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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期

间的支出总额已通过若干按业务和支助构成部分归类的成果预算编制框架与联黎

部队的目标相联系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黎部队继续监测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停止敌对行动的

情况。联黎部队开展一切必要行动，防止其行动区被用于敌对活动，并着重努力

维护蓝线沿线的平静，尽管持续存在的区域安全挑战和威胁对冲突双方都有影响。

联黎部队继续致力于缓解造成双方关系紧张的原因，维持停止敌对行动状态，以

协助双方逐步实现永久停火和冲突的长期解决。 

 在战略和业务层面，联黎部队继续领导并推动三方论坛定期举行会议，以此

作为建立信任的平台，促进双方根据彼此之间的协议，努力在达成一些局部安排

和实际解决办法方面取得进展，从而缓解蓝线沿线的紧张局势。联黎部队在蓝线

设置了明显的标志，并经常与双方协商，鼓励他们就双方认为有争议的一些地点

的标界办法达成协议。作为缓和紧张局势的另一种办法，联黎部队设法作出务实

局部安排，促进蓝线沿线某些地点的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达成相互谅

解，以利开展农业或季节性活动。海上特遣部队继续履行规定职责，开展巡逻和

海上封锁行动，包括与黎巴嫩海军开展联合行动。此外，海上特遣部队和黎巴嫩

海军在海上特遣部队船舰上举办了讲习班和海上培训活动 

 在支助层面，联黎部队的设备采购仅限于更换已经超过预期使用寿命的车辆、

预制营房、空调系统和发电机。通过透彻分析飞行请求以最大限度地优化利用资

产，直升机的飞行小时数有所减少。联黎部队加紧努力，利用随团专家和联合国

主题专家，举办更多内部课程，以便为工作人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学习机会。此外，

联黎部队没有将建筑物和发电机的维护服务外包给第三方工程服务供应商，经证

实，供应商的服务成本高于特派团支助司内部同等人力提供的服务。 

 联黎部队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的支出为 4.814 亿美元，资源利用率为

95.1%(2014/15 年度预算期间的支出总额为 4.932 亿美元，资源利用率接近 96.8%)。 

 24 934 600 美元未支配余额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实际平均空缺率上扬、差旅

经费因签订新包租合同而减少以及实施了部队逆向轮调，从而使军事特遣队所需

资源减少；一般工作人员费用低于计划和本国工作人员空缺率高于预期，从而使

文职人员所需资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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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源使用情况 

(千美元；预算年度从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类别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军事和警务人员 334 170.3 311 324.2 22 846.1 6.8 

文职人员 93 896.0 92 030.8 1 865.2 2.0 

业务费用 78 280.1 78 056.8 223.3 0.3 

 所需资源毛额 506 346.4 481 411.8 24 934.6 4.9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1 973.6 12 211.2 (237.6) (2.0) 

 所需资源净额 494 372.8 469 200.6 25 172.2 5.1 

自愿实物捐助(编入预算) — — — — 

 506 346.4 481 411.8 24 934.6 4.9 

 

 

人力资源在职情况 

类别  核定数 a
 实数(平均) 空缺率(百分比)

b
 

    军事特遣队 15 000 10 539 29.7 

国际工作人员 275 252 8.4 

本国工作人员    

 本国专业干事 51 30 41.2 

 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584 551 5.7 

 

 a 系最高核定人数。 

 b 根据每月在职人数和每月核定人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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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 月 19 日的报告(A/69/731 和 Corr.1)开列了 2015 年 7 月 1 日

至 2016年 6月 30日期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维持费用拟议预算，

共计毛额 517 553 200 美元(净额 505 210 400 美元)。预算为 15 000 名军事特遣队

人员、275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635 名本国工作人员编列经费。 

2.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2015 年 4 月 29 日的报告(A/68/839/Add.8)第 45

段建议大会为联黎部队批款毛额514 059 300美元，作为其2015年7月1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维持费。 

3. 大会第69/302号决议为联黎部队批款毛额506 346 400美元(净额494 372 800

美元)，作为其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维持费。批款已全部分

摊至会员国。 

 

 二. 任务执行情况 
 

 

 A. 概况 
 

 

4. 联黎部队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第 425(1978)和 426(1978)号决议确定的，并经

安理会第 1701(2006)号决议扩大和安理会其后各项决议延长。安理会第 2172(2014)

和 2236(2015)号决议规定了本执行期的任务。 

5. 联黎部队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在黎巴嫩南部恢复

国际和平与安全。 

6. 在这项总体目标内，联黎部队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提供了相关重要产出，协助

取得一些成绩，具体情况见下文按业务和支助构成部分分类的框架。 

7. 本报告按照 2015/16 年预算确定的计划成果预算编制框架，对实际执行情况

进行了评估。具体而言，本执行情况报告将实际绩效指标(本期内比照预期成绩

所取得的实际进展)与计划绩效指标进行比较，并将实际完成的产出与计划产出

进行比较。 

 B. 预算执行情况 
 

 

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黎部队继续监测停止敌对行动情况，并采取一切必要

行动，确保其行动区不被用于任何形式的敌对活动。尽管区域安全挑战持续存在，

联黎部队仍着重努力维持蓝线沿线的平静。联黎部队根据其授权任务，努力化解

双方紧张关系的肇因，以协助双方维持停止敌对行动状态，并努力实现永久停火

和冲突的长期解决。 

http://undocs.org/ch/A/69/731
http://undocs.org/ch/A/68/839/Add.8
http://undocs.org/ch/A/RES/69/302
http://undocs.org/ch/S/RES/425(1978)
http://undocs.org/ch/S/RES/426(1978)
http://undocs.org/ch/S/RES/1701(2006)
http://undocs.org/ch/S/RES/2172(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172(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23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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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联黎部队与双方的联络和协调安排仍是维持停止敌对状态的主要手段，也是

在发生跨越蓝线的严重事件后迅速进行干预以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一个途径。此

类事件发生了两起：一起涉及以色列遭到来自黎巴嫩境内的火箭攻击，以色列国

防军随后进行了报复性炮击；另一起是真主党用简易爆炸装置攻击蓝线以南的以

色列国防军，以色列国防军随后对黎巴嫩进行炮火回击。这些事件都是在双方言

辞激烈、区域冲突对黎巴嫩造成影响的行动环境中发生的。联黎部队在这两起事

件中利用与双方的联络和协调安排，恢复停止敌对行动的状态，缓和黎巴嫩和以

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继续按计划独立开展或与黎巴嫩武装部队协调开展军

事行动，并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并优先保障联黎部队在其行动区内的安全

和行动自由。 

10. 联黎部队继续领导并推动双方之间讨论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

决议有关的问题的三方机制。三方机制还提供了建立信任的平台，促使双方努力

逐步达成一些局部安排和实际解决办法，以缓解蓝线沿线的紧张局势。 

11. 作为一项基本建立信任措施，联黎部队继续在蓝线设立明显标志，并继续与

双方合作寻找解决办法，鼓励就双方认为有争议的一些地点达成双边协议。联黎

部队继续作出努力，推动以色列国防军撤出盖杰尔北部。联黎部队在特拉维夫开

设办事处的工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2. 联黎部队继续协助黎巴嫩武装部队确保其行动区没有未经许可的武装人员、

