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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46 

人力资源管理 

   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为工作人员提供在职学习和技能发展

机会，打造一个灵活的本组织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提出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将流动定义为工作人员受益于联合国秘书

处内部的组织任务和工作地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通过在职学习和技能发展获得

和不断发展必要技能以履行本组织不断变化的任务的一个途径。 

 近年来，在组织变革的外部和内部驱动因素的推动下，采取工作人员流动

新办法的必要性日趋明显，获得更大的势头。秘书处必须培养工作人员应具备

的技能，使他们可以在重振多边主义的环境中交付成果和推动实现《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其中最重要的是与实地各利益攸关方互动所需的技能。为了培

养和发展这些技能，需要通过在多个地点取得经验和履行职责，透彻了解本组

织的各项任务。 

 健全的职业提升框架是组织灵活性的核心，是秘书处人力资源管理改革的三

项关键成果之一。该框架以学习和技能发展与职业成就感之间的根本联系为依

托。目的是阐明实现工作岗位的影响力和专业精益求精必须成为本组织的主要职

业驱动力，从而将职业提升与掌握和发展技能密切挂钩，因此也与学习挂钩。本

组织要明确向所有工作人员传达它对未来所需技能的期望，为工作人员切实有效

地发展这些技能提供机会，同时帮助他们获得职业成就感。从提供必要在职学习

和技能发展机会以及确保向任务和业务需求各不相同的各个实体部署符合需求

的工作人员的角度来看，本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是这一框架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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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根据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 1.2(c)的规定，利用秘书长

的权力在整个组织横向调动工作人员。其实质是通过酌情实施工作人员工作地点

的定期变动，补充各实体的人才名册规划努力以满足其特定技能需求。本办法还

确保工作人员有机会通过在秘书处设立的不同工作地点任职，在职获得和发展基

本技能。 

 这个将组织目标与工作人员利益协调一致的多方位新办法以流动的多维性

为条件。由于工作人员的情况广泛而多样，再加上他们在专业上精益求精的内在

动机，这种办法绝不能仅仅依赖于对职业晋升的期望。一个为任务需要量身定做

的办法，分阶段实施并辅之以通过工作人员流动维持长期技能增长文化的支持措

施，才是最适合本组织实际情况和未来工作的办法。 

 因此，本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是一项长期可持续性措施，将逐步改变联合国

秘书处的文化并最终改变其结构。 

 请大会注意到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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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对工作人员流动情况进行了审查，提出了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流动

新办法，将流动定义为工作人员受益于组织任务和工作地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通过在职学习和技能发展获得和不断发展必要技能以履行本组织不断变化的任

务的一个途径。 

2.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68/265 号决议提交，并借鉴了秘书长自大会第六十九届

会议以来向大会提交的历次定期报告。 

3. 本报告的结构如下：第二节总结以往工作人员流动工作的经验教训；第三节

概述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的价值主张；第四节详细介绍新办法的拟议执行办法；

第五节介绍逐步执行新办法期间的过渡安排，包括对工作人员和费用的影响；第

六节概述流动的关键绩效指标框架；第七节载有结论意见。在第八节，秘书长请

大会注意到本报告。 

 二. 以往流动工作的经验教训 

4. 大会已多次确认流动的重要性，以及建设一支全球化、有活力和适应性强的

员工队伍的目标。 

5. 2014 年，大会在其第 68/265 号决议中核可了秘书长关于职业发展和流动制

度的提议，该提议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a) 管理下的流动：工作人员横向流动的内部程序，在职工作人员借此表示

对空缺职位感兴趣。参与这一程序的工作人员要么已达到最高职位占用期限，要

么在选择参与时已达到最低职位占用期限； 

 (b) 填补空缺：发布现有和预计出现的空缺职位通知，向所有(外部和内部)

候选人开放以供甄选。 

6. 经大会核准，新框架分阶段实施，一个职类于 2016 年投入运作，另一个职

类于 2017 年投入运作，计划此后每年有两个职类投入运作。第一个职类(政治、

和平和人道主义职类)已于 2016 年执行。第二个职类(信息和电信技术职类)于

2017 年执行。该框架的最新执行情况分别提交大会第六十九届至七十二届会议

(见 A/69/190/Add.1、A/70/254、A/71/323/Add.1 和 A/72/767)。 

7. 2017 年，秘书长暂停实施流动制度，对以往流动工作进行反思并制定方法，

建设一支具备未来所需技能的员工队伍。2018 年对流动工作进行了全面审查，并

收集了参与工作人员、普通工作人员、管理人员和框架实施者的反馈 (见

ST/SGB/2016/3/Rev.1)。秘书长关于流动问题的报告(A/73/372/Add.2)介绍了这次

审查的结果，其中包括经验教训，以下段落对此进行了汇总： 

8. 工作人员流动对本组织仍然重要。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仍然认为流动是完成

本组织任务和解决工作人员职业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流动使工作人员能够

https://undocs.org/ch/A/RES/68/265
https://undocs.org/ch/A/RES/68/265
https://undocs.org/ch/A/RES/68/265
https://undocs.org/ch/A/RES/68/265
https://undocs.org/ch/A/69/190/Add.1
https://undocs.org/ch/A/69/190/Add.1
https://undocs.org/ch/A/70/254
https://undocs.org/ch/A/70/254
https://undocs.org/ch/A/71/323/Add.1
https://undocs.org/ch/A/71/323/Add.1
https://undocs.org/ch/A/72/767
https://undocs.org/ch/A/72/767
https://undocs.org/ch/ST/SGB/2016/3/Rev.1
https://undocs.org/ch/ST/SGB/2016/3/Rev.1
https://undocs.org/ch/A/73/372/Add.2
https://undocs.org/ch/A/73/372/Ad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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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益于任务和工作地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且需要工作人员流动来满足业务量

