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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由检查专员莫里斯·伯特兰所编写的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中期规划的报

告( A/34/84) 是关于相同戎相关问题的报告中最新的一个报告。 这类报告为

数甚多，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开始编写。 这个事实体现出长期以来联合检查组整

个单位和检查专员伯特兰个人对这方面问题的关心，同时也体现出他们在理论、方

法与实践上对联合国系统方案规划工作的杰出贡献。 这些年来，检查专员分析了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秘书处的经验和各政府 l司机构的反应，他对中期规划工作的看法

也从一种内容高度理论化、范围无所不及的综合性结构，演变成一种较易于适应国

际组织的限制的概念a

2. 最近的这份报告是应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方案协调会)第十八届会议的要

求 1 而编写的。在该届会议中，委员会决定根据一份由秘书长 (E/AC.5 1/97 和

Add.l 和 2 J 和另一份由联合检查组所编写的报告 (A/34/84 J, 对规划过程作

出深入研究。

3 方案协调会第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第 8 段的附注 2 注明，联检组报告是在

秘书长按照联合检查组幸程所规定的方式提出意见之前，提交方案协调会的@但是，

在方案协调会讨论的过程中，秘书处已对联检组报告提出了若干初步口头意见。这

些意见至少已部分地反映在万案协调会的土述报告中。

也方案协调会辩论规划过程之后，作出了结论和建议，有的与检查专员的建

议相同，有的不相同。 秘书长对联合检查组已经方案协调会明显支持或明显不同

意的那些建议，认为不需再予置评。 因此，他的意见集中在方案协调会第十九届

会议没有作成确定结论和有待进一步辩论的那些联检组建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38 号 J (A/33/3B J ，第 3 段。

2 A/34/38 ( 第一编 j 。



1

占
-d AU AA // le 

n
o
s

玄
j
J

，
/
，
，
。
"

-
h斗

n
e

式
J
·
1
3
D

F
J
'
咽
口
a

ACF 

一、一般性意见

5. 秘书长在提交方案协调会第十九届会议关于规划过程的报告 (E/AC 51/ 

97)中已经指出，他知道目前规划过程的缺点和各方提出的批评，也理解编制的文

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方案规划系统创始者的高度期望。 不过，他认为造成这

些问题的原因大部分应归咎于在政治和财务的重重限制之下规划范围极广的联合国

活动所必然遭迂的种种困难。

6. 规划政府间行政方案是到目前为止极少尝试的一件开拓性工作，就其曾经

尝试过的地方而言，得出的结果也很参差。 其他地方的尝试或已搁置一旁或已将

其最初设想大量抛弃，联合国却仍在同中期规划搏斗，而且已收到一些成效，这一

点也许是值得赞扬的。秘书长不同意检查专员关于联合国"规划危机"严重程度的意

见。 不过，联检组报告指出到目前为止，联合国各项计划的目标不够明确，它强

调有必要"在各决议案规定的一般性和不平凡的目标与秘书处日常工作所获致的各

种产出之间，弥补其差距" ( A/38/84，第 4 段) .秘书长完全同意。

汇 报告第 4 2 段指出，目前的规划方法的基础是方案管理人员自己将政府间

机关决议所确定的广泛目标转变成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活动。 检查专员认为，

这应改为由各会员固和秘书处商定"限期指标一目标"的定义(第 43 段L 秘书长对

这一段的理解是，专门和技术委员会会议进行这种商定，并企图(a) 弥补第 4 段所

说的差距. (b) 杜绝方案目标的笼统和暧昧。在实务秘书处邦助之币左种办挂有希望使各

会员国(通过它们在技术委员会中的技术专家代表)将"以雄心勃勃的措词表达"

的决议转变成各国际组织"采取的有限但相当有效的行动" (第 5 段)

8. 报告在附表(见第44和45段)中提供了"一般目标"和"限期指标→一 目标

类型"的平行系列。 一般目标，按照第 4 2 (a)段的解释，是决议中常见的。 第

5 0 至 5 4 段也举出了限期指标一一目标的例子。 这些例子通常都提到秘书处活

动在确定日期内完成，例如"训练专家"、"制定国家立法范本"、"出版研究

丛书"等。 不过，这种目标在联合国中期计划的最好的方案说明中已可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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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报告第 5 5 段指出，联合国的目标可以做到不是单单说明一下秘书处向各

