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 合 国   A/70/572 

  

大  会 
 

Distr.: General 

24 November 201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5-20743 (C)    091215    111215 

*1520743*  
 

第七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161(a) 

联合国中东维持和平部队经费的筹措： 

联合国隔离接触观察员部队 
 

 

  联合国隔离接触观察员部队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 
 

 

  秘书长的报告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  5 

二. 任务执行情况 ................................................................................................................................  5 

A. 概况 ........................................................................................................................................   5 

B. 预算执行情况 ........................................................................................................................   5 

C. 特派团支助举措 ....................................................................................................................   6 

D. 区域特派团合作 ....................................................................................................................   7 

E. 伙伴关系、国家工作队协调和综合特派团 ........................................................................   7 

F. 成果预算编制框架 ................................................................................................................   8 

三. 资源使用情况 ................................................................................................................................  15 

A. 财政资源 ................................................................................................................................   15 

B. 各类资源调拨信息汇总 ........................................................................................................   16 

C. 月支出模式 ............................................................................................................................   17 



A/70/572  

 

15-20743 (C) 2/21 

 

D. 其他收入和调整 ....................................................................................................................   18 

E. 特遣队所属装备支出：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   18 

F. 未编入预算的捐助价值 ........................................................................................................   18 

四. 差异分析 ........................................................................................................................................  19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  21 

六. 为执行大会在其第 68/260 B 号和第 69/301 号决议中提出的要求和建议而采取的 

后续行动汇总 ................................................................................................................................  21 

 

  



 A/70/572 

 

3/21 15-20743 (C) 

 

 

 摘要 

 联合国隔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支出总额已通过若干按业务和支助这两个构成部分归类的成果预算编

制框架，与该部队的目标挂钩。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由于布拉沃一侧安全局势恶化，观察员部队暂时将大部

人员从福瓦尔营地(布拉沃一侧)撤至齐瓦尼营地(阿尔法一侧)。观察员部队的总部

职能和行动基地分别撤至大马士革和齐瓦尼营地。尽管环境持续动荡不安，观察

员部队总体上维持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叙利亚之间的停火。 

 观察员部队本报告所述期间的支出为 6 320 万美元，资源利用率达到 98.6%，

而 2013/14 年期间的支出为 5 930 万美元，资源利用率为 97.8%。 

 产生 914 200 美元未支配余额的主要原因是，军事特遣队的实际空缺率为

30.1%，高于预算编列的 3.0%，造成军事特遣队人员所需资源减少。 

 造成平均实际空缺率提高的原因是，490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撤离以及余留部

队调整重组。所需资源减少的另一原因是，无需为齐瓦尼营地的观察员部队文职

人员支付危险津贴。所需资源总额减少被部队从福瓦尔营地撤至齐瓦尼营地和设

立大马士革代表处造成业务费用增加部分抵消。 

财政资源使用情况 

(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7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差异 

职类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军事和警务人员 34 176.8 27 521.6 6 655.2 19.5 

文职人员 16 747.3 16 055.9 691.4 4.1 

业务费用 13 186.8 19 619.2 (6 423.4) (48.8) 

 所需资源毛额 64 110.9 63 196.7 914.2 1.4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 486.5 1 498.7 (12.2) (0.8) 

 所需资源净额 62 624.4 61 698.0 926.4 1.5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 — — 

 所需资源共计 64 110.9 63 196.7 914.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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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在职情况 

类别 核定 a
 实际(平均) 空缺率(百分比) 

b
 

    军事特遣队 1 284 898 30.1 

国际工作人员 46 41 10.9 

本国工作人员 110 106 3.6 

临时职位 c
    

 国际工作人员 12 11 8.3 
 

 

 a 系最高核定人数。 

 b 按每月现职人数和核定人数计算。 

 c 在一般临时人员项下供资。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见本报告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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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秘书长 2014 年 1 月 30 日报告(A/68/725)载有联合国隔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

察员部队)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间拟议预算，计毛额 62 417 100

美元(净额 60 930 600 美元)，为 1 284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58 名国际工作人员(包

括 12 个临时职位)和 110 个本国工作人员提供经费。 

2.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 2014 年 5 月 7 日报告(A/68/782/Add.6)中，

建议大会为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间批款毛额 62 394 900 美元。 

3. 大会在其第 68/260 B 号决议中，批款毛额 64 110 900 美元(净额 62 624 400

美元)，用作观察员部队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维持费用。

批款总额已向会员国分摊。 

 

 二. 任务执行情况 
 
 