庞大的任务需要。 

9. 需要采取多方位工作人员流动方法。由于秘书处内不同的实体和职能在工作

人员流动方面有着各不相同的任务和需求，多方位方法将是反映各部厅需求并得

到集中指导和监督支持的最佳办法。 

10. 需要在整个秘书处培养工作人员流动的文化。至关重要的是，工作人员流动

必须成为本组织文化和品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向所有申请秘书处职位并得到

任用的工作人员和候选人明确传达这一期望。新的流动条款将被纳入空缺通知、

录用通知和任用书中，新招聘的工作人员必须真诚参加秘书长实施的流动作业。 

11. 流动必须成为职业提升和人才管理战略的组成部分，着重培养中低级工作人

员和激励职业提升。 

12. 有些职能的高度专业化知识和技能对本组织保持相对优势至关重要，对于这

些职能将不实行工作人员定期流动。 

 三. 新流动办法的价值主张 

13. 2018 年经全面审查后，秘书长授权制定具有前瞻性和可持续性、反映组织现

实并吸取以往流动工作经验教训的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本节概述该工作人员流

动新办法的价值，并在报告后续各节进行详细阐述。 

 A. 理由和目标 

14. 流动的组织理由可以追溯至 1945 年本组织成立之时。联合国秘书处及其工

作人员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最高愿望，而具有国际视野和品格的工作人员最能

满足这些愿望。近年来，在秘书长关于 2019-2020 年期间人力资源管理改革概览

及今后展望的报告(A/75/540)所述组织变革的外部和内部驱动因素的推动下，采

取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的必要性日趋明显，获得了更大的势头。这些驱动因素要

求本组织采取措施，支持工作人员获得和发展应具备的技能，以便在日益复杂动

荡和相互关联的世界中取得成果。在“重振多边主义”环境下(见大会第 75/1 号

决议)，要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背景下产生影响，与实地各利益攸关

方进行互动所需的技能和能力尤为重要。为了培养和发展这些技能，需要透彻了

解多个地点的情况并取得经验。 

15. 本组织要明确向所有工作人员传达它对未来所需技能的期望，为工作人员提

供切实有效的发展这些技能的机会，同时帮助他们获得职业成就感。必须强调不

作为的代价。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面向未来的技能要求工作人员在协调、认知

灵活性和持续学习方面出类拔萃。如不获得或发展技能，专业地位就会不可避免

地受到侵蚀，工作满意度下降，士气低落，生产力丧失和福祉恶化。若不采取行

动，本组织有可能变得日益僵化，执行任务效率低下，并对全世界的需要和期望

反应迟钝。 

https://undocs.org/ch/A/75/540
https://undocs.org/ch/A/75/540
https://undocs.org/ch/A/RES/75/1
https://undocs.org/ch/A/RES/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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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此外，如秘书长的概览报告所述，健全的职业提升框架是组织灵活性的核心，

是秘书处人力资源管理改革的三项成果之一。该框架以学习和技能发展与职业成

就感之间的根本联系为依托。实现工作岗位的影响力和专业精益求精必须成为秘

书处的主要职业驱动力，从而将职业提升与学习以及掌握和发展技能密切挂钩。

本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的实质是通过在总部和非总部工作地点任职，为工作人员

提供在职学习和技能发展机会。该办法还补充各实体人才名册规划努力，从任务

交付角度满足工作人员的具体技能需求。 

17. 最后，流动的多维性要求采取多方位方法，使组织目标与工作人员的利益协

调一致。由于工作人员的情况广泛而多样，再加上他们在专业上精益求精的内在

动机，工作人员流动办法绝不能仅仅依赖于对职业晋升的期望，而要采取全面方

法，采取最有力的学习形式，通过积累经验增进学识，通过流动使全面发展型人

才的基本能力得以发展，提供与未来工作相适应的多方向职业机会，并维持长期

的技能增长文化。因此，本报告提出的新流动办法是一项长期可持续性措施，而

非旨在提供立竿见影的“速效对策”。 

 B. 原则和主要特点 

18. 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将根据工作人员条例 1.2(c)，利用秘书长的权力在整个

组织横向调动工作人员，包括地域流动。 

19. 本办法包括横向流动和地域流动，任职期限为一年或更长时间，但仅适用于

在任员额。退休、离职和其他调动产生的空缺员额仍按照目前做法发布竞争性招

聘通知。流动作业也不包括周期内计划裁撤的员额。 

20. 考虑到高度专业化的职能需要独特的资格和经验，一些员额将被指定为非轮

调员额，不适用流动。其余员额将被视为可以轮调，根据本组织不断演变的任务

的技能要求所确定的组织需要，定期进行地域流动。 

21. 新流动办法的目标人群将是所有实体轮调员额的所有在任工作人员。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专业、主任和外勤事务等职类的定期、连续和长期合同下

任用的工作人员总人数中，专业及以上职类有 9 666 名工作人员(75%)，外勤事务

职类有 3 213 名工作人员(25%)(见附件三，图 A.三.一)。 

22. 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将逐步实施，并通过将该办法适用于新招聘的工作人

员，最终将所有轮调员额的工作人员纳入流动范围。新加入本组织的专业人员

及以上职类(至 D2)和外勤事务人员职类的新工作人员都将参加流动，其影响取

决于服务期限并参考任用工作地点的艰苦条件分类。新工作人员的任用书将规

定任职者在应聘和派任轮调员额时须遵守本组织流动政策。 

23. 现职工作人员可以在自愿和激励基础上选择参与流动，并特别侧重于 P-2 和

P-3 级别的新入职专业人员。轮调员额的在任工作人员将不会被要求流动，除非

他们选择加入，否则他们目前的服务条件不会受到影响。 

24. 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特别关注在艰苦工作地点任职的工作人员。对于艰苦、

