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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3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 

行政和预算问题 

 

关于文职人员快速部署名册状况的报告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大会请秘书长就文职人员快速部署名册的状况，并就改进名册功用可采取的

措施，在考虑到 近使用该名册的经验后，提出报告（第 58/298 号决议，第 9 段）。

本报告就是根据这一要求提出的。 

 本报告概述了文职人员快速部署试验名册的状况，分析了试验名册的成就和

不足，并为改进名册功用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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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依照大会 2004 年 6 月 18 日第 58/298 号决议，第 9 段提出，其中请

秘书长在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框架内，就文职人员快速部署名册的状况向大

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报告的目的在于对文职人员快速部署名册作出评

价，并为改进名册功用提出建议。 

2. 为本报告的目的，“快速部署人员名册”这一用语系指甄选联合国工作人员

并将其列入一项名册的机制。此后，这些人员可以迅速部署，在维持和平行动的

开办、激增或清理结束阶段，在时间有限的期限内，履行关键职能。 

 

 二. 背景 
 
 

3. 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小组的报告曾就增强联合国快速部署或扩大外勤业务

能力提出重要建议（A/55/305-S/2000/809,第 91 段）。根据这一建议，维持和平

行动部于 2003 年期间着手建立了文职人员快速部署名册。这一主动行动是 2002

年年初开始实行的外地特派团订正员额配置和征聘战略的组成部分，根据这项战

略，所有特派团空缺员额都将尽可能予以公布（见 A/58/764）。 

4. 鉴于发布空缺通知和甄选候选人需要时间，因此，快速部署机制变得极为重

要，特别是在满足新建和扩大特派团的要求方面，尤为如此。此外，从其他特派

团或总部选派所需临时工作人员的现有安排，具有临时性质，对于派出和接收特

派团来说，都缺乏效率。 

5. 因此作出决定，作为试点，建立一个联合国工作人员快速部署专有名册，为

期一年。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于 2003 年 2 月 14 日向所有现有的外勤业务

通报了这一主动行动。 

6. 快速部署人员试验名册将由维和部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组成，承担特派团开

办、特派团增援或特派团清理结束阶段的关键工作， 长部署期限为三个月。设

立这样一个花名册可以在员额/资金获得核准之前，为启动正常的征聘程序提供

一段合理的筹备时间。这一快速部署人员试验名册分为三个综合工作队，相互错

开。每个工作队均应做好准备，提前 14 天通知，部署期为四个月，或提前 60 天

通知，部署期为当年所余八个月。 

 

 三. 文职人员快速部署名册机制的实施情况 
 
 

7. 建立快速部署人员试验名册的筹备工作包括三个阶段：(a) 候选人的初审

(2003 年 3 月 7 日至 4月 14 日)；(b) 技术审查和体格检查(2003 年 4 月 14 日至

5 月 22 日)；(c) 建立三支快速部署工作队(2003 年 5 月 22 日至 6 月 4 日)。2003

年 6 月 4 日宣布正式设立快速部署人员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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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外地和总部，大约与 6 500 名工作人员进行了接触，其中 637 人提出了申

请，并得到其直接主管的批准。在第二阶段，维和部快速部署人员名册管理小组

与其他若干部门和办公室合作，对这些申请人进行技术审查和体格检查。甄选标

准包括以往维和经验和语言技能。同时也考虑到性别平衡及地域分配原则。在第

三阶段，成立了快速部署工作队，并通知了获选工作人员。按所属特派团和履行

职能排列的快速部署人员名册的组成情况分别载于附件一和二。 

9. 2003 年 7 月，在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开办了一次快速部署人员名

册培训。二十七名纳入名册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培训内容包括领导与管理、

规划、工作队建设、与业务伙伴合作以及外勤技能等。2004 年 5 月在布林迪西专

门为新闻专家举办了另一次培训。 

 

 四. 成果 
 
 

