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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载列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4年 6月 30日期间预算，数额为 54 706 500美元，不包括已编入预算的价值

1 228 300美元的自愿实物捐助。 

 预算经费用于部署 860名军事特遣队人员、69名联合国警察、38名国际工作

人员和 112名本国工作人员。 

 联塞部队的任务是通过其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密切协调，保持缓冲区的稳定，

为目前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政治谈判提供实务、行政和后勤支助。在本预算期间，

预计联塞部队执行此任务的行动将保持稳定。 

 2013/14 年度拟议预算为 54 706 500 美元，与 2012/13 年度 54 576 000 美

元的批款额相比，总体增加 0.2%。经费增加主要是由于文职人员所需资源增加，

原因是拟设 2个本国专业干事员额及适用 3%的空缺率，而 2012/13预算期间适用

了 5%的空缺率。增加的所需资源因下列经费减少而被部分抵消：军事特遣队项下

未编列支付给部队派遣国的补充款；业务费用减少，原因是租车数量减少以及所

有卫星地球站退出使用而无需编列联塞部队分担的全球转发器费用。 

 联塞部队 2013年 7月 1日至 2014年 6月 30日财政期间所需资源总额，已通

过按各构成部分(政治事务和民政、军事、联合国警察和支助)归类的若干成果预

算编制框架与该部队的目标相联系。部队的人力资源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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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关于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数额差异的解释中，适用时列明这些差异与联塞

部队计划的具体产出之间的关系。 

 

财政资源使用情况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7月 1日至 6月 30日。） 

 差异 

 

支出

(2011/12年度)

分配数

(2012/13年度)

费用估计数

(2013/14年度) 数额 百分比 

军事和警务人员 23 874.2 23 242.5 22 962.7 (279.8) (1.2) 

文职人员 15 619.6 14 224.4 14 847.6 623.2 4.4 

业务费用 16 829.2 17 109.1 16 896.2 (212.9) (1.2) 

 所需资源毛额 56 323.0 54 576.0 54 0.5 130.5 0 2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2 465.3 2 043.5 2 234.8 191.3 9.4 

 所需资源净额 53 857.7 52 532.5 52 471.7 (60.8) (0.1)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1 276.6 1 50. 1228.3 (301.9) (19.7) 

 所需资源共计 57 599.6 5 106.2 55 934.8 (171.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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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a
 

 军事特遣队 联合国警察 国际工作人员 本国工作人员 b 共计 

行政领导和管理   

2012/13年度核定数 — — 3 — 3 

2013/14年度拟议数 — — 3 — 3 

构成部分   

政治事务和民政   

2012/13年度核定数 — 7 0 11 28 

2013/14年度拟议数 — 7 10 13 30 

军事   

2012/13年度核定数 834 — 2 2 838 

2013/14年度拟议数 834 — 2 2 838 

联合国警察   

2012/13年度核定数 — 62 1 1 64 

2013/14年度拟议数 — 62 1 1 64 

支助   

2012/13年度核定数 26 — 22 98 146 

2013/14年度拟议数 26 — 22 96 144 

共计   

2012/13年度核定数 860 69 38 112 1 079 

2013/14年度拟议数 860 69 38 112 1 079 

净变动 — — — — — 

 

 a 系最高核定/拟议人数。 

 b 包括本国专业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见本报告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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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任务和计划成果 
 
 

 A. 概况 
 

1.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第 186(1964) 

号决议确定的，其任务期限最近一次由安理会第 2058(2012)号决议授权延长。  

2. 联塞部队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确保塞浦路斯的和

平与安全以及恢复正常状况。 

3. 在这一总体目标范围内，联塞部队将在本预算期间提供下文各框架所示相关

重要产出，为实现一系列预期成绩作出贡献。 这些框架归入几个构成部分：政

治事务和民政、军事、联合国警察和支助。 

4. 预期成绩有助于联塞部队在任务期限内实现安全理事会的目标，而绩效指标

则是衡量预算期间在实现这些成绩方面取得的进展的尺度。联塞部队人力资源已

按人数划入各个构成部分，但涉及整个部队的行政领导和管理除外。 

5. 联塞部队和第 2区的总部设在首都尼科西亚，那里也是秘书长特别代表兼特

派团团长办公室所在地，而第 1区和第 4区总部分别设在斯科里奥提萨和法马古

斯塔。联塞部队向驻在主要各区总部的实务人员、军事人员、联合国警务人员以

及向 11个巡逻基地和 9个常设观察哨的军事人员提供行政、后勤及技术支持。 

 B. 规划假设和特派团支助举措 
 

6. 2013/14 年度规划假设基于以下假设：联塞部队将继续保持当前的军力和联

合国警察人数。联塞部队的活动将继续把重点放在创造有利条件，努力全面解决

塞浦路斯问题。在这方面，部队将继续促进解决两族的冲突和争端，鼓励通过两

族活动增加相互对话与合作，并支持开放其他过境点和采取其他建立信任措施，

如排雷行动和化解军事冲突。联塞部队将力求在实现缓冲区生活条件正常化方面

取得进展，并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未经许可使用该地区，视需要向两族提

供人道主义援助。 

7. 此外，联塞部队将协助秘书长特别代表兼特派团团长作为首席顾问和秘书长

塞浦路斯问题特别顾问的副手进行努力，支持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领导人之间的

全面谈判。联塞部队将向秘书长特别顾问提供实务和后勤援助，包括为讨论共同

关心的事务的两族技术委员会、工作组以及其他专家小组会议提供协助，并帮助

实施双方商定的措施。为此，联塞部队将继续指定负责政治、民政和新闻事务的

实务人员视需要为斡旋提供便利和支持。 

8. 作为对军事、联合国警察和部队实务部门进行精简和提供优化支持所作努力

的一部分，特派团支助司进一步审查了部队的人员配置结构，确认 2个本国一般

事务员额(包括综合支助事务处处长办公室 1 个行政助理员额和工程科 1 个设施

管理助理员额)已不再需要，其职能将在现有人员配置结构内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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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支助构成部分将继续为联塞部队执行任务提供必要的后勤、行政和安保服

务。体现联塞部队 2013/14年度行动和计划的主要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提高效

