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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载列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2011年7月1日至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预算，数额为 49 561 700 美元。 

 预算用于部署 1 047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46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110 名本国工

作人员。 

 观察员部队 2011 年 7 月 1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所需资源总额，已

通过按业务和支助等构成部分归类的若干成果预算框架与部队的目标相联系。观

察员部队的人力资源已按人数归入每个构成部分，但属于整个部队的行政领导和

管理则归入整个部队。 

 在适用情况下，对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数额差异的说明与部队的具体产出挂

钩。 

财政资源 

(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7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差异 

类别 

支出

(2009/10)

分配数

(2010/11)

费用估计数

(2011/12) 数额 百分比

军事和警务人员 21 501.3 23 778.3 23 898.4 120.1 0.5

文职人员 10 717.3 10 472.9 11 679.4 1 206.5 11.5

业务费用 12 811.0 13 555.7 13 983.9 428.2 3.2

 所需经费毛额 45 029.6 47 806.9 49 561.7 1 754.8 3.7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 444.4 1 393.0 1 526.7 133.7 9.6

 所需经费净额 43 585.2 46 413.9 48 035.0 1 621.1 3.5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 — — —

 所需资源总额 45 029.6 47 806.9 49 561.7 1 754.8 3.7

人力资源 a 
 

 军事特遣队 国际工作人员 本国工作人员 共计

行政领导和管理 

 2010/11 年度核定数 — 7 — 7

 2011/12 年度拟议数 — 7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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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军事 

 2010/11 年度核定数 1 047 — — 1 047

 2011/12 年度拟议数 1 047 — — 1 047

支助 

 2010/11 年度核定数 — 41 108 149

 2011/12 年度拟议数 — 39 110 149

 共计 

 2010/11 年度核定数 1 047 48 108 1 203

 2011/12 年度拟议数 1 047 46 110 1 203

 净变动 — (2) 2 —
 
 a 

系 高核定/提议人数。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载于本报告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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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任务和计划成果 
 
 

 A. 总体情况 
 

1. 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第 350(1974)号

决议确定的。其 近一次任务期限的延长是经安理会第1965(2010)号决议授权的，

安理会根据该决议将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6个月，至2011 年 6月 30 日。 

2. 该部队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3. 在这一总体目标范围内，该部队将在本预算期间提供成果预算框架所列有关

关键产出，为实现一系列预期成绩作出贡献。这些框架按部队任务产生的业务和

支助构成部分归类。 

4. 如果能实现各项预期成绩，就可以在该部队任务期限内实现安全理事会的目标。

绩效指标则是衡量本预算期间内在实现此种成绩方面所取得进展的一个尺度。观

察员部队的人力资源按人数划入每个构成部分，但涉及整个部队的行政领导和管

理除外。与 2010/11 年度预算相比的人数差异，在有关构成部分下予以说明。 

5. 部队一直维持 1974 年 5 月在《脱离接触协定》中商定的隔离区并监督限制

区。隔离区南北长约 80 公里；宽度则各地不等，北部赫曼山山脊一带的宽度为

12.5 公里，南部沿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约旦边境一带不足 400 米。观察员部队

部署在隔离区内和隔离区附近，设有两个基地兵营，22 个长期有人驻扎的据点，

还有 8 个边界前哨，其中 1 个是常设驻防，其余 7 个根据行动需要派人驻扎。观

察员部队得到了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停战监督组织)下设的戈兰观察员小组的

协助，该组织派人驻扎在隔离区沿线的 11 个观察哨。  

6. 部队总部设在法乌阿尔营地，主要的后勤基地位于齐瓦尼营地，并在大马士

革设有一个代表处。隔离区两边各设限制区，每个限制区包括三个地带。限制区

的第一个地带从隔离区两侧各向外延伸 10 公里，第二个地带从第一个地带再向

外延伸 10 公里，第三个地带从第二个地带再向外延伸 5 公里。戈兰观察员小组

的成员在行动上接受观察员部队的指挥，每隔两个星期对限制区的各个地方进行

视察，以确保各方遵守商定的武器和部队限制。 

 B. 规划假设和特派团支助举措 
 

7. 观察员部队继续履行其维持以色列与叙利亚武装部队之间停火并监督它们

在隔离区脱离接触的任务。观察员部队针对当地的新情况，评估和部署行动资源，

从而成功维护了责任区的稳定。观察员部队继续维持了各方对部队的高度信任，

并增强了它们对观察员部队能力的信心。  

8. 计划对平民开展全面和系统的外联工作，目的是提高对观察员部队的任务、

职责和活动的认识，并通过民政办公室提供一个军事和业务活动与叙利亚民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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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之间的接口。观察员部队将参与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提高地雷意识举措，在任务范围内，提供爆炸物处理专业技术方面的援助。这将

