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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5、117、129、130、132 

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 

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 
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 
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 
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 
际刑事法庭经费的筹措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经费 
的筹措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 

 

  与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有关的负债和拟议经费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提交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的秘书长关于

与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有关的负债和拟议经费问题的报告 A/61/730。委员会在审

议该报告期间与秘书长的代表们举行了会议，后者提供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说

明。 

2. 大会第 60/255 号决议第三节认识到秘书长提交大会第六十届会议关于与离

职后健康福利有关的负债和撰文经费的报告（A /60/450 和 Corr.1）提出的离职

后应计福利方面的负债，并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在联合国财务报表中披露这

些负债。大会还请秘书长向其第六十一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进一步解释离职后

健康保险计划，阐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A/60/7/Ad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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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问题，并提出负债状况最新资料，澄清在确定负债额时所使用的假设，并

说明为应付负债而筹措经费的备选战略。 

3. 秘书长提交第六十一届会议的报告说明了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估价使用的

精算办法和假设（A/61/730，第 18 至 21 段），说明了更新的离职后健康保险负

债值（同上，第 22 和 23 段）。报告还指出，累计负债值之所以从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 14.849 亿美元增加到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 20.728 亿美元，首先归因于

以下五个主要的变化来源：(a) 负债从一个财务期间结转至另一个财务期间，因

为估值是列出今后费用的现值；(b) 新的人口统计资料反映出，2003 年以来，在

职和退休的受保人员有所增加；(c) 新的健康索赔费用超过预计数额；(d) 新的

人口假设经过了修订，以便符合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最近在死亡率和其

他假设方面作出的修改；(e) 贴现率从 6.0％下调到 5.5％，以反映固定收入投

资回报率的变化（同上，第 24 段）。报告附件三总结了上述每个因素对 2003 年

至 2005 年联合国离职后健康保险累计负债值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4. 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在2005年底的20.728亿美元的累计负债是一家咨询精

算公司估算的，是今后将支付的福利的现值，领取这些福利的包括当前所有的离

职后健康保险计划受保人，并包括预计将在退休之后享受该项福利的在职雇员。

这个估计值是以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所使用的同样的福利金提取、退休

和死亡率假设以及保健趋势数据为依据。这项估计还考虑到，并非所有工作人员

都将符合资格条件，也并非所有工作人员都将最终选择参加离职后健康保险计

划。该报告说明，所述离职后健康保险的负债额必须在估值之日备足和用作投资，

以供支付今后的累计预测福利款，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今后的情况、大会

采取的行动和精算假设的变化而变动。 

5. 咨询委员会获悉，联合国共同制度内一些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

发基金）和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已开始为自己的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筹

措经费。它们应请求提供了资料，说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此类经费的筹措情况。

这些资料载于本报告附件一和附件二。也许应该指出，贸发会议-世贸组织国际

贸易中心、联合国大学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根据大会的决定，计划建

立一个供资机制。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行动计划也很可能受大会就

这个问题所作决定的影响。 

6. 咨询委员会强调，大会第 60/283 号决议通过并定于 2010 年年底前普遍适用

于全系统的《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要求披露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情况（见

A/61/350，附件一）。 

7. 鉴于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预计将不断增加，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的要求，秘书长认为应为应计负债供资，并应采取措施预留所需资金，以足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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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迄今发生的应计负债。这些资金将放入一个单独分列的储备基金。秘书长

