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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载列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数额为 45 777 800 美元，其中包括已编入预算的价

值为 1 431 200 美元的自愿实物捐助。 

 本预算为部署军事特遣队 860 人（包括由至多 40 名军官组成的军事观察和联

络组）、民警 69 人、国际工作人员 42 人和本国工作人员 113 人提供了经费。 

 联塞部队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所需资源总额，已通

过按构成部分（政治事务和民政、军事、民警和支助）归类的若干成果框架与该

特派团的目标相联系。特派团的人力资源已按人数归入每个构成部分，但属于整

个特派团的行政领导和管理除外。 

 对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的水平差异说明酌情与特派团计划的具体产出相联

系。 

 

财政资源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类别 

支出

(2003/04)

分配数 a

(2004/05)

费用估计数

(2004/05) 数额 百分比 

军事人员和警务人员 22 980.3 23 573.4 18 050.1 (5 523.3) (23.4) 

文职人员 11 410.4 11 848.4 12 731.3 882.9 7.5 

业务费用 11 073.5 11 818.6 13 565.2 1 746.6 14.8 

  所需经费毛额 45 464.2 47 240.4 44 346.6 (2 893.8) (6.1)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 865.3 2 323.8 2 137.2 (186.6) (8.0) 

  所需经费净额 43 598.9 44 916.6 42 209.4 (2 707.2) (6.0)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1 707.1 1 274.4 1 431.2 156.8   12.3 

 所需经费共计 47 171.3 48 514.8 45 777.8 (2 737.0) (5.6) 

 
  

a
  不包括用于加强部队人员和房地安全保障的 2 176 900 美元（大会第 58/301 号决议）。 

 

 

 



 

 3
 

 A/59/656

 

人力资源
a
 

 军事特遣队 民警 国际工作人员 本国工作人员 共计 

行政领导和管理   

 2004/05 年核定人数 - - 5 - 5 

 2005/06 年提议人数
b
 - - 3 - 3 

构成部分   

政治事务和民政
c
   

 2004/05 年核定人数 12 - 5 6 23 

 2005/06 年提议人数
d
 12 7 11 10 40 

军事   

 2004/05 年核定人数 1 178 - 2 4 1 184 

 2005/06 年提议人数 822 - 2 4 828 

民警   

 2004/05 年核定人数 - 69 - 6 75 

 2005/06 年提议人数
e
 - 62 1 1 64 

支助
f
   

 2004/05 年核定人数 40 - 34 93 167 

 2005/06 年提议人数 26 - 25 98 149 

 共计   

 2004/05 年核定人数 1 230 69 46 109 1 454 

 2005/06 年提议人数 860 69 42 113 1 084 

 净变动 (370) - (4) 4 (370) 
 
 

  
a
 高核定/拟议人数。 

  
b
 反映将高级顾问办公室列入政治事务和民政构成部分的情况（在 2004/05 年预算框架中，在

行政领导和管理项下列报）。 

  
c
 包括专门履行民政职能的军官。 

  
d
 包括高级顾问办公室、专门履行民政职能的七名民警和四名本国工作人员（口译员）（在

2004/05 年预算框架中，在构成部分 3（民警）下列报）。 

  
e
 反映将专门履行民政职能的七名民警和四名本国工作人员（口译员）列入政治事务和民政部

分的情况。 

  
f
 包括专门履行支助职能的军官。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载于本报告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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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任务和计划成果 
 
 

1.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任务由 1964 年 3 月 4 日的安

全理事会第 186（1964）号决议确定。安理会 2004 年 10 月 22 日第 1568（2004）

号决议赞同秘书长在其 2004 年 9 月 24 日报告（S/2004/756）中概述的关于修订

联塞部队行动构想和兵力的建议，并再次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到 2005 年 6

月 15 日为止。 

2. 联塞部队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确保塞浦路斯实现

和平与安全并回复正常状态。 

3. 在这一总体目标范围内，联塞部队将如下文各框架所示，于本预算期间提供

有关关键产出，为实现若干预期成绩作出贡献。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68（2004）

号决议，调整了这些框架的结构并按下列构成部分归类：政治事务和民政、军事、

民警和支助。 

4. 如果能实现各项预期成绩，就可以在联塞部队任务期限内实现安全理事会的

目标，而绩效指标则是衡量本预算期间在实现此种成绩方面所取得进展的一个尺

度。联塞部队的人力资源已按人数归入每个构成部分，但属于整个特派团的行政

领导和管理除外。与 2004/05 年预算相比的人数差异，已在各有关构成部分下说

明。 

5. 联塞部队和第 2 区总部设在首都尼科西亚市，这里是秘书长特别代表兼特派

团团长办公室所在地，第 1 和第 4区总部分别设在 Skouriotissa 和法马古斯塔。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68(2004）号决议所赞同的联塞部队修订行动构想，军事特