有助于加强观察员部队巡逻队经常出入地区雷场的标志。  

9. 以色列国防军在阿尔法一侧限制区持续开展训练活动，而隔离区靠近停火线

一带的叙利亚平民开发点也在增多，观察员部队继续针对这一情况调整其行动态

势。这一调整包括增强快速反应能力和充分的行动机动性。观察员部队将继续缓

解现有雷场所造成的威胁，确保观察员部队在这些敏感和重要地区巡逻时得到充

分保护。观察员部队将继续与双方进行接触，以防止任何一方对令人关注的事件

产生任何误解或误会。 

10. 观察员部队将继续审查合并活动、共用活动地点和协调活动，从而提高支助

服务的效率，并加强观察员部队内部各后勤支助实体之间的协同作用。这样，观

察员部队将遵循秘书长的环境政策全面战略。  

11. 观察员部队设立了一个环境委员会，目的是提高对更为环境友好的做法和政策

的认识，并促进这种做法和政策，以节约能源。根据这一举措，观察员部队将进

一步降低燃料消耗，将一些军事据点接入当地电网，而不再使用矿物燃料发电机。 

12. 尽管观察员部队的责任区保持平静，该地区仍然十分不稳定，该地区任何事

件都可能改变部队行动区内的态势。  

13. 观察员部队 2011/12 年度拟议预算与 2010/11 年度核定预算相比增加了

3.7%。增加部分主要是由于下列因素：(a) 在计算本国工作人员费用时采用依据

自 2011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的联合国业务汇率确定的现行汇率，而不是世界银行

预测汇率；(b) 根据 2009/10 年度支出情况，国际工作人员的一般工作人员费用

估计为净薪的 78.6%；(c) 燃料的市场价格有所上涨。  

14. 在 2011/12 年财政期间，观察员部队将努力改进管理和提高效率，具体办法

是：(a) 实行燃料记录系统，以有效监督和管理燃料消耗量；(b) 使用更为环境

友好的能源为各军事据点提供电力；(c) 租用复印机，而不再购买新的复印机。 

 C. 特派团的区域合作 
 

15. 观察员部队将继续与该区域其他外地特派团建立密切合作。观察员部队计划

与停战监督组织、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

和平部队(联塞部队)和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联伊援助团)驻约旦办事处定期举

行会议，审议和加强有关对区域局势有影响的发展问题的协调和讨论。此外，这

四个维和行动(包括联伊援助团驻约旦办事处)将继续定期分享每日和每周情况

报告，以及关于对其行动具有影响的问题的定期分析评估。设在联黎部队内的区

域行为和纪律小组将继续为该区域各特派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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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观察员部队将继续向在观察员部队行动控制下开展工作的停战监督组织军

事观察员提供适当的支助，同时也适当支助停战监督组织大马士革联络处。同时，

观察员部队的部分后勤需要将继续依靠联黎部队提供的共享支助。观察员部队、

停战监督组织、联黎部队和联塞部队将开展地理信息系统测绘以及信息和通信技

术服务方面的联合培训方案。 

 D. 成果预算编制框架 
 

17. 为了便利列报人力资源的拟议变动，确定了可能对人员配置采取的六类行

动。这六类行动的术语定义载于本报告附件一.A 部分。 

  行政领导和管理 
 

18. 特派团的全面领导和管理由部队指挥官/特派团团长直属办公室负责。 

 

表 1 

人力资源：行政领导和管理 

 国际工作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 外勤人员 小计 本国工作人员 

联合国志

愿人员 共计

部队指挥官/特派团团长办公室   

 2010/11 年度核定员额 1 — 1 4 1 7 — — 7

 2011/12 年度拟议员额 1 — 1 4 1 7 — — 7

 净变动 — — — — — — — — —
 
 

  构成部分 1：业务活动 
 

19. 观察员部队将继续负责维持隔离区的停火状态，通过固定据点和巡逻确保任

何一方的军事部队都不会闯入隔离区。为确保切实执行任务规定，观察员部队将

进一步加强其监测和观察活动，并扩大夜间行动。此外，观察员部队还将继续准

确标明划分东西部隔离区的阿尔法线和布拉沃线，维护界桩并树立新的界桩，并

开展民众外联活动。部队将继续加强与库奈特拉省以及隔离区的各市市长和各村

村长的联络工作，以增进对其任务的理解和认识。部队指挥官/特派团团长办公

室将继续与各方联络，协助维持行动区的稳定。部队将继续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为人道主义目的管理的平民穿越隔离区提供护送，并将继续清除隔离区的地雷和

未爆弹药，以确保部队巡逻人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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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1.1 各方依照《脱离接触协定》采取行动并

遵守该协定 

 1.1.1 维持部队脱离接触和限制区 

 

产出 

• 与叙利亚当局每周举行一次高级别会议；根据需要与叙利亚地方官员会晤，处理与执行观察员

部队任务有关的问题 

• 与以色列当局每周举行高级别会议，处理与执行观察员部队任务有关的问题，并改善合作 

• 与以色列国防军联络官每两周举行会议 

• 通过叙利亚有关当局定期与隔离区民政当局联系，并与地方社区接触，改善对观察员部队的任

务、作用和活动的了解 

• 每周与有关民政当局和安保当局举行会议，协调民政事务和地方联络活动 

• 执行特殊任务/流动巡逻 51 240 日，包括部队指挥部连执行特殊任务 20 496 人日(28 名士兵×2

个排×366 日)，以及乘坐装甲运兵车执行流动行动、巡逻、临时检查站和安保任务(例如车队安

保和向其他联合国机构提供支助)30 744 个流动巡逻日(3 名士兵×28 次巡逻×366 日) 

• 24 090 次巡逻，包括 20 075 次日间巡逻和 4 015 次夜间巡逻 

• 21 228 个部队驻守观察哨和据点人日(2 名士兵×29 个观察哨和据点×366 日) 

• 快速反应巡逻 10 980 人日(2 名士兵×15 支巡逻队×366 日) 

