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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载列2002年 7月 1日至 2003年 6月 30日期间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

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 

 特派团2002年7月1日至2003年6月30日期间开支总额已通过按构成部分，

即实质性民政、军事人员、民警和支助归类、按成果制定的若干框架与该特派团

的目标相联系。 

 

财政资源使用情况 

（单位：千美元计。预算年度为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类别 批款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军事人员和警务人员 408 358.0 371 634.2 36 723.8 9.0

文职人员 60 653.4 49 426.3 11 227.1 18.5

业务费用 200 465.0 182 025.0 18 440.0 9.2

 所需经费毛额 669 476.4 603 085.5 66 390.9 9.9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6 697.2 5 579.3 1 117.9 16.7

 所需经费净额 662 779.2 597 506.2 65 273.0 9.8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 - - -

 所需经费共计 669 476.4 603 085.5 66 390.9 9.9

 

职位填补情况 

 实际数 出缺率 

类别 核定数 a (平均) (百分比)b 

军事观察员  260 253 2.6 

军事特遣队  17 240 15 678 9.1 

民警  60 70 (17.4) 

已组成警务单位  - - - 

国际工作人员  381 305 20.1 

本国工作人员  611 556 9.0 

联合国志愿人员  168 152 9.5 

政府提供人员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a 即最高核定人数。 

 b 按每月现职人数和核定人数计算。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载于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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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如秘书长 2002 年 3 月 4 日的报告（A/56/855）所列，为联合国塞拉利昂特

派团（联塞特派团）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维持费用编列的预

算，毛额 669 476 400 美元（净额 662 779 200 美元）。它提供了下列人员的经

费：军事观察员 260 人、军事特遣队 17 240 人、民警 60 人、国际工作人员 381

人、当地工作人员 611 人和联合国志愿人员 168 人。 

2. 应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载在其 2002 年 4 月 3 日报告内的建议

（A/56/887/Add.3，第 38 段），大会根据其 2002 年 6 月 27 日第 56/251 B 号决

议为特派团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维持费用拨供的批款数额

为 699 838 300 美元，较其支出 633 447 400 美元（包括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

和设在意大利布林迪西的联合国后勤基地）超出 66 390 900 美元。 

3. 大会同一项决议为特派团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维持

费用分配的数额为 532 469 200 美元。 

4. 大会在其 2002 年 12月 20日第 57/291号决议中根据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

员会载在其 2002 年 12 月 2 日报告内的建议（A/57/633，第 4 段），除了大会第

56/251 B 号决议的分配数 532 469 200 美元之外，为特派团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维持费增拨一笔经费，毛额 9 000 万美元。这段期间的

分配数总额达 622 469 200 美元。这笔数额已向会员国分摊。 

5. 如下表所列，包括维持和平支助账户和联合国布林迪西后勤基地在内，为这

段期间提供的批款 699 838 300 美元要比支出 633 447 400 美元超出 66 390 900

美元，但分配数 622 469 200 美元则较支出 633 447 400 美元少 10 978 200 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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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7月 1日至2003年 6月 30日期间向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提供的财政资源 

（毛额以美元计） 

说明 数额 

1. 批款（第 56/251 B 号决议）  

 特派团 669 476 400 

 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 27 113 600 

 联合国布林迪西后勤基地 3 248 300 

 批款共计 699 838 300 

2. 分配数（第 56/251 B 和第 57/291 号决议）  

 特派团（第 56/251 B 号决议） 502 107 300 

 特派团（第 57/291 号决议） 90 000 000 

 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第 56/251 B 号决议） 27 113 600 

 联合国布林迪西后勤基地(第56/251 B号决议) 3 248 300 

 分配数共计 622 469 200 

3. 批款和分配数之间的差异(1)-(2) 77 369 100 

4. 支出  

 特派团 603 085 500 

 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 27 113 600 

 联合国布林迪西后勤基地 3 248 300 

 支出共计 633 447 400 

5. 批款的未支配余额(1)-(4) 66 390 900 

6. 请求增拨的分配数(2)-(4) (10 978 200) 

