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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40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 

行政和预算问题 

 
 

  确定偿还会员国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的改良程序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按照大会第 59/298 号决议，秘书处于 2008 年 2 月 4 日至 22 日召开了 2008

年特遣队所属装备问题工作组会议，全面审查各种偿还标准并更新主要装备、自

我维持和医疗支援服务三种类别。 

 2008 年工作组共有 359 名技术、财务和医疗专家，来自 93 个会员国，他们

成功地全面审查了特遣队所属装备的偿还标准问题。2008 年工作组在其报告

（A/C.5/62/26)中提出了关于主要装备、自我维持和医疗支援服务三个类别的新

定义和新偿还标准。 

 本报告载列执行 2008 年工作组各项建议的所涉经费。如果大会核准从 2008

年 7 月 1 日开始执行 2008 年特遣队所属装备问题工作组的建议，各维和行动

2008/09 年度财政执行情况报告列报的所需追加资源总额估计为 7 610 万美元，

如有必要，届时可能要求大会追加批款。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载于本报告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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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确定偿还会员国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改良程序第五阶段工作组 2000 年 1 月

28 日报告（A/C.5/54/49），建议从会员国收集本国成本数据并加以合并的模式，

进行全面审查，并根据会员国提出的本国成本数据就每一类别实行新的平均指

数，确定新的偿还标准。大会第 54/19 B 号决议核准第五阶段工作组的建议。 

2. 大会第59/298号决议请秘书长在2008年召开特遣队所属装备问题工作组会

议，根据第五阶段工作组确定的模式，全面审查特遣队所属装备制度，会期不得

少于 14 日。 

3. 2008 年特遣队所属装备问题工作组的筹备工作从 2005 年 9 月开始，由秘书

处要求会员国提供本国成本数据，以 2006 年为基年，全面审查偿还标准问题。

2007 年 9 月，秘书处请会员国参加 2008 年工作组会议，并分发了来自 25 个会员

国的合并本国成本数据。2007 年 12 月，向会员国分发了来自 31 个会员国的经过

更新的本国成本数据以及 16 份议题文件。2008 年 1 月 15 日，又向会员国分发了

4 份议题文件。 

4. 2008 年工作组于 2008 年 2 月 4 日至 22 日在纽约开会，全面审查了关于主要

装备、自我维持和医疗支援服务的偿还标准问题，以及今后审查偿还标准的程序。

2008 年工作组主席向第五委员会提交了报告（A/C.5/62/26)。2008 年工作组报

告及其附件应该连同本报告一并阅读。 

 

 二. 提议和建议摘要 
 
 

 A. 全面审查关于主要装备、自我维持和医疗支援服务的特遣队所属装备偿

还标准：2008 年工作组各项建议的财政影响 
 

 1. 提高偿还标准 
 

5. 2008 年工作组根据第五阶段工作组制定的统计模型，全面审查了主要装备、

自我维持和医疗支援服务三个类别的偿还标准。2008 年工作组建议修订关于主要

装备、自我维持和医疗支援服务的偿还标准（见 A/C.5/62/26，附件一.A.2、二.A.2

和三.A.3)。 

6. 根据 2008 年 1 月 31 日草拟和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由于改变偿还标准和增

加新的服务，特遣队所属装备在联合国维和预算中所占的比率大约会提高 2.7％

（见 A/C.5/62/26）。上述增加总额是由于建议主要装备（包括医疗设备）偿还标

准提高 1.9％，以及自我维持（包括医疗类别）偿还标准提高 3.8％。这些增加

将会使年度维和预算增加 2 450 万美元（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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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将主要装备的超储从 10％增至 20％ 
 

7. 2008 工作组建议，将主要装备的超储从 10％增至 20％，这将减少特遣队的

维修负担，并作为需要更换的物品的储备。秘书处欢迎这项建议，因为这可以增

加维和行动的行动能力。执行这项建议将需要花费维和行动 10％主要装备的一次

性部署、遣返、油漆和再油漆费用。秘书处根据三个特派团（联合国组织刚果民

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和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谅

