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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8/684  

 

 摘要 

 本报告是2002年 7月 1日至 2003年 6月 30日期间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

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联刚特派团 2002 年 7 月 1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支出总额，已通过若

干按构成部分（政治、人道、人权和儿童保护、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

置和重返社会）归类的成果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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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年度为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类别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军事人员和警务人员 189 163.3 156 973.6 32 189.7 17.0 

文职人员 97 948.7 93 521.5 4 427.2 4.5 

业务费用 294 821.5 229 456.9 65 364.6 22.2 

 所需经费毛额 581 933.5 479 952.0 101 981.5 17.5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9 644.2 10 037.6 (393.4) (4.1) 

 所需经费净额 572 289.3 469 914.4 102 374.9 17.9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2 747.4 1 780.2 967.2 35.2 

 所需经费共计 584 680.9 481 732.2 102 948.7 17.6 

 

职位填补情况 

 实际 出缺率 

类别 核定 a (平均) (百分比)b 

军事观察员
a
 760 691 9.1 

军事特遣队
a
 7 940 3 959 50.1 

民警 100 51 49.0 

国际工作人员 720 563 21.8 

本国工作人员 763 650 14.8 

联合国志愿人员 212 180 15.1 
 

 a  以前的核定人数为 810 名军事观察员和 4 727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安全理事会 2001 年 11 月 9 日

第 1376(2001)号决议）。 
 b  系最高核定人数。 
 c  按每月在职人数和核定人数计算。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载于本报告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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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用于维持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工作的 2002 年 7

月1日至2003年6月30日期间预算载于秘书长2002年4月2日报告（A/56/897），

预算共计毛额 606 658 400 美元（净额 593 799 300 美元），其中包括编入预算

的自愿实物捐助 2 747 400 美元。预算为军事观察员 810 人、军事特遣队 5 577

人、民警 100 人、国际工作人员 720 人、本国工作人员 763 人和联合国志愿人员

212 人提供了经费。其后，安全理事会在其 2002 年 12 月 4 日第 1445(2002)号决

议授权扩大联刚特派团至最多 8 700 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 760 名军事观察员。 

2. 根据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2002 年 5 月 8 日报告（A/56/887/Add.11）

第 74 段所载的建议，大会通过 2002 年 6 月 27 日第 56/252 C 号决议，为维持该

特派团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的工作批准经费毛额 581 933 464

美元（净额 572 289 264 美元），批款总额由会员国分摊。 

 二. 任务执行情况 
 

3. 联刚特派团的任务是由安全理事会 2000 年 2 月 24 日第 1291（2000）号决议

确定的。本报告所述期间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 2002 年 6 月 14 日第 1417（2002）

号和第 1455（2002）号决议规定的。 

4. 该特派团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维护该区域的国际

和平与安全。 

5. 在这一总体目标范围内，该特派团于本报告所述期间，如下面各框架中所示，

通过提供的有关关键产出，为实现若干预期成果作出了贡献。这些框架按 7 个构

成部分（政治；人道；人权和儿童保护；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和重

返社会；军事；民警和支助）归类。各构成部分反映、而不是决定这些构成部分

所载的预期成果和产出的方案共性。 

6. 此种框架反映出转向成果预算制的做法。2002/03 年预算中没有包括标准的

计划成果框架，而这种标准框架本来应当是衡量和报告执行情况所依据的基线。

因此，该特派团的任务执行情况以过渡格式列报，列明已具备资料的 2002/03 年

期间的实际绩效指标和实际产出。如果能实现各项预期成果，就可以在该特派团

任务期限内实现安全理事会的目标，而实际绩效指标则衡量本报告所述期间在实

现此种成果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实际产出是本报告所述期间该特派团对实现预期

成果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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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部分 1：政治 

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1.1 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冲突的政治

解决取得进展 

 

