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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1 .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他基金是在1949年根据大会的一项决议设立的， 

基 金 《条例》规定提供联合国离职工作人员的退休金、死亡抚恤、残废，贴、和其 

他养恤金。 其后， 《条例》经大会多次修正。

2 . 基金由2 I 个成员组成的联合 I I 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管理，这些成 . 

员所代表的各成员组织见附件五9 联合委员会成员中三分之一由大会和各组织的 

相应立法机关选出= 三分之一由行政首长选出，三分之一由参与人选出。 联合委 

员会每年就基金业务情况和资产投资情况向大会提出报告，并于必要时建议大会修 

正除其他外与下列事项有关的条例：参与人的缴敦率（ 他们应计养恤金薪酬的 

7 % ) , 组织的缴敦率（1 4 % ) , 参与的资格，以及工作人员及其受抚养人可能 

有权领取約各种养tà金， 联合委员会支付的基金管理费用，主要是它设在纽约联 

合国总部的中央秘书处的费用和投资的管理赛用，这些费用都由基金支付， 1980 
年 1 2 月 3 1 日终了年度基金的业务慨况，见下文第二 1T,

3 . 本报告是联合委员会于1 9 8 1年 月 间 在 日 内 瓦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总 部  

举行了第二十九届会议之后提出的。 受委出席是届会议的成员和候补成员名单， 

见附件四。 本报告第三节载有联合委员会审议各事项的经过情形，包括提请大会 

采取行动的建议。

4 . 联合委员会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大会在1 9 8 0 年 1 2 月 7 日第35/^447 

号决定中请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与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合作制订的 

养恤金须取人的特别指数。

5 . 联合委员会也颇注意1 9 8 0 年 1 2 月 3 1 H基金的精算倍值情况和基金 

的投资管理情况。 联合委员会处理了大会交其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的各种问题，

包括是否需要证明养恤金领取人的居f 地，以及同时向和联合国或专门机构签订特 

别服务契约或合同的持有人支付一笔养恤金或一笔酬金的做法， 应大会之请，联



合委员会还审议了必须修正《条例》中有关接纳新成员组织加入基金的第3 条的问 

题 , 以及是否可能提出建议，在对其他由于年老可能需要补助付款的小额养恤金领 

取人提供援助之同时，也可改善那些在基金设立初期退休:的养恤金领取人的境遇，

6 . 联合委员会按照《条例》第 4 条任命一个常务委员会，于联合委员会休会 

时有权代其处理业务。 常务委员会成员，见附件七，

7 . 联合委员会还向秘书长建议，根据《条例》第 9 条设立的精算师委员会现 

有成员应重新任命，秘书长已按照该建议任命，该委员会成员见附件八。



二、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终了年度基金业务慨况

8 . 本年度里，基金参与人从46, 9 0 4 名層至49, 098在

9 . 基金本金从1 9 7 9 年 1 2 月 3 1 日的⑨1, 870. 216. 8 5 9 增至 1980 
年 1 2 月 3 1 B 的想2, 154. 600, 924 ( 参见附件一），

10 .基金这一年来的利息和股利收入，扣除投资管理费用，计达《142, 196, 000. 
1980年 1 2 月 3 1 日的投资慨况和同日的帐面价值与市场价值的比较，分别列于

附件一内的附表2 和附表3»

11.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基金正在给付的退休金计有5, 3 8 6 笔，延迟和 

提前退休金5, 2 2 5 笔 . 寡妇和線夫恤金1, 8 5 2 笔，子女补助金3, 0 8 7 笔，残 

废举贴3 5 6 笔，第二级受抚养人补助金3 1 笔g 本年度里，基金又付了3,380 

笔整笔离职偿金和其他偿金（见附件二），



三、联合委员会审议的事项，包括提请 

大会采取行动的建议

A . 养恤金馈取人的特别指数

12» 1980年 1 2 月 1 7 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第a / r；ES//35//215号决议第 

二节的规定，如果养恤金领取人居f 地的生活费用大大高于按照《基金条例》用来 

确定他的美元基准养恤金所反映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则可按生活费用差异数增加其 

以当地货币计算的最初养 '1É金 „

1 3 .联合委员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同意，这项办 

法如果于1 9 8 I 年 1月 1 曰生效，则对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养他金领取人来说，

除了用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来计算生活费用差异数之外别无他法。

14.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审查联合委员会和公务制度委员会联合提出 

的建议时指出， "用工作地点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等级来计算建议的专业人员以 

上职类的生活费用差异数这个办法，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常现象，因为工作地点差价 

调整数办法基本上是为现职工作人员制订的" （Ay35y/720,第 3 2 段 ）。

1 5 . 大会通过这些建议时，在其第35/447号决定内请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与联 

合委员会合作，优先制订养恤金领取人的特别指数，其中需反映各国征税的影响， 

并就此问题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1 6 . 联合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十九届会议，审查了迄今在制订这种指数 

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联合委员会注意到，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已确定，满足大会请 

求的最适当办法乃是按步就班的办法，而且作为第一步，在计算那座养恤金税率低 

于用来计算养恤金遂数的工作人员薪金税率的国家的生活费用. 首先应顾到征税因 

素。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曾要求工货地處差价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动对养恤金 

领取人特别指数的各方面进行全面研究，其中也将研究随后所采步凝的性质和顺序。



1 7 . 联合委员会有些成员认为，按照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建议将征税因素列入 

生活费用差异数的办法并不适当。照他们看来，最好马上制订养恤金领取人的生活 

養f織 ，这种指数不仅要反映税率的差异，还要反映征税的影响和养恤金领取人的消 

费方式。

1 8 .有些成员认为，如果要在税捐低于工作人员薪金税的地区核减生活赛用调 

整数 , 则在税捐较高的地区则应提高这种调整数。 他们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应为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所要进行的研究的一个重点。

1 9 .联合委员会根掘现有文件，研究了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工作地点差价调整 

数咨询委员会设想的办法。 这个办法需要在基准地点和在每一个报据大会第三十 

五届会议通过的制度采用生活费用差异数的国家比较养恤金毛额和净额之间的关系。 

为此目的，所有养他金都将根猎相当于？ 一 2 第十一级人员座计养恤金薪酬的最 ' 
平均薪酬计算。 为了说明这一办法，已假定交款服务期间为3 0 年。

2 0 . 联合委员会指出，在执行建议的程序时，从美元基数养恤金一一也就是根 

据养恤金调整制度的美元货市部分计算的养恤金中扣除工作人员薪金税，即可 

得出基准地点净、毛额之间的关系。 凡可应用生活费用差异数的国家，均可用当 

地货币计算净、毛额之间的关系。 养他金净额，可从养恤金毛额中扣除该S 全部 

的入息税率而得。

21. 现正审议下列两个办法、-确定用以比较的以当地货币计算的养恤金毛额:

( a ) 按照3 6 个月内美元和该国货市之间的平均汇率将美元基数养恤金折算为 

当地货币养恤金，或

(b) (a)项中征税因素不计时应用生活费用差异数所增加的养恤金。

2 2 .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过去编写的一份文件，曾考虑从计入 

生活费用差异数所增加的美元基数养恤金中扣除工作人员薪金税率。 有些成员表 

示应采行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所赞成的办法（D ),因为这个办法比



较了等额养恤金的税率，并且照他们看来，办法（a )还忽视了生活费补助金应该纳 

税这一事实。 他们同意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就是决不可 

参照生活费用差异数来计算这个制度在基准地点的净、毛额之间的关系，因为在这 

种情况下从来没有这样计算过，而且工作人员薪金税的目的也不是要用来计算生活 

费补助金的。

23。 不过，别的成员却赞成办法（a ) , 他们认为这个办法比较符合"华盛顿提 

案 " „ 在确定应对当地货币的养恤金作出何种调盤以弥补生活赛用差异数之前，

必须先计算出这种养他金已经得到多少好处，因为它可能完全不纳税，也可能缴纳 

比基准地点现行税率为低的税率。 此外，他们强调，这种办法会倚化这个制度的 

管理工作，因为生活费用差异数的调鉴可以不受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数制度中国家等 