遣队人员已迁往三个主营地，常设观察哨所的数目从 17 个减至 11 个。民警分局

的数目也从七个减至六个。特派团向驻扎在其总部和区总部的实务、军事及民警

人员以及常设观察哨所和警察分局提供行政、后勤及技术支助。 

行政领导和管理 

6. 特派团的全面领导和管理由秘书长特别代表兼特派团团长直属办公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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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力资源：行政领导和管理 

 国际工作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1 外勤

一般
事务 警卫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特派

团团长办公室
a、b

 

 2004/05年核定人数 2 1 - - - 2 - 5 - - 5

 2005/06年拟议人数 2 - - - - 1 - 3 - - 3

 净变动 - (1) - - - (1) - (2) - - (2)

 
 

 
a
 包括一个助理秘书长员额（秘书长特别代表兼特派团团长）和一个副秘书长员额（在秘书长尚

未恢复在塞浦路斯的斡旋行动前，在零费用的基础上维持该员额）。 

 
b
 不包括列于构成部分 1（政治事务和民政）的高级顾问办公室（在 2004/05 年预算框架中列报

于上述项目下）。 

 

构成部分 1：政治事务和民政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1.1 希族塞人同土族塞人两社区之

间关系改善 

1.1.1 增设两个过境点 

1.1.2 执行建立信任措施 

1.1.3 人员和货物通过缓冲区自由流动 

1.1.4 过境点未发生因过境引起的事件 

产出  

 • 促进同双方和塞浦路斯问题的主要方面在 高级别进行不断接触，并提供

此种接触的机会 

 • 组织并参加关于塞浦路斯境内和解问题的会议、讨论会和研讨会 

 • 就建立信任的各种举措开展谈判、调解和在双方间进行斡旋 

 • 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帮助解决争端和与过境有关的问题 

 • 举办两社区政治、私人、专业和民间社会团体间的 200 次会议 

 • 每天同保证国和其他会员国就执行联塞部队的任务进行联络 

 • 就两社区问题和冲突解决问题同双方代表、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组织举行240

次会议 

 • 就塞浦路斯出现的情况和联塞部队的作用及活动每天同当地和国际媒体进

行联系 

 • 每天同双方的新闻办公室进行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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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1.2 缓冲区、北部地区希族塞人和马

龙派教徒以及南部地区土族塞人

的生活状况趋向正常化 

1.2.1 缓冲区内开展的基础设施项目

从 2003/04 年期间的 4 个增加

到 2004/05 年期间的 13 个和

2005/06 年期间的 15 个 

1.2.2 缓冲区内的地雷和未爆炸弹药

清除率从 2003/04 年期间的零

增加到 2004/05 年期间的 20％

和 2005/06 年期间的 80％ 

1.2.3 缓冲区内没有触雷伤亡事件 

1.2.4 为南部地区的土族塞人开设一

间小学 

1.2.5 解除对北部地区 411 名希族塞

人和 153 名马龙派教徒行动自

由的限制 

产出  

 • 就生活在另一方的族区的教育、文化、宗教和其他问题与当局进行交涉 

 • 与双方进行谈判，以便达成协议，尽可能发挥缓冲区的民事用途，即重新

开放公共道路、体育场和经济企业 

 • 确定并推动 2 项跨社区互利基础设施项目 

 • 与皮拉的跨社区项目的潜在捐助者定期举行筹资会议 

 • 帮助双方解决在缓冲区内的经济及法律问题 

 • 协调每周与双方和国际承包人举行的关于排雷活动的会议 

 • 每周对卡帕斯地区的希族塞人和北部的马龙派教徒进行一次人道主义访

问，同南部的土族塞人每周进行一次人道主义会晤 

 • 协调 Rizokarpaso 的希族塞人中学提升教学能力的工作 

 • 协助为利马索尔的土族塞人小学生聘用一名土耳其语文教师 

 • 定期向媒体介绍过境点的运行以及缓冲区内的货物流动情况 

 • 更新用于对外宣传的网站 

外部因素 

 双方将开展合作，捐助者将继续提供所需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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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1(政治事务和民政) 

