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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2 和 146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 

行政和预算问题 

联合国苏丹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联合国苏丹特派团 2005年 7月 1日至 2006年 6月 30日期间

财政执行情况报告以及2007年 7月 1日至 2008年 6月 30日

期间拟议预算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2005/06 年度批款 969 468 800 美元 

2005/06 年度支出 801 124 400 美元 

2006/07 年度批款 1 079 534 400 美元 

2006/07 年度预计支出 a 1 009 698 000 美元 

2006/07 年度未支配余额估计款数 69 837 000 美元 

2007/08 年度秘书长拟议数 849 575 200 美元 

2007/08 年度咨询委员会建议数 846 277 200 美元 

 

 a 截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估计数（见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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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下文第 36 段所述的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各项建议，将导致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拟议预算

（A/61/745）减少 3 298 000 美元。委员会还就该特派团的行政与管理以及进一

步节余的机会提出了几点意见。 

2. 咨询委员会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一般性报告将载列委员会关于一系

列共有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咨询委员会在以下各段中讨论与联苏特派团具

体相关的资源及其他项目。 

3. 本报告末尾列有咨询委员会审议联苏特派团经费筹措问题时所使用的文件。 

 二. 2005 年 7月 1日至 2006 年 6月 30 日期间财政执行情况报告 

4. 根据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大会第 60/122 A 号决议批款 969 468 800 美元，

作为该特派团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维持费。这一期间的

支出总额为毛额 801 124 400 美元(净额 790 156 000 美元)。 

5. 所产生的未支配余额毛额 168 344 400 美元（净额 166 651 200 美元），占

特派团维持费批款毛额的 17.4％。未动用的余额反映出以下各项下的节余：军事

和警务人员：12 818 300美元；文职人员：576 400美元；所需业务费用：154 949 700

美元。主要资源差异包括以下各项下的节余： 

 (a) 军事人员（12 818 300 美元）：主要是因为推迟部署军事特遣队。由于

在喀土穆以外建造适当宿舍的工作出现延误，向军事观察员和联合国警察支付的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高于预算所列数额，还有军事观察员平均人数比预算编列的

多，因而产生所需额外经费。这抵消了其中一部分节余；  

 (b) 文职人员（576 400 美元）：主要因推迟征聘本国工作人员和联合国志愿

人员,征聘本国工作人员的级别比预算编列的低，以及由于在喀土穆以外设立办

公室和营地的工作出现延误，国际工作人员的危险工作地点津贴项下出现节余。

由于在喀土穆以外建造适当宿舍设施的工作出现延误，支付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高于预算所列数额，因而出现国际工作人员所需额外经费。这抵消了其中的节余； 

 (c) 所需业务经费（154 949 700 美元）：由于订约人无法提供符合联合国标

准和要求的帐篷宿舍，房地租金费用降低，还有由于特派团直升飞机机队延迟部

署造成空中业务经费减少。此外，由于在 2004/05 年度期间从其他特派团转让车

辆和设备以及提前采购 12 辆重型卡车和 16 辆燃料运输车，陆运和通信项下出现

节余。 

6. 咨询委员会获悉，导致出现差异的重大因素之一是因为有关人员住宿的想

法改变了。原来设想尽可能在租赁办公和住宿设施的地方为喀土穆之外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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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由商业订约人修建和维护的帐篷宿舍。这样就可以在修建硬墙宿舍和其他

设施的同时迅速部署人员。由于喀土穆以外地区没有可供租赁的楼房，订约人

无法提供符合联合国标准和要求的楼房，这种设想没有落实。在硬墙宿舍完工

之前，这些人员可以住在当地现有的房子，并全额领取特派任务生活津贴（喀

土穆和苏丹南部，每天 108 美元或每天 120 美元），而不是预算编列的每日每

天 50 美元。特派团接着直接建立硬体营地。有关设施和基础设施设备的所需

有关经费用房地租赁下的节余和建筑事务以及改建和装修事务下现有的资金

进行调节（见下文第 7 段）。由于这些宿舍的修建出现延误，导致将人员部署

到外地地点的工作延误了，因而危险津贴减少了，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的费用增

加了。 

7. 咨询委员会还获悉，将预算编列的各大建筑和改建项目外包证明是不可行

的。因此，这些项目是通过当地承包的劳动力和采购的建筑材料进行内部管理的。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其他人员和维护用品项下的超支因而抵消了建筑事务以及改

建和装修事务项下的部分节余。 

8. 虽然咨询委员会注意到上文第 6 和第 7 段提及为解决问题而作出的努力，但

委员会关切的是，在建立特派团之前，派往该地区的评估小组未能预见明显的困

难，如喀土穆之外各地区没有适合租赁的地方。这尤其重要，因为评估小组的结

论在某种程度上抬高了特派团今后的预算。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对联苏特派团评估

小组的缺点进行分析，以便为今后的特派团汲取教训。 

9. 此外，咨询委员会对支出结余数额之大表示关切。委员会理解特派团行动的

环境不稳定，造成上文所述许多差异的原因是特派团无法控制的。但是，委员会

认为，良好的预算纪律要求，一旦支出的情况很明显与预算假设有很大的不同，

就应考虑提交订正预算的可能性。虽然近几年的做法一般都不是这样，但是委员

会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也许需要这样做，并敦促秘书处考虑在今后采取这种做法的

可能性。 

10.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2005/06 年财政期间的上期债务节减额或核销额15 794 500

美元（见 A/61/689,C 款）。 

11. 咨询委员会对执行情况报告（A/61/689）中关于个别支出项目的资料的意见

载于以下段落中关于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拟议预算

（A/61/745）的有关论述内。 

12.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大会第 61/264 号决议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提

出详细报告，说明离职后健康保险的情况。在大会作出决定之前，委员会建议，

联苏特派团 2005/06 年期间其他收入和调整数全额 26 813 400 美元，以及已经

提议用于支付离职后健康保险的负债的未支配余额部分数额 10 110 300 美元，

贷记会员国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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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期执行情况资料 