1.1.1 刚果解放运动、刚果争取民主

联盟(刚果民盟-民族)、刚果

争取民主联盟-基桑加尼/解

放运动(刚果民盟-基桑加尼/

解放运动)达成 Gbadolite 停

火协定，于 2002 年 12 月 31

日执行 

 1.1.2 2002 年 7 月，政府和刚果解

放运动控制的地区之间建立

了定期的河上交通；2003 年 2

月第一支船队前往刚果争取

民主联盟戈马派（刚果民盟-

戈马派）控制的地区 

 1.1.3 在联合国-南非的调停努力范

围内，交战各方的军事参谋于

2003 年 3 月在比勒陀利亚进

行会谈 

 1.1.4 刚果人对话各当事方于 2003

年 4 月 2 日签署《最后文件》 

 1.1.5 伊图里绥靖委员会于 2003 年

4 月 4 日召开会议，伊图里临

时行政当局于 2003 年 4月 14

日成立 

 1.1.6 2003 年 4 月 4 日颁布了过渡

时期宪法 

 1.1.7 过渡时期总统于 2003 年 4 月

7 日宣誓就职 

 1.1.8 根据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提议，

南非担任东道国，推动在2003

年4月9日举行刚果民主共和

国、乌干达和卢旺达总统之间

的首脑会议 

 1.1.9 2003 年 4月 10 日成立国际支

持过渡委员会 

 1.1.10 2003 年 6月 19 日达成和签署

《布琼布拉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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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产出  

 • 与政府和主要政治行动者举行 97 次会议；向刚果人对话组织提供 30 个人

工周的直接援助 

 • 向安全理事会提交 5 份秘书长报告 

 • 进行涉及主要的政治行动者的斡旋活动：主持刚果当事方关于建立安全措

施的会议，向过渡政府提出说明，协助反对党民主与社会进步联盟的领导

人返回，并推动非武装的政治反对派举行会议，以便它向过渡性机构派出

代表 

 • 与主要叛乱团体领导人举行了 72 次会议，防止战斗和执行关于刚果民主

共和国过渡时期的包容各方的全面协定的规定 

 • 建立和启动中立部队以保护政党的安全 

 • 给国内和国际新闻界举行每周简报，向刚果人民直接进行无线电广播 

 • 以 5 种语言制作和广播每周无线电节目；每天新闻简报；每天两个特别节

目；从国民议会发出每周广播 

 •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各地便利各政党（人数超过 300 的政党）移动 

 • 在坎帕拉、基加利、布琼布拉、比勒陀利亚和布拉柴维尔的区域领导人定

期举行会议 

 • 协助举行 3次刚果人对话会议：在布尼亚举行的伊图里绥靖委员会；在布

琼布拉举行的刚果民盟-戈马派/政府/刚果民盟-基桑加尼/解放运动会

议；和在 Gbadolite 举行的刚果解放运动/刚果民盟-基桑加尼/解放运动/

刚果民盟-民族会议 

说明  

区域行动者参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内事务及它们继续影响武装团体，影

响到政治方面的进展。刚果内部各部分遭遇的困难也减慢了刚果人对话的

进程和过渡机构的建立。过渡政府的机构仍然脆弱，要有大量支助才能确

保持续下去。 

  

  组成部分 2：人道主义 
 

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2.1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各地协调和扩

大人道主义援助，以提高该国的

生活水平 

2.1.1 在联刚特派团布尼亚总部的

国内流离失所者营和在机场

的所有人每天都得到人道主

义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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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2.1.2 增加向国内流离失所者和其