 

 二. 任务执行情况 
 

6. 特派团的任务是由安全理事会第 1270（1999）号决议制定的，后经安全理事

会以其第 1289（2000）和第 1389（2002）号决议调整。安理会在其第 1346（2001）

和第 1400（2002）号决议中进一步阐明特派团的任务。本执行期间的任务是由安

理会第 1400（2002）号、第 1436（2002）号和第 1470（2003）号决议规定的。 

7. 特派团的任务是协助安全理事会实现其总目标，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8. 在其总目标的范围内，特派团在本执行期间为若干预期成果作出了贡献，提

供的有关关键产出，载列在下文框架内。这些框架是按标准构成部分，即：实质

性民政；军事人员；民警和支助归类，体现而非决定这些构成部分包含的预期成

果和产出所具有的共同方案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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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些框架显示，已向改用成果预算编制办法转变。2002/03 年预算并没有列

入规划成果的标准框架，它本来应当是用以计量和汇报执行情况的基线。因此，

特派团的执行情况仅用暂定格式列报，列出 2002/03 年有资料可查的实际绩效指

标和实际产出。 

10. 预期成果将导致在特派团活动的期限内实现安全理事会的目标，而实际绩效

指标则计量执行期间在实现这些成果方面取得的进展。实际产出是特派团在执行

期间为预期成果作出的贡献。 

  构成部分 1：实质性民政 

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1.1 在巩固和平与政治稳定和促进国

家复兴方面取得的进展 

1.1.1 各大政党和少数族裔政党和

谐地参与议会辩论 

1.1.2 议会批准与改善政治稳定有

关的 11 项法案 

1.1.3 马诺河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

共同体（西非经共体）成员国

参与塞拉利昂和平进程 

实际产出  

• （以 6 种语言）制作和广播关于政府维持和平与安全能力的每日无线电节

目 

• （剧院）在所有 149 个酋长领地制作和演出关于维持塞拉利昂境内和平与

安全的重要性的宣传节目 

• 制作在国家电视台每周播放两次、关于塞拉利昂境内安全和政治和解的电

视节目 

• 就专业报道道德原则训练 80 名新闻记者 

• 秘书长特别代表定期同西非经共体领导人开会，并由特别代表就塞拉利昂

局势向西非经共体首脑会议和各委员会提供三次简报 

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1.2 在扩展塞拉利昂国家统治权威方

面取得进展 

1.2.1 把所有设在弗里敦的各部会

工作人员调往所有 14 个区，

选出和安置 63 名首要酋长 

 1.2.2 在所有各区设立治安法庭；任

命四名法官和治安法官，指派

他们在所有各区审理案件（除

弗里敦外，轮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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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2002/03 年内关闭该国境内
95％的国内流离失所者营地，
与之相比 2001/02 年仅为
75％；2002/03 逾 90％人民返
回其原籍地，与之相比，
2001/02 年仅为 80％ 

 1.2.4 2002/03年约有20万名回返者
和难民获得重新安置，与之相
比，2001/02年仅为14万名 

1.2.5 政府宣布，除一处外，该国境
内所有地区都很安全 

实际产出  

• 便利同政府官员会晤，以便为社区发展调集资源 

• 通过提供咨询意见，协助设立 14 个地区复兴委员会，的并参加复兴委员
会的会议 

• 通过为建筑材料提供运输，协助、监督、确定一些项目，整修和建筑四间
治安法庭和两间政府区办事处 

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1.3 在尊重人权与和解方面获得进展 1.3.1 采录逾 7 000 项陈述，包括许
多来自受战争影响儿童和真
相与和解委员会 50 次听询 