级的彰响。

2 4 联合委员会指出，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只是作为准 

则提供给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秘书处参考，不能视为形同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有认可之 

意。

2 5 .联合委员会还指出，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虽然尚未采行上文第2 1段内所述 

的两种办法之一 , 但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秘书处曾建议采用净、毛额关系的比较结果, 
以便订正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下的国家等级。 联合委员会认为，象公务员制 

度委员会最初建议作为另一种可行办法一•样，按照一种适当比率直接核减生活费用 

差异数，可能会更确切地反映净、毛额关系的比较结果。 这将使修改工作地点差 

价 调 整 数 等 为 多 余 ，也可避免在现阶段重新讨论是否应该以工^地点差价调鉴 

数制度来确定养恤金调整制度内的生活费用差异数这个基本问题。

26。 在这方面，有些成员认为，由作地点差价调整指数考虑到不使退休工 

作人员享受某种权利以免降低工作地点0 ^ 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等级，所以这种指数 

不宜用来计算养恤金领取人的生活费用差异数。



27。 联告委员会了解，不论最终决定采行譯种办法，某一国的净、毛额关系同 

基准地点的净、毛额关系的比率将每年计算一次，并在此后的十二个月期间，继续 

采用这一比率，但是如果该国税率变动很大以致对比率进行修正，则男当别论。

28。 联合委员会还指出，如果发现某国税率自养他金领取人在该国退休以来变 

动很大，则应明文规定可修正该国的生活赛用调整数。

29。 联合委员会讨论了是否可以结合第2 1 段力所述的两种办法，取用这两种 

办法净、毛额关系的平均数。 联合委员会还讨论了是否可以将根振办法（a )所 

得的净、毛额比率按一定差额或限度如百分之三核减。 这祥，工作人员薪金税率 

和各国所得税率之间的微小差数则可略而不计，有些成员认为，由于 " 华盛顿提案'， 

规定对生活赛用差异数的偿金低于足额，所以上述微小差数更可略而不计。

30。 联合委员会认识到，不管决定采用哪种办法，公务员制度委员会都不仅:暴 

要收集关于中央政府征收的所得税的资料，还要收集关于一切所得税的资料。 这 

就需要计算一国不同区械的养Ü 金净额，然后算出其平均数。 此外，还有许多其 

他技术问题，如计算时使用的交敦服务期间的长短、工作人员薪金税的追溯性变动、 

在居住国以外国家内应否纳税以及为现有养他金领取人采取哪种过渡性措施等，均 

有待解决C

31。 因此，有些成员认为，要确定什么日期使拟定的措施付诸实施，是办不到 

的。 不过，其他成员认为，不论最终商订采取哪种措施，其有效日期都应追溯至 

1 9 8 2 年 1月 1 日。

32。 联合委员会表示同意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秘书处的建议，就是不将迄今所考 

虑的任何措施应用于一7躲事务人员职类，

s a 最后，联合委员会决定，如果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将建议提交大会第三十六 

届会议通过，则联合委员会应于必要时重新举行特别会议，审议这些建议。



B .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基金的精算佳值

3 4 精算佑值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基金现有的和将来的资产是否足以承担基金债 

务，通常根振《基金条例》第 1 2条的规定，由顾问精算师在联合委员会的指导下 

每两年进行一次。

s a 顾问精算师关于1 9 8 0 年 1 2月 3 1 日基金第十六次精算佑值的报告，

已提交联合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佑值是根据1 9 8 0 年联合委员会第二十七 

届会议核可的精算假定编制的，充分反映动态的经济情况（即假定今后通货腺胀会 

无限期继续下去），同时还顾到今后2 0 年内参与人总人数每年将按2 % 的比率增 

加，

s a 前一次他值日期为1 9 7 8 年 1 2 月 3 1 日，也充分反映了动态的经济情 

况 ，但只考虑到今后2 0年内参与人（专业人员和一般事务人员）人数每年将按1% 

的比率增加。

37。 应联合委员会之请，分别编制了©种佑值。 其中之一对薪金增加率、利 

率和养恤金发放后养恤金的增加率，均使用与前一次佑价相同的假定，其余三种估 

值则使用较高的通货胳胀率和较低的投资实际收益率。

s a 这些佑值显示，就长期而言，目前的缴款率（应计养恤金薪酬的2 1 % )  
不足以承担基金的债务。 按照对今后通货膨胀率和投资收益率的假定，恢复预期 

资产和基金债务之间精算平衡所需的缴敦率约在应计养恤金薪酬的2 a  5 % 至27. 896 

之间，

3 9 . 这些结果显示•，自上次他值以来，基金情况已严重恶化，上次佳值显示所 

需缴款率在应计养恤金薪酬的20. 1 % 至 24 % 之间。 情况恶化的部分原因是由 

于对和除通货膨服率后令后投资的实际收益率所作的假定比较保守，部分由于自上 

次佳值以来两年期间内的一般情况，就是基金的投资收益未能完全抵销应计养恤金 

薪酬和养恤金的巨大增额•



40。 顾问精算师的报告注意到佑值结果并没有反映对1 9 8 0 年大会通过的养 

他金调整制度作出修改后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制度于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还未 

付诸实施。 播佑计，这些改变所需的精算费用，约占今后薪金额的百分之零点五。

41。 对基金现有资产和佑值日期应计养恤金一也即在係值日期如果基金结束，

现有参与人或退休参与人经认为已经领取的养恤金 的价值也作过比较分折，结 .
果显示S 如果不考虑今后养的增加觸卿基金 负 担 基 础 上 的 筹 资  

比率在8 9 % 至 100 %之间。 然而，如果考虑到养恤金调鉴制度，则资金状况大 

为恶化，筹资率降为4 9 % 至 6 2 之间。

4 Z 今后 3 0 年基金预期进展的假设性模式，是根据0 种佑值中每一种他值所 

作的假定拟定的，这些模式显示， 3 0 年期间结束时，基金以美元计算的余额仍将 

不断增加。 其中有一•个模式所假定的投资收益率比假定的通货膨胀率 ( 百分之六 ) 
超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这一模式显示，基金余额约于2 7 年后开始下降。

43。 精算师委员会在係值的审査报告中指出，对 3 0年期间以后的预测藍示， 

基金于达到一个高峰后，将会开始减少，以至最后完全溜竭。 因此，委员会认 

为必须强调指出，基金财政状况存在着严重间题，追使人非在现在有所行动不可。

委员会建议了若干改善这种状况的措施》

4 4 联合委员会就这些和其他可能采取措施以及就这些撒参与人、各成员组织 

和各会员国的影响作过广泛的讨论之后，决定应由常务委员会对一切可能采取的措 

施及采行时间进行全面分析，以使联合委员会下届会议能够向大会提出具体建议。 

这种分析工作，也将包括对《条例》中关于弥补亏她缴款第2 7 条的各项规定，进 

行审查。

C. 基金的投资

1 . 投资管理

45. 联合委员会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和随附的统计数据审査了基金各项投资的管



