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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为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西撒特派团在该期间的支出总额通过按构成部分（即实质性民政、军事和支

助）归类的若干成果预算框架与特派团的目标相联系。 
 

财政资源使用情况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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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78.7 6 265.7 213.0 3.3 

文职人员 17 129.1 14 851.2 2 277.9 13.3 

业务费用 19 011.6 20 585.7 (1 574.1) (8.3)

 所需资源毛额 42 619.4 41 702.6 916.8 2.2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2 206.4 1 860.7 345.7 15.7 

 所需资源净额 40 413.0 39 841.9 571.1 1.4 

(已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3 315.6 2 775.9 539.7 16.3 

 所需资源共计 45 935.0 44 478.5 1 456.5 3.2 
 
 

人力资源在职情况 

类别 核定
a

实际
(平均)

空缺率 
(百分比)

b
 

军事观察员 203 191 5.9 

军事特遣队 27 27 — 

联合国警察 6 6 — 

国际工作人员 114 100 12.3 

本国工作人员 148 132 10.8 

联合国志愿人员 23 18 21.7 

临时职位 c  

 国际工作人员 d 1 1 n/a 

 本国工作人员 e 1 1 n/a 

政府提供人员 10 4 60.0 

 

 a 系 高核定人数。 

 b 根据每月在职和核定人数计算。 

 c 在一般临时人员项下供资。 

 d 职位已于 2007 年 1 月填补。 

 e 职位已于 2007 年 3 月填补。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见本报告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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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2006 年 3 月 17 日秘书长报告（A/60/724）提出了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

特派团（西撒特派团）2006 年 7 月 1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维持预算，毛

额 46 120 000 美元（净额 43 908 600 美元），其中包括已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

捐助 3 315 600 美元。预算是维持特派团和部署 203 名军事观察员、27 名军事特

遣队员、6 名联合国警察、115 名国际工作人员、149 名本国工作人员、23 名联

合国志愿人员和 10 名政府提供人员的所需资源。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2006 年 6 月 21 日报告（A/60/897）第 30 段建议大会为特派团该期间维持费用批

款毛额 42 778 200 美元。 

2. 大会第 60/280 号决议批款毛额 42 619 400 美元（净额 40 413 000 美元），

用作特派团 2006/07 年度的维持费用。这笔费用已向会员国分摊。 

 

 二. 任务执行情况 
 
 

3. 特派团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第 690（1991）号决议确定的，并经其后的决议

延长。本执行报告所涉期间的任务是安理会第 1675（2006）号、第 1720（2006）

号和第 1754（2007）号决议确定的。 

4. 特派团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寻求公正、持久和双

方可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以实现西撒哈拉人民的自决。 

5. 在这项总体目标内，特派团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提供了相关的重要产出，取得

不少成绩，具体情况见下文方框。这些方框按构成部分（实质性民政、军事和支

助）分类。 

6. 本报告对照 2006/07 年度预算所载计划成果预算框架评估了实际执行情况。

特别是执行情况报告比较了计划绩效指标和实际绩效指标，即以预期成绩衡量本

报告所述期间实际取得的进展，还比较了计划产出和实际完成产出。 

构成部分 1：实质性民政 

预期成绩 1.1：在政治解决西撒哈拉的 终地位方面取得进展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1.1.1 西撒哈拉各当事方——摩洛哥和

波利萨里奥阵线以及邻国阿尔及

利亚和毛里塔尼亚举行 25 次会

议，并进行书面通信（2004/05

年度：0；2005/06 年度：20；

2006/07 年度：25） 

当事方之间没有进行直接书面通信，但当事方和邻国代

表于 2007 年 6 月 18 日和 19 日在美国纽约曼哈塞特会

晤 1次，这是 7年来的第一次直接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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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与非洲联盟代表就该区域的政治局势举

