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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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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 两年期方案概算 
 
 
 

  2008-2009 两年期第 17、20、21、27、28C、28D、28E、28F

和 28G 款项下用于确保在人流感大流行病持续性危机中做好

应急预案和保持业务连续性的拟议方案预算订正概算 
 
 

  秘书长的报告 ** 

 摘要 

 A（H5N1）禽流感毒株的出现，使世界进入新的人流感大流行病戒备状态。

2005 年 9 月 25 日，联合国以协调一致的努力做出反应，设立联合国系统防范流

感协调员，来满足会员国的需求。该协调员负责制定和执行联合国系统在全球流

感大流行预防、应急和应对的综合统一战略，并负责改善控制禽流感的努力。大

流行病是与联合国系统已制定的危机管理计划所涉及的危机不同，因为这种危机

开始得比较缓慢，持续时间久，而且有可能影响大量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因此，

联合国系统重新关注其本身的组织能力，以便在发生重大和持久的大流感危机情

况下，能通过确保已建立起来的业务连续性和保护工作人员的可信计划来保持业

务的运作，并保护工作人员。 

 

 

 
 

 
*
 A/62/150。 

 
**
 此时提交本报告是因为需要与各厅处广泛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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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总部各地点和区域委员会均已任命禽/人流感协调员或协调人员，以

确保各工作地点完成大流行病危机应急计划。已确定的应急活动通过外部审查加

以确认，并可分为三大类型：(a) 保持联合国至关重要职能和业务连续性的活动；

(b) 医疗措施和预防；(c) 准备活动（能力建设和培训）。上述各项活动在

2008-2009 两年期所需额外资源估计为 7 868 600 美元。尽管目前尚未提出要求，

本报告也介绍了一旦发生大流行病，目前估计额外所需资源为 9 976 2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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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背景情况 
 
 

1. A（H5N1）禽流感毒株的出现，使世界进入新的人流感大流行病戒备状态。

大流行性流感周期的历史表明，早该发生人流感。A（H5N1）病毒是一种在越来

越多国家产生高致病性禽流感新菌株，该病毒有可能造成大流行病。2005 年 9

月 25 日，联合国以协调一致的努力作出反应，设立联合国系统防范流感协调员，

来满足会员国的需求。该协调员负责制定和执行联合国系统在全球流感预防、应

急和应对的综合统一战略，并负责改善在国际和国家一级控制禽流感的努力。 

2. 2005 年 9 月 28 日，常务副秘书长举行了机构间禽/人流感问题指导委员会首

次会议。该委员会大约每隔两个月举行会议，为联合国全球协调应对工作提供指

导，包括对应急规划的指导，确保作为业务持续关键因素的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健

康和安全。 

3. 联合国系统还重新关注其本身的组织能力，以便在发生重大和持久的大流感

危机情况下，能通过确保已建立起来的业务连续性和保护工作人员的可信计划来

保持业务的运作，并保护工作人员。为此，秘书长于 2006 年 3 月 15 日发出一项

适用于整个联合国系统的指示，要求各工作地点的所有办事处和机构任命禽/人

流感协调员。这些协调员将与管理人员小组和现有的危机管理及应急机制合作，

确保制定大流行病计划，监测应急的情况。联合国系统预防大流行病规划准则

（2006 年 3 月 15 日）以及相关联的联合国医务工作人员有关大流行性流感的应

急计划准则（2006 年 3 月 1 日），就各办事处应开展的活动类型提供指导，并指

导为应急大流行病所应采购的供应品和设备的数量。 

4. 大流行病将会是缓慢出现的危机，持续时间较长（大约 18 个月左右）。据估

计，在大流行病期间，约有 30％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会在某个时候得病。

无论是因为得病、担心得病或照顾患病家属及子女，联合国工作人员缺勤率可达

到 40％。准备和应急规划也必须考虑到大部分其他提供服务的机构，无论是公共

或私营机构，也将面临类似的状况。结果，公共服务和私营商业可能会发生严重

的拖延和/或中断。东道国政府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机构的能力也很可能会被减

少，因为对各项服务的需求大量增加，同时现有人员的数量也减少。在这种情况

下，与其他类型的危机相比，关于业务连续性的机构安排变得更加重要。 

5. 2006 年 5 月 1 日举行的指导委员会会议，核准了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防范大

