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 合 国

一 九 七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终 了 的

一 九 七 六  *九 七 七 两 年 期

財 务 报 告 和 决 称 以 及  

审 计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第 四 卷

( 联合国大学）

大 会

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

补 编 第 5 号 (A/33/5)

联 合 国



联 合 国

一 九 七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终 了 的

一 九 七 六  ^ 九 七 七 两 年 期

财 务 报 告 和 决 称 以 及  

审 计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第 四 卷

( 联合国大学）

大 会

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

补 编 第 5 号 (A/33/5)

约 

国
纽

合

^

关
七

联
九



说 明

联合国的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毋附加数字编号。 

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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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文 函

纽约

联合国

审计委员会主席

谨依照财务条例1 1. 4 、送上经我核可的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终了的 

一九七六一一九七七两年期联合国大学决算。 这些财务报表是财务主任所编制， 

并经证明无误的。

这些财务报表的付本， 已递送行政和予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秘书长

库 尔 特 ，瓦尔德海姆（签 名 ，) 

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組约

联合国大会主席

谨送上联合国大学向秘书长提出的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财务报表。这些 

财务报表已经审核，并附有审计委员会的意见书。

另送上审计委员会关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终了的一九七六一一九七七 

两年期联合国大学决算的报告一份。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加纳审计长 

兼

联合国审计委员会主席

阿亨科拉 •奥塞伊（签 名 ） 

—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六H



一、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终了的 

一九七六 ------九七七两年期财务报告

导 言

1 . 秘书长荣幸地提出关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终了的一九七六一一九 

七七两年期决算的财务报告。 这些决算计有两个报表和两个有关附表。 决算已 

根据财务条例1 1. 4 , 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送交审计委员会。

2 . 一九六九年，吴丹秘书长首先建议成立联合国大学，一九七一年 创办 委  

员会成立。 大会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第3081 (XXVIII)号决议通过了《联合 

国大学章崔》，并决定大学中心设在日本东京市区。 大学的政策、方案和予算由 

理事会负责拟订，理事会二十四个成员是以私人身分而非政府或任何机构代表身分 

任职的。 大学的学术和行政首长是校长，通常任期五年。 现任校长于一九七四 

年十一月指派，并于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在东京就职，专任其事。

联合国大学经费的筹供

3 . 根 据 《联合国大学章程》的规定，大学的基本费用和经常费用，由大学所 

收到的自愿捐敦和这些捐款所产生的收入支付。 根据《联合国大学章程》的规定 , 

大学的经费应存放在联合国秘书长开设的特别帐户内。 这些捐款来自各国政府和 

非政府来玩，后者包括基金会、大学和个人。

4 . 大学从下面两方面获得财政支持—— 捐赠基金收入和具体方案支持。设立 

捐赠基金，是为了记录同政府和非政府捐款有关的会计事项。 大学理事会第九届 

会议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五日至九日在东京举行，决定在捐赠基金内设立一项专敦 , 

供作资助旨在协助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方案之用。 这个行动的目的是要增加向大学 

提供的捐赠基金，以协助大学与发展有关的工作。

5 .  一九七四年， 日本政府使捐赠基本的慨念得以实现，它认捐了一亿美元， 

分五年缴付，条件是其他国家和来玩也提供捐敦。 一九七六一一九七七西年期内，



曰本政府缴付了第二笔和第三笔捐敦，共计 4, 0 0 0 万 美 元 （头笔捐款已于一九七 

四一一九七五两年期内缴存）。 此外，下列各国政府也在一九七六一一九七七两 

年期内认捐和（或 ）提供了捐款：奥地利、加纳、希腊、教廷、印度、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荷兰、挪威、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苏丹、突尼斯、委内端拉和札伊

尔。

联合国大学的财政情况

6 . 表一盛示联合国大学的全部资产达129, 470, 7 3 8 美元。 其中包括联 

合国大学捐赠基金应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认捐款58, 352, 5 9 4 美元，详情参看附表

一。 应收帐敦达403, 6 6 4美元，包括应计利息267, 3 4 5 美元。

7 .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普通业务基金的未支配经费余额达2, 976, 039  