行 54 次会议 

47 

20 

非洲联盟高级代表出席会议 

非盟高级代表单独会晤秘书长特别代表 

支助秘书长个人特使履行其职务，包括进

行有关当地情况的定期简介，定期报道该

区域政治和安全方面的 新事态发展，进

行政治分析和提供咨询，并在个人特使访

问该区域时提供后勤支助 

是 提供日报和周报、新闻评论和特派团联合

分析小组报告，包括该区域安全状况分

析，以及邻国的选举、秘书长特别代表的

定期直接联系和曼哈塞特会谈情况简介。

提供后勤支助，以协调与地方当局举行的

会议，包括为秘书长个人特使于 2006 年

9 月访问该区域安排空运陆运 

通报政治情况并且陪同 12 个来访的会员

国代表团和 10 个来访的非政府组织、国

际组织、政府组织和媒体组织 

13 

10 

会员国代表团 

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组织的访问 

向安全理事会提交 4份秘书长报告 2 2006 年 10 月和 2007 年 4 月西撒特派团

的任务延长 6个月。因此，在报告所述期

间，秘书长只需要编写和向安全理事会提

交 2份报告 

以 4 种语文向联合国机构和会员国提供

180 份地方和（或）国际媒体关于西撒哈

拉区域和国际问题的报道摘要 

364 地方和（或）国际媒体的摘要 

产出数目增加，因为在报告所述期间有关

西撒哈拉问题的媒体报道增加，并印发了

每日分发新闻摘要（平均每日上午和下午

各一份） 

每年 4次向当地居民分发 1 000份特派团

通讯 

否 西撒特派团通讯的目的是向当地居民通

告解决计划。由于执行方面的延误，没有

编制通讯 

 

预期成绩 1.2：在解决人道主义问题，特别是与战俘、难民和下落不明者有关的

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1.2.1 难民亲属互访次数增加（2004/05

年度：28；2005/06 年度：30；

2006/07 年度：52） 

由于当事方采取的立场，2006 年 7 月至 11 月期间没有

亲属互访，2006 年 11 月至 2007 年 6 月有 25 次亲属互

访，1 480 人受惠 

1.2.2 当事方交换有关下落不明者的资

料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进行有关查明下落

不明者的工作。由于工作性质敏感，红十字委员会对其

工作的相关资料绝对保密。红十字委员会继续与当事方

合作，查明在冲突中失踪者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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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难