流行性流感协调员的任命，会议决定任命总部和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及内罗毕办

事处的协调员，以便采取类似的活动。因此，秘书长在会议之后不久成立了纽约

防范大流行性流感协调员办公室。该办公室负责确保秘书处和在纽约的各基金、

方案以及联络办公室预防可能发生的大流行病。在维也纳，尚未任命大流行病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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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员，但正通过现有机构间危机管理机制负责大流行病的规划和准备工作。在内

罗毕，已经在行政事务司内部建立一个禽流感和大流行性流感协调员和秘书处。 

6. 2006 年 9 月 7 日，常务副秘书长主持了大流行病高级应急政策小组会议，确

定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长将与联合国系统流感协调员和纽约防范流感协调员办

公室合作，确保总部各地点和区域委员会能够在近期内完成应急计划及相关的预

算。联合国总部各地点和区域委员会大流行病应急规划的两项总的目标已得到确

定：(a) 保护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和安保以及财产；(b) 确保关键职能

和业务持续不断。 

7. 维持和平行动部于 2006 年 10 月成立了大流行性流感应急小组，负责协助维

持和平行动制定和测试大流行病应急计划。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的支助下，联合国系统流感协调员在 2006 年 12 月成立了一个大流行性流

感应急支助小组，致力于确保联合国系统在国家一级能够充分地对大流行病与身

体无关的方面作出反应。此外，在 2007，该支助小组和人道协调厅开始讨论需要

建立一个人道主义救济提供者的框架，以便在大流行病期间能够作出反应。 

8. 2007 年 4 月 11 日，在大流行病高级应急政策小组的会议上，确定联合国总

部各地点和区域委员会五个大流行病计划将由外部加以确认，以确保这些计划及

其相关的预算符合大流行病规划的全球最佳做法。外部确认的工作将于 2007 年 6

月开始，并与 7 月 10 日完成。外部确认的建议已包括在总部各地点和区域委员

会的大流行病计划中。 

9. 本报告所载的各项提议给秘书处关于危机管理和业务持续的战略密切相关，

而且是为了补充提交给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救灾和秘书处

业务持续的综合报告。该救灾战略提议是要建立必要的技术和业务能力，以便在

发生危机时，能维持关键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系统及应用程序。 

10. 本文件阐明了预防大流行病危机的特殊需求，同时考虑到在业务持续方面原

先和拟定的投资。预防大流行病的措施要求建立专门的业务持续能力，使得所确

定的关键人员能够电子通勤和进行遥控作业。本报告旨在讨论这些具体的需求，

因此，这些提议补充和发展关于灾后恢复和业务持续综合报告提议的基础。 

11. 工作组的建议强调需要开展一些防范活动，这些活动可分为三大类：(a) 需

要保持联合国关键职能和业务的持续性的活动；(b) 医疗措施和预防；(c) 准备

活动（能力建设和培训）。有些活动需要在现有的规划阶段开展，而其他活动只

有在发生大流行病时才需要开展。 

12. 为本文件起见，大流行病的规划工作可分为两部分：2008-2009 两年期所需

的资源和在发生大流行病时所需的额外资源。由于大流行病爆发所存在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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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应当尽快开展一些活动，如购买关键的设备和用品。该策略将加快实现全