他易受害群体；弱势群体（包

括妇女和儿童）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 

 2.1.3 增加向危机地区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 

 2.1.4 减少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人数，

尤其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

和基伍斯，其中侧重注意伊图

里地区 

 2.1.5 改善人道主义团体（国际组

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

和联刚特派团之间的业务关

系，以便在全国各地增加人道

主义行动 

实际产出  

 • 在布尼亚族裔冲突期间保护和收容在联刚特派团房地受人道主义团体照

顾的 2 万人 

 • 在该国各地分发了 1 000 吨人道主义物资 

 • 给 20 支人道主义车队提供便利 

 • 以法语制作和广播 5 个无线电节目，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报道人道主义

机构的工作 

 • 参与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进行的 240 次联合评估团，特别是在冲突地

区和难以进入的地区 

 • 系统地与交战各方谈判人道主义工作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各地，特别是该

国东部的安全和进出问题 

 • 与人道主义团体、捐助政府、新闻界和地方当局举行 816 次会议，侧重讨

论进出问题和人道主义需求问题，包括救济工作者和平民的保护问题 

说明  

由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大部分地区不容易进入，因此未能在全国各地有效地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不过联刚特派团协助改善了一些地区的进出情况。在

其他地区，由于发生战斗和情况不安全，工作受到妨碍。此外，由于非政

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的人道主义工作者人手不够，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道

主义情况的改善受到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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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部分 3：人权和儿童保护 
 

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3.1 促进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权的

尊重 

3.1.1 政府接受人权问题 

 3.1.2 政府接受儿童保护问题 

 3.1.3 废除军事法院，建立了新的军

事司法系统 

 3.1.4 通过大赦法，释放了超过 400

名被拘留者，包括政治反对派

分子和记者 

 3.1.5 新的过渡性宪法禁止征募或

在战争中和敌对行动中使用

18 岁以下的人员；颁布了新

的儿童保护立法草案和一项

新的劳工法，禁止使用 16 岁

以下的未成年劳工 

 3.1.6 特别赦免童兵和其他未成年

人 

 3.1.7 偶尔有童兵获得释放 

实际产出  

 • 就特别调查股关于马姆巴萨和德罗德罗的报告举行两次简报，其中后一简

报由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向安全理事会提供 

 • 以 5 种语言制作和广播 50 个关于人权问题的每周无线电教育节目 

 • 进行 10 次侵犯人权事件的特别调查 

 • 视察监狱和拘留中心 522 次 

 • 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技术支助下对乱葬坑进行两次法医

调查 

 • 经常就废除军事法院和改革军事司法制度的措施向当局作出口头和书面

建议 

 • 就防止征募童兵的问题为非政府组织/地方政治和行政当局进行 147 次培

训 

 • 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儿童保护问题进行 19 次联合评估 

 • 分发 10 700 个关于儿童权利和防止征募童兵的海报、小册子和文件 

 • 就人权/儿童权利问题向政府和交战各方作出 550 次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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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协助举办第一个童兵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问题全国讲习班 

 • 协助制订童兵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问题全国框架 

说明  

由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没有有力和全面运作的国家人权保护结构，而有罪不

罚仍然盛行，该国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此外，前线仍然有许多童兵，加

上一些地区的情况岌岌可危，使重返社会十分困难，征募的危险性很高。 

 

  构成部分 4：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 
 

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4.1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外国武装

团体自愿解除武装、复员、遣返、

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方面取得的

进展 

4.1.1 2 500 名前战斗人员自愿解除

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

和重返社会 

实际产出  

 • 设立一个接收中心，一个临时接收中心和两个临时收容中心 

 • 执行 50 次任务，以便与没有同联刚特派团签署停火协定的武装团体建立

和维持联系，并鼓励武装团体关注和自愿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

置和重返社会 

 • 与布隆迪和卢旺达高级官员举行 20 次协调会议 

 • 以 5 种语言制作和广播 60 个无线电节目，专门论述卢旺达、乌干达和布

隆迪武装团体留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问题 

 • 制作和分发了 10 万本小册子 

 • 对卢旺达境内的复员境内的复员军人营进行 40 次访问 

 • 发出 957 次复员证书 

说明  

由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不断爆发战争，工作进展受到妨碍，解除武装、

复员、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活动有时中断和被延迟，出于对卢旺达

战斗人员的强硬派领导人的戒心，刚果民盟戈马派继续对联刚特派团和卢

旺达政府深感疑虑和不信任，不给予充分合作。 

8 
 



 

