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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盲

1 , 联合国成立以来，会员国一向对《宪章》关于秘书处组成的各项规定，特 

别是工作人员公平地城分配的规定的执行情况，极表关注。 鉴于秘书处在有效执 

行本组织极为广泛和不断增多的方案活动方面作用极为重要，这种关注是不难理解 

的。 此外，从联合国秘书处通过容纳代表所有文化和科学及技术才能的人员，以 

确保其国际性质这个观点看，公平地域分配也是极力重要的。

2 • 《联合国宪章》对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征聘制定了两项基本原则：

" 办事人员之雇用及其条件之决定，应以求达效率、才干及忠诚之最高标准为

首要考虑。 征聘办事人员时，于可能范围内，应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

( 第 1 0 1 条，第 3 段 ）。

大会资多决议强调，对最高效率、才干和忠诚的考虑同公平地域分配原则不但毫不 

冲突，而且显然彼此一致。 如果联合国秘书处要充分达到会员国对它的期望，这 

两项准则就必须同时实施。

3 . 大会 1 9 4 7 年 1 1月 1 5 日第1 5 3 (工工）号决议说， " 鉴于其国际性， 

并为避免国家色采过于浓厚起见，秘书处的政策及行政方法应对于各会员国各种不 

同文明的优点及技术才能的专长兼收并蓄，充分利用 " 。 大会 1 9 6 0 年 1 2 月 

1 8 日第1 5 5 9 (2 ^ 0 号决议又重申了这一点。

4 , 最近，大会在通过关于改组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社会部门的决议时说： "  

应采取步绿保证发展中国家国民在秘书处内主管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各机 

构的行政管理和其他中央决策一级有适当的任职人数" 。 1这项决议特别强调，不 

但就员额数目而言，而且在级别上，都必须确保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公平地域分配。

5 , 尽管《宪章》和大会各项决议都明确规定必须遵守公平地域分配的原则，

大会第3 2/19  7号决议，附件，第 3 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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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组成一向都很不公平。 几乎在大会每一次常会上，会员国都讨论到这项 

问题，对其表示日益关切。 大会从而对每一个会员国都确定了员额的" 适当幅度 ", 

以便使专业以上工作人员达到公平的地域分配，大会并一再请秘书长采取措施，改 

善秘书处的组成，然而进展不大。

6 , 由于许多会员国表示关切，联合检査组决定就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对联合国 

秘书处工作人员的适用情况进行一次调查，并编写一份报告。 * 本报告审査了三千 

多年来工作人员地域分配的变动情况，并分析了当前有关执行这项原则的情况，并 

提出一座改进的建议。

7 . 调查的数据是从联合国总部以通信方式收集的。 随后，检查专员又访问 

了联合国各实体，**包括联合国总部、货发会议、环境规划署、工发组织和四个区 

域委员会。 调査期间，并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主席进行了非正式讨论。 然 

而，由于编写本报告受到时间限制，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无法提出它的意见。 检查 

专员也就有关这项i果题的问题同会员国代表进行许多次讨论。 检查专员对协助他 

们进行这项调查的所有有关人士表示感谢。

这项调査的范围包括联合国秘书处本身（包括A X 3 5 / 5 2 8 号文件第4 8 - 5 0  

页表2 1 内开列的4 2 个部门和办事处）受地城分配限制的工作人员，但不包 

括同一文件第8 页表A 开列的任用事务上具有特殊地位的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工 

作人员。

在本报告内， " 实体 " 是一个总称，意指联合国内各组织、部、厅、方案、处、 

会议和其他组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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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平地城分配原则应用情况的演变

8 。 養将 1 9 4 6 年 1 0 月 1 5 日联合国总部国际征聘工作人员的分布情况 

按区城开列如下：

表 1

1 9 4 6 年 1 0 月 r  5 日总部的国际征聘工作

人员按区城开列的分配情况

区 城 会员国数目
有国民任职的 

会员国数目
工作人员人数

占总数的 

百分比

非 洲 1 4 2 4 0。 6

亚洲和太平洋 5 5 42 6。 6

东欧 6 5 42 6。 6

西改 8 7 199 31。 3

拉丁美洲 20 11 28 4  4

中末 6 2 3 0. 5

北美洲和加勒比 2 2 308 48。 4

共计 51 34 626 98。 4

非会员国和其他 — — 10 1。 6

总计 51 34 636 100, 0

资料来源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4 0 (A / 6 5 2 ) ,  
附件2 .

上表显示，秘书处成立后不久P 在受地城分配限制的所有职位当中，而个区域 

( 西欧和北美）就 去 8 0 %左右。 所有职位（4 2 2 ) 当中有三分之二由属于这些 

区域的三个国家的国民担任，而剩下的4 8 个会员国当中， 3 1个国家共占所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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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三分之一2 1 7 个国家则没有国民任职g 大多数会员国认为，秘书处的这种组 

成情况很不正常。 大会 1 9 4 7 年 1 1月 1 5 日第1 5 3  ( I I )号决议请秘书长 

" 采取各项切实步骤，保证当前职员地域上的分配有所改进，其中包括为遵行本决 

议案所详述的宪章原则而需颁布的各项规则及条例。 "

9 。 应大会第1 5 3 (工工）号决议的要求P 大会开始采用 " 适当员额幅度"制 

度，以之作为改善工作人员地城分配情况的工具。 秘书长在1 9 4 8 年 4 月 1 1 

日第7 7 号公报中宣布了决定 " 适当员额幅度 " 的准则。 这项准则是根据联合 

国予算分摊比额表制定的。

10。 1 9 4 8 年 8 月 3 1 日总部（纽约）国际征聘工作人员按照制定的适当

员额幅度制度和各会员国国民实际任职人数开列的地域分配情况载在附件* 附 

件一 （ 1 9 4 8 年 ）开列的数字显示P 只有一个区域—— 东欧—— 任职人数不足，在 

总部总共9 7 9 个常设职位当中，有 6 7 2 个 （ 总数的68。6% ) 由西欧和北美洲 

各国国民担任。 这些区域内的三小国家的国民就占用5 1 5 个职位（占总数的 

s a  6%)o

11。 大会1 9 6 0 年 1 2 月 1 8 日第1 5 5 9 (工1 0 号决议建议，进一步调查工 

作人员的地域分配情况，大会 1 9 6 2 年 1 2 月 1 9 日第1 8 5 2 (工7 1工）号决议核

注：附件一内开列的1 9 4 8 年 8 月 3 日工作人员人数不仅包括总部国际征聘 

工作人员，也包括后来归入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一些工作人员。 此外，下列各机 

构当时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在计算适当员额幅度时并没有把他们计入S 欧洲办事处 