面防范大流行病的状态，并将减少当大流行病出现时，一些用品短缺的风险。使

得应急用品的储存不断更新，并开展各种定期活动，如培训、模拟和维持应急系

统，将成为联合国 2008-2009 两年期期间经常工作计划的组成部分。有些额外的

活动只有在发生大流行病时才开展，或是因为这些活动只需要在当时开展（如购

买一些硬件），或因为在开展这种活动之前需要对大流行病的形式有更精确的了

解（如采购可能对大流行病免疫的疫苗）。因此，本报告介绍了需要在发生大流

行病时开展的额外活动的估计资源，但目前没有要求获得这项资源。 

13. 应当指出，根据 2006-2007 年方案预算第 17、18、20、21、27、28A、28C、

28D、28E、28F 和 28G 各款规定的 2007 年秘书处防范大流行病危机必要活动所需

费用 5 969 900 美元，正通过大会第 60/283 号决议给予秘书长酌处权所作的筹

资安排加以满足，并将在关于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二份执行情况报告中

加以汇报。这些资源涵盖最初准备阶段的非员额所需资源。 

 二. 在纽约联合国各机构防范大流行病的情况 
 

14. 尽管在纽约的联合国秘书处和各基金及方案均有危机管理计划，这些计划只

规定了应对突发危机的措施，这种危机时间短，而且不会直接影响大量的联合国

工作人员。 

15. 以下是纽约的联合国各机构在发生大流行病状况时的关键职能：主要机构

（即安全理事会和大会）能够举行主要的会议，并能与其他组织和政府联络；秘

书长能够代表联合国对国际社会的需求做出反应，提供外交对话和谈判的办法，

并能够发挥全球领导作用；保护工作人员（尤其是通过医疗服务和咨询）和资产；

能够做出与大流行病有关的重要业务和政策决定；能够做出关于关键的全球及实

地业务和任务规定的重要业务和政策决定，包括维持和平和人道主义行动；能够

与其他组织和政府沟通；维持水电、电信和信息技术服务；并持续发挥关键的行

政职能。 

16. 在 2006 年 9 月 7 日举行的大流行病高级应急政策小组会议上，核准了在纽

约联合国系统大流行病应急规划的四个设想，这些设想与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大

流行病不同阶段有关，它们具有普遍的性质，适用于具体的地方情况，这四个设

想为： 

 • 设想 A（影响较小）。纽约市的公共生活和公务几乎没有受到大流行病的

影响，但有可能迅速转向较大影响的设想。联合国将照常运行，但会准

备过渡到另一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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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想 B（中等影响）。纽约的公共生活和公务受到大流行病的一些影响，

缺勤率越来越高，而且可能暂时中断公共服务。学校和日托中心可能关

闭。尽管有些非关键职能将减少，联合国将继续运作。出于健康和安全

的考虑，将暂停公众进入联合国楼群。 

 • 设想 C（影响严重）。纽约市的公共生活和公务受到大流行病的严重影响，

缺勤率十分严重，造成许多类型的服务中断。在这个紧急情况下，联合

国将正式关闭，只有发挥关键职能的少部分工作人员需要前来工作。出

于健康和安全的考虑，除关键工作人员之外，暂停所有其他人进入到联

合国楼群。 

 • 设想 D（影响严重，并暂时搬迁）。纽约市的公共生活和公务受到大流行

病的严重影响。由于无法提供大楼服务，或者关键工作人员缺席，联合

国必须暂时将其关键的职能搬到另一个地点。出于健康和安全的考虑，

只有警卫人员和维持系统人员可以进入联合国楼群。 

17. 纽约防范大流行性流感协调员办公室开始一项全面的评估现状和规划的工

作，旨在强调现有危机管理计划之间存在的差距，并提高人们认识确保业务连续

性的必要性。在以下各领域的业务连续性方面设立了 9 个工作组：大会和安全理

事会；人力资源行政管理和数据收集；医疗规划和服务；预算和财务进程及需求；

工作人员及其实物资产的安全和安保；关键供应商的管理；信息技术；通信和培

训以及新闻。这些工作组主席和其他有关工作人员组成一个主导工作组，由主管

管理事务副秘书长担任主席，纽约防范大流行性流感协调员为副主席。大流行病

危机行动小组和大流行病高级应急政策小组，是总部危机管理的主要委员会，已

经指导和核准了纽约大流行病计划的主要政策。 

18. 本报告为纽约联合国总部要求的经费主要只涉及秘书处（设在纽约的各基

金、方案和联络办事处将负责支付与其本身工作人员有关的费用）。然而，秘书

处向设在纽约的所有办事处提供某些服务，如安保、培训和医疗，因此，包括在

该经费的请求中。 

19. 2008-2009 年纽约联合国总部所需资源总额估计为 5 951 600 美元，包括

管理部中央支助厅内部成立的业务连续性管理股所需资源，该股负责协调和监

测所有地点危机规划和防范活动。一旦发生大流行病，纽约将需要另外一笔估

计为 8 232 800 美元的资源（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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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联合国总部 