理情况• 本报告审査了下列事项：上一年度的投资环境、总的投资战略、执行大会 

有关基金投资的各项决议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基金目前的数童和增长、各种证券的 

分散投资、投资利润，除了秘书长代表之外，投资委员会成员也发了言并回答了联 

合委员会的询问。

4 6 . 以 1 9 8 1年 3 月 3 1 日的市场价值计算，基金总投资额达《249, 500万, 
上一年为》187, 500万。 在 1 9 8 1年 3 月 3 1 日终了的年度里，所获得的投资 

利润率共达26. 6 0 % 令人十分满意， 1 9 8 0 年 3 月 3 1 日终了的一年里，利润 

率总共只有一0. 3 9 % . 同往常一样，在计算投资利润时，实现和未实现的资本收 

益以及红利和利息收入都包括在攻。从 1 9 8 1年 3 月 3 1 日终了年度的成果看， 

首先，大多数资产市场、地产的走势异常强劲, 债券市场则稍逊一筹，第二，本报 

告所审査年度一开始基数特别低，由于这些因素，将来不大可能获得同样高的利润 

率。尽管通货膨服严重、能源价格高涨、货币市场继续波动、国际政治情势变动不 

居 ，大多数资产市场走势仍旺。对基金来说，更加重要的是其长期结果，秘书长报 

告在审查这方面时说，截至 1 9 8 1年 3 月 3 1 日为止的2 1年里，基金所得的平 

均总利润率每年达6. 3 5 % . 在此期间，美国资产所得的平均利润每年达7 . 4% , 
美国以外地区资产所得为8. 8 2 % ,债券则仅达4. 79%.

47. 鉴于过去曾讨论过以分散投资作为管理投资证券的主要工具是否合宜和适 

当的问题，联合委员会审查了分散投资的情况《鉴于基金数量庞大，这项原则就显 

得更加重要* 固定收入证券所占的分量比去年稍低，按市场价值计算在全部证券当 

中 1^3 3 % , 前一年则占3 6 % , 资产投资在全部证券当中所部)'额已增为5 7 % ,  
去 年 仅 地 产 仍 1̂ 6 % 左右，短期投资在全部证券当中所的份额已从8%
减为 4 % , 这些变动当中，有一些是因为市场价值波动所造成的结果，并非投资办 

法改变所致，

4 8 . 分散投资的原则不但运用在选择那种资产方面，同时也适用于它的地械所



在和票面采用的货币。由于同大多数其他养恤基金相比，基金的国际组成特别显著， 

在这几方面分散投资就特别重要。截至 1 9 8 1年 3 月 3 1 日为止，基金在美国的 

长期投资达部107, 500万 ，即占4 5 % , 而前一年仅在4 2 % 。份额增加主要是 

由于美元相对其他货市增值所致。基金另外在4 3 个国家投资，其中有1 9个发展 

中国家。 它对主要的世界性和区城性开发俄行也有相当可观的投资《基金在1 6 个 

不同的股票市场投资，票面货市共有1 8种，它也在四个发展中国家的资产市场投 

资 。截至 1 9 8 1 年 3 月 3 1 日为止，全部基金有4 0 % 投资在美元以外的货币上， 

前一年则仅占3 7 % , 显示出不断向这个方向翁步前进。联合委员会赞同秘书长的 

长期政策，即在基金资产的种类、地城所在和货市各方面，尽可能做到分散投资。

4 9 . 联合委员会审查了在执行大会各项决议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些决议的目 

标在于确保基金把更多的资源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委员会注意到，对有关发展 

的证券，投资额已见增加，截至 1 9 8 1年 3 月 3 1 日为止，达⑧35,030万， 比 

前一年的数额《 26, 350万增加了 3 3 % . 在主要发展机构和过去在各种证券中也 

占有份额的发展中国家股票上，基金也作出更多投资，并在过去未曾占有份额的四 

个发展中国家作了新投资。直接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数额在本年度已从域6, 670万 

增为趣 10, 840万，即增加了 6 2 % 。在非洲的投资已从1 9 8 0 年 3 月 3 1 日的 

$2, 160万增为 19 8 1 年 3 月 3 1 日的雄2, 630万。只要能够满足基金所期望的 

收益，基金将继续努力增加这些投资。在这方面，有人指出，当前利率过高看来使 

国际债券市场不再对非洲各国政府以及其他人士具祸吸引力，在这些市场发行的新 

债券数量很少就反映了这一点。

5 0 . 联合委员会又审议了将投资于跨国公司的股票改作其他投资的问题，它注 

意到，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困难, 例如，重新投资的条件还没有明确或正式认可的定 

义，以及预期可以具有良好投资利润的所有经济活动领城实际上同国际商务都有某 

些牵涉。

5 1 . 在随后进行讨论时，投资委员会分析了基金所以不能在发展中国家迅速增



加投资的一些因素，特别是这些国家多数选择减让性资本援助，而不愿接受以竞争 

性市场利率作出的各种证券投资。他们又提请大家注意，若干发展中国家不容许外 

国的私人或机构投资者在它们的国家市场购买资产，然而，尽管受到这些限制，在 

增加发展中国家内的投资方面，仍取得了重大进展。联合委员会对此进展表示欢迎， 

并对于这些投资同时也充分符合安全、有利可图、流动性和可换等要求，表示嘉 

许 ，并盼望朝向这小方向获得更多进見

5 2 联合委员会成员对世界和某些小别国家的经济展望、利率、能源情势和货 

币波动等事项提出了一些问题，由秘书长代表和投资委员会成员作答，根据联合委 

员会成员的建议，秘书长代表考虑是否可以提供更多涉及债券投资，特别是有 

关发展的证券可得利润的统计资料和为整个基金设计适合其分散性质的其他成果指 

标。

5 3 . 在辨论结束时，联合委员会对秘书长和投资委员会尽力保存和增加基金资 

产的价值，表示感谢，它也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提供了明晰的综合性投资资料， 

投资委员会也随时愿意同联合委员会讨论投资政策的所有各方面问题。

2 . 投资委员会的成员

5 4 . 秘书长同联合委员会协商后指出，他建议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认可已送交 

联合委员会的名单上所列人士的委派和再委派，

D . 基金财务报表和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5 5 . 基金的财务报表和有关附表载列在附件一。联合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审 

