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 合 国   A/59/768

 

大  会  
Distr.: General 
5 April 200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5-29695 (C)    070405    070405 
*0529695* 

 

第五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3 和 164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 

联合国苏丹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2004年 7月 1日至 2005年 10月 31日期间联合国苏丹特派团

经费的筹措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2004年 7月 1日至2005年 10

月 31 日期间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经费筹措问题的报告（A/59/756）。

委员会的讨论是以提前分发的文本为基础进行的，因为委员会听证时，还没有收

到 后印刷版本。而且，报告是在定于审议该报告的当天才收到的。在审议该报

告过程中，委员会与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以及秘书长的其他代表会面，代表们为委

员会提供了补充资料。 

2. 安全理事会在其 2004 年 6 月 11 日第 1547（2004）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在全面

和平协定签署之前这段时间采取必要步骤使 重要的后勤和人员所需经费提前

到位，促进可能的联合国和平支助行动的快速部署。2004 年 7 月，咨询委员会根

据这项要求批准了数额为 49 999 400 美元的授权承付款项。委员会获悉截至 2005

年 3 月底，预计从这笔授权承付款项中支付的开支总额估计数为 4 030 万美元。

在根据安理会 2005 年 3 月 24 日第 1590（2005）号决议成立了联苏特派团之后，

委员会批准了数额为 5 000 万美元的另一笔授权承付款项，以支付 初 30 天期

间的重要的后勤和人员所需经费费用。 

3. 应当指出，安全理事会还根据其第 1547（2004）号决议成立了联合国驻苏丹

先遣团（联苏先遣团），作为一个特别的政治特派团， 初期限为三个月。咨询

委员会分别于 2004 年 6 月、11 月和 12 月建议核准数额分别为 16 636 6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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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09 500 美元和 12 716 300 美元的追加批款，这些款项从 2004-2005 两年期

方案预算第 3 款“政治事务”项下的特别政治特派团经费中支出，满足先遣团的

需要（实际上后两笔追加批款的全部或者一部分是后来才支用的）。由于这笔款

项是从经常预算出的，因此先遣团经费筹措与秘书长报告（A/59/756）所载联合

国苏丹特派团授权承付分摊款请拨要求无关。先遣团批款的任何未用余额都将转

到方案预算第 3 款的特别政治特派团经费项下。委员会收到关于截至 2005 年 3

月 7 日开支情况的资料，资料表明未用余额为 1 340 万美元（见附件）。 

4. 咨询委员会面前的秘书长报告载有一项授权承付摊款请求，数额为 5.955 亿

美元，作为 2004 年 7 月 1日至 2005 年 10 月 31 日期间的联苏特派团经费。这笔

款项包括咨询委员会分别于 2004 年 7 月（49 999 400 美元）和 2005 年 3 月（5 000

万美元）批准的授权承付款。 

5. 如报告第 6段指出的那样，2004 年 7月 1日至 2005 年 6月 30 日期间和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联苏特派团的预算细目，包括员额和业务费

用的缘由说明，将在 2005 年 5 月底之前提交给咨询委员会，将在大会第六十届

会议主要部分会议上得到审议。因此，秘书长报告中所要求的追加资金是为了满

足 2005 年 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间紧急现金所需经费和临时员额费用。在这

方面，秘书长指出，上述拨款请求中所列文职工作人员员额均为临时性，不妨碍

大会 2005 年 10 月核准这些员额。委员会指出，在联苏特派团预算获得核准之前，

还应适用其关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2004/05 年订正

概算的报告（A/59/735）提及的其他一些告诫，包括工作人员合同初始任期限为

一年。因此，委员会的本报告将仅限于以下所列一般性评论，在编制上文所述预

算时，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些评论。 

6. 拟议中的特派团组织结构与 近设立的其他特派团的组织结构有明显的区

别。依然采用其他综合性特派团所采用的双支柱的模式；但是，分别负责这两个

支柱的两名副特别代表的分工，也就是说，就哪些部门向哪个副代表报告而言，

与其他特派团有明显区别。另外，在组织结构图上，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

与两个副特别代表都联系在一起，尽管第二名副代表是驻地/人道主义协调员。

委员会指出这种安排本身就有可能导致重叠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明确职能分工。

这个问题应当在即将提交的预算中得到处理。 

7. 咨询委员会指出拟议中的联苏特派团结构包括一个指定参谋长的职位，向其

直接报告的单位中包括新闻股(有活动时)、艾滋病毒/艾滋病顾问和社会性别顾

问。而在其他综合特派团，这些单位是向副特别代表报告的。如果参谋长不是这

方面的 终负责人，那么在委员会看来似乎上面还有一层行政管理。如果参谋长

是 终负责人，那么，实际上，这个职务正在发生变化，变得超出其正常的责任

范围，很可能 终演变为第三个支柱。在提交预算时，应当澄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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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特派团将设立两个总部，一个在喀土穆，另一个在该国南部的朱巴。将在奥

