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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文函 

1 9 8 7 年 2 月 2 7日 

纽约 

联合国 

审计委员会主席 

依照财务条例笫11。 4条的规定，谨送上经我核定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6 

年决算.财务报表是由财务主任编制的.并经他核证无误的， 

这些财务报表的副本亦已送交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顺敎最崇高的敬意. 

执行主任 

詹姆斯‧格兰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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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7 年 6 月 2 2日 

纽约 

联合国 

大会主席 

谨送上执行主任提出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包括贺卡业务）1 9 8 6 年 1 2 月 

3 1日终了财政年度的财务报表.这些财务报表已经过审计委员会审核，其中附 

有委员会的审计意见. 

另送上审计委员会关于上述决算的报告一份. 

顺敎最崇高的敬蕙. 

加纳审计长 

兼 

联合国审计委员会主席 

纳尔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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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联 合 国 儿 童 基 金 会 



一 、 1 9 8 6 年 1 2 月 3 1 日 

终了年度的财务报告 

导言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谨此提出儿童基金会19 8 6 

年 1 2 月 3 I日终了年度决算的财夯报告，其中包括六张财务报表和十张附表. 

2 . 儿童基金会的财政制度在"儿童基金会政策：组织和工作方法概览"(E/ 

I C E F / 6 7 0 / R e v o 3 ) 内 有 所 说 明 。 另 外 ， 1 9 8 6 —1 9 9 0年中期计划 

( E / I C E P / 1 9 8 7 / 3 ) # 1 9 8 6年的实际数字同以前计划的I 9 8 6年数字加 

以比较，并说明今后的财务预测.财务报告详细说明了 I 9 8 6年儿童基金会各 

项活动的财务结算.下面各段摘述各主要部分. 

收入 

3 . 1 9 8 6年儿童基金会收入共4. 6 3亿美元.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政府在 1 9 8 6年都向儿童基金会提供捐款.这笔收入计为一般资源 

a 99亿美元，朴充资金1. 6 4亿美元.其中包括主要是为非洲紧急情况作出的 

紧急捐助 3 2 0 0万美元.儿童基金会收入按传统资金细目分列如下： 7 5 % 

(3。 48亿美元）来自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I 19%(8 90(Î5"笋元）来自筹款运动、 

贺卡所得和私人捐 M l不到 1 % ( 2 0 0万美元）来自联合国系统和 5 % ( 2 4 0 0 

万美元）为杂项收入，包括以新汇率重新估计资产和负偾价值.从私人来源得到 

的收入中，包括体肓界援助运动所得800万美元，一般资源和补充资金各为400 

万美元. 

4。 1 9 8 6年儿童基金会的支出共4. 3 7亿美元.其中，用品、设备和运 

费1。 85f乙美元，非用品援助（培训补助金、项目人事费和当地费用）1。 4 1 亿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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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及方案支助 6 6 0 0万美元.其余支出为行政事务费，共 4 5 0 0万美元。扣 

除各国政府对地方预算费用的捐款和预算中其他收入后，外地一级的方案支助费和 

行政事务费的净额分别为5700万和4200万美元. 

5。 I 9 8 6年内，捐助者提供了价值1400万美元的实物捅赠，由儿童基金 

会交付各项目.在这笔总额当中，意大利政府提供了一笔400万美元捐款，供在 

1 8个非洲国家和 7个中美洲地峡区国家执行免疫方案和有关活动之用。这些实 

物虽然经由儿童基金会的行政机构处理，但并没有登记在儿童基金会的财务帐目内. 

信托基金 

6。 与儿童基金会执行局核定的承付款项无关的信托基金没有列入儿童基金会 

.:务帐目的收入和支出项下.这些基金主要是用来支付儿童基金会在可偿还基础 

上代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采购的货物和提供的劳务的费 

用 ， 1 9 8 6年儿童基金会收到的这类信托基金的现金和认捐款额为5600万美 

元 . 信 托 基 金 项 下 的 付 款 和 偾 « 4 1 0 0 万 美 元 . 

备付流动资金 

7。 儿童基金会没有法定的储备金，也没有受权可以借款.因此必需要有一 

笔现金来支付一年之内现金流转方面出现的暂时差额，以及一般赘源的预计年度收 

支与实际年度收支之间的差额.儿童基金会的政策是谨慎地保持一般资源最低可 

能的现金余額，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收到的一般资源，这项政策也规定可在必 

要时用朴充赘金现金余额的50%来暂时增强一般资源的清偿能力，直至对规划作出 

义、要纠正为止， I 9 8 6年底的厍存现金总额( 1 . 26Î乙美元）包括儿童基金会备 

付流动金5900万美元，由一般资源现金（1600万美元）和补充资金现金余额 

( 8 6 0 0万美元）的半数构成. 



8。全部现金 1 . 26亿美元（其中还包括信托基金的未动用氽额）都存入儿童 

基金会有业务活动的大多数国家的第一流银行.这笔现金存款包括计息定期存款 

I亿美元和银行活期存款 2 6 0 0万美元，活期存款中有许多也是计息的.儿童基 

金会的厍存现金总额包括1300万美元限制在捐助国用于采购和作其他当地开支之 

用的货币.这笔氽额较往年略多.发展中国家捐出数额相当大的不可 À换货币 

用于购买疫苗和必需药品.儿童基金会在接受这些货币方面非常节制，视是否有 

可能在短期内全数用完而定.预期不会发生累积过多用不完的问题. 

方案承 付款项 

9 . 1 9 8 6年期间，执行局为儿童基金会与之合作的1 1 0个国家的儿童方 

案以及区域和区栩间项目核准总额为2. 4 8亿美元的新方案承付款项.此项总额 

包括由儿童基金会一般资源提供的承付款项8500万美元，和执行局认为值得支持 

而列为"核定待筹经费"并由 1 9 8 6年认捐补充赘金资助的项目经费1. 6 3亿美 

元. 

1 9 8 6年和以后各年的展望 

m 1 9 8 6年 1 1月，在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上，9 0个国家政府向儿童 

基金会1 9 8 7年一般资源认捐共计1. 3 2亿美元.许多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以本国货币向I 9 8 7年认捐的数额较1 9 8 6年为多.过去经验显示，往后 

几个月还会认捐更多数额，各国政府向1 9 8 7年儿童基金会一般赘源认捐的数鞠 

估计可达2L 4 7亿美元.按实际价值计算，比 1 9 8 6年的政府认捐数额增加 

5。 7% • 

11,连同非政府来源的预期捐助、贺卡业务收入和补充赘金，预测I 9 8 7年 

总收入将达4。 4 8 亿 美 元 . 1 9 8 6年由于汇率变动以致收入激增，同样的憒况 

预料不会在1 9 8 7 年 再 度 友 生 . 1 9 8 8— 1 9 9 0年期间，收入的名义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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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假定为5 支出与收入将以同样的比率增加.一般资源厍存现金到 1 9 9 0 

年将增至相等于收入的I 0 %, 预计补充赘金的现金结存将咯有增加.因此， 

赘金流通情况将足以应付儿童基金会今后的财务需要而有氽'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执行主任 

唐姆士‧格兰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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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导言 

1。审计委员会，按照大会1 9 4 6 年 1 2 月 7 日 第 7 4(1)号决议的规定，审 

核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包括贺卡业务在内 1 9 8 6年 1 2月 3 1日 

终了年度的决算. 

2 。审査工作系依照《联合国财务条例》第^"二条及其附件的规定以及联合国 

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外聘审计团所米用的共同审计标准进行的.审査 

工作在纽约儿童基金会和贺卡业务总部，日内瓦、哥本哈根，以及泰国和坦籴尼亚 

联合共和国等地的外,办事处进行‧ 

3 . 在审査年度内，审计委员会仍旧按照一贯作法，向行政当局汇报每个具体 

项目的审计结果和提交载有详细意见与建议的管理信件，这个作法极有助于同行 

政当局保持经常对话， 

4 . 以下是我们在审査当中发现的最重要的事项。我们已同行政当局讨论过 

这些事项，并在本报告中酌情载列行政当局对这些事项的反应， 

建议摘要 

5 . 兹将建议采取的正行动按照优先顺序列述如下： 

(a)应当审査由补充资金提供经费的方案的一些做法，特别是：一般赘源 

的暂时调拨、登记收入的时间、支出超出承付款项和支用的捐款超出支出等.应 

当检査这些做法，以便决定他们是否符合儿童基金会执行局核准的政策、基金规定 

的其他政策和同捐助者签定的协议.不当的做法应当停止，和/或应当重新拟订 

政策，使他们更能配合有效的项目执行系统的需要，修订后的一套政策应当送交执 

冇局J 

(b》应当审査和适当地修订财务汇裉的政策、指示和做法，以便更清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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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列出基金业务的财务结果和财政情况，特别是关于筹揞方案资金和方案执行 

情 ^ 

(c) 应当处理和矫JE由于儿童基金会和儿童基金会采购和装配中心(采购 

装配中心）会计制度不同所继续迨成的问题，以便把决策误差减至可以接^的 

限度内； 

(d) 应当把儿童基金会的帐目同贺卡业务枨目分开，目,平在起草的财务 

条例也应当规定这种财务汇报方齒 

(e) 在儿童基金会的密切合作下，审计委员会应当把1 9 8 6年决算的审 

计范围扩大，以便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会计余额和消除1 9 8 6年财务报表 

中不予认可旳项目；扩大审计范围需要增加经费；在开始进行扩大审计之前， 

儿童基金会I 9 8 7年所作的调整，凡与1 9 8 6年和以往各年决算有关者， 

都应^t当地登记，以便方便决定调整是否恰当》 

(f) 与《财务条例和细则》不符的会计和预算做法应当停止， 

行政当局的答复 

6 . 1 9 8 6年决算审计期间，可以明显看出，儿童基金会的一些会计程序和 

相关的会计政策需要理清，特别是补充资金的供应.行几次高级别会议，会 

上议定，由于1 9 8 6年的审计工作范围有限，外聘审计员和行政当局无法在规定 

的时限内，就某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获致协议.行政当局同意，为会计汇报的目的, 

1 9 8 6年度的某些帐目氽额应当重计，然而，仍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以便制 

定双方都能同意的帐目余额，因此，它们同意不对I 9 8 6年财务报表发表意见, 

7 . 1 9 7 6年，儿童基金会从补充资金得到收入达 1 6 5 0万美元. 1 9 8 6 

年，从这项资金来源得到的收入高达SI. 6 3 8亿美元，几乎增加十倍，对任何銪 

织来说，儿童基金会也不例外，业务如«：增将会严重地加重组织和人力资源负担. 

儿童基金会的抉择是：把眼光、力量和资源集中用于制订和执行可行、有效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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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的方案执行制度.受惠国对援助的需要十分紧迫.延误的代价是无法计算 

的.审计委员会在本报告内提出的审计结果和建议及时提供了宝贡的投入，可供 

审査补充资源资助方案之用.这项审査的报告将于 1 9 8 8年送交执行局• 

审计结果摘要 

8。 根据各国政府对补充资金1 6项认捐所作的审査，我们认为，在各国政府 

提供的补充资金项目下，汇报的1 9 8 6年收入多算$25366862» 4 0美元，而 

应收捐款和以后各年认捐和予收的胁别少报 8 924700(X 00美元和34613862>40 

美元. 

9 . 根据对会计事项所准有限的抽样审査，我们认为，汇报的1 9 8 6年方案 

开支少报4508513. 00美元.少报开支影响到有关帐目有：应付帐款、盘存和收 

入帐款. 

10.我们认为，表二所用的"资产超过负偾的溢额"标题容易引人误解，因为 

1 1 . 表四所列补充资金承付款坝未用氽顴251846203. 9 6美元少报 

1 7 7 4 2 0 0 0美元，即所用开支超出已承付款项的数额，截至 1 9 8 6年 1 2月 

3 1日为止，这项帐目应当仍有氽額269588203. 9 6 美 元 . 这 项 结 论 的 根 据 

是：我们对一份内部管理报告的审査和对会计项目所作有限的抽样审査.行政当 

局不能根据这些帐目向我们提出应列出的按项目分列的补充资金承付款项未用氽额， 

然而，我们认为，管理当局的报告是根据从财务主任系统数据厍所摘取的数据提出 

的， 

12。 表一所列1 9 8 6 年 1 2 月 3 1日终了年度来自收到捐款或认捎所得的总 

收入 4 1 6 8 7 6 0 0 2 6 1美元，是该年度扣除调整和注销 3 4 1 7 2 7 a 0 5美元后的 

净 额 。 因 此 ， I 9 86年度来自收到捎款或认捐的实际总收入应为42029327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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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儿童基金会开列表一的方法是：把该年度来自收到捐款或认捐的实际总收入 

扣除该年度的调整数和注销数，然后只把净额列入表一，而表一是汇报业务财务结 

果的基本财务报表.这种方法没有把实际情况说清楚，等于是汇报开支后的收入 

净额. 

13. 1 9 8 6年财务报表没有说明下列情况：表二和附表 4内所列本年度和 

以往各年应收捐款余额160074955. 2 3美元中，包括 1 9 8 2年和 1 9 8 3两 

年的认捐款 2 7 7 0 0 7 0 & 4 7美元 (占总额的 1 7 , 3% ) ‧ 

14. I 9 8 5年和 I 9 8 6年庆祝儿童基金会四十周年的开支，包括两个特别 

项目（体賣界援助和首届环球长跑），记入行政预算作为开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 

能査出3410678L 0 5 美 元 的 用 途 . 执 行 局 1 9 8 5年4月届会虽然讨论和提到 

庆祝活动计划，但该届会议以及I 9 8 6年和 1 9 8 7年的届会都没有提出如何筹 

措 经 费 的 问 题 . 1 9 8 5 年 1 2 月 3 1 日 ， 提 出 技 供 2 3 2 5 0 0 0 美 元 充 作 庆 祝 活 

动经费的承付款项文件，这样做违背了财务条例第4. 3条的规定，由于会计的 

细目结构不清，不能把这些开支分开，我们尚无法确知拨供承付款项和实付开支的 

全部数额， 

1 5 . 到年底为止，为了在各预算栏目、各类预算、某区域内各费用中心之间互 

相流用拨款，提出了 I 1 6份文件.这些流用款毛额达 I 6 0 8 4 5 0 & 0 5 美 元 . 

行政当局告知我们,从第 1类转为第 2类的流用净额为 1 2 9 1 7 7 9美元，仅占第 1 

类 拨 款 总 額 的 1 . 8 % . 

1 6 . 1 9 8 5年和 1 9 8 6年，利用订购单办法来订约提供外聘顾问和专家朋 

务，不签订特别服务协定而改用订购单，实际上要避过与处理特别Ji务协定有关 

的管制系统. 

1 7 . 儿童基金会会所项目，项目经理、顾问和秘书的薪金和津贴并没有列为专 

为此项目的核准的预#内的开支，而是当作经常行政预算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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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过去五年内，由一般资源资助的方案的平均执行率为80%,而由补充资 

金资助的方案的执行率仅为4 7 % . 执行率的计算方法是：方案开支除以规划数 

额,我们分析了一项国别计划，发现执行率竟达144%. 以美元计算，计划开 

支为 1 8 9 2万美元，而规划数额仅为 1 3 1 6万美元.由补充资金资助的计划的部 

分，执行率竟达 2 7 3 % , 这是因为从一般资源暂时调拨款项才遣成的. 

19.我们审查财务储备金时，友现一般资源年终现金余«仅占一般资源收入 

的5» 4 但补充资源年终现金佘额竟高达补充赘源收入的52. 4 %‧ 由于补 

充赘源资助方案的执行率很低，补充资源年终现金氽額达8600万美元.依照儿 

童基金会流动资金政策，这笔款额的半数（4300万美元）可供支助一般资源现金 

需 要 ^ . 

2 0。 我们审査儿童基金会总部的电子数据处理应用情况，特别是订正基本援助 

清单监测系统及其同财务主任系统的联系情况后，发现f线修订程序需要审査和修 

改 . 1 9 8 7 年 4 月 2 0日暂记帐户摘要出现24583687。 3 2美元氽額，这表 

示计算机程序存在错误.我们向行政当局强调，维持一个由两种独立来源进行增 

订的提支总卷宗，工作是十分复杂的， 

2 1 . 我们审査哥本哈根包装中心后友现下列情况： 

(a) 儿童基金会1 9 8 6年度财务报表附表6所列的包装中心在运用品余 

额 3 5 I 2 I 6 7 . 6 8美元内中,包括从 1 9 8 6年 1月 1日结转来的一笔氽额 

6 0 8 3 6 a 7 8美元,后一款額内又有 4 3 8 5 3 & 0 2美元为 1 9 8 5 年 1 月 1 

日以来一直未偿付的氽額.由于用品从供应商运交包装中心的时间不大可能 

长达两年，所列在运用品氽额包括的款项应列为予付供应商的款项较为适当I 

(b) 至年底为止，尚待实验室检验或者检査后认为不合格的物品价值为 

1758406. 75美元,这些扣留的商品目f[不能用于包装业^i 

(c) 关于如何收受超过订单数量的交货，没有书面的政策规妇根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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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项采购订单进行的检査，发现送货多从超出4单位到1309000单位不符, 

以美元计则从(X 4 8到 6 5 0 0 0美元.这种做法对基金的财政资源和仓厍资 

源都有不良影响‧ 

(d) 在收到品质管制报告之翦即支付补充存货的贷款。过去六个月内， 

发现商品不合格但尚末追回付款的款额共达20165& 2 0 美 元 ； 

(e) 表二和附表6内所列的用品，没有依照关于平均和实际费用之间累计 

差异的明订会计政策计算价 « 1由于 1 9 8 6年初友生递送问题，共达 

124686。 88美元的价格差额没有记入儿童基金会帐目； 

(f) 由于会计错误，存货帐目少报和予算开支多裉的事例有I 9起，总额 

达125160L 08美元；在审査儿童基金会和包装中心材料存货氽额核对过程 

所作的调整时，我们发现总额达28482CX 96美元旳调整不合规定j 

(g) 年终的存货截止程序作业不当，导敎少报存货20968 92. 14美元和 

方案开支及其他帐目多报的情^ 

由包装中心传àlUL童基金会的数据应由包装中心验证，因为现行程序 

效率太低》设计付款和预算管制制度所选用的办法不合迩辑. 

22.我们审核一个外地办事处后，发现下列情况： 

( a )在对政府提交儿童基金会的年度报告（ 1 9 8 2年至 1 9 8 5年）作 

出分析后，我们发现，尽管分发的疫苗数量增多，利用百分比反而减少；政府 

官员告诉我们说，不用10剂装管瓶，改用2 0剤装管瓶是麻瘆疫苗损耗量较 

高的原因之 1 

(bj我们审査供水和卫生项目后发现尽管项目没有设备组成部份，而由政 

府提供设备，物质指标仍能以惊人的速度达成，这种情况强烈显示出，既然各 

国政府明显表示出它们本身具有执行项目的能力，援助应转向其他领域提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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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9 8 5年 I月至 I 9 8 6年 1 0月间，原订将在1 9 8 5年和 I 9 

8 6 # ^ 察 的 6 7个区当中，实际上仅视察了 1 4 个 区 , 1 9 8 6年 1月至 1 0 

月 间 ， 1 9次外地视察中仅有7次的目的是项目监测. 