还提出五个潜在的供资备选方案。前四个备选方案设想或者立即实现足额供资，

或者预期在今后 12 至 15 个两年期实现足额供资。报告中列出的具体备选方案

为： 

 (a) 通过对会员国进行一次性摊款，对当前约 21 亿美元的负债进行足额供

资。在这次摊款之后，还要不断通过补充摊款，保持足额供资的状状态，2006-2007

两年期的摊款估计为 1.77 亿美元； 

 (b) 系统地每一个两年期供资 5.50 亿美元，预计在今后 12 至 13 个两年期

中达到足额供资； 

 (c) 对所有预算的薪金费用征收约 13.8％的费用，预计在今后 12 至 13 个两

年期中达到足额供资； 

 (d) 将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即继续实行从经常预算特别费款下并通过维持和

平支助账户之下的部分供资办法为退休人员的有关年度费用供资的安排，同时对

各预算类型的薪金费用最初收费 7％，以满足两年期服务费用的供资要求； 

 (e) 是一个分两步走的供资办法，包括一次性注资 5.035 亿美元和一个具有

系统和灵活组成部分的长期供资战略，下一段将介绍这一备选方案。 

8. 秘书长推荐第五个备选方案。该方案除其他外，特别包括一次性注资 5.035

亿美元，由以下部分组成： 

 (a) 从维持和平行动项下前一时期债务注消后的未支配余额和节余中调拨

4.1 亿美元，相当于 2005-06 财政期间终了时此类余额和节余的一半； 

 (b) 从医疗和牙科储备金中调拨 6 150 万美元，留下储备金余额共计约 9 150

万美元，用于应付未来和待定的索赔； 

 (c) 从补偿基金中调拨 3 200 万美元，留下大约 4 690 万美元，用于应付未

来和待定的索赔。 

 秘书长指出，这一备选方案将经常性地： 

㈠ 通过两年期经常预算拨款并通过维持和平支助账户之下的部分供资办

法为现离职后健康保险计划参保人支付补贴； 

 ㈡ 从支付工作人员薪金的各预算中征收相当于薪金费用 8％的收费； 

 ㈢ 从今后经常预算和维和预算中未用的预算批款中拨款； 

 ㈣ 调拨实际杂项收入超过估计额的部分； 

 ㈤ 调拨清偿往年债务的节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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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咨询委员会认为, 备选方案 1 和 2将会导致会员国承担大量经常预算摊款。

虽然没有这些负债必须付清的具体时间表，但委员会认为,秘书长设想的 12 至 13

个两年期框架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规划范围。大会将须考虑是否要将全部负债分摊

给经常预算，还是将其分摊给所有引起离职后健康保险费用负债的资金来源。 

10. 离职后健康保险费用属于一般工作人员费用，通常是从所有资金来源的全部

工资中收取的。不过,把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归属于各资金来源的确切支持数据

尚未编制完毕。经询问，咨询委员会获悉，已请顾问精算师分析 2005 年的精算

估值，以确定在役维持和平人员的应计负债。由于离退休人员在何项资金下退休

的有关数据不详，因此不能再进一步确定与当前退休人员有关的应计负债的归

属。咨询委员会获悉，今后将在向精算师提供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增加各资金类型

的资料，以便在各类资金之间确定应计负债的责任归属。 

11. 备选方案 3和 5 提出在今后 12 至 13 个两年期中足额供资的设想。前者没有

任何立即注入的资金，而后者则有 5.035 亿美元立即注入的资金。  

12. 秘书长建议注入的现金主要从在役维持和平账户的未支配余额中调拨 4.10

亿美元。咨询委员会回顾其以往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虽然维持和平预算理应分

担离职后健康保险费用，但是委员会不清楚为什么在役维持和平特派团应该为至

少部分由已结束的维持和平行动引起的应计负债出资（A/60/7/Add.11，第10段）。

委员会认为，将未支配余额完全转为他用是一种不当的财务管理实践。因此，委

员会建议不要制造对财务条例 5.3 的例外，并认为，2005/06 年财政期间未支配

余额以及维持和平行动项下前一时期债务取消后的节余 4.1 亿美元应退还会员

国。委员会担心，将未支配余额系统地作为离职后健康保险筹资机制的计划缺乏

透明度，会助长超额编制预算，而且未必有精算依据。 

13. 关于从医疗/牙科储备金和赔偿储备金调拨 6 150 万美元和 3 200 万美元，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报告指出，调拨这些款项不会危及这些储备金（A/61/ 

730，第 33 段）。鉴于上述保证,委员会重申其先前的看法（见 A/60/7/Add.11，

第 12 和 13 段）并建议调拨这些款项。如果大会核准这项行动,离职后健康保险

费用的负债估值将相应减少。 

14.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正如报告（A/61/730，第 34 段）所述，先前提议从联合

国总基金的核准留存盈余中调拨的 2 500 万美元，现已不再是建议的首批注入资

金的一部分。 

15. 有关调拨实际杂项收入超过估计额的部分和清偿往年债务的节减额的提案，

咨询委员会进一步指出，这些提案显得不透明。这些提案也与各不同账户之间的

负债分配没有直接的关系。 

16. 备选战略 4是两种办法的结合，即继续实行从经常预算特别费款下并通过维

持和平支助账户之下的部分供资办法为退休人员的有关年度费用确立的供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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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同时对各预算类型的薪金费用收费，以便在 25 至 30 年内，实现离职后健康