1.3.2 设立关于人权的议会委员会 

实际产出  

• 协助安排每月会议，以便为受战争影响儿童设立委员会 

• 2002/03 年训练 300 名警察，与之相比 2001/02 仅训练 120 名 

• 2002/03 年在 140 个酋长领地制作和表演关于人权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的
宣传节目，与之相比，2001/02 年仅 110 处 

• 分发逾10万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出版物和塞拉利昂警方关于人权的小册子 

• 每月同政府官员和政治领导人会晤，鼓吹设立关于人权的议会委员会 

• 每月在弗里敦和各区办事处广播人权无线电节目 

• 训练来自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的逾 300 名培训员 

• 为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举办 6 次保护儿童讲习班 

• 开始播放儿童之声无线电节目 

• 1 000 名国家干事和非政府组织成员接受关于法治的训练 

• 通过 100 多次宣传会议、训练 1 000 多人进行能力建设以促进弱势群体的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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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1.4 在促进塞拉利昂前战斗员重返社
会方面取得进展 

1.4.1 21 100 名前战斗员加入重返
社会机会方案 

实际产出  

• 技术协调委员会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建努力工作伙伴举行 8 次会议 

• 协助和出席政府项目合作委员会关于前战斗员加入重返社会方案的 45 次

会议 

• 通过同前战斗员和受战争影响青年交往、提供指导和就如何执行人的安全

项目进行宣传来促进重返社会，以支助政府的重返社会方案 

• 通过在局势最不稳定地区同 4 000 多名前战斗员和受战争影响青年交往、

提供指导、进行宣传、提供咨询、行政和后勤支助，以促进避免冲突和就

地融合 

 
 

  构成部分 2：军事 
 
 

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2.1 确保和维持塞拉利昂全境的安全 2.1.1 2001/02 年发生了 40 次的边

境武装袭击事件，2002/03 年

减至 10 次 

2.1.2 所有酋长领地除一处外都宣

布为难民可安全返乡之处 

2.1.3 2001/02 年发生的 64 次大规

模武装袭击事件，2002/03 年

减至 40 次 

实际产出  

• 通过由塞拉利昂政府安全干员组成的军事行动小组每天对局势进行评估 

• 每天、每月和每季同塞拉利昂政府安全干员举行会议，每年举行 1 000

次会议 

• 军事观察员进行流动和步行巡逻 40 515 天次（每次巡逻有 3 名军事观察

员，11 个巡逻队场地每处 3 次巡逻，4 个分队场地每处 1 次巡逻，如是

365 天） 

• 226 300 个流动巡逻和徒步巡逻日（每支巡逻队 31 人，20 个地点各一支

巡逻队，共 365 天） 

• 从 14 处利用 11 架直升机进行空中巡逻 3 096 小时（每架直升机每月巡逻

23.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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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400 次排级规模的快速反应（每排 35 名士兵，20 处地点每处一次排级

快速反应，每年 12 次） 

• 6 240 次连级规模的快速反应（每连 130 名士兵，20 处地点每处 16 次连

级快速反应，每年 3 次） 

• 1 550 次营级快速反应（每团有 775 名士兵，20 地点每处 1次营级快速反

应，每年两次） 

• 292 000 名士兵在 40 个哨所执勤（每处检查哨 20 名士兵，40 个检查哨，

执勤 365 天） 

• 利用 8 架直升机进行空中演习 122 小时 

 

  构成部分 3：民警 
 

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3.1 在自我维持和建立专业化民警方

面取得进展 

3.1.1 在塞拉利昂 17 个警务区部署

本国警察，在塞拉利昂所有地

区接收 17 个警务区的职责 

实际产出  

• 就如何在个警察总部设立征聘部门提供技术和专业咨询意见 

• 会同本国警政官员征聘、训练 598 名新警员，并把他们部署到塞拉利昂

17 个警务区 

• 在调整、减少和撤退计划期间，制订一份第二阶段警察部署计划 

• 在所有 17 个警务区的塞拉利昂警察都就本地警政需要的五项主题接受培

训 

• 塞拉利昂警察/联邦社区安全与保障巡逻协会/联赛特派团指导委员会每

星期举行会议 

 