查和核可这些报表，联合委员会在同一届会议上注意到附件四所载的审计委员会关 

于财务报表的报告。

5 6 . 关于审计委员会建议制定一个提交年度报表的截止H期，联合委员会决定 , 

在本年度制定某些试行程序，以便它在下一届会议能够作一决定0



根播养恤金调整制度 

决定养恤金领取人的居留地

5 7 . 大会第35/21 号决议对养恤金调整赛用日增表示关切之后，请联合委 

员会研究核查养恤金领取人居留地的程序、制定核查办法的可能性和是否能对在规 

定的居留国以外地点渡过大部分退休时间的养他金倾取人按比例调整付敦。

5 8 . 根据这项要求，联合委员会对居留国在调整制度执行上所具有的作用进行了 

详尽的分析。联合委员会从而同意下面列举的居留国定义和核查制度。 同时，联合 

委员会决定，这个制度不适用于根据居留国按比例计算的养他金调整赛用，因为它 

同养ià金调整赛用的原定目标不符。

1 . 居留地的定义

5 9 . 根 框 1980年对调整制度的改动，居留地成为领取额外福利金的标准之一。 

在此之前，养她金领取人的居留地在联合国养恤金制度内毫无重要&联合委员会 

同意，为调整制度的目的，居留地应指养他金领取人主要利益集中的所在地> 养恤 

金领取人的居留地应当定为他" 最主要的家乡和惯常住所"。用来决定养恤金领取 

人居留地的检验办法应当使得同一时间不能有一小以上的地方符合其规定0 " 最主 

要 " 和 " 惯常 " 标准就是为了保证这一点。

2 . 居留地的证明

6 0 . 由于^养恤金调整费用目的规定的居留地定义并不一定同为其他目的规定 

的居留地定义相同，因此如何证明居留地这小问题就不能依靠任何某小国家为其他 

目的采用的标准来解决0

6 1 . 按居留地支付更多养恤金所根据的理由是，养他金领取人大多数时间停窗 

在该处，从而他的开支大部分也在该处支用。在制定提议的居留地定义时，其方式 

应使得养恤金领取人能够提供确切的证据，虽然出于必要，仍应留有余地，以便在 

审查所提供的证握时能有少许掛酌情况再行判断的自由。



6 2 . 按照上面的规定，对税收待遇的检验或许是居留国的可靠指示方法，几乎 

所有国家的税法都把居民和非居民的缴税地位加以区分。 只要为所得税的目的认为 

是某一国家的居民就足以证明他是当地居民，然而，就养恤金调整费用而言，唯一 

有关的事项是，养恤金领取人由于居民的身份而应缴纳所得税，至于其收入、应缴 

和已缴税敦的数额都是毫不相干的。

6 3 . 然而，就这个意义所用的 " 居留地"一词并不一定就与所有法律制度为所 

得税目的规定的 " 居留地 " 一词雷同。事实上，许多税法都把 " 居留地"所意指的 

范围延仲得相当广，举例而言，它们把不常住在某一国家但在固定期间停留在该地 

的情况也包括在内。 因此，为缴税的目的，某人可以同时成为一个以上国家的居民。 

在这种情况下，或当应缴所得税的证明无法取得时，就必须找出其他证据来证明为 

养恤金目的规定的养恤金领取人居留地应为何地，

6 4 . 至于这种证据是什么就无法予以统一规定，因为这要视每一♦国家的当地 

法律和机构而定。 同时，也不能把这种证框排出一个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先后顺 

序。然而 , 应当规定，除非能为呈交说原力较差的Æ 据提出正当理由，否则就必须 

呈交在某国可以得到的最有力证播来证明该处为其居留地。

? . 养他金领取人同基金成员组织的 

特别服务契约或合_同

6 5 . 大会通过的第35/215B号决议，其中对养恤金调整费用日增表示.关 切 ， 

请联合委员会研究养恤金领取人按照特别服务契约或合同同时从联合国或专门机构 

领取酬★ 的做法。

6 6 . 联合委员会根据基金各成员组织所提供的资料审查了这种做法，然而，由 

于这些资料并不完全，联合委员会决定在下一届会谈继续研究这项问题，届时它将 

收到行政问题协商委员会（行政协委会）的意见和调查结果0



G . 接纳为基金会成员

67.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的有关联合国养懷 

金制度的报告注意到， 《条例》第 3 条(to)敦为基金会会员资格所规定的唯一条件是 : 
该姐织须为专门机关或参加联合国薪给、，贴及其他服务条件共同制度之任何其他 

国际性政府间组织0 它建议考虑是否应当增添其他标准的问题（A//34/721,第 52 
- 5 3 段 ）。 因此，大会请联合委员会审查《条例》第 3 条 (Id)敦，必要时，建i义适 

当的修正案。

6 8 . 根据秘书长对《条例》第 3 条03)敦规定的会员资格标准所编写的分析，联 

合委员会同意，作为接纳为会员的先决条件，在下列一类领城严格遵从联合国共同 

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两大职类工作人员（专业人员和一般事务人员）的薪给和应计 

养恤金薪给、升级政衆和惯例、以及对最低退休年龄的规定，联合委员会就牧到的 

任何申请所作的肯定推荐就合有已确定提交申请的组织符合这些规定的意思。 由于 

对第3 条 (b)敦内的其他条件所议定的解释，联合委员会决定，要增添该敦所规定的 

标准，并不需要建议对第3 条(切敦作出任何更动，获推荐的组织必须得到联合国大 

会批准始得加入养恤金这项规定就足以保证对要求加入基金的继织进行审查。

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申请加入为会员

6 9 .联合委员会审查了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要求加入基金为会员的申请 

书，它注意到建议让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参加联合国薪给、，贴及其他服务 

条件共同制度的提案将在1981年 9 月提交该组织理事会，并将从1982年 1月 1 
日起生效。联合委员会建议，把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的申请书推退到下一届 

常会审议，届时这些提案均已获得通过和充分执行。

H . 对基金设立初期退休和其他年老的 

养恤金领取人的补助措施

7 0 . 大会第35/215A号决议请联合委员会：



" 在按其建议如何援助年老而需要补助的养恤金领取人时，一并考虑采取 

措施，改善在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他金设立初期退休的养恤金领取人的处境， 

因为他们的养他金，虽然后来历经调養，仍然不够，并请在基金现有资源范围 

内，向大会第三+ 六届会议提出有关的建议"

7 1 . 为了达到大会所要求的目标，联合委员会认为，首先必需确定那些津贴将 

会受到影响。 它同意，刚开始的时候，把任何可能采取的措施限于退休和残废津贴， 

包括由此滅生的遗属恤金，由于递延和提前退休金是根振养恤金参与人的选择而支 

付，因此不列入考虑。

7 2 . 联合委员会同意， 金设立权斯 " 应当解释为1 9 6 1 年以前的年份， 

即基金的头十五年，这段期间相当于过去认为是缴款服务期间的最高期限。此外， 

对于 1 9 6 1年 1月 1 H 以前退休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养他金并没有反映出此后对 