( 1 5 3 人 ），新闻中心（ 2 8 人 ）、巫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亚远经委会， 1 2 

人 ）>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美经委会）。 （其他工作人员的人数和国籍开列 

在 A / 6 5 2号文件附件3 )。



A/36/I»07
Chinese
Page 9

可了决定适当员额幅度的新方法，它把下列三项因素列入考虑：（a ) 本组织的会籍 , 

(扮 人 口 （按区域计算）和( 0 ) 各会员国所缴会费相对联合国经常预算的水平。 该 

决议又建议秘书长应考虑各级职位的相对重要性》 1 9 6 7 年起，秘书长开始呈报 

但任受地域分配限制职位的工作人员的加权分配情况。

12, 1 9 6 3 年 8 月 3 1 日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分配情况如下：

表 2
1 9 6 3 年 8 月 3 1 曰秘书处受地城分配 

限制的工作人员按区域开列的分配情况

区域
会员国
数目 适当幅度

工作人员 
人数

占总额的 
百分比

非洲 33 86-187 105 7。 6

亚洲和太平洋 16 243-248 241 17. 4

东欧 10 289-236 164 11。 8
西欧 16 312-275 349 25, 1
拉丁美洲 20 96-147 140 10。 1

中东 12 35-72 60 4  3
北美洲和加勒比 4 457-317 299 21。 5

共 计 111 1358 97。 8

非会员国和其他 31 a  2

总 计 111 1389 100. 0

资料来源 :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八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6 6 ,  A/G。 5 
X 9 8 7 号文件，表 B 和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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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2 和附件一'所开列的数字显示， 1 9 4 8 年以来虽然已有一些进展，但 

1 9 6 3 年仍有1 3 个国家没有国民任取，2 0 个国家国民任职人数不足、在这些 

国家当中，有许多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有3 9 小国家 

任职国民人数过多，其中有8 小是西欧国家。

13。 由于从公平地城分配的观点看，秘书处的组成仍不能令人满意，大会 

1 9 7 6 年 1 1 月 2 9 日第3 1 / 2 6 号决议通过了决定会员国适当员额幅度的新方 

法，其中规定：对联合国予算摊款最低的会员国，新的适当幅度为2 至 7 名员额。 

新方法的目的在于使发展中国家得到更有利，虽然仍然是不公平的员额分配。 大 

会又请秘书长优先征聘来自没有国民任职和任职人数不足的会员国的候选人。

14  然而，到 1 9 7 8 年止，一般情况仍未改善。 因此，大会第3 3 届会 

议就人事问题作出了若干重要决定。 这些决定旨在使员额数目及其级别都达到公

平的地区分配。 大会 1 9 7 8 年 1 2 月 2 0 日第3 3 / 1 4 3号决议特别请秘书长：

( a ) 订定一个指标，规定受地域分配眼制的专业人员员额在1 9 7 9 —

1 9 8 0 年期间所出空缺中，以40% 的员额任命没有国民任职或任职人数不 

足的国家的国民，以便确保所有这类国家在这两年期内达到适当的员额幅度；

( b ) 采取进一步步朦，在 1 9 7 9 — 1 9 8 0 年期间增加发展中国家国民 

在高级职位和决策职位的任职人数；

( C ) 更严格地执行有关退休年龄的条例（ 6 0 岁，在特殊情况下为寻觅适 

当接替人员而延长任用，其期眠不得超出六个月 ) ;

( d ) 限制申请下列职位的候选人的年龄：？一 1 和？ 一 2 ( 3 5 岁 ）、

P — 3 ( 4  0 岁 ）、？一4 ( 4 5 岁 ）、 P — 5 ( 5 0  岁 ）；

( e ) 不得专为任一会员国或国家集团保留某一职位。

( f ) 按照公平地域分配原则采取必要措施，使担任受地械分配暇制的职位 

的妇女人数在0 年内提高到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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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9 8 0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5 / 2 1 0号决议是大会第3 5 届会议就人事 

问题通过的一项新的. 合决议。 该决议对1 9 8 1 — 1 9 8 2 两年期重申第3 3 /  

14 3 号决议的几项主要规定，因为这项决议所制订的目标尚未实现。

16。 为了改善其国民主要是定期任用人员的会员国在秘书处内任职的人数， 

大会第3 5 / 2 1 0 号决议准许秘书长于必要时以同一国籍的候选人在合理时眠内接替 

定期任用工作人员所占员额，以保证其国民多半为定期任用工作人员的会员国的任 

职人数不致受到不利影响。

17。 第3 5 / 2 1 0号决议对所有会员国采用新的适当员额幅度，从 1 9 8 1 年 

1月 1 日起实施。 同以前一样，新的适当员额幅度根据下列三个因素计算；会籍、 

人口和对经常予算的会费分摊比额，然而它把会籍因素所占的权值从25. 3% 提高 

到37。5 % , 而把会费因素的权值从65. 8 % 降低为55. 5% 。 现用的适当员额幅 

度最低额为2 至 1 4 人，最高额为4 1 4 至 5 6 0 人。 人口保留名额仍为2 4 0 

名员额，现在各分区械直接按照会员国在每一区城内所占人口比率分配。

大会又决定，今后每增加1 0 0 个员额，其中 1 0 个应划规人口因素， 

其余员额则由会籍因素和会费因素平分。 这是朝向使发展中国家在秘书处内得到 

更公平职位分配这个目标迈进的新的重要步骤。

18。 表 3 开列了截至1 9 8 0 年 6 月 3 0 日和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为止

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分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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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的数字显示，东改地区各国国民在秘书处任职人数不足，此外，它们工作 

人员所百分比和其绝对数目在1 9 8 0 年 6 月至 1 2 月间实际上已显著减少。这 

齒数字又显示，大会在1 9 8 0 年 1 2 月对计算适当幅度方法所作的变动说明秘书 

处和各会员国都必需加倍努力，以求达到新的幅度，特别是东欧> 亚洲和太平洋、 

中东地区各国和其他地区无国民任职或任职人数不足的各小会员国。

19。 附件2 载有各会员国在秘书处按区域开列的任职情况数据。 对这些数 

据进行分析后得到的结论是S 尽管大会通过了件多决定，无国民任职和国民任职人 

数不足的会员，国数目已从1 9 6 3 年的3 3 个 （占总数的29。8 % ) 增加到1 9 8 0 

年第四季的4 0 个 （占总数的26。396) 。 同时，国离任职人数通过多的国家数 

目从1 9 6 3 年的3 8 个 （ 总数的34„ 2 % )增加到1 9 8 0 年第四季的6 0 个 

( 占总数的39。5 % 1 计算适当员额幅度的新方法所报据的基数为3 3 5 0 个员额， 

使得中点大大提高（即对大多数会员国而言，从 4 .  5 提高到7。9 4 个员额）。然 

而2 即便如此；> 截至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为止，仍有 2 0 个国家无国民任职和 