类别   共计

一. 军事特遣队
a
  

 2004/05 年核定人数  12

 2005/06 年拟议人数  12

 净变动  -

二. 民警  

 2004/05 年核定人数  -

 2005/06 年拟议人数
b
  7

 净变动  7

 国际工作人员  

三. 文职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1 外勤 一般事务 警卫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高级顾问办公室 

 2004/05 年核定人数 - - - - - - - - - - -

 2005/06 年拟议人数
c
 - 1 1 1 - 1 - 4 - - 4

 净变动 - 1 1 1 - 1 - 4 - - 4

 发言人办公室 

 2004/05 年核定人数 - - 1 1 - 1 - 3 1 - 4

 2005/06 年拟议人数 - - 1 1 - 1 - 3 1 - 4

 净变动 - - - - - - - - - - -

 民政处 

 2004/05 年核定人数 - - 1 1 - - - 2 5 - 7

 2005/06年拟议人数
d
 - - 2 1 1 - - 4 9 - 13

 净变动 - - 1 - 1 - - 2 4 - 6

 小计，政治事务和民政 

 2004/05 年核定人数 - - 2 2 - 1 - 5 6 - 11

 2005/06 年拟议人数 - 1 4 3 1 2 - 11 10 - 21

 净变动 - 1 2 1 1 1 - 6 4 - 10

 总计（一－三） 

 2004/05 年核定人数 23

 2005/06 年拟议人数 40

 净变动 17
 
 

a
 专门履行民政职能的军官。 

b
 专门履行民政职能的民警（在 2004/05 年预算框架中，在构成部分 3（民警）下列报）。 

c
 包括高级顾问办公室（在 2004/05 年预算框架中，在行政领导和管理项下列报）。 

d
 包括四名本国工作人员（口译员）（在 2004/05 年预算框架中，在构成部分 3（民警）下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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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产出  

预期成绩：1.1 希族塞人同土族塞人两社区之间关系改善 

产出  

 • 促进同双方和塞浦路斯问题的主要方面在 高级别进行不断接触，并提供

此种接触的机会 

 • 组织并参加关于塞浦路斯境内和解问题的会议、讨论会和研讨会 

 • 就建立信任的各种举措开展谈判、调解和在双方间进行斡旋 

 • 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帮助解决争端和与过境有关的问题 

 • 举办两社区政治、私人、专业和民间社会团体间的 200 次会议 

 • 每天同保证国和其他会员国就执行联塞部队的任务进行联络 

 • 就两社区问题和冲突解决问题同双方代表、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组织举行240

次会议 

 

说明 

 • 国际工作人员：设立两个政治事务干事员额（P-4 和 P-3） 

 由于联塞部队未设政治部门，特派团的民政处履行了通常由某个政治部门承

担的一些职能，例如支助特派团团长办公室的斡旋努力、谈判和政治报告工作。

继 2004 年 4 月全民投票后，联塞部队的作用变得特别重要，因为特派团是联合

国在该岛的唯一政治中介，而且采取了许多建立信任举措。与此同时，联塞部队

民政处的任务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了发展，使得现有安排无法持续下去。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特派团团长办公室2004/05年核定员额配置有一个高级顾

问员额（D-1），没有配备任何其他专业职类的实务人员。因此，为了加强特派团

的政治分析和报告能力，拟设立下列两个政治事务干事员额： 

 政治事务干事（P-4）。该名干事将通过高级顾问协助特派团团长拟定政治战

略、分析新出现问题的影响并制订今后的建议，同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方面、政

治行动者和民间社会领袖以及区域行动者和区域组织、外交使团和在塞浦路斯开

展行动的联合国各组织保持互动，并将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保持经常联系，就执

行联塞部队任务的问题分析与塞浦路斯、次区域和区域的政治、民事、社会、经

济和其他方面发展有关的情况并审查这方面的分析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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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事务干事（P-3）。该名干事的职责包括：跟踪、研究和分析该岛以及其

