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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1 9 8 7年1 2 月 3 1日终了年度财务报告 

1 .署长谨提送1 9 8 7年1 2 月 3 1日终了年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 

m )的财务报告和审定财务报表.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报告。上述各件是按照^ 

国开发计划署财务条例提出的。财务报表计有27个表和1 9个附表，其中有构成 

这些财务报表的一部分的说明*同时包括由署长负责掌管的所有基金的决算。 

2. 开发计划署财务报表列有各执行机构所提供的支出教据。数据尽可能取自 

各机构的审计报表，如在年终结算开发计划署会计帐目还没有上述的审计报告，则 

或取自各机构提交审核的报表，或其未经审核的临时报表。 

3. 至编制本报告之日止，各执行机构提供的资料情况如下： 

(aJ下列执行机构提供了审定报表： 

阿拉伯经济及社会发展基金(阿拉伯经社基金） 

亚洲开发银行（亚银）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 

世界银行 

世界旅游组织（旅游组织） 

(fc)下列执行机构提出供审核的报表：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 

国际电信联盟（电信联盟） 

万国邮政联盟（万国邮盟） 

世界知识产权纟II织(知识产妆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纟II织） 



(c) 就下列各执行机构来说，开发计划署的财务报表取用了其提交审核的 

1 9 8 6 - 1 9 87年两年期财务报表中1 9 8 7年1 2月 3 1日终 

了的1 2个月期间的资料： 

国 

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 

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M员会（亚太经社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M员会（拉加经委会） 

乂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 

' 国贸易和发展会i义（贸发会i义）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 

联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生境中心）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钽织）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 

(d) 以往各年度方案支出和方案支助费用的调整数见财务报表说明1 0 , 

1 9 8 7年会计实务和政策方面的一些改变 

财务条例和细则 

4 . 1 9 8 7年财务报表是按照理事会第二十八会议'和第三十二届会，议*核 

准的《开发计划署财务条例》编制的。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1年，补编第1 1 号 》 （ 9 8 1 / 6 1 / 

Rev. 1) ‧第81/28号决定。 

同上‧《 1 9 8 5年，补编第1 1号》（2/1985/32),第85/38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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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财务条例》14 . 1 (a).署长编制了订正财务条例，于1 9 8 5年 

1月1日起生效。 

会计政策 

6 .财务报表说明I内载有关于编制1 9 8 7年财务报表的重要会计政策的简 

要说明。这些会计政策同1 9 8 6年度所适用的基本相同，只有下列例外： 

(a) 说明1(b)现已订正，以反映有关工作人员应享权利的支出按照现金实 

付款计算的事实； 

(b) 说明He)作了修改，以反映：以美元以外的货币计值的资产、负债^ 

交易，皆以联合国业务汇率结算记录； 

(0说明1(d)作了修改，以反映关于位于东4 5街3 0 4号的大厘( F F 

大厦）改造费用分期偿还的政策的改变； 

(d)添加了说明l(e)，以界定与政府建筑贷歉储备金有关的贷歙承诺。 

决算的编列格式 

7 . 1 9 8 7年度决算的编列格式与以往各年基本相同，但有下列几点变动： 

(a) 表一，往年支出调整数已反映在方案支出中，而往年的方案支助赛用 

调整数则已反映在方案支助费用内。方案支助费用已扩大，列出开发计划署所 

付的支助费用的细节， 

(b) 表二所列政府建筑贷款储备金的资产已扩大，开列与各国政府筌署的 

贷敖协定的有关贷款承诺和家莫用具租贾办法，以及开发计划署正在进行的建 

筑工程的进展情况细节。 

(0表二十五"署长设立的其他信托基金"已经扩大，现包括下列信托基 

金： 

H尼科西亚总计划：执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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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旺达鲁萨西建设农业和兽医学校芬兰/开发计划署信g基金； 

曰紧急援助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信托基金； 

H国家技术合作评价和方案活动芬兰信托基金； 

^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开发计划署非洲项目发展设施信托基金； 

支持题为"开发马里地下水资源"项目的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开 

发计划署信托基金； 

Hr)行政和管理特别行动纲领（行管行动纲领）荷兰信托基金； 

(/V)资助发展中国家官员出席全体委员会工作组会i义开发计划署信托 

基金； 

W特别经济援助方案信托基金； 

("H孟加拉国全国户口调査能力方案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开发计划署 

信托基金。 

(d) 附表4 "杂项收入和支出"的内容扩充，在组别标题"净杂项收入 

(支出）"下另设一行列出杂项注销。 

(e) 附表6 . 1所列的支出扩大开列1 9 8 6年和1 9 8 7年的支出细节 ‧ 

(D投资、业务储备金的投资和政府建筑贷款储备金的投资等，以前是分 

别列报，现在改为在附表1 0中合并列报。 

( « )附表1 1 "政府建筑贷款储备金现况"概要列出该储备金的活动以及 

与这些活动有关的、尚待履行的贷款承诺。 

(h)政府建筑贷款储备金所提供的贷款，详情见附表1 1 . 1。 

( 1 )由政府建筑贷款储备金资助的开发计划署建筑工程，详情见附*11.2. 

(J)附表1 3项目执行处的"方案执行和方案支助费收入及支出帐户"已 

予扩充，现在内容包括方案支助行政服务费以及与指示性规划数字项目有关 

的方案支助费用调整数，以及收入超过支出的数额。 

- 4 -



w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基金的行政费用和方案支助费用已同其他 

信托基金合并，列入附表1 9内。 

I 9 8 7年 1 2月 3 1日终了年度收支合并报表 

8.表1是开发计划署帐户、开发计划署经管的信托基金和初等专业人员方案 

1 9 8 7年1 2 月 3 1日终了年度收支合并报表。个表全面介绍了该年署长掌管 

的全郁基金的财务活动》各基金截至1
 9
 8 7年1 2 月 3 I日为止的结余都是各基 

金截至该日为止的净资产记录价值，但不包括筹足资金的储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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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9 8 7年 1 2 月 3 1 B终了卑度收文合并jg表 

(百万美元> 

1 9 8 7牟 1月 I B 1987年 ，98 7年 1987年12月31 B 

的调整后结存 的收入 的支出 的结存 

资金来源 

—开计划署帐户： 

自愿捐款其他收入 

肇不发达H家特別推施碁金 

分摊费用嫩款 

现金对应捐款 

预算外活动 

小计f表西） 

傕托基金 

« 助殖民地 S家人民倌托基金（表六）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表七） 

联合国自然资源«f探循环基金（表八) 

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活动信托基金(表九） 

联合国志 »人员方案（表十） 

联合B科学技术i«进发展基金（表十一) 

313.7 
30.2 
98.1 
5.7 

0.0 
95.8 
8.6 
23.0 
3.0 
5.1 
0.3 联合B发屏中内陆面家特剁*金f表十二) 

开发卄划署纳米比亚基金建国方案信托基金 

(表十三 ) ，'4 
联合面妇女发展基金 (表十四） 12.2 

开发计划署能源帐户（表十五） 2-5 

署长设立的信托基金（表十六至二十四) 31.0 

开发计划署经管的其他倌托基金Cfel十五至二十六）Ï.3 

署长设立的次级信托基金（表二十；） - M 

195.7 

1.033.5 
U.S 
118.0 
M.1 
1 " 

1,196.3 

0.0 
U.1 
6.1 
18.3 
2.6 

1.2 
0.0 

2.0 
6.2 
6.3 
7.4 
8.3 

113.8 

初等专业人员方案（附表12) 

* 计 
«62.9 

JL2 

1,319.0 

a 包结转给联合H资本发展基金业务储备金的》 5, 200. 0 0 0在内* 

532.9 
37.0 
130.8 
10.1 

JLÎ 

723.7 

0.0 
100.0 
«.r 
23.9 
2.9 

3.3 
0.2 

2.1 
12.1 
5.7 ' 
27.2 
8.7 

m.» 

922.5 

933.7 

0.0 
39.9 1/ 
6.0 
17.4 
2.7 
3.0 
0.1 

1.3 
6.3 
3.1 
11.2 
2.9 

1M.7 

11.2 

1,099.6 

J
-
7
3
7
T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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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计划署帐户 

9 ‧如收支报表（表一）所示，1 9 8 7 年 1 2 月 3 1日终了年度的收入总额 

为》 1 1 . 9 6 3 亿 ， 支 出 总 额 为 S 9 . 3 5 9亿，为减少应收帐歉和递延费用 

的帐面价值而设置的备付金达：8： 1 5 0 万 。 因 此 收 入 超 过 文 出 以 及 为 减 少 应 

收帐款和递延费用的帐面价值而设置的备付金的数额为S 2 . 6 2 6亿 . 

10.如表四所示，收入超过支出达《2.619亿，原因如下, 

fet)开发计划署各主要资源盡余S 2. 185亿； 

(b)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措施基金盈余$ 6 7 0万； 

(d) 各国政府现金对应捐款盈余S 4 5 0万； 

(e) 预算外活动赤字S 4 0万， 

11. 从表一可见，支出总额比1 9 8 6年增加$ 2 4 7 0 万 . 同 一 时 期 ， 收 

入增加$ 1 . 3 9 9亿 .表三详列了这一年的财务变动情况，并显示开发计划 

著 年 初 的 现 金 和 投 资 额 为 $ 7 .3 6 4亿，到1 9 8 7 年 1 2 月 3 1日已糟至 

« 9 . 2 7 4亿， 

政府捐款 

12. 到1 9 8 7 年 1 2 月 3 1 日为止， 1 9 8 7年和以往各年各国政府拖欠开 

发计划署的款项达S 6, 7 9 0万，见表二说明，这比1 9 8 6 年 1 2 月 3 1日 

的拖欠数字减少净额S 1, 600万，当时的拖欠额是$ 8. 390万，主要原因是志 

愿捐款未缴额从1 9 8 6年底的:8 4 0 0 0万减少至1 9 8 7 年 底 的 1 , 990万, 

以及现金对应捐款未缴额由S 8 3 0万减少到S 5 5 0 万 .财务报表说明 6按照 

捐敖类别和年份分析了1 9 8 7年 1 2月3 1日的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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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外活动 

13. 如 附 表 7 所 示 ， 1 9 8 7年预算外活动支出为《 1 6 7 0 万 . 1 9 8 7 

年为这些活动得到的收入共达:B 1 6 2 0 万 . 到 1 9 8 7年1 2 月 3 1日为止， 

这些活动的未用余额为:B 1 2 9 0万. 

特别方案资源 

14. 如附表 5所示， 1 9 8 7年各执行机构对由特别方案资源提供经费的项目 

承付的支出达:5 1 1 1 0万.财务报表说明2指出第四个指示性规划数字周期期 

间特别方案资源的情况， 

15. 理事会第三十三届会议Ji批准了将截至1 9 8 6 年 1 2 月 3 1日为止未分 

配的特别方案资源资金以及已分配但未编入预算的资金，从第三周期结转到第四周 

期，，因此，已核定的第四个计划拟订周期特别方案资源!8； 7 6 4 0万将增加一 

笔结转额《 2 1 0 0万. 

16. 理事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上批准了拨款îtt 1 0 0万设立一个项目发展设施， 

以改进由开发计划署资助的计划和项目的质量和效率.4理事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批准从笫四周期特别方案资源中增拨1 0 0万，专门用于方案发展活动.，截 

至1 9 8 7 年 1 2 月 3 1日为止，发展设施的情况表明已为总共134个项目承付 

了《： 5 9 万 . 1 9 8 7年这个设施的总开支为$ 938010 . 

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措施基金 

17. 如 附 表 5 所 示 ， 1 9 8 7年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措施基金承付的支出款项为 

同上，《1 9 8 6年，补编第9号》（11/1 9 8 6 / 2 9 ) , 第 8 6 / 3 0 ^决 

定. 

同上，《1 9 8 5年，补编笫1 1号》（2/1985/32 ) ,第8 5 / 4号决定. 

同上，《1 9 8 7年，补编笫1 2号》（11/^987/25 ) ,笫 8 7 / 6和笫8 7 / 

2 5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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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0 万 ， 该 基 金 在 1 9 8 7年收到的捐款共计:5 1 4 5 0万，见附表1,该 

年度收入超过支出的数额达;5 6 7 0 万 。 至 1 9 8 7 年 1 2 月 3 1 日 为 止 的 未 用 

余额为S 3 6 9 0万（表四）， 

1 9 8 6 - 1 9 8 7 两 年 期 预 算 

18. 为了资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其昝辖下的各基金198 6—19 8 7两年 

期预算内的计划支助和行政事务费用，在1 9 8 6年6月第三十三届会议上，理事 

会核可一笔经费总额;8： 334, 199, 500 ,减去收入估计数:8； 50， 703, 600后， 

经费净额为S 283, 495， 900 。 ' 

19. 核拨经费总额包括： 

(a) 记入开发计划署资源帐的!B 320, 735, 900(净额:S270， 032, 300)； 

(b) 记入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资发基金）资源帐的:B 6, 196, 60a 

( C )记入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自然资源循环基金）资源帐的 

S 3, 034, 200 ； 

(d)记入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资源帐的;5 4, 232, 900 . 

20. 1 9 8 7年6月理事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核准署长提出的1 9 8 6 — 1987 

两年期订正概算总额$ 338, 966, 200 ,这笔数字减去收入概算$54， 445, 800 

以后，净额订正总数为S 284, 520, 400 。'这笔订正概算数字比原先核准的 

经费总额增加$ 4, 766； 700 ,比原先的净额经费增加S 1, 024, 500 . 

2 1 . 1 9 8 7年6月理事会同次会议还核准分别从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和联合 

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基金拨款S 2, 28a 6 0 0和2 , 439, 200 ,充作这两个基金 

‧同上，《1 9 8 6年，补编第9号》（E/ 1 9 8 6 / 2 9 ) , ^80/^43号决定. 

'同上，《1 9 8 7年补编第12号》（E/1987/25),第87/44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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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6 - 1 9 8 7 两年期的预算经费， 

22. 关于在1 9 8 7年1 2 月 3 1日终了的两年期内由198 6 — 1 9 8 7 两 

年期经费总额和净额所承付的支出总额的详细资料：由开发计划署资源承付的费用 

见附表6，由资发基金、自然资源循环基么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科技促进发展 

临时基金和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的资源承付的费用见附表19。 

2 3 . 以下表2显示1 9 8 6 — 1 9 8 7两年期各笔拨款原先核准的经费总额， 

收入概算和净额拨款，原定净额拨款的增损，最后订正的净额拨款和实际开支净 

额. 

项目执行处 

24. 理事会1 9 8 6年6月第三十三届会议注意到1 9 8 4 — 1 9 8 5年一笔 

支助费用收益共S 900, 000巳转结到1 9 8 6 — 1 9 8 7 两 年 期 。 ' 

2 5 . 项目执行处在1 9 8 6年和 1 9 8 7年间为开发计划署和各信托基金执行 

项目总额分别达S 9 6 8 0万和 $ 1 . 0 4 6亿，而在管理服务协定方面的执行量 

分别达$ 2 9 0 0万和;S 5 0 6 0 万，项目执行处 1 9 8 6年和1 9 8 7年执行 

这些项目所得方案支助费用收益分别为S 1 0 0 0万和$ 1 2 0 0万，而总的支助 

费用开支分别为《： 8 6 0万和:8： 1 0 4 0 万 . 因 此 ， 开 M 平 维 持 在 经 费 总 额 $ 

2 0 7 0万的范围以内，而支助费用的收益$ 2 2 0万已结转1 9 8 8— 1 9 8 9 

两年期，这是，1 9 8 3年6月理事会第三十届会议以来核准的最高的结转数额. 

见说明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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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计划署在住房和办公楼房方面的建筑和资本资产改良 

2 6 . 

S 3 8 0万， 兹将开发计划署拥有的这些房舍按各自原价开列如下, 

外地办公房舍 所付费用 

(美元） 

尼泊尔 1 351 195 

索马里（土地和建筑物）96 3 0 0 

1 447 4 9 5 

， 住 ， 

巴西（土地和建 ^物） 1 0 9 507 

乍得（土地和建筑物） 67 2 9 0 

几内亚 1 0 6 5 375 

索 马 ( 土 地 和 建 轼 物 ） 4 4 7 8 5 

苏丹一朱巴 1 0 9 6 500 

2 383 430 

共 计 3 830 925 

付出费用年份 

1 9 8 5 - 1 9 8 7 年 

1 9 7 0 年 

1 9 7 2 年 

1 9 8 3年 

1 9 7 8 - 1 

1 9 8 1 - 1 

1 9 IT 3 - 1 

9 8 5年 

9 8 6年 

9 7 8年 

a这些建弒物在联合国托管索马里时为联合国所购得， 

起厲开发计划署.$ 44 7 5 8 系 1 9 8 1 — 1 9 86#；间的大修费用, 

所 有 权 自 1 9 5 4 年 

- 1 3 -



2 7 . 开发计划署于1 9 6 9年同加蓬政府达成协议，租用土地和建筑物，为期 

1 0年 .该国政府要求开发计划署自1 9 7 9年9月起退出该处土地及房舍.因 

此这项房舍不再列入本报告. 

非消耗性设备 

28. 截至1 9 8 7年1 2 月 3 1日止，开发计划署总部累计财产清册所登录的 

非消耗性设备，按原价计达$ 6 6 0万.按会计原则，非损耗性设备应从当时的 

经费申开支，所以未列入表二. 

财产注销、惠铪金以及现金和应收款项的注销 

29. 1 9 8 7年根据开发计划署财务条例14. 4注销的开发计戈'1署非销耗性财 

产价值达:》 160136. 财产注销须经开发计划署总都财产调查委员会调査，再交 

财务和行政局助理署长核准. 

30. 1 9 8 7年无惠給金支出. 

31. 根据开发计划署财务条例14. 4和财务细则114. 1 5核淮了注销为数$ 

U17314的现金和应收款项，已向审计委员会提供了各项注销款额的细数. 

开发计划署经管的信J Ç， 

32. 开发卄划署管理的信托基金在198 7年12月31日时的状况见表六至 

表二十七，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联合国苏丹一 

萨赫勒活动信托基金、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基金及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在1 9 

8 6 - 1 9 8 7两年期内的预寞拨款和支出见附表19 ‧ 所有信托基金的认捐歉 

细数开列在附表14、 15、 1 6和 1 7内，所有信托基金的投资列在附表1 8 , 

1 9 8 7年1 2 月 3 1日初等专业人员方柒的财务状况列于附表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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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ft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信托i金 

33. 本信托基金是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后按照大会I960 

年1 2 月 1 9日第1514(XV)号决议和1 9 7 3年1 2 月 1 2日第31ISUXVID) 

号决议设立的，*目的是资助对非洲统一纟11织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人道主义援助 

项目， 

34. 如表六所示.基金的收入达S 5 6 .开支总数为S 0, 截至1 9 8 7年 

底，基金结余额为$ 8 3 6.其中没有未动用拨款• 1 9 8 8年将釆取步骤请求 

理拿会建议大会解散这一基金* 

^ 国 资 本 发 展 基 金 

35. 本基金是大会1 9 6 6年1 2 月 1 3日笫2186(XXJ:)号A议设立的， 

1 9 6 7年1 2 月 1 5日笫2321 (XX工工）,决议将其置于开发计划署署长和理拿 

会的权力之下.本基金向直接有利于最不发达S家低收入群体的项目擠供资本. 

36. 如表七所示， 1 9 8 7年基金的收、颧为4 4 1 0万，支出为$ 3 4 7 0 

万，理審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决定，基金须设立并维持一笔不少于基金项目承付漱 

项2 0 % 的 业 务 储 备 金 . ， 截 至 1 9 8 7年12月31日为止，业务储备金的结 

余额为$ 3300万，其中包括相当于该基金或有偾务总額2 0%的保证储备金，作 

为基金对各国政府同意的银行贷款所提供的担保，1 9 8 7年底，除业务储备金 

外.基金尚有结余:5 1亿. 

37. 1 9 8 7年 1 2 月 3 1日，未动用拨款为$ 1, 651亿，比该日未支用资 

金余额多$ 6510万，这;^映了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关于继续实施部分供资制 

同上，《1 9 7 9年，补编第10号》（：E/1979/40)，第79/21号决定, 

第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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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决定"和第三十四届会议关于修改承付款项最高额计算公式的决定." 

38. 署长根据财务条例5. 1的授权于1 9 8 7年设立了资发基金东都小水坝 

次级信托基金，挪威政府是^一次级信托基金的捐助者，表二十七载有所有次级 

信托基金的状况， 

联，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 

39. 本基金是根据大会1 9 7 3年1 2 月 1 7日第3167 ( XXV工工工)号玦议设 

立的，该决议认 识到必须扩大和加强联合国系统的活动，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对自 

然资源勘探的需要，加逑其经济发展，接受该信托基金援Slî的各国政府已答应在 

由该基金提供经费的项目开始商业生产时，即对该基金作补充捐款. 

40. 1 9 8 6年期间，基金同圣卢西亚政府签署一项由基金提供瞢理服务的协 

议，资金由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 1 9 8 7年 1 2月 3 1日，这个帐户的结余为 

S 637145. 

41. 如 所 示 ， 1 9 8 7年基金收入总额为$ 6 1 0万，支出为S 6 0 0 1 

万，至1 9 8 7年底，基金结余为$ 8 7 0万， 

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活动信托基傘 

42. 本基金是根据大会1 9 7 4年 1 2月4日第3253 (XXIX)号决议和经济 

及社会理*会1 9 7 5年5月9日第1918(I«VIII)号决议设立的.联合国秘书 

长于1 9 7 6年10月指定开发计划署署长全权负责管理、控制和经营这项信托基 

金.包括管理和领导设在总部和外地的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苏丹一萨赫 

同上，《1 9 8 2年，补编第6号》（E/1982/16/Rev, 1),第82/22号 

决定，弟6段* 

relL.《1 9 8 7年，补编第1 2号》（E/1987/25),第87/37号决定， 

第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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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是联合国"¥萨赫—‧旱国际常设委员会（萨赫勒抗旱匡际委员会)保持联 

系的主要机构，负责与萨赫勒抗旱国际委员会和各有关国家政府协商，在遭受旱灾 

的萨赫勒国家中选择并执行萨赫勒抗旱国际委员会中期和长期复建方案内的优先项 

43. 如表九所示，1 9 8 7年基金收入总额为$ 1830万，支出为1740万， 

1 9 8 7年底，未动用拨款为$ 3330万，比该日未支用资金余额多:》 9 4 0万， 

该日实有可以动用未支用资金余额:$2390万，这超额拨款的原因是各国政府尚 

未支付它们在本年度和以往各年度答应缴付的费用分摊款额，总额为$ 2280万. 

署长根据财务条例5. 1的授权，于1 9 8 7年建立了下列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次 

级信托基金：尼日尔多索的农林发展试验项目，促进和生产改良型炊灶（第二阶段）. 

布勒基代和桑吉省植造家庭树园‧ 瑞典政府是这些次级信托基金的捐助者. 

44. 表二十七载有所有次级信托基金的状况‧ 

联合二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 

45. 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代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援苏丹一萨赫勒地区 

的国家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 这是开发计划署和环境规划署合 

办的睿业，两者平等负担计划（业务）支助和行政（机构）支实收捐款的细 

数和合办事业的开文见财务报表说明1 9(b). 1 9 8 6 - 1 9 8 7两年期开发卄 

划署/环境规划署合办事业（机构支助)的有关资嵙见附表6 . 

，国志愿人员方案 

46. 本方案是根据大会1 9 7 0年1 2月7日笫2659(XXV)号决议设立的. 

如表十所示， 1 9 8 7年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志愿人员方案）的收入总额为:S 

2 6 0万，支出共为$ 2 7 0 万 . 1 9 8 7年底，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的结余为S 

2 9 0万， 

47. 理事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核准由开发计划署支助费用资濂帐户例外划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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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 630给志愿人员方案，作为该方案的预算外收入，以便迅il加强其行政能力， 

这笔拨款是用来支付1 9 8 6年 9月 1日至1 9 8 7年1 2 月 3 1日期间的费用‧，* 

结果，一笔为数$ 593724的款项已作为预算外收入记入了 1 9 8 7年志愿人员 

方 案 的 户 内 ‧ 

48. 表二十七载有所有次级信托基金的状况.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基金 

49. 大会在1 9 7 9年1 2 月 1 9日通过第34/218号决议，决定设立联合 

m国科技促进发展筹资系统，为加强发展中国家本身科技能力的种种活动提供资金， 

并决定该筹资系统应能协助调动、协调、融通和支付有关的财政资源，大会同一 

决议又决定在制定长期筹资办法以前，首先设立一个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临时棊—余. 

以两年为期，至i T s T ï l 2月 3 1日结柬,——¥ 5 ^ ^ 3 ^ ^发计署, 

50. 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授杈署长作出安排，确保临时基金（于1 9 8 1年 

1 2月 3 1日结束业务）顺利渡到1 9 8 2年1月1日开始业务活动的筹资系统？， 

大会1 9 8 1年1 2 月 1 7日第36/183号决议指定1 9 8 2年为度到筹资系铣 

的一年，应按照筹资系统经费资源的数额和业务性质等等来决定机构方面的安排. 

大会同一决议还决定，临时基金的一般业务规定，包括其资源、鉬织、管理以及大 

会第3 4 / 2 1 8号决议附件规定的程序，在"渡时期仍然适用，并应由筹资系统 

继续采用， 

51. 1 9 8 0年，自未支用资源转拨一笔相等于实收捐歉2%的款项，成立方 

案储备金.这是根据第34/218号决议所定该基金业务程序执行的‧ 

52. 署长有权自行决定如何使用该项方案储备金，进行符合《维也纳科技促进 

" 同 上 ‧ 《 1 9 8 6年补编第9号》（E/1986/29),笫86^43号决定，第4段, 

，，^Lh,《19 8 1年，补編第1 1号》（E/1981/61/Rev. 1)，第8 1/9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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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纲领》大会—: ^科学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确定，导方针的活 

动，以确保临时基金具有灵活性和创新能力，以及发挥催化作用的能力. 

53. 理事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根据科学技术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向大会提出的 

建议，"决定署长应以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信托基金的彤式建立一项设施，从19 

87年1月1日起生效，但有一项了解，即如果大会的决定与委员会的建议相去甚 

远，署长将在理事会1 9 8 7年 2月的会议上再同^会槎商, " 

54. 大会1 9 ¥ 6 年 1 2月8日第41/183 f M 内 , 决 定 从 1 9 8 6年12 

月31日起结束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的业务，并将其职责和资源转 

移给将要成立的"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基金"，这是开发计划署管理下的信 

托基金之一. 

55. 如表十一所示，1 9 8 7年基金收入总额为$ 1 2 0 万 ， 支 出 为 3 0 0 

万由于认为方案储备金巳无必要，从中转出资金$ 4 3 5 5 1 . 至此， 1 9 8 7年底 

基金结余额为$ 3 3 0万.未支用的拔款计有$2 1 0万， 

56. 表二十七载有所有次级信托基金的状况‧ 

，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 

57. 本基金是由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设立的.其目的在向发展中内陆国家提供援 

励，以减少它们在运输和过境方面的额外费用.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在19 7 6 

年1 2 月 2 1日第31/177号决议中核准了基金的章程，并请开发计划署同联合国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i义的报告，维也纳，1 9 7 9年 8月 2 0日至 

3 1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9. I. 21和更正），第七章. 

"《大会正式记彔，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3 7号》（A/41/37),第二节第 

6 (VI工工）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6年，补编第9号》（E/l986/29)， 

第86/38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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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密切合作，在过渡期间内管理基金.如表十二所示，19 

8 7年基金收入总额为$ 24789,支出共为》 145477 ‧ 1 9 8 7年底，基金结 

存为:I 207573,其中S 1 9 0 7 3 6为未 ^拨款 . 

58.大会在第四十届会议根据理事会第85/32号决定，在1 9 8 5年1 2月 

1 7日通过第40/ 4 4 8 A号决定，请秘书长釆取步骤，于198 6年12月31日 

前解散这一基金，将所有未支配资源转入开发卄划署一般资源，据此将在1988 

年把:8： 16837.转入开发计划署一般资源. 

开发计划署纳米比！基金建国—方^信托基金 

59. 大会197 6年12月20日第31/ 1 5 3号决议决定，为了支持纳来比亚 

建国，在联合国系統内开展一项全面的援Ife方案，大会还要求联合国纳来比亚理事 

会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协商，详细制定此方案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并指导和协调其 

实施工 

60.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指定联合国纳来比亚专员办事处为建国项目的协调 

权力机构，在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纳来比亚理拿会又 

请纳来比亚专员在委托给他的执行和行政任务范围内，同开发计划署进行协商，以 

便为执行该建国方案作出行政安排，其中包括应当通开发计划署支付一切建国方 

案ïft目的资金的提议，根据上述情况，开发卄划署署长和联合国纳来比亚专员同 

意设立开发计划署纳来比亚基金建国方案信托基金，由署长负责管理-

61. 如表十三所示，1 9 8 7年基金的收入总额为$2 0 0万，支出共为：8； 

13 0 万 . 1 9 8 7年底，将利息收入总额S 143380转到联合国帐户后，基 

金结余为$ 2 1 0 万 .未支用拨款余额计有 $ 2 1 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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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62. 1 9 7 5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决定延长国际妇女年自愿基金的期间，以包 

括1 9 7 6 — 1 9 8 5年联合国妇女十年这段时间.根据这项决定，将国际妇女 

年自愿基金的资源结转入1 9 7 6年 1 2月 1 6日大会第 3 1 / 1 3 3号决议设立 

的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基金的资源用来补11/旨在实现联合国妇女十年的各 

项目标的活动，对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和岛屿国家的有关方案和项目給予优 

先考虑‧ 

63. 1 9 8 0年6月，联合国秘书长和开发计划署署长之间的谅解备忘录设立 

了一个补言托基金，称为"由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供资的项目的开发计划署 

信托基金"，并授权开发计划署署长负责*行政和管理. 