13. 咨询委员会获悉，联苏特派团自成立以来，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共向会

员国摊款 1 731 773 000 美元。截至同一天实收摊款共计 1 448 810 000 美元，

未缴余额282 963 000美元。截至2007年4月2日，该特派团有现金资源534 000 000

美元。由于三个月的业务准备金（不包括偿还部队派遣国的款项）为 111 007 000

美元，剩余的可用现金共计 422 993 000 美元。 

14. 咨询委员会获悉，截至2006年12月31日，偿还部队费用欠款估计为20 130 000

美元，特遣队所属装备欠款为 102 282 000 美元。关于死亡和伤残赔偿，有 8 项

索偿尚未了结，未清债务达 1 733 000 美元。委员会期望加快解决这些索偿案。 

15. 咨询委员会获悉，截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联苏特派团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职人员情况如下： 

 核定数 a 在职数 空缺数 空缺/延迟部署率 

(百分比) 

军事观察员 750 582 168 22 

军事特遣队员 9 250a 8 708 542 6 

联合国警察 715 605 110 15 

国际工作人员 b 1 136b 842 294 26 

本国工作人员 b 3 342b 2 411 931 28 

联合国志愿人员 231 164 67 29 

 

 a 系本期间 高核准数。 

 b 不包括在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项下提供经费的职位（7个国际工作人员、3个本国工作人员）。 

16. 咨询委员会收到一份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本期支出和

预计支出表（见下文附件一）。截至2007年3月31日的本期支出额共计455 659 000

美元，分配款毛额为 1 079 534 美元。整个财政期间的本期支出额和预计支出额

共计 1 009 698 000 美元，预计未支配余额达 69 837 000 美元，预算执行率为

94％。 

17.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预计支出出现结余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工作人员空缺率

高于预算编制、特派团在完成在苏丹东部的任务后对军事观察员和特遣队人员进

行缩编而产生节余以及解除武装、复员和复员援助方案推迟执行预计也将产生节

余。这些节余因下列所需经费增加而部分抵消：特派团内差旅所需经费增加、空

运项下费用增加，原因是特派团签订了燃料合同及根据小规模支助一揽子计划向

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苏特派团）提供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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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拟议预算 

 A. 任务规定和计划成果 

18. 安全理事会第 1590（2005）号决议规定了联苏特派团的任务。理事会第

1755（2007）号决议 近一次核准将该特派团任务期限延长到 2007 年 10 月

31 日。 

19.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联苏特派团开展行动的政治环境极其复杂，有三项单独

和平进程在同时进行（涉及《全面和平协定》、《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和《苏丹东

部和平协定》），每项和平进程都有自己的时间表。此外，委员会还获悉，有些因

素继续对特派团的活动产生影响，包括设备迟迟不能清关、拖延向人员签发签证、

政府没有一贯履行《部队地位协定》规定的义务。 

20. 咨询委员会收到了主计长 2006 年 10 月 7日和 2006 年 12 月 18 日的两封信，

告知委员会秘书长打算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706（2006）号决议第 5 段，利用联苏

特派团现有预算资源， 多提供 2 120 万美元的所需经费，立即向非苏特派团提

供支助（小规模支助一揽子计划），并提供 460 万美元，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将

达尔富尔规划组任务期延长六个月。咨询委员会获悉，联苏特派团 2007/08 年度

预算中没有为在达尔富尔开展的行动编列所需经费，因为在编列预算时，安全理

事会仍未就各项任务作出决定。 

21. 安全理事会在 2006 年 12 月 19 日安理会主席的一项声明（S/PRST/2006/55）

中，吁请所有各方协助“立即在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执行联合国小规模和大规

模支助一揽子计划，并在达尔富尔开展一个联合国将为之提供支助、指挥及控制

机构和系统的混合行动。” 

22. 秘书长关于苏丹问题的 新一份报告（S/2007/213）第 23 段指出，联苏特

派团在 2007 年 1 月开始根据小规模支助一揽子计划援助，向非苏特派团移交人

员和设备。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于 2007 年 1 月完成了有关下一阶段，即大规模支

助一揽子计划的协商。 2007 年 4 月 17 日，安全理事会在安理会主席给秘书长的

信中欣见苏丹政府确认完全接受非洲联盟和联合国提议在非苏特派团执行的大

规模支助计划（S/2007/212）。 

23. 2007 年 4 月 24 日主计长在给咨询委员会主席的信中告知委员会，秘书长打

算动用本期节余（见上文第 16 段），提供急需经费 6 860 万美元，用于到 2007

年 6 月 30 日为止这段时间执行大规模支助一揽子计划。关于 2007 年 7 月 1 日以

后的所需经费，主计长表示将打算灵活利用 2007/08 年度批款，并在 2007 年 9

月通过咨询委员会向大会提出一项订正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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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预算文件（A/61/745）第 6 段所述，在 2007/08 年度，将力求通过更多地