民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举

行的 4 次关于评估难民营（廷杜夫联络

处）粮食状况的捐助国会议担任东道主，

并举行政治情况介绍会 

否 在报告所述期间没有举行捐赠国会议，因

为向撒哈拉难民提供援助包括发送粮食

的援助方案延长至 2007 年 8 月底 

西撒特派团廷杜夫联络处为难民署和粮

食计划署干事举行 7次情况介绍会，以评

估难民营的粮食方案 

与联合国以及在该区域派驻人员的其他

国际组织（难民署、卫生组织、粮食计划

署、儿童基金会、红十字委员会和移民组

织）就解决包括援助难民和通过西撒哈拉

非法移徙在内的人道主义问题组办 28 次

会议 

28 联合国以及在该区域的其他国际组织（难

民署、卫生组织、粮食计划署、儿童基金

会、红十字委员会和欧洲联盟人道主义办

事处）就解决包括援助难民在内的人道主

义问题在廷杜夫联络处举行会议。在报告

所述期间，秘书长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关于

西撒哈拉局势的 2 份报告阐述了非正常

移徙问题 

编写 4 份关于下落不明者和难民问题的

政治分析/建议报告，供当事方参考 

否 西撒特派团没有为当事方编写政治分析/

建议报告。但已为红十字委员会举行 4

次政治情况介绍会。红十字委员会继续与

当事方合作查明在冲突中失踪者的下落 

在报告所述期间，秘书长提交安全理事会

的关于西撒哈拉局势的 2 份报告反映了

难民状况 

发表 22 份新闻稿，以支持建立信任措施，

包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

筹款呼吁 

1 西撒特派团在2006年9月21日国际和平

日发布 1份新闻稿，重申特派团支持建立

信任措施。新闻稿数量比预期少，因为当

事方采取的立场导致亲属互访工作暂停。

由于当事方采取的立场，有关恢复亲属互

访的 2006 年 11 月新闻稿没有发布 

自 2007 年 3 月起，难民署已向建立信任

措施之友分发通讯，其中包括支持建立信

任措施和筹款呼吁的通讯 

为继续执行当事方之间的建立信任措施

提供后勤支助，包括护送 52 批难民亲属

互访 

是 西撒特派团提供固定翼飞机、陆运和医疗

服务，联合国警察护送家属，以支持建立

信任措施方案 

由于当事方采取的立场，以及 2006 年 11

月至 2007 年 6 月期间亲属互访暂停，所

以只护送 25 批难民亲属互访，1 480 人

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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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部分 2：军事 

预期成绩 2.1：各方遵守停火协议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2.1.1 没有严重违反停火和军事协定的

情况（2004/05 年度：90；2005/06

年度：2；2006/07 年度：0） 

实现 

2.1.2 停火协定参与方参加联合军事核

查委员会（2004/05 年度：不详；

2005/06 年度：100％；2006/07

年度：100％） 

由于当事方采取的立场没有举行会议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每两个月与双方地方指挥官和高级军官

举行联络会议 

17 西撒特派团部队指挥官举行联络会议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流动巡逻 23 360 人日

（每次巡逻 4 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每

天 16 次巡逻×365 天） 

33 580 巡逻人日（每次巡逻 4名联合国军事观察

员，每天 23 次巡逻，共 365 天） 

产出数目高于计划数，因为特派团军事结

构和程序的改变西撒特派团的业务效率

和监测维持停火状况的能力提高 

208 名军事观察员“每日走访”双方武装

部队总部和军事单位（每次访问 4名军事

观察员×每周一次，共 52 周） 

是 8 606 次地面巡逻和 548 次空中巡逻 

从9个队部出发，进行733小时空中巡逻，

检查双方 4 312 个军事单位（每月每架直

升机 20.36 小时，共 3 架直升机巡逻 12

个月） 

1 089 空中巡逻小时（每月每架直升机 30.25

小时，共 3架直升机巡逻 12 个月） 

产出数目高于计划数，因为更着重直升机

侦察活动 

根据需要调查任何一方违反停火协议的

指控 

是 调查了 28 项指控 

 

 

预期成绩 2.2：减轻便道两侧的地雷威胁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2.2.1 无人因地雷或炸弹爆炸伤亡

(2004/05 年度：2；2005/06 年度：

0；2006/07 年度：0) 

实现。没有涉及平民和西撒特派团人员的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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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标示未爆炸弹并监测双方和地雷行动非

政府组织的炸弹处理行动 

201 

19 137 

西撒特派团标示的地雷/未爆炸弹 

西撒特派团监测当事方销毁地雷/未爆炸

弹和过期弹药的数目 

更新雷区测绘和地雷及未爆弹药地图，提

供给当事双方、地雷行动非政府组织以及

当地的民众 

是 每月维持地雷和未爆炸弹数据库，记录的

资料反映于特派团地理信息系统小组绘

制的地图上 

  地雷行动信息管理系统是一个专用地雷

行动数据库。在报告所述期间实施了启动

地雷行动信息管理系统的第一阶段，办法

是协同联合国地雷行动处培训日内瓦国

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的 1名工作人员。与

便道两侧的当事方分享数据库 

 
 

  构成部分 3：支助 

预期成绩 3.1：向特派团提供有成效、有效率的后勤、行政和安全支助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3.1.1 减少每次银行转账的平均费用 实现。每次银行转账的平均费用从 2005/06 年度的 9美

元减至 2006/07 年度的 5美元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改进服务   

实施银行电子转帐系统 是 2006 年 10 月 1 日安装大通曼哈顿银行

Insight 电子资金转账系统并全面运行，

结果银行转账收费减少，拒绝电子资金转

账的次数减少，资金更快地记入受益人银

行账户贷方（工作人员在要求转账之日就

收到转移的资金），工作人员和客户满意

程度提高，客户投诉减少 

军事人员   

平均 230 名军事人员和民警进驻、轮调和

返国 

224 特派团军事人员和警察平均编制 

由于军事观察员推迟部署，军事人员和警

察人数低于平均计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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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平均 230 名军事人员、115 名国际工作

