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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 4 

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的评论 

1. 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欣然借此机会,逐点讨论1992年国际公务员委员会 

的报告所载各项建议。1本报告的目的是为笫五委员会讨论这些与整个联合国系统 

工作人员息息相关的项目提供直接材料。本报告的段码和分段码是指公务员制度委 

员会报告的段码和分段码。 

2.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第9和10段报导了国际公务员联会和独立职工会 

与协会协调委员会(独立职工会协调会)代表的不出席和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三十六 

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工作人员特别大会，但对工作人员大会通过和提交委员会主席的 

决议没有载入。该决议的全文载于本报告的附录一。联合会不出席之后，仅参加专 

业人员薪金项目讨论的一位国际公务员联会代表提交了一份由联合会提出的国际公 

务员联会文件（ICSA/36/R. 8/Add. 1)；国际公务员联会没有参加讨论公务员委员会议 

程上的任何其他项目，也没有通过该届会议报告或年度报告。但是，因为国际公务员 

联会认为联合会退出之前审议的那些项目已在该届会议期间以书面交公务员委员会 

秘书处，它们已正确载入提交大会的公务员委员会报告。应该指出，议程项目讨论之 

前,通常则在讨论期间会向工作人员代表征求意见;公务员委员会决策过程中不征求 

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决定本身也不包含其意见。 

3. 公务员委员会和第五委员会工作的两年期化的效果如第28段所示将会造成 

一些问题。联合会虽然同情第五委员会希望将其工作方案合理化，但是也希望指出， 

有些问题是不易符合这种计划的。如第16段所示，国际公务员联会认为工作人员被 

捕或被拘比规定长一天都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因为大会主管委员会不在"休息"年 

审议关于他们的情况的报告。此外，还有一些服务条件在到达"起动"点很久才加 

以调整；基薪/底薪表在比较国薪金表修正以后18个月才建议调整，按照两年期化程 

序，这个差距将长达30个月。公务员委员会决定努力在两年期考虑中找出一些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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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如果第五委员会不同意批准这些例外，联合会将请它审议有关各方任何能处理 

这种重要而时间紧迫的项目。公务员委员会或许无法立即缩短其奇数年会期（第25 

段），两年期化的影响必然会造成不久将来公务员委员会工作的合理化。工作人员代 

表希望工作人员的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应计养恤金薪酬的全面审査将在1994年，而 

非1996年进行。联合会根据公务员委员会协定（笫95段），在1993年以前，与养恤金联 

委会秘书处合作制订单一工作人员薪金税表，以供工作人员所有职类的薪鲷净额推 

算应计养恤金薪酬使用，这项研究肯定对下列的全面审査不利。 

4. 国际公务员联会虽然了解大会希望主持联合国组织系统工作人员的养恤金 

和津贴的共同制度。但是，不认为应将共同制度当作束缚，以阻止各机构使用临时、 

革新的方法来解决紧急而短期的问题，因此它国际公务员联会不同意第43段所列的 

公务员委员会决定。 

5. 联合会希望指出，在提出联合国与比较国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和折合收入的 

比较（第49段）时，数据没有反映真实的情况，原因是比较双方所适用的情况和规章不 

同。根据养恤金联委会秘书处的统计，专业工作人员"平均"是在其四十岁出头时 

参加养恤基金；比较国的加入年龄是更小。联合国的强制退休年龄是60或62岁；而比 

较国没有强制退休年龄。虽然联合国承认只有35年的繳费服务时间，但是似乎只有 

国际征聘工作人员才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缴费；比较国承认是40年的缴费服务时 

间。此外，比较国有一个配合雇主缴费的补充性俭约计划；而联合国却没有这种计 

划。因此，虽然数字显示联合国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和折合收入的比率是符合比较国 

的比率，但是联合国"平均"雇用人员和比较国"平均"雇用人员收到的实际养恤 

金是不同的。 

6. 国际公务员联会认为养恤金联委会秘书处以外选出的没有列级的工作人员 

的养恤金安排是该工作人员与其服务的组织之间的问题。因此，联合会不对这个项 

目发表评论(第69段）。 

7. 虽然联合会对一般事务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的立场已充分载于第83段，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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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际公务员联会已对提出的各种问题编写了一份比较详细的分析报告；该报告载 

于本文件的附录二。联合会对第99和100段所提建议觉得非常为难；因为大会接受这 

些建议为公务员委员会报告的一部分，国际公务员联会认为它在可能因程序理由引 

起法律诉讼。基金规则有关条款（笫49条)特别规定，"联委会可以向大会提出这些 

规则的修正，大会经与联委会协商后可以修正这些规则"。联合国养恤金联委会与 

大会之间如要"协商"，就必须出于诚意；换言之，大会在这种协商之间不能作出任 

何决定。如果第五委员会注意到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建议（笫99和100段），大会已表 

达了意愿。其后，对这个问题不可能进行"有诚意的"协商。如果根据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关于一般事务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的建议作出行政决定，则这种违反议事 

规则可能引起法律起诉。 

8. 国际公务员联会对目前专业人员的薪金的计算方法所得出的差额的报告 

(第108段）没有发表意见。 

9. 公务员委员会在建议基薪/最低薪金表（第118段）时，适用一个商定的方 

法。各委员对这个方法都没有提出反对。但是,联合会指出，在基薪和底薪表所在的 

比较国采用其薪金表后18个月后，目前的方法才调整基薪和最底薪表。如果这个项 

目不棑除在两年期的考虑之外，时间差距很可能会拉长到20个月。联合会要求第五 

委员会审议如何及时继续进行这种调整。 

10.关于租金补助办法(第122段），国际公务员联会希望重申支持放宽工作人员 

申请这个办法补助的资格。联合会想要求第五委员会重新考虑审查公务员委员会有 

关矿大该办法以包含由于目前地点治安恶化和不可抗力情况需要改变居住的工作人 

员的提议。提交公务员委员会的报告（ICSC/36/R.5)只从毒品和犯罪有关的安全考 

虑治安；讨论中完全不管外地工作人员的物质安全问题。公务员委员会也审议与借 

口执行租金补助办法的不可抗力条款导致房租/收入比率高于起始数有关的包含房 

租不合理增加的问题，但是没有同意。不过，这种情况对外地工作人员来说是比已经 

接受改成共有/共同公寓理由更常遇到的，因为改成共有/共同公寓是通常只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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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工作地点出现。 

11. 联合会支持通过计算纽约与华盛顿之间生活费差幅的新方法(第143段），国 

际公务员联会长久以来都主张目前的方法不当，应加以修改。根据顾问提交公务员 

委员会的资料，拟议方法对计算这项重要的统计比较适合，而且如果采用这种改变， 

也不会造成任何财务问题。 

12. 按照目前所理解的诺贝尔梅耶原则，要吸引联合国共同制度所需要的高度 

合格的工作人员，联合国的薪金应比得上待遇最好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薪金。但是， 

待遇最好的关怀公务员制度的薪金没有生硬的薪金制度。反而，它有各机构的不同 

薪金制度，职业特别薪金，地点酬金和作为薪金一部分的奖金。公务员委员会在决定 

差额计算不一定包括比较国薪金的这些方面（第153段）时,就在破坏联合国吸收各国 

最好的工作人员的能力。它也是在拿这个原则开玩笑。 

13. 如第158和159段所述，国际公务员联会已在进行联合国专业人员薪金和养 

恤金制度的研究。这项研究显示总部工作地点的薪金和养恤金从1，年代中期起如 

何演变，它们如何与联合国系统内非共同制度的成员以及雇用相似的工作人员并执 

行相似职务的国际组织比较，比较国的薪金与该国的私营部门的关系如何，以及比较 

国制度的特别薪金的影响；它也对《1990年联邦雇员薪金可比性法案》提出总的看 

法。由于这些分量太厚，将向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直接分送一份。虽然公务员委员 

会成员认为应该审査是否继续适用诺贝尔梅耶原则现在解释(第167段），公务员委员 

会对是否进行这种审査没有作出决定。但是，不管国际公务员联会提出的共同制度 

没有竟争性的问题，行政协商会和公务员委员会秘书处既不解决这个问题又不设法 

使其消失。国际公务员联会提议整个共同制度实得薪金的15%的实际增加,批准分 

三期摊付,是纠正专业人员薪金和养恤金的没有竟争性和恢复过去八年来大多数工 

作地点所丧失的购买力的早该实行的这个步骤。按照计算纽约-华盛顿生活费差幅 

的订正方法，这会造成这项差额的上限的短期中止，直到《1990年联邦雇员薪金可比 

性法案》完全生效之后，比较国制度的薪金又会提高到一个程度，使这项差额再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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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120以下。 

14. 鉴于D-1以上职等压缩差幅和共同制度需要吸收有高度才能的管理员来监 

督现在交付联合国及其机构日益增多和复杂的任务，国际公务员联会认为行政协商 

会提议增加这些职级的薪金是正当的，但是公务员委员会没有核可这个提议（第176 

段）。联合会认为在共同制度内开始实行特别职业薪金率是不适当的。它等于开了 

同工同酬和职业分类概念的玩笑，这个概念t在根据各机构职位的杈责评定其价 

值。它也对已经极为复杂的制度添加了另一层复杂性，将需要很大的行政努力来执 

行。由于这些特别职业薪金所针对的问题是征聘和留住问题，如上一段所提议的恢 

复专业人员的薪金和养恤金的竟争力将解决这个问题而不会产生另外的问题，诸如 

对差幅的影响，对应计养恤金薪酬的影响，决定那些职业类别应领取特别薪金,决定 

何时不需要特别薪金等它也可以立即解决问题，而不必等到提交大会第四十八届会 

议的报告和因为两年期化而导致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才采取的行动。 

15. 笫191和192段所提的公务员委员会关于决定专业人员以上职类抚养津贴的 

方法，除二级受扶养人外都已得到国际公务员联会的核可。1977年决定这项津贴的 

数额为一年$300。目前的建议是提高到$450;这符合每天增加$0.41。因为二级受扶 

养人的津贴只在没有主要受扶养人和比较国的税法对联合国所承认的类似主要和二 

级受扶养人没有区别的时候才支付，联合会将重申其有关二级和主要受扶养人应该 

相同的要求(第183段）。 

16. 国际公务员联会对公务员委员会有关知识产权组织专业人员薪酬工作组提 

出报告的决定(第203段）不发表意见。 

17. 国际公务员联会也对第207段所载公务员委员会关于助理秘书长、副秘书 

长和工作人员同级的服务条件摘要没有提出意见。 

18. 联合会极为关心调査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所颁发的总部工作地点当前最好的 

