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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嚣人事问题的挨告

和行政管理处的主要建议

秘书长的在告

一奇、 导言

事2鸟飞

1. 过去五年来，联合国的人事政策和朵法以及人事厅的结椅，一直受到严密

的检查。 第一次栓查是自联合检查组〈联检组)在一九六九年一·町-…九七一年间

进行的，它导致了栓查专员只特兰提出关于联合国人事问题的报告 (A/8454)

棋书长在他的关于该报告的初步评论 (A/8545) 中表示s 由于它提出了可能与联

合国薪给制度特别审查委员会的任务有关的问题，市且因为行政管理处(行管处)

侥未进行关于人事厅的检查z 因此他想挂迟到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再提出他对这价

摄告的内容的意见。

74四，2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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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 2. 特别委员会在一九七二年发表了它的提告 (A/8728) 章后经大会决定，

将它转交将在一九七四年成立的一个匮际公务员委员会审议. 闰年十月 9 仔管处

将关于人事厅的管理和人力利用的报告提交秘书长。 行管处的提告并载有对整个

秘书处的人事政策和办法的诗核。

立 一九七三年秧书长向大会提告了〈 λ/C.5/1522)他所得的关于联栓组和

行管处报告的若干结论。 可是量大会根据第五委员会的建议，决定推迟到第二十

九届会议再审查秘书长的报告。 在这种情况下，秘书长认为 s 向大会提出一份，

包括一九七三年以来的发展情报的新提告是较为合宜的。 因此，取代 A/C.5/

1522 的本报告， 提出秘书长关于联栓组和行管处房作建议的各结论，和为了响

应这些建议西发动的拭行行动的简要说明量以及指出若是书长打算在一九七五年和一

九七六年所采的行动， 1曹供大会参考。

4. 虽然只有一件事(参看第 1 1 段)需要大会采取特别仔动量秘书长仍欢迎

大会对他所封算进行的新方南非政策方面s 表示意见。

二乏 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基本结构①

三 棋书赴的工作人员，基本上分为三类:专门人员 s ②外勤事务人员和一般
事务人员。③专门人员和给勤事务人员是向国际问征骋，一般事务人员多数是在
当地征辖。

在 在联栓组的报告中穿形容若是书处目前专门人员类的职员是应大而无结构的

一类，他们的征聘没有一定的程窍，商且对他创既无叙级政策又无工作分配的规划

①联检组第 1 ， 1 4 和 1 6 琪建议及行管处第 4 ， 5 J 1 3 , 1 4 , 25, 27, 28, 

和 32 项建议。

②在本摄告内"专门人员"一词也包据主任和特等专员类的工作人员。

@在本报告内，一般事务人员类包括警卫人员和劳力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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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终身职业的发展机构，因此他们的提升也就没有固定的程序。 行管处的研究结

果也和联检组的若干意见相似。

A. 职业类或业务类

1 联检组和行管处双方面都建议，改革所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是在现有种类

的结构上建立一个" 职业类 " (联检组)或" 业务类" (行管处)的观

念。 在联检组的建议中，这个观念只须适用于专门人员职类，但在行管处的建议，

内，主张这个观念应推广到专门人员职类和非专门人员职类两方面。④每一业务
类的人员都按照特定的资历条件、叙级标准和规划过的提升办法来划分。 每一类

都有按人事厅规定的中央标准而拟订的训练和发展职业前途的计划。

a 秘书长同意一个前提，即业务分类结构应该是管理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基本
原则。 在这方面，他注意到若干业务类在秘书处实际上已获得承认，例如新闻专

员，行政人员，经济专家等。 不过，还需要把秘书处现有的各业务类的身份和范

围，更明确地订定;以及对以此为基础的人员管理方面所需的必要人事政策和机构，

加以发展。 在这方面，秘书长完全同意联检组第 1项和第16项建议内所坚决主张

的意见，即应明确地规定按业务分类，而在每一类之中，各级的资格应当订明，资

历和职等之间应该建立明确的关系。

旦 作为划分各业务类的初步，曾在一九七四年间进行一项计划:查明专门人

员职类的主要业务并将各专门人员分配到这些业务方面去。 把总部的一般事务人

员分配到各业务类方面去也正在考虑中，并把它当作第 1 4 段和第 1 5 段内讨论的

一般事务人员类征聘工作的一部份。 划分各个业务类，和分配工作人员到各类工

作上去是和工作分类制度有关的，将在下面第 1 0 段和第 1 1 段内说明，该两段内

除其他事项外，说明了每一业务的资历条件。

④ 非专门人员类指一般事务人员类和外勤事务人员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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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工作分类