2 5 个国家国民任职人数不足。 在无国民任职和国民任职人数不足的会员国当中， 

有许多是非洲，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强调：许多这些会员国从加入 

本組织为会员国以来或在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一段漫长期间，一直是无国民任职 

或国民任职人数不足。 男一方面，有 2 6 个国家国民任职人数过多或非常接近最 

高幅度。

20。 检查专员非常了解，使工作人员人数达到公平地城分配是千分复杂和困 

难的工作，也注意到各成员国和秘书长特别在最近几年所作的努力。 他们也认为， 

大会第3 5 届会议对适当员额幅度制度所作的变动使这项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然而，他们发现，还有若干重要因素風扰了充分执行大会有关公平地城分配的各项 

决定，下一章将一一指出这些因素，并提出改进的建议。



三、访碍应用公平地城分配原则的各种因素

A . 任用任职人数过多的国家的国民

2 1 . 如上面提到的，大会在其第33/143号决议中订立了一个指标，规定受地 

城分配限制的员额在1 9 7 9至 1 9 8 0年期间所出空缺中，以 4 0 % 的员额任命没有 

国民任职或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的国民，以便确保所有这类国家在这两年期内达到 

适当的员额幅度，同时并确保已达到适当员额幅度的S 家的国民任职人数不致减少。

2 a 尽管通过了这项决议，而且人事厅又向各部门和办事处发出了一份强有力 

的指示具体说明在任用受地城分配限制的员额时，至少每五位候选人中有二位必须 

是没有国民任职或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的国民，但在 1 9 7 9年，只有21. 4 % 的空 

缺是由来自这些国家的国民担任。 这种下降的趋势在198 0年继续发展， 只有

20. 896的空缺由来自没有国民任职或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的国民担任。 同时，

任职人援过多的国家的国民在1 9 7 9年加 19 8 0年中分别填补了 30, 7 % 和 38. 3%  

的 空 缺 鉴 于 效 果 不 佳 ，离开第33/143号决议中所规定的4 0 % 的空缺由来自 

没有国民任职或任职人数不足的S 家的候选人来担任的指标相距甚远，大会第3 5 /  

210号决议又决定再一次地把其定为下一个两年期—— 1 9 8 1至 1 9 8 2年—— 的指 

标。 附件三载有1 9 7 8 X 7 9至 1 9 7 9 /8 0年期任用情况的详细资料。

2 3 . 秘书处的代表在大会第3 5 届会议上说，上述指标未能达到的原因是由于 

" 某些结构上的问题和不愿接受改革有关此问题，一些代表团认为应加强人 

事厅，保证它有必要的权力来执行大会各有关决议中所列的人事改革。A

2 4 在进行这项调研的过卷中液查专员法意到有狠多这样的事例，在没有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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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4/4 08  , 第 6 段和 A /35/528  , 第 1 1 段。

A/C. 5 /3 5 X SR  2 8 , 第 2 4 段。

AXC 5XSR  5 8 , 第 2 0 段；第 A/G. 5 /3 5 /S R  62 , 第 8 7 段<



任职或任职人员不足的国家提出候选人之后，其中有些经过征聘团面谈并认为达到 

高效率的标准， 能力和道德因而应当受聘的， 但至今仍来被任命。 引起检查专员 

注意的其中一些事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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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申请的员 

额编号或级别
部 门

提出H期 1 9 8 1年 

(候选人编号） 5 ^ 的情况

a. 78-084-HY

( —位妇女）

b. 7 8 - C -ESA X  
2 3 9 - h y

C 78-149-YI 
( •—位妇女）

新闻部

国际经社事f v  

部X 统计组

国际经社 

事务部

1 9 7 8年 3 月 在审核中

1 9 7 8年 4 月 在审核中

1 9 7 8年 8 月 未得到答复

(1.来自没有国民任职需要这样具有明1 9 7 9年 1月 在审核中

m m - it m x  S I 释选人的任何部门

e, 79-dp 1-0 01-HY 新闻部

( 一位妇女）

f. 7 9 - C - E C L - 3 5 9 -拉美经委会

SG )

1 9 7 9年 4 月 在审核中

1 9 8 0年 1 月 在审核中

7 9 D一 E D O — 3 60—
V I )

g. 80-088-MY

h. P - 3 *

i. P-4

S 际经社事务部 

新闻部 

行管处

1 9 8 0年 5 月 

1 9 8 0年 6 月

1 9 8 0年 8 月

( 三名候选人）

未得到答复 

在审核中 

在审核中

丝 ：这位候选人于1 9 8 0年 6 月由人事厅的一个征聘团面谈并经该团认为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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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80-G-UHG-297- 人权司 1 98 0年11月 在审核中

3 3 0 -G E )

8 0一G一UMG一3 5 0一
G E)

( 一位妇女）

^ 8 0 —3—冗8 0—355— 亚太经社会 1980年12月 在审核中

BA

2 5 . 附件三所载的资料说明，从 1 9 7 8年 7 月 1 日至1980年 6 月 3 0 日间，

整个联合国秘书处从没有国民任职和任职人数不足的会员国中任用的百分率在下降， 

而从任职人数过多的会员国中的任用则增加，联合国的一些机构则在这方面获得了 

积极的，虽则不甚显著的成果。 例如，在此期间，贸发会议任用任职人数不足的 

会员国的国民由21. 7 % 增加到2 5 % , 任用任职人数过多的会员国的国民由21. 7%  

减少到 l a  5 % ; 工发组织任用没有S 民任职和任职人数不足的会员国的国民由 

15. 1 % 增加到2 5 % , 而任用任职人数过多的会员国的菌民由32. 1% 减少 到  

25. 0 96。

这些机构在它们的工作中采用征聘团，和有希望的候选人个别面谈，会见大学 

界代表等以及其他方式，为出缺员额寻找适合的候选人。

26. 为了增加来自没有国民任职和任职人数不足的会员国的适合候选人的人数 

加妇女候选人的人数，大会在其第3 5 X 2 i a f决议中建议首先应将由人事厅和主要 

部门代表组成的征聘团振往没有国民任职和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 严格地执行这 

一建议将有助于秘书处寻找适合的候选人> 要达到大会第33X143号决议中规定 

的在秘书处录用2 5 % 的妇女的指标，必须遵照公平地械分配人员和为每一会员国 

规定适当幅度的原则。

2 7 . 检查专员认为，联合国许多机构的领导人已口头上承认《宪章》中关于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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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专业以上人员的而项基本原则之间没有矛盾，但在实践中，他们未对公平地城分 