就职条件方法将对共同制度严重不利。由于这个问题重要，国际公务员联会对本文 

件附件三笫231段所载改变提出其意见。如果第五委员会同情工作人员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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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会将要求第五委员会将此问题发回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并请其参照公务员委员 

会的评论，审査这项改变。 

19. 联合会在核可关于教育补助金方法和数额的建议，将要求补助金数额应两 

年审査一次，其周期与第五委员会审议共同制度相合。 

20. 虽然还没有按照其最初的变数实施调动和艰苦计划，让基薪/底薪随着比较 

国的薪金表调整，但是公务员委员会已决定在第283段报告这个计划已达成它所提出 

目标。国际公务员联会同意这种评论，并将根据这个计划的短期间的实行，同意1995 

年的审査。 

21. 联合会关于妇女联合国系统的地位的观点已在第289段正确反映。此外，联 

合会也核可第296和297段所载公务员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作出的决定。 

注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30号》（A/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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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联合国共同制度工作人员代表特别大会通过的决议 

国际海事组织总部(伦敦，1992年7月22曰） 

联合国全球共同制度工作人员的代表出席1992年7月22日，星期三，在伦敦举行 

的国际海事组织特别大会， 

重申他们充分支持联合国组织大家庭的理想和工作， 

申明只有在工作人员按照《联合国宪章》笫101条的规定，达到效率、才干和忠 

诚的最高标准才能确保联合国组织的成功和效用， 

iUi为确保这些工作人员的聘用和保留，诺贝尔梅耶原则和弗勒明原则内所载 

联合国组织服务条件的竞争性必须得到恢复和保护， 

1.坚决要求对于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的工作人员，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本届会议将作出的各项决定应确保. -

1.1对确定应计养恤金薪酬的办法不作修改，和目前和今后的养恤金数额 

应继续根椐每年的生活费的变动进行调整； 

1.2净薪酬总额，包括不计养恤金的部分，应用来计算应计养恤金薪酬，并 

将整笔数额算为毛额，无论是用何种办法来计算工作人员薪金税， 

1.3对导致薪金数额有任何降低，包括冻结的薪金调查办法不作修改，因为 

薪金数额必须按照当地条件和生活费提高，特别是： 

一所调査的雇主必须代表具有代表性的适当的竟争部门； 

-所调査的每个雇主的最少雇员人数必须保持为50人； 

--必须继续使用75百分位数的办法； 

一必须保留语文调整因素； 

--工作必须只符合职务和员额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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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保证工作人员充分参与各个阶段的薪金调査工作；和 

一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只限于参与（而非监督）当地薪金的调査。 

2. 进一步要求,对于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建议 

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 

2.1恢复联合国薪金的竞争性，并作为初步措施，在1994年以前（除在这 

一年可能应作出的任何调整以外）平均分三期将整个共同制度的实得工资增加 

15%, 

2.2因此暂停差额的运用； 

2.3审査逐地调查的办法，目的在于促进其作用，并进行新一回的调査以 

核实各工作地点之间的平价； 

3. 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主席和联合国系统独立职工会与协会协调委员 

会副主席将本决议提交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主席以供其委员会整届会议讨论； 

4. t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主席向出席7月24日，星期五，13时举行的特别大 

会的工作人员讲话，说明委员会就本决议进行讨论的结果； 

5. 通知委员会它已指示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主席和联合国系统独立职工会 

与协会协调委员会主席采取一切必要的技术性，政治性或工作人员行动方面的措施， 

直到实现本决议的目标为止； 

6. it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将本决议案文列入其向眹合国大会第四十七届会 

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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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对一般 

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工作人员 

应计养恤金薪酬的立场文件 

昱 一 一 _ 1 

1. 1988年，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养恤金联委会）在其常设委员 

会提出建议后要求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公务员制度委会)合作对确定应计养恤 

金和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工作人员的相应养恤金的办法进行研究。常设委员会 

是在1987年作出这项建议的，因为当时一般事务人员的以当地货币计算的最初养恤 

金突然被认为与专业人员的相比是过高的；而这个情况是因为在生活费高的国家退 

休的专业人员的以当地货币计算的最初养恤金降低而造成的。 

2. 公务员制度委会在其1990年3月的会议上决定优先全面审査一般事务人员 

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和相应的养恤金。委员会同意该项审査将与养恤金联委会密切合 

作和协商进行。 

3. 从一开始，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国际公务员联会）便是对这些研究的需 

要和效用表示怀疑的其中一个机构，因为它认为适用于一般事务人员的联合国养恤 

金制度的作用基本上是正确的，并只需要稍擞予以修改以保证它能更好地应付具体 

的情况。但是，由于已决定进行这项审查，国际公务员联会便同意参加。但是，它说 

明如果有作出任何企图来利用这项研究任意减少一般事务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 

它将加以反对。 

4. 本文件集中于讨论根据目前确定薪酬净额的办法来计算--般事务人员应计 

养恤金薪酬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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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理由 

5. 大会第46/192号决议同意进行这项研究，特别是因为公务员制度委会和养 

恤金联委会各别报告内就现行办法是否不一致和有问题一事反映出各种不同的意 

见。公务员制度委会一些成员所确定的"不一致"和"问题"就是专业人员和一般 

事务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重叠;认为现行制度"不公平"，因而可能引起"收入倒 

桂"；和货币波动对一般事务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的影响。 

6. "收入倒挂"一词是指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工作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可能 

高于在工作时有较高薪金的专业人员职类的同事的应计养恤金薪酬的一种现象。这 

种现象是发生在当地货币高于美元的时候和工作地点（仅举几个例子：日内瓦、罗 

马、维也纳和东京）。 

7. 虽然这两个职类的应计养恤金薪酬的计算和调整办法是大同小异的；但是 

主要的差别是-

(a) 对于一般事务工作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数额及其调整数与各工作 

地点的薪金净额直接有关。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养恤基金)的每月补 

助费是以当地货币缴付的并按照养恤金联委会的规定相当于应计养恤金薪酬的 

一定的百分率（目前为7.9%); 

(b) 对于专业人员，自1987年4月以来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数额及其调整数与 

薪金净额及其按制度基准（纽约）计算的调整数直接有关。养恤基金的每月补助 

费是以美元缴付的，不管工作地点都是一样的。由于各工作地点的工作地点差 

价调整数不同，因此应计养恤金薪酬只与按制度基准计算的薪金净额直接有 

关。这个关系因与纽约相比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数额的增减而不正常。表1 

和2说明了这个关系，这两+表对应计养恤金薪酬/薪劂净额比率、相应养恤金 

交款/薪酬净额比率以及一般事务人员和专业人员的不同工作地点在一段期间 

中的折合收入比率作了比较。可以看出的是，就这些要素的变动而言，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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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一般事务人员-

若干年内曰内瓦应计养恤金薪鲷、养恤基金 

补助费和折合收入比率作为薪金净额的百分比 

G5/六a P4/十二 a 

无家属 有家属 

曰期 汇率 应计养 补助费/ 折合收 应计养 补助费/ 折合收 

恤金薪 净 额 入比率 恤金薪 净 额 入比率 

酬净额 % % 酬净额 % % 

% % 

1983年1月 1.99 134.2 9.4 62.1 116.8 8.2 54.0 

1984年1月 2.18 136.6 9.9 63.2 122.3 8.5 56.6 

1985年1月 2.58 135.9 9.8 62.9 136.5 9.9 63.1 

1985年3月 2.83 134.9 9.8 62.4 146.4 10.6 67.7 

1986年1月 2.09 135.4 9.8 62.6 116.6 8.4 53.9 

1987年1月 1.63 135.3 9.8 62.6 93.9 6,8 43.4 

1988年1月 1.29 135.3 9.8 62.6 72.2 5.2 33.4 

1989年1月 1.51 136.4 10.2 63.1 91.6 6.8 42.4 

1990年1月 1.53 139.5 10.5 64.5 95.4 7.2 44.1 

1991年1月 1.27 142.6 11.2 65.9 83.0 6.5 38.4 

1992年1月 1.42 133.1 10.5 61.6 96.4 7.6 44.6 

出羞：国际公务员联会，综合自官方统计数字。 

a 25年的繳费服务时间。 



A/C.5/47/38 
Chinese 
Page 13 

表 2 

1992年2月1日，在八个总部工作地点有25年缴费服务 

时间的G-5六级和P-4十二级工作人员的应计养恤金 

薪鲷、养恤基金补助费和折合收入比率 

作为薪金净额的百分比 

工作地点 

工作地点 

差价调整 

数乘数 

应计养恤金薪 

酬作为薪酬净 

额的百分比 

养恤基金补助 

费作为薪鲷净 

额的百分比 

折合 ：入比率 

工作地点 

工作地点 

差价调整 

数乘数 
GS P GS P GS P 

日内瓦 91.0 133 105 10.5 8.29 61.6 48.5 

蒙特利尔 39.6 129 144 10.2 11.3 59.2 68.2 

伦敦 68.2 133 119 10.5 9.4 61.6 56.6 

纽约 53.6 135 130 10.7 10.3 62.6 62.0 

巴黎 67.4 131 120 10.3 9.5 60.6 56.9 

罗马 60.4 139 125 10.9 9.9 64.3 99.4 

维也纳 68.8 135 119 10.6 9.4 62.3 56.4 

华盛顿 39.2 131 144 10.6 11.4 60.7 68.4 

出处：国际公务员联会，取自官方统计数字。 

(一）一般事务人员的养恤金捐献额通常约为薪酬净额的10%，专业人员的则为 

8o/o至11%; 

a折合收入比率也如此，即一般事务人员为50%至64%，专业人员则为48.5%至 

68.4%； 

〇在日内瓦也同样适用，专业人员职类的变化则更大。此地一般事务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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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率也约为薪酬净额的10%,专业人员则为10.6%至5.2%，或为一般事务人 

员的一半。对于折合收入比率，一般事务人员从61.6%增加到65.9%,专业人 

员则从67.7%减至33.4%; 

虽然专业人员的薪金比一般事务人员的高很多，但是他们对养恤基金的缴 

款却大约相同。 

这完全是由于汇率的波动。在1992年4月1日采用专业人员的以当地货币计算的最初 

养恤金的新调整办法后，这个情况便获得解决。 

大会—，―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联合国工作人员 

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决定/建议 

8. 联合会和委员会分别在1991年2月和3月的届会上审査了其各自秘书处共同 

编制的并经该两个机构设立的联合筹备工作组审查和修订的说明。国际公务员联会 

参加了这个工作组并在后来就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工作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 