率的举措为动力。通过在任务区内安装数字微波系统以及向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

国全球服务中心和西班牙巴伦西亚联合国支助基地提供地面链接租赁线路，联塞

部队所有卫星地球站将在 2013/14年度上半期退出使用。为便于实施国际公共部

门会计准则(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和“团结”企业资源规划系统，信息技术硬件和

软件所拨经费与 2012/13年度数额相同，同时要确保联塞部队达到要求的技术规

格，并进行相关必要的培训。一个三年期能源和水源保护项目最初是在 2011/12

预算年度实施，以帮助减轻电费不断上涨的影响，2011年 7月岛上主要发电站被

毁更加剧了电费的上涨。该项目除其他外，需要采取建筑物绝缘措施、安装将水

加热的太阳能电池板和改装供水系统。项目将在 2013/14年度继续实施，以将最

后七个地点纳入其中。2013/14 年度期间，有关口粮、废物处置服务和闭路电视

监控服务等合同都将到期，需续延。关于监控服务，已提供了 2006 年在部队营

地内安装的闭路电视系统的维持费用，该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如摄像和接线等需要

进行必要的更换或升级，以确保营地监控系统依然有效。关于部队的作业环境，

每年夏季几个月缓冲区火灾频发，有必要补充消防设备。因此，2013/14 年度拟

议预算为购置消防设备编列了经费，以补充所剩无几的库存，并确保部队遵守已

定的防火条例。为努力减少陆运费用，2012/13 预算年度刚开始就将租车数量减

少了 20辆，2013/14年度将再减少 81辆，总数将从 2012/13年度的 184辆，减

至 2013/14年度的 103辆。 

10. 关于提高效率举措、最佳做法和资源优先顺序调整，2013/14 年度拟议预算

为在联塞部队各地点安装节能装置编列了经费，以减少耗电和耗水量。2013/14

年度期间，只要地方合同价格低于系统合同，联塞部队将尽可能通过地方合同购

置物品，如此可望降低运费，消除过多的存货。另一项节约费用的举措是，在不

影响联塞部队作业能力的情况下，把复合口粮盒和水的存量从 14 天减至 8 天。

在通信方面，联塞部队的卫星地球站如数退出使用，换成数字微波链接和地面链

接租赁线路，此举将导致节约，增强内部和外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连通性。

2013/14 年度期间，联塞部队将在有技术支助和现成备件的情况下，延长各领域

设备，包括设施和基础设施、通信和信息技术设备的寿命，使其超过平均使用寿命。 

11. 2013/14 年度拟议预算考虑了各立法机构的意见和建议，以及维持和平行动

部和外勤支助部的政策决定。为此，将加强高级工作人员的领导和管理技能，通

过实施各种内部和外部培训方案，加强联塞部队的资源管理。将鼓励工作人员在

所有与培训有关的活动中更多利用自定节奏、远程和电子学习机会，同时充分落

实培训员受训政策。将在联塞部队内部更多依赖视频远程会议设施，以减轻特派

团内部差旅费用不断上升的负担。关于在 2013/14年度执行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

问题，联塞部队将优先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准则的顺利执行。为改进部队的财务

管理，拟合并财务和预算职能，将其并入一个新设的科，即财务和预算科。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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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指出，要求部队从其军事部分抽调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工作人员顾问，确

保部队利用工作人员顾问。与此同时，部队将鼓励其人员自愿前往与部队有合同

安排的地方医院进行保密检测。 

 C. 区域特派团合作 
 

12. 联塞部队将继续充当联合国在该区域特派团的指定安全区和在也门和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开展工作的联合国各实体的行政派任地点。发现和直接开采塞浦

路斯周边的自然资源及由此而产生的纠纷，可能导致该区域的紧张局势加剧。岛

上和整个区域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局势要求区域特派团加大合作力度。在这方面，

联塞部队将继续同联合国在该区域的其他特派团，包括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联黎部队)、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停

战监督组织)、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办事处和联合国中东进程特别协调

员办事处保持密切合作。部队将继续参加区域部队指挥官会议，还将继续向失踪

人员调查委员会和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斡旋任务提供全力支持。 

13. 联塞部队将继续依靠联黎部队提供支助，包括在参与区域通信和信息技术服

务举措方面。该项举措意在向观察员部队、联黎部队、停战监督组织和联塞部队

提供通信和信息技术服务时实现规模经济。此外，作为周边特派团之间开展区域

合作举措的一部分，部队将视需要，请求联黎部队协助提供心理咨询。 

 D. 成果预算编制框架  
 

14. 为了便于列报人力资源方面的拟议变动，确定了在人员配置方面可能采取的

六类行动。这六类行动的定义载于本报告附件一.A。 

  行政领导和管理 
 

15. 特派团的全面领导和管理都由秘书长特别代表直属办公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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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特别代表/特派团团长办公室   

2012/13 年度核定员额 1 — — 1 1 3 — — 3 

2013/14 年度拟议员额 1 — — 1 1 3 — — 3 

净变动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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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1：政治事务和民政 

16. 联塞部队依照其任务规定协助解决两族间的各种问题，通过支持两族活动和

开放更多过境点等其他建立信任措施，促进加强对话与合作。此外，联塞部队将

继续协助使缓冲区生活条件进一步正常化的努力，同时努力防止出现未经许可使

用缓冲区的情况，并视需要向两族成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了努力鼓励双方在

各个级别上开展合作与协作，联塞部队将力求使塞浦路斯人有能力解决日常问

题。依照秘书长就联塞部队和斡旋工作采取的综合办法，联塞部队将协助秘书长

特别代表兼特派团团长作为首席顾问和秘书长特别顾问的副手进行努力，支持希

族塞人和土族塞人领导人之间的全面谈判。在此方面，特别代表办公室将继续与

各方和国际社会互动，包括与欧洲联盟机构联络，并将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2058(2012)号决议协调与解决办法有关的应急规划。此外，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

室将继续努力确保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进行适当的协调。联塞部队还将继续支持

和平进程，具体方式是协助举行两族技术委员会会议，以讨论旨在改善塞浦路斯

人日常生活的建立信任措施，并落实技术委员会经审议提出的各项措施。联塞部

队也将在政治和维持和平问题以及新闻、后勤和行政支助等问题上，为秘书长的

斡旋工作提供协助。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1.1 希族塞人同土族塞人两族之间关系改善  1.1.1 在联塞部队协助下，维持有助于改进两族

间关系的合办技术项目、社会和文化活动、

政治和经济会议及其他相关活动(2011/12 

年度：130；2012/13 年度：280；2013/14

年度：280) 

1.1.2 通过联塞部队协助或直接行动，防止发生

或解决与可能引起双方紧张关系的平民活

动有关的所有事件 

1.1.3 增加公众对联塞部队形象及在创造条件促

进政治进程方面的作用的认识 

产出 

• 每周为在秘书长斡旋下进行的谈判进程提供便利，包括采取建立信任举措，比如可能新设过境

点，以及为执行技术委员会的决定提供支持 

• 每周与塞浦路斯两族有关当局、政党和民间社会代表以及外交界和捐助者(特别是欧洲联盟)联

络，以协助两族进行接触并开展联合活动，防止或解决可能造成紧张的问题 

• 实施公共信息和通信战略，作为改善两族间关系、增进民间社会作用和支持斡旋任务的更广泛

努力的一部分，包括：365份媒体监测报告、120篇局势/媒体报道摘要、4 600篇媒体监测译文、

1 000份简报，以及每周组织与领导人会议有关的特别顾问和特别代表记者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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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1.2 在实现联合国缓冲区内、北部希族塞人

和马龙派教徒以及南部土族塞人生活

条件正常化方面取得进展 

 1.2.1 维持缓冲区内的平民活动，包括继续得到联

塞部队支持的农业项目、商业和住宅建设、

基础设施维修和保养项目(2011/12 年度：

50；2012/13年度：75；2013/14年度：75) 

1.2.2 双方少数族裔提出的所有问题得到解决 

 

