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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方向 
 
 

21.1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作为联合国系

统内的单独实体和大会附属机关，是根据大会第 302(IV)号决议设立的，该决议

规定，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任务是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持续援助。自 1950 年开始

运作以来，工程处在现有资源内不断调整和增强其方案，以满足难民日益复杂的

需求，并给予身处该区域长期冲突的他们一定程度的稳定感。2010-2011 两年期，

工程处将根据大会给予的三年期授权，继续开展此项工作。 

21.2 近东救济工程处直接向大会报告。其方案和活动由包括工程处主要捐助方

和东道政府的代表在内的 23 个成员组成的咨询委员会进行总体审查其中大会在

第 3331 B（XXIX）号决议中决定，自 1975 年 1 月 1 日起，在工程处任务期间，

原应通过自愿捐款提供的与工程处国际工作人员的薪酬有关的支出，将由联合国

经常预算提供。 

21.3 近东救济工程处 2010-2011 两年期的战略目标是根据国际商定目标和标

准，推动难民在他们所居住的区域取得尽可能最好的发展。 

21.4 为实现各项目标，近东救济工程处将维持和改善向约旦、黎巴嫩、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西岸和加沙地带已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的教育和保健服务、

救济和社会支助以及小额供资贷款。预计到 2010 年，这批难民将达 480 万人。 

21.5 自 2000 年以来，工程处向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和黎巴嫩境内因国际和内部

冲突、人道主义出入受限以及长期经济困难而陷入极度贫困的难民提供了紧急援

助。这一紧急援助方案每年惠及 140 多万难民。工程处将在必要时继续提供此类

服务，并将继续根据大会第 2252（ES-V）号决议的授权，作为特例，向急需立即

获得援助的非难民提供服务。 

21.6 2010-2011 两年期，近东救济工程处将通过其组织发展方案，进一步加强

管理和服务交付。工程处目前正通过这一方案增强其在规划、实施和评价向难民

提供的服务，扩大对非传统捐助方的外联宣传，以及进一步增强对利益攸关方的

问责等方面的能力。工程处还将继续努力，将两性平等纳入主流，满足难民儿童

和残疾难民的需要，并进一步拓展工程处的应急保护能力，从而使工程处更加接

近于履行大会和秘书长指令、国际人权法、《北京行动纲要》、《儿童权利公约》

和《残疾人权利公约》规定的义务。 

21.7 近东救济工程处几乎完全依靠自愿捐款执行各项方案，因此不仅面临长期

经费短缺，还面临更加突然的、由政治因素引发的经费不确定情况。工程处将继

续寻找为改善向难民提供服务的质量所需的额外资源，同时保持具有成本意识的

管理和应对巴勒斯坦难民社区生活和生计被意外扰乱的情况所需的业务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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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级方案 1 

教育 
 
 

本组织的目标：满足巴勒斯坦难民，特别是儿童和青年的基本教育和培训需要，并改善其受教育和

就业的机会。 

秘书处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向巴勒斯坦难民人口提供的各级教育的质量得

到改善，而且他们在教育设施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多

(a) ㈠ 初等教育周期的学生辍学率降低 

 ㈡ 预科教育周期的学生辍学率降低 

   ㈢ 初等教育周期的学生复读率降低 

 ㈣ 预科教育周期的学生复读率降低 

 ㈤ 约旦、西岸和加沙的国家半专业职业

培训综合考试的及格率得到提高 

(b) 普通教育方案和技术教育方案的课程内容和

课程设置得到调整和改进，以适应东道国的发展情

况  

 (b) 得到调整和改进的课程设置在需要修改的

课程总数中所占百分比 

(c) 职业教育机构的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得到调

整和改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情况 

 (c) 得到调整和改进的课程设置在需要修改的

课程总数中所占百分比 

 
 

  战略 
 

21.8 实现上述目标的战略包括： 

 (a) 支持学校确保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巴勒斯坦儿童都能上学并得到优质教

育，改进职业和技术培训中心为创造更佳工作机会提供的服务； 

 (b) 通过更新和兴建设施以及提高工程处教学和培训人员的技能和能力，保

持一个有利于学习的环境，满足因难民人口自然增长而产生的需要； 

 (c) 与教育部门建立工作关系，以便有充裕的时间因应情况变化； 

 (d) 确保设备、工具和教学用具得到更新； 

 (e) 确保工程处各所学校保持全面的两性均等，增强工程处职业培训中心的

两性平等主流化； 

 (f) 根据难民的需要以及他们的特性和文化遗产，并按照联合国教育、科学

及文化组织的标准，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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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级方案 2 

保健 

本组织目标：满足巴勒斯坦难民的基本保健需要，并改善其社区全体人员的总体健康状况。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可预防的、与妊娠和分娩有关的原因造成的