解新备忘录附件 B 所列的核定主要装备的 10％作为计算基础，得出指示性财政影

响估计数 3 320 万美元（见附件二)。秘书处在计算时选择这三个大型特遣队，

因为主要装备从登岸港口到部队所在地的陆地运输费用很高。 

 3. 修订计算特遣队因素所用的决定表 
 

8. 2008 年工作组建议增加一个计算因素（见 A/C.5/62/26，附件二.C.1），以

便考虑到联合国部队可能遇到身份不明的派系或与和平进程无关的个人或团体

的敌对行动的情况。工作组还建议关于计算这种特遣队因素的表格。 

9. 秘书处赞成这项建议，因为联合国在许多任务区面临日益复杂的安全情况。

联合国维和人员曾经受到身份不明的个人或团体的直接攻击，这些人可能与和平

进程无关，有时候使用非常规手段。这是一种新型的威胁，无论是攻击者的动机

和身份，或者攻击的方法和手段，都与过去的威胁有实质性的差别。联合国驻黎

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就曾经遭受这种攻击，并要求增加计算这种因素。联

黎部队采用这项决定表的所涉经费是每年 652 119 美元。 

10. 对于其他维和行动的这一因素，如果某一会员国或相关的维和行动提出要

求，秘书处将予以审查。部队/警察派遣国可以通过部队指挥官/警务专员/特派

团支助主任在总部采取行动，或经过其常驻纽约代表团与维持和平行动部/外勤

支助部联系，要求审查特派团因素。 

 4. 自我维持增加一个子类别：因特网接入 
 

11. 2008 年工作组建议，对于部署维和行动的部队和警察，增加一个新的自我维

持子类别：因特网接入。秘书处欢迎这项建议，因为这项能力是避免维和人员发

生严重不失当行为（包括性剥削和性虐待）的全面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能

力将帮助特遣队人员与其家属和朋友联系，让他们能够远距离学习，大有助于提

高人员的士气。这可以帮助他们缓解压力，更好地利用休闲时间，并提高他们的

教育水平。2008 年工作组建议每月每人偿还标准为 2.76 美元，并制定提供因特

网接入标准的准则，包括一份设备的清单。特遣队所属装备外地核查组在评估部

队和警察派遣国是否遵守因特网接入标准时将会尽量合理和灵活。 

12. 偿还部队/警察派遣国用于因特网接入的费用每年估计为 290 万美元（见附

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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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外地特派团提供基本的消防、火警检测和火灾报警能力 
 