他地方出现的与秘书长斡旋任务有关的政治趋势；收集并分析关于欧洲联盟内与

塞浦路斯有关的进展的资料；审查并分析各种来源的来文和出版物并协助编写综

合报告，说明任务区内的重大事态发展及其对任务执行的影响。 

预期成绩/产出  

预期成绩：1.2 缓冲区、北部地区希族塞人和马龙派教徒以及南部地区土族塞

人的生活状况趋向正常化 

产出  

 • 就生活在另一方的族区的教育、文化、宗教和其他问题与当局进行交涉 

 • 与双方进行谈判，以便达成协议，尽可能发挥缓冲区的民事用途，即重新

开放公共道路、体育场和经济企业 

 • 确定并推动 2 项跨社区互利基础设施项目 

 • 与皮拉的跨社区项目的潜在捐助者定期举行筹资会议 

 • 帮助双方解决在缓冲区内的经济及法律问题 

 • 协调每周与双方和国际承包人举行的关于排雷活动的会议 

 • 每周对卡帕斯地区的希族塞人和北部的马龙派教徒进行一次人道主义访

问，同南部的土族塞人每周进行一次人道主义会晤 

 • 协调 Rizokarpaso 的希族塞人中学提升教学能力的工作 

 

说明 

 • 国际工作人员：设立高级民政干事员额(P-5)和行政助理(外勤)员额 

 秘书长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2004/756）第 17 至 19 段概述了特派团民

政处的任务不断扩大的情况。有鉴于此，拟设立 P-5 职等的处长员额。处长将负

责管理该处的工作，同专门履行民政职能的军官和民警（共 40 名文职和军事人

员）协调开展活动，并将协助特派团团长拟定政策，以便促进恢复正常状况并增

进两边居民的福利。 

 处长将负责确保将人道主义服务和其他援助提供给生活在塞浦路斯岛各地

的各个少数族群的成员；同双方进行调停、调解和联络，以便缓解个人和家庭的

具体境况；安排希族塞人团体和个人与土族塞人团体和个人间的接触；协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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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之间的经济和法律问题（水电、个人身份、财产），加强缓冲区的民事用途

并就与民政有关的事项向特派团军事人员和民警提供咨询意见。 

 行政助理（外勤）。行政助理将向处长报告工作，并将负责履行广泛的行政

支助职能，包括一般办公行政；信息跟踪；填写、处理和追踪旅行申请，并与其

他支助单位联络，开始安排旅行事宜；保存出勤和休假记录；启动购置办公设备

和用品的程序，并提交维护和修理服务申请；维护综合记录和检索系统；对询问

作出答复，并提供有关该处工作的一般资料；为筹备该处组织的会议而提供、协

调和监测行政支助。将通过调动支助部分的一个外勤事务员额来解决该拟设员

额。 

构成部分 2：军事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1 维持停火及维护缓冲区 2.1.1 缓冲区内敌对双方的部队数量

从 2004/05 年的 2 638 人减至

2005/06 年的 2 507 人 

2.1.2 违反停火规定的情况从

2003/04年期间的1 025次下降

到 2004/05 年期间的 1 765 次

和 2005/06 年期间的 1 000 次 

产出  

 • 观察哨所巡逻 16 060 人日(每个哨所每天 4 人，共 11 个哨所，共 365 天) 

 • 流动巡逻 36 500 人日(每次巡逻 10 人，每天共进行 10 次巡逻，共 365 天) 

 • 远距离流动巡逻 29 200 人日（每次巡逻 8 人，每天共进行 10 次巡逻，共

365 天） 

 • 在整个缓冲区进行空中巡逻 1 320 小时 

 • 就有关缓冲区的问题每日在各级别上同敌对双方军队联络 

 • 军事观察和联络组 13 140 人日（每天 36 名军官，共 365 天） 

 • 快速反应预备排 43 800 人日（每排 30 人，共 4 个排，共 365 天） 

外部因素 

 敌对双方部队愿提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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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人力资源: 构成部分 2(军事) 

类别   共计

一. 军事特遣队  

 2004/05 年核定人数  1 178

 2005/06 年拟议人数
a
  822

 净变动  (356) 

 国际工作人员  

二．文职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1 外勤 一般事务 警卫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2004/05 年核定人数 - 1 - - 1 - - 2 4 - 6

 2005/06 年拟议人数 - 1 - - 1 - - 2 4 - 6

 净变动 - - - - - - - - - - -

 总计（一－二） 

 2004/05 年核定人数 1 184

 2005/06 年拟议人数 828

 净变动 (356)
 

 

a
  反映安全理事会第 1568（2004）号决议核准的部队减员。 

 

构成部分 3：民警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3.1 缓冲区内的执法工作得到 

加强 

3.1.1 缓冲区内及过境点附近发生的犯规违

法事件从2004/05 年期间的94 件减少

到2005/06年的88件 

3.1.2 在过境点未发生与货物流动有关的

事件 

3.1.3 在混居的皮拉村，涉及两个族裔的事

件(2003/04年期间20件)从2004/05

年的27件减少到2005/06年的22件 

3.1.4 在缓冲区内没有暴力示威活动发生 

产出  

 • 民警在缓冲区内巡逻 2 920 人日（每次巡逻 2 名警察，每天共 4 次巡逻，

共 365 天），包括对村庄和过境点进行的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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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警民携手维持社区治安问题同村民和社区领袖联络 