10. 关于每一业务类所需的分类标准z 行管处的建议认为必须确立…个包括

秘书处一切职位的工作分类制度s 以确保: (叫 一个职位的职责与它的职等符合;

但) 拉任同样职责的工作人员，不论最初征聘的时间和条件s 应按闰等方式叙级;

和非) 职等和职躬对预算和人事方菌应有明确的意义，因此s 它建议:为了建立一

个有特想的和精密的工作分类制度交由.人事厅执行，必须借助外界专家来设计和发

展这种新度，并训练这方面工作现有的专门人员。 秘书长完全坷意这项建议，并

给予优先地位。

11. 为了这个目的 s 秘书长在其一九七三年提出的报告内 s 请求核按 1974-

1975 商年期内额外临时助理人员经费 100， 000 美元。 由于大会没有审议棋书

长的报告，贵请经费并未核拨。 我、书长鉴于建立此项制度应予佳先办理F他重新请

求大会授权，在两年期的剩余期间内征聘两名分类专家s 但有一项谅解:即所需经费

应包哲在适当时间内提出的追如概算内。

c. 标准资历说明和标准工作说明

1泣2 联检组和行管处都建议:某一骂瑕p足、务各级另房号需要的资历水平或资格等级一经

订定，花项资历要件2 应就这种职务相应的各职位s 制成"才标零准资历说胡

聘时'板据此项标准说明 f 再不用个躬工作说明 F 以免对于类似的职位产生不同的

资历说明。 当然z 这种"标准资历说明"的发展要靠建立工作分类制度和制订分

类标准。

13. 由于秘书长赞哥朝着这方向进行的意愿s 人事厅在临时的基础上并在建立

工作分类制度以前s 已经采取了步聚，把征聘秘书处各职住房用工作说明内各种特

定职位的资历说晓标准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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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联检组报告建议的另…项影喃到职员结莉的重要改变量是改订总部的一般

事务人员职类〈第 1 4 项建议) ;行管处也曾提议将这今骂骂类改组。 目前…般事

务人员职类的结构s 并某些业务类所需要的各等词的资历条件量并无明显的不同。

西此，目前纽约的一般事务人员职类虽分五等，但只有三等是真正用来给执行文书或

秘书一类工作的人员提供终身从业的。 此外E 几乎有百分之工十四的 G-4 等工

作人员章和百分之二十以上的 G-5 等工作人员自苦集中在他们的最高级( G … 4 

第 9 级和 G-5 第 1 0 级人 结果，只有捏他们提升为专门瑕类以延长他们的从

业时期s 但他们所负责任和(或)资历条件可能不移升为专门人员职炎。 关于这

一点，联栓组和行管处及方菌的报告都建议采用鼠选制度以升为专门职类(参赞第

21-23段仁和提据证明资2写的钮聘办法s 使…般事务人员和其他非专门职类

职位的人员具备所需的资历后才能参加专门职类职位的戴试(参看第 3 4 段)。

且 在这种情况下，秘书长作出了结论章认为改订总部一般事务人员职类是件

重要的事。 因此， i在夜定检查总莓渎职类的结转量民求:在目前一视同仁的各今

工f宇间，订定差别较大的薪津;对本职类的各组人员提供合理的终身丛生时期和提

升机会;以及订立合宜的薪津等级等。 为达成此自标，特在工作人员条锅第 8.2 飞

条规定的联合有政机构内，设置一个有工作人员参如的工作小组向往书长提供咨询

意见。 该小组预期在本年年底以前向秘书长提出报告，以使棋书长能及时在一九

七五年拐章采取必要的孟练有动。

征聘⑤

人长期任尊计划

16. 联检组〈建议第 2 项)闵行管处房建议的使任聘方法现代化的主要办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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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都定一项长期征聘计划，在几年以前，使查明秘书处每年每…职类应由外聘

人员填补的专门职位数额。 若是带长向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提出的报告内(A./8836) 章

曾载有…项…九七二年七月…吕至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日期间的长期征聘暂订计划。

