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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140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 

行政和预算问题 
 
 
 

  建制警察部队、军事特遣队、民警和军事观察员死亡和残疾

案的审理状况和这些案件的行政和支付安排的全面审查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提供以下方面的信息：死亡和残疾案的支付情况；秘书处正在审理的

索赔案的现状；有关精简程序、包括所有特遣队、建制警察部队、民警和军事观

察员享有平等待遇的建议。 

 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见第 1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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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在第 61/276 号决议第十节第 4 段中，请秘书长审查维持和平特遣队和

建制警察部队成员、民警和军事观察员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之后发生的事故中致

残案件的赔偿金支付情况，以期确保对于秘书长报告(A/52/369)附件五所列的赔

偿金附表和《工作人员细则》附录 D 具体提及的肢体或机能的永久性毁损或永久

性丧失案件，联合国支付的赔偿金不低于附表规定的赔偿金数额。 

2. 大会还在决议第十节第 6 段中，表示深为关切在死亡和伤残索赔的理赔方面

出现拖延，请秘书长采取紧急措施，结清目前已积压三个月以上的死亡和伤残索

赔案。 

3. 大会在决议第十节第9段中请秘书长全面审查关于维持和平特遣队和建制警

察部队成员、民警和军事观察员死亡和伤残案中支付赔偿金的行政和付款安排和

程序，以期简化、理顺和统一现行程序，并就此向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续会第二

期会议提出报告，除其他外处理下列问题： 

 (a) 确保维持和平特遣队和建制警察部队成员、民警和军事观察员得到平等

待遇的备选办法； 

 (b) 为完成和提交调查委员会报告确定时限的可能性，以及确保时限得到遵

守的措施； 

 (c) 明确划定联合国和会员国在提交死亡和伤残索赔证明文件方面的责任； 

 (d) 会员国以及在适用情况下受益人须提交的死亡和伤残索赔证明文件的

完整清单； 

 (e) 除上文(d)分段所述清单中具体规定的文件之外，对要求提供的其他文

件的数量设限的可能性； 

 (f) 在存疑的情况中，对死亡和伤残索赔给予同情考虑的原则； 

 (g) 在秘书长不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处理死亡和伤残索赔行政程序的情况

下，简化此类索赔的理赔工作的可能程序。 

4. 大会在第 52/177 号决议中核准秘书长在 A/52/369 号文件中提出的建议，规

定用 50 000 美元支付军事特遣队和建制警察部队成员的死亡案。如为永久性残

废，按 50 000 美元的百分比理赔。支付给民警和军事观察员的款额最高为两年

工资或 50 000 美元，以两者中高者为准。外勤支助部正协同医务司审查军事特

遣队和建制警察部队的赔偿案，而民警和军事观察员的赔偿案将按《工作人员细

则》附录 D 规定的程序，由索偿事项咨询委员会审查。自 1997 年以来，秘书处

已经支付了 595 个军事特遣队和建制警察部队成员死亡案的赔款。在同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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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支付了 65 个军事观察员和外地特派团民警死亡案赔款。秘书处认真对待

所有死亡或重伤案，并在 72 小时内通知有关会员国。外地特派团在发生伤亡 24

小时内把伤亡通知(NOTICAS)/传真发送到维持和平行动部/外勤支助部，秘书处

立即通知有关常驻代表团。秘书处在情况通报会上和谈判谅解备忘录过程中向常

驻代表团介绍了索赔程序。 

 

 二. 1997 年 7 月 1 日以来已经理赔的索赔案情况分析 
 
 