配人员的原则给以应有的注意。 由于难以保证联合国的许多机构在任用没有国民 

任职和任职人数不足的会员国的国民时给予充分合作，因而使本组织未能大大地减 

少没有国民任职和任职人数不足的会员国数目。

2 8 . 检查专员认为，最重要的是应将公平地城分配原则应用于联合国的一切机 

构。 秘书处各单位的领导人应全心全意地改善工作人员的地城分配，在建议任命 

人员时应毫不保留地应用大会各有关决定0 它们能够并应该大力执行大会第3 3 /  

143号和 3 5 / 2 1 0 号决议（见上面第1 4 到 1 6 段 ），如本报告各项建议被接受， 

它们应确保其单位所任用的人中有6 0 % 是来自没有国民任职和任职人数不足的会 

员国。 梭查专员强调，适当幅度能否达到， 决定于各机构领导人的态度和效率，

也决定于秘书长和负责人事工作的副秘书长的极大努力。 对各机构领导人工作表 

现的评价应部分地根据他们在各自机构内执行《宪章》中有关公平地城分配原则和 

大会有关公平地城分配的各项决议的能力。 秘书长今后向大会作报告应明确地说 

明每一机构的成就0 令人满意的成就应不仅要大体上达到大会所规定的任命没有 

国民任职和任职人数不足的会员国的国民的百分率，而且还应按照各区域的适当幅 

度在秘书处一切组织单位中做到各主要区城的公平地械分配0 最后，还必须注意 

保证任何一个机构不受任何一个国家集团的支配，但是，区城委员会则不在此限， 

因为大会允许它们征聘的人员中有7 5 % 来自本区械各国。

2 9 . 为了改进在秘书处里各会员国的代表性，检査专员认为应采取更多的决定 

性措施。 他们特别提议大会在1982 — 1 9 8 4年间不访决定：

a . 任何机构的受地域分配限制的员额，至少有6 0  % 应用来任命没有国 

民任职和任职人数不足的会员国的国民；

1 3 .其余 4 0 % 的被任用的人最好是来自在适当幅度内的会员国的国民；

C .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任用那些任职人数过多的国家的国民，但 

必须了解到这样的任用不会使这些会员国的任职人数过多的情况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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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广泛使用永久合同

3 0 . 目前秘书处的专业人员职类有两种主要的任用方式：永久合同和定期合同， 

后者有可能延续，也有可能不延续。这商种办法在具体情况下都是适当的。但联合 

国有一种倾向是主要依靠永义合同，尽管近年来定期合同已有一些增加。

3 1 . 支持永久合同的人往往提出以下主要论点说明永久合同的好处：

(a) 7lc义合同有利于联合国的必要连续性；

( b ) 有些永久性的秘书工作需要一些有永久合同的工作人员来做；

( C ) 永久合同可使工作人员对他们在联合国的前途具有安全感；

( d ) 永义合同可以刺激有资格的年轻人在联合国内追求他的事业。

32 . 支持定期合同的人说他们，成这些合同的主要论点如下：

( a ) 中期计劍的优先次序不断改变，需要征聘那些在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制 

度以及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里对某些特定工作具有必要经验的专家，因此必须通过 

定期合同取得这些专门知识；

(T3)定期合同可使联合国从外界取得新人才。

( C ) 定期合同有助于保证-联合国秘书处和各国政府或机构的工作人员的轮调， 

从而使各会员国和本组织之间能够不断地交流知识、最新的技术和技能。

定期合同实际上并不减少对职位的安全感，因为如工作表现好，可以一再 

延续合同；

( e ) 定期合同使联合国组织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有助于达到公平地城分配人 

员的指标；

m 更多地使用定期合同将有助于撤换那些工作质量不高的工作人员。

3 3 . 关于受地城分配限制的员额问题（即大约专业以上职类人员的50%  ) ,检



查专员愿意强调，广泛使用永久合同对公平地城分配人员造成不良影响。例如，人 

事厅的预测指出，按照 1 9 8 1年 1月 1 日实行的新的适当幅度，大约有3 0 多个 

任职人数过多的会员国，如果其永久合同的国民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前才辞职的话， 

那么它们在1 9 9 0 年仍然超过幅度的中点。有些会员国即使现在不再任命它们的 

国民，它们在到2 0 0 0 年以前都超过中点幅度。尽管如此，在一开始征聘时/就给 

以试用合同的作法（这往往导致永义合同）仍在继续。有时，任职人数过多的会员 

国甚至指派初级的工作人员来代替本国退休的工作人员。

34 . 目前联合国秘书处对从事具有永久性工作的工作人员给予永久合同的比例 

数很高，已，响到那些主要签订定期合同的会员国的国民无法担任这些工作。

3 5 . 作为解决这一问题，使联合国既保持其工作连续性，同时又能吸收新的人 

才的一个可能办法，检查专员提出应使用一个新的、可中断（或轮换）的定期合同。 

此制度如能被接受，则将具有下列特点：一个工作人员（一般由一个国家政府或机 

构调来），可在秘书处工作一段时期，例如四至六年，如他在联合国的工作是令人 

满意的，就可在回原单位工作同样长（或少些）时间后再回来工作一段时期。这一 

制度的细则仍有待制定。可使用 " 艳换调用合同 " （同一国当局签定调职协议）或 

可把离开联合国工作的那段时期当作特别富职停薪。还可能有其他方法。 当然，如 

采用这一制度则将在适当情况下应用于全体会员国按定期合同工作的国民。

检查专员认识到，上面的提议必须小心地制订为法律性的合同，必要时可对《工 

作人员服务细则》进行修订，这就需要各机构和人事厅制订一些计划。但是，检查 

专员认为解决上述严重问题后所带来的好处将会是极大的。

3 6 . 检查专员注意到，大会在其1 9 5 9 年 1 2 月 5 日第1 4 3 6  ( X IV  ) 号 

决议中建议，除了其他事项外，应鼓励秘书继续努力，增加秘书处内按定期合同任 

用的工作人员的数目。大会在其1 9 8 0 年 1 2 月 1 7  H第 3 5 / 2 1 0  ( I V ) 号 

决议中重申了这项建议并注意到联合国各组织中定期任用的工作人员的数目有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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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趋势。对这问题的分析显示，在联合国系统的多数组织中，定期合同的百，分 