• 快速反应小组 32 940 人日(10 名士兵×9个小组×366 日) 

• 事实调查特别小组 732 人日(2名士兵×1个小组×366 日) 

• 对限制区两周进行一次检查 

• 就所有违反脱离接触协定的行为提出抗议 

• 秘书长提交安全理事会的 2份报告 

• 发生危机情况时立即与各方联络 

• 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为人道主义目的管理的人员穿越隔离区提供50次定期安保护送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1.2 减少隔离区内的地雷威胁  1.2.1 无人被地雷和未爆弹药炸死/炸伤(2009/ 

10：无伤亡；2010/11：无伤亡；2011/12：

无伤亡) 

 

产出 

• 清除隔离区的地雷和未爆弹药，并根据行动安全的需要，持续检查巡逻路线，并清除地雷和未

爆弹药 

• 应请求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防雷宣传项目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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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经与红十字委员会和儿基会协调牵头的提高地雷意识行动提供支持，

协助监督机构教育当地成人和儿童识别地雷并了解不当处置的后果，并更好地标明观察员部队

驻地和巡逻线附近有可能对库奈特拉省当地民众带来危险的现有雷场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1.3 平民提高对观察员部队任务的认识  1.3.1 减少隔离区平民无意中穿越停火线的时间

(2009/10：8 次事件；2010/11：0 次事件；

2011/12：0 次事件) 

 

产出 

• 鉴于叙利亚在隔离区停火线周边的民用设施开发活动增加，就观察员部队任务的执行问题与隔

离区民政和安全当局每月举行会议 

• 就隔离区的民用设施开发问题与当地有关当局定期进行联络 

• 在高级叙利亚阿拉伯代表协助下，与隔离区当地居民定期举行会议，以提高对观察员部队任务

的认识，并防止无意穿越停火线 

外部因素 

《脱离接触协定》各方继续与观察员部队合作 

 
 

表 2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1，业务 

类别 共计 

 军事特遣队  

 2010/11 年度核定数 1 047 

 2011/12 年度拟议数 1 047 

 净变动 － 

 
 

  构成部分 2：支助 
 

2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派团的支助构成部分将继续提供高效率、高成效的后

勤、行政和安全服务，通过提供相关产出，改进服务以及实现增效，支持部队执

行任务。将为核定人员提供支助，核定人员包括 1 047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以及由

46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110 名本国工作人员组成的文职人员编制。支助范围将涵盖

所有支助服务，包括执行行为和纪律方案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人事管理、

保健、信息技术和通信、地面运输业务、监测和管制口粮、燃料和一般性供应品

的供应以及为整个部队提供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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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1 向部队提供高效、有效的后勤、行政和

安保支助 

 2.1.1 将燃料消耗总量降低 3%(2009/10：6%；

2010/11：3%；2011/12：3%) 

  2.1.2 减少由于事故而拟报废的车辆数目

(2009/10：16 台车辆；2010/11：5 台车辆；

2011/12：0 台车辆) 

  2.1.3 提高通过销毁或废弃办法清理的核销资产

与建议销毁或废弃的核销资产的价值比

(2009/10：75%；2010/11：80 %；2011/12：

85%) 
 

产出 

服务方面的改进 

• 减少对发电机的依赖，将军事据点接入当地电网，从而将发电机保有数量从 73台减少至 69 台  

• 扩大通过销毁或废弃办法清理的核销资产与建议销毁或废弃的核销资产的价值比 

• 降低严重车祸次数，从而提高人员的安全保障 

军事、警务和文职人员 

• 军事特遣队平均兵力 1 047 人的进驻、轮调和返国 

• 核实、监测和检查平均 1 047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使用的特遣队所属装备 

• 在 2 个营地和 22 个据点为平均 1 047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供应及储存口粮 

• 管理平均 46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110 名本国工作人员  

• 对所有军事和文职人员实施行为和纪律方案，包括培训、预防、监测以及在发生不当行为时采

取补救行动的建议 

设施和基础设施 

• 维修法乌阿尔营地、齐瓦尼营地、大马士革代表处以及“C”宪兵分遣队、隔离区 22 个据点和 8

个前哨的设施 

• 维修 14 口水井和过滤系统 

• 操作和维护 29个地点的 69 台发电机 

• 修复和维护 10公里长的公路 

• 提供约 3 000 幅用地理信息系统制作的行政、行动和专题地图，为政策决策、了解形势和开展

业务提供支助 

陆运 

• 操作及维修 376 辆汽车，包括 24 辆联合国所属装甲运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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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 

• 支持并维修 9部专用自动交换分机、1 100 部电话分机、2个卫星地面站、536 个双向无线电、

342 个手持步话机、22 个转发台和 35 个微波中继器 

信息技术 

• 在 26 个地点支持及维修一个广域网、30 台服务器、430 台台式计算机、65 台膝上型计算机、102

台打印机和 38台数码发报机 

• 支助和维护 495 个电子邮件账户 

医务 

• 运营并维护两所一级医务中心，用于向观察员部队和停战监督组织人员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向当