利用水陆运输（陆运和河运），避免空运来提高效率，以及强调预防性维护信息

技术设备。预算文件第三节提供了说明，并确定了相关节余及其数额。 

 B． 所需资源 
 

25.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该特派团正在采取积极步骤解决各项审计中发现的问

题，特别是解决采购方面的问题。 委员会获悉，首席采购干事和几名高级工作

人员在内部监督事务厅完成审计（见 A/61/264(Part II)，第 34 至 44 段）以及

维持和平行动部/采购处进行管理审查后离职，再加上当时的空缺率高达 40％以

上（包括采购科大批专业人员员额），使该特派团采购科面临重重困难。据该特

派团报告，2006 年 10 月以来的优先事项就是填补采购方面的重要管理职位。结

果一名新的首席采购干事以及 3名新的外勤人员和 6名新的 P-3级工作人员加入

了采购科（其中 3 人在总部接受了两个月的培训）。特派团正在对采购科进行改

组，改组后的工作量不按任务分配，而是根据商品类别分到三个股。此外，合同

管理股已脱离采购科，直接向行政事务主任报告。拟议预算第 47 和 48 段中载有

重组采购科的详细说明，包括所需人员编制。委员会欣见正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及

改进特派团的采购职能。 

26. 此外，如拟议预算第 15 段所述，该国幅员辽阔，当地缺乏交通和通信基础

设施，使联合国的支助机制不胜负荷。为此，特派团正在审查其地区办事处和办

事分处的架构，以便将管理、行政和财务授权从喀土穆下放至南部地区。预计这

将需要在朱巴部署一个高级管理队，包括副主任，以及设立行政事务处（南部）

和综合支助事务处（南部）副主任职能。 

27. 关闭卡萨拉州办事处是对各构成部分概算产生影响的另一个因素。如拟议预

算第 12 段所述，随着苏丹人民解放军全面从苏丹东部撤至南部，联苏特派团完

成了安全理事会第 1590（2005）号决议规定的有关在苏丹东部进行监测和核查的

任务。因此在 2006 年 10 月裁撤了卡萨拉/苏丹港结构的所有实务性员额，并撤

出所有部队。剩下的是特派团在苏丹港的后勤支持能力，由原先部署在卡萨拉的

少数几个员额为安保设施管理、运输、医务、总务及通信和信息技术职能提供支

助。苏丹港后勤枢纽将继续作为海运抵达的设备和用品的主要输入港口，并将是

清关的主要地点，作为奥贝德后勤基地的输出关口。咨询委员会提出要求后得到

一份表，其中开列了按构成部分和部门/办事处分列的卡萨拉州办事处关闭后的

拟议人员配置变动情况（见附件二）。该办事处共有 277 个员额，拟议裁撤 218

个员额，保留 59 个员额在苏丹港履行上文所述各项职能。 

28. 联苏特派团2007/08年拟议预算总额为849 575 200 美元（净额为831 524 800

美元），与 2006/07 年期间的 1 079 534 400 美元拨款总额相比，减少了毛额

229 959 200 美元，即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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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军事和警察人员 

职类 2006/07 年核定人数
a

2007/08 核定/提议人数
a 

军事观察员 750 750 

军事特遣队人员 9 250 9 250 

联合国警察 715 715 

 

 
a 
核定编制的 高人数。 

29. 2007年 7月 1日至2008年 6月 30日期间军事和警察人员所需经费估计数为

267 763 800 美元，与 2006/07 年拨款相比，减少了49 725 500 美元，即 15.7％。

所需经费之所以减少，主要是因为特派团在苏丹东部完成了任务，因此将不按

2006/07 年的做法，在扣除 3％的延后部署系数后，充分部署核定的 9 250 名军

事特遣队人员和 750 名军事观察员，而是提供 8 722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和 625 名

军事观察员。所需经费减少的原因还包括，在喀土穆以外地区，除向军事观察员

和联合国警察提供住宿外，还采用 78 美元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而不是采用

2006/07 年使用的 120 美元全额津贴率，另外，还采用了新的口粮合同费率，将

2006/07年每人每日平均7.33美元的费率减为2007/08年的每人每日5.50美元。

对联合国警察采用了 5％的延后部署系数。 

 2. 文职人员 

职类 2006/07 年核定人数 2007/08 核定/提议人数 

国际工作人员 a 1 132 1 123 

本国工作人员 a 3 342 3 217 

联合国志愿人员 231 260 
 

 

 a 
不包括行为和纪律股一般临时人员之下供资的 10 个职位(7 个国际工作人员和 3 个本国工

作人员）。 

 

30. 从上表可以看出，预算文件的提议要求减少 105 个员额——减少 9 个国际员

额及 125个本国员额和增加 29个联合国志愿人员之后的净数。如 A/61/745 所示，

文职人员费用估计数为153 040 200美元，与2006/07年拨款相比，减少了37 201 600

美元，即19.6％。 

31. 根据实际征聘情形，估计数反映出国际工作人员和本国工作人员都采用了30％

的空缺率，2006/07 年使用的国际工作人员空缺率为 20％和本国工作人员空缺率

为 25％。2006/07 年使用的国际和本国联合国志愿人员空缺率皆为 20％，相比之

下，今年分别采用了 10％和 30％的空缺率。国际工作人员所需经费减少的其他

因素包括采用专门针对联苏特派团的薪金费用参数和一般工作人员费用，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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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平均薪金征收工作人员薪金税，而不是像 2006/07 年所做的那样，根据所有

特派团的平均薪金征收工作人员薪金税。 

32. 向咨询委员会介绍了联苏特派团为吸引、征聘和留住合格工作人员而进行的

努力。自特派团建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空缺率高的问题。虽然积极的征聘战略和向

外地临时部署人事管理和支助处征聘小组的举措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喀

土穆之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艰苦、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的“实际价值”贬值以及高

空缺率导致现有工作人员工作量大和存在其他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的服务条件

较好的感觉，国际工作人员的更替率很高。 

33.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为解决问题根源而进行的努力。除继续执行上文提到的积

极征聘政策外，特派团正在努力改善外地工作人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抑止工

作人员更替。在本时期里，特派团准备完成向所有区总部和小组驻地提供预制住

所的计划。特派团的较长期计划包括，将从 2007/08 年开始，在各区总部所在地

为工作人员建造长期的独立一室公寓型住所。委员会在询问后获知，这将是一个

三年项目。2007/08 年拟议预算编制的该项目所需经费为 850 万美元，在今后两

年里，该项目的经费每年还要增加 800 万美元，因此，该项目总费用为 2 450 万

美元。特派团估计，在特派团提供更好住宿设施后，特派任务生活津贴将进一步

减少，可部分抵消该项目的费用（另见下文第 34 段）。 

34. 此外，特派团采取了若干步骤，处理特派任务生活津贴实际价值下降的问题。

特派团已经获准采用滑动比额表，根据向工作人员提供的住宿类型扣减特派任务

生活津贴，而不是不论住宿品质，一律扣减 50％。扣减比额如下：提供帐篷住所

的，每天扣减 20 美元，提供预制住所的，扣减 30 美元，提供长期结构住所的，

扣减 40 美元。此外，鉴于美元对苏丹镑贬值，修订了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从

每日 108 美元改为 116 美元。咨询委员会获悉，虽然拟议预算包括了特派任务生

活津贴扣减滑动比额表所涉经费问题，但调高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是在 后确定

预算的时限过后确定的，因此，必须在现有资源内吸收调高的津贴。 

35. 关于本国工作人员，咨询委员会获悉，征聘和留用本国工作人员的主要挑战

是，征聘的候选人人才库人数有限、地方雇主特别是石油业争夺这些人才以及以美

元支付本国工作人员薪金，而美元对苏丹镑的价值已经下降。委员会获悉，特派团

正积极在该国国内以及在散居国外的苏丹人征聘人员。2007 年 3 月发表了订正薪

金比额表，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将一般事务人员和本国专业干事薪金分别调高

31％和 17％，使其与私营部门和该国政府提供的薪金相比更具竞争力。此外，现

在以地方货币支付本国工作人员薪金，从而消除了候选人担心的汇率浮动问题。

委员会获悉，这些举措促进降低了空缺率，使其从2006 年 7月的 57％下降到 2007

年 3 月的 28％。委员会还获悉，拟议预算没有反映增加的相关费用，因此，必须

在拟议所需经费中吸收这些费用。 



 A/61/852/Add.13

 