资产和武器，为此开展了巡逻活动(每天进行乘车和徒步巡逻并定期进行直升机

巡逻)，努力防止侵犯蓝线行为，还与黎巴嫩武装部队协调业务活动，比如协调

巡逻和在检查站共同执勤。联黎部队还继续开展联合演习，以提高黎巴嫩武装部

队的能力，并开展了各种陆地和海上联合训练活动。行动区内每天平均开展 37

次联合业务活动。 

13. 海上特遣部队继续开展巡逻和海上封锁行动，包括与黎巴嫩海军联合开展海

上行动，以防止未经许可的材料进入黎巴嫩，并加强对黎巴嫩领水的安全控制。 

14. 联黎部队继续通过执行战略对话计划和促进对部署在联黎部队行动区内的

黎巴嫩武装部队提供军事援助，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此外，联黎部队还参加了

执行军事委员会的数次会议。该委员会是向黎巴嫩武装部队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调

机制，由黎巴嫩国际支助组的国防和军事专员组成。联黎部队参加这些会议确保

了战略对话进程与向黎巴嫩武装部队提供的捐助支持保持高度一致。 

15. 联黎部队政治和民政部门继续向特派团团长和部队指挥官以及军事部门提

供政治咨询和指导，并开展一系列民政、新闻和外联活动。 

16. 联黎部队努力拓宽战略伙伴关系，并扩大和加强与政府各部委和安全机构的

协调活动，从而促进黎巴嫩政府参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在这

方面，联黎部队继续与当地民众建立长期关系，包括开展更多具有文化敏感性的

http://undocs.org/ch/S/RES/1701(2006)
http://undocs.org/ch/S/RES/170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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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联工作，以赢得民众对部队任务和活动的支持。与地方一级的国家机构协调开

展的外联活动，除其他外，侧重于可持续环境政策、教育和废物管理。联黎部队

继续就如何获得各方可持续供资向地方当局提供咨询，并开展了小规模速效项目

和活动，继续在当地民众中建立信任，包括支持特遣队利用媒体和印刷材料与当

地居民沟通，以增进他们对部队及其任务的了解。在执行第 1701(2006)号决议方

面，联黎部队与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办事处保持良好合作。 

17. 在蓝线无争议地点设立明显标志的工作仍在进行中，联黎部队继续开展标界

进程，以此作为双方持续建立信任的一项措施。作为化解潜在热点紧张局势的另

一个手段，联黎部队设法作出务实局部安排，促进蓝线沿线某些地点的黎巴嫩武

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达成相互谅解，以利开展农业或季节性活动。由于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的冲突以及黎巴嫩境内的社会经济压力和派别压力，整个黎巴嫩的

政治和安全局势越来越动荡和脆弱。这使得实现执行任务的目标面临更大的挑战。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黎部队行动区内的局势大体保持平静，但发生了若干起跨

越蓝线的严重事件，加剧了区内紧张局势。这一情况加上区内包括联黎部队行动

区毗邻地带总体仍不稳定，使联黎部队的能力受到限制，无法有效推动双方达成

局部谅解，以缓和蓝线沿线某些地点的局势。 

18. 虽然联黎部队和黎巴嫩武装部队继续每天开展多次陆地和海上联合业务活

动，但由于黎巴嫩武装部队在国内其他地方担负安全责任，它在联黎部队行动区

内的兵力水平不断下降，黎巴嫩武装部队不得不限制开展某些活动。因此，无法

如原先设想的那样，按照战略对话进程将联黎部队在行动区内的更多安全责任移

交给黎巴嫩武装部队。联黎部队和联合国其他实体在为黎巴嫩武装部队提供更多

国际援助的战略对话框架内作出的努力与人道主义援助持续不断和日益增长的

需求形成竞争。 

19. 联黎部队既无授权也无手段消除冲突根源。尽管如此，联黎部队的最终目标

仍与逐步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第1701(2006)号决议和推动达成永久停火和长期解

决冲突的政治进程相关联。由于在达成长期政治解决方面一直缺乏进展，再加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持续冲突，黎巴嫩局势更加不稳定，妨碍了联黎部队

成果的可持续性。 

 C. 特派团支助举措 
 

20. 下表列示 2015/16 年期间各职类人员平均空缺率与 2014/15 年实际平均空缺

率和 2015/16 年预算编列空缺率的对比。 

  

http://undocs.org/ch/S/RES/1701(2006)
http://undocs.org/ch/S/RES/170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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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实数 预算数 实数 

类别 2014/15 2015/16 2015/16 

    军事人员 31.5 26.5 29.7 

国际工作人员 11.2 10.0 8.4 

本国专业干事 17.1 15.0 41.2 

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7.0 3.0 5.7 

 

 

2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由于任务区的业务需要，部署的特遣队人数有所减少，

导致与 2015/16 年预算编列的空缺率相比，联黎部队军事人员平均空缺率提高，

国际工作人员平均空缺率下滑。在实施联黎部队文职人员配置审查方面，由于 28

个员额被改划为本国员额(17 个员额改划为本国专业干事，11 个员额改划为本国

一般事务人员)，本国工作人员的空缺率有所提高。由于新改划的本国员额的叙

级被推迟，联黎部队无法对这些员额启动征聘行动，导致本国工作人员职类空缺

率提高。 

 D. 区域特派团合作 
 

22. 联黎部队继续与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办事处保持密切合作，包括提

供后勤和技术支助。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黎部队还为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

队(观察员部队)提供后勤和业务支助。 

23. 联黎部队行为和纪律小组继续执行其区域任务，涉及联黎部队、观察员部队、

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停战监督组织)、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

队)、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办

事处、联合国全球服务中心、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联利支助团)、秘书长塞浦路

斯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和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第三名成员。在各特派团行为和纪

律协调人的协助下提供支助，包括开展预防活动，如上岗情况介绍和提供法定行

为和纪律培训，特别是关于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的培训。与联合国监察员和调解

事务办公室等主要伙伴密切协作，就已查明的需求开展定向培训。这包括在区域

内实施旨在处理违禁行为问题的战略。此外，行为和纪律小组还支持每个特派团

进行不当行为风险评估。小组经与每个特派团和办事处协商后提出应对已查明

风险、特别是性剥削和性虐待风险的战略，并确保各特派团和办事处对现有的

受害者援助服务进行摸底调查，支持建立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行动区网络。从

各特派团和办事处收到的所有不当行为指控都及时得到评估，并向各自特派团

团长或办事处主任提出适当建议。该小组还确保就所有此类事项定期与联合国

总部联系跟进。 



 A/71/640 

 

9/33 16-21043 (C) 

 

24. 区域信息和通信技术处在中东区域的四个维持和平特派团继续落实缩小服

务差异、实现规模经济和消除重复工作的战略目标。该处继续在成本回收基础上

为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办事处、秘

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办公室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派团提

供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并为联合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监测机制提供技术援助，

将数据网络与联合国全球服务中心相连通。 

25. 联黎部队继续为区域内的其他维持和平特派团和联合国实体提供支助，为来

自各办事处的学员参加满足共同培训需求的随团课程提供住所。联黎部队的培训

设施、随团学习课程、培训员和主题专家仍然是该区域的重要资源和具有成本效

益的措施，为以下机构所使用：停战监督组织、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特派团、西亚经社会、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

工程处)、联合国地雷行动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开发署)、联塞部队、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办事处、国际移民

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 

 E. 成果预算编制框架 
 

构成部分 1：业务 

2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黎部队继续与黎巴嫩武装部队密切合作，每天开展巡

逻和业务活动，包括监测停止敌对行动情况和促进充分尊重蓝线，从而在黎巴嫩

南部维持稳定和安全的环境。联黎部队继续与黎巴嫩武装部队合作并向其提供协

助，确保蓝线和利塔尼河之间地区没有未经许可的武装人员、资产和武器。联黎

部队还在其能力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其行动区内不出现任何形式的敌

对活动。联黎部队继续与黎巴嫩武装部队开展联合活动，包括每日乘车和徒步巡

逻、双方共同驻守检查站、联合实施反火箭发射行动以及举办培训活动。海上特

遣部队继续根据其任务规定开展封锁行动，并训练黎巴嫩海军。三方机制仍然是

一项强有力的手段，有助于确保停止敌对行动，并防止双方今后产生任何摩擦，

防止任何可能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的行为。联黎部队通过与黎巴

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每日联络、定期举行会议和开展协调活动，推动双方

讨论应采取何种业务和安全措施保护蓝线的完整。 

27. 联黎部队与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之间的联络和协调活动仍然是

维持停止敌对行动状态和防止违反安全理事会第1701(2006)号决议的强有力手段。

联黎部队还继续推动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参与的三方机制定期举行

会议，将其作为讨论与第 1701(2006)号决议相关业务和安全措施的关键联络和协

调机制，并探讨安全安排，以防止双方可能出现摩擦，保护蓝线的完整。 

28. 联黎部队开展了更多支持黎巴嫩政府的活动，旨在增强政府在利塔尼河以南

地区的权力。为此，联黎部队与政府机构、地方市镇和民间社会密切合作，与包

http://undocs.org/ch/S/RES/1701(2006)
http://undocs.org/ch/S/RES/1701(2006)
http://undocs.org/ch/S/RES/170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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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宗教领袖在内的有关地方当局开展了大量活动，以更好地提供服务，并通过讲