 • 就警民携手维持社区治安问题同塞浦路斯警察和土族塞人警察部门联络 

 • 每两个月对皮拉村的两所学校分别进行一次访问，培养学生间的交流互动，

缓解村中的紧张气氛 

 • 同皮拉村的两族裔进行 50 次接触，以增加两者的合作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3.2 改善对北部地区的希族塞人和马

龙派教徒以及南部地区土族塞人

的人道主义援助 

3.2.1 两边人道主义援助接受者提出

的抱怨从 2003/04 年的 180 件

减少到 2004/05 年的 160 件和

2005/06 年的 120 件 

产出  

 • 为 156 次两周一次的人道主义援助巡逻活动提供了护卫 

 • 为家属探监活动提供 24 次护卫行动 

 • 为前往缓冲区内 4 个宗教地点的朝圣者提供护卫 

外部因素 

 警察当局将提供合作 
 

表 4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3（民警） 

类别   共计

一. 民警  

 2004/05 年核定人数  69

 2005/06 年拟议人数
a
  62

 净变动  (7)

 国际工作人员  

二. 文职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1 外勤 一般事务 警卫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高级警备办公室 

 2004/05 年核定人数 - - - - - - - - 6 - 6

 2005/06年拟议人数
b
 - - 1 - - - - 1 1 - 2

 净变动 - - 1 - - - - 1 (5) - (4)

 总计（一－二） 

 2004/05 年核定人数 75

 2005/06 年拟议人数 64

 净变动 (11)
 

a 
反映将专门履行民政职能的七名民警列入构成部分 1（政治事务和民政）的情况（在 2004/05 年预算框架

中，在上述项目下列报）。 
b 

反映将四名本国工作人员（口译员）列入构成部分 1（政治事务和民政）的情况（在 2004/05 年预算框架

中，在上述项目下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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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产出  

3.1 缓冲区内的执法工作得到加强 

3.2 改善对北部地区的希族塞人和马龙派教徒以及南部地区土族塞人的人 

  道主义援助 

产出  

 构成部分 3（民警）下的所有产出 

 
 

说明 

 • 国际工作人员：设立一个高级警务顾问员额（P-5） 

 秘书长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2004/756）第 23 至 26 段概述了特派团民

警任务不断扩大的情况。有鉴于此以及民警人数增加到核定的 69 名警官的情况，

拟设立一个 P-5 职等的高级警务顾问员额。高级警务顾问的职责包括：就与维持

塞浦路斯国内治安和安全有关的一切事项向特派团团长提供咨询意见；就刑事事

项和人道主义事项与双方地方警察进行联络；协助并支助军事部分和民政处监测

塞浦路斯警方和土族塞人警察部门在缓冲区内进行调查的情况；拟定民警部分的

战略行动计划和监督计划的执行，并编写分析报告，说明与民警活动有关的问题。 

 • 本国工作人员：取消一个本国（一般事务）员额（秘书） 

 鉴于警察分局的合并，拟取消上述员额。 

构成部分 4:支助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4.1 向该特派团提供效果好、效率高

的后勤、行政和安全支助 

4.1.1 资产库存价值中有待注销和处

置的部分，从 2004 年 6 月 30

日占总库存价值的 5％（总库存

价值 15.5 百万美元中有 0.75

百万美元），降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的 3％ 

4.1.2 涉及联塞部队人员的交通事故

从 2003/04 年期间的平均每月

17 起降低到 2004/05 年期间的

平均每月15起和2005/06年期

间的平均每月 12 起 

4.1.3 遵行欧洲联盟的职业安全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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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改进服务 