人员、23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和 6 名民警

供应及储存口粮和瓶装水 

218 

 

100 

18 

6 

在 9 个队部为军事人员平均人数储存（作

战口粮）和瓶装水 

每月为国际工作人员供应瓶装水 

每月为联合国志愿人员供应瓶装水 

每月为联合国警察供应瓶装水 

文职人员   

平均管理 115 名国际工作人员、149 名本

国工作人员和 23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 

100 

132 

18 

国际工作人员（平均人数） 

本国工作人员（平均人数） 

联合国志愿人员（平均人数） 

由于文职人员总体实际空缺率高于预算

数，文职人员部署人数低于计划数 

为所有军事人员、警察和文职人员执行行

为和纪律方案，包括培训、预防、监测和

纪律行动 

是 为平均 276 名工作人员包括军事人员、联

合国警察、国际文职工作人员和本国工作

人员进行有关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方面

的培训 

设施和基础设施   

维护和修理 11个地点的 16项设施和 300

个预制营房 

16 

300 

11 

设施 

预制营房 

地点 

操作和维护 16个设施中的 44 台发电机 44 

16 

发电机 

设施 

维护 8条跑道和 8个直升机停机坪 4 

8 

跑道 

直升机停机坪 

没有维护剩余的 4条跑道，因为在报告所

述期间任务区内大雨滂沱而需要关闭跑

道 

陆运   

操作和维护 307 辆汽车 307 汽车 

空运   

操作和维护 3 架固定翼飞机和 3 架旋翼

飞机 

3 

3 

固定翼飞机 

旋翼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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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在 12 个地点支助和维护 4 个专用电话自

动交换分机系统、13 个卫星地面站、200

台甚高频通信系统、165 台高频和微波通

信系统，包括建立信任措施项目 

4 

13 

 

365 

 

12 

专用电话自动交换分机系统 

维护 12 个地点的 12 个卫星地面站和 1

个独立中继器 

高频和甚高频无线电设备，包括队部中继

器和安装在汽车上的中继器 

地点 

信息技术   

在 12 个地点支助和维护广域网、410 台

台式计算机、66台膝上型计算机、174 台

打印机和 28 台服务器 

410 

66 

174 

28 

12 

台式计算机 

膝上型计算机 

打印机 

服务器 

地点 

医务   

操作和维持一级医疗服务，为特派团人员

和当地平民诊断急症 

是 共 2 948 名病人（军事观察员、文职人员

和当地平民）获得医疗咨询和治疗。为 2

名军事观察员和1名当地平民进行2次医

疗后送和 2次伤亡后送 

为所有联合国地点维持整个特派团陆路

和空中后送安排，包括后送到卡萨布兰卡

和拉斯帕尔马斯三级医院 

是 与 Al-Hakim 医院和拉斯帕尔马斯的加

利福尼亚诊所（三级医疗设施）和卡萨布

兰卡的诊所签订谅解备忘录 

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与 de Gran 

Canaria 医院仍在商谈一项谅解备忘录 

为所有人员操作和维护艾滋病毒自愿秘

密咨询和化验设施 

是 在特派团一级医疗诊所操作和维护艾滋

病毒检测设施 

为所有人员执行艾滋病毒宣传方案，包括

同侪教育 

是 在上岗培训方案期间为所有军事观察员

和文职工作人员举办提高艾滋病毒/艾滋

病认识活动 

为平民和军警人员举办 3 次艾滋病毒/艾

滋病工作队宣传会议 

安保   

每周 7 日每日 24 小时为西撒特派团 3 个

地点提供警卫服务 

是 由38名安保人员每周7日每日24小时为

4个地点的 6项设施提供警卫服务 

  此外还于 2007 年 4 月完成一项订正安保

计划。为所有新的工作人员进行安保事项

培训，为 200 名人员进行安保情况介绍和

各楼警报系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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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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⑴ ⑵ ⑶=⑴-⑵ ⑷=⑶÷⑴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5 598.2 5 331.8 266.4 4.8 