2 3 .我们审査贺卡业务 1 9 8 6 年 4 月 3 0日终了的宣传活动年度的决算和儿 

童基金会1 9 8 6 年 1 2 月 3 I日终了年度的决算后犮现下列情况： 

(a) 在编列1 9 8 6 年 4 月 3 0日终了的宣传活动年度的收入报表时,由 

于各项支出的类别改动很大，以敎列出的帐目同以往各年大不相同.尽管财务 

报告指出，以往各宣传活动年度的收入报表已重新编列，使其与现用收入报表 

格式一致，但由于改变了送交货品费用、销售净额和业务开支等组成部分，这 

样做还不够.财务报表的说明含有一些错误； 

(b) 日内瓦和纽约两地的办事处对三种会计项目釆用了不同的会计程序î 

(c) 截至1 9 8 6 年 4 月 3 0日为止，虽然日内瓦办事处由于退货调整和 

损失注销，上一年存货的帐面价值净额为 0 ,但存货毛损 1 1 2 1 5 2 8 8美元的 

数目不小，应当在财务报表中加以说明； 

(d) 1 9 8 6 年 4 月 3 0日止，一笔275000美元的应计开支未附说明 

用途的文件，似乎承付理由不当！ 

(e) 把投入文件送进存货管理系统有5至7 2天不等的延迟，以致存货现 

况报告出现错误和不正常的余额，并使截止日期的存货和负偾帐目出现少报的 

情况； 

(f) 三个生产中心新采用的存货会计程序未列出正确的帐目氽额；各生产 

中心收受货物的现行会计程序效率很差； 

(g) 1 9 8 6年 5月 1日至 1 2月 3 1日，从日内瓦办事处运往纽约办事 

处的物品，并没有全部入帐，因此，存货和应付帐目都有少报的情况J 

^对从日内瓦办事处直接运往纽约办事处收货人的物品，还没有制订出 

标准的会TO序；因此，收货人的存货和有关的估价帐目都有少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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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控制 

关于补充资源认捐欵项方ia—的会计 

2 4 . 财务报表所附的重要会计政策概述公布了儿童*金会就补充资源认捐款规 

定的会计政策，根据这项政策，记入帐目的收入是已收到的当年资金和认捐敎， 

已收到的以后年厪的认捐款则被当作递延收入，记作 "皿认舰" , 

2 5 . 我们按照这些观定的政策审査了 1 6项补充资源认祸款，其总额为想65, 

743, 4 3 ^ 14.审査结采撒述如下： 

1986平收入 递延收入 应收捐款 

按帐面计算 $ 6 5
 7 h 3 "58.11 $39 15^ 190.58 $12 3^2 2U7.53 $51 h96 U38.U 

辦 计 计 # 60 7U5 U38.ll 13 787 528.18 U6 956 109.95 60 了" U38.ll 

多报（少报 ) $ 5 000 000.00 $25 366 862.UP $(3U 613 862.U0) $( 9 2U7 000.00) 

2 6 . 甶于在应用会计政策和指示方面出现失误，1 9 8 6平的补充资源收入多 

报 2 5 3 7万美元，到1 9 8 6年 1 2 月 3 1日为止的递延收入结脊少裉3 4 6 1 

万美元，剁1 9 8 6年底为止的应收捐款结仔也少报9 2 5万美元，应收捎款帐 

户少裉的数额是1 9 8 6 年 1 2 月 1 0 日 收 到 的 2 6 4 5万美元总认捐数甲没有记 

帐的1 4 2 5万美元，减去1 9 8 6平 1 2 月 3 1日过早碉认、到1 9 8 7 平 2 月 

2日才收到的 5 0 0万美元，由于行政当苟声称儿童*金会一直遵循不变的补充 

资源捐款和收入会计程序，因此，我们为了确定上述失误对1 9 8 6年和 1 9 8 5 

年相应帐户的最终影^，不得不在审计过程中追溯剁 1 9 8 4平和 1 9 8 5年，并 

且增加了所审査的1 9 8 4 年 、 1 9 8 5年和 1 9 8 6年会计项目， 

2 7 . 行政当局釆用的会计作用在确认收入的时间上f有很大氽地会计学承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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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项目是在一段时间内友生的，1â是，为了在处埋闳类会计项目时买现整齐划一 

并尽量减少报帐中的失误，会计学注；t每个会计项目过程甲的那个关鍵性业夯。这 

个关键性业务一旦发生，会计竽便碉认该会计项目已经友生并且可以入帐。 

2 8 .以下几个例子表明 1 9 8 6竽行政当局在诃时确认补充赘源收入上所体现 

的灵活性概念。 

(a) 行政当局说：何时确认收入井不能以协议中规定的项目开支分期方法为依 

裾,1 9 8 6年，儿童基金会从某捐款政府收到四项补充资源认捐款，总额为 

3 0 9 0万美元。关于其中三项认捐款(总额为 4 4 0万美元），《把捐款分配 

给收入和预收的收入时，采用了支出分期方法。行政当局说犮生这种例外情况是 

因为已同捐款国政府商定采用分期方法。然而，对于其氽2 6 5 0万捐款却没有 

采用分期方法。行政当局觯释说，这是因为捐款国逋过电话犮釆了不同的指示。 

其中只有1 2 2 0万美元被记入1 9 8 6年补充贅源收入，寿外1 4 3 0万美元没 

有记帐。行政当 ^将此归因于 "疏忽 "。 

(b) 1 9 8 6年 1 2月 5日从某捐款虚政府收到 6 6 0万美元的补充资源认捐 

歜，儿童基金会与该铕款国所签协议的附件现定这笔资金为1 9 8 7年和 1 9 8 8 

年所需。儿童基金会将整个这笔资金记为 1 9 8 6年获驭的补充赘金收入，ff不 

是记为预收的1 9 8 7竽和 1 9 8 8年认捐款， 

(0)曾经有两项补充赘源认祸歉，数额分别为8 0 2万美元和 2 0 9万美元， 

规定捐给多年度项目，儿童棊金会将两项认铕款的总额都确认为1 9 8 6平补充 

资源收入，正确的作法应当是将认捐数额分配给认捎所指定的三个竽度。这购— 

项认摘的协议附有儿童基金会向捎款国提交的项目建议，附件除包贪项目说明之 

外，还列明了各年度请求补充资助的款额.捎歉ID所签的协议并未改变附件甲的 

任何汆款，尤其是资助的使用年度，鉴于附件;I^L童蚤金会向捐款III媞出的建议 

并且是协议的组成部分，因此，通常的看法是，除非协议正文对附件的某一现定作 

：出明确修正，否则捐款国完全接受附件所列的汆款和汆件，就这两项认捐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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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基金会都没有遵守协议的多年性质。行政当局说，这是因为捐款阖没有说明 

捐款是捐给三个年度的，将认耦总颈确认为 1 9 8 6平补充赘源收入的另一氽理 

甶是：捅歉国是从其1 9 8 6竽预算中拔出这笔祸款的，我们可以理胖拔款年度 

对捐款国可能共有重要蒽义，伹不能理觯在儿童基金会确足将认捐记为收入还是记 

为预收认祸款时，拨款平度有诃关系， 

( d )上文第 2 6段提到的 5 0 0万美元补充赘源现金捎款是1 9 8 7 平 2 月 2 

日收到的，确认认捐的信函是第二天收到的，到1 9 8 7年 5月 8日为止，捐款 

国和儿童*金会尚未签定任何协议。因此，在 1 9 8 6竽 1 2 月 3 1日就确认一 

项直到1 9 8 7竽 2月才收到的认捐款，这是任何埋甶都说不逋的，尽管 1 9 8 7 

年 5 月 1 5日收到的一封信函说明该项捐款是捐给1 9 8 6平和 1 9 8 7年的，但 

是事买仍然是1 9 8 6年没有收到该项捐款，在年底确认该项捐款的依据是记录 

在案的三个说明，日期分别为1 9 8 7 平 1 月 2 0 日 、 2 3日和 2 8 日 ， 现 将 三 

个说明概述如下： 

H 1 9 8 7 平 1 月 2 0日的说明概述了捐款国政府和儿重基金会高级^员之 

间的讨论，关于可能提供的该项祸款，说明指出：捐款国愿尊向儿重*金 

会提供资助并要求在捐款 S财政竽度结束以前， 1 9 8 7平 3月 3 1日以 

前确定捐款的用途，捎款国要求提前切实确定捐欵的用途，因为不这样 

作是不正常的，以 1 9 8 7 年 3 月 3 1日作为确足用途的最后期限留下 

了充裕的时间，因为现金铕款是于1 9 8 7年 2月 2日收到的， 

(=3 1 9 8 7 年 1 月 2 3日的说明指出："如采得剁〔捐款国〕同；f并且于 

1 9 8 6年帐目截止以前收到ffi歉⋯⋯。〔儿童基金会一位高级官员〕决定， 

在〔捎款国〕J5J|捐助的5 0 0万美元甲，将 2 5 0万美元记入1 9 8 6 

年帐目，以减少超出一般赘源上限的开支(铕款将记为补充赘金），其 

氽 2 5 0万美元将作为1 9 8 7竽便用的补充资金"（着重线为萃文作者 

所 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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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记录在茱的最后一个说明指出，在该项捎款隶终锎定之1"，该项e 1986 

年供应提支暂时由一般资源支It, 

2 9 . 后两个有记录的说明表现了儿重*金会在执行补充赘源资坳项目方面的一 

种惯常作法，尽管本报告另一节论述方案活动问题，1S此处必须提出这个题目， 

因为它同1可时确认收入的问趫有重大的夫糸， 

3 0 . 按照儿童基金会的现行政策，补充资金承付款项是筹足贽金的.这蒽味 

着就筹集的每一美元承付款而言，帐目上都记有一美元的资产.但是，在上述案 

例以及我们在中期审计时审査的一个案例宁，儿童基金会蜇时从一般资源中筹菜承 

付款项并着手执行项目.很据这种皙时安排，当最后收到认捐或现款时，承1t款 

项最终被转入补充资源。诅是，如果在 1 2 月 3 1日翦收不到认捐款或现金，这 

种晳时安排就造成一个问题，由于执行局孩定该项目接受补充资坳，因此必须在 

1 2 月 3 1日前筹集同补充资源相®的承1t款项.11是，根据筹足资金原则，不 

可能筹巢补充资金承付款项，克服这一困难的办法是在决定1可时确认收入时采驭 

灵活的方式， 

3 1 . 行政当局说，为了补充党後国的友展舍作方案，于1 9 7 0年正式镧立了 

补充资源资助项目这一概念，从那时以釆，儿重*金会为此种项目收到的收入已 

超过 1 0亿美元.在这个总额中， 7 1乙多美元是由捎歉 m跤府认捐的，行淤当 

^指出，要管理这笔巨额资金，儿童基金会显然必须刺订某些政衆和程序，以妥善 

进行会计、报告和控刺工作，行政当屙说，从1 9 7 0平至 1 9 8 6年，儿重蚤 

金会在补充资金收入的会计处理方面执行的政泶始终如一.其方式与一般资源会 

计方式相似，即在收到切实认捐之后才确认从某辋款固政府处得到的收入，如果 

捐款国明确要求将这项收入记作几个平度的收入，那么儿重S金会将照此办埋.只 

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将收入递延， 1 9 8 6平也始终^一地采用了这种补充资金收 

入会计处理方式,然而，行政当局说，当它在审计过程中更伃细地¥査文件时， 

便犮现在某些案例中，表明捐款国对收入记帐的.愿望的适当丈件并不脊在。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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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不滑楚在处理经常收入和递延收入方面采用的是1可种程序. 

3 2 . 行政当局指出，补充资金收入款项之巨大表明儿重基金会同捐款国建立了 

密切的联系并满足了捐款国的需要和要求，同捐款国的这种^切关糸对会计工作 

而言既有长处也有短处，长处是儿童基金会fê够根据捐款国的需要记录和报眚收 

入和支出，短处在于，由于关系越来越扭、切，因此有时没有收到适当文件，因而 

无法证明儿童基金会始终如一地执行了那些没有见诸文字的政泶和程序，所以， 

行政当^坚信按照捐款国蒽愿处埋收入的办法是可以接党的会计方式，执行局 

曾几次提到并批准这一方式。 

3 3 . 行政当^逬一步指出： 

"执行局 1 9 8 5平5月会议审査了执行主任根据执行局1 9 8 3年的要 

求编写的'关于补充资金的报告"（（E/i:c，/l9857J; 2 ) . 执行局的 

讨论录明，各代表团希望该裉告全面说明同补充资坳有夭的所有程序和事项， 

因此，执行局作出以下决定："执行局1 9 8 6年会议将审议执行主任同行政 

和预算冋题咨询委员会协蔺之后編写的另一份裉告，在此之in应继续执行 

儿童基金会有关补充资金的现行程序，'（ V 1 9 8 5 Z 3 1 , E X I C : e p Z 1 9 8 5 / 

1 2 , 第 1 3 9段），该裉告（；E/ICEP7l986ZIi 2)概述了儿童蚤金会现 

行补充资金政策的起源和友展，并说明和审量了有夭的程序和事项.执行主 

任的结论和建议得到行：M咨娄会的审置及衩可以及执行局的批准，报告还重甲 

了关于补助资金的现行政策和程序，" 

3 4 . 此外行政当局还说： 

"总政策提供了儿童基金会补充资金程序的埋论S础以及指导方针，在此基 

础上，业务程序不断发展，以便切买可行并同政泶相一敎，整个补充资金工 

作开始并结束于外地一级。外地工作人员根据执行局批准的计划和政策逬行 

计划筹蚤、执行、监测和评价.受援国政府同儿童*金会国冢办亊处协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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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计划建议，其中包括一般资^赘坳以外的投入，这些额外投入象经芾性 

项目一袢提交给执行局裣量、审査和蚤案，一旦可以逋过补充资金提供赘金便 

开始执行，额外能力是母子方案的组成邵分.因此，正如孩定待筹经费项 

目是整个国别计划的组成邵分一样，补充资金捐款也是整个国别计划资金的一 

鄧分，这些捐款并不 ; ^ Lt*金会以捐款国代埋人的身份所捋有的资源。 

儿童*金会接党的这些捐款是它本身资源的一鄧分，它并不作为收菓和支付 

机构来管理这些捐款，实行这些概念涉及到一些裉本性和实质性的爭项（例 

如，计划供应品的所有权、衩利转栘、保险、祯^和遗失的补充、支配、儿重 

基金会保险储备的利用、财政管理、会计和预算編制（参,： 

1 9 8 6 A 2 , 第 1 3 段 ） * " 

3 5 .行政当局还说： 

"儿童基金会的计划目标、计划工作（包括一般资源和补充贲金资坳的舍作) 

规划以及儿童基金会能力（包括质的能力和量的能力）观划都作为一个整体釆 

筹蚤、审査和批准并以兒全相同的程序加以管理。其中大邵分都童基金 

会国别计划办法的组成部分.裉据这一办法，儿重^金会为每个舍作ill.冢制 

订5竽国别计划，需要补充资金的成分被作为整体的一邵分，中期计划的目 

的是协助执行局审査计划舍作政泶，向执行局提供必要的资科，以1吏就财夯计 

划、新计划承付款项、业务活动、预算、人筝以及f理等作出决定。在执行 

*制订和审査中期计划的时候，计划中就一般资源、补充资金、收入、承付款 

项、预算和开支所作的相互夫连的预测显示各组成部^^之间的最佳平衡状态， 

这种状态能便儿童基金会最有效地利用其资源和能力.（参看：E/ICEPZ 

1986/Ii 2 , 第 1 6 段 ） . E / I C E P X 1 9 8 6 X ^ 2号丈仵，特别是其甲的 

% 1 3段，强调了一般资源资坳项目和补充资金资助项目在程序上的平等。 

1 9 7 3竽，执行局批准了一项建议即如来某捐歉II为已有承付款项的某经常 

计划的成分拨款，那么可以从该承付，款项中取出与捐款相等的数额，用于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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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冢执行某"核定待筹经费"项目。根据上述原则，现将由一般资源和补 

充赘金资助的承付款项禾支出氽额以相间方式列入彔四、而不列入资产负愤录。 

赘产超出负愤的$ 272 959 090. 50也按资金来源明列于彔四，不得作任 

何其他曲觯。 " 

36. 行政当局提出，从业务活动的角度釆看，当一些项目已经取傅一定势头时， 

停止执行这些项目并不一定取得良纾的成本效益。虽然我们尚未碉定这一点，徂 

行政当^的观点很可能是正确的。然而以会计手段觯决业务活动的问趲并不是圆 

满的答案，正如关于计划活动的一节所说，我们建议重新彻魇审S整个补充资金 

业务领域，以便对政策作出适当修改。 

会计工作流程 

3 7 . 我们对补充资源认捐会计工作菰程的审量表明，会计管制溥弱，因为帐务 

科没有参与这项工作。行政当局同蒽，必须使帐务科參加补充资源认捎的会计处 

理工作流程，以确俅正确执行观定的会计政策和指示， 

转回计划开支 

3 8，在 1 9 8 6竽底结帐时，未付时运送费和运输费衩记方负愤，并由1 9 8 6 

年计划开支中作了相应的支出，诅是，在同次结帐宁，对1 9 8 6平已犮生有效 

计划开支$ 6 041 301. 28作了转回，结呆少裉了当平的开支。 

39.行政当局觯释说，转回这笔开支的原因是需要祗销由于奇本哈裉供应处 

(包装中心）将1 9 8 6平厲尚未运输的货物记作计划开支ffii多裉的1 9 8 6年计 

划开支约6 0 0万美元。我们在包装中心所^的审计量明，多裉的数额仅为 

$1 532 7 8 a 2 8 , 因 此 ， 1 9 8 6年计划开支少报敎额为$4 508 5 1 3 , 

行政当埼同蒽，表一所列的计划合怍开支以及表二所列的应it帐款都偏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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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未动用的补充资源承付款项一资产负债表的格式 

4 0 .捐铪补充资源的款项是牿别指定画家和用途的,可由执局的指定备案方法加 

以区分。因此，补充资源的使用是有限制的，限制载列于捐助国和儿童基金会签 

订的协定中。 

4 1 . 由于补充资源承付款项只有在筹足全部经费时才据出，表二资产栏内列有 

—笔相当于截至1 9 8 6年 1 2 月 3 1日为止的未动用的补充资源承付款项总额 

251 8 4 6 2 0 3 .96美元（儿童基金会数字）。不过，表二并没有公布各项限 

制。相反，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之间的差额却列为"资产超过负债的溢额"。我 

们认为，这小标题会使人误解，因为所谓"溢额"并不表示这些资源可以自由使用 

于捐助者在协定中所指定的以外的用途。为了适当的公布这项限制，表二的结余 

款项郁分应该将213 3 0 8 5 3 5 . 6 5美元列为"限制用途的结余款项，可用于执 

行由补充资源资助的方案的未动用承 付款项"。须收补充资源捐款的余额 

38 5 3 7 668.31美元，应该列入表二的负债部分。行政当局同意审查现有的 

财务损表格式以便使损表、附表和附带的说明用途增加。 

未动用的补充资源承付款项——按项目开列的项目 

4 2 . 表四所列的未动用补充资源承付款项总额251 846 2 0 3 . 9 6美元，是 

减去超出所提出的有关承付款项支付的补充资源方案开支17 7 4 2 0 0 0 , 0 0美元 

的数额。这些方案的超支数额不应该从未动用的补充资源承付款项总额 

2 6 9 5 8 8 2 0 3 . 96美元中扣除，因为儿童基金会执行某一捐助国资助的指定用 

途补充资源项目的承付款项不能以另一捐助国资助的外一补充资源项目超支来弥补。 

既然儿童基金会已收到认捐款269 5 8 8 203.96美元，打算用于补充资源资助 

的项目，就必须按照协定明白的规定，或者整笔用于指定用途的项目，或者偿还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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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或者同捐助画谈判新的用途。因此，行政当局应该重新说明所报道的截至 

1 9 8 6 年 1 2 月 3 1日为止未动用的补充资源承付款项余额269 5 8 8 2 0 3 . 9 6 

美元，并在所有受影响的财务报表中作必要的更正. 

