案工作的积压已有多年。由于查询记录为手工操作，文件归档一直

是偶尔为之，因此档案管理工作必须加以改进。档案工作能力对于准确记录特派

团行政管理以及实质工作的历史极为重要。 

29. 有了上述临时支助人员，特派团可望消除积压工作，建立档案制度，包括收

讫、处理和长期管理特派团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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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政府提供的人员 （3.4） （7.4％） 
 
 

• 管理：低于计划的实际支出 

30. 估计数减少的原因是，考虑到 2005/06 财政年度期间与政府提供的人员人数

有关的实际支出执行情况，尤其是派任和任满回国的旅费。 

差异 

咨询人 23.4 780％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31. 所列经费用于聘用 4 名语言教员，每人每月 600 美元，为期 11 个月，以促

进所有职类工作人员的职业发展。语言方案为地处偏远地点的特派团工作人员提

供了以教育和文娱活动为方式的业余消遣。 

差异 

公务差旅 66.5 19.8％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相同 

32. 造成所需资源增加的原因是，按计划要审查军事行动的概念，尤其是可能使

用直升机监测停火，还计划为两名工作人员安排旅行，他们将参加特派团关于领

导才干和管理问题的高级人员行政和资源培训试验方案。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832.2 29.3％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相同 

33. 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更换 3台净水设备以解决 Bir Lahlou、Mijek 和

Awsad 三处队部的用水问题。所需经费增加的原因还有，依照 2005 年 12 月秘书

处安全和安保部进行的安全管理审查的建议，将三个队部的安保设施提升至其他

队部的水平。估计数包括西撒特派团一些设施将电力供应来源从使用发电机转变

为公共电网，使该团发电机减少使用汽油、机油和润滑油而带来的效益 72 420

美元。 

差异 

陆运 969.1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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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更换车辆 

34. 估计数增加的原因是更换 70 部到 2008 年 3 月车龄已达 4 年的汽车，这样符

合维和部更替政策关于 低更换期限的规定，而且由于行车路况恶劣，这些车辆

的状况很糟。 

差异 

空运 （172.7） （1.5％） 
 

• 管理：空中业务新合同 

35.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依照新的合同，降低了每个飞行小时的费用。

所需经费减少的原因还有，固定翼和直升机的飞行时间都低于上一个财政期间。

估计数考虑到 2005/06 由财政期间固定翼和直升机的实际飞行时间。估计数还包

括关闭在 Agwanit、Mijet 和 Bir Lahlou 等地点队部的 7 个加油站中的 3 个，效

益节省 43 700 美元。加油站的减少将降低加油设备零配件和保养的费用。 

36. 航空汽油和润滑油估计数考虑到了汽油、机油和润滑油 近的实际费率。 

差异 

通信 474.9 40.2％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相同 

37. 估计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必须更换中央地面站天线，而这是特派团主要对

外通讯联络方式。估计数增加的原因还包括，依照 2005 年 12 月安保部关于加强

特派团安全的建议必须购置的4个广播器材物项，提供给工作人员所在主要地点。 

38. 估计数包括在商业通信项下效益节省的 45 600 美元，这是因为执行一项严

格控制拨打国际长途和漫游的方案，以降低移动电话的费用。 

差异 

信息技术 47.0 7.1％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39. 出现的差异主要是指，西撒特派团在用于集中数据储存、检索和维护电子邮

件帐户支助服务新增经费中承担的份额。 

差异 

医疗 23.2 16.7％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相同 

40. 所需经费增加的原因是，购置了一级军事医疗单位不提供的某种医疗用品，

包括疫苗和高危地区用品，同时考虑到 2005/06 财政期间医疗用品的实际支出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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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特种装备 47.7 －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41. 这笔经费用于在本预算期间，购置用于夜间巡逻的新增夜视装置，以及更替

两台夜视装置和三付望远镜。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47.7 6.4％ 
 
 

• 管理：新的口粮合同 

42. 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将仓储费列入经全球投标而订立的新的口粮合

同。 

 四.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43. 就联合国西撒特派团经费筹措而言，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批款 44 675 100 美元，充作特派团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 12 个月期间的维持费； 

 (b) 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继续延长特派团的任务，按每月 3 722 925 美元的