地平民提供服务 

• 经营并维护为所有人员提供的艾滋病毒自愿保密咨询和检验设施 

• 为特派团所有人员开办艾滋病毒宣传方案，包括同伴教育 

安保 

• 向法乌阿尔营地、齐瓦尼营地、大马士革代表处、隔离区内的宪兵“C”分遣队和 22 个据点提

供安保服务，包括安全威胁评估和风险管理 

• 为 1 203 名特派团人员开展 1 756 小时的培训活动，其中包括与安全、核生化保护、住所警报、

营地保护、上岗安全和基本防火培训/演练有关的程序 

• 对安全事件进行调查，并向观察员部队人员以及 9个联合国机构的人员提供咨询 

外部因素 

供货商、承包商和供应商能够按照合同提供商品和服务 

 
 

表 3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2，支助 

 国际工作人员  

文职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 外勤人员 小计 本国工作人员 

联合国志

愿人员 共计

 特派团支助司 

 特派团支助主任办公室   

 2010/11 年度核定员额 — 1 2 2 13 18 45 — 63

 2011/12 年度拟议员额 — 1 2 2 11 16 47 — 63

 净变动 — — — — (2) (2) 2 — —

 综合支助事务   

 2010/11 年度核定员额 — — 2 1 8 11 52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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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工作人员  

文职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 外勤人员 小计 本国工作人员 

联合国志

愿人员 共计

 2011/12 年度拟议员额 — — 2 1 8 11 52 — 63

 净变动 — — — — — — — — —

区 域信息技术处   

 2010/11 年度核定员额 — — 1 — 11 12 11 — 23

 2011/12 年度拟议员额 — — 1 — 11 12 11 — 23

 净变动 — — — — — — — — —

 共计   

 2010/11 年度核定数 — 1 5 3 32 41 108 — 149

 2011/12 年度拟议数 — 1 5 3 30 39 110 — 149

 净变动 — — — — (2) (2) 2 — —

 

特派团支助司 

国际工作人员：净减少 2个员额(改划 2个外地事务员额) 

本国工作人员：净增加 2个员额(改划 2个本国一般事务员额) 

21. 根据大会第 65/248 号决议所载关于统一在外地任职的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

的规定，提议将财务科的财务助理(外地事务)员额改划为一个本国一般事务员

额，并将总务科的验收助理(外地事务)员额改划为一个本国一般事务员额。 

22. 还提议将人事科的一个现有本国工作人员员额调至总务科。在对观察员部队

的组织结构进行彻底审查之后，根据维持和平行动部的指导方针，决定将旅行股

从人事科转至总务科。这样，所有旅行申请将通过总务科提交旅行股，而负责旅

行活动的人事办事员的职责将交给设在总务科旅行股的一个员额——旅行事务

员。旅行事务员将直接向总务科科长报告，并履行下列职能：编制和转送提交各

业务科的票据；为新到达的国际工作人员和观察员部队的其他来访者预订旅馆；

除其他驾驶任务以外，从黎巴嫩边境和机场开车接送来访者；协助编制与公务和

培训有关的差旅报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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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财政资源 
 
 

 A. 总表 

(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7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差异 
支出

(2009/10)

分配数

(2010/11)

费用估计数

(2011/12)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⑴ ⑵ ⑶ (4)=(3)-(2) (5)=(4)÷(2)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 — — — —

 军事特遣队 21 501.3 23 778.3 23 898.4 120.1 0.5 

 联合国警察 — — — — —

 建制警察部队 — — — — —

 小计 21 501.3 23 778.3 23 898.4 120.1 0.5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7 285.7 7 608.4 8 071.0 462.6 6.1 

 本国工作人员 3 391.0 2 824.5 3 567.4 742.9 26.3 

 联合国志愿人员 — — — — —

 一般临时人员 40.6 40.0 41.0 1.0 2.5 

 小计 10 717.3 10 472.9 11 679.4 1 206.5 11.5 

业务费用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

 咨询人 14.5 21.2 20.5 (0.7) (3.3)

 公务差旅 346.2 407.4 458.8 51.4 12.6 

 设施和基础设施 5 020.8 6 057.4 6 198.0 140.6 2.3 

 陆运 4 177.4 3 681.9 3 798.1 116.2 3.2 

 空运 — — — — —

 水运 — — — — —

 通讯 1 425.9 1 296.5 1 347.8 51.3 4.0 

 信息技术 770.7 755.1 841.8 86.7 11.5 

 医务 314.0 436.1 460.8 24.7 5.7 

 特种装备 175.0 204.9 258.6 53.7 26.2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566.5 695.2 599.5 (95.7) (13.8)

 速效项目 — — — — —

小计 12 811.0 13 555.7 13 983.9 428.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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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支出

(2009/10)

分配数

(2010/11)

费用估计数

(2011/12)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⑴ ⑵ ⑶ (4)=(3)-(2) (5)=(4)÷(2)

 所需资源毛额 45 029.6 47 806.9 49 561.7 1 754.8 3.7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 444.4 1 393.0 1 526.7 133.7 9.6 

 所需资源净额 43 585.2 46 413.9 48 035.0 1 621.1 3.5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 — — —

 所需资源总额 45 029.6 47 806.9 49 561.7 1 754.8 3.7 

 
 

 B. 提高效率 
 

23.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费用估计数考虑到下列增效举措： 

(千美元) 