 • 执行驾驶员安全意识和道路安全方案 

军事和警务人员 

 • 平均 860 名部队官兵和 69 名民警的进驻、轮调和返国 

 • 在 6 个军事地点为平均 860 名军事人员供应和储存口粮 

文职人员 

 • 管理平均 42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113 名本国工作人员 

设施和基础设施 

 • 维护和修缮联塞部队总部、17 个军事和 6 个民警设施 

 • 拆除并销毁 17 座房龄 20 年以上、有石棉污染的预制建筑物 

 • 养护和维修 80 公里巡逻道，并修建 10 条涵洞 

 • 运行并维护 96 台发电机 

 • 更换现有 50 个营房的住宿设备和家具 

 • 对 4 个直升机停机坪进行升级改造，以便符合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标准 

地面运输 

 • 维护并运营 356 部车辆，其中包括位于部队总部一处地点的 9 辆装甲车 

空中运输 

 • 两架直升机的运营 

通信 

 • 支助并维护位于 23 处地点的 20 个专用自动交换分机(分机)电话系统、4

个卫星地面站、48 个超高频和微波通信系统 

 • 更换 1 个电信塔和 2 个数字微波链路，以便扩大地面微波网络 

 • 更换 30 个移动/基地台, 从而确保全岛双向无线电网络可以运行 

信息技术 

 • 支助并维护 1 个局域网和 7 个广域网、290 台台式计算机、54 台膝上型计

算机、273 台打印机和 18 个服务器 

医疗 

 • 运营并维护供所有人员使用的艾滋病毒自愿保密咨询和检测设施 

 • 艾滋病毒宣传方案，包括为所有人员开办的同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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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 在主要营地安装火警系统 

 • 实施部队消防方案 

 • 部属 3 支机动消防队 

 • 为包括特派团总部在内的 17 个军事地点提供每天 24 小时、每周七天的警

卫服务 

 • 订正安全计划 

 • 向所有新工作人员提供安全措施的培训 

外部因素 

 卖主/承包商/供应商将能够按合同交付货物和服务 

 

 

表 5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4（支助） 

类别   共计

一. 军事特遣队  

 2004/05 年核定人数  40

 2005/06 年拟议人数
a
  26

 净变动  (14)

 国际工作人员  

二. 文职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1 外勤 一般事务 警卫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行政 

 2004/05 年核定人数 - 1 2 3 28 - - 34 93 - 127

 2005/06 年拟议人数 - 1 2 3 19 - - 25 98 - 123

 净变动 - - - - (9) - - (9) 5 - (4)

 总计（一－二） 

 2004/05 年核定人数 167

 2005/06 年拟议人数 149

 净变动 (18)

 
 

     a
  反映安全理事会第 1568（2004）号决议核准的军事特遣队的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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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产出  

预期成绩：4.1 向该特派团提供效果好、效率高的后勤、行政和安全支助 

产出  

 • 支助并维护位于 23 处地点的 20 个分机电话系统、4个卫星地面站、48

个超高频和微波通信系统 

 • 运行并维护 96 台发电机 

理由 

 • 将五个外勤事务员额改划为本国（一般事务）员额 

在审议支助部分的文职员额配置情况后，拟将五个外勤事务员额改划为本

国（一般事务）工作人员职类，将一个外勤员额调至民政处（构成部分 1(政治

事务和民政)）并取消三个外勤员额。因此，员额编制净减四个（减少九个外勤

员额，同时增加五个本国（一般事务）员额）。 

此外，鉴于特派团财务主任同时履行预算干事的职能，拟将一个本国（一

般事务）员额（预算助理）从首席行政干事办公室调至财务科。 

 

 二. 所需资源 
 

 A. 总体资源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支出

(2003/04)
分配数 a,b

(2004/05)
费用估计数 
(2005/06)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 (4)=(3)–(2) (5)=(4)÷(2)

军事人员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 - - - -

军事特遣队 22 691.2 23 128.7 17 082.3 (6 046.4) (26.1)

民警 289.1 444.7 967.8 523.1 117.6 

建制警察部队 - - - - -

小计 22 980.3 23 573.4 18 050.1 (5 523.3) (23.4)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c 6 312.2 6 505.3 6 652.4 147.1 2.3 

本国工作人员 d 5 098.2 5 343.1 6 078.9 735.8 13.8 

联合国志愿人员 - - - - -

小计 11 410.4 11 848.4 12 731.3 882.9 7.5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55.2 50.0 75.0 25.0 50.0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

顾问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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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支出

(2003/04)
分配数 a,b

(2004/05)
费用估计数 
(2005/06)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 (4)=(3)–(2) (5)=(4)÷(2)

公务旅行 156.4 233.9 154.6 (79.3) (33.9)

设施和基础设施 5 173.9 5 653.8 6 293.0 639.2 11.3 

地面运输 1 930.1 2 003.0 3 313.1 1 310.1 65.4 

空中运输 1 456.9 1 497.9 1 587.1 89.2 6.0 

海上运输 - - - - -

通信 768.4 938.1 920.4 (17.7) (1.9)