会员国政府提供的产出而已，并且理应如此。 然而，检查专员认识到制订象"消

灭天花"或要在各国或各区域内的不利情况下进行变革等一类目标，一般是办不到

的，因为"这种目标多是各国政府的责任而非各国际组织的责任"(第55段λ 于是，报

告提出了另夕卜斗办法(第56段)，就是一项目标应以说明"国际组织可以对"各会员

国负责执行的某些全球性目标"作出那种贡献"， 并且指出{第 57 段)，这种贡献

可能包括向各会员国提供的"工作工具"。

10 秘书长认为，所提供的这种工作工具的例子( ..复杂的合作机构"、"多

目的机构的网络"、"某一区域内的合作工具" )都同现行联合国中期计划的大多

数目标一样，很不够精确。 此外，这些目标虽然有点复杂，似乎主要为秘书处产出，

换句话说，各国际组织要采取的有限度但相当有效的行动应为:例 不单单提供秘

书处的产出而已，而且(b) 当国际组织必须在某会员国境内执行任务时，应绝对尊

重其主权，而设法使国际社会采取这种行动的努力，迄今尚未找到新的目标，一种

象报告所希望的那样，各会员国同秘书处进行对话应能促成的目标。 秘书长希望，

方案协调会请求为其第二十届会议拟订和审查的中期计划方案模式，应可使人有机

会进一步探讨各国际组织方案目标的概念，并且由此或可就报告第 4 段提到的差距

范围内的一些目标的性质和内容，向秘书处提供更确切的指导。

二.对具体建议的评论和提议

建议一:通过一项具有固定时限的计划

1 1, 方案协调会第十九届会议讨论了中期计划的期限应为定期抑为滚转的

问题，但尚未得出最后结论。 不过，方案协调会曾建议中期计划的期限应为六

年气秘书长认为建议 1 (a)和 1 (b)可以接受。

, 
《同上)) .第 72(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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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二:建立一个以目标为基础的方案体系

(a) 建议二(a)

1 2. 建议二(a)提议联合国的活动应区分为两类，即:可以编制方案和不可以编

制方案。 现行中期计划载列联合国所有的实质性活动，包括政治活动。 例如，

就特别政治事务和特派团的情形而言，计划内叙述了截至编制计划时为止的活动，

但没有打算为计划期限制订战略，理由是今后这种性质的活动无法予测。 许多其

他都厅和室处，特别是政治和人道事务部门，认为它们也碰到相同的予测难题。然

而，有许多(而非所有)情形，这种难题产生的原因是，所涉及的工作主要是向各

政府问机构提供服务，这种工作可以按照建议二(巳)内所规定的原则视为"连续性职

务"。

1 B. 秘书长没有坚泱反对建议二例。 不过，他认为:

(a) 计划应在犬会所确定的范围内继续载列所有方案的说明;

(b) 经区分为不可以编制方案，因此无需按照一般程序进行规划的方案数

目应减少至最低限度。

(b)建议二(b\(口)和(d)

14. 目前级别的方案体系，是以下列考虑为根据的:

(a) 主要方案一级的根据是，必须按照活动的部门，而非象方案予算一样

按照组织单位来提出计划。

白) 方案一级的根据是，计划中需要一级能够使方案予算同行政单位具有

直接的联系。方案级次几乎无一不相当于予算中的经费款次。 一般

认为计划是为方案予算提供结构，所以在四个方案级次的任何一级上，

方案类别同组织单位之间不但目前需要有某种联系，将来也需要有这

种联系。 现有联系，经已证明易于了解，便于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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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 一般将次级方案一级视为计划中的主要分析单元，也就是中期目标和