和相应养恤金问题向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了立场文件（ICSC/33/ 

R.8/Add.4),进一步的报告则由委员会和联合会分别在7月和8月份的会议审议。联 

合会对保留现有办法或赞成一个变通办法的问题也没有达成协议。因此，联委会向 

委员会建议：在对变通办法进行研究以前，现有的办法应继续适用，但须对现行工作 

人员薪金税率加以审査。 

9. 关于今后的工作方案，联委会建议研究：（a)参照各地方的最佳一般惯例 

确定一般事务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鋼和相应养恤金的可行性；（b)折合收入办法； 

(C)"薪带办法"或（d)直接适用地方税率以算出薪金毛额，从而从应计养恤金薪 

金净额算出应计养恤金薪酬。 

1 0 .同时，联委会也指出它打算在研究各种变通办法时也一并进一步研究-

(a)目前一般事务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的定义；（b)最低养恤金；（C)确定最后平 

均薪酬的程序；（d)通货膨胀率高的国家养恤金的调整；和（e)国际征聘一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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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员的领受养恤金权利, 

1 1 .公务员 (委员会的1991年8月会议决定-

(a) 在目前委员会将提请大会注意该问题的范围和复杂性； 

(b) 公务员制度委会和养恤金联委会的秘书处将对地方性的养恤金制度进行 

研究； 

(C)与上面(b)合并，该两个秘书处将收集关于釆用与地方税一并折合收入的 

办法的所有有关数据以供委员会和联委会在1992年审议； 

(d) 将一份关于上面(b)的研究的进度报告提交委员会1992年春季会议。根据 

该进度报告,委员会将对是否应当采用地方性的惯例办法作出决定； 

(e) 根据该两个秘书处关于上面(b)和(C)概述的研究的最后报告并与联委会 

密切合作和协商，委员会将对其关于确定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工作人员应计养 

恤金薪酬和相应养恤金的办法拟订最后建议以供提交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 

12. 1991年大会同意了这个分阶段的办法。 

13. 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了该两个秘书处共同编制的关于各种磯定一般 

事务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鲷的办法的文件，并决定设立一个由其三个成员、各该组织 

提名的三人和独立职工会与协会协调委员会和国际公务员联会提名的各两人组成的 

工作组以便进行分析。同时，它也规定了该工作组的职权范围。 

14. 1992年5月18日至23日该工作组在纽约开了会，于1992年6月向联委会和公 

务员制度委会1992年
7
月份会议提出报告（ICSC/36/R.12)。国际公务员联会参加该 

工作组，以技术和客观的方式专门确定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所选择的不同选择办法的 

优点和缺点。 

养恤金制度 

15. 1958年6月10日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设立的应计养恤金专家组认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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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综合退休办法的基本原则是它应当保证达到退休年龄的参与人的养恤 

金可养活自己，其条件与他们最后几年服务期间的条件没有太显著的差别。" 

16.确定一般事务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的基本因素是适用工作人员薪金税的薪 

金净额。关于薪金表重叠的问题以及一般事务人员和专业人员薪金表之间差距的问 

题，与对养恤金福利的审査并不相关，这是由于这些养恤金只能从实际薪金来计算， 

而当然不是从薪金应当多少或可能多少来计算的。 

选择那一种制度？ 

17.有两种制度可加以考虑:一个与现行制度一样的普遍制度或一个基于当地 

情况的制度。虽然从理论的观点来看后者似乎较有吸引力；但是这实际上却极难适 

用。一个国家的制度对有关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情况极为敏感。在许多国家出现的不 

稳定和剧烈的通货膨胀妨碍了工人为取得合理的养恤金所作出的努力。此外，一些 

国家没有养恤金制度或者如果有这个制度，各国也不能确保养'là金计划能提供适当 

的养恤金并应付急速增长的通货膨胀。除这些缺点以外还应当指出养恤金计划应当 

反映出保留用以进行薪金调査的雇主的情况。但是，这些雇主或其中一些雇主可以 

从一种调査改到另一种调査，从而影响该地区工作人员的养恤金。此外,各个雇主由 

在这方面应 于各自 

当指出的是，养恤金计划应当要稳定才能发挥效用。联合国迄今已保证了其养恤金 

计划的稳定性。将令人遗憾的是，如果保证工作人员有一个足够和稳定的养恤金--

不受工作人员的工作所在国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影响一的基本原则因短视的政治决定 

而受到损害。此外，由于这个养恤金制度因国家而异，因此将不可能保证不同工作地 

点的工作人员将有同样的社会保险。 

18.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普遍制度是以美元的单一货币为基础的。它的运作相 

当好并保证有养恤金，该养恤金是直接根据退休前的薪金净额计算的，因此就一般事 

务人员和有关职类的工作人员而言它保证给予公平的养恤金（见ICSC/33/R. 8/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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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所保留各种选择的评论 

(a)所采用的税捐因素 

19. 最初，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养恤金是根据薪金净额计算的，但是由于各国对 

这些养恤金抽税，乃自I960年开始采用"毛额的一半"这个概念，自1965年以后则采 

用"毛额全部"的概念。这个方法构成了可适用于所有工作地点所有一般事务人员 

的一个制度的核心。 

以美元为基础的工作人员薪金税率 

20. 按照目前适用的办法，决定一般事务人员应计养恤金薪剩的起点是他们的 

净基薪，这是依据每一工作地点目前最好的雇用条件定出的。然后利用这个基薪，透 

过倒过来适用从数个（目前为25个）工作地点的平均税率得出的，以美元为基础的工 

作人员薪金税率，去推算毛额。 

21. 这是以平均值为基础的全球性制度，因此会对一些人有利，对另外一些人不 

利。到目前为止所得结果我们认为还可以接受，虽然通货膨胀和货币的变动可能会 

影响养恤金的多小。但是这类问题仅限于某些特定国家，应该按具体情况个别对 

待。国际公务员联会在其立场文件（ICSC/33/R.8/Add.4)里摘要了对这些问题的可 

能解决办法。联会因此认为这个基本制度是健全的，应该保留。表3阐明了这个立 

场。表3表示各净比率，与大会将其述为"合理的"比率，很接近，即相当于服务年资 

25年的净薪金的46.25。"同时参看表9，以目前汇率或36个月平均汇率计算的，15个工 

作地点1985年至1992年，一名繳款服务期间25年的G-5职等，第六职级的工作人员在 

60岁退休时的，折合收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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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缴费服务期间25年的G-5职等第六职级的工作人员在60岁退休时 

以当地货币计算的每月养恤金净額和毛额，以及该1-作人员 

开始退休那个月初的薪金净額 

详记 i3内瓦伦敦 蒙特利尔 纽^ 巴黎 罗马 维也纳 华盛顿 

薪金净額（当地货币） 5 186 1 001 1 856 2 419 16 394 3 131 083 29 341 1 766 

养恤金毛額（当地货币） 3 165 523 1 043 1 365 8 589 1 733 986 15 995 972 

养恤金净額（当地资币） 2 443 4.18 836 1 084 6 795 1 377 999 12 711 781 

*税率？é 22, ,8 20, .0 19.8 20.57 20.89 20.5.3 20.53 19.60 

折合收入率养恤金毛頫Ü 61. ,0 52. ,2 56.2 56.4 52.4 55.4 54.5 55.1 

折合收入率养恤金净额％ 47. ,1 44. ,() 45.0 44.8 41.4 44.0 43.3 44.2 

1991年1月 

薪金净額（当地货币〉 5 905 1 285 1 949 2 561 17 146 4 013 167 30 529 1 968 

养恤金毛額（当地货币） 3 345 607 1 083 1 443 9 201 1 962 696 17 606 1 032 

养恤金净额(当地货币） 2 620 482 872 1 143 7 214 1 542 679 13 907 830 

* 税率X 22. 68 20. 12 19.50 20.78 21.60 21.40 21.01 19.77 

折合收入率养恤金毛額% 56. 6 47. 2 55.6 56.3 53.7 48.9 57.7 52.5 

折合收入率养恤金净额％ 44. 4 37. 5 44.7 44.6 42.1 38.4 45.5 42.2 

1992年1月 

薪金净額（当地货币） 6 147 \ 346 2 037 2 661 17 840 4 204 583 31 259 2 035 

养恤金毛額（当地货币） 3 657 709 1 142 1 529 9 881 2 281 411 18 823 1 112 

养恤金净額（当地货币〉 2 824 537 918 1 209 7 737 1 785 660 14 500 890 

*税率 22. 77 20. 50 19.75 20.95 21.70 21.73 21.37 20.00 
折合收入率养恤金毛額% 59. 5 52. 7 56.1 57.5 55.4 54.3 60.2 54.6 

折合收入率养恤金净额％ 45. 9 39. 9 45.1 45.4 43.4 42.5 47.3 43.7 

资料来源,国际公务员联会。这些数据是从公布的正式资料来源，即联合国系统在各有关工作地点的组织所公布的资料 

来源得来或计算出来的。 

-1992年1月1日一般事务人员及有关职类的工作人员薪金薪率。 

IRR折合收入率：养恤金毛额或净頮对薪金净额的百分比。 

Î-C当地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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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用以计箅- ‧般事务人员职类工作人员薪金税率的方法，与用以计算专门职 

类工作人员薪金薪率的方法相类似。两者之间最大的两点不同是：（a)用以计算工 

作人员薪金税表的国家数（专业职类以7个工作地点总部为基础，一般事务人员职类 

以25个工作地点为基础；（b)计算平均汇率的期间（专业职类是12个月平均，一般事 

务人员职类是36个月平均）。为了限制由于使用两个不同的计算表而造成的差异，将 

来修订两个不同职类的计算表的时间应该一致，并采用同样的平均期间（12个月或36 

个月）。 

23. 最新的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工作人员薪金税表的现象是，低收入级别的 

15计养恤金薪鲷的比率高，而高收入级别的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比率则低很多。这个 

倾向最显著的是生活费用高的服务地点，这些地点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减少了 7% (曰内 

瓦，罗马、东京、维也纳）。还应注意的是，这个工作人员薪金税表的累进率异常地 

低，例如薪金净额$10 OCX)的应计养恤金薪酬为20%,而薪金净额$80 000的应计养恤 

金薪酬则仅约26.5。/。。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税捐累进率比此高很多。国际公务员 