  构成部分 4：支助 
 
 

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4.1 向特派团提供有成效和高效率的

行政支助 

4.1.1 把向最终用户送交用品的时

间从两天（2001/02 年）减为

一天（2002/03 年） 

4.1.2 把车辆发生重大事故的次数

从 2001/02 年的 85 次减至

2002/03 的 4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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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把电话通信设施服务中断的

时间从 2001/02 年的 6％减至

2002/03 年的 4％ 

4.1.4 本国工作人员的出缺率从

2001/02 年 的 16 ％ 减 至

2002/03 年的 9％ 

4.1.5 车辆停驶的时间从 2002/03

年的 5.5％减至 2002/03 年的

5％ 

实际产出  

改善服务 

• 在一处地点（Hastings），加强一般补给品仓库的储存活动 

• 大力进行安全驾驶宣传活动 

• 向联塞特派团所有电话延伸线提供直接拨号服务 

• 就各种职位类别的所有合格候选人编制一份名录 

• 在联塞特派团设在 Mammy Yoko 的总部建立 24 小时服务修配所 

军事人员 

• 军人轮调 13 260 人，返国 4 240 人 

• 向 56 处地点运送 5 690 399 份口粮 

文职人员 

• 征聘和管理 570 名本国工作人员 

设施和基础设施 

• 提供了 202 座预制营房 

• 维持 1 002 座预制营房 

• 在 Lungi 和 Hastings 维持两个大型军事中途集结营房 

• 在弗里敦 Solar 大楼为 115 名军事工作人员维持一座部队总部大楼 

• 在弗里敦 Murray Town 维持一座新的区域总部 

• 维持 4 个区域总部 

• 在 17 处地点维持 15 间地面车辆燃料仓库和 5 间航空燃料仓库 

• 382 台联合国所有发电机和 170 台特遣队所属发电机，由 6 148 000 公升

柴油和 711 000 公升汽油提供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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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450 处野战紧急着陆地点 

• 建立和维持 28 处大型直升机机场 

• 安装和维持 382 台发电机 

• 设立和维持 36 个净水设施 

地面运输 

• 维持 763 辆车、货车和工程设备 

空中业务 

• 管理 23 架飞机，每天运送 500 名乘客，总共分发了 9 883 吨货物 

通信 

• 建立和维持了支助通信的基础设施和向1 929名用户提供电子数据处理支

助服务 

医疗 

• 25 次医疗后送 

• 37 次医疗送返 

• 支助 24 所医疗设施（20 所一级，3 所二级和 1 所三级） 

其他杂项用品和服务 

• 进行了 47 次居民安全调查 

• 进行了 686 次安全评估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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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资源执行情况 
 

 A. 财政资源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分配数 a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1)-(2) (4)=(3)÷(1) 

军事人员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11 078.3 12 230.0 (1 151.7) (10.4) 

 军事特遣队 394 723.2 355 917.5 38 805.7 9.8 

 民警 2 556.5 3 486.7 (930.2) (36.4) 

 建制警察部队 - - - - 

 小计 408 358.0 371 634.2 36 723.8 9.0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47 935.1 41 811.2 6 123.3 12.8 

 本国工作人员 5 977.9 2 986.8 2 991.1 50.0 

 联合国志愿人员 6 740.4 4 628.3 2 112.1 31.3 

 小计 60 653.4 49 426.3 11 227.1 18.5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 - - -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顾问 27.0 14.0 13.0 48.1 

 公务旅行 760.4 1 780.3 (1 019.9) (134.1) 

 设施和基础设施 64 273.7 63 226.0 1 047.7 1.6 

 地面运输 13 483.6 8 856.8 4 626.8 34.3 

 空中运输 73 916.7 61 508.5 12 408.2 16.8 

 海上运输 - - - - 

 通信 17 904.0 18 081.4 (177.4) (1.0) 