4 3 . 根据行政当局说，补充资金提供资源以执行执行局"备案"的项目。这 

些项目是从一般资源资助的项目的扩大.换句话说，根据行政当局说，如果一般 

资源有足够的资源，这些项目应该由一般资源提供资金。根据行政当局说，19 

7 3年执行局核可一个概念，即如果捐助国指定用于某一经常方案内的组成部分的 

捐款已经由某一承付款项支付，则从承付款项中可以释放一笔同等数额的款项，用 

于执行同一国家内的一个"备案"项目。行政当局又说，我们的分析所根据的并 

不是儿童基金会正式帐簿的一部分，而是一份管理报告。最后，行政当局通知我 

们说，承付款项负差是因为把开支记入所开列的承付款项以外的项目造成的。 

4 4 . 虽然第5号损告的确不是一份财务损表，但是它是以财务司长的系统数据 

库取出的数据为基础编写的。此外，第5号损告提供比表五更多的详细资料。很 

可能在数据结算的过程中，同一受惠国的承付款项结余正数扣减结余负数。 

收入和以往各年调整数 

4 5 . 我们审査1 9 8 6年财务报表表一和附表1揭露，自附表1转入表一的数 

额并不等于1 9 8 6年所列的认捐实际总额。差额 3 4 1 7 2 7 2 . 0 5 美 元 包 括 

以往各年认捐数的调整数和取消数。在附表1,这些调整数从该年内收到的或认 

捐的捐款总额中减去；因而，只将净额转入表一。我们注意到， 1 9 8 4年和 

1 9 8 5年各有类似的调整数和取消数2 8 1 6 4 7 6 . 2 7美元和 8 954 370 .17 

美元，显示这些调整数和取消数很大。 

4 6 . 我们建议，在该年内收到的认捐实际总额应该列在主要损表中而不应该列 

在附表里，以往各年调整数应该在开支部分之后，作为一小单独项目列入同一损表 

里。虽然这些调整数过去是以同样方式开列，行政当局向我们保证，它将研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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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建议，确保与其他资产调整数的会计处理一致。 

应收捐款一本年度和以往各年 

47 .本年度和以往各年应收捐款年终余额包括1 9 8 2 年 和 1 9 8 3年认捐数 

2 7 700 7 0 8 . 4 7美元（占帐目结余的 1 7 . 0 3 % )。 这项数额之中， 

25 103 8 1 6 . 8 1美元（占帐目结余总数的 1 5。68% )是 3个捐助国的应收认 

捐款。我们对每一个捐助国的帐目分析结果如下。 

(a) 到年终为止，捐助国A本年度和以往各年认捐款应交数额为IS {82 700.00 

美 元 ， 虽 然 1 9 8 6年收到 1 9 8 3年和 1 9 8 5年的认捐款，尚未收到1982 

年对一般资源认捐余额7 965 0 0 0 . 0 0 美 元 ， 此 外 ， 自 1 9 8 4 年 1 2 月 3 1 

日以来，这项I 9 8 2年余额没有改变。 

(b) 到1 9 8 6年 1 2 月 3 1日为止，捐助国B本年度和以往各年认捐欠款达 

21 394 813.75#7&» 在 1 9 8 6年，捐助 S交纳该年度认捐数额的 2 6 % 

不 过 ， 1 9 8 6年还没有收到1 9 8 2 年 、 1 9 8 3 年 和 1 9 8 5年尚未付清的认 

捐夂款总额11 416 4 4 2 . 1 1美力 

(c) 到年终为止，捐助国C本年度和以往各年认捐欠款达27 3 0 8 534.27 

美元。在 1 9 8 4和 1 9 8 6年之间，捐助国在各该年度内付清对一般资源的所 

有认捐数额。不过，到 1 9 8 6年 1 2 月 3 1 日 为 止 ， 1 9 8 2年和 1 9 8 3年 

的一般资源认捐款尚欠6 027 7 2 3 . 2 7 1 1元。此外，自 1 9 8 3年年终以来 

尚未收到该年度认捐款的任何款额。 

4 8 . 1 9 8 6年财务损表没有适当公布当年度和以往各年度应收捐款帐目组成 

部分的现况。财务报表的说明虽然讨论了尚未付清的认捐款的组成部分，但只就 

用途加以讨论。财务损表和所附的说明都没有公布两笔应收捐款12 266 524.85 

翁 和 1 5 434 183.62美元分别属于1 9 8 2年和 1 9 8 3年的认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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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 我们又确定，捐款拖欠过久，因为儿童基金会已经付了款。例如，到 

1 9 8 6 年 9 月 3 0日为止，已经付出3 077 058.00美元，这笔数额应由捐助 

国尚欠的1 9 8 2年认捐款 3 312 0 0 0 . 0 0美元支付。该捐助国 1 9 8 2年和 

1 9 8 3年认捐的 1 1 5 0万美元之中仅收到4 241 750.00美元，而儿童基金 

会已经支付8 3 0 万 美 力 

5 0 . 我们建议，行政当局也同意编制一小应收捐款帐龄附表，作为财务损表的 

组成部分。不过，该附表不应该公布捐助国的名字。编制这个附表不需额外工 

作，囡为定期编有类似的报告供内都使用。 

儿童基金会和贺卡业务帐目合并 

5 1 . 除了一般取消都门间‧和其他相互往来,之外，儿童基^ ^和贺卡业 

务截至1 9 8 6年 1 2 月 3 1日为止的帐目按下列方式合并： 

(a) 1 9 8 6 年 4 月 3 0日终了的运动年度贺卡业务在日内瓦和纽约赚得的合 

并收入净额为2 2 4 0万美元，列入表一，作为 1 9 8 6年 1 2月 3 1日终了的会 

计年度儿童基金会所赚得的一般资源收入的一部分； 

(b) 到1 9 8 6年 1 2 月 3 1日为止贺卡业务资产负债表帐目结余与到同一曰 

期为止有关的儿童基金会帐目结余合并在一起； 

(e)不过，从1 9 8 6 年 5 月 1 日 至 1 2 月 3 1日贺卡业务收入和开支帐目结 

余，经过调整后，分别重新开列为递延收入和递延费用，并照此列入表二 囡此， 

贺卡业务1 9 8 6年后八个月的业务结果没有显示在表一。 

52 .因为儿童基金会会i"!溯间是历年而贺卡业务则为4月3 0日终了的会计年 

度，儿童基金会财务报表，实际上是为两个不同的期间编制的，有两个不同的结 

帐日期。虽然这项传统的财务损表编制方式公布为儿童基金会一项既定的会计政 

策，我们在一般公认的会计标准中并未找到这项政策的根据。基于这个理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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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贺卡业务帐目与儿童基金会帐目合并并未合理地说明整个儿童基金会的财 

务状况和业务结果。此外，由于贺卡业务是一小商业性企业,而儿童基会会是一个 

一般政府形式组织，这两个组织的会计衡量的基本目标必然是不同的。因此它们 

的会计标准在若干方面也是不同的。 

5 3 . 到1 2 月 3 1日为止贺卡业务帐目与儿童基金会帐目合并,需要贺卡业务到 

到该日为止进行适当的结帐程序。这是贺卡业务在 4月 3 0日运动牟度终了所 

进行的经常结帐程序之外的另一个结帐程序。在这方面，我们要指出,我们在年度 

终了审计所发现的贺卡业务帐目结余的大多数差错，是由于贺卡业务12月31:日结 

帐程序方面的缺点所造成的。为了满足1 2 月 3 1日结帐的各项要求，贺卡业务将 

要制订另外的程序，如果它的帐目没有同儿童基金会的枨目合并就不需要这样做。 

5 4 . 我们建议，行政当局应严肃地审议提出两套不同的财务损表的新方法,并在 

目前草拟的财务细则中为这种提出报告的方式作出规定。行政当局同意这项建议, 

M说,必需等待执行局在其 1 9 8 7年会议上要求的对外关系结#9F^、包括贺卡业 

务的现况研究的结果，才作出决定。 

代办釆购储备金 

5 5 . 设立代办釆购储备金是作为从代办釆购业务收入支付工作人员费用的意外 

开支准备金。有关的会计指示规定，这个帐户应于历年终了时结清。不过，我们发 

现，该帐户年终结余有700 000美元，这意味着它已经从临时储备帐户变成一项 

长期储备帐户。我们也发现，没有向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这项储备金的 

设立，该帐户的目的和限制没有按规定清楚确定。最后，该帐户的结余没有适当地 

公布在表二里，囡为它列入应付帐款和其他未清偿债务的结余中。 

5 6 . 行政当局决定修改会计指示，以反应帐目中必须维持足够的资金，确保由 

代办釆购业务收入支付的工作人员费用自行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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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基金会四十周年纪念 

执行局的行动 

5 7 . 执行局讨论儿童基金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筹备工作的结果，在1 9 8 5年 

4月常会上设立了一个工作Mo 同届会议上，该工作组提出一份报告，并由执行 

局加以注意。 1 9 8 5年会议记录没有任何有关或者是各面代表或者是行政当局 

捍及筹措整年纪念的经费问 I 如下文第6 6段所述，行政当局将在执行局下一 

届会议提出四十周年纪念的全部帐目。 

预算规划和审査委员会 

5 8 . 1 9 8 5年7月9日预算规划和审査委员会记录显示一名高级官员通知委 

员会说，，周年纪念将需要约200万^:的预算。委员会因此请该高级官员提出详尽 

的支出概 I 

5 9 . 1 9 8 5年12月9B'即,在最初向委员会提出所需筹措经费之后五个月， 

该高级官员建议，应该提出一项 2 0 0万美元的杂项承付费用文件，由1 9 8 4 — 

1 9 8 5两年期的预期节余来支付。在 1 9 8 5年 1 2 月 1 6日的会议上，委员 

会同意提出承付费用文件由1985年预算来支付，但以委员会审查预算要求之后 

这笔数额可以加以调整为条件. 

提出的杂项承付费用文件 

6 0 . 1 9 8 5年 1 2 月 3 1日，提出了一项2325000 美元的杂项承付费 

用文件，该数额比预算规划和审査委员会所核可的数额多出325 0 0 0美元.于 1 9 

8 5年 1 2 月 3 1日提出杂项承付费用文件，结果把它记入1984 — 1 9 8 5 年 开 

支预算，但把它记入1 9 8 6 — 1 9 8 7年预算开支将较为合逸 令人遗憾的是, 

1 9 8 6 - 1 9 8 7年预算没有编列周年纪念的经费，因此，于 1 9 8 5年 

1 2 月 3 1日这小时机掸出杂项承付费用文件的目的,是利用1 9 8 4 - 1 9 8 5年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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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余。 

6 1 . 可能除了 6 948 . 5 0美元之外，到 1 9 8 5年 1 2 月 3 1日为止对杂项 

承付费用文件的 2 325 00唉元没有任何未付的合法承付款氣 H此，根据财 

务条例是4. 3的规定，年终应注销超过200万美元的结余数额。 

6 2 . 在 1 9 8 6 年 1 月 2 7日会议上，预算规戈咪审查委员会，年纪念的预 

算减至1 340 000美元'不过，原先的杂项承付费用文件并没有作相应的修改。 

此 外 ， 1 9 8 6 年 8 月 2 2曰，委员会主席为周年纪念核可额外资金，特别是首届 

环球长跑经费571 9 2 0美元以及一笔 2 S 0 0 00美元的意外开支准备金。 

财务管理 

6 3 . 根据我们审计的结果，我们摘要列出四十周年纪念财务管理的方式如下。 

1 9 8 6年预算规划和审査委员会 

核可款项 

1 9 8 5和 1 9 8 6 ^ 项 承 付 费 

用文件提出的总额 

行政预算的开支： 

首届环球长跑 

体育界援助 

其他活动 

共计 

$2 161 9 2 0 . 0 0 

S 3 135 4 2 7 . 2 7 

$1 20 6 187.74 

925 84 4. 69 

1 2 7 8 645.62 

$3 410 678.05 

64 .由于行政当局没有预期必须•适当的会计基础结构以确保关于周年纪念 

的开支和承付款项得到有效的监测和计列，我们没有把握是否能够确认所有支付 

的承付款项和开支。以上摘录的数额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才得到的，囡为很不容 

易看出交易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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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6 5 . 根据以上的审计结果，我们擠出下列各项建议，行政当局«示同意： 

(a)行政当局应向执行局提&一项要求事后核可的周年纪念所花的财务资源总额; 

m行政当局应向执行局提出四十周年活动、包^"届环球长跑和体育界援助的 

所有收入和开支的全部损告； 

(c)行政当局应审査其预算和会计做法，以便行使更有效的管制并确保遵循有 

关的财务条例和细则。 

行政当局的答复 

6 6 . 行政当局通知我们，因为执行局已经核准规划和执行周年纪念的各项活动, 

囡此也假定已经授权利用I 9 8 4 — 1 9 8 5年预算的节余，虽然不是明文的授权。 

在这方面，我们要指出，事后的核可原可在执行局1 9 8 6年4月会i义上莸得。行 

政当局又通知我们，在执行局1 9 8 7年会议上，执行局主席和行政和财务委员会 

主席已莸悉外聘审计员的意见。最后，行政当局向我们提出保证：今后，每当有重 

大财务影响的活动授权时，它将向执行局征得具体的拨款。行政当局目前正在编 

制四十周年及有关活动的全面帐目。 

体育界援助和首届环球长跑 

6 7 . 与四十周年纪念有关的两项重大特别活动是体育界援助运动和首届环球长 

跑,为此，已分别同乐闭：援助信托组织和首届环球长跑公司筌订了合同。虽然同乐 

团禝助信托组织的合同还没有签署，但有一份用户电报概要说明双方的协定。协 

定规定体育界援助各项活动的支出将由赞助捐款和入场费的收入来支付。不 

过，根据协&开支超过收入将由儿童基金会支付。我们发现，虽然收入足够 

支付开支，但至少已有925 844 .69美元的开支记入儿童基金会的行政预算。 

6 8 . 1 9 8 6年 9月 1日，为设立循环基金——特别活动（首届环球长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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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一项会计指示.根据该指示，商业性收入将用于匀支特别活动的组织和行政费 

用，筹款收入将记列为一般资源收入.从体育界援助帐户将一笔总额700 0 0 0 

美元转入这个怅户，这是违反上述两项协定的规定的。此外，总都开支共计 

153 101 ‧ 1 7美元已记入该^支付。 

6 9 . 根据我们的审计结果，我们擭出下列建议： 

(a) 按财务条例6.6和6.7的规定，行政当局应向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 

会报告循环基金的设立，明确说明基金的用途和限制； 

(b) 7 0 0 000美元转帐款应该转回； 

(c) 体育界援助帐目的结余3 648 0 0 9 . 3 3美元应该在 1 9 8 6年财务损表 

中适当公布. 

7 0 . 行政当局通知我们，由于这两项特别活动成为四十周年纪念的一都分，它 

们将列入周年纪念的全部帐目。此外，行政当局向我们提出保证，根据执行局 

1 9 8 7年4月会议所核可的儿童基金会新的财务条例，将为设立循环基金征得适 

当的授权，储备金帐户700 000美元将暂时保留，直到全都帐目完成为止，屆时 

将加以调整。 

预算控制 

要求增加资金和年底转拨资金 

7 1 . 到年底共提出了 1 1 6份转援文件，涉及总额为$16 094 506.05(毛 

额）的分配款项的转拨。转拨范围包括预算项目之间、类别之间以及地区内和地 

区间各费用中心之间的转援。 

7 2 . 在儿童基金会预算控制主要由各费用中心负责。但我们注意到，在ISO 

小费用中心中，有4 5个中心在未捍出增加资金要求之前就已经超支了。 超支金 

额后来由总郁转拨的资金抵销。这种作法削弱了费用中心一级的预算控制，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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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将转拨必要款项来抵销超支。此外，转援次数多显然表明，核证人未能有效 

地控制分配款项，核证人监督不够。最后，这些年底转拨手续给总都的一些部门 

增加了不必要的工作。 

7 3 .我们建议行政当局釆用儿童基金会预算手册中规定的预算控制过程和程序。 

我们提出下列较为具体的建议： 

(a) 不应容忍费用中心在未提出增加资金要求之前即行超支的作法； 

(b) 年底转拨资金以抵销费用中心超支不应成为一小自动的过程； 

(c) 应更有效地对核证人进行监I 

7 4 . 行政当局同意这些建议，并说预算科在对分配款项损告最后状况进行彻底 

分析后，将通知预算规划和审査委员会哪些费用中心的开支超过其分配款％ 为 

了澄清说明，行政当局指出，从第1类到第 2类的转拨净额为$1 291 7 7 9 , 只 

占第1类分配款项总额的1 . 8 %。 

未分g£储备金 

7 5 . 设立一个称为未分配储备金的费用中心，以便提供法定加薪所需资金。但 

是这一费用中心成了一个暂记帐户，其他费用中心多余的分配款项都转入该中心，并 

从该中心将增拨款项转拨到超支的中心。我们通知行政当局，这种作法违背了建 

立未分配储备金的目的。我们被告知这一费用中心有三项功能：保管未分配资金， 

保瞢执行局核准的储备金，作为一小清算中心来满足转拨资金的需要。 

7 6 . 我们建议，应将执行局核准的储备金一如 1 9 8 6年留出的用于抵销人 

事费法定增长的坊660 00 0——分立出来，以便充分说明、监督和损告储备金的 

使 用 情 & 行政当局对此表示同意。 

未清偿债务——未付清的订购单 

7 7 . 1 9 8 5年和以前各年发出的所有未清算订购单都于1 9 8 6年 1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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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日结# » 但我们检査了六份并无法定承付款项的订购单以确定相应的经费是 

否根据财务条例4,3转回一般资源。由于在寻我有关交易的线索方面有困难，审 

计抽样的规模很小。 

7 8 . 1 9 8 5年为第 1和 2号订购单支付的款项是直接从 1 9 8 5年预算而不 

是从有关未清偿债务中支出的。因此， 1 9 8 5年的开支多报了，到 1 9 8 5 年 

1 2 月 3 1日为止的未清偿债务表中有 $ 1 0 1 3 6 . 7 4并不是未付法定承付款项。 

应在 1 9 8 5年底取消这两份订购单，有关经费应转回一般资源。但是，如下段 

所述，这些未清偿偾务被用来抵销囡其他费用中心订购单造成的超支。 

7 9 . 1 9 8 6 年 为 1 9 8 5年发出的三份订购单付出的款项比有关未清偿债务 

的未付额多出波2 0 7 6 。32。 多余的数额从第 1号订购单的余额中支出。此 

外，在 I 9 8 6年还为一份未清算的 1 9 8 5年订购单——我们抽样的第六演单 

— 支 付 了 $ 1 0 1 6 0 。 由于该订单只有$3 6 7 4 .42的未清偿债务结余，付出 

的款超支了 $ 6 4 8 5 . 5 8 o 为抵销超支，开出了一张转帐凭证，将有关款项转入 

第2号订单的未清偿债务结余。这些作法起了在各费用中心之间转拨资金和在两 

小两年期之间转拨开支的作用。 

8 0 . 根据调査结;^我们提出下述建议： 

(a) 应要求核证人定期分析未清偿债务的«性，这将确保帐户中只保留有效 

债务，并在必要时取消或改劫债务。 

(b) 帐务股外地办事处的和核证人应审査长期未清算的未清偿债务。 

(0核证人应向帐务股提交一份证明，证实财务年度结束时各帐户所报告的未 

清偿债务数额正确应取消已失效的债务并根据财务条例 1 1 0 . 9上缴有关经 

费》 

(d)应停止用其他费用中心和/或其他周期的未确定订购单来抵销超支的作法。 

8 1 . 行政当局通知我们，审查债务是一项很费时间的工作。过去未能有系统 

和有效地处理这项工作；但在年底或两年期结束时作出了牿别努力。行政当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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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必须由核证人重新证^#帐户中所剩债务的 ‧性；它通知我们，正在对内都 

控制程序进行审査以改进预算控制。 

充 作 劳 M 同 的 订 购 单 

82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提请审计委员会注意它对儿童基金会使用订购 

单雇用外界个人和机构提供服务一事进行调查得出的结果（ 

工 . 2 ,第 3 3段）。在期中审计期间，我们发现两起此类事件，一件发生在纽约 

贺卡业务，另一件发生在儿童基金会总都。我们向行政当局表示，我们对使用订 

购单雇请专家和顾问的作法尤感不安。 

8 3 . 根据咨询委员会的要求，我们扩大了年底审计的范围，对1 9 8 5 和 1 9 

8 6年签发的订购单进行了更多地抽样审査.下面概述了我们调査的结I 

(a) 签发订购单以征聘外界服务。根据现有指示规定，征聘外界服务应签发 

一项特别服务合^ 

(b) 1 9 8 6年签发的五份订购单，用于支付参加体育援助特别活动人员的每 

日津贴和起站终站费用； 1 9 8 5年签发的两个订购单用于支付顾问的每日津贴。 

(c) 1 9 8 6年和 1 9 8 5年各有 1 5份和 2 7份订购单未说明服务期限或提 

供服务的终结曰期。 

(d) 签发9份订购单以雇请一个人持续从事同样工作达九个多月之久。 

8 4 . 1 9 8 6 年 8 月 2 7日，行政当局发布一项指示，规定了签发特别服务合 

约的指导方针和程序，取消了使用订购单获得咨询和支助服务的作法。 

8 5 . 行政当局通知我们，它在1 9 8 4年根据预算规划和审查委员会的建议， 

决定可以用订购单征聘专业服务。此外，行政当局通知我们，虽然它已取消了用 

订购单征聘小人服务的作法，但它在征聘常设公司和机构服务时仍将这样傲。 

8 6 . 表格，特别是承付文件，如订购单和特别服#^约，是不可互换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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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表格有其编制方式，使得处理该表格的内定程序能够在处理有关交易时起到一定 

程度的控制作用。因此，如用表格处理一项并非其原定用途的交易，则其控制作 

用就不能得到发挥，因为原表格的内定控制系统根本不起作用。最后，我们希望 

提醒行政当局，根据现有指示，特别服务合约不仅可用于以其个人身份受雇的顾问 

或专家，而且也适用于承包机枸。因此，我们建议取消使用订购单征聘由个人和 

机构提供的顾问或专家服务的作法。 

儿童基金会大楼的人事费 

预算控制 

8 7 . 在其1 9 8 5年4月会1义上，执行局核准儿童基金会大楼1 9 8 4 — 1 9 

8 5年订正预算^ 5 970 8 0 0 , 1 9 8 6 — 1 9 8 7年预算 S 1 0 856 600。 

1 9 8 4 - 1 9 8 5年预算包括一笔数额为$206 0 0 0的人事经费，用于雇用一 

名项目管理员、顾问和秘书以及支付与项目直接有关的杂项费用。1 9 8 6 —19 

8 7两年期间，该项人事费#^为 $ 2 7 7 000。 

8 8 . 我们的期中审计表明，显然已在I 9 8 6 ^ 1 & 人 事 费 $ U 0 S10,但只 

用掉了^ 0 6 9 ,在损告之日还有 $ 1 0 7 4 4 1 尚 未 支 I 所猙告的开支肯定不 

对，因为我们知道项目昝理员和顾问在1 9 8 4年下半年受雇。 

8 9 . 扩大审计程序表明： 

(a) 项目管理员的工资和津贴充作经常行政预算的常设员额支出； 

(b) 除 1 9 8 6年1月份外，项目秘书的工资和津贴充作经常预算的部分开支; 

顾问服务费和有关开支从一份未清算杂项承付文件中文出，该文件于1 9 

8 5年发出，用于支付1 9 8 5年儿童基金会大楼人事费； 

如 1 9 8 5年的各项开支均在儿童基金会大楼人事费分配款项中适当支出, 

则会超支$28 0 0 0 , 1 9 8 4 —1 9 8 5两年期就不会节余$6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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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如 1 9 8 6特项开支均从儿童基金会大楼分配款项中适当支出，分酉镦 

项就会超支。 

9 0 . 1 9 8 7年5月7日儿童基金会内都审计处就儿童基金会大楼一次性安装 

费提出了一份审计报告，根据该报告，为安装电线合同支付的 9 0 0和为安 

装灯光合同支付的S93 000在经常预算中支出，而未在儿童基金会大楼预算中支 

出。报告还提及项目瞥理员、顾问和秘书的工资和津贴从经常预算中支出，这符 

合我们上述调査结果。 

9 1 . 我f健议行政当局釆取措施，以确保有基本和正确的预算控制程序，并起 

有效作用。我们特别建议进行必要的订正，使这些开支iUL童基金会大楼的预算 

中支出，行政当局表示同意。 1 9 8 7年 4月份进行了订正. 