10. 快速部署人员名册立即启用，于 2003 年 6 月和 7 月初向联合国科特迪瓦特

派团（5 名工作人员）和负责伊拉克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5 名工作人

员）部署了工作人员。此后，快速部署人员名册 为集中地用于联合国利比里亚

特派团（联利特派团）（32 名工作人员）。2004 年，向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6

人）和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6 人）部署了工作人员。在联海特派团清理结束阶

段向特派团部署了一名工作人员。截至 2004 年 7 月，自快速部署人员名册向六

个特派团部署了 57 名工作人员。 

11. 名册的一项主要成就是在联利特派团广泛使用，其主要原因是向特派团高级

管理层全面介绍了快速部署人员名册的概念。因而，特派团十分倚重名册，成为

名册首次大规模测试。 

12. 从外地及总部工作人员得到的反应值得注重。在所有向维和部的要求作出积

极反应的工作人员当中，有 600 多人得到了其直接主管的批准。使用各种电子工

具，极大地便利了向外地工作人员广泛散发名册申请书，同时，将这一系统同人

事管理和支助处数据库连接，也便利了后来对名册的管理。 

13. 2003 年，利用临时空缺员额短期征聘了两名初级专业工作人员和一名行政处

理，对快速部署人员名册进行管理，处理申请书的筛选和审查，并向获选的候选

人发出通知。要使快速部署人员名册得到有效保持和利用，有必要为这项职能提

供更多的资源。 

 

 五. 对快速部署人员试验名册的评价 
 
 

14. 曾达成协议，对 2003 年快速部署人员试验名册进行内部评价，包括所涉资

源问题和名册的使用。人事管理和支助处于 2003 年下半年进行了评价工作。配



 

4 
 

A/59/763  

合这项评价工作的还有，2004 年第一季度，维持和平 佳做法股对联利特派团开

办阶段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研究，其间对试验名册机制进行了彻底的审查。对快速

部署人员名册机制的现有程序提出了各种意见和建议，主要概括如下。 

通信、处理和承诺 
 

15. 在同各外地特派团的互动活动中了解到，有若干问题尚待澄清。这些问题包

括快速部署人员名册的目的与实施、名册的管理和资金筹措以及可允许的部署时

间期限等。这些问题产生的结果是，一些工作人员所属特派团不情愿让那些已经

通过审查并获选的工作人员离开，还有一些接收特派团对维和部甄选纳入名册的

工作人员的资格表示质疑。建议进一步强调确保维和部及各外地特派团对快速部

署人员名册机制给予支持。根据这项建议，应当拟定一项综合管理政策，并与所

有特派团沟通，澄清并解释有关快速部署人员名册的所有行政安排。还建议所有

当事方（所属特派团、接收特派团以及工作成员）之间就名册程序进行的交流均

应通过即将建立的快速部署人员名册管理能力进行（见下文第 23 段）。 

名册的构成 

16. 有许多关键员额要么仍然空缺，要么没有足够的候选人，致使三个工作队无

法实现全额配置。对于有些职能的需求要高于另外一些职能，因此需要对已经确

定的关键职能进行审查。建议对于那些填补有困难的员额，应当考虑允许维和部

以外的工作人员，包括管理事务部的工作人员，申请快速部署人员名册。此外，

可以考虑在明确界定的指导方针范围内，与设在德国波恩的联合国志愿人员办事

处协调，评价是否可能将名册向那些目前在维和部工作的联合国志愿人员开放。

后，维和部有必要审查职能清单，使申请与服务要求相吻合。 

申请 

17. 首次活动自愿参加，要由工作人员采取主动。反应是积极的，但同时也存在

若干不足，即，有一些职能没有吸引工作人员的兴趣，或者主管不愿意放走他们

优秀的工作人员，哪怕是有限的一段时间。建议采用提名制度，可由总部提名，

抑或由外地特派团根据纽约维和部的要求提名。这可以确保所属特派团改进承诺

和参与，同时也可以在进程的两端实行审查程序。 

甄选和审查进程 

18. 有些申请人在技术上已经通过审查，并被列入快速部署人员名册，在这些申

请人的资格与特派团开办阶段的技术要求之间出现两极对立。如上所述，有些特

派团对某些候选人资格的相关性提出质疑。建议在提名或申请阶段，公布职责（职

务说明或通用职务说明）。总部的甄选过程也应精简，建立一个常设甄选委员会，

并在参与技术审查的各个实体中设立协调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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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部署人员名册成员的部署 