率较之在联合国本身要高得多。例如，下列机构的定期合同的百分率如下：

原 机 教 组 世 生 气 组 海 组 知 权 劳 组 联 粮 组 电 联 万 邮
子 科 界 组  识组 合
能 构 文 织 卫 织 象 织 事 织 产 织 工 织 国 农 织 信 盟 国 盟

1975 年 82*2 67.2 71.3 5 0 J  56a 11.0 35.8 31.2 l6.0  9.3
1979  牟  88.5 77.8  77.0 60.0 57.9 36.2 Hl.o 36.8 28.8 26.2 12.6
1980 年 90.h 81.0 78.0 61.6 58.6 I16.9 U3 3  38.2 29.7 27.6 10.5

资料来源 : I  0 7 8 年 I 月 i 7 日第工cSG yR /1 1 2号文件；第

P E R y a s 号文件，第 1 2 页，表 4 ; 第 ACCX1981/T；E R / 1 4 号文件，第 1 2 页， 

表 4 。

3 7 。同时，必须指出，联合国有些机构处理定期合同和永久合同之间的关系比 

联合国要好得多。例如，环境规划署有73. 2 % 的定期合同和26. 8 % 的永久合同

(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工发组织有4 9 .7 % 的定期合同和50 . 3 % 的永久 

合 同 （ 1 9 8 0 年 6 月 3 0 日）。

3 8 . 本报告的目的不是研究各种任用形式。联检组正在制订的男一个报告中更 

为译细地分折了这个问题。但是，检查专员感到必需在这时强调，广泛地使用永久 

合同限制了来自没有国民任职和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的候选人所能得到的员额数。 

使联合国秘书处的地械较为平衡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减少永义合同的数量和增加定 

期合同的数量。 *

* 在确定秘书处每一机构中定期和永久合同的比率时，当然应考虑到每一机构的 

工作性质和活动的主要特点。应该明确的就是在合同有效的期间不应把永久转为定 

期,而只有按永义合同工作的工作人员退休或离开联合国时才剑造了由定斯任用代 

替永久任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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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根据目前的情况,檢查专员建谈对秘书处大多数受地域分配限制的工作人 

员予以定期任用，并为达到此目的采取以下额外措施:

( a ) 候选人在初次征聘时不得给以斌用合同；

03) 永久任用的人数应病少到确保联合国组织有效地工作所需要的最少人

数；

( C ) 在地城分配达致公平之前，应规定一个新的永久合同的限额。此眠额 

不应超过由于任何理由离开联合国的永久合同工作人员的总数的5 0 % 或大会 

就此而确定的其他百分率。

C。 宁愿以内部提升或调职来填补空缺的作法

4 0 . 《工作人员条例》第 4, 4 条如下：

" 在不透反《宪章》第 1 0 1条 ，第 3 项规定也不访碍罗致各级新人才的 

情况下，填补空缺时，应充分考虑到已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员所具有的必要资历 

和经验。联合国和已与联合国建立关系的各专门机构之间，也座互相考虑此种 

情况。 "

同时，《工作人员细则》 1 0 4, 1 4 说明，" …•任用和升级委员会在填补空 

缺时，遇有资历相等的情况，通常应优先录取已在秘书处任职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国 

廝组织的工作人员。 "

4 1 . 如把这些案文和《宪章》第 1 0 1条第 3 段案文相较（见上面第2 段 ）就 

可清楚地看出，应同时向内部和外部的候选人发出出缺通告，并在考虑和挑选最优 

秀的候选人时应遵照《宪章》所确定的西项基本原则，并且"不访碍罗致各级新人 

才 " 。同时 " 应充分考虑到已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员所具有的必要资历和经验， " 即 : 

当 " 资历相等 " 应优先录取已在联合国或联合国系统其他各组织任职的人》

4 2 .但是，人事在一个办事处间备忘录中对此工作人员条例的解释如下应  

在提出录用外部人员之前依照《工作人员条例》第 4 . 4 条考虑内部候选人"。依



检查专员看来，此种解释，不符合《工作人员条例》的各项规定。依照人事厅的看 

法 ，只有在没有内部候选人的情况下，才座该发布出缺通告。但如这样优先照顾内 

部候选人的话，就可能造成忽视《宪章》中规定的征聘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基本原则。

4 3 .檢查专员注意到一些机构的领导人首先注意内部候选人，而且遗憾的是，

不认真地考虑工作人员条例第4. 4 条的重要规定，该条规定在填补空缺时，应"不 

纺碍罗致各级新人才"。

4 4 在实践中，很少同时在内部和外部寻找所需要的候选人。在很多情况下， 

当计划以内部升级或调振来填补空缺时就不在外部寻找候选人过去十年的倾向是 

以调派或升级来填补空缺而不是同时向内部和外部候选人开放。

4 5 . 显然，这一作法虽然可以减少征聘工作上的耽摘，但为公平地按地域分配 

高级工作人员（？  一  4 以上）造成严重的困难。作为一项补救的办法，检查专员建 

议应同时向内部和外部候选人发出出缺通告，并严格地按照《宪章》第 1 0 1条第 

3 项和大会通过的各有关决议和《工作人员条例》的规定审核和挑选最好的候选人0

D. 按地域分配的高级和决策人员的不足

4 6 .大会在1 9 7 8 年 1 2月 2 0 日第33/143号决议中表明它关切到"发展 

中国家国民担任高级职位和决策职位的人数急需增加…••…。 " ( 并参看上面第4 段)。 

大会在其第3 5 / 2 1 0 号决议中重申了它的关切。秘书处为响应这些决议，采取 

了一些措施以增加发展中国家国民担任高级职位的人数，附件中所载的资料说明 

在这方面有所进展b

4 7。 对附件四中的数字所作分析得出以下的看法：

( a ) 发展中国家，差不多包括非洲、亚洲、和太乎洋、拉美、中东以及加 

勒化海区城的所有会员国的国民担任高级和决策职位的人数最近已由1970^ 的 

8 3 ^ (或总数的34 2% )增加到1 9 8 0 年的 1 7 6人 （或'总数的48. 1 %  )。 
但是，根振 1 9 8 1年 1月 1 日实施的新的适当幅度，很多发展中国家国民在

a/36/1107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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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高级和决策职位的情况仍需进一*步改善，这点大会在其1 9 8 0 年 1 2 月 