保险应计债务的足额供资。报告（同上，第 29 (a)和(b)分段）列有该供资战略

的组成部分。 

17. 对离职后健康保险账户的首期注资，将由联合国财务处投资于中短期证券

（同上，第 41 段）。之后将制定一个详细的投资战略，专门确定如何长期满足单

独分立的离职后健康保险准备金预计所需的现金流量。如建立单独分立的离职后

健康保险准备金获得批准，且提出的供资机制得到核可，将通过行咨询委员会向

大会提出该项投资战略。咨询委员会鼓励秘书长就离职后健康保险进一步拟订长

期的投资战略。 

18. 经询问，咨询委员会获悉，以独立法人实体持有支付本组织的离职后健康保

险负债的累积资金（资产）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护这些资金不被挪为他用。通过

以独立法人实体持有这些资金，将更好地确保这些资金及其赚取的任何利息都将

用来支付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以独立法人实体持有累积资金（资产）的第二个

原因是让本组织能够从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中扣除这些专门资产的净额，并将报

告的债务总额降低。独立法人实体必须符合国际会计标准规定的要求，然后才能

从负债中扣除这些专门资产的净额。咨询委员会建议大会核准设立离职后健康保

险独立特别账户。 

19. 秘书长前一份报告（A/60/450，第 19 段）载有提案，拟议修订离职后健康

保险计划，旨在减少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今后的费用。咨询委员会建议批准这些

提案（A/60/7/Add.11，第 19 段）。秘书长在本期报告中再次提出同样的提案，

但有一处修改。正如该报告（A/61/730，第 42 段）所解释的，这项修改将资格

要求的最低服务年限从 5 年提高到了 10 年，因此取消了该修订案通过后所有新

聘人员的 5 年买入条款。但是，现在的服务 10 年才能享受费用分摊福利的服务

要求将被保留，而不是如先前所提议将其提高至 15 年。建议对秘书长先前提出

的提案进行这项修订是为了与联合国系统其他实体保持一致。请秘书长向大会提

供进一步的资料，说明该项修改涉及的财务和其他问题。 

20. 有关联合国赔偿委员会退休人员的应计未注资负债，咨询委员会建议核准为

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供资，将其作为委员会结束费用的一部分。 

21. 咨询委员会还建议，鉴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临时

性，应适当考虑秘书长在报告中就两法庭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的供资问题所提出

的各项措施（A/61/730，第 50(d)和(e)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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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截至 2005 年累计退休后福利负债情况 a 
(单位：百万美元) 

组织名称 已完成 精算方法 b
现收现付法

现有退休人员 累计负债 应计负债 注资额 未注资负债

联合国 是 PUC 是 —c
2 072.8 －

c
2 072.8

国际劳工组织 是 PUC 是 无 389.0 — 389.0

世界卫生组织（截至 2003 年） 是 PUC 是 是 371.2
d
 290.0 81.2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是 PUC 是 无 601.0 — 601.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是 PUC 是
e

是 533.4 135.8 397.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是 PUC 是 是 406.9 162.0 244.9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截至 2006 年） 是 PUC 是 是 292.3 90.0 202.3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是 PUC 是 无 248.6 — 248.6

国际原子能机构 是 PUC 是 无 93.0 — 93.0

国际电信联盟 是 PUC 是 无 160.9 — 160.9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f
 是 PUC 是 无 82.3 — 82.3

联合国人口基金
g
 是 PUC 是 无 61.6 — 61.6

世界粮食计划署 是 PUC 是
h

是 67.9 64.7 3.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是 PUC 是 无 41.8 — 
i

41.8

联合国项目事务厅 是 PUC 是 无 41.7 — 41.7

贸发会议/世贸组织国际贸易中心 是 PUC 是 无 41.2 — 41.2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截至 2006 年） 是 PUC 是 是 32.9 32.9 — 
j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是 无 是 无 36.2 — 36.2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是 PUC 是 无 24.7 24.7

世界气象组织
k
 是 PUC 是 是 15.6 1.1 14.5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是 PUC 是 无 17.5 — 17.5

联合国大学 是 PUC 是 无 3.6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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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名称 已完成 精算方法 b
现收现付法

现有退休人员 累计负债 应计负债 注资额 未注资负债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是 PUC 是 无 1.9 — 1.9

联合国赔偿委员会 是 PUC 是 无 2.9 — 2.9

 共计  5 640.9 704.5 4 936.4

 
a
 应计负债指雇员雇用之日起至估值之日止累积的福利现值（退休人员缴款净额）。 

 
b
 PUC 为预计单位福利权方法。 

 
c
 联合国一直以现收现付法计算和支付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在财务报表的附注中公布应计负