类别 数额 举措 

汽油、机油和润滑油 63.4 全面实施燃料记录系统，以有效管理军事

据点中联合国所属和特遣队所属车辆和发

电机的燃料消耗。燃料记录系统将确保更

好地监测和控制燃料的使用和记录，从而

将车辆燃料消耗减少 37 926 升，将发电机

燃料消耗减少 63 328 升 

发电机和发电机燃料 122.2 采用更为环境友好的资源为军事据点提供

电力。一些军事据点将与当地电网连接，

从而将发电机所需燃料减少 194 000 升 

租用复印机 40.0 租用复印机，而不再购置新机器 

信息技术备件和用品 34.7 实施一个区域信息和通信技术结构。该区

域四个特派团如能共用设备平台，就将减

少所需储备的备件类型，从而将信息技术

库存中备件所占比例从 7.5%减少到 5%  

通讯设备备件 125.6 实施一个区域信息和通信技术结构。该区

域四个特派团如能共用设备平台，就将减

少所需储备的备件类型，从而将信息技术

库存中备件所占比例从 7.5%减少到 5% 

 共计 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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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空缺率 
 

24.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估计费用考虑了下列空缺率： 

(百分比) 

类别 

2009/10 年度

实际数

2010/11 年度

预算数

2011/12 年度 

预计数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特遣队 0.3 — —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17.0 11.0 12.0 

 本国工作人员 4.6 4.0 7.0 

 
 

 D. 特遣队所属装备：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25.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所需经费根据主要装备(湿租赁)

和自我维持费用的标准偿还率计算，共计 838 600 美元，见下表：  

(千美元) 

类别 估计数 

主要装备  

军事特遣队     364.3 

 小计    364.3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266.6 

医务    203.3 

特种装备    4.4 

 小计 474.3 

 共计 838.6 

 
 

特派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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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6 年 7 月 1日 － 

 频繁出勤状况因素 － 1996 年 7 月 1日 －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素 － 1996 年 7 月 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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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团系数 百分比 生效日期 上次审查日期 

B. 与本国有关  

 部队派遣国运费递增因数 0.25-3.5  

 
 

 E. 培训 
 

26.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培训所需资源估计数如下： 

(千美元) 

类别 估计数 

咨询人  

 培训咨询人    20.5 

公务差旅     

 公务差旅、培训    251.5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培训费、用品和服务    49.8 

 共计 321.8 

 
 

27. 与前期相比，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计划的参与者人数如下： 

(参加人数) 

 国际工作人员 本国工作人员  军事和警务人员 

 2009/10 年度

实际数

2010/11 年度

计划数

2011/12 年度

拟议数

2009/10 年度

实际数

2010/11 年度

计划数

2011/12 年度

拟议数

2009/10 年度 

实际数 

2010/11 年度

计划数

2011/12 年度

拟议数

内部 72 16 104 183 65 141 130 30 128

外部
a
 39 70 46 21 19 37 2 4 5

    共计 111 86 150 204 84 178 132 34 133

 

 
a
 包括联合国后勤基地和任务区外的工作人员。 

 
 

28. 为观察员部队 2011/12 年期间编写的培训方案旨在通过 116 门课程，加强和

提升 461 名特派团人员的领导、管理和组织能力以及实质性技能和技艺。观察员

部队培训方案的主要重点是加强下列领域工作人员的实质和技术能力：信息系

统、通讯、法律、人事、财务、采购、供应、运输、工程、管理、高级特派团行

政管理、工作人员的征聘和职位安排、环境、企业资源规划、安保、艾滋病毒/

艾滋病意识和 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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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探雷和扫雷事务 
 
 

29. 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探雷和扫雷事务所需资源估计数如下： 

(千美元) 

类别 估计价值 

特种装备  

 探雷和扫雷装备    28.8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探雷和扫雷用品    3.5 

 共计 32.3 

 
 

30. 所需资源估计数反映了购置和替换探雷和扫雷装备以及扫雷用品的费用。 

 

 三. 差异分析 1  
 
 

31. 本节资源差异分析所用的标准术语载于本报告附件一.B 部分。所使用的术语

与前几份报告相同。 

    差异 

军事特遣队 120.1 0.5%
 

• 外部：市场价格变化 

32. 所需资源增加，主要原因是供应天数从 365 天增加到 366 天，以及根据已签

署的谅解备忘录，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有所增加。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462.6 6.1%
 

• 费用参数：修改国际工作人员薪金表 

33. 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根据 2009/10 年度实际支出，将一般工作人员费用改

估为净薪的 78.6%。对估计数适用了 12%的延迟征聘因数。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742.9 26.3%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额以千美元计。对上下至少 5%或 10 万美元的差异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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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采用联合国业务汇率 

34. 出现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2010/11 年期间的费用估计数采用自 2011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的 1美元兑 46.26 叙利亚镑的联合国业务汇率，而不是 1 美元

兑 57.80 叙镑的世界银行汇率。 

     差异 

公务差旅 51.4 12.6%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35. 费用增加的原因是采购干事、供应干事和特派团支助主任参加讲习班和会议

所需差旅费用增加。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140.6 2.3%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相同 

36. 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在安装了用来监测部队燃料消耗的燃料记录系统后，

更换旧的燃料泵所需经费增加。  

     差异 

陆运 116.2 3.2%
 

• 外部：市场价格变化 

37. 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燃料单价从 2010/11 年度的 0.50 美元/升上涨到

2011/12 年度的 0.63 美元/升。  

     差异 

信息技术 86.7 11.5%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相同 

38. 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齐瓦尼营地所有办公室升级光纤电缆，并且更换了已

到达使用年限的信息技术设备。 

     差异 

医务 24.7 5.7%
 

• 费用参数：自我维持补偿标准变动 

39. 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部队派遣国的自我维持费用增加，原因是合并了齐瓦

尼营地的两个甲级医务室，并更换了旧的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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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特种装备 53.7 26.2%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相同 