1 7 H第 3 5 /  2 1 0 号决议中已予以强调。

( ^ ) 西改和北美区域的发达国家国民担任高级和决策职位的人数已由1970  

年的 1 1 7 人增加到1 9 8 0 年的 1 5 2 人 ，虽然它们在这期间的百分率由总 

数的 48. 3 % 降到41. 5 % 。

( C ) 目前，东欧各国担任高级和决策职位的人数严重不足。这小区域一直 

存在着任职人数极其不足的情况，而且此种情况还在加剧。东欧是唯一一个在 

此期间任职人数减少的区域（由3 8 名降至3 4 名 ），而所有其他区域担任高 

级职位的人数都有所增加。东改区城在此时期担任高级职位的百分率大为下降 

( 由总数的15 6 % 降为9. 3 %  )。

48. 会员国国民担任高级和决策职位人数一直不平衡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秘书处对于为各会员国确定的加权适当幅度重视不够，大会采用加权适当幅度的 

主要目的正如它在其第3 4 / 2 1 9 #决议中所说一样，即： "确保各会员国在任职人 

数和职等两方面都保持平街" , 而人事厅则认为加权幅度主要是给各会员国参考的， 

一般不用来作为确定工作人员按地城分配的基軸。

49。 梭查专员认为，为了确保担任高级和决策职位的工作人员能公平地按地城 

分配，就必需采取适当措施，按照加权适当幅度改进各会员国国民担任这些职位的 

人数的地城平街。为此目的，他们建议应在概念上为每一地城规定一小担任高级和 

决策职位人数的指标。

不受地城分配眠制的专业职等以上的工作人员

5 Q 依照大会各项决定，秘书处由经常派算和颈算外资源中资助的5 , 715^ 工 

作人员（专业职等以上人员和项目人员）中，有 2 , 9 2 6 人 （或总数的5 1 . 2 % )  

不受地械分配限制（到 1 9 8 0 年 6 月 3 0 日止）。 ，这些包括语文工作人员（871

第A/35/528,第 4» 7页，表A和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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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 ，专门任用为环境规划署工作、由联合国环境基金资助的工作人员（112^ ) ， 

项目人员（约 1，800名）以及其他人员 ( 特派团，机构间工作人员，特别留职停薪 

人员，调用人员，等等一-大约 1 5 0 人 ）。一些代表团在第五委员会提出了减少不 

受地城分配限制的人员数字，以增加受地城分配限制的人员数字。检查专员们已研 

究了这问题，并得出结论认为此一可能性是存在的。

51。 不受地城分配限制的人员中有相当多的人（约 3 0 0 名 ）的任用情)JÜ如下

( a ) 有大约9 0 名工作人员被任用为技术合作项目的区城顾问。他们向国际 

经社事务部，技合促进发展部，货发会谈，工发级织和环境规划署等部门和办事 

处提供支援0 他们的主要作用是为有关部门或办事处提供咨询。

( b ) 还有约8 0 名区城顾问驻在区域委员会或其分区办事处，其职务是向该 

区域中那些要求联合国给以技术合作的政府提供咨询。

( C ) 约 3 0 名区域间顾问从一小主要的办事处向不同区城的各国政府提供同 

样的服务。

5 2 . 此外，大约有100名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项目人员被委振到联合国各研究 

所，其中有些研究所是作为技术合作项目设立的》 这些工作人员要根据其经费来 

源而定期任用，但是他们往往工作了一段长时期，同在同，一地点工作的经常工作人 

员执行类似的任务. 而且他们都是由秘书长或秘书长授权任用的，并向他负责。 

这些工作人员被委派到下列的机构：日内瓦的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罗马的联合 

国杜会防卫研究所、吉隆坡的，亚洲发展管理中心、曼谷的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 

所、东京的亚洲统计研究所、智利圣地牙哥的拉丁美洲人口中心和拉丁美洲经济和 

社会规划研究所以及达落尔的非洲经济和社会规划研究所„

A /3 5 /5 2 8 ,附件，第 5 X ，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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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 检查专员认为第5 1 和 5 2 段所指的员额应列为受地域分配限制员额， 

受适当员额幅度制度的暇制》 这些员额应与预算外来源资助的其他地域员额一样

享有相同的待遇，而且任用★ 部分应，继续是定期的„ 不过，检查专员建议应当在

合同到期时才把这些员额从工作人员服务細则2 00系列转为100系列，但按工作表 

现小别考慮3 决定艘100系列任用或不再延长原先的合同，

5 4 . 最后，检查专员指出，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局多年前决定所有专业员额,不 

论地点或经费来源，应按地域分配原则加以考虑（只有具备特别语言条文的员额除 

外 ），而且经常重申这项决定  ̂ 这就是说，外地项目的所有员额实际上都受地城 

分配的暇制. 卫生组织的这种作法值得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注意„

任用非联合国会员国国家的国民的办法

5 5 . 在第五委员会讨论人事问题时，有几小代表团质问为什么把非联合国会员 

国国家的国民任用至地域分配员额，而相当多会员11还没有国民任职或任职人数不 

足，

5 6 . 任用非会员国国民的政策来自1946年 2 月 9 日★ 会第 3 0 ( 1 ) 号决议的 

决定  ̂按照这壞决定• 具有必要资格的非民员国国民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可任 

用为秘书处工作人员：

( a ) 拟任用的职位与该国所属的附属机构的工作直接有关;

( b ) 他必须具备某种资格使秘书长有理由根据《宪章》行使其任用的权利&

57. 有关附属机构的摊款通货作为确定由这种非会员国国民担任的适当员额数 

目的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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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 非 （联合国）会员国国家的国民被任用于该国所属的附属机构的秘书处后, 