美元，用来支付将来大学方案事务的费用。

8 . 表二显示普通业务基金可以动用的收入总额是8, 916, 993美元，其中包 

括两年期内捐赠基金所生利患8, 598, 998美元。 捐赠基金所生利患，按照每月 

开支所需的敦项，转入普通业务基金帐内，一九七七年终了时，尚未转帐的利患收 

入结存 2, 959, 691美元，也已移交给普通业务基金，用来应付日后的开支需要。

9 . 在这段时期内，普通业务基金在东京大学中心校务方面所承担的债务共达 

6, 549, 393美元，其中包括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清偿的债务51 7, 687  

美元。 这些倩务列在表二的 " 支 出 " 项下。 薪给和一般人事费3, 630, 765美 

元 （百分之五十五点四四），其中薪给2, 765, 225美 元 （百分之四十二点二二）， 

一般人事赛865, 5 4 0 美 元 （百分之十三点二二）。 旅费开支 971, 8 9 3 美元(百 

分之十四点八四），订约承办事务317, 0 6 7 美 元 （百分之四点八四）， 业务赛 

396, 9 8 9 美 元 ( 百分之六点零六 ) , 采购费 18, 769美 元 （百分之零点二九）。

研究金、补动金和其他赛用1, 213, 910美 元 （百分之十八点五三），其中研究金 

和补助金 827, 9 3 3 美元 < 百分之十二点六四），其他费用385, 9 7 7 美 元 （百分 

之五点八九 ) 。



10. —九七六年一月、一九七六年六月、一九七七年二月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召开了第六、七、八和九届会议。 第六届会议在加拉加斯举行 , 

其余三届会议都在东京举行。 召开的会议和协商会议如下：

世界饥饿方案

第一咨询委员会会议

第二咨询委员会会议

世界饥饿方案发展小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世界饥饿方案发展小组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农业、粮食和营养相互作用的第一个讲巧班

关于农业、粮食和营养相互作用的第二个讲习班

发展中国家当前情况下旦白质一能玩需要讲习班

人文和社会发展方案

人文和社会发展咨询委员会规划会议

发展规划的目标、过程和指标规划会议

变动的世界中各种可供选择的发展办法的社会文化比较评价工作队会议

传统技术分享计划规划会议

欧洲人权、和平及国际法工作P人会议

第一咨询委员会会议

高等教育区域会议（拉丁美洲）

自然资玩方案的使用和管理 

关于其他能玩、干單土地和潮巡热带的初步协商会议 

第一咨询委员会会议

应用科学知识解决干軍土地评价问题专家会议 

潮温热带农村发展的生态基袖问题专家会议 

太阳能专家小组会议



学 术 轉

知识传播工作会议 

协商会议

伦敦、巴黎、波恩、斯德哥尔摩、华盛顿、涯太华、加拉加斯和曰本

以上所述各项会议需要支出大量的旅费、每日津船和联合国大学关于这些会议的正 

式报告的编制费和印刷费。

联合国大学住房援助信托基金

11 .  一九七五年创立了一个住房津贴特别计划，基本上是以这个方法来吸引第 

一流的人才，否则因为东京的生活，特别是住房，费用高昂，这些人才可能不愿参 

加联合国大学的工作。 这项计划主要是由曰本各小商业儀行自愿捐款提供经赛。

行政问题协商委员会住房津贴扩大办法已经通过，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起生效，这 

个帐目是作为津贴来玩，以代替联合国大学的经常予算。

联合国大学图书馆信托基金

1 2 . 这个信托基金是在东京开设的， 以便接受私人的捐款。其收入将用来为联 

合国大学图书馆在当地购买图书。

1 3 . 附表一反映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认捐敦项的混合状况。除了在一 

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向捐贈基金认捐的48, 326, 1 6 8美元外，各国政府又为以 

后各年度认捐了  36, 988, 0 4 4 美元。 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收到的捐款共达 

47, 319, 4 5 9 美元，截至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交认捐敦巧计58, 195, 

91 2美 元 （包括从联合国大学普通业务基金转来的塞浦路斯认捐敦1, 2 8 2 美 元 ）。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帐目结算后，又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在捐赠基金的上述未 

交认捐敦项下，收到日本政府缴交的1, 0 0 0 万美元。

1 4 . 附表二显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联合国大学计患的報行存款状况。

捐赠基金所得利患共达8, 598, 998美元，根据上述的理由，这笔钱已转入普通业 

务基金帐;。



二、审计意见书

我们审核了附在后面并列有适当标题的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终了的一九 

七六一一九七七两年期联合国大学财务报表一和二以及有关附表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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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这个两 