（千美元） 

 估计所需资源 

 2008-2009 年 如发生大流行病 

维持业务连续性 5 038.7 7 716.7 

业务连续性（现场和电子通勤） 3 317.0 1 807.6 

新闻（包括公开的网站） 138.0 130.1 

人员的行政管理 — 5 779.0 

业务连续性管理股 1 583.7 — 

医疗措施和预防 382.6 511.1 

医疗措施（包括压力问题的咨询） 225.6 458.1 

预防设备和活动 157.0 53.0 

准备活动 530.3 5.0 

宣传活动（包括网站） 429.4 5.0 

培训 100.9 — 

 共计 5 951.6 8 232.8 

 
 
 

20. 业务连续性。2008-2009 两年期维持业务连续性需要开展活动所需资源约为

5 038 700 美元。如发生大流行病，则需额外资源 7 716 700 美元。业务连续性

活动包括采购和适用软件，以便使安全理事会能在紧急情况下通过电话会议和

（或）网络会议举行会议。2007 年 4 月 2 日，向安理会成员展示了如何使用网络

会议的技术。业务连续性活动还包括了需要使得联合国关键人员能够电子通勤的

活动，并能够使一些关键人员在危机时继续能够在联合国大楼工作，其中包括在

大流行病期间不断使得公众了解最新情况，包括秘书长的声明、中午新闻简报以

及在联合国公共网站上与大流行病有关的资料。如果大流行病发生，对于人员合

同行政管理有关的额外费用将增加。需要采购各种用品，使得关键的工作人员能

够应急居住在联合国大楼中达 9 天；如果当地的安全状况使得工作人员必须暂时

离开大楼，则需要这笔经费。 

21. 医疗措施和预防活动。2008-2009 两年期该类别的活动所需资源为 382 600

美元。如发生大流行病，则需要额外所需资源 511 100 美元。这些活动涉及在大

流行病期间通过提供与预防和治疗有关的资料，并酌情提供必要的药品和保护设

备，保护联合国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健康。凡是因工作而可能感染该大流行病病

毒的人员将得到专门的保护设备和培训。对这些活动的初步投资将在 2006 年开

始，但有许多活动需要不断投资，以保持准备状态，尤其是更新医药用品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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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准备活动。为了能够在大流行病期间向联合国工作人员提供保护他们及其家

属健康所需资料应当采取的行动，在 2008-2009 两年期估计所需经费为 530 300

美元。如发生大流行病时，则需要额外所需经费 5 000 美元。这些宣传活动包括

向工作人员提供讲座和讲演、印刷材料、信息介绍会以及关于大流行病的网站。

另外，也将向在大流行病期间具有关键职能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提供专门培训。 

 三. 在联合国总部其他工作地点和区域委员会防范大流行病的工作 
 

23. 在总部其他地点和区域委员会防范大流行病的状况各不相同。各工作地点之

间的差异是各种因素所产生的结果。在一些地点，如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

会（亚太经社会），已经做好大量的准备，因此只需要相对较少的额外资金。在

其他地点，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已经有相当成熟的

计划，因此需要有资源执行该计划的准备阶段。在其他地点，如非洲经济委员会

（非洲经委会）和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规划仍处在早期阶段，

因此，很有可能尚未完全了解所有的需求。各工作地点的差异也表明，所需项目

（如医疗用品）并非都能获得。下文介绍联合国总部其他工作地点和区域委员会

2008-2009 两年期活动，以及为实施这些活动所需相关资源的情况。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24.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制定了一项重点放在确保业务连续性的准备计划（见表

2）。东道国政府将采取大多数的医疗措施，开展预防活动，因此，联合国的计划

在这方面只包含很少的资源拨款。每个机构单独处理各种准备活动，所以，不属

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计划的组成部分。欧洲经济委员会参与该计划。 

25. 在 2008-2009 两年期保持业务连续性活动将需要 172 200 美元。如发生大流

行病，则需要额外资源 422 200 美元。业务连续性活动包括更新信息和通信技术

和大楼维持系统，以便能够进行电子通勤；提供更多视像会议的支助，使得安理

会、大会以及其他高级别职能能够持续进行（如有必要）；并保障多达 100 名关

键人员能在万国宫应急居住。 

表 2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千美元） 

 估计所需资源 

 2008-2009 年 如发生大流行病 

维持业务连续性 172.2 422.2 

业务持续（现场和电子通勤） 140.4 252.8 

应急居住 31.8 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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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所需资源 