不带家属(D 和 E)工作地点，同一工作地点不同员额的在任年限或服务年限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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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两年，除非根据工作人员的要求特别批准且确定了最长和最短的派任期限。

在这些工作地点工作超过两年的工作人员将根据类别和职能优先调动。 

25. 最后，有些工作人员受到特殊限制，无法参与流动。将设立一个机制，审查

工作人员基于医疗、个人/家庭及运作上的考虑而提出的承认特别限制的要求。 

26. 本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与以往流动工作之间的主要区别见附件一。 

 四. 新流动办法的执行 

 A. 流动流程的所有权 

27. 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将建立在简单和分散流程基础上，并得到中央人力资源

部门制定的程序和监督机制的支持，以尽量扩大范围，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 

28. 各实体将根据任务规定以及非常专门的职能所需资格和经验的独特性指定

非轮调员额，其余员额则被视为轮调员额。在指定非轮调员额时必须保持平衡，

以确保这类员额的数目不会过多。假定大约 20%的员额将被指定为非轮调员额；

但这一比例可能因不同的实体而有所不同。须在执行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之前指

定非轮调员额。随后，空缺通知须明确说明这些职位属于轮调的还是非轮调，以

便工作人员能够在决定是否申请时作出知情的选择。指定轮调员额不会影响在任

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除非他们选择加入。将制定政策和业务指南，规定非轮调

员额的认定原则和标准。 

29. 各实体每年将至少开展一次流动作业。预计各实体将协调各自作业的启动以

扩大适当的地域流动规模。标准派任期限将由中央人力资源部门根据国际公务员

制度委员会对工作地点的艰苦条件分类确定。 

30. 将建立流动目标，以便按照本报告第六节所述新流动方法关键业绩指标框架

的广泛参数并考虑到各实体的具体情况，监测实体业绩。还要在高级管理人员契

约中制定和纳入流动目标。 

31. 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将与各部厅的当前流动工作完全兼容。新的流动框架不

排除在多个地点具有独特职能和办事处的实体，例如安全和安保部或联合国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展单独的内部流动作业。如果愿意，具有类似职能和职位

的各实体也可相互组合。管理下的调任方案作为青年专业人员方案中由业务支助

部实施的 P-2 员额流动方案将保持不变。 

32. 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可以扩大，纳入联合检查组所建议的机构间流动。要探

讨进一步的协同作用，特别是建立一个共同网络用于发布员额通知以及使联合国

各实体工作人员能够在相互承认的框架内表达意愿和进行匹配的可行性。1  

__________________ 

 1 根据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业务创新小组规定的相互承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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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人才库 

33. 建立人才库系统的目的是便利足够数目的工作人员在各实体和地点之间以

适当规模进行类似职能内部调动和跨职能调动。建立人才库要根据各实体对技能

的需求并考虑到各自的任务，同时考虑到工作人员技能和职能的预期互补程度。 

34. 人才库的制定和建立将在中央人力资源部门的支持下进行。人才库将与本组

织的战略员工规划框架保持一致，并可能随着不同阶段的流动作业进行调整，以

反映随着不断变化的实体任务而新出现的员工需求。 

35. 人才库可以由几个工作类别组成，而各实体可以根据需要加入尽可能多的人

才库。当一个由多个实体组成的人才库形成时，人才库的支持团队(各实体的人力

资源和/或管理职能)将共同推动开展流动作业，现有能力则由自动化辅助工具支

持。候选人与员额的匹配按照候选人和实体的优先排序进行，属于实体的权限范

围，实体负责人将作出最后决定，为参加流动作业的工作人员安排职位。中央人

力资源部门将在匹配不成功时提供支持，包括在人才库之外提供选择。新流动办

法的高级别流程图见附件二。 

36. 须参加地域流动的工作人员将根据标准派任期限定期参加流动作业。为了最

大限度地扩大各职类之间的流动和促进流动，工作人员可在其能力和资格允许的

情况下加入尽可能多的人才库。工作人员可自由地对不同人才库中的多个员额表

达兴趣，并按优先顺序对其进行排序。工作人员列明的优先要求将尽力满足。 

37. 人才库系统将确保工作人员有机会通过在总部和非总部工作地点任职而获

得经验。参与流动作业的工作人员将定期进行地域流动，而在艰苦工作地点服务

的工作人员将得到特别关注。 

 五. 过渡安排 

38. 过渡安排是指为鼓励现有工作人员在自愿和激励基础上选择参加流动作业

而采取的措施。 

 A. 可能选择加入的现职工作人员 

39. 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的特点是与职业提升、学习和技能发展密切挂钩，使

选择加入的现职工作人员能够拓宽经验，获得新知识、新技能，并从任职于不

同地域和组织环境中学习。中央人力资源部门将：(a) 加强和调整与主要组织利

益攸关方特别是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内部沟通，强调从流动中学习和发展技

能；(b) 邀请管理人员将参与流动作业的内容纳入现行考绩反馈对话的发展部

分；以及(c) 考虑制定进一步的激励措施。 

40. 规定须有先前地域流动经历才能申请 P-5 及以上员额等激励措施，也将鼓励

现职工作人员选择加入。这些措施的具体规定将与工作人员甄选制度修正案一并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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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随着流动制度的成熟，并取决于流动工作的规模和势头，可考虑采取奖励和