64. 1 9 8 4年1 2 月 1 4日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第39/125号决议内.决定 

结束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并通过设立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而继续活动，由开 

发计划署管理（A/39/702). 1 9 8 5年6月理事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上注意到开 

发计划署署长为于1 9 8 5年7月1日开始负贵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拿务而作出的 

各 项 安 排 . " 

65. 如表十四所示，1 9 8 7年该基金的收入总额为$ 6 2 0万，支出共为:！ 

6 3 0 万 . 1 9 8 7年底该基金的结余额为$ 1210万，其中$ 6 9 0万是未支 

用拨歉. 

66. 表二十七载有所有次级信托基金的状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5年，补编第1 1号》（:E/1985/32) 

笫8 5 / 3 5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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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计划署能源帐户 

67. 理事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在临时基础上授权署长寻求并接受资项目的自愿 

捐款.在能源部门援助发展中HI家，尤其是其中最贫穷国家的紧急需要，不这项 

措施并不^！^响经社理事会第1979/65号决议规定审査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 

金以及1 9 8 1年在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两者可能作出的 

安排* " 

68. 如表十五所示，1 9 8 7年的收入总额为$ 6 3 0万，支出共为$ 3 1 0 

万‧ 1 9 8 7年底，基金结余为$ 5 7 0万，其中未支用拔款计$ 4 8 0万， 

署长设立的信托基金 

69. 1 9 8 7年署长设立以下信托基金： 

一孟加拉国全国户口调査能力方案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开发计划署信托基金 

一尼科西亚总计划：执行阶段 

-在卢旺达鲁萨西建设农业和兽区学校芬兰/开发计划署信托基金 

一紧急援助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信托基金 

-国家技术合作评价方案活动芬兰信托基金 

一支持题为"开发马里地下水资源"项目的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开发计划署 

信托基金 

―行政和管理特别行动纲领（行管行动纲领）荷兰信托基金 

―资助发展中国家官员出席全体委员会工作组会议开发计划署信托基金 

" 同上，《1 9 8 0年，补编第1 2号》（E/1980/42/Rev. 1)，第80/27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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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别经济援fife方案信托基金 

―非洲项目发展设施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开发计划署信托基金 

一收取非洲项目发展设施用户缴款开发计划署信托基金 

在苏联训练发展中国家专家的信托基金 

70. 本信托基金是署长于1 9 8 2年9月设立的，用以资5//在苏联训练发展中 

国家专家的活动 .如表十七所示， 1 9 8 7年收入总额为$ 2 90万，支出共为 

$ 2 1 0 万 . 1 9 8 7年年底，基金结余额为$ 2 3 0万，其中未支用拨款占:8： 

9 0万， 

荷兰援5//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捐款信托基金 

71. 本信托基金是署长于1 9 8 3年1 2月5日设立的，用以提高最不发达国 

家圆桌会议的效率、调动更多的发展资源执行圆桌会议di*程中鉴定的项目和计划、 

以及促进实现业经最不发达国家国别计划鉴定但缺乏开发计划署资iSK的发展目标， 

72. 如表十八所示，1 9 8 7 年 收 、 额 为 $ 254849,支出共为$ 626919 

1 9 8 7年年底，基金结余额为$ 3 0 0万，其中未支用拨款占$ 18 0万， 

开发卄划署援助遭受饥荒和营养不良的 

发展中国家的信托基金 

73. 大会19 8 3年1 2 月 2 0日第38/201号决议第1(a)段决定结清联合国 

紧急行动信托基金，并把基金余欽的7 0%转给开发卄划署，用以资5^因遛受严重 

或持久旱灾而发生饥荒和营养不良现象的g!家一一尤其是非洲国家一一主要在粮食 

和农业部门迫切需要的项目‧ 署长于1 9 8 3年 1 2月 2 0日设立了这一信托基 

金. 

74. 如表十九所示，1 9 8 7年收入总额为$ 1 4 0万，支出共为$ 3 8 0万 

到1 9 8 7年年底，基金结余额为$8 7 0万，其中未支用拨款占$ 5 3 0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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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发展中一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的佩雷斯‧格雷罗信托基金 

75. 大会1 9 8 3年1 2 月 2 0日:^ 38/201号决议第1(0段决定将联合国紧 

急行动信托基金余款的12%转给开发计划署，以供按照发展中国家所定的优先次 

序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自从署长于1 9 8 3年1 2 月 3 1日设 

立本信托基金后，署长已开始通过7 7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进行协调. 

76. 如表二十所示，1 9 8 7年收入总额为$ 479354，支出共为《： 529831 

至1 9 8 7年年底，基金结余额为$ 6 4 0万，：中未支用拨款占$ 9 0万， 

开发计划署援劢非洲与难民有关的发展项目的信托基金 

77. 本信托基金是署长按照大会1 9 8 2年1 2 月 1 8日第37/197号决议和 

第二次援助非洲难民国际会议《宣言》与《行动纲领》（A/39/402，附件）的有 

关规定，于1 9 8 4 年 1 0 月 3 0日成立的，用以资助与难民有关的属于发展害ik 

的基础设施项目.大会第37/197号决议第5段中，请联合国秘书长同非洲统一 

组织秘书长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密切合作，于1 9 8 4年召开》二次援助非 

洲难民国际会议，以期除其他事项外，"审议对有关非洲国家的国民经济造成的1^ 

响.向它们提供所需的援助以加强它们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结构，使他们能够应付接 

待大量难民和回返者的负抠" ‧第二次援洲难民国际会议《宣言》和《行动纲 

领》第二部分第1 1段指出，"开发计划署是联合国系统内主要负贵协调发展的机 

构.同各援助方面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应要求开发计划署尽早承担领导任务，紧密 

联合其伙伴和其他援助者、负责协调、实施和监督与难民有关的属于发展事业的基 

础设施项目" ‧ 

78. 如表二十一所示，1 9 8 7年收入总额为$ 5 0万，支出共为$ 2 2 0万 

至1 9 8 7年年底，基金结余额为$ 6 2 0万，其中未支用拨款占$ 2 3 0万， 

开发计划署非洲反贫抗饥信托基金 

79. 本信托基金是署长于1 9 8 4年1 1月 2 1日设立的，以便本着1 9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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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促进非洲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特别措施的大会1 9 8 3年1 2月2 0日第3 8 / 

1 9 9号决议.及关于非洲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理事会1 9 8 4年 6月 2 9日第8 4 / 

18号决定的精神，表达他本人和国际社会对影响到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危 

机的关切.基金资源用来资助在非洲反贫困和抗饥饿的技术和（或）资本援项 

g. 

80. 如表二十二所示，1 9 8 7年收入总额为$ 4 9 0.没有记录任何支出‧ 

至1 9 8 7年年底，基金结余额为S 43831. 

81. 表二十七载有称为"埃塞俄比亚一意大利复兴发屦方案"的次级信托基金 

的状况• 

掷威对安哥控松贝石！^〗；中心捐款信托，金 

82. 本信托基金是署长于1 9 8 4 年 3 月 1 9日设立的，用以扩充安哥拉石油 

训练学校，使其成为一个区域中心，以满足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各国在石油工业 

方面的人力训练需要，所提供的援^是用以提高讲师的训练能力和提供教学设备， 

83. 如表二十三所示，1 9 8 7年收入总额为;5 1 0 0万，支出共为$6 0万， 

至1 9 8 7年年底，基金结余额为S 40万，其中未支用拨歉占$ 1 0万 . 

署长设立的其他信托^金 

84. 署长设立的其他信托基金有： 

防止可避免伤残初步倡议--一表十六 

署长就世界银行项目设立的信托基金一一表二十四 

开发计划署/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加勒比项目发展设施信托基金一一表二十五 

在保加利亚训练发展中国家专家的信托基金一一表二十五 

澳大利亚发展援助局/开发卄划署方案信托基金--一表二十五 

孟加拉国全HI户口调査能力方案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开发计划署信托基金一一 

表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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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计划署关于发展问题行动的信托基金一一表二十五 

开发计划署支助哥斯达黎加规划部方案信托基金一一表二十五 

开发计划署援助秘鲁与阿根廷之间粮食援劢管理技术合作基金的信托基金一 

表二十五 

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开发计划署援助巴基斯坦住户调査能力方案信托基金一一 

表二十五 

开发计划署/义演援基金会信托基金----表二十五 

开发卄划署/表演艺术家支援非洲联合会信托基金一一表二十五 

法国政府支助开发计划署/世界锯行能源部门评价方案信托基金一一表二十五 

尼科西亚总计划：执行阶段一一表二十五 

在卢旺达鲁萨西建设农业和兽区学校芬兰/开发计划署信托基金(表二十五） 

紧急援助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信托基金（表二十五） 

国家技术合作评价方案活动芬兰信托基金（表二十五） 

非洲项目发展设施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开发卄划署信托基金（表二十五） 

支持题为"开发马里地下水资源"项目的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开发计划署信托 

基金（表二十五） 

行政和管理特别行动纲领（行管行动纲领）荷兰信托基金（表二十五） 

资助发展中国家官员出席全体委员会工作组会议开发计划署信托基金（表二十 

五） 

特别经济援助方案信托基金（表二十五） 

收取非洲项目发展设施用户繳款开发计划署信托基金（1 9 8 7年没有任何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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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署管理的其他信托基金 

85.表二十六列有开发卄划署管理的其他信托碁金如下： 

联合国莱索托业务方案信托基金 

联合国向斯威士兰提供业务（业务方案）人员的信托基金 

开发计划署发展研究计划 

86* 1 9 8 7'年，署长批准关闭在保加利亚训练发展中g家专家的信托基金 

经与捐助者商定，所余未支出资源$ 25， 046已转结给开发计划署一般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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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导 言 

1. 审计委员会根据1 9 4 6年1 2月7曰大会第7 4(1)号决议和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财务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核査了开发计划署1 9 8 7 

年1 2月31日终了年度的决算。 

2. 査帐工作依照联合国《财务条例》第十二条和《财务条例》的附件，以及 

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外聘审计团采用的共同审计标准办理，査 

帐工作在纽约开发计划署总部及位于布基纳法索、缅甸、智利、印度尼西亚、尼日 

尔、泰国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外地办事处进行。 

3. 审计委员会仍然按照一贯办法，就外地和总部的具体审计结果提出报告， 

并将载有详细审计意见的管理信件送交行政当局。这种做法再度有助于同行豉当 

局保持经常对话。依据条例12. 9,审计委员会聘用了两个商业公开审帐审计员 

从事具体审计工作， 

4. 下面各节讨论审计委员会认为应提请大会注意的一些问题。我们已经与 

开发计划署行政当局讨论了我们提出的所有意见，适当时，本报告也反映了他们的 

意 0 

各项建议摘要 

5.我们建议采取以下改进措施，按优先次序排列： 

(a)应根据本报告中详述并在审计意见中概述的方法，审査会议原则、程 

序和控制措施，以提高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和资料价值，虽然1 9 8 6年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5 A号》（A/4L/5/A<i<l. 1),第 

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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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提出了此项建议；委员会要强调指出，1 9 8 7年已有显著改进； 

(b)应实施项目核可与监督程序以防止为增加执行i而牺牲质量或可行性 

的现象，特别是区域间、区域性和全球性项目； 

(C)员额分配和工作人员的指派应能确保优先领域项目执行的质:t ; 

(d) 应施行较严格的预算纪律； 

(e) 执行机构应计支助费用的适当水平应明确订定和汇报，以期防止此种 

费用的逐渐升商； 

(f )结合各种各样特定资源和方案的组织安排其复杂程度已达到必须对現 

状进行普遍审査的地步，目的是使目前结构精简和合理化。 

审计结果摘要 

6. 财务报表一未能充分反映方案、方案支助和业务费用之间的界线. 

7. 付予执行机构的支助费用通过各不同办法得到补充；这些办法未在财务报 

表或组织程序中指明， 

8. 1 9 8 7年在同各执行机构的会计和审计关系上发生重大改进.但未审 

计方案支出占方案支出总额的比例仍然过大，因而审计意见仍需附带条件. 

9. 未清偿债务的汇报标准仍然与普遍接受的会计原则以及联合国财务条例和 

细则不符而且不可靠， 

10. 现金相对支出和未支用余额未有总部的适当文件证明，因此对于此类支出 

未能提出意见。 

11. 财务报表中显示了分摊费用捐款和支出方面的负差为数$ 907, 000美元 

这是应收自各国政府的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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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财务报表所列预算支出是为净额；此种支出所抵销的各国政府地方办事处 

费用捐款数额未列于表一之内。 

13. 所汇报的预算支出也包括估计太高的未潰偿债务， 

14储备金中用于建造的开发计划署非消耗性财产列入了表二，这与未列为资 

本资产的其他类别非消耗性财产相反。 

la财务报表尚未能较详细地列出非消耗性财产的附表， 

16. 财务报表中汇报的投资评价有所低估，另一评价载于财务报表注2 6, 

17. 1 9 8 7年的应收和应付帐款作了一些审计调整， 

1& 1 9 8 7年业务费用上升百分之1 0 ，过去三年每年平均为百分之9.4, 

业务费用在费用总额中的比例有所增高。此一比例超越了行政当局承诺的界限i: 

百分之十六。 

la项目预算承担了额外的业务费用：例如行政支出计入方案支助费用；总部 

工作人员的费用计入项目费用。 

2 a预算管制系统仍然显示弱点。特别是百分之2 0的外地办事处超过了其 

年终总分la款项。 

21. 行政当局灵活运用职权和结果是外地办事处的经费转用于总部，同时一些 

支出用途的用费超出了经费， 

22. 实际的人员配备与核可的员额表相差甚远，从而在预算经费上产生自动节 

省' 

23. 此种内在的节省部分经重新部署，用于临时助理人员，而过去则用于支付 

核可的员额表中未列入的长期工作人员费用。 

2 4 捐 款 总 颡 1 9 8 7年增加百分之1 2. 2，方案支出总额仅增加百分:t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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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未组织的资金流动状况上升至1 0亿 8 7 0 0万美元。 

2 &指示性规划数字支出的1 9 8 7年指标业已达成，伹其部分结果是造成费 

用分摊执行量1 9 8 7年大幅下降。 

26L潜力较差执行能力较低的国家执行方面'一直存在问题， 

27. 项目执行方面常见的一些弱点对区域项目造成的影响甚于国别项目。其 

部分原因在于特等驻地代表和有关国家政府参与不足。 

28. 大量区域项目的目标是支助地方性或区域机构。此种项目倾向于持续长 

久的时间，而在提高所支助机枸的自立能力方面没有多少进展， 

29. 区域间和全球性项目的执行情况显示了联合国各组织之间资金流动的交叉 

往来日增使得有疑问的支助费用更加有机会计入发展援助项目。 

30. 项目事务处所承担执行的极大量项目并未由该事务处提供任何技术性或其 

他实质性投入，而该事务处却收取了通常所征收的这些项目支出的支助费用， 

31. 项目事务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分包者执行项目，以致方案支出实际上符合 

分包者本身的业务费用和提高的标价。 

32管理事务安排在项目事务处活动中所占份额增高（1 9 8 7年为三分之一）， 

而开发计划署资助项目的执行率却有所下降。 

33.项目事务处所谓"第六科"的财政管理特别有疑问， 

34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两项任务之间的区分已不再适用，环境规划 

署/开发计划署联合投资安排不再承担第二项任务的行政费用。 

3&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的流动资金状况极高，相当于以当前费率计两 

sa联合国苏丹—萨赫勒办事处区域办事处的任务至今尚未适当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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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的流动资金状况相当于以当前费率计三年的支出，造 

成的原因是项目执行的长期拖延。 

38.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项目的监测在许多方面均呈不足状态，应通过加强外 

地工作人员以求改进。 

39. 相当大数量的次级信托基金近年来一直亏绌，违反了开发计划署的财务条 

例和细则。 

40. 以当地货币和以美元计的两个数字均显示外地办事处的当地开支一般性地 

上升。 

41. 各国政府向地方办事处费用的捐款未经适当评价，近年来不足于所需数量 

的差類日益增大.因此，有较大份额的自愿捐款用于填,一差距。 

42. 非洲区域虽然处于最高优先地位，但前一两年期内国际工作人员的调动极 

为有限，目前未有任何安排来增加分配于非洲的员额数目，以使该区域高于平均的 

空缺率降低. 

43. 我们对方案和方案管理的审查得出两个结论：国别方案未能充分集中于有 

限的数项目标；对机构的支助倾向于永久化， 

44. 委员会注意到一些未经报道的舞弊嫌疑案，其中有高级别外地事务员参与。 

4 5.法文的工作语文地位未得到本组织编辑政策的承认. 

决 算 

方案、方案支助与业务支出之间记帐的分界线 

46.表一记录的支出分属于三个不同类别：方案支出，执行机构的方案支助赛 

用，开发计划署的行政和方案支助费用——这项费用本报告中称为业务费用.由 

于开发计划署业务费用对支出总额的比率经理事会视为重要的指示数字，同时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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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意见包括表一内上述各类别的划分，因此提出以下评论. 

47. 开发计划署的某些类费用记作方案支出。例如外地事务员支出记作方案 

支助项目（参看第9 9段），总部员额未经理事会的核准而计入项目预算（参看第 

10 1段），开发计划署工作人员的旅费和有关开支等支助费用也可能计入项目预 

算之中。行政当局解释说，由于开发计划署是个面向方案的组织，因此很难在方 

案与行政费用之间划清分界线。虽然我们也承认这种困难性，但项目支出与开发 

计划署业务费用之间却有必要加以区分，否则，表一的分类数字就失去了意义.把 

行政或方案支助方面的很大一笔费用计入个别项目从会计观点而言将导致误解.同 

时也使额外间接费用不适当地付予执行机构或付予项目事务处。我们认为以上所 

有开支均错误地归入方案支出一类。 

48. 另一点令人关切的是，各专门机构经授权收取项目预算费用，我们认为这 

些歉项应来自各机构的方案支助费用。一如方案和项目手册所述，这些方案支助 

行 政 费 用 " 。 然 而 1 9 8 7年颁布的新方针则要求"对此项政策作较为灵活的论 

释"，从而授权将技术性支助访问的费用计入项目预算。行政当局解释说："各 

机构已不能象过去一样大量使用其本身资源来向开发计划署的项目提供服务"，同 

时,"联合国其他组织目前遭遇的财政困难也会减损它们有效执行开发计划署项目的 

能力"。实际上就是问题的根源。我们认为，此种额外支助费用，为了确保适 

当支助而有必要时，既不能记作方案支出，也不能因此而产生有疑问的间接费用收 

入，这些费用应在表一内列为特定的支助费用，鉴于其必要性而应对付予执行机 

构间接费用的比率加以修订。 

49.行政当局对于方案支助项目和在总部工作而由项目预算提供经费的工作人 

员问题的意见分别载于下文笫1 0 0和1 0 2段。关于开发计划署或机构工作人 

员的旅费和有关支出计入项目预算的问题，行政当局的解释如下："支助费用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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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虽是偿付行政和总的技术支助，而在个别项目下进行的特定任务可作为单独的技 

术投入而合法地视为有关特定项目的费用，不论此种任务是由执行机构或开发计划 

署的工作人员执行或是由外聘的专门人员执行。1 9 8 7年的驻地代表指南目的 

在于促使他们利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某一机构的任务构成单纯的支助还是为了浙足 

该项目的特殊技术需求。此种分界线目前的执行情况经开发计划署理事会1988 

年6月第三十五届会议详细地作了审査。" 

与执行机构的会计和审计关系 

50. 审计委员会1 9 8 6年报告强调指出，表一内列举的方案支出大部分未经 

审计而使该委员会的意见受到条件限制。1 9 8 7年情况大有改善，特别是署长采 

取的行动造成以下结果： 

(a) 1 9 8 6年的审计意见是有限制性的，部分原因在于开发计划署帐目与各 

机构所提财务报表之间相对结算的重大差距（$17， 402, 000)未在年终进行调査。 

本年所作分析以及开发计划署执行的1 9 8 7年订正结算说明和程序使得19 8 7 

年决算中解决了这个问题。 

0»政府执行的项目支出方面经过伃细分析，并在外部顾问协助下进行深入研 

究以便为此种项目制订新的会计和审计方针。这些新措施如获得理事会核可，将 

在1 9 8 8年下半年执行。 

51. 此外，审计委员会1 9 8 7年1 1月将此一事项提交外聘审计团，并采取 

了步骤以加强同执行机构外聘审计员的交流。但如上所述，此种行动并未消除 

1986年的限制条件，因为执行工作未能在审计报告的年度周期以内完成.委 

员会打算今后与行政当局和外聘审计团共同采取行动以期解决这些未决问题.行 

政当局提到，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在1 9 8 8年6月第三十五届会议上曾经指出，"署 

长在其职权.范围内已采取或正在采取必要步骤来改正导致审计意见产生限制性的情 

况或条件"，同时"还请署长提请外聘审计团注意为所有执行机构取得年度审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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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问题，并建议经社理事会邀请目前仅要求两年一次进行审计决算的各个组的 

理事机构考虑在开发计划署提供经费的活动上每年向开发计划署提出审定决算，，。 

会计事项 

设备的执行概念 

62.各机构汇报的未清偿偾务按照开发计戈ijf"制订的方针加以记录，其中指出 

了开支各构成部分适用的会计政策。货品和服务的提供是用的记录除设备以外所 

有成分未清偿债务的标准。对于设备，开发计戈的政策是，未清偿债务应代表 

车度项目预算中列入并在该年年底以前订约承包的各项设备的费用.我们的测试 

显示了大量设备订单被计为当年的开支，虽然实际完成是在下一年。开发计划署 

的政策不同于普遍接受的会计原则。若干执行机构的外聘审计员在其简要审计报 

告中强调指出了这一点。我们认为，开发计划署活动的特珠性质并不能作为与执 

行概念相违背的理由，我们还认为此种程序妨碍了各财政期间之间的有效分界， 

并造成某种不一致性一一不以同一标准适用于开支的所有部分。此外，这也是向 

执行机构提供无息预支，等于对年终超额债务收取的支助费用。 

53 .行政问题咨询委员会1 9 8 8年 3月的一次会议提出了上述问题。各不 

同专门机构表示不赞同此种改变，因为将产生"额外工作量而预期的结果是靠不住 

的"。但令人疑惑的是，为何执行概念对于譬如说頋问的适用较车辆来得容易。 

无论如何，审计委员会审慎考虑后认为，按照普遍接受的会计原则以及联合国财务 

务例和细则（财务条例第4. 3条），执行概念将使开发计划署的支出较正确地反 

映于财务损表。而且我们审査时发规某一执行机构对其本身项目的设备开支结募 

适用了执行概念而没有遭遇很大困难。 

54 .行政当局的评论如下：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在其第三十五届会议上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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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计划署所订关于记录未清偿偾务的程序应继续适用，以待外聘审计团的进 

一步审查。对于外聘审计员揞出的一些评论，应该指出： 

(a)设备并非以不同于实际"执行"的方式记录债务的唯一项目组成部分 

——例如，研究金债务是在发给研究金证书时确定的，分包合同债务则根据与 

承包者议定的付款曰期而定I 

(b)执行概念对于顾问或其他人员服务的适用较设备容易的原因在于：人 

员服务的期间明确地载列于合约之中，而设备完成的实际日期在发出订单的不 

一定能够知道： 

(e)联合国财务条例与这个问题的关联不清楚，因为： 

H条例所述项目的偾务有效期是对两年期预算而非对技术锾助项目 

而言， 

«这是联合国而非开发计戈"的条例，开发计划署相应的财务条例 

并未提到"供应的货品和提供的服务"。 

55.对于行政当局的答复应作一补充：上文第53段提到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 

则用意是证明联合国系统内也适用这种普 遍接受的会计原则，关于研究金债务， 

我们要摘引开发计划署的结算说明如下，即未清偿债务仅限于"研究金的费用⋯⋯ 

直到研究结束或当年的1 2 月 3 1日，以较早日期为准"，关于人员服务，说明 

中规定："仍釆用该年内实际％成的服务"。 

开发计划署财务报表内各机构帐目的编列方式 

56.各执行机构代表开发计划署记录的各种结帐表帐目（现金、应收款、应付 

帐款）在表二中混合在一起：资产方面计入"向其他执行机构提供的业务经费"一 

项，在偾务方面计入"应向其他执行机构支付的业务费用"一项，唯有未潰偿偾务 

单独列为一项。由于多数机构在向开发计划署提出的资金状况表中均有效地详细 

列出结算表帐目的项数字，我们建议财务报表中也列出这些分项数字，行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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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同意这一建议，承诺在财务报表注4内载列上述资料。 

政府执行的项目 

57 .表一所列政府执行的项目支出数额的根据是 "资金状况"和有关政府核证 

后棰出的项目执行报告，但现有的安排有以下几个缺陷： 

(a) 开发计划署在结算之前仅收到497份项目执行报告（占1 9 8 7年进行中 

项目的百分之68 )，其中不仅有3 7 5份（占总数的百分之5 1 )经过政府核可* 

表一所载1 9 8 7年方案支ifi在政府执行的项目方面是不完全的，这不仅关系到 

1 9 8 7车，因为1 9 8 7年的方案支出还包括前一年的支出(1 9 8 6车帐目结 

算后收到而计入1 9 8 7牟帐目的项目执行损告。此外，1 9 8 6车计有10 2 

份项目执行报告（占1 9 8 6年总数的百分之1 8 )未在1 9 8 7年结算之前收到， 

(b) 支出的一部分是开发计划署总部和外地办事处或合作机构直接执行的项目 

支出，这一部分年终载列于表二的"应收帐款——向政府提供的业务经费"项下， 

直到有关项目执行损告收到为止。为了减少车终时未记录的政府执行项目的支出 

款额，我们建议将表一和表二作为数S2， 769, 000的调整，这是1 9 8 7 年 1 2 

月 3 1日结算的"向政府揚供的业务经费"项下经确认为总部、外地办事处和合作 

机构代表各国政府支出的款额。行政当局未同意1 9 8 7年作出此一调整，但承 

诺于1 9 8 8年直接计入这些开支。 

( C ) "向政府提供的业务经费"结余还包括1
 9 8 8

年方案支出项下向各国政 

府预支的款项以及预支款中已开支伹由于尚未收到有关项目执行文件尚未能结算的 

款项。我们不能精确估计表二中对于1 9 8 7年或前一年方案支出方面应收帐款 

58 .我们对项目事务处方案支出所列未清偿偾务进行审査后发现开发计划署目 

前的分界决算政策在许多情况下未予严格适用。由于上述调整结果，我们建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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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审计调整，将1 9 8 7 年方案支出和年终未清偿偾务减低$ 6 9 7 ， 000. 行政 

当局仅同意对结算额调整$ 327, 000。 

59 . 行 政 当 局 的 « 如 下 ： ―. 

"对于政府执行的项目取得经核证的支出报告方面存在困难，这一点已提 

请理事会1 9 8 8年6月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此外还擤出署长关于修订会计 

程序来克服其中多数困难的提案。理事会第 8 8 / 1 8号决定核可了署长的有 

关建议并将在1 9 8 8年下半年付诸实行， 

审计事项 

依赖执行机构的外聘审计员 

6 0 .继我们1 9 8 6年审计报告审査之后，我们于1 9 8 7年1 1 月 ^ 1 2月 

访问了三个执行机构.同时，这个问题也已由联合国外聘审计团、各专门机构^ 

国际原子能机构于1 9 8 7年1 1月会i义期间处理，这些讨论#成外聘审计团就 

两个有关主要问题提出下列建i义：及时颁发审M书^审计各组织提出报表. 

61 •执行机构提出报表的审计没有在开发计划署结帐（即4月底）前湘开发计 

划署外聘审计员审计意见分发前收到。这是对1 9 8 6年审计团意见持保留态度 

的主要理由，同一理由也适用于1 9 8 7年决算，此外，在我们访问一个机构 

时发现这个程序出现另一种困难，这个机构审计调整数比1 9 8 5年方案支出减少 

S 5 0 0万没有在开发计划署1 9 8 5年结帐前提出报告，也没有在1 9 8 6年的 

前一年方案支出的一项调整数（表一）中提及.因为表一的198 6年支出的排 

列是供比较使用的，行政管理当局同意我们将该项调整数列入财务报表的说明（说 

明1 0 )élr建议. 

62. 1 9 8 8年审计团要求执行机构的外聘审计员加速分发其简表审计报告， 

并在可能时分发有关的审计结算.由于外聘审计员表现出良好的合作，审计团从 

共计2 4个机构中收到2 3个机构的等复，并在1 9 8 8年4月底以前收到1 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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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证书^结算，所涉机构占iTiT ï方案支出̶ë̃6̃l 我们认为所有有关各 

方（行政当局和外聘审计员）的进一步协调将来可能促成所有机构及时提出报告. 

63. 关于实施两年期财政期间的机构，如果不实施每年审计，尤其对开支大的 

机构可能产生下列后果： 

(a)如果开发计划署的财政年度是两年期的第一年，开发计划署表一Jfc表二中 

*这些 „机构的数字都是未经审计， ― 

(b)如果开发计划署的财政年度是该机构两年期的第二年，虽然表二的所有机 

构执行项目都必须确实经过审计，但是表一中关于实施两年期机构的都分必须视为 

未经审计，因为外聘审计员不能证明两年期项目支出在两年间的分派. 

虽然开发计划署财务条例第17. 1条对这些情况巳有规定，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情况 

应只限于不占开发计划署庞大支出的执行开发计划署项目的机构. 

我们建议，行政管理当局应釆取必要步骤，请求所有执行机构每年提出审计业 

务资金表.如果涉及额外审计费用，这些费用的开支应由有关行政管理当局商定. 

在这方面，可以指出，开发计划署目前正在构想大量增加政府执行项目的审计费用。 

64. 行政管理当局答复说，它 

"要求为会计湘审计目的而实施两年期的执行机构（联合国、劳工组织、教科 

文组织、卫生组织和工发组织）同其外聘审计员#商是否可以每年颁发开发计划署 

资助活动的审计证明及其所涉费用."行政管理当局又评论说，"从这些机构收 

到的答复表明它们不赞成改变原有程序，并指出，除了别的以外，这项提议将应由 

其所腿理事机构审议，并应改变其原有财务条例，而且也可能涉及大量经费.这 

个问题巳在开发计划署理事会1 9 8 8年6月会议详细讨论，该会议要求这个事项 

应由外聘审计团审议，并建议经社理事会请有关组织的理事机构审议这个问题." 