13. 2008 年工作组建议为两个新的自我维持子类别（基本消防以及火警检测和报

警能力）制定标准和临时偿还标准，分别为每月每人 0.16 和 0.13 美元。这两类

是“帐篷”和“宿舍”的两个子类别，应该在谈判谅解备忘录时决定，是由会员

国还是由有关维和行动提供这种能力。2008 年工作组建议， 迟在工作组下一次

会议审查这个新的偿还标准。 

14. 部队/警察派遣国基本消防的每年偿还额估计为 140 627 美元，火警检测和

报警的偿还额为 114 259 美元。这些偿还标准是根据现有编制的部队/警察自我

维持项下帐篷（59 155 人）和宿舍（14 128 人）两个类别计算的。 

15. 秘书处欢迎这项建议，指出基本消防以及火警检测和报警能力对于加强特遣

队人员的安全与安保十分必要，必须清楚规定由谁负责提供这些能力。经验表明，

有些特遣队提供基本的消防能力，就是说提供灭火器以及装沙或水的消防桶；有

些特遣队还提供警报器或探测器；但有些特遣队则不提供此种能力。对于 初供

应和维修设备的必要能力由谁负责，包括在需要时由谁负责重新装填灭火器或警

报器的电池，外地特派团没有明确的规定。  

 6. 二级和三级医疗设施的提议偿还标准 
 

16. 2008 年工作组建议，对于提供软墙或硬墙的二级和（或）三级医疗设施的

部队/警察派遣国，应该作为主要装备下的集装箱式或硬墙医疗设施给予偿还。

二级医疗设施的面积等于一个“中等营房（50 人）”，三级医疗设施等于一个“中

等营房（50 人）”和一个“大型营房（150 人）”。2008 年工作组还建议，如果

部队/警察派遣国在帐篷内提供二级和/或三级医疗设施、应该根据病房内的床位

数目在“帐篷”自我维持类别下从部署的第一天开始给予偿还。 

17. 秘书处支持这项建议。截至 2008 年 2 月，部队/警察派遣国在任务区提供了

三个二级医疗设施（一个软墙和两个硬墙设施）。所涉经费估计为每年 33 180 美

元。详细情况见附件二。 

 7. 把特遣队人员享受娱乐假津贴到时间从 7 天增至 15 天 
 

18. 2008 年工作组还建议，把军事特遣队/建制警察部队人员享受娱乐假津贴的

时间，从现在每六个月 7 天增加到 15 天，并要求立法机构审议这个问题，因为

这属于总的部队费用问题。按照现行规定，特遣队人员每个月有 2.5 天的休假，

担任维和任务每六个月有 15 天假期，但 多只能享有 7 天的娱乐假津贴，每天

10.50 美元。秘书处欢迎这项建议，并认为增加 8 天的娱乐假津贴将会鼓舞参

加维和行动的部队/警察人员的士气。秘书处估计，根据部队/警察的现有兵力

86 855 人以及部队/警察目前在福利类别下的自我维持人数，每年的所涉经费是

1 46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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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特遣队所属装备制度 
 

 1. 特遣队所属装备偿还标准未来三年期审查模式的修订 
 

19． 2008 年工作组建议在未来三年期审查中应该使用实际费用数据，而不使用指

数。它还建议，会员国应该表明，它们是否希望以现行特遣队所属装备数据全部

或部分替代国家数据。此外，2008 年工作组要求秘书处利用其报告附件一.A.5

所载模式从会员国收集各项主要装备的本国成本数据，供未来三年期审查之用。 

20． 秘书处同意 2008 年工作组的建议，认为每一类别设备的实际费用数据比设

备指数作为三年期审查偿还标准的基础比较好，并将在下一个工作组采用所建议

的模式。如工作组所商定，部队/警察派遣国需要表明它们是否愿意以现行特遣

队所属装备数据全部或部分替代国家数据。为了便于作出选择，秘书处提议会员

国使用附件三，以帮助它们决定，特遣队所属装备手册数据是否可作为本国成本

数据使用。 

 2. “特例”主要装备的新物项和新类别 
 

21. 2008 年工作组审查了“特例”主要装备清单并建议： 

 (a) 主要装备新物项的标准偿还标准（见 A/C.5/62/26，附件一.C.2）； 

 (b) 将”特例”装备的门槛值从 500 美元提高到 1 000 美元，使用寿命至少

一年，并删除低于所建议门槛值的所有物项（见 A/C.5/62/26，附件一.C.5）； 

 (c) 在”特例”装备的定义内增加一句：“决定某一装备是否属于“特例”

装备，价值不能作为唯一标准”； 

 (d) 214 个物项仍应视为特例装备（见 A/C.5/62/26，附件一.C.3）； 

 (e) 删除在自我维持项下偿还费用的若干物项（见 A/C.5/62/26，附件

一.C.6）； 

 (f) 秘书处应提出一份特例装备清单，供下一个工作组会议审议。 

22. 秘书处同意 2008 年工作组的建议，因为特例装备时常拖延谅解备忘录谈判

工作和费用偿还过程的拖延。秘书处预备将各项修订反映在特遣队所属装备手

册，并维持一个所有特例装备的数据库，并编制一份应当有一个标准偿还标准的

特例装备清单，供下一个工作组审议。 

 3. “办公房地”项下自我维持标准的修订 
 

23. 2008 年工作组建议在特遣队所属装备手册“办公房地”标准中增加“提供永

久性硬墙结构办公事/工作空间”的案文；“办公房地”的现行偿还标准将适用到

下一个工作组对其作出重新评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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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秘书处欢迎这项建议，由于办公事/工作空间的规定列于“帐篷”项下，同