 A. 概况 
 

4. 安全理事会第 350(1974)号决议规定了观察员部队的授权任务，即尽最大努

力在隔离区和限制区维持停火，监督以色列部队和叙利亚部队之间的《隔离接触

协定》及其议定书。安理会在其后的决议中延长了观察员部队的任期。执行情况

报告期间的授权任务由安理会第 2163(2014)和 2192(2014)号决议作出规定。 

5. 观察员部队的授权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总体

目标。 

6. 在这一总体目标范围内，观察员部队在本执行情况报告所述期间提供了下文

各框架所载的相关关键产出，为实现若干预期成果作出了贡献。 

7. 本报告对照 2014/15 年度预算所列成果预算编制计划框架评估了实际执行情

况。执行情况报告特别将实际绩效指标(本期间对照预期成绩取得的实际进展)与

计划绩效指标进行了比较，并将实际完成产出与计划产出进行了比较。 

 B. 预算执行情况 
 

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观察员部队继续执行授权任务，监测隔离区的停火情况。

为此，观察员部队在隔离区继续维持 6 个据点，即赫曼山 4 个，隔离区南部 1 个，

以及阿尔法一侧戈兰观察员小组驻守的 1 个据点和 4 个临时观察所。观察员部队

增加使用卫星图像，确保双方部队不进入隔离区。 

9.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持续冲突造成隔离区环境动荡不安。在发生叙利亚武装

部队与武装团伙交战、采取敌对行动占领观察员部队 1 个据点并扣押维和人员之

后，观察员部队被迫暂时撤离褔瓦尔营地所设部队总部和布拉沃一侧的多个营地，

http://undocs.org/ch/A/68/725
http://undocs.org/ch/A/68/782/Ad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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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迁至阿尔法一侧的齐瓦尼营地。被迫撤离布拉沃一侧造成价值 3 920 万美元(资

本化价值)的资产被注销，其中包括所持账面净值 1 680 万美元的房地产，采购价

1 740 万美元的非消耗性资产，以及所持资本化价值 500 万美元的消耗性财产。 

10. 观察员部队的目标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全面返回隔离区。但是，目前的

安全局势对返回不利，观察员部队布拉沃一侧的部分据点仍被武装团伙占领。部

队不能返回据点，又处于隔离区的中的大块区域，因此无法直接观察停火情况。

由于撤出福瓦尔营地，观察员部队最初计划实现的资源执行目标受到严重干扰。

福瓦尔营地失守影响到了观察员部队的整体行动。 

11. 为安置从福瓦尔营地撤至齐瓦尼营地的特遣队人员，在预制结构从意大利布

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运抵之前，观察员部队不得不租赁房舍和商业设施，并将

齐瓦尼营地的现有设施改装为更加合适的房舍。 

12. 观察员部队据点、齐瓦尼营地和观察哨附近有零星冲突发生，造成数名人员

受伤和观察员部队财产受损。 

1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观察员部队的军事人员和国际工作人员平均实际空缺率

高于 2014/15 年度预算编列的空缺率，本国工作人员空缺率则低于预算。由于从

福瓦尔营地撤出，实际平均空缺率为 30.1%，而编入预算的空缺率仅为 3.0%，因

此造成支出结余 600 万美元，被用于支付部队迁址及确保联合国人员安全安保方

面的额外计划外费用。在文职人员方面，国际工作人员的平均实际空缺率为 10.9%，

编入预算的空缺率为 5.0%，其原因是在行动区目前的安全情况下难以征聘和保

留工作人员。本国工作人员的平均实际空缺率为 3.6%，低于预算编列的 6.0%，

原因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预期工作人员更替率降低。 

14. 观察员部队总部迁至大马士革、部队撤至齐瓦尼营地以及确保联合国人员的

安全安保，产生了额外的计划外业务费用，其中包括购置预制房舍、相关运输和

运费、租赁商业用房(包括大马士革喜来登酒店(临时总部和国际工作人员房舍))、

用于外围安保的战地防御用品、购置装甲车辆安全运输人员以及雇佣临时技术工

人。 

 C. 特派团支助举措 
 

15. 支助部分巩固了观察员部队在齐瓦尼营地和大马士革的行动。观察员部队与

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密切合作，对齐瓦尼营地现有设施进行改装，并

采用预制结构，提供适当的房舍和餐饮设施。在齐瓦尼营地现有设施改装和扩充

期间，部分军事和文职人员暂时安置在租赁的商业设施和大马士革租赁的办公用

房。 

16. 福瓦尔营地是观察员部队的后勤枢纽，为部队据点和前沿哨所提供支助，因

此营地从布拉沃一侧迁至阿尔法一侧给后勤带来了严峻挑战。营地集中了总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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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文职和军事人员，并储存供应据点的基本口粮、水、燃料、发电机及信息技