65. 继同其他外聘审计员协商之后，商定业务资金报表审计的方式湘范围应在 

外聘审计团1 9 8 8年1 1月会议进一步审査，而且审计团执行秘书在給行政问题 

- 3 9 -



协商委 

题， 

政府执行项目的审计 

66 .审计团在其1 9 8 6年报告指出，'有关政府执行项目的支出一般都没有 

经过审计：开发计划署在1 9 8 8年4月底收到的审计项目执行报告只占1 9 8 7 

年项目执行报告的2 % ^ 1 9 8 6年项目执行报告的7 % . 这种情况对我们表示 

审计意见非常不利，因而增强上文对政府执行项目已表示的保留态度.行政管理 

当局目前正向理事会提i义加强对政府执行项目程序进行外都审计，而且我们赞同这 

些项目经过适当规划、监测勒按照一般接受的审计标准作业之后使用轮流方式安排 

审计的观点.行政管理当局的提议已由理事会核可（参看上文第5 9 段 . ） 

分抠费用湘现金相对捐款会计 

67. 委员会在1 9 8 6年报告中指出，分抠费用^政府相对捐敫是以一个国家 

勒一个项目为准的，因此是有限制的，而自愿捐款则没有限制性.因此，委员会 

建议有关收入应按权责发生制会计，未用余额按收到预缴收入的总额记帐，负差不 

再减除正差而按表二应收款项计算.行政管理当局继委员会1 9 8 6年报告'ft 

详细讨论之后，不同意按权责发生制清点收入的捐款，而只同意在表二帐面的一项 

说明中记入分抠费用的负差，说明(d)透露，截至1987年12月31日为止的 

3 1个项目各国政府应收款项实数为$ 907, 342. 

68. 我们注意到就这些项目中有五个项目而言，尽管有人保证"每种情况都可 

以因1 9 87年及早行动而结清负差"，但是截至1 9 8 6年1 2 月 3 1日止差額 

巳成负数，而且以后也没有结清.这是负差可以成为大量长期应收款项的义一证 

明，而且由于负差的特性，应在表二中如实计算，并在财务报表的说明9 (a)中指明, 

我们也注意到，就有正数余额（总额为$ 10 0万）的2 3个已完成项目而言,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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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没有在同捐款国协商中处理这些未动用资源， 

69. 行政管理当局评论如下： 

"继委员会I 9 8 6年6月第三十五届会i义关于分抠费用^现金相对捐款 

会计基准的1 9 8 6年建议之后，理事会决定目前这种捐款汆信托基金的收入 

勒 支 出 入 帐 基 准 在 外 ， 审 计 团 审 g 这 个 题 之 前 应 继 续 ， , 它 欢 迎 署 长 

为 在 开 署 财 务 ¥ i 中 更 详 载 明 ； 抠 费 用 ^ 政 府 一 Â 对 捐 款 办 理 项 

目的超支情况. 

开发计划署已调査1 9 8 7年底未结清总额:$907, 342负差的3 1个项 

目，在编写本文时，负差只剩下其中的5个项目，总额为10 2 , 765 f包 

括一项差额:$ 90， 748),开发计划署汆有关政府正在追究这些数额的支付问 

题， 

关于巳完成的正差项目，应该指出，虽然项目活动可能巳经完成，该项目 

的结帐在收到所有支付和编制最后预算之前是不算结束.只有做到这点，任 

何剩余余额才转拨单独帐户，而且也才同捐款国开始协商决定未动用资金余额 

的处理。我们将釆取适当行动，取得这些项目的最后预算，并加速其结帐， 

以便同捐款国就任何剩余款项开始协商". 

70. 关于现金相对捐款，我们的审计揭露下列问题： 

(a) 1 9 8 7年现金相对捐款支出（iff 9, 484, 968)没有附加单据，截至 

1 9 8 7年 1 2月 3 1日为止的未动用资源余额( $ 10, 146, 634 )也没有以每 

个项目为基础，因此我不能对这些数额发表意见. 

(b) 关于用当地货币支付的现金相对捐款，唯一以项目为基础提供的单据却按 

计算，因此与按当地货币计算的数字不合， 

(C)年终提供的收入汆支出没有比较，因此无法确定所有个别提供的差额都是 

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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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当局确认没有按项目分列的收入^支出，故着手设计具体的电子计算 

机化数据勒程序，以便在1988年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表一的其他问题 

未清偿偾务与预算经费 

71 . 程序因支出是否由总部承抠而异，总部入帐的偾务具有全年的强制性，外 

地办事处债务只在年终提出.外地办事处的未清偿债务在总部没有单据可依，而 

且我们也无法核査1 9 8 7 年 2 6 0万的数额，至于总都各单位所提出的未清 

偿债务，我们审査了其中的1 7%( ：8；7 4 0万中的$1 3 0万），这传目中的 

3 8 % ( S 5 0万）是没有单据，或没有在1 9 8 8年提出的.行政管理当局进 

行审査已提出的未清偿债务数额，但却没有据此调整开发计划署帐目（参看附表6). 

以往各年未清偿债务"节余"数额中可以看出支用过多倾向的迹象：1 9 8 7年底 

取消了 1 9 8 6 年 未 清 偿 债 务 的 2 3 % ( $ 2 5 0 万 ） ， 因 此 1 9 8 6年预算支 

出是过多的，而且后来的"节余"人为地削减1 9 8 7年支出. 

另一个迹象是，根据一般接受的会计原则^联合国财务条例^细则，未清偿偾 

务只有根据交割概念提出，交割概念承认财务期间的明确划定. 

72. 行政管理当局评论如下s 

"关于驻地代表批准年终提出的未清偿债务的附加单据，我们认为必须向 

总都提交另外的单据来证明他的提出是有根据的.在权力下放的概念范围内， 

我们认为最好依赖驻地代表为此而作的说明.但是，我们将审査我们债务程 

序^财政管制的这方面，使其成为1 9 8 8年正在进行的全面审査偾务程序的 

一部分.这项审査也将包括向核证人重新颁发关于确定偾义标淮及其定期审 

査需要的指示." 

- 4 2 -



净額与总额 

7 3 . 表一所列的两年期预算支出目前是净额，而附表6所列是总额，我们认 

为至少就开发计划署核心活动而言，行政预算应以总额入帐而不用收到的有关收入 

来抵补全球性支出.这方面我们建议各国政府缴付地方办事处费用的捐款详细载入 

袭—帐面（这也表示表一的编制方式，转帐不从自愿捐款扣除）.这将造成19 

8 7年收入湘支出增加$ 14, 943, 311 ( 1986—1987两年期$:28, 503, 420), 

并为实际行政费用提供更正 ^ S S :尽管资金有各种来源. 

74. 行政管理当局评论如下： 

"我们认为财务报表的这种透露是足够的，而且完全符合开发计划署财务 

条例第49条，这一条规定："外地办事处费用的现金捐款应列为两年期预算 

的收入"‧ 表一的编制方式也符合向理事会提交的全部财务资源数据的所有 

其他编制方式，理事会的成员主要关心确实是在两年期预算中开发计划署一般 

资源的费用净额.同时应该指出，由于东道 I f政府可能履行向地方办事处捐 

献现金或实物的义务，而且由于实物捐献不列入财务报表，这些报表是绝对无 

法反映外地办事处的"实际费用"的". 

工作人S应享权利 

75. 迄今为止，虽然诸如事假等工作人员应享权利应算还工作人员，而且即便 

在该人员离职、免职或舍同终止时应该支付，伹是目前到年终时却没有计算.我 

们认为这种枳存福利应按照一般接受的会计原则和开发计划署公开的会计政策予以 

计算.为此，如有必要应制定具体程序，在结帐之前及时提供有关数额.行政 

管理当局同蕙公布财务报表说明1 (b)权贲发生制会计的这项例外• 但是，行政 

管理当局认为它目前的措施"从成本/收益观点看完全有道理"而且也"符合联舍 

国其他组织的惯例"* 

- 4 3 -



m息计算 

76. 由于技术方面的耽误和时间限制，分担费用捐款、詧mm务合同和iHt开 

发计划署的信托基金余额都所*到利息收入当作"杂项收入"计算（表一)• 后 

来在下一年，从执行机构收到的支出数据和分担费用分派完成之后，按照财务科所 

确立的标准将利息收入分派给有关的资金来源。记入利息收入这样延迟一年是权 

责发生制会计的一项例外。因此，表一、九、二十五和二十七的标题"年度收入" 

可以算是错的，因为这些报表所列的利息收入是涉及以前各年.我们认为目前的 

措施是权责发生制会议的例外，这种例外应载于1 9 8 7年财务报表的说明1 (a) 

以期改正1 9 8 8年全部程序。行政管理当局答复，它将"研究是否可能按照支 

出初步估计分配利息收入，如果不可行，则在财务报表的说明中公布所用程序." 

注 销 

77. 至今为止，应收现金和帐款的注销只在署长财务报告中公布其全球数颧， 

细目是用单独文件提供给委员会，注销在财务报表中没有如实载明，因为表一中 

这些数额已从"杂项收入"扣除，不然就已列入项目或两年期支出.但是，鉴于 

1987年数额庞大，行政管理当局同蕙"杂项收入"的注销数额列入附表4的单 

独一栏（$ 110万），由于注销委员会建议在1 9 8 6年经费保留的这笔有问题 

的应收款S 110万，行政管理当局才能够撤销以注销应收款为主要项目的这笔经费， 

伹是，由于1 9 8 7年已撤消：$ 100万数额的另一笔经费（参看第72段），如表 

一所示，撖消净额只有S 140万.我们认为这种解释应列入财务报表的说明中， 

因为财务报表在这方面不够明确（参看说明25 ) 

关于表二的其他问题 

非消耗性财产 

78. 行政管理当局不同意按照委员会1 9 8 6年报告'的建议在财务报表的附 

表透露非消耗性财产的价值.伹是，它同慈署长1 9 8 7年的财务报，露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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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记录中所登记的所有财产的价值。我们虽然赞赏这种透露，伹却注蕙到(a)外 

地办事处财产潰册的缺陷仍然便其无法列入考虑，（^)开发计划署所购买和发展的电 

子数据处理软件没有列入这个数额. 

79.行政瞀理当局觯释说，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供行政便用的所有非消耗性财产没有综合资料， 

现有下列数据是将截至1 9 8 7年1 2月31日为止的非消耗性设备作一舍理 

m - . 

非消耗性设备——外地办事处 《:21 689 076 

非消粍性设备一总部 6 636 639 

电子计算机软件 284 758 

« 28 510 472 

软件数据包括截至1 9 8 8年 4月为止的购置品，开发计划署为各种电 

子计算机程序所制作的软 件研制费用没有单独记录，因为这种软件的主要价 

值只针对开发计划署，我们认为为了清点盘存而重订软件成本是没有意义的， 

由手有外地办 i ^ B t取决日期方面的问题，外地—办一 ^ ^消耗性设备 

价值需要进行一些调整，行政管理当局预期在1 9 8 8年财务报表中将财产 

价值的编制格式正规化。" 

80. 继批准开发计划署在某种情况下开始其由储备金建筑贷款支付的建筑项目 

之后，表二（"开发计划署建筑的进行中工程"）和附表11已列有有关非消耗性 

财产，巧以视为固定资产资本化过程的初步，我们认为这种变化应列入财务报表 

说明 1 (d)和1 (6), 

8 1 . 行政詧理当局解释说，"用住房贷款储备金所建建筑物是该储备金的一部 

分，因此在建筑物完工时将列为住房贷款储备金投资的一部分，目前没有将建筑 

物资本化的计划，因为建筑费最后可以从租金收入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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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继1 9 8 7年执行新会计政策之后，以前外地办事处帐目中列为可在当地 

收回的垫款的住房收入已全部转入1 9 8 7年杂项收入，但是乍得和几內亚舍计 

$ 650, 000则属例外.行政管理当局解释说，在将这两个外地办事处的住房收 

入转入杂项收入之前它需要进行彻底分析. 

83. 行政管理当局同蒽保留"粮农组织渔船舍伙经营"帐目的借方余额而预订 

一笔$ 100万的经费，并在财务报表说明8透露飞机失事所造成的具体债务. 

投资估值 

84. 以外币计值的资产（投资和现金）按联合国1 2月份业务汇率列入财务报 

表（表二）， 伹是，这个汇率反映1 1月底和1 2月初普遍市场情况，而且因为 

1 9 8 7年1 2月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急剧眨值，以这种货币计值的资产计价过 

低，行政管理当局同;t在财务报表说明2 4透露这项过低的计价（1$ 2, 7 0 0万） ‧ 

85. 委员会在1 9 8 6年报告中提及，由于一个政府和行政管理当局对开发计 

划署会计事项适用汇率的歧异，由该国指示性规划数字支付$ 1, 144, 000 . 

1 9 8 7年另有一笔以前没有入帐的损失的剩余款项$ 70, 890也再过帐到该国指 

示性规划数字‧因为请求国际法院对这个案件仲裁暂不适用，而且一直没有采取 

任诃法律行动，我们依然认为这些数额不应由指示性规划数字支付，而应留在暂记 

帐户‧ 行政詧理当局重申它以前的会计处理"同样适用以前没有入帐的损失剩余 

歉项$ 70, 890-⋯."的观点。 

杂 项 

报表的鶬劁方式 

86. 由于委员会以前的建议，行政管理当局同意下列事项： 

(a) 按主要类别重新划分表一所列的不同支出方式； 

(b) 附表6.1列入最后订正概算和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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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将列明投资的三个附表（一般，业务储备金和建筑贷款储备金)舍并成一 

个附表，以反映所有投资实际上都彼此混舍这个事实， 

87. 但是，我们又建议作下列改动： 

(a) 为要充分反映预算编制所用的三个主要类别的支出分类，我们建议"专家 

停廣期间补助金包括病假的费用相赔偿金"应列入表一表内的"方案支助费用"类 

别。 

(b) 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措施基金帐户应视同其他信托基金，与开发计划署帐户 

分开； 

(C)为突出开发计划署帐户的重要性，我们重申所有有关信托基金的报表都继 

开发计划署帐户正文有关所有报表和附表之后附在末尾的建议； 

(<!)为便次级信托基金（参看表二十九）所补充的这些信托基金的财务报表前 

后一致，我们认为这些报表应同舍并资产和负偾一样，合并收入和支出， 

88. 按照委ïiïï"的建议，还应编制关于已设各种帐户的¥的和用途的內部 

书面会计说明。 

89. 行政管理当局评论如下： 

"(a)我们认为继续往年的措施和表一单独一栏列明专家停雇期间补助金 

费用，^括病假的费用和补偿金是比较适宜的，因为这些项目显然不属于"方 

案支出"或"方茱支助费用"的范围，这些费用的性质名义上是应由项目支 

付的专家费用，伹是在这些个柒中，由一个项目进而一国的指规数支付显然是 

不公平的，因为该国从这些费用中没有待到任何好处， 

(b)关于1 9 8 6年报告已向审计员斛释的肇不发达国冢特剁措施基金， 

这些基金为什么在开发计划普帐户内与开发计划署其他主要方茱舍并的历史渊 

源深厚。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揞施基金从1970年代开办以来就被当作最不 

发达国家指规数的一项补充资金来源，这些基金的规划此后一直与向开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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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提供的自愿捐款所资助的资源规划紧密结舍.理事会本身认为最不发达国 

冢特别措施基金是其审査开发计划署主要中心资源的一部分。行政管理当局 

虽然在技术上承认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措施基金可以算是信托基金，伹是认为改 

变这项基金目前的编制方式而将它当作开发计划署帐户的一个构成部分是没有 

特别好处的，一个处理办法是从本基金开办以来就一直采用的，它同时详细而 

明确地公布了本基金的财务状况. 

(0)关于信托基金继开发计划署帐户正文有关所有报表和附表之后附在报 

告末尾的建议，虽然我们认为改变报表和附表排列次序没有明显的好处，但是 

我们将进一步考虑这项建议，因为开发计,署经管的信托基金数目持续增加， 

可能在财务报表中以单独的一栏列出这些数字是比较理想的。 

(d)我们打算象目前舍并资产和负偾一样，执行舍并次级信托基金相有关 

主要信托基金的收入和支出的建议," 

联舍国资本发展基金（资发基金）一表七 

90. 行政管理当局赞同我们分列出"项目支出"和"偿还备执行机构的方蒹支 

助»用"的建议，因为以前这两项数字是舍并在"项目费用"的标题之下. 

91. 资犮基金应收帐款包括部门间付款凭单，年终数额为$ 421, 5 9 7 ,主要 

为一年以上的未清偿项目.I于具有不能收回的可能性，我们建议采取行动，更 

迅速地清算过去未清偿项目. 

92. 未清偿偾务在过去两年内有显箸增长，约占资发基金1 9 8 7年支出的 

40 %, 审査项目事务处向资发基金所提交的未清偿偾务显示，$415， 000事 

实上是涉及1 9 8 8年发出而且不可能当作1 9 8 7年支出的订购单，行政管理 

当局同意将这项调整数过帐， 

93. 鉴于设备在资发基金支出的重要性，未清偿偾务记帐时不用交劐概念的发 

生情况是比其他核心或非核心活动多.由于主要信托基金和次级信托基金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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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年总支出为$ 4， 4 0 0万，和（总额$ 1, 7 0 0 万 中 ） $ 1, 000万未清偿偾 

务同1 9 8 8年支出有关，资发基金1 9 8 7年支出有很多是虚报的，但是，因 

为I 9 8 6年未潰偿偾务中约$800万，如果在I 9 8 6年便用相同的交割概念的 

话应算在1 9 8 7年，对1 9 8 7 年的响净值估计为 $ 200万，即占思支出的 

6%. 这个数目可以算是很大的， 

1 # —― 

预算趋势 

94.为了避免对预算趋势的错误觯释，我们同意行政当局的意见，即开发计划 

署的业务费用应包括两年期预算支出净额，由政府对当地办事处费用的捐款支付的 

预算支出和与费用分摊活动有关的预算外支出.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审计、f示有 

越来越大比例的开发计划署资源用于业务费用， 

96. 1 9 8 7年的亚务费用上升了 10. 2 % ,执行率则上升极为有限（1. 6 % ) , 

平îi^说,业务费用比1 9 8 5 - 1 9 8 7牟期间每年增加了 9. 4%,比1980-

1 9 8 4年期间每年增加了 3, 5%. 如图1所示，业务费用的趋势有急剧的变化， 

行政当局解释说，在很大程度上货币的波动影响了这一趋势.我们不能同意这一 

观点，因为对货币波动的影响作完全的分析后必然会、f示出各种类别的支出受到汇 

率变动的不同影,的复杂型态.这项分析并未列入文件，但不能以它说明上述趋 

势的重大变化，这些趋势、f示，要象行政当局在提出本预算时所承诺的那样在 

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期间将业务费用稳定下来，将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96.业务费用不仅增加了，而且如下表和图2所示，它们在开发计划署资源中 

的比例也日益增加了• 从1 9 8 3年以来，除1 9 8 6年（15. 4 % )外，业务 

费用占费用总顋的比率一直是在1 6 % 左 右 , 过 1 6 % . 虽然我们很同意行政 

当局的看法，即要决定最合适的比率并非易事，但我们要强调的是不超过1 6 % 的 

承诺是由行政当局针对理事会对业务费用的趋势所表示的关切而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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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行政当t提iB意见说: 

大比例的开发计划署资源，而我们也关切这一发展情况，但我们要指出的是并 

没有什么先验的方法可以决定哪一种百分比才对这一独特的组织合适•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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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开发计划署的业务支出 

(百万美元） 

1 M 0 1981 1982 1983 1904 198S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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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开发计划署的业务支出相对于总支出 

1980 1981 1982 1983 1964 1985 1986 1987 

^ 如 上 文 第 9 4段所说明的，本表、f示了开发计划署的业务费用占下表所列开发 

计划署总支出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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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协调，咨询服务，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等.因此，开发计划署的预算同其 

指规数的执行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此外，预算同方案执行之间并无年度与 

牟度间的直接关系.最后，在分析这一上升中的比率时，还应当对19 8 0 

年代方案执行率的下降给予适当的重视. 

"此外，必须强调我们从未对某一特定的百分比作出承诺，因为业务赛用 

的数额必须用实际的工作量数额一包括与指规数的执行无关的那些因素一去衡 

量 ， 另 外 ， 第 9 4段最后一句意味着署长作出了在1 9 8 8— 1 9 8 9牟将 

业务费用稳定下来的承诺：虽然我们肯定会确保将支出局限在理辜会核可拨 

款限额内，但我们一直都保有向理事会提议对拨款额作必要调整的权利，理 

事会第88/46号决定核可的非洲提案就是一个例子， 

"不过，署长作出承诺，要确保符合其被赋予的职贲，使开发计划署的预 

算尽可能儉省和获得成本效益". 

开发计划署由项目支付的业务费用 

98. 以上所审査的趋势是根据保守的数字而来，因为有一部分业务费用是直接 

由项目预算支付，没有在开发计划署两年期预算中反映出来，特别的例子有方案 

支助项目和由项目预算支付的开发计划署工作人员费用‧ 

方案支助项目 

99. 从前被称为支助项目的项目类别已在1 9 8 4年由两个新的类别所取代， 

这两个类别是：方案后勤支助项目和综合项目.设立这两个新的类别是为了便于 

明确区分与项目有关的费用和与行政有关的费用.但是，尽管在1 9 8 4 年 9月 

已颁布了关于方案后勤支助项目的详细准则，都没有就综合项目颁布这类准则，此 

外，方案后勤支助项目准则并未加以执行.因此，所预期的区分并未作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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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项目仍然要支付行政支出和方案支出两者.行政当局根据审计委员会1986 

牟的报告所载的意见，对所有方案后勤支助项目作了总的审査.在52个项目中 

有19个项目被认为有问题，因为它们事实上提供了属于行政性质的支出的费用. 

作为结论，我们建议： 

(a) 立即颁布关于综合项目的严格准则； 

( b ) 加强审査方案后勤支助项目，以便中止不遵行区分准则的项目； 

(C)由项目支付的行政费用要列入行政预算内， 

100. 行政当局提出意见如下： 

"虽然行政当局同意在执行1984年所釆行的关于方案后勤支助项目的 

准则方面存在着问题，但不可忘记准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均有助于加 

强区域方案支出与行政支出.主要的问题在于方案支助项目逐步结束的过程 

缓慢，在准则提出时仍在进行之中.由于我们审査的结果，现已釆取了办法, 

确保在未来6到1 2个月期间老的项目会结束掉.此外，按照审计员们提出 

的 建 议 ， 1 9 8 4年提出的方案后勤支助项目准则箪案现正再次加以审査，以 

期尽快颁布订正准则. 

"我们完全同意审计员们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但是必须指出，这个建 

议并未怀疑方案后勤支助项目的用处和合法性，但是它指出由项目支付开支并 

不符合准则，应由两年期预算支付.应加指出的是，在准则于1 9 8 4车提 

出后才制订的项目一般都按所设想的预以制订和执行". 

由项目支付的总部工作入员 

101. 共有48名总部员额工作人员是由项目预算支付Î其中8名是经理事会核可， 

另外1 1名据行政当局说是理辜会所熟知的‧ 但是对于其余的2 9名工作人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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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什么解释，我们注意到这并不包括在1 9 8 7年变成"常设化"的六名员额, 

当时这些员额被列入行政预算内.我们建议所有2 9名员额都同样列入行政预算 

内. 

102.行政当局解释说由项目提供经费的员额可区分成三类即(a)理事会核可的 

由项目提供经费的员额，（b)因理事会决定设立全球项目和区域间项目而成立的项 

目执行股，及 (C)专门技术支助人员. 

行政当局又提出意见说: 

"虽然总部由项目提供经费的员额数看来高了些，但是开发计划署很有考 

虑到有必要把这些安排限制在合于以上三个类别的范围内.在这方面，有几 

个由项目提供经费的员额原来并不符合这些标准，现已加以正常化.行政当 

局对于在总部设立项目员额有严格的管制，并已进一步在作业上管制，以确保 

只保有上述三类员额.最后，应加指出的是，最近的理搴会会议充分说明了 

这种安排，而理事会成员虽然强调.有必要谨慎控制这些员额，但并不反对目前 

的做法， 

103.行政当局采取的行动导致了总部的重大改进，在1 9 8 7 年 ， 3 2个单位 

中只有2个超用了分配歉项，而1 9 8 6年有8个.但是，有若干款目的支出超 

过了分配的款项，这些用款本来是应当由核证人密切核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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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用途 单位 超用(百分比） 

頋问 项目执行处/项目事务处 26. 3 

阿拉 伯国家和欧洲区域局 18. 9 

加班 审计和管理情况审査司 51. 8 

训练 人事司 6. 0 

其他工作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局 18. 7 

人员旅费 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 33. 7 

项目执行处/项目事务处 20. 3 

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 7. 7 

104.在外地办事处一级情况更为严重.虽然在牟终时超用其分配款项总额的 

外地办事处的数目与1 9 8 6年比较已有所减少（从3 0减至2 3 )，但是1987 

年的数字仍很显著，因为占有所有外地办事处总数的2 0 % . 超 用 5 % 的 有 1 2 

个外地办事处，超用5%至1 5 %之间的有其他10个外地办事处，有个外地办 

事处达到了 4 1 %.在支出用途方面，超用情况则更为广泛和明显， 

不正当转移经费 

105这种超用情况说明了核证功能的执行上的弱点（财务细则1 U 3 ) , 特 

剁是我们注意到虽然总部各单位一年来都能密切注意其财务承诺，但是各外地办事 

处并未记录其一年之中未支付的款目。因此，由于只有已付款项被记录下来，对 

于分配款项的状况各外地办事处的核证人并不能确保支出不会 超过每一分配款项所 

提供的资金。财务细则 1 1 4 1规定核证时应指出"已经有了满足现有要求和 

预期的要求的必要资金"。 

1061行政当局提出意见如下： 

«{a)我们认识到出现了总部有几个单位在1 9 8 7年的支出超过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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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额的具体例子，但是已采取了具体步骤补救这种情况，开发计划署的预算 

科正就预算纪律的主题进行广泛的宣传，这一运动应有助于使未来的预算纪律 

问题减至最小程度， 

"宣传运动的主要特点包括如下： 

"H定期向所有单位提供支出与核定分配款的报表， 

" «强调核证人的作用和功能。 

"曰印发《总部预算手册》，这一手册是财务司预定在 1 9 8 9 

年印发的综合《总部财务手册》的先行本。 

"m印发可供利用个人电脑的预算辅助材料.这种预算辅助材料 

是为了使用户能够审査其支出与分配款项对照情况而发展出来的一种管理工 

具；这一系统也将使用户能够将可预见的承付款项作为"指定用款"记录下 

来，从而就相对于分配款项的实际支出和预计支出提供最新状况。 

举行非正式训练课程。为期一天的训练课程目的是要使工作人 

员熟悉财务管理的原则,政策和程序，将于1 9 8 8年末了期间举行. 

"因此，行政当局认为已作出的努力和^要采行的额外管制将确保出现更 

严格的预算纪律，从而使款项的超用减至最小程度‧ 

"(b)至于各外地办事处，必须强调的是问题的性质同总部的大有不同，因 

此不是很容易有快速的改进。行政当局已意识到外地办事处一级超用款项的 

问题，正设法以各种方法去处理，但是都还没有产生结果.正常的程序是由 

驻地代表于必要时提出订正分配款额的要求；开发计划署预算科同各外地办事 

处从事着这种性质的广泛联系.每当出 «支时，即促请负贵的驻地代表予 

以注意，不仅要求他解释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而且还要同他（她）的核证人 

一起审査有关的财务细则，另外也定期向各外地办事处发通报信，就如何改 

进预算6^执行状况提出建议.财务人员被要求就年终支出作出执行出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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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和（或）审査其分配的款项。此外，每当外地高级工作人员访问总 

部时即与他们讨论预算问题，并为当地工作人员和核证人与签核人举办训练. 

"在更为一般性的层次上，本组织正试图通过采购和装设现代设备改进通信 

等领域的缋效。在过去一年电脑化也莸得了动力，目前正在整个外地网络中 

采行一种新的会计软件套"外地办事处自动化会计系统"。1 9 8 9年，这 

一软件套将加以护充，加入一个义务组件和一个预算控制组件，我们深信这些 

措施将对预算纪律有即时的影响。原因是纪律的缺乏往往反映出作业环境存 

在着难处，即使是最好的预见也照顾不了货币波动或价格增加等情况。 

"工作量增加的另一个来源是外地办事处所处理的任务和资金的增加，在这 

方面，理事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已核可了加强非洲的人员配备的一项主要提议。 

由于大部分预算管制问题都是出现在非洲，除其他外，这一提议旨在加强该区 

域各外地办事处的行政能力"。 

预算政策 

从外地调动资源到总部 

107。 审计委员会在其1 9 8 6年的报告f中就预算的管理方面所给予行政当 

局的几乎完全的弹性作了评论：在1 9 8 6 - 1 9 8 7年，在$ 3. 2 5亿的总额 

中有$ 2 . 8 8亿（即89% )拨给单一的"经费项目"之下。在这方面，据了解 

行政当局的决断权是受到内部管理规则的限制的。这些规则禁止将资源从外地办 

事处调往总部和从人事费调往一般业务支出.行政当局在其1 9 8 6年的报告中 

对审计委员会的答复中说，调用资源的概念是指"资源明确从概算的其他方面提 

用"的情况。 

108. 下表列有1 9 8 6 - 1 9 8 7两年期期间从外地调动资源到总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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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相对f经费 1 9 8 7年 1986-1987两年期 

总部超用 +S3, 058, 700 +$ 1, 308, 000 

外地办事处节余 -$7y 000, 400 -$18,018, 500 

因 此 ， 1 9 8 7年和两年期都有资金从外地办事处调往总部，行政当局答复 

说, 

"调动资金完全是属署长的管理权限。应有某些内部的管制，而且也采行了 

这种管制，以确保是在认为符合整个组织的利益时才调动资金，这种内部的管制 

是达成审慎预算管理目的的手段"， 

虽然这种一般性声明大家都赞成，却违反了上述公开的内部政策规则. 

