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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报告是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格观察团）2003 年 7 月 1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联格观察团 2003 年 7 月 1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支出总额，已通过若

干按构成部分（政治、军事、民警
*
 和支助）归类的成果预算框架与该观察团的

目标相联系。 

财政资源使用情况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3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类别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军事和警务人员 3 483.0 3 670.6 (187.6) (5.4) 

文职人员 15 113.7 15 941.0 (827.3) (5.5) 

业务费用 12 112.3 10 866.3 1 246.0 10.3 

 所需经费毛额 30 709.0 30 477.9 231.1 0.8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 960.2 2 139.8 (179.6) (9.2) 

 所需经费净额 28 748.8 28 338.1 410.7 1.4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18.6 - 18.6 100.0 

 所需经费共计 30 727.6 30 477.9 249.7 0.8 

人力资源——在职情况 

类别 核定人数 a

实际在职

(平均)

空缺率 

(百分比)b 

军事观察员 135 117 13.3 

民警 18 9 50.0 

国际工作人员 109 99 9.2 

本国工作人员 177 175 1.0 

 
a
 最高核定人数。 

 
b
 按每月在职人数和核定每月人数计算。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载于本报告第五节。 

 

 * 
在秘书长在其2003年7月21日报告（A/2003/751）中提出建议后，依照安全理事会第1494（2003）

号决议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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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秘书长 2002年 12月 18日的报告（A/57/677）列出了2003年 7月 1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维持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格观察团）的预算，共计毛额

30 977 100 美元（净额 28 983 300 美元），其中包括已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18 600 美元。这是 135 名军事观察员、110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179 名本国工作人

员的经费。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 2003 年 4 月 3 日报告

（A/57/772/Add.1）第 27 段，建议大会为 2003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

期间批款毛额 30 709 000 美元。 

2. 大会在其 2003 年 6 月 18 日第 57/333 号决议批款毛额 30 709 000 美元（净

额 28 748 800 美元），作为 2003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维持该观

察团的经费。在秘书长在其 2003 年 7 月 21 日报告（S/2003/751）中提出建议后，

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494（2003）号决议成立了民警部分，观察团的任务因此扩大。

由此追加的所需经费从核定批款中匀支。 

 二. 任务执行情况 
 

3. 联格观察团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第 937（1994）号决议确定的。本报告所述

期间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第 1462（2003）号、第 1494（2003）号和第 1524（2004）

号决议规定的。 

4. 观察团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确保双方执行 1994

年《停火和部队隔离协定》，并推动全面政治解决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 

5. 在这一总体目标范围内，观察团于本报告所述期间提供了下文各框架所列的

有关关键产出，为实现若干预期成绩作出了贡献。这些框架按构成部分（政治、

军事、民警和支助）归类。成立民警部分，是为了提高观察团执行任务，特别是

帮助为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创造有利条件的能力。 

6. 2003/04 年期间是观察团得以对照 2003/04 年预算所载原计划成果预算框架

评估执行情况的第一个期间。执行情况报告将实际绩效指标，即该期间在实现预

期成绩方面取得的实际进展，与计划绩效指标进行比较，并将实际完成产出与计

划产出进行比较。 



 

4 
 

A/59/622  

  构成部分 1：政治 

预期成绩 1.1：在政治解决冲突方面取得进展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双方同意在第比利斯与苏

呼米之间权限分配问题有

关文件基础上进行谈判 

由于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目前的政治局势很复杂，仍没

有就冲突的关键问题进行实质性对话 

 一方仍愿意在“第比利斯与苏呼米之间权限分配基本

原则”文件基础上处理政治问题。双方继续开展切合

实际的合作活动如下： 

• 双方在秘书长驻第比利斯和苏呼米特别代表

主持下参加了 3 次安全保障问题会议 

• 双方出席了联格观察团召集和主持的、独立

国家联合体集体维持和平部队参加的 2 次加

利安全问题高级别特别会议 

• 双方参加了一次联合访问，以研究巴尔干地

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科索沃、塞

尔维亚和黑山）建设和平、境内流离失所者

和难民返回、以及执法改革方面的最佳做法 

• 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领导人参加了由主管维

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主持的高级别政治讨论 

计划产出 

已完成（数目或

是/否) 说明 

与双方积极进行政治接触 是 双方与国际专家就安全保障问题进行

了非正式会晤（日内瓦） 

促进双方之间的高级别接

触 

是 在加利举行了 2 次安全问题高级别特

别会议 

  双方联合访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以及科索沃、塞尔维亚和黑山，以研究

处理冲突后局势的最佳做法 

与秘书长之友小组协商 是 在日内瓦和纽约与秘书长之友小组（德

国、法国、联合王国、俄罗斯联邦和美

国）进行了 4 次高级别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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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特别代表与每个成员国高级代