 A/58/684

  构成部分 5：军事 
 

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5.1 各方充分遵守和尊重停火和脱离

接触计划 

5.1.1 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没有外

国军队 

 5.1.2 充分维持交战各方/军队的防

御阵地 

 5.1.3 与 2001/2002 年发生 484 起违

反停火事件比较，减少了80％ 

 5.1.4 新的国家统一军队指挥结构

已开始运作 

实际产出  

 • 调查了 347 次违反停火事件 

 • 建立和维持 10 个固定观察点 

 • 建立和维持 73 个流动观察队和 4 个协调中心 

 • 98 550 个部队巡逻日 

 • 386 个巡逻艇沿河巡逻日 

 • 4 次在刚果河护送人道主义船队 

 • 保护处于危险境况的 2万名平民 

 • 协助和保护第三方核查机制 

 • 在布尼亚与临时紧急多国部队协调 21 天 

 • 371 次空中巡逻 

 • 登记和销毁 1 500 件武器 

说明  

不再发生违反《卢萨卡停火协定》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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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部分 6：民警 
 

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6.1 在建立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家警

察队方面取得了进展 

6.1.1 建立司法警察能力，有 253 名

警官，在刚果民盟-戈马派控

制的地区有 270 名快速干预

警官 

 6.1.2 107名地方警察已经作好提供

训练的准备 

 6.1.3 地方执法当局之间开展了对

话 

实际产出  

 • 进行了 13 次对地方警察机构的评估 

 • 为基桑加尼的卡帕拉塔训练中心的 107 名地方警官执行“训练训练者”方

案 

 • 训练253名司法警官和基桑加尼的卡帕拉塔训练中心的270名快速干预警

官 

 • 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技术支助下对乱葬坑进行两次法医

调查 

 • 参与 8 次特别调查 

 • 培训和监测地方警察，以协助重建布尼亚的司法系统 

 • 与地方警察每天联络并完成对戈马的警察机构的评估 

 • 给训练者组织两次讲习班和为顾问组织两次讲习班：在基桑加尼为 35 名

民警警官举办两次讲习班和在基桑加尼为 15 名民警警察举办两次讲习班 

 • 在金沙萨与地方警察当局举行 19 次会议和在基桑加尼举行 46 次会议 

 • 与刚果民盟-戈马派当局举行 51 次会议和与刚果解放运动代表举行两次

会议 

 • 在基桑加尼制订了 5 个主题训练模块，在不同的有关警务的领域制订了

45 种课程 

说明  

由于刚果民盟-戈马派的领导人和刚果民盟-戈马派控制地区的地方当局没

有提供充分的合作，顾问和评估方案的执行受到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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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部分 7：支助 
 

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7.1 向特派团提供有力和有效的后勤

和行政支助 

7.1.1 在整个任务地区，提供货物和

物品的运送时间（从提出要求

时计算）从 3个月减低至 3 个

星期 

 7.1.2 在 6 个部门的采购、国家工作

人员招聘和支付款项方面增

加了授权 

 7.1.3 在 2003 年 3 月与坦桑尼亚政

府谈判和签署了后勤支助方

面的特派团地位协定 

实际产出  

 