109.行政当局又提出意见如下： 

"可用百分比摘述相对于经费估计数的支出如下: 

总 部 外地办事处 共 计 

人事费 103. 4% 90. m 94. 9% 

一般业务支出 96. 1% 89. 3% 92. 1% 

共 计 101. 3% 90. 3% 94. 296 

从这一摘要可以明显看出，唯一可说是资源调用的情况是从外地办事处的 

人事经费调动资源到总部的人事经费。这一调用的主要原因是： 

(a) 总部存有若干多余的或借用的员额，反映出管理部门有意识地尝试去 

处理总部各单位的具体人事案件或工作量问题。 

(b) 管理部门有意识地要在零增长预算的情况下采行利用临时助理人员资 

金对总部的工作量压力作出灵活反应的政策。这主要归因于署长核准特别临 

时加强非洲区域局，该局已由理事会第8a/46号决定予以正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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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总部的所得税偿款预算估计数超用了很多，约达;$ 4 0 0万，由外地 

方面同一用途支出的等额节余加以抵销。这是因为几个月前预算制度取消了 

构成部分2(非薪给单共同人事费）后总部与外地之间的分配上所产生的技术 

性 问 题 。 1 9 8 8 - 1 9 8 9年概算的两年期中期订正中已加以改正。单 

单扣除这一技术问题，总部人事费用的超用即可低于1. 4 % " 。 

支出类别间的资金调用 

lia审计委员会在其1 9 8 6年的报告中就支出超过拨款的若干案例作了评论， 

其中特别提到电子数据处理和临时助理人员两项。我们审査了两年期后发现，第 

一种愤况中支出（不包括工作人员费用）超过1 9 8 7年6月提交给理事会的两年 

期订正概算达33 m、第二种情况中超过了 22 5%。 这是以下要更详细讨论的 

题目， 

11L到1988年4月为止，总部有6 2名工作人员是由临时助理人员预算款项 

提供经费。—其一中有3 5名工作六个月或六个月以JT超过了临时助人员的任命, 

其中一些在开发计划署工作了几年，并有永久合约。行政当局答复说，"需要这 

种临时助理人员的主要原因是对于开发计划署，尤其是对总部该署各单位的人员数 

额施以极为严格的管制。我们认为，在预算紧缩的时候，临时助理人员是处理这 

种问题的灵活合适做法"。 

112.在评价人事费概算时也采取了灵活做法。我们对核定员额表和员频实 

际满足情况的审査显示，有相当多的高职等员额并未填满，虽然其现任人员数比较 

低职等的员额多。因此，组织的实际人员配备与核定员额表有偏差。由于人事 

费是根据每一员额叙级的职等编制预算，而不是根据现任人员的叙级，又由于等级 

结构是对比实际的员额表提升，因此常设员额的经费节余是内在于预算中的。内 

在节余的另一个来源是编制预算时的出缺率（1. 5%)低估了；如果把实际出缺 

率（2。 5 %至3 % )估计得更为相近，预算估计数就可低些。最后，有若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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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10名国际征聘员额和5 1名当地征聘员额）是由预算提供经费，虽然有关的 

相应外地办事处并未作业。国际征聘员额是为其他组织单位工作。所有这种员 

额表与实际人员配备之间的差异都产生自动预算节余。管理部门强调到目前为止 

并未将这些节余调用到一般业务支出，但是我们注意到常设员额下的节余有被调用 

到其他类别的人事费如临时助理人员费用等。 

113. 作为我们对两年期预算审查的结论，我们建议更严格地执行预算纪律， 

将目前由项目支付的业务开支和人事费回复由预算支付，并停止由外地调用经费到 

总部。更重要的，应更多地注意釆用何种方法去限定业务开支的最高限额和限制 

开发计划署支出中的业务开支比例。 

114. 署长提出了以下补充意见： 

(a) 关于电子数据处理，行政当局强调在两年期间，"家俱和设备的支出 

(包括电子数据处理）比经费估计数超过了 5 4%. 这是因为开发计划署管 

理部门有意识地采取了在全组织加速办公室自动化过程的政策决定"• 

(b) ê ^ m m Â ^ T ^ ^ m m ^ 

"如果不把临时加强非洲局的情况.包括在内，总部临时助理人员的费用 

超过经费估计数的数额为s 126 5 0 0 , 即 7 % 。 就整个组织来说，即把外 

地包含在内，如果不计算非洲，开发计划署的临时助理人员费用并未超过其经 

(C)最后，关于工作人员概算，行政当局提出了以下意见： 

"人事费的确是按员额的叙级编制预算，人事司是在这些概算和理事会核 

定的员额表范围内进行工作.为了让现有最合适的工作人员填补一个职位， 

行政当局有时的确是让比该员额较高或较低一个职等的人员填补该空缺.同 

样的在少数情况下，现任人员可能被要求填补较高或较低两个职等或更多职等 

的职位，这是在管理一个复杂的组织时所需要的正常灵活性，绝不是为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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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省钱。事实上作为一般规定，人事费的节氽并王用作一般业务开文，即 

使这是属于行政当局的权限.1. 5%的空缺因素同样并不是内在节余的来源j 

而是在向理事会提出总概算时，其数额会有所减少，行政当局的政策是要把 

实际出缺率尽量保持到最低程度，因为开发计划署从最好的情况来看也已经人 

员很紧，可能时须将所有的职位补满。因此提供预算的假设是出缺率将会减 

少，而事实上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预算是按1- 5%的出缺因素预测， 

我们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指标，即使实际的比率为1. 5 % 至 3 % . 总 

括而言，我们认为开发计划署目前估计人事费的做法是完全合适的，我们重申 

开发计划署并未将人事费的任何节余调给一般业务支出使用。任何这种节余 

事实上已在两年期末转回到开发计划署的一般资源"， 

方案管理 

方案执行和周转情况 

全面分析 

115. 1987年方案开支总额运;S 70， 2 0 0 ^ ,其中 $ 59,200万是指示性规划 

数字方面0^支,S 7, 900万是费用分摊开支，其他;S 3, 100万是补充方案资源 

方面的开支.对开支各项的分析显示： 

(a) 1987年，方案开支总额增加1.6%,如只考虑指示性规划数字则为5% 

( $ 59,200万对$ 56,300万)； 

(h) 1987年的指示性规划数字开支目标（S 59,070万)因而获得实现.但 

事后由行政当局确定和分派的费用分摊开支从:B 9, 0 0 0万减少到$ 7, 9 0 0万， 

也就是说，指示性规划数字方案准备工作所反映的进展是以牺牲费用分摊项目的执 

行得来的； 

(C)政府作为执行机构的份额从1986年占总开支频5. 8%增加到1987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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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项目事务处执行的开支份额从7%增加到8%,其他执行机构的份額从 

8 7 %减少到8 2 % ; 

(d)捐款总額增加12.2% ( $ 102,,500万对91, 4 0 0 万 ， ‧ 

因此，捐款收入和开支之间的差距扩大，从而增加收入超过开支的数额，以致影响 

一般资源的平衡及周转情况，周转情况包括正式设立的准备金和若干减去积存的 

不可兑换货帀的未用余额.下表为组织的周转情况的变动： 

(百万美元） 1986年12月31日1987年12月31日 

一般资源 278.9 U86.U 

信托基金结余 185.9 19»*. 5 

未用捐款 190.8 

业务储备金 200 200 

建筑储备金 ！ _ 2 5 _ 

共计 857.0 1 096.7 

11&主要捐助国货币对美元继续升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收入超过开支增加的情 

况 . 据 开 发 计 划 署 财 务 科 估 计 ， 1 9 8 6年1 2 月 3 1日收到的自愿捐款数額比 

相对的原来认捐数值多出S 5, 230万，但除了没有计及币值波动对开支造成的 

彩响之外，这个因素并不能解释上述的差距。 

执行工作的困难 

117.在区域一级，虽然全球的指示性规划数字和赞用分摊项目执行量在1986 

年和1987年间有所增加，但在阿拉伯国家的开支总额却下降17.2%(从》 6,740^ 

减到$ 5, 580万)这并非开支目标或指示性规划数字相应减少所造成，而是因 

为准备工作绂慢，以致执行i比预期速度为慢.在国别方案一级，最不发达国家 

的执行量在1 9 8 7年下降（有的国家是连续第二年下降），从而显示出虽然指示 

性规划数字和开支目标已提高，但仍然有较严重的问题待觯决.正如在19 8 6 

年向理事会提出的报告'所指出，执行j增加主要似乎来自潜力较大,执行能力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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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国家.至于执行记录较差的国家（撇开不算受武装冲突响的国家 ) ,提f t 

执行:t的问题仍有待觯决，这些国家往往是最不发达国家，所以，根据邇过的新 

准则，是指示性规划数字会比平均增长得快的国家.这也许可以由最不发迗国家 

特别措施基金承付的方案开支在1 9 8 7年大幅度下降，从s: 1, 030万减到 

» 770^ ( 一 25%),获得证实。 

lia行政当局的意见如下： 

"(a) 1 9 8 7年费用分摊项目执行量减少，这主要是因为1 9 8 7年是 

第四周期的头一年，重点在于加快指规数方案的准备工作.因为这是开发计 

划署的主要责任.虽然开发计划署可酌情在指规数和费用分摊开文之间划拨 

开支，但对1 9 8 7年开支情况作较伃细的分析显示出，费用分摊支出减少主 

要是因为第三方分摊费用减少。下表对1 9 8 6年和1 9 8 7年进行比较: 

(百万美元, 

费用分摊开支 1986年 1987年 

项目费用分摊 65.0 65.6 

方案费用分摊 6.5 3.U 

第三方费用分摊 20.5 10.1 

90.0 79.1 

"我们对第三方费用分摊减少没有完全的觯释，我们假定在资源短缺时 

通常有这类资源补充指规数资源，伹1 9 8 7年资源并无短缺.根据目前的 

预算水平，和1 9 8 8年为周期第二年，方案准备工作将大量增加的事实，我 

们估计指规数和费用分摊开支在1 9 8 8年均会有所增加. 

"(b)关于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距，虽然开支在1 9 8 7年间略有增加， 

但收支差距在该年进一步扩大，开发计划署一般资源未用结余增加约S21,800 

万（从1 9 8 6年底的$ 31,400万增加到1 9 8 7年底的S 53, 2 0 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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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审计员在其报告第116段所指出，未用结余增加并不仅是因为在1986 

年 1 2 月 3 1日，收到的自愿捐款的美元价值比相对的原来认捐数值增加约运 

S 6, 230万.这也是因为相对于开发计划署其他主要捐助国的货帀而官， 

美元在年度间相对疲软，便开发计划署所持有的货币的美元价值大幅度上升. 

1 9 8 7年，货币升值及外汇方面的其他收益共达S 9, 2 0 0 万 . 利 息 收 入 

约为$7 , 0 0 0万，也是1 9 8 7年收AM过开支的因案之一. 

" ( c ) 正 如 在 1 9 8 7年和1 9 8 8年向理事会觯释那样，署长已拟订战 

略在19 9 1年以前完成执行整个第四周期及第三周期遗留下来的那部分指规 

数 .虽然备有额外的方案资源,但在1 9 8 8 年 6 月 3 0曰理事会作出88/ 

31号决定以前，署长的开支权力被限制于1 9 8 5年6月原来核准的指规数 

水平，鉴于现在已议定一个修正指规数范围，开支目标将予修改，以便在本 

周期所余时间内提 i i方案执行量，但由于提鬲执行量需要一段准备时间,收 

—X^^i^M的差距会继i扩大一段时间；fWSS^is一直至在周期结束前运到 

正常比例。 

"la)认识到阿拉伯国家区域若干国家的1 9 8 7 年执行量偏低 .这主 

要是因为理事会迟了审议和核可若干国别方案和阿拉伯国家区域方案.已采 

年区域的执行i将有所增加，1 9 8 9年和以后也应有进一步增加. 

"(e)认识到在基本设施薄弱的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执行工作所 

遇到的困难，有关区域局对此逐一加以分析，以提供支助，觯决遇到的具体 

问题和困难.例如，向这些国家派遣特浓团提供支助活动并在当地为开发计划署 

工作人员组织训练.此外，开发计划署在过去两年来除了提供项目拟订，监 

作的进一步发展，重点逐渐放到执行问题未能觯决的国家.虽然这种努力可 

能要延续到198 9和199 0年，但开犮计划署应在周期内按照预计水平为 

这一组国家执行质量良好的方案。" 

：、拟订和执行速度.预计同1 9 8 7年比较，1988 

随者周期工 



区域项目 

119. 在开发计划署为等备第四方案周期进行内部审査时，许多第三周期区域项 

目的设计湘执行受到批评，这些批评许多同我们的看法一样： 

(a) 很多项目设计有问题，目标不明确或野心太大,可行性问题没有获得充分 

注意，和没有在尽可能情况下制定数量指标.行政当局知道这种情况并回答指出 

已釆取步骤改良项目设计的质素。伹即使更为严格地审査，进行中的区域项目将 

因原来设计差而在整个项目寿命中受影,. 

(b) 如果项目的主要部分，以至其中心目的在于经常向政府或机构提供补助， 

以支付研讨会和研究金的行政费用，或提供业务费用或设备（特别是车辆），这些 

项目是否符合开发计划署的职权似乎值得怀疑. 

(0项目监察工作的IS本问题是外地办事处、政府、执行机抅^在现场的专家 

协调不足，没有充分交换资料.遒成这种情况是因为缺乏及时和适当的报告和评 

价工作不足.继续进行中的区域项目往往"已执行多年，对这些项目来说，这些 

问题尤为严重：项目成缋可能很差，II在没有评价和调査的情况下，项目经常被延 

长， 

机构支助 

120. 较具体地说，大多数区域项目是向当地或区域机构提供全球支助.大家 

闳意建立机构是一个长期过程，啬要长时间的外諼，诅这些嫒助应有明确的时It , 

以最终买现自力更生.伹在许多情况下，项目的目标并没有与被支助机构的一般 

发展区分出来，也没有拟定开发计划署可逐步ai出或较清楚地确定其支助范al的计 

划 .因此，这些一般在 1 9 7 0年代开始的项目目前耆来已不合时宜.但它们 

往往还是被延长.行政当局觯释说，已勞力将开发计划署的嫒助从机构支助转移 

到资助由这些机构执行的发展项目，虽然这种转变不能操之过患，我们认为，应 

特别注意避免任诃重新回到机枸支助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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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助工作不足 

121. 区域项目涉及几个受援国，所以更需嬰密切和协调的支助工作.伹外地 

办事处的重点大多在于国别项目，甚至特等驻地代表也缺乏基本资料，不能充分密 

切地监察区城项目.在许多情况下，特等驻地代表负资的项目主攀为在其他a家 

执行的项目， 

122. 此外，我们注意到，一般来说，区域项目还有受援国政府没有充分参与的 

问题，这特别是在评价需要，拟订项目，和最主要一项——财政捐助方面.我们 

认为，除了其他步骤外，应增加捐款额，以确保项目的所有参与者全心全意致力于 

项目的成功. 

123. 关于区域项目，行政当局的意见如下： 

"一般来说，署长已釆取措施使项目的设计7拟订、评价和执行程序进一 

步合理化‧‧‧‧‧‧‧‧。 对区域项目的系统和深入评价越来越有助于改善在继续进行 

中的区域项目的设计、影嘀力和成本效益。在过去，这些项目可能没有经过 

适用于第四周期指观数资助的区域项目的间样严格拟订湘评价程序，此外， 

通过定期编写国家间方案营理计划，向驻地代表、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分发 

这些计划，和逋过扩大向在本国负贲区域项目的政府官员提供的训练和讲习班， 

项目的执行（包括监察和支助）和项目结来的传播已大为改善.驻地代表与 

政府协调和/或对应机构买行定期开会的t法也大有助于提高区域项目的效力， 

包括酌情在业务方If与国别项目配合. 

虽然一向有区域项目具体目标与区域机构的一般发展混在一起的问题，伹 

署长近年釆取的措施已显著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情况今后应进一步减 

少，甚至完全消除.伹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这个目标可能嗇要多一点时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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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和区域间方案,及民;^觯放运动方§ 

记入项目帐内的行政费用 

124.与区域间方案、全球方案*民族觯放运动方案有关的行政费用似乎被记入 

项目帐内，所以被作为项目开支计算.全球和区域间项目司的一个员额、非洲区 

域局为民族觯放运动设立的一个员额湘一个当地办事处的八个员颡中的五个员頟均 

由项目预算提供经费.行政当局同意并已执行纠正行动.1 Ë我们注意到，在关 

于从1 9 8 8—19 89年起将有关五个员额的费用记入行政预算帐的请求被拒绝 

后，上述最后一个项目在1 9 8 7年已被延展.因此，我们重申以前提出的看法, 

125.虽然了解到项目开支方面征收的间接费用百分比是以：均衡律"为基础， 

但如果"执行"机构没有实际投入，或支助费用由另一经费来源支付，则不应收取 

间接费用。明显的例子是，许多区域间项目以不受限制的捐款支付在农业、能源、 

渔业和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核心专家队。这些专家队通常驻在联合囿各专门机枸， 

向这些机构支付的有关费用铪它们带来以一般费率计算的方案支助费用.此外， 

当专家队被委托负责执行国别、区域或信托基金项目时，有关专门机枸又在相应的 

开支上收取多一次间接费用。鉴于执行机构的业务费已经由上述捐助国提供的不 

受限制捐款支付，这种做法更形过份。这方面的其他例子包括上述提供五个行政 

员額，给项目事务处带来间接费用收入的项目，和农业研究项目.后者由研究中 

心执行，一切实质性和技术性后继活动由全球和区域项目司进行。当前情况的转 

点是，联合国系统内的组织或组织单位之间的财务关系愈来愈错综复杂，从而出现 

更*的机会，使一个单位可就另一个单位的活动征收这种值得商榷的"手续费"或 

"费用"。行政当局不同意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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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除了上述关于具体项目类别的意见外，我们在查访外地办事处时实地和根 

据档案审查了若干国别项目.有关的意见和评论已在1 9 8 8年分别以訾理信伴 

通知螫理当局• 我们不想在本报告内简要复述那^意见，但著重指出两个一般性 

结论供以后审议也许是适当的， 

127. 我们对作为筹备第四周期的投入而汫行的第三周期方案评价的审査，及我 

们的实地观察得出的一般性结论是，这小方案包括过多领域，资源囡项目太多而分 

散 .在第三周期核可的 4 ， 706个项目中，接近三分之二在;$400， 000以下.这 

并非说大型项目一定比小型项目有效，但我们认为，这强烈显示出，国别方案没有 

充分注重关键领域，为协调各不同专门机枸的方案和活动而釆取的措施的效力不一 

定能够漪足情况的需要。 

128. 我们注意到很多项目的目标，至少部分的目标是支助囯家对应机构的行政 

和业务费用，以加强这些机构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项目在某种程度上被用了 

来代替国家预算.这往往造成需要支助或在有的情况下需要建立一些国家政府除 

了不断由项目预算提供资源外无法维持的机构。这种努力一般被认为是在实现自 

力更生的进程上必须经过的短暂阶段，但这小过程极为长远，而且在大多数情况 

下无法实现.囡此，延长或继续原来项目的诱力极强。我们在不同国家碰到各 

种这类项目的例子.这些项目名目不同，为求实现同样这小难以捉摸的目标而努 

力1 5年或更长的时间，但在自力更生方面却只有极少进展或毫无讲展‧ 然而， 

这些项目照样继续下去，囡为莸支助的机枸如无囿际援助就可能袴下来‧ 囡此， 

我们建议特别对涉及机构肄立工作的项目汫行审查，以确定在合珲.范III内，这些机 

构是否有可能自立起来。 

129. 行政当局的意见如下： 

"(a)开发计划署继续认识到国别方案"分散化，，可造成的不良后果•应 

注，的是，根据"协商一致意见"，开发计划署必须按照理事会核可的指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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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方案作出反应和执行国别方案.开发计划署也认识到许多小型国别和国 

家间项目作出关键性贡献，通过费用分摊和共同供资安排调动数额相当大的辅 

助财政资源。此外，行政当局继续进行利用技合评价和方案活动及中期方案 

评价等具体措施，加上在业务方面对具有共同部门主题或发展主题的项目进行 

的协调，项目和方案的成本效益大有改善，开发计划署将继续有系统地审査 

这些措施的效果。 

"(b)开发计划署完全支持特别对机构项目是否能够维持下去的问题进行 

审査的建议，在拟订新项目时已较重视项目在开发计划署资金撤走后能否维 

持的问题。虽然每个问题必须视个别情况而定，但财政和行政能够自立的一 

般原则极为重要，项目评价、三方审査和其他评价工作将继续对此将加以强调。 

项目筝务处一 ―—~~ 

项目爭务处的业务费用 

130. 理爭会考虑到管理方面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工具来替各国政府直接执行各项 

目，于是设立了项目亊务处.项目爭务处的业务费用从1 9 8 5年的!8； 7 0 0万 

增加到1 9 8 6年的S 8 9 0万和1 9 8 7年的S l , 1 0 0万，而执则从1 9 8 5 

年的$8490万增加到1 9 8 6年的S 12, 580^和1 9 8 7年的!$ 15， 550万. 

业务费用为支助费用收入所抵消.开发计划署资助项目的间接费用率为11 

由其他基金资助的项目则为5%至13%左右，并且以收取管理服务费的形式加以 

确定. 

方案支助费用收入 

131. 至于由指示性规划数字和信托基金资助的项目，项目事务处的贡献同传统 

理解的"项目执行"几乎不相关的。委托项目事务处执行的全部项目中只有三分 

之一左右（按钱计算）是照"执行"的传统加以执行的。方案支助项目就不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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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地执行的， 

目的参与基本 上限于记帐，由于这些项目直接由其他开发计划署单位（外地办爭 

处，区域局,全球性和区域间项目司一..）直接处理和监督，项目爭务处没有作出技 

术或实质性的投入.项目爭务处对这种开支征收11%的支助费用，这是对乘付 

费用的过分补偿(1 9 8 7年仅仅从总项目开支支付的方案支助费用就收到了 i»130 

万）.如果没有这种收入，为了抵消业务费用，对其他项目的收费就必须显著地 

提高. 

132. 理爭会第三十届会议第83/30号决定授权把过剩的方案支助收入从一个 

两年期结转到第二个期，但以不超过第二个两年期总拨款的1 0 %为限.一 

再出现的结转（1 9 8 6年I！ 9 0 万 ， 1 9 8 8年的S 2 2 0万仅仅助当于1986 

一一 1 9 8 7两年期S 3 9 0万总支助费用收入盈余的5 7 % )是同对所有开发计 

划署资助项目的间接费用率1 1%和所涉的真正工作量之间的结构差距相关联的• 

133. 行政当局评论如下："行政当局不认为可以证明收入â余的大小是同从某 

一类指规数资助项目得到的收入相连的。提供管3iM务所得的补偿是在项目事务 

处整个行政费用的基础上计算的，而不是任何收入类别的一个净额数字.无论如 

何，收入S余大小的实际意义不大，因为从一个两年期结转到下一个两年期的款额 

仅限于新两年期拨款的10%,任何额的盈余都归还给开发计划署的一般资源，开 

发计划署其他单位对项目亊务处处理的项目有实质或政策关系的亊实并不等于说项 

目爭务处不必监督和支助这些项目.不过行政当局同意在某些时候釆取加强项目 

亊务处作用的措施是适当的，因为这样可以使它能够更好地完成其任务.项目事 

术和支助服务和满足特定项目的迫切需要。例如，项目爭务处于1 9 8 7年从其 

行政预算中为有关具体项目的技术服务使用了!2:214,000,而在1 9 8 8年的头三 

个月里为相同目的支付了 iS 167,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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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合同的费用 

134.项目爭务处在项目执行上比其他执行机构更多地依靠分包者（占1 9 8 5 

年执行量的 3 1 % ， 1 9 8 6 年 的 4 0 % , 1 9 8 7 年 的 4 8 % ) , 行政当局承 

认，分包令到部分方案开支实际上用于支付分包者本身的业务费用和加成。行政 

当局评论"许多项目工作的性质证明这笔额外费用是合埋的"，项目筝务处 

的服务尽管表面上有较低的间接费用率，但整个来说其服务是比各机构较为昂贵的. 

行政当局进一步评论说，"它不认为项目爭务处服务比其他机构更昂贵的说法是正 

确的；服务的费用不应该以某一人任意的顾问每日费率标准釆量度，而归根到底是 

要視服务的质量和及时性而定"， 

135.项目爭务处的执行量由于管理服务协定的大量增加而大为提高：198 5 

年为项目爭务处活动的12.4% , 1 9 8 7年增至33%，而其他类别的执行则大 

大减少，尤其是在开发计划署核心和信托基金项目方案。后者项目的执行率（70 

—7 3 % )显著地低于管理服务的（8 2 % ) . 行政当局同意说，"开发计划署 

核心和信托基金项目占项目爭务处负贲项目的百分比有所下降，但它强调这类项目 

"就绝对数字而言和在财政基础上出现了显著的增加"，行政当局进一步解释说: 

支，，* 

项目爭务处的第六部门 

136. 1 9 8 4年决定取消区域项目RAS/81/111 ，"发展训练和通讯规划"， 

并把这个产生收入的项目建立成为外:务单位。"发展训练和通讯规划是项目爭 

务处的一个驻外单位（第六部门），在收费的基础上帮助执行开发计划署和非开发 

计划署的项目.我们对区域项目RAS/81/111进行的现场审査揭露出以下情况, 

执 《 

因此更容易预测实际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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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 1个核可的员额中空置的有1 2个，而方案工作人员的空缺率（5 4 916) 

比支助人员的（28 % )要高得多* 由于行政当局并不预期目前的员额会有任何 

的增加，应该按照实际需要来调整员额表和减少支助人员； 

(b) 发展训练和通讯规划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是对项目爭务处执行的项目征收的 

顾问服务费.由于顾问服务费包括了该项目的支助费用，项目爭务目前对这些开 

支另外增收11%的间接费用的做法似乎是有问题的； 

(C)业务开支，包括几位工作人员的费用部分由若干项目预算支付，这不仅 

仅减少该项目的表面行政费用，而且也产生颧外的收入，因为这种开支也征收间接 

费用Î 

(d)这种非常有问题的财政管理帮助积累达:S 492500的财政盈余，在开发计 

划署帐目内列为应付款项。行政当局已经核可把发展训练和通讯规划即将迁往马 

尼拉所需的费用由这一盈余支付，但应当考虑这一"独特"储备的假定用途.由 

于该项目是项目爭务处的一部分，这笔盈余应归还给项目爭务处，和最终按照理事 

会笫83/30号决定拨回开发计划署的一般资源.行政当局同意这些意见和答应 

釆取矫正行动， 

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爭处（苏丹一萨赫勒办筝处） 

两项任务规定之间的划分 

137.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自1 9 7 6年设立以来其业务范围已经扩大到包括执 

行防沙治沙行动计划和更大的地理范围。尽管如此，它继续在两个不同的任务规 

定下工作，第一个涉及干旱第二个关系到沙漠化，这两个任务规定之间有重要的 

分别》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的第一项任何是在开发计划署署长和理事会授权下作业, 

而第二个则代表开发计划署形式和在方案方面授命于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然而这 

些年来，上述区分变得越来越有用.仍然有一些项目明显地属于两类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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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越来越多项目是不可能在两者之间作区分的.为了这个原因，苏丹一萨赫*办 

爭处活动在这两项任务之间的任何划分都应该特别小心地加以考虑‧ 考虑到这种 

情况，近年米在第一项授权下进行的活动大大地减少了，自从1 9 8 0年以来， 

在第一项授权下核可了 3 9个项目，拨款达S 4, 2000万，而在第二项授权下则核 

可了 1 4 7项目，拨歉达$ 7, 3 0 0万. 

环境规划署/开发计划署合办爭业 

138. 考虑到第二项任务的目的，原先决定通过一个由开发计划署和环境规划署 

相等地资助的合办爭业来支付有关的行政费用。环:^规署支付的行政费用不再 

配 合 苏 ; ^ 萨 赫 勒 办 i i ô ^ 实 际 工 作 量 ‧ 按 实 值 计 ^ 办事业的预算下降了 ， 

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项目在防沙治沙任务下作业• 虽然这个合办爭业仅包括苏 

丹一萨赫勒办爭处总预算的3 5 % ,但第二项任务却包括已经核可的项目总数的 6 8 ^ , 

进行中项目的7 5 %和项目总值的 4 5 % (进行中项目总值的6 696 ) •行政当局 

闳意说： 

"不管釆用什么计算方法，可以断定苏:^萨赫勒办爭处的经常预算'津 

貼 '了第二类活动" . 

我们因此建议如果要维持区分的话，应该釆取划分这两活动的步骤，和确保所 

涉的行政费用有一贯的薄资办法.行政当局解释说：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笫一类任务项目的援助国不反对目前的安排，受援国 

继续在目前安排下获得好处.行政当局将继续审査这件爭" ‧ 

流动资金情况 

139. 下表所示的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现金状况如此的好，以至各国政府的捐助： 

可以连续暂停两年而不会:^响它继续执行其方案的能力• 仅仅全额资助规定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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觯释这种情况，因为核可项目预算的款额保持稳定‧ 铜不如说是现金收入和执行 

之间的间隔所做成的。 

1984 

现金 15.9 

项目开支 8.3 

核可项目经费 23.8 

140. 另一？面，近年来许多次级信托基金出现赤字，这是违反开发计划署财务 

条例的.行政当局觯释说：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一些援助国没有按照项目活动展开以前议定的日期交 

付捐款.苏丹一萨赫勒办亊处釆取了若干收款步骤，这些项目的全部应收款项都 

已经收到了". 