术和通信用品。 

17. 为预防火灾，购置了一些便携式混凝土墙(T 形墙)，以加强齐瓦尼营地的外

围安全。增加部署了战地防御用品和装甲车辆，用以加强人员及其他 6 个据点和

2 个前沿哨所的安全。齐瓦尼营地位置偏远又靠近冲突区，吸引供应商难度加大，

因此基本货物和服务价格都高于为福瓦尔营地编列的经费。 

18. 鉴于目前的安全局势，观察员部队必须把撤出福瓦尔营地和人员的安全安保

作为工作重点，因此难以在布拉沃一侧采取部分计划采取的举措。 

19. 观察员部队优先物色当地流程专家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并得到技术支助，利

用“团结”项目的优势提高财务和预算资料的质量，并更加迅速地供部队领导决

策使用。因此，观察员部队在对文职人员进行审查后，裁撤了 4 个国际工作人员

和 16 个本国工作人员员额。还在这次审查的基础上，对观察员部队进行了重组，

利用“团结”企业系统及全球外勤支助战略的实施简化服务提供和业务流程。 

 D. 区域特派团合作 
 

20. 观察员部队继续在区域管理和治理结构下提供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服

务。观察员部队的 4 个特派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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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停战监督组织)在工作中继续重点

消除服务差异和重复工作，实现规模效益。 

21. 观察员部队继续提供信通技术服务，包括负责叙利亚问题秘书长特使办公室

的音频、视频和数据与联合国广域网进行连接。观察员部队与特使办公室有直接

电信连接，加强了信息交流和工作协调。作为特使办公室薪金和供应商付款的开

户行，观察员部队为特使办公室的采购工作提供支助。 

22. 联黎部队提供支助，把货物从贝鲁特港运至观察员部队，并从隔离区的阿尔

法一侧运至布拉沃一侧。 

 E. 伙伴关系、国家工作队协调和综合特派团 
 

23. 观察员部队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密切合作，持续监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

安全局势，更新安全计划，确保所有联合国人员和财产的安全安保。观察员部队

继续向接受其业务领导的停战监督组织军事观察员(戈兰观察员小组)以及停战监

督组织驻大马士革联络处提供必要支助。观察员小组继续向观察员部队提供支助，

维持阿尔法一侧的 5 个固定和 4 个临时观察所。戈兰观察员小组继续重点进行昼

夜静态观察、调查和局势分析。观察员部队继续通过戈兰观察员小组，每两周对

限制区阿尔法一侧的设备和部队人数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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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观察员部队继续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分担大马士革办

公室费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分担无线电室设施费用。 

 F. 成果预算编制框架 
 

构成部分 1：业务 

25. 观察员部队在重组后继续执行授权任务，在调整后从其在行动区内继续驻守

的据点保持对隔离区和停火线的可见度。 

26. 观察员部队在撤出布拉沃一侧后，在大马士革设立临时总部，并在阿尔法一

侧的齐瓦尼营地建立行动基地。观察员部队继续维持隔离区北部的 4 个据点，南

部的 1 个据点，及阿尔法一侧的 1 个据点。在撤至阿尔法一侧前后，观察员部队

都按时进行徒步和机动巡逻。鉴于安全局势，布拉沃一侧隔离区的视察和机动行

动继续暂停。观察员部队继续执行授权任务，利用高清卫星图像和电子观察设备

等先进技术加强观察活动。 

27. 观察员部队继续保持其快速反应部队的行动态势，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

况。观察员部队加强与停战监督组织戈兰观察员小组军事观察员的合作，在限

制区阿尔法一侧每两周检查一次设备和部队人数。观察员部队继续就双方的违

反事件提出抗议，并与双方高级官员积极保持联络，防止局势升级从而维持停

火线。 

预期成绩 1.1：双方依照《隔离接触协定》采取行动并遵守该协定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维持部队隔离接触和限制区 向观察员部队责任区内的有关方面发出 508 份抗议信 

计划产出 

完成 

(数量或是/否) 备注 

根据需要与叙利亚当局和叙利亚地方官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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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会议 

因安全局势恶化，产出减少 

就观察员部队执行任务事宜与以色列当

局每两周举行高级别会议并确保合作 

11 会议 

因安全局势恶化，产出减少 

与《隔离接触协定》双方(平均)每周举行

联络会议，以降低双方因国内民众冲突对

穿越阿尔法线人员开火所造成的紧张局

势，并讨论为防止此类事件双方可采取的

措施 

26 会议 

因安全局势恶化，产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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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完成 