    军事特遣队 715.4 806.7 (91.3) (12.8)

    联合国警察 165.1 127.2 37.9 23.0 

    建制警察部队 — — — — 

    小计 6 478.7 6 265.7 213.0 3.3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13 386.1 11 845.7 1 540.4 11.5 

    本国工作人员 2 960.9 2 258.6 702.3 23.7 

    联合国志愿人员 782.1 746.9 35.2 4.5 

    小计 17 129.1 14 851.2 2 277.9 13.3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188.1 67.5 120.6 64.1 

    政府提供的人员 45.8 34.5 11.3 24.7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咨询人 3.0 — 3.0 100.0 

    公务差旅 336.2 360.9 (24.7) (7.3)

    设施和基础设施 2 843.7 4 395.3 (1 551.6) (54.6)

    陆运 1 555.0 1 919.2 (364.2) (23.4)

    空运 11 313.8 10 600.1 713.7 6.3 

    海运 — — — — 

    通信 1 181.2 1 166.1 15.1 1.3 

    信息技术 658.4 621.9 36.5 5.5 

    医务 139.0 100.2 38.8 27.9 

    特种装备 — — — —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747.4 1 320.0 (572.6)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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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⑴ ⑵ ⑶=⑴-⑵ ⑷=⑶÷⑴ 

    速效项目 — — — — 

    小计 19 011.6 20 585.7 (1 574.1) (8.3)

    所需资源毛额 42 619.4 41 702.6 916.8 2.2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2 206.4 1 860.7 345.7 15.7 

    所需资源净额 40 413.0 39 841.9 571.1 1.4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a
 3 315.6 2 775.9 539.7 16.3 

    所需资源共计 45 935.0 44 478.5 1 456.5 3.2 

 a
 包括阿尔及利亚政府提供的 438 000 美元、摩洛哥政府提供的 2 301 900 美元以及波

利萨里奥阵线提供的 36 000 美元。 

 
 
 

 B. 月支出模式 

 

 

7. 2006 年 8 月出现支出高峰，主要原因是租赁商用飞机和航空燃料定购单增

加。2007 年 2 月支出增加,主要原因是购置车辆定购单和支付口粮款额增加。

 — 

2006年7月 2006年8月 2006年9月 2006年10月 2006年11月 2006年12月 2007年1月 2007年2月 2007年3月 2007年4月 2007年5月 2007年6月 

7 000 000.0

6 000 000.0

5 000 000.0

4 000 000.0

3 000 000.0

2 000 000.0

1 000 000.0

千
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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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2007 年 6 月的支出是与购买车辆和设备有关的发票付款、空运服务付款以及

供应商提供的用品和服务。 

 

 C. 其他收入和调整 

（单位：千美元） 

类别 数额 

利息收入 277.6 

其他杂项收入 230.2 

自愿现金捐助  — 

上期调整数 (1.2) 

上期债务节减额或核销额 1 480.3 

 共计 1 986.9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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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 

 小计 278.3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1.4 

 通信 — 

 医务 64.0 

 特种装备 — 

 小计 65.4 

 共计 143.7 

特派团因素 百分比 生效日期 上次审查日期 

A. 与任务区有关  

极端环境条件因素 1.9 1998 1998 

频繁使用状况因素 1.5 1998 1998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素 2.1 1998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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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未编入预算的捐助的价值 

（单位：千美元） 

类别 实际价值 

部队地位协定
a
 2 108.7 

（未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共计 2 108.7 

 
 

 
a
 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政府提供住宿。 

 
 

 四. 差异分析
1
 

 
 