组织事项 

141. 苏;/Ï一萨赫勒办事处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在纽约工作，但在业务地区设立了 

一个职贲变化很大的区域办爭处. 1 9 8 8年在我们视察该区域办爭处期间，它 

只是一队非全时任聘专家的当地基地，而大部分行政和财政监测工作则直接由总都 

处理，尽管如此，办公室的面积，车辆和员额的配置适合一个较大的机构和大大 

超过当前的需要.苏务一萨赫勒办事处决定从1 9 8 8年开始把这个办事处分为 

两个分区办爭处.我们不同意一份内部报告中提出的论点，即经营两个办爭处的 

总费用将会低于该区域办爭处的现行费用.此外，甚至苏丹一萨赫勒办亊处总部 

的现行地址似乎也有问题。如果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设在苏;^萨赫勒地区，项 

目执行可以通过较密切的监测而获得改进，而跟不是欧洲就是阿拉伯国家的援助国 

的关系也会有所改进. 

1985 1986 1987 

旗100万美元计） 

19.^3 22.7 32.6 

12.6 13.9 17.2 

15.9 22.7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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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行政当局解释说，在东非设立第二个办爭处是"应大会1 9 8 5年1 2月 

1 7日第40/221号决议而设立的，该项决议娈托苏丹一萨赫勒办爭处在代表环境 

苏;^ 

设立 

在*布提和瓦加杜古的两个办爭处会比目前较大的区域办事处有较低的经营费用。 

行政当局进一步评论说I "关于苏丹一萨赫勒办爭处现行总部地点的合理性似乎值 

得怀疑，而项目执行可以通过更密切的监督和把苏丹一萨赫勒办爭处总部设立在苏 

^萨赫勒办筝处地区的方法来加以改进的看法，应该指出，苏丹一萨赫勒办爭处 

一项目的例行监督工作主要靠开发计划署外地办筝处的有效工作,而设在纽约的苏丹 

一萨赫勒办亊处总部更容易地同这些办爭处 联系.由于有同诸如联合国资本发展 

资金和项目筝务处等其他开发计划署单位合作的需要，和由于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 

依赖开发计划署的中央服务，原来由设在瓦加杜古的区域办筝处进行的一些行政和 

财政职务已经于1 9 7 7年调回纽约" • 

143. 执行上的延迟虽然在一些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往往导致修改预算项目 

的结构，因为诸如当地工作人员费用的经常开支从项目一开始就要支付，而在实质 

性活动被耽搁的时候拨给它的经费被经常费用匀支掉.因此延迟不应该被看作为 

仅仅活动的推迟而且也是一些对最初设计的有害改变。 

144. 虽然苏丹一萨赫勒办爭处在由项目支付的开支种类方面没有受到象开发计 

划署那样的严格限制，我们强烈地认为，今后应该避免支付象政府工作人员住房费 

用一类开支，而给政府机构提供的车辆应该严格加以限制. 

联合国资本发展资金（资发资金） 

145. 

籌的办法来协助最不发达国家发展它们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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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情况 

146.下表概要地说明资发基金的财务情况： 

1984 1985 1986 1987 

( 以 S 100万美元计） 

投资 109 124 132 138 

项目开支 31 27 35 44 

(1H2) 3.5 4.6 3.8 3.2 

超过三i¥动经费（和产生$1 0 0 0万利息收入)，^资金情况可以被认为完全 

不符合一切合理的标准。现金/开支比率在1 9 8 5年急剧上升以后，在1986 

年和1 9 8 7年里稍微下降.不过，如下表所示，开支的增加部分是由于年底未 

清偿债务的激增.可以指出的是，这些未清偿债务是在本报告前面讨论过的有问 

题会计原则的基础列入的. 

1985 1986 1987 这期间内的增加粥 

项目开支 27 35 44 +63 

未清偿债务 7 13 17 +142 

m 20 22 27 +35 

未清偿偾务/项目开支 26% 37% SW6 +50 

行政当局同意投资对开支的比率太高.根据行政当局的说法，这种情况部分地是 

由于资发基金在1 9 8 7年以前的筹资规定，和业务储备金的维持. 

项目管理 

147.项目执行的不足可以概述如下： 

(a)延误，例如设备或资金放置几年都未被便用，或由于缺乏协调而在技术援 

助已经结束后才交付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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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设香，例如尽管爭实上设备往往构成资发基金给项目捐助的9 0 %以上， 

但都没有设备年度滑单或关于设备保管情况的资料； 

(C)监督，例如对信贷和保证计划项目的监督，其中包括给当地信贷机构赠款 

或贷款,以便用来贷à给小型企业‧我们虽然审査了这些项目的大多数，总頫几乎达 

5 0 0万，我们没有找到关于不履行偾务率的任何报告.在几宗我们能够坐估 

计的个案中，不履行偾务率是从2 0 % 到 5 0 % . 在某些个案里，资发基金甚至 

无法确定它转交给当地信贷机构的款项充作了何种用途. 

148. 行政当局回答说，它不可能完全接受上段所作的观察.行政当局认为关 

于长期延误的观察是以一些例外的例子作为根据的，而在项目结柬转交设备的时候 

总是要提出正式清单的.行政当局又提到："自从1 9 8 3年以来，资发基金本 

身聘用了一位信贷技术顾问，并且打算改善釆用信贷办法的项目的设计，执行和监 

测方法.而且，对资发基金的信贷项目已经完成了一项专题评价工作，其结果将 

进一步有助于加强资发基金的监测能力". 

149. 结论是，鉴于资发基金迅速增长的资源和开支，似乎必须更密切地监测项 

目的执行.行政当局已经开始通过从总部派出的国别专员进行视察，和为特定项 

目聘用的视察员进行的回监督来开始处理这个问题.然而，似乎最好有一个更 

经常性的制度.开发计划署外地办事处的工作 人员似乎应该更加参与资发基金的 

项目监测工作* 资发基金两年期预算应该相应地增加，以便补偿开发计划署增加 

的投入，行政当局完全同意这个结论， 

其他信托基金 

160.近年来，相当一部分的次级信托基金（以及1 9 8 7年的一个信托基金） 

一直出现赤字.截止1 9 8 7年底，苏丹一萨赫勒办爭处，科技促进发展基金和 

资发基金的1 0个次级信托基金的累计负差达S 10, 062. 1 5 3 . 至少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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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信托基金在年中继续有净额开支，虽然该基金的年头负差已经超过s 10 0万, 

至于其他几个基金，年底的负差远远超过谷国政府当年和往年的认捐，因为苏:^ 

萨赫勒办爭处在执行项目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议定的付款安排.行政当局觯释说， 

它认为"考虑某一项目既定的总应收捐款比仅仅考虑其当年和往年的应收捎歉是比 

较适当的" .不过，这等于设立关于各国政府未来几年的应收款项.这种情况 

我们较早在本报告论述费用分摊时曾经讨论过.而且，这种看法违反开发计划署 

关于收入的现金收付实现制会计和财务条例第105.4和104. 1 1 条 。 由 于 对 

形成收入不足负贡的两个主要援助国正好是持其未使用的次级信托基金结余的利 

息收入应该是它们的应计收入的国家，这就使得信托资金的赤字问题更为复杂.因 

此，对于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已经代垫付现金的未付认捐，应该要这些国家支付利 

息.由于中止项目活动也许证明是破坏性，并且也许最后带来比继续活动更高的 

费用，我们建议审査财务条例105. 4和104 . 1 1条的适当性，和必要时加以修 

正。 

1 5 1 .行政当局解释说，1 9 8 7年年底的：8； 1000万总负差中有属于五个项目 

的:Si 7 6 0万已经在1 9 8 8 年 4 月 3 0日收到认捐漱项.此外，行政当局著重 

指 出 , " 在 1 9 8 6年1 2 月 3 1日负差超过IS 1 0 0万的唯一两个项目在1987 

年年底有了盈余"而"在1 9 8 7 年 1 2 月 3 1曰只有4个项目的负差超过当年和 

往年的认捐，而这方面的总差额是S 362, 092 " • 行政当局进一步评论如下, 

"应该记得的是，虽然某援助国在资助一项目上慢了一些，开发计划署可能持 

有同一援助国为资助其他活动而提供的捐款的大量结余.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当 

局认为严格形式中止业务的权力是不符合该方案和有关援助国的最佳利益的. 

"关于对未付的信托基金捎款收取利息，目前爭实上是这样做，因为在计算援 

助国信托基金的利息收入时，由该援助国资助的信托基金的任何负差首要先用开发 

计划署手上持有该援助国的未用信托基金盈余米加以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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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办事处 

162.开发计划署是一个以外地为重的鉬织，其支出的大部分是经由各外地办事 

处:^付的，在本两年期内我们视察了在非洲（5个）、亚洲（5个）、拉丁美洲 

( 2个）和阿拉伯茵家（1个）的1 3个外地办事处.其中有7个曾在1 9 8 7 

年或1 9 8 ^ 视察过 . 

外地办事处费用和政府对地方办事处费用捐助 

外地办事处当地费用 

153. 各外地办事处以当地货币表示的当*支&在_^涨。平均说来，各外地办 

事处的当地费用在1 9 8 5 年上升 9 % , 1 9 8 6 年 8 % , 1 9 8 7 年 1 3 % . 

一趋势的主因如下： 

(a) 当地薪金的参照"当时最优条件"，即参照付最高工资的当地雇主.： 

导致薪金率一般都高，而未必与当地的生活费用相关. 

(b) 外地办事处所在的许多国家的高通货膨胀率. 

(0对业务费用（用品、通信等）的控制不足， 

154. 各东遛国政府必须通过政府对当地办事处费用捐助来补助外地办事处的当 

地 费 用 . 从 1 9 8 7年起，政府对当地办事处捐助的指标是损据每个外地办事处 

的实际费用，适用2 5 %、 5 0 % 或 7 5 %的豁免，视国别而定.政府可经由实 

物捐助、现金支付或两者兼施的方式而完成其承付捐助. 

166.评价实物捐助的程序可以改进：开列捐助的实物项目是简略的》它们是根 

据在两年期开始时的认捐数，而未经更新订正，甚至认捐数与实际数还可能不符, 

对于实物捐助的作价，并没有经过东道国政府的正式认可，行政当局解释说，的 

确经过与各国政府的槎商，不iJ",由于要从政府对当地办事处费用捐助的揞标中 

减去实物捐助，来确定政府所需提供的现金捐助数额，因此，最好是有政府的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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闳意对其实物捐助的作价. 

156. 现金捐助以指标的百分率计，实收的付歉在1984 —1985年计达5 6 % , 

1986—1987年5 1 % , 1 9 8 7年达最低记录（4 1 % ) . 在1 9 8 6 至 

1 9 8 7年间，现金捐助从1030万美元降至8 3 0万美元，而完成其认捐颠的S 

家数目从3 6降至2 2. 从1 9 8 5年起，"会计挂勾"的程序便得开发计划署 

可将欠付的政府对当地办事处费用捐助款数记作自愿捐款或自愿项目捐歉的开支， 

由于J:述现金付教的减少，这种转帐的总颧在1 9 8 7年几乎加了一倍（该年65Ô 

万美元对1 9 8 6年的3 4 0万美元），I于J:述情况，我们惊奇地注t到1 9 

88年的政府对当地办事处费用捐助的指标在1 9 8 8年较1 9 8 7年的永平竞高 

出2 0 % ( 2340万美元比1 9 5 0万美元）. 1 9 8 8— 1 9 8 9两年期的揞标比 

1986-1987两年期的水平已提髙3 1% ( 4 8 4 0万美元比369 0万美元）. 

157. 行政当局的意见如下： 

(a) 关于实物捐助，它解释说，"政》方的未能提供其同意的实物捐助， 

只不过导致将其认捐数颧从实物转为现金。有鉴于此，以及关于政府对当地 

办事处费用捐助指标制度的整个经验，行政当局认为并无理由要釆用审计委员 

会建议的程序改革"。 

(b) 关于政府对当地办事处费用捐助的提高以及会计挂勾，行政当局解释 

说， 

"大量提高的主要原因是按理事会笫85/16号决定，计算指标的根 

据从1 9 8 7年1月起有了改变.由于这项改变发^在两年期的中期， 

其充分影响要到本两年期才会明显.通货膨胀是指标提髙的赞后另一因 

素 " ‧ 

因此, 

"1 9 8 7年标志着方法的变吏，这一般导致指标的剧增.在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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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笫三世界中，这次变更恰逄日增的经济困难，而有些政府已实际丄表 

明它们无力达成新的指标.为应付许多发展中il家日益恶化的经济前景-

理事会第三十五届会i义请署长在运用会计挂勾时要有灵活性"‧ 

外地办事处的管理 

开发计划署的法律地位 

158.在我们视察ii"的6个国家中，尽管政府同开发计划署不断进行了谈判，但 

标准基本援助协定迄未签署.迄至1 9 8 8年 4月 1日， 1 1 5个外地办事处中 

有2 4个是在一个其政府尚未同意理事会既定援助条件的国家内工作.有些国家 

在其终于签署的文件内作了一些保留：保留的理由从包括课税问趣的特权与豁免以 

至遒融、适用汇率、专利权或翻印权等都有。行政当局解释说，"这种情况对于 

开发计划署的影响极微"。不过，我们发现有关汇率或免税的未决问趣，可能引 

起对该组织的新的指控. 

169.行政当局表示下列意见： 

"有关标准基本援助协定的情况是，已有105个国家筌署，尚须签署的 

仍有4 6 国 . 此 中 有 2 5画设有开发计划署外地办事处，在所有至今尚来 

签署标准基本援助协定的46个国家中，开发计划署的业务由技术援助、特别 

基金和办事处协定的经费支付.谈判在不断地进行，在从1 9 8 7 年 1 0月 

7日以来的期间内，4个国家已签署了标淮基本援助协定，而现在与另外两个 

m家的谈判可算是完成 .现正与 ^ 7个国束进行谈判中. 

"的确，有些国家对于标准基本援助协定的某些条歉表明有保留,见，而 

这确在预料之中.文件本身是一个如其名称的"基本协定"，当然既不能完 

全适用于所有国家，也不能为所有国家所接受.由于该文件是该政府与开发 

计划署将在"友好合作的精神下"来从事提供开发计划署的援助的条件，那么 

显然该文件应为M所能接受.开发计划署对于政府所,求的变通之处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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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并如与《协定》的实质相差不大，即予接受.这并不表示开发计戋 I I署 

没有遭遇过有困难的具体情况，但一般来说，那些困难在经与政府讨论后获撙 

解决.例如有过速反!&免和特权条件以及关于汇率与免税的安排的,况，便 

是如此， 

内部行政管理 

160. 我们在视察过的诸外地办事处发现在管理的质量方面有极大差异.虽然 

管理不良的理由甚多，一个主要的原因却是国际工作人员的缺少和/或髙更替率. 

关于外地办事处的详细意见已在另外的管理信件中传达行政当局.它们涉及在关 

于办事处管理或项目管理（设备盘存）方面的行政记录的维持不良，尽管有《一般 

行政手册》或《方案和项目手册》，相对于办事处规楔的大队车辆，就国际工作人 

员、从项目经费支薪的当地工作人员而言的众多人数的办事员和一般事务工作人员, 

特别是关于电子数据处理设备，开发计划署最近开始的一个有野心的和髙费用的计 

算机化方案.该方案虽然在有些外地办事处进行得令人满意，但其中许多却遭遇 

到困难，且在我们视察时仍未解决，它们是关于提供的设备或软件不适合当地的 

条件或需要，当地采购的设备与其他配件不相容，缺乏培训操作人员以致让收到的 

设备闲置，我们认为，必需有周详的总计划来界定关于计算机化的长期备选途径 

以及为最佳利用这种资源而必需釆取的行动，行政当局普遍同意需要再加改进， 

并将釆取纠正行动， 

161. 行政当局再建i义如下： 

"行政当局怀疑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可假定工作人员更替率与外地办事处督 

理质量之间的关系.固然了解国际工作人员的高更替率对于在一项派任期间 

可掌握的控制程度造成某些限制，但我们认为，这不应就等于是 <管理不良,, 

审计员们所说的工作人员高更替率主要发生在艰困的工作地点，那里的派 

任通常是短期（两年）的，而且，近年来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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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日益恶化的薪给条件，也对更替率有不利的影响，一种更有效应的工 

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和废除不利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会使情况改善. 

关于外地办事处计算机化方案，我们同意在规划和执行两方面都有玫进的 

余地.但是我们不同意曾向外地办事处提供了不适合当婦的条件或需要的软 

件.而且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问题不是鈇乏培训操作工作人员，而是一旦 

进行培训时没有>^够的设备可让工作人员达到精通的程度，这Jg^致了在某些 

情况下培训成缋难令人满意，而在其他情况下，《1^致有些外地办事处延缓培训 

全部工作人员，直至能有更多设备可用，" 

外地办事处国际人事和员额 

不足的员额调动 

162. 非洲普遍的紧恚局势要求在1986 —1987两年期间给予该地区更多的支 

持与援助.行政当局在其向理事会的阵:^ ( DP/1985/16号文件）中考虑到需 

作长期的努力，并结论说非洲外地办事处需要共计5 0个新增的专业人员职位，包 

括1 6名专业的经济学家和1 4名有关紧急局势的职位.这个目标将通iJ"预算外 

供资，以及通过一次"大行调动"来达成.不过，即使将苏丹和索马里（它们属 

于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局）计算在非洲国家之内，在1 9 8 5年至1 9 8 7年之间增 

加的全部员颧也只有1 4名，这使得位于非洲各51的磨际工作人员员赖所占的百分 

率也只从百分之4 7增至5 0. 

163. 关于1 9 8 8 —1989两年期，请各外地办事处在其各自地区内做到更替 

率总和为零.这样就不会有来自其他地区的更替，而且，在核心预算中让出了 

紧急员颧和加入了预算外员额.因此，事实J:在非洲的员额总数减少了 8个 .类 

此，我们注意到在:^三和笫四个周期间其指示规划数已增加了 2 0%以J:的外*办 

華处之间，有全在非洲的8个外地办事处的国际工作人员员颧实际J:已减少，而在 

另外1 1个办事处没有增加，而其中有6个是在非洲.行政当局的解释各地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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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替率总和为零是由于在最近的每两年期内零增长率的预算编制，并认为即使有也是 

很少的开发计划署外地办事处能够让出工作人员.不5^，行政当局在1 9 8 8年 

6月向理事会建议关于非洲业务的补充预算，以谋纠正工作人员不;^的现象• 

164.行政当局的意见如下： 

"审计的意见反映出对1985—1988年期间非洲人事情况演变的某#^误 

解*在这几年中，行政当局为了应付增加的工作量，通过各种途径扩大了其在非 

洲区域的人事员颧，包括在1986 —1987两年期预算中的大量更替，使用预 

算外经费以支付经济学家费用和其他紧恚费用.不i)"，开发计划署同意一项 

审计意见，即这些措施仍不;^以应付区域内工作的增长，并因此在19 8 8 

年6月向理事会建i义了一个进一步加强的总计划.经以第88/46号决定核 

可的这个总计划，规定了大量增加经济学家、国际专业人员、本S专业人员和 

本地支助人员.全部的总计戈'i将能改正开发计划署非洲业务内部的人事不平 

衡，减轻对初级计划干事的依赖，并增加本国专#人员的普及，" 

不足的员额 

165.使得员额的更替不足更为不利的是：在非洲的空缺率较其他区域更i^.在 

过去三年（即1 9 8 5年至1 9 8 7年）里，仅有40名国际工作人员从其他区域 

迁来非洲，这仅及在非洲服务的国际工作队伍的2 0%. 尽管已采取了步骤改 

良在非洲的服务条件，但是再次派往该地区任职的人数仍然低。如在1 9 8 8年 

3月，至少有一个缺额的外地办爭处的百分率，在非洲较其他地区都高： 

百分数 

非洲（包括索马里和苏丹） 4 8 

阿拉伯国家 2 3 

亚洲 1 7 

拉丁美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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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的外地办爭处（包括苏丹和索马里），在1 9 8 7年 1 0月时有3 1名缺额, 

而在1 9 8 8年 4月有2 8 名 . 这 转 换 成 1 9 8 8年4月非洲的空缺率11. 3 %， 

可比较亚洲的 5 . 1 % 和拉丁美洲的 1 . 8 % 。 关于由预算外资源供资以加强非 

洲外地办爭处的职位，在1 9 8 7年1 0月的空缺是1 0个经济学家职位中有5个， 

1 2个I急人员职位中有6个.行政当局解释说，当所有即将作出的任命和重新 

委派实现时，当前的空缺率将降至1 . 9 % . 不过，宥来这将需要一段时间，而 

我们注意到在非洲的空缺率一直比其他地区都高. 

166.行政当局还同意一点，即非洲的空缺额远鬲于可容忍的，但它又说，它已 

决心要尽可能使其降低，行政当局又提到： 

"所有经济学家的空缺如今都已填满，虽然有些被委任的尚未廣任。至 

于紧急人员职位，在1 9 8 7年 1 0月的5 0%空缺率，反映了规划的1987 

年底前逐步取消这些职位的5 0%。 

167. 此外，我们虽然很能同意行政当局的一点，即本国专业于爭的重要性将在 

连续性和自力更生方面加以强调，但我们注意到本国干爭的员额在非洲的国际人员 

员额数目中仅占45. 3% ，而他们在所有其他地区中合计为此数的80.3%. 因 

此与国际工作成员有关的本国专业干爭的人数，在非洲远比在其他外地办爭处的为 

低. 

168. 由于人员短缺，开发计划署拟在非洲各国比在其他地区更多地利用初级专 

业于事.以国际工作成员的百分率计，初级专业干事在非洲是50.8%，亚洲35. 3%» 

阿拉伯国家33.3 %。 尽管这些千爭们的贡献不可低估，但必须记住，他们是受 

训员而不能期待他能替代专业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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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69. 虽然大家同意对于那些算是"舞弊"可能容纳不同意见（我们了解，依照 

我们的请求，行政当局正为此爭在寻求法律意见），但是我们认为.在19 8 6年 

至少有两件舞穽嫌疑没有向委员会 报告。 

(a) 第一件是有关的外勤爭务员（包括驻地代表）没有告知开发计划署总部当 

地货币对美元的商务汇率的变动，这种变动本来是可有利于该组织的。这导致了 

较髙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津贴。这也使得办爭处工作人员有机会进行咼利的套 

汇活动.虽然组织所遭受的损失获得部分偿还，但对涉及的工作成员并未釆取纪 

律行动. 

(b) 第二件，一位驻地代表未经总部爭先核准，与政府联系动用住房维修经费 

在他住宅中修建一个游泳池和院子.政府同意了这项要求并为此花了 25, 000^ 

元.行政当局觯释说，已修订了规则和程度以避免在将来冉发生这种情况.行 

政当局还解释说，虽然它认为没有误用经费，但房屋的维修已被忽略"到这种程度, 

用于修建游泳池的这笔经费，政府也无法为维修来动用它."这同一位驻地代表 

让自己预支大笔旅费，而在他提出的偿还旅费要求中未报明该款，要让等到开发计 

划署的旅行股发现重复报销.对这两次爭故均朵釆取纪律行动. 

170. 行政当局还建议如下： 

"联合国法律筝务厅对'舞弊嫌疑，—词所作的定义又是一种情况，即总 

财务干亊经初步审査认为有舞弊可能。假定这种嫌疑必须是经过多次审査， 

而不能只根据无凭的指控.因为，舞弊嫌疑是一种情况，即未经觯释或斛释 

难以令人满意的不符合之处，显见是蓄意误用经费而不是简单的无心错误. 

呀发计划署管理部门不认为上述两案是舞弊或舞弊嫌疑.因此未将它们 

视为如此向（联合国）审计委员会报告。关于此两案的进一步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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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本国汇率 ― 

"开发计划著必须处埋由于在许多国家多种汇率所引起的问题.开发计 

划署的《标准基本援助协定》说，开发计划署有权享受最优惠的法定汇率.有 

许多国家有一个官方汇率，但也有为政府所"谷许"但政府又不愿宣布其为 

、"法定"的其他汇率• 这使得开发计划署和各国际组织处于一种为难地位， 

难以确定它是否应获得被"答许"的汇率之利. 

"联合11在有关国家的业务汇率是根据公布的公家中央银行的汇率，平 

行的更优惠的商业汇率为银行家协会报价所采用，但从来被中央银行正式公布. 

外地办筝处可能是忽略而未报告总部有平行的汇率存在，及未征求政府的核可 

其使用‧鉴于这些考虑，经确定此案不是舞弊或有舞獰嫌疑 ‧的确，此案 

曽经开发计划署内部审计充分调査，而其调査结果曾向外聘审计员报告.当 

总部后来核可适用商业汇率，与各有关银行逬行了联系，并获得所有汇率差异 

的充分偿还. 

"开发计划署外地办筝处曾要求其当地 银行对一些工作成员在将其本地货 

币兑换成美元时给予较低的中央银行汇率。在这些交易中从未使用过开发计 

划署的经费，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工作成员在以较高的商业汇率兑换其美元中 

滥用特权。因此，并无舞弊或舞弊嫌疑之畢. 

"(b)住房维修经费的使用 

"驻地代表的住所连同在工作地点的其他房屋，是以给政府的按1 5年分 

期偿还的贷款兴建的.按照贷款协定，政府负贲一切修理和维护. 

驻地代表直接请政府修一个游泳池和院子，而政府同意了这项请求，兴建 

游泳池和院子所用的经费是取自由政府控制的余租金收入。 

"已修正了规划和程序以避免将来发生这种情况。鉴于这些考虑，开发 

计划署管理部门结论是没有舞弊或舞弊嫌疑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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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1 3 8(b)段第二部分所反映的驻地代表核准自己预支旅费一案是 

否有任何越轨的问题，仍在行政当局审査之中，因此，尚来就适当后续行动作 

出决定"， 

已报告的舞獰案件 

171. 娈员会获知1 9 8 7年有1 3件舞弊案。在大多数情况下，组织所受昀 

损失极小或已获偿还。 

172. 1 9 8 6年底，有7件教育补助金舞弊和6件所得税舞弊仍然待决，在 

所有案件中，行政当局决定向有关工作成员送发申诉信，而在10起案件中决定按 

照工作人员条例第10 3 . 8条不作年底按级加薪。不过，这项行动的彩响仅限 

于7名工作成员，因为另3名由于他们所处的咼级位已不能再加薪.我们认为， 

不论这是有意无意，所采取的行动大有问题，因为它使得高級官员消遥爭外，而较 

低级的职员则受罚.此外，免除纪律行动而釆取行政程序也有问题，因为在大多 

情况下，如果不是确定，也被指贾为有过失的. 

173. 行政当局评议如下： 

"行政当局不能同意审计意见，即其送发申诉信和不予按级加薪是极有问 

题的，由于它导致让较高级官员消遥爭外，而较低级职员则受罚.关于这点， 

行政当局决定向所有犯规的工作成员一律送发申诉信• 而且，行政当局决定 

按照工作 人员细则不予职等内加薪.某些髙职位工作人员可能已处于其薪金 

表之最高点而不受不加薪之影响这筝实，是偶合而非有意为之.而且，在一 

位工作成员的正式档案中有一份正式的书面申诉，其效果并不因其不加薪无影 

响而稍减。因此，行政当局无法同意该项审计意见，即"免除纪律行动而釆 

取行政程序是有问题的措施"。相反，经过仔细审査有关爭实，行政当局得 

出结论是，这些犯规并未构成足够的理由该对其过失施加纪律程序.管理当 

局因此诉诸它认为适宜有关案件的行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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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语文的使用 

174. 联合国： 

(##ST/SGB/212, 1 9 8 5 年 9 月 2 4日）.可是，我们注意到开发计划署 

现在用的新信纸不冉有以前信纸所具有的英―法笺头.新信纸上有一种英文或是 

法文的戋头，这对于其便用者与受信者不能传达相同的含蕙. 

175. 间样，我们注:1：到开发计划署印发的手册和其他材料，也不常有两种语文。 

翻译与否是按个案决定，而且要到很迟以后才能做出.我们在外地视察时已确知: 

即使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办筝处，并不是常有法文和西班牙文的标准行政手册. 

关于出版物,自从发行量达1， 300份的西斑牙文的《行动中的发展》期刊被《世 

界发展》所取代后，就不再有西斑牙文的定期刊物. 

176. 行政当局的意见如下： 

"开发计划署的新信纸用三种语文印的》法文、西斑牙文和英文.为了 

美观一主要是避免拥挤一故决定用三种不间的笺头，以使得书信所使用的语文 

可与笺头相配.这绝不是对三种语文的任一种有所歧视.信纸上的全用一 

种语文，例如法文，必然加强一项事际，即它确是开发计划署的一种工作语文. 

"我们不同意说开发计划署内部手册的翻译是按个案作决定的.行政当 

局已作出坚决决定其所有内部手册在英文本之外，还必须有法文本与西迹牙文 

本 . 不 过 ， 我 们 承 在 完 成 所 有 手 册 的 翻 译 方 面 有 些 迟 延 . 然 而 ， 工 作 

如今有令人满意的进步，而预计在年底前可完成印发法文及西迹牙文的所有手 

册 .关于出版物，"不冉有阴拉伯文的定期出版物"的说法是错的.季刊 

《十年注视》、每年3期的《合作南方》，和署长年度报告的觯释本，都以阿 

拉伯文，以及法文、西斑牙文和英文印发.当出版物与阿拉伯读者有特别关 

系时，则印发阿拉伯文的个别小书册。在某些情况下，所有语文本的出版物 

是在同时印出.否则，在有了小册、小书或定期出版物的内容后，在合理的 

时距内会有翻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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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计划署最近直新核实了其ftp寄名单，导致更合时和为数较少的由P寄 

名单.欧洲邮寄名单今共计5 , 2 0 0人 .其余全界的名单约共计1 3 0 0 0 

人.在两份名单上要求以lip」拉伯文作为第一优先语文的订户人数是9 0 0名 . 