 2008-2009 年 如发生大流行病 

医疗措施和预防 — — 

准备活动 — — 

 共计 172.2 422.2 
 
 

  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 
 

26. 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东道国政府将采取医疗措施，并对联合国工作人员

及其家属开展预防活动。因此，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的计划重点放在维持业务连

续性（见表 3）。 

27. 维持业务连续性的活动在 2008-2009 两年期期间将需要 166 300 美元。如发

生大流行病，则需要额外资源 380 000 美元。该计划的业务连续性首要需求，是

要更新信息技术服务，以便使得所有 500 名工作人员能够远距离工作（只有极少

数人员将保留在大楼里，确保大楼的安全）。这将需要更新现有的服务硬件与软

件的平台，使得大量同时用户能够远距离联系和工作，增加后备磁带和较大容量

的后备自动控制装置，以便尽可能减少为了数据安全目的来到大楼，另外在发生

大流行病情况下，增加一些关键人员从远距离工作所需硬件和电信的拨款。 

 

表 3 

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 

（千美元） 

 估计所需资源 

 2008-2009 年 如发生大流行病 

维持业务连续性 166.3 380.0 

业务连续性（现场和电子通勤） 166.3 380.0 

医疗措施和预防 — — 

准备活动 — — 

 共计 166.3 380.0 
 
 

  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 
 

28. 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制定了一项重点放在确保业务连续性的准备计划；通过

医疗措施和预防，保护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健康和福利；以及准备活动，如宣

传运动和培训（见表 4）。办事处还参与联合国为肯尼亚制定的国家工作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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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08-2009 两年期保持业务连续性的活动所需经费为 651 900 美元。禽/人流

感秘书处的工作包括在这一类别中，该秘书处为该办事处开展和协调大流行病规

划工作。 

30. 2008-2009 两年期医疗措施和预防活动则需要 147 000 美元。如发生大流行

病，则需要额外所需资源 541 400 美元。该类别的活动包括不断更新预防和治疗

联合国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所需的抗病毒药品、抗生素和其他医疗用品。此外，因

职业有可能感染病毒的工作人员需要培训如何使用个人保护设备，以减轻感染的

风险。内罗毕办事处已确定，在发生大流行病期间，需要有少量额外的支助，用

于医疗设备和本国的医疗后送，以便应急治疗工作人员及家属。 

31. 2008-2009 两年期准备活动所需经费为 102 200 美元。这些活动包括为内罗

毕办事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开展宣传运动和提供资料，并为在大流行病期间需要

返回关键职能的人员进行专门培训。 

表 4 

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 

（千美元） 

 估计所需资源 

 2008-2009 年 如发生大流行病 

维持业务连续性 651.9 — 

业务连续性（现场和电子通勤） 48.3 — 

人员行政管理 603.6 — 

医疗措施和预防 147.0 541.4 

医疗措施（包括压力问题的咨询） 147.0 541.4 

准备活动 102.2 — 

宣传活动（包括网站） 10.3 — 

培训 91.9 — 

 共计 901.1 541.4 
 
 

  非洲经济委员会 
 

32. 非洲经济委员会参与联合国在埃塞俄比亚国家工作队的防范大流行病计划，

该计划包括所有三大类别：维持业务连续性，医疗措施和预防，以及诸如宣传运

动和培训等准备活动（见表 5）。 

33. 2008-2009 两年期维持业务连续性的活动所需经费为 531 900 美元。如发生

大流行病，则须额外所需经费 36 000 美元。各项活动包括建立禽流感协调中心

和医疗支助准备活动，以及购买用品维持业务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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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008-2009 两年期医疗措施和应急治疗需求所需经费为 5 100 美元。埃塞俄

比亚国家工作队规定，若发生大流行病时，各机构应当为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采

购防毒药品和抗生素。非洲经委会要求各基金不断更新这些药品。此外，非洲经

委会已确定需要购买少量的其他设备，以便在大流行病期间应急治疗其工作人员

及其家属。所需项目可以在当地保健系统中获得，但是所能供应的用品有限，无

法在大流行病期间为可能发生的病例人数服务。 

35. 2008-2009 两年期准备活动所需经费为 27 000 美元。这些活动包括为非洲经

委会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开展的宣传运动，以及为在大流行病期间返回关键职能的

工作人员进行专门培训。 

表 5 

非洲经济委员会 

（千美元） 

 估计所需资源 

 2008-2009 年 如发生大流行病 

维持业务连续性 531.9 36.0 

业务连续性（现场和电子通勤） 531.3 25.4 

应急通信 0.6 10.6 

医疗措施和预防 5.1 — 

医疗措施（包括压力问题的咨询） 5.1 — 

准备活动 27.0 — 

宣传活动（包括网站） 27.0 — 

 共计 564.0 36.0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36.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正参与联合国驻泰国国家工作队的防范大流