 军事特遣队 

 • 部署了 2 092 名部队和轮换了 3 416 名部队 

 • 对特遣队所属装备举行了 14 次抵达核查检查，收到大型的特遣队所属装

备 448 项 

 • 对 1 471 项大型设备和自我维持项目进行了 147 次定期核查检查 

 • 提供 5 464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的膳食 

 设施和基础设施 

 • 提供 4 643 部队住宿 

 • 建设和维持 5 个水处理厂以及两个装瓶水厂系统 

 • 建立、维持和（或）关闭 50 个队部、4 个协调中心、5 个区域办事处 

 • 建造、翻修和维持 241 个房地和预制结构 

 • 平均维持 618 个发电机 

 • 制作 6 022 幅地理信息系统地图 

 地面运输 

 • 维持 1 518 辆车 

 空中运输 

 • 营运 36 架飞机，飞行时间 23 800 小时（固定翼飞机 14 500 小时，旋翼

飞机 9 300 小时） 

 • 准备 6 个供维修使用的机场/停机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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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运输 

 • 进行 28 次驳船队后勤载运 

 • 运送 78 700 人员和 36 700 吨货物 

 通信和信息技术 

 • 给 747 名军事观察员、74 名民警和 1 530 名文职人员提供每天通信和信
息技术 

 医疗 

 • 建立、营运和维持联合国所属的医疗设施（1个 1 级，1个 2 级） 

 • 进行 150 次医疗后送 

 速效项目 

 • 完成 41 项速效项目 

说明  

由于任务地区大，基础设施荒废或缺乏，以及通信网络缺乏，加上文职支

助人员的征聘被延误，使支助服务受到妨碍。 

 
 

 三. 资源使用情况 
 

 A. 财政资源 

（单位：千美元。财务年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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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581.4 38 669.2 9 912.2 20.4 

 军事特遣队 134 444.1 115 455.6 18 988.5 14.1 

 民警 6 137.8 2 848.8 3 289.0 53.6 

 建制警察部队 - - - - 

 小计 189 163.3 156 973.6 32 189.7 17.0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86 308.8 79 417.7 6 891.1 8.0 

 本国工作人员 5 590.5 6 751.2 (1 160.7) (20.8)

 联合国志愿人员 6 049.4 7 352.6 (1 303.2) (21.5)

 小计 97 948.7 93 521.5 4 427.2 4.5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 97.2 (97.2) -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顾问 - - - - 

 公务旅行 1 784.8 5 249.4 (3 464.6)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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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分配数 a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1)-(2) (4)=(3)÷(1) 

 设施和基础设施 71 962.4 50 658.4 21 304.0 29.6 

 地面运输 14 041.3 15 754.6 (1 713.3) (12.2) 

 空中运输 155 000.0 116 220.4 38 779.6 25.0 

 海上运输 3 903.0 2 651.5 1 251.5 32.1 

 通信 18 690.0 15 325.7 3 364.3 18.0 

 信息技术 5 035.4 6 088.1 (1 052.7) (20.9) 

 医疗 7 710.9 4 547.0 3 163.9 41.0 

 特种装备 2 872.3 1 585.8 1 286.5 44.8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13 821.4 11 178.8 2 642.6 19.1 

 速效项目 - 100.0 (100.0) - 

 小计 294 821.5 229 456.9 65 364.6 22.2 

 所需经费毛额 581 933.5 479 952.0 101 981.5 17.5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9 644.2 10 037.6 (393.4) (4.1) 

 所需经费净额 572 289.3 469 914.4 102 374.9 17.9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b
 2 747.4 1 780.2 967.2 35.2 

 所需经费共计 584 680.9 481 732.2 102 948.7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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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002/2003 年的支出为 Hirondelle 基金支助联刚特派团无线电广播服务的捐助数额。 

 

 B. 其他收入和调整数 

类别 

数额 

(千美元) 

利息收入 6 547 

其他/杂项收入 2 464 

自愿现金捐助 - 

上一期间调整数 (136) 

上一期间债务节减额或注销额 22 581 

 共计 31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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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500.0 

自我维持  

伙食(厨房设备) 1 121.0 

办公设备 398.0 

电器 488.0 

小工程 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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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支出 

(千美元) 

洗涤和清洁 854.0 

帐篷 331.0 

住宿 823.0 

日杂用品 1 690.0 

通信 3 077.0 

医疗 2 344.0 

爆炸物处理 274.0 

观察 1 188.0 

防御工事用品 4.0 

 小计 12 859.0 

 共计 25 359.0 

 