19. 有些纳入名册的工作人员，尽管其申请已经获得所属特派团的批准，但仍然

不能获准离开。因而，关键员额依然空缺或缺乏足够的候选人（见附件三）。建

议进一步强调事先锁定纳入名册的工作人员获准离开。有关各方（名册候选人、

所属特派团、技术单位以及接收特派团等）都应当了解他们就申请程序所作决定

产生的后果。纳入名册的工作人员在提出要求时应当被允许离开，接收特派团也

应当接受，工作人员本人也应当接受快速部署任务。申请程序应辅之以承诺，由

工作人员和所属特派团双方签字。 

体格检查 

20. 体格检查所用时间比预计的要长，在有些情况下还耽搁了快速部署人员名册

工作队的 后组成。这突出表明，缺乏机制，用以监测维和部外勤人员体检证明

是否依然有效。建议首批名册候选人通过技术审查后立即开始体检程序。目前，

正在维和部内筹建一个机制，确保外勤人员体检依然有效。 

部署时限 

21. 纳入名册的工作人员的部署时限为 多 90 天，其依据是设想这可以提供足

够的时间征聘长期接替人员。联利特派团曾九次提出延长业已部署的工作人员

（总数为 32 人）的任期，延长期为两个星期至两个月不等。另外，接收特派团

和有关工作人员表示愿意留在接收特派团。这一事态发展影响了名册进程的顺利

开展，因为未曾预料工作人员不返回原特派团。在这种情况下，所属特派团不情

愿允许其工作人员离开。建议将部署 高期限延长至 120 天。鉴于快速部署人员

名册并非改隶机制，因此，如果纳入名册的工作人员想要申请接收特派团的职位，

则必须首先返回所属特派团，至少为期三个月，以使所属特派团能够寻找并选定

接替人员。 

快速部署人员名册成员的培训方案 

22. 如上文第 9 段所述，2003 年和 2004 年期间，举办了两期培训。这并没有达

到原计划为所有三个快速部署人员名册工作队进行培训的目标。建议对培训方案

的内容进行审查，并建议全年定期举行培训，以向纳入名册的大多数人提供培训。 

管理和资源  

23. 在管理和资源方面，两次评价都指出有必要为快速部署人员名册项目划拨专

用资源。建议人事管理和支助处全面负责名册的管理和维持，并应建立一项快速

部署人员名册管理能力。需要有更多的工作人员有效管理名册。此外，还有必要

筹集财政资源，用于支付与纳入名册的工作人员培训相关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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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未来发展 
 
 