标准分摊上文(a)段所列的款项。 

 五. 为执行大会第 60/266 号决议的决定和要求以及大会核可的行

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要求和建议而采取的后续行动摘

要 
 

 A. 大会 

共有的问题 

（第 60/266 决议） 

决定和对秘书长的要求  为执行决定和要求而采取的行动 

第二节：预算编列   

审查人员需求、员额职能和职等，以反映不

断演变的任务授权和业务需要、以及实际履

行的责任和职能，从而确保 经济有效地使

用资源（第 2段）。 

 2005 年对西撒特派团人员编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

审查，在 2006-2007 年度预算内执行了改组、调整

和裁减。 

在关于维和行动、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

勤基地以及支助账户的所有执行情况报告

 按照要求，一项 2005/06 年期间月度支出模式列入

执行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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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和对秘书长的要求  为执行决定和要求而采取的行动 

中，详细列出月度支出模式，并在审议预算

提案时，尽可能提供关于当期实际支出 新

财务数据的补充资料（第 3段）。 

审查允许维和人员到其他维和特派团临时任

职的做法，包括目前临时借调人员的情况，

以考虑如何限定临时借调的期限，并详细说

明例外情况，确保此种借调不会对借出人员

的特派团的业务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尤其是

在该特派团有员额空缺的情况下（第 5段）。

 西撒特派团尽可能支持将工作人员部署到特派团

开办阶段或迅速扩大阶段临时任职的要求（例如联

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和联合国组织

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但只是在

工作人员离开不会对西撒特派团业务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的情况下才允许工作人员外出临时任职。 

三. 咨询人的使用   

确保充分利用联合国系统的协同增效作用，

并制定使用外部专家的有效评价机制（第 1

段）。 

 西撒特派团使用咨询人的情况有限。培训咨询人用

于特派团的语言训练方案。 

确保高级管理人员和方案主管按照既定的行

政程序及财务条例和细则在本组织内使用外

部咨询员，充分尊重内部和外部监督机构的

任务授权以及大会的监督作用，并就此提出

报告（第 2段）。 

 西撒特派团2007/08年度预算没有为培训咨询人以

外的咨询人编制预算。 

四. 高出缺率   

秘书长继续确保在维和行动中更多地使用本

国工作人员(第 2段)。 

 自 2005 年以来，西撒特派团支持将国际工作人员

员额改划为本国工作人员员额的做法。本国工作人

员员额与国际工作人员员额的比例的增加情况如

下： 

2005/06 年度：1：1.13 

2006/07 年度：1:0.77 

2007/08 年度（拟议）：1:0.75 

在编制预算提案时，结合特派团的需要和任

务，酌情更多地使用本国工作人员(第 3段)。

 西撒特派团建议2007/08年度预算将工程股一个外

勤事务员额改划为本国工作人员员额。 

六. 综合特派团   

确保联合国各机构在使用特派团资产时提出

充分理由，保证足额偿还，并妥为记录，准

确报告(第 2段)。 

 特派团一直为难民署/建立信任措施方案提供可偿

还行政和后勤支助。 

十一. 航空业务的成本构成   

审查所有维和行动当前飞行的必要性和频

次，确保优化使用航空资产，按照不断变化

的具体情况予以重新配置，特别是通过不断

审查飞行班次以载运更多乘客和货物的方

法，提高航空资产的利用率，并就此向大会

 由于关闭了在 Agwanit、Mijek 和 Bir Lahlou 三地

队部的三个航空燃料加油站，西撒特派团降低了保

养和备件费用，提高了效率，可节省 43 7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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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和对秘书长的要求  为执行决定和要求而采取的行动 

第六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段）。 

十二. 备件   

就所有特派团的 佳备件库存量，包括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拟议预算量

不突破 佳库存量这一要求向大会第六十一

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1段）。 

 西撒特派团在制定2007/08年度拟议预算时考虑到

委员会这一建议。 

十三. 更好地利用技术   

将视像会议设施和电子学习方案更广泛地用

于培训及其他用途，并就更广泛地利用这些

工具所实现的改进和功效，向大会第六十一

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1段）。 

 西撒特派团继续维持视像会议设施，以便随时供特

派团所有部门使用。 

 
 

 B.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A/60/897） 

要求/建议  为执行要求/建议采取的行动 

关于成果预算制框架，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在

列报预期成绩、绩效指标和产出方面出现了

总体改进，并相信会继续有进一步改进（第

20 段）。 

 西撒特派团将继续完善其成果预算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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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组织图 * 