(数量或是/否) 备注 

与以色列国防部队联络官每周举行联络

会议 

46 会议 

与隔离区内的有关文职和安全当局每周举行

会议，提高其对观察员部队任务、作用和活

动的认识，确保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安保 

否 因安全局势恶化，没有举行会议 

35 040 个白天机动巡逻日(6 人×16 次巡逻

×365 天)，乘装甲运兵车开展机动行动 

24 090 白天机动巡逻日(6 人×11 次巡逻×365

天) 

因安全局势恶化，产出减少 

145 635 个部队驻守据点人日(19 人×21 个

据点×365 天) 

97 104 部队驻守据点人日 

因人员撤离布拉沃一侧部分据点，产出

减少 

32 850 个待命(快速)反应小组人日(10 人

×9 个小组×365 天) 

51 100 待命(快速)反应小组人日(10 人×14 个

小组×365 天) 

因安全局势恶化，产出增加 

730个专门实况调查小组人日(2人×1个小

组×365 天) 

2 920 专门实况调查小组人日(4 人×2 个小组

×365 天) 

因业务需要，产出增加 

就所有违反隔离接触协定事件提出抗议 508 抗议 

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 4 份报告 4 报告 

遭遇危机局势立即与双方进行联络 是 通过面对面会议和电话会议 

夺回因敌对行动观察员部队和戈兰观察

员小组撤离的 1 个据点、2 个前沿哨所和

3 个观察所 

否 因部队行动区持续冲突和局势动荡，没

有开展夺回行动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为 12 次

人员人道主义定期穿越隔离区提供便利 

2 护送 

因安全局势，安全过境需要护送的人数

减少，造成产出减少 

 

预期成绩 1.2：减少隔离区内的地雷威胁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无人被地雷和未爆弹药炸死炸伤(2012/13

年度：无伤亡；2013/14 年度：无伤亡；

2014/15 年度：无伤亡) 

观察员部队无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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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完成 

(数量或是/否)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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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开展了搜索行动 

部队行动区安全局势继续恶化，提供计

划产出受到阻碍 

为地雷意识行动提供支助，向当地居民通

报隔离区内的地雷威胁，并对平民发现的

地雷进行排除和销毁 

否 部队行动区安全局势继续恶化，产出没

有完成 

 

预期成绩 1.3：民众提高对观察员部队任务的认识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无隔离区平民无意中穿越停火线事件发生

(2012/13 年度：无事件；2013/14 年度：无事

件；2014/15 年度：无事件) 

已实现 

计划产出 完成 

(数量或是/否) 

备注 

就观察员部队任务的执行、阿尔法沿线活

动的协调，包括防止事件发生，与隔离区

内文职和安全当局每月举行会议 

否 因部队行动区安全局势继续恶化，产出

没有完成 

 

预期成绩 1.4：对所有武装团伙在行动区内针对部队的敌对行动进行威慑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无针对观察员部队据点和巡逻队的敌对

行动发生(2012/13 年度：7 起事件；2013/14

年度：3 起事件) 

记录了 78 起敌对行动。主要发生在 2014 年 7 月至 12

月期间，造成观察员部队撤出布拉沃一侧的据点 

计划产出 

完成 

(数量或是/否) 备注 

每天向布拉沃一侧的戈兰观察员小组的 6

个观察哨提供 4 名观察员部队武装人员 

11.3 

4 

武装人员 

观察哨 

因安全局势恶化，产出减少 

为行动区内人员和用品流动提供 2 490 次

武装安保护送 

586 武装安保护送 

32 850 个部队后备连威慑巡逻日，在冲突

地区用装甲战车(30 人×3 个排×365 天) 

5 400 部队后备连威慑巡逻日 

因部队撤离福瓦尔营地后进行重组，产

出减少(30 人×3 个排×6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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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完成 

(数量或是/否) 备注 

每天监测分析区域、国家和行动区内的事

态发展，确保观察员部队和戈兰观察员小

组人员和财产的安全 

是 每天形势报告 

构成部分 2：支助 

28. 尽管安全局势持续动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利条件，支助构成部分继续提供

必要支持。武装冲突持续不断，给运输用品到部队据点和观察哨的人员造成了危

险，影响了补给水平。因此，为所有据点和观察哨的部队提供补给的既定后勤模

式面临挑战。观察员部队在第一季度中期开展行动时面临最严重的挑战，当时敌

对行动导致部队从几个据点和福瓦尔营地暂时撤离。部队采取了一项紧急方案，

对齐瓦尼营地进行升级，以应对来自福瓦尔营地的大批军事和文职人员。应对工

作包括租用临时住所，安置从布拉沃一侧搬迁过来的数百部队，并决定减少部署

的军事特遣队人员。部队总部设在大马士革的喜来登饭店。此外，部队与总部通过

对文职人员配置进行审查，裁撤了 4 个国际工作人员和 16 个本国工作人员员额。 

预期成绩 2.1：向部队提供高效、有效的后勤、行政和安保支助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完成部队行动所需的所有建筑物或据点的