习班、公开展览和宣传运动来进行能力建设。 

预期成绩 1.1：在黎巴嫩南部创造稳定安全的环境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不发生跨越蓝线的空中、海上或地面侵

犯或开火事件 

1 619 次空中侵犯蓝线事件和 1 261 次地面侵犯蓝线事

件；1 次火箭发射事件；1 次蓝线以南简易爆炸装置爆炸

事件；3 次蓝线沿线对空射击事件；4 次向蓝线对面投掷

石块事件；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在蓝线以北盖杰尔村北部

驻军，这是一种持续违规行为 

黎巴嫩武装部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整

个地区，包括盖杰尔镇蓝线以北的部分

和蓝线以北毗邻地区 

在整个行动区部署了 2 个步兵旅，但不包括盖杰尔北部

和毗邻地区 

除黎巴嫩武装部队和联黎部队的武装人

员、资产和武器外，蓝线与利塔尼河之

间的地区没有任何其他武装人员、资产

和武器 

联黎部队行动区内发生了 57 起未经许可携带武器事件；

发生了 753 起猎人携带狩猎武器事件。 

双方参加三方会议并保持联络和协调安排 已达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举行了 7 次三方会议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999 180 个机动巡逻人日，包括后备能力

和快速反应能力，以便在出现危机局势

时视需要侦察紧张地区、进行干预和提

供部队保护，以支援其他单位(10 个士兵

×180 次区级巡逻×366 日、30 个士兵×15

次排级巡逻×366 日、30 个士兵×10 次营

级机动预备巡逻×366 日、90 个士兵×2

次区级机动预备巡逻×366 日) 

1 325 800 机动巡逻人日 

产出提高是由于考虑到不断变化的行动

环境，重新调整了行动战术，增加了机动

巡逻 

808 860 个驻守观察所人日(每个观察所

10 个士兵×每个观察所 3 个轮班×55 个常

设观察所×366 日、每个观察所 10 个士兵

×56 个随机/临时观察所×366 日) 

572 156 驻守观察所人日，57 个观察所每天驻守

24 小时，另有 22 个观察所平均每天驻守

3 至 24 小时 

产出降低是由于活动减少，主要原因是持

续评估行动区局势所需业务资源减少 

480 个(Bell)空中巡逻小时，用于执行蓝

线巡逻和行动区内侦察飞行 

480 蓝线巡逻和侦察时数 

970 个(Bell、Mi-8)飞行小时，用于事件

调查以及战斗资产运输、指挥与控制职

能、联络和培训的业务调度 

959 飞行时数 

产出降低是由于采取了增效措施，包括尽

可能利用公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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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47 个海军舰艇巡逻日，用于监测黎巴

嫩海上边境，包括与黎巴嫩武装部队进

行联合行动演习(平均 4 艘护卫舰，366

个海上巡逻日×70%维持能力；平均 4 艘

快速巡逻艇×366 日×50%维持能力) 

1 534 海军舰艇巡逻日 

产出降低是由于舰艇的行动能力和可用

率低于计划，而且冬季和初春的海洋条件

恶劣 

769 个飞行小时，用于海上拦截巡逻和海

上行动区内的业务活动(2 架直升机×每

日 1.5 小时×366 日×70%维持能力) 

193 海上特遣部队行动的飞行时数 

产出降低是由于一架直升机不能在没有

母舰的情况下使用，而且恶劣的天气条件

影响了第三和第四季度的海上空中业务 

与黎巴嫩武装部队协调业务活动，包括

每天至少 10 次反火箭发射行动、3 次徒

步巡逻和共同驻守 12 个检查站 

是 平均每日与黎巴嫩武装部队开展 37 次协

调活动：9 次反火箭发射行动、9 次蓝线

巡逻、5 次徒步/乘车巡逻、共同驻守 10

个常设检查站、共同驻守 2 个临时检查站

和 2 个在用的备选观察所 

与黎巴嫩武装部队陆军和海军举行 750

次联合/协调演习、研讨会、讲习班、讲

座和培训课程，增强其战术和业务能力，

并改善联黎部队与黎巴嫩武装部队在业

务和战术上的协调，以提高联合行动的

成效 

1 037 与黎巴嫩武装部队陆军和海军举行的联

合/协调演习、研讨会、讲习班、讲座和

培训课程次数 

产出提高的原因是，活动的开展主要受以

下因素驱动，即根据对行动区内局势的持

续评估情况，对潜在威胁或需要作出必要

的响应 

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 3 份报告 3 报告次数 

每日和每周就需要立即予以关注并与执

行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有关

的问题与双方联络、沟通和交换信息 

是 在双边一级每日和每周举行会议并进行

接触，包括在三方会议期间每日与双方进

行书面沟通 

每月及视需要主持三方会议并为其提供

秘书处支助服务 

是 主持和支助了 7 次三方会议 

产出降低是由于是否组织三方会议取决

于双方能否参加，以及是否需要视业务情

况进行磋商 

视需要为包括蓝线小组委员会在内的三

方小组委员会的会议提供秘书处支助服

务，每周为设置明显蓝线标志的实地工

作提供支助 

是 就与三方相关的问题，包括设置蓝线标志

问题，与各方定期举行双边会议；就设置

蓝线标志工作与黎巴嫩武装部队或以色

列国防军总共进行了 11 次视察；事实证

明双边会议具有足够的建设性和实效，因

此未举行蓝线小组委员会会议 

就加强联黎部队与黎巴嫩武装部队之间

的协调定期与黎巴嫩武装部队官员举行

战略对话会议和其他高级别会议 

是 与黎巴嫩武装部队和黎巴嫩政府合作，建

立了战略对话协调机制；与国际支助组执

行军事委员会举行 3 次会议 

http://undocs.org/ch/S/RES/170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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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黎部队和黎巴嫩国防军举行了 1 次培

训问题小组委员会联合协调会议，讨论如

何协调联黎部队特遣队提供的所有培训；

与联黎部队部队派遣国武官、安全理事会

常任理事国和欧洲联盟代表举行了 1 次

高级别联合会议，讨论各方为应对加强黎

巴嫩武装部队能力的需要而为战略对话

进程所作的贡献 

与联黎部队特遣队指挥官举行了 2 次外

联会议，讨论联黎部队与战略对话进程目

标有关的外联活动 

视 需 要 对 据 称 违 反 安 全 理 事 会 第

1701(2006)号决议的事件和有可能加剧

行动区紧张局势的其他事件进行调查 

是 总共开展了 4 次调查 

每日与地方当局和社区领袖进行接触，

探讨如何提高公众对联黎部队授权任务

的接受程度，包括处理行动区内各社区

提出的相关申诉和关切问题、查明建立

信任方面的问题以及联黎部队与当地居

民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的领域，并采取必

要措施 

是 与地方民政当局、宗教领袖和公共机构主

管平均举行 33 次会议，解决当地民众关

切的问题，并尽量减少联黎部队行动对其

生活的影响 

每周及视需要与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局、

外交代表及联合国各办事处、机构、基

金和方案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增进对联

黎部队任务、作用和活动的了解 

 

是 每周与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

有关对口单位举行联络会议；每月与黎巴

嫩武装部队指挥官和国内治安部队举行

高级别会议；每月与黎巴嫩武装部队当地

指挥部和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举行业

务会议 

 此外，还与外交使团、部队派遣国和联合

国相关办事处举行特别会议，每周在贝鲁

特和提尔举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会议和

综合工作组会议，以通报情况，协调行动，

并增进对联黎部队任务的了解 

视需要向会员国、部队派遣国和捐助国

通报联黎部队的业务问题 

 