决定应计养恤金薪金方法所作的变动和因而增付的数额。

7 3 . 鉴于基金当前精算情况，联合委员会虽然对年老养恤金领取人所面对的特 

别问题表示同情，但认为难以对《条例》所规定的养他泰制度建议任何改进，不管 

这个行动多有理由，数额多小，它确认，如果要采用任何新的补助措施，就必需属 

于临时性质，仅适用于现存的合格养恤金领取人。这笔款项可能要由紧急基金筹供, 
为此目的，必须增加紧急基金数额。因此，在某些成员表示有所保留的情况下，联 

合委员会决定建议通过下列措施：

( a ) 凡在 1 9 8 2 年 1月 1 日年龄到达或超过7 5 岁，而就该H 计算的年 

度退休金数额不及？一 1职等， 1级工作人员基薪净额50 %的养1É金领取人应 

从该H起每年得领取十三小月的养恤金。

m 凡在 1 9 6 1年以前开始领取退休或残废津贴， 1 9 8 2 年 1月 1 日 

数额不及《4 ,000的养恤金领取人有权享受1 9 8 1年 1月 1 H起实施，作为 

养恤金调整制度一部分的小额养恤金特别调整费，虽然他们的举贴是根握不到 

1 5 年的缴款服务期间计算的。



7 4 . 据精算顾问佑计，由于限定年龄很高和牵涉人数很少，建议的措施每年所 

费无几，可能在卸200, 000左右，对基金的精算平衡不会有多大影响。

7 5 . 鉴于这些措施构成养恤金调整制度的一部分，因此不需要修订《条例》。 

然而 , 视大会对上面第7 3 段所载建议作出什么决定，可能需要对决议内有关紧急 

基金的部分作出适当的更动（参看附件九）。

工 . 管理费

1 . 导言

7 6 . 《基金条例》第 1 5 条规定，联合委员会为基金管理实付的开支—— 同成 

员组织在当地养恤•金管理方面实付的开支截然不同一一应由基金偿付，并应每年在 

前一■个年度向大会提出估计数以供核准。在这个项目下，联合委员会提交的仿计数 

如下： 1 9 8 2 年⑧5, 456, 900 ( 净 额 ）（参看附件三，表 1 ) 和 1 9 8  1年翁 

147, 000 ( 净 额 ）（参看附件三，表 3 ) 。这些开支完全由基金支付,同联合国 

或任何其他成员组织的预算都毫无关系。

7 7 . 联合委员会要指出，从附件三表1可以看出， 1 9 8 2年度的管理费（同 

投资费用有分别）仅占 1 9 8 2年预计的应计养他金薪给数额的0 .1 \ % 、因此比养 

恤金审查小组所规定的暇额0 .14%要少得多。

78. 1 9 8 2 年订正慨算的格式作了一些小改进，在附件三表1 内另外增加了

一才兰，在每一小开支用途下列出比前一年增加的美元数额和百分比，以及对每一小 

项目在下列方面的增减数进行分析：

( a ) 建议的资源增长，或可能出现的负增长；和

(b) 1 9 8 2 年预期通货膨胀:对 19  8 1年订正拨款和以1 9 8 1年美元 

开列的建议的资源增长所产生的影响。 1 9 8 2年度对上述以1 9 8 1年美元 

赛率开列的数额所适用的通货膨服因素为联合国财务厅编制慨算时采用的数目。

n



2 . 1 9 8 2年慨算

( a ) 管理费

7 9 .由于精简各厅、改组职责和中央秘书处的机械化，尽管积极参与养恤金的 

人和养恤金领取人的数目预料都会增加，联合委员会希望， 1 9 8 2年度可以在不 

增加常设员额的情况下，继续提供有效的服务。附件三表1 内通货膨胀一桓下为常 

设员额和一般人事费所分别开列的增长数乃是预测1 9 8 2 年度薪金和工作地点差 

价调整数会有变动所致。

8 0 .联合委员会并没有为1 9 8 2年建议增加格时助理人员。表 1通货膨胀栏 

下开列的有关这种工作人员的费用增加数基本上是依照联合国既定程序所必须作出 

的预算调鉴，

81。 据倍计9 1 9 8 2 年加班费所需的经费总额净数将达《44, 400。 为 

了处理联合委员会和大会开办的特别项目、为了应付年底核对工作的高峰工作量和 

为了人工核查薪给和来历记录都需要加班工作。 11。0% 的增长数是由于预测 

1 9 8 2年会加薪所致。

sa  联合委员会也为秘书和工作人员编列了旅费和生活孝贴的经费，以便 

参加联合委员会1 9 8 2 年将在组约以外地点举行的会议、联合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精算委员会和行政问题协商委员会的会议，视最后选定的聚会地点和举行会议的次 

数g 这些佳计数可能还需要修订。 按照既定惯例S 还为前往成员组织总部及各区 

城办事处公务旅行编列了经费。

83。 1 9 8 2 年为精算和咨询事务支付的开支将达《65, 00Q> 这

些费用主要同下列工作有关Ï 为养恤金领取人制定一个特别指数、审查和分析基金 

精算的经染P 以期为下一次精算评价建立基础《 这些费用包括精算师顾问参加欧 

洲精算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会议的赛用。



(b) 投资费

84 投资费主要包括应付给两个财务机构的费用，秘书长同这两个机构签订 

了合同，在基金各种投资的管理方面，由它们提供咨询和监督服务。 此外，投资 

赛也包括：基金在财务厅为秘书长提供督导人员的费用（参看附件三，表 2 ) ; 与 

投资委员会开会有关的赛用（主要是成员的旅费和生活津贴) ; 所需要的投资顾问 

费用和某些较次要的有关费用。

8江 从 附 件 三 表 1 可以看出，增长总额《368, 8 0 0主要是由于应付徐前一段 

所述的两个机构的费用有所增加所致。 这些费用同经纪事务所在买卖证券时所抽 

取的佣金是分开的，合同规定它们同投资本身的市场价值有关连。 据秘书长倘计， 

1 9 8 2 年这笔费用很可能达部2, 750, 0 0 0 , 而 1 9 8 1年拨款数额为部2, 450, 

000。

86, 其余的增加数为2 由于® 测的 1 9 8 2 年加薪和经常增加数所引起的常 

设员额增加数部28。400;  —*般人事费增加数恭9, 3 0 0 ; 工作人员旅费《1, 700; 

支付地产顾问所需的额外旅费部Ip 000 Î 供投资委员会支付飞机票和每日津贴的费 

用部28, 8 0 0和应付通货族胀的招待费用《30CX

3。 19  8 1 年追加慨算

(a) 管理费

8 7 . 在这个项目下没有为19  8 1请拔追加经费。

(b) 投资费

88。 联合委员会建议， 1 9 8 1 年投资费追加经费的增加数如下 Î 按照各种证 

券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和19 8 1 年 3 月 3 1 日的市场价值计算， 1 9 8 1 年 

投资咨询事务费》150, 0 0 0；根据财务厅核可的新条件9 付给基金地产顾问的额外 

旅费和酬金$6, 600 Î 秘书长在1 9 8 0 年提交原佑计数时未颈见的通讯事务费 

$5, 800,



J 紧急基金

89。 紧急基金是联合委员会1 9 7 3 年为减轻养恤金领取人困难境遇而设立 

的P 其经费来自各成员组织、工作人员协会和个别揭助者的自愿基金。 这笔基金 

原来是用于减轻小额养恤金领取人由于货币波动和生活费上激而导致的困难。 然 

而- 从 1 9 7 5 年采用养恤金调鉴制度开始，基金就改为对经证实为体弱多病或 

类似原因引起的个别紧急案例提供援助。

90。 基于这个原故，从 1 9 7 4 年开始，大会每年都授权联合委员会向紧急 

基金提供数额达热100, 000的追加自愿捐款。 经验显示，所需的援助主要用来支 

付医疗开支2 包括其他来源不予僮还的住院费用，支付由于疾病和身体虚騎需要其 

他人看护的费用P 在某些情况下P 还用来支付丧葬费用。

91。 从 1 9 7 5 年至 1 9 8 1 年 5 月合计的付款共达$146, 300左右。1980

年度，付敦约达⑧43, 080。

9 2 L 在退休工作人员协会和成员组织养恤金和社会事务部门弓I起人们注意紧 

急基金之后遵照联合委员会1 9 7 9 年对适用当前准则座尽量放宽尺度的决定，付 

款已稍见增多，颜期还会继续增加。

93。 联合委员会认为，紧急基金理应继续存在，此外，由于紧急基金是用来 

应急的，同时除自愿捐款外并没有任何敦项专用于为它筹供资金，联合委员会认为$ 
每年 ®100, 0 0 0的限额应予保留，以免紧急基金在世界任何部分应付巨大灾难的 

效用受到損

94  因此，联合委员会建议2 1 9 8 2 年度，它应当继续受权向紧急基金提 

供追加自愿捐敦，每年数额不得超过《100, 000。

9a  如果要用紧急基金来支付上面第7 0 至 7 5 段所述的追加付款，该数额就 

应当增为$300, 000。



附件一

1 9 8 0 年 1 2月 3 1 日终了年度财务报表和附表

审计意见书

我们审核了附在后面并列有适当标题的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终了年度联合 

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财务报表一至三，以及有关附表，我们的审核工作包括对 

会计程序作一般性审查，以及掛酌情况需要，对会计记录和其他有关证据进行抽查。 

根据审核结果，我们认为各项财务报表都适当地反映了这一年度所记录的财务事项， 

而各该财务事项也符合财务条例加法律根掘，正确地表明了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的财务状况。

孟加拉国主计长兼审计长 

奥斯曼 . 加 尼 . 汗 ( 签 名 ）

比利时审计法院首席院长 

昂德克，弗雷博（签 名 ）

加纳代理审计长 

科尔曼（签 名 ）

1 9 8 1年 6月



1980 1979

1 345 438

2 171 470 086 1 885 906 941

证明无误：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 

秘书

阿瑟 . 利夫伦（签 名 ）

( 以美元计 )