表进行了 14 次会晤（第比利斯和各成

员国首都） 

  秘书长特别代表与各成员国大使进行

了 9 次会晤（第比利斯） 

  与成员国代表会晤（纽约） 

 
 
 

预期成绩 1.2：重新启动协调理事会机制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协调理事会及其各工作

组定期开会 

没有举行任何会议；仍休会，主要是自 2001 年 1 月以

来，一方一直拒绝参加 

商定并实施建立信任措

施 

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企业界人士联合组团出席区域贸

易博览会（伊斯坦布尔） 

 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妇女代表会晤（莫斯科） 

 一方仍不准备参与实施《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双方建

立信任行动纲领》 

计划产出 

已完成（数目

或是/否） 说明 

协调理事会及其（安全、

难民和社会经济问题）3

个工作组会议 

否 关于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返回、修复

铁路和经济项目的 3 个索奇工作组处

理了一些问题 

  鉴于索奇模式不处理政治和安全问题，

这些问题由联格观察团牵头按日内瓦

模式召集的双方安全问题，包括安全保

障问题会议框架内处理 

支持实施建立信任的措

施 

否 在上述实际绩效指标项下没有为建立

信任措施提供支持，原因是一方仍不准

备参与实施《建立信任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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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1.3：在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方面取得进展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永久返回的难民和国内

流离失所者人数 

据当地消息来源说，返回的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

增加，但没有得到证实 

 加利地区持续存在的无政府状态、缺乏基础设施、母

语教育，仍是大规模返回该地区的障碍 

计划产出 

完成数目/已

完成(是/否) 说明 

协调理事会第二工作组

会议 

否 因一方对协调理事会的立场所致 

  秘书长特别代表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

级专员办事处在俄罗斯联邦莫斯科和

索奇以索奇工作组模式举行了难民和

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问题会议 

提出/实施跨界执法措施 是 在四方会议和联合真相调查小组框架

内与双方代表定期会晤 

就实施加利地区联合评

估团的建议进行协商/提

出建议 

是  

 
 

预期成绩 1.4：增进对人权的尊重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与人权有关的申诉减少 地方当局跟踪调查的人权申诉数目，从 2002/03 年的

30 起增至 2003/04 年的 40 起 

 此外，双方商定将人权问题纳入每周四方会议 

当局同意在加利地区开

设人权办事处 

一方当局仍拒绝允许在加利地区开设人权办事处分

处。但加利地区每周两天有 1 名人权干事在场 

计划产出 

完成数目/已

完成(是/否) 说明 

监测审判和拘留设施 10 在法院监测的案件数目 

 33 访问 4 个拘留设施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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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权个案 40 跟踪调查的案件数目 

协助培训讲习班 14 给予协助的由国际合作伙伴供资的人

权训练项目 

 
 

  构成部分 2：军事 

预期成绩 2.1：确保《停火和部队隔离协定》得到遵守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没有严重违反协定事件 

双方没有部队进入安全

区，没有重型军事装备进

入武器限制区 

观察到 3 起违反《莫斯科协定》事件： 

• 一方当局对联合国巡逻人员实行限制，妨碍

对安全区是否已不存在重型军事装备或没有

此种装备重新进入安全区进行核查 

• 巡逻队在武器限制区观察到 1 辆装甲运兵车

和 1 辆坦克 

• 巡逻队在武器限制区观察到 4 门迫击炮和 5

门反坦克火炮 

没有看到军事部队进入

科多里河谷 

在进行巡逻的河谷部分地区实现，自 2003 年 12 月以

来，有六支巡逻队，包括上河谷 5 支巡逻队，下河谷

1 支巡逻队 

返回的境内流离失所者

和难民人数增加 

根据当地消息来源，返回的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

增加，但未得到证实 

绑架和盗贼案件数目减

少 

绑架事件减少 22％，从 2002/03 年的 90 起减至

2003/04 年的 70 起 

 盗匪行为减少 14％，从 2002/03 年的 88 起降至

2003/04 年的 76 起 

计划产出 

完成数目/已

完成(是/否) 说明 

每日在加利和祖格迪迪

区巡逻 

是 在加利、祖格迪迪和苏呼米，军事观察

员地面机动巡逻（每支巡逻队有 4 名军

事观察员、每日有 7 个巡逻队，每周六

日，一日留作保养之用） 

在联合实况调查组框架

内调查违反协定的行为 

3 已向双方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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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召开四方会议 45 独立国家联合体维持和平部队/联格观