他就有资格调任联合国其他部门，有时还被升级，因为工作人员服务细则没有暇 

制符合既定标准的工作人员进行内部调职和升级。

5 9 . 检查专员认为，为了改善工作人员的地域分配，在任用非联合国会员国国 

民或无国籍的人担任受地城分紀限制的职位时必须更加节制*

G. 满退休年龄的延长任用

6 0 . 大会第3 5 / 2 1 0 ^决议重申必须执行关于退休年龄（ 6 0 廣 ）的条例，对 

已届规定退休年龄人员的例濟延长不得超过六个月，而且只有实在需要时间找寻适 

当替代人选时才适用‘ 表 4 的数字显示过去五年内属于这种情况的职位：

表 4

担任受地城分配限制职位的6 0 岁以上的工作人员

地域分盲己工作人员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副秘书长 4 4 6 6 7

助理秘书长 4 5 3 5 4

D-2 9 9 13 12 6

D-1 14 19 12 14 7

P-5 19 25 15 13 3
P-4 10 7 9 7 5
P-3 8 15 9 6 -

P-2 2 3 4 2 1

P-1 - - 1 - -

共计 70 87 72 65 33

资料来源：A/35/528»英文第1 1页，表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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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上表的数字显示在減少聘用超过退休年龄的工作人员人数方面大有进展. 
不过，检查专员认为如果所有郁、处严格遵守只有真正例夕情况下才延长留任退休 

人员的旣定准则，则会取得更大的进展这样就会提供更多机会改善秘书处工作 

人员的地城分配情况t
6 2 . 由于工作人员退体的日期早就知道，检查专员认为没有理由在满退休年龄 

后再延长六小月. 他们要建议延长最多不得超过退休年龄后三小月，而且只有在 

真正需要时间'寻找适当代替人选的例外情况下才予以延长， 高级职位的征聘应在 

有关合同到期一年半以前开始进行，以便及时完成替代程序4

H. 征聘程序执行上的问题

63. 人事厅所定的征聘程序在有些方面可以改善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地城 

分配情况。 但是执行这些程序碰到了一些困难

6 4 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有些部、处未同人事厅协商就♦先承诺任用。 这种 

作法无疑使有关各方都感到报为难  ̂ 在有关征聘程序的问题上秘书处各单位和人 

事厅之间必须保持密切的有条理的合作关系》

6 5 t 令人遗憾但又时常发生的男一4^征聘程序问题是，在发布加散发出缺通告 

方面长期延误和任用程序为期漫长3 检查专员认为，征聘过程可以缩短和筒化， 

为此有关各方应采取措施》，

6 6 . 大会于其第35/21 O f决议附件第四节规定？ -3和以上职等的征聘方法。 

它强调内部候选人和外界候选人名册， 不过，检查专员指出外界候选人现有名册 

需要更新， 同时也必须尽快编定内部候选人名册，

工 .征聘规划和适当员额幅度

6 7. 缺乏征聘规划是访碍适当运用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和执行大会关于保证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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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国民任职和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达到他们的适当员额幅度的决议的最严重，因素 

之一。 检查专员在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直到 1 9 8 1年 5 月为止，联合国 

许多部门没有征聘计划j 征聘计划可以作为人事厅每年制订征聘工作计划的基îlfL

68. 检查专员获悉人事厅非常重视每年制订银聘工作计划，该计划应同其他郁、 

处合作下按照大会第35/210号决议确定从没有国民任职糸1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征 

聘候选人和妇女候选人人数的1 9 8 1年和 1 9 8 2 年实际指标》 这个计划也应 

拟定可能定期任用和例外超过退休年龄延长服务的前氣 这4 计̂划应说明征聘适 

当候选人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和方法，包括及时公布出缺通告、举行戴别考试、振遣 

征聘因等等。

6 9 .在这方面，检查专员满意地注意到，按照大会有关决议和许多代表团在第 

五委员会所表示的意见* 秘书长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联合国的人事管理》 人事 

厅受命全轰负责实现大会关于人事问题的决议所规定的目振7 . 他们也注意到人 

事厅在同各部、处有关官员讨论时采取主动，以便制订一系列专业以上职类的空缺, 

从没有国民任职来1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的侯选人以及妇女候选人中征聘， 检查专 

员对此表示欢迎，

7 0 .最后，检查专员要指出《本报告里的提议都是要适当地执行大会关于公平地 

域分配的决定。 如果关于征聘没有国民任职和任职人数不足国家的国民的--•般情 

况实际上没有大为改善，大会不访在第四十一届会议审查适当员额幅度问题时，寻 

求诸如缩小从适当员额幅度中点增减的伸缩百分比的进一步措施》 *

7 1 9 8 0 年 1 2 月2 4 日秘书长公报ST /SG B/1 8 0。

* 说明：必须指出，决定1 9 4 8 年制定的适当员额幅度的第一种公式规定每一个 

幅度的上限和下限是以幅度中点增减伸缩2 5 % 为准。 不过，后来认为上限和下 

限之间距离太宽是不适当的《 自前的公式规定伸缩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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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结论和建议

A . 结论

7 1 . 联合国大多数部门并没有彻底地遵守《联合国宪章》规定、又经大会许多 

决议确认的秘书处工作人员公平地城分配原则。因此，有许多没有国民任职和任职 

人数不足的会员国，而有不少国家在秘书处任职人数过多。

7 a 由于秘书长、人事厅和联合国一些其他部门的不断努力，发展中国家国民 

的任职情况在近年来有所改善，虽然要这成既定目标还必须进一步大量努力。到 19 

8 0 年 6 月 3 0 H 为止，没有国民任职的所有1 8小会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任职 

人数不足的2 2 小会员国之中1 1小是发展中国家。

7 3 . 西欧和北美洲区城的发达国家国民任职情况有整变化。这些菌家国民任职 

秘书处的人数从1 9 6 3 年的636人增加到1 9 8 0 年的 1 2 2 9人。虽然它们占受 

地域分配限制工作人员总数的比例从1 9 6 3 年的45. 8 % 略微下降至1 9 8 0 年 

的 43- 1% 。

74. 工作人员地城分配问题最严重的一直是东欧区械国策这小国家集团一向 

是国民任职人数不足，近年来这区城许多国家国民任职人数不足的程度更加严重。 

这些国家国民在秘书处任职的百分比从1 9 6 3 年在总数的11. 8 % 减少到 1 9 8  0 

年 6月的 10. 8 % 和到 1 9 8 0 年 1 2 月的 10. 2 % 。

7 5 . 更多发展中国家国民担任高级职位，特别是有关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职位。 

东欧国家国民担任高级职位的人数仍然还是非常不够。应当加倍努力增加这些国家 

国民任职高级职位的人数。

7 6 . 有许多因素胆碍适当地运用公平地城分配原则。这些因素随部门而异。其 

中有：

( a ) 没有努力在没有国民任职的国家和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中寻求适当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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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出缺的地城性员额，有些部，处没有充分合作达成大会所定的指标；

