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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是 2001年 7月1日至 2002年 6月 30日期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财政资源执行情况 

（千美元：2001 年 7月 1日至 2002年 6月 30日预算年度） 

类别   变动情况 

 分配款额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军事和警察人员 72 529.2 69 170.0 3 359.2 4.6 

文职人员 28 607.5 29 674.0 (1 066.5) (3.7) 

业务所需经费 35 478.2 32 067.0 3 411.2 9.6 

        所需经费毛额所需经费毛额所需经费毛额所需经费毛额    136 614.136 614.136 614.136 614.9999    130 911.0130 911.0130 911.0130 911.0    5 703.95 703.95 703.95 703.9    4.24.24.24.2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3 833.0 4 231.8 (398.8) (10.4) 

        所需经费净额所需经费净额所需经费净额所需经费净额    132 781.9132 781.9132 781.9132 781.9    126 679.2126 679.2126 679.2126 679.2    6 102.76 102.76 102.76 102.7    4.64.64.64.6    

实物自愿捐助（编入预算） 201.2 201.2 - - 

        资源总计资源总计资源总计资源总计    136 816.1136 816.1136 816.1136 816.1    131 112.2131 112.2131 112.2131 112.2    5 703.95 703.95 703.95 703.9    4.24.24.24.2    

人力资源现职情况 

类别 核可人数 a 实际人数（平均） 出缺率（百分比）b 

军事特遣队 5 491 3 896 4 

国际工作人员 161 129 10 

国家工作人员 380 341 2 

  a
最多核可人数。 

  b
按每月现职人数和每月核可兵力算出。 

 大会将要采取的行动见本报告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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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任务执行情况 
 
 

1. 安全理事会第 425（1978）和 426（1978）号决议确定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

时部队（联黎部队）的任务。安全理事会在第 1337（2001）、第 1365（2001）和

第 1391（2002）号决议中规定了本执行期间的任务。 

2. 联黎部队的任务是协助安全理事会达成以下总目标：在黎巴嫩南部恢复国际

和平与安全。 

3. 在这一总目标范畴内，部队在执行情况报告所述期间协助取得了若干成绩，

提供了有关关键产出，详情见以下表格。 

4. 以下表格对目标制订工作作出了改进。2001/2002 年预算没有列入本来用作

衡量和汇报执行情况基准的计划成果标准表格。因此，部队 2001/2002年任务执

行情况数据列在一种过渡格式内，用一般指标和产出类别替代基准，同其对照，

按掌握的资料列出实际成绩和产出。 

组成部分 1：军事 

预期成绩 

1.1  确保尊重蓝线和黎巴嫩领土主权完整 

成果指标 实际成绩 

地面上侵犯蓝线的情况 133起 

侵犯黎巴嫩领空的情况 195起 

越过蓝线开枪/开炮事件 18起 

蓝线一带投掷事件 182起 

产出类别 实际产出 

部队地面巡逻日数 260 610个部队地面巡逻日 

部队观察哨日数 186 150个部队观察哨日 

空中巡逻时数 沿蓝线进行 540个空中巡逻小时 

局势报告 365份每日局势报告 

秘书长报告 2份秘书长报告 

会议和报告 同当事各方举行了 30次高级联络会议；

在 15 分钟内向所有当事方通报发生的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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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和核实事件 100％的事件都经过调查和核实同以色

列和黎巴嫩当局举行定期会议 

评论意见：造成地面和空中侵犯事件的原因是，区域政治安全局势不稳，黎巴

嫩南部没有部署国防、警察和行政政府人员。为减缓紧张局势，尤其因为 2002

年 3 月 30 日至 4月 14日期间出现交火，以及空中和地面侵犯事件，召开了更

多次高级联络会议。 

 

预期成绩 

1.2  确保进一步恢复政府在该地区内的有效权力 

成果指标 实际成绩 

在黎巴嫩南部增强黎巴嫩军事和文职

当局的存在 

在黎巴嫩南部增强黎巴嫩军事/宪兵和

国民警察的存在 

在蓝线一带建立黎巴嫩安全阵地 在蓝线一带尚未建立黎巴嫩安全阵地 

产出类别 实际产出 

联络会议 同黎巴嫩军队举行每周联络会议 

向黎巴嫩当局报告潜在冲突来源 

协助联合国和其他机构协调黎巴嫩南

部的发展/人道主义/排雷工作 

评论意见：为减缓紧张局势，同各当事方保持联系，联黎部队同黎巴嫩当局和

以色列国防军召开了更多次高级联系会议。 

 

