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吨 川川3 飞也 ':'

言2也飞言

联合国

大 之~
Z之

A

平i str .

" G且NERAL

AI丛3/626
22 September 1988
CHINESE
OR工GINAL: ENGL工SH

••_ __ ~ ,.,.-.-, ".10.....一

第四十三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 1 6

方案规划

1984-1989年中期计划订正草案

为编制 1 992年开始的中期计划进行协商的 日历

编制下一个中期计划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中期计划的一份报告和两份

说明。它们的主题分别为: 1984-1989年中期计划订正草案(A/43/6

和 C o r r . I ) ; 为编制 1 992 年开始的中期计划进行协商的 日 历(A/C N . I .....但.

1083); 1 编制下一个中期计划 { A/4 3./'3 29 J0

1984-1989年中期计划订正草案(A/436 和Co rr. 1 )

2. 订正草案导言第2段说， " 修订的 目 的是将本期 中期计划 的期 间延至1990 

1 9 9 1 年 ， 增列 自上一次修订(A/41/6 和Add.l)以来可能出现的任何进展或

任务，并作出必要的调整，使计划能为 1 9 9 0 - 1 9 9 1两年期的方案概算提供

基准。"关于促成本期中期计划的期间延至 1 9 9 1 年的法律背景资料载于斗争言第

1 段 。

3. 第4 段至1 4 段是订正草案概览说明 ， 其概要也用表格方式载于该文件的

附件。计划有关各幸订正草案条文载于摘要表之后的详细说明。在这万面，秘

书长代表通知咨询委员会说，该文件的概览说明和摘要表是新的发明，目的在于使

该文件和订正草案更为清晰。

‘ A/ 4 3./1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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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咨询委 员会指出 ， «万案规划、预算内方案部分、执行情况监制和评价方

法条例» (ST/SGB斤PEME ， 第 1 条规则 ( 1 9 8 7 ) 条例 3 . 2 ， 除别 的 以外

规定:

"中期计划应把立法机构的训示拟成方案.中期计划的目标和战略应以

政府间机构所制定的政策万针和目标为根据.中期计划应反映由各会员国的

优先事项p这些优先事项列于各职司机关和区域政府向机构在拉职权拖围内所

通过以及犬会……所通过的法律内……"

咨询委员会认为p申期计划最理想是作为本组织的工作计划， ~毒害排方式应当可以

让会员国审查工作计划和计划中不同方案所附的有关优先事项拌对计划期间内能够

实际执行多少提供指示。

5. 从这个角度看 ， 评价最近对本期 中期计划提 出 的所有订正直在增 ( A/43/6 和

Corr.l) 是很难的. 举例来说， 秘书长代表答复咨询带 回 命的询问说 ， 制 除摘

要表所列的 1 9个次级方案不应解释为取消 巳计划的活动 y 因 为主共拚活动犬致都将

并入其他方案。秘书长代表也告知咨询委员会说F订正掌攘的目的不是到出活动

数量的变化s而主要是如第 2段所述"增列自上一次'格订以来可能出现的任何进展

或任务"

6. 咨询委 员会指出 ， 迄今为止 p 除了方案协调委 员 会和咨询在 民 舍的报告之

外 9 自 本期 中期计划 E 初次发表后 ， 它 已成为三个增锚 ' 和三个文件 a 所载'楼正的

对象。委员会认为p该计划的订正案和增编应在计划船要扑克、制节、重辑或修

改时印发(例如，海洋事务主要方案编入大会关于第三次联合国海坪捷尝试决议执

行情况的第 3 7 / 6 6号决议所产生的活动气委员会坚鸭认为9如果只是改组y

合并或废除组织单位而对工作方案或有关优先事项没有实战带呐 g均不应印发计划

订正案。因此，咨询委员会建议秘书处应向方隶协调在员告加非均在 Bi tft 提 出 关

于处理比后申明计划订正案的最好万法的提议b这些提议启扣1 1 9 9 2 年开始的

下一个中期计划的审查和核定一并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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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鉴于上文第4 至6段的意见并铭记订正草案一一 特别是同第26 至3 1 幸