债。根据大会第 60/255 号决议第三节，将在 2006 年 12 月期中财务报表公布应计负债。正在

请大会核准作为应计负债初期注资的 5.035 亿美元，和各种长期供资安排提案。 

 d 
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世卫组织全球负债估计数为 3.712 亿美元，其中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已注资 2.900 亿美元。 

 
e 

原先以现收现付法支付。现已设立退休后基金，2005 年 12 月 31 日记录的负债为 1.451 亿美

元，其中有 1.358 亿美元已经注资（按照 2005 年 12 月 31 日投资市值）。  

 
f
  反映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应计负债。 

 
g
 人口基金已经为 2006 年准备了 1 200 万美元，另外已经开始对薪资征收 4%的税费，这将为 2006

年大约增加 220 万美元的准备金，到 2006 年 12 月 31 日总计注资 1 420 万美元。 

 h
 会计估值中应计负债为 9 460 万美元。按较高贴现率注资的应计负债为 6 790 万美元。 

 i 
知识产权组织的精算估值以瑞士法郎计算；5 470 万瑞士法郎相当于 4 180 万美元。  

 
j 

农发基金退休后医疗福利负债资金已全部注资。负债反映了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精算估

值结果。 

 k
 退休人员的负债以美元计，现职人员的负债以瑞士法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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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联合国各基金、方案和其他组织 
 

1. 本附件概要说明了同其他联合国方案和组织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应计

负债和“本期服务费用”的确认和供资有关的估计数和详细情况。应注意，在所

提供的数字中，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截止到 2003 年 12 月 31 日，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则以 2006 年 12

月 31 日为截止日期。数据的依据是从各组织获得的资料。 

  贸发会议-世贸组织国际贸易中心 

2. 作为联合研究的一部分开展的精算研究估计，贸发会议-世贸组织国际贸易

中心(国贸组织）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应计负债为 4 120 万美元。国贸中心

尚未制定任何供资措施，但计划根据大会对本报告所提出的联合国建议作出的决

定建立供资机制。 

联合国大学 

3. 精算研究确定，联合国大学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应计净负债为 360 万

美元。联合国大学尚未向任何一部分负债提供资金，但计划根据大会核准的办法

建立供资机制。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4.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确定应划归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训研所)的应计净

负债为 190 万美元。训研所尚未制定任何供资措施，但计划根据大会核准的办法

建立供资机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5. 作为 Mercer 人力资源咨询公司所进行共同研究一部分的精算估值估计，儿

童基金会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应计负债（扣除退休人员缴款后的净数）为

2.923 亿美元。2005 年，儿童基金会设立了一笔 9 000 万美元的准备金，用于为

估计负债提供部分资金。 

6. 儿童基金会正在逐步利用其经常资源来增加离职后健康保险的注资准备金。

到 2006 年年底，用于支付估计为 2.923 亿美元应计净负债的注资准备金为 9 000

万美元。儿童基金会执行局已批准到 2009 年本中期战略计划结束时将这笔注资

准备金逐步增加到 1.8 亿美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7. 精算研究确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离

职后健康保险应计净负债为 4.069 亿美元。开发署已分别为 200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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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2 月 31 日和 2005 的 12 月 31 日终了的两年期各供资 5 400 美元。截至

2005 年 12 年 31 日，开发署已向离职后健康保险应计负债累计供资 1.62 亿美元。

这是额外留出的资金，开发署已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离职后健康保险费用，作为两

年期支助预算开支的一部分列入。开发署现在每年累计本期服务费用，用来计算

在职雇员未来的费用。 

联合国人口基金 

8. 对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的精算研究是共同研究的一部分，研究表明，

截至 2005 年 12月 31日的应计负债估计数（扣除退休人员缴款后的净数）为 6 160

万美元。人口基金尚未具体为这笔应计负债作出安排。目前，支出是在实际支付

本期退休人员福利时从各期预算批款中开支的。 

9. 2006 年，人口基金为这笔负债的供资作出一定的努力。已经为前期的负债

一次性留出 1 200 万美元。已开始对所有薪资征收 4％的收费，为负债中属于本

期的部分提供部分资金。这将使准备金逐步增加至大约 220 万美元。因此，到 2006

年 12 月 31 日，人口基金预计已供资 1 420 万美元。 

  联合国项目事务厅 

10. 作为联合研究内容之一进行的精算估值估计，联合国项目事务厅(项目厅)的

应计负债为 4 170 万美元。 

11. 按照其他一些联合国机构的做法，项目厅在上述精算审查的基础上开始累

计 2004-2005 两年期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支出的费用，以便准确地记录所发生