产出 

• 每日与当局进行交涉，以解决两族的教育、文化、宗教和其他问题 

• 每周对北部希族塞人和马龙派教徒社区进行人道主义访问 

• 每两个月与有关当局举行会议，处理影响南部土族塞人的住房、福利、教育、法律、就业和其

他问题 

• 每日与地方当局和平民举行会晤，促进遵守联塞部队缓冲区民用程序 

• 每月探访拘留所和有关司法程序所在地，监测岛上双方少数族裔囚犯和在押者的福利和状况(包

括不歧视)，并视需要护送家属探监 

• 通过与双方相关当局和民间社会团体联络，为前往双方和缓冲区内的特定场所朝圣及进行其他

宗教和文化纪念活动提供便利，包括视需要提供护送服务 

• 在与双方分别举行的会议上，就与执行联塞部队任务有关的问题(如财产索赔)以及与缓冲区内

的平民活动有关的问题提供法律咨询 

外部因素 

双方将开展合作，为改善关系创造条件；联塞部队所有人员切实享有行动自由 

 

表 2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1：政治事务和民政 

类别 共计 

一. 军事特遣队  

 2012/13年度核定数 — 

 2013/14年度拟议数 — 

 净变动  

二. 联合国警察  

 2012/13年度核定数 7 

 2013/14年度拟议数 7 

 净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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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工作人员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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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共计 

高级顾问办公室   

 2012/13年度核定员额 — 1 2 — 1 4 — 4 

 2013/14年度拟议员额 — 1 2 — 1 4 — 4 

 净变动 — — — — — — — — 

民政科   

 2012/13年度核定员额 — — 2 1 1 4 8 12 

 2013/14年度拟议员额 — — 2 1 1 4 10 14 

 净变动 — — — — — — 2 2 

发言人办公室/新闻科   

 2012/13年度核定员额 — — 1 1 — 2 3 5 

 2013/14年度拟议员额 — — 1 1 — 2 3 5 

 净变动 — — — — — — — — 

文职人员小计   

 2012/13年度核定员额 — 1 5 2 2 10 11 21 

 2013/14年度拟议员额 — 1 5 2 2 10 13 23 

 净变动 — — — — — — 2 2 

 共计(第一至三项)   

 2012/13年度核定数  28 

 2013/14年度拟议数  30 

 净变动  2 

 

 a 包括本国专业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民政科 

本国工作人员：增加 2个员额 

17. 民政科的任务规定是通过支持两族活动和开放更多过境点等其他建立信任

措施促进加强对话与合作，使缓冲区内的生活条件正常化，同时防止出现未经核

准使用缓冲区的情况。上文表 2所列全员编制中包括 3名担任管理区民政队队长

的联合国警察。民政科还得到另外 15 名联合国警察的支持，由于轮调，这些警

察每 3到 6个月就更替一次。对联塞部队人员配置结构的审查结果表明，为了维

持联塞部队在当地居民中的公信力，民政科可得益于业务连续性、通过坚持派驻

民政干事获得的知识以及与缓冲区稳定有关的问题的机构知识。因此拟设 2个民

政干事(本国专业干事)员额，以协助解决区级行政和城市规划问题。这些民政干

事还将与联塞部队驻各区的其他国际人员合作，鼓励缓冲区内和岛上其他地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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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族间和解。此外，他们将组成初步过渡小组，支持执行任何解决计划，使联塞

部队能够把其民政部门责任顺利移交给一个完全由塞浦路斯自主并由联合国支

持的进程。 

构成部分 2：军事 

18. 联塞部队的军事部分将继续重点进行发展和提供行动能力以及满足各项要

求的活动，以确保持续稳定，并为实现全面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维持缓冲区

停火和平静局势仍然是主要优先事项，并特别注意防止安全局势恶化，因为这可

能对政治进程产生消极影响。联塞部队还将继续执行维持缓冲区停火和完整性的

任务，具体方式是落实流动巡逻概念和支持采取建立信任措施，比如扫雷行动、

缓和敌对双方部队之间的紧张关系、公平适用缓冲区准入和使用规则。军事部分

还将继续支持秘书长的斡旋活动。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1 维持联合国缓冲区的停火及完整性  2.1.1 违反停火次数减少 (2011/12 年度：213；

2012/13年度：350；2013/14年度：200)) 

  2.1.2 缓冲区核准的平民活动次数增加(2011/12 年

度：2 143；2012/13 年度：2 100；2013/14

年度：2 150) 

 

产出 

• 69 836个流动部队巡逻人次，包括 68 640个部队巡逻人次(每次巡逻 2名士兵×每周 660次巡逻

×52 周)；与联合国警察共同开展的 1 040 个部队巡逻人次(每次巡逻 2 名士兵×每周 10 次巡逻

×52周)；与区民政队共同开展的156个部队巡逻人次(每次巡逻1名士兵×每周3次巡逻×52周)； 

• 3 360个部队空中巡逻人次(平均每次巡逻 4名士兵×每月 70次巡逻×12个月) 

• 6 760个军事观察员和联络组流动巡逻人次，包括第 1区 1 664个巡逻人次(每次巡逻 2名士兵

×每周 16次巡逻×52周)；第 2区 2 496个巡逻人次(每次巡逻 2名士兵×每周 24次巡逻×52

周)；第 4区 2 600个巡逻人次(每次巡逻 2名士兵×每周 25次巡逻×52周) 

• 6个营区 11 315个业务/基地值勤人日，包括 Saint Martin营地 1 825人日(每个营地 5名士兵

×365天)；Roca营地和 Stefanik将军营地 2 920人日(每个营地 4名士兵×2个营地×365天)；

Wolseley兵营 2 190人日(每个营地 6名士兵×365天)；Szent István营地 365人日(每个营地

1名士兵×365天)；联合国保护区 4 015人日(每个营地 11名士兵×365天) 

• 常设观察哨 9 855人日(9个哨所×每个哨所 1名士兵×3班×365天) 

• 昼间观察哨 365人日(1个哨所×每个哨所 1名士兵×365天) 

• 维持 6个营区联合国设施安全的 22 265人日，包括 Saint Martin营地和 Roca营地 2 920人日

(每个营地 2 名士兵×2 个营地×2 班×365 天)；Woseley 兵营 2 920 人日(每个营地 8 名士兵

×365天)；Stefanik将军营地和 Szent Istvan营地 4 380人日(每个营地 3名士兵×2个营地

×2班×365天)；联合国保护区 12 045人日(每个营地 33名士兵×365天) 

• 整个缓冲区空中支援和空中巡逻 1 320小时(每月 110个飞行时数×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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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缓冲区相关问题同敌对双方部队各级进行 5 995 次日常联络，包括在联塞部队总部进行 520

次联络(每周 10次联络×52周)，在区一级进行 5 475次联络(15次联络×365天) 

• 部队排级快速反应预备 53 290 人日，包括快速反应预备 27 375 人日(每排 25 名士兵×3 个区

×365天)，可在接到通知后 2小时内出发；机动部队快速反应预备 18 250人日(每排 25名士兵

×2 个排×365 天)，可在接到通知后 2 小时内出发；快速反应预备 2 920 个人日(4 名士兵×2

个区×365日)；直升机快速反应预备 1 095人日(3名士兵×1架直升机×365天)，可在接到通

知后 30分钟出发；3 650个宪兵巡逻人日(每次巡逻 2名部队宪兵×每天 5次巡逻×365天) 

• 每天利用闭路电视系统、目标定位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和夜间观察能力监视缓冲区 

• 3 225个部队支助人次，包括为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斡旋和参与建立信任、和解和人道主