   差异 

军事观察员 266.4 4.8%

8. 产生未动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延迟部署军事观察员，实际平均空缺率

高达 6％，而预算适用的空缺率为 2％。 

   差异 

军事特遣队员 (91.3) （12.8%）

9. 产生额外所需经费的主要原因是：无计划地以新的部队派遣国政府人员顶替

医务股人员。预算为每年轮调医务股人员一次编列经费，实际支出反映出医务股

人员返国和进驻所需额外经费。 

   差异 

联合国警察 37.9 23.0%

10. 产生未动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解除联合国警察人员死亡和伤残赔偿所引起

的债务，因为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伤亡报道。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1 540.4 11.5%

11. 产生未动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延迟征聘国际工作人员，国际工作人员

总体实际平均空缺率高达 12.3％，而预算适用的空缺率为 5％。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额以千美元计算。对上、下至少 100 000 美元或 5％的差异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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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702.3 23.7%

12. 产生未动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延迟征聘本国工作人员，本国工作人员

总体实际平均空缺率为 10.8％，而预算的空缺率为 5％。 

   差异 

一般临时人员 120.6 64.1%

13. 产生未动用余额的原因是：迟迟未为行为和纪律小组物色和征聘适当人员，

结果 2007 年 1 月才填补行为和纪律小组的国际职位，2007 年 3 月填补本国工作

人员职位。 

   差异 

政府提供的人员 11.3 24.7%

14. 产生未动用余额的原因是：在报告所述期间部署的政府提供的人员没有返国

或轮调。 

   差异 

咨询人 3.0 100%

15. 产生未动用余额的原因是：本项下在艾滋病毒培训方面的咨询人服务编入了

预算，实际上这种服务是由信托基金供资的，用于支助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方

案和维持和平方案。 

   差异 

公务差旅 (24.7) (7.3%)

16. 所需经费增加，主要原因是：任务区内的差旅增加，特别为检查、修理和维

护队部内的军事住宿的差旅增加。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1 551.6) (54.6%)

17. 所需资源的增加，主要原因是：实施加强安全的项目，例如根据安全和安保

部的特派团安全管理评估报告内的建议，在特派团总部建造围墙；另一个原因是：

在 Mahbas 和 Awsard 修复两条跑道/机场引起支出，由于大雨影响，跑道状况迅

速变坏，修复跑道/机场是为了确保飞机升降安全。所需经费增加的另一个原因

是：在部队为军事人员购置了望台的所需经费未编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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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陆运 (364.2) (23.4%)

18. 产生未动用余额的原因是：由于业务上需要而购置 3 辆航空燃料油罐车，但

预算只为购置 1 辆柴油油罐车和 1辆航空燃料油罐车编列了经费。 

   差异 

空运 713.7 6.3%

19. 产生未动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固定翼飞机飞行时数低于计划数。租赁固定

翼飞机的预算经费是根据 2 425 飞行小时编列的。因大雨滂沱，任务区内的机场

状况逐渐变坏，机场需要临时关闭，特派团只需要 2 075 个飞行小时，所以航空

燃料以及机油和润滑油所需经费减少。 

20. 此外，本项下支出还包括难民署偿还的付款，这笔付款用于飞行时数，这是

西撒特派团为支助亲属互访方案提供的，作为建立信任措施方案的一部分。 

   差异 

信息技术 36.5 5.5%

21. 产生未动用余额的原因是：难民署偿还信息技术服务款项。这些服务是由西

撒特派团提供的，用于支助亲属互访方案，作为建立信任措施方案的一部分。 

   差异 

医务 38.8 27.9%

22. 产生未动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医务费用低于预算编列费用，因为在报告所

述期间没有发生特派团人员受伤的重大事故，也没有军事人员提出医疗费用索偿

要求。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572.6) (76.6%)

23. 未编入预算的支出是内部监督事务厅所设采购问题工作队经费筹措的所需

资源，以及特派团账户内因美元对可兑换货币汇率波动而导致的亏损。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24. 就西撒特派团经费筹措而言，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决定如何处理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未支配余额

916 8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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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决定如何处理 2007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的其他收入 1 986 900 美元，

其中包括利息收入（277 600 美元）、其他/杂项收入（230 200 美元）和上期债

务节减额或核销额（1 480 300 美元）减去上期调整数（1 200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