的实际支出。因此，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未记录的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负债

为 4 170 万美元(2003 年为 3 750 万美元)。不过，未记录的负债主要体现在当

前退休人员和当前符合退休条件但其服务仅部分涉及项目厅的现职工作人员身

上。 

12. 项目厅将考虑已核经费的供资问题和过去几年未记录负债的应计额问题。项

目厅将同精算师探讨各种办法，以解决过去几年未记录的累计负债问题。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13.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的精算报告估计，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应计负债为 2.486 亿美元，其中包括当前退休人员 6 880 万美元、当

前符合退休条件的现职工作人员 6 540 万美元、尚不符合退休条件的现职工作人

员 1.144 亿美元。 

14. 当前与退休人员保险费有关的补贴已在对应年度的方案预算中列出，每个财

政期间实际发生的成本也已记录为当年支出。难民署没有为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

负债的供资作出任何储备，也没有为累计估计服务费用制订任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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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1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截至 2005年 12月 31日的精算估值估计，

过去应计的服务负债为 5.334 亿美元，其中涉及已退休工作人员的负债为 3.407

亿美元，涉及现职工作人员的负债为 1.927 亿美元。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

总负债中约 1.358 亿美元已得到供资(使用投资的市场价值)，总负债中的 1.451

亿美元已记录在粮农组织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中。 

16. 所使用的主要假定包括：4.5％的贴现率；2.5％的预期薪金增长率；6.5％

的医疗费用增长率，10 年中逐年递减至 4.5％；2.0％的总体通货膨胀率。从 1998

年开始，粮农组织通过累计现职工作人员的年度费用，将这些费用入账，同时为

30 年分期偿付前期服务负债留出经费。 

17. 粮农组织利用投资收益相对于其他计划(例如离职偿金计划和工作人员补偿

计划)所需费用的任何盈余，为前期服务应计负债提供部分经费。粮农组织大会

认识到，用投资收益的盈余供资，不足以消除供资不足的问题，因此核准从

2004-2005 两年期起，由成员国为每个两年期追加摊款 1 400 万美元。不过，考

虑到这一追加摊款仍不足以在分期偿付期间实现对过去服务负债的足额供资，未

来供资的核定数额将在随后各个两年期进行审查。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18.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从 2006 年起进行独立精算估值。精算估值估

计，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应计负债总额为 3 290 万美元。农发基金已经为

相关资产提供全部经费，并放在一个法律上独立的信托基金中，金额约为 3 290

万美元。从 2006 年开始，即使当年服务费用的全部年度费用超出行政预算中的

相关经费，农发基金也将其记为当年支出。当年服务费用递增的任何精算损失，

都将记录在行政预算之外的收入报表中。 

世界粮食计划署 

19. 在 1997年对粮农组织管理的多组织计划的联合研究中，对世界粮食计划署(粮

食计划署）的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作了精算估值。该项研究估计，粮食计划署应计

负债为4 480 万美元。经粮食计划署执行局1999 年批准，已为这笔负债足额注资。

粮食计划署又委托对2000-2001 两年期、2002-2003 两年期和 2004-2005 两年期单

独进行研究。为确定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应计负债采用了下列精算假设：贴现

率 4.75％（会计）、贴现率 6.5％（筹资）、预计薪金增加 2.5％、医疗费用增加

5.5％和一般通货膨胀率 2.0％。 

20. 该研究估计，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的应计负债为 9 460 万美元。这导致精

算负债超出资产（6 470 万美元）2 980 万美元。使用更高的筹资贴现率导致未

注资负债 32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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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21. 精算顾问关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估计，截

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离职后医疗福利的应计负债为 6.01 亿美元。 

22. 这一数字是韬睿咨询公司（Towers Perrin）根据国际会计标准 19 进行综合

精算研究得出的。较之 2003 年数字，应计负债的大幅上升是因为贴现率降低且

平均索赔费用大增。 

23. 该组织目前没有计划为这笔负债提供资金，也没有就当前两年期中列入现行

服务成本提出任何建议。教科文组织在相关业务年的预算项目中提供资源，支付

目前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费用。 

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电信联盟 

24.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和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合用一个工作人员