特派任务因素 百分比 生效日期 上次审查日期 

A. 与任务地区有关 

 极端环境条件因素 1.8 2001 年 4 月 2001 年 4 月

 频繁使用状况因素 0.8 2001 年 4 月 2001 年 4 月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数 2.9 2001 年 4 月 2001 年 4 月

B. 与所在国有关 

递增运输因素 0.5-3.5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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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6 

共计 499.6 

 

   a
 包括市价，根据联刚特派团对下列方面的估计数：金沙萨、Kananga、Mbandaka、Kalemie、基桑加尼

和 Kindu。 

 四. 差异分析1 

 差异 

军事观察员 ＄9 912.2 20.4% 

7. 本项目的差异为 9 912 200 美元，这是由于安全理事会核准的军事观察员的

兵力从 810 名减少至 760 名（安全理事会第 1445(2002)号决议），加上观察员的

 
1
 资源差异数额以千美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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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延迟以及他们的安置、轮调和遣返的实际费用比较低。虽然编列了 810 名观

察员的经费，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实际部署的观察员平均为 691 名。 

 差异 

军事特遣队 ＄18 988.5 14.1% 

8. 本项目的差异为 18 988 500 美元，主要是由于延迟部署军事观察员，使部

队和特遣队所属装备项下和部队安置和轮换项下产生节余。一些节余为下列较高

实际费用所抵销：由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缺乏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派往

Kindu 和布尼亚的第一和第二工作队的特遣队所属装备要空运，造成实际部署费

用较高。虽然编列了 5 577 名军事特派员的经费，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实际部

署的人数平均为 3 959 名。 

 差异 

民警 ＄3 289.0 53.6% 

9. 本项目的差异为 3 289 000 美元，由于延迟部署民警人员和刚果民盟-戈马

派当局延迟批准特派团的民警顾问部署到基桑加尼的地方警察设施执行顾问方

案。虽然编列了 100 名民警官员的经费，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实际部署的官员

平均为 51 名。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6 891.1 8.0% 

10. 本项目的差异为 6 891 100 美元，主要是由于国际工作人员延迟部署、中立

调解者办事处关闭和民政司规模缩减，使薪金和特派团生活津贴费用项下产生节

余。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实际平均出缺率为 21.8％，而预算内假设的出缺率为

15％。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1 160.7) (20.8.0%) 

11. 本项目的差异为 1 160 700 美元，这是由于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本国薪金连

续提高两次，分别于2002 年 9月 1日和 2003 年 5月 1日生效，加上核定员额的任

职者比预期的级别高，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实际平均出缺率较高（14.8％，而预

算内假设的出缺率为 10％），产生的节余抵销了部分增加的数额。 

 差异 

联合国志愿工作人员 ＄(1 303.2) (21.5%) 

12. 本项目的差异为 1 303 200 美元，这是由于在 2001/02 年期间于 2002/03 年

的预算已经编制之后，志愿工作者的生活津贴提高，同时志愿工作人员加快部署，

造成安置费用增加。虽然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实际平均出缺率为 15.1％，而预算

内假设的出缺率为 10％，但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特派团达到核准编制 212 名志

愿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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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公务旅行 ＄(3 464.6) (194.1%) 

13. 本项目的差异为 1 464 600 美元，主要是由于工作人员在任务地区内的旅行

尤其是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的旅行增加。增加的原因是和解及过渡进程

加快，需要进行广泛和未预料到政治协商和谈判及冲突解决活动。其他的额外费

用是在行政、后勤和技术支助方面，原因是特派团重组在该国的部署，一些防区

的边界改变，在邻近国家开设新的后勤联络处以支助在 Kindu 和伊图里地区部署

更多的军事特遣队。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21 304.0 29.6% 

14. 本项目的差异为 21 304 000 美元，主要是由于延迟进行飞机场基础设施的

翻修项目；军事特遣队延迟部署，减少采购预制设施；没有购买发电机，因为还

有库存及从其他特派团取得。一些节余被抵销，因为要部署军事和文职人员到该

国东部，而该处没有燃料储存和分配基础设施，需要购买集装箱型的航空燃料箱。 

 差异 

陆运 ＄(1 713.3) (12.2%) 