表彰措施进一步鼓励参与流动作业。 

 B. 流动作业参与情况预测 

42. 流动的目标人群最终将是所有在任轮调员额的工作人员。通过新聘员工承诺

参加地域流动，加上现职员工选择加入，这一办法将随着现职员工退休和新聘员

工加入本组织而逐步落实。 

43. 附件三所载 2020-2030 年期间退休人数详细预测显示，每年退休的各职类工

作人员平均人数为：主任职类员额 46 人、专业职类员额 243 人、外勤职类员额

101 人。进一步退休人数分析表明，到 2030 年将有近 27%的现职工作人员退休，

2037 年近 50%退休，2060 年 100%退休。最迟到 2060 年，除在任非轮调员额的

工作人员外，秘书处所有工作人员都将被纳入本组织地域流动。 

44. 附件三中汇总工作人员趋势，但对实际流动规模进行了必要调整，从而可对

可能选择加入的现职工作人员人数作出知情预测。对于专业及以上职类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将侧重于新入职工作人员的技能发展；因此，预测是根据可

能选择加入的 P-2 和 P-3 职等工作人员总数(3 988 人，占总人数的 40%)作出的。

对于外勤职类工作人员，预测依据的则是目前 15%的参与率，并根据其他因素每

年作出调整。附件三还详细说明可能选择加入的现职流动工作人员的参与情况。 

45. 预计有 20%的员额将被定为非轮调员额，因此到 2030 年预测有 18 236 名工

作人员参与流动作业。附件三列出了更多的详细情况，包括按职类分列每年参与

流动的总人数。 

46. 预测参与新流动制度的工作人员人数从 2022 年的 1 259 人到 2030 年的 2 609

人不等，而 2018 年共进行了 1 374 次地域流动。因此，假设随着这一制度继续测

试和发展而逐渐成熟，到 2030 年参与人数预测将翻一番。流动制度一旦确立，

由工作人员提出个别调动的现行流动制度将日渐式微，适用人数将大幅减少。 

47. 在全球一级，秘书处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不会对地域多样性或性别均等产生

净影响，因为新办法适用于在任员额。然而，从地域多样性和性别均等角度对退

休人数进行的深入分析表明，工作人员退休为实现这两个目标提供了机会(见

A/75/591)。根据这一条件期望，鉴于总部与 D 或 E 类工作地点之间的流动增加，

预计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将对实体一级实现多样性目标产生有利影响。由于流动

决定将由各实体负责人作出，这些实体必须保持警惕，监测流动对其多样性目标

的影响，并迅速采取行动作出相应规划。 

 C. 流动费用预测 

48. 附件四列出了 2022-2030 年期间详细流动费用预测，包括计算方法和汇总表。

这一预测根据以下数据作出：(a) 2022-2030 年参与流动作业预测人数；(b) 2016

年至 2018 年，在各部、总部以外办事处和区域委员会之间流动的工作人员百分

比与调出或调入外地特派团的工作人员百分比的比较；(c) 2013-2018 年期间流动

直接费用的平均数；(d) 按资金来源分列的流动直接费用构成。 

https://undocs.org/ch/A/75/591
https://undocs.org/ch/A/75/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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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由于参与人数的增加和其他因素，预测流动费用将从 2022 年的 3 680 万美

元到 2030 年的 7 690 万美元不等，而 2018 年的流动费用总数是 3 500 万美元。

经常预算、维持和平行动以及自愿和其他基金分别占预测费用的 30%、50%和 20%。 

 六. 主要业绩指标框架 

50. 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的主要业绩指标框架将用于监测执行情况，方法是制定

针对实体的具体目标，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并使各实体负责人能够作出更知情

的决策。 

51. 有关流动的主要绩效指标框架如下图所示。 

  有关流动的主要绩效指标框架 

 

 a 参与人数用以下方法计量：在工作人员完成流动派任后对其进行调查，调查问题仅限与学

习和发展及职业提升有关的选定问题，之后与全球联合国工作人员调查的总体结果进行比

较。此外，目前正在制定的组织学习战略将包含一项关于流动的关键业绩指标，并酌情包

含其他关键业绩指标，将学习和技能的获得和发展与职业提升进一步挂钩。 

新工作人员流动合规率 

P-2 和 P-3 职等和外勤事务
职类现职工作人员的选择

加入率 

占用两年后调出 D/E 类工作
地点的雇员百分比 

流动百分比 

• 跨艰苦条件组别 

• H/A 类工作地点之间 

• B/C 类工作地点之间 

• D/E 类工作地点之间 

办理流动派任的平均时间 

参与者满意度和参与度 a 

计划产出实现百分比 

到 2030年逐渐升至 

70% 

90天以下 

比联合国工作人员参与度 

调查总体情况高 

至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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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管理战略、政策和合规部还将对流动在组织人事总费用中所占的百分比进行

监测和报告。作为参考，2016 至 2018 年，流动费用平均数相当于所有国际工作

人员薪金加一般工作人员费用总数的 1.2%。附件四列出了这些费用的详细情况。 

53. 随着这一制度的成熟，以及对新办法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和总结经验教训后取

得更多证据，可对主要业绩指标作出调整。 

 七. 结论意见 

54. 考虑到从以往流动工作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是一项长期

可持续性措施，它将通过组织流动培养不断学习的文化。流动制度的逐步实施，

辅之以激励措施，加上侧重于现职的 P-2 和 P-3 工作人员，将确保秘书处工作人

员具备完成本组织任务的适当技能。这将进而确保秘书处能够在一个日益复杂动

荡和相互关联的世界中，以灵活有效的方式满足利益攸关方的要求和期望。 

55. 由于目前全球大流行病造成的干扰和技术进步，本组织采用了新的工作方

式。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显然需要灵活适应本组织未来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工作