0 ^ )广泛使用长期合同，而不是定期合同，

( C ) 较喜欢以内部提升和调职来填补空缺；

(引背离既定的征聘程序；

( e ) 缺乏征聘规射。

7 7 . 检查专员认为，必须严格执行《宪， 》（第一0 —条第三款）和大会关于 

达成工作人员公平地域分配的有关决定，以期保证没有国民任职国家和任职人数不 

足国家达成它们的适当员额幅度中点和按照既定的加权适当员额幅度改善会员国国 

民在所有职等的任职情况。

为实现这小目的，他们提出下列建议供大会和秘书长审议：

B . 建议

建议 I . 为了改善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地坡分配情况，联合国所有部门应严格遵守公 

平地城分配原则。为此目的，秘书长向大会提出的关于秘书处工作人员组成的报告 

必须明确列出每部门在达成公平地城分配方面的成就。为了取得满意的结果，这 

些成就不仅必须符合大会关于任用没有国民任职会员国和任职人数不足会员国的国 

民所定的全部百分比指标而且秘书处所有组织单位也必须按照区城适当员额幅度使 

各主要区城有公平的地城分配C ( 第 2 8 段 ）。

建议 2 . 为了使会员国国民在秘书处获得公平的任职机会，在 1 9 8 2 至 1 9 8 4  

年期应当执行下列措施：

( a ) 各机构受聘填补的地城员额空缺的每5 小候选人中至少有3 小应当是没有 

国民任职和任职人数不足的会员国的国民；

(扮 上 述 5 ♦受聘人士的余下的候选人最好应当是属于适当员额幅度内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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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国民；

( 0 应当在例外情况下才允许聘用任职人数过多的会员国的国民，而且有一项 

了解，这种聘用不会增加这些会员国国民任职人数过多的程度。 （第 2 9 

段 ）。

建议 3 . 长期合同的人数应当减少和定期合同的人数应当增多，使将来大多数受地 

城分配限制的工作人员都是定期任用的。为此目的，应采取下列指施：

( a ) 任何候选人最初任用时不得给予试用合同；

0 3 ) 长期任用的人数应减少至保证联合国有效运行所需的最低数目；

( 0 在达到公平地域分配以前，，对给予新的长期合同应当定一小暇额。这小暇 

额应当不超过因任何原因离开联合国的长期合同工作人员总数的5 0 % ,  

或由大会决定的其他百分比。 （第 3 8 至 3 9 段

建议 4 . 应当考虑建立一种新形式的可中断（轮 流 ）的定期合同，以便由其国民多 

半为定期任用的会员国的国民，以及由此定期合同任职的其他会员国的国民填补一 

些长期性的职位。 ( 第 3 4 — 3 5 段 ）。

建议 5 . 应当同时向内部侯选人和外界候选人发布出缺通告，最佳候选人的考虑和 

飘选应当严格遵守《宪章》第一0 —条第三项的规定和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和《工 

作人员条例》。 （第 4 5 段 ）。

建议 6 . 为了保证高级职位和决策职位的工作人员公平的地城分配，必须增加没有 

国民任职和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的国民担任这些职位的人数。为此目的，应当为 

每一地域定出高级职位和决策职位的象征性指标，在填补这整职位的空缺时，应适 

当注意到既定的加权适当员额幅度。 （第 4 9 段 ）。

建议1 . 技术顾问，区城顾问和区城间顾问以及本报告第5 2 段所述联合国各研究 

所的项目工作人员所的员额应列入受地城分配限制的员额和属于适当员额幅度制 

度的范围内。把工作人员从《工作人员服务细则》200系列转为100系列应当只在 

合同到期时才进行 . 按小别情况加以考虑，决定按 100系列任用或不再延长原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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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 （第 5 3 段 ）。

建议 8 . 超过退休年龄（ 6 0 岁 ）最多延长期间不应超过三♦月而且只在实在需要 

时间寻找适当的替代人员时才予以延长C ( 第 6 2 段

建议9 . 必须采取措施缩短和简化征聘和任用程序。 ( 第 6 5 段 ）。

建 议 10 .人事厅应当在顾及大会第3 5 / 2 i a f决议的各项规定下,加快制定每年征 

聘工作计划。联合国所有部门应与人事厅充分合作制定这项计划。 （第 6 7 至 6 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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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 29(50%) 15(25,87.)
20(18.1%) 40(36%) 38(34.27.)
22(14,6%) 48(31.8%) 62(41.0%) 
22(14.5%) 52(34.27.) 60(39.57.)
25(16.2%) 83(53.9%) 26(16.9%)

非 洲
1948/VII
1963/VII
1979/VI
1980/VI
198Q/XII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1963/VII
1979/VI 
1980/VI 

 _________  1980/X [ 工

1948/VII 
嗓 洲 （ 东 部 ） 1963/VIl 

1979/VI 
1980/VI 

_______________ I980/XII
1948/VII 

欧 洲 （ 商 部 ) 1963/VII 
1979/VI 
1980/VI 

• :___________ 1980/XII
拉 丁 美 洲

1948/VII
1963/VII
197Çi/VI
1980/VI
1980/XII

中 东
1948/VII
1963/VII
1979/VI
1980/VI
1980/XII

北 美 和 加 勒 比 1948/VII 
1963/VII 
1979/VI 
1980/VI 

________________1980/XII
其 他

共 计

1948/VII
1963/VII
1979/VI
1980/VI
1980/XII
1948/VII 
1963/VII 
1979/V工 

1980/VI 
1980/XII

银 料 来 源 : 1 9 4  8- A / 6 5  a  附 件 .2; 1 9 6 3 - a X C ,  5 / 9 8 7 , 表 ;I 工  r  

1 9 7 9  和  198 0 / V " I — a / 3 5 / 5 2 &  第  9 ：f , 表  I); 

1 9 8 0 / ^ 1 工 一 人 事 厅 1 9 8 1 年 2 月 3 H 办 事 处 间 备 忘 敦 ， 

附 件 ， 按 照 1 9 8 1 年 1 月 1 H 生 效 的 新 幅 度 。

，按 区 域 开 列 的 工 作 人 员 人 数 和 会 员 国 数 目 及  

按 国 民 在 秘 书 处 任 职 人 数 分 列 的 国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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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工 作 人 会 员 国 无 国 民 任 职 人  在 幅 度 超 出  

区 域  年 / 月  员 人 数 数 目  任 职  数 不 足 . 以 内  幅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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