是 与会员国代表、部队派遣国和捐助国代表

举行会议，在部队总部为会员国/部队派

遣国代表团和其他来访者进行了 9 次政

治和业务情况通报 

 此外，在贝鲁特的 2 次全体部队派遣国集

体会议上通报情况，并 6 次带领来访的外

交代表团参观蓝线 

http://undocs.org/ch/S/RES/170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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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监测和分析关于联黎部队的媒体报

道和区域新闻，包括社交媒体、本地和

国际日报/期刊、电子和互联网媒体报道、

每日上午和下午的新闻综述、每日和每

周的本地、区域和国际媒体简报以及每

周与联黎部队有关的媒体趋势分析 

是 编写和分发 249 份新闻简报、52 份每周

媒体评论、249 份早间新闻综述、46 篇新

闻稿和(或)新闻声明、约 2 650 份动态新

闻预报/实时更新以及 78 份媒体相关活

动简报 

每日通过电子邮件、电话、会议和直接互

动与国际和当地媒体交流，组织关于联黎

部队活动的媒体报道(活动、访问、采访和

新闻简报会)，定期发布关于联黎部队各种

活动的新闻稿和图片报道，每日更新联黎

部队网站的英文版和阿拉伯文版及社交媒

体平台(脸书、YouTube、推特和 Flickr) 

是 联黎部队高级管理层和发言人参与了约

830 次媒体采访和互动；在整个行动区安

排了约 415 次媒体访问；每日向地方和国

际媒体(电视和印刷媒体)提供信息；协助

记者工作，为其提供新闻简报，并每天在

联黎部队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上更新照

片、视频、多媒体介绍、文章和新闻稿 

制作双语音像材料，供当地广播电台、

电视台和官方互联网频道(联黎部队网

站、脸书、YouTube 和联合国电视广播

平台)播出，包括制作两周一次的系列广

播节目和专题电视插播节目及纪录片，

介绍联黎部队的任务、行动、维持和平

活动以及联黎部队与黎巴嫩武装部队的

协调情况 

5 在 3 个黎巴嫩电视台和社交媒体平台上

播出的 10 分钟纪录片《认识南方》(英文

和阿拉伯文)的集数 

5 在黎巴嫩 3 个地方电视台播出宣传纪录

片《认识南方》的 1 分钟广告次数 

10 《探索联黎部队》节目集数 

51 

 

在联黎部队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

的英文和阿拉伯文多媒体制品(视频、照

片和文章)数目；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对 71

起事件作了视频报道 

 25 

 

关于联黎部队任务和活动的广播节目集

数，在 5 个黎巴嫩电台用阿拉伯文播出

500 次；在 5 个电台总共播出 5 500 次宣

传广告；电台工作人员为《Al-Janoub》

杂志制作了若干报道；电台播出了对维和

人员的数次采访； 

 475 向联黎部队、联合国总部、联合国各基金、

方案及专门机构以及国家和国际媒体发

布的数码照片张数，这些照片报道了联黎

部队的 120 项活动，包括多媒体活动；联

黎部队领导层与部队派遣国代表、大使、

部长和政府当局举行的办公室会议；联黎

部队各种特派团出版物和平台(包括联黎

部队网站、多媒体每周广播、Flickr、推

特、脸书和《Al-Janoub》杂志)报道的各

项业务和活动。这些照片也分发给了地方

和国际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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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关于联黎部队和联合国各机构在整

个行动区活动的英文版和阿拉伯文版宣

传季刊(每年 4 期，8 万份)，向当地民众、

地方当局、机构、媒体和国际社会分发；

制作和分发英文版内部季刊(每年 4 期，4

万份)；制作和分发英文版和阿拉伯文版

日历(2.2 万份)；为行动区内的当地社区、

地方当局、青年和妇女团体、学校和其

他民间社会组织以及黎巴嫩国家当局、

广大民众和黎巴嫩境内的国际人士举办

专题摄影展 

是 向联黎部队和整个行动区内的联合国其

他实体以及当地民众、地方当局、机构、

媒体和国际社会分发两期联黎部队的

《Al-Janoub》杂志(阿拉伯文 3.2 万份、

英文 8 000 份)；此外，还制作了 4 期内

部杂志《利塔尼河》(4 万份)并在联黎部

队内部分发 

 《Al-Janoub》杂志期数减少是由于编辑

小组资源短缺 

清除地雷/未爆弹药，并为设置蓝线标志

工作提供出入通道 

3 314 平方米土地，为穿越蓝线的 2 个管点提供

通道；销毁 49 枚杀伤人员地雷 

 产出提高是由于为建造新的蓝线标志和

翻新现有标志清理了更多平方米土地 

预期成绩 1.2：黎巴嫩政府在黎巴嫩南部权力正常化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联黎部队行动区内所有 134 个市镇均充

分运作并开展市政事务；公民和宗教机

构发挥职能 

已达到：市镇当局均充分运作并执掌市政事务。在举行市

政选举之前，行动区内一些城市(Dayr Amis、Hallusiyah、

Wadi Jilu、Bastiyat、Izziyah、Zallutiyah、Safad al-Battikh、

Qulay’ah、Ibel、Habbariyah 和 Bourj al-Muluk)的事务由

地区行政长官管理。2015 年 11 月，黎巴嫩内阁公布了

来自向各市镇提供移动电话服务的电信收入，以开展新的

社区项目并支付以往项目的欠费。2016 年 3 月，安全总

局在沙巴阿农场南部边界附近开设了一个新的办事处，以

更好地监测叙利亚难民的动向。2016 年 5 月市镇选举平

安举行。一些市镇进行了市长和副市长选举，当选者已任

职。在若干其他城市，各方仍在为达成共识进行谈判 

加大支助力度，让黎巴嫩政府及其各部

和机构参与黎巴嫩南部事务 

已达到：每周与各部(教育和高等教育部、社会事务部、

内政和市政部)的代表和协调人会面，讨论地方关切的问

题，如针对妇女和社会工作者提高教育机会、加大能力

支助和改进发展举措；在奈拜提耶会晤南方省省长，讨

论计划开展的活动和干预措施；在纳古拉围绕消防和搜

救任务为民防志愿人员组织培训；协助在东区总部为 15

名内部安全部队官员举办警务技术培训；作为支持联黎部

队行动区保护文化遗产举措的一部分,协助文化部代表访

问 Habbariyah；在 Ayta al-Sha'b 和 Rumaysh 协助社会工作

者为照料人员提供关于儿童保护和性别暴力的培训 

黎巴嫩武装部队防止在黎巴嫩国家管辖

范围外出现任何权力 

已达到：黎巴嫩武装部队维持平均 30 个(常设和随机)

检查站，每天进行大约 25 次机动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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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黎巴嫩武装部队的军民协调能力 

 

已达到：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发展军民能力，为此与负

责军民协调的指挥官定期会晤，并持续作出努力加强黎

巴嫩武装部队的军民协调能力 

计划产出 

已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与黎巴嫩中央当局包括服务管理部门举

行双月会议，讨论黎巴嫩政府在黎巴嫩

南部扩大权力的问题，并与负责向黎巴

嫩南部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的中央或地区

政府机构举行双月会议 

是 每周与黎巴嫩中央当局举行会议，包括

与能源和水务部、社会事务部、内政和

市政部、农业部以及文化部等服务管理

部门会晤；定期举行会议，讨论与黎巴

嫩南部在教育和提高认识、能力建设、

环境和社会发展等领域的联合项目和活

动(包括速效项目)有关的技术问题 

  此外，每月与黎巴嫩南部市镇联盟举行

4 次会晤，讨论地方关切的问题，并与

各社会发展中心讨论和规划实施各项活

动，促进南方的社会发展；与社会事务

部会晤，商讨如何根据国家计划采取协

调一致的社会和人道主义干预办法，在

保护易受伤害的儿童、妇女和青年方面，

增强社会工作者、民间社会成员、教育

工作者和社区代表的能力以及重建社会

发展中心，使之遵守卫生部的各项标准，

以更好地提供医疗和社会服务 

就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

和其他决议以及黎巴嫩南部的总体局

势，特别是联黎部队行动区的安全形势，

向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办事

处、联合国其他办事处、机构、基金和

方案、外交代表和非政府组织提供咨询

并与之协调 

是 联黎部队特派团团长与黎巴嫩问题特别

协调员每周进行讨论；在特别协调员办事

处进行日常工作互动以及一名政治事务

干事每周前往该办事处办公；特别协调员

办事处一名政治事务干事出席与黎巴嫩

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举行的三方会

议；参加联合国各机构就保健、保护和儿

童保护问题召开的各次工作组会议 

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外交代表、潜在

捐助方以及国际和国内的非政府组织联

络，以加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

号决议的统筹办法 

是 与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驻地协

调员办事处每月举行协调会议 

每月举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人道主义

小组会议以及非常会议或特别会议，讨

论黎巴嫩危机应对计划，该计划是联合

国的战略框架，阐明联合国系统的各项

目标以及它打算在哪些领域支持黎巴嫩

政府及其人民，并讨论如何执行人权尽

职政策，确保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原则 



A/71/640  

 