，案活动 

方案执行情况 

执行率 

9 2 . 我们根据1 9 8 2年 1 2 月 3 1日至 1 9 8 6年 1 2 月 3 1日的监测月报， 

按资金来源将年度方案支出与年度规划水平作了比to 现将我们的分析结果综述 

如下。 

一般资源 补充资源 联合国系统 共 计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1 9 8 6 8 8 4 5 60 83 

1 9 8 5 78 44 56 59 

1 9 8 4 80 40 4 1 58 

1 9 8 3 83 58 59 71 

1 9 8 2 75 51 80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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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 过去五年补充资源方案的平均财务执行率仅为47%, —般资源方案的执 

行率为 8 0 % 。 虽然1 9 8 6年一般资源方案的全面执行率为8 8 % , 但 有 2 4 

个方案的执行率低于5 0 % ，其中 9个方案完全没有执行。我们还观察到，几乎 

所有执行率较低的方案都是国别最高限额较低的小型办事处的方1 

9 4 . 行政当局告诉我们，由补充资源资助的方案进展通常比由一般资源资助的 

方案要慢。行政当局还指出： 

"根据目前的惯例，即使对于不分期付款的多年项目，在一年内收到的资 

金也都记作该年的收入。因此，补充资源的'已规划拨款，可能包括拨给今 

后数年的资金。由于在年底收到的资金也不可能在该年中支出，因而，执行 

率就亳无必要地变得更加不利‧‧‧‧‧‧‧‧实际上，支出是根据该年的收入总额而不是 

预计的支出判断的。儿童基金会现在将重新安排已收到的补充资源资金，以 

反映每年可能实际支出的预计款额。" 

9 5 . 行政当局指出，除了上一段提到的主要因素外，由补充资源资助的方案执 

行较慢还有制度上和程序上的原因。现就其中若干原因论述如下。 

(a)补充资源项目在获得资金保障后才作进一步修订；因此，笫一年的执行率 

都较低。 

0)) —般在第一年也不能得到政府的相对资金。 

(c) 补充资源项目往往由捐款机构的双边基金资助，这种基金往往有比较严格 

的规则，改拨经费比较难以谈判。 

(d) 由一般资源资助的项目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这意味着进展较慢项目的经费 

可以转拔给进展较快的项目，而由补充资源资助的项目则不能这样做，因为资金是 

指定用途，指定国别的。 

(e) 未对已完成项目结余的资金采取行动。这些结余资金或者交还捐款机构: 

或者同捐款机构谈判将结余资金转拨给其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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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对由于管理不当而财务执行率一贯较低的项目将进行调査，并采取适当的 

纠正措施。 

te)小型办事处一般只有骨干工作人员，它们往往缺乏灵活性，要到补充资源 

项目工作人员到达后，才能开展更多的补充资嫘工作。需要发生冲突时，一般总 

是补充资源项目遭受损失。行政当局已经设立一+委员会来调査这些问题。 

补充资源资金的利用 

9 6 . 在现行政策之下，由补充资源资助的方案整个执行期的资金一旦得到保证， 

即可开始执行。然后就可以提支并购买用品，而且甚至在实际收到现金捐款之前 

就可以聘用项目人员。我们在审査由补充资源资助的方案执行情况期间发现下述 

情况。 

(a) 在收到现金捐款之前已有支出，或支出款额超过已收到的捐款。如一个 

供水项目，捐款机构为在1 9 8 2、 1 9 8 3 和 1 9 8 4年执行该项目认捐S1150 

万 。 截 止 1 9 8 6年 1 2 月 3 1日，仅收到捐款S 4 2 0万，而项目开支已达^ 

8 3 0万。尽管行政当局已设法收取款项，但捐款机构尚未缴付1 9 8 3和 1 9 

8 4年应付的款项，数额分别为S 5 7 0万和 1 5 0万。在另一个项目中，捐款 

机构认捐了S 2， 030， 000，而支出总额为$ 2， 0 8 0 , 0 0 0。 

(b) 我们审査补充资源捐款累积汇总表时，发现一些补充资源项目已经收到资 

金，但执行率极低，或根本未执行。 

9 7 . 我们认为，所观察到儿童基金会的做法会具有下述风险： 

(a) 特别是在捐款早已付交之后，如果项目不按协议执行，会引起捐款机构的 

不满； 

(b) 如果项目执行远远落后于计划，捐款机构可能难以为尚未交付的资金重新 

编制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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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如果将某一特定的补充资源项目收到的资金用于尚未收到的资金的另一个 

补充资源项目，则后一项目认捐款项的拖延或扣支现象会危害前一项目。 

98.我们了解这些观察到的做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资金，并加速执 

行由补充资源资助的方案，但行政当局还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些做法可能引起的风险, 

并应该根据这些风险来评价现行的做法。此外，我们还提出了下列建议供行政 

当局考虑： 

(a) 应优先执行已收到资金的项目； 

(b) 应该建立一种制度来指导行政当局确定执行尚未收到现金捐款项目的先后 

秩序； 

(c) 应该进行严格管理，以免超支项目承诺付款。 

99.行政当局告诉我们，总部有一个司际小组正在审査补充资源方案和项目的 

程序、方案和执行问题。在收到认捐或现金捐款时比较现实地对项目作出重新安 

排，就可以比较适当地 •执行率。此外，行政当局指出，对由每个捐款机构资 

助的所有项目的执行情况都编制年度财务报表 行政当局指出，这些报表将有关 

项目执行情况的资料同收到的现金相联系，目的是促使捐款方面采取后续行动。 

基本 援助表的提出和修订 

1 0 0 . 按照现行程序，外地办事处向总部提交每一份项目提案必须附有一份基本 

援助表草稿。该表全面说明为项目整个期限核可的承付款额。收到认捐款时， 

财务管理司便提出表3 0 0，其中特别要说明必要的后续行动以及外地办事处提出 

和修订基本援助表的情I 我们的审査表明基本援助表没有编制。此外，我们 

发现，共有经费总额为$ 5 , 2 1 0 万 的 1 6 0 份 表 ， 3 0 0是外地办事处事后补交 

的订正基本援助表 这次审查表明，在涉及$ 2 , 4 4 0 万 的 8 8个案例中，订正 

基本援助表时没有考虑到表3 0 0所列的认捐款项。 

1 0 1 . 不提交或不修订包括认捐款项的基本援助表，会造成执行或监测问Mo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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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或修订基本援助表十分重要，因为在它被核准之后到修订之前，它就作为正式的 

基本管理文件，指导总部和外地办事处执行项目。我们建议应该遵循这一要求， 

行政当局同意这一建i义。 

方案支出一国别方案 

102.我们详细审査了一项国别方案，现将其1 9 8 6年底财务执行情况综述如 

下c 

一般资源 补充资源 

方案支出 想12 054 500 $ 4 677 200 

1986年规划数字 11 540 000 4 213 8 0 0 

超 支 

执行率 

604 500 $ 4 6 3 4 0 0 

1 0 5 % 1 1 1 % 

共 计 

$ 16 731 700 

15 663 800 

$ 1 067 900 

1 0 7 % 

103.然而，我们的审査表明本应作出下列调整： 

(a) 年终应计而后来在年终结束期间反计的$ 2, 187, 203. 6 6 是 1 9 8 6 

年方案支出； 

(b) 规划数字中应减去S 2， 500, 0 0 0 ,因为认捐款在 1 9 8 7 年 2 月 2 日 才 

收到。 

104 .如果作出这两项建议的调整，则1 9 8 6年终结时国别方案的财务执行情 

况如下。 

一般资源 补充资源 共 计 

方案支出 莊 1 4 241 700 $ 4 677 200 $ 18 918 900 

1986年规划数字 11 540 000 2 964 2 0 0 13 163 000 

超 支 $ 2 791 700 S 2 964 200 S 5 755 900 

执行率 1 2 4 % 2 7 3 % 144% 

- 3 7 -



105.我们在期中审计时向行政当局指出，在有些情况下，支出超过了财务规划 

数字。行政当局在答复中指出这是灵活调拨的结果，但以方案承付款项与全球承 

担能力为限。就上述国别方案而言，超过财务规划数字达$ 5 760 0 0 0 ,因而 

全面执行率为 1 4 4 % 。 然而，有关这一国别方案更加重要的方面是，我们的计 

算表明补充资源承付款项已超支s 2 960 o o a 即使儿童基金会的计算也表明 

超支 S 460 0 0 0。 这一具体实例表明，执行工作与经常重申的政策（即补充资 

源承付款项均已完全兑现）之间不相一致。 

106 .我们在中期审计时还提请行政当局注意关于补充资源资金筹措的政策声明 

和政策执行之间的矛盾。行政当局在 1 9 8 7年 5月 6日的答复中指出，"实际 

上，核定待筹经费项目的资金筹措自捐款机构承诺资助某一特定项目之时开始，，。 

在这方面，我们试图澄清"捐款机构承诺⋯.⋯'之时"一语的业务意义。我们在早 

先讨论补充资源认捐的收入承认时间时指出，此语不是指共同接受的一点时间，而 

是指长一个时期内的任何一点时间。比如，氣上述国别方案而言，在1 9 8 7年 

2月2日收到资金以前很久，于1 9 8 6年就从一般资源中拨出了临时拨款。所 

述"收入按已收到资金或认捐款项记帐"这一会计政策十分明确。为了在实施此. 

项政策时避免出现混淆，儿童基金会笫82/4号会计指示第2.微规定"收到资金 

或签署协定之时补充资金即兑现"。 

1 0 7 . 关于补充资源的资金和支出，将由于政策和指示同实际作法之间存在着矛 

盾，因此，我们建议行政当局全面审查关于由补充资源资助的方案的政策、指示和 

实际作法。 

1 0 8 . 行政当局给我们的答复综述如下。 

( a )回转 1 9 8 6年支出的 S 2 2 0万是错误的。 

0))将该项国别方案$ 5 0 0万认捐款记作1 9 8 6和 1 9 8 7年收入是征得 

捐款机构完全同意的。我们必须重申，截止1 9 8 6年 1 2 月 3 1日止，既无认 

捐，也未收到认捐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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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关于超支问题，行政当局指出，在国家一级，也必须在该国现有多年合作 

方案以及历年的实际和预测支出这一范围内来看待国别最高限额。此外，行政当 

局指出，个别国家最高限额都只是kl以确定儿童基金会资源用途优先秩序的管理指 

标。如果补充资源的临时拨款得到执行局的批准，那么行政当局就应该相应地修 

订政策声明。然而，由于实际做法与政策声明相矛盾，在执行局批准之前，行政 

当局应停止这种做法。 

(d)关于时间问题，行政当局同意，帐务科进行审査时将遵循现行的会计政策 

和指示。 

资金储备 

1 0 9 .大会 1 9 8 5年 1 2 月 1 8日笫40/238号决议要求审计委员会审査由其 

负责审计的联合国各组织的资金储备情况，根据此项决议的要求，我们在审计At 

基金会 r 9 8 6年帐目时审査了资金储备情况。现将审査结果综述如下。 

1 9 8 6年 1 2 月 3 1日 

可用于方案承付款的现有资金储备 

(百万美元） 

一般资源 补充资源 共 计 

现金和应收捐款 51.5 210.5 262.0 

减应收捐款 (35.5) (124.5) (160.0) 

年终现金结存 16.0 86.0 102.0 

加（减）流动金准备 43.0 (43.0) -

年终现金结存减流动金准备 59.0 43.0 102.0 

1 9 8 6年收入 299.0 164.0 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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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结存占1 9 8 6年收入百分比： 

现金和应收捐款 17.2《 128.4% 56.6% 

流动金准备前现金结存 5 . " 52.4% 22.0% 

流动金准备后现金结存 19.7《 2 6 ' 2 % 2 2 

1 1 0 . 儿童基金会1 9 8 6年 1 2 月 3 1日库存现金为$12, 500万，其中包括 

可用于方案承付款的现有款项S 10, 200万，均以不同利率存于全世界各地银行的 

定 期 存 款 和 活 期 帐 户 中 。 1 9 8 6年期间，儿童基金会从这些帐户获得利息$ 580 

万。 

1 1 1 . 儿童基金会的流动金政策规定，补充资源现金结存应有半数用以支持一般 

资源的现金需I 这一政策可能是使1 9 8 6年一般资源方案执行率达到8 8 % 

的因素之一。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种政策会对由补充资源资助的方案产生哪些不 

利影响，但行政当局向我们说明，现金可供量从来不是造成所观察到执行拖延情况 

的 因 素 。 然 而 ， 1 9 8 6年补充资源方案执行率仅为4 5 %。 

1 1 2 . 1 9 8 6年终一般资源现金结存（不包括补充资源二分之一结存所提供的 

缓冲资金）仅占1 9 8 6年一般资源收入的5. 4场，而1 9 8 6年终补充资源现金 

结存则占1 9 8 6年终补充资源收入的52« 4 %o 虽然我们了解1 9 8 3年终补 

充资源现金结存高达您11 300万元（占1 9 8 3年一般资源收入1 1 2 % )，到 

1 9 8 6年终，行政当局已将其降低到:I 8, 6 0 0万（占 1 9 8 6年补充资源收入 

5 2 % ) ,但仍需密切审査目前的情^ o 为 1 9 8 7年执行局编写的法定现金储 

备审查报告（ E / I C E Î - / 1 9 8 7 / A B / L 9，笫1 7段）指出： 

" 1 9 7 7年年终，一般资源现金结存共计S 7, 100万，这符合当时三 

个月支出的流动性指标。这笔库存现金的数额相当于一般资源收入的5 6 % , 

使执行局担心方案执行会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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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状况可能会使补充资源捐款机构和授援国批评儿童基金会补充资源方案执行 

偏 ^ 

113 .行政当局指出，执行局于1 9 7 8年核准的流动金政策基本原则是充分而 

谨慎地使用现^资源。行政当局指出，执行局根据为其 1 9 8 7年会议编写的资 

金储备文件，重申现行的流动性政策是适当的。最后，行政当局通知我们，将对 

有关一般资源资金和补充资源资金使用的政策进行充分审查，因为在1 9 8 8年将 

向执行局提交有关补充资源方案的报告。 

电脑业务和电子数据处理系统 

阶段的修订 

1 1 4 . 我们运用电子数据处理应用办法审査了经修改的基本援助表监测系统，特 

别是修订阶段的程序。我们分析第一次结帐（ 1 9 8 7年 3月 1 1日）修订表之 

后，发展1 7 9份记录数据不全，七份修订记录的总记录找不到了。 笫一次结帐 

所涉期间的3 5份记录已经订正，但第二次结帐期间（1 9 8 7 年 4 月 2 0日）仅 

订正一份记录，还有1 4 3份记录尚未订JEo 

1 1 5 . 我们从1 4 3份未订正记录中的6 3份记录査到暂记帐目汇总表，发现这 

6 3份记录中的支出总额为$ 911, 588. 3 1。 此外，在第二次结帐时，暂记帐 

户汇总表中结存$ 24， 583, 687. 32 。 

1 1 6 . 此后我们对3 5份经订正的修订记录的分析表明，说明1 4笔提支额的必 

要往来数据没有登记入在这种情况下，支出就不能与相应的提支额相符。 

1 1 7 . 我们建议立即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立即采取适当的纠JE措施。行政 

当局赞同应该迅速解决这些问题，并审査现行的程序，以确保立刻分析暂记帐户。 

维持提支款总记录 

1 1 8 . 基本锾助表确定了项目支出的最高限额，分列为用品和现金援助的提支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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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经修订的基本援助表监测制度是为了改进对提支的管制，并监测其状况和结存 

数 。 该 制 度 于 1 9 8 7年付诸实施时，规定方案司同财政管理司和供应司密切协 

商，对提支实行充分管制。 

1 1 9 . 然而，我们对提支总档案的修订程序进行审査后发现，虽然通常由方案司 

进行修订，但财政管理司仍保留修订机会。在财务上完成提支后，而且财政管理 

司因资金来源、捐款机构或全球援助项目鉴定发生变化而将现有提支款额划分数份 

之后，便允许该司进行修订。我们获知，为了使方案的支出总额与捐款机构相应 

的捐款额保持平衡，就必须将提支款分批登记。由于两个司均可以进行修订，我 

们提出了纠正由此造成的提支过多的责任问题以及确保项目和新提支款的组成部分 

得到基本援助表实际支持的问亂 

1 2 0 . 以制度方面来说，如果修订数据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釆源，维持提 

支总记录就变得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预见到一个来源的修订数据对另一 

来源的数据库和/或资料要求的影响，以避免双方工作人员和电脑耗费大量时间订 

正以前的修订数据并重新处理新的修订数据。此外，使两个司均能修订数据妨碍 

了加强对提支进 行管制的目机 

121 .我们建议，为了保持对提支实行充分有效的管制，提支总记录应仅由方案 

司进行修订。行政当局告诉我们，它将研究一项计划是否能够允许这两个司以两 

种不同的方式修订提支总记录，但仍可避免上述问题，此外，行政当局指出，它将 

审査自动调整系统的设计。 

122.最后，我们建议行政当局紧急审査分批登记提支款的目的。行政当局不 

应鼓励调整记录来平衡已完成项目的支出和承付款项。正式说釆，对捐款机构提 

出的报告应反映其捐助项目财务实际执行情况的帐目。过去的数据和实际结算余 

额，可作为方案司规划、监测和评价活动以及确定可能的项目的资金需求额的有效 

资料。行政当局告诉我们，它将在対财务司长系统进行一般审査时，审查提支款 

分批记帐的做法。 



哥 本 哈 根 的 供 应 业 务 

供应品采购、运送和付款系统 

供应品转运仓库 

123. 我们分析了 1 9 8 6年 1 2 月 3 1日的转运供应品帐目的56%的余额，并 

注意到以下情况》 

(a) 年底余额中有$608, 369. 78的总额是从年初结转过来的，其中有 

556. 0 2是从 I 9 8 5年 1月 1日以来一直没有清算的余额； 

(b) 在 1 9 8 6年的 S 7 7 6 , 309. 3 5 调 整 额 中 ， 有 8 8 7 . 12是前 

几年的矫正额，；8：516, 395. 81是双重记录的调整额。 

124. 我们建议彻底分析和审査转运存货帐目，以便从中抽出1 9 8 6年 1 2月 

31日截止实际上不在供应商和包装中心之间转运途中的货物。行政当局通知我 

们说，它将彻销二年以上的未清算项目，以保持帐目及时反映现况。我们重申我们 

的J€iL 

暂不分发的入库供应物品 

125. 依照现有的接收和入库程序规定，那些需要田实验室化验或由于现场估价 

认为无法接受的物品（又称为暂不分发的物品）须隔离存放。目前的程序还规定, 

尽管这些物品目前暂不分发供包装业务便用，但须登记于系统内作为存货的一部分。 

126. 截至1 9 8 6年 1 2 月 3 1日为止，暂未分发的货物价值为1,758,406.75 

占包装中心年底报告存货的7, 2 1 %。 我 们 建 议 ， 1 9 8 6年财务报表说明中应 

列出这一数额。我们还建议，行政当局也同意，暂不分发的物品应分别登iSc 

接受超额物品 

127. 在 1 9 8 6年 1 0月 8日尚未清算的 1 , 095宗订货单中，有321宗显示 

了负差，其主要原因是包装中心接受了超额物品。在我们审査的2 0宗订货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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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宗超额物品的数量从 4到 1 , 3 0 9 , 0 0 0个单位不等。以美元计，超额物品金 