24. 2003 年的试点工作明确显示了文职人员快速部署名册机制尽管存在各种限

制，但很有价值，凭借这一机制，维和部得以为新的特派团配备首期工作人员，

并在激增阶段为扩大的特派团配备工作人员。 

25. 快速部署人员名册的宗旨将进一步扩大，充分包括特派团在开办、激增和清

理结束各个阶段的需求。工作队结构将由单一的综合名册取代，名册上的成员将

在需要时予以单独部署。因此，编制了关键职能订正清单。将为每一个此类职能

甄选一定数目的工作人员，确保为名册选定足够数目的工作人员，以备同时出现

竞争性需求。预计新的快速部署人员名册将包括约 365 名文职工作人员，履行关

键职能（见附件四）。 

26. 将向所有外地特派团通报综合订正程序，维和部将积极努力解释这一机制以

及机制的实施模式。将特别明确指出，快速部署人员名册机制并不是改隶或晋升

机制，也不会替代正常的征聘程序。对于工作人员来说，进入名册后可以从事具

有挑战性而又值得去做的工作，这在考绩系统中应当得到适当的承认。 

27. 为了确保更大的候选人员库，特别是用于高级别员额和那些难以填补的职

能，申请程序将扩大到维和部以外，包括秘书处其他部门，并包括目前在维持和

平行动中服务的联合国志愿者，其条件有待协商。还建议将文职人员快速部署机

制同维和部拟定的其他快速部署倡议密切联系起来，如关于建立文职人员待命能

力的谅解备忘录，这一备忘录已经向所有会员国散发。 

28. 在甄选和审查过程中将作出其他重大改革。订正的进程将允许维和部或特派

团提名工作人员进入名册。工作人员可继续自己报名，不过必须征得其主管和特

派团的同意，允许离开。此外，为确保满足外地特派团的整体需求，名册上的哪

个成员将被派往特定的特派团，其 后决定将由总部的维和部作出。在进行部署

时，将视情况是否允许，酌情与所属特派团和接收特派团适当磋商。 

29. 被选定纳入快速部署人员名册的工作人员将继续留在名册中，为期一年。不

过，将在全年开放申请程序，以确保名册有足够的人员并不断更新。 

30. 电子申请系统将予以升级，以满足各种新的要求，并与维和部使用的其他数

据库（包括银河系统）实现接口。将提供每个关键员额的通用职务说明，并将要

求每个申请者提交个人简历。每项申请将由申请人的直接主管核证。管理者将同

工作人员和其直接主管协商提名候选人。 

31. 部署 长期限将延长至120天。在征得接收特派团和所属特派团的同意之后，

纳入名册的工作人员可申请接收特派团的职位，但须返回原特派团，为期至少三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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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的快速部署人员名册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将是增强和改进了的培训方案。

获选的名册成员将必须参加一项培训，为期七至九天。此种培训将在全年定期举

行。培训方案的目的是训练综合技能，增强受训者在极具挑战的条件下，并通常

在没有直接领导的情况下，在团队中履行职能的能力。 

33. 新的程序中将设立评价机制。接收特派团的管理当局将确保在完成任务时，

由每个经名册部署的工作人员及其主管填写任务结束问题单。主管人员的答复将

决定该工作人员未来对快速部署人员名册方案的参与。将不断地利用主管人员和

工作人员的评价对快速部署人员名册机制进行评价。 

34. 如上文第 23 段所述，将在人事管理和支助处内建立快速部署人员名册管理

能力。管理职能将包括：协调快速部署人员名册的甄选和审查程序；不断监测名

册；查明空缺，必要时发出通用和具体的快速部署人员名册申请需求通知，以便

确保名册中有足够的人员而且不断更新；利用对特派团进行访问等机会同工作人

员和主管人员见面，宣传并讨论这一方案。在秘书处每个技术实体任命协调员，

以提供技术咨询，帮助寻找候选人。快速部署人员名册将每年更新一次。在

2005/06 支助账户预算中已经要求增设一个一般事务员额，以向快速部署人员名

册管理提供支助。 

 

 七. 结论 
 
 