16-21043 (C) 16/33 

 

通过会议和工作组，就方案执行、信息

共享和应急规划，包括在恢复、发展和

其他交叉问题上，与在黎巴嫩南部开展

工作的联合国机构以及国际和地方非政

府组织进行联络和协调 

是 与联合国各机构，包括开发署、难民署、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国际救助儿童会和近东救

济工程处举行双边会议，讨论黎巴嫩南

部的地方事态发展、具体项目和举措；

举行机构间会议和工作组会议，讨论援

助和应对叙利亚难民问题；就紧急状况

下保护儿童问题举行工作组会议，讨论

规划工作、儿童保护优先事项和制约因

素；与教科文组织协作举办一次主题为

“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讨

论会；与赠款捐助方会晤，介绍黎巴嫩

南部的提议，供捐助界审议；人居署组

织了一次圆桌会议，以找出在改善提尔

市服务系统综合规划政策设计方面存在

的差距和需要  

就制订争取外部捐助方供资的项目提案

向地方当局提供咨询，并就项目管理及

其他有助于扩展政府权力和履行地方治

理责任的特别举措提供技术咨询 

是 就其他供资可能性与地方当局开展日常

联络活动；与国际和黎巴嫩捐助方联络，

商讨如何开展支持地方举措的筹资努力，

并进行特别干预，包括为 57 名安全部队

官员和 41 名地方市镇警察举办基本警务

技术、刑事调查、检查和搜查培训，并为

45 名民防人员举办消防业务培训 

与黎巴嫩武装部队协调并向其提供援

助，以加强军民协调 

是 以发展军民协调能力为目的，与黎巴嫩

武装部队举行定期会议，以交流信息并

确定共同合作的领域 

执行 25 个速效项目，以支持扩展国家权

力、公民教育和能力建设、冲突管理/建

立信任等举措和改善基本服务的努力 

是 执行了以下速效项目：冲突管理和建立

信任举措(8 个)；支持扩展国家权力、公

民教育和能力建设(14 个)；获得教育、

水/卫生和保健等基本服务(10 个)  

产出提高是由于执行了更多的小型项目 

举办会议、提高认识运动、活动和社区

外联活动，促进地方当局/机构/团体以及

国际和地方非政府组织、联黎部队各构

成部分和联合国各机构之间的伙伴关

系，支持、扩大和改进能力发展、信息

传播和提高认识培训 

是 针对以下群体开展了多次外联活动：儿

童(学校访问/联黎部队情况介绍会、特别

日活动、道路安全教育)、青年(特别日活

动、职业培训/能力建设)和妇女(能力建

设、提高对家庭意外事故的认识)，并开

展了一般性造福社区活动(提高对地雷

危险的认识) 

在联黎部队行动区每季度安排一次公众

观念调查 

否 继2016年4月完成季度公众调查采购活动

后于 2016 年 7 月举行了第一轮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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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季度公共宣传活动，印发和发布(包

括互联网上载)传单(15 000 份)和三折页

(15 000 份)，相应推出新闻发布会/活动/

发布新闻稿，制作两周一集的广播节目、

视屏插播节目和图片报道，举办展览/传

播活动，发行双月宣传杂志，定期向新

闻媒体提供联黎部队的任务和活动情况 

是 作为社区外联举措的一部分，在黎巴嫩南

部重大活动和公立学校提高认识运动期间

分发约 41 000 件物品；社交媒体平台以英

文和阿拉伯文报道宣传活动；发布新闻稿、

声明和文章；发行 Al-Janoub 杂志；分发

22 000 份 2016 年日历(阿拉伯文 20 000

份和英文 2 000 份)和 10 000 份单页联黎

部队日历 

 

 

构成部分 2：支助 

2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支助构成部分继续提供高成效、高效率的后勤、行政和

安保服务，通过交付相关产出、改进服务和实现增效，支持联黎部队执行任务。 

30. 为核定的最多 15 000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提供了支助，其实际平均空缺率为

29.7%。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对平均 833 名文职人员进行行政管理并为其提供支

助，其中 252 人为国际工作人员，581 人为本国工作人员(包括 30 名本国专业干

事)。支助范围包含所有支助服务，包括整个部队的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技术和

通信、运输、供应链管理、医疗和安全服务，其中包括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行为

和纪律工作队 2015 年 7 月作为专家机构为性剥削和性虐待方面的业务和战略问

题提供指导，并就有关活动促进相关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协调。 

预期成绩 2.1：向部队提供高实效、高效率的后勤、行政和安保支助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合并仓储和购置职能 2014 年 9 月联黎部队合并了仓储机构并成立中央仓储

股。购置职能尚未充分集中，预计中央采购股将于 2017

年 6 月设立 

备件库存量减少(2014/15 年度：10%；

2015/16 年度：9%) 

备件库存增加了 10.8%(从 115 019 件增加到 127 471 件) 

产出提高是由于车辆、发电机和空调需要替换已超过使

用寿命的零部件 

削减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公务移动装置数

目(2014/15 年度：850 个；2015/16 年：

750 个) 

已达到 

联合国所属发电机燃耗和排放减少 2% 由于新的液压/电子泵喷嘴系统发电机在 2016 年 8 月交

付，计划在 2016/17 年期间实现减少燃料消耗和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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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已完成 

(数目或 

是/否) 说明 

改进服务   

改进物资使用周期(从购置到处置)的管

理并提高其透明度，改善消耗性财产的主

要业绩指标 

是 联黎部队在消耗性财产主要业绩指标方

面继续 100%合规。采用了库存分析报

告，从而对消耗性财产进行了更加突出

重点、高效率和高成效的核查 

处置多余和过时的备件库存，从而减少仓

储和存货需求 

是 通过实施库存优化项目和伽利略退役项

目处理了数量有限的多余和过时备件，；

2016/17 年将对过时备件进行分析 

甚高频覆盖面积因采用数字甚高频无线

电技术而增加 

是 数字甚高频已覆盖整个行动区 

利用远程计算技术解决办法为客户提供

更及时的信息技术用户支持 

是 采用了远程计算技术解决方案，避免现

场支持访问 

以配有液压/电子泵喷嘴系统的新发电机

取代现有发电机 

14 购置的新发电机 

与本区域其他维和特派团(联塞部队、观

察员部队和停战监督组织)分享地理信息

系统基础设施 

是  

军事、警务和文职人员   

核定的 15 000名军事特遣队人员的进驻、

轮调和返国 

10 280 军事特遣队人员 

军事人员数目减少是因为实际平均空缺

率为 29.7%，而编入预算的空缺率为

26.5%。军事特遣队人员空缺率提高的原

因是，由于任务区的行动需要，部署的

特遣队人数有所减少 

关于根据43份谅解备忘录成立的43支建

制部队的 346 份特遣队所属装备和自我

维持核查报告 

331 报告 

核查报告数目减少的原因是一个特遣队

的 5 支部队被合并成 3 支部队 

32 份海上特遣队核查报告 32 报告 

43 支建制部队和 8 艘海上特遣队舰艇的

特遣队所属装备和自我维持能力的核查、

监测和检查 

41 建制部队 

报告数目减少是由于遣返部分特遣队导

致部队数目减少 

 7 海上特遣部队舰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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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数量减少的原因是重组了海上特遣