资产

報行存款 
应收成员组织缴款 
应€帐款 
应计投资收入 
投资应牧敦项 
投 资 （附表2 、 3及 4 )
债券—— 按成本计 
( iH h  948 180 409 )
★ 换债'券 按成本计
( 55 014 244 )
股票—— 按成本计 
( 市价： 1327 359 887 )
不动产和有关证券—— 按成本计 
( 市价： 137 921 479)

恤金

a

债及基金本金

■ 应付养恤金
委托保管
购入证券应付敦项 
其他应# 帐A  
報行透支 
应付抵押借款 
基金本金

主管联合国财务厅助理秘书长 

帕特里西奥 . 鲁埃达斯 ( 签名）

( 仅核证基金的现金结存和投资） 

1 9 8 1年 6 月 1 日

表一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 

1980年 12月 31 H资产贞债表，附 1979年 12月 3 1 日比较数字

656 375 
195 033 
798 797 
48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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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817 514
39 484 445

8 279 403
41 685 585

(20 708 248)

1Ô5 558 699

474 228 308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

1 9 8 0年 1 2 月3 1 日终了年度资金收入支出对照表, 
附 1 9 7 9 年 1 2 月3 1 日终了年度比较数字

( 以美元计）

表二

收入
1980

^与人缴款

应计养恤金薪酬的百分之七 

从前未缴款服务期间的追算缴款和利息 

为恢复从前应计养他金的服务期间而退还的养 

他金和利患 

自愿缴存

为使留职停薪期间可计养他金而缴付的应计养 

恤金薪酬的百分之十四和利患

成员组织缴款

应计养恤金薪给百分之+四

为使从前服务期间可计养恤金而补交的缴敦和 
利 息 .

非成员组织为根据协议转调的参与人交纳的缴款 

和利息

精算赞用超过为使从前服务期间可计养恤金而交 

纳的经常缴款和利患的溢额

往年紧急基金结余

1979

100 618 928 87 130 352

1 035 650 540 A37

1 570 039 1 692 729

3 764 ' 5 22Ô

369 090 315 711
103 597 471 89 684 455

201 237 856 174 260 703

2 489 476 1 696 159
203 727 332 175 956 862

437 784 167 342

861 799 61 899

45 223 81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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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3 714 539

(77 293)

259 704 778

130 354 226

792 594

6 711 809

1 452 312
2 162 227

100 000

175 829 839

1 3A1 657

8 731 853

67 520

1 595 835

2 385
100

115
000

4 080 950

(207 577)

284 384 066

因为参与人根据协议转调而 'X给非成员组织的 
缴款和利息

退还成员组织的缴款

临 时 措 施 费 用 ' 1 
大会第 A/34/22 l号决议

管理费用 
管理费

- 应记入投资收入毛额内的投资赞用 
紧急基金

上年养恤金调整数（净 额 ）

转入基金本金

合 计  474 228 308 401 200 653

证明无误：

秘 书

, 阿瑟• 利夫伦（签 名 ）

1 9 8 1年 6 月 1 日

表 二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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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恤金全额折偿

金和延退退^

子女补助金除外

支出

养恤金支出 
离职偿金和 
退森■金 
提前退休金 
残废津贴 
死亡抚恤金 
子女补助金 

亏数



资产

收入

支出mMMMW»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贞养恤基金

聚急基金 

1 9 8 0 年 1 2 月3 1 日情况

( 以美元计）

资产和贞债 

银行存敦

养恤基金应拨敦项

基金的收入和支出 

养恤基金缴款

各项给付 

杂赛及调盤费

合计

合计

43 084 
(30 )

合计

667 
56 279 
56 946

56 946

100 000

(43 054) 

56 946

1 9 8 1年6 月 1 日

证明无误：

秘书

阿瑟，利夫伦（签名）



管理费用表 

( 以美元计）

管理费用 投资费用

常设员额 883 218 214 402

加班费及临时助理人员 216 642 2 030

一般人事费 257 722 54 713

保管事务及投资顾问 2 027 95 9

精算顾问服务费 111 762

顾 问 14 440

工作人员旅费 33 911 5 677

投资委贾会 59 157

精算师委员会 16 725

数据处理费用 36 084

外聘审计 6 000

联合国提供的电子计算服务 20 000

邮电赛 5 000 2 627

招待赛 2 386 2 304

杂 费 6 385 1 806

1 595 835 2 385 115



( 以千美元计 )

1980年 12月
3 1 日结存

成 本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曰投资倚表

(11 897) 525 830

17 619

1 034 378 392

4 785 35 104

22 616 

4 406 

(22)

544 224

369 325

115 123

108 929

20 97 7

11 776

2 106 322

减去投资费用： 

投资收入净额 :

1980 年
收入

47 305 

748 

28 849

1 414 

24 540 

14 945

8 279

18 257

244 

144 581

2 385 
142 196

1980 年
1月 1 日结存

成本

487 850

16 676

320 594

21 272

496 518

281 656

86 624

126 050

1 837 240

美元倩券部分 

美元可换债券部分 

非美元债券部分

非美元可换债券部分

美元股票部分

非美元股票部分

不动产及有关证券 

美元临时投资

非美元临时投资 

有价证卷合计

的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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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尚未退还税款倚表

来 源 当地货市 业务汇率 折合美金

德意志联邦 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马克 134 063 1.92 69 824

曰本 日元 34 155 212.00 161

墨西哥 比索 4 326 479 23.00 188 108

新加坡 ☆元 94 670 2.12 44 656

瑞士 端士法郎 95 160 1.71 55 649

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

英镑
64 896 0.424 153 057

王国
511 455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 

1 9 8 0 年 12月 3 1 日 

终了年度财务报表说明

重要会计政策的简述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重要会计政策的一些内容如下：

1. 投资

投资按成本记帐。利患收入按座计会计制记帳；股患按现金收入记帐。外 

国所知税敦的退还，按收到的年度列为收入记帐。

2. 缴敦

从参与人成员组织和其他基金收到的缴款按应计会计制记帐。 

退还给成员组织的敦项以现金入帐。

3. 养恤金

养恤金包括蒋职楼金的给付，按应计会计制记帐。

4) . 基金本金

基金本金包含在职参与人的缴敦和利患以及基金的资产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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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9 8 2 年员额表

职类和职等 1980 1981 1982

主任和特等专员

主任 （D-2) 1 1 1

特等干事 （D-1) 1 1 1

专业人员

高等干事 （P-5) 6 6 6

一等干事 (P-4) 3 k k

二等干事 8 9 9

协31/職 干 事 (P-1/P-2) 9 9 9

一般事务人员

一 等 办 事 员 （G-5) 10 10 10

其他职等 （G-5/G-iO U8 ii§

合 计 88» 88»

a 包括供给联合国财务厅担任投资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员五名和一般事务人员0 名<



表 3
1 9 8 1 年度追加慨算与经赛比较表 

( 以千美元计）

a

支出用途 1981经费
增加或 
(减少）

要求的 
1981 年
订正经赛

A.資理赛用

营理赛用共计 1 993.0 - 1 993.0

B. 投资赛用

常设员黎 242.0 ■ 242.0
一■般人事赛 77.0 - 77.0

加班， 3.0 (0 .5 ) 2.5
工作人员旅赛 8.0 (2 .5 ) 5.5
各询和保贫费 2 300.0 150.0 2 450.0
投資頭问 19.0 6 .6 25.6
投资委员会 72.0 (12 .0 ) 60.0
投資参考服务赛 2.2 (0 .4 ) 1.8
邮电费 3.0 5.8 8.8
招待赛一 - 3.0 - 3.0