信息技术 687.9 761.7 549.6 (212.1) (27.8)

医疗 242.9 225.4 261.1 35.7 15.8 

特种装备 90.7 6.3 9.9 3.6 57.1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511.1 448.5 401.4 (47.1) (10.5)

速效项目 - - - - -

小计 11 073.5 11 818.6 13 565.2 1 746.6 14.8 

所需经费毛额 45 464.2 47 240.4 44 346.6 (2 893.8) (6.1)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 865.3 2 323.8 2 137.2 (186.6) (8.0)

所需经费净额 43 598.9 44 916.6 42 209.4 (2 707.2) (6.0)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e
 1 707.1 1 274.4 1 431.2 156.8 12.3 

所需经费共计 47 171.3 48 514.8 45 777.8 (2 737.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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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定资源调整分配数。 

 b 不包括用于加强部队工作人员和房地安保和安全的 2 176 900 美元。 

 c 2005/06 年期间的费用估计数含 5％的出缺率，而 2004/05 年期间适用的出缺率为 4％。 

 
d 

2005/06 年期间的费用估计数含 2％的出缺率，而 2004/05 年期间适用的出缺率为 1％。 
 

e 
2005/06 年期间的费用估计数包括塞浦路斯政府捐助的 1 426 200 美元和联合王国政府捐助的 5000 美元。 

 

 B. 特遣队所属装备：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7. 2005年 7月 1日至2006年 6月 30日期间所需经费是按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的标准偿还率计算的，总额 1 464 300 美元，细列如下： 

（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数 

主要装备  

军事特遣队  

主要装备 1 399.4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小工程 64.9 

共计 1 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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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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B. 适用于本国   

 递增运费因素 0.25-3.75   

 

 C. 培训 
 

8.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估计所需培训经费如下： 

（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数 

培训顾问 3.6 

公务旅行、培训 25.4 

培训费、用品和服务 18.0 

 共计 47.0 

 
 

9. 本预算期间的培训方案将涵盖通讯和信息技术、工程、采购、人事行政和管

理等领域，以期能引入新的技能和知识，并更新国际工作人员和本国工作人员的

现有技能。 

 D. 未编入预算的捐助 
 

10.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未编入预算的捐助估计价值如下： 

（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价值 

部队地位协定
a
 211.0 

自愿实物捐助（未编入预算） - 

 共计 211.0 

 
 

    
a
 包括联塞部队估算的下列设施的市值：塞浦路斯政府为军事特遣队和民警提供的联合国观察

哨及办公设施，其中包括联塞部队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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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差异分析1 

 

提示 
 

本节按以下四个标准类别所含的特定标准选项说明造成每项资源差异的

主要因素： 

 

 任务：差异因任务规模或范围变动或任务促使预期成果变动所致；  

 外部因素：差异因联合国以外各方或情况所致；  

 费用参数：差异因联合国条例、细则和政策所致；  

 管理：差异因管理部门为了更有成效（如调整某些产出优先次序或增设某

些产出）或更有效率（如采取措施减少人员或业务投入，同时维持同样水

平的产出）地实现计划成果而采取的管理行动所致，以及（或）因与绩效

有关的问题（如低估了实现一定产出所需投入的成本或数量，或人员征聘

出现延误）所致。 

 

  
 

 
差异 

军事特遣队 ($6 046.4) (26.1％)
 

• 任务：特派团的规模/范围发生变化 

11. 造成该项下出现 6 046 400 美元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安全理事会第 1568

（2004）号决议核准的部队官兵总数从 1 230 人减少到 860 人，导致军事特遣队

所需费用减少。 

差异 

民警 $523.1 117.6％ 
 
 

• 费用参数：特派任务生活津贴发生变化 

12. 造成该项下出现 523 100 美元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每日生活津贴标准从 2004

年 8 月 1 日起由 12 美元提高到 36 美元，导致民警的生活津贴所需费用增加。估

计所需费用考虑了预计的 10％出缺率。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额以千美元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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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147.1 2.3％ 
 
 

• 费用参数：实行针对特定特派团的标准 

13. 造成该项下出现 147 100 美元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工作人员的薪金和一

般人事费所需费用增加。估计所需费用考虑到了预计的 5％出缺率，其所依据的

是前一个财政期间按职等计算的实际平均支出而得出的针对特定特派团的标准。

一般人事费估计为国际工作人员薪金净额的 70％。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735.8 13.8％ 