模式。这一新办法尤其需要灵活适应虚拟工作和未来可能被视为不受地点限制

的职能。某些职能，特别是与外地行动有关的职能，将继续在当地履行，特别

是需要与国家当局和当地合作伙伴接触的职能。因此，将要求工作人员在虚拟、

不受地点限制的职能与需要在特定工作地点任职的职能之间平衡职业生涯。这

种灵活性将有助于确保工作人员公平获得派任机会。 

 八.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56. 请大会表示注意到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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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办法与以往流动作法比较 

 

  

新办法 

地域流动，确保完成任务和工作人员有机会通

过任职于总部和非总部地点获得经验 

新办法 

在中央建立的协调机制范围内由实体下放权力 

新办法 

逐渐适用所有工作人员。新工作人员的任用书

中将有明确的流动条款。在职工作人员可选择

加入，侧重于 P-2 和 P-3 职等工作人员 

新办法 

技能发展是新办法的核心。工作人员根据自己

的流动简历，决定加入一个或多个人才库 

新办法 

各实体负责，由中央人力资源提供支持 

新办法 

明示，通过指定非轮调员额 

新办法 

内设，与专业卓越、学习和技能发展挂钩 

以往作法 

地域和功能 

以往作法 

中央 

以往作法 

工作人员凡在职类实施第二年已达到职位占用

最高期限者，或已选择加入的工作人员达到职

位占用最低期限者 

以往作法 

困难，因流动作业通过职类进行 

以往作法 

人力资源厅负责，各实体提供支持 

以往作法 

暗示，通过知识管理标准作业程序 

以往作法 

强制，管理下流动 

流动的定义 

参与的指定 

目标人群 

职系和职类之间的流动 

流程所有权 

承认高度专业化和独一无二 
的任务和机构记忆 

参与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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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流动新办法高层流程图 

 
  

职位发布前 

职位发布后 

匹配后 

确定并通知须强制性流动的工作人员 

寻求和审查特别 

制约因素 
呼吁选择加入 

确定工作人员和职位的

最后名单 

拟定职位简介 

(由管理人员和人才库支持团队拟定； 

模板由中央人力资源开发) 

发布简编 

工作人员 支持团队 管理人员 

准备简历 
向管理人员发送 

工作人员的偏好 

审查工作人员简历 

和提供排名参考 

提交偏好排名 

支持团队借助自动化工具便利匹配 

不成功 成功 

中央人力资源在多个人才库 

作业同时进行作业时进行干预 

工作人员匹配的职位与其偏好

不符时，通知工作人员和管理

人员并与他们讨论选项 

工作人员确认 

完成匹配，向实体负责人发送

推荐人选供最后决定 

向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通知决定 

执行决定 

支持团队对照主要绩效指标审查经验教训和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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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对预测流动参与人数的详细计算 

1. 工作人员新流动办法的目标人群是所有实体在任轮调员额的所有工作人员。

为说明规模，图 A.三.一显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按职类分列的目标工作人员

分布情况。1 在截至该日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总数中，9 666 人(75%)为专业及以

上职类，3 213 人(25%)为外勤事务职类。 

  图 A.三.一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按职类分列的目标工作人员分布情况 

(工作人员人数和百分比) 

 

 A. 接替即将退休人员的新聘员工 

2. 预测平均退休人数可用于估计须参加流动的新员工人数，新聘人员是为了填

补因退休和其他离职情况而出现的空缺。 

3. 联合国秘书处员额工作人员每年平均退休人数为：主任职类 46 人、专业职

类 243 人和外勤职类 101 人。图 A.三.二列出 2020 至 2030 年每年按职类分列的

详细退休人数预测。 

  

__________________ 

 1 目标人群包括持有定期、连续和长期合同的专业、主任和外勤事务职类工作人员(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共计 12 879 人)。 

专业及以上 外勤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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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A.三.二 

  2020-2030 年按年份和职类分列的退休人数预测 

(工作人员人数) 

 

4. 新工作人员须最早于 2022 年参加流动作业，这取决于他们第一次派任的标

准期限。标准期限根据工作地点的艰苦条件分类而定。由于 D 和 E 类工作地点

的标准派任年限为两年，B 和 C 类工作地点为四年，H 和 A 类工作地点为五年，

2020 年 10 月加入 D 或 E 类工作地点的工作人员需在 2022 年流动；加入 B 或 C

类工作地点的需在 2024 年流动；加入 H 或 A 类工作地点的需在 2025 年流动。

图 A.三.三显示了 2022-2030 年期间按工作人员职类、工作地点和年份分列的须

参加流动的新工作人员人数预测，其依据是按职类和工作地点分列的退休人数预

测和现职工作人员人数。 

  图 A.三.三 

  2022-2030 年按职类和工作地点分列的须参加流动的新工作人员人数预测 

(工作人员人数) 

 

主任 专业 外勤事务 

D/E 类工作地点 D/E 和 B/C 

类工作地点 

D/E、B/C 和 H/A 类工作地点 

（所有工作地点） 

) 专业及以上 外勤事务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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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预测选择加入的现职工作人员 

5. 为了对现职工作人员将选择流动的人数作出预测，假设 20%的员额被指定为

非轮调员额。对于专业及以上职类的工作人员，按照侧重于初级至中级工作人员

发展的原则，预测根据占工作人员总数 40%的 P-2 和 P-3 职等工作人员人数而作

出。对于外勤事务职类的工作人员，预测则根据目前每年 15%的参与率并经其他

因素调整而作出。假设随着这一制度的不断测试和发展，制度将逐渐成熟。图 A.