义事务的其他行为者提供 1 500个支助人次(60次活动×25名士兵)；为正式活动提供 350个支

助人次(14次活动×25名士兵)；为社交活动，包括朝圣者活动、周年游行示威和两族会议提供

1 375个部队支助人次的军事援助 

• 维护和监测余下 4个雷区的 11 472米长的雷区围栏 

外部因素 

敌对双方部队愿意合作 

 
 

表 3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2：军事 

类别 共计

一. 军事特遣队   

2012/13 年度核定数 834  

2013/14 年度拟议数 834  

净变动 —  

 国际工作人员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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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计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2012/13 年度核定员额 — 1 — — 1 2 2 4 

2013/14 年度拟议员额 — 1 — — 1 2 2 4 

净变动 — — — — — — — — 

共计(第一项和第二项) — — — — —

2012/13 年度核定数 — — — — —  838 

2013/14 年度拟议 — — — — —  838 

净变动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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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3：联合国警察 

19. 联塞部队联合国警察部分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86(1964)号决议第 5段执行规

定的任务。联合国警察将继续着重促进两族间的信任，并开展与平民使用缓冲区

有关的活动。联合国警察将通过加强巡逻活动，加大对其他构成部分的支持力度。

联合国警察将继续巩固与双方警察、其他当局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以制定更有

效的打击犯罪战略，并在必要时协助调查发生在缓冲区的犯罪事件。联合国警察

还将继续开展以下工作：寻找各种方式，促进双方警察当局针对影响到两族的犯

罪活动进行合作；支持秘书长为落实建立信任措施进行的斡旋；向犯罪和刑事事

项技术委员会和联合通信室提供技术援助。联合国警察还将继续支持

Limnitis/Yesilirmak过境点的运作。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3.1 联合国缓冲区内的执法得到加强  3.1.1 由于采取了更多预防措施并与双方警察部

门和其他执法机构合作，发生的事件/违法

行为数目减少(2011/12年度：176；2012/13

年度：530；2013/14年度：170)) 

 

产出 
• 5 840个联合国警察巡逻人日(2名警察×8个派出所×365天) 

• 联合国警察向北部希族塞人和马龙派教徒、南部土族塞人和联合国缓冲区内两族社区提供 3 900

人日人道主义援助(15名警察×每周 5天×52周) 

• 联合国警察156人日与双方警察当局和其他执法机构进行联络(1名警察×每周3天会议×52周) 

• 在 Limnitis/Yesilirmak过境点，联合国警察 728人日协助护送工作(每天 2名警察×每周 7天

×52周) 

• 联合国警察 96人日向犯罪和刑事事项技术委员会提供技术援助(1名警察×每周 2次会议×48周) 

• 联合国警察 240人日负责联合通信室的联络和监测(1名警察×每周 5天×48周) 

外部因素 

双方警察当局愿意合作 

 

表 4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3：联合国警察 

类别   共计 

一. 军事特遣队    

二. 联合国警察    

 2012/13年度核定数   62 

 2013/14年度拟议数   62 

 净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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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工作人员   

三. 文职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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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计 

高级警务顾问办公室   

 2012/13年度核定员额 — — 1 — — 1 1 2 

 2013/14年度拟议员额 — — 1 — — 1 1 2 

 净变动 — — — — — — — — 

 (第一至第三项)共计   

 2012/13年度核定数 — — — — — — — 64 

 2013/14年度拟议数 — — — — — — — 64 

 净变动 — — — — — — — — 

 

构成部分 4：支助 

20. 在本预算期间，联塞部队的支助部分将提供高效率且成本效益高的后勤、行

政和安保服务，通过提供相关产出、改善服务和实现增效为部队执行任务提供支

助。将向核定的 860名特遣队人员、69名联合国警察以及由 38名国际工作人员

和 112名本国工作人员组成的文职人员提供支助。支助范围涵盖所有的支助事务，

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人事管理、财务、保健、部队住宿设施改善、信息

技术和通信、空中和水陆运输业务、补给和再补给作业，以及为整个部队提供安

保服务。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4.1 向部队提供有成效、高效率的后勤、行政

和安保支助 

4.1.1 在财政年度结束之前，对特派团非消耗性

资产百分之百进行实物核查(2011/12 年

度：100%；2012/13年度：100%；2013/14

年度：100%)； 

 
4.1.2 维持涉及联塞部队车辆的交通事故的数

目(2011/12年度：每月 4起；2012/13年

度：每月 4起；2013/14年度：每月 4起) 

 
4.1.3 100%达到财产管理主要业绩指标的既定

基准 

 4.1.4 将 11 个地点的用电量减少 5%(2011/12 年

度：6 044 859千瓦小时；2012/13年度：5 

982 363千瓦小时；2013/14年度：5 682 167

千瓦小时) 

 
4.1.5 在执行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和“团结”项目

方面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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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服务改进  

• 用太阳能运行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的观察所数目从 10个增加到 14个 

• 执行节能项目，包括安装太阳能热水器、为预制住所绝缘和进行功率因素矫正电容器连接 

• 提高 8个联塞部队厨房的餐饮服务标准，替换和/或修理陈旧的设备，并通过替换不能使用的办

公室家具改善观察所和警察局的生活条件 

• 为执行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提供支持，包括为遵循公共部门会计准则重新设计业务流程，更新特

派团标准作业程序，以反映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要求，并培训部队中所有财务、预算和财产管

理工作人员  

• 为执行“团结”项目提供支持，包括进行部队遗留系统数据质量分析和数据清理 

军事、警务和文职人员 

• 平均 860名军事特遣队人员和 69名联合国警察进驻、轮调和返国 

• 核查、监测和视察 812名军事特遣队人员(不包括参谋)的特遣队所属装备及自我维持情况 

• 供应和储存 6个军事驻地 812名军事特遣队人员的口粮(不包括参谋) 

• 管理 150名文职人员，包括 38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112名本国工作人员 

• 针对所有军事、警务和文职人员开展行为和纪律方案，包括培训、预防、监督和针对已经发生

的不当行为提出纠正建议 

设施和基础设施 

• 维护和维修部队总部房舍、17个军事设施和 8个联合国警察设施，包括回应 2 900个服务请求 

• 翻新 Stefanik将军营地的现有口粮储存大楼(第 4区) 

• 为所有房舍提供卫生服务，包括污水和垃圾的收集和处置 

• 运行和维护 92台发电机 

• 运行和维护 12个冷藏柜和 16个小型冷藏室 

• 保养和维修长达 75公里的巡逻路径 

• 在联合国保护区和莱德拉宫旅店内铺设完 3 000平米的沥青路面(第 2区) 

• 按照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标准维护 21个直升机停机坪 

• 在 Saint Martin营地建造一个健身房(第 1区) 

• 供应 157 000公升发电机用柴油及 220 000公升供热燃油 

陆运 

• 保养和运营部队总部的 303部车辆，包括 9辆装甲车(161部联合国所属车辆、39部特遣队所属

车辆和 103部租用车辆) 

• 供应 40 000公升汽油和 857 000公升柴油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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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所有联合国工作人员持续提供道路安全课程和驾驶技术评估 

空运 

• 运行和保养 3架直升机(包括 1架免费提供的后备直升机，用于在保养和其他故障期间替换另 2

架直升机) 