5. 秘书处根据第 61/276 号决议第十节第 4 段的要求，审查了 218 个致残索赔

案，其中 161 个为军事特遣队和建制警察部队成员，57 个为民警和军事观察员。  

6. 按照秘书长报告（A/52/369）附件 5(b)段规定的理赔表以及美国医学协会评

判永久性残疾准则（下文称为准则）对所有 161 例军事特遣队和建制警察部队索

赔案的残疾程度进行了评估。就准则而言，参照了准则第四和第五版（因为第五

版是在决议通过后公布的）。在采用理赔表的 11 个案件中，7 个评定的赔偿额与

理赔表开列的数额相同，1 个高于理赔表开列的数额，3 个低于索赔表。  

7. 赔偿额高于理赔表规定数额是因为准则规定的残疾程度更高。索赔者受的伤

是左手中指、无名指和小指部分截除。按理赔表的规定，赔偿金定为 18％。但准

则根据丧失的具体功能规定赔偿 21％。秘书处决定按更高的永久性丧失功能数额

赔偿，支付了有关金额。 

8. 有 2 个按准则赔偿的数额低于理赔表规定数额的案例，它们涉及截除后有可

能装假肢。按理赔表规定，一个案例应赔偿 28％，另一个 40％。但是，理赔表

是在 1966 年进行最后一次复核的，假肢那时不像现在那么先进，而且理赔表不

把截除部位多少作为确定残疾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来加以区分。上述案例采用了

根据是否可以装假肢来确定赔偿金的原则。按准则的规定，有关赔偿数额分别为

25％和 36％；据此支付了相应金额。 

9. 支付较低赔偿金的第三个案例涉及一名因受伤而截瘫（双肢瘫痪）的特遣队

成员。按理赔表的规定，有关赔偿金应为可理赔最高金额的 100％。按秘书长报

告（A/52/369）第 10 段的规定，参照了准则。准则规定按 80％理赔，因为医学

界认为截瘫不等同于死亡。因此按 80％支付了赔偿金。 

10. 自 1997 年 7 月以来，秘书处已经向民警和军事观察员支付了 57 笔伤残赔偿

金。在支付索赔时考虑到了《工作人员细则》附录 D 和准则，规定最高限额大致

为两年工资或 50 000 美元，以两者中高者为准。只有 2 个案例（右臂肘以下截

除和左眼丧失）采用了理赔表。剩下的 55 个案例都根据和采用准则进行赔偿。 

11. 在 218 个案例中，由于大多数索赔涉及理赔表开列的伤患，例如长期疼痛综

合症引起的后背受伤、导致轻微残疾的骨折和扭伤、皮肤疤痕造成的毁容和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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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炎、心血管病、精神疾患），只有 13 个可以适用理赔表。准则规定了所有这

些案例计算永久性残疾的精确方法。  

12. 此外，在这次审查过程中，秘书处同时采用准则第四版和第五版，对每个案

例的赔偿金进行了计算。应指出，第五版规定支付的赔偿金要么与第四版相同，

要么高于第四版。秘书处自准则第一版发布后，一直在使用它，其后公布的每一

版准则都对有关肢体部位的章节做出改进，对某一肢体的可能残疾进行了更透彻

的阐述，更加便于用户计算残疾赔偿金。秘书处认为，准则的最新版应是所有军

事特遣队、建制警察部队、民警和军事观察员残疾案例的权威参考。此外，秘书

处在所有案例中都参考了准则，因此所有案例的审理都是公平和透明的，并顾及

了联合国和受伤者的利益。 

 

 三. 正在审理索赔案的现状 
 
 

13. 截至 2008 年 2 月 28 日，有 94 个军事特遣队和建制警察部队索赔案（17 个

死亡案和 77 个残疾案）和 25 个民警和军事观察员索赔案（3 个死亡案和 22 个残

疾案）正在审理之中。案例详细情况见附件。 

14. 根据大会的指示，秘书处努力在规定的 3 个月时限内结案。但是，并非所有

案例都可以在这一时限内结案。索赔可能仍在审理是因为(a) 需要外地特派团证

实死亡或残疾与执行任务/任职有关；(b) 需要有关会员国另外提供医务信息，

证实永久性残疾的程度；同时由负责医治的医生提交报告，说明已经完成治疗和

病情有最大限度的改进，以便确定是否是永久性丧失功能。所有残疾案例都要在

收到详细列出永久性残疾程度的医务报告后，才能最后作出确定。由于事件发生

和确定永久性残疾间隔的时间很长，作出确定可以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此外，有

关会员国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和永久性残疾得到确定前就提出索赔，致使索赔案在

秘书处等候审理。  

15. 秘书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审理现有的索赔。为此，进行审理时有时甚至未

收到特派团的伤亡报告，因为有些死亡或残疾是在有关人员遣返回本国后发生

的。在这种情况下，秘书处依靠其他证明材料，例如特派团医院的医务介绍函和

其他与特派团有关的医疗记录，来进行审理。还在初步证据表明受伤或死亡成员

没有重大过失和故意的过失情况下，根据部队指挥官予以证实的伤亡通知来审理

索赔，从而避免因调查委员会调查而出现的拖延。 

16. 秘书处定期致函会员国，要求它们提供有关信息，并写信提请会员国常驻代

表团注意。此外，秘书处呼吁会员国尽快提供必要文件，以便立即审理这些案例，

消除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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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行政和支付安排以及支付程序的全面审查 
 