此项首次计划的另一特征是s 它也以矫正目前秧书处票员边境分配的不均衡情混为

自的。 大会注意到了这个报告量也注意到了第五委员会要求秘书长在佳有关棋书

处组成情况的年度提告内 2 列入关于长期征韩计戈i~拭行进度的资料 (A/898乌第

6 3 段 )α

17. 裂、带长已于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时，在他关于棋、书关组成情况的摄告中队/

9120 及 Corr.l 京 2) 说明:长期征聘计划是根据一些足以反块过去趋势的假定

扭定的。 起由于情况改变s 影哨假定这项计划已经有所更改z 部且将来还要不断

地有所更改。 因此s 举例来说量设计制度的修攻量及…九七四年七月…日至一九

七九年六月三十日征蒋摇标的改变已颇到了会员国的增多，也跟到了对一九七四年

…月…自会员国所占职员人数的适当范围有影嚼的订汪会费比额表。

18. 从北务的观点来看，设计制度的目前是要使棋书处能对其按职别职等填补

的职位数百，候选人人数及最宜于征蒋此种侯补人的会员国等征辖条件作出年度性

的亲测。 在此项计划的现行方法?章可以根据有关秘书处原员的资料，对今后的

征磅需要结一纯属统计性质的预溅。 髓着这项方法的政良将来还可以将其他各项

要素计算在内 z 特别是可使这些计算间房核定的职位和职位特点发生关系量从南使

这项计划成为任聘工作上的…个更实用的工具a

B. 候选人名茹

l立 联检组(建议第 4 项)和行管处所建议的另一项改进征辖方法的重要办法

⑤联检组建议2 至 5 章 1 3 和 1 5 ，及行管处建议7 至 1 2 和 1 5 至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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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编制一本中央储备名册列载秘书处专门职位及联合国技术合作规划专家职位的候

补人选。 这本名册编好后，就成为电子计算机辅助下的人事资料制度的突出部分，

而且成了征聘过程中的一个极有用的工具。 靠着电子计算机的帮助，就可能随时

分析名册的内容，并立即查明具有所需特别资格的侯选人。 同样的申请书已失效

的侯选人的除名现在也变成了一项极简单的事情，且也有利于保持名册的适度篇幅，

以应本组织的需要。

20. 现在，侯补人名册尚未载有足数的具有所需专门资格的侯选人特别是来自

在秘书处尚无职员或职员名额不足的会员国的侯选人 因此，秘书处现正根据这

本名册，按月编写报告，供会员国代表各国征聘事务处及其他各征聘处之用，其中

特别指出那些候选人人数不是过多一一很遗憾的情形往往如此一一便是太少的职位。

此外，人事处正在秘书处其他各部门的协助之下，为每一职类制订适当征聘来源的

特别登记名册，并于必要时编制个别职业的登记名册。

c 竞争考试和竞争藏选

21. 改善征聘办法的第三个重要方法涉及初级专门职员的竞争考试，它已成了

向大会提出报告的题目。 在它的报告中(建议第 3 项) ，联检组计划先对普通行

政和经济学家职位的侯选人采用这种考试办法。 行管处本身也曾建议进一步致力

于发展一项竞争飘选制度。 职员服务条例 4.3 规定: "应于可实施时作竞争性

的职选"。 直到最近，只有传译员、翻译员和其他需要精通特种语文的各职位的

侯选人才凭竞争考试的结果录用。 但是，大会已于一九七O年在它的第二七三六

A (XXV) 号决议内核定征聘秘书处职员的方针如下:

"为长期征聘设计政策计，应特别努力厘订较客观的藏选方法，征聘合格

另女青年为联合国服务，遇必要时，可用公开考试飘选;本国语文并非联合国

秘书处应用语文的侯选人应特予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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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九七四年一月至二二月间曾在意大利国内，受到意大利政府的接功，举行