有关的订正草案 ( A/43/6和 C o r 眨 . 1)可能会为因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过程和有

关事件而被搁置，咨询委员会目前对订正草案不作详细审查二因此委员会建议大

会注意本期中期计划第 2 6至 3 1 章 的订正 。

为编制 1 992 年开始的中期计划进行协商的 日 历 ( A/43/329/Add.. 1)

8.. 这份说明原先是秘书长依照大会第41/213和第42/215号决议

的立法条件及方案规划条例的规定向咨询委员会提出的，其主要方面摘录在该说明

第2段。鉴于这份说明十分重要，咨询委员会要求将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后

来，这份说明已予印发。

9.. 提议的协商 日历载列在秘书长的说明第1 2 段 p 附件一和二并详如说明。

在这方面，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其中指出，"这些提议所根据的是z现有部门性、职

司性和区域性机关预订的会议时间表以及1 9 8 4 - 1 9 8 9年中期计划的目前结

构" ( A/4 3/32 9旷Ad d.. 1 ，第3段)和"由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审查经济和社

会领域的政府间结构的结果，以及尚未就下一个中期计划的形式内容和格式作出决

定，会议日历可能会有更动" (同上，第 9段)。

10.. 咨询委员会指 出 ， 由于该说明 第4 至1 1 段所列举的种种因素 ， 提议的协

商日历十分繁复。委员会认为，特别是在编制今后的中期计划这方面，秘书处切

需设法进一步缩简协商日历。不然的话，如果这方面不审慎从事p秘书处很可能

会变成持续不断地被计划编制周期牵绊，以致不能顾到其他的重要事务，诸如监测

计划的执行情况。

1 1. 依照该文件第1 2段的设想 ， 1 9 8 9 年1 月 至9 月 ， 各鄙 门性、 职 司性

和区域性机关将在其正常的会议周期审查中期计划内属于其主管领域的各章草案。

然而，文件第 9段指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案 1 1 )及预防和控制犯罪(方

案 2 1 )两个方案领域不包括在肉，因为有关机关(发展和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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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委员会及预防和控制犯罪委员会)在 1 9 8 9 年内没有安排会议 " 。 文件第10

段讨论了处理这些差距的各选办法。和书长随后在第 1 3 (e)段撑议 3 授权J制也

"同会议日程不允许安插《计划》各章草案审查工作的部门性、职司性和区域性机

关的成员利用通信方式，举行协商"。

1 2" 咨询委员会对这种通信方式的效用表示怀疑 ， 因 此建议不要采用这种办法。

委员会建议，寻求其他备选办法，包括是否可能在上述机关在通常排定协商日程之

前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确定它们的意见.随后并可以在经济及社会委员会所

举行的会议上修订这些意见.

13. 关于在198 9 年1 月 至9 月 期间 ， 如何审查主要方案来设专门性方案审

查机关的各章草案(即论及共罔事务和会议事务的第 2 6至 3 1章) J 第 9段曾指

出"方案协调会、行预咨委会或会议委员会因而必须直接履行贵任"。咨询委民

会已作好准备，接受这些章次草案并就之进行协商，但附有一项了解，即z这种程

序不应当被视为有碍委员会在 1 9 gO 年4 月 至6 月 期间对中期计划草案进行审查。

14_ 对该文件第11和1 2 段 内的各项提议 ， 咨询委 ui. 会请秘书长代表加以澄清.

除别的以外，这两段论及 1 989年1 月 至9 月 期 间同各专门机构举行韧步预先协

商的程序，及其同同一期间提议由部门性、职司性和区域桂机关对导官草稿和《计

划》各章草案进行的审查之间的关系。委员会特别想确定，提议的这两项工作是

否将齐头并进，还是将首先得到各专门机构的意见，再把结果告知审查机关.