• 费用参数：订正薪金表 

• 管理：投入和产出均增加 

14. 造成该项下出现 735 800 美元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根据从 2004 年 9 月生效

的订正薪金表，本国工作人员薪金、一般人事费和工作人员薪金税的所需费用增

加，另外本国工作人员编制也拟议增加 4 个员额，增加到 113 个员额。计算本国

工作人员费用时考虑到了预计的 2％出缺率。 

差异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25.0 50.0％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15. 造成该项下出现 25 000 美元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聘请短期人员替代休产假

或长期病假的工作人员的所需费用增加（根据以前各期间的支出情况），以及由

于特派团内不具备某些专门人才，导致聘请临时人员从事特殊项目（技术和资料

处理）的所需费用预计将增加。 

差异 

公务旅行 ($79.3) (33.9％) 

• 管理：投入和产出均减少 

16. 造成该项下出现 79 300 美元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特派团采取措施减少公务

旅行，以及在可行且可利用情况下不断在当地实施训练培训员方案和安排，因此

公务旅行所需费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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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639.2 11.3％ 

• 费用参数：投入和产出均增加 

17. 造成该项下出现 639 200 美元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部队搬迁到三个主要营房，

导致修缮服务所需费用增加，以及当地提供的水电和维护服务的合同费用增加。 

差异 

陆运 $1 310.1 65.4％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18. 造成该项下出现 1 310 100 美元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根据新合同，租赁车辆

的所需费用增加，燃料费用也有所增加。 

差异 

空中运输 $89.2 6.0％ 

• 任务：改变业务设想 

19. 造成该项下出现 89 200 美元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特派团轻型直升飞机的飞

行时数增加，以便加强部队的空中观察和侦察能力，其中一部分因中型直升飞机

的飞行时数所需费用减少而抵销。本预算期间整个机群的总飞行时数为 1 320 小

时（2004/05 年期间的飞行时数为 1 188 小时）。 

差异 

通信 ($17.7) (1.9％)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20. 造成该项下出现 17 700 美元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更换通信塔的所需费用减

少（2005/06 年期间更换一个，2004/05 年期间则更换 4 个），以及采购较小功率

的微波链接设备，因为前几个期间已经购置较大功率的设备。 

差异 

信息技术 ($212.1) (27.8％)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21. 造成该项下出现 212 100 美元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计划在 2004/05 年期间购

置新设备，导致需用于更换设备的费用减少，以及通过联合国全球合同安排提供

了软件支持，致使成套软件所需费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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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医疗 $35.7 15.8％ 

• 管理：投入和产出均增加 

22. 造成该项下出现 35 700 美元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医疗用品（用于预防艾滋

病毒的急救包和用品）的所需费用增加。 

差异 

特种装备 $3.6 57.1％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23. 造成该项下出现 3 600 美元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购置了一个校准卫星和微波

抛物面天线所必需的双筒测距仪。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47.1) (10.5％) 

• 管理：投入和产出均减少 

24. 造成该项下出现 47 100 美元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部队核定人数减少，

用于福利、军事配备和理发服务的所需费用因而也减少。 
 

 四.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25. 关于该部队的经费筹措问题，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批款 44 346 600 美元，作为该部队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 12 个月期间的维持费，其中包括将通过塞浦路斯政府（14 069 800 美元）和

希腊政府（650 万美元）的自愿捐款而筹措的 20 569 800 美元净额； 

 (b) 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则应按每月 1 981 400

美元的标准摊派批款余额 23 776 800 美元。 
 

 五. 为执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和联合国审计委员会的 
要求和建议而采取的后续行动摘要 

 

 A.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A/58/759/Add.4） 

要求/建议 为执行要求/建议采取的行动 

委员会从所收到的补充资料中注意

到，特派团注销设备的进度缓慢。

应该优先采取行动，改善特派团内

的存货管理。(第 26 段) 

特派团已改善资产存货管理以加快

设备注销进度。截至 2004 年 12 月

15 日，联塞部队没有尚未采取的注

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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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审计委员会 
 

（A/58/5（第二卷）） 

要求/建议 为执行要求/建议采取的行动 

委员会注意到，在联合国西撒哈拉

全民投票特派团和联塞部队，并不

是所有的责任豁免表都完整填写。

委员会重申其建议，即行政当局应

确保所有特派团均按照《空中业务

手册》的规定，填写责任豁免表。（第

130 段和第 131 段） 

已经执行。在开始飞行以前，非联合

国人员均完整填写及签署该表，并由

一名证人会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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