组成部分 2：支助 

预期成绩 

提高支助联黎部队的效率和效益 

成果指标 实际成绩 

部队内部服务对象的反馈表明其更加

满意 

来自军事组成部分的非正式反馈表明

服务对象十分满意 

采购核准后至交货前的周转时间缩短

到 90天之内 

货物和服务均在 90天内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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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通讯、信息技术和其他技术服务

过程中的中断次数 

没有发生重大中断事故 

收到发票后 30日内解决的应缴款和应

收款 

30天内付款 

产出类别 实际产出 

工作人员接受核心能力培训 136名工作人员接受核心能力培训 

为支助 4 000 官兵，采购各种货物和

服务 

所有核可的需求都 100％执行 

保养和维修 40 个军事阵地的保养和维修，包括

1 000 个预制型和 160个坚固型住宿和

办公室，还有 50 公里公路、电力发电

和供水设备。在纳古拉营地，更新了污

水管道系统，新建了一个污水处理厂 

 保养 850部车辆 

 保养仓库和战略储备物资 

 管理保养装甲运兵车，一般供应合同

（汽油、机油和润滑油，液化石油气、

工业用气、口粮、药品供应等） 

通讯和信息技术服务 500 台工作站的通讯网和信息技术局域

网每日运行 

部队轮调 11 077名官兵轮调 

向各营部和连部分发食品、燃料和一

般用品 

提供后勤支助，进口 251 876吨货物，

出口 316 198吨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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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资源使用情况 

 A. 财政资源 

（千美元：2001 年 7月 1日至 2002年 6月 30日预算年度） 

类别   变动情况 

 分配款额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1) (2) (3)＝(1)-(2) (4)＝(3)(1) 

军事和警察人员     

  军事观察员 - - - - 

  军事特遣队 72 529.2 69 170.0 3 359.0 4.6 

  民警 - - - - 

  建制警察部队 - - - -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16 585.1 17 089.4 (504.3) (3.0) 

  国家工作人员 12 022.4 12 584.6 (562.2) (4.7) 

  联合国志愿人员 - - - -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 52.7 48.0 4.7 8.9 

  政府借调人员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顾问 - - - - 

  公务旅费 208.6 295.4 (86.8) (41.6) 

  设施和基础设施 7 236.7 6 453.0 783.7 10.8 

  地面运输 8 201.2 8 402.4 (201.2) (2.5) 

  空中运输 1 412.2 1 405.5 6.7 0.5 

  水上运输 - - - - 

  通讯 1 962.5 1 612.0 350.5 17.9 

  信息技术 744.9 690.2 54.7 7.3 

  医疗 1 268.5 1 110.1 158.4 12.5 

  特殊设备 371.1 371.1 - - 

  杂项用品、服务和设备 14 019.8 11 679.3 2 340.5 16.7 

  速效项目 - - - - 

所需经费毛额所需经费毛额所需经费毛额所需经费毛额    136 614.9136 614.9136 614.9136 614.9    130 911.0130 911.0130 911.0130 911.0    5 703.95 703.95 703.95 703.9    4.24.24.24.2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3 833.0 4 231.8 (398.8) (10.4) 

所需经费净额所需经费净额所需经费净额所需经费净额    132 781.9132 781.9132 781.9132 781.9    126 679.2126 679.2126 679.2126 679.2    6 102.76 102.76 102.76 102.7    4.64.64.64.6    

  实物自愿捐助（编入预算）a 201.2 201.2 - - 

所需经费共计所需经费共计所需经费共计所需经费共计    136 816.1136 816.1136 816.1136 816.1    131 112.2131 112.2131 112.2131 112.2    5 703.95 703.95 703.95 703.9    4.24.24.24.2    

a
 包括黎巴嫩政府的 201 2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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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其他收入和调整 