 信息技术 2 133.1 2 134.5 (1.4) (0.1) 

 医疗 16 482.9 16 067.1 415.8 2.5 

 特种装备 7 672.7 7 651.1 21.6 0.3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3 810.9 2 705.3 1 105.6 29.0 

 速效项目 - - - - 

 小计 200 465.0 182 025.0 18 440.0 9.2 

所需经费毛额 669 476.4 603 085.5 66 390.9 9.9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6 697.2 5 579.3 1 117.9 16.7 

所需经费净额 662 779.2 597 506.2 65 273.0 9.8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 - - - 

所需经费共计 669 476.4 603 085.5 66 390.9 9.9 
 

 

 a
 军事人员和警务人员支出类别与业务费用支出类别之间核定资源调整分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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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其他收入和调整数 

类别 

数额 

(千美元) 

利息收入 16 517.0 

其他/杂项收入 3 265.0 

自愿现金捐助 - 

上一期间调整数 (179.0) 

上一期间债务节减额或注销额 7 620.0 

 共计 27 223.0 

 
 

 C. 特遣队所属装备：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类别 

支出 

(千美元) 

主要装备 74 762.0 

自我维持  

伙食(厨房设备) 5 732.1 

办公设备 4 946.1 

电器 5 940.9 

小工程 3 402.5 

洗涤和清洁 4 799.5 

帐篷 4 623.9 

宿舍 7 782.2 

日杂用品 9 395.4 

通信 12 189.9 

医疗 15 222.9 

爆炸物处理 1 470.0 

观察 6 181.1 

身份查验 - 

核、生物和化学保护 - 

防御工事用品 1 715.2 

独特设备 - 

 小计 83 401.7 

 共计 158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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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团因素 百分比 生效日期 上次审查日期 

A. 与任务区有关 

 极端环境条件因素 1.9 2000 年 5 月 1日 2002 年 11 月 1 日

 频繁使用状况因素 1.5 2000 年 5 月 1日 2002 年 11 月 1 日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素 3.5 2000 年 5 月 1日 2002 年 11 月 1 日

B. 与所在国有关 

递增运费因素 - - -

 

 D. 未编入预算的捐助 
 

类别 
实际价值 
(千美元) 

部队地位协定
a 

1 049 464.0 

自愿实物捐助 - 

    共计 1 049 464.0 
 

 

 a
 包括土地、建筑和机场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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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差异分析 1 
 
 差异 

军事观察员 (＄1 151.7) (10.4％) 

11. 需要增拨经费主要是因为，从 2002 年 2 月起，特派团任务生活津贴（生活

津贴）费率已从 105 美元增至 115 美元，而在编制预算时未能预测。 

 差异 

军事特遣队 ＄38 805.7 9.8％ 
 

12. 所需经费减少是由于 12 个月平均实际兵力是 15 678 人，而按维持水平已编

入预算的兵力为 17 240 人。该特派团已按照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

（S/2002/987，第 26 至 36 段和第 58 段）所陈述、并经安全理事会第 1436（2002）

号决议核准的计划开始缩减和撤退。平均兵力减少导致下列事项所需经费减少：

偿还标准部队费用、军事特遣队成员轮调和返国旅费、部队口粮、娱乐假津贴和

每日津贴。 

 差异 

民警 (＄930.2) (36.4％) 
 

13. 需要增拨经费主要是因为自 2002 年 2 月起生活津贴从 105 美元增至 115 美

元，而在编制预算时未能预测。需要增拨经费也因为 12 个月平均实际部署民警

70 人，较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436（2002）号决议编入预算的 60 人为多，而核定

兵力已增至最多不超过 170 名民警。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6 123.9 12.8％ 
 

14.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因为国际工作人员实际的总出缺率为 20.1％，而编入预

算的出缺率为 10％。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2 991.1 50.0％ 

__________________ 

 