察团/双方执法机构 

在科多里河谷定期巡逻 否 在 2003 年 6 月 5 日联格观察团 4 名人

员被绑架后，整个科多里河谷地区暂停

巡逻 

军事观察员在医疗和文职工程师陪同

下进行有限的地面巡逻，每支巡逻队由

8 人组成；2004 年 2 月，在上科多里河

谷进行了 4 次巡逻 

在一方提供安全保障前，上科多里河谷

暂停巡逻 

第一（安全问题）工作队

定期开会 

否 由于一方不愿参加，自 2002 年 7 月 20

日最后一次会议以来，仍休会 

与独立国家联合体维持

和平部队（独联体维和部

队）联合巡逻 

 5 到科多里河谷巡逻 

与独立国家联合体维持

和平部队密切联络 

是 在苏呼米、加利和祖格迪迪，每日与独

立国家联合体维持和平部队代表会晤 

 
 

  构成部分 3：支助活动 

预期成绩 3.1：增强向观察团提供支助的效率和效力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在调查时间，客户办事处

对任务支助表示高度满

意 

没有进行任何正式调查；在定期会晤时，对所提供的

支助表示总体满意 

计划产出 

完成数目/已 

完成(是/否) 说明 

工作人员得到管理  274 平均 99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175 名本国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的生活和工作

条件有所改善 

 是 苏呼米总部和各区工作人员设施扩建 

提供安全和近身保护 是 向秘书长特别代表和秘书长副特别代

表提供全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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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楼得到维护 4 联合国主要设施（第比利斯联络处、苏

呼米总部、加利地区总部和祖格迪迪区

总部/联格观察团后勤基地） 

将电视会议范围扩大到

两个区 

是 第比利斯和加利 

不间断地提供信息技术/

通信服务 

是 苏呼米总部与所设各区之间 2 条地面

通信线路自动转换 

主动进行系统监测，即时对断电作出反

应 

维持和平行动部主动目录服务投入使

用 

由于没有适当的/有能力的服务提供

商，连接苏呼米和第比利斯的欧洲一级

电话线未能接通 

为军事观察员举办遣返/

上岗情况介绍 

117 平均在编人数，包括轮调的人员 

病人得到治疗 3 898 出诊 

 21 撤运病人 

发电机得到维修 70  

车辆得到维修 194  

款项得以支付 是  

合同得到管理 108  

订单办理完毕 496  

飞机得到检验 2 固定翼飞机 

物资得以装运 是 货运1.2百万吨，包括陆运1.0百万吨，

海运 0.1 百万吨，以及空运 0.1 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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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部分 4：民警 
 

 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格观察团）2003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框架没有包括民警部分，因此观察团没有对照计划指标和产出编列实

际绩效指标和产出。 

未计划的实际产出 

由于政治环境恶劣，在加利地区没有开展任何民警活动 

在祖格迪迪地区，警察巡逻程序得到遵守和监测，介绍性训练班得以开设，为当

地居民开办了警民携手维持社区治安项目 

未能在加利地区部署民警，妨碍了双方之间的跨停火线合作，使正在进行的刑事

调查无法取得进展，并妨碍了预防打击犯罪工作的效果 

民警参加了四方会议和联合真相调查小组会议，从警察角度提出意见，包括就正

在进行的刑事调查的法医协助问题提出了意见 

在祖格迪迪地区每日巡逻，以评估安全情况，并向当地执法人员提出咨询 

在祖格迪迪区，每周与当地执行机构召开指挥官一级的会议 

在加利和祖格迪迪评估当地执法机构后勤需要和其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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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资源使用情况 
 

 A. 财政资源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3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1)-(2) (4) =(3)÷(1)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3 455.1 3 520.2 (65.1) (1.9) 

 军事特遣队 27.9 - 27.9 100.0 

 民警 - 150.4 (150.4) - 

 建制警察部队 - - - - 

 小计 3 483.0 3 670.6 (187.6) (5.4)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12 810.4 13 541.5 (731.1) (5.7) 

 本国工作人员
 
 2 303.3 2 399.5 (96.2) (4.2) 

 联合国志愿人员 - - - - 

 小计 15 113.7 15 941.0 (827.3) (5.5)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84.2 195.6 (111.4) (132.3)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顾问 - 1.8 (1.8) - 

 公务旅行 603.7 607.9 (4.2) (0.7) 

 设施和基础设施 2 501.2 2 611.5 (110.3) (4.4) 

 陆运 1 189.0 1 469.0 (280.0) (23.5) 

 空运 4 095.6 2 787.4 1 308.2 31.9 

 海运 - - - - 

 通信 1 473.5 1 443.0 30.5 2.1 

 信息技术 1 254.9 959.8 295.1 23.5 

 医疗 134.0 30.1 103.9 77.6 

 特种装备 - 0.5 (0.5) -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776.2 759.7 16.5 2.1 

 速效项目 - - - - 

 小计 12 112.3 10 866.3 1 246.0 10.3 

 所需经费毛额 30 709.0 30 477.9 231.1 0.8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 960.2 2 139.8 (179.6) (9.2) 