贝德设立一个后勤基地，计划设立两个区域办事处和九个次区域办事处。咨询委

员会获悉由于打算将权力下放到区域/次区域办事处，有人建议，各办事处均由

一名 D-1 级人员担任主任。
1
 但是，委员会在收到的补充资料中注意到，各区域

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人数和军事人员及民警人数相差很大。因此，委员会质疑是否

有必要为每个区域/次区域办事处都一律配置一个 D-1 级别的员额，提醒注意避

免形成一种头重脚轻的结构。各区域/次区域办事处主任的级别应根据各办事处

的工作量、规模和职能来确定。委员会还指出，将权力下放到各区域/次区域办

事处应导致各特派团总部所需要的工作人员人数相应减少，委员会相信将会尽一

切努力确保一致性和协调性，避免出现区域办事处与特派团总部之间职能重叠的

情况。 

9. 咨询委员会获悉特派团制定了增加本国工作人员征聘人数的中长期目标，并

计划为这类工作人员提供专门培训。委员会获悉，特派团还将此视为一项发展举

措。委员会对这种方式表示欢迎，并已经鼓励其他特派团采取这种方式。当地雇

员最大限度地参与有助于能力建设和向当地人的知识转让，加强当地人对特派团

开展的活动的主人翁感。 

10. 咨询委员会获悉在苏丹的各机构、基金和方案都制定并批准了载有优先事项

综合清单的 2005 年工作计划。而这份工作计划又得到苏丹政府和苏丹人民解放

运动/解放军的批准。委员会认为该计划是一个重要的协调和统一机制，请特派

团就该计划的执行情况提出报告。 

11. 在军事特遣队项下，为口粮编列了数额为 7 356 700 美元的预算，每人每天

基本口粮费为 8.89 美元，每人瓶装水费用为 5.78 美元。委员会问为何口粮费用

高于其他特派团，得到的答复是，所需费用中包括内地运输费用，预计一旦公路

开通，费用就会减少。另外，特派团正在计划建立净化水和瓶装水工厂，这将会

减少瓶装水所需费用。 

12. 在基建事务项下的设施和基础设施分项列入了所需经费估计数 24 239 700

美元。经询问，咨询委员会了解到由于缺少能用的出租房屋，预计将需要分阶段

建造由帐篷构成的营房。帐篷营房建成之后，特派团将开始建造硬墙壁住房。委

员会获悉特派团打算利用当地材料和承包商来建造硬墙壁住房，还打算，如果获

得大会批准，特派团任务一结束，就将这些建筑物交给市政当局。委员会对这种

方式表示欢迎。 

__________________ 

 
1
 咨询委员会获悉，据实务人员编制情况表所示，外地办事处只有九个 D-1/D-2 级别的员额（见

A/59/756,第 10 段之前的表格），因为该表显示的是截至 2005 年 10 月底的部署情况预测数字，

而不是 2005/06 年期间的员额 多时的情况，该情况将反应在正式预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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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整篇报告中提及许多项目，咨询委员会收到关于基建（见上文第 11 段和

第 12 段）、安装信息技术和通信设备以及培训等领域的补充资料。委员会要求今

后的预算文件提供关于这类项目竣工的估计时间表。 

14. 空中运输项下的请拨款总额为 120 027 800 美元。在 2004/05 年财政期间，

为 16 架固定翼飞机和 21 架直升机编列了经费；在 2005/06 年财政期间，为 17

架固定翼飞机和 33 架直升机编列了经费。经询问，委员会获悉实现使用飞机区

域化的机会已经出现。联苏特派团和联刚特派团已经多次合作，联苏特派团正在

研究有无可能与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共用轻型喷气式飞机（一

架）。委员会请维持和平行动部探索各种手段，降低昂贵的空运费用，包括充分

挖掘利用该区域资源的潜力。 

15. 咨询委员会获悉为应急基金编列了估算经费，作为准备金，以应付一向靠自

愿捐助资助的一些方案领域可能出现的资金短缺情况。例如，委员会获悉，在其

他事务项下，为应急计划编列了经费，用于联盟民兵 15 000 人的解除武装和复

员以及为一个特别群体的 5 000 人（妇女、残疾人和退伍军人）提供援助，包括

提供食品、衣服、公民教育、体检和咨询、教育、培训和就业推荐、过渡性安全

补贴和培训材料。在这方面，委员会忆及秘书长在其 2003 年 9 月 11 日向安全理

事会提出的关于利比里亚的报告中指出，“不仅仅是解除武装和复员的经费、而

且重返社会的初期经费都必须出自分摊的维持和平预算”（S/2003/875,第 111

段），并指出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的初始预算（A/58/539）包括为解除武装、