杂填用品和服务费 1.0 - 1.0

投资费用共计 2 730.2 1U7.0 2 877.2

总计 4 723,2 1^7.0 h  870.2

a 仅限于要求更改的项目,



附件因

审计委员会关于1980年 1 2 月 

3 1 日终了年度联合国合办工作 

人员养恤基金的决算的报告

导 言

1 . 审计委员会按照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1 4 条的规定，以审 

计委员会和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互相同意的方式，审核了养恤金1980 
年 1 2 月 3 1 日终了年度的决算。

2 . 审查工作依据的是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第1 2 条及其附件，以及联合国、 

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外聘审计团所通过的共同审计标准。 审查工作在纽 

约进行。

3 . 审计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行政当局处理提请其注意的间题的速度，及其为 

改善财政管理和管制系统不断作出的努力。我们提出的意见目的是协助行政当局审 

议和执行进一步的改善。 下面是1980年审核工作所发现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 

已经同行政当局讨论过这些问题，并且掛敏情况列出行政当局的反应。

财政手册

4 . 审查工作显示，养他基金的财政和会计程序，包括其资产的投资管理，分 

散载列于养恤基金秘书处和联合国财务司投资科的报告、办公室间备忘录和振发的 

说明内。 目前没有文件综合说明对墓个基金的财政管理和管制的现行程序。

5 . 为了确保与投资管理职务有关的职员知道财政政策和程序，并为了促进程 

序贯彻执行，我们建议养恤基金秘书处应编制一本财政手册，在联合国秘书处有关 

的投资范围内，供所有有关职员使用。

6 . 我们获悉我们的建议已获接纳，财政手册的编制已开始进行，并将于不久 

后冗成。



缴 款

监测缴款的支付情况

7 . 审査工作显示，财务司保持了信托公司收到各参与組织向基金支付缴款的 

记录。 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有人审查了记录并向养恤基金秘书处 

报告延期支付缴敦情事，以便采取后继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保证立即査明抱 

义情事，和决定因延期支付而应补偿的利息以及通知养恤基金秘书处，以便采取适 

当行动。

8 . 为了确'保能立即查明参与基金的组织每月缴敦的延期支付情事，和确保采 

取适当的行动，我们建议及时和定期审查收到缴敦的记录，并立即向养他基金秘书 

处报告延期支付和抱情事。

9 . 行政当局通知我们，关于远缴的后继工作通常是由财务司投资科和养恤金 

联合委员会合作进行。 但是，行政当局同意极紧监测程序，确保定期和及时地审 

查缴款记录。

联合国支付的缴敦

l a 根据基金《行政手册》第 G。8b) i i i ) 敦的规定，成员组织必须在应该 

缴款的那一个月份的头十天之前向基金支付缴敦。 从我们的审査可见，联合国秘 

书处往往在截止日期后才向基金支付缴款。我们发现返仗的时间从3 天至8 0 天不 

等，此外，所缴数额不足应缴之数，平均每月短少432 ,000美元》不过，我们注 

意到几年前已预见会有延期支付和缴纳不足的情形，因此，联合国在基金存放了一笔 

130 ,000美元的敦项赚取利息，以弥补基金可能因联合国延期支付而在利患收入 

方面造成的任何损失。最后，养恤基金可以从因离职工作人员而退还联合国缴款的 

一半数颗所赚取的利息来抵补。退还缴敦每季一次。

1 1 .但是，毫无疑问，尽管有这些因素，最后养恤基金还是損失一些利息。为 

了补偿这些利患损失，我们建议及早审议是否可能将代联合H 保管的130,000美



元的敦额槽加，使该笔款项能赚取足够的利患以充分弥补基金在利息收入方面遭受 

的任何损失。

提交年度财务报表

1 2 .养恤基金条例规定基金恢目每年应由审计委员会审核。 但是，我们发现 , 
没有一项规定指明应向审计委员会提交基金年度财务报表供其审核的日期。 这项 

遗漏造成了年度报表在编制和提交审计委员会方面的过份稽延，并且不当地延返了 

基金审核工作的完成。例如， 1 9 8 0 年基金年度财务报表至1 9 8 1年 6 月才提 

交审计委员会。因此，本应在M 中句完成的基金审核工作要推到1 9 8 1年 6 月 

才结束。

1 3 . 为了确保及时编制和提交年度财务报表以备审核，我们建议采取适当步骤，修 

正基金条例和规则，规定一个向审计委员会提交年度财务报告的适当截止日期。此 

外，我们建议，一旦规定了截止日期，应予遵守。

1 4 行政当局和我们一样关切编制年度报表的时间问题，并且同意这方面已弓I 
起了困难。 我们获得保证，已采取具体措施，防止这些问题再度发生。

15. 我们乐于看到这些措施，但我们认为如果规定了一个截止曰期，将可以向 

负责管理基金>1»̂目的职员遥渐灌输会计纪律。 因此，我们促请在基金条例和规则 

中规定一个截止日期。



关于1 9 7 9年报告中 

所提事项的处理情况的€见

1 6 .行政当局已就1 9 7 9年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解释或已采 

取了适当的行动。

志感

1 7 .审计委员会对基金秘书和各级工作人员所给予的合作和协助，表禾感谢。

孟加拉国主计长兼审计长 

奥斯曼，加 汗 （签名）

比利时审计法院首库朦长 

亨德里克，弗 雷 (签名）

加 纳 代 审 计 长  

J  B H利尔曼( ^ )



附件五

基金的成员组织 

基金的成员组织为联合国及下列各组织：

联合国精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海事组织）

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

国际文物保存和修复研究中心（文物存修研究中心）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姐织）

国际电信联盟（电信联盟）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丑生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组织）

世界气象姐织（气象组织）



附件六

联合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成员和出席人员

1 . 按照议事规则，基金各成员组织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任命下列成员和候 

补成员出席联合委员会：

成员 候补成员 代表

联合国.

.• S. Kuttner ( 美国） Mr

，• R. Schmidt(德意志联邦共和国)Jfr

Mr. H. Debatinf德意志联邦共和国)Mr 

Mr. J.O.C. Jonah (塞拉利昂） Mr

l«r

Mr. A. Garcia ( 美国 ） Rr

Mr. Ejabertal ( 阿根廷） Mrs

国际劳工组织

MàcCabe ( 爱尔兰

M. Okeyo ( 肯尼亚） 大会

M. Majoli ( 意大利） 大会

E. Garrido(菲律宾 ) 大会
h

E. Bu;)-Flores ( 墨西哥 ) 大会

C. Tlaibrell ( 美国 ） 秘书长

V，m s s e d e v  ( 苏 联 ） 秘书长

R. Oi«ri ( 美国 ） 秘书长

A. Tholle (丹 麦 ) 参加者

, M. Vleien-Mllbura ( 阿根廷） 参加者 

S. Zaaasptti (意大利） 参加者

B, H i m  8 (加拿大） 参加者

W. Parr (联合王国） 执行首长

P.M.C. Deriby (联合王国） 执行首长



世界 :ü 生组织 …

*Dr, A. Sauter (端 士 ）

Mr. A.J.S. Taylor (联合王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 

Mr. H. Mends ( 加 纳 ）

Mr. A. Marcucci ( 意大利）

联合国教盲，科学及文化组织

Dr. Al-Fatih Ibrahim Hamad(苏丹）MT, Francis Briquet ( 法 国 ） 

Mr, D. De Leiris (美 国 ） Mr. S* Vieux ( 海 地 ）

Mr* J. Morgan ( 澳大利亚）

Mr. R.L. Munteanu ( 罗马尼亚） 

Mr. W. Purth ( 美 国 ）

Mr. C. Palmer (塞拉利昂）’

Mr. S.À.A. Khalil ( 苏丹）

Mr. G. Pellegrini ( 意大利） 

Mr. P.E. Buttlnelli ( 意大利 )

理事机构 

执行首长 

执行首长

执行首长

理事机构

理♦机构

参加者

参加者

理事机构 

执行首长

国际民用航空姐织 

Mr. Dd, Conway ( 美 国 ）

国际原子能机构

W.E. Price ( 美 国 ）

世界气象组织 … . . .