样的规定也应适用于“办公房地”。这项建议将统一分属两类的规定，简化了在

外地的核查工作和特遣队所属装备的偿还制度。 

 4. “福利”标准的修订 
 

25. 2008 年工作组建议更新参与维持和平行动的部队/警察人员的“福利”标准。

它还建议，核查福利是否已按标准提供，将取决于部队/警察派遣国与秘书处间

商定的安排，并反映于谅解备忘录附件 C 的附录 2。 

26. 秘书处欢迎这项新标准，因为福利在消除维持和平人员的不当行为（包括性

剥削和性虐待）的全面战略上起关键作用。内部监督事务厅指出，多数特遣队的

部署，没有任何形式的福利和娱乐设施，或其数量不多（见 A/60/713，第 48 段）。

落实这项建议有助于扩大福利和提高军事特遣队/建制警察部队的士气并消除内

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对此问题的关切。为了协助会员国规划和部署适当设备，

秘书处提议将一份物项清单作为附录列入谅解备忘录（见附件四），并请大会认

可这份清单。外地特遣队所属装备核查小组在评估部队/警察派遣国是否遵守福

利标准时，将遵循合理和灵活的原则。 

 5. “基本急救”和“高风险区”标准的修订 
 

27. 2008 年工作组提出了经修订的“基本急救”标准，在每个基本急救包中增加

一套野战服和一次性医疗手套，并规定对部队/警察派遣国的所有车辆、工厂和

维修设施以及对所有厨房和烹饪设施和对所有部队医官认为必须的其他地点配

备基本急救包。 

28. 2008 年工作组还提出了经修订典“高风险（流行病）区”的标准和某些预防

性措施，包括预防性药物、个人保健设备和消耗品（防蚊头罩、防蚊药）和简便

保健设备和消耗品（杀蚊喷雾器、杀虫剂）。 

29. 秘书处支持对这些标准的上述更改，因为这些更改会使部队/警察派遣国更

好地了解在这两个子类别内的能力。这将有助于更好地保障维持和平人员的健康

和福祉。 

 6. “收费服务”的定义和偿还标准 
 

30. 2008 年工作组建议对部队/警察派遣国在医疗服务项下提供的“收费服务”

制定新的定义，并订正其收费标准和行政程序。 

31. 收费服务的概念目前用于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以及联合

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根据这种方法，对于向联合国人员和其他核定人

员提供的自我维持费用偿还范围以外的医疗服务，将向部队/警察派遣国偿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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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秘书处欢迎正式制定这项实行已久的偿还办法。这项办法规定了有助于部队/

警察派遣国在任务区申报偿还款的行政程序。 

 7. 医疗支助设施(单元式医疗概念) 
 

32. 2008 年工作组审议了秘书处提出的单元式医疗概念。2008 年工作组同意一

级、一+级、二级、二+级和三级医疗设施的概念，并提供了列入特遣队所属装备

手册的标准，但未能 后拟定所有单元的设备清单。 

33. 2008 年工作组建议将空运医疗后送单元和前进手术单元设备清单（见

A/C.5/62/26，附件三.E.2 和三.E.3）作为附录列入特遣队所属装备手册第 3 章

附件 B。 

34. 2008 年工作组还建议关心的国家进行协商并进一步审查单元式医疗概念中

其余单元的设备清单，并将其作为议题文件提交，以便在工作组举行下一次会议

以前分发给所有会员国。外勤支助部医务支助科参与这项工作至关紧要，以便确

保本组织的医疗理念得到应有的考虑和更新，并且所有单元的设备清单都为下一

个工作组准备妥当。 

35. 秘书处认为，单元式医疗概念使每一个维持和平行动都可设计 符合其环

境、情况和每一部门军事人员人数的医疗设施。任务区内需要的和部署的设施，

秘书处将向部队/警察派遣国偿还有关费用。有待下一个工作组审议的其他单元

的设备清单，将大有助于在外地部署根据每一具体任务的实际需要制定的适当能

力，并将促进对谅解备忘录的谈判。 

 8. 部署前培训 
 

36. 2008 年工作组建议： 

 (a) 强调联合国支持与具体特派任务有关的部署前培训的任务规定； 

 (b) 在这方面，维持和平行动部综合培训处应积极有效地进行下列工作： 

㈠ 支持会员国确保其培训员具有适当的培训、信息和材料，以便进行有效

的本国部署前培训； 

㈡ 印发培训准则； 

㈢ 提供培训所需的与每一具体特派团有关的文件。 

37. 秘书处同意 2008 年工作组的建议，它一定会对同特派任务有关的部署前培

训提供支助。综合培训处已经展开一项维持和平工作培训需求的全面评估。该处

将与会员国的培训员在需求评估之前和之后密切协商，确保会员国的优先需求得

到满足。他们将确保为部署前培训提供与特派任务具体有关的培训材料和资料以

及一般性的培训材料和资料。他们也将探讨如何加强培训认证程序，使符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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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准则的会员国的培训课程得到联合国的正式认证，确认其符合要求。此外，

综合培训处的工作队将审议设立流动培训队与区域和国家培训中心合作，以便提

高会员国维持和平培训的效率的问题。 

 