部队 

为 19 个地点的军事特遣队人员储存并供

应 6 500 吨口粮、126 840 个复合口粮包

和 110 万升瓶装水 

7 454 口粮吨数 

产出提高是由于以较低价格采购了新的

口粮 

 134 000 作战口粮包 

产出提高是由于以较低价格采购了新的

口粮 

 875 000 水量升数 

水需求减少是由于对库存瓶装水进行了

监测 

 21 地点 

产出提高是由于额外部署了 2 支特遣队

从而增加了服务点数量 

平均 910 名文职人员(275 名国际工作人

员和 635 名本国工作人员)的行政管理 

平均 833名

文职人员，

包括 252名

国 际 工 作

人员和 581

名 本 国 工

作人员 (包

括 30 名本

国 专 业 干

事) 

国际工作人员的空缺率降低，原因是净

减少 38 个员额。本国工作人员空缺率升

高的原因是实施了联黎部队文职人员配

置审查，使得 28 个员额被改划为本国员

额(17 个员额改划为本国专业干事，11 个

员额改划为本国一般事务人员)，从而推

升了本国工作人员配置的空缺率。由于对

新近改划的本国员额的续级被推迟，联黎

部队无法对这些员额启动征聘行动，导致

本国工作人员职类空缺率升高 

落实针对所有军事、警务和文职人员的行

为和纪律方案，包括培训、预防、监测和

惩戒行动 

是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区域行为和纪律小

组共审查和评估了43起关于不当行为的

指控，并采取了行动 

 183 工作人员接受了关于联合国行为标准的

强制性培训，包括有关性剥削和性虐待

问题的培训 

 291 工作人员参加了防止违禁行为培训班以

及解决工作场所冲突问题讲习班 

 9 648 军事人员接受了关于联合国行为标准的

培训，包括有关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的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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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举行了会议，以制

定标准作业程序和社区投诉机制，防止

性剥削和性虐待，包括对现有的受害者

援助服务进行摸底 

 1 848 特派团(观察员部队、联塞部队、联合国

全球服务中心、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

别协调员办事处、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

别协调员办事处、停战监督组织和联利

支助团)的工作人员和军事人员在区域

行为和纪律小组的区域支持下，接受了

关于联合国行为标准的培训，包括有关

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的培训 

 4 为所有联黎部队人员实施了课堂进行的

强制性上岗培训单元 

设施和基础设施   

维护和修理 51 个阵地，其中包括 1 576

个预制建筑、920 个固体建筑以及 2 250

个基础设施项目(不包括沥青道路和沥青

停车场) 

1 562 

920 

51 

2 250 

预制建筑 

固体建筑 

地点 

基础设施项目 

  需要保养和维修的预制建筑数目减少的

原因是核销了 14 个预制建筑 

运营、修理和维护167 台联合国所属发电机 120 联合国所属发电机 

  维护的发电机数目减少是由于26台发电

机被核销，另有 21 台被置于临时储存 

运营和维护13个地点的15处联合国所属

水井，为 15 000 名部队人员的一般用途

供水 

是  

在 1-0A 阵地和部队总部建造及开发 2 口

联合国所属水井，为 2 000 名特遣队及文

职人员进行一般用途供水 

否 由于相关项目采购进程将在 2016/17 年

期间完成，采用水箱作为增加储水能力

的临时解决办法 

运行和维护 7 个地点的 11 座联合国所属

净水装置 

11 净水装置 

 9 地点 

  地点数目增加是由于将 2 座净水装置从

纳古拉总部转移到 2 个新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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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个阵地的污水处置，包括运行和维护

14 个地点内的 26 个联合国所属污水处理

厂和整个任务区内的 80 个技术化粪系统 

是 51 个阵地的污水处置，包括运行和维护

13 个地点内的 25 个联合国所属污水处理

厂和整个任务区内的 80 个技术化粪系统 

  一家污水处理厂不再得到维护，原因是

其所在工作地点被关闭 

建造 33 个可容纳 722 名本国工作人员及

其受扶养家属的新住所，供危机期间使用 

16 已建住所 

其余17个住所将在2016年12月前完成，

但由于住所交付被延误和拖延，将启动

新的采购流程 

为发电机储存和供应 15 593 650 升汽油 16 072 697 发电机汽油/柴油(升) 

  产出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很晚才收到14台

新发电机，因而没有实现相关增效 

维护各军事阵地 100 公里的出入道路 否 鉴于石油价格的下降趋势，高油价时期签

署的铺沥青合同没有延长，原因是延长合

同的费用过于昂贵。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一

项新的招标过程已启动但尚未结束 

陆运   

通过在3个地点的4个联合国所属设备车

间运行和维护包括 26 辆装甲运兵车在内

的 842 辆联合国所属车辆和 1 956 辆特遣

队所属车辆 

827 在 2 个地点的 3 个联合国所属装备车间

运行和保养的联合国所属车辆，包括 52

辆装甲车 

联合国所属车辆数目减少，原因是向联

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转让了12装

甲车，并核销了 3 辆车 

 1 956 运行的特遣队所属车辆 

为车辆供应 5 133 880 升汽油/柴油 4 886 056 供应的汽油/柴油(升) 

  产出降低的原因是采用了节约燃料措

施、优化了联黎部队巡逻行动，对车程

进行了监测 

为 700 名各种类型车辆的驾驶员/操作员

提供培训和评估方案 

是  

在任务区内利用特派团道路运输资产运

送乘客 35 000 人和货物 1 092 吨，并以商

业手段运送货物 208 吨 

44 151 乘客 

产出提高的主要原因是依靠班车服务等

特派团道路运输资产而不是轻型客车来

遵守车辆比率；开办了往返贝鲁特机场

的班车服务，以减少特派团足迹 



A/71/640  

 

16-21043 (C) 22/33 

 

 6 724 运输货物吨数 

产出较高的主要原因是使用联合国所属

资产而不是商业手段来运输货物，从而

允许运输更多吨数的货物 

空运   

运行和维护 7 架旋转翼飞机，包括 1 架商

用型 MI-8MTV 飞机 

7 飞机 

供应 644 832 升航空燃料 600 669 航空燃料(升) 

数目减少是由于采取了增效措施，例如

合并数个请求和尽可能利用公路运输 

空运军事及文职人员13 500 人和货物2 500

公斤 

否 军事和文职人员9 981人和货物1 943公斤 

产出降低是由于天气条件导致往返贝鲁

特的定期航班数量减少 

水运   

运行和保养 1 艘商用型海轮 是  

为 1 艘商用型海轮供应 206 552 升汽油/

柴油 

200 359 为 1 艘商用海轮供应的柴油/汽油(升) 

升数减少的原因是气候条件导致船只使

用减少 

在任务区内运送乘客4 000人和货物8 000吨 10 751 乘客 

 4 761 货物吨数 

  乘客产出提高是由于安全局势导致需要通

过海上路线而不是道路进行轮调和供应 

  货物吨数产出提高的原因是根据联合国

和部队派遣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所述变

化进一步延长了轮调时间(从 4 至 6 月延

长到 6 至 12 个月) 

区域信息和通信技术事务 

技术服务 

  

每月与联黎部队、观察员部队、联塞部队、

停战监督组织和其他区域实体举行视频

会议并向本区域各特派团负责人和总部

传送每月报告及问题和趋势分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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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支持和维护 7 个甚小口径终端系统、 

