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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3(a)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 

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 

  处理维持和平特派团装备捐助和自我维持费用报销要求的 

进度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摘要 

 本报告所载资料是根据联合国大会第 55/238号决议第 8段的规定提交的，大

会在该段要求秘书处加快处理所有报销要求，并就此提出进度报告。本报告概述

了维持和平特派团特遣队所属装备的装备和自我维持费用报销要求以及成员国所

提供服务的协助通知书报销要求的现状。 

 附件一概述了本特派团已处理的特遣队所属装备报销月数的状况；附件二列

述已清理结束特派团的特遣队所属装备报销现状；附件三列述了已清理结束特派

团和当前特派团的协助通知书报销要求的状况。有关死亡和伤残补助金的资料已

在 A/C.5/56/41 中提出，此外也已就已清理结束特派团的特遣队所属装备注销案

事提出单独的进度报告(A/C.5/56/43)。 

 

 

 

 

 
 

 * 本文件迟交给会议事务处是因为在编写之前需要实施某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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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特遣队所属装备报销要求的处理进度 

1. 为了更好地监测当前特派团的特遣队所属装备报销要求的处理进度，秘书处

决定汇报已处理的偿还月数目，而不是以前报告中所述的报销要求件数。这一改

变是必要的，因为现在秘书处已经将偿还月数目视为工作中的单位量，这一单位

量按照根据特遣队所属装备新方法核定的每月偿还费率来计算应付给部队派遣

国的费用数额。此外，为了加快处理特遣队所属装备的报销要求，主要装备的偿

还已同自我维持费用偿还分开处理。截止 2002年 4月 30日，已处理的当前特派

团偿还月总数中，主要装备偿还月数为 3 342，自我维持偿还月数为 2 263，秘

书处打算从接到报销要求之日起，以 3个月的审批周期处理所有报销要求。 

2. 关于当前特派团的协助通知书报销要求，截至 2002年 4月 30，正在处理的

报销要求有 92项。 

3. 在已清理结束的特派团方面，2001 年有 86项特遣队所属装备报销要求待批，

而目前则有 33项报销要求正在处理之中。其中有 25项报销要求尚待部队派遣国

同意，有一项报销要求正在审查之中，其余 7项已经核实，但由于没有资金而不

能核付。关于 2001 年待审批的 89项协助通知书报销要求，目前秘书处正在处理

其中的 13项报销要求。 

4. 特遣队所属装备的新方法大大缩短了处理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费用偿还所

需的时间，同时也提高了计算和核付报销要求的效率。一旦部署了特遣队，外地

特遣队指挥官签名的核查报告以及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成为若干月中计算每

月偿还额的根据。这些计算会考虑特遣队的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中有无代用品和

短缺。偿还额一经核付，即计入应付帐户，以待偿还。截至 2002年 4月 30，秘

书处已核付和处理多项特遣队所属装备偿还款，其价值远超过 1亿美元。 

5. 秘书长 1994 年 5 月 25 日关于维持和平行动有效规划、预算和行政的报告

(A/48/945，第 82 段)解释了按照旧方法处理特遣队所属装备报销要求的情况以

及所遇到的问题/拖延，其中指出，确定会员国所提供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偿还

额的程序已变得过分累赘，并详细列出了核批报销要求时所遵循的程序。目前，

有 13 个部队派遣国选择仍然沿用旧的特遣队所属装备偿还办法，秘书处则继续

在努力说服它们转用新的偿还办法。 

 二. 总结 

6. 秘书处预期，在有资金可用的前提下，它将能够比往年更多次地处理和偿还

会员国特遣队所属装备的费用，特别是考虑到财务管理事务科最近由于新增了人

员而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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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截至 2002年 4月已按新方法处理的当前维持和平特派团报销

月数的状况 

   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并经核批的 
报销月数目 

特派团
a
 国家数目 部署单位 主要装备 自我维持 

  

联刚特派团 8 28 58 71 

联塞特派团 15 69 328 26 

观察员部队 3 3 53 - 

联塞部队 3 3 92 19 

联黎部队 7 7 161 64 

伊科观察团 1 1 - - 

埃厄特派团 12 19 114 120 

科索沃特派团 8 11 119 119 

东帝汶过渡当局 24 51 495 476 

    共计 81 443 3005 2263 

  a
 联刚特派团：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塞特派团: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观

察员部队：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联塞部队：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

黎部队：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伊科观察团：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埃厄特派

团：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东帝

汶过渡当局：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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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截至 2002年 4月已按旧方法处理的当前维持和平特派团特遣

队所属装备报销月数的状况 

特派团
a
 国家数目 部署单位 核批的报销月数目 

  

西撒特派团 4 4 138 

观察员部队 1 1 - 

联塞部队 3 3 - 

联黎部队 1 1 - 

伊科观察团 3 3 137 

联格观察团 1 1 62 

    共计 13 13 337 

  a
 西撒特派团：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观察员部队：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

联塞部队：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黎部队：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伊科

观察团：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联格观察团：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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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截至 2002年 4月维持和平特派团正在处理的协助通知书报销

要求的状况 

特派团
a
 国家数目 报销要求数目 

   
当前特派团  

西撒特派团 1 2 

联刚特派团 5 14 

联塞特派团 6 19 

观察员部队 1 1 

联塞部队 3 6 

联黎部队 5 8 

埃厄特派团 6 17 

波黑特派团 2 3 

科索沃特派团 4 5 

印巴观察组 1 1 

东帝汶过渡当局 7 16 

    共计 41 92 

已清理结束特派团  

中非特派团 2 4 

联安观察团/联安核查团 2 1 

联卢援助团 1 1 

联索行动 2 2 

联预部队 1 1 

联和部队 2 3 

东斯过渡当局 1 1 

    共计 11 13 

  a
 西撒特派团：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联刚特派团: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

派团；联塞特派团: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观察员部队：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联

塞部队：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黎部队：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埃厄特

派团：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波黑特派团：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印巴观察组：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

军事观察组；东帝汶过渡当局：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中非特派团：联合国中非共

和国特派团；联安观察团/联安核查团：联合国安哥拉观察团/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联卢

援助团：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联索行动：联合国索马里行动；联预部队：联合国预防性

部署部队；联和部队：联合国和平部队；东斯过渡当局：联合国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

和西锡尔米 乌姆过渡行政当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