一次当作实较规划举井的初级专门人员竞争考试。 结果录用了各领域政治、法律、

经济、社会、新闻和行政的候选人七人量此升还正在积极征聘凡个侯选人。 一九

七四年九月至十月前将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举办第二次核级专门人员竞争考试萝并

计划于一九七五年在日本举办第三次竞争考试。 自前正在审查有无可能，就象第

1 4 在所说的，精Jfl这些考试所用的棕准，来决定本组织现任非专门瑕员是否有被

录用为专门职类的资格。 此外2 目前也正在同若干会英国商讨s 是否可能使本组

织的我选程草阿富家公务员制度录肃人员的现行竞争考试取得联系。

23. 棋书长虽然鼓肆进行进一步的实较计划，以期获得有溺于改善征聘的经挂

办法章但认为必须拉出:任何…个指定年度的任词一个提定专业领域所要征碟的职

员人数都是很有霞的;再征聘的地琵则是非常广大的，笔试技术的种类也是极其繁

多的 s 囱此在决定普遍采用笔试作为达到核定竞争飘选自栋的可行办法之前景还需

要命更进一步的实验。

D, 最高职位的征辖问题

24. 联检组关于征聘专门职员的另一项建设〈建议第 5 项)涉及订立各项惯销

或条例，尽可能确保受辖担任最高联位类如副苍苍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候选人具有专

门的或技术性的才子。 联检组承认秘书长在委滋候选人担任最高抒政职位时，必

须旗到政治上和地域上的各项考虑s 但是联检组也建议应为盖在选这种职位的候选人，

制定一些办法量包指同若干国政蔚协商F 每一国政府提出侯选人至少三人f 这种

职位必需具备的严格资历，及事先由"智囊"吕审查侯选人的专门才干。 秘书长

承认，在连选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人选时特别需要小心慎重。 这些职位都是

最重要的，责任最繁重或担任这种职位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我书长的内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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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圈顾问。 有时侯这种任命的重要性和敏感性还需要大会对秘书长选定的人选加

以核可。 显然，秘书长在连选这种人选时，愿意尽量同各会员国及其他各方通达

人士广事协商，并欢迎多多提出合格的可能候选人。 不过，秘书长认为如果订立

较正式的办法来限制他的行动自由，使他每次都要同多少国家政府协商，每次都要

征求及审查多少侯选人，那是错误的。 因此，秘书长无意采用联检组所建议的关

于选选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办法。

25. 联检组也建议在主任 (D-2)职等(百分之六十)和特等专员 (D-l )职等

伊分之七步的职位总数中划定一个比例数，专供提升在国际公务员体制内服务至少

十年的职员之用。 历任秘书长的政策一向是依照职员服务条例 4.4的规定，确保

在不妨害所有职等新人材的征聘的情况下，对于本组织现职人员有无担任D-l 和

D-2 职等职位的必备资格和经验加以最充分的考虑。 事实上这项政策已经导致

了一个成果，就是:目前有百分之四十 D-2职等的职位和百分之六十 D - 1 职等

的职位正由服务满十年或十年以上的职员来担任。 不过，这里也应该指出:百分

之六十 D-2 职等的职位和百分之七十九 D - 1 职等的职位都是由已在本组织服务

的职员升任的，尽管他们的服务年资还不到十年。

E. 总部一般事务人员的征聘

26. 近几年来联合国很不容易找到可以应聘为总部一般事务人员的相当合格人

选。 所以行管处建议:将目前只限于在大纽约区进行的这种职员的征聘工作扩大

到服务地点所在的全国，同其他服务地点的做法一样。 秘书长已经核准了这个建

议，并已请大会注意这种做法势将增加物色和任用地种候选人所需的费用。 秘书

长建议，如果现有经费许可，拟于一九七五年举办征聘运动，他并拟在他的一九七

六至一九七七两年期概算内，根据经验，为所需的额外费用开列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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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职员的任用