年期所记录的财务事项，而各该财务事项也符合财务条例和法律根据，正确地表明 

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财务状况。

加纳审计长

阿 亨 科 拉 奥 塞 伊 （签 名 ）

加拿大审计长 

麦克唐奈（签 名 ）

哥伦比亚主计长 

马 丁 内 斯 苏 菜 塔 （签 名 )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三、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终了的 

一九七7"^—  —九七七两年期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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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夸国大学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计患银行存款情况

附表 2

( 以美元计）

东京，东京報行 

亩分之4：点三七五，一九八0 年二Æ 四日 10 000 000
东京，东京银行 

百分之八，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10 000 000
东京，东京報行 

吉分之八点五0 ,  —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曰 10 000 000
东京，东京報行 

百分之八点五0 ,  —九七九年二月九日 1 000 000
东京，三菱報行 

百分之七点三七五，一九八0 年二月四日 10 000 000
东京，三菱報行 

百分之八À 一二五，一九八0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 070 000
东京，三菱報行 

百分之八，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三H 10 000 000
东京，三菱報行 

百分之八点五，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10 000 000
东京，三菱報行 

百分之八点五，.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 1 000 000
东京，三菱報行 

百分之七点九三七五，一九八0 年十二月八H 500 000
纳索，世界報行公司 

百分之六点七五，一九七八年八月二日 1 900 000
纳索，世界娘行公司 

百分之六点七五，一九七八年八月九 日 1 500 000
纳索，世界報行公司 

百分之七点二五，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 2 000 000
纽约，化学银行 

百分之五，储蓄帐户 ’ 1 520 348
东京，三井報行 

百分之一点五，使用范围受限制的日圓储蓄帐户 53 460
东京  二井银行

五，使用范围受限制的曰圓储蓄帐户 2 263
东京，东京銀行

百分之四点五，储蓄帐户 17
共计

- 10 -

70 546 088



附件

重要会计政策提要

下面是联合国大学的一些重要会计政策：

( a ) 联合国大学的决算是按照大会通过的《联合国财务条例》、秘书长根 

据 《条 例 》的规定制订的细则、财务主任颁布的行政指示以及一般接受的会计 

原则而编制的。

( b ) 联合国大学的会计期间是两年，包括两个连续的历年。

( C ) 资产和贞债以及收入和支出是按应计会计制核算。

( d ) 货币的折算—— 联合国大学的帐目是以美元记帐。以其他货币记帐的 

帐目，在收支款项时按联合国财务主任规定的汇率折成美元。 在年终时，现 

金、投资和未交认捐款项，除了未来年度的认捐款项外，按照适用的联合国汇 

率再行折算。

( e ) 递延费用。专为编制资产负债表，在编制财务报表之日，教育补助金 

的热敦部分假定属于完成的学年，列为递延费用。 塾款全部数额记作应向工 

作人员收取的帐款，直到该工作人员按规定提出领取教育补助金资格的证明时， 

再列为予算怅户的支出，将塾款收回。

( f ) 外汇的亏损或收益—— 结帐时，结出外汇的亏损或收益帳的差额，如 

有亏损净额，应记作予算帐内支出；如有收益净额， 应记作杂项收入。

( g ) 杂项收入。偿还同一财政期间予算帐户内支出款项，记作该帐户的 

收入，但偿还上一财政期间支出的款项，应记作杂项收入。

W 所收到的未来年度的认捐款项，记作递延收入。

(1) 一切政府捐敦，除 非 指 定 有 用 途 ，应存入联合国大学捐赠基金。用 

捐赠基金的本金投资，使原有捐款保持不动。 只使用捐赠基金投资所得利息， 

来支付校务上所需的费用。



四、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i î

1 . 审计委员会已依照《联合国大学章程》第九条第 8 款的规定，审核了一九 

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H终了的两年期联合国大学决算。

2 . 审核工作是根据《联合国财务条例》第十二条及其附件，并根据联合国和 

各专门机构的外聘审计团采用的共同审计标准。 审核工作在东京大学和纽约联合 

国两地进行。

3. 一九七六 - 一九七七两年期内，会计和其他财务责任已从纽约转移到东京 , 

并实施各种办法来承担这些职责。 东京所存财务记录审查结果，显示已经建立一 

套令人满意的付款制度，包括发薪记录，以及适当的核证和签核程序„ 一般说来 , 
会计事项都有适当的凭证，并且符合《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的规定。