额从;SO. 4 8至》 6 5 , 0 0 0 o有一次订货 1 8 , 0 0 0个单位，运交 3 6 , 5 3 4个单位 

比订货数额多出18, 5 3 4个单位或 1 0 3 %。 与有关人的面谈后发现，在接受超 

额物品方面没有成文政策。此外，我们还发现，付款制度不要求在开始付款程序 

前核对订货单与发票数量的吻合。这些接收和付款惯例对该组织的财政和仓库资 

源产生了不利影响。 

1 2 8 . 我们建议，行政当局也同意，为了加强采购、现金和仓库管理制度，应制 

订一项政策，规定关于超额物品的可接受的现金/数量限制，并应在付款前核对订 

货单与发票的数量。 

对不可接受的交付物品的付款 

1 2 9 . 补充存货的付款不需提出质量管制报告作为辅助根据。尽管质量管制科 

的调査结果不良，伹照旧付款的事发生过2 3 次 。 裉 据 抽 样 调 査 ， 1 9 8 6年10 

月 1 3日暂不发放的货物估价为S655, 8 7 4。 

1 3 0 . 我们建议，行政当局也同意，它将再审査现行作法，考虑是否可参照采取 

这样一种可行的办法，即,对于那些需要化验的物品，于收到质量管制报告后再开 

始付款的程序。 

收回不可接受的交付物品的付款 

1 3 1 . 关于交付后发现不可接受的物品的付款，觯决方法是：以可接受的物品替 

换，退款或从同一家供应商以后的送货扣款。未退款的事例有三起，所涉金额为 

$ 2 0 1 , 6 5 8 . 2 0 , 尽管扣发有关物品已有六个多月未分发。关于那些由其他儿 

童基金会办事处替包装中心付款而暂时扣发的供应品，我们和行政当局在核査付款 

时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有些情况下，将不可接受的交付物品的付款登录作亏 

损而注销。 

1 3 2 . 根据我们的调査结果，我们提交了下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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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立即着手索回S201, 658. 20 ,并考虑今后勿再与有关供应商进 

行交易； 

(b) 应请各有关儿童基金会的办事处在发货前对货物作一次独立检査，尤 

其是当所涉金额相当大时更应如此，并将结果转告给付款都门；不过，这一初 

步检査绝不得作为包装中心货物运到时不再进行例行检査的借口。 

133. 行政当局通知我们说，S20I, 658. 20款项是支付从某一国购买的货物, 

目前正在进行谈判中，以便供应商替换有关货物。田于行政当局说已有了所建议 

的初步检査，我们再建议颁发并传达一项指示，使这一做法正式化。 

标准物品的直接发货 

134. 关于供应商直接发运绐外地办事处的标准供应品，处理手续与包装中心仓 

库接收、包装和发运的供应品手续相同。因此，包装中心认可由仓库发运的货物 

自动征收的10. 6%的仓库管理费的收入，尽管由供应商直接发运的货物没有入库 

和包装。我们建议，行政当局也同意，应重新审査现行的关于管理费的适当性的 

指不 0 

存货估价和价格差异 

差价会计 

135. 存货成本会计手续是，按照平等成本和实际成本费之间的差额、存物转移、 

估价和价格变化、舍去零数和盘货差价调整供应品价值的。然而，到年底编制财务 

报表时，供应品帐目或已加上或已扣减这些价格的差额，因而使得帐目又变成未调 

整金额。这种供应品的估价方法不符合儿童基金会公布的会计政策，该政策规定 

包装中心的存货价值"按照平均成本和实际成本的累积差价调整"。 

136. 我们建议，行政当局也同意，它应当审査关于供应品估价的政策，特别是 

差价的处理问题。我们还建议行政当局应确定平均成本和实际成本的累积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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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行政当局认为差价数目相当大，则应在1 9 8 6年财务报表中进行必要的调整。 

因舍去零数而造成的差价 

137. 关于已包装货品因舍去零数所造成的差价的分类和记录方法，年度内未见 

一致的实行。 1 9 8 6年 1月至 9月，舍去零数被当成已包装好的存货帐目的标 

准成本的直接调整处理。从 1 9 8 6年 1 0月起,一切种类的批货均按差价帐目 

舍去零数。这样前后不一致情形造成年底需调节更多的帐目。此外，包装中心 

对差价的批货分类法与儿童基金会的方法不同，因此不可能逐笔调节帐目。 

138. 我们建议，行政当局也同意，它应审查已发现的项目分类和记录上的差别, 

并就一项比较适当的会计处理方法作出决定。 

儿童基金会未记录的差价 

139. 1 9 8 6年1月和2月的数据转递问题影响了关于已包装好的批货舍去零 

数的差价帐目。在这方面，我们观察到有些项目记录了两次，有些项目则裉本没 

有记 * o 儿童基金会的帐目，包括差价帐目或存货帐目，存有几项差价转递没有 

记录，所涉总金额为《!124, 6 8 6 8 & 1 9 8 6年在转递关于已包装好的批货和有 

关的帐目的数据方面利用了三种不同系统。尽管从1 9 8 6年 1 0以来一直便用 

的转递系统克服了困难，但儿重基金会祁包装中心的差价余额帐目到年底还是有 

8284, 017. 65-的出AP 

包装材科的会计 

140. 包装材科的会计手续规定，在收到折合纸箱时，应建立存货帐目。在发 

放材科用于生产时，即应将费用记入有关预算帐目中，存货帐目相应作出扣减。 

然而，有1 9次在收到折合纸箱时直接将费用记入预算帐目中，所涉总额为 

»125, 160. 08。这一误差导致存货帐目少报和多报预算支出。我们建议，行 

政当局也同意，应进行必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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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包装材科帐目的调节 

141. 有关方面一直在努力调节包装中心和儿童基金会双方的包装材科存货余额。 

这一调节工作是根据各次订货单进行的；1 9 8 6年调整总额达:$893, 125. 4St 

我们审查了这些调整项目，发现^^童基金会的总帐中有八条帐目无法在包装中心数 

据库中找到所裉据的订货单，所涉金额为S151, 435. 12。在总额为 

的1 6次调整中，虽发现到所根据的订货单，但物品说明却不是关于折合纸箱或包 

装材科的。我们建议，行政当局也同意*应当对调整进行审查，并应建立一项适 

当的调整追查制度，以便简化对每一项调整的适当性的审查。 

列为进入运费的供应品 

142. 我们昀核查发现，有五次供应品的付款记为运入运费。这些误差是发生 

在由儿童基金会其他办爭处为包装中心支付的款项中，所涉总额达想172, 8 2 2。 

在这些案件中，付敖数据都是先由外地办事处转递绐儿童基金会总部，然后再送往 

包装中心。 

143. 由于这些误差，对儿童基金会帐目的调节造成更多困t 我们建议，行 

政当局应调査所有的办事处是否已就仓库供应品付款的适当帐目问题收到充分的指 

示，如果还没有，那么行政当局应发出正式指示。行政当局通知我们说，包装中 

心与儿童基金会各外地办事处之间已有圆满的协调，误差（®I72, 822 )是偶然例 

外。 

存货截止程 g 

144. 现行的已编制好的记录装运报告数据的程序，自动地将编入数据的日期当 

成装运日期，而不是装运裉告上显示的日期。由于数据库提供的装运日期被用作 

年底决定仓库有没有发货的根据，在编入数据时的任何延误都可能对此产生不利影 

响。因此，实际已包装和发运的存货的截止程序不能以数据库提供的装运日期为 

裉据。为了衰验截止程序是否适当，我们从数据库中抽出了所有报告在19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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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I 2 月 3 1日已包装好并具有1 9 8 7年装运日期的批货订单。我们能够有把 

握说的是，有:Bil, 766, 455. 14的包装好的批货在帐目中被列为已在1 9 8 6年 

发运，尽管实际发运是在1 9 8 7 # * 这些误差造成了 1 9 8 6年支出的多报, 

年底存货则少报。作为调整的根据，我们谨提供以下细目： 

方案支出 S1, 147, 499. 28 

垫款代办的采购 617, 198. 16 

行 5 ^ 购 1, 757. 70 

总计 S1, 766, 455. 14 

145.我们核査年底应计帐目后发现，尽瞢有些供应品到1 9 8 6年 1 2 月 3 1 

日止尚未包装妥当，这些供应品（金额为 2 8 9 )还是认作方案支出入帐，这 

只是因为这些供应品附有1 9 8 6年的指定到货日期。这种预先认可和多报 1 9 

86年的方案支出导致少报或多报以下有关帐目r 

存货（资产） $330, 437 

运费回收款（收入） 19,826 

间接费回收款（收入） 35, 026 

总计 $385, 2 8 9 ~ 

这些年底应计帐目是按照一项现行的会计指示的要求建立的。 

146.根据我们的调査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a) 应在1 9 8 6年帐目中适当调整上文各段讨论的误差； 

(b) 应立即修订现行的会计指示； 

(c) 由于已编制好的确定装运日期的程序对帐目和截止程序精确性的影响, 

应当审查这一程序。 

行政当局接受了这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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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和装配工作的收入 

147. 在 儿 童 基 ^ 1 9 8 6年财务报表附表2中，报列有;56, 368, 256. 65 

是收回包装和装配工作的收入款项。这笔金额内，有;BÎ474, 856. 2 0是因差价 

四舍五入产生的收入，但这仅限于1 9 8 6年 1月至 9月期间，因为在 1 0月差价 

的分类和记录方法有了变仏 此外，报列的收入不包括1 9 8 6年包装儿童基金 

会各方案的批货的差价的四舍五入。 

148. ^们建议应在 1 9 8 6年帐目和财务报表中确定少报的数目并作出适当的 

调整。行政当局通知我们说,将在 1 9 8 7年进行适当的更正。 

出口包装的收费 

149. 根据对于垫款代办采购中2 2宗已包装发货单的抽样审计，我们发现已包 

装好的发货单、裝运报告、包装中心的数据库和儿童基金会总帐之间的出口包装收 

费各不相同。我们能够确定的一些原因如下, 

(a) 已包装的发货单上的数据是人工矫正的，没有在数据库中作出相应调 

整； 

(b) 从 1 9 8 6年 1 0月14日起，垫款代办采购实行可变出口包装收费 

率，伹是，只有到了1 9 8 7年订正数据转递电脑程序才接收转递可变的收费 

率；因此，儿童基金会总帐的数字与包装中心的总帐数字有出入； 

(c) 尽管纽约涂改的分录凭单对包装中心名称相同的帐目会有影响，但项 

目说明与所指出的差额没有关系。 

150. 我们建议，行政当局也同意，应调査造成已发现的差额的理由，特别是应 

调査彩响到财务报表的各项差额。在调査之后，应采取适当措施消除这些问题， 

并应按照帐目的要求进行调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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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项目的编 f 

151. 除了美元数额和帐号以外，建立儿童基金会总鄧的付款数据记录所需的数 

据是用人工从包装中心的数据库抄录的。既然大多数供转递的数据均存在包装中 

心的数据库内，因此我们建议，而行政当局也同意，应优先重视当局以电脑程序替 

代现行程序的计划。数据检索和转换的电脑化，好处是缩短程序，尽量减少误差, 

避免外部服务费用，腾出目前用于编号的人力.并确保在转递的档案和数据库中都 

作出更JEo 

转递数据的核实 

152. 由包装中心转递到儿童基金会的付款数据由后者核实。儿童基金会一发 

现误差，就将其转递回给包装中心，由包装中心核对编号表和原始凭单后更正误差。 

然后，将订正数据再转递回给儿童基金会。这种往返循环作业直到所有转递和再 

转递的数据都童基金会接受才终止。 

153. 我们建议，行政当局也同意，包装中心应在将数据转递给儿童基金会之前 

实行核实程序。核实程序应包括检查目前由儿童基金会发现的误差的标准。这 

一程序应碉定输入数据的精确性祁每一笔交易的单据类型的完整性，即使不能完全 

消除、也应尽量减少儿童基金会发现的无效记录。然而，我们建议，目前由儿童 

基金会实行的核实程序应继续保持，以此作为对包装中心的核实程序的优点和完整 

性的一次检查。 

付款和预算管制系统 

154. 在发展付款和预算管制系统时，行政当局和顾问一致选择主机微型备选程 

序作为这一系统的最后设计而不选择主机备选程序。根据所选择的程序，付款和 

盘存项目将从包装中心数据库的主机检索，然后，将这样得到档案向下输入微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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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从而建立儿童基金会需要的记录；然后由信使将载有这种记录档案的磁盘直接 

送交儿童基金会。 

155. 实际实行的付款和预算管制系统仅处理在微型机范围内按照儿童基金会要 

求的记录改变形式的存货项目。然后，记录档案又输回主机，通过曰内瓦转递给 

儿童基金会。付款项目是由人工编号程序处理的。 

156. 同电子数据处理工作人员和用户讨论后，证实所选择的程序是不符合遝辑 

的。我们建议，行政当局也同意，它将加强主机的检索程序，因为可在主机直接 

建立儿童基金会的记录档案。行政当局还通知我们说，这项工作将是高度优先项 

目。 

外地办事处业务 

1 57 .虽然在审计儿童基金会1 9 8 6年决算的过程中我们访问了两小外地办事 

处，但是我们未能及时完成其中的一份詧理信件，从而未能在本损告中纳入所提出 

的主要意I 因此，报告的这一部分只包括对一个外地办事处进行审计的结果。 

扩大免疫方案之下的疫苗 

分配、利用和冷藏链系统 

储存中的疫苗 

158.我们对政府提交儿童基金会的关于疫苗分配和利用的年度报告（19 8 2 

年至1 9 8 5年）进行的分析显示，虽然分配的数量增加了，但是疫苗利用的百分 

比却呈现出下降的现象。囡此，与此相关的储存中的疫苗的百分比上升了。 在 

同执行机构官员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们获悉，报告中提到的分配疫苗的数量和利 

用疫苗的数量 之间的差额为转入下一年的疫苗数和由于技术和效能方面的原因而销 

毁的疫苗数之和。虽然铪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没有提供这种细目，但是宫员们告诉 

我们，他们的资料系统可提供有关现有疫苗数量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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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9 . 我们建议并且行政当局也同意，当政府提出供应疫苗的请求或提出关于疫 

苗分配和利用情况的报告时，应当要求该政府提供储存疫苗的数板 这一资料对 

于准备有关的供应品提单是一种有用的投入* 

允许损耗 

1 6 0 . 虽然报告提到的疫苗差额具有上文提到的合成性质，我们还是询问政府官 

员，为何1 9
 8 4

年 和 1
 9
 8 5年报告的差额是麻疹疫苗标准损耗因素的两倍还多。 

我 们 被 告 知 ， 2 0份剂量的管装造成较高的实际损耗率，并且据他们研究，1 0 份 

剂量的管装比较经济。我们建议并且行政当局同意，在政府、世界卫生组织和儿 

童基金会对扩大免疫方案进行下一次联合审査的时候，应当重新考虑
2
 0份剂量管 

装的允许损耗和使用。 

农村供水和卫生援助 

1 6 1 .我们对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和加拿大儿童基金会委员会为农村供水和卫生掸 

供的援助进行的审查表明，实际产出目标的完成非常令人满意。计划设想在三年 

的时间内完成3 0 0 口装备手泵的井。在我们审计的时候，即该项目的第二年， 

据报道 2 1 0 口井已经完成并且其余的9 0 口井也正在开钻. 

1 6 2 . 然而在财政方面，我们注意到，实际开支只有 8 0 0 ,而尚未发货的 

釆购钻井机器和运输设备的供应品捍单总额为$209, 7 4 0 。 经进一步调查之后, 

我们莸悉，政府同意利用自己的设备并将就要到货的设备作为代偿物。 

1 6 3 . 在没有所要求的钻探设备的情况下达成的非同寻常的实际目标完成率，有 

力地显示该政府并不迫切需要获得援助。此外，我们对年度审査文件和1 9 8 5 

年年度报告的检査表明，村民们比较喜欢从传统水源莸得的饮水，而不怎么喜欢手 

泵抽的I 这些迹象本来应当促使重考虑计划中的钻井设备开支，并有可能促使 

资源的重新安排。 

- 5 2 -



1 6 4 . 我们建议并且行政当局同意，应当在确定实际需要和政府自己承担这些活 

动的能力的情况下，彻底评价由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和加拿大儿童基金会委员会提供 

资金的项目。行政当局还同意，当知道重点已从手泵井转移到水罐的时候，本应 

重新审査这一项目。 

预付政府的现款 

1 6 5 . 目前的现金预支清算表格包括一项声明，即小别收据和其他支持单据可供 

儿童基金会视察或审计之用。这种核实可在外地视察时进行。我们对八个实地 

视察报告的审査，发现情况有如上述。我们获得一名高级方案官员通知说，从未 

作过检査。我们建议并且行政当局同意，在外地视察期间应当核査现金赠款的使 

用情况。 

方案的监测和汇损制度 

外地视察 

1 6 6 . 我们对1 9 8 5 年 1 月 至 1 9 8 6 年 1 0 月 进 行 的 外 地 视 察 的 报 告 的 审 査 

表明，计划在1 9 8 5年和 1 9 8 6年视察的 6 7个区当中实际上只视察了 1 4个 

区（2 1 % ) 。 这1 4个区只占 I 5 3个目标区域的 9 %。 此外，在1 9 8 6 

年 1月至 1 0月进行的 1 9次外地视察中，只有七次是为项目监测目的汫行的.这 

方面成缋不佳有各种理由，最普遍的是参加讲习班和讨论会。 

1 6 7 . 我们建议,.应当比较系统地安排外地视察，以便至少大体上达到目机行 

政当局指出，在考虑到总工作量、及时性和有用性的前提下努力增加监测工作。 

外地视察的反馈 

1 6 8 . 儿童基金会并不正式将外地视察的结果通报有关政府。在视察结果触及 

需要政府釆取行动的事项的时候，这种正式通报就牿别重要。虽然我们赞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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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意见，即非正式通报能够非常有用，但是正式通损也有其作用。行政当 

局同意，非正式渠道应当获得正式渠道的补充，这样在外地视察中注意到的问题可 

以立即得到处理。 

政府的统计报告 

169. 政府在I省、区域和中央各级讲行的关于数据积累和裉告的釆访和核查 

程序显示在做法上存在着影响衡量标准化的差别。例如，一份关于供水和卫生项 

目的区域报告，在擭出有关省份的总体业缋的时候，釆用的标准高于政府和儿童基 

金会商定的最低标I 但是我们所视察的省的报告中却使用了最低标^ 

1 7 0 . 我们建议并且行政当局同意，应当同政府讨论在报告产出时使用不同基数 

的问题，以便确保釆纳一种共同标准，从而使报告更有意义和具有可比'lÉn 

贺卡业务 

1 9 8 6 年 4 月 3 0日终了年度的财务损表 

开支的重新分类 

1 7 1 . 我们对1 9 8 6 年 4 月 3 0日终了业务年度财务捐表编写工作的审查显示, 

这一年某些开支的损告不同于往年。在收入报表中釆用多步骤格式而不是单步骤 

格式的时候，费用分类的变动就更加明显，如贺卡业务收入损表的情况那样。 

172. 这些变动主要是将业务费用重新分类，列入收入报表的另一款的费用栏内. 