27, 联栓组提告栽在另外商项涉及任用职员的主有关征聘专员的建议e 其中

之…(建议第 1 3 项)建议一项轮流借调制度s 准许永久任Jfj职员得为本组织和其

本国公务员体制轮流服务。 堤在许多实何提出由各国政府借层的人都在我书

处提供妥善的服务。 这些人保萄他们"本国"政房公务员体制的成员地位s 但是

他们在为盟掠性，我书处服务的期闰呈现同他们的本国公务员体制脱离关系。 现在

建议:规定一项类似的反方窍办法准许担任秘书处长期职位的职员自到他们的本国

为本国政府文官体科作定其中性的最务。 秘书长虽然承认这种建议确有一些优点量

也认为每不无故点事尤其是其所扭任的棋书处工作的连续性的中斯和棋书处内改善

终身职业发展和升迁方式演变上围难的加多。 他也深玲:秘书处向各国公务员体

制之间彼此借谓的制度量如果发展到了某种程度量就很可能对秘书处的国际性有房

影嘀e 他有义务用合乎宪章第 100 条意旨的方式来维护我、书处的国际'埠。 因

此量经过审读考虑之后z 棋书长认为不应动议采用这种制度。

骂 :畏检组的第二璜建议〈建议第 1 5 璜)打算对资历位异的专家采用一种新

的任扉办法。 按照所建议的办法，此种专家一…为数极少，每年不超过二步三人

一…应领有特定的薪酬2 但其定期任用合同不得廷续。 秘书长对此项办法的效用

表示怀疑。 地认为:事先很难?莫斯某一项定期任用合同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得延

续。 南且主他也怀疑是否应当为某些专门联员特定优厚薪酬，离其他专门职类人

员则受大会接定的林准服务条件限制。

2且 关于审查任后侯选人的问题穿行管处的结论是:由于采用了客观的竞争戴

选朵法z 任用和晋升委员会就很容易地无须审核那些实际上已跟其他程序决定的任

用案件。倒如s在飘选语文职位的专门人员时这种选择…定是根据竞争性考试结果决定

的，所以委员会没有理由关切侯选人是否适合这种取位，因为他们的资格已经客现地肯

定了。同样的考虑也可以适用于上文第 2 1 至 22 段所述均经由竞争戴选制度选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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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初级专员职等任用的其他各侯选人。 秘书长同意这项建议s 打算向职员协商结

着手实行这项建议。

吨人事管理@

A. 任用规划和升迁

3在 联桂组已经按照秘书处工作人员的管理应以业务分类结持为基础的一项前

提，建议订立按照生务路线发展的一种升迁制度。 联检组蔚拟议的这一辈j度将包

捂设立读练和职业前途规划委员会s 以取代现有的任用和升迁委员会，并专门研究

一种特射的业务分类;建立任用职员事先规划制度;成立一个人事检查团来评价秘

书处的专门人员 2 该团成员贝tl 串业务小组在本组织目前的资深官员中选定;以及执

行与人事检查固有关的订正考绩辅度(建议7-9及 12) 。

31. 行管处方百认为现有需要更有系统地规划工作人员的终身联业。 为此F

它曾建议在人事厅的领导下确定广泛的方针，以便执仔持合业务路线的职业前途提

划工作;应为秘书处中各种专主制订最佳"职业升迁阶梯";以及应纪现有的升迁

机关改为按黯业务路线设置的各今职业前途巍划委员会。 行管处曾进一步建议订

定步骤来保近工作人员在其从业的初期(例如在试用期间)获得有意义的任务并对

其或绩如以品评。 行管处为了楼助这项评价2 还建议改善现有的定期报告制度。

32. 棋书长对多数建议大致表示同意囔 不过量他认为在决定建立秘书处通用

的这一制度以前s 需要选定专业小组对职业前途规划委员会所报议的制度加以试验。

自此F 第…步他将大致遵舒联捡组和行管处建议的路线在…种实挂的基砖上设立一

个有工作人员参加的职业前途规划委员会为一个专业小组制订所拟议的制度。 不

⑥联检组建议6-12和行管处建议25-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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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秘书长认为目前并不需要设立一个正式的人事检查团作为人事管理机关的另一

个组成分子。 他觉得联检组在建议 7 中提议指汲给人事检查团的职务大部分可由

拟议的职业前途规划委员会来执行。

33. 兹已依据联检组和行管处的建议设立了一个有工作人员参如的工作队来审

查现仔的定期报告制度。 该工作队已完成了它的基本工作并已请该队在年束以前

就其工作结果提出报告。

B. 升迁

34. 联检娃除了关于发展职业前途精度的种种建议以外章并拟议了与这些建议

相关连的关于专门人员升迁的一种新制度(建议 8 和 12) 训练及职业蘸途规划委

员会可以借此为各个专业小组审查人事检查团根据种种评价所作的升迁建议。 任

用和升迁委员会将如现时审查任用和升迁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一样量来审查训练和职