联会深信，新的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工作人员薪金税率，是为了降低一般事务人员职类 

高收入级别养恤金，而减低的。 

24. 目前这个制度的好处在于维持（从薪金净额推算出的）薪金毛额和养恤金之 

间的密切关系。这是全世界的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的基础，因此它用以计算养恤金额 

的方法是，已作必要的修改后，和所有各国釆用的方法相类似的。 

â M A t 率 

25. 这个办法拥有很紧密地反映当地情况的好处，这个特点，对于象养恤金这类 

社会福利很重要。而且，很容易了解。然而，这将脱离全球性的概念，因而不受共同 

制度的控制。 

26. 另一方面，这个方法将不会是两种工作人员所共同的。它将受当地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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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情况和政治变化的影响，其结果可能是剧烈的改变.它可能成为行政上的负担， 

因为它将必须分成150 f以上的工作地点来计算和维持；它不能在尚未发展出完整的 

税制的工作地点立即适用，可能随着国家的发展而不得不作出重要的调整；为了避免 

各次调査结果应计养恤金薪酬大幅度变动，将必须经常调整它；它不能解决软性通货 

国家以美元计算的养恤金减少这个问题，最后它将不能适用干国际征聘的一般事务 

人员职类。 

27. 虽然这个制度对某些工作地点可能是很有吸引力的解决办法，国际公务员 

联会则认为，它所提供的长处，已被它所制造的问题抵销而有余。就所谓"收入倒 

桂"而言，这个制度将会加重而不是减轻这个现象。 

28. 国际公务员联会因此现在并不支持这个办法，但是有根据所有有关工作地 

点的详细资料重新加以检验的心理准备。 

由 外 界 进 行 调 查 的 薪 M M 3 M 

29. 这个方法也是以外界当地税制为基础的。也很接近当地情况，也因此应该 

加以考虑。然而，它也会呈现第26投里提到的各种问题。此外，外界的薪金毛额，有 

时会棑除在联合国系绽里一向被认为是应计养恤金的一些因素。大家都知道，雇主 

总是尽可能试图从薪金排除越多的因素越好，以减少其社会负担,，因此必须就每一 

个工作地点进行关于外界薪金毛额所包括在内或排除在外的各种因素加以分析；必 

须利用当地税率以计算相应的薪金净额，或将虽经雇主把它除外，但在一般社会安全 

保障原则上应属应计养恤金的各种因素包括在当地应计养恤金内。 

30. 由于手边没有数据，是无法评价这个办法能不能，以及将怎样应付，通货膨 

胀率很高的各国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薪带办法 

31.由行政问题ñ委员会（行政协商：)提出的薪带办法，是一种可以擭供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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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的普遍的制度；它比目前釆用的制度更接近各个别国家的实际税率；它既可适用 

于总部，也可适用于非总部的其他工作地点；它可以自动将通货膨胀列入考虑，因为 

薪金净额增加的结果将导致薪酬毛额的相应增加；它将不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它可以 

避免在低收入国家对高级别工作人员补偿的不足或在高收入国家对低级别工作人员 

的补偿过多。 

32. 然而，祁所有的平均值一样，它将对某些人利，对另外一些人不利。而且，它 

无法觯决，在通货膨胀厉害的国家或当地货币值厉害的国家所面临的，美元养恤金 

减4、的问题。 

33. 尽管如此，il个代替办法可能有趣，应该进一步研究其应用。 

^亍！篮甩的i捐显t.—的— 

34. 虽然国际公务员联合并不认为可以适用当地税率办法(使用当地税率，外界 

调查薪金毛额数据），但应该进一歩调査研究薪带办法的潜力。在这期间，目前的制 

度应予保留。 

cb) ̶ 的 ̶ Í I Í : i M L Í i l L 计 . # 她 金 羞 直 

35. 在包括专M职类的比较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国家，养恤金是以薪金毛额作 

为基础计算的。共同制度以外的所有其他国际机构也是如此。在联合国系统内，应 

计养恤金薪酬的计算基础是薪金净额，然后倒过来应用税捐因素，以推算毛额。因 

此，在求取应计养恤金薪酬时应考虑的是整个薪酬净额。 

36. 对一般事务人员适用从薪金净额部分地推算毛额的办法得出的折合收入 

率，无论采用的是怎样的税捐因素（以美元为基础的美国工作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 

薪带办法或当地税捐办法）都将必须以任意选定的服务期间为基础，因此对服务期间 

超过所选用平均年数的工作人员的补偿，将会不足。即使采用最高服务期间（即35 

年），这个办法仍然代表着向所谓"毛额的一半"的办法倒退，这个办法早在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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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被认为不够。这咱部分推算毛额的程序的唯一目的在干任意地减少应计养恤金薪 

酬，从而减少养恤金。这样一一个办法将为今;&的一切阴谋操纵开放门户，与一切社会 

安全保障的原则和作法背道而驰。 

37. 国际公务员联会坚央反对任何脱离目前办法的意见，以及在推算毛额过程 

中只考虑净薪酬的一部分的任何企图。脱离这个原则，将被视为毫无任何技术上的 

理由，只为了减少一般事务人员养恤金而故意作出的决定(' 

38. 国际公务员联会完全反对采用预定折合收入率，理由如下-

折合收入办法 

39. 载于ICSC/36/K. 11号文件的这个办法，是1.987年作为决定专业职类以上工 

作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介绍的。它为了推算毛额这个目的仅考虑到薪酬净额的一部 

分，因此导致专业职类的应计养恤金低到不可接受，其养恤金也因此低到不可接受。 

表4显示，联合国系统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平均来说比美国公务人员的低8%以上，而这 

个水平至少应该是与美国公务员的同样高。因此对专业职类适用折合收入办法的缺 

点，也将自动地反映在一般事务人员职类上。 

40. 所以要研究这个方法的两个理由是：专亚职类和--般事务人员职类两者间 

薪金的重叠，以及看得见的对收入倒桂所引起的"不公平"的感受，即薪鲷净额一样 

而应计养恤金薪酬不一样。 

41. 使用在不同的日期，对各种职类适用不同的标准算出的工作人员薪金税，将 

不可避免地产生差异；这种差异，根据其薪酬净额以及这个薪酬净额开始适用的B 

期，也许会产生对某一职类或另--职类有利的，较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适用于专业 

职类的工作人员薪金税率不能直接与适用于一般事务人员的工作人员薪金税率相比 

较，因为前者指的是有家属的职员，/í5者指的是没有家属的职员(例如见ICSC/36/ R. 

11号文件）。只有适用亍两种职类的单身工作人员身上的折合收入率，可以作正确的 

比较。两种职类的有家属工作人员间的比较，由于一般事务人员家属津贴的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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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将不会是£ ,的。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采用不同的表这个决定，是为了考 

虑两类职员的特殊性而作出的，由此导致的差别因此也就不能认为是"不公平"的 

42. 从技术性的角度眷，专业职类的荞恤金制度的设计，旨在为工作人员提供以 

美元计算同额的荞恤金，而不论退休地点在那1;这个荞恤金的款额，是以纽约的薪 

金净额为基础定出来的。因此，折合收入率也就因有关的地点和基地城市间工作地 

点差价调整数的差额，而随地而异。表5表示，一名缴款服务期间25年的P-1职等第一 

职级的工作人员在1992年3月的折合收入率在73%和49%之间变动。缴款服务期间35 

年折合收入率则在105%和70%之间变动。表6表示桉乘数级别分列的国家和/或地区 

的分布情况（目前纽约的级别列为45)。如果照ICSC/36/R.11号文件所述将这个制度 

适用在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则将产生比目前适用的制度更显著的，各工作地点间的不 

公平。 

43. 而且，正如表7所列日内瓦、伦敦、巴黎、罗马和维也纳的例子明白表示， 

这个办法对货币的波动很敏感。这个表是以P-4职等第七职级的职员为基础的，但其 

结果将对任何职等的职员都差不多一样,， 

44. 最后一点，这个办法是以单--的比较国为基础的，因此是会受在该国就税捐 

作出的各种政治性决定的影响的。 

45. 国际公务员联会因此坚决反对采用这样的办法，这种办法在技术上站不往， 

将带来不公平，并将把荞恤金制度变成和抽彩给奖法--样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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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按可比较的薪酬净额级别列出的， 

联合国系统专业以上职类工作人员以及相应 

级别美国联邦公务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及 

由此算出的养恤金 

联合国 美国联邦公务员 美国/联合国 

职等和 薪酬，2 薪鲷 养恤金--' IRRp' 相等5 薪酬6 养恤3 5 IRR的差别" 

职级 净額 毛额 福利 净额 毛額 金福利 

« $ $ % S $ $ % 

P-1/V 38 147 41 714 19 293 50.58 38 306 45 877 21 218 55.39 +9.5 

P-2/VII 49 471 55 969 25 886 52.33 49 728 60 791 28 116 56.54 +8.0 

P-3AI 57 823 66 895 30 939 53.51 57 890 71 451 33 ()46 57.08 +6.7 

P-4/II 62 740 72 975 33 751 53.80 62 676 79 481 36 760 58.65 +9.0 

P-4/VI 65 405 76 633 35 443 54.19 65 815 83 479 38 «)9 58.66 +8.2 

' 1992年5月现在。 

2 在纽约。 

:3 相当于繳款服务25年的工作人『i的薪酬毛額或应计养恤金薪酬的46.25%。 

" 折合收入率。是第3栏和第1栏之间的比率。 

& 专业以上职类的薪酬：应计养恤金的监測。公务员制度委会秘书处的说明（ICSC/34/R.3号文件〉。 

6 国际公务员联会算出。第7栏里的养恤金福利和0.4625之间的比率。 

7 折合收入率。第7栏和第5栏之间的比率„ 

" 折合收入率。第8栏和第4栏之间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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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同曰期，按退休国家或地区工作地点 

差价调整数的级别（高低)和不同的缴费服务期间计算的, 

名没有家属的P -1职等第一职级的折合收入率 

曰 期 

乘 数 

曰 期 

0 15 30 40 50 

1990年7月1日 

PR a 

IRR b 25年 

30年 

35年 

20970 

33769 

74.48 

90.58 

106.69 

24116 

33769 

64.76 

78.76 

92.76 

27261 

33769 

57.29 

69.67 

82.06 

29358 

.W69 

53.20 

64.70 

76.21 

31455 

33769 

49.65 

60.38 

71.12 

1991年11月1日 

薪金净额a 

PR a 

IRR b 25年 

30年 

35年 

22018 

36919 

77.55 

94.32 

111.09 

25321 

36919 

67.43 

82.01 

96.59 

28623 

36919 

59.65 

72.55 

85.44 

30825 

36919 

55.39 

67.37 

79.34 

33027 

36919 

51.70 

62.88 

7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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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 5._ ( M l 