15. 本项目的差异为 1 713 300 美元，主要是由于重新部署特派团的军事和文职

人员到该国东部和部署更多的军事特遣队到 Kindu，柴油燃料的消耗增加，另外

柴油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提高，送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运输费用也比较高。 

 差异 

空运 ＄38 779.6 25.0% 

16. 本项目的差异为 38 779 600 美元，主要是由于延迟部署通过商业合同提供

的飞机和军事直升飞机，因而租金和运作费用减少。虽然预算提供 46 架飞机的

经费（24 架固定翼飞机和 22 架直升飞机，包括 5 架军事直升飞机），但至 2003

年6月30日，特派团运用的机队只有36架（20架固定翼和16架直升飞机，2003/04

年期间部署一些军事直升飞机）。 

 差异 

海运 ＄1 251.5 32.1% 

17. 本项目的差异为 1 251 500 美元，原因是在刚果河使用的 9只推动式船只和

9 只快艇所需的实际租金和营运费用较少。 

 差异 

通信 ＄3 364.3 18.0% 

18. 本项目的差异为 3 364 300 美元，主要是由于延迟部署军事特遣队，特遣队

自我维持的所需费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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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信息技术 ＄(1 052.7) (20.9%) 

19. 本项目的差异为 1 052 700 美元，原因是采购零件和物品以维护电子数据处

理设备和特派团分担的全球信息技术支助费用和联合国总部提供的大型应用软

件的开发的费用，但由于软件许可证费用减少，并且由于当地没有合格的技术供

应商，没有使用专门的因特网服务经费，抵销了一部分增加的数额。 

 差异 

医疗  ＄3 163.9 41.0% 

20. 本项目的差异为 3 163 900 美元，主要是由于延迟部署军事特遣队，特遣队

自我维持的所需费用减少，也由于特派团军事人员住院比预期少，实际的医疗服

务费用较低。 

 差异 

特别设备 ＄1 286.5 44.8% 

21. 本项目的差异为 1 286 500 美元，主要是由于延迟部署军事特遣队，特遣队

自我维持的所需费用减少。 

 差异 

其他物品、服务和设备 ＄2 642.6 19.1% 

22. 差异为 2 642 600 美元，主要是由于没有使用在购置其他设备项下的经费。

特派团采购设备（例如磅秤、空气压缩器、捆扎设备、气动切割器）的费用反映

于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支出类中。一部分节余被较高的实际银行费用和收费所抵

销。另外可兑换货币汇率价值与联合国业务汇率相比的变动，也减少了特派团账

户的数额。 

 差异 

速效项目 ＄(100.00) - 

23. 本项目的差异为 100 000 美元，原因是要提供速效项目的费用：全国人权委

员会讲习班；重建在 Lubero 的两个课室、在 Gbadolite 的 Penda/Molenge 桥、

在 Kalemie 的 Lubuye 桥和在 Butembo 的一段道路；展开在 Bukavu 的小规模畜牧

饲养项目；和在 Kanaga 设立由于延迟部署军事特遣队，特遣队自我维持的所需

费用减少。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24. 关于联刚特派团经费筹措问题，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决定如何处置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期间未支配余额

101 981 5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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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决定如何处置 2003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共计 31 456 000 美元的其他

收入（利息收入 6 547 000 美元；加其他/杂项收入 2 464 000 美元，加上一期

间债务节减额或注销额 22 581 000 美元，减去上一期间调整数 136 000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