复员、转业培训和重返社会编列的经费（另见载于 A/58/539 号文件的委员会的

报告第 8 段和第 21 段）。委员会指出大会从未就维和摊款用于上述目的表示明确

看法。委员会提醒注意防止自动为支用分摊捐款开展那些一向依靠自愿捐款的活

动编列经费；应当尽一切努力与各项基金和方案协调，筹募必要的自愿捐款。 

16. 大会将采取的与联苏特派团经费筹措有关的行动载于秘书长的报告

（A/59/756）第 37 段。在考虑到载于上文各段的评论和建议的基础上，咨询委

员会建议大会核准秘书长报告第 37 段所载各项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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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驻苏丹先遣团(联苏先遣团)自成立至2005年 3月7日

期间的财务摘要细目(经常预算) 

(单位：千美元) 

类别 分配款项 支出 

一. 军事和警察人员   

 1. 军事观察员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483.4 271.5 

进驻、轮调和回国旅费 49.0 48.1 

置装补贴 2.0 2.5 

死亡和伤残偿金 - - 

口粮 - - 

第 1 项小计 534.4 322.1 

 2. 军事特遣队   

部队费用标准偿款 - - 

进驻、轮调和回国旅费 - - 

娱乐假津贴 - - 

每日津贴 - -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 - 

死亡和伤残偿金 - - 

口粮 - - 

特遣队所属装备：主要装备 - - 

运送和部署特遣队所属装备 - - 

第 2 项小计 - - 

 3. 民警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74.6 56.0 

进驻、轮调和回国旅费 - - 

置装补贴 0.4 - 

死亡和伤残偿金 - - 

口粮 - - 

第 3 项小计 75.0 56.0 

 4. 建制警察部队   

建制警察部队费用偿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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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分配款项 支出 

进驻、轮调和回国旅费 - - 

娱乐假津贴 - - 

每日津贴 - - 

死亡和伤残偿金 - - 

口粮 - - 

特遣队所属装备：主要装备 - - 

运送和部署特遣队所属装备 - - 

第 4 项小计 - - 

第一类共计 609.4 378.1 

二. 文职人员   

 5. 国际工作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薪金 5 512.9 2 531.4 

工作人员薪金税 - 788.1 

一般人事费 2 780.5 1 060.5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4 133.6 2 165.0 

危险工作地点津贴 - 0.2 

加班费 - - 

面试和离职旅费 - - 

其他费用 - - 

第 5 项小计 12 427.0 6 545.2 

 6. 本国工作人员   

本国工作人员薪金 469.9 469.9 

工作人员薪金税 - 29.7 

一般人事费 95.5 95.5 

加班费 8.4 6.2 

其他费用 - - 

第 6 项小计 573.8 601.3 

 7. 联合国志愿人员 - - 

第 7 项小计 - - 

第二类共计 13 000.8 7 146.5 

三. 业务费用   

 8.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薪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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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分配款项 支出 

一般人事费 - - 

会议临时助理人员－工作人员薪金税 - - 

一般事务人员工作人员薪金税 - - 

专业人员工作人员薪金税 - - 

加班费 - -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 - 

面试和离职旅费 - - 

第 8 项小计 - - 

 9. 政府提供的人员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 - 

赴任和离职旅费 - - 

第 9 项小计 - - 

 10. 文职选举观察员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 - 

赴任和离职旅费 - - 

第 10 项小计 - - 

 11. 顾问   

非培训 22.4 22.4 

培训 - - 

第 11 项小计 22.4 22.4 

 12. 公务旅行   

非培训 1 955.2 1 796.2 

军事人员（非观察员） - - 

其他人员（非联合国工作人员） 14.0 - 

培训 - - 

第 12 项小计 1 969.2 1 796.2 

 13. 设施和基础设施   

购置预制设施 116.9 130.9 

购置杂项设施和基础设施 - - 

购置用于基础设施的桥梁 - - 

购置电器设备 1 184.4 - 

购置冷藏设备 -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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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分配款项 支出 