三.四显示 2022 至 2030 年可能选择加入的现职工作人员的预测参与率。 

  图 A.三.四 

  2022-2030 年可能选择加入流动的现职工作人员的预测参与率 

(百分比) 

 

6. 图 A.三.五显示了根据上述假设，按职类分列的现职工作人员每年预测选择

加入的人数。 

  图 A.三.五 

  2022-2030 年按职类和按选择加入的工作人员百分比分列的现职工作人员每

年预计参加流动作业的人数 

 

  

20%工作人员 

选择加入 

25%工作人员 

选择加入 

30%工作人员 

选择加入 

35%工作人员 

选择加入 

专业及以上 外勤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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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参与流动总人数预测 

7. 下文图 A.三.六列出 2022-2030 年期间按职类分列的所有参与流动工作人员

的预测人数，由新聘工作人员和选择加入流动的在职工作人员组成。 

  图 A.三.六 

  2022-2030 年按职类分列的所有参与流动工作人员的预测人数 

(工作人员人数) 

 

 D. 新办法下的派任期限与历史数据的比较 

8. 表 A.三.1 概列截至 2018 年底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在非外地和外地工作地点

任职平均年数与标准派任年限的比较。 

  表 A.三.1 

  按职类分列的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在非外地和外地工作地点任职平均年数 

 H 和 A B 和 C D 和 E 

    专业及以上 8.8 5.3 4.5 

外勤事务 5.1 6.0 6.6 

标准派任年限 5.0 4.0 2.0 

9. 平均而言，专业及以上职类工作人员在 H 和 A 类工作地点的任职年数比这

些地点的标准派任年限多 3.8 年，在 D 和 E 类工作地点的任职年数比标准派任年

限多 2.5 年。外勤事务职类工作人员在 D 和 E 类工作地点的任职年数比标准派任

年限多 4.6 年；在 H 和 A 类工作地点任职年数与标准年限大致相同。 

10. 鉴于此，根据工作人员流动新办法，在非外地和外地工作地点的平均任职年

数将与各类工作地点的标准派任年限相一致，即 H 和 A 类工作地点为 5 年，B 和

C 类工作地点为 4 年，D 和 E 类(不带家属)工作地点为 2 年，预计外地和非外地

工作地点之间的流动频率将显著增加。 

专业及以上(新聘) 

专业及以上(现职) 

外勤事务(新聘) 

外勤事务(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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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表 A.三.2 通过对专业及以上和外勤事务职类工作人员目前在非外地和外地工

作地点的平均任职年数与标准派任年限办法的比较，显示预测流动频率增幅概况。 

  表 A.三.2 

  按职类分列的非外地和外地工作地点之间预测流动频率增幅 

 从 H 或 A 类 从 B 或 C 类 从 D 或 E 类 

    
专业及以上 1.8 1.3 2.3 

外勤事务 1.0 1.5 3.3 

注：流动频率预计增幅是用在非外地和外地工作地点的平均任职年数除以标准派任年限得出

的。例如，在 H 和 A 类工作地点的专业及以上职类工作人员在这些工作地点的平均任职

年数为 8.8 年，而标准派任年限为 5.0 年(见表 A.三.1)。因此，一旦任职年数与标准派任

年限相一致，预测流动频率增幅是 1.8 倍(8.8 年/5.0 年)。这一预测是根据同一艰苦条件

组别内流动所对应的预期频率的最小增幅而计算的；实际数字可能会因不同艰苦条件组

别之间的流动而不同。 

12. 随着任职年数与标准派任年限相一致，在 H 和 A 类工作地点的专业及以上

职类工作人员的流动次数预计将增加近一倍，在 D 和 E 类工作地点的专业及以

上和外勤事务职类工作人员的流动次数预计将分别增加一倍和二倍以上。这一办

法将为工作人员提供调入或调出 D 和 E 类工作地点的机会，从而确保工作人员

有机会根据其资历和每个员额的具体职能性质，在总部和非总部工作地点获得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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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对预测流动费用的详细计算 

1. 对 2022-2030 年期间流动费用的预测依据以下信息：(a) 附件三 C 节所载

2022-2030 年参加流动作业的预测人数；(b) 在各部、总部以外办事处和区域委员

会之间以及调入或调出外地特派团进行地域流动的工作人员百分比；(c) 2013-

2018年期间流动的直接费用平均数；(d) 按资金来源分列的流动直接费用的构成。

对 2022-2030 年期间流动费用的预测方法详见如下。 

 A. 地域流动 

2. 图 A.四.一和表 A.四.1 列明 2014 年至 2018 年专业及以上和外勤事务职类工

作人员地域流动的次数和百分比。 

  图 A.四.一 

  2014-2018 年专业及以上和外勤事务职类工作人员在非外地实体之间以及调

入或调出外地实体的地域流动次数 

 

  表 A.四.1 

  2014-2018 年专业及以上和外勤事务职类工作人员在非外地实体之间以及调

入或调出外地实体的地域流动情况 

(百分比) 

 在非外地实体之间 调入或调出外地实体 

   专业及以上 39.2 60.8 

外勤事务 0.4 99.6 

3. 专业及以上职类工作人员每年平均进行 990 次地域流动。这一职类的工作人

员平均有 39.2%在非外地实体之间流动，60.8%调入或调出外地实体。外勤事务职

类工作人员每年平均进行 510 次地域流动，其中平均 0.4%在非外地实体之间流

动，99.6%调入或调出外地实体。 

专业及以上 外勤事务 

非外地实体之间调动 调入或调出外地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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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 A.四.二和表 A.四.2 列明 2014 至 2018 年按艰苦条件组别分列的专业及以