所有基础设施的建设、翻新和重建项目，以

维持部队的行动和安保能力，并满足最低运

作安保标准 

翻修了 3 栋楼房，安装了 14 栋预制建筑和 9 个沐浴设施，

为特遣队提供宿舍、办公空间、厨房和医疗单位 

将车辆事故保持在每100辆车不超过3起的

水平(2012/13 年度：2 起事故；2013/14 年度，

3 起事故；2014/15 年度：3 起事故) 

因安全局势恶化，每 100 辆车发生 6 起事故 

轻型客车数量减少 8%(2012/13 年度：260

辆；2013/14 年度：197 辆；2014/15 年度：

181 辆) 

减少 18.2%，原因是部队总人数减少 

计算设备数量减少，同时通过合理化利用计

算设备确保向新增军事和文职人员提供支

助(2012/13 年度：495 台；2013/14 年度：480

台；2014/15 年度：468 台) 

计算设备减少至350台(180台台式计算机和170台膝上型计

算机) 

不发生威胁在行动区内活动的联合国人

员人身安全的事件(2012/13 年度：无事

件；2013/14 年度：无事件；2014/15 年：

无事件) 

最严重的事件是 2014 年 8 月 45 名维和人员被扣押， 但没

有发生造成生命损失的事件 

全面实施业务连续性计划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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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完成 

(数量或是/否) 备注 

服务改进   

改进建筑物、据点和基础设施以满足最低

运作安保标准 

是 在齐瓦尼营地安装了 150 面 T 型墙，翻新

了建筑物，安装了预制房，加强了所有由

部队把守的据点的安全 

通过改善对非消耗性资产的管理来实现

使用、维护费用和更换的合理化并尽量减

少新增购置，从而提高设备利用效率 

是 进行了实物核查，并不断评估和监测资产

的使用情况 

行动区内的所有人员流动通过装甲车辆

进行以加强部队人员的安全和保护 

是 隔离区和大马士革的人员流动由装甲车

进行 

在福瓦尔营地(部队总部)、齐瓦尼营地(部队

在阿尔法一侧的后备总部)和大马士革代表

处 3 个地点设立支助办公室，实施促进支助

服务连续性的特派团支助替代模式 

是 从福瓦尔营地撤出后，特派团支助职能均

已迁往齐瓦尼营地和大马士革 

强制实施更加严格的驾驶员方案，同时开展

提高驾驶员认识和道路安全宣传活动，并根

据行车监督记录系统记录的违规行为采取

惩罚措施，包括暂停和(或)吊销驾驶证 

是 在阿尔法一侧和布拉沃一侧开展了道路

交通安全周活动。 每月发布军事和文职

人员行车速度报告 

军事、警务和文职人员   

1 284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的进驻、轮调和

返国 

898 军事特遣队人员(平均人数)  

2 个部队派遣国的军事特遣队人员撤出，

导致军事特遣队人数减少 

核实、监测和检查 1 284 名军事特遣队人

员使用的特遣队所属装备 

是 通过向总部提交 4 份季度报告 

供应和储存 2 个营地和 21 个据点 1 226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的口粮(参谋除外) 

 

1 

6 

898 

齐瓦尼营地 

据点 

军事特遣队人员 

产出低于计划的原因是安全局势动荡以

及特遣队人员从福瓦尔营地搬迁至齐瓦

尼营地  

负责 58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110 名本国工

作人员的行政管理 

52 

106 

国际工作人员(包括 11 个临时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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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当行为时建议采取补救行动 

是 对 157 名文职人员和 1 022 名军事人员进

行为期 27 小时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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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完成 

(数量或是/否) 备注 

设施和基础设施   

保养和维修福瓦尔营地、齐瓦尼营地、大

马士革代表处以及隔离区内的宪兵“C”