例如，业务科的$1, 449, 256业务开支被重新分类，列为已交货物的费用 

($824, 892 )及运输、关税和赋税的费用（》62 4, 364 )。 同样，销售科的 

6 1 1 , 825业务开支被重新划入收入损表其他款内的其他支出帐目中。 

1 7 3 . 另一类型的重新分类是将调动收入报表不同款的各个组成部分。例如， 

往年关税和赋税是同佣金一起直接从毛收入中扣除，得出的是销售净额。在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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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业务年度的收入报表中，关税和赋税的数额加上外运运费，然后将这笔总额加到 

已交货物的费用之中。 

1 7 4 . 作出这些改动的目的也许是为了据髙收入报表的资料价值，这是应当作的。 

然而，由于这种重新分类构成了已交货物、净销售额和业务开支的费用组成部分的 

重大变动，因此应当充分通知财务损表的读者。在这方面，如贺卡业务财务报告 

(见下文第二部分第一节第9段）中所椐，为比较的目的据交的1 9 8 4业务年度 

收入损表被重新阐述，以便符合1 9 8 5业.务年度的表述方式。然而这种公布并 

不够。我们建议并且行政当局同意，今后应当充分公布影响前后一致的变动情 

财务报表的说明 

1 7 5 . 在财务报表的说明中，已交货物费用帐目被描述为是包括该年度生产所交 

货物的费用。存货帐目被描述为包括已经为下一年度生产的成品。这两个帐目 

的描述意味着，为每一业务年度生产的全部货物都在当年交货，囡为这两种汆述都 

排除了在当年生产但没有在当年交货的货物的生产费用。但是我们对这些帐目的 

审査显示，与未交货的货物有关的支出在同一业务年度终了时被记录为开支，因此 

构成作为已交货物开支的帐款的一部分。我们建议并且行政当局同意，关于已交 

货物开支的说明应作相应的修订。 

】7 6.此外，重要的会计政策的摘要包括一项说明，即"贺卡业务政策是从当时 

的业务年度注销未售出并且不转入下一业务年度的全部成品."这项说明同上段引 

述的存货帐目的说明相矛盾.行政当局同意作适当更正. 

会计程序 

177.我们的审查显示，日内瓦和纽约办事处釆纳的记述同一组项目的三种会计 

程序彼此不同，现叙述如下。 

(a)两个办事处在存货和现金模式方面没有釆用同样的整套程序。因此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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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存货帐目和有关帐目不一致。 

(b) 纽约办事处通过当年的赢利和佣金帐目在当年对前一年的赢利和佣金估计 

数进行调然而日内瓦办事处却使用杂项收入帐目。 

(c) 这两个办事处在记述部门间的帐目，特别是在使用的兑换率方面，遵循着 

不同的程序。 

1 7 8 . 行政当局同意，应当对这些有分歧的领域进行调查，以便釆取适当的修订 

措施，确保两个办事处在同一项目或帐目上釆取统一的会计程序。 

公布上年的存货 

1 7 9 . 截至 1 9 8 6 年 4 月 3 0日止，日内瓦办事处上年存货帐目的结余总额为 

$ 1 1 , 2 1 5 , 2 8 8 o 根据贺卡业务的会计政策，在赢利和损耗备抵帐目中摒供了 

同等款额，辩资产估价为因此，贺卡业务的结帐表在财务报表及其附带的 

说明都没有显示存在这些结余款项。 

1 8 0 . 虽然我们曾经表示并继续表示对这种极端保守的会计估价政策持强烈保留 

意见，我们此刻的关注是结帐表中未能适当地显示存货和估价帐目的结余款额。由 

于釆取了这种关于财务报表格式的估价政策和做法，这些有可能在下一业务年度构 

成大笔销售瀛利的资产根本就没有记载‧ 除了估价问题之外，我们建议并且行政 

当局同意，今后应进行必要的公布。 

年终应计项目 

1 8 1 - 我 们 对 1 9 8 6 年 4 月 3 0日应计开支的审査强烈显示，某些帐敖并不代 

表实际开支或对外都各方的负债。这些应计项目没有发票、购货订单、收货捐告、 

合约或类似文件证明存在着这些开支和负偾。只提出一份记载说明，开列将于年 

终列出的应计项目清这些应计项目的款额为 ; $ 2 7 5 ,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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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我们建议，年终应计项目只应当记入已经发生但尚未支付的开支，并且这 

些债务应当有适当的证明。关于具体的调査结杲，我们建议作适当调整，以便改 

正多报的情〉行政当局后来通知我们说已经作了调 1 P 

存货负结余 

1 8 3 . 在曰内瓦办事处截至I 9 8 6年 1 2 月 3 I 日 , 总 额 为 S 114, 1 9 4的存 

货负结余对折旧差额帐户结清。虽然这一程序达到了消除非正常结余的目的，但 

是^能对已交货物开支帐户具有不利的影响。我们通报行政当局说，如果对这些 

结余进行分析的话，本来是比较^取的，因为这样做本来^以确定这些结余的原因。 

这项分项的结果本^以提供有用的投入，以便改善存货管理并确定应当采取的调整。 

：入帐方面的拖延 

1 8 4 . 观察到在关于投入的文件输入存货管理系统方面存在着5到7 5个工作日 

的拖^* 这些拖延造成存货状况报告中的不准确和不正常结余额，并造成在结帐 

日少报库存和负债帐我们建议并且行政当局同意，应当制订正式的指导方针 

确保存货交易的及时入 1 ffc» 

中心 

年终存货结余 

1 8 5 . 设在加拿大、巴西和新加坡的每一生产中心都备有有关原料，正在进行的 

工作和成品的单独存货帐目。根据这种安排， 1 9 8 6年 1 2 月 3 I日的存货帐 

目结余额包括从纽约发出的货物的标准费用和生产中心在当地获得的材料和服务的 

实际费用。此外，这些结余额并不代表历年终了时现有的实际结余额，因为从生 

产中心发往承销人货物没有从生产中心的成品存货帐目中扣除力相反，运交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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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入帐时反而从纽约存货帐目中扣除，这解释了为何年终纽约帐目出现S651, 4 4 0 

非正常结余额。我们获悉，只有在 4月 3 0日业务年度终了时才能确定生产中心 

的实际存货结余额和购买价格差额e因为那时^]收到生产中心的存货报告。 

一个生产中心的报告 

1 8 6 . 我们审查了一个生产中心提供的生产和发货年度报告。纽约办事处在记 

录存货收据和处理发给承销人的货物时使用这个报告。将纽约办事处接受的存货 

收据细目同该报告作一番比较，显示出不能满意地加以解释的差数。因此我们建 

议并且行政当局同意，行政当局将调查这一问Jio 

1 8 7 . 虽然没有为生产中心设立正式的财务记录和报告制度，但是我们注意到， 

行政当局组织了 一个工作组制订并执行一项全面的生产中心管理资料系铳々 我们 

完全支持这项努力，因为这不仅将纠正已经提出的某些问题,还能够以集中的方式 

提供比较^靠而及时的资料。 

发往生产中心的货物 

1 8 8 . 发往生产中心的货物是通过客户订货处理系统处理的，该同一系列还处理 

发给承销人货物。因此，这些发货被作为已出售货物的开支的一都分，而这些发 

货仅仅是从贺卡业务的一个地点移往另一^Hfe点。每当月终，工作人员以手工方 

式对已销货物成本帐目作必要的改动，提出生产中心的存货帐目。 

1 8 9 . 如杲单独处理这些运货，那就不必要进行订正清单和发票的工作和每月的 

手工订正程序，并且销出货物的总开支和其他客户订货处理辑一告将只反映与承销人 

有关的交易。我们获悉，在存货管理系统方面月创立新的文件型式，以便单独处 

理给生产中心的发货。我们建议并且行政当局同意，行政当局应当对存货管理系 

统作一些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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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内瓦进口 

有关进口的帐目 

1 9 0 . 记录来自日内瓦的进口货物的现有程序要求认列价格差额，以便反映出两 

个 办 事 处 标 准 成 本 之 间 的 差 异 。 从 1 9 8 6 年 5 月 I 日 至 1 9 8 6 年 1 2 月 3 1 

日，进口货物的价格差额没有记载。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虽然纽约办事处1986 

年 I 2 月 3 1日帐目显示应当为进口货物向日内瓦办事处支付 9 1 9 ,但是在 

B内瓦办事处的帐薄上却没有相应的应收帐款。 

1 9 1 . 我们重申了去年的建议，即应当及时认列这种差额，尤其是在结帐之日。 

行政当局通报我们，将制订适当的程序避免再发生这样的问题，包括以下关于核对 

的段落提到的问题o 

调节帐目 

1 9 2 . 将纽约办事处从日内瓦办事处输入的进口同后者帐薄上的相互往来帐户核 

对调节是必要的，以便确保认列所有交运货物、应付款项和差额。调节工作中的都 

分困难在于两个办事处使用不同的项目编码。为了便利调节工作和经常性地记载 

差额，我们建议組约办事处从日内瓦办事处获取文件，其中包括后者产品的项目编 

码清单。 

会计程序 

1 9 3 . 我们对I 9 8 6年 5月 1日至 1 2 月 3 1日期间从曰内瓦进口货物的审査 

显示，有些进口货物缺乏必要的会计文件。因此，这些进口货物没有列入存货管 

理和总分类帐薄系统，存货帐目和应付帐目数值偏低。 

1 9 4 . 我们有关客户订货处理系统的文件显示，对于从日内瓦直接发往纽约承销 

人的进口货物不存在入帐的标准程序。虽然刊以在从日内瓦收到的发货订单的基 

础上提出会计文件，但我们的抽样调査显示并没有提出这样的文件。结果，这些 

交运的货物没有记入存货管理和客户订货处理系统，承销人的存货和有关估价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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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偏低。我们建议并且行政当局同意，行政当局应当建立标准程序，确保与从 

日内瓦的进口有关的所有交易有完整的记录。 

面定资产 

1 9 5 . 贺 卡 妙 当 前 的 会 计 ^ 只 有 当 綱 固 定 梦 的 成 本 至 少 是 1 0 0 , 0 0 0的 

时候，才将这笔成本资本仏在这项政策的基础上，贺卡业^#表二和儿童基金会 

1 9 8 6年附表 1 0中显示的面定资产总成本包括了 1 9 8 2 年 、 1 9 8 3 . 年 和 

1 9 8 4 年 的 采 购 。 虽 然 1 9 8 5和 1 9 8 6年采购设备的数额分别为$164,936 

^ P S 122, 539 ,但都记作支出,因为没有一笔采购达到最低的成本标>lo 1985 

年和 1 9 8 6年的主要支出用于电脑设备，开支分别为S45, 2 5 4和 S 3 4 755 。 

此 外 ， 1 9 8 6年塞考克斯仓库采购的设备支出是$ 41, 0ia> 

1 9 6 . 儿童基金会关于电脑设备的会计指示明确规定，如杲电脑设备的发票价格 

在《 5 0 0以上的话，就应将该设备记为资本项目。但是该项会计指示明确排除 

贺卡业务购置的电脑设备。 

1 9 7 . 鉴于贺卡业务的商业性质，我们建议，行政当局应当重新考虑关于资本化 

的现行政策，因为这项最低成本要求似乎过高。因为一个商业企业的主要会计目 

标是使收入和支出相抵，所以一项比较现实的政策是能够更好地达到这项目标。 

此外，冋以通过维持一个补助分类帐薄的方法加强对固定资产的控制。行政当局通 

报我们说，将根据所提建议进行审査。 

应收款项和亏损的注销 

1 9 8 . 行政当局通报我们，在同儿童基金会办事处，并在适当的情况下同捐款者 

协商之后, 1 9 8 6年注销了总数为 ; 4 1 7 , 272, 05的政府和非政府的应收款 

项，其中$ 836, 816, 2 3 从 ^ M 资 源 中 注 销 ， $ 2, 500, 653, 8 3从补充资金 

中注销。此外我们还获悉，在这一年中，还注销了包装中心价值总共为$167, 

073, 3 8 的 过 时 用 品 。 1 9 8 6 年 4 月 3 0日终了年度的贺卡业务收入冲销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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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的应收款项共S 1, 207, 663, 73 。 

欺骗案件 

199. 审计委员会获悉，在1 9 8 6年期间，儿童基金会中不存在已知的欺骟或 

推定为欺骗的案件。 

关于1Q85年报告所述事项的评论 

2 0 0 . 我们对审计委员会1 9 8 5年报告'所述事项进行的复査表明，这些事项 

中有些已得到令我们满意的处理，有些则已茌.本报告中重述。我们再次就预算控 

制、会计控制和电子数据处理控制这些领域提出了建议。 

志 1^ 

2 0 1 . 审计委员会承萦执行主任、各级干事和工作人员惠予合作和协助，特此致 

谢。 

加纳审计长 

纳尔逊（签名） 

法国审计处资深主席 

安德烈‧尚德纳戈尔（签名） 

菲律宾审计委员会主席 

欧费米奥'多明戈（签名）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5 B号》（ A / 4 I / 2 / A d d * 2和 

C o r r - 1 ) ,第一编，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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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意见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 9 8 6年 1 2 月 3 1日终了财政年度的 

财务报表（表一至表六，均有适当标题）和各项有关附熬 除下一段中谈到的情 

况外，我们的审核工作包括对会计程序的一般检査，以及根据情况需要对会计记录 

和其他补助证据的査验。 

在对各项目进行有限的抽样审査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在收入、支出、应收款项、 

存货和债务各帐目方面存在着实质性错误，在审计报告的第 2 4至笫 2 6、第 3 8 、 

第 3 9 » 第 4 2 、 第 6 0 至 第 6 2 、 笫 1 2 3 、 第 1 3 9 至 第 1 4 1 、 第 1 4 4 、 

第 1 4 5、第 1 4 7和第 1 8 1 .段中对此作出了觯释。此外，还发现在会计程序 

的运用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笫 2 8、第 1 3 7和第 1 3 9段），某些帐目和补胁证 

据无法方便地加以审计（第 2 8(a)和第4 2至第 4 4段）。这些情况要求扩大审计 

程序并采取其他审计程序，但是由于时间和财政上的限制，我们无法做到。 

由于上段所提到的在审计范围上的限制，我们的工作不足以使我们能够表示， 

并且我们不表示，对以上所提到的财务报表的意1* 

加鈉审计长 

纳尔逊（ £至 ) 

法国审计处资深主席 

安 德 烈 ‧ 尚 德 纳 戈 尔 （ ， ) 

菲律宾审计委员会主席 

欧费米奥 ‧多明戈（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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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1 9 8 6年 1 2 月 3 1日终了年度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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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9 8 6年12月31日终了年度收支对揿表 

(以美元计） 

1985 3986 

190 569 198.37 
19 241 110.56 
10 058 264.06 
27 706 045.75 

247 574 618.76 

85 338 852.80 
37 343 386.75 

3 703 621.08 

126 385 860.63 

373 9^0 479.39 

827 605.43 

374 788 084.82 

4歉*方ft«lt 

其他入 

资*#计 

补充齊* 

来自各国政« 

朴充*金共计 

牧入共计 

由于《;率变》»Wj»e»资产和 

A«tHt蹙化净《 

牧入净類 

(附表î ) 

(附袭St ) 

(附表1 ) 
<KT表1 ) 
(附表I ) 

??7 30fl 431.85 
25 727 592.44 
22 450 334.17 
20 153 024.85 

295 639 383.31 

120 757 750.87 
40 630 456.09 

2 451 771.36 

163 839 978.32 

459 479 361.63 

3 752 969.41 

4f3 232 333.04 

文w 

用于方案 *« *8Î 

163 0?5 516.16 «̶資* 179 475 666.57 

112 277 637.92 «4a系统以外补充£费 (表4 ) 141 523 75.S.06 
5 273 546.97 联系统 (表4 ) 4 982 497.08 

66 354 745.05 方事务 <表6) 66 33] 591,85 

344 931 446.10 方衆"̂共计 392 313 510.56 

44 878 875.48 伃政" (表8 ) 44 574 164.65 

389 810 321*58 文IB共计 （表5> 436 887 675.25 

(15 022 236.76) ftA«过（不X>文的滋«<差额） 26 344 655.79 

表三至表六和说明1至2 1为本表的组成部分，应一并审«, 

财务主任 执行主任 

卡林*洛«格（签名） 詹姆士。格兰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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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1 0 8 6年 1 2月 3 1 B终了年度财务状况变动è 

(以美无计） 

]985 , 1986 

374 788 084.62 

â费来灘 

当年《：入总類 (兼1 ) 463 232 331.04 

1 396 067.10 信托基金《加微 12 785 780.80 

周精ÂJM»件昀增加截 525 035.57 

&妆款&^ At 
以后各单 5 709 842.01 

22 595 521.56 預钦的̂后各年认檇歉加微 

16 355.13 

4 496 993.75 «牧的*卡和人购*加徵 0 9 0， " 

20 8Q9.84 应付^和M未洧^債"，加《 loa 24° . 

403 333 92?.20 费A«É 500 o n 320.06 

轻费WigA 

389 810 321.58 S年文&«« 《表1》 436 887 67S.?5 

16 201 612.32 '本年度*•以往各年 24 728 326,11 

22 778 101.87 以后各年*收的以后各̂  少ft 

SttttM卡和*关A务入《0数 1 863 441.53 

2 803 576.22 囊存，加徵 3 970 549.36 

465 726.22 Ê收帐欽，,付欢和保证金《增加数 
16 215 833,15 

100 606.46 ，本资产增加歡 294.63 

432 Îf0 用去辑,A麵 163 1?0.03 

(?8 846 222.47) 规金和tt赛糟加歡《飘少歡）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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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的说明 

收入和支出 

1. 1 9 8 6年的捐款收人共计《420, 293, 2 7 4 ,其中》 253 8 872, 6 4 2 

雕一般资源，S 166, 420, 6 3 2用# #充资金。收入的转帐和调整 S 3,417^72 

捐款收入净额为S 416, 876, 002 (附表 1 

2 . 从 1 9 8 5 / 1 9 8 6年度贺卡业务和有关业务列入1 9 8 6年度帐目的 

收入净额为$ 22» 450, 334(表一 ）。（1 9 8 6 年 4 月 3 0日终了的）1985 

年度贺卡和有关业务财务报告和决算载有关于这一年度报告. 

3 . 其他杂项收入为《 20, 153, 0 2 5 (附表 2 >。这笔款主要是计息存款和银 

行经常帐户内的款项所得利息《 5, 763, 550,和儿童基金会哥本哈根采购和装配 

中心签发的用品费钲收1 0 %业务拊加费的锝敎 S 6, 368, 257。按照执行局的决 

定， 1 9 8 6年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以预算净额计算。 

4 . 美元（记枨单位）相对于用于计算资产和负债的其他货币的价值削减后， 

1 9 8 6年这些资产和负债的枨面价值净增加了 S 3, 752, 0 6 » a这一价值变动是 

在算出 i 463， 232, 331 "净收入"之前列出（表一） ‧ 

5 . 儿童基金会哥本哈根采购和装备中心负贲包装和已运送或在运用品价值为 

S 64, 700. 339»这些用品按照这一价值发运，外加1 0%的业务附加费——以回 

收作为收入看待的包装和镇费（ E / I C B F / 1 9 8 5 / A B / J i 1第 2 8 5段）" ~ ~和 6 % 

的,运费》该年度已运送和在运所有用品中，7 1%是作为对儿童基金会国别方案的 

投 入 运 出 ， 2 9%是在偿还基础上为各g!政府、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和^#政府组 

织发运a 

6 . 1 9 8 6年执行局核定根据净額重新说明 1 9 5 6—1 9 8 7年预算，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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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第 1类工作人员费用的拨款额减少*减少额 $ 2 0 , 006,800)1:1 9 8 6 — 1987 

两年期核定工作人员薪给税的估计收入額（表一和表六）* 

7 . 1 9 8 6 - 1 9 8 7两年期预算，扣减1 9 8 6 辆 支 出 類 《 110， 005,767 

后，第二年的结余額为 1 2 1 , 637, 8 7 & 与 1 9 8 6年预算有关牧入总歉为;《 

11, 883, 5 7 2 . 因 此 ， 1 9 8 6年预算费用净額为《99, 022» 1 8 5 (表六）•根 

据计算间接费区别方案支助费和行政事务费，数字列入表五和表六* 

8. 1 9 8 6年终了时，收入总额（J8 463, 2 3么 3 3 1 )超过支出( S 436, 

887, 6 7 5达$ 26， 344, 6 5 6 ,表三和说明 1 8所述资产负偾类别变动，使现 

金和投赉净增加S 14f 850, 20CL 

资产和负债 

9 . 截至1 Q 8 6年 1 2 月 3 1日为止，银行存敖、在运^库存三者的珀,金总 

额为 S 125, 580, 747(条二 这笔教分别如下：不限制使用的货币共有"12, 

446, 1 0 5 ,其他货币 S 13, 134, 552»这些资产应负债务为以现金和认捐款形式 

存在的信托基金S 37, 670, 842,主要用途是代办釆购货品和劳务‧ 

10. 本年度和以往年度应收认捐款总額为:8 160， 074, 955,其中;《124, 

582. 292为补充资金，这类资金通常是随着特定项目的执冇进度和根据与捅款者 

所订协议的付款时间表付給儿童基金会 I其余的 S 35, 492, 662为应缵一般资 

源的认捐款，其中包括执行一般资濂项目之用的》 20, 7Q5, 023逸些敖项通常是 

按项目的财务需要支付，其余的S 14» 6Ô7, 639主要应在1 9 8 6年镶交• 

11. 预先认捐/预收的补充资金捅款为S 39, 847, 987，用作1 9 8 7年和以 

后的"备案"项目的用教‧附表7列有细节，其中包括预付一般资源和定义内项目 

的 S 5， 123, 345,这些捐款将按照有关的认捐款规定的条件列为1 0 8 7年和以 

后各年的收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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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附表5详细列有捐款以外的应收枨款（;《20» 281, 066)，以及行政存款 

和预付款（《 7, 255, 071 )及对贺卡业务目前和以后各次推销运动和对供应商的 

9付欽（》 14, 645, 511)*表二载有合计总款《45, 182,54a. 