上和外勤事务职类工作人员在工作地点之间的地域流动次数和百分比。 

  图 A.四.二 

  2014-2018 年按艰苦条件组别分列的专业及以上和外勤事务职类工作人员在

工作地点之间的地域流动次数 

 

  表 A.四.2 

  2014-2018 年按艰苦条件组别分列的专业及以上和外勤事务职类工作人员在

工作地点之间的地域流动情况 

(百分比) 

 

H 和 A 类 

工作地点之间 

B 和 C 类 

工作地点之间 

D 和 E 类 

工作地点之间 

跨艰苦 

条件组别 a 

     专业及以上 20 6 25 49 

外勤事务 1 7 45 47 

 a 在跨艰苦条件组别的流动中，平均有 86%的工作人员调入或调出 D 和 E 类工作地点。 

5. 2014-2018 年期间专业及以上职类工作人员每年平均进行的 990 次地域流动

中，平均有 20%是在 H 和 A 类工作地点之间流动，6%在 B 和 C 类工作地点之间

流动，25%在 D 和 E 类工作地点之间流动，49%是跨艰苦条件组别流动。同一期

间，外勤事务职类工作人员每年平均进行 510 次地域流动，平均有 1%在 H 和 A

类工作地点之间流动，7%在 B 和 C 类工作地点之间流动，45%在 D 和 E 类工作

地点之间流动，47%是跨艰苦条件组别流动。 

 B. 直接费用 

6. 只有当工作人员改变工作地点时才产生直接流动费用，包括经常性费用和一

次性费用。经常性费用包括不搬迁津贴和流动津贴(适用于第二次流动的工作人

员)。一次性费用包括搬迁补助金、派任津贴和差旅费。 

专业及以上 外勤事务 

H 和 A 类工作地点之间流动 

D 和 E 类工作地点之间流动 

B 和 C 类工作地点之间流动 

跨艰苦条件组别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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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实际支付额取决于若干因素，如职类和职等、受扶养家庭成员人数、工作人

员调往的工作地点的分类和指定类别、派任期限以及工作人员以往派任次数。因

此，费用可能会逐年波动。 

8. 为了提供关于工作地点流动的直接费用的信息，秘书处分析了 2013 至 2018

日历年进行的流动以及与这些流动相关的付款，以得出每人每次流动的直接费用

平均数。本报告提供了 2018 年国际征聘工作人员 1 827 次工作地点流动的详细

数据，并提供了 2013-2018 年期间直接费用平均数概况(见表 A.四.3)。 

  2018 年流动的经常性费用 

9. 秘书处分析了工资单数据，以确定向 2018 年流动的工作人员所支付的经常

性费用。这一年向 930 名工作人员支付了款项。应当指出，由于流动津贴资格规

则规定工作人员必须之前已连续任职至少五年，因此一些工作人员要到今后某一

年才能领取 2018 年流动产生的津贴。 

10. 向这 930 名工作人员支付的款项共计 6 925 600 美元，1 其中 1 408 700 美元

付给在部门、总部以外办事处和区域委员会(即非外地实体)之间进行工作地点流

动的工作人员，5 516 900 美元支付给调入或调出外地特派团的工作人员。向每名

工作人员支付的经常性费用平均数是 7 400 美元。 

  2018 年流动的一次性费用 

11. 还从秘书处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团结”系统中整合了与 2018 年在各部门、

总部以外办事处和区域委员会(即非外地实体)之间进行工作地点流动相关的一次

性费用的数据。2018 年在非外地实体之间进行工作地点流动的 426 名工作人员

中记录了 401 人的一次性费用。与 2018 年流动有关的一次性费用共计 12 984 700

美元。这 401 名工作人员每人的一次性费用平均数是 32 400 美元。 

12. “团结”系统还记录了与调入或调出外地特派团有关的工作地点流动的一

次性费用。2018 年，718 名工作人员调入或调出外地特派团的一次性费用总数

是 15 124 800 美元。上述工作人员每人的一次性费用平均数是 21 100 美元。 

  直接费用概况 

13. 表 A.四.3 汇总按流动类别分列的 2018 年地域流动直接费用总数。 

  

__________________ 

 1 为便于理解，付款和费用都按百位整数四舍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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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四.3 

  2018 年工作地点流动直接费用汇总 

(百万美元) 

 经常性费用 一次性费用 共计 

    工作人员在各部、总部以外办事处包括区域委员会之间的流动 1.4 13.0 14.4 

工作人员调出或调入外地特派团 5.5 15.1 20.6 

 共计 6.9 28.1 35.0 

14. 2018 年，与各部、总部以外办事处和区域委员会之间工作地点流动相关的直

接费用为 1 440 万美元，外地特派团之间流动的直接费用为 2 060 万美元，共计

3 500 万美元。表 A.四.4 列示按资金来源分列的直接费用。 

  表 A.四.4 

  按资金来源分列的直接费用构成 

(百万美元) 

 

经常性费用  一次性费用 

(数额) (百分比) (数额) (百分比) 