分遣队、21 个据点和 10 个前哨的设施 

1 

6 

2 

齐瓦尼营地 

据点 

前哨 

维护 14 口水井和过滤系统 3 水井 

因安全局势恶化，产出减少 

平均操作和维护 29 个地点的 63 台发电机 16 

8 

发电机维护 

地点 

因安全局势恶化，产出减少 

在责任区南部一个更合适的地点修建一

个新据点，以代替观察员部队撤出的一个

现有据点 

否 因安全局势，部队没有实现这一目标 

在齐瓦尼营地建造一个储水设施，用于存

储经废水处理厂处理的水 

是 齐瓦尼营地废水处理厂实现升级 

提供部队所有房地的环卫服务，包括污水

和垃圾收集和处理 

是  

陆运   

在 2 个地点的 3 个车间运行和保养 250 台

联合国所属车辆和9辆特遣队所属装甲运

兵车 

243 

25 

联合国所属车辆  

特遣队所属车辆  

因部队和工作人员总数减少，联合国所属

车辆数目减少 

特遣队所属车辆数目增加，因为一个部队

派遣国的特遣队扩容，其经费尚未列入 

2014/15 年度预算 

通信   

支持并维护 9 台专用自动交换分机、1 100

台电话分机、2 个卫星地面站、565 部双

向无线电、380 部手持步话机、68 个网络

路由器、22 个转发台和 35 个微波中继器 

5 

900 

1 

565 

专用自动交换分机 

电话分机 

卫星地球站 

双向电台 

 380 手提式步谈机 

 48 网络路由器 

 10 转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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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完成 

(数量或是/否) 备注 

 26 微波中继器 

  部队人数和职位总数减少导致产出减少 

信息技术   

在 26 个地点支持和维护 1 个广域网、30

台服务器、418 台台式计算机、50 台膝上

型计算机、122 台打印机和 38 台数字发送

装置 

20 

180 

170 

92 

20 

服务器 

台式计算机 

膝上型计算机 

打印机 

数字发送装置  

部队逐步使用膝上型计算机并淘汰台式

计算机。部队人员总数减少导致剩余项目

的产出减少   

支持和维护 485 个电子邮件账户 390 电子邮件 

为地理信息系统股行政、规划和专题制图提

供支助，以支持决策、情况了解和行动目的 

是  

医疗   

运营并维护 1 所一级医院、1 所一级以上

医院和 1 个门诊部，向观察员部队和停战

监督组织的人员以及需要紧急医疗服务

的当地平民和难民提供服务 

1 

1 

1 

齐瓦尼营地的 1 级诊所 

80 号据点的医疗诊所 

赫尔蒙山的二级诊所  

运行并维护为所有人员提供的艾滋病毒/

艾滋病自愿保密咨询和检测设施 

是  

为所有特派团人员开展艾滋病毒/艾滋病

宣传方案，包括同伴教育 

105 工作人员参加“健康意识周”宣传活动，

其中包括关于艾滋病毒的宣传活动 

安保   

为部队高级领导提供安保咨询和局势分析，

包括对福瓦尔营地、齐瓦尼营地、大马士革

代表处以及隔离区内的宪兵“C”分遣队和

21 个据点的威胁评估和风险管理 

是 定期为齐瓦尼营地、大马士革代表处以及

所有据点和观察哨提供威胁评估和风险

管理咨询  

通过有组织和密切监测的车队，提供行动

安保和风险管理服务，监测车队在大马士

革、观察员部队行动区和贝鲁特空港和海

港之间护送观察员部队人员过程中与人

员安全有关的所有方面 

是 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之间并在大马士革

和赫尔蒙山据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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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完成 

(数量或是/否) 备注 

改进观察员部队责任区内的安保监测和

局势分析并加强安保督导员制度 

是 启动了快速信息警报系统，向所有人员传

播重要的安全信息，并改进工作人员跟踪

系统  

结合当前的安全形势，向部队指挥官提供

加强福瓦尔营地、齐瓦尼营地、大马士革

代表处以及观察员部队据点实体安保的

建议 

是 对总部和所有据点的设施和安全开展定

期调查，以查明强度和薄弱环节，并就采

取必要的风险管理措施提出建议  

为所有军事和文职人员开展 4 375 小时的

培训活动，内容包括涉及简易爆炸装置的

车队程序和行动；核生化防护用具的知识

和使用；掩蔽程序和营地保护；上岗培训；

消防演习；以及关于绑架/人质事件的防范

意识 

3 719 培训活动小时数 

因安全局势恶化，产出减少 

对安全事件进行调查，并向观察员部队人

员提供咨询 

6 调查 

观察员部队编制报告，并向其工作人员提

供咨询，以减少今后此类事件的发生 

 

 

 三. 资源使用情况 
 

 

 A. 财政资源 
 

(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7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差异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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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   —   —   —   