35. 快速部署人员名册是一项重要的倡议，其目的是要加强维和部的能力，迅速

开展外勤业务，向那些扩大规模或在业务概念方面出现其他变动——包括缩小规

模——的外地特派团提供临时额外支助。特派团和工作人员都会从参与快速部署

人员名册方案中获得好处。接收特派团的好处是可以随时获得经验丰富、历经实

际考验并可立即进入角色的合格的维和人员。所属特派团的好处包括重新吸收那

些有了这一经历而返回的工作人员，这些人通过这一经历而获得了新的和（或）

更强大的技能，获得了更为丰富的维和经验。工作人员获得的好处包括经历了新

的挑战，这有可能增强个人和专业经验、专业知识和技能。 

36. 快速部署人员名册只是目前维和部正在审查的途径之一，通过这些途径建立

起一支可以随时部署的高质量的专业维和人员干部队伍，以此来满足紧急业务需

要，解决维和部的根本需求。维和部将根据大会 2004 年 12 月 23 日第 59/266 号

决议的要求，提交一份关于外地服务条件的全面报告，其中将汇报关于建立这支

干部队伍的工作，并汇报有利于加强征聘、保持、发展和快速部署这些人员的能

力的服务条件。 

 

 八. 大会应采取的行动 
 
 

37. 要求大会注意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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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按所属特派团和工作队排列的快速部署人员名册的组成 
 

所属特派团/总部 工作队 1 工作队 2 工作队 3 共计 

总部 19 16 11 46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建设和平支助办事处 1 0 0 1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 6 4 2 12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  5 8 5 18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 8 4 7 19 

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 10 9 7 26 

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  1 3 0 4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 0 1 0 1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5 10 3 18 

联合国安哥拉特派团 1 0 0 1 

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 6 2 4 12 

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 30 25 23 78 

联合国东帝汶支助团 12 13 9 34 

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 6 0 2 8 

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 3 2 0 5 

 共计 115 97 72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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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按职能排列的快速部署人员名册的组成 

职能 工作队 1 工作队 2 工作队 3 共计 

特派团团长办公室 6 5 6 17 

规划小组 3 3 3 9 

政治事务 3 3 3 9 

新闻 4 4 3 11 

民政 3 3 3 9 

复员方案 0 0 0 0 

发展与重建 4 4 3 11 

人权 1 0 0 1 

法制 1 0 0 1 

行政司司长办公室 11 10 8 29 

综合支助事务主任/通信和信息技术处办公室 4 4 3 11 

联合后勤业务中心 4 1 1 6 

调度 2 3 1 6 

商品股 2 2 1 5 

特遣队所属装备 2 2 0 4 

空中业务 2 1 0 3 

工程 9 6 2 17 

通信和信息技术处 15 11 10 36 

供应和仓库 6 4 0 10 

运输 10 9 7 26 

医疗 1 1 1 3 

行政事务主任办公室 2 2 1 5 

一般事务 6 7 4 17 

人事 6 5 6 17 

采购 2 2 2 6 

财政 4 5 5 14 

 共计 113 97 73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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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空缺或缺乏足够候选人的关键员额 
 

高级别员额 

办公厅主任 

复员方案高等干事  

行政司司长/首席行政干事 

警卫主任 

综合支助事务/技术服务主任 

联合后勤业务中心主任 

调度主任 

通信和信息技术处 

供应主任  

文职人事主任 

高等人权干事 

行政事务主任 

总务科科长 

首席采购干事 

中级和支助员额 

法律干事 

复员方案干事 

发言人 

人权干事 

航空安全员 

后勤干事/合同管理 

通信干事 

信息技术干事 

广播技术员 

医疗人员 

护士 

人事干事 

财政/预算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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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关键员额清单(文职人员) 
 

 小型特派团 中型特派团 大型特派团 

关键员额 职等 数额 职等 数额 职等 数额 

特派团团长办公室       

秘书长特别代表 助理秘书长 1 副秘书长 1 副秘书长 1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 D-2 1 助理秘书长 1 助理秘书长 1 

特别助理 P-4 1 P-5,P-4 1,1 P5,P4 1,1 

高等秘书 一般事务人员 2 一般事务人员 2 一般事务人员 2 

办公厅主任 - - D1 1 D2 1 

法律顾问/干事 P-4 1 P-5 1 P-5 至 D-1 1 

行政助理 一般事务人员 1 一般事务人员 2 一般事务人员 2 

  
关键员额 职等 数额  

  