考虑到爭实上阿拉伯文是印删费用最昂贵的语文，并考應到大多数这些要求以 

阿拉伯文作为第一优先的人，指定了法文或英文为笫二优先，我们觉得在现阶 

段将每一件都以阿拉伯语印发在经济上将是不明智的，我们继续在我们的邮 

寄名单形式上将阿拉伯文列入第一优先语文内，而当然如杲需求量有足够的糟 

长，我们极可l Ê ^ ^ J拉伯文出版《世界发展》" 

对1 9 8 6年报告内所涉问题的意见 

177.对于为遵行1 9 8 6年报告'中各项主要建议而在1 9 8 7年采取的各 

种变革，已在本报告的所有标题下表示了意见。在此再后一节，我们想提一下在 

关于电子数据处理的政策和战略方面有待釆取进一步的行动.娈员会拟在下一次 

审计中与行政当局处理这个问题. 

178.审计委员会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他属下的官员及其工作人员所给予 

的合作和帮助表示慼谢。 

法国审计法院首席院长 

安 德 烈 ‧ 尚 德 纳 戈 尔 多 ) 

加纳审计长 

纳 尔 逊 （ ， ) 

菲律宾审计委员会主席 

欧费米奥.多明戈（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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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意见 

我们审核了下面所附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8 7年 1 2月 3 1日终了卑度编 

号一至二十七各有适当名目的财务报表和有关附表.所作审核除包括对会计程序 

的一般审査外，并在情况需要时，对其他会计记录及有关凭证进行抽査， 

本报告第6 1, 6 2 , 6 3， 6 6和7 0段所解释情况不在此限， 

我们认为，正如本报告第73段的角!#,除了方案支出和方案支助费支出的编 

制方式外，并以适当公布各类政府捐款和有关支出为条件，各项财务报表均公正地 

反映了该组织当期终了时的财务状况和当期业务成果. 

除本报告第7 6和 8 0段所提到的会计程序外，所有财务报表都是釆用与前一 

财政期间基本一致的明订会计政策编制的. 

我们还认为，如本报告第5 2, 7 1和9 3段所解释的，有关明订会计政策应 

与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求得一致. 

除本报告第1 0 3至 1 0 5段所解释的挪用超过分拨经费的预算资金的憒况外， 

所有财务事项都符合《财务条例》和法律根据. 

法国审计法院首席院长 

安德烈‧尚德纳戈尔（签名） 

加纳审计长 

纳 尔 逊 （ ^ ) 

菲律宾审计委员会主席 

欧费米奥*多明戈（f ^ ) 

1 9 8 8 年 6 月 2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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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报表证明 

兹证明：据我所知和所得资料，我认为所有重要的会计搴项均已适当入帐，并 

适当地反映于所附一至二十七号财务报表和1至1 9号有关附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财务司司长 

道 格 拉 斯 福 德 

1 9 8 8 车 4月 2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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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8 7年1 2 月 3 1日终了年度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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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开发计划署：联合s开发计划署帐户 

1987年1 2月 3 1日终了年度收支表 

(以美元计"i 

mmtao 

11 Mt ，171 
7M 321 913 
12 001 2a» 
m asi 2M 

USJS2 
91， Kl M7 

2LSa 

m as m 

牧入 

入ïUff当*办事处*用数截 

粉^拖基金 s 愿捐歉 

(附：|i > 

(附表1 、 
(附表2» 
(tt康S ) 

m. 

m 118 996 

880 «M MO -

U 473 7M 
"7 990 427 

1 027 2aS 9W 

1 024 Mé 521 

U no ，70 

J2I 

128 ISO 
m 

W6 P4 

U2 m 132 

g 对工业Jt展高ft現场顺问费M歉 

《附表7 ) 

(附表4 ) 

16 232 251 

27 604 

ffl 1» nr 
171 37é 077 

,06 409 037 牧入共计 1 1W 322 m 

, w 1 " „ „ 置 * ( 鎖 ， 1 n«s4M0> 

142 7» Mr 过 , ' '*«> U1H6Ur 

特 

， 脑 " 金 

(W表6 ) 
(附表S1 
(附表s> 
(附表s>— 

(附表s ) 
(附表8 > 
(附表B ) 

以往各*度方案支出调》数（^額） <«,« 10(a)) 

执行处 
其他执行机m ：一-

开戾计划署麵门丈琳费用 {mi 4m) 

( 说 o w ) 

羊jdffl,用和金 {附表8 ) Î2 Î2 
iB (净權） （附表6> igîîîSî 

(附表7> 14 é» «5 

935 «90 831 

701 a07 17» 

(1 +72 m 
m 354 2é0 

5 119 601 
71 899 901 
1 323 3» 
I SéA ta? 

79 «09 020 

•3 70» 0» 

K 255 09 

4 an ié9 
77 197 429 
1 m 413 

W 711 

81 MO 722 

M«a 588 

̶OZSJDK) 

86 247 29» 

577 250 
121 m m 
tS 181 427 

911 221 810 
文ft共计 

开发计划署两 

g
l
"
2
 

7

"

，
 

s
i
 
m
§
扇
 

9
1

 

«

3
 

»

M
 

s
i
s
 

：
,
支
 

用
算
出
 

£
期
外
 

預
 

署
 

计
 
发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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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帐户 

1 9 8 7 牟 1 2 月 3 1日终了牟度资产负僙表abc 

(K^美元计） 

ISM 

1 175 M S 
2 115 426 
37 664 374 

57 M S M l 

资产 

现金 

1987 

2 082 210 
1 m 036 

4S 782 SOS 

，？ H- W1 
62 585 S60 

1 889 94A 

390 275 196 
278 H? 81? 
676 611 008 

政JIHMI证 

投资 

(说«13 ) 7» 439 

562 635 ，26 
Vf? 4ff "1 

862 120 287 

a*, tt用证和ïi资共计 927 424 2fl6 

9 646 666 

39 002 732 
587 678 

30 517 62S 
"4，》 7?? 

«4 ，71 4 M 

S|ggm«r犰行开Jt计划署 

r 
应. 
I p i î i r s î翻 

(说明4 ) 

(说MS ) 

(说 

12 311 461 

53 819 «84 
22 OU 336 
26 905 739 
20 260 6?5 

135 311 M S 

807 193 

18 m M7 

2S 000 000 
200 000 000 

： ï k s 躪 行 中 歸 工 作 

一投资 

< It表111 
(附表11 > 
(附表11> 
(附表10 » 

<附*i0 ) 

6 151 304 
302 961 
9S 284 

25 000 000 
200 000 000 

225 000 000 225 000 000 

1 OSS «18 293 1 287 735 931 



表二 （续） 

mi 

2 833 « M 
2 904 21S 
17 337 049 
77 971 888 
157 630 602 
49 648 842 
2 304 859 
2 070 M 3 
23 263 921 

jT^m 
339 721 912 

25 000 000 
IVtWW 
229 000 000 

36 M S 611 
130 782 M e 
10 146 636 

190 806 035 

»i 2ff W 
723 O H 019 

1 287 735 M l 

«本肇产负If表包括一*l资源《I资产和负債，以及贷入开ifc计署16户》所有其 
他齊金， 

b B*开](计《署以现金ttfc牧入ft户，当年*以往备年应从各BJ歉鹰牧取4*单 
霞为》eT,«7«, 111 < 19 80卑1 $83, 893,820) «)揭1̂餐《¦反«1̂  

0 A £ l 9 8 7年1 2月3 1 Ç为止开发计:W署帐户资《内未动用拨款金截约为 
S U e . I万，《先承付象为《24340 7r. 

d本款，包括3 1个分摊*用項目总《为》907, 342t&负差， 

所附说«*本财务徵表》—个缀成》分， 

(«.«4 ) 

(附表a ) 

(附表12 > 

(表ai ) 
(表B> 
(表B> 
(«en 

(表四> 

25 000 000 

W9 W MQ 
22S 000 000 

储备金 
î騮î*储备金 

30 423 368 
97 196 S M 
5 664 372 

，，W2?， 
147 m 599 
"3 9S0 ，M 

M l 121 lis 

*用资《 

«Jf外活* 

055 618 293 

负債*储备金和末用资源 

负偾 

.
经

 

敏
札
 

经
业
文

 

基

：

n
 

务
：
B
清
务

 
动
f
 

s

机
未
偿
項
口
署
 

府
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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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清
M
l
款
人
划
员
 

政
执
£
未
协
B
B
计
M
 

"
魏
魏
w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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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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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 322 598 

168 685 

6 457 

1 4 M 680 

1 ^97 952 420 

955 890 831 

23 658 602 

26 «28 207 

go W 7 ；91 

1 006 974 931 

190 977 4«9 

736 IM 797 

906 373 
(919 390) 

8 118 131 
(3 465 595) 

828 «91 
185 509 279 

190 977 «89 

927 «24 286 

开发计划:t̂:联合SB开发计划署tfe户 
I 9 8.7卑1 2月3 1 B 

''终了卑度财务情况变化表‧ 
(以美无计） 

1 0S6 409 037 

9 174 925 
49 8S6 107 

1 IIS 440 069 

911 221 810 

2 4S4 680 
9 756 93$ 

60 110 

923 493 535 

资金来源 
(表一） 

îl£1!S#*业每"减少霍 
应付各9政膚业费増加截（净權) 
—个ft行机*上一專观金对应牧入*还歉權 
为 ^ I牧帐À»递延费用fttk面价值面设爱 

所提供《)资金JIM» 

资金运用 
* *度支赚 
为减少应牧和遜廷费用》帐》价1» 面设爱》$1?金_̂  
应ftfMMhMR (净《) 

(褒一） 

(*-) 来动用分摊I»用帐转给应付*fe款《ift« 
应付帐歉Âl 
向各执行机构提éttîb脊IS费欞;Ml 

191 « 6 S34 现金和投资M«加續 

191 M 6 534 

736 4** 797 卑终《3»金和齊 （表二 > 

*不包括业资*政*t房贷款储鲁企没齊, 
所附*本财奮《袭* 一 今 分 ， 

544 500 263 專初M现金和ft齊 
現金和投资M欞加（«少）截:' 

136 120 
1 762 679 
1 m 271 
7 8*1 979 

(1 4SS 0S2) 
，"866 537 

f
不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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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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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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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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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帐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为本署项目的执行机构 

1 9 8 7年 1 2 月 3 1日资金状况 

(以美元计） 

(12 297 074) 

65 951 838 

291 

。 " 

S3 889 154 

年初结存 

加：提gfti»部门w付款凭单和 
其 他 ( 净 襯 ) 

杂項收入和 
£ 兑 调整数（净顺） 

偿还开发计划署的杂项款額（净額） 

12E 

(17 598 870) 

78 261 239 

A6 008 

wm 

60 76B 151 

57 407 291 

?71 ?» 

57 979 219 

JJSSJSa 

6S 375 749 

减：方案支出 

$项目执行处执行 
由项目执行处以外单位管理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执冇的项目 

(说明1 2 ) 

63 199 440 

65 2 M 9S0 ‧/ 

73 748 638 

4 B28 169 
1 Orz 413 

，0 767 

5 911 349 

《16 996 0(2) 
(U 2S0) 
{588 576) 

(17 598 870) 

支助费用： 

资目执行处 
机构间采购事夯股 
项目执行处支付给各联系机构的 

支助费用（净襯) 

AJSSLSi 
71 488 004 

(17 59S 870) 年 终 氽 

联合B志g人员方案预算外活动的 
支助费用 

(说W I e n 

( 说明 1 6 ) 

(说明 1 1(a)) 

(说明 1 5 ) 

计开： ' 

未清偿债务 
项目执行处 

5 119 601 
1 323 328 

，26 022 

6 56S 951 if 

m if 

M 911 313 

20 143 162 

(18 855 1W) 
(IS 190) 

iU2LM> 

(20 U3 162) 

a如附表 5所列，取*接近的千位数• 

所附说明为本财务报袭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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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经管的信托基金 

援助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信托基金 

1 9 8 7年 1 2 月 3 1日资金状况 

(以美元计) 

1986 1987 

_SL525 

365 903 

JiLiéZ 

(403 945) 

3 369 
65 262 

68 631 

本年度收入和支出 

利A收入 

减：支出 

M i s 秦 方 * 

•it^过支出数《 
( 1 9 8 6年：支出超出收入数襯> 

资产 

M开发计划署歉:9i (附表 I 8 ) 

56 

3 425 

3 425 

404 725 

m 

68 631 

负 未 动 用 的 资 源 
开《计划署款项 

各执行i构未清偿偾务 

未动用资源 

收入超过支出数襯 
(1 9 8 6年：支出超过收入数額） 

(说9^6 ) 

1 2月 3 1日结存 a 

2 589 

2JS9 

780 

_56 

3 425 

a 计 开 ： 

^用拨款 
K款项 

所附说明为本财夯报表的一个组成部分. 

1986 

225 

JSi 
780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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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七 

开发计划署：开^计划署经督的倌托基金 

联合资本发展基金 

1 9 8 7年 1 2 月 3 1日资金状况 

(以美元计） 

1986 1W 

本卑度牧入frift 
26 702 911 

ao2 "s 

27 505 

27 524 206 

10 757 

_22Uafl 

25 717 680 

629 600 

9 118 056 

39 557 

491 m 

854 m 

B2 000 
m 296 451 
1 "4 K9 

133 m 

1 484 292 

" ， ^ 

利息入 

减：文a 

«还善拉行机拘的方s支助费a 
[ 0 ) 

itMW:ft徵截 

現金 

可Jt«" 

M«眉证 
捷资 
*舎*ft*ï«m4iihe費 
A «：开夏计4署教凟 

(鎖： 
(tt癧1 \ 

31 541 717 

32 m U7 

32 2" 478 

10 597 116 
1 Hlffl 

M,MX III 

30 699 2" 

723 604 
It 1MI »2 

9 407 K7 

&3 112 
5M 132 

«2 M7 
t05 0(K SfiS 
5 732 «7 

S S73 $77 
1 70S 364 

？ W W 
124 <X »t 

139 592 9a4 

245 960 
093 435 

12 955 023 

t 253 380 

grow Wit 

89̂  264 

9ft 602 320 
2 600 OOQ 

95 802 PO 

139 592 SM 

(附8； 

負俯、Il鲁:É和来资源‧ 

盧付tut 
构*清还费jfr 

应付*夏计:H署«霍 
fi付次托2金敏項 
文*费用预算外户 

(说« 5 > ' 

(说明1 7(0" 

(说W 17(1" 

1月IBJÉ存 

ttAJd^d)徽類 

*麵入业务1»备金款項 

H W W 
157 4 » )51 

«37 329 
m 953 

17 261 354 
4 M 0S1 

95 a02 320 
？ 497 «? 

10S 210 "7 
？ W W 

m gio i t f 

t57 432 531 

idW: S*备BBlUfif本年A和以往各年度捐款共》2,82<， 
«2,460.637 ) . m7 «年开«««數《的细数. 
包括表二十七ffWttlfc歉镭托I金的资产*>负肇• 

ott开： 

tt敦麵过肇釁徽麵（讥明17W» 
»¦«¦«1«*專射齋傲廉1*一个*»成1?分， 

一 103 一 

1986 

139 675 269 

詣"0 

165 065 094 

《tf f^.ho 
IPQ 010 HT 



1986 

表 八 

开发计划署：升发计划署经蟹的ft托基金 

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 

1 9 8 7 年 1 2 月 3 1日资金状况 

(以类元计） 

1987 

本》««;入*>*出 
" a 375 

1 068 919 

1 

6 889 305 
1 400 721 

(6 696 190) 

善a致《<t算外M歉 
«*«入 

'减：丈出 

IS8S#:文Hi超过牧入*續) 

4 975 992 
100 000 
907 492 

6056 939 

4 S85 5M 
1 378 892 

» 2" 

5 W 717 

57 222 

3 910 
67 812 

11 163 000 

?12 m 

11 S66 813 

現金 
胃克》货' 
ft* 

盧计4)息 

(«Ml B M ) 

7 637 
101 937 

12 961 000 
201 1 » 

13 271 m 

2 299 172 
595 392 

«620 499 

11 566 813 

fi付 
营理嚴务慘 
4付3f复计划署教項 

( « « 1 8 ( 0 ) ) 

一 

12月"Bl»#' 

1 214 976 
637 US 

2 7" B52 

" S « » " 

M 75» 

8 677 721 

13 271 6 M 

«g.应《t喜画M本年戾*>以往*«f«*歉共'」 

!,28»,us I 一 

来IMIMt 本表个 

129$ 

u us 804 

(5J2LJSS) 

8 620 499 

12E 

11 333 106 
M 759 

8 677 721 

一 104 一 



表 九 

开发计划：^.：开发计划署经管的ff托基金 

」 — 9 8 7 .：^丄2月」丄£^ ^差 

(以美尤计） 

1Mb W 

M : «Ett«alttA本拳度*»以往喜卑厲悄教#ll22,9<2.fl«7 ( I aSfl年. 
；J«,2»7,U7 )•说《7内«年幵W这Jfc数徵， 
•包括表二十七所《«lit級售托基金的资产*i負債‧ 
、计开' m m 

omz «12 n sot M O 

【m 1"、 i2jsun> 

»歉超过《源;tes*今后喜‧éfr搜款是複据本年《；以往各年牧摘歉額; 
所Ni*fl是为本復表(ft—个舰成If分， " W y? 

(附表16 > 

(坩表1 

( « * 1 a ] 

(说lU > 
(表二十七） 
(说VU 0(cU 

5 413 m 
9 309 W 
1 M * 909 

tir i»> 

906 029 

10 3 M M 2 

(» sas) 

ni 

4" « 7 

Tir éw 
269 au 

2670 499 

m m 

4 ta ut 

lé m 301 
é M T l W 

27 au tir 

本年度牧入和文出 
分摊秦用嫩款 
tiA牧入 
杂《ftA<*ao 

'滅：tà 
«3费用 

ft还各it行机构方*>:sif»« 
ii5卑《a算文出 

以往备‧度方集文出的歉（净額】 

«Àjdiaib数續 

现金 

可換 

‧" ，ft开发计=(̂署/环署合办《目款《 

盧付ffc歉 
ftiff»*夯£發 量务经费 务 

1月i UU存 
牧入麵过文(Hft截 

1 2月S 1 Btt#* 

13 9 » 001 

1 0 » m 
JLi&JQ 

70 510 

Ml m 

a 041 m 

q « M Art 

S4 4aOOM 

a
 
1
1

 

ï

s
 

B

 ，

 

I

 
M
 
S

 
S
講
m
a
-

«
*
•
羞
金
户
 

付
机
雉
醫
暴
帐
 

&
>
n
来
；
算
 

:
n
#
执
付
付
M
 

*
:
s
备
S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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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经管的《r托基金 

_ ^，志人fl方案 

1 98 7年1 2月 3 1 B 

1986 1 W 

外《KMI 1 .094,iiT. 

二十七《WtWtHI* 产li>*jl, 

c计升： 
来》用《款（*»I2 0 W > 

所为本»»徵廉(ft̶个组成'分， S 903 A M 

iSSl 

6 «70 M l 

2 91» W 

，，23 O M 
174 S60 
886 190 

2 18S 786 

2JZLfi&2 

IS m 

本卑度ft入fciiii 

各K»A自«M款 

入 

减：xa 

«SIM 

tit超过*入数續 
( 1 a s 6 i 

I n t e l 1 26» US 
1M822 

1 149 748 

2 57S 710 

2 66» 82» 

《》 118) 

514 524 
S 434 

224 732 
1 is\ 

7 " «51 

資产‧》 

et资 

(«fis ： 

2 902 807 

1 4 » 9 M 
59 201 
17 W 

4 456 027 

311 872 
387 228 

««29» 
410 000 

14? y » 

2 98» «98 

1 " " 

4 74S 9S1 

B付K歉 

次級tf*基金款項 
丈雕身眉《»并*户 

1月1B*# 

文m趁过收入徵壙 
( 1 » 8 8 *, jAAltt * t «I ) 

12月SlB(É*o 

(lUli OW) 

(廉-十七1 
( « H 2 0(N) 

L 

3 

4 456 OZr 

一 106 一 



— 

开发计划署：开发卄划署经管的信托基金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基金a 

I 9 8 7 ^ 1 J T J T 日 况 

71̂ —Si) 

1 W 

«7 Ole 
56 MO 
200 000 
3W33* 

AJsajSÊ 

1 m 91 

S9 9M 

分摊賓用(t款 
(fftà" 

f W A l 5 1 

利入 
*att入 

减：文出 
項g«用 
偿还备行机构方《丈助费用 

9or OU 

« 119 

225 m 

_ m a 

1 i t r x 
I M l O O 

U m 

î M 9 7*r 

《m 4 » ) 

以往各年度方t支&调》数（净截》 

文出超过收入ft類 

Mia 

* M : 0*各1»肚；!?本卑度¦(1'以往各年度《敏#8 41*2,7(55( 1986卑 
« 6 8 1 . 8 7 8 1 . Î(LM7内卑开,数R的鲡徵. 
*大会1 0 8 6 * 1 2月8 41/183号决9 8 a卑12月3 1 t 

，；tiiM来了联AU)科学*>抆术便进复展筹资矗统.并将其资《4t9给一个新设簾， 
IP由开复计:̂署署长经管ttttft基A — 《合国科术ftilX展基金， 
b包括表二十七所《tt次級1»托基金的资产负肇 
cit开： 

•未*6用《敏 

―107 一 

A W 个ft*麵分• 

m m 

2 m «SI 

100 000 m 

USUSH 
5 09i2H suant 

f产b 
現金 
可JUfc货， 
*贅 <附表18> 
—为执fîilS淘各Bft>fiF提供的il务&费 
H各执行#1构提倂ttA务经费 
Aft开发计«署款項 
Jfi牧fMtA>4«身眉 
座计MA 

争afto 

200 000 

5 on 2U 

10 011 « f 

—为扶行《g应付《Bftiïft业务经费 
&付4(他《1行机构《̂1夯经费 
备抆fî«，构来请《«务 

«付次tt傕托基金歉《 

—舰资源(^>分1<»用资源 

1 2 月 3 1 H « f î ° 

(说> 
(表二十七> 
(翻2 1W ) 

【说《2 
(说明2 1 i 。 

_OJÉÊ 

J m. m 

m MB 

1 34a aof 
« 4 M «tf 

,s
 
s

.
S

A
 

*
5

 
s

i
 
M
 
i
S
i 

s

«
l
 



表十二 
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经管的信托基金 

联合a发展中内陆a家特别基金 

1 9 8 7年 1 2月 3 1日资金状况 

(以美元计) 

1986 ，987 

'计开： 
19k m. 

本 一 个 麵 

5 » » 1 190 736 
- 16 m 

3 » 261 M M " 
- 1 0 8 - * 

本*度ft入(pjtm 
23 344 
36 299 

2S2 

JSL2& 

24» 590 

J2JBS 

269 472 

61 59* 

iWt 
BZJH 

(277 205) 

2 5M 

2 29S 
8S 459 
15$ 789 

m »， 

(277 20S) 

574 380 

各OlifiAgftM歉 

入（文m) 

X：文出 

以往《年X方，:鲁《(净《1 

资产 

可JUk货， 

ft其他抆行机*»供 
应牧开Jit计項 

I « « ¦ 6 1 

1月1B编存 
文出超入数額 
I»入开JlîW«署一 《!资》教項 
1 2 ^ 3 I B * # » 

26 231 
(1 

J O B 

13S 444 

1P m 

us ur 

(120 «as) 

22 500 
320 000 

M 273 
9 3S» 

410 ，32 

« 800 
100 SM 
67 OSS 

81 m 
2tt 55» 

32S 2«1 
(120 688》 

207 5q 

410 1» 

M
M
»

 M
 

s
 



表十三 

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经管的僂托基金 

开发计划署纳米亚基金建国方案信托基金 

7年 1 2 月 3 1 日 资 金 ^ ^ 

~ ？ 美 ^ in 

1̂  1987 

•计开： 

一 109 一 

J2K 

1 MB W 

m 

：07» 97! 
45 m 

*单入*>支出 
421 766 
US 308 
"m》 
560 561 

695 272 

m m 

mm 

«会比4«金（建Ua力案）ftflJt 
剩惠tt入 
杂《牧入 

項i 

儒还各伙1̂机1̂?力案丈*»眉 

P 乂往各卑度方《开丈调数数（净爾> 
以往各单恩方案文费用调養数（净《i ) 

1 890 678 
153 396 

a m 
2. W Iff 

1 124 OU 

m w 

1 m 479 

《33 549》 

14 XI) 
1 laB 

l̂ajfifl 特入《合利Aft入 
牧过文出数爾 

(264 175) ( 1 0 8 6单：jtft超过牧入） 

(说W2 3 : 

,43 308 

735 312 

赘产 
珑金 
可兑換货If 
投资 
陶眷执行机构提业务fi* (W表18】 

fi计JN麻 

5 S81 
t M 000 
440 711 

at H? 

7«6 055 

429 m 
Al 100 

mm 

1 é52 546 

1 3tt »， 

1 681 164 

ft付tut 

( « . W 5 ) 

1月18«存 
收入超过支出歡截 

( 1 Dfl 6单：文出超过收入数《n 
12月3 IB结存• 

143 306 
313 662 
U7 527 

632 » 2 

1 

mm 
USLM 
2 744 055 



表十四 

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经詧的信托基金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1 9 8 7年 1 2月3 1日资金状况 

(以美元计） 

1986 

5 6U5 121 

115 " 1 

198 226 

758 156 
.206 295 
k 898 929 

k 28U 909 

222 385 

9T9 "29 

5 U86 721 

(259 378) 

1 261 

5 228 60k 

(529 6T3) 

U 5 " 

9 515 500 

2 257 912 

1 J*5T 968 

本年度收入和支出 

各国政府自愿捐款 

分摊费用缴款 

捐赠 

利息收入 

杂项收入（净额） 

减：支出 

(附表1 4 ) 
(附表1 5 ) 

偿还各执行机构方案支助费用 

两年期预算支出 

以往各年度方案支出调整数 

(净额） 

以往各年度方案支助费用调 

整数（净额） 

(附表1 9 ) 

支出超过收入额 

资产 

现金 

可兑换货币 

投资 

向各国政府提供的项目执行业务经费 

向*他执行机构提供的业务经费 

1987 

U 7(̂7 993 

50 000 

227 336 

815 255 

6 237 *»71 

U 960 553 

177 136 

1 189 ?91 

6 327 260 

(29 18U') 

1 865 

6 296 211 

(58 7UO) 

8 91" 

15 078 500 

907 686 

(附表1 8 ) 1 270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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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续） 

185 552 

3 8U6 

198 ?90 

13 623 912 

117 "50 

10k 251 

26 615 

5"7 152 

?82 319 

1 m 787 

12 757 800 

(329 675) 

12 2k6 125 

13 625 912 

应收开发计划署款项 

应收帐款和递延费用 

应计利息 

负偾和未动用资源* 

应付帐歉 

应付给各国政:?é的项目执行业务经费 

应付给:他执行机构的业务经费 

各执行机构未清偿偾务 

应付开发计划署款额 

应付次级信托基金款额 

未动用资源 

1月1日结存 

支出超过收入数额 

1 2 月 3 1日结存a 

3 8U6 

177 729 

(说明5 ) 
( 表 2 7 ) 

15 "一6— 

290 85" 

57 928 

9 6kl 

"97 923 

1 6U7 

862 958 

3 259 931 

12 2U6 125 

(58 7UO) 

12 187 385 

15 UUî 536 

说明:应收各国政府本年度和以往各年度捐款共$602， 558( 1986年S966. 497). 

说明7内按年开列这笔款项的细数， 

‧ 包括表2 7所列次级信托基金的资产和负偾。 

计开： 

1 9 8 6 
a 

19 8 7 
未动用拔款 

未支配款项 

8 195 6k2 

h 052 1*85 

12 2k6 125 

上列来支配歉项中共有:8： 5 2 0万已约定用于一些管道项目，截至1 9 8 

年1 2 月 3 1 B为止，这些项目的项目文件尚来签署， 

6 908 350 

5 279 055 

12 187 585 

所附说明为本财务报表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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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1986 

38 990 

^ 199 559 

270 ?29 

27 ap, 
k 536 U68 

6 3A2 022 

101 084 

162 212 

6 U03 518 

(15 H20) 

6 591 898 

(1 855 U50) 

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经管的信托基金 

开发计划署能源帐户 

1 9 8 7 年 1 2 月 3 1 日资金状况 

(以美元计） 

1987 

5 576 

U 828 000 

35 285 

本年度收入和支出 

各国政府自愿捐款 (附表1 4 ) 

(附表1 5 ) 

利息收入a 

杂项收入（净额） 

减：支出 

项目费用 

偿还各执行机枸方案支助费用 

行政费用和方案支助费用 

以往各年度方案支出调整数 

(净额） 

以往各年度方案支助费用调整 

数（净额） 

收AM过支出数额（1986：支出超过收入 

数额） 

资产 

现金 

可兑换货币 

投资 

向各国政府提供的项目执行业务经费 

向:^他执行机构提供的业务经费 

38 553 

9»»5 868 

2U5 592 

6 333 
， 
1*09 

2 892 872 

53 256 

156 62̂  

3 102 735 

(31 896) 

070 839 

262 570 

11 730 

U 752 000 

263 H05 

98 115 

一 112 一 



表十五（续） 

22 kl6 

21 22k 

应收开发计划署款额 

h 95h 195 

100 

8 638 

2 03U 918 

531 

2 kSZ 187 

k 327 U58 

(1 Q55 

2 k72 008 

负债和未动用资源 

(附表1 8 ) 
(说明5 ) 

应付各国政府的项目执行业务经费 

应付其他执行机构的业务经费 

各执行机构未潰偿偾务 

未动用资源 

1月 1 B结存 

收入超过支出数额（1986:支出超过收 

入 , ） 

1 2 月 3 1日结存b 

1 Qkl Bok 

13 187 

6 980 239 

k 500 

8 608 

5 673 

1 227 080 

1 2U5 661 

2 U72 008 

3 262 570 

5 75" 578 

"95»* 195 6 980 239 

说明:应收各国政府本年度和以住各年度捐款共SI, 945, 614( 1 9 8 6年： 

― S 2 . 170. 7 1 5 ) .说明7内按年开列这笔款项的细数. 

a 包括1 9 8 6年获得但计入1 9 8 7年的利惠收入S1, 195. 

b计开 

19 8 6 19 8 7 

未动用拨漱 ^ 550 k826 1U8 

未支配款项 - 908 "50 

拨款超过资源数额 (g 1T6 322) ： 

2 U7g 008 -L^^L 

所附说明为本财务报表的一个组成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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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 

开发卄划署：开发计划署经瞀的信托基金 

署长设立的信托基金 

防止可避免伤残初步倡议 

1 9 8 7年1 2 月 3 1日资金状况 

(以美元计） 

1986 1987 

本年度收入和支出 

103 753 各国政府和箕他捐贈者捐款 ( 附 表 1 4 ) 99 9»»0 

减：支出 

137 555 项目费用 

收入超过支出数额 
56 516 (33802) (1 9 8 6年：支出超过收入数额） 
56 516 

资产 

攀 应收开发计划署款项 (说明 5 ) 33 217 

5 139 应收次级信托基金款项 (表二十七） -
3 139 53 217 

负偾和未动用资源 

96 应付各国政府项目执行业务经费 一 
15 909 各执行机构未清偿偾务 10 8U1 

1 27̂  应付开发计划署款项 -
17 279 10 8U1 

来动用资源 

19 662 1月1日结存 (1U lUo) 

(33 802) 
收入超过支出数额（1 9 8 6年： 

56 516 (33 802) 
支出超过收入数额） 

56 516 

ilk Iko) 1 2月 3 1日结存a 22 376 

5 159 53 21Î 

一 114 一 



表十六（续） 

19 8 7 

22 576 

22 576 

一 115 一 

a 计 开 ： 

19 8 6 

未动用拨款 56 9k7 

未支配歉项 -

拨款超出资源数额 (71 087) 

所附说明为本财务报表的一个组成部分. 