类别 数额(千美元) 

利息收入 6 718.0 

其他/杂项收入 305.0 

现金自愿捐助 - 

上一期间调整 - 

结余或上一期间债务取消 8 135.0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15 158.015 158.015 158.015 158.0    

 C. 特遣队所需装备：主要装备和自行维持 

类别 支出(千美元) 

主要装备主要装备主要装备主要装备    6 970.16 970.16 970.16 970.1    

自行维持  

  餐饮 205.4 

  电气 217.2 

  办公家具和设备 177.2 

  爆炸物处理 63.3 

  小型工程 124.4 

  洗衣和清洁 364.1 

  宿营装备 176.3 

  通讯 395.1 

  医疗 384.4 

  观察 307.8 

  杂项军需品 396.4 

        小计小计小计小计    2 811.62 811.62 811.62 811.6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9 781.79 781.79 781.79 7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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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未编入预算的捐助 
 

5. 1995年 12月 15日，联合国同黎巴嫩政府签订了部队地位协定。但有关捐助

具体数额仍未确定。 

 三. 变动情况1分析 

   变动情况 

军事特遣队   3 359.2美元 4.6％ 

6. 在本财政期间，联黎部队经过调整，从最高核可兵力的 5 491 人，减少到 2002

年 6 月 30 日之前的 3 613 人。实际减员比计划的还要快，因此节省了部队标准

费用偿还数。计划中的军事特遣队平均部署人员为 4 057人，而实际平均部署为

3 869人。 

   变动情况 

国际工作人员   （504.3美元） （3.0％） 

7. 所需经费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一般人事费用相对较高，这是因为在本财政期

间，联黎部队人员缩减，国际工作人员从最高核可人数 161名，减少到 2002年 6

月之前的 144人（实际平均人数为 129人，包括 10％的出缺率）。 

   变动情况 

国家工作人员   （562.2美元） （4.7％） 

8． 所需经费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因分阶段取消国家工作人员而支付解雇偿金。

在本财政期间，联黎部队的国家工作人员从最高核可人数的 380人，减少到 2002

年 6月之前的 339人，一共减少 41 人（实际平均人数为 341 人，包括 2％的出缺

率）。 

   变动情况 

公务旅行   （86.8美元） （41.6％） 

9. 所需经费增加的原因主要是，首席行政干事参加两次培训活动，维持和平行

动部主管干事旅费增加。这些活动都列在预算期间内。 

   变动情况 

设施和基础设施   783.7美元 10.8％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变动情况按千美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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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出现结余的主要原因是，缩减速度比计划的要快，因此零部件和用品等事项

支出减少。 

   变动情况 

地面运输   （201.2美元） （2.5％） 

11. 所需经费增加主要原因是 48 部装甲运兵车保养方面的零部件支出，这些装

甲运兵车先前由一支特遣队保养，但从 2001 年 11 月起，这支特遣队离开了联黎

部队。这笔经费起先曾编入特遣队所属装备：主要装备下。 

   变动情况 

通讯   （305.5美元） （17.9％） 

12. 出现结余的原因是，管理方面决定不再修复和（或）保养一些过时设备，因

此预算中通讯设备的修复保养零件支出减少。 

   变动情况 

信息技术   （54.7美元） （7.3％） 

13. 出现结余的主要原因是，台式计算机之间电视会议项目没有执行。 

   变动情况 

医疗   （158.4美元） （12.5％） 

14. 出现结余的原因是医疗服务开支比计划的要少。 

   变动情况 

杂项用品、服务和设备   2 340.5美元 16.7％ 

15. 出现结余的原因是口粮支出比预期的少。曾预计价格将上涨 10％，但市场却

很稳定。 

 四. 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需采取的行动 

16. 大会就联黎部队经费筹措问题需采取的行动如下： 

 (a) 就如何处理2001年7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期间未支配余额5 703 900

美元作出决定； 

 (b) 就如何处理截至 2002年 6月 30日终了期间其他收入和调整作出决定，

其中共 15 158 000美元，包括利息收入（6 718 000美元），其他/杂项收入（305 

000美元）以及前一期间债务偿还结余或取消（8 135 000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