40. 费用增加的原因是更换了旧的望远镜、夜间观察设备和扫雷装备。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95.7) (13.8%)
 

• 管理：投入减少而产出不变 

41. 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更换视频设备和健身器材所需费用减少。 

 

 四.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42. 就观察员部队经费筹措而言，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批款 49 561 700 美元，作为部队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12 个月期间的维持费； 

 (b) 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延长观察员部队的任务，则按每月 4 130 142 美元

的标准摊派上文(a)段的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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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为执行大会第 64/269、64/281 号决议的决定和要求、经大会

认可的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要求和建议、以及联合

国审计委员会的要求和建议而采取的后续行动摘要 
 
 

 A. 大会 
 

(第 64/269 号决议) 

决定和要求 为执行决定和要求采取的行动 

第一节：预算列报问题和财务管理  

重申预算文件应当反映拟实现的管理改进和效

率增进并应提出这方面的未来战略(第 10 段) 

观察员部队始终努力改进其服务。部队在 2011/12

年度拟议预算中预期提高效率将能产生 225 600 美

元的节余(见本报告第 23 段) 

着重指出秘书长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改进预

算的列报方式并作出更准确的预报(第 11 段) 

观察员部队的预算列报不断改进，预测较为准确。

在 2008/09 年度，观察员部队的资金利用率达到

99.97%，在 2009/10 年度，部队实现了 100%的资

金利用率 

关切地注意到一些特派团注销了大量上期债务，

再次要求秘书长改进对债务的控制(第 15段) 

在 2009/10 财政期间，观察员部队对其所有未清债

务进行了严格和持续的审查，仅将有效的债务转入

下一期间 

 

(第 64/281 号决议) 

请秘书长确保拟议维持和平预算以相关立法授

权为依据(第 9段) 

观察员部队确保和证实其 2011/12 年度拟议预算

在其核定任务框架内拟订 

 
 

 B.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A/64/660) 

决定/要求 执行决定/要求的行动 

总的说来，行预咨委会认为，拟议预算编制倾

向于过多的介绍支出用途，而不是明确说明预

计开展的活动和开展这些活动所需资金情况。

关于任务支持，应提供清晰资料，明确说明多

年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情况以及如何把所请求

的资源与这类项目的工作方案挂钩(第 17 段) 

观察员部队的预算是由业务处计划的活动决定的，

预算通过其支助构成部分提供所需资源。观察员部

队在这些所需资源形成多年工作方案时将提供清

晰资料 

行预咨委会始终认为，其它部分也需要提高效

率。此外，行预咨委会还注意到，对增效到底

包含哪些内容仍然未有明确说明。在这方面，

行预咨委会重申，应对节余(实际上是通过增效

观察员部队列示了其支助构成部分的增效和节余，

在不影响或不减少其产出的情况下减少所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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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要求 执行决定/要求的行动 

措施实现的费用减少)和支出结余(反映的可能

是方案活动拖延执行或未执行)加以区分(见

A/63/746，第 16 段)。行预咨委会注意到秘书

长报告给“增效”作出的定义(见 A/64/643，第

60 段)。行预咨委会普遍认为增效就是用较少的

资源取得同样的结果(第 20 段) 

行预咨委会再次强调，一般而言，一般临时人

员的经费应用于特殊情况和或)工作量高峰时

期或用于顶替休产假和长期病假的工作人员

(见 A/63/841，第 56 段)。虽然大会有时会表示

同意，行预咨委会有时也建议同意，但不应为

具有持续性或长时间的职能申请一般临时人员

经费。此外，不应反复提交一般临时人员经费

申请，另外，建议提供此类经费不应被视为可

以期望在下一个预算期间能被改为员额。行预

咨委会感到关切的是，这一供资机制正日益被

滥用，导致工作人员预算编制透明度降低。行

预咨委会建议，今后此类请求应附上将一般临

时人员经费持续用于某一特定职能的解释，并

注明使用此类经费履行该职能的持续时间。此

外，正在缩编的特派团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提出

改划员额的请求(第 48 段) 

观察员部队为一般临时人员职位提供极为有限的经

费。这些经费仅用于在活动激增时和(或)工作人员

休无薪假和(或)产假和病假期间提供临时人员 

行预咨委会认为，这一提议在加强和正式确立

联黎部队、观察员部队、联塞部队和停战监督

组织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的区域协调方面有可

取之处，要求在秘书长下一次概览报告中提供

进度报告(第 66 段) 

中东地区的区域通信和信息技术服务涵盖停战监

督组织、联黎部队、联塞部队和观察员部队，将提

供关于拟订和执行区域构想(包括通过这一构想在

本区域实现的服务加强)的治理报告和进度报告 

 

(A/64/660/Add.4) 

决定/要求 执行决定/要求的行动 

行预咨委会重申需要快速执行各监督机构的相

关建议(第 3段) 

观察员部队向行预咨委会保证，部队将作出及时的

反应，并采取必要行动执行审计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特派团还打算通过精简支

助结构和审查合并、共用办公地点和协调支助

活动的备选方案，继续努力腾出更多人手进行

业务工作，以实现高效率。委员会欢迎这一举

措，并建议在 2011/12 年度拟议预算中提供这

方面的资料(第 21 段) 