表十七 

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经瞀的信托基金 

署长设立的信托基金 

在苏联训练来自发展中国家专家信托基金 

1 9 8 7年1 2 月 3 1B资金状况 

(以美元计） 

1986 1987 

1 678 266 

51 623 

36 035 

T765 922 

2 193 325 

276 $03 

2 U69 828 

73 780 

2 5"5 608 

(777 686) 

285 366 

2 001 920 

本年度收入和支出 

各闺政府捐款 

利患收入 

杂项收入（净额） 

减：支出 

(附表1 4 ) 2 830 k91 

55 566 

67 680 

偿还各执行机构方案支助费用 

以往各年度方案支出调整数 

(净额） 

收入超过支出数额（1 9 8 6年： 

支出超过收入数频） 

资产 

向执行机构提供的业务费用 

应收开发署款项 

应收帐款和递延费用 

2 931 737 

1 895 662 

2kl U6U 

2 137 126 

2 13T 126 

, 6 1 1 

235 2k7 

(说明5 ) 2 935 T50 

15 860 

2 265 266 186 857 

一 116 一 



表十七（续） 

k 000 

98 690 

716 858 

819 5H8 

2 2U5 U24 

{m 686) 

1 U65 758 

负偾和来动用资源 

应付帐款 

应付各执行机构业务费用 

各执行机枸未清偿债务 

来动用资源 

1月 1日结存 

收入超过支出数额（1 9 8 6年: 

支出超过收入数额） 

1 2 月 3 I日结存b 

2 285 286 

a 1 9 8 6年获得但计入 1 9 8 7年的利患收入, 

b 计 开 : 

未动用拨款 

未支配款项 

1 9 8 6 

92k 258 

1 k65 738 

18 860 

Vro 255_ 

926 508_ 

1 U65 758 

7?î* 6ll_ 

2260 

3 166 857 

1 9 8 

953 

1 327 007 

2 260 3U9 

所附说明为本财务报表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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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 

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暑经管的信托基金 

署长设立的信托基金 

荷兰对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捐歉信托基金 

1 9 8 7 年 1 2 月 3 1 B 资 金 状 况 

(以美元计） 

1986 1987 

kl8 15U 

本年度收入和支出 

利息收入a 

减：支出 

项目费用 

偿还各执行机构方案支助费用 

支出超过收入数额 

1 692 9>»9 
188 577 

1 881 526 
(1 U63 372) 

976 130 应收开发计划署款项 

612 332 

k 82? 170 

(1 U63 372) 

5 365 798 

负偾和未动用资源 

各执行机构未清偿偾务 

未动用资源 

1月1日结存 

支出超过收入数额 

1 2 月 3 1日结存b 

2fk ek9 

555 675 

71 2kk 

626 919 

(3Tg 070) 

(说明 5 ) 3 3U2 507 

?50 579 

5 563 798 

(572 070) 

2 991 728 

3 976 130 3k2 307 

―118 一 



表十八（ _ l j 

a 1 9 8 6年获得但计入1 9 8 7年的利應收入 

b 计 开 : 

未动用拨款 

未支配歉项 

1 9 8 6 

1 795 910 

1 567 888 

3 363 798 

1 9 8 7 

1 819 629 

1 172 099 

2 991 ?28 

所附说明为本财《表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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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 

开发卄划署：开发计划署经管的信托基金 

署长设立的信托基金 

开发计划署对遛受饥荒和营养不良发展中国家的信托基金 

1 9 8 7年 1 2 月 3 1B资金状况 

(以美元计） 

1986 1987 

170 000 

1 236 520 

(21) 

1 U09 k99 

8 529 5"7 

_ (8U 000) 

8 M»5 3^7 

( 7 038 8 1 + 8 ) 

" 7 5 

10 315 000 

1 S2k 588 

1 5U2 03k 

2U9 089 

15 951* 986 

本年if收入和支出 

原联合国紧急行动信托基金剩余资金 

转帐 

各国政府分摊费用缴款 

利息收入 

杂项收入（支出） 

减：支出 

(附表 1 5 ) 

以往各年度方案支出调整数 

(净额） 

支出超过收入数额 

资产 

现金 

可兑换货币 

投资 

向各国政府提供的项目执行业务经费 

向其他执行机枸提供的业务经费 

应 计 利 息 

ITU T78 

378 660 

885 935 

(16) 

1 " 7 

3 ?65 95»» 

(793) 

3 76g 161 

(2 551 8010 

(附表 1 8 

9 27X 

11 U33 000 

) 1 976 2U9 

1 18? 021 

126 618 

Ik 732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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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续） 

26 1̂ 5 

15 172 

2 830 kh7 

gl 393 

g 923 135 

18 050 679 

(7 038 8U8) 

11 Oil 831 

15 95H 986 

负偾和未动用资源 

应付各囿政府项目执行业务经费 

应付其他执行机构业务经费 

各执行机构来清偿偾务 

应付开发计划署款项 

未动用资源 

1月1日结存 

支出超过收入教额 

1 2 月 3 1日结存a 

( 说 明 5 1 

8U 691 

63 9**0 

657 ?27 

5 2U5 77" 

6 052 132 

11 011 851 

(2 331 80U) 

8 660 027 

iJt_T32 159 

说明:应收各国政府本年度和以往各年度捐敖共S30， 0 0 0 ( 1 9 8 0 ^ S30， 000). 

说明7内按年开列这笔漱况的细数. 

a 计 开 : 

未动用拨歉 

未支配款项 

1 9 8 6 

8 9*̂ 0 950 

2 070 881 

11 011 8?1 

1 9 8 

5 287 575 

3 592 U5g 

8 680 027 

所附说明为本财务报表的一个组成部分. 

- 1 2 1 一 



表二十 

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经眢的信托基金 

署长设立的信托基金 

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的佩雷格雷罗信托基金' 

1 9 8 7 年 1 2 月 3 1 日 资 金 状 况 

( ) 

1986 1987 

U66 082 

U66 082 

?17 161 

(251 079) 

5 7"5 

6 U85 000 

203 697 

71 875 

6 762 315 

133 206 

150 306 

本年度收入和支出 

原联合国紧急行动信托基金剩余资金 

转帐 

利息收入 

杂项收入（支出） 

减：支出 

项目费用 

支出超过收入教频 

资产 

现金 

可兑换货币 

投资 

应收开发计划署敖项 

应计利息 

负偾和未动用资源 

应付各执行机构业务经费 

各执行机构未清偿偾务 

29 962 

M̂9 一 

̃"̃ÎÎ5) 

"79 5 ， " 

529 831 

(50 krr) 

6 kl3 

(附表 1 8 ) 6 722 000 

(说明 5 ) 2U5 558 

85 59»* 

7 057 367 

621 831 

7 210 

285 512 629 OUl 

―12 2 一 



表二十（续） 

6 ?29 882 

(251 079) 

6 1*78 803 

6 j62 5 1 1 

未动用资源 

1月1日结存 

支出超过收入数额 

1 2 月 3 1日结存a 

6 kjd 805 

」5 0 "77) 

6 1̂ 28 326 

T o?7 ?6乙 

a 卄 开 : 

未动用拨款 

未支配款项 

19 8 6 

1 U80 151 

U 998 6̂ 2 

6 U78 803 

1 9 8 7 

90k 588 

5 523 738 

6 U28 326 

所附说明为本财务报表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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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一 

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经管的信托基金 

署长设立的信托基金 

开发计划署援助与非洲难民有关的发展项目信托基金 

1 9 8 7年1 2 月 3 1日资金状况 

( 

1986 1987 

9 10? 

6 " 196 

6Ug 303 

255 258 

25 879 

130 

391 "71 

250 852 

7 85U 167 

51 761 

79 57»* 

7 965 502 

本年度收入和支出 

利息收入 

减：支出 

偿还各执行机枸方案支助费用 

开发计划署 

收入超过支出数频（1 9 8 6年： 

收入超过支出数额） 

资产 

投资 

向各国政府提供的项目执行业务经费 

向 # 他执行机构提供的业务经费 

应收开发计划署款项 

应计利息 

(附表1 8 ) 

" g 851 

532 831 

1 809 983 

207 583 

lk6 200 

2 163 566 

(1 630 755) 

7 831». 167 

81 01k 

52 H56 

80 6^ 

8 OUQ 351 

一 124 -



表二十一（续） 

91 llU 

91 Ilk 

7 623 556 

2$0 832 

了 87" 588 

7,965 502 

负偾和未动用资源 

各执行机枸未清偿偾务 

应付开发计划署款額 

未动用资源 

1月 1 B结存 

支出超过收入数额（1 9 8 6年： 

收入超过支出数额） 

1 2月 3 1日结存a 

( 说 明 5 ) 

579 5"1 

225 137 

80k 6t8 

7 8TU 588 

(1 630 735) 

6 243 653 

说明:应收各国政府本年度和以往各年度捐款共S4, 461( 1986#. S4. 173). 

说明7内按年开列这笔款项的细数. 

a 卄开: 

未动用拨款 

夫支配款项 

19 8 6 

2 599 79̂  

5 27k $9t» 

7 87U 588 

1 9 8 

2 252 97k 

3 990 679 

6 2k3 633 

所附说明为本财务报表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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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二 

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经管的信托基金 

署长设立的信托基金 

开发计划署非洲反贫抗饥信托基金 

1 9 8 7年 1 2 月 3 1日资金状况 

(以獒元计） 

1986 1987 

1 266 592 

1 022 000 

10 301 

2 298 895 

1 568 

867 

^235 

一 g 2 

000 

971 

971 
92» 

5 150 169 

lk9 510 

205 032 

k 732 226 

5 086 828 

本年度收入和支出 

各国政府项目捐款 

各国政府预算外活动捐款 

减：支出 

预算外活动 

收入超过支出数额 

资产 

应收开发计划署款项 

负偾和未动用资源 

各执行机枸未清偿偾务 

应对次级基金款项 

U90 

(说明 5 ) " 197 582 

115 USs 

(表二十七） 6 5 6 797 

h 155 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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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二（续） 

"5 3UI 

来动用资源 

预算外活动 (说明 2 4 ) 

1 2 月 3 1日结存b 

5 130 169 

1̂ 7 

"3 831 

说明:应收各国政府本年;r和以往各年度捐款共$1 922 000( 1986^ %\ 022 00 

说明7内按年开列这笔教项的细数. 

a 包括表二十七所列各次级信托基金的资产和负偾. 

b 卄开： 

1 9 8 6 1 9 8 7 

未动用预算外资源 ^7 ^'T 

夫支配教项 般资源 85" h3 3^^ 

3̂ 5"1 "5 831 

所附说明为本财务报表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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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三 

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经管的信托基金 

署长设立的信托基金 

挪威对安哥拉松贝石油训练提供捐款信托基金 

19 8 7年12月31B资金 
( m m ) 

1966 1987 

927 152 
17 751 

4 U 692 

489 162 

489 162 

455 741 

本年«tt入 

各(B政W捐款 

杂 項 入 （ 冷 》 > 

减： * w 

费用 

偿还洛执fi机构方*文》*用 

K往爭年《方案文Wll*数（净鎮） 

K f t 各 年 i t 方 案 ( 净 《 n 

*入超过丈HI数類 

(附表 1 " 1 044 776 

96 853 

_um 

108 738 

4M 545 

»?今?4 

436 039 

17 80S 
338 434 

401 693 

资产 
K)各IMî机*1HI的业务经* 

S牧开发计*»款麟 

8牧 
( 说 ) 667 042 

667 042 

(498 740) 

m 741 

401 693 

廉付《tMt机构 

«tUMMt来清《«务 

IJ) 1 BM存 

12月SlBtt#i 

274 002 

(42 999) 
«36 039 

667 042 

计开, 

来文 e t項 

1336 

658 738 

{ Z 2 L Z E ) 

(42 999) 

1987 

SO 001 
343 039 

393 040 

所附说W*本财务《表É>—+组成部分‧ 

一 128 -



表二十四 

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经管的信托基金 

署长设立的世界银行项目信托基金 

1 98 7年 1 2 月3 1日资金状况 

(以美元计) 

牙关加抆术援ft 

a ax金 

巴拿马技术《助( 

信 托 X 釭 « 托 < 金 ' 

本》«教入*>文m 

•«emjHM款 ' 

«还开it计《*的利Att入 
(附表1 4 '> 

(12 yg) 

(12 m 

减I tu 

項B, 
f̶t««*Wî«un方《丈》费《 

*产 
J t t t 开 歉 類 

(说I1B ) 

(12 M8) 

a 879 

春II行机翱‧《«务 

57 727 

(12 M i 

" y ? 

a 879 

729 760 

<?3 ， m 

1 24S 710 

_22LfiZ 

(668 724) 

218 847 

-J52JZa 

728 193 
<668 72" 

218 S47 

(6 708) 

(âJSS) 

(6 708) 

115 

6 823 
"708) 

_ m 

，15 

£ft«BtUt本*度》以住各年度攝款共,207, 861(1988*: »68fl> 887). 

计开I 

崎 ' 《 a „ a 

fttt*金 «托》金 

u 879 458 316 115 

ft*超出-:_ (ÎW ¥iV - _ 

" 8 7 9 59 " 9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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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五 

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经管的信托基金 

著长设立的其他信托基金 

1 9 8 7年 1 2月3 1 B资金状况 

( 以 i 元 计 ) — ― 

本翠*ft入*"文B 

利惠«入， 

各技行 

开复计《» 

«入超Jtttt傲類 

：雕fMh 

*产 
* 喜 騰 行 童 - 务 经 费 

Jl牧复计《MF敦項 

凑执行M»来请《费务 

*开度计《 H » *金 # t 

612 

( M 5 ) 

(说酮 5 ) 

24 434 

612 

JUSk 

172 é M 

(1M M " 

a s » 

192 sot 
192 m a 

«1 146 

7 949 

_ m 

122 602 

107 434 206 611 
m 27t • 

M 042 206 " 1 

9 4 026 
79 983 

400 699 -

(164 8811 122 A02 

auu ,a 602 

245 042 206 411 

l M a * « 1 »但计入 1 0 8 7年的利Jfc*入， 

««：4»1政《本攀度《款*«1, M 6 , 088.说W7rttt年开列这*款))(ft麵 

t . 

* 曾 托 基 在 该 年 痘 内 关 闭 ， 同 款 B f t I H t , 该 基 金 f t 未 动 用 歉 項 转 

人开《， * » H l H t * . 

来 《 A M 

* 文 E M 

ft款超m»»徽额 

j i t 廣 中 开 a l S I ^ M i 

专 家 的 倍 托 资 计 《 » 托 基 金 力 方 案 《 f t 基 金 》 

i M 9 n 

2SS8U 

1 3 K 889 

122 «02 

tt教)(I过资'，是H为今;6杏年Mtt款都;!《«本年度fi!*M款《«• 

* « ( « ¦ ¦ ; * 本 《 • « 表 * " " 小 分 ， 

一 130 一 

在 保 加 练 爽大M亚发展 

S屬中BJ* 援JW»/开崖计《署' 
专康的信ft*金 计 M

 

幸
a
i
 

加
开
i
 



表二十五（续） 

n n m ' ^ u IILliP*-* 
筹'歉值托1金 户W査t力；案鲁托塞金 i t * l 5 

本年度牧入*"31：111 

4^«*«»其他《INFM款 

i»(息*入, 

«I-丈W 

开夏计 

*产 
* 喜 孰 行 H A M M A M * 

Mî fJ t计*署款《 

,('*表"）.1 

(说《S ) 

11 m 
Jim 

11 861 

m m 

，9， 570 

，79 70» 

11 »1 
mm 

191 S70 

JLSi. 

101 MO 

13 «S0 

̶LS2& 

(tlO 370) 

131 4M 

206 027 

(119 ?m 

97 »7 

131 4S0 

28 130 

urn 

29 m 

»"6 

29 776 

\ s 8 «*«得但计入1 9 « 7年》«麻«：入， 

JE牧善BAJM:年度*>!!(往«#度«*#*014, 60O(198M^ MU, 690). 

锐M7A«!卑开/«这«敦項1»«徵》 

计开 

M« IU资攤数麟 

芈署/开 I f加，大 B际开发著/开 X开《计《署#&加#比 
> t i y B * « 计 《 署 £ > « » « 全 》 隹 項 8 « 晨 筹 | $ ， | 付 

* 教 信 托 金 户调畫K力方案《托基金 歉《托S金 

179 70» 
11 161 

m m 

1 004 «73 

97 UT 

2* m 

» m 

«t歉麵过*»JlBf*今je4專的《IMM本年度*•以往年度歉 
所W说明为本财务《表J4—个《jKilf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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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五（续） 

开发计《署对 

发《«题采取 

行动《托基金 

开《计 
开发计《署gj» 

赞理£食《J»M信 

本•Jt»̶入-J^B 一 

杏驕*«*>其《攝赠者《*' 

喜 

？W计》 

«AJlliËtliftM 

1 036 051 
9605 XS 4ffS 

428 028 

1 04S «S4 J M SOO 

1 111 057 167 1 M 2 U 125 

56 5S3 -
17 121 

1 m m 167 1 " "，2" 

("1 756) o n 671) 201 2 M 

•MB 

» 产：-
'敏野《iMMHMI. ，"，， 

u 619 

82 S61 

Ma 7 W 

va ZH 

負》Mt«««« 
"行《M清•《«• 

1月IBtt» 

17 0 » 

11» 3 M 

(141 7 » ) 

u «19 

M» « M 

4 » W 

M 100 

a» m 

HZ iV, 

M 3 3 M 

1 » » 0率<»1«计入1 » 8 7年tM»»éA« 

鹰 本 举 J t * K 往 各 年 度 《 » * « Utrm^tm, $U». 052)J %917 攀开M这笔款項徽， 

» W - 一 

» 徵類 

开发计划署对 

行it信托基金 

(22 406) 

赠 5 | = 
规划部方案傕托基^^ 营理： 

455 967 5*3 35* 

az 040 

M l 3 U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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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五（续） 

合会1»托*金 «托基金 

本年ittt入和文m 

鲁BBft府和其ftldJtij»!歉 (W表1 4 > 

«B,用 

开X计S# 

<—*1B*过*t入徵類） 

10 319 

•26 

inn 

(11 U5) 

am 

a VA 

310 432 

39 840 
5 001 

553 m 

(329 729) 

MO 064 
JLSil 

mm 

J» «75 

32 389 
13 20， 

n 200 

239 342 

，产 
«鲁抆行机构提供《jfc务費 

—善执行机构务 

1月J 8结# 

1 2月3 1 B结存W 

{ « W 6 ) 30 3W 
64 019 

m 229 

107 409 
664 806 

30 309 422 239 772 215 

M M 

127 676 389 346 

"454 624 292 U3 527 

(11 U5) 

a n ? 382 <69 

30 309 422 259 772 21S 

mmmm 

• 1 oaa辱*搏但tt入1 (ijiT*i«*(麻翁入• 

义《8助《金会 艺il支，非洲》^.—世界镶价方》• 
信托It金 合 会 金 ff托基余 
30 309 271 01» 

2** 563 

375 3SS 

382 869 

所为本«*«表《̶个《'成<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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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五（续） 

番 8政《和其他象 
减：*«» 一 

«还喜执行*#方》文*舞眉 

(*表14> -2L322 

27 322 

M 滋 晨 

»77 778 

977 778 

JSliZS 

S90 570 

*产 
廉軟开X计 27 322 977 778 590 570 

12月S 1B«*1» 

?7 322 

27 322 

27 322 

節778 

977 778 

J2SJZa 
J2SL5Z2 

590 570 

崖《喜-«11；4£4«¦¦*共swh «08. 

b卄开： 

尼科西置A计* 
执行险 

109 » 1 

27 322 

讓 晨 

3 OT3 796 

<2J50U> 
977 778 

1 M O 760 

m m 
590 570 

过资《M为今后鲁年《»»»»»^^»*»"««*«***** 
Jïfwftn为本J»务襯表il—个》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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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五（续） 

#，B<抆术 加:^ 际^崖署/开发 加聿际开S署Z开廉 

i«««ltà* 信托羞金 下水"、 

¥«*Jff和其她麵攤歉 

HI 

um詹A 

< M表 1 4 > I W 381 381 679 65 9 U 

" "行 H - l * '方業 ' * * J M i 
‧ 

" "行 H - l * '方業 ' * * J M i 

2 149 321 381 679 65 9 " 

蟹产 
(说《18 ) 2 149 321 381 679 (& 9 " 

負翁4Mt4M资囊 
JltîM资潔 

1胃重 B t t A 

«̂ \趨过文ft*麵 
1 2 ^ 9 I B « # S/ 

2 14? K l 

2 H ? 321 

2 " 9 321 

381 679 

M l m 

381 679 

65 9 U 

65 914 

65 914 

*fi«t各髓政4本年度各翠《•款共Mil,a70(198a»: «724, 838).说《f 7内《攀7！^这笔款《M麵数， 

bS**B政麻本年《捐歉共》100, 378 ,*«7*1*攀开《这笔歉《的《6徽， 

il计开: 

芬.f 60家技术 
合<1评，气方 

U9 321 

U9 321 

加拿大ai际开《署/开« 加开i!it'/;Jî« 
计划署非《l«BS厲筹款 计 * J#3 t « -开X*置越 

下 水 》 « - * B 售托基金 

800 000 

(418 321) 

381 679 

166 559 

M00 645) 

6S 9 " 

-今》威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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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五（续） 

方*信Mtét 

善Miff 其他麵《««I敦 

赘产 

歉 

隶《»2贅揮 

，2月s IB结寄b 

1 203 486 

( « « S ) 1 203 486 

1 208 486 

1 208 486 

1 20S 486 

8 822 

IS 737 

S 837 

8 100 

a 100 

1? 737 

J U Q Z 

a 837 

918 

276 4S7 

282 35S 

f?if 

276 " 7 

276 W 

282 S5S 

W at^喜聽政ll*«x««»M3S^4is . 

W 1 0 a 7年8月;M(会羅翁来M资金， 

£ / 计 开 ： 

善 兰 嫩 a i ^ i ç 
特《行《方案傕托" 

»PH说《为本Jit务«表11 «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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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六 
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经管的信托基金 

开发计划署经管的其他信托基金 

1987年1 2 月 3 1日资金状况 

(以美元计） 

联合B菜拿托 

A夯方案信托基金ê/ 

联合B向Jtf威士兰 
提 供 业 务 （ 方 案 ) 

人员信托if金 

开发计:M署 

发展研ît计划W 

本年度收入和支出 

各面政府自愿捐歉 

利息收入 

杂项收入（净《n 

(附表1 4 ) 

减：文出 
項目费用 

1*还各执行机构计划丈助费用 

收入超过支出数額 

(文m超过收入数額) 

*产 

投资 （附表 1 8 ) 

IÉI各执行机构提供的业务经费（说明5 ) 
应牧开发计划署教項 -
应收帐款和递延费用 

负債和未动用资源 

â付各执行机构业务,费 

各执行机构未清偿偾务 ，.><。„e、 
应付开发计划署款項 （说明5 ) 

未动用资源 

1月1日结存 
收入超过支出！^额 

(文出趔过收入数W) 
1 2月 3 1 13结 

• »7» 

W W 

a w» 

r aa 

(*1 272) 

1»0M 

，13 to 

401 eu 

«no 

fra 

«B m 

liL2ZZ> 

«01 ou 

19 

S 

'ss 

4SS 

U2& 

m 

』 

« 255 

21471 
" M O 

M O » 

* 

JLfiU 

u or 

nrm 

mm 

-un 
ss 1» 

-ILStt 

M U M 

m 06* 

a 应妆各18&府本卑，*«以往4^卑度揭«：共：5165, 2 8 9 ( 1 9 8 6 卑 ： 9 2 8 ).说明7内按夂开«ijt^yk项的细徵. 

b应收各B政府本年度和以往各年度捐款共$60, 0 0 0 ( 1 9 8 6年 8 3 0 , 0 0 0 ) .说 W 7内按年开列这笔款«的细徵. 

0 计 开 ： 

未动用拔歉 
* 支 項 

所附说明为本W务报表的一个组成都分. 

联合8莱索托 

业务方案信托基金 

» m 

M O W 
»11y 

- 1 3 7 一 

联合国向期威士兰 
提供,il务（业务方案） 

人员信托基金 

开发计划署 

发展研究计划 

.n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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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8 

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帐户 

讓 

10 731 
263 645 
20 992 
13 598 

i 9 8 7年1 2 月 3 1曰终了年度 

专家职务中断期间费用和长期病假费用和赔偿金 

(以美元计） 

专家取务中折期间費用 

劳工a织 

襯农组织 

民航组织 

工发组织 

丑生ft织 

2232 

178 592 
10 062 
20 556 

739 
5 007 

308 966 214 956 

长期痏假费用 

225 960 751 239 

' 文 付 给 专 家 的 , 4 — S全都钹敦的項目 

833 
41 491 

民航组织 
工发组织 

883 
38 393 

42 324 39 276 

577 250 共 计 (报表一） 005 471 

34 369 
30 800 

666 234 

19 836 

23 235 
17 453 

153 648 
(119) 

10 044 

21 699 

8

组

组

组

组

联

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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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工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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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0 

开i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帐户 

1 9 8 7年 1 2 月 3 1日投资情况 

(以美元计） 

1 9 8 6年 方式 货1? 利率 1 9 8 7 年 

95 676 
，24 715 
55 357 
37 611 
231 882 
37 927 
9 511 

30 4 M 
105 U 2 
495 092 
563 076 
100 473 
70 060 
10 127 

488 088 
8 361 

2JâL2S2 

«u 000 
1 400 000 
2 600 OOQ 

iJÙLm 

590 260 
，91 Oi6 
U1 991 

3 9}， f** 共计 

USLèSi 共计 

活期帐户 

LSSLm 共计 

美无 6.3750 
5.1250 
5.2500 

罗马尼亚列伊 
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 

端典克朗 
璀士法W 
美元 

元
令
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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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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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 0 ( 续 ） 

1 9 8 6年 方式 货If 利率 1 9 8 7 年 

通知,》 
1 5U87S B无 

定期存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2 590 
10 000 
s 000 
200 

10 000 
5 000 
15 000 
10 000 
5 000 
10 000 
10 000 
5 000 
5 000 
10 000 000 
10 000 000 
10 000 000 
5 000 000 
10 000 000 
9 000 000 
10 000 000 
10 000 000 
to 000 000 
5 000 000 
5 000 000 
5 000 000 
10 000 000 
10 000 000 
5 000 000 
10 000 000 
s 000 000 
5 000 000 
10 000 000 
10 000 000 
5 000 000 
10 000 000 
5 000 000 
10 000 000 
10 000 000 
s 000 000 
s 000 000 
10 000 000 
s 000 000 
10 000 000 
10 000 000 
5 000 000 
10 000 000 
5 000 000 
10 000 000 
s 000 000 
10 000 000 
10 000 000 
10 000 000 
10 000 000 
10 000 000 

I 000 5 000 437 700 00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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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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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
;
乙
7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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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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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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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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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0 (续） 

1 9 8 6年 方式 货审 利率 1 9 8 7年 

定期存款（续） 

225 806 

464 789 

238 093 

18 768 116 

10 M O 000 

108 750 001 

«89 796 

11.2300 
11.2200 
11.2500 
",2500 
11.«75 
12.9000 
11.7500 

«.«250 
6.12S0 
7.62S0 
6.62S0 
«.62S0 
7.62S0 
6.7500 
7.6350 
6.7500 
6.7500 
7.0625 
6.7500 

7.0000 
9.5625 
9.5625 
8.7000 

9.4375 
10.7500 
9.7500 
9.S000 
10.5625 
9.500 

10.1250 
10.1250 

3.S62S 
4.0000 

«.0625 
4.1250 
3.6875 

9.2500 
8.7500 
9.1250 
8.6290 
8.7500 
8.7500 

9 482 759 

23 054 755 

H 281 565 

27 734 375 

78 999 W 

3 837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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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加
加
加
加
丹
丹
丹
丹
丹
丹
丹
丹
 

f
t
i
f
ê
*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i
f
f
 

一
 

s
§
§
g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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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 0 ( 续 ） 

19 8 6 年 方式 货审 利率 1 9 8 7年 

定期存款（续） 

29 375 951 

» 848 92， 

109 531 250 

92 888 890 

8.1250 
8.4379 
9.37M 
8.S62S 
0.5625 
8.5A25 
8.62S0 
a.5é25 
9.0000 
9.062S 

S.0000 

7.8750 
7.8790 
6.8750 
8.1250 
6.8750 

12.2500 
11.2S0O 
11.0000 
10.0625 
11.2900 
10.0623 
11.62S0 
10.2300 
11.12M 
10.3750 
11.1875 
11.813 
12.12S0 
12.5000 

9.S000 
4.9S7S 
4.2900 
4.S0M 
4.5625 
4.5000 
4.3790 
5.1230 
«.3125 
4.3125 
4.4687 

«.son 
4.5000 
4.S0OO 
4.5625 
4.SO0O 

.6250 

.3129 

41 061 947 

1 782 »«* 

1 160 000 

71 510 204 

81 111 111 

57 219 251 

*
¦
拉
拉
拉
拉
拉
拉
拉
拉
拉
拉
拉
拉
拉
 

t
e
.
郎
郎
郎
》
.
i
a
.
.
s
,
w
.
郎
t
e
-
 比
榜
榜
榜
里
里
里
里
里
里
里
里
里
里
里
里
里
里
 

r

-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
k
兰
兰
兰
兰
兰
利
利
利
利
利
利
利
利
利
利
利
利
利
利
.
 