行病计划。该计划重点放在医疗措施和预防，诸如宣传运动和培训等准备活动，

保持业务连续性，以及向全国对应政策提供支助（见表 6）。 

37. 泰国属于已经对大流行病威胁及早作出对策的国家之一，因此，许多活动已

经开展并得到资助。在最近审查应急准备工作现状时，亚太经社会确定其他一些

需要支助的领域。 

38. 为保持业务连续性，若发生大流行病，则需要 233 700 美元用于人员合同行

政管理和工作人员安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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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千美元） 

 估计所需资源 

 2008-2009 年 如发生大流行病 

维持业务连续性 — 233.7 

业务连续性（现场和电子通勤） — 233.7 

医疗措施和预防 — — 

医疗措施（包括压力问题的咨询） — — 

准备活动 — — 

 共计 — 233.7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39.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已制定一项大流行病计划，重点放在业务连续性、医疗

措施和防范，以及准备活动方面（见表 7）。 

40. 2008-2009 年医疗措施和防范活动需要 12 300 美元。若发生大流行病，则需

要额外所需资源 2 600 美元。通过购买必要的药品，并不断更新药品的储备，这

些活动是为了保护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健康。 

41. 2008-2009 两年期准备活动需要 3 000 美元。该类别包括对工作人员及其家

属的宣传活动。 

表 7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千美元） 

 估计所需资源 

 2008-2009 年 如发生大流行病 

维持业务连续性 — — 

医疗措施和预防 12.3 2.6 

医疗措施（包括压力问题的咨询） 12.3 2.6 

准备活动 3.0 — 

宣传活动 3.0 — 

 共计 15.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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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4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正在参与联合国驻圣地亚哥国家工作队的大

流行病计划，并将利用根据该计划组织的许多联合培训、宣传活动及其他活动。

委员会本身的大流行病计划补充了该国家工作队计划，将其大流行病防范计划的

重点放在业务连续性、医疗措施和预防活动（见表 8）。 

43. 2008-2009 两年期保持业务连续性所需开展活动的经费为 88 800 美元。若发

生大流行病，则须额外经费 90 700 美元。这些活动涉及加强关键工作人员之间

的应急沟通，并确保在当地缺乏药品的情况下，能有充分的储备和供应。 

44. 2008-2009 两年期医疗措施和预防活动所需经费为 9 300 美元。若发生大流

行病，则须额外经费 36 800 美元。通过保持必需药品的储存，并确保能获得压

力问题的咨询以及其他心理和社会方面的支助，这些活动是为了保护工作人员及

其家属的健康。 

表 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千美元） 

 估计所需资源 

 2008-2009 年 如发生大流行病 

维持业务连续性 88.8 90.7 

业务连续性（现场和电子通勤） 88.8 74.5 

应急住所 — 16.2 

医疗措施和预防 9.3 36.8 

医疗措施（包括压力问题的咨询） 9.3 36.8 

准备活动 — — 

 共计 98.1 127.5 
 
 

 四. 按预算款次开列的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概算订正估计数 
 

45. 本报告拟订所需资源将会产生表9和表10所示按预算款次开列的2008-2009

两年期方案概算订正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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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按预算款次开列的 2008-2009 两年期所需经费 

(千美元) 

 资源增长  

 

2006-2007 年

订正批款 方案概算 a 本报告

重计费用前

共计 重计费用 

2008-2009 年

估计数

发生大流行病

所需额外资源

第 17 款. 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 107 404.2 1 806.3 564.0  109 774.5 10 358.3 120 132.8 36.0

第 18 款. 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和社会发展 74 664.8 696.2 — 75 361.0 5 832.9 81 193.9 233.7