     经常预算 2.0 28.7 9.6 34.0 

维持和平行动 3.8 55.1 10.6 37.9 

自愿基金和其他基金 a 1.1 16.2 7.9 28.1 

 共计 6.9 100.0 28.1 100.0 

 a 其他基金系指无法归入经常预算、维持和平行动或自愿基金的基金。这些基金主要包括自

我保险计划、法庭分摊基金、费用回收和共同出资基金。 

15. 表 A.四.5 汇总 2015 至 2019 年按资金来源分列的持有定期、连续和长期合

同的专业、主任和外勤事务职类工作人员人口趋势，其中经常预算、维持和平行

动以及自愿基金和其他基金的平均费用占比分别为大约 38%、42%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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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四.5 

  2015-2019 年按资金来源分列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人口趋势 

 a 其他基金系指无法归入经常预算、维持和平行动或自愿基金的基金。这些基金主要包括自

我保险计划、法庭摊款基金、费用回收和共同出资基金。 

16. 表 A.四.6 比较 2013-2018 年直接费用平均数。 

  表 A.四.6 

  2013-2018 年每人每次流动的直接费用平均数 

(美元)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数 

(2016-

2018) 

        
工作人员在各部、总部以外办事处

和区域委员会之间流动的一次性费

用平均数 

43 800 39 800 34 600 31 800 37 500 32 400 33 900 

工作人员调出或调入外地特派团的

一次性费用平均数 

17 500 15 200 19 800 17 300 17 400 21 100 18 600 

工作人员每次流动的经常性费用总

数平均数 

9 000 6 300 7 200 7 100 7 400 7 400 7 300 

17. 表 A.四.7 对 2016 至 2018 年流动费用总数与所有国际工作人员薪金加一般

工作人员费用的费用总数进行比较。 

  

 经常预算  维持和平预算  自愿基金和其他基金 a 

 (工作人员人数) (百分比) (工作人员人数) (百分比) (工作人员人数) (百分比) 

       
2015 4 678 36.0 5 746 44.2 2 572 19.8 

2016 4 678 37.5 5 489 44.0 2 302 18.5 

2017 4 808 39.0 5 285 42.9 2 236 18.1 

2018 4 936 38.6 5 153 40.3 2 708 21.1 

2019 5 065 39.3 4 851 37.7 2 963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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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四.7 

  2016-2018 年流动费用总数与所有国际工作人员薪金加一般工作人员费用总

数的比较 

(百万美元) 

 2016 2017 2018 

    流动费用总数 a 40.6 40.8 35.0 

薪金加一般工作人员费用的费用总数 b 3 316.5 3 338.5 3 279.8 

等值百分比 1.2 1.2 1.1 

 a 相当于在 12 个月内向当年调动的工作人员支付的款项。 

 b 相当于在日历年内向国际工作人员支付的款项。 

18. 流动费用总数因此相当于平均占 2016 至 2018 年所有国际工作人员薪金加一

般工作人员费用总数的 1.2%。 

19. 表 A.四.8 列示根据上述分析所作 2022-2030 年期间预测流动费用总数，并按

构成部分和年份分列，经常预算、维持和平行动以及自愿基金和其他基金的费用

占比分别为大约 30%、50%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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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四.8 

2022-2030 年流动费用预测 

(美元，按百位整数四舍五入；工作人员流动次数)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工作人员在各部门、总部以外办事处和区域委员会之间每次流动的一次

性费用平均数(根据 2016-2018 年平均数计算) 

33 900 33 900 33 900 33 900 33 900 33 900 33 900 33 900 33 900 

工作人员在各部、总部以外办事处和区域委员会之间的预测流动次数          

 专业及以上(39.2%) 274 337 357 444 496 517 545 597 605 

 外勤事务(0.4%) 2 3 3 3 4 4 4 4 4 

 小计(1)a 9 356 400 11 526 000 12 204 000 15 153 300 16 950 000 17 661 900 18 611 100 20 373 900 20 645 100 

工作人员调出或调入外地特派团每次流动的一次性费用平均数(根据

2016-2018 年平均数计算) 

18 600 18 600 18 600 18 600 18 600 18 600 18 600 18 600 18 600 

工作人员调出或调入外地特派团的预测次数          

 专业及以上(60.8%) 425 522 554 689 770 803 845 926 939 

 外勤事务(99.6%) 558 711 724 747 890 911 901 1 055 1 060 

 小计(2)a 18 283 800 22 933 800 23 770 800 26 709 600 30 876 000 31 880 400 32 475 600 36 846 600 37 181 400 

工作人员每次流动的经常性费用总数平均数(按2016-2018年平均数计算) 7 300 7 300 7 300 7 300 7 300 7 300 7 300 7 300 7 300 

预测的工作人员流动总次数 1 259 1 573 1 638 1 884 2 160 2 235 2 295 2 583 2 609 

 小计(3)a 9 190 700 11 482 900 11 957 400 13 753 200 15 768 000 16 315 500 16 753 500 18 855 900 19 045 700 

 共计(1+2+3) 36 830 900 45 942 700 47 932 200 55 616 100 63 594 000 65 857 800 67 840 200 76 076 400 76 872 200 

按资金来源分列的流动费用          

经常预算 11 057 600 13 794 100 14 390 300 16 690 800 19 087 200 19 765 900 20 358 100 22 833 300 23 071 800 

维持和平行动 18 713 000 23 339 400 24 354 000 28 278 900 32 328 200 33 481 400 34 498 300 38 674 900 39 080 700 

自愿基金和其他基金 b 7 060 300 8 809 200 9 187 900 10 646 400 12 178 600 12 610 500 12 983 800 14 568 200 14 719 700 

 a 小计反映每次流动的平均费用乘以某一年的预测流动次数。 

 b 其他基金系无法归入经常预算、维持和平行动或自愿基金的基金。这些基金主要包括自我保险计划、法庭分摊基金、费用回收和共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