15. 秘书长代表在答复上述问题时告知咨询委 员会说 g 据设想 9 联合国秘书处

各有关单位将在中期计划各幸草案(或其部分)定稿时s立剌送夹有关的专门机构，

通常将在有关的政府间机关或专家机关排定的会议之前采取这种行动，并请在机

构尽快向秘书处有关单位提供意见，以便及时加以审议和进行进一步协商z从而可

以把秘书处单位和各机构议定的意见提交各审查机共。如果由于时间紧嘻E不可

能进行这种lJt一步协商 p则秘书处单位将把各机构的食Jit1.. ，进向中们本冉的开-见，

一并提交有关机关。同样的，如果各机构无法在这岭政特 r~lJ惧，共戒毛在机关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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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议之前传达其意见，则秘书处有关单位将斟酌情况s在这些机关的排定会议期

间s提交各机构的意见以及它们本身的意见。无论如何，有意见的专门机构通常

可望参与有关机关的会议。

16.. 在这个基础上E 和依照 咨询委 员会对联合国秘书处应 当进一步缩简其协商

日历的意见s咨询委员会对下列提议的效用表示』怀疑s在 1 9 8 9年 1 2 月 至1 9

90 年1 月期间同各专门机构进行第二轮预先协商 ( 同上E 第1 2 段 ) 。 委 员会

建议予以删除。如果事实证明这种协商确属必要E则可以在行政协调委员会(行

政协调会)的会议k进行。

17.. 在不违背上面第1 0 、1 2 ,. 1 3 和第1 6 段所述意见的情况下 ， 咨询委

员会对为编制 1 9 9 2 年开始的 《 中期计划 》 进行协商而提议的 日 历不提 出任何异

议。然而s如果犬会通过咨询委员会在上面第 1 2 和第1 6段提 出的建议 p 则提

议的协商日历和秘书长说明( A/43/ 3 29/ Add.. 1) 第1 2和第1 3 段 内有关的

程序提议就有修订的必要。

编制下一个中期计划( A/43/329 )

18· 秘书长的说明 ( A/43/329 ) 已按照大会第 ( 4 1/2 1 3 ) 决议， 第二节s

第 3 (b)段 9 第 4 2/2 1 5-号决议E 第二节以及方案规划条例提出 . 该说明包含介绍

性背景和附件。 1 992年开始的中期计划导言初稿载于附件内 。 秘书长在附

件第 1 6 段中说 :

"这个计划是根据两项假定提出的。一项假定是9下一个十年初s 甚至

在下一个十年开始前s目前的财政危机将成为过去。第二项假定是E所有会

员国都将以行动表示它们决心重新通过联合国进行国际合作.同时应当根据

本组织的基本宗旨评价和增进联合国的效用和效率."

19· 1 9 9 2 年开始的 中期计划导言草稿 ( A/43/329， 附件 ) 由序言和三节

组成.第一节述及下一个中期计划的构架，下面又分A . B. C 三个分节 ( 中期

计划的背最工具和行动方法和结构)D 第二节和第 三节分别讨论任务和方案及关

于优先事项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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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这方面 ， 秘书长在介绍性导言 中 " 请各会员 国审议和批准附件第三节所载

他对联合国下一个十年优先次序的评论" (A/43/329 ， 第8 段 ) .阳时，秘书

长"建议各会员国批准导言草稿第一节 C部分:所载的计划结构" (同上，第 9段) •

21· 秘书长代表在答复咨询委员会 的询问时指 出 ， 附件第三节 ( 第95-111

段)是秘书长关于优先事项的评论而非提议·因此，秘书长请各会员国认可他对

优先事项的评论.这种认可有助于秘书处将来编写中期计划草案和安排优先次序.

