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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2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 
 
 

  战略部署储存的落实情况包括现行快速部署机制的运作情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在 2006 年 6 月 30 日的第 60/266 号决议中，大会请秘书长充分考虑维和行

动数量、地理位置、业务和战略需求的急剧增加，以及确保最有效使用资源的必

要性，提出全面报告，说明战略部署储存的落实情况、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

勤基地与设施的使用情况，以及所有快速部署机制，包括在这方面所采用的概念

的演变情况。 

 本报告介绍了关于利用战略部署储存方面的信息以及秘书处为提高未来部

署的效能而发展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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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介绍了战略部署储存的落实情况以及为快速部署新设和拟设联合国

维持和平行动所需装备而实行的机制。关于利用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

的更广泛讨论将在关于灾难恢复和业务连续性的单独报告以及联合国后勤基地

2007 至 2008 年预算中进行阐述。 

2. 大会在 2002 年 6 月 27 日的第 56/292 号决议中核可了战略部署储存的概念

及实施事宜，并核准 1.416 亿美元，用于支持一个复杂特派团购买装备。此外，

价值 460 万美元的装备也从前外地行政和后勤司储备库转到战略部署储存（见

A/57/751,第 9 段，表 2）。 

3. 除此之外，伽利略库存管理系统花费 350 万美元，其他相关后勤费用，包括

设施和基础设施、交通以及一般临时人员共花费 610 万美元。余款按照核准的支

持维持和平行动的战略部署储存组成用于采购装备。 

 

 二. 落实情况 
 
 

4. 战略部署储存已完全运转自如，现被用来为刚组建的联合国行动和已有联合

国行动的扩大以及其他联合国机构提供支助。 

5.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1 月 31 日期间，如下图所示，为各特派团发放了

价值 2 414 万美元的战略部署储存物资：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1 月 31 日向特派团发放的战略部署储存总值 

（单位：千美元） 

获资特派团 金额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15 940.5 

联合国东帝汶办事处 4 728.5 

联合国尼泊尔政治特派团 2 066.6 

联合国苏丹特派团 533.8 

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 478.9 

9 个其他行动 ª 397.4 

共计 24 145.8 

 

 a 
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联伊援助团）、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利特派团）、联合国脱离

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联塞部队）、联合国国际独立调

查委员会、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以及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A/61/795  
 

4 07-26872
 

6. 鉴于战略部署储存是支持各特派团的一种能力，修订的战略部署储存配置的

现值为 1.58 亿美元（见下文第 17 段），其中包括从供应商到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货运。这其中包括在联合国后勤基地和供应商厂房储存的装备。当前在联合国后

勤基地和供应商厂房储存装备总价值为 9 040 万美元，差额部分正从特派团预算

中予以补给。 

 三． 战略部署储存管理不断发展的概念 
 

7. 维和部已经实施了物资筹集计划，将其作为新设特派团或正在扩大的特派团

所需装备规划的首要文件。物资筹集计划已经成功地用于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

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以及联合国在达尔富尔为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提

供支助所需装备的规划工作。通过该计划可以确定实现后勤支助计划中写明的目

标和任务所需的装备和物资。物资筹集计划也考虑到在后勤基地的联合国储备物

资，使本组织可以获得资金的最大使用价值。而且，通过战略部署储存可以确定

行动各阶段所需装备，便于统一装运，这相应地减少了货运费用，并采用最合适

的运输方式。 

8. 维和部还开展了一个编纂项目，以便统一伽利略库存管理系统中与非消耗性

装备相关的数据。项目已由一个会员国供资，联合国不必支付费用。项目预期于

2007 年 3 月完成。这将使得维和部能够将主要资产与外围资产联系起来，加强财

产核算的控制机制。 

9. 此外，秘书处于 2006 年 8 月实施了战略部署储存业务核算指南。这一指南

确定了与装备发放、装运和补给相关的所有步骤。这一指南也为在联合国系统内

向各机构发放设备提供了信息。指南确保与战略部署储存相关的金融交易的正确

性、完整性、有效性以及记录的准确性。 

10. 战略部署储存包括通过空运营地用品模块，为新设特派团的先遣人员提供先

进支援。2006 年 5 月在后勤基地进行了空运营地用品演习，以确定确切的货运体

积和重量、装货顺序、填写载货单样板和配载事宜。吸取的经验教训已经记录下

来，并正在联合国总部和后勤基地实施。 

11. 后勤基地作为部署到各特派团（例如联苏特派团、联刚特派团、联合国科特

迪瓦行动（联科行动））装备的转运点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得特派团可以对来

自不同地点的货物和来自战略部署储存的装备做出统筹安排。这些装备在后勤基

地进行检查，为最终目的地节省了时间。 

12. 后勤基地也承担发电机部署前的检测工作，因为电力对快速部署的成功十分

重要。发电机上也组装了必要的控制板、连接器和备件，以便部署后可以立即投

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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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联合国后勤基地开展了重要的增值活动，通过将单独采购的各种装备组装起

来，使战略部署储存物品能更快准备就绪；例如将无线电、备件和行车监督记录

仪系统装入车辆内，将各种通信设备装入移动部署电讯系统面包车内。这样可以

确保运送到特派团的设备到达后立即可以投入使用。 

14. 维和部已经收到了来自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其他实体要求战略部署储存提

供装备的紧急请求，这些请求已经根据装备库存情况和外地特派团的要求予以满

足。例如，为难民署、人道协调厅和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了防弹背心；向粮食计

划署提供了口粮。维和部将继续尽最大可能提供此类支助。 

15. 最近基于 Lotus Notes 实施了一个临时补给追踪工具，维和部目前正在努力

将这些功能纳入伽利略库存管理系统。上述工具实施后，将协助维和部管理跟踪

战略部署储存库存的补给；创建标准报告，包括战略部署储存库存不足报告、在

途中物品、战略部署储存构成表、周转情况分析、战略部署储存报废报告以及空

运营地用品就绪情况报告。 

16. 建立战略部署储存是为了每年支持一个复杂特派团。但是维和部已经能够在

任何既定时间为多个特派团提供支助，例如，同时为联利特派团、联科行动、联

海稳定团和联布行动提供支助。能够为这些特派团同时提供支助，是因为并不是

所有刚成立特派团的需求都是一样的。 

17. 维和部每年对战略部署储存的构成进行审查，以确保装备能够满足行动要

求，使用的是当前的技术以及随着现有能力的扩大，按照要求引入新的能力。 

18. 应该提到的一点的是，维和部已经制定安排，由供应商来存储和维护医疗设

备。这样便解决了药品和医疗用品报废和过期问题。而且，这种特殊设备还需要

技术高度熟练的人员进行维护和专门存储，这些工作现由供应商负责。 

 四． 结论 
 

19. 战略部署储存通过在新特派团起步阶段和（或）特派团扩大阶段提供可用的

基本装备和支助，成为各特派团快速部署的一个关键因素。 

20. 秘书处致力于保持并提高联合国快速部署能力和物资就绪程度，并将继续制

定新机制，实现战略部署储存库存的高效率、高效用管理。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21．请大会注意本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