军事特遣队  34 176.8    27 521.6    6 655.3    19.5    

联合国警察 —   —   —   —   

建制警察部队 —   —   —   —   

 小计  34 176.8  27 521.6  6 655.2  19.5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9 807.6    9 014.3    793.3    8.1    

本国工作人员 4 362.8    4 742.3    (379.5)   (8.7)   

联合国志愿人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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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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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临时人员 2 576.9    2 299.3    277.6    10.8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小计 16 747.3  16 055.9  691.4  4.1  

业务费用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咨询人 11.1    269.8    (258.7)   (2 330.6)   

公务差旅 437.2    935.0    (497.8)   (113.9)   

设施和基础设施  6 967.9    10 280.9    (3 313.0)   (47.5)   

陆运 2 677.3    2 671.3    6.0    0.2    

空运 —   5.9    (5.9)   —   

水运 —   226.6    (226.6)   —   

通信 1 032.3    884.0    148.3    14.4    

信息技术 983.7    1 597.0    (613.3)   (62.3)   

医疗 313.2    497.9    (184.7)   (58.9)   

特种装备 —   —   —   —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764.1    2 250.8    (1 486.7)   (194.6)   

速效项目 —   —   —   —   

 小计  13 186.8  19 619.2  (6 432.4) (48.8) 

 所需资源毛额 64 110.9  63 196.7  914.2  1.4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 486.5    1 498.7    (12.2)   (0.8)   

 所需资源净额  62 624.4  61 698.0  926.4  1.5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   —   —   

 所需资源总额 64 110.9  63 196.7  914.2  1.4  

 

 

 B. 各类资源调拨信息汇总 
 

(千美元) 

  批款  

类别 最初分配数 调拨数 订正分配数 

    一.  军事和警务人员 34 176.8    (6 442.0)   27 734.8    

二.  文职人员 16 747.3    (227.0)   16 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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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款  

类别 最初分配数 调拨数 订正分配数 

    
三.  业务费用 13 186.8    6 669.0    19 855.8    

 共计 64 110.9  — 64 110.9  

调拨数占批款总额的百分比   10.4   

 

 

29. 从第一类(军事特遣队人员)和第二类(文职人员)向第三类(业务费用)调配资

金，用于齐瓦尼营地和大马士革代表处的运输、住房和设施升级，满足从福瓦尔

营地到齐瓦尼营地，包括部队最大部分军事和工作人员的临时迁址需求。 

 C. 月支出模式 

 

30. 2014 年 10 月和 2015 年 6 月两个月的支出增加，原因是偿还部队派遣国政府

的部队费用、特遣队所属装备和自我维持费用以及 2014 年 9 月开始的迁址齐瓦

尼营地的相关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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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其他收入和调整 
 

(千美元) 

类别 数额 

  利息收入  166.3 

其他/杂项收入 376.4 

自愿现金捐助 — 

上期调整数 — 

上期债务核销数 524.8 

 共计 1 067.5  

 

 E. 特遣队所属装备支出：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千美元) 

类别 支出 

  军事特遣队  

 主要装备 2 318.7 

 自我维持 204.6 

 共计 2 523.3 

特派团因数 百分比 有效日期 上次审查日期 

    A. 与任务区有关    

 极端环境条件因数 0.7 2013 年 3 月 19 日 2014 年 5 月 27 日 

 超常作业条件因数 0.0 2013 年 3 月 19 日 2014 年 5 月 27 日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数 3.1 2013 年 3 月 19 日 2014 年 5 月 27 日 

B. 与本国有关    

  运费递增因数  1.5 - 5.5   

 

 F. 未编入预算的捐助价值 
 

(千美元) 

类别 实际价值 

  《部队地位协定》a
 598.9 

(未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共计 598.9 

 

 
a
 包括土地租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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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差异分析1 
 

 

 差异 

军事特遣队 6 655.2 美元 19.5% 
 

31.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2014 年 9 月和 2015 年 2 月两个部队派遣国撤

出 490 名特遣队人员。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实际平均空缺率为 30.1%，高于预算

编列的 3%。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793.3 美元 8.1% 
 

32.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工作人员从福瓦尔营地迁至隔离区阿尔法

线以西的齐瓦尼营地，当地不适用危险津贴。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实际平均空缺

率为 10.9%，高于预算编列的 5%。实际空缺率提高的原因是，隔离区的安全局

势导致难以征聘和留用工作人员。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379.5 美元) (8.7%) 
 