政治事务  

高级政治事务干事 P-5 至 D-2 5  

政治事务干事 P-3 至 P-4 5  

新闻  

首席新闻干事/发言人 P-4 至 D-1 5  

新闻干事 P-3 5  

无线电/录像节目制 

作员 

P-3

5

 

广播技术干事(如果 

适用) 

P-3

5

 

民政  

高级民政干事 P-5 至 D-1 5  

民政干事 P-3 至 P-4 5  

复员方案  

复员方案高级干事 P-5 至 D-1 5  

复员方案干事 P-3 至 P-4 5  

发展与重建  

发展与重建高级干事 P-5 至 D-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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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员额 职等 数额  

  

速效项目干事 P-3 至 P-4 5  

社会性别事务  

社会性别事务顾问/ 

干事 

P-4 至 P-5

5

 

艾滋病毒/艾滋病  

艾滋病毒/艾滋病顾问/

干事 

P-4 至 P-5

5

 

人权  

高等人权干事 P-5 至 D-1 5  

人权干事 P-3 至 P-4 5  

法制与惩戒  

高级司法事务干事 P-5 至 D-1 5  

司法事务干事 P-3 至 P-4 5  

惩戒顾问 P-3 至 P-4 5  

警卫  

警卫主任 P-4 至 P-5 5  

警卫 P-2 至 P-3

外勤

5

5

 

近距离保护警察 外勤 5  

 小计，实务 115  

行政  

行政事务主任 P-5 至 D-2 5  

法律干事 P-4 5  

行政干事 P-3 至 P-5 5  

行政助理 一般事务人员 5  

航空安全股  

航空安全干事 P-2 至 P-4 5  

预算股  

预算科科长/预算干事 P-3 至 P-5 5  

预算助理 一般事务人员 5  

财务科  

财务科科长 P-4 至 P-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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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员额 职等 数额  

  

财务干事 P-3 至 P-4 5  

财务助理/出纳员 一般事务人员 5  

文职人事科  

文职人事科科长 P-4 至 P-5 5  

人力资源干事 P-3 至 P-4 5  

人力资源助理 一般事务人员 5  

采购科  

采购科科长 P-4 至 P-5 5  

采购干事 P-2 至 P-3 5  

总务科  

总务科科长 P-4 至 P-5 5  

总务助理 外勤 5  

财产管制和盘存股干事 P-3 5  

财产管制和盘存股助理 外勤 5  

收货和检查干事 P-2 5  

收货和检查助理 外勤 5  

医疗股   

医疗人员 P-4 至 P-5 5  

培训股  

培训干事 P-3 至 P-4 5  

水陆运输科  

运输主任 P-4 至 P-5 5  

运输干事 (车间) 外勤 5  

运输干事(仓库) 外勤 5  

运输干事(调度) 外勤 5  

空中业务  

首席航空干事 P-4 5  

航空干事 P-3 5  

调度  

调度主任 P-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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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员额 职等 数额  

  

调度助理 P-3 5  

供应  

供应主任 P-4 至 P-5 5  

供应干事(仓库) P-3 5  

供应干事(口粮) P-3 5  

供应干事(燃料合同) P-3 5  

供应干事(特遣队所属

装备) 

P-3

5

 

工程  

工程主任 P-4 至 P-5 5  

仓库助理 外勤 5  

设施管理助理 外勤 5  

电工 外勤 5  

发电机技术员 外勤 5  

后勤  

综合支助事务处处长 P-5 至 D-1 5  

后勤干事 P-3 至 P-4 5  

通信和信息技术处  

通信和信息技术处处长 P-4 至 P-5 5  

首席信息技术干事 P-3 至 P-4 5  

卫星技术员 外勤 5  

电话技术员 外勤 5  

电台/微波技术员 外勤 5  

信息技术员/系统支助 外勤 5  

广域网技术员 外勤 5  

 小计，行政支助 250  

 文职人员总计  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