16 个电话交换台和 110 个微波中继器 

是  

信息技术   

支持和维护 33 个地点的 52 台服务器、

1 960 台计算机(桌面和手提)、360 台打印

机和 2 200 个电子邮件账户 

52 

1 960 

360 

2 200 

物理服务器 

计算设备 

打印机 

电子邮件账户 

支持并维护 33 个地点有 2 200 个用户的

33 个局域网和广域网 

是  

支持和维护无线区域网络 是  

地理信息系统功能   

制作 307 幅作战地图，包括专题地图、卫

星成像地图和网络电子地图 

374 制作的作战地图，包括专题地图、卫星

成像地图和网络电子地图 

  作战地图数目增加的原因是军事部分的

业务需求增加 

提供 20 次地形分析、地理空间情报和研

究服务 

68 提供的服务 

产出增加是由于对军事部分提供服务的

请求增加 

为工作人员举办 36 次全球定位系统、地

理信息系统和地图相关专题培训班 

55 培训课程 

开展了更多的培训，原因是对有关地理

信息系统网络应用程序的培训业务需求

增加 

收集并分析涵盖2 000平方公里地区的地

理空间数据，以支持特派团行动 

1 228 为支持联黎部队行动而收集和分析的地

理空间数据所涉平方公里数 

  产出低于计划，原因是优先考虑某些蓝线

沿线地区，以评估正在进行的业务活动 

环境管理   

开展 100 次环境评估、2 次应急计划演练

和 24 次环境调查 

106 

2 

24 

环境评估 

应急计划演习 

环境调查 

为特派团新的军事及文职人员举办 12 次

上岗培训 

是  



A/71/640  

 

16-21043 (C) 24/33 

 

发布 1 份年度环境报告(环境状况) 是  

为 6 个重要环境日举办活动，制作 12 种

传单/海报和 4 期季度通讯 

6 

12 

重要环境日 

传单/海报 

3 季度通讯 

最新季度通讯为 2016 年 8 月和 11 月通

讯合刊，于 2016 年 11 月发布 

绿山营耗电量的 20%为光伏发电 14.4 光伏电力生产(耗电量百分比) 

 天气条件造成太阳能发电量较低 

医务   

在行动区运行并维护 15 个一级诊所和 2

个一级以上设施 

15 

2 

一级诊所 

一级以上医院，包括联黎部队总部医疗

设施 

维持全特派团对所有联合国地点人员的

陆地和航空后送安排，包括 8 个地点(包

括任务区以外)的三级和四级医院，以及

任务区2个地点的2个一级以上医院安排 

是 贝鲁特的 4 所三级和四级医院 (拉菲

克·哈里里大学医院、圣乔治医院、

Hotel-Dieu de France 医院和贝鲁特美国

大学医疗中心) 

 赛伊达的 1 所三级医院和 1 所四级医院 

 提尔的 1 所三级医院和 1 所四级医院 

 以色列海法和以色列纳哈里亚任务区外

的总共 2 所转诊医院 

为 10 000 名联黎部队军事人员和文职人

员以及该区域其他特派团人员举办强制

性艾滋病毒/艾滋病指导/上岗培训班 

9 735 艾滋病毒/艾滋病指导/上岗培训班参加者 

参加者人数减少的原因是根据联合国和

部队派遣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延长了轮

调时间(从 4 至 6 月延长到 6 至 12 个月) 

推广和分发旨在预防艾滋病毒/性传染病

的 150 000 个男用和女用避孕套 

13 015 供应品 

产出较低是由于用品是在 2015-16 年期

间结束时交付但尚未分发 

设计和分发 9 种按需制作的艾滋病毒/艾

滋病信息、教育和宣传材料 

是 分发了 9 种艾滋病毒/艾滋病材料，共计

26 869 份 

培训 50 名同伴教育者并监督联黎部队人

员的同伴教育活动 

58 同伴教育者 

产出提高是由于两个特遣队提出更多参

与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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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警保健人员轮调后，培训 50 名多学科

保健工作者，讲授与艾滋病毒/艾滋病服

务有关的准则、规章和程序 

53 接受培训的保健工作者 

维持并按需提供固定和流动自愿保密咨

询和检测服务，包括向所有联黎部队人员

开展反污名和反歧视运动 

是 89 人要求提供艾滋病毒咨询和检验 

推广职业健康和安全方面的通用安全防

范措施，包括管理针对联黎部队人员及其

家属的接触后预防 

是 向 9 185 人介绍了通用安全措施及接触

后预防 

为该区域其他特派团开展 3 次区域支助

活动 

1 区域支助活动 

产出降低是由于停战监督组织仅要求开

展一次支助活动 

安保   

为整个任务区提供 24 小时安保服务 是 提供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安保服务 

为联黎部队高级工作人员和来访的高级

官员提供 24 小时近身保护 

是  

进行全特派团驻地安保评估，包括住所调查 是  

为联合国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和访客/代表

团举行 20 次关于安全意识和应急计划的

信息交流会 

是 共组织了 20 次信息交流会 

为所有联黎部队工作人员举办 10 次上岗

安保培训，为黎巴嫩观察员小组工作人员

举办 6 次培训 

10 

10 

为联黎部队工作人员举办上岗安保培训 

为黎巴嫩观察员小组的人员举办上岗安

保培训 

 为黎巴嫩观察员小组举办的培训次数增

加，原因是实行了新的为期 6 个月的部

队轮调周期 

在联黎部队内为消防协管员举办 12 次初

级火灾疏散和消防训练(每个区每年举行

1 次消防演习) 

是  

举行 12 次区消防协管员演习/会议 是  

为南利塔尼河地区所有联合国工作人员举

办 8 次关于外地环境安全保障办法的课程 

8 举办的关于外地环境安全保障办法的课程 

继续管理联黎部队设施火警系统和灭火

器维修合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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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联黎部队对应方和其他相关部门协调，

持续提供安保信息管理(编写安保报告、

通告和相关信息) 

是  

为维修联黎部队 8 个大门的 26 个安保设

备提供安保监督和服务 

是  

 三. 资源使用情况 
 

 

 A. 财政资源 
 

(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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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170.3 311 324.2 22 846.1 6.8 

 联合国警察 — — — — 

 建制警察部队 — — — — 

 小计 334 170.3 311 324.2 22 846.1 6.8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49 531.0 48 490.9 1 040.1 2.1 

 本国工作人员 44 365.0 43 456.2 908.8 2.0 

 联合国志愿人员 — — — — 

 一般临时人员 — 83.7 (83.7) —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小计 93 896.0 92 030.8 1 865.2 2.0 

业务费用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咨询人 — 41.4 (41.4) — 

 公务差旅 971.0 874.0 97.0 10.0 

 设施和基础设施 18 161.3 16 848.3 1 313.0 7.2 

 陆运 5 411.9 4 667.2 744.7 13.8 

 空运 4 775.1 7 759.0 (2 983.9) (62.5) 

 水运 31 749.7 30 672.9 1 076.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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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分摊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1)-(2) (4)=(3)÷(1) 

     
 通信 6 796.4 3 340.7 3 455.7 50.8 

 信息技术 4 798.5 8 900.9 (4 102.4) (85.5) 

 医疗 1 259.6 873.5 386.1 30.7 

 特种装备 — — — —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3 856.6 3 580.3 276.3 7.2 

 速效项目 500.0 498.6 1.4 0.3 

 小计 78 280.1 78 056.8 223.3 0.3 

 所需经费毛额 506 346.4 481 411.8 24 934.6 4.9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1 973.6 12 211.2 (237.6) (2.0) 

 所需经费净额 494 372.8 469 200.6 25 172.2 5.1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 — — 

 所需经费共计 506 346.4 481 411.8 24 934.6 4.9 

 

 

 B. 类别间资源调拨信息汇总 

(千美元) 

 批款 

类别 最初分配数 调拨 订正分配数 

    一. 军事和警务人员 334 170.3 (2 630.0) 331 540.3 

二. 文职人员 93 896.0 — 93 896.0 

三. 业务费用 78 280.1 2 630.0 80 910.1 

 共计 506 346.4 — 506 346.4 

调拨在批款总额中所占百分比   0.5 

 

 

3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资金从第一类(军事和警务人员)调拨到第三类(业务费

用)。调拨资金的主要原因是追加水运所需经费 250 万美元，用以支付根据协助

通知书运送两支特遣队参与海上特遣部队服务的费用。可以从第一类调拨经费的

原因是，军事和警务人员项下所需经费减少，这是由于军事特遣队人员的实际空

缺率为 29.7%，高于预算编列的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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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月支出模式 