îa. *本哈根儿童基金会采购和装k中心贮存的方案用&及贺卡业务锗存的原 

料和成&的合并^ [作为"盘存 h 列入表二内 ‧附表 6分别列有其中每一业务的详 

情*年底盘存共计《 4 & 324, 28a, 

14.近年来，儿童基金会根据执行局1 9 7 4年 5月会议的授权 ( E / I C E P / 

6 3 3 ,第 1 9 5段>，购买建筑物作为办公房m供外地工作人fi傕用*截至 1 9 8 6 

年年底止，这些建筑物的买价（i8 4, 035， 877)减去巳付的分期付款（$ 1, 487, 

0 0 5 )计为 8 2, 547, Q 7 2 .该年麟买的计算机设 4 #计《 2， 333, 473;嚷「 

年摊还款额是全部费用的 2 0 %拊表 1 0 "资本资产，，下的余額是贺卡业务昀买 

的机蕃和设，折旧费* 

1 &应付枨款和其他未偿偾务共计《 4 1 , 9 1 9 , 9 3 9 (表二） ‧附表 8列有细 

« ^ 截 至 1 年1 2月31日为止，另有未清偿合同偾务净額《 62, 705, 803, 

付承付敖项和信托基金项下购买用&和设备的开支，以及该日期止补充儿童 

基金会采购和装备中心仓库的款频‧ 

1 &从保险储备金中拨出 « 2, 430,补充丟失的用fi和设备*又从儿童基金会 

收入項下转拨相等敖项，使储备械复到 « 200, o o a 

17. 1 9 8 6年内，曾在一些国家内举办措筹运动，向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提供額外援助* 公司赞助贈敫和特定运动的收益是供作未来募款运动的经费的， 

列入"周转金-特别事件"项下，期末结余是 8 525, 035. 

i a表三简列财务状况的变动。由于表一所列的支出超过收入的款额达》 

26, 344, 6 5 6 ,造成现金和投资增加》 14, 850, 2 0 4 ,剩余的款额 S 11, 494, 

447则分R于表三其他平衡表项目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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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付款项 

ia表四简列了执行局在其年度会议上为方案支助和预算开支核定的承付款项, 

执行局休会期间"备案"项目的承#款项和履行这些承诺的支出。执行局休会期 

间承付款项总额为》 162, 911, 412o 

2 a在年度终了时，将来应付的未动用承付款项的余额共达$ 9 1 5 , 619, 070» 

这笔数额中包括19 86-1987两年期预算的第二个年度款项$ 121, 637, 8 7 & 

余额S 793, 981, 194是核定的方案支助承付款项，其中有些款项是分好几年支 

用的，因此，这些敫项预计在1987-1991年这段期间内提支。 

21.表五列出各国方案的承付和支出款项。表五的脚注（&)列举出从紧急储 

备金掷用以承付在各国进行的业务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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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in 卜CO"Ĩ ICN m o ^ r o m " ^ J * a\ 

寸 

rH O r H O f O O O r - V D f H O o co m m o r- <N C O CM O 

<y, o v o o i n o o c N p - c M o o in o iri o vo C«J o o o卜 
o> o CT>oo\oornr-cNo o vo <x* ro o v& ̂ * in o o «f 
\£> o 卜 o m o o c N o o œ o o r- »-i o vt- in ci o o 1-1 

o i - i O r H o o r ^ i n t N o o in <o o o vc r«i o a\ o co 

f̃ i m ( N r - t m o o r * - c o o o o in ^ r> (N i-i vc \c m <N r-

O IT) CM CM M O O r-< Vt/ (N O Ifl 

* 

一« ^ 
LA 乂，T! 

c 
ft 
卿 

I 琳' 

o o o m o o «H 
o o o寸 o o \p 
O O O iH O O r-t 
o o o r- o> o n 
o o in in r- o ^ 

o in 卜oo " t̃i (N 

ao i 
m 

»4> o n o v&寸 
卜i-i 。 o 。 m 
in w o o vc 

r-i CJ ri «1 vt I 
«a- O ri IC 

o o r- « r-4 o 
o o M r- M o 

o o n r- <N o 
o o rvt oo oo o 
o o r- m es o 

o o oo oo o 
o m ca CM ro o 

M O CM 

讓
 

+
5
 

6
8
*
0
9
6

 
5
S
 

s
e
 

S
3
*
£
^
z

 寸
 

L
P
,
£
L
9
 
£
8
r
 

9
S
*
8
I
9

 
s
 

7
6
【
 

；
 

H
8
,
I
0
£
 

2
6
&

 ̂

 

6
Z
Z
9
Ï
8

 
s
 

0
0
*
0
0
0
 
0
0
Ï
 

0
0
*
0
0
0

 
L
 

8
1
；
 

&
T
8 
6
 

0
0
.
o
s
卜
n
 

S
9
*
S
9
9

 
6
 

0
C
T
0
0
0
 

0
0
*
0
0
0
 

- 8 5 -



0
0
' 

TO' 
0
0
' 

0
0
' 

U1 S 

〖• 

5； 

S 

o 
G 

in 

i is iûi ri 

11 g 
ri CO 

g g 

！ û m 

s 

g 

o 
P § ¦ rH 

lis S 
i-i 
o 
rH 

in g jq 

I I s I ^ i H m i 
•Q ° ̂  °^ 

1-1 
" s ̶ 

•H 
S 
r-

ai 

s 

s g 

l l s l s s l s is'i 2* i 
N 5 " es 

s 

- 8 6 -

ooir»ff>o卜œ«s叫 
^ o c o a i o o r - r * ¦ 
O (M C O O"! o 
œ \c w o " n " vt o oo o m 。、 <N 

n in r-. oo i-t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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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应收帐款，预付款和定金： 1 9 8 6年与 1 9 8 5年对照表 

( 以美元计） 

1986 1985 增加〖减少） 

应收帐款： 

应收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用品款项 

以及研究金和其他合办援助项目 

的预付款项 
2 804 853.86 1 790 090.75 1 014 763 .11 

应收非政府组织募款运动的款项： 

儿童基金 会各国委显会 494 519.33 668 742.80 (174 223 .47) 
其他组织 1 082 283.11 284 332.70 797 950 .41 

应收各国政府其他款项 88 319.21 743 620.71 (655 301, .50) 

航运和保险赔偿要求 134 315.03 90 102.66 44 212. .37 

杂项 675 940.16 770 207.64 (94 267. 48) 

各银行应计利息 511 251.04 634 912.72 (123 661. 68) 

各国政府，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 

组织的信托基金 14 489 584.53 2 497 008.58 11 992 575. 95 

应收帐款共计 20 281 066.27 7 479 018.56 12 802 047. 71 

办公室事务定金和预付款 7 255 971.29 5 560 164.47 1 695 806. 82 

预付款： 

预付供应商的釆购物资和运费款项 

预付贺卡业务： 

本推销年度预算支出 

各种关税和捐税 

预付款共计 

总 计 

327 006.93 208 351.89 118 655, .04 

13 913 503.85 12 601 975.72 316 528. ,13 
400 000.00 117 204.55 282 795. ,4e. 

14 645 510.78 12 927 532.16 717 978. , 2 

42 192 543.34 25 966 715.19 16 215 83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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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1 9 8 6 年 盘 存 ： 1 9 8 6年与 1 9 8 5年对照表 

(以美元计) 

1986 1985 
增加 

( 减 少 Î 

儿童基金会方案用品 

哥本哈根儿童基金会釆购和 

装配中心 

存仓货物 

在运物资 

包装材嵙 

装K中心和在运物资的存 

货总值 

其他地点的存货 

供应商的存货 

贺卡业务 

原科 
正在制造的产品 
成品 

盘存共计 

23 536 849.49 23 684 699.99 (147 850.50) 
3 512 167.68 2 794 442.85 717 724.33 

27 049 017.17 26 479 142.84 569 874.33 

224 193.78 154 226.34 69 967.44 

27 273 210.95 26 633 369.18 639 841.77 

43 177.26 43 177.26 

27 316 388.21 26 676 546.44 639 841.77 

3 443 228.96 2 598 140.66 945 088.30 
646 054.99 1 936 861.07 (1 290 806.08) 

11 •518 609.70 8 142 184.33 3 776 425.37 

L6 007 893.65 12 677 186.06 3 330 707.59 

43 324 281.86 39 353 732.50 3 970 549.36 

- 8 8 -



附表 7 

截至 1 9 8 6 年 1 2 月 3 1 日 为 止 的 以 后 年 度 ^ 

认捐/预先收壤的款项 

(以美元计） 

认 捐 预先收嫩 共 计 

各国政府和政府间机构 

i共和国 

北爱尔兰 

计 

共和国 

北爱尔兰 

国 

计 

联合国系统 

资发基金 
开发计划署 
人口活动基金 

小 计 

总 计 

277 419.35 277 419.35 
5 012 681.L6 724 637.68 5 737 318.84 
1 093 333.33 1 093 333.33 
3 040 816.33 3 040 816.33 

3 300 000.00 3 300 000.00 
4 782.78 4 782.78 

1 347 450.00 1 347 450.00 
314 844.44 314 844.44 

13 270 767.04 13 270 767.04 
1 078 809.52 2 690 000.00 

3 
768 809.52 

2 500 000.00 2 500 000.00 

30 958 701.82 3 696 839.81 34 655 54Ï.63 

142 443.56 142 443.56 
75 714.10 75 714.10 

260 260.86 260 260.86 

180 231.14 180 231.14 
399 348.00 433 626.53 832 974.53 

359 864.51 359 864.51 

234 625.75 234 625.75 
1 410 229.15 1 410 229.15 

2 069 838.01 ! 426 505.59 3 496 343.60 

348 317.00 848 317,00 
211 450.00 211 450,00 
Ô3G 335.00 636 335.00 

L 69G 102.00 ! 696 o
 

o 

34 724 641.83 5 123 345.40 39 847 9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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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8 

应付帐款和其他未滑偻债务： 

1 9 8 6 年 与 1 9 8 5年对照表 

(以美元计） 

1986 "85 增加（减少） 

应付帐款 

应付给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款项， 

要用作工作人fi薪金和有关津貼 

用品，设备和运» 

杂项 

未潰偿偾务 

预算承付款项未清偿数 

贺卡业务承付款项未清偿数 

衡平征税计划项下应付工作人员 

的歉项 

共 计 

主 

843 833.02 

12 246 031.18 

9 745 837.04 

664 329.66 

100 000.00 

940 169.48 4 903 663.54 

10 001 886.10 

3 738 944.52 

933 710.85 

500 000.00 

2 244 145.08 

6 006 892.52 

10 319 907.80 11 700 978.44 (1 381 070.64) 

(269 381.19) 

(400 000.00) 

41 319 938.70 30 815 689.39 11 104 2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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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o 

截至1 9 8 6 年 1 2 月 3 1日止的资本资产表 

(以美元计） 

购买费用 分期付款(累计） 结余 

儿童基金会办公房舍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达累 

燮 ^ 韦 " t 拉 里 

尼r曰尔尼要美 
海地太子港 
也门萨那 
智利羞地亚哥 

小计 

儿童基金会工作人员住房 

里（ 5单元) 

加达（ 2单元） 

计算机设备 

贺卡业务 

机器 

办公室设备 

总计 

181 038.70 162 934.83 18 
394 847.05 107 688.57 287 
812 847.63 541 500.00 1 271 
247 397.31 60 000.00 187 
177 513.64 25 728.10 151 
268 276.56 184 245.21 84 
32 142.85 32 142.85 

3 114 063.74 114 239.56 

031.35 

999 824.18 

65 205.61 3 707 .39 61 498.22 
212 106.46 120 288 .21 91 818.25 
250 000.00 50 007 .91 199 992.09 
226 407.23 119 878 .67 106 528.56 
146 476.57 58 165 .61 88 310.96 
21 617.96 21 617 .96 

921 813.83 373 665 .75 548 148.08 

3 363 419.39 514 075 ‧ 93 849 343.46 

427 658.60 224 011 .48 203 647.12 
88 397.00 33 674 .88 54 722.12 

516 055.60 257 686 .36 258 369.24 

7 915 352.56 3 259 667 ‧ 60 4 655 684.96 

各
：
s
雅
亚
 

拉
i
f
l
w
亚
利
 

亚
.
J
西
西
巴
计
 

利
布
达
景
朱
小
 

日

巴

干

丹
 

尼
：
？
^
印
巴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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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要会计政策概述 

决算 

1.决算是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的规定编制，依儿童基金会的工作性质而 

作出必要的修改， 

2 •财政期间是一个历年，沿用以年终为截止日期的办法. 

3 .除了特别帐户条例另有规定之外，收入支出、资产和负债均以应计会计 

制记帐，年终时需要确定应收帐款和应付帐款，备供结帐. 

4 ‧采用美元为记帐单位.其他货币按照联合国业务汇率折算美元数值.入 

帐数值与实际交易货币价值的差额记作外汇的收益或亏损。 

5 ‧按美元以外其他货币记帐的资产和负责项目，为便利会计工作，均定期按 

当时的联合国业务汇率估值，因为汇率变动而造成估值的差额记作收益或亏损， 

分别记入收支表. 

6 .财务报告和决算开列儿童基金会的收入、支出、资产和负偾，包括贺卡业 

务的收入、支出、资产和负偾，合并的原则反映本附件概述的会计政策. 

7 .贺卡业务在每年 4月 3 0日销售年结束时的收入净额列作儿童基金会收入 

的一部分.当年贺卡业务推销所得收入 和所作支出分 别记作"预付款"和 "预收 

收入"并入资产和负债帐目内.在合并以前，根据送交代销者的货物计算的销售 

概数和相应费用、应收帐款和存货帐目均加以调整，以反映代销者尚来报称销售的 

货物的价值‧ 

收入和支出 

8 .收入包括一般资源和补充资金.一般资源包括各国政府每年自愿捐献的 

款项、贺卡业务的收入净额、公众捐献未指定用途的款项和某些一般收入.补充资 

金是指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各机构捐作特别用途的款项，指定用于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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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基金会执行局核定而待筹经费的儿童基金会方案，以及指定作为紧急用途其后成 

为儿童基金会承付款项的构成部分ç 如果捐赠者订有特别规定和条件，则分别立 

帐以便利呈报和财务管理。 

9 .收入是按本年度实收的款项或认捐款项登录的‧ 收到的认捐款项，如经 

捐赠者指定用途，供未来年度之用，则视为递延收入和记作"认捐并预先收缴"(财 

务报表二 ） ‧ 

10. 在帐册中以备査方式登录的实物捐赠不列为儿童基金会的收入. 

1 1 . 支出于款项实付或儿童基金会具结债务之时记帐，除贺卡业务的机器和 

设备外，房舍和电子数据处理设备均按使用年限折旧登记，其他非消耗性设备列为 

购买时年度有关预算帐目的支出。 

12. "收入和支出表"（表一）不列附表9所列从信托基金收到和由信托基金 

支付的款项.凡不需要执行局承付的那些款项均被视为信托基金， 

资产和负债 

13. 收到的所有款项都存童基金会的银行帐户，包括根据信托基金安排开 

立的帐户，并记作库存现金. 

14. 所有未收的认捐款项记作应收帐款（见第9段）， 

1 5 . 购置用作办公室和工作人员住房的房舍，电子数据处理设备及供产制贺卡 

用的机器都是资本资产.它们的价值等于成本减去分期摊款和折旧数额，原则如 

下： 

(a)办公室房舍以估计等于其每年租金的数頻逐年记为预算摊款支出，而工作 

人员隹房则以住户交付的租金收入记为摊款支出； 

W产制贺卡的机器和设备则按其估计的使用期限计算折旧费； 

(c)电子数据处理设备的费用从购置当日起分五年逐年记为预算的摊款支出. 

- 9 6 -



16. 儿童基金会采购和装配中心库存的方案用品按平均成本列出 ‧ 中心的在 

运来货按实际成本估值，运送用品到中心仓库的运费视为用品成本的一部分，以 

上各项的总和就是中心的盘存，其价值则按平均成本和实际成本的累积差额调整， 

17. 贺卡业务库存的新原料按成本计值，正在制造的产品和成品按标准成本 

计值.以上各项的总和就是贺卡业务的盘存，其价值.则按累积差额调整，以反映 

实际成本， 

18. 年终时，为本推销年度运往代售者的货物视为盘存的一部分，按实际成本 

19. 以未支付的方案承付款项订购的用品和设备交货时所引起的合同债务，除 

非同补充资金的捐献者取得协议，均以备査方式记入帐册 .年终时全部未偿付的 

或有负偾债务均在财务报表的说明中列出 .运送贺卡业务的原嵙和电子叛据处理 

设备的合同债务采用同样办法记帐. 

20. 对于未来年度工作人员应领回国补助金等款项，以及应付《联合国工作人 

员服务细则》附录 D规定的 I：外情况的费用，都未开列经费，因为这类经费均按需 

要在预算拨款内开列， 

2 1 . 1 9 5 0 年 1 1月设置了 ：$ 200, 0 0 0的保险准备金，以弥补商业保险不 

赔偿的儿童基金会方案用品和设备的损失，经从收入项下转拨款项恢复准备金的 

法定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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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的附件 

附件一 

统计资料及其他资料 

本附件包括儿童基金会活动的统计资料及其他资料，虽不构成财务报表的一部 

分，但是可供参考之用， 

A •来自联合国系统的各项经费的状况 

1 • 截 至 1 9 8 6 年 1 2 月 3 1 日 止 来 自 联 合 国 系 统 的 关 于 执 行 局 承 付 敖 项 的 

各项经费的状况， 

B . 儿 童 基 金 会 支 出 

2 . 1 9 8 6 年 ^ 9 8 5 年 度 各 方 案 的 ^ # 活 动 支 出 ， 

3 . 1 9 8 6年度支出简表（按地区及方案类别分列) ‧ 

c ‧ 儿 童 基 ^ ^ 承 付 款 项 

4 • 执 行 局 1 9 8 6年会议核定的承付款项简表(按地区及主要合作领域分列）, 

5 . 1 9 8 6年度执行局闭会期间生效的承付款项（相当于 1 9 8 6年收到的 

戎认捐的特定捐款数）以及调整数和转帐数， 

6 . 1 9 8 6 .年度核定的承付款项总额(按地区及方案类别分列的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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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裉告中使用的儿重基金会术语选编 

审定的决* 

甶外聘审计员（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审定的本组织某一特定期间或某一特定日 

期的财务裉表* 

应计会计制度 

会计期间登记该一期间的收支枨目，虽然歉项的买收戚实付可能发生在另一会 

计期间. 