业前途规划委员会的工作成果。 如第 3 0 段所说，行管处已建议将审查升迁建议

的责任交给按照业务路线设置的职业前途规划委员会。 行管处还预计章在服务期

院和考绩标准的明确准则获得辅订和议定以后s 人事厅助理秘书长就可以根握有关
部门的建议核准专门职类人员晋升至 P-3 等级以及非专门职类人员晋升至特定的

职等，南无须将此事发交职业前途规划委员会处理@ 联检组和行管处都曾建议不

要把一般事务人员和其他非专门人员晋升为专门职类人员，但如第 1 4 夜所称量此

类工作人员如具备必要的资格s 员才应准其竞争专门职类的职位。

3三 辑、书长认为由职业前途规划委员会最贵升迁审查并由任用和升迁委员会监

督职业前途规划委员会的工作z 议保证中央栋准获得维护的这项办法是有其优点的。

为了要就此一办法所需的详细程序向往书长提供意见，业已在提据工作人员服务条

例第 8.2条所拟设的联合行政机关内设置了一个有工作人员参加的工作小组来审查

管理任用和升迁的程序 按照从该小组工作中得到的建议宿在获悉第 32 段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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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实验性职业前途规划委员会的种种成果之后s 棋书长将可决定在一九七五年

中应对现行升迁办法作那些修改。

C. 训练

3毛 联栓组报告载有商项关于训练的建议。 第一项建议(建议 6 )是说有些

国家，尤其是发展中自家，在对各国际组织提供专家方面仍处于不利地位，所以要

制订便利其国民的征聘前训练计划。 如联检组摄告所称:"发展落后的第一种征

象就是缺乏扶术人员 s 如所有其他方窗一样量行政和经济方面均确有此种现象

秘书长虽确认应付这个篝要一…实际上就是一种技术援助…一的霆要性，但却深知

工作的份量显然较预期人事厅资漂所能负捏者为重，西为后者只限于秘书处内的号1I

练工作。 所以z 秘书长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以为所拟议的训练方案是有相当高的

优先地位萝那么此种方案最好能作为较大技术援助方案的一部静而不要作为人事厅

的一项工作来执行。

37. 联栓组曾在它报告的建试 1 0 中建议彭:订一项广泛的在职如i练方案，行管

处已建议加强现行的管理、草督和专业训练方案@ 秘书长完全承认需要制订一令

广泛的训练方案。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问秘书长曾在一项公报 (ST/S号B/144)中

详细掠述他的政策，该公报表示本组织领导方面有义务通过加强的管理、监督和专

业训练来达到增加效能的冒标。 囱此量一九七四年的工作人员带途发展方案中已

提供了行政和管理方富的许许多多各色各样的学!练课程和讨论会。 不过量以现有

资漂所能完成的这一方百工作现已到了极段，匹为犬量供训练局的资源现正屑于语

文词练，这是犬会着重这种训练之故。

我 在建肯定地说一项广泛号11统方案确实存在以前F 为范围自益扩大的非语文

剖练活动提供设备并将这项剖练与职业前途规划和组织发展两者联系起来2 是必要

的。 经较显示F 训练处所筹划并且要在本年实施的在职训练方案和发展职韭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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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范围很犬，种类银多，所需要的人力和其他资摞要比现时可以用于这方面者为

多。 各实务部门，各区域委员会以及总部以外的其他感事处均需要接助停得对增

如它们工作人员能力所需的训练种类进行分析。 各现行方案的行政和组织方亩以

及编审j和分发课程教材和刊物方百均需进一步如强。 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起见量棋

书长将继续探究方法来达到工作人员语文与其他如i练方案之间的较大子费量以及在

适当顾及搏节的情形下对增加各个训练方案范围和效率的种种方法进行审查。

3立 舒管处已作出有关联合国训练方案其他方菌的各项建议量这些建议对于拐

等专员练习员方案的范盟和自栋特有影嚼。 这个方案最初的设想，是使联合菌能

以在秘书处莫额不足的国家在聘工作人员的一种方法，这个方案在其存在的各年期

间曾对这个目栋的达成作出重大贡献e 该方案的第二个目的是使缺乏合格公务员

的国家的青年大学毕业生，在回到本国作公务员之前亲自取得联合国的知识。 在

这方面和在对这一团体普遍提供有意义的调练方茧，该方案似乎较少成就。

4在 提据经验s 现在知道，列入初等专员练习英方案中的两个四体的训练眉林

并不完全是一鼓的;企囱费商今团体纳入同一今练习员方案可能已促成一项事实章

即各练习员所在部门中所提供的苦11练机会议及训练本身并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这使得到一个结论z 郎在将来如果商今团体出特射持合它们需要的不同方案来分别