 三. 结论 
 
 

38． 秘书处感谢 2008 年工作组执行了对大量数据进行全面审查的艰巨任务并提

供了指导。拟议修订标准和行政程序，以及增加新的类别和子类别，将通过改进

特遣队所属装备制度的结构而使秘书处受益，并提供更透明和强化的核查手段。 

39． 秘书处请各会员国在下一个工作组开会前两个月内提交其本国成本数据，以

便有时间合并、核实这种数据，并在下一个工作组开会前一个月印发文件。 

 

 四.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40．关于 2008 年特遣队所属装备问题工作组的报告（A/C.5/62/26），有待大会

采取的行动如下： 

 (a) 核可附件一.A.2（主要装备）、附件二.A.2（自我维持）及附件三.A.2

和 A.3（医疗支援服务）所列新的偿还标准； 

 (b) 通过经修订的采用实际费用数据计算特遣队所属装备偿还标准的未来

三年期审查模式（见附件一.A.5）； 

 (c) 关于“特例”主要装备： 

㈠ (核可附件一.C.2 所载的主要装备新物项和新类别的偿还标准； 

㈡ 同意将“特例”主要装备的门槛值从 500 美元提高到 1 000 美元； 

㈢ 批准对“特例”定义的补充； 

 (d) 按照《谅解备忘录》附件 B 批准的数量，核可将作为超储部署的主要装

备从 10％提高到 20％； 

 (e) 批准综合培训处提议的部署前培训活动； 

 (f) 同意修订“办公房地”项下的自我维持标准； 

 (g) 批准对特派团因素评估决定表的修订； 

 (h) 核可将军事特遣队/建制警察部队人员享受娱乐假津贴的时间从 7 天增

加到 1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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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同意对“福利”项下自我维持子类别标准的修订，并将“因特网接入”

列为一个自我维持子类别，偿还标准为每月每人 2.76 美元； 

 (j) 核可用于外地特派团“基本消防及火警检测和警报”能力的经费的标准

和偿还标准，分别定为每人每月 0.16 美元和 0.13 美元； 

 (k) 通过拟议的二级和三级医疗机构的偿还方法； 

 (l) 同意对“基本急救”和“高风险区”标准的修订； 

 (m) 批准医疗支助部门“服务收费”的定义和偿还标准； 

 (n) 核可经修订的空中医疗后送与前方外科单元的一级、一+级、二级、

二+级和三级医疗设施和设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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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08 年特遣队所属装备问题工作组和秘书处的建议 

项目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秘书处的意见 

1. 全面审查特遣队所属装备

的偿还标准 

核可文件 A/C.5/62/26 的附件一.A.2(主

要装备）、附件二.A.2(自我维持）及附件

三.A.2 和 A.3(医疗支援服务）所列新的

偿还标准 

建议核准 

2. 特遣队所属装备偿还标准

的未来三年期审查模式 

通过经修订的使用实际费用数据计算的

特遣队所属装备偿还标准的未来三年期

审查模式（载于附件一，A.5） 

建议核准 

3. 特种装备：㈠ 主要装备新

物项；㈡ 提高门槛值；㈢

修订”特例”定义 

㈠ 核可附件一.C.2 主要装备新物项和

新类别的偿还标准；㈡ 同意将”特例”

主要装备的门槛值从 500 美元提高到  

1 000 美元；㈢ 批准对”特例”定义的

补充 

建议核准 

4. 将主要装备作为超储部署

的标准 

核可按照《谅解备忘录》附件 B所批准的

数量将主要装备作为超储部署的标准从

10%增加到 20% 

建议核准 

5. 综合培训处提议的部署前

培训方案 

批准综合培训处提议的部署前培训活动

大纲 

建议核准 

6. “办公房地”项下的自我

维持标准 

同意修订“办公房地”类别下的自我维持

标准 

建议核准 

7. 特派团因素评估决定表 批准对特派团因素评估决定表的修订 建议核准 

8. 增加特遣队人员娱乐假津

贴 

核可将军事特遣队/建制警察部队成员娱

乐假津贴天数从 7天增加到 15 天 

建议核准 

9. “福利”项下自我维持标

准及列入 “因特网接入” 