观察员部队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调

整，以成功完成任务。部队审查其经费，并作出必

要更改，以精简结构，其思路是合并、合用办公地

点和协调支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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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审计委员会 
 

(A/64/5(Vol.II)) 

决定/要求 执行决定/要求的行动 

审计委员会重申其先前的建议，即总部和所有

特派团应遵守《采购手册》关于供应商管理的

规定(第 124 段) 

观察员部队遵守《采购手册》，确保及时编写其供

应商管理报告并提交总部 

审计委员会建议所有特派团定期编写供应商供

货情况报告并提交给采购司(第 127 段) 

部队已实施了控制措施，以确保在独立会计单位完

成供应商供货情况报告后再续签合同 

审计委员会建议观察员部队应加快安装行车监督

记录系统，并充分利用该系统的信息(第231段) 

部队已确保所有车辆，包括装甲车辆，已安装行车

监督记录系统，这一系统将提供关于车辆活动的有

用的报告。少数物资搬运设备(例如叉车)不适于安

装行车监督记录系统 

审计委员会重申其先前的建议，即行政当局应

确保所有特派团加强对燃料消耗模式的监测

(第 249 段) 

在 2009/10 年期间供应科从总务科分离出来后，部

队就能够按照成果预算框架所列，通过使用新一代

燃料环和严格的监测措施实现 6%的燃料节约 

审计委员会建议加快处理各特派团的员额叙级

和改叙的所有请求(第 332 段) 

观察员部队已处理完以往所有待处理叙级请求 

审计委员会建议观察员部队制订现实的培训计

划，并认真监测其执行情况(第 347 段) 

部队根据信息技术处/总部的指导制订了计划。在

观察员部队进行的培训是通过电子数据库管理的，

对这些培训进行了有效的计划、监测和执行 



 A/65/710

 

2311-22269 (C) 

 

附件一 

  定义 
 

 

 A. 与拟议人力资源变动有关的术语 
 

 下列术语已用于拟议的人力资源变动(见第一节)。 

• 建立员额：当需要增加资源，并无法从其他办公室调配资源或无法以其

他方式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开展具体活动，即拟议设立一个新员额。 

• 员额调任：原先打算用于执行某一职能的核定员额，现拟议用其执行与

原先职能无关的其他优先受权活动。虽然员额调任可能会改变工作地点

或部门，但不改变该员额的类别或职等。 

• 员额调动：拟议调动核定员额，负责另一个部门的类似或相关职能。 

• 员额改叙：当某一员额的义务和职责发生实质性变化时，拟议将该员额

改叙(升级或降级)。 

• 裁撤员额：某一核定员额，如不再需要其执行作为核定该员额依据的活

动，也不再需要执行特派团其他优先受权活动时，拟议予以裁撤。 

• 员额改划：员额改划有三种可能的备选做法： 

– 一般临时人员职位改划为员额：如果正在执行的职能具有持续性，

拟议将一般临时人员项下出资的核定职位改划为员额。 

– 个体订约人或采购合同人员改划为本国工作人员员额：依照大会第

59/296 号决议第八节第 11 段的规定，考虑到某些职能具有持续性

质，拟议将个体订约人和采购合同人员职位改划为本国工作人员员

额。 

– 国际工作人员员额改划为本国工作人员员额：拟议将核定的国际工

作人员员额改划为本国工作人员员额。 

 B. 与差异分析有关的术语 

 本报告第三节说明，按下列四个标准类别所包含的具体标准选项，造成每项

资源差异的 主要因素如下： 

• 任务：任务规模或范围发生变化或任务致使预期成绩发生变化导致的差异； 

• 外部：联合国以外各方或各种情况导致的差异； 

• 费用参数：联合国条例、细则和政策导致的差异； 

• 管理：管理部门为了以更高成效(如调整某些产出的优先次序或新增某

些产出)或更高效率(如采取措施减少人员或业务投入，但产出数量维持

不变)实现计划成果而采取的管理行动导致的差异，以及(或)执行方面

的问题(如低估了为实现一定数量的产出所需投入的成本或数量，或人

员征聘发生延误)导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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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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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ASG：助理秘书长；FS：外勤人员；NGS：本国一般事务人员；PL：特等。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5 个员额) 

1 ASG，1 P-4，1 P-3， 

1 P-2，1 FS 

安保办公室 

(2 个员额) 

2 P-3 

参谋长 

(军事部分) 

 
军事单位 

特派团支助主任办公室 

(4 个员额) 

1 D-1，1 P-3，1 FS，1 NGS 

部队总部连 

指挥官 

业务 

宪兵 

军事人员 

公共关系 

联络和礼宾 

医务 
总务科 

(26 个员额) 
1 FS(PL)，4 FS， 

21 NGS 

财务科 

(12 个员额) 

1 P-4，1 P-3， 

10 NGS 

人事科 

(6 个员额) 
1 P-4，1 FS， 

4 NGS， 

采购科 

(15 个员额) 

1 FS(PL)，3 FS， 

11 NGS 

综合支助事务处 

处长办公室 

(3 个员额) 

1 P-5，1 P-3，
 
1 NGS 

区域信息和 

通信技术处 

(2 个员额)） 

1 P-5，1 NGS 

工程科 

(23 个员额) 

1 P-4，2 FS， 

20 NGS

运输科

(28 个员额) 
1 FS(PL)， 

3 FS，24 NGS 

供应科 

(9 个员额) 