J&*. R.M. Perry ( 联合王国 )

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 

Mr. O.S. Santa-Crùz(智 利 )

s.E. Jayasekera ( 斯里兰卡） 执行首长

参加者

Mr. M. Husain ( 巴基斯坦 ) 

Ms. M. Favre ( 端 士 ）

参加者

参加者

Mr. M. Bley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理事机构

* 主席 

* …1 - 副主席 

略 第 二 副 主 席



国际电信联盟

Mr. M. Bardoux ( 法 国 ） Mr. J.-p. Bare

国际货易组织临时委员会/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法 国 ）

Mr. P. Williams ( 联合王国）

世界知识产权組织 

Mr. B. Zlese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 .国际农业发展基舍

*̂ h h»m s . m . Prey-Licari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Mï*. H, Glanznann(細 士 ）

Mr. J. McGhie ( 联合王国）

行政首长 

参加者

理事机构

.二

参加者

报告员

2 . 此外，出席有关议程项目讨论的有：投资委员会主席B,；K, ijehru 先生，

投资委员会成员 G • Johnston 先生》 David Montagu 先生阁下、 Y，

Oltramare先生、E，N* Omatoe 先生、 S，Raczkowski 教授和投资委员会

临时成 171 .J. Setmnitz 先生，此外，代表.George B. Buck .. Çpnsultlog. Actuaries,工ne<

公 司（联合委员会的咨询精算公司）的 R.M. Leblod 先生，纽约信托公司副

执行总裁L. Thomas 先生和基金的投资顾问、花旗銀行公司第一副总裁 P,

Vennilge 先生向审计委员会提供了协助。 （；• l A v e r a n先生和e. m. De Turris

先生分别以秘书长和副秘书的身分出席了联合委员会。
- . . - … -

3 . 下列人士以成员组织观察员的身分或作为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的秘书出 

席了会议

观察 员 .

Mr. W. Yoffee

( 副代表 Mr. E. Ryser )

秘书

Mrs. J. FlUgel

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

劳工组织



Mrs. V. Pedersen 

(候补成员 Dr. A. Vessereau 

Mr. 6. Sazin ) 

Mr. K.A.P. Stevenson 

Mr. W. Zyss

Mr* J. Durie,

Ms. C. Grose 

Mr. K.M. Angelides 

Miss R. Douesnard

Buarte

Ms. O.B. Castana 

Mr* L* Alonso De 

IÛ*. M. Fellague 

Mr. M. Landey 

Mr. L. G o U  

( 候补成员 Mr. 

ttr. J. Bacaly .

(候补成员 Mr.

Mrs. E. Michaud 

Mr, J. Tassln 

Mr. P* Hoirard 

Mr. R. Wipf

Mr. 6* Fraapery 

Mr. H. Jillhouse

Mr.

Mr.

D. Cbethel

E. Benlund

P.F.V. longerlooy )

Mr, E. Augsburger

J. Balfrold )

Mr. Y. Ogaard 

Mr. d.Klndler

Ns. Hope Hanlan

卫生组织

粮农组奴 

教科文组织 

民航组织

原子能机构 

气象组织

海事组织 

电信联盟

贸身组织临时委员会 

知识产权组织

农发基金

工发组织



组织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ë 合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行政问题协商委员会（行政协商会）

前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前国际公务员联会）

代表

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国际公务员联会）

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伊组织（改洲地中海植保组织》

Ms

R. M* Akwei 

6« Pellzzon 

R* Barnes 

P* Rolian 

S* Grabe 

J* McDiannld 

P. Montanaro 

J* Rivet

工《 H&ujsner~Streitenfels 

H« Schebesta 

G ,條 thye



附件七 

常务委员会的成员

联合委 M 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选举结果，下列人士将出任常务委员会成 员 . 按 

照基金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联合委员会休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代行职权。

成员

联 合 国 （第 一 组 ） 

M. Majoli 先生

Deb^tin 先;生

Garcia先生

候补成员

S. Kuttner 先生 

R. Schmidt 先生

M. Okeyo 先生 

E. Garrido 先生

• 0 • C • Jonah 先生 

C. Timbrell 先生

V，Elissejev先生 

R，Gieri 先生

E. Albert al 先生

A. Tholle 先;生

M. Vicien-Milburn 女士

S. Zampetti 先生

B. Hillis 先;生

代表

大会 

Â 会 

大会 

大会

秘书长

秘书长

秘书长

秘书长

参加者

参加者

参加者

参加者

参加者

专门机构（第 二 组 ）

W.  Y o f f e e 先生（劳工组织)J. Mairwaring先 生 （劳工组织）

G.M.J. Veldkamp先 生 （劳工组奴 )

理事机构 

理事机构



成员 候补成员 

R.M. S c h ib l i先 生 （劳工组织）

A . J . S .  T a jr lo r先生(卫生组织y .  Morgan先 生 （卫生组织）

W.E. P r i c e 先 生 (原 子 能 机 构 P e r r y 先 生 （气象组织）

L . G o l l 先 生 （海事组纽 )
J ， B a l f r o id 先 生 （电信联盟）

专门机构（第三组）

Sh r i Ramadhar ( 粮农组织） M ends先 生（根农组织）

G， de L e i r i s先生(教科文

组织）
R. W ip f先 生 （知识产权 

组织 ）

工vankovich  de , . > > 、
Arosemena 女 士 （粮农组织）

R. de M eira  先 生 （粮农组织）

S.A .A.  K h a l i l先 生 （粮农组织）

G， P a lm e r先 生（粮农组织）

S. V ie iD C先 生（教科文组织）

M. F re y - L ic a r i 女 士 （农发基金）

F .X ， B y r n e 先生（民航组织）

P . W il l ia m s先 生 （国际货易组织临时

委员会）

代表 

理 构

执行首长

参加者

参加者

参加者

理事机构

理事机构 

理事机构 

理事机构 

理事机构

执行首长

参加者

参加者

参加者



附件八 

精算师委员会的成员

委员会的成员如下：

A 。0 。O g u n s h o la先 生 （尼日利亚） 第一区械（非洲国家）

K . T a k e u c î i i先 生（日本）—— 第二区域（亚洲国家）

M. C h e t y r k i n 先 生 （苏联） 第三区城（东欧国家 )

G . A r r o b a 博士（厄.瓜 多 尔 第 四 区 城 （拉丁美洲国家） 

R . J .  Myers  ( 美 国）—— 第五区域（西欧和其他国家）



附件九

提请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 

联合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审议了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向大会和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 

金各成员组织提出的1 98  1年报告、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报告第三章、以及行 

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补助措施

决定按照1 9 8 1 年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三H 

部分所载的建议，订正 1 9 8 0 年 1 2 月 1 7 日大会第35/21转决议所载的养恤 

金调整制度，自1 9 8 2 年 1月 1 日起生效；

紧急基金

授权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继续以自愿捐款补充紧急基金一年, 但 

为数以不超过100, 0 0 0美元为限；

管理费用

核准由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直接支付的管理费用， 1 9 8 2 年 度  

5, 546, 9 0 0 美 元 （净额 ）及 1 9 8 1年度追加费用147, 0 0 0 美元 （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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