但是，由于会员国尚未作出这种认可，因此打算由秘书处向方案管理人员传达第五

委员会和大会记录中所载各会员国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观点.

22- 秘书长在附件第3 3和34 段中提议修改中期计划的结构 . 秘书长说，

该计划会"有四个主要方案，而不是象本期中期计划那样编列出 3 1 个 ( 同上， 附

件，第 3 3段 ) • ，，"这四个主要方案将包括约 4 0个方案 ， 并将现有的148

个方案重新编组" 0 (同上，第 3 4 段 ) .秘书长又指出:"这一简化的结构

组成部分较少，但绝不表示本组织的作用整个减少.正相反，目标的拟订更为明

确.活动更为集中以后，联合国的作用将反而会加强，工作将更为有效" (同上，

第 3 5段) .在这方面，咨询委员会认为，可以解释拟议的方案重新编组的理由

和可以支持上述说法的资料将载于该文件，因为它有助于衡量订正草案究竟是具有

实质性还是仅为了装点门面.同样地，该文件也应当提供资料，解释秘书长编写

关于优先事项的评论(同上，第 9 5 一 1 1 1段)时所根据的理由@这种资料应

当包括:对照上一期的计划目标来评价有关的方案产出.委员会相信在编写 1 9 92

年开始的中期计划草案时将纠正这些遗漏.

23·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附件第3 3 段和第3 7 至94 段陈述了将本辩护踹恻31

个主要方案重新编组成四个主要方案草案的建议的结呆.但是，关于将现有 1 4 8

个方案重新编为约 4 0个方案的提议，秘书长代表告诉委员会说，目前提及"约

40 个方案 " 尚 嫌过早 ， 因为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中 ， 因 此还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更

精确资料.委员会认为应鼓励精筒中期计划的工作.同时，委员会告诫说，精

简不应当被视为减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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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计划导言草稿的格式和编制方式 ， 咨询委员会建议 ， 将来进行工作时 ，

应适当地合并导言草稿第二节(任务和方案)和第三节(关于优先事项的评论)所

载的资料，这种处理办法将减少错误地发表自相矛盾言论的可能性 s同时也可以

不必在两节之间相互查对.

25. 咨询委 员会根据更广泛的基础 p 而且基于它对秘书长中期计划导言草稿的

考虑 p 提请注意应澄清计划的预定范围 。 委员会认为 ， 如果计划预定包含经常预

算资助的所有方案和活动以及预算外资源资助的所有其他活动，它就应当铭记下列

意见。关于预算外资源 p委员会注意到有两种:一种是完全由秘书长保管和经管

的预算外资源，例如信托基金和特别怅户;另一种是由诸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

合国人口活动基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

人类住区(生境)中心等半自主实体直接经管的预算外资源。而且，这些半自主

实体的方案和优先项目是由各自的理事机关核可，这样又引起它们核可的方案和优

先项目是否与联合国中期计划所列方案和优先项目吻合的问题.

26.1992 年开始的下一个中期计划 的期 间是另一个必须处理的问题。 在

这方面 F咨询委员会相信，将适当顾及:多年来发展出来的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计

划和预算编制周期之间的协调必须予以维持。

注

前已作为 A/C N .1/丑.108号文件向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 员会散发和作 为

E/AC .51/1988/6 号文件向方案协调委 员会散发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6号» (A/37/6和Corr.1)。

, «同上，补编第 6唠» (A/37/6/Add. 1 )、《补编第 6:8号~ (A/37/6/

Add.2)和 《 补编第6 C 号 » (A/37/6/Add. 3) 。

《同上，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6号» (A/3 ~)/6 和Corr.l); «n可 上 ，

第四十一届会议，丰|、编第6号~ (A//41/6); 来I I A/43/6 和Corr.l)。

《同上，第三十七届会议，字|、编第6 A 号 » (A/37/6/Add. 1 )，第 2 5 章 。

由喃圃帽砸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