4 . 行政当局各级人员除了维持日常业务管理以外，纷纷努力改善财务管理和 

管制制度。 审计委员会提出若干意见和建议，目的在促请注意它认为需要优先注 

意的领域，并建议改进的方向。

予算管制

予算文件作为财务管理的工具

5 . 目前编制的予算文件，，细说明了大学的组织、优先的计划和目标，并佑 

计需要多少经费来实现这些目标。 但是，这些他计数额是根据已知和予期可以收 

到的捐赠基金和其他捐款计算，并列有资玩不足时的备用款项。

6 . 行政当局没有采用行政和予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建议的方式编制"核心予 

算因为它认 为这种格式使人 产生一种错 误的 印象，以为联合国大学只需较少的 

收入，即可办理校务，不需要其他更多的认捐和捐款。 这个予算的目的是为这所 

发展中的新学校争取财政的支援，而这所学校全靠建立一个数目可观的捐赠基金来



维持 ;. 审计委员会可以了解影响予算编制方式的因素，也了解目前校务所以达到的 

水平是多么不确定。 不过，审计委员会怀疑，这 种 " 理想水平 " 予算所实施的财 

务管制是否有效，这个予算是否值得用作衡量实际执行情况的标准。 一九七六和 

一九七七两年的实际执行情况显示校务的水平比予算佑计的低；这两年的予算总额 

是 3 0 0万美元和 6 0 0万美元，比予算低的差额分别约为1 3 0万美元和 2 2 0 万 美

兀 0

7 . 审计委员会同意咨询委员会的意见，认为应当编制一种核心予算，其中反 

映出校务予期的和可达到的水平。 这样一份文件可以作为一♦ 有 的 标 准 ，来衡 

量实际的执行情况。 正如咨询委员会所指出 , 向捐赠者保证慎重而有效地使用现 

有资玩以促进所订的目标，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一个予算与实际执行情况比较时， 

应该实实在在明确指出所订的目标在哪些方面已经达到，在哪些方面还没有达到，

这予算才能提高大学的长期信誉。

8 . 行政当局已经表示，今后提出的予算将予测收入和活动的水平，也就是联 

合国大学认为按照咨询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的建议，符 合 " 予期的 " 和 " 可达到的"

标准的水平。

予算专员

9 . 联合国大学现行的予算编制程序还在实脸阶段 , 在反复试验的基础上不断 . 

加以改进。 审查机构、方案管理人员和被指定编制予算的工作人员，大多数对联 

合国规划、方案拟订和予算编制和予期的效果都没有经验。 由于大学目前遭迁财 

政困难，同时必须维持行政部门最起码但有效的规模，联合国大学缺少一个熟悉规 

划、方案拟订和予算编制技术的合格予算专员， 在职务方面起领导作用。

10. 行政当局同意委员会的看法， 并表示将要求联合国财务厅协助物色一名适 

当时人选。



予算编制的内部指示和方针

1 1 . 校长办公室必须向各部门发布关于予算编制的一妻尽的政策方针。 这 

妻方针可确保各部门在提出予算时所作的假定、所用的倘计方法和所附的证明资料 , 

都能保持内部的一致。

款项分配的管制办法

1 2 . 审计委员会注意到，款项分配的管制办法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率。虽然经费 

是按方案并根据支出用途分配，但分析支出结果，显示在东京方面没有严格规定遵 

守核拨的数额，经常发生支出超过拨敦或者支出项目未经拨款先开列支出的情形。 

而且没有迹象显示曾经采取任何调查行动，查明发生差异的原因。

1 3 . 友生支出超过拨款的情形时，各种经费并没有经过正式流用。某一方面超 

支，就用其他方面的结余款项支付。 此外，各项拨款发生超支，是经这校长或校 

长指定的代表核准的，却没有附缴证文件。

1 4 . 行政当局指出，在审查期间内，三个优先方案因为复杂性不同，而有不同 

的发展速率。 因此必须将经费流用到初步进展最快的一项优先方案；但是这些流 

用款项是校长同主管方案的付校长商量后批准的。 行动当局说明正在拟订固定的 

程序。

财务报告制度

1 5 . 我们的审查工作引起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就是方案管理人员不能利用现 