瑕务量所希冀的各项民排便能获得最佳实现。

41. 进一步要加以考虑的是大多数桥等专员是直接征辖来挂任棋书处中的某些

职位幸而完全不经过初等专员练习员方案。 明盖地量如果首次进入棋书处的一个

初等专员训练方案完全达到暂期的目标则所有新进的初等专员不论他是怎样征聘而

来均应如入这令方案。 行管处强调在这些情形下董必须在初等专员的水平上对所

有新进人员作出妥善的安排和提供审模计边的训练，同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已建

议制订和提出为所有棋书处征碍的青年专门人员特别设计的一种有系统的扩大训练

方案。 秘书长坷意这个建议，因此希望着手进仔。

42. 说到现行初等专员练习员方案所包捂的第二种自体章即某些会员国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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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生…一他们参加这个方案为的是要自到本国作公务员之前亲自取得联合国

的知识…一秘书长颇为重视这个方案的继续和必要的扩大以便满足需要。 不过，

因为第 3 6 段中所己申述的理由 s 秘书长认为应确认这个方案的现有方式，即对需

要建立它但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那些理家提供技术楼培s 居此把这今方案视命某一智1

关的责任南非人事牙的贵任应该是更如适当的。 嚣花草已与专11研所开始讨论由它

负责继续办理这个初等专员纬巧员方案的可能性。 句11研所打算编制包摇种种正式

讲义的课程;将练习员短时期安置在经审慎选定的并保证有良好监督的秘书处各部

门中以取得实地工作经验。 按照这些路线将与训研所进行进一步讨论，使它能自

…九七六年一丹-8起灸贵接办这令方案。

弘一体住电子计算机式人事资料系统

43. 联检组s 在其报告中，对于人事资料系统的欠缺，以及此项系统与总部其

它载有有关资料的信息系统罩特躬是草都薪给系统的故乏适当配合，有所批评。

哥哥联检经强裂建议(建这第 1 1 项)采用一体化的电子计算轧式的人事资辛辛系统。

行政管理处支持这项建议。 现在，这项建议在执行方百已经有了相当前进展。

这个一体化电子计算机式人事资料系统目前已经把本组织各种职类的工作人员一一

在某些服务地点征聘的短期人员除外'一一的若干经常资料包括在内。 而且，有关

方苗在设法确保这种人事资料系统能与本组织其它电子计算机式系统相互配合。

44. 此外量人事资料系统瑰已重新设计以包搓六十个有关总部工作人员幢况的

经常资料的项目 2 同时许多资料现已由薪给系统直接着入这个系统以保证这离今系

统的资料的一致性。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工发组织和这域委员会有其各自的电

子计算机式系统，但其中有许多相同的项目，涉及它们所负责处理的工作人员的资

料;因此将来总部系统新功能的可靠性得到证明时s 拟要求上述这些系统以能够直

接输入恙每人事资料系统的形式按丹:每总部提供这类资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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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职权的技子

45. 行管处发现人事管理职责的行使过于集中化。 因而行管处建议s 为了迅

速处理行动，消除重复并增进工作人员的有效毡，应该在人事管理的特定领域内量

人事厅应将较大的职权和责任授予总部各部厅和其它常设办事处。 秘书长同意这

项建议，并予作为先先事项办理。

46. 因此，对于工作人员崽务条例及工作人员服务细划月号规定的一切有关常规

工作人员的职权z 已开始进行澈底的审查。 审查的目的是将职权尽量授予最直接

涉及工作人员管理工暂的官员 s 雨中央仅保留那些需要作会西政策性考虑的决定权。

虽然预计某垫职权和责任可在 197 4 年底之前授予，其它职权的授予或许要在

1975-1976之后，以使各部厅有时间准备承担新的责任。

司涉及机关问问题的建议

47. 联按处的两项建议影哨到联合国薪给和津贴的共同制度，因商需要轧关阔

的审议。 一个是关于在专门以上取类中设置四个职等量每等各为商级的建议第16

项〔基本大学程度职等( p_ 1 和 P-2 九专业经较第一椅段的职等( P … 3 和

P … 4 ) ，高度专业经验的职等 (P-5 和 P-6) 以及主管职等 (D-l~即-2) ); 