 

 

32. 2015 年 10 月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整个 2015/16 期间的部队标准费用偿

还数和特遣队所属装备相关债务在该月编列。这样做是为了便利财务管理工具从

遗留系统转到“团结”系统，以此作为群组 4 数据迁移的一部分。 

 D. 其他收入和调整 

(千美元) 

类别 数额 

  
投资收入 1 651.8 

其他/杂项收入 91.9 

自愿现金捐助 — 

上期调整数 — 

上期债务核销额 9 564.7 

 共计 11 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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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装备  

  军事特遣队 74 231.4 

 小计 74 2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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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支出 

自我维持  

  军事特遣队 35 546.8 

 小计 35 546.8 

 共计 109 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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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2007 年 3 月 1 日 2007 年 3 月 1 日 

 超常作业条件因数 0.8 2007 年 3 月 1 日 2007 年 3 月 1 日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数 3.1 2007 年 7 月 1 日 2007 年 7 月 1 日 

B. 与本国有关    

  运费递增因数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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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98.5 

 共计 5 198.5 

 

 a 含黎巴嫩政府提供的土地和房舍，其中包括贝鲁特联黎部队大楼、提尔的一个后送中心、

南利塔尼的房舍、海港和机场调度室、位于纳古拉的联黎部队总部和军事阵地，还包括服

务、增值税退款和豁免关税。 

 

 四. 差异分析1 
 

 

 差异 

军事特遣队 22 846.1 6.8% 

 

 

33.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a) 因任务区业务需要，实际平均部署的军事

特遣队人员为10 539人，少于预算编列的15 000人，造成实际平均空缺率为29.7%，

低于预算编列的 26.5%；(b) 按照新包机合同安排轮调差旅、飞行时数费率降低

以及实施逆向部队轮调；(c) 因实际平均空缺率为 29.7%(预算空缺率 26.5%)而口

粮减少以及对口粮进行了更有效的监测。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额以千美元计。仅对上下至少 5%或 100 000 美元的差异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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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1 040.1 2.1% 
 

 

34.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一般工作人员费用低于预算，这是由于实际一般

工作人员费用占薪金净额的 66.5%，低于 2015/16 年预算采用的 69.9%。所需经

费减少额则因实际空缺率 8.4%低于预算编列的 10%而被部分抵销。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908.8 2.0% 

 

 

35.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a) 一般工作人员费用低于预算，这是由于实

际一般工作人员费用占薪金净额的 34.1%，低于 2015/16 期间预算采用的 40.0%。

(b) 本国工作人员平均空缺率提高，这是由于在文职人员配置审查中，28 个员额

被改划为本国员额(17 个员额改划为本国专业干事，11 个员额改划为本国一般事

务人员)。 

 差异 

一般临时人员 (83.7) — 

 

 

36. 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从事“团结”项目、伽利略系统退役、联黎部

队员额叙级等工作的一般临时人员费用划归联黎部队承担。 

 差异 

咨询人 (41.4) — 

 

 

37. 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特派团高级行政管理和资源培训方案的费用和

有关废水取样环境咨询服务的咨询费划归联黎部队承担。 

 差异 

公务差旅 97.0 10.0% 

 

 

38.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更严格地实行提前购买机票的16天旅行规则，

以及更多利用视频会议替代差旅。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1 313.0 7.2% 

 

 

39.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a) 建筑物和发电机的维修服务未外包给第三

方工程服务供应商，这是由于外包成本高于特派团支助司内同等人力所提供的服

务；(b) 汽油、机油和润滑剂费用减少，这是由于发电机燃料的实际费用减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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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平均费用为每升 0.41 美元，预算编列的平均费用为每升 0.75 美元)。所需经费

减少额被预制营房、空调系统和发电机所需经费增加额部分抵销。 

 差异 

陆运 744.7 13.8% 

 

 

40.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汽油、机油和润滑剂的实际平均费用为每升

0.41 美元，低于预算编列的每升 0.75 美元，以及优化使用机队减少了燃料消耗(实

际消耗 490 万升，预算消耗 510 万升)。所需经费减少额被下列事项所需经费增

加额部分抵销：更换 3 辆汽车和购置 2 辆托盘装载卡车用于运送专门设备和重型

车辆。 

 差异 

空运 (2 983.9) (62.5%) 

 

 

41. 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a) 预算通信项下编列租赁雷达设备所需经费

200 万美元，但此类设备属空运设备，因此支出记在空运设备类支出下；(b) 使

用 Mi-8 直升机的固定成本高于预算，这是由于对有关飞机执行了新合同。所需

经费的增加额被汽油、机油和润滑剂费用减少额部分抵销，这是由于燃料的实际

费用降低(实际平均费用为每升 0.41美元，预算编列的平均费用为每升 0.75美元)。 

 差异 

水运 1 076.8 3.4% 

 

 

42.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a) 船只租金和业务费低于预算，这是由于出

于业务需要，将护卫艇换成了快速巡逻艇；(b) 直升机飞行时数低于预算(飞行 193

小时，预算编列 769 小时)，这是由于 1 架直升机因无母舰而无法使用；另一原

因是第三和第四季度气候条件恶劣，妨碍了水上空中业务。 

 差异 

通信 3 455.7 50.8% 

 

 

43.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a) 通信类支出下编列租赁雷达设备所需经费

200 万美元，但此类设备属空运设备，因此支出记在空运设备下；(b) 固定和移

动电话服务所需经费减少；(c) 通信类支出下编列提供因特网所需经费，但此类

服务属信息技术，因此支出记在信息技术服务下。这些减少额被用于购置通信设

备对微波无线电线路基础设施进行升级的所需经费增加额部分抵销。 

 差异 

信息技术 (4 102.4)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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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所需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a) 更换通信设备，如网络、微波中继器和储

存设备，这是由于 2015/16 年期间重新调整基础设施和水运类经费的优先次序，

以更换超过预期使用年限的设备；(b) 购置条码阅读器，以便推出电子口粮管理

系统；(c) 升级卫星设备；(d) 因特网服务所需经费最初编列在通信项下，其支出

现记在信息技术类支出下。 

 差异 

医疗 386.1 30.7% 

 

 

45.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转诊到医院的病人少于预期，医疗用品费用减

少，以及一些医疗用品因承包商延误而没有采购。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276.3 7.2% 

 

 

46.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a) 运费所需经费减少，这是由于进行了大量

采购和减少了特派团之间货运；(b) 写作技能、行政、项目管理、仓库和库存控

制等培训课程的培训费所需经费减少；(c) 因现有库存充足，制服、徽章和安全

装备所需经费减少。所需经费减少额被营地清洁服务个体订约人所需经费增加额

和汇兑损失部分抵销。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47. 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筹措方面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决定如何处理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期间 24 934 600 美

元未支配余额； 

 (b) 决定如何处理 2016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共计 11 308 400 美元的其他收

入，包括投资收入(1 651 800 美元)、其他/杂项收入(91 900 美元)和上期债务核销

额(9 564 700 美元)。 

 

 六. 为执行大会第 70/286号决议认可的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

会的要求和建议而采取的后续行动摘要 
 

 

(A/70/742) 

请求/建议 为执行要求/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行预咨委会期待着分析 2015/16 年财政期间

预算与实际支出之间的差异，包括如上文第

为联黎部队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分析预算与实际支

出之间的差异 

http://undocs.org/ch/A/RES/70/286
http://undocs.org/ch/A/70/742


 A/71/640 

 

33/33 16-21043 (C) 

 

请求/建议 为执行要求/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28 段所述，在下一次执行情况报告以及关于

支出组别和类别之间资源调拨的定期更新报

告中获得更多的分析性资料(第 33 段) 

还对执行期间支出组别和类别之间的资源调拨情

况进行分析 

联黎部队利用“团结”系统分析预算与实际支出

之间的差异以及支出组别和类别之间的资源调拨

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