第 20款.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和社会发展 97 180.1 289.3 98.1 97 567.5 6 043.7 103 611.2 127.5

第 21 款. 西亚经济和社会发展 56 324.6 485.3 15.3 56 825.2 2 950.1 59 775.3 2.6

第 27 款. 新闻 178 851.8 497.2 138.0 179 487.0 10 561.1 190 048.1 130.1

第 28C 款 人力资源管理厅 67 557.4 4 434.8 912.9 72 905.1 4 696.7 77 601.8 6 295.1

第28D款. 中央支助事务厅 245 408.8 2 061.7 4 900.7 252 371.2 17 459.1 269 830.3 1 807.6

第28E款. 行政，日内瓦 107 192.8 186.1 172.2 107 551.1 3 483.6 111 034.7 422.2

第28F款. 行政，维也纳 35 297.4 (181.3) 166.3 35 282.4 1 443.9 36 726.3 380.0

第28G款. 行政,内罗毕 19 645.2 4 296.1 901.1 24 842.4 3 274.4 28 116.8 541.4

 共计 989 527.1 14 571.7 7 868.6 1 011 967.4 66 103.8 1 078 071.2 9 976.2

 

 
a
 方案概算的增长与禽流感大流行病的防范无关。 

 
 

表 10 

2008-2009 两年期按支出用途开列的所需资源
a 

（单位：千美元） 

 资源增长  

 

2006-2007 年

订正批款 方案概算 b 本报告

重计费用前

共计 重计费用 

2008-2009 年

估计数

发生大流行病

所需额外资源

员额 638 191.8 10 252.3 — 648 444.1  40 324.3  688 768.4 —

其他工作人员费用 19 000.2 1 175.6  3 148.6 23 324.4 1 717.5  28 190.5 6 525.6

顾问和专家 6 868.3 (360.2) 3.0 6 511.1 693.2  7 207.3 —

代表的旅费 715.5 40.7 — 756.2 49.2  805.4 —

工作人员的旅费 7 821.3 358.7 40.0 8 220.0 534.3  8 794.3 —

订约承办事务 75 243.4 7 288.8  1 960.3 84 492.5 5 917.6  92 370.4 390.9

一般业务费项 184 956.0 4 103.7  1 888.6 190 948.3  13 720.6  206 557.5 1 358.3

招待费 278.1 (14.0) — 264.1 20.1  284.2 —

用品和材料 14 481.7 (935.8) 693.3 14 239.2 1 123.2  16 055.7 1 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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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增长  

 

2006-2007 年

订正批款 方案概算 b 本报告

重计费用前

共计 重计费用 

2008-2009 年

估计数

发生大流行病

所需额外资源

家具和设备 23 861.0 (5 760.1) 134.8 18 235.7 1 429.2  19 799.7 191.3

赠款和捐款 18 109.8 (1 578.0) — 16 531.8 574.6  17 106.4 —

 共计  989 527.1 14 571.7  7 868.6  1 011 967.4  66 103.8  1 078 071.2 9 976.2

 

 
a 
所需经费涉及 2008-2009 年方案概算第 17、18、20、21、27、28C、28D、28E、28F 和 28G 款。 

 
b
 方案概算的增长与禽流感大流行病的防范无关。 

 
 

 五. 结论和建议 
 

46．因执行本报告所载的提议而产生的经常预算项下的所需总资源估计为 7 868 600

美元。 

47．请大会： 

 (a) 批准为 2008-2009 两年期所需估计数 7 868 600 美元，其中包括第

17 款（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项下的 564 000 美元；第 20 款（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经济和社会发展）项下的 98 100 美元；第 21 款（西非经济和社会发展）

项下的 15 300 美元；第 27 款（新闻）项下的 138 000 美元；第 28C 款（人力

资源管理厅）项下的 912 900 美元；第 28D 款（中央支助事务厅）项下的 4 900 

700 美元；第 28E 款（行政，日内瓦）项下的 172 200 美元；第 28F（行政，维

也纳）项下的 166 300 美元；第 28G（行政，内罗毕）项下的 901 100 美元；这

笔经费将由应急基金支出，因此需要在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主要会期结束之前提

交关于应急基金可能的付款额综合说明中加以核准； 

 (b) 注意到，如发生大流行病，除了本报告所需资源之外，还需要初步提示

数额 9 976 200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