• 供应 260 873公升 A1喷气机燃料 

通信 

• 支持和维护塞浦路斯和西班牙巴伦西亚之间的地面租用线路，该线路支持语音数据和传真(清晰

可靠)、5个宽带全球域网卫星系统、10个电话交换台、32个微波中继器、1个高频和 16个超

高频中继器和发报机以及 14个太阳能发电系统  

信息技术 

• 支持和维护信息技术网络，包括 25个地点的 15个服务器、86瘦客户机、359个台式计算机、

62个膝上型计算机、68个打印机和 32个数字发送装置 

医务 

• 运营和维护 7个急救站、6个一级医疗设施(2个特遣队所属医疗中心和 4个联合国所属医疗设施)

• 维持全特派团范围内联合国驻塞浦路斯所有地点的地面和空中疏散安排，包括 4个地点的 7个

外部医疗设施 

• 为全体特派团人员运行和维护艾滋病毒/艾滋病自愿保密咨询和检测设施 

• 开展面向全体特派团人员的艾滋病毒/艾滋病宣传方案，包括对所有新人员进行强制性上岗培

训，以及进修培训和同伴教育 

安保 

• 每周 7天、每天 24小时向指定官员/特派团团长提供安保咨询意见 

• 编制和提交最新的重要安保文件，包括针对国家具体情况的安保计划、安全风险评估、事故报

告、安全最新情况和审查以及有关国家人员疏散和接收的报告 

• 视需要协调特派团高级工作人员和到访高级官员的近身保护 

• 为指定官员/特派团团长进行住所调查，并视需要为其他工作人员进行此种调查 

• 为指定特派团工作人员进行上岗安全培训和基本消防培训/演习 

• 为特派团所有人员举办关于安保意识和应急计划的宣传会议 

• 根据联合国安全管理制度，向所有人员及承认的受养人提供安保 

外部因素 

 供货商/承包商/供应商能够按照合同交付货物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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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4：支助 

类别  共计 

一. 军事特遣队   

 2012/13年度核定数  26 

 2013/14年度拟议数  26 

 净变动  — 

二. 联合国警察  — 

 国际工作人员   

三. 文职工作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1/
D-2

P-5/
P-4

P-3/
P-2

外勤
人员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a
 共计 

安全科   

 2012/13年度核定员额 — — 1 — 1 2 3 5 

 2013/14年度拟议员额 — — 1 — 1 2 3 5 

 净变动 — — — — — — — — 

特派团支助司   

 2012/13年度核定员额 — 1 4 1 14 20 95 115 

 2013/14年度拟议员额 — 1 4 1 14 20 93 113 

 净变动 — — — — — — (2) (2) 

文职人员小计   

 2012/13年度核定员额 — 1 5 1 15 22 98 120 

 2013/14年度拟议员额 — 1 5 1 15 22 96 118 

 净变动 — — — — — — (2) (2) 

(第一至第三项)共计   

 2012/13年度核定数  146 

 2013/14年度拟议数  144 

 净变动  (2) 

 

 
a
 包括本国专业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特派团支助司 

本国工作人员：减少 2个员额 

21. 为实现其向部队军事、联合国警察和实务部分提供支持的预期成绩，特派团

支助司审查了其人员配置结构。根据审查结果拟议裁撤 2个员额：综合支助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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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长办公室一个行政助理(本国一般事务)员额，工程科 1 个设施管理助理(本

国一般事务)员额。这两个员额的职能将由现有工作人员履行。 

22. 部队还拟合并财务和预算职能，将其并入一个单独的财务和预算科。将总共

11个员额，即财务科的 9个员额和特派团支助事务主管办公室的 2个本国一般事

务员额(预算助理和财务助理)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科室，由财务和预算主任(P-4)

领导。财务干事(外勤人员)将代行科长之责。拟议变动的目的是通过实施公共部

门会计准则和实现财务、人力资源和库存系统一体化的“团结”企业资源规划系

统，提高部队提供财务管理和相关咨询服务的能力。拟议合并还旨在使预算编制

和执行更为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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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年度)

分配数

(2012/13年度)

费用估计数

(2013/14年度)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 (4)=(3)-(2) (5)=(4)÷(2)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 — — — — 

 军事特遣队 21 153.7 20 537.5 20 205.2 (332.3) (1.6) 

 联合国警察 2 720.5 2 705.0 2 757.5 52.5 1.9 

 建制警察部队 — — — — — 

 小计 23 874.2 23 242.5 22 962.7 (279.8) (1.2)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6 876.9 6 366.2 6 615.5 249.3 3.9 

 本国工作人员 8 550.8 7 666.2 8 040.1 373.9 4.9 

 联合国志愿人员 — — — — — 

 一般临时人员 191.9 192.0 192.0 — — 

 小计 15 619.6 14 224.4 14 847.6 623.2 4.4 

业务费用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 

 咨询人 19.1 44.0 52.7 8.7 19.8 

 公务差旅 304.4 400.4 339.2 (61.2) (15.3) 

 设施和基础设施 9 093.8 9 044.4 9 198.2 153.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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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支出

(2011/12年度)

分配数

(2012/13年度)

费用估计数

(2013/14年度)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 (4)=(3)-(2) (5)=(4)÷(2) 

 陆运 3 690.6 3 365.3 2 766.4 (598.9) (17.8) 

 空运 1 450.6 2 025.0 2 350.8 325.8 16.1 

 水运 — — — — — 

 通信 722.6 731.2 523.7 (207.5) (28.4) 

 信息技术 749.1 571.4 713.1 141.7 24.8 

 医务 358.5 352.9 332.2 (20.7) (5.9) 

 特种装备 4.4 19.6 25.2 5.6 28.6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436.1 554.9 594.7 39.8 7.2 

 速效项目 — — — — — 

 小计 16 829.2 17 109.1 16 896.2 (212.9) (1.2) 

 所需资源毛额 56 323.0 54 576.0 54 706.5 130.5 0.2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2 465.3 2 043.5 2 234.8 191.3 9.4 

 所需资源净额 53 857.7 52 532.5 52 471.7 (60.8) (0.1)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a
 1 276.6 1 530.2 1 228.3 (301.9) (19.7) 

 所需资源共计 57 599.6 56 106.2 55 934.8 (171.4) (0.3) 

 

 
a
 2013/14年度费用估计数包括塞浦路斯政府提供的 1 228 300美元。 

 B. 未编入预算的捐助 
 

23. 2013年 7月 1日至 2014年 6月 30日期间未编入预算的捐助估计值如下： 

(千美元) 

类别 估计值 

部队地位协定
a
 343.4 

(未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共计 343.4 

 

 
a
 包括联塞部队估计的由塞浦路斯政府无偿为联塞部队军事特遣队和联合国警察提供的联合

国观察所、办公室和房舍设施(包括联塞部队总部建筑群)的费用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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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增效 
 

24. 2013年 7月 1日至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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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口粮盒和瓶装水 75.0 持有的储备从 14人日减至 8人日 

军事和警务人员轮调 891.0 改善对军事特遣队人的规划和运输安排 

商营通信 180.0 所有联塞部队卫星地球站退出运作，

换成更具有成本效益的地面租用线路 

车辆租金 600.0 由于从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调来

一些车辆，以及车队的整体缩减，部

队车队中的租赁车辆减少 81辆 

电费 68.0 将 11个地点用电量减少 5% 

公务差旅(与培训有关) 61.0 增加使用电子学习方案、视频电话会

议设施和执行培训员培训政策 

 共计 1 875.0  

 
 