33. 本国工作人员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13 名本国工作人员从福瓦尔

营地迁至较安全地区所产生的一般工作人员费用(30 天的每日生活津贴)。所

需经费增加部分被 3.6%实际平均空缺率(预算编列的空缺率为 6.0%)所造成的

所需经费减少部分抵消，实际平均空缺率反映本报告所述期间工作人员更替率

低于预期。 

 差异 

一般临时人员  277.6 美元 10.8% 
 

34.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工作人员从福瓦尔营地迁至隔离区阿尔法

线以西的齐瓦尼营地，当地不适用危险津贴。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实地的工作

人员平均有 11 名，低于预算编列的平均 12 名工作人员，导致空缺率为 8.3%，高

于预算编列的 5%。 

 差异 

咨询人 (258.7 美元) (2 330.6%) 
 

35. 造成所需资源增加的是车辆维护所需经费。这些经费根据活动的性质在陆运

项下编列。但是，因服务由咨询人提供，所以支出在咨询人项下记录。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以千美元计。仅对上下相差至少 5%或 100 000 美元的差异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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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公务差旅 (497.8 美元) (113.9%) 
 

36. 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临时派任安排的人员进入需通过商业途径并经

过贝鲁特。与此相关的是，急需对齐瓦尼营地进行升级，以容纳来自福瓦尔营地

的大批部队。增加的所需经费被与培训有关的公务差旅所需经费减少部分抵消，

其原因是撤离福瓦尔营地导致培训方案中断。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3 313.0 美元) (47.5%) 
 

37. 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为部队从福瓦尔营地迁至齐瓦尼营地购置预制

设施和住宿设备；为部队临时住宿租用商业房地以及在大马士革喜来登饭店租用

总部临时办公场地；为齐瓦尼营地补充战地防御用品；更换已经过期、不敷使用

的发电机。所需经费增加被因迁至而在福瓦尔营地进行改建和翻新以及福瓦尔营

地发电机汽油、机油和润滑油所需经费减少部分抵消。  

 差异 

水运 (226.6 美元) — 
 

38. 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需用从战略部署储存购置的海运集装箱将一般

设备和用品从福瓦尔营地运至齐瓦尼营地，但 2014/15 年度期间预算没有为此编

列经费。  

 差异 

通信 148.3 美元 14.4% 
 

39.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所有人员从福瓦尔营地迁至齐瓦尼营地，以及

布拉沃一侧观察哨和据点数目减少。迁址造成购置通信设备、备件和用品、商业

通信、维修服务和订购的需求减少。 

 差异 

信息技术 (613.3 美元) (62.3%) 
 

40. 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为齐瓦尼营地和大马士革总部购置信息技术设

备以及维护和修理设备。 

 差异 

医疗 (184.7 美元) (59.0%) 
 

41. 所需经费增加的原因是，一级医疗设施撤出福瓦尔营地后，需要在齐瓦尼营

地添加医疗设备和用品，如急救包、除颤器和检查用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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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1 486.7 美元) (194.6%) 
 

42. 所需资源增加的原因是，以下项目的实际价格和费率均高于预算：(a) 从意

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运往观察员部队的预制结构以及一般备件和用品；

(b) 在途现金和海洋货运的运费和一般保险的保费；(c) 协助齐瓦尼营地基础设施

升级的临时技术工人(如管道工和电工)。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43. 就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经费筹措而言，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决定如何处理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未支配余额

914 200 美元； 

 (b) 决定如何处理 2015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共计 1 067 500 美元的其他收

入，其中包括利息收入(166 300 美元)、其他/杂项收入(376 400 美元)和上期债务

核销数(524 800)美元)。 

 六. 为执行大会在其第 68/260 B号和第 69/301号决议中提出的要

求和建议而采取的后续行动汇总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A/68/782/Add.6) 

请求  相应行动 

   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要求

就报告的增效情况提供更全面的信

息，包括初始资本投资以及特派团因

实施这些措施产生的整体费用和收

益情况(第 34 段)。 

 因从福瓦尔营地撤出扰乱了行动，

2014/15 年度期间的增效计划无法实现。 

 

(A/69/839/Add.1)  

请求  相应行动 

   行预咨委会确信观察员部队 2014/15

年度期间执行情况报告将列有关于

福瓦尔营地资产状况的详细信息(第

7 段)。 

 如本报告第 9 段所述，被迫撤出布拉沃

一侧造成价值 3 920 万美元(资本化价

值)的资产被核销，包括所持账面净值

1 680 万美元的房地产，采购价 1 740 万

美元的非消耗性资产，以及所持资本化

价值 500 万美元的消耗性财产。 

 

 

http://undocs.org/ch/A/68/782/Add.6
http://undocs.org/ch/A/69/839/Add.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