07-32904 9
 

36. 在大会作出关于离职后健康保险供资问题的决定之前，委员会建议将联苏特

派团 2007/08 年拟议预算一般工作人员费用削减 3 270 600 美元，将一般临时人

员费用削减 27 500 美元。 

  关于员额的建议 
 

37. 下文附件三载有联苏特派团 2007/08 年期间拟议人事变动包括调动的摘要。

秘书长报告在各部分也叙述了这些变动情况。除下文第 39 段另有所指者外，委

员会建议核准秘书长提出的工作人员配置提议。 

38. 选举援助股已经扩大为由首席副特别代表领导的选举援助司，以支助苏丹全

国选举委员会、担任选举事项协调中心和协调国际社会对选举进程的援助（另见

A/61/745，第 13 段），为此，预算文件第 18 至 25 段要求增拨工作人员配置经费。

其中提议改变一个员额的职等，增设 51 个新员额，细节如下： 

 (a) 特派团总部： 

㈠ 将高级选举干事（P-5）员额改为选举主任（D-1）； 

㈡ 设立一个对外关系主任员额（P-5）； 

㈢设立一个程序和培训顾问员额（P-4）； 

㈣ 设立一个公民教育顾问员额（P-4）； 

㈤ 设立一个外地协调顾问员额（P-4）和 5个外地协调干事员额（2个 P-3

和 3 个国际联合国志愿人员）； 

㈥ 设立 36 个外地选举顾问员额（国际联合国志愿人员）； 

㈦ 设立 3个本国一般事务员额，用于征聘司机； 

(b) 朱巴外地办事处： 

㈠ 设立一个行动干事员额（P-4）； 

㈡ 设立一个公民教育顾问员额（P-3）； 

㈢ 设立一个外地协调干事员额（P-3）。 

39. 拟议预算第 13 段显示，预计将在 2008/09 年期间举行选举。咨询委员会知

道，根据《全面和平协定》的规定，至迟应在 2009 年 6 月举行全国期中选举。

委员会获悉，应在选举之前进行的人口普查工作已经出现了一些延误。此外，达

尔富尔冲突仍在继续，在达尔富尔举行选举将会很困难，因而将进一步导致延误。

委员会获悉，预计从 2008 年 1 月起，增设的工作人员将陆续到位，而且 2008/09

年很可能要求增设选举人员。委员会欢迎这种做法，建议特派团根据选举进程的

实际发展，酌情让工作人员陆续到位。与此同时，考虑到形势在不断变化，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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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建议核准增设一般临时人员职位，包括 1 个 P-5、4 个 P-4、4 个 P-3 和 3 个本

国一般事务员额以及 39 个联合国志愿人员。委员会建议核准将高级选举干事

（P-5）员额改为选举主任（D-1）的提议。委员会还建议联苏特派团借鉴联合国

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在规划刚果民主共和国最近的选举方面汲取的经验

教训。 

40. 拟议预算第 51 段要求为马拉卡勒和瓦乌(Wau)办事分处以及为埃尔奥贝德

（El Obeid）后勤基地增设 6 个人力资源助理（3 个外勤人员、2 个本国工作人

员和 1 个国际联合国志愿人员），以处理这些办事处与喀土穆之间转送的大量人

事文件。据指出，这些文件必须送到喀土穆处理，但往往被退回各办事分处作进

一步澄清，因而大大减缓了处理速度。要求增设的工作人员将在文件送出之前审

查文件并解决问题，以避免延误。咨询委员会认为，在喀土穆与各办事分处之间

来回转送大量文件是效率很低的做法。此外，委员会指出，由于提议减少特派团

工作人员以及采用的空缺率提高，所以管理的人员人数将减少。因此，从逻辑上

说，履行人事职责所需工作人员人数将减少。不过，基于上文第 23 段所述原因，

委员会建议核准申请增设的员额。 

 3. 业务费用 

2006/07 年度摊款 2007/08 年度拟议经费 

571 803 300 美元  428 771 200 美元 

 

41. 2007年 7月 1日至 2008年 6月 30日期间业务费用估计数比2006/07年分摊

款额减少 143 032 100 美元，即 25％。主要原因有：涉及特派团从开办阶段向维

持阶段过渡的建筑、车辆、航空设备和通信及信息技术设备的费用减少；特派团

决定接管三个机场的地面装运业务，导致空运项下所需费用减少；通过更多地使

用水陆运输和重组航空机队，空中业务项下的燃料油和机油实现增效节省；与改

进备件管理有关的减少费用；以及本国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的能力

发展导致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所需费用减少。 

42. 咨询委员会在下文各段就业务费用发表了一些评论和意见。依照上文第 23

段所述的考虑因素，咨询委员会建议核准拟议的业务费用预算。 

  更多地利用内部资源 
 

43.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特派团正在开展若干倡议，更多地利用内部资源，减少

对外部承包事务的依赖。预算文件第 71 段称，地面装运业务目前由 1 个承包商

经营，特派团工作人员负责监督。特派团打算根据其现有人员配置能力接管三个

机场的所有地面装运业务。委员会获悉，2007/08 年由此可节省 290 万美元。 

44. 咨询委员会获悉，特派团打算尽可能多地利用尼罗河运送散装货和重型设备

（见 A/61/745，第 68 段）。2006/07 年期间，此项业务大多交给承包商经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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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团原先打算采购八艘驳船，并以商业方式租用推船，每年费用约 240 万美元。

委员会获悉，联苏特派团正在采购一艘自动推进的河运船，估计费资 350 万美元

左右。此船将按照商业性统包合同运作。估计用河运船而不用驳船每年可节省 150

万美元。 

45. 此外，拟议预算第 69 段指出，目前特派团在苏丹境内运送货物极为依赖商

业合同。联苏特派团建议，为使公路业务合理化，在雇用内陆运输公司之前尽量

利用其内部资源及其重型车辆。这一战略将特派团的重型车辆和部队派遣国现有

的运输公司合并使用，并在特派团内设立重型运输股。预期利用现有能力比雇用

承包商更为符合成本效益，因为当特派团完成初步部署后，承包商会把价格上调，

以弥补减少的数量，而且货物需运到较边远、获利较少的地点。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减少货物流动所需较长的筹备时间，并在紧急需要时尽量减少只依赖承