 D. 空缺率 
 

25. 2013年 7月 1日至 2014年 6月 30日期间的估计费用考虑到下列延迟部署因

数/空缺率： 

(百分比) 

类别 2011/12年度实际数 2012/13年度预算数 2013/14年度预计数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特遣队 0.2 1.0 1.0 

 联合国警察 2.9 4.0 2.0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2.6 5.0 3.0 

 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2.7 2.0 5.0 

 本国专业干事 — — 25.0 

 
 

 E. 特遣队所属装备：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26. 2013年 7月 1 日至 2014年 6 月 30 日期间所需资源根据主要装备(湿租赁)

和自我维持费用的标准偿还率计算，共计 1 425 300美元，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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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美元) 

类别 估计数 

主要装备  

 军事特遣队 1 246.0 

 小计 1 246.0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179.3 

 小计 179.3 

 共计 1 425.3 

特派团因数 百分比 生效日期 上次审查日期 

A. 与任务区有关    

 极端环境条件因数 — — — 

 超常作业条件因数 — — —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数 — — — 

B. 与本国有关  

 运费递增因数  0.25-3.75  

 

 F. 培训 
 

27. 2013年 7月 1日至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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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公务差旅  

 公务差旅(培训) 101.1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培训费、用品和服务 32.2 

 共计 142.0 

 

28. 与以往各期间相比，2013年 7月 1日至 2014年 6月 30日期间计划参与培训

的人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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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人数) 

 国际工作人员 本国工作人员 军事和警务人员 

 2011/12年

度实际数 

2012/13年

度计划数 

2013/14年

度拟议数

2011/12年

度实际数

2012/13年

度计划数

2013/14年

度拟议数

2011/12年

度实际数

2012/13年

度计划数 

2013/14年

度拟议数 

内部 — 38 9 8 55 6 8 77 — 

外部
a
 13 13 16 6 12 5 — 7 — 

 共计 13 51 25 14 67 11 8 84 — 

 

 
a
 包括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和任务区以外。 

29. 2013/14年度培训方案拟议所需经费 142 000美元，其重点是通过内部和外

部培训方案加强联塞部队工作人员的实务和技术能力，提供的课程涉及财务和预

算、领导能力和组织发展、采购、财产管理和通信领域。 

 

 三. 差异分析1 
 
 

30. 本节资源差异分析所用标准术语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B部分。所用术语与前几

份报告相同。 

    差异 

军事特遣队员 (332.3) (1.6%)
 

• 管理：投入减少而产出不变 

31. 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不编列仅为 2012/13年度核定的支付给部队派遣国的

补充款。根据 2013 年 1 月生效的一份新合约的条款，口粮经费有所增长，部分

抵消了这一差异。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249.3 3.9%
 

• 管理：投入增加而产出不变 

32. 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根据在职情况的最近模式，采用了 3%的空缺率，

而 2012/13年度预算中适用的空缺率为 5%。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373.9 4.9%
 

• 管理：投入增加而产出不变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以千美元计。仅对上下至少 5%或 100 000美元的差异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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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拟议在民政科设立 2个本国专业干事员额。特派

团支助司裁撤的 2个本国一般事务员额减少了所需资源，从而部分抵消了这一差异。 

    差异 

咨询人 8.7 19.8%
 

• 管理：投入增加而产出不变 

34. 所需经费增加的原因是特派团高级行政管理和资源培训方案聘用了一位培

训咨询人。 

    差异 

公务差旅  (61.2) (15.3%)
 

• 管理：投入减少而产出不变 

35. 所需经费减少的原因是因为采取了多项措施，尽量通过更多使用视频远程会

议设施、自行掌握进度的远程和电子课程学习机会、实施对培训员培训的政策来

减少外部差旅支出。 

    差异 

设备和基础设施  153.8 1.7%
 

• 管理：投入增加而产出不变 

36. 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a) 预计电费涨价；(b) 更换安保与安全设备；

(c) 鉴于最近的天气状况，预计取暖用燃料消耗更高。维修事务经费减少以及

2012/13 年度期间设备更换工作完成后，购买预制设备的费用未编列在内，从而

部分抵消了这一差异。 

    差异 

陆运 (598.9) (17.8%)
 

• 管理：投入减少而产出不变 

37.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从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转入 67 辆车

辆，租用的车辆从 2012/13年度的 184辆减少至 2013/14年度的 103辆。由于维

修和备件所需经费增加而部分抵消了这一差异。 

    差异 

空运 325.8 16.1%
 

• 外部：协助通知书的变化 

38. 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a) 联合国与部队派遣国之间的协助通知书条

款更新，包括 2架直升机(一架为 Bell 212型，另一架为 H-500型)的飞行时间费

用上涨以及油漆 2架直升机的费用(2012/13年度期间没有编列该款项)；(b)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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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燃料费用单价从 2012/13年度的每公升 0.897美元上涨至 2013/14年度的每公

升 0.966美元。 

    差异 

通信 (207.5) (28.4%)
 

• 管理：投入减少而产出不变 

39.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所有卫星地球站均退出使用，且视频远程

会议费用预计将降低，联塞部队的全球转发器费应担份额未编列在内。 

    差异 

信息技术 141.7 24.8%
 

• 管理：投入增加而产出不变 

40. 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信息技术服务的所需经费增加，因为要由信息和

通信技术厅提供第一级、第二级和第三级支助，并以每台计算机 320美元的费率

升级/更新软件系统和应用软件，包括外地支助成套方案(“团结”项目推进手段

由 18 个模块组成)，且以每台计算机 75 美元的费率统一提供支助服务。根据设

备存货价值总额的 4%估算，备件和用品的所需经费有所降低，从而部分抵消了这

一差异。 

    差异 

医务 (20.7) (5.9%)
 

• 管理：投入减少而产出不变 

41.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计划购置的物品较少，更换的医疗用品也

较少，降低了医疗设备的重置成本。 

    差异 

特种装备 5.6 28.6%
 

• 管理：投入和产出增加 

42. 所需经费增加的原因是采购了三副望远镜，以补充目前已超过 10 年使用期

限的现有装备。 

 

 四.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43. 就联塞部队经费的筹措而言，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批款 54 706 500美元，充作联塞部队 2013年 7月 1日至 2014年 6月

30日 12个月期间的维持费，其中包括将通过塞浦路斯政府自愿捐款(17 490 567

美元)和希腊政府自愿捐款(650万美元)筹供的 23 990 56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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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按每月 2 559 661美元的标

准分摊上文(a)分段所列批款的余额 30 715 933美元。 

 

 五. 为执行大会第 66/2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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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会和内部监督事务厅的要求和建议而采取的后续行动摘要 

 A. 大会 

共有问题 

(第 66/264号决议) 

决定/要求  为执行决定／要求采取的行动 

注意到最近在文职工作人员空缺率和更替率

方面有所改善，但认识到仍有改进空间，因

此，请秘书长确保尽快填补空缺员额(第 21

段) 