行的财务报告制度作为适当的基础，有效地监督他们负责管理的资玩。 ，尤其是， 

总部送来的款项分配现况报告，既未曾载列各期拨款和支出的资料以供比较，不按 

时，未曾载列关于清偿债务的充分资料，也未按各管理阶层提出详细程度不同的适 

当报告。 联合国大学手编的双月报告目的就是要克服其中一些缺点，但既没有适 

当说明方案管理人员及其他使用者的需要，又与总部的每月报告不一致，而且不按 

时，



1 6 . 应着重与联合国财务厅协商，订出一种财务报告制度，来监，予算的执行 

情况，其中至少应具备下列各点：

( a ) 适当订明方案构成部分和活动，以便衡量费用和执行情况；

(V) 一种能够按活动分配费用并按时提供财务资料的制度；

( 0 在财务报告内提出支出方面的资料，以便同各项拨款作有意义的比较 , 

让方案经理了解并用来衡量执行情况；

( d ) 定期分析核定计划与实际结果的差异；

( e ) 为高级管理人员编制例外情况报告。

1 7 . 予料财务事项会越来越多，性质也越来越复杂，因此应考虑在东京订出一 

种利用电子计算机编制财务报告的制度，并应请求联合国总部协助发展这小利用电 

子计算机的制度，使联合国大学能采用联合国系统内已发展的专门技术，同时确保 

这小制度能提供总部所需要的资料。

1 8 . 虽然方案管理人员负责方案规划和执行，他们对校长应负的财务职责却没 

有明确的规定。 审计委员会认为需要明确规定各级人员的职责，用财政术语说明 

计划行动的执行结果和不遵守核定计划的情况。

1 9 . 行政当局同意审计委员会的看法，认为方案管理人员不能利用现行的财务 

报告制度，作为适当的基础，有效地监督他们负责管理的资玩。 此外，行政当局 

并告知审计委员会，它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在东京发展和利用电子计算机编制财务 

报告制度，并且正要求联合国总部协助这方面的发展。

其他事项

2 0 . 目前尚未正式订出私人捐款的接受、登记投资的程序。 审计委员会的意 

见是以下列各点为根据：



住房津贴：

2 1 . 如联合国大学财务报告所说（上文第一节）, 联合国大学的行政当局已于 

一九七五年订立了一个住房津贴特别计划，以这个方法来吸弓I第一流的人才，否则 

因为东京房租狠责，这些人才可能不愿参加并留在联合国大学工作。 这项计划正 

由东京的日本人士（包括商业報行）自愿捐款提供经费。

2 2 . 但是，为住房津贴计划接受捐款的权力，却是理事会在一九七七年千二月 

举行第八届会议时，以事后追认的方式授予的。 至于联合国大学为住房津贴计划 

正式设立報行帐户的权力， 则是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由财务厅以事后追认的方 

式授予的。

2 3 . 有些摘款的商业報行也是联合国大学投齋资金的保管人，因此，接受这些 

報行捐款，似乎会损害到联合国大学的独立地位。

图书馆信托基金：

2 4 . 联合国大学一向接受日本各公司和私人的杂项自愿捐款。 这些捐款并未 

明确指定用途，因此把它们积存在一个限制使用的日元帐户，暂时称为图书馆基金。 

这种捐款是理事会（在第九届 会 议 ），以事后追认的方式授权接受的，至于开设帐 

户 ，也是由财务主任以事后追认的方式授权。

捐赠汽车：

2 5 . 日本公民捐了三辆汽车给联合国大学。 没有证件显示在接受这些汽车以 

前 ，曾经按照《联合国大学章程》第五条第 3 敦 (g)项规定，同理事会主席商量。

2 6 . 行政当局注意到，审计委员会认为凡与方案活动无关的捐献需经理事会主 

席批准 , 表示令后将遵照这项程序。 但是，行政当局指出，几家報行联合起来， 

向大学一类机构提供自愿捐款，在日本并非不寻常的事；相反的，是对这个机构表 

示支持和友善，并认识到东京房租特别责。

— l6 一



志谢

2 7 . 审计委员会感谢行政当局积极响应它的各项意见和建议，并且正采取行动 

改进现行的制度和程序。 审计委员会对校长及其各级工作人员以及联合国秘书处 

给予的合作和协助，一并致谢。

加纳审计长

阿亨科拉，奥 塞 伊 （蓬 直 )

加拿大审计长 

麦克唐奈（蓬 直 )

哥伦比亚主计长 

马丁内斯 •苏某塔（签 名 ）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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