购置发电机 233.4 203.1 

购置净水设备 - - 

购置储水池和化粪池 - - 

购置住宿设备 9.2 62.4 

购置储油罐和油泵 - 253.7 

购置办公室家具 301.6 260.2 

购置办公室设备 247.0 125.5 

购置办公室自动化设备 1 946.5 1 533.2 

购置防御工事设备 1 647.1 1 563.2 

购置警卫和保安装备 1 600.7 1 126.2 

购置消防设备 - - 

替换办公室自动化设备 60.0 - 

房地租金 2 867.1 1 739.6 

办公室设备租金 - 7.1 

楼舍管理设备 63.0 49.2 

公用事业费 52.2 82.9 

维修事务 - 0.2 

家具和办公设备维修 60.0 1.0 

警卫事务 57.6 57.2 

改建和装修事务 1 725.5 1 102.2 

基建事务 166.9 - 

文具和办公室用品 25.0 428.2 

备件和用品 - - 

维修用品 118.7 64.1 

防御工事用品 - - 

汽油、机油和润滑油 - 1.9 

卫生和清洁用品 3.7 5.7 

特遣队所属装备：自我维持 - - 

第 13 项小计 12 486.5 8 988.9 

 14. 地面运输   

购置车辆 2 958.1 2 908.1 

购置车辆维修所设备 - 1.3 

车辆租金 573.1 733.9 

维修和保养 - - 

责任保险 - - 

备件 133.6 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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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分配款项 支出 

汽油、机油和润滑油 261.2 13.4 

第 14 项小计 3 926.0 3 794.8 

 15. 空中运输   

设备和用品 - - 

服务 - 230.1 

着陆费和地勤费 80.0 135.7 

机组人员生活津贴 126.3 17.1 

汽油、机油和润滑油 1 315.0 315.0 

固定翼   

  责任保险 46.0 6.0 

  租金和作业 3 833.7 2 000.4 

直升机   

  责任保险 13.4 - 

  租金和作业 1 655.8 452.5 

第 15 项小计 7 070.2 3 156.8 

 16. 海上运输   

购置海轮 - - 

租金和作业 - - 

责任保险 - - 

备件/修理/保养和用品 - - 

汽油、机油和润滑油 - - 

第 16 项小计 - - 

 17. 通信   

购置通信设备 - 2.3 

购置无线电网络设备 5 141.1 5 455.3 

购置测试和修理所设备 - 42.9 

购置电视设备 - 67.5 

商业通信 - - 

电缆和传真费用 847.3 522.3 

电话费--长途 - 0.1 

邮费 - 0.2 

邮袋 - 4.0 

设备维修 192.0 - 

通信支助事务 - 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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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9/768  

类别 分配款项 支出 

设备租金 - - 

备件 200.0 231.9 

特遣队所属装备：自我维持 - - 

新闻   

电视节目制作费用 80.0 0.2 

  购置新闻设备 - - 

  新闻事务 50.0 - 

  设备租金 - - 

数据处理用品 - 35.6 

  用品和维修 - - 

第 17 项小计 6 510.4 6 500.9 

 18. 信息技术   

购置设备 - - 

购置软件包 223.3 - 

信息技术事务 - - 

设备租金 360.0 60.0 

设备保养和维修 - - 

软件许可证、收费和租金 - - 

备件和用品 - - 

第 18 项小计 583.3 60.0 

 19. 医疗   

购置设备 371.0 717.7 

医疗事务 380.0 7.8 

设备租金 - - 

用品 - - 

特遣队所属装备：自我维持 - - 

第 19 项小计 751.0 725.5 

 20. 特种设备   

购置观测设备 - - 

探雷和清雷设备 - - 

特遣队所属装备：自我维持 - - 

第 20 项小计 - - 

 21.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购置其他设备 - 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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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9/768

类别 分配款项 支出 

购置电子数据处理设备 138.6 1 024.5 

购置望远镜和观测设备 22.1 21.5 

其他用品 - 180.6 

探雷和清雷事务 - - 

探雷和清雷用品 - - 

订阅费 2.0 4.0 

印刷和复制 4.0 22.4 

摄影用品 30.0 - 

胶卷 - - 

作战地图 12.2 5.4 

制服、旗帜和标记 200.6 90.5 

个人防护用具 - - 

培训费、用品和服务 - - 

选举用材料 - - 

正式活动 - 5.0 

其他招待费 12.0 - 

外部审计 - - 

一般保险 63.9 20.2 

银行手续费 30.0 4.6 

杂项索赔和理算 - - 

其他运费和有关费用 1 398.2 1 529.1 

口粮，其他 19.6 11.2 

汇率损失 - - 

研究补助金 - - 

杂项事务 - 96.6 

广告和宣传 - 32.4 

第 21 项小计 1 933.2 3 438.5 

 22. 速效项目 500.0 - 

第 22 项小计 500.0 - 

第三类共计 35 752.2 28 484.0 

所需经费毛额 49 362.4 36 008.6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 817.8 

所需经费净额 49 362.4 35 190.8 

实物自愿捐助(已编入预算) - - 

实物自愿捐助(未编入预算) - - 

所需经费共计 49 362.4 36 0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