母婴死亡率，尤其是新生儿死亡率降低 
(a) ㈠ 由受过训练的人员接生的婴儿百分比

提高 

  ㈡ 在保健服务机构登记的孕妇百分比提高

(b) 由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发病率、残

疾和死亡率降低 
(b) ㈠ 可用接种疫苗预防的疾病免疫接种率维

持在 95％以上 

 ㈡ 对新发现病例作非传染性疾病处理的病

例百分比提高 

(c) 难民营的环境可持续性提高，以及安全室内

供水设施改善 
(c) ㈠ 接通地下下水道系统的难民营住所百分

比提高 

 ㈡ 提供安全室内供水设施，包括饮用水的

难民营住所百分比提高 

 
 

  战略 
 

21.9 实现上述目标的战略包括： 

 (a) 提高当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以达到国际标准； 

 (b) 注重将各类保健工作纳入一个初级保健方案，尤其重视减少风险因素和

管理高风险群体； 

 (c) 扩大非传染性疾病控制及缺铁性贫血预防和控制特别方案，以改善这些

方案对目标群体健康状况的影响； 

 (d) 通过保护弱者和确保弱者优先获取保健的政策，应对在保健方面潜在的

社会和经济决定因素，并整合一个基于扶贫、促进两性平等和人权的处理办法； 

 (e) 减少紧急状况、灾害、危机和冲突带来的健康后果，最大限度地减轻其

社会和经济影响； 

 (f) 继续投资于保健人员的培训和发展； 

 (g) 加强与利益攸关方的伙伴关系，以帮助调动更多资源，提高效率和成本

效益，避免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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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级方案 3 

  救济和社会服务 

本组织目标：向处境最不利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促使处境较差的难民社区成员，

特别是妇女、老人、青年和残疾人自力更生。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社会安全网对最低收入难民家庭的救济机

制得到改善 
(a) ㈠ 修复的住所在已确定的累计住房需求中

所占的百分比 

 ㈡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特别困难情况家庭

接受援助的百分比 

㈢ 获得特定现金援助的特困情况家庭在特

困家庭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b) 处境不利的巴勒斯坦难民的福利得到提高 (b) ㈠ 小额信贷社区支助方案贷款产品的受益

人数增加 

㈡ 从社区康复中心直接得到康复服务的残

疾人数目增加 

㈢ 从提高认识、技能培训和法律/社会咨询

等活动中获益的妇女人数增加 

 
 

  战略 
 

21.10 实现上述目标的战略包括： 

 (a) 采取措施减轻最脆弱巴勒斯坦难民的贫穷； 

 (b) 加强救济和社会服务工作人员，特别是社会工作者及其直接主管人员的

学术和技术能力，以便更好地查明难民家庭的需求和对策； 

 (c) 在发生危机时提供短期人道主义援助，减轻最受影响的个人、家庭和社

区的痛苦； 

 (d) 确保将所有已登记难民的资料录入一个基于网络的最新版电子数据库，

该数据库同时将作为工程处有效管理信息系统的中心； 

 (e) 促进和协助社区组织采取基于社区的行动，创造社会、文化、经济或教

育机会，并为妇女、老人、青年和残疾人及其家庭提供服务； 

 (f) 通过技术和财政支助，提高社区组织的机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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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推动基于社区的康复战略，为所有残疾人创造、恢复或均分机会，并帮

助他们融入社会； 

 (h) 将两性平等观点作为所有救济和社会服务计划、政策和方案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分，以实现两性平等。 

  次级方案 4 

小额供资和微型企业 

本组织目标：通过提供贷款提高小型和微型企业主的生活质量，创造和维持就业，减少失业并向

贫穷男女提供赚取收入的机会。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商业和创收机会增加 (a) ㈠ 放贷金额增加 

㈡ 放贷笔数增加 

(b) 女性微型企业主的能力得到更好的发展 (b) ㈠ 向妇女所拥有的企业发放贷款的笔数增

加 

㈡ 向妇女所拥有的企业发放贷款的金额增

加 

 
 

  战略 
 

21.11 实现上述目标的战略包括：开发一系列可自我维持、足以满足微型企业

主和巴勒斯坦难民户主正常金融需要的信贷产品。将通过扩大每区域的分支办事

处网络，向工商界和居民社区推广这些产品，以确保拥有大批巴勒斯坦难民的地

区能够获得本方案的贷款产品。每个分支办事处均以收回机构成本为立足点，并

在能够支持自给自足信贷业务的市场中设立。 

  立法授权 
 

  大会决议： 
 

第 302(IV)号 援助巴勒斯坦难民 

第 3331(XXIX)号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第 61/112 号 援助巴勒斯坦难民 

第 61/113 号 因1967年6月及其后的敌对行动而流离

失所的人 

第 61/114 号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