曰 期 

乘 数 

曰 期 

0 15 30 40 50 

1992年3月 

薪金净额a 23339 26840 30341 32675 35009 

PR a 36919 36919 36919 36919 36919 

IRR b 25年 73.16 63.62 56.28 52.26 48.77 

30年 89.78 77.38 68.45 63.56 59.31 

35年 104.80 91.13 80.62 74.86 69.86 

a 正式数据。 

b 1983年1月1曰的累积率。 

在缴款服务期间25年、30年和35年后在60岁时退休的一名职员，可以拿到相当于 

最后平均薪酬（FAR)的46.25%、 56.»或66.25%的养恤金。为了简单方便，乃以 

有关日期的应计养恤金薪酬(PR)代替了最后平均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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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按乘数级别列出的国家和/或地区 

(1992年2月） 

乘数的级别 

国家和/或地区 

乘数的级别 

数 字 百 分 比 

7.5以下 1 3 7.2 

7.5 ― 22.5 5 3 29.3 

22.5 - 35.0 4 2 23.2 

35.0 - 45.0 1 6 8.8 

45.0 - 55.0 2 4 13.3 

55以上 3 3 18.2 

共 计 1 8 1 100.0 

资料来源：公务员制度委会历史性数据报告（ICSC 60-2-1)， 199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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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S ^ S S S S ^ S ^ S S S 
LO lo fO m tjo m ' O lo ic iTj 

rHrHOOOOOOOOOOQ ^ nu "TÍ<H ̶  ̶  rH ̶  ̶ ̶ 

、 m • u 琳 ; ? S 8 8 t 2 K S § a S S 5 ^ g 

汆' 、 á ú Á ú ú ^ é ú é é ú ú 

～ 々 . 1 崎 1 

卜卜卜卜t^t>N卜卜卜卜卜 

oooo<¿coc¿c¿oooec6cOc¿c¿ 

^ 8 S S s S §8 s ñ S B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ce íO iT: í-0 tr;. u'î 25 to 55 to 55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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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lCi"-̂  卜 ts«Ü(̂ fsIl̂ Î t̂  卜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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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调整程序 

46. 国际公务员联t觉得很遗憾，公务员制度委会秘i?处向丄作组提供的K件 

内载，为了表示（特別是）由于ITíí变动5敌莉酬毛额的瀆变和薪剩净额的演f之Í"] 

有重大的差异而选出的数据..t8所载的数据明白地表示薪金净额的增加和薪金《 

颌的增加之间的差别，在火多数情况下反映着累进税率的影响。 

47. 因此应该保留IT前由经过调整的薪酬净额去推箄毛額的制度。这一点适用 

于-所有已经椟议的各种力m 所有将计肯:方Ú改变并对薪金，额和薪金毛额适同 

額的增加的企图，都将导ttí«j计养1*金薪酬的任意减+,因为ix, I f t时将不会把累进 

税率列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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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界2—f直逸屋11:f 空i;X务^f 置—;̂』曰1 

进薪金净額和毛续的整率 

(Pi r, --ñ职等第六m ̂的薪金为根据） 

u n K it 蒙特利尔 组Mi 

整率'A 渴整率% S;整率5¿ 整率5í 

曰期 乇薪 吁W S期 毛薪 净薪 日期毛薪 净薪 S期毛薪 净葡 

«8年4月 4.7 '.\.9 «8年3月 10.6 9.0 89年4.弓 5.2 4.4 88年"12月 4.6 4.1 

89年4月 5.3 2.9 88年12月 6.2 5.1 90年3月 6.0 5.0 89年10月 5.5 4.9 

90年4月 4 . 7 3.6 89年S月 5.8 5,1 9]年3 S 5.3 4 . 5 90年9月 6.7 5.9 

92年1月 -2.5 90年11月 5.7 4.9 91 ，9月 4.4 3.9 

91年9月 5.Ü 4.7 

巴, 罗马 维也纳 华盛顿 

调整率％ 调整率％ 调整率％ 调整率％ 

日期 毛If 净* tí期 毛薪 净薪 tí期 毛薪 净薪 Ü期 毛薪 净薪 

88年1月 3.5 2.8 88命1月 6.0 4.3 88,3月 3.8 2.1 88年11月 3.9 3.6 

89年1 4.7 2 . 7 89年5月 9.2 7.3 89年3月 12.0 9.2 89年10月 5.6 5.0 

91年-1 P) 5.5 4.6 91年1月 11.1 9.4 90年3/J 5.0 4.1 91年8 S 3.8 3.4 

92年1月 4.8 4.0 91年6月 5.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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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计养恤金薪金的定义 

48. 目前的办法，即将薪酬净额的某些组成部分视为"不计养恤金的"这个办 

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将"不抽税的"组成部分分类为"不计养恤金"，则亳无道 

理。这是完全违反关于养恤金的基本原则的。根据这个原则，包括支付给联合国职 

员的养恤金在内，养恤金应该以保障退休后仍能维持与服务期间所达成的水平相差 

不远的生活水平为目的。 

49. 这些因素显然对正在服务的职员的生活水平具有作用，有时具有关键性作 

用。因此完全没有理由在决定应计养恤金薪酬时忽视这些因素。应计养恤金薪酬的 

水平终将决定是否可以拿到一笔象样的养恤金。 

50. 而且，还应该回顾，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立法都明文规定，在计算养恤金 

缴款和福利目的时，薪酬的一切经常性组成部分都应列入考虑。这个原则应该同样 

适用于有些工作地点所支付的薪金净额里的所谓"不计养恤金的"现款部分，因为 

这些部分可能代表着整个薪金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51. 无论如何，工作组缺乏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作出客观建议所需的，详 

细资料。然而，很明显的是，在这方面是一片混乱，在不同的工作地点采用的标准不 

一样。 

52. 国际公务员联合坚持，应该暂时保留现有的办法，但是应该作为紧急事项， 

根据社会安全保障的各项原则，彻底研究到底那些组成部分应属应计养恤金。 

关于薪鲷净额应保留部分的结论 

53.国际公务员联会坚持，今后用以决定应计养恤金薪金净额的任何办法，都应 

适用下列原则： 

(a) 除非有明显的证据表示它不应计算养恤金，否则所有一切组成部分都应计 

养恤金； 

(b) 所有的工作地点都应适用同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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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旦排除不应计养恤金组成部分之后，即不再需要维持一个差幅以防由于 

受调査的雇主有所改变而引起的，应计养恤金突变。 

(d)应计养恤金薪蒯无论如何都不应低于薪金净额。 

建议和结论 

54. 国际公务员联会认为目前用以决定一般事务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的办法， 

尚称满意。为了处理当地通货迅速膨胀或5è值引起各种问题，从而减少以美元计算 

的荞恤金金额，需要做一些调整。养恤金委员会应该作为紧急事项处理这些问题。 

55. 为了计算应计养恤金薪酬，国际公务员联会认为应该暂时保留目前实行的， 

以美元为基础的工作人员应计养恤金办法。然而，薪带办法可以加以进一步研究。 

由于在上文第26段描述的理由，利用当地税率推算毛额的办法，我们认为在目前并不 

是可行的解决办法。应该象所有的国家一样，使用薪酬净额来计算应计养恤金薪 

酬。 

56. 国际公务员联会完全反对将已适用于专业人员职类的，预先决定的折合收 

入率，也适合在一般事务人员身上。这个办法并不解决收入倒桂或重叠等问题，缺乏 

技术上的理由，并将带来不公平。 

57. 关于应计养恤金薪金净额的定义，除非有明显的证据显示不应该这么做，否 

则在计算应计养恤金薪酬时应该将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列入考虑。 

58. 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制度，都应该在进行各次薪金调査之间，调整应计养恤金 

薪酬的水平。此项调整应该继续依照目前实施的办法实施，即从薪鲷净额去推算薪 

酬毛额加上应计养恤金各组成部分。 

59. 遗憾的是，提交给工作组的各项文件既不完整且互相矛盾。因此无法评估 

所提各种方法的真正影响，特别是关于以外界的毛额为基础的办法，以及以薪带办法 

为基础的办法的真正影响。关于后者，其有关方法的描述无法了解，而所提供的数据 

也仅限于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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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有关决定应计养恤金薪鲷的方法的选择既是如此地重要，所用数振的选择 

也就应该以最谨慎最客观的态度为之。国际公务员委会有一个很清楚的印象，那就 

是，为了达到一个具体的目的去选择所用的数据，而这个目的就是大量减少一般事务 

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从而减少其养恤金（例如参看ICSC/36/R.12号文件附件十 

一 ）o 

61. 国际公务员委会为全体工作人员要求的是，没有意外收获或损失的，适当的 

养恤金。不应该拿养恤金制度当赌博。本文件就是以这种心情编写的。 



A/C.5/47/38 
Chinese 
Page 37 

m iE M * 

<- ne: 14- ̂  

Hn 4e .y * 

un W * 

«55 <- nr: 1̂  ̂  

m M * 

55? nt: fih 

nn M # 

<?5 <- ne: 1̂  

nn M * 

«5$ ne zg-

m ,y * 

«?5 ir 

m 4e M * 

6
 

.

o

s
 

¿
•
9
9
 

，
9
9
 

r
o
e
 

r
o
e
 

o
 
.

9

9
 

.
0
9
 

•se
 

-se
 

.se
 

-
0
9
 

s
 

¿
-
T
9
 

¿
.
1
9
 

卜
.
.
s
 

S
.
.
S
 

r
i
»
 

.
T
Q
 

•
T
e
 

.
1
9
 

-
卜
寸
 

I
t
 

8
.
9
9
 

6
.
 
t

e
 

9
.
2
s
 

8
.
I
S
 

s
.
I
S
 

9
.
2
5
 

一

 s
 

-
8
9
 

-te
 

8
 

•
i
a
 

-
2
9
 

-
l
a
 

-
8
9
 

-
8
9
 

-
6
9
 

6
.
G
S
 

S
.
G
9
 

t
.
8
9
 

6
.
.
5
 

L
-
l
s
 

6
.
G
e
 

¿
•
G
e
 

s
.
6
9
 

6
 

"

s
 

卜
.
卜
s
 

卜
s
 

f
e
 

•
i
s
 

¿
s
 

f
e
 

-
2
5
 

0
9
 

0
.
9
9
 

9
.
9
s
 

1
.
9
9
 

6
.
S
S
 

0
.
s
í
-

e
s
 

0
9
 

•
O
S
 

s
 

5
 

r
t
e
 

t.se
 

r
e
s
 

•es
 

•se
 

•
9
e
 

.s
 

s.
 

t
.
 

s.
 