 联塞部队保持了与人员编制水平相对应的低空缺

率，并继续不遗余力确保迅速填补空缺员额 

着重指出，秘书长必须全面审查每个维和特

派团的所需文职人员编制，特别注意将外勤

员额本国化和改善实务人员与支助人员之比

的可行性，尤其在任务授权或核定兵力出现

重大变化时，以确保建立适当的文职工作人

员配置结构，从而有效执行当前的特派团任

务，并反映各特派团在人员配置方面的最佳

做法(第 23段) 

 联塞部队不断审查其人员编制结构，并在过去 6个

财政期间将 3个外勤事务员额改为本国工作人员 

欢迎除其他外，在非消耗性财产的实物核实

方面有所改进，强调加强维和行动内部全周

期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再次请

秘书长加强这些资产管理的内部控制，确保

有足够的保障措施，防止给本组织造成浪费

和经济损失(第 30段) 

 联塞部队财产管理股和各个独立会计单位致力于

加强与资产管理有关的内部控制，特派团所遵守的

财产管理主要业绩指标能够反映出这一点。全年均

对联合国所属装备进行 100%实物核查。联塞部队设

立了有力和及时的接收和检查过程，确保资产获得

及时检查并录入联塞部队的库存记录。此外，联塞

部队还编写了资产迁移的月度报告，由终端用户提

交各个独立会计单位和财产管理股。这样做是为了

便于跟踪和维护资产，同时防止给本组织造成浪费

和经济损失 

请秘书长确保对所有特派团车辆实行因私使

用准则，并在下一次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

费筹措概览报告中报告有关情况(第 31段) 

 联塞部队确认，已设立各种程序，每月报告和收回

所有国际文职人员、军事特遣队人员和联合国警察

因私使用特派团车辆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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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共有问题 

(A/66/718) 

决定/要求  为执行决定／要求采取的行动 

行预咨委会欢迎努力确定跨领域削减资源目

标，并严格审查外地特派团提出的资本支出

提议；行预咨委会注意到，对在预算编制期

间考虑到每个维持和平行动的具体情况作出

了承诺。但行预咨委会认为，拟议预算应提

供更多资料，说明每个特派团将如何实施这

些措施，包括酌情说明为确保任务执行工作

不受影响而计划采取的任何减缓措施(第 33

段) 

 通过分析和讨论每个特派团的具体情况，维持和平

行动部和外勤支助部与各个特派团协商确定资源

削减额。在这一背景下，确定资源削减额的办法是

通过审查预算和执行情况数据，参照类似维和行动

的资源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并考虑到全球外勤支助

战略关键支柱的进展情况、具体的业务条件和任务 

虽然每个特派团都将根据自身的具体要求和情况

执行业务变化，但所有特派团在这方面的当务之急

都是推动开展努力，减少浪费和损失，并进一步提

高运营效率。鉴于维和特派团的成本大幅增加，鼓

励所有特派团认识到必须要少花钱多办事。为此做

出的具体努力包括减少需要燃料的设备(特别是车

辆、飞机和发电机)；改善补给线和仓库管理；由

运输和调度综合控制中心支助的各个特派团之间

就飞机的需求持续开展协调等。因此，任务规定和

其他业务要求仍然是所有特派团必须完成的任务，

并不会受到此类资源削减的影响。在提交的各份拟

议预算报告中已经反映了这些任务 

在这方面，行预咨委会还告诫不要把资本支

出递延等同于执行可持续有效措施，因为增

效措施依据的是业务流程的变化，而这些变

化使得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完成任务成为

可能。行预咨委会还期望将进行认真规划，

以确保任何在 2012/13 年期间递延资本支出

的恢复不会在之后的财政期间给会员国造成

大量额外财政负担(第 34段) 

 外勤支助部继续采取推进决策进程的办法来确定

资源需求的战略重点，以指导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

的预算编制工作。在这方面，各特派团被要求优先

利用现有的资源，根据优先程度审议资产更换要

求，并为任何其他的新经费请求提供理由。在较早

的阶段确定战略重点并将有针对性的建议结合在

一起，能够让外勤支助部、政治事务部和维持和平

行动部采取交叉的方式来管理资源。尽管资本开支

仍然是有效执行维持和平任务的关键，预计外勤支

助部和维持和平行动部采取的这一办法能够在未

来几年中减轻资本开支的财务负担影响 

行预咨委会认为，将要采用的延迟部署因数

和空缺率应该依据完全合理的预算假定，并

考虑到以往数据和可预测因素。在这方面，

在预算文件中应对所使用的比率明确说明理

由，特别是在编制预算时这些比率不同与实

际比率的情况(第 36段) 

 2013/14 年度期间的空缺率依据的是最近的在职情

况 



 A/67/706

 

27 13-21007 (C) 

 

行预咨委会认为，由于近几年大会已核准人

力资源管理改革，并已实行事先批准候选人

名册的做法，因此各维持和平特派团文职工

作人员的实际空缺率应明显持续下降。有鉴

于此，行预咨委会认为，应在今后提交的预

算文件范围内继续审查这一问题(第 38段) 

 联塞部队遵从了行预咨委会的建议。自设立候选人

名册以来，联塞部队将其用于所有征聘进程，从而

保持了较低的空缺率 

行预咨委会重申，应当持续审查长期空缺员额

是否需要，特别是在向大会提出拟设新员额之

前。行预咨委会目前尚不清楚各维持和平行动

是否系统进行了这类审查。在这方面，据回顾，

就拟议方案预算而言，大会在其第 66/246 号

决议中赞同行预咨委会的建议，即对于已空缺

两年或更久的员额，应重新说明仍然需要这些

员额的理由，并解释空缺的原因。行预咨委会

建议，维持和平行动的员额也应适用类似要

求，特派团拟议预算中应列入关于已空缺两年

或更久的员额的信息，并对任何提议保留的员

额提供具体理由(第 54段) 

 联塞部队保持了与人员编制水平相对应的低空缺

率，并继续不遗余力确保迅速填补空缺员额 

在这方面，行预咨委会仍然关切培训有关差

旅费占维和培训资源的比例。行预咨委会重

申其立场，认为应密切审查培训差旅费，尽

可能将它减到最少(第 74段) 

 联塞部队不遗余力将培训相关差旅费降低到最低

水平，在编写拟议预算时特别重视成本和投资回报 

行预咨委会建议，未来关于效益和成本节约的

报告，应进一步努力收集和提供可靠的证明资

料，以便清楚地表明所采取的行动与所报告的

效益或节余之间的因果关系。行预咨委会注意

到，目前仍然没有充分报告关于增效措施对任

务规定和提供服务的影响评估结果(第 86段) 

 联塞部队不遗余力确保以效益和成本节约为基准，

以方便衡量。例如，本报告第 9段提及的联塞部队

合作租赁线路倡议就不难发现投入减少和产出增

加 

行预咨委会建议，请秘书长审查维持和平行

动中车辆和信息技术设备持有人数，并与外

勤支助部确定和《标准费用和比率手册》颁

布的标准比率进行比对。行预咨委会要求在

下一份概览报告汇总提供这方面资料。行预

咨委会认识到，有些特派团存在特定具体行

动情况，可以作为持有人数超过这些标准比

率的理由。如有这种情况，行预咨委会要求

在相关特派团 2013/14 年期间拟议预算中明

确概述这样的理由(第 91段) 