 A.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 2007/08 年度组织结构 
 
 

 

 

 

 

__________________ 

 * 缩写：ASG＝助理秘书长；FS＝外勤事务；GS＝一般事务人员；NS＝本国工作人员；SS＝保安事务；UNV＝联合国志愿人员；

UNMO＝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a 从其他办公室调配的员额。 

安保(48 个员额) 

(1 P-3、9 SS、38 NS) 

廷杜夫(9 个员额) 

(1 D-1、1 P-3、2FS、1FS
 a
、4 NS) 

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包括 

政治事务股（11 个员额) 

(1 ASG、1 D-1、3 P-4、 

3 P-3、3 GS，) 

安保(48 个员额) 

(1 P-3、9 SS、38 NS) 

行为股（2个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1 P4（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1 NS（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行政(220 个员额) 

(1 D-1、1 P-5、6 P-4、8  P-3、1 P-2、

57 FS、12 GS－OL、109 NS、25 UNV)

联合国警察 

(6 个员额)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2 个员额) 

(1 D-2、1 GS) 

（203 UNMO，27 特遣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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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军事部分组织结构 

 

 

 

 

 

 

 

 

———————— 

缩写：RMA=摩洛哥王国陆军；FPOL=波利萨里奥阵线；CP=特遣队员（军事支助工作人员）；UNMO=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部队总部 

1 D-2、1GS、27 CP、26 UNMO 

队部 

RMA 

队部 

FPOL 

队部 

（廷杜夫-6 UNMO） 

斯马拉 

（20 UNMO） 

Oum Dreyga 

（18 UNMO） 

奥塞尔德 

（21 UNMO） 

梅海雷斯 

（19 UNMO） 

穆埃克 

（18 UNMO） 

Bir Lahlou 

（19 UNMO） 

马赫拜斯 

（20 UNMO） 

提法里提 

（18 UNMO） 

阿瓦尼特 

（18 UN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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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行政组织结构 

 

 

 

 

首席行政干事办公室（3个员额） 

（1 D1,1GS,1 NS） 

预算股（2 个员额）

（1 P3,1 NS） 

训练股（1 个员额）

（1 P3） 

空中安全股(2 个员额)

（1 P3,1 FS） 

索偿股(2 个员额)

（1 FS 
c
,1NS 

c
）

验收股（3 个员额） 

（1 FS,2 NS） 

技术总事务处(2 个员额) 

（1 P5,1 NS） 

人事科(11 个员额) 

（1 P4,2 FS 
c
,1 GS 

3 NS,2 UNV, 1 UNV
 a
） 

采购科(8 个员额)

（1 P4,1 P2,2 FS,2GS

3 NS） 

总务科(2 个员额) 

（1 P3 
b
,1NS） 

财务科(10 个员额)

（1 P4,2 FS,2 GS

3 NS,2 UNV） 

后勤支助科(2 个员额) 

（1 P3,2 NS） 

通信和信息技术科(38 个员额)

（1 P4,1 P3,13 FS,1 GS 

18 NS,4 UNV） 

陆运科(49 个员额) 

（13 FS,3 GS,27 NS, 

1 NSc,5 UNV） 

工程科(42 个员额) 

（1 P4,1 P3,1 P3 
a
,10 FS,23 NS,

2 NS 
a
,1 NS 

d
,4 UNV,1 UNV 

a
）

航空科(1 个员额) 

（1 P4） 

资产处置股（2 个员额） 

（1 NS,1 UNV） 

财检股（4 个员额） 

（1 FS,1 GS,1 NS）

空中业务股（7 个员额）

（2 FS,3 NS,2 UNV）

合同管理小组

（1 个员额） 

（1 FS） 

联合活动中心 

西撒特派团行政组织 

共计 220 个员额 

邮件、邮袋和档案股（2 个员额）

（2 NS） 

口粮小组 

（2 个员额） 

（1 NS,1UNV）

供应和资产股

（6 个员额） 

（1 FS,5 NS）

特种装备小组

（2 个员额） 

（1 GS,1 NS）

调度股（9 个员额）

（3 FS,5 NS,1 UNV）

航运股（3 个员额）

（2 FS,1 NS） 

供油服务股（4 个员额）

（1 FS,1 UNV,2 NS）

————————— 
a
 新员额。 

b
 改叙员额。 

c
 从其他办公室调配的员额。 

d
 改划的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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