6
.
 

0
.
0
e
 

9
 
.

S

t
 

-s
 

.
0
9
 

•
I
S
 

.
9
e
 

.
2
5
 

s
.
9
9
 

0
.
3
9
 

S
.
S
9
 

S
.
S
9
 

o.s
 

0
.
0
9
 

9
,
a
s
 

2
 

.

e

s
 

8
 

.

t

e
 

.te
 

-te
 

-se
 

.se
 

.es
 

-
u
 

p
 

1
9
 

s
 

s
 

-
S
Q
 

Z
9
 

t
9
 

e
s
 

-
9
9
 

-
l
a
 

-
0
卜
 

-
8
9
 

s
.
卜
S
 

t
.
卜
S
 

O
 

"

s
 

8
.
9
e
 

-
6
¿
 

-es
 

-
8
8
 

•
S
6
 

一
6
 

-
0
6
 

-
6
9
 

-
0
¿
 

-
s
卜
 

6
.
2
.
9
 

r
i
s
 

r
卜
S
 

9
.
0
e
 

£
.
9
9
 

0
.
0
e
 

r
e
s
 

6
.
卜
s
 

Í
/
Í
3
 

6
.
9
9
 

9
.
0
e
 

o.s
 

r
e
s
 

0
.
卜
s
 

-es
 

-
t
s
 

-
t
s
 

-se
 

-se
 

-
卜
S
 

.
9
e
 

-te
 

•ce
 

.s
 

.
E
s
 

.
9
9
 

-s
 

.
9
e
 

.
0
9
 

•s
 

•
p
 

•
s
¿
 

I
 

9
"
卜
 

-os
 

r
o
s
 

6
.
e
s
 

0
.
8
9
 

£
.
.
5
 

9
.
0
e
 

.
¿
S
 

.
0
9
 

.to
 

6
.
2
-

6
.
S
卜
 

9
.
0
e
 

z.eg
 

-
0
9
 

-
8
9
 

k
-
I
*
囊
 



A/C.5/47/38 
Chinese 
Page 38 

Oí 

耧 

祷 

b3 

jg y ̂  M — toooOiHcoirtto卜 vn卜 oo<N"ío 卜Cl — <MC0"*vn 

' S 58 S S te te te te te fe S S B Í8 S S S S S S S 

s a 8 B s s s s s te 55 s s s s s s s a s s s? s 

g+nil^^^:^ OCOOiOr-tiOOO-^t^ClCsl "coco 卜 卜 *<0C0Oi»H<N* 

-¦g 1̂  ̂  ^lOOO-rfOOOVOOOOmCD COOïCNJCSJCDCSlO-^ûOOOCOCvJ 

un :(E lyJ ̂  OOOiNCOlOCDOOaïrHiNCOlO OOOiHCOlOCOCOOT-tCO^CO 

<Q ̂ EĈ  OOOCMCOlCCOOOOïi-HCNïCOiO 00Or"iC0m<D00OrHC0寸CO 

:¦E fl^ 卜 寸 卜 COOOOC? 寸 CO 卜 CSJ rHiH 卜 íOOfHCOiOiOOCOOO 

" Î5 5" !5 !5 Î5 5' s ÎÎ !5 ： s s? 5 2S 2? C3 S S S S f8 a 

y
卜
 

百
 



A/C.5/47/38 
Chinese 
Page 39 

nn W * 

§5? <- fih 

m y «I-

^ ni: 55-

m ̂  M * 

SB <- nt: 

nn M * 

^ <- nr: Jg-

m M * 

§?5 <- EC fiV-

m栖W * 

J?? <- m; :5̂  

im iE M * 

^ <- m: 1̂  Jg-

m h i * 

1
.
2
s
 

8
 
.

I

s
 

f
i
s
 

r
i
g
 

r
o
e
 

£
•
9
9
 

I
.
e
e
 

t
.
T
S
 

r
o
e
 

r
o
s
 

s
e
 

e
s
 

e
s
 

•
0
9
 

.
6
t
 

•oe
 

.
I
s
 

.
I
s
 

.
I
s
 

.oe
 

•
I
S
 

•
I
S
 

-
I
s
 

•te
 

.
M
e
 

•ee
 

•ss
 

-Is
 

-oe
 

-es
 

-se
 

s
 
.

0

9
 

r
o
e
 

s
.
6
t
 

-se
 

-es
 

s
 

s
 

•
0
9
 

•
9
9
 

•es
 

•
9
9
 

.s
 

.
i
s
 

•
9
9
 

.os
 

.
0
9
 

-
9
9
 

-
8
9
 

-9e
 

•
I
S
 

I
S
 

•
I
S
 

•te
 

6
.
t
e
 

r
t
e
 

t
.
o
e
 

2
.
0
e
 

¿
.
2
-

t
.
e
t
 

o.s
 9

.
9
t
 

-2s
 

r
t
e
 

卜
.
s
e
 

s
.
8
9
 

2
.
0
9
 

e
.
T
Q
 

卜
.
.
s
 

6
.
0
9
 

-
0
9
 

.
0
9
 

.
0
9
 

.s
 

•
1
9
 

•
1
9
 

8
.
0
9
 

2
.
0
9
 

0
.
0
e
 

6
.
9
e
 

¿
.
e
e
 

-te
 

-
2
5
 

-9e
 

-9s
 

-
0
9
 

-os
 

-9s
 

-se
 

.se
 

T
S
 

-Is
 

-Me
 

-Is
 

-te
 

-es
 

-2s
 

-
I
s
 

I
S
 

s
 

-oe
 

t
e
 

.se
 

-9s
 

-
i
s
 

•te
 

•
¿
S
 

.
8
e
 

-
8
9
 

•
0
9
 

.
9
9
 

•se
 

•te
 

.s
 

.
E
s
 

.oe
 

.
9
9
 

.se
 

1
.
6
9
 

£
.
1
9
 

£
.
0
9
 

r
e
o
 

0
.
6
e
 

s
.
2
5
 

0
.
9
e
 

-8e
 

-8e
 

-se
 

-8e
 

-
1
3
 

-
9
9
 

-9s
 

-
9
9
 

-se
 

-se
 

-
卜
s
 

-
卜
s
 

-
1
3
 

-os
 

a
s
 

I
S
 

-oe
 

-
0
9
 

-Is
 

.
I
s
 

.
0
9
 

.
0
9
 

-s
 r

s
s
 

s
.
卜
s
 

s
.
M
e
 

8
.
0
9
 

1
.
9
9
 

r
o
e
 

s.oe
 

-Is
 

•
O
S
 

•
2
s
 

•
O
Q
 

.
0
9
 

6
.
3
0
 

卜
.
C
9
 

£
.
9
9
 

6
.
8
 

o
.
e
Q
 

-
0
9
 

8
 

s
 

.
8
 

•ee
 

•ee
 

.
0
9
 

•
O
Q
 

S
I
 



A/C.5/47/38 
Chinese 
Page 40 

m ̂  W * 

<̂  Di: ̂  

凝 

扭M * 

<ÎJ m: Jg-

m :tE y * 

§Î <- nr: ÎT 

b2 

拿 

m ie W 

^< 

m , W 

un W 

8 « ： 1̂  ̂  

m im h i *• 

<- ni: fil-

•E 
un ̂  W * 

55? ̂  ni; ^ 

9

 

.

s
 

o.s
 
o.s
 

9
.
t
a
 
2
.
0
9
 

s.oe
 

6
.
t
9
 

s
 

.

t

e
 

t
.
6
t
 

r
a
e
 
s
.
¿
9
 

s..is
 

¿
•
o
e
 
£
.
9
9
 

r
i
9
 

8
.
.
Í
S
 

8

.

¿

s
 

S
.
G
e
 

9
 
.

E

s
 

6
.
Z
S
 

s

 

"

s
 

0
 

9
 

6
 

1
：
 ，

 
-te
 

-ce
 

-se
 

-te
 

s
 

t
e
 

-
O
Q
 

-Ge
 

-
0
9
 

-
9
9
 

r
e
s
 

6
.
0
e
 

s.oe
 

0
9
 

e
s
 

e
s
 

•es
 

•
9
9
 

-8e
 

-se
 

-
0
9
 

一
9
 

一
 s
 

-s
 

-et
 

一
s
 

-
I
s
 

-oe
 

-oe
 

-te
 

•2-

¿
S
 

-9e
 

-se
 

¿
S
 

-9e
 

-se
 

-
0
9
 

-9e
 

s
e
 

s
e
 

t
e
 

-
卜
5
 

-9e
 

-es
 

-ce
 

-es
 

•es
 

S
B
 

s
e
 

t
e
 

t
e
 

t
e
 

s
e
 

e
e
 

9
9
 

-oe
 

t
e
 

s
 

•
t
t
 

.
0
9
 

.
0
9
 

.
I
s
 

-oe
 

•
0
9
 

•
5
 

-Ge
 

-
0
9
 

-
0
9
 

-
l
e
 

-so
 

-ee
 

-
T
s
 

-
1
9
 

.
8
 

-
0
9
 

-
0
9
 

.
0
9
 

-es
 

.
8
9
 

.
¿
S
 

-te
 

-9e
 



A/C.5/47/38 
Chinese 
Page 41 

"-'、 "、 éëéééëîàÉÉuui i ^ 4 4 ^ 4 4 4 4 ^ ^ 4 

HT' a.- ：g* CM u> üO C i r-i CSl 01 CSi 寸 寸 C û 卜 卜 C T a o 计 s » CO i：、 ̶  CO 

S S S S 8 8 8 S S S S S S S 3? S S g S S S S S S 

ÏEi L J ̂  lO O S 寸 寸 t 、 卜 卜 1 1 ， 寸 î 、 O CO CO CO 00 C O 力 ̶ 寸 

^ . ， 

E n f e k J 條 i H 卜 々 c v a ～ 卜 o ^ c ^ ̶ c o c o o o o ^ o o ^ ^ c o a o o o c o o o c c 