包商的风险。 

  速效项目 
 

46. 2007/08 年拟议预算包括 100 万美元速效项目经费，比 2006/07 年分摊额减

少 100 万美元。咨询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概览报告

（A/61/786）第 19 至 23 段所述维持和平行动部速效项目政策指示。该政策指示

规定，在特派团第三年和第三年之后，如果需要开展此类建立信任的活动，应要

求为此种项目提供经费。指示又称，在此情况下，应对造成速效项目增加经费的

正在出现或预计出现的情况进行评估。委员会认为，按理应维持速效项目资源水

平，但应铭记必须确保此种项目符合此类活动原本的概念，并与特派任务地区的

其他发展或人道主义援助实体的活动协调一致。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 
 

47. 咨询委员会指出，拟议预算第 14 段称：到 2007 年 6 月，预计苏丹南部和北

部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的能力建设将取得重大的进展。因此，

2007/08 年度预算包括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科的拟议缩编，裁撤 27 个员额

（9 个国际员额、12 个本国员额以及 5 个国际联合国志愿人员员额和 1 个本国联

合国志愿人员员额）。此外，由于关闭卡萨拉区域办事处（见上文第 27 段），还

拟议裁撤 14 个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干事员额（4 个国际员额、6 个本国员

额、2 个国际联合国志愿人员员额和 2 个本国联合国志愿人员员额）。在其他用品、

服务和设备项下所列的 2007/08 年联苏特派团所需业务经费估计数为 24 750 000

美元，按 45 000 名前成人战斗人员每人 550 美元编制预算。咨询委员会回顾指

出，2006/07 年度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活动的所需经费用于武装团体 85 000

名成员和特殊团体（妇女和残疾人）5 500 名成员自愿复员，也是按人均 550 美

元编制预算。联苏特派团 2006/07 年度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活动的所需经

费达 49 775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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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委员会询问后获悉，联苏特派团提供复员援助，具体是提供过渡性援助，帮

助满足前战斗人员及其家属的基本需求，可以包括过渡性安全津贴、食品、衣服、

住所、医疗以及短期教育、培训、就业和工具。 

 五. 结论 
 

49. 关于有待大会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联苏特派团经费筹

措采取的行动，见执行情况报告（A/61/689）第 32 段。咨询委员会建议将未支

配余额 168 344 400 美元，以及收入和调整数 26 813 400 美元以大会决定的方

式贷记会员国账下（另见上文第 12 段）。 

50. 关于有待大会就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联苏特派团经费

筹措采取的行动，见拟议预算（A/61/745）第 102 段。考虑到上文第 36 段的建

议，咨询委员会建议将所需预算估计数 849 575 200 美元削减 3 298 000 美元。

因此，咨询委员会建议大会批款 846 277 200 美元，作为特派团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的 12 个月期间的维持费。 

 

文件 

 • 2005年 7月 1日至2006年 6月 30日期间联合国苏丹特派团预算执行情况

报告(A/61/689) 

 • 联合国苏丹特派团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秘书

长的报告(A/61/745) 

 •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联合国苏丹特派团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期间财政执行情况报告和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拟议预算的报告(A/60/868) 

 • 内部监督事务厅的报告：第二部分：维持和平行动(A/61/264(Part II) 

 • 与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有关的负债和拟议经费：秘书长的报告(A/61/7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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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1/791) 

 • 大会第 60/122 A 和 B 号和第 61/264 号决议 

 • 秘书长关于苏丹问题的报告(S/2007/42，S/2007/213) 

 • 秘书长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每月报告(S/2007/104) 

 • 安全理事会第 1706(2006)号和第 1714(2006)号决议 

 • 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S/PRST/2006/5, S/PRST/2006/55) 

 • 2007 年 4 月 17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S/200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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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联合国苏丹特派团目前和预计支出 
(千美元) 

  

2006 年 7月 1日至 

2007 年 3月 31 日  

2007 年 4月 1日至 

6 月 30 日预计数 

 摊款 总支出 未支配余额 支出

包括预计数

的总支出

截至 2007 年

6月 30 日

未支配余额

估计数

差异

(百分比)  

 (1) (2) (3)=(1)-(2) (4) (5)=(2)+(4) (6)=(1)-(5) (7)=(6)÷(1) 出现差异的原因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36 224 22 846 13 378 9 060 31 906 4 318 12 由于特派团在苏丹东部完成了任

务，军事观察员的人数进行了缩编，

兵力从核定的750人减少到625人，

因而预计出现节余 

军事特遣队 246 753 204 061 42 692 36 391 240 452 6 301 3 由于特派团在苏丹东部完成了任

务，尼泊尔特遣队撤走了，因而预

计出现节余 

联合国警察 34 512 22 489 12 023 11 054 33 543 969 3 由于预计平均空缺率较高，即与

2006/07年度预算0%的比率相比，空

缺率达到6%，因而预计会出现节余

建制警察部队 — — — — — — —  

  小计 317 489 249 397 68 093 56 505 305 902 11 587 4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149 206 77 925 71 281 32 481 110 406 38 800 26 由于预计平均空缺率较高，即与预

算编列的 20%相比，空缺率达到

29%，因而预计出现节余。此外，与

根据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的平均数

相比，实际平均薪金较低 

本国工作人员 34 773 18 704 16 069 12 886 31 590 3 183 9 由于喀土穆之外的空缺率高，且与

预算编列的 25%比率相比，预计平

均空缺率将更高，达 27%，因而有

关危险津贴的实际支出将减少，出

现预计的节余 

联合国志愿人员 6 263 4 268 1 995 1 986 6 254 9 0 没有重大差异 

  小计 190 242 100 897 89 344 47 353 148 251 41 99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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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7月 1日至 

2007 年 3月 31 日  

2007 年 4月 1日至 

6 月 30 日预计数 

 摊款 总支出 未支配余额 支出

包括预计数

的总支出

截至 2007 年

6月 30 日

未支配余额

估计数

差异

(百分比)  

 (1) (2) (3)=(1)-(2) (4) (5)=(2)+(4) (6)=(1)-(5) (7)=(6)÷(1) 出现差异的原因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 