1 FS(PL)， 

1 FS，7 NGS 

通信科 

(11 个员额) 

6 FS，5 NGS 

信息技术科 

(7 个员额) 

4 FS，3 NGS 

信通技术资产 

管理科 

(3 个员额) 

1 FS，2 NGS 

地理信息系统 

(制图) 



 A/65/710

Map No. 2916 Rev. 74    UNITED NATIONS
February 2011

Department of Field Support
Cartographic Section

T
rans-A

ra
bian P

ipel ine

T
rans-A

ra
bian P

ipel ine

G O L A N

MOUNT

HERMON

Jaba-

Sa'sa'

'Arnah

Mazra'at Bayt Jinn

Majdal Chams

Mas'adah

Mansoura Hamidiyah

Baath
City

Jabata al Khashab-

Bayt
Jinn

Shab'a-

Hadar¸¸

Harfa-

Taranjah¸

 Khan
Arnabah

-

Al Qunaytirah¸

Masharah¸

Buq'ata- -

Wasit-

'Ayn Ziwan-

Kafr Nasij-

Umm Batinah¸-

Nab as Sakhr¸¸

Umm Tinah

Bi'r al 'Ajam

Burayqah

Kudnah

Al Asbah

Butmiyah

Nawá

Fazarah

Al Khushniyah

Ar Rafid

Al Harrah-

Jukhadar--

Kafr
Naffakh-

Kefar el Ma

Umm Sharq

Al 'Al

Fiq

Tasil

Ash Sajarah
Saham al Jawlan¸ -

Baytima--

Hinah¸ -

Ufaniyah- - -

Ar Ruwayhinah-

Khisfin-

Artuz¸-

Kanakir-

Al Kiswah

Kafr Shams

As Sanamayn¸¸

Qasim-

An Nakhl

Tafas¸

Da'il-

Zakiyah-

Ash Shaykh Miskin-

LEBANON

SYRIAN
ARAB

REPUBLIC

JORDAN

Raqqad

Abram

Thahab

Aala
ne

Rw

ag

Yarmou k

1036m

1136m

1096m

810m

730m

708m

637m

483m

461m

337m

400m

498m

420m

929m

758m

860m
554m

1158m

1072m

1016m

1211m

1105m
915m

1226m

2814m

2224m

1841m

1572m

1123m 989m

1072m

1012m

903m

892m

797m

815m

834m

806m
832m

1002m
851m

719m

816m

1381m

1841m

2269m

2201m

756m

981m

973m

836m

33o 25'

33o 20'

33o 15'

33o 10'

33o 05'

33o 00'

32o 55'

32o 50'

32o 45'

35o 45' 35o 50' 35o 55' 36o 00' 36o 05' 36o 10' 36o 15'

35o 45' 35o 50' 35o 55' 36o 00' 36o 05' 36o 10' 36o 15'

33o 20'

33o 15'

33o 10'

33o 05'

33o 00'

32o 55'

32o 50'

32o 45'

300000 N

250000 N

240 260 270

310

290

280

270

260

240

240

240

260

270

280

290

310

230220 260 270

230220 250000 E

250000 E

250000 N

300000 N

UNDOF DEPLOYMENT AS OF FEBRUARY 2011
DEPLOIEMENT DE LA FNUOD AU MOIS DE FEVRIER 2011 

ƒ»—ÀŒ ¿÷»fl —ŒŒÕÕ– œŒ —Œ—“ŒflÕ»fi Õ¿ ‘≈¬–¿À‹ 2011
DESPLIEGUE DE LA FNUOS EN FEBRERO 2011

`

22011

`

Inter-battalion boundary

Limite entre des
 bataillons de la Force

–‡Á‰ÂÎËÚÂÎ¸Ì‡ˇ ÎËÌËˇ
 ÏÂÊ‰Û ·‡Ú‡Î¸ÓÌ‡ÏË

Limites entre batallones
 de la Feurza

`

0

0

2 4 6

1 2 3 4

      8 km

     5 mi

PALESTINE BELT GRID

United Nations
 observation post

Poste d'observation
 de l'ONU

Õ‡·Î˛‰‡ÚÂÎ¸Ì˚È
 ÔÛÌÍÚ ŒŒÕ

Puesto de observacion
 de las Naciones Unidas

`

United Nations position

Position de l'ONU

œÓÁËˆËˇ ŒŒÕ

Posicion de las
 Naciones Unidas`

The designations employed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material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the expression of any 
opinion whatsoever on the part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cer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any 
country, territory, city or area of its 
authorities, or concerning the de-
limitation of its frontiers or boundaries.

60

55
37B

Camp
Faouar

12
HB

HS

HH

17

1071

16
73

31

30

37
32A

72

32
25

62

56

22

22D

Line
"Alpha"

Line
"Bravo"

PHILBATT

Line
"Bravo"

AUSBATT

Line
"Alpha"

60A
51

68

69

52

53

82A
82B

80

54

57

85

85A

86A

86B

80A

58

55

Camp Ziouani

LOG INDIA - JAPAN (-)

PHILIPPINES

AUSTRIA

PHILIPPINES

CROATIA

MP "A"

MP "C"

Line
"Alpha 1"

AUSTRIA - CROATIA (-)

HQ OGG

HQ UNDOF

MP "B"

LOG INDIA - JAPAN

FHQ PHILIPPINES - AUSTRIA - CROATIA

60
27

AUSTRIA

PHILIPPIN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