预募 

在一特定时间内执行已拟订活动的财务计划* "预翼"一词用来指儿重基金 

会的行政和方茱支助费用，以及贺卡业务* 但是，执行局批准的拨歉只用于 

儿重基金会的行政和方蒹支助费用‧ 

概算 

对提议的行政和方茱支助活动的费用所作的估计，以便提交儿置基金会执行局 

批准有关的经 

订正概算 

为调整已经批准的预算而提议的"追加估计数"，经执行局批准后即为订正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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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承付款项 

执行局为儿置基金会行政和方*支助费用预算所批准的经费总数，从此总数中 

可承付为以上目的所负的偾务，数额可达批准的数《• 

库存现金 

本组织所有现金的总数，其中包括硬币，纸币，支杲、经常枨户和通知枨户的 

余 额 ， 储 , ^ 和 有 息 存 歉 ‧ 

在运现金 

在一特定时间儿重基金会的一个戏多个银行枨户之间的现金转 I 

银行经常枨户上的现金 

儿童基金会银行帐户上保持的金钱总類，反映在儿童基金会的枨目上，以应付 

i务上的需要* 

有息存歉枨户上的现金 

总需歉项之外的另一笔可供临时支配的资金，存在短期有息存款枨户上，需用 

即可提取* 

手头现金 

( 又称 "零用现歉 " ) 

留在受权的官员手头的现金，以便于为本组织支付小頟歉项《 

方茱合作的承付歉项 

执行局批准的拔歉总用于儿童基金会在为期一至五年的国剁方茱和区域计 

划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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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局^ilii决定的承付款项 

执行主任建议的方茱和预算承付漱项，提交执行局每年的会议批准• 

执行局闭会期间的承付款项 

执行局年会上与"备案"项目有关的方案承付歉项，收到专门为这些项目捐W 

的资金或得到这方面的实际认捐保证之后生效‧ 另外还有甶"邮政寄投系" 

批准的来自一般资源的方茱承付歉项‧ 

承付款项、节省数和亏损 

方案合作的承付歉项以记枨单位（美元）来表示• 这些歉项反映用*和事务 

和当地费用的估计费用* 实际开支数往往不同于估计ft,因此就产生了节省 

数和亏损，每年上报执行局，以便核定为"削减未付的承付歉项（节省数）， 

或是新的承付教项，以抵减核准方茱的超支部分‧" 

承付款项未用余額 

方案承付款项没有年度截止日期；在计划执行期同可以继续动用，制订出新 

建议提交执行局时，以前承付歉项的未用余顇，戏可以从新提出的数頟中械去， 

或者可以再编制方案。在有些情况下，出于情况不许可方案继续进行等原因, 

也可以取消未用余额。 

自愿捐款 

向儿重基金会提供并由基金会接受的捐歉，与联合国任何立法机构确定的会费 

分摊比额表无关， 

应收捐款 

向儿重基金会认捐，但要到以后才能收到的捐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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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重基金会的"限制使用 w货币 

由于外汇规定或捐款者的愿望而使其便用（主要指转让和兑换）受到限制的货 

币* 如果不存在这些限制，儿s基金会则认为这些货币是"非限制使用"货 

币《 

注明用途 

表明甶于协议或行政行动而对一项户或相等数量资产的使用的限制* 

非消耗性设备 

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期间并记入盘存记录之设备* 

支出 

为执行批准的承付歉额而支付的现金或夂下的偾务。就方茱合作的承付歉项 

而言，根据应计会计制记枨的非现金支出，反映这个期间儿重基金会以用品、 

设备、和/或服务等形式所提倂的实际投^ 就预算承付款项而官，支出反 

映财政年度期间所欠的债务， 

财政期间 

本组织的业务期间，即历年，亦为财务报表的期间， 

财务条例 

儿童基金会采用联合国财务规定和条例，根据自己工作性质的需要作出调整和 

改变‧ 这是执行主任根据联合国大会设立儿置基金会的决议所授和秘书长所 

授的权利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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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基金 

儿重基金会接受的款项，主要用来裉销儿重基金会代办采购的用品和亊务之费 

用* 其中还包括赞助国为支付初级专门人员费用提供的资金 a 这些不被看 

作是儿重基金会的收入，因此为了会计和报告目的而另外入枨，以区别于用于 

执行局批准的承付款项方面的那些收A« 

在一财政期间收到或应计的款项或实际认捐数，这些款项增加儿童基金会执行 

批准.的承付款项需要的资金。 

儿重基金会的收入按照当年收到的资金和认捐款入枨。收入包括"一般资源" 

和"补充资金"两类资金* 

递延收入 

收到的歎项记作应收敖的认捐款，但记入以后的财政期间，因此不记入报告财 

政期间的收入枨户* 

—般资源的收入 

未注明用途的收入，包括各国政府每年的自愿捐款、贺卡业务的净收入，公众 

捐款和某些"其他（杂项）收入 

其他收入 

又称一般资源的"杂项收入 

除去自愿捐款的价值和贺卡业务净收入以外的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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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资金收入 

供儿重基金会执行局"备茱"项目使用的注明用途的收入，其后成为儿置基金 

会方案承付款项的一部分* 

包括各国政府、各非政府组织及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为特定目标向儿重基金会捐 

赠的款项。 

盘存 

属于本组织的各方菜的用品和设备以及会计期间或财政期间结束时贺卡业务的 

材科的价值* 

所需流动资金 

儿童基金会需要有流动资金，用于应付收到歉项和用去款项之间的临时不平衡, 

和匀支收支估计数之间的差额* 

备付流动金 

所需流动资金甶每年年底的备付流动现歉支付，包括一般资源及补充资金余颡 

的一半。 

当地货币 

某一活动的当地财务枨目及（或）逬行当地财务事项的所在国家或地区便用的 

货币* 

莫里澌‧佩特纪念基金 

(纪念儿置基金会第一任执行主任) 

1 9 6 6年，执行局为加强促^;L童福利领域的区域训练设施而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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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待筹经费的"项目 

制订的方案建皿常超出一般资源可供使用的投入。这些超出部分由执行局 

"核定待筹经费"，可以由捐款国以"特定目的"方式作出补充捐款提供经费。 

一个核定待筹经费的项目得到补充捐款后，相应的承付款项即时生效（一般在 

闭会期间）。 

偾务 

需从本财政期间的资源中支付的一项财务负担• 

认捐 

可能捐款者向儿重基金会自愿捐款提出书面承诺* 须经适当的国家立法批准 

的书面承诺视作认捐处理。 

汇率 

儿置基金会以美元作记枨单位* 

用其他货币进行的交易项目，根据联合国业务汇率兑换为美元后入枨* 

代办采购 

儿重基金会应各国政府、联合国各机构和为儿重福利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的请求， 

可垫款代办采办货物及服务来协助它们* 儿童基金会在用品和服务的费用上 

加上一点手续费，以支付行政和单据方面的顼外费用（见信托基金). 

保险储备金 

1 9 5 5年 I I月，儿置基金会采取了自行保险的政策，执行局即设立了 

$ 200, 000的储备金，用品损失时从储备金中提款补偿‧ 然后，每年义 

从儿重基金会收入（其他收入）中提款,补足!5 200, 000的储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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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坩务裉表所附的解释性和补充性分祈* 

工作人员蘄金税 

从 工 作 人 员 蘄 中 扣 除 的 相 当 于 所 得 税 的 

未支配余 « 

预算承付歉项在预翼期间结束时尚未用掉的部分• 这个禾用氽《在两年期结 

束时取销，并裉执行局（见承付歉项未用氽« ) • 

注销 

对怅目所作的调 « ,以便记下一项资产价值镄失或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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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二 部 分 

贺 卡 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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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 1 9 8 5 年 ， 4 9个国家的 1 4 7名艺术家自愿为儿童基金会设计卡片和 

曰历。 

2 .他们的艺术作品有些已经闻名国际，有些还是笫一次传到国外。这些作 

品帮助贺卡业务成为儿童基金会一个相当大的收入来源，并为^：界千百万人创造 

了机会，对一项联合国独特的活动作出直接的贡献。 

3 .一如往年，儿童基金会各全国委员会和其他志愿团体担负主要的销售工作。 

4 .成千上万的艺术家、博物馆工作人员、收藏家、志愿销售人员和一般民众 

鼎力相助，使这个业务得到成功，我要代表儿童基金会，再次对他们表示最大的谢 

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执行主任 

詹姆士‧格兰特（签名） 

―114 一 



一 、 1 9 8 5年度财务报告 

1 9 8 5年度收支状况概述 

总成缋 

1 .贺卡业务完成了 1 9 8 5年的销售活动，为儿童基金会一般资源提供破记 

录的2, 2 5 0 万 美 元 净 利 润 ， 与 1 9 8 4年相比，收支状况要点如下： 

贺卡销售数量（以百万计） 

总收入 

佣金 

总成本 

业务利润净额 

其他收入（支出） 

净利润 

1985 与 1 9 8 4 # #比 1984 1985 

MK ―所发生变化 EK. 皿 

+ 6.1 111.2 117.0 117, 

15.5 

25.6 

17.1 

22.5 

(百万美元） 

+ 7.5 

+ 2.4 

- 0.3 

+ 5.3 

+ 7.1 

卜12.4 

48.5 

12.9 

23.9 

11.8 

(1.7) 

10.1 

56.7 

15.5 

25.6 

15.6 

0.2 

15.8 

销售和总收入 

2 ‧ 1 9 8 5年是执行局 1 9 8 4年会议核准的区域W销售发展方案的第.二 

# . 1 9 8 5年的销售总数为117， 300， 0 0 0张贺卡，总收入额为 5 , 6 0 0万美 

元，除拉丁美洲外，各区域的贺卡业务销售量从数量和收入上来说都有增长.在 

拉 丁 美 洲 ， 1 9 8 5年销售宣传活动开始执行的大幅度提价对数量有不利影响，但 

收入则有主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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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金 

3 . 佣金指国家委员会和其他销售组织自留的利润和销售处的开支。 

4 . 佣金基本上随总收入的比例增加。 

总成本 

5 . 尽管数量有所增加以及因此造成的生产和销售成本的增加，总成本仍低于 

1 9 8 4年水平并且比核准的1 9 8 5年的预算少了 2 0 0万美元（ 7 . 8 % ) , 

业务利润净额（传统产品） 

6 . 1 9 8 5年的业务利润净额为1， 7 1 0万美元，比 1 9 8 4年多了 5 3 0 

万美元（ 4 4 . 9% )。这是由于贺卡业务价格和销售政策的执行情况有了改进以及 

严格控制了成本。 

其他收入（支出） 

7 .除了业务活动的总提高之外，美元！眨值使对资产和债务的重新估价增加了 

5 1 0万美元， 

净利润 

8 . 1 9 8 5年的净利润包括其他收入和非营业性收入（支出），总额为 

2, 2 5 0万美元（总收入的 4 0 . 1 % )，比 1 9 8 4年多了 1, 2 4 0万美元。 

1 9 8 6 年 4 月 3 0日终了年度财务报表 

9 .下面是三个财务报表，并附有财务报表说明和一个附表，说明和附表应视 

为财务报告的组成部分。某些19 8 4年的决算经重新申报，以符合本年度的呈报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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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的说明 

报表一（收支和支出) 

1 .销售收入总额这些数字是指促销活动年期间售出的所有贺卡业务产品 

(贺卡、日历、信纸、教育材料和其他产品）， 1 9 8 5年的总收入为5， 600 

万美元，比 1 9 8 4年增加了 7 5 0万美元（ 1 5 . 5 % )。 收入的增加是由于主要 

市场上价格的提高（ 1 0 % )和销售量的增加（ 5 . 5 % ) 。 1 9 8 5年和 1 9 8 4 

年各区域在数量（百万张）和总收入（百万美元）方面的成缋比较概述 如下： 

数量 总收入 差数 

销1 m 域 
1985 1984 1985 1984 数量 总收入 

―、 北美洲 
20.3 18. 7 9.0 8.7 1.6 0.3 

二 、 拉丁美洲 
9.6 9.8 3.5 2.5 (0.2) 1.0 

二、 亚洲 3.i 2.9 2.2 1.5 ,0.2 0.7 

四、 印度/巴基斯坦/太平洋 
8.9 7.2 2.6 2.1 1.7 0.5 

五、 欧洲/地中海东部 
73.5 70.8 36.6 32.3 2.7 4.3 

六、 非洲 1.9 1.8 2.1 1.4 0.1 0.7 

业 卄 117.3 111.2 56.0 48.5 6.1 7.5 

对 1 9 8 5年和 1 9 8 4年各国贺卡销售和总收入的详细分析比较见本说明后 

面的附表。 

2 ‧佣金和办事处的开支这是指付给国家销售委员会和其他组织的佣金和 

贺卡业务办事处的直接销售总开支‧ 作为销售收入的一个比率，这些开支从19 

8 4年的 2 6 . 5 %增长到 1 9 8 5年的 2 7 . 3 % . 开支的增加是由于某一个国家 

一 120 一 



委员会自留佣过高以及在亚洲和非洲开设新办事处的费用。贺卡业务的目标是将 

国家委员会所留成的佣金和在办事处的直接销售开支保持在总收入的2 5 %之下， 

3 .所交货物的费用这表示'在这一年期间所交货物的生产费用，并且包括 

直接的生产费用，例如原料和劳力，以及间接费用，例如生产用品和服务、运费、 

储 藏 费 等 . 1 9 8 5年的所交货物费用，包括运费、关税和捐税，达I， 1 8 0万 

美元，比1 9 8 4年增加 8 0万美元 .这主要是由于交货增加造成的 .所交货 

物费用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是21.2% , 而 1 9 8 4年则为 2 2 . 8 % ，改进了 1.6% 

由于在巴西和新加坡设置了新的生产中心，贺卡业务生产权力下放了，有助于降低 

生产成本，贺卡业务预计随着这些中心的活动的增加，生产成本和运费成本将进 

一步!^氐，从而产生更多的节余。 

4 .业务费用总额这包括贺卡业务营业的开支，收入和支出报表一节列出 

了 成 本 细 目 ， 1 9 8 5年营业成本总额达1， 1 8 0万美元，比 1 9 8 4 年 少 了 

1 0 0 万 美 元 . 贺 卡 业 务 1 9 8 5年的营业成本所占销售比例（21.0%)比1 9 

8 4年（ 2 6 . 3 % )低 5 . 3 % , 之所以能实现这一主要削减是因为(a)实行了儿童基 

金会的新政策，从1 9 8 5年开始，把工作人员薪金税从人事费中扣除，而不是把 

它作为收入分别列出；（b)贺卡业务根据内部和外部审计师的建议，决定只承担与宣 

传和促销材料中与本促销年度有关的部分的开支；（c)严格控制所有业务领域的开支， 

有助于使贺卡业务将1 9 8 5年开支维持在1 9 8 4年水平和核准预算之下， 

5 ‧业务利润净额（传统产品）这是指销售贺卡和其他传统的贺卡产品所 

得的利润净额，在 1 9 8 5年促销年度，该利润达1， 7 1 0万美元，比 1 9 8 4 

年增加了 5 3 0万美元或 4 4 . 7 % . 

6 ‧其他收入这表示来自贺卡业务特别方案，包括邮票和硬币销售的收入， 

由于贺卡业务小册子的宣传而获得的捐助，供应商的折扣以及其他.1 9 8 5年 

其他收入比1 9 8 4年少 1 3 0万美元，这是因为(a)邮票销售收入的减少，这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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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年方案中的自然减少措施和利润下降造成的；（b)把来自工作人员薪金税的收入 

从"其他收入"帐款转到."业务费用"帐款（见说明 4 ) . 

7 • 对 资 产 和 负 债 重 新 估 价 汇 率 收 益 为 5 1 0万美元，指对以美元以外的 

货币拥有的资产和负债重新估价,按照联合囿财务条例的规定，按1 9 8 6年 4月 

3 0日的联合国汇率兑换时的收益， 

8 .销记上一年的应收款帐指上一个促销年应收款帐，但现在已不能收款 

帐，贺卡业务将继续努力收回这些债务. 

9 . 净 利 润 ~ ‧ I 9 8 5年净利润为2, 2 5 0万美元,是贺卡业务所达最高水 

平，比 1 9 8 4 年 增 加 万 美 元 （ 1 2 3 . 3 % ) , 1 9 8 5年净利润占总妆入 

的 4 0 . 1 %而 1 9 8 4年则为 2 0 . 8 % , 

报表二（资产和负债） 

1 0 . 应收帐款这包括各国家委员会和其他代售机枸由 1 9 8 5年的销售所 

应该付给的数额，还包括应收的版税和杂项数额，伹已减去注销数额‧ 1 9 8 6 

年 4 月 3 0日应该从各国家委员会收到的数额是3, 1 6 0 万 美 元 ， 1 9 8 5年 4月 

3 0日所收到的是2, 2 1 0 万 美 元 . 所 增 加 的 9 5 0万美元是由于1 9 8 5年销 

售收入较高• 大多数的国家委员会达成的协议规定，这些余款是要在这一个历年 

的 8 月 3 1 日 之 前 收 到 ， 1 9 8 6 年 1 1 月 1 4 日 ， 余 款 为 8 8 0万美元， 

1 1 . ̂ ； . 1 9 8 6 年 4 月 3 0日的存货包括原料、生产过程中的产品、完 

成的产 f ^ r â运输中的产品，都按照标准成本注明.年底的存货包括这一年当中 

为 1 9 8 6年的售卖活动所制作宣传和促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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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9 8 5 1 9 8 4 

(美元） 

原料 2, 891, 027 

生产中的产品、完成的产品以及运输 

中的产品及宣传和促销材料 6, 055, 361 

8, 946， 388 

2, 728, 464 

6, 479, 719 

9， 208, 183 

12.固定资产是按照扣除积累的折旧之后的费用表明,那项费用是使用直线方 

法对于资产的估计可用期限的计算，以下是1 9 8 6 年 4 月 3 0日的固定资产概要。 

生产机器 

电话系统 

小计 

积累的折旧 

共计 

1 9 8 5 

427, 659 

88， 397 

516, 0 5 6 

208, 539 

307, 517 

(美元） 

1 9 8 4 

427, 659 

88, 397 

516, 0 5 6 

134, 8 1 6 

3 8 1 , 2 4 0 

1 3 . 应 付 帐 款 这 是 指 贺 卡 业 务 到 1 9 8 6 年 4 月 3 0日为止所欠而未支付 

的数额。在这笔数额中， 1 0 0万美元是欠给外面的供应商（到1 9 8 5年 4月 

3 0日为止是 7 0 0万美元），其余的数额是在日内瓦、哥本哈根和纽约的贺卡业 

务办事处的积累薪资和费用. 

报表三（ 1 9 8 5年的工作计划和年度的实际成果) 

14. 与 1 9 8 5年核准颡算相比，贺卡销售、总收入和佣金都符合指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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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业务成本方面，通过全球性成本节约方案，实现了主要节余，达2 00.万美 

元（ 7 . 8 % ) . 业务净利润为1 5 0万美元，增加了 9. 5 % . 净利润，包括其 

他收入和支出为6 7 0万美元，比核准的预算高42. 1%, 

15.表三（见第14段）实际成果与概算的对照数字是根据销售额为11， 700 

万张贺卡的这个低预测数字计算的，这与1985/1986#实际销售额的数字相符。 

但是，应当指出，1985/198脾的净利润比中间预测数字2， 0 2 0万美元高出了 

2 3 0万美元，即 1 1 . 4 % ;并比高预测数字2， 1 2 0万美元高出 1 3 0万美元。 

即 6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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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会计政策概述 

I.贺卡业务的帐务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的规定经管，但是依业务的特定 

性质并考虑到贺卡业务的商业性质，作出必要的改动。儿童基金会结帐时，将有 

关贺卡业务的资产和负债都并入儿童基金会帐户。 1 9 8 5 年 4 月 3 0贺卡业务 

财政年度结束时，部门间帐目中将减去未偿还债务的资产净额记作应付基金 

会的款项。 

2 -业务财政期间从 5月 1日至 4月 3 0日。一贯施行年终截止的办法，使 

儿基金会得以将贺卡业务帐目并入其财务报表。 

3. 会计单位为美元。其他货币的美元等值依联合国业务汇率而定。 

4. 贺卡业务总收入根据国家委员会和其他销售点在一个销售年度终了时报告 

的销售额，以当时有效的联合国汇率记为美元.（实收款项以收到汇款时的联合 

国汇率，往往是8月底的联合囿汇率记为美元）. 

5. 为会计目的，定期按联合国当时的业务汇率估计以美元以外的货币计算的 

资产和负债。由于这些汇率的波动而引起的任何差数，作为收入或损失，分别记 

入对:资产和债务重新估价款下的收支表‧ 

6 . 原料，印制中，已完工和运送中的产品的存货按标准成本估值，记入资产 

负偾*o贺卡业务的改革是要从当前的工作年度中注销所有已完成而未售出的产品， 

而不结转刭下一个工作年度内。在本促销年度购入但与未来促销年度有关的所有宣 

传及促销材料均按成本列出，记入存货项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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