人员 

2 994 5 213 (2 218) 725 5 938 (2 943) - 98 预计出现超支是由于雇佣临时工从

事工程项目以及由于达尔富尔的规

划活动和向苏丹派遣特使造成所需

经费增加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 — —  

咨询人员 639 240 399 389 628 10 2 没有重大差异 

公务差旅 2 542 7 672 (5 130) 947 8 619 (6 077) - 239 预计数字主要涉及特派团内的差旅

以及有关与非洲联盟和苏丹政府就

达尔富尔问题举行磋商而进行的差

旅所需经费增加了 

设施和基础设施 156 048 54 559 101 489 98 664 153 223 2 824 2 预计出现节余是由于发电机消耗的

燃料比预算编列的减少了 

陆运 44 562 10 086 34 476 26 397 36 483 8 079 18 预计出现节余主要是由于购置车辆

的所需经费减少以及车辆燃料的消

耗减少了 

空运 177 024 131 105 45 919 53 200 184 305 (7 281) - 4 所需经费增加反映了特派团长期燃

料合同下一次性动用的经费以及联

合国根据小规模支助一揽子计划为

非苏特派团提供支助所产生的未经

计划的支出  

海运 7 424 6 7 418 3 494 3 500 3 924 53 预计出现节余主要是由于预计要购

置一艘自动推进的河运货船，替代

预算在这一期间编列的 8 艘驳船。

此外，商业雇佣推船项下也将出现

节余  

通信 37 128 15 643 21 485 20 200 35 842 1 286 3 预计出现节余反映了通信设备和商

业通信的所需经费比预算编列的少

以及订约人的延误部署率比预算编

列的高  

信息技术 17 284 11 986 5 298 5 346 17 332 (48) 0 没有重大差异 

医务 11 616 5 230 6 386 6 362 11 592 24 0 没有重大差异 



 A/61/852/Add.13

 

07-32904 15
 

  

2006 年 7月 1日至 

2007 年 3月 31 日  

2007 年 4月 1日至 

6 月 30 日预计数 

 摊款 总支出 未支配余额 支出

包括预计数

的总支出

截至 2007 年

6月 30 日

未支配余额

估计数

差异

(百分比)  

 (1) (2) (3)=(1)-(2) (4) (5)=(2)+(4) (6)=(1)-(5) (7)=(6)÷(1) 出现差异的原因 

特种装备 3 495 2 083 1 411 2 351 4 434 (940) - 27 支出增加是由于购置爆炸物探测器

的所需经费增加了，还有联合国根

据小规模支助一揽子计划为非苏特

派团提供支助所产生的未经计划的

支出 

其他用品、服务和 

设备 

109 047 28 297 80 750 63 351 91 647 17 400 16 由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

案的落实出现延误，预计出现节余

速效项目 2 000 1 461 539 539 2 000 0 0 不适用 

  小计 571 803 273 581 298 222 281 964 555 545 16 258 3  

  所需经费毛额 1 079 534 623 875 455 659 385 822 1 009 698 69 83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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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卡萨拉办事处关闭后联合国苏丹特派团拟议人员配置变动汇

总表 

科/办公室  D-1 P-4 P-3 P-2 FS IUNV NUNV NPO NS 共计

行政领导和管理            

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 核定数 1 — — 1 — — — — 4 6

 变动 (1) — — (1) — — — — (4) (6)

 拟议数 — — — — — — — — — —

构成部分 1：和平进程     

通信和新闻办公室 核定数 — — — — — 3 — 1 14 18

 变动 — — — — — (3) — (1) (14) (18)

 拟议数 — — — — — — — — — —

构成部分 2：安保     

部 指 官 公室队 挥 办  核定数 — — — — — — — — 10 10

 变动 — — — — — — — — (10) (10)

 拟议数 — — — — — — — — — —

构成部分 3：施政     

民政事 司务  核定数 — 1 1 — — 1 3 2 3 11

 变动 — (1) (1) — — (1) (3) (2) (3) (11)

 拟议数 — — — — — — — — — —

两性平等 咨 股问题 询  核定数 — — — — — 1 — — — 1

 变动 — — — — — (1) — — — (1)

 拟议数 — — — — — — — — — —

人 科权  核定数 — 1 1 — — 2 1 2 5 12

 变动 — (1) (1) — — (2) (1) (2) (5) (12)

 拟议数 — — — — — — — — — —

警察专员 核定数 — — — — — — — — 5 5

 变动 — — — — — — — — (5) (5)

 拟议数 — — — — — — — — — —

构成部分 4：人道主义援助、恢复和重返社会         

解除武装、 和重返社会科复员  核定数 — — 2 2 — 2 2 3 3 14

 变动 — — (2) (2) — (2) (2) (3) (3) (14)

 拟议数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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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办公室  D-1 P-4 P-3 P-2 FS IUNV NUNV NPO NS 共计

保 科护  核定数 — — 1 — — 1 — 1 — 3

 变动 — — (1) — — (1) — (1) — (3)

 拟议数 — — — — — — — — — —

救 、恢 和重建济 复 科 核定数 — — 1 — — 1 1 1 1 5

 变动 — — (1) — — (1) (1) (1) (1) (5)

 拟议数 — — — — — — — — — —

人道主 援助 股义 联络  核定数 — — — 1 — 1 — — — 2

 变动 — — — (1) — (1) — — — (2)

 拟议数 — — — — — — — — — —

构成部分 5：支助     

安保和安全科 核定数 — — 2 — 6 — — — 119 127

 变动 — — (1) — (4) — — — (88) (93)

 拟议数 — — 1 — 2 — — — 31 34

行政主任 公室办  核定数 — 1 — — 2 — — 1 3 7

 变动 — — — — — — — (1) (1) (2)

 拟议数 — 1 — — 2 — — — 2 5

行政事务     

总务 核定数 — — — — 1 — — 1 9 11

 变动 — — — — (1) — — (1) (5) (7)

 拟议数 — — — — — — — — 4 4

医务 核定数 — — — — — 2 — 1 5 8

 变动 — — — — — (2) — — (2) (4)

 拟议数 — — — — — — — 1 3 4

综合支助事务     

通信和信息技术 核定数 — — — — 1 — — — 5 6

 变动 — — — — — — — — (3) (3)

 拟议数 — — — — 1 — — — 2 3

工程 核定数 — — — — 2 — — — 2 4

 变动 — — — — (1) — — — (2) (3)