同意对自我维持子类别“福利”项下标准

的修订，并将“因特网接入”列为一个自

我维持的子类别，偿还标准为每月每人

2.76 美元 

建议核准 

10. “基本消防”及火警检测

和警报能力 

核可在外地特派团提供 “基本消防及火

警检测和警报”能力的标准和偿还标准，

分别定为每人每月0.16美元和0.13美元

建议核准 

11. 二级和三级医疗机构的偿

还方法 

批准拟议的二级和三级医疗机构的偿还

方法 

建议核准 

12． “基本急救”和“高风险

区” 

同意对“基本急救”和“高风险区”标准

的修订 

建议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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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秘书处的意见 

13． “收费服务” 通过医疗支助部门“收费服务”的定义和

偿还标准 

建议核准 

14. 医疗支助设施(单元医疗

概念) 

核可经修订的空中医疗后送与前方外科

单元的一级、一+级、二级、二+级和三级

医疗设施和设备清单 

建议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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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执行 2008 年特遣队所属装备问题工作组建议所涉经费估计数 

服务或项目 估计数 估计总数 

 (美元) 

每年经常费用  

1. 特遣队所属装备偿还标准总体提高 

 2.7％X(905 822 060 美元：主要装备 521 659 710 美元，自

我维持 384 162 350 美元） 

 (以截至2008年 1月31日草拟和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依据)

24 457 196

2．娱乐假津贴 

 =86 855 名部队/警察人员 X8天 X10.5 美元 X2 次轮调 

14 591 640

3． 特派团因素-和平进程参与者以外身份不明派系的敌对行动

(此次仅联黎部队提出请求) 

652 119

4．因特网接入 

 =86 855 名部队/警察人员 X2.76 美元 X12 个月 

2 876 638

5．基本消防 

 =73 243 名部队/警察人员 X0.16 美元 X12 个月 

140 527

6．火警检测和警报 

 =73 243 名部队/警察人员 X0.13 美元 X12 个月 

114 259

7．二级医疗机构：联黎部队 2个，联苏特派团 1个 

 1． 中型软墙野营装置(50 人）=649 美元 X12 个月 7 788

 2． 中型硬墙野营装置(50 人）=896 美元 X2X12 个月 21 504

 3． 活动浴室(50 人）=162 美元 X2X12 个月 3 888

 共计 33 180

执行2008年特遣队所属装备问题工作组建议所涉年度经费估计总数 42 865 659

非经常费用 

8．主要装备超储增加 

 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15 556 738

 联苏特派团 10 555 106

 联黎部队 7 111 332

 共计 33 223 176

执行建议第一年所需经费估计总数 76 088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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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关于 2011 年特遣队所属装备问题工作组在进行三年期审查

时是否应把《特遣队所属装备手册》的数据用作国别费用

数据的决定 
 
 

会员国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会员国已提供国别费用数据 

  - 是 对于未提供任何国别费用数据的所有类别，请填入《特遣队

所属装备手册》第八章的数据 

 

  - 不是 不要填入《特遣队所属装备手册》的数据 

 

2. 会员国未提供国别费用数据 

  - 是 请填入《特遣队所属装备手册》第八章的数据 

 

  - 不是 不要填入《特遣队所属装备手册》的数据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用印刷体) 

职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员国受权代表)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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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维和部/特派团/国家/序列号 

附录 2 至附件 C 

 

  部队派遣国/警察派遣国根据“福利”和“因特网接入”自我

维持子类别所提供的物项清单 
 
 

国家：_______________ 

 

福利 

福利物品应对总部和分散单位/次级单位的所有特遣部队开放 

福利品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物品： 

设备 物品 数量 备注 

视听娱乐器材 DVD   

 VCR   

 电视   

 电脑和电脑游戏   

健身器材 可装卸秤锤   

 练习机   

团体运动器材 足球   

 橄榄球   

 棒球   

个人运动器材 网球   

 乒乓球   

 羽毛球   

 墙手球   

图书馆 书籍   

 期刊   

 棋盘游戏   

其他器材(与特遣队文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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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网接入 

设备 物品 数量 备注 

因特网接入设备    

计算机    

杂项设备 网路摄影机   

 麦克风   

 扫描机/印刷机   

适当的保养(上述设备的备件

和宽带） 

 

  

特遣队所属装备核查组在评估部队派遣国/警察派遣国遵守“福利”和“因特网接入”子类别

的标准情况时，遵循合理、灵活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