 所需经费净额 28 748.8 28 338.1 410.7 1.4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18.6 - 18.6 100.0 

 所需经费共计 30 727.6 30 477.9 249.7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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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其他收入和调整数 

   （单位：千美元） 

类别 数额 

利息收入 156.0 

其他/杂项收入 168.0 

自愿现金捐助 - 

上一期间调整数 4.0 

上一期间债务节减额或注销额 545.0 

 共计 873.0 

 C. 特遣队所属装备支出：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单位：千美元） 

类别 支出 

主要装备  

  军事特遣队  

 主要装备 - 

自我维持  

  医疗  

 医务 5.7 

 小计 5.7 

 共计 5.7 

特派任务因素 百分比

生效 

日期 

上次审查 

日期 

A. 适用于特派任务地区   

 极端环境条件因素 1 - - 

 频繁使用状况因素 1 - -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素 1 - - 

B. 适用于派遣国   

 递增运费因素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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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差异分析1 

 差异 

军事观察员 ($65.1) (1.9％) 

7. 所需经费增加，主要是由于该期间的空缺率为 13％，而编入预算的空缺率为

15％。 

 差异 

军事特遣队 $27.9 100.0％ 

8. 产生节余，是由于上一期间未清偿债务备抵额足以支付提供装备的国家提出

的特遣队所属装备索偿额。 

 差异 

民警 ($150.4) - 

9. 产生这项所需经费，是因为在秘书长 2003 年 7 月 21 日报告（S/2003/751）

提出建议后，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494（2003）号决议成立了民警部分，目的是提

高观察团执行任务特别是帮助为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创造

有利条件的能力。这个新设部分的资金在核定批款范围内消化。2003 年 11 月 1

日部署的民警，平均人数是 9 人，而核定人数是 18 人。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731.1) (5.7％) 

10. 本项下所需经费增加，是若干因素所致：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新核准

的专业及以上职类和外勤人员（100 号编和 300 号编）薪金表；以 100 号编合同

雇用的工作人员，相对于以 300 号编合同雇用的工作人员的比例，从 50/50 上升

至 67/33；空缺率是 9％，低于预算的 10％。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96.2) (4.2％) 

11. 所需经费增加，主要是由于空缺率为 1％，低于预算的 5％。 

 差异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111.4) (132.3％)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额以千美元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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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所需经费增加，是由于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494（2003）号决议成立民警部

分后需要立即设立员额，即分别为 P-5 和 P-4 职等的高级警官顾问和办公室主

任员额。这些职位是 2003/04 年临时设立的，由大会在批准 2004/05 年预算时

批准。 

 差异 

顾问 ($1.8) - 

13. 这项所需经费，是基于胜任能力的业绩管理培训的费用。 

 差异 

公务旅行 ($4.2) （0.7％） 

14. 由于观察团各作业地点之间距离较远，在特派团地区内出差的工作人员必须

在目的地过夜。有关支出造成所需经费增加。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110.3) (4.4％) 

15. 所需经费增加，主要是由于在苏呼米总部建造了工程和运输工作室和一个仓

库，目的是在从祖格迪迪仓库向苏呼米跨停火线运送用品方面消除延误。 

 差异 

陆运 ($280.0) (23.5％) 

16. 所需经费增加，是由于购买了 10 辆装甲防雷车，以应付民警的运输需要。 

 差异 

空运 $1 308.2 31.9％ 

17. 产生节余，是由于安全情况与以往各期间相比仍未改观，因而没有恢复直升

机空中巡逻。 

 差异 

通信 $30.5 2.1％ 

18. 所需经费数额减少，是由于所需的备件较少。在这一期间，由于各种装置的

接地情况改善，由雷击造成通信设备故障和损坏的情况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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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信息技术 $295.1 23.5％ 

19. 台式计算机、膝上型计算机、网络交换器、路由器和其他硬件通过系统合同

购买，单位价格低于预算价格，因此本项下有节余。 

 差异 

医疗 $103.9 77.6％ 

20. 产生节余，是由于所需医疗用品减少。预算估计数是按直接购买医疗用品确

定的，而 2003 年 12 月签署了一项捐赠两套一级医疗单元的谅解备忘录。 

 差异 

特种装备 （$0.5） - 

21. 这项所需经费，是更换损坏的望远镜的费用。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22. 就联格观察团经费筹措而言，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决定如何处理 2003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未支配余

额 231 100 美元；  

 (b) 决定如何处理 2004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由利息收入(156 000 美元)、

其他/杂项收入(168 000 美元)及上一期间债务节省额或注销额(545 000 美元)和

上一期间调整额（4 000 美元）产生的其他收入/调整数 873 000 美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