另一千是关于改革津贴瑞度的建议第 1 7 项。 此外s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将津贴

问题提交国际公务员制度咨询委员会审查，其审查报告将由大会第工十九居会议审

议。 我书长认为 F 如果在盟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尚未设立之前辈并在该札关，还

没有按照第 2 段所说的对审查联合国薪给制度特别委员会进行审议之前s 就把这些

前题送交机关陪审议，那不但不合时宜而且有欠适当。 联检组的另一项建议(建

议第 1 8 项)是修订工作人员崽务知则 s 使联检组所建议的改革具有法律形态s 这

项建议须在各项实体建议得到处理以后提出来讨论。



乌
拉
踊v

d
句
凡w
h

气人事厅的组织

抱 在建议第 1 9 项中，联检组建议在人事厅方百进行许多结椅上的改革s 富

的在于完成其它方商所建议的改革，促进政策的提订以及改善责任的远分. 行政

管理处在审查过程中曾深入地审议了人事泞的组织和职务。 行管处得到的主要结

论为:

但) 除了若干职务需要调整和一些单位需要他调外，该厅整个结构一起说来可

以令人满意;

均不过董必需如强该厅规划和方案发展的能力量以及创寻房建过的各项新人

事管理职务的能力。

4且 按黑以上结论，行管处对人事厅的详细组织和员额编制提出一些建议。

主要的建议如下:

但)原属政策楼调坷的联合申评委员会和联合惩戒委员会的秘书处改隶助理秘

书长办公室;

{玲 在政策捧谓司内设置以下各单位以如强该处的实力:

(一) 分类及薪给处章负责发展和管理职位分类制度，并接办财务厅现在所

办理的新给研究和管理职务;

口 规划及资料科，负责审查各项目标，评估方法并为制订其他计划参政

策商取得必要的投入资料，备侯黯理棋书长考患;

己 装到京人事手萧崭s 将自前属于人事管理司的某一耗和某些职务设隶

i麦科;

(c) 由于执行事务专员和行政专员职权扩大的结果，停止在总部各部，厅，处另设

人事分处，及按照职务黛新分配人事管理司中工作人员事务处的工作s 以处理任用 s

提升如调职的审查事务;管理职韭发展方案;审查仔政决定，申诉和建戎案?辛;及

监察恶都各部厅和其结常设办事处经授权再进行前人享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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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这些建议除其中一项外，在大体上均为秘书长所赞同，未获秘书长赞成的

那项建议是:将薪给研究和管理职务由财务厅移到人事厅。薪给和生活津贴占整个联

合国正常预算的百分之七十五，因此薪给水平的决定对于经费方面的影响颇为重大.

所以在克尽职贵维持对全部预算的控制方面国财务厅至少要在现时和可以预见的将来

继续处理那些凡未交给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办理的薪给事项. 不过，秘书长同

意行管处所表示的意见，认为财务厅和人事厅应该密切磋商共同执行此项职务.

51. 除了上述修正外，秘书长将在一九七四年期间按照行政管理处的建议改组

人事厅. 人事厅的新的全面结构载于本报告的附件.

52. 由于按照修改的组织在人事厅重新委派工作人员的工作尚未完成，秘书长

还不能评估工作人员和其它用途方面究竟需要多少额外资源来充份执行联合国人事

方案的新方针. 在决定两年期余下期·间内所需额外经费总数之前，秘书长自然愿

考虑各会员国有关本报告所载各项建议的看法. 因此，除了第 1 1 段中关于职位

分类的专家费用之外，他不要求在 1974-1975年方案预算经费以外，指拨额外经

费以完成人事厅的改组. 但他将在 1976-1977两年期方案概算中提供有关重新

分配现有资源的资料，和未来数年中所需额外资源的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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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事务助理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办公室

缸聘和升级理事会秘书处与佳辖和升级委员会

联合申诉委员会与联合惩戒委员会

政策协调奇

主任办公案

规划及资料科

规则和工作人员手册科

分类科①

佳韩司

主任务公室

秘书处征辖服务

技术协助征聘服务

人事管理司

主任办公室

工作人员最务

剖练服务

医疗服务

①在建立京位分类制度之后将设立一科主管这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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