< 0 ^ ne 1̂  ：S* C O O O C O C í O r H l O a ^ i H C O C S I l O O O r H 寸 O O r " ( 寸 O O r H 寸 O O T H 々 0 Û 

rH ïH rH TH TH rH TH rH rH I H TH rH rH TH TH I-4 TH 

2^ ^ M ^ CTï卜卜卜N"卜！MCMîNitNrHOO O O i O O O O i O O C O t N ̶ ̶ 寸 

gS S S î8 Í8 Í8 

CD ^ n i ' ̂  -Î̂ V 0 0 卜 < O r H a 5 l > C O 寸 C O r H O ï l C C O i H O ^ O O C D 计 r H O s m O 力 卜 

' 、 ― ^ ^ ^ ^ ^ g ^ ^ S g ^ E J ^ ^ " " " 5̂  S 

―"" ëëëëëéëiÉ^S^^ ^ î§ ̂  g> 88 ̂  i ̂  ̂  ^ 

^ ― J8 f;̂  í̂ ' ^ ^ :¿ ̂  ^ Í3 " " ' ^ s ^ g í : ^ ^ ^ ^ ^ 

… ^ " " " " 3 " " " 3 s i¿ " s 

OJ:̂  IÛ::;̂  sii^ UÍ:: íc: m̂ ' UL; a:' HÍ^' rii;' ' 《 o i ^ m̂ ' m:̂  Ei;^ Et;" m:̂  m;̂' uc^ 
r H C N í C Q ^ O C D l - ^ C í D C r i O r - f C S l r-í CM CO 00 Oi O r-i ："<! 

r-f r - i 1̶ í 济 T—í r-i r-í 

2 5 



A/C.5/47/38 
Chi nese 
Page 42 

长 

^ CD ̂  ^ O x í * O O r H l d O í C n « > O í í M ^ I > C D O O C S I C O C T 5 C O C O O O C S J I O O O 

招 
^ CD ̂  lîC^ C i卜 O O O O O í C T l O l O r H O O í O O «O寸C^CTSOO卜«OlOlOCOiOm 

un ̂  ^ Í ^ O O C i O r H C O C O C O C O C D C O C D O O O C O C M C N C O C O C O C M C M O O 

^ CO ̂  ^ 。。卜CDCOrH卜COOiiCiH卜 - ^ O C O C O O i C O C O O O O m i N C O 

i"H rH 

CP ̂  l u ^ ̂  ^ 卜COOinoO"卜；OOOiCSlíM r - í O O l O r H C D r H l C O O N l O O O C N 

' ^ ̂  !$ 8? ^ ^ S R 

ton L J ̂  ^ C O r H O O í C a O t O i O ^ t - C O O 00卜卜rHiHCNCM々寸寸OCO 

CD ̂  m- CVJCDCJíCOCO卜OOOiOiHiHOO O ^ i H Í N i n t v O í M C O C M O O C O i n 

f
e
r
i
a
峭
 

(
w
â
 



A/C.5/47/38 
Chinese 
Page 43 

^ ^ O O O i r H i O O O O r H C O i O t - O O O O OOOHCOlO卜O^OOOSOSC^寸 

^ hi ̂  。卜寸。。。。卜》"OC0COC0 O C v j i O C D C T í C O O ^ C O C O a í ü O O 

^ c8 ^ ^ t - f i N C O T f i n C O O C O i n o O C O O O CMS-COOCOCOON-iOCnOOO 

K K u 5 u 5 i ? 5 ^ ^ ^ ' ^ ^ ^ 寸々 ̶̶ 寸寸寸 

na ̂  M i^ícíotnto卜looin寸寸々 c o寸寸 C M C O C O H C S J C O T H I H C N 

^ CO y in- ^ i H - * 0 0 C S l l f l C O O 5 N - * 卜 i - i n 00 ̶ 寸00ĩl-*CO 。寸OONl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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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审査用以调查总部工作地点一般最佳服务 

条件的一般方法 

1. 大会第四叶五届会议请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与职工代表和行政协商会的代表 

Í办商后，审查用以调查总部工作地点一般最佳服务条件的一般方法。 

2.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1992年舂季会议上审议了一个由职工代表和行政协调 

会代表组成的非正式工作组的报告以及关于一般事务和有关职类工作人员的职等重 

叠、征聘和保留的分开说明。经过这次审査后，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决定组成一个正 

式的工作组，其成员包括委员会的代表三名，行政协商会的代表三名，国际公务员协 

会联合会（国际公务员联会）和联合国系统独立职工会与协会协调委员会（独立职工 

会协调会）的代表各两名。将以下任务分配给该工作组-

(a) 根据在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及其与问题有关的 

任何其他资料，审査非正式工作组提供的数据； 

(b) 将工作组关于弗莱明原则、实行该项原则的方式以及调查方法的意见向委 

员会1992年下届会议锾出报告。如果需要修订，将以备选办法方式提交委员会审 

3. 该工作组将其结论提交给1992年7月在伦敦的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举 

行的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导言. 

4. 国际公务员联会对亍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就该根本问题作出 

决策和制订建议所采取的不寻常程序完全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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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过两天的非正式讨论后（即由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专员询问工作组和公 

务员制度委员会秘书处的成员），工作人员以为象过去那样进行一次正式讨论，使他 

们的代表和行政协商会的代表能够就方法的不同部分提出具体的评论和表达他们的 

立场。因此，当专员们决定不经进一步讨论而作出决策和制订其建议后，国际公务员 

联会的惊讶可以想象。联会不能纵容这种程序。 

6. 记得在1988年国际公务员联会由于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对职工代表和工作程 

序采取消极态度而决定退出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使工作人员与管理之间的协商形同 

儿戏。连大会也要求公务员制度委员会采取更加符合现代工作人员/管理惯例的工 

作程岸。 

7. 1990年，在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正式决定改变其工作程序、走向更加明朗 

和公开的讨论和决策后，国际公务员联会同意恢复对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参与，但有 

一项理解，如果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恢复以前的工作方法，联会将再次退出。 

8.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1992年7月会议时采取的态度迫使国际公务员联会（这 

次还包括独立职工会协调会）立即再次退出对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届会的参与。这次 

情况甚至更为恶劣，因为除了形式问题外，还引起了实质问题。尽管委员会本身曾经 

确认弗莱明原则为审査薪酬调査方法的基础，可是委员会的审议却违反这项原则的 

精神。根据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的规定,该项原则内容如下-

"《联合国宪章》第101条声明"办事人员的雇用及其服务条件的决定，应以求 

达效率、才干、及忠诚的最高标准为首要考虑。"为了符合《宪章》对于雇用 

当地征聘工作人员确定的标准，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必须比相同的劳动力市场的 

雇主更具竞争能力，因为这些雇主征聘同样干练和优秀的工作人员，其工作与组 

织的工作性质类似，价值相同。为了保持竞争能力，吸引并保留这些出色的工作 

人员，必须参照当地其他雇主一般最佳服务条件确定当地征聘工作人员的服务 

条件。服务条件，包括有偿薪酬和其他基本的报酬因素必须属于当地最佳之一， 

但不必绝对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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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文指出，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不经过公开讨论而作出的改变把一些因素加进方法 

内，根本地改变了这项原则声明；例子之一是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决定在调査中只保留 

那些雇员100以上的雇主。在某些工作地点，这项决定结果排除了大部分的雇主。因 

此，这项决定完全违反弗莱明原则。此外，国际公务员联会要指出，美国劳工统计局 

根据《联邦雇员薪酬比较法》进行的每年薪鲷调査包括雇员50名以上的公司。 

9 .本文件包括了国际公务员联会对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就方法拟议/决定的改 

变采取的立场和提出的意见。b 

t t t t í f 231(b) i ) 

数ta的作—Mi全—f垔) 

10. 直到现在，筹备阶段是委托给一个当地的特设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成员由有 

关工作地点的行政当局和工作人员的代表组成，因为他们了解当地情况。这个工作 

组的任务是制订必须调査的公司和工作的清单以及写信雇主要求他们在调査中合 

作。 

11. 这些职务是与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秘书处合作行使，任何的改变都提交其主 

席批准。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本身给予最后批准。在所有情况下，工作组密切遵循公 

务员制度委员会的一般准则。 

12.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彻底改变了情况。将来，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秘书处本身将指导这个筹备阶段，工作人员和行政当局的作用局限于在秘书处指导 

下的从属地位。 

13. 国际公务员联会认为这种不能提出任何改进的变化是刺激工作人员的另一 

项措施。因此，联会坚持要保留现有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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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的选择 

14. 接受审査的雇主应当代表具有竟争能力的经济、公共和私人部门的抽样 

(分段（五）），国际公务员联会虽然同意这项原则，可是如果公共部门或准国家机构不 

属于最佳的当地雇主，则彻底反对自动将其列入抽样。联会坚持要保留现有程序。 

15. 当地薪酬调查目的在于确定整体的当地市场、而不只是该市场的某一部分 

的最佳雇主，即那些雇用100人以上的雇主（分段（六）；)。由于实际原因，国际公务员 

联会在上一轮调査时特别同意只包括职员50名以上的公司，但有一项理解，即如果当 

地市场结构有例外必要时，可以包括职员人数较少的雇主。 

16. 对于日内瓦来说，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不包括职员不到100名的所有公司的建 

议将棑除多数的雇主。此举违背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本身确认的弗茱明原则。 

17. 如上文第8段指出，劳工统计局根据《联邦雇员薪酬比较法》进行的年度薪 

酬调査包括了雇员50名以上的公司，将美国私人部门与联邦公务员制度进行比较。 

18. 因此，国际公务员联会坚持对于确定必需调査的雇主的大小釆取一种灵活 

的办法，以便尽可能正确地反映有关劳工市场的情况。 

19. 关于接受调査的公司的工作评价制度的合理性（分段（九）），国际公务员联 

会在这方面也坚持保留现行的较为灵活的方法。一些雇主虽然没有一项评价和分类 

制度，可是在当地劳工市场上是重要的竞争者，这项方法能够包括这些雇主。 

20. 国际公务员联会不赞成关于在某一地区具有多个地点的雇主提出的变动 

(分段（十）），然而，调査应当局限于选定的地点和单位。同一雇主在同一地区不同地 

点的单位往往有不同的目的，因此薪酬结构和条例也就不同。参看（分段（七））。 

21. 国际公务员联会赞成分段（八）、（十一）和（十二）中提出的建议。 

职位的选择（分段（十三)-（十八）) 