战略必须一一说明的一级。 过去几个计划中的实际次级方案目标，

虽然还有许多改进余地，但要在主要方案或方案两级上具体列明具有

时限的目机实在很难办3'1) 。 因此，就联合国的方案规划而言，方

案一级同方案构成部分一级之间需要有一个方案编制的级次，似乎仍

然是顺理成章的。

(dl 方案构成部分一级，是方案分析的最低单元;审查中的报告没有对这

一级的功用表示怀疑。

1 5. 过去的计划， 只是在次级方案一级上具体列明了目标，所以，目前的

体系，在理论上是联检组报告所建议的"以目标为基础的体系"。 报告批评说，

实际上，这种体系多半是根据现有行政安排以及为配合这种安排而制订的目标来建

立的。 这种批评极为中肯，因此，有些次级方案或许需要在某些领域重新加以说

明。 在这方面，秘书长不反对联检组的建议，把"连续性职务"的活动同旨在达

成限时目标的活动区别开来。 这项建议已经载于上次联检组关于联合国方案编制

和评价工作报告的建议一内 t A/33/226 ，第七章) 。 在题为"规划过程的

深入研究"那份报告的附件囚内( E/AC. 51/97 /Add. 2 ) ，秘书长测验了这种

区剔办法是否可行，以及是否可以在三个方案中确定那些部分可以视为连续性职务。

困难虽有，但没有一个是证明无法克服的。

1 6. 方案协销会第于九局会议请秘书长编制中期计划方案模式，提交委员会

一九八0年五月的第二f届会议审议，该方案模式"特别有助于阐明中期计划的方

案体系问题和各个审查机构所需不同程度的详细方案说明。" , 秘书长由此将测

, A/34/38 (第一编) ，第 7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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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建议二(b)和二(c)是否可行，并将根据由这次测验所取得的经验来决定最后如何对

这些建议以及方案协调会于审查提交给它的方案模式后就计划方法所作的任何建议，

作出反应。

建议三:采行一项"深入研究"制度

1 7. 分段(b)中的提议，谈到编制计划的各个初步阶段，也谈到各区域各部门以

及各职司的政府间机关参与这些阶段的问题。 方案协调会建议参与上述各个阶段，

当然这些机关先需要审查中期计划的草案。 秘书长不认为在已经提交方案协调会、

经社理事会和大会的深入研究报告之外，还需要另外编制一系列的"深入研究"

18. 分段(巳)中，提议每年编制"深入研究样式 2 "三次至五次，提交方案协调

会、经社理事会和大会审议，这个办法同秘书长关于规划过程的一项深入研究的报

告内所提出的一个任择办法，即"交错规划"办法，是一样的，但为方案协调会第

十九品会议所反对罗。

建议四:通过一个编制中期计划的时间表

19. 方案协调会第f九届会议请秘书长向其第二十届会议提交一份编制提议的

一九八四一←一九八九年期间中期计划的日历草案。 届时，联检组报告在建议四

下提出的各点意见将予考虑。

建议五:编制各主要方案的政策说明

20. 在三个较高的方案级次上，即在主要方案、方案和次级方案上，对本组织

政策进行分析是可以想象的。 不过，为了避免重复，避免使规划文件多到无法处

理，目前主要是在次级方案一级上提出这种分析结呆，有时也在方案一级上提出一

, 
《同上>> ，第 71 (d)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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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简短摘要。 同主要方案相应的这种广泛性政策，似应在中期计划的导言中加以

详细说明，并且很可能应该处理建议五下的第 1 、 2 和 3 三个论题. 第4.5 和

6 三个论题，通常应仍旧在次级方案一级上处理。 然而，在编制上文第 16 段提

到的方案模式时，可对这份论题清单加以考虑。 在这些方案模式中，将设法为每

一个论题至少提供一个标准说明，使方案协调会可以按照一般要求来讨论.:Jt:.得失。

建议六:中期计划导言对建立优先次序的作用

21. 秘书长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由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提交方案协调

会， 6 该委员会同意，"在对有关问题作出审慎的决定之前，应进一步加以探讨."?

建议七:同负责执行主要方案的工作人员协商规划方法和方案编制方法的改善

22. 秘书长的政策一直是，进行联检组所建议的那种协商，并打算继续执行这

一政策。

6 

? 

《同上>> ，第 55 至 69 段.

《同上)) ，第 69 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