健康保险基金。根据国际财务报告标准 19，2006 年 4 月对截至 2005 年 12 月的

负债进行了最近一次精算估值预测。精算假设为：10 年期间医疗费用增幅从 5％

降至 3％、贴现率 4.5％、一般通货膨胀率 2.0％和薪金增加 2.5％。 

国际劳工组织 

25.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劳工组织的应计负债估计为 3.886 亿美元。劳工

组织采用现收现付法支付退休工作人员的福利，在支付保险费用的财政期间从经

常预算中开支。在大会作出决定并就此在劳工组织理事会开展讨论之前，劳工组

织没有为现行服务成本编列经费，也没有计划为应计负债注资。 

国际电信联盟 

26.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的应计负债估计为 1.609

亿美元。国际电联采用现收现付法，并在缴款的两年期从工作人员健康保险基金

中支出。国际电联没有为现职工作人员的现行服务成本编列经费，也没有计划为

应计负债注资。 

世界卫生组织 

27.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在各组织中率先确认必须为离职后福利编列经费，

并从 1989 年开始通过年度特别缴款为未供资的应计负债部分注资。世卫组织按

照工作人员健康保险计划规定第470段设立了储备基金（第470.2段 储备基金）。

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该计划的资产计 3.50 亿美元，其中的 2.90 亿美元将

分配给第 470.2 段特别储备金。 

28. 世卫组织于 2004 年 7 月进行了精算研究。研究采用财务会计标准 106 的方

法，并按 6.25％的贴现率，估计世卫组织离职工作人员的应计负债为 2.328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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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现职工作人员的此项负债为 1.384 亿美元（截止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总估

计负债为 3.712 亿美元）。 

29. 世卫组织将在 2007 年进行综合精算研究，这将对该医疗保险计划的今后负

债作出最新的预测。此外，还将进行资产/负债研究，以协助世卫组织对该医疗

保险计划资产的投资战略进行评估。 

万国邮政联盟  

30. 鉴于所涉费用相对较少，万国邮政联盟没有对离职后医疗福利进行估值，也

没有记录负债情况。 

世界气象组织 

31. 对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离职后健康福利累

计负债的精算研究估计，与退休工作人员有关的累计负债为 890 万美元，现职工

作人员为 880 万瑞士法郎（折合 670 万美元，按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业务汇率

计算）。这笔负债没有列入财务报表，但在报表附注中披露。气象组织采用“现

收现付”法支付离职后医疗费用，并从 2002 年开始收取 2％的薪金费用，为离职

后健康福利储备金提供资金。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储备金的结存为 150 万

瑞士法郎（110 万美元）。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32. 2005 年年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组织）的工作人员离职后医疗

福利负债估计为 5 470 万瑞士法郎（根据 2005 年 12 月的精算估值），离职福利

为 1 620 万瑞士法郎 (根据当日的估值)。这些数字均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

另外，在 2005 年 12 月底，知识产权组织已累积离职福利 111 万瑞士法郎，离职

后健康保险福利 1 270 万 瑞士法郎。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33. 根据 2006 年进行的精算研究，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的应计负

债估计为 8 230 万美元（折合 6 960 万欧元）。这项研究是根据 2006 年 1 月 1 日

的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利用了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离职、退休和死

亡假设，6.75％的保健成本趋势率和 5.5％的贴现率。该组织没有为负债提供资

金，也没有计划在本两年期内记入现行服务费用，而是采用现收现付法记录实际

付款，并作为本期支出报告。 

国际原子能机构 

34.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采用预计单位福利权费用办法，对离职后健

康保险福利进行了精算评估。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预计应计负债 9 300 万

美元，假设利率为 8.5％，医疗费用上涨率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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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原子能机构没有为累计本期服务成本或为负债注资编列经费，但目前正在考

虑各种供资办法，并将继续对这些负债进行估计和披露。大会将就联合国秘书处

提出的联合国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处理建议作出决定，原子能机构将主要根据这

项决定来确定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36. 对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离职后健康福利负债的精算研究估计，截

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负债为 3 620 万美元。这项研究是按照加拿大精算学会

的专业标准和加拿大会计标准进行的，并符合公认的精算原则。 

37. 民航组织没有累计负债。每个财政期间的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付款，都作为

该期间的支出列报。该组织没有为负债提供资金，这一事项已提请其理事机构审

议。估计负债额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 

未进行估值的组织 

38. 下列组织没有进行显示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负债的估值：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世界

贸易组织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