2 2 .国际公务员联会赞成该项目下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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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拟订 

23. 由于工作条件和工作人员结构适应当地情况，因此工作地点与工作地点之 

间可能有很大差异，国际公务员联会对于为所有工作地点制定一项共同的职位分类 

的可行性表示疑问（分段（十九）、（二十））。这项建议时机尚未成熟，因此需要进一 

步审议。 

24. 国际公务员联会彻底反对分段（二十）中的建议。薪酬调査目的是对当地雇 

主类似联合国系统的职位提供的条件作一比较。调査不是为了比较当地市场现有的 

等级分类结构和联合国的等级分类结构。这些结构和等级分类因雇主而异，取决于 

他们的需要。提供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建议的资料只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即增加雇主 

的负担，更严重的是还可能影响调查的结果。因此，国际公务员联会坚持删除这项建 

议。 

：集阶段（第213_(c〉段)― 

职位对比 

25. 在比较职位时，对于必须执行的职务和职位的职责，必须达到尽可能密切的 

对比。因此，国际公务员联会不赞成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建议，即对职务和职位的职 

责以及所需的资历给予相同的重视。分段（二十一）中的建议意味着凡现任者充分行 

使该职位的职能和职责、但没有所需的资历，该职位会被排除在职位比较外。 

26. 国际公务员联会不赞成分段（二十二）中的建议的最后一句。如果实行这项 

建议，就意味着调查不包括外边雇主需要大学学位的一些职位。职位对比总要根据 

与当地结构有关的职能作出，可是这些职能可能与联合国使用的职能不同。在这方 



A/C.5/47/38 
Chinese 
Page 50 

面，应当指出的是，包括联合检査组（联检组）在内的几个联合国机构承认联合国系统 

这两类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职能的重叠。 

必须收集的薪酬数据的种类（分段）（二十四）） 

27. 在某一职位或某一公司的资历对于薪酬水平有很大影响，因此，不管是用那 

种方法对比外面的薪剩和内部的薪劇水平，必须收集关于资历的资料。 

28. 举一个例子，两次以上的调査使用过的一家公司由于本身的原囡可能改变 

其征聘政策，从巩固阶段（没有或有限的征聘）改为扩充阶段（大量征聘）。这种变动 

可能影响该公司的平均资历、从而影响某一职位的平均薪酬，完全取决于进行薪酬 

调査时的阶段。此外，变换雇主也可能产生资历的差别，这些差别可以影响到结果。 

由于这个原因，国际公务员联会坚持资历数据与薪酬数据同时收集，这样会避免偏差 

性的薪鲷增加或减少的可能。 

雇主的合作（分段（二十五）） 

29. 国际公务员联会和工作人员联合会以及有关工会将尽其所能鼓励雇主参加 

调査。 

数据分析阶段（第231(d))段） 

麈 姚 取 逍 

30. 由于以下原因，国际公务员联会不赞成目前程序的修订（分段（二十六））-

(a)调査的主要目的是收集关于某一工作地点的雇主的数据。公务员制度联会 

的建议（分段（二十七））对于来自好雇主和坏雇主的数据给予相同的重视。这种作法 

完全违背调査的目的以及弗莱明原则的精神。国际公务员联会认为应当保留目前的 

方法，根据这项方法平均薪酬比参与调査的所有其它雇主的平均薪酬低了 10%的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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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被除名。 

(b)分段（二十八）中的建议将为各种任意的决定大开方便之门。国际公务员联 

会对于这个敏感的问题宁可采取一项较为灵活的办法，因此希望保留现有的方法。 

职位的取消 

31.国际公务员联会不同意（二十九〉中提出的变动，即除非有关职位显然是自 

成一格，不然，在审査的职位中只有一名现任者的雇主应从职位对比中除名。实行这 

项变动会： 

(a) 实际上消除所有中小型雇主； 

(b) 删除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根据分段（六）制订的过渡条款，根据这项条款，雇员 

不到100名、但常参与以前调査的雇主将予保留； 

(C)在确定审査的每名雇主不需要有一名现任者的职位时产生了完全的随机 

性； 

(d)大大减少了为确定任一职位的外边薪酬水平所保留的雇主和对比数字。 

附加畺利的—體 

32.国际公务员联会不赞成分段（三十三）中的建议，根据这项建议，某项福利必 

须按照对雇主的费用估价。如某人平时为某一公司雇用，他/她为取得这项福利必须 

偿付正常的市场价值。因此，要使估价客观，必须根据市场价格，而不是根据对雇主 

的费用。应当保留方法中的目前条款。 

社会保险条款（分段（三十四）、（三土五)) 

3 3 .这个因素和薪酬一起构成了工作条件的基础。因此，必须尽可能正确地评 

估其比重和影响。国际公务员联会虽然不反对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建议，可是仍然 

坚持迅速地详细研究该问题。鉴于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本文件中的建议会对一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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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作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因而对其养恤金产生不利影响，这个问题现在 

更为紧急。 

不必缴税的雇主（分段（三十七）） 

3 4 .不必缴税的薪酬数据必须作为净薪鲷考虑。目前，作出一种任意的扣税。 

工作人员已就这种作法向行政法庭提出控诉。因此，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已采取适当 

措施纠正这种情况。 

百分之七十五 

35.国际公务员联会支持在分段（三十八）中的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建议 

支配地位 

36.国际公务员联会赞成分段（三十九）中的建议，避免影响调查结果的单独 

个的雇主。 

语文（分段（四十）） 

3 7 .国际公务员联会坚决反对取消这个薪蒯调整因素。由于具体的原因，需要 

精通某种外语的个人的雇主给予较高的薪酬。在当地语文不是组织的正式语文之一 

的国家或工作地点，征聘是以精通一种的官方语文为根据。因此，征聘的个人至少要 

精通一种外语，这种知识对于当地市场具有特别的价值。因此，特别是考虑到在多数 

情况下，在有关国家收集的薪酬数据是指只说当地语文的个人，这个调查因素是充分 

合理的。合理的作法是利用调査过程计算当地市场对语文技能付予的奖金数额，而 

不是象现在那样指定一个任意的价值。 



A/C.5/47/38 
Chinese 
Page 53 

性别忮视（分段（四十一〉) 

38.几乎所有国家（如果不是全部国家）的薪酬统计对妇女歧视，日内瓦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因此，在薪鲷调查时极为必要特别重视该问题，以避免通过包括向妇女 

付给较低工资的雇主影响结果。未来征聘可能受到这种偏见的重大影响。 

内部对等点 

39. 由于上文第27段和28段指出的原因，国际公务员联会不赞成公务员制度委 

员会的逻辑，即在使用双重薪鲷制方法(分段（四十二））确定内部/外部对等点时，不 

应就资历作出调整。这项建议过于严格，并且在结果因为一个不同的调査而出现特 

别差异时可能产生严重问题。较可取的作法是留下临时调整的余地，因为如有必要， 

这些调查可以考虑到外部/内部的资历差别。 

40. 国际公务员联会赞成分段（四十三）中的建议，因为这些建议符合公务员制 

度委员会实行的特别职级的目的。 

41. 国际公务员联会不能同意分段（四十四）中的建i义，因为它对于没有给予这 

些特别职级的联合国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不利。为了平等起见，国际公务员联会要求 

在这里根据分段（四十三）的说明实行相同的方法，即把有关工作人员列入仅次于公 

务员制度委员会核准的特别资深职级的职级。 

决策阶段，包括制定薪金表（第231(e)段） 

42. 国际公务员联会担心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可能企图利用这项资料分段（四十 

五）随意改变结果。联会不反对让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了解情况，可是希望保证不会利 

用这种资料操纵结果，损害工作人员。 

43. 国际公务员联会完全同意过程的所有措施必须保持明朗（分段（四十六））和 

提请所有当事方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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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査之间的定期调查 

44. 国际公务员联会不能同意分段（四十七）中的建议，因为它没有技术上的根 

据。必须在没有任何扣减的情况下对薪鲷实行选定的临时调整指数，在实行措施消 

除累进税制对薪酬影响的工作地点（例如纽约）特别是如此。由于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正在报告中讨论应计养恤金薪酬的一节建议将用于调整净薪酬的相同指数和相同百 

分数调整养恤金的薪酬，这样更加不能使人接受。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建议的程序是 

一种技术上的越轨行为，唯一目的是任意减少有关工作人员的薪鲷和养恤金。因此， 

对于净薪劂和应计养恤金薪劇应当保留目前的临时调整方法。应当注意现行方法对 

于全世界所有国家适用。 

45. 国际公务员联会坚持反对不管什么原因暂停在某一曰期到期的任何临时调 

整（分段（四十八））。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当临时调整到期时 

能够得到调奎结果。国际公务员联会要强调，根据目前的方法，薪酬购买力的调整已 

经延迟了一年。因此，不能接受实行任何进一步的延迖。 

征聘、保留和职等重叠（第231 (f)段） 

46.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结论认为目前没有进一步研究征聘和保留的问题（分 

段四十九和五十），国际公务员联会对这点没有异议。国际公务员联会预料如果第五 

委员会通过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将会加剧这些问题。因此，联合国及其各 

专门机构的行政当局必须作出安排，以在行政问题（人事）协商委员会范围内继续监 

测征聘和保留的问题。在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再次审议该题目时可以让这些行政当局 

向它提供正确的资料。 

47. 在注意目前职等重叠的程度时，又必须注意有关的联检组报告是在1991年6 

月发表的。因此，在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注意到该报告时，职等重叠的程度已经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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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然而，在联检组提出的报告中提出的很多其它要点本来也应引起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的注意；第24和25段査明专业人员薪鲷的冻结以及这一类工作人员按实值计 

算没有加薪是造成这种重叠的因素。 

后评论 

査方法的修 48. 国际公务员联会担心对总部工作地点一般最佳工作条件一!！ 

订将直接不利于当地征聘的工作人员以及在中期内不利于共同制度的良好运作。国 

际公务员联会在上文提出了它对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提出的各项方法的变动的反对意 

见及其改进方法的建议。 

49. 国际公务员联会确认，为执行这些调查颁布一项方法是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的职权。因此，提出了一些变动供大会参考。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决定将这些变动列 

入订正的方法并在目前进行的一轮调査中使用这项方法。如果第五委员会成员赞成 

国际公务员联会，即认为这些变动不利于共同制度的良好运作，国际公务员联会建议 

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实施该项方法之前再次加以审查。 

注 

a《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30号》（A/47/30，第五章） 

b A/47/1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