 拟议数 — — — — 1 — — — — 1

度调  核定数 — — — — 1 — — 1 4 6

 变动 — — — — (1) — — — (1) (2)

 拟议数 — — — — — — —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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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办公室  D-1 P-4 P-3 P-2 FS IUNV NUNV NPO NS 共计

供应 核定数 — — — — 3 — —  5 8

 变动 — — — — (3) — —  (4) (7)

 拟议数 — — — — — — — — 1 1

运输 核定数 — — — — 2 — — — 11 13

 变动 — — — — (1) — — — (9) (10)

 拟议数 — — — — 1 — — — 2 3

 

  D-1 P-4 P-3 P-2 FS IUNV NUNV NPO NS 共计

卡萨拉办事处总表 核定数 1 3 8 4 18 14 7 14 208 277

 变动 (1) (2) (7) (4) (11) (14) (7) (12) (160) (218)

拟议数  — 1 1 — 7 — — 2 48 59
a

 
 a

 尚存的 59个 中有员额 58个将重新部署到 丹港，苏 1个（P-4）将部署到尼亚拉。 

简称：FS＝外勤事 ；务 IUNV＝国 合国人 ；际联 员 NUNV＝本国 合国志愿人 ；联 员 NPO＝本国 干事；专业 NS＝本国一般事 人 。务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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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07/08 年期间联合国苏丹特派团拟议人员配置变动汇总表 

 

2006/07 年预算期间 

2007/08 年 
预算拟议变动 

 

办公室/科/股 核定员额 

截至 3月

31 日的空缺

空缺率

(百分比) 员额数目 级别 说明 

行政领导和管理   

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 106 38 36  

  - 1 D-1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关闭而裁撤了办事处

的负责人员额 

  - 1 P-2 由于关闭卡萨拉区域办事处而裁撤报告干事

的员额 

  - 4 N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关闭而裁撤了行政助

理、办公室助理和 2个司机的员额 

 小计  - 6  

构成部分 1   

选举援助股 4 2 50  

  + 1 D-1 将选举事务主任的员额从 P-5 改叙为 D-1 

  - 1 P-5 将选举事务主任的员额从 P-5 改叙为 D-1 

  + 1 P-5 对外关系主任为国家选举委员会提供能力建

设和可持续技术援助 

  + 4 P-4 程序和培训顾问、公民教育顾问、外地协调

顾问和业务干事为国家选举委员会提供能力

建设和可持续技术援助 

  + 4 P-3 2 名协调干事、1名公民教育干事和 1名外地

协调干事为国家选举委员会提供能力建设和

可持续技术援助 

  + 3 NS 司机为扩大的选举援助科提供支助 

  + 39 IUNV 36 名外地选举顾问和 3 名协调干事为国家选

举委员会提供能力建设和可持续技术援助 

 小计  + 51  

通信和新闻办公室 196 66 34  

  - 1 NPO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电台

制作人的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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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 年预算期间 

2007/08 年 
预算拟议变动 

 

办公室/科/股 核定员额 

截至 3月

31 日的空缺

空缺率

(百分比) 员额数目 级别 说明 

  - 14 N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 1 个

新闻助理、5个电台记者、3个电台播音员、

2个电台翻译、1个演播室技术员和 2个司机

的员额 

  - 3 IUNV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 1 个

新闻干事和 2个电台制作人的员额 

 小计  - 18  

构成部分 2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205 84 41  

  - 10 N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 4 个

语言助理和 2个司机的员额 

 小计  - 10  

构成部分 3   

民政事务司 145 97 67  

  - 1 P-4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民政

事务干事的员额 

  - 1 P-3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民政

事务干事的员额 

  - 2 NPO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民政

事务干事的员额 

  - 3 N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 1 个

办公室助理和 2个司机的员额 

  - 1 IUNV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民政

事务干事的员额 

  - 3 NUNV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民政

事务干事的员额 

 小计  - 11  

警务专员 171 71 42  

  - 5 N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 4 个

语言助理和 1个办公室助理的员额 

 小计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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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 年预算期间 

2007/08 年 
预算拟议变动 

 

办公室/科/股 核定员额 

截至 3月

31 日的空缺

空缺率

(百分比) 员额数目 级别 说明 

人权科 196 69 35  

  - 1 P-4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人权

干事的员额 

  - 1 P-3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人权

干事的员额 

  - 2 NPO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人权

干事的员额 

  - 5 N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 1 个

办公室助理、2个语言助理和 2个司机的员额

  - 2 IUNV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人权

干事的员额 

  - 1 NUNV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人权

干事的员额 

 小计  - 12  

两性平等问题咨询股 25 4 16  

  - 1 IUNV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两性

平等事务干事的员额 

 小计  - 1  

构成部分 4   

人道主义援助联络股 41 15 37  

  - 1 P-2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人权

事务联络干事的员额 

  - 1 IUNV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人权

事务联络干事的员额 

 小计  - 2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科 122 74 61  

  - 3 P-4 由于复员方案范围的缩小而裁撤了复员方案

干事的员额 

  - 3 P-3 由于复员方案范围的缩小而裁撤了复员方案

干事的员额 

  - 3 P-2 由于复员方案范围的缩小而裁撤了协理复员

方案干事的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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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 年预算期间 

2007/08 年 
预算拟议变动 

 

办公室/科/股 核定员额 

截至 3月

31 日的空缺

空缺率

(百分比) 员额数目 级别 说明 

  - 4 NPO 由于复员方案范围的缩小而裁撤了复员方案

干事的员额 

  - 8 NS 由于复员方案范围的缩小而裁撤了 1 个司机

和 7个方案助理的员额 

  - 5 IUNV 由于复员方案范围的缩小而裁撤了复员方案

干事的员额 

    - 1 NUNV 由于复员方案范围的缩小而裁撤了复员方案

干事的员额 

    - 2 P-3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复员

方案干事的员额 

    - 2 P-2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协理

复员方案干事的员额 

    - 3 NPO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复员

方案干事的员额 

    - 3 NS 由于复员方案范围的缩小而裁撤了方案助理

的员额 

    - 2 IUNV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复员

方案干事的员额 

    - 2 NUNV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复员

方案干事的员额 

 小计    - 41  

回返、恢复和重返社会科 79 29 37  

  - 1 P-3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救

济、恢复和重建方案干事的员额 

  - 1 NPO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救

济、恢复和重建方案干事的员额 

  - 1 N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方案

助理的员额 

  - 1 IUNV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救

济、恢复和重建方案干事的员额 

  - 1 NUNV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救

济、恢复和重建方案干事的员额 

 小计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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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 年预算期间 