15.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因为在 12 个月期间，实际支付给当地工作人员的薪金

和一般人事费较低。实际付款相当于适用弗里敦的薪级表 3 等 3 级，而预算却按

同一薪级表 4 等 6 级编列。 

 差异 

联合国志愿人员 ＄2 112.1 31.3％ 

16. 所需经费减少的最重要因素是，联合国志愿人员的实际平均出缺率为 9.5％，

而编入预算的出缺率为 0。 

 
1
 资源差异数额以千美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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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顾问 ＄13.0 48.1％ 
 

17.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因为，特派团能在其本身现有能力范围内冲洗卫星影像

地图，从而不需要利用已编入预算的顾问服务。 

 差异 

公务旅行 (＄1 019.9) (134.1％) 
 

18. 需要增拨经费主要是因为在下列方面需要进行未编入预算的公务旅行：(a) 

在联塞特派团总部召开维持和平伙伴会议，总部工作人员和部队派遣国代表处理

与维持和平行动有关的各项问题和关注以及讨论如何改善向维持和平行动提供

的支助所需的旅费；(b) 来自总部的特派团规划人员为进行有关联塞特派团总结

经验和最佳做法的工作所需的旅费；(c) 前往部队派遣国评估将部署在联塞特派

团行动地区的特遣队所属装备所需的旅费；(d) 警务评估特派团；(e) 政治、业

务和行政/预算事务；和(f) 安全理事会成员前往西非的旅费。在特派团范围内，

还需要增拨旅费，以便依照兵力缩减计划有效地重新确定各部门的场地。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1 047.7 1.6％ 
 

19.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由于重新安排联塞特派团五个部门场地，使其减至三

个，因为兵力缩减，从而所需的水电费减少，发电机燃料消耗量减少，军事特遣

队成员所需的柴油和丙烷气减少。 

 差异 

地面运输 ＄4 626.8 34.3％ 
 

20.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因为，在军队兵力缩减之后，特遣队所属车辆数量减少，

汽油、机油和润滑油使用量减少，而所需的零备件也减少。 

 差异 

空中运输 ＄12 408.2 16.8％ 
 

21.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因为，直升机业务的飞行时数较规划时数为低。租用直

升机的费用估计提供了 21 120 飞行小时。由于兵力缩减，联塞特派团仅需要飞

行 13 093 小时，所需的汽油、机油和润滑油相应减少，着陆费和地勤业务收费

也减少。 

 差异 

通信 (＄177.4) (1.0％) 

22. 需要增拨经费主要是因为结算与上一个财政期间相关的卫星发票和电话收

费，这些费用都超过预算编列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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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医疗 ＄415.8 2.5％ 
 

23.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因为，作为特派团兵力缩减计划的一部分，加纳提供的

第二级医院撤走。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1 105.6 29.0％ 
 

24.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因为特派团兵力缩减，从而使得其他服务的使用量减

少，其中包括普通保险、杂项索偿和调整以及制服、旗帜和贴花费用减少。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25. 关于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的经费筹措问题，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决定大会第 56/251 B 号决议为特派团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维持费用提供的批款裁减 66 390 900 美元，从 699 838 300 美元减

至 633 447 400 美元（包括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一笔款额 27 113 600 美元

和联合国布林迪西后勤基地 3 248 300 美元）； 

 (b) 决定将大会第 56/251 B 号和第 57/291 号决议为特派团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维持费拨供的分配数总额增加 10 978 200 美元，

从 622 469 200 美元增至 633 447 400 美元的（包括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一

笔数额 27 113 600 美元和联合国布林迪西后勤基地 3 248 300 美元）； 

 (c) 决定如何处置 2003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数额达 27 223 000 美元的其

他收入/调整数，其中包括利息收入（16 517 000 美元）、其他/杂项收入（3 265 000

美元）和前一段期间债务的结余或注销数额（7 620 000 美元），减去前一段期间

的调整数（179 000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