 联塞部队遵从了行预咨委会的建议。关于信息技术

方面，除计算机/打印机比率之外，联塞部队没有

超出《标准费用和比率手册》规定的比率。《手册》

规定的比率为 4:1，而联塞部队约为 3.6:1。联塞

部队无法达到这一比率的原因是，由于作业环境等

原因，一些军事观察所需要配置电脑和打印机。同

样，在车辆方面，2012/13 财政预算期间伊始，联

塞部队就削减了车队的 20 辆租用车辆，从而使车

辆比率符合《标准费用和比率手册》的要求 

行预咨委会认为，轮调协调员为部队和警察派

遣国提供了宝贵的服务，期待秘书长设法为确

保他们的使用落实必要的资源(第 102段) 

 由于联塞部队的兵力规模较小，联塞部队通过旅行

股、调度股和特遣队之间共享资源，成功利用商业

航班进行轮调，无需使用轮调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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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预咨委会还要求，未来的维持和平行动拟

议预算中应列入有关财政期间寻求资源在

100 万美元以上的所有建筑项目的具体信息

(第 106段) 

 不计划开展任何 100万美元或以上的建筑项目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为满足新需求在特派团之

间转移车辆的行动，不过还认为需要进一步

审查维持和平特派团持有的车辆(第 110段)

 2012/13 年度期间，联塞部队将接收联合国东帝汶

综合特派团转来的 67 辆车。由于塞浦路斯对车辆

的具体要求，为满足业务需求而从其他特派团进一

步调入车辆的空间有限 

行预咨委会承认，有时业务发展可能会导致

差旅所需经费增加，但对报告显示 2010/11

年度差旅费超支数额较大感到关切。行预咨

委会强调，必须妥善编制所需差旅费预算，

并尽一切努力，确保将差旅支出控制在核定

经费范围内(第 137段) 

 联塞部队不遗余力确保在编写预算时充分预见差

旅经费。在差旅无法预见但确实必须的情况下，联

塞部队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差旅支出控制在核定

经费范围内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编列的公务差旅经费有所

减少，但认为仍需密切审查这方面的所需经

费。行预咨委会同意，要有效执行任务，差

旅是必要的，但担心工作人员长时间不在办

公地点会扰乱他们的日常工作，且可能对方

案交付产生影响。因此，行预咨委会认为，

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及

其他沟通方式，以减少差旅需要。行预咨委

会还特别对与培训有关的差旅较多提出关切

(第 138段) 

 联塞部队不遗余力确保差旅经费用于满足其任务

需要。其他的公务差旅大都用于响应总部的要求，

例如强制培训和全球/区域会议。联塞部队始终铭

记必须尽量减少差旅相关支出 

 

 C. 审计委员会 

(A/66/5 (Vol.II)) 

决定/要求  为执行决定／要求采取的行动 

审计委员会注意到，各特派团面临一些因自

身情况而产生的特殊挑战。因此，还需要为

每个特派团定制不同的行动计划。例如……

联塞部队面临特定类型车辆租赁设备核算方

面的特殊挑战(第 149段) 

 外勤支助部外勤预算和财务司支持管理事务部制

订外地特派团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具体计

划 

审计委员会建议，行政部门确保联合国《公

共部门会计准则》实施小组、外勤部和各特

派团密切合作，制订详细的实施计划以及所

有特派团的行动计划，以确保《公共部门会

计准则》在维持和平行动得到实施(第 150段)

 外勤支助部外勤预算和财务司支持管理事务部制

订外地特派团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具体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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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内部监督事务厅 
 

(A/66/286 (Part II)) 

决定/要求  为执行决定／要求采取的行动 

业务风险管理方法未应用于联塞部队航空业

务(第 20段) 

 2012年 6月，业务风险管理方法被纳入联塞部队航

空业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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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定义 

 A. 与人力资源拟议变动有关的术语 

 在拟议的人力资源变动方面使用了下列术语(见本报告第一节)：  

• 员额的设立：当有必要获得额外资源而又无法从其他办公室调动资源或

以其他方式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满足某些活动的需要时，拟设新员额。 

• 员额的改派：拟议把原为履行某一职能而核定的员额用于执行与原职能

无关的其他优先任务活动。员额的改派虽然可能涉及地点或办公室的改

变，但不会更改该员额的类别或职等。 

• 员额的调动：拟议把核定员额调到另一办公室履行类似或相关的职能。 

• 员额的改叙：当员额的职责和责任发生重大改变时，拟议对核定员额进

行改叙(升级或降级)。 

• 员额的裁撤：如果不再需要核定员额执行为其核定的活动或从事特派团

内部的其他优先任务活动，则拟裁撤核定员额。 

• 员额的改划：两种可能的员额改划方式如下：  

- 一般临时人员职位改划为员额：若正在履行的职能具有持续性，可

拟议将一般临时人员项下提供经费的核定职位改划为员额。 

- 国际工作人员员额改划为本国工作人员员额：拟议将国际工作人员

核定员额改划为本国工作人员员额。 

 B. 与差异分析有关的术语 

 本报告第三节按下列四个标准类别所包含的具体标准选项，说明造成每项资

源差异的最主要因素： 

• 任务：任务规模或范围变动或任务促使预期成果变动导致的差异 

• 外部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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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实务和行政办公室 

 

 

 

 

 

 

 

 

 

 

 

 

 

 

 

 

 

 

缩写：ASG：助理秘书长；D：主任；P：专业人员；FS：外勤人员；NPO：本国专业干事；NGS：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a
 新设员额。 

 b
 调动员额。 

 

高级顾问办公室 

(4个员额) 

1 D-1，2 P-4，1 FS 

 

秘书长特别代表/ 

特派团团长办公室 

(3个员额) 

1 ASG，1 P-3，1 FS 

安保 

(5个员额) 

1 P-4，1 FS，3 NGS 

 

高级警务顾问办公室 

(2个员额) 

1 P-5，1 NGS 

 

特派团支助事务主管办公室 

(4个员额) 

1 D-1，2 FS，1 NGS  

新闻科 

(5个员额) 

1 P-5，1 P-3，3 NGS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4个员额) 

1 D-2， 1 FS，2 NGS 

民政科 
(14个员额) 

1 P-5，1 P-4，1 P-3，
1 FS，2 NPO，

a 
8 NGS 

综合支助事务处 

(57个员额) 

1 P-5，1 P-3， 

2 FS，53 NGS 

人事科 

(6个员额) 

1 P-4，1 FS， 

4 NGS 

财务和预算科 

(11个员额) 

1 P-4，1 FS，7 NGS，

1 NGS
b
 

采购科 

(8个员额) 

1 P-4，1 FS，

6 NGS 

信息和通信技术处 

(21个员额) 
7FS，14 NGS 

财产管理股 

(6个员额) 
6 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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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军事构成部分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部队总部参谋 

 
 

秘书长特别代表/特派团 

团长办公室 

机动预备队 

阿根廷 

匈牙利 

斯洛伐克 

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部队工兵 

斯洛伐克 

部队飞行股 

阿根廷 

部队医务股

阿根廷 

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部队宪兵 

阿根廷 

匈牙利 

斯洛伐克 

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第 1区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巴拉圭 

秘鲁 

第 2区 

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第 4区 

斯洛伐克 

克罗地亚 

匈牙利 

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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