2007/08 年 
预算拟议变动 

 

办公室/科/股 核定员额 

截至 3月

31 日的空缺

空缺率

(百分比) 员额数目 级别 说明 

保护科 69 25 36  

  - 1 P-3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保护

干事的员额 

    - 1 NPO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保护

干事的员额 

    - 1 IUNV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儿童

保护干事的员额 

 小计    - 3   

构成部分 5   

安保和安全科 1 236 257 21  

  - 1 P-3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安保

干事的员额 

  - 4 F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安保

干事的员额 

  + 10 FS 安保干事为现有的 1名安保干事、3名消防安

全干事提供支助，以确保对防止火灾进行有

效的监督和审查，6名调查人员分担需要调查

人员审查事件的工作量 

  - 88 N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 1 个

安保助理和 87个警卫的员额 

  + 35 NS 朱巴联苏特派团营地的周边安全和出入控制

以及秘书长特别代表官邸的警卫 

 小计  - 48  

行政主任办公室   

行政主任直属办公室 94 30 32  

  - 1 NPO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培训

干事的员额 

  - 1 FS 随着尼亚拉区域办事分处的关闭而裁撤了行

政干事的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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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N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营地

管理助理的员额 

 小计  - 3  

行政事务司   

人力资源科 78 14 18  

  - 2 NPO 人力资源干事的员额从本国专业干事改叙为

本国一般事务工作人员 

  + 4 FS 1 名预算助理协助人力资源主任及时审查差

旅报销和加班费申报以及短期合同，3名人力

资源助理防止重要的人事文件送文工作出现

延误 

  + 4 NS 2 个人力资源干事的员额从本国专业干事改

叙为本国一般事务工作人员, 2名人力资源助

理防止重要的人事文件送文工作出现延误 

   + 1 IUNV 人力资源助理防止重要的人事文件送文工作

出现延误 

 小计  + 7  

医务科 120 28 23  

  + 1 NPO 加强喀土穆医疗小组的医务干事 

  - 2 N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医务

技术员和救护车司机的员额 

  - 2 IUNV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医务

干事和护士的员额 

   + 1 IUNV 加强喀土穆医疗小组的医务干事 

 小计  - 2  

总务科 200 58 29  

  - 1 NPO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口

译/笔译的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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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F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一般

事务助理的员额 

   - 5 N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 1 个

一般事务助理和 4个用于助理的员额 

 小计  - 7  

采购科 44 12 27  

  - 1 P-4 采购干事的员额是合同管理股的一部分，是从

采购科分出来的，直接向行政事务主任汇报 

  + 1 P-4 负责行政支助股的采购干事 

  - 1 P-3 采购干事的员额是合同管理股的一部分，是从

采购科分出来的，直接向行政事务主任汇报 

  + 1 P-3 专门为整个特派团从事航空和人力资源采购

活动的采购干事 

  + 1 NPO 协助在当地采购商品的采购干事 

  - 2 FS 合同助理的员额是合同管理股的一部分，是从

采购科分出来的，直接向行政事务主任汇报 

  - 4 NS 合同助理的员额是合同管理股的一部分，是从

采购科分出来的，直接向行政事务主任汇报 

  + 2 NS 供应商数据库助理和外地事务快速处理助理

加强整个采购科的工作 

   + 10 IUNV 7 名采购干事、2名采购助理和 1名采购干事

加强整个采购科的工作 

 小计  + 7  

合同管理股   

  + 1 P-4 采购干事的员额是合同管理股的一部分，是从

采购科分出来的，直接向行政事务主任汇报 

  + 1 P-3 采购干事的员额是合同管理股的一部分，是从

采购科分出来的，直接向行政事务主任汇报 

  + 2 FS 合同助理的员额是合同管理股的一部分，是从

采购科分出来的，直接向行政事务主任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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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NS 合同助理的员额是合同管理股的一部分，是从

采购科分出来的，直接向行政事务主任汇报 

 小计  + 8  

综合支助事务   

通信和信息技术科 252 109 43  

   - 3 N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卫星

技术员、通信技术员和信息技术助理的员额

 小计  - 3  

供应科 144 46 32  

  - 3 F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 1 个

仓库主管、2个供应助理的员额 

   - 4 N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供应

助理、仓库助理、库存助理和燃料助理的员额

 小计    - 7   

工程科 219 16 7  

  - 1 F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电工

的员额 

   - 2 N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楼房

管理助理的员额 

 小计  - 3  

航空科 97 36 37  

  - 9 NPO 5 个航空干事的员额从本国专业干事改叙为本

国一般事务工作人员，由于征聘本国专业干事

存在困难而裁撤了 4 个航空干事的员额，并 4

名国际联合国志愿人员航空干事替代 

  + 6 NS 5 个航空干事的员额从本国专业干事改叙为

本国一般事务工作人员，1名机体检查员对飞

机进行额外的检查 

   + 5 IUNV 1 名空中业务干事监督整个达尔富尔地区的

空中业务，4名航空干事替代 4个已裁撤的、

由本国专业干事担任的员额 

 小计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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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科 375 57 15  

  - 1 F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运输

干事的员额 

  - 9 N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 1 个

车辆技术员、1个库存物资助理、1个调度员

和 6个司机的员额 

   + 5 NS 司机运送材料处理和工程设备 

 小计  - 5  

调度科 115 21 18  

  - 1 F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调度

助理的员额 

  + 1 FS 河运股主管管理整个库斯提河流所在地的货运

  - 1 NS 随着卡萨拉区域办事处的关闭而裁撤了调度

助理的员额 

   + 13 NS 9 名司机加入新设立的重型运输股，3名调度

助理进行地面处理作业，包括货物空运筹备，

1 名河运助理协助管理机整个库斯提河流所

在地的货运 

 小计  + 12  

共计    

 国际  - 9  

 本国  -125  

 联合国志愿人员  29   

   - 105 员额  

简称：DDR＝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FS＝外勤事务；NS＝本国一般事务人员；NPO＝本国专业干事； 

       IUNV＝国际联合国志愿人员；NUNV＝本国联合国志愿人员；RRR＝return, recovery and reinteg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