 

17. 根据大会的要求，秘书处着手全面审查死亡和残疾索赔案的理赔程序。鉴于

要讨论的问题涉及不同领域，会对若干部厅今后的工作产生影响，设立了一个由

管理部（医务司和索偿事项咨询委员会）和外勤支助部（外勤人事司和外勤预算

和财务司）代表组成的工作组。工作组将审查目前采用的方法，并就以下事项提

出措施： 

 (a) 平等对待维和特遣队和建制警察部队以及民警和军事观察员：在现有制

度下，死亡或残疾的理赔取决于军警人员部署的性质。已故军事特遣队和建制警

察部队成员的受益人最多可以赔偿 50 000 美元，而民警和军事观察员最后的年

薪如果超过 25 000 美元，则支付给他们的受益人的赔偿可超过 50 000 美元。工

作组将探讨如何才能做到所有军警人员（这将包括部署的其他类人员，例如狱警）

的赔偿金都一样； 

 (b) 审查和改进特派团调查委员会目前采用的程序。但是，秘书处在部队指

挥官证实初步证据表明没有重大过失和故意的过失后，不等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就

审理死亡和残疾索赔，将会对为数不多的初步证据表明受伤或死亡者有重大过失

和故意过失的案例产生影响；  

 (c) 根据以往经验提出会员国应提交的用于支持索赔的文件清单。有关清单

还将明确界定会员国要承担哪些责任和秘书处要承担哪些责任；  

 (d) 提出除上面(c)段提及清单开列的文件外，另外还可以索取信息的次数；  

 (e) 提出在无法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有关行政程序的情况下，审理死亡和残疾

索赔的简便程序，包括无法在合理时间内提交医务文件时采用的程序。简便程序

还将考虑到在存疑的情况下给予同情考虑的原则。 

18. 预计工作组会及时完成工作，以便秘书处向第六十三届会议续会提交报告。 

 

 五. 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19. 请大会注意到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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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正在审理的索赔案 
 

 

  截至 2008 年 2 月 29 日的军事特遣队/建制警察部队死亡索赔 
 
 

按国家分列 

国家 索赔案数目 

贝宁 1 

埃及 1 

加纳 1 

印度 1 

肯尼亚 1 

摩洛哥 2 

尼日利亚 4 

塞内加尔 1 

南非 4 

泰国 1 

 共计 17 

 
 

按特派团分列 

特派团 索赔案数目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  5 

联合国布隆迪行动 2 

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 1 

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 1 

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 5 

联合国苏丹特派团 1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 2 

 共计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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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08 年 2 月 29 日的军事特遣队/建制警察部队残疾索赔案 
 
 

按国家分列 

国家 索赔案数目 

孟加拉国 7 

玻利维亚 2 

巴西 1 

中国 1 

埃塞俄比亚 1 

加纳 3 

印度 3 

约旦 16 

肯尼亚 1 

莫桑比克 2 

纳米比亚 1 

尼泊尔 1 

尼日利亚 1 

巴基斯坦 6 

秘鲁 1 

波兰 15 

塞内加尔 1 

乌克兰 2 

乌拉圭 1 

赞比亚 11 

 共计 77 

 



A/62/805  
 

08-31042 (C)8 
 

 

按特派团分列 

特派团 索赔案数目 

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 7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 10 

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 13 

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 8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7 

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 10 

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 8 

联合国苏丹特派团 10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 1 

 共计 77 

 
 

截至 2008 年 2 月 29 日的民警索赔案 

 

按特派团分列的残疾索赔案 

特派团 索赔案数目 

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 2 

联合国保护部队 2 

联合国海地特派团 1 

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  2 

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 8 

 共计 15 

 
 

按特派团分列的死亡索赔案 

特派团 索赔案数目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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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08 年 2 月 29 日的军事观察员索赔案 

按特派团分列的死亡索赔案 

特派团 索赔案数目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 1 

联合国苏丹特派团 1 

 共计 2 

 
 

按特派团分列的死亡索赔案 

特派团 索赔案数目 

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 1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 1 

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 1 

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 1 

联合国东帝汶支助团 1 

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 1 

联合国危地马拉人权核查团 1 

 共计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