盾
盾
盾
盾
盾
盾
盾
盾
盾
 

国
s
国
8
H
国
国
国
国
国
度
尔
尔
尔
尔
尔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
兰
2
1
1
3
1
.
一
3
:
1
兰
3
1
.
一
5
,
一
3
|
.
一
3
;
.
一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

 
t
u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日
H
-
日
曰
曰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
荷
荷
荷
荷
苻
荷
荷
苻
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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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0 (续） 

1 9 8 6年 方式 货 利率 1 9 8 7年 

19 602 650 

007 519 

60 869 M S 

27 976 190 

" 7 1 ^ 

W? m w 共 计 

生息債卷和系据 

49 "， 875 

16.S000 
".5000 
16.2S00 
16.5000 
15.2500 

14.0000 
13.S625 
14.2500 
13.5000 
13.5625 
U.7500 
".8750 
13.SOO0 
13.5000 
13.S000 
13.5000 
14.7500 

4.5000 
3.8750 
3.7500 
3.813 
4.12S0 
«.1250 
4.1250 
4.1S7S 
4.18" 

8.0000 
9.1875 
8.SO00 

8.3100 
6.6400 
6.7800 
12.6100 

W 17? 1« 

20 000 000 
10 000 000 
7 000 000 
4 771 875 " 771 875 

843 750 

29 224 806 

285 714 

8 26» <63 a 136 VA 

1 « M 412 
3 676 «ri 
3 308 824 
2 9*1 17Ô 
4 «11 76S 
« «11 7»$ 
4 «11 764 
4 " 1 765 

uùim 
900 900 

4 504 505 
2 702 703 

33 639 706 

a 108 108 

元
元
元
元
无
 

兰
兰
兰
兰
"
；
一
 

西
西
西
西
西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
 

：
:
,
Ï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
_
 

,
畠
畠
„
 

牙
牙
牙
牙
牙
 

班
班
班
班
班
 

•
西
西
西
西
西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镑
镑
镑
 

元
元
元
元
 

美
美
美
美
 

8
9
9
9
9
9
9
9
^
9
9
0
 

議
！

 

i

i

i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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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0(续） 

9 8 6年 方式 货审 利率 1 9 8 7年 

• » (续） 

H »71 ? » 共 计 

ikm&t 6.7500 3 030 303 一 

mt% 6.7500 _mm uoja 

a 利率不同. 

ïm m 

美无以外的其他货币一其他证卷 

* 士法《1 

« 士法郎 

8.3000 
8.6600 
8.6M5 
8.6700 

4.3750 
4.2S0O 

2 283 321 
7 S M 489 
7 M S 321 
4 559 028 

3 676 «71 

共 计 

22 047 159 

7 }« W 

» 4 « 1« 

125 000 
695 878 

S65 371 • 

91 575 

2 " 000 

1 «g «g 

1 080 567 738 

M l 026 

MO OOP 

_mm 

8 M 803 «15 

398 275 196 
278 3SS 812 
200 000 000 

W i?2 «7 

aM 803 SIS 

外地办事处持有的投资 

共 计 

总 计 

渐I普尔 
洲金融共同体法«> 
洲金融共同体法>? 

(报表二) 
(报表二） 
(根表二） 
(根表二 ） 

无
元
元
元
 

大
大
大
大
 

加
加
加
加
 

括
发
发
发
府
 

包
开
开
开
政
 

i
s
 
§
 

美
尔
非
非
元
元
 

一
 
一
加
凍
 

^
瓜
蓬
蓬
买
 

阿
厄
加
加
牙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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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 2 

开发计划署：联合11开发计划署帐户 

初级专业人员计划 

1 9 8 7 年 1 2 月 3 1 日 资 金 状 况 

(以类元计） 

1986年12月 1987年12月 
资金来源 3 1 0结余 收入 小计 付出款 3 1日结余 

政府 

輿地利 99 028 12S 5 M 224 534 toi 915 122 621 

比利时 101 593 302 4 U «M 037 OSSSS (U S16) 

加*大 1 323 559 36 060 1 559 619 1 lao 210 179 409 

丹麦 779 010 728 s a 1 507 854 1 446 66S " 1 8 9 

芬兰 491 849 356 933 848 782 619 403 229 379 

法国 3 885 816 005 «19 888 398 m 
421 099 

德意志联邦共和s 
1 049 503 1 422 700 2 472 m 1 ，53 121 1 319 062 

爱尔兰 102 m 102 « U «2 5 M 39 888 

韋大利 1 115 O U 1 22S U S 2 338 457 1 «96 106 842 351 

日本 510 S W 997 028 f ，07 624 1 12S 280 382 S U 

卢森盤 (2 090) - (2 090) 2 " (2 334) 

荷兰 53 143 2 126 «57 2 1M 000 1 813 986 
366 O U 

裤威 M 7 243 W 196 M 4 " 1 570 527 n 9 u 

瑞典 <13 0») 42S 848 " 2 m m «92 (2)9 103) 

瑞士 U5 «10 9 S34 155 1U 130 4 M 2« 736 

6 ，25 044 8 870 «42 U 995 686 ，，239 413 3 7M 073 

f »表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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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 3 

开S计S'!發：联合Cfl开Si+Jy*怅户 

，目执行处 

1 9 8 7 卑 I 2 月 3
 1 B终了年度计划执行及计划文助费用收支帐户 

( 以美元计 > 

计 划 执 行 

联合 8开 X计划署 

指 示 性 规 划 数 字 * * 用 分 摊 

指示性规划数宇―增添资金 

« « 方 案 资 瀑 

最不it达B家特#J«iÉ基金 

«仓国人口活动基金 

tt托基金 

联合19资本夏展基金 

«仓31苏丹—f«»t»活动值托基金 

联合 B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 

联合S发展中内陆 8家特 J H *金 

联合81妇女发展基金 

开 计 划 署 能 源 帐 户 

防止可避免伤残初步僵议 一 

在 训 来 自 发 展 中 H « « 专 家 « 托 基 金 

荷兰《不发达国家特剁捐款信托碁金 

开发卄划署对遭到饥茏和营养不爽友展中Œ 

家信托基金 

开 《 计 展 中 a « 间 g 济 和 技 术 合 作 值 

托基金 

开发计署协助非洲境内有关难民f t发展項 

s信托基金 

开发计划署非洲反贫抗饥信托塞金 

& 技术援助1»托基金 

开 X计划署对复展问题采取行动值托基金 

开X计划署;)t展研 

开发计w署M来比《基金建0方累信托基 

特JMft̂ KSk方案*托基金 

卄划丈WSWtt入徵 

减：tt划支助和行政臘夯费用 

加：用于ft«JtifiB«tt*(支《15»用《鲁 

入超过开支数《 

1 9 8 7 年 

付出款 

37 M3 m 

"，4«1 
4 2M 4» 

1 9 8 7 年 1 2 月 3 1 8 

未请偿債务 

IS 912 134 
M 512 

2 isrm 

1 9 8 7 * 

it行总截 

S3 4M ，08 
157 m 

i «12 171 

1987卑计 

支助费用牧益 

TU, 150 
U 37» 
roi 426 

973 996 
1 530 370 

435 as 
332 9é/jf 

1 309 S29 
6S 217 

U 3U 256 18 aS5 164 63 19» UO fl « 682 253 

781 470 - 781 470 2 "9 

4 066 994 S 6» 678 9 m m 06 139 

6 asi 693 2 766 m 9. M m 978 4M 

4 37» 705 60 m 5 062 57» 172 5» 

(21 906) 
1 335 m 

562 762 
437 m 
195 749 

39 970 
1 772 m 

m su 

4 491 

«S 119 

S2 58S 10 841 es 424 -

《3 1 W - es ，40》 C34»> 

W 4M 350 579 548 OS 1" 895 

515 025 50S m 1 OZS 202 -

(9» 210) 23S (M 828》 (1 231) 

852 963 S42 m t 395 736 1» 531 

m 132 
t 066 S» 
1 OM 032 

18 m 
3 US 05/ 

«36 m 

m 378 
17 025 
r 908 

t 2" 612 

1 334 929 
1 2«S 710 
1 131 097 

H 015 
6 715 m 

U5 741 
49 ezf 

M SM 

496 736 
200 000 

5 9ia 

200 000 

\ "ft 

10 000 

27 290 467 13 3U 110 

2 452 09} b 

11 975 3« 

10 "2 734 

t 562 6S1 
(说明n o » ) 40 395 

H (•) ) 1 éOS M 

a «Jl表五• 
b 包 括 1 9 8 7 年 8 49, 674, 3 9 2歷务費用中管現费3 

- 余方《提供的服务中营理賣 S 655， 4 0 5 . 

I . 7 9 6 . 6 8 8 , 及 向 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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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r r 

开发计*!署：开发计划署经赞的信托基金 

截至 1 9 8 7年 1 2月 3 1日为止的投资状况 

I N 6基金/ ^种类 货审 利率 数 麵 共计 

摄 雕 嫿 f t 地 B B 家 和 人 f t H M 金 

共计 

觸 * 本 发 展 基 金 

— 帐 户 ~ 

J l c集 ,教 

奮 屏 镶 行 債 券 

共计 

( «表六 

66 831 

837 8M 

112 099 «60 

as mw 
13S 004 385 

105 O M 385 
» W W 

， 綠 》 

美尤 

«典鬼觸 
美X 

* 发 基 t 未 用 资 《 

—资发基h业务准备金 

- 2 0 6 -

8.3100 10 000 000 
6.6400 10 000 000 
6.?*» i W W 

( « 表七） 
( «表七） 



附 表 1 8 ( 续 ） 

* 托 基 金 / 种 类 货审 利 丰 数 《 m 

M l OQO 

12 OOP OOP 

1&âL822 

( *表八） 

582 000 

32 M O MO. 

177 807 

225 000 

2 500 000 

( « 表十） 

S 000 000 

LSS&JSS 

'(«*+-) 

联 " ^ 面 自 然 * 源 揚 探 循 环 基 金 

计 

定期存象 

共计 

«^Bl»丹一萨赫勒活动信托基金 

1/ 

af 

7.S62S 750 000 
8.1875 1 000 000 
7.7O0O 750 000 

8.7900 1 900 000 
S.IOT 1 000 000 

7.6875 imm 

计 

定 期 存 款 

j 卄 

联合B志甩人员方案 

‧fe户 

存敖 

共计 

料学和技术促进 

定期存歉 

* 计 

美

 

！
 

美
美
美
藥
，
S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逃
 

8
乙
>
^
乙
乙
h
r
.
>
^
a
i
"
7
r
<
j
 

常
應
期
 

经
计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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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 8 ( 续 ） 

信托基金/种类 货IP 利丰 数類 共计. 

联合面发展中内陆B家特剁基金 

共计 

开发计划署纳来比亚基43»M 

'方案傕托基金 

一 ^ 户 " 

定期存歉 

共计 

开发计划署妇女发展基金 

计 户 

定 期 存 教 

共计 

开发计划著能源feZ» 

计 

定期存敖 

共计 

开发计划署对遭到饥荒^^营养 

不良发展中国家6^托基金 

"-1FÎ1? "̃ 
定期存歙 

共计 

一 207 -

320 000 

3fO 000 

(扭表十二） 

296 000 

2-SS09S 

2 296 000 

( « * + = ) 

828 500 

12 250 000 

十H ) 

752 OGO 

4 000 000 

4 752 000 

( « * + J L ) 

433 000 

1】WW 

11 ̂  OOP 

a/ 

1/ 

7.2500 
8.3125 

if 

8.5000 
8.0000 

1/ 

7.2500 
7.0625 
8.0312 
7.3750 
7.7500 
8.1250 

1 000 000 

1 WQ 99Q 

750 000 
1 000 000 
4 000 000 
1 000 000 
1 000 000 
1 000 000 
500 000 

1 000 000 
1 000 000 
1 W9 9W 

2 500 000 
1 W9PW 

^
 

^
 

I
S
 

元
无
元
 

*
 

*
 

典

 

美
美
美

 

典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癮
：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典
藥
美
 

§
§
§
§
§
§
 

1
1
2
2
 
2
2
 



附 表 1 8 ( 续 ） 

a 利 率 变 动 * 

11托基金/种类 货 ， ― 利 丰 数 類 * t 

傻 叠 发 展 中 H B 家 W 经 济 和 技 术 合 作 

概 雷 » ̶ 格 雷 ， 估 托 I S - " " 

定期ffJk 

共 计 

开 发 计 划 著 摄 助 非 洲 有 关 难 民 f t 

发 廣 项 托 基 é 

计 , 

定 期 存 教 

* 计 

经 * 帐 户 

共 计 

向 j t ? 成 士 兰 提 供 业 务 

( 业 务 方 案 ） 人 员 

经 常 户 

* 计 

1 012 000 

5 7B0 0B0 

6 722 000 

( « 表 二 十 ） 

1/ 

7.W75 
7.37S0 
7.7S00 

2 500 000 
2 500 000 
8 09Q W 

. 0 4 W 

7 WW 

7 gS4甲 

( # 表 二 + ̶ ） 

1/ 

12 0 M 

120 000 

[ 表 二 十 六 ） 

US, 

( 4 ¦ 表 二 十 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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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其申： 2 789 307 在1 9 8 6年资源项下支付（报表七） 

3 140 552 在1 9 8 7年资镢项下支付（报表七） 

5 929 859 

b 其中： 1 400 721 在1 9 8 6年资源项下支付（损表八) 

1 378 892 在1 9 8 7年资源项下支付（报表八） 

2 779 613 

c * 申： 1 638 653 在1 9 8 8年资源项下支付（报表九） 

2 433 893 在 1 9 8 7年资源项下支付（报表九） 

4 072 546 

d * 中 ： 672 582 在1 9 8 6年资源项下支付(损表十一） 

764 926 在1 9 8 7年资源项下支付(报表十一) 

1 437 508 

e 其中： 979 429 在1 9 8 6年资源项下支付（报表十四） 

1 189 591 在1 9 8 7年资源项下支付（报表十四） 

2 169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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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的说明 

说明1.各重要会计政策提要 

财务报表反映下列各项重要会计政策的应用》 

(a)收入 

利息收入按其有关年份记入收入帐。所有其 他收入都根据现金制入帐. 

本年和以往各年应收各国政府缴款列于开发计划署资产负债表（报表二)和各 

信托基金资产负债表（报表六至二十七)的说明内* 以后各年度的认捐给开发计 

划署的款额均详列于附表1至3 . 认捐给开发计划署经管的信托基金的款额则列 

于附表 1 4 至 1 6 . 

理事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核可自1 9 8 5年1月1日起在自愿捐款（包括对自愿 

提供的计划费用的捐款）和对当地办事处费用的捐款之间建立起一种会计联系，使 

这种捐歉可先用来抵销当地办爭处费用捐助方面出现的任何短缺.根据这种联系 

从自愿捐款（报表一)转帐的总额载于附表6 ,并在说明16内加以解释. 

(fc)支出 

开发计划署的所有支出都根据应计制入帐，但与工作人员应享权利和各国政府 

执行的项目有关的支出除外，后者根据现金支付制入帐.项目支出包括各执行机 

构（除各国政府外）在1 9 8 7年项目预算中编列了费用，并于该年年底订约承购 

的货物和服务所引起的未滑偿债务。 

(C)汇率 

开发计划署财务细则笫104. 2条规定：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自愿捐款，应按支 

付日联合国业务汇率折算为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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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开发计划署财务细则第104.3条，从各国政府收到捐款所产生的汇Ji调 

整数S 2339， 468已1f为捐歉的减少额登记入帐，并在报表一内相应列出，其他 

所有汇兑调整数都作为杂项收入（支出）入帐，列于附表4内. 

为核算资产、负债和款项往来以及设置其他财务记录之目的，开发计划署财务 

细则116.5规定，其他货币应按申报日或款项往来日联合国业务汇率折算为美元, 

6 . 

(d)资本支出 

凡是用于行政方面的非消粍性设备的全部费用，都在购买该项设备的年度内记 

入开发计划署两年期预算帐上.所有非消耗性设备（定义为价值每件S 5 0 0或 

以上，其可用期至少有五年的设备，以及列在任何特别清单，并设置正式财产记录 

的设备）都列载财产清册内， 

1 9 8 &年，署长批准关于资本支出的上述政策的一个例外情况，即规定在五 

年期间内以等额分期摊还改进总部办公租赏地的费用，但后来又根据行政和预算问 

题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在1 9 8 7年推翻了这一例外规定.因此，支出结余计为 

S 1， 288, 419,在1 9 8 7年记入两年期预算. 

( e )承付贷款 

附表1 1所载的承付贷歉总頫是关于同各国政府署的建筑货歉协定以及关于 

家用电!&租用计划和住房修复的核准款额. 

说明2 .特别方案资源 

1 9 8 6年6月理爭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核准了将截至1 9 8 6 年 1 2 月 3 1日 

止的特别方案资源未动用余额结转为第四个指规数周期（19 8 7 — 1 9 9 1 年） 

特 别 方 案 资 源 核 准 数 颧 的 额 外 拨 款 . 依 照 这 项 核 准 . 1 9 8 6 年 1 2 月 3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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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方案资源未动用拨款!a: 20. 983, 102已用来增补第四个指示性规划数字周期 

的核准资源S 76， 400, O O O »截止1 9 8 7 年 1 2 月 3 1日止，该帐户的资金状 

况如下： 

从第三个指示性规划数字周期转来的 

未动用拨款理事会拨款数额 

美 元 

20, 983, 102 

76， 400, 000 

减' 

1 9 8 7年支出（附表5 ) 

1 9 8 7 年 1 2 月 3 1日特别方案资源余额 

说明3 .政府信用证 

97, 383, 102 

11, 104， 876 

86, 278, 226 

表2所列数额是某一国家向开发计划署提供下列捐款而发出的一张信用证的数 

額, 

支助非洲儿童救亡活动 

在亚洲区域进行的一个国别项目 

在非洲区域进行的区域项目 

共 计 

附表七戶J 

信用证的数额。 

说明4.各执行机构的业务经费和未清偿偾务 

美 元 

1， 107, 439 

111, 000 

1, 500, 000 

2, 718, 439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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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由开发计划署提供的业务经费和应付各执行机构的业务经费的对帐表 

提 供各执行机构 应付各执行机构 

各执行机构报告的结余 

各机构未清偿偾夯 

业务经费结余净额 

加:各机构尚未处理的部门间列帐凭单和 

迟交的部门间列帐凭单 

表二开列的期未结余 

数额 

(85 362 285) 

13Q 098 024 

44 735 739 

9 894 056 

随 3 1 1 ) 

数额 

(美元） 

(10 635 052) 

7 389 415 

(3 24? W 7 ) 

558 148 

(21$ 72$) 

9 093 74? 

53 819 484 

341 422 

(2 904 215) 

各执行机构的未清偿债务在表2另外开列，计为》 157. 630, 6 0 2 ,其# 1 ^ 

业务经费的各机构占S 137, 487, 440,报表五所列开发计划署作为本身项目的执 

行机构占$ 20, 143, 162。 

各执行机构报告的结余包括银行存款(库存现金和在途现金）!》 38, 301, 33$ 

应收枨歉!B 62, 348, 545；应付帐款$ 59, 159， 777. 

说明5 .应收/应付开发计划署经管信托基金款项 

开发计划署对它经管的信托基金有时垫款，有时也代收.截至1 9 8 7年12 

月 3 1日止这些款项往来的结存数额已列于各信托基金的有关财务报表，（报表六 

至二十六)，可汇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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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6 

51 750 

463 299 

1 274 

51 393 

16 488 

3 474 

587 678 

应收开发计划署经管信托基金款项 
(以美元计）-" " - " 

援助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信托基金（报表六）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报表七） 

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报表八) 

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活动信托基金（报表九）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基金（报表十一） 

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报表十二） 

开发计划#纳米比亚基金建国方案信托基金 

(报表十三）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报表十四） 

防止可避免伤残国际倡议 

开发计划署援助遭受饥荒和营养不良发展中 

国家信托基金（报表十九） 

开发计划署援助非洲与难民有关的发展项目 

信托基金（报表二十一） 

在保加利亚训练发展中国家专家信托基金 

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开发计划署孟加 ― 

拉国国家户口调査能力方案信托基金 

(报表二十五） 

联合国提供斯威士兰业务（业务方案） 

人员信托基金（报表二十六） 

19 8 7 

2 589 

4 886 237 

2 741 852 

4 774 101 

1 675 521 

21 372 

17 855 

1 340 647 

5 245 774 

1 225 137 

共计 (报表二） 

79 983 

3 474 

22 014 336 

- 2 1 5 一 



19 8 6 

65 262 

133 ^2 

82 28k 

5" 993 

22 U25 

55 T72 

185 552 

22 1+16 

2 001 920 

5 976 130 

205 697 

51 761 

5 150 169 

应付开发计划署经管信托基金歉项 

( ， 元 — ― 

援助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信托基金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联合国苏丹-萨赫勒活动信托基金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报表十）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基金 

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 

开发计划署纳米比亚基金建国;信托基金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开发计划署能源帐户(报表十五） 

防止可避免伤残初步倡议（报表十六） 

在苏联训练发展中国家专家信托基金 

(报表十七） 

荷兰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特别捐款信托基金 

(报表十八) 

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的佩雷斯 

格雷罗信托基金（报表二十） 

开发计划署援助非洲与难民有关的发展项目 

信托基金 

开发计划署非洲反贫抗饥信托基金 

( 絲 二 十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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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217 

2 955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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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开发计划署经管信托基金款项(续） 

一 美元计） 

1 9 8 6 

538 1*5" 

57 72? 

892 618 

6 825 

5U8 173 

179 709 

225 52U 

挪威对安哥拉松贝石油训练中心捐款信托 

基金（报表二十三） 

向世界银行牙买加项目提供技术援助信托 

基金（报表二十四） 

向世界银行巴拿马项目提供技术援助信托 

基金（报表二十四） 

向世界银行赞比亚项目提供技术援助信托 

基金（报表二十四） 

澳大利亚开发援助局/开发计划署方案信 

托基金（报表二十五） 

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开发计划署加勒比项 

目发展设施信托基金（报表二十五） 

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开发计划署援助巴基 

斯坦住户调査能力方案信托基金 

(报表二十五） 

开发计划署收取加勒比项目发展设施用户 

缴款信托基金（报表二十五） 

开发计划署发展问题行动信托基金 

(报表二十五） 

19 8 7 

667 0U2 

879 

218 8U7 

115 

89 278 

191 570 

6 5^ 

29 776 

lU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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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经管信托凝伞歉项(续） 

― (以美元计） 

1 9 8 6 

hoi m 

221 066 

95 959 

903 29" 

开发计划署支助哥斯达黎加规划部计划 

信托基金（报表二十五） 

开发计划署援助秘鲁和阿根廷间技术合 

作基金以管理粮食援助信托基金 

(报表二十五） 

开发计划署/义演援助基金会信托基金 

(报表二十五） 

开发计划署/表演艺术家支援非洲联合 

会信托基金（报表二十五） 

法国政府支助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能 

源部门评价方案信托基金 

(报表二十五） 

尼科西亚总计划：执行阶段 

(报表二十五） 

芬兰/开发计划署在鲁萨西建设农业和 

兽医学校信托基金（报表二十五） 

紧急援助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信托基金 

(报表二十五） 

国家技术合作评价方案活动芬兰信托基 

金（报表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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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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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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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开发计划署经管信托基金款项（续） 

(以美元计） 

1 9 8 6 19 8 7 

96 517 

210 098 

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开发计划署非洲项目 

发展设施信托基金（报表二十五） 

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开发计划署支持"开 

发马里地下水资源"项目倌托基金 

(报表二十五) 

‧行政和管理特别行动计划荷兰信托基 

金（报表二十五） 

资助发展中国家官员出席全体委员会工作 

组会议开发计划署信托基金（报表二十五） 

特别经济援助方案信托基金（报表二十五） 

联合国茱索托业务方案信托基金 

(报表二十六） 

开发计划署发展研究计划（报表二十六) 

581 er9 

65 91" 

203 kd6 

25 857 

282 355 

115 215 

227 069 

16 157 U67 共计 ( 絲 二 ） 23 265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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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8.因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境内的飞机失事引起的负偾估计数 

1980年12月5日，四名开发计划署工作人员在坦桑尼亚境内的一次飞机 

失事中死亡。开发计划著因此得到保险收入共计I： 623948,并用此项款额赔偿飞 

机失事権难者的保险受益人。在1 9 8 7年1 2 月 3 1日时，这项负偾的倩况如 

下： 

美 元 

负偾估计数 2000584 

减：从保险公司所得收入余额 437491 

将由开发计划署资源支付的 

负偾估计数 1563093 

说明9.应收和应付帐歉 

<a)应收帐款和递延费用 

报表二所列的款额I： 28, 106, 681由下列各项组成： 

美 元 

发给工作人员和顾问的预付歉 

交存联合国新闻中心的资金 

递延费用 

机构应收帐歉 

外地办事处应收的杂项帐款 

应收的杂项帐歉 

共 计 ： 

3 500 995 

81 139 

9 263 397 

6 990 646 

6 168 326 

901 236 

26 905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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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应付帐款 

报表二所列的款额S 77, 971, 888由下列各项组成: 

就其他联合国组织各个方案收到的款项 

未清偿债务 

医疗保险计划基金 

用于支付未划作未清偿债务的承付款项 

的应计款项 

因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境内的飞机矢事 

得到的保险收入 

应付杂项帐歉 

共 计 ： 

美 元 

33 309 240 

25 886 904 

230 355 

4 089 608 

437 491 

14 018 290 

77 971 888 

说明10 ‧以往各年度计划支出和计划支助费用调整数（净频) 

财务报表和附表包括各行机构的开支数据，这些数据尽可能取自各机构的审 

定报表，如在结算时，得不到这类报表，就从提交审计的报表或从未经审计的临时 

报表中求取这些数据.在各机构帐目的审计工作完成之后，凡对这些数据作任何 

修正，都将反映在下一财政期间的报表一内，执行机构报告的1 9 8 6年枨目的 

变动情况如下： 

(a)以往各年度计划支出调整数（净额） 

报表一所列的贷入歉额S 1, 472, 916由下列各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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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下列三个机构以前记入指示性 

规划数字支出项下的支出转入 

有关信托基金： 

人类住区中心 (129 472) 

贸发会议 (73 780) 

贸易中心 42 491 (160 761) 

亚太经社会汇报的以往各年度支 

出的调整数 （364 234) 

与某国政府执行的一个项目有关 

(947 921) 

共 计 （1 472 916) 

1 9 8 5年，粮农组织的审定方案支出比向开发计划署汇报的少;8： 5 0 0万. 

这项款额没有作为以往年度支出的调整数列入1 9 8 6年的帐目，因为粮农组织已 

调整其1 9 8 6年执行量，使之符合这一调整数。 

(b)以往各年度计划支助费用调整数（净额) 

报表一所列的款頟:$ 549, 810由下列各项组成： 

美 元 

下列机构汇报的调整数： 

联合国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 （311) 

气象组织 36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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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计划署（项目执行处） 

志愿人员方案 

拉加经委会 

亚太经社会 

由于下列机构放弃了分摊费用项目 

中的部分支助费用偿还款和（或） 

请求额外支助费用偿还款而收回 

的款项： 

稂农组织 

国际电联 

工发组织 

贸发会议 

知识产权组织 

将以前记入人类住区中心指示性规 

划数字支出项下的计划支助费用 

转入有关信托基金 

共 计 

说明1 1 .项目执行处 

(104 

5 

632 

(146 

(2 

(47 

970) 

945 

247 

270) 

811) 

350) 

28 

(121 

5 

(47 

( 

1 

249 

310) 

199 

133) 

622) 

614 

700 644 

(134 033) 

(16 831) 

549 810 

用 

1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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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支付支助费用，并因其作为政府执行项目的合作机构 

如报表五所示，所支付的净额共计$ 126, 0 2 2计开: 

美 元 

支付各联系机构的支助费用 262 565 

减：因政府执行的项目而偿还的支助费用 136 543 

共 计 126 022 

(b)项目执行处计划支助费用收入调整数 

项目执行处如在执行开发计划署项目时利用某个联系机构，应付给该机构的支 

助费用可能会高于项目执行处按11 %的名义费率所得的收入.如附表13所示 

收入超过支出的数額在转结时调整数为40, 395 ，以反映上述差颧* 

(C)项目执行处超额支助费用收入的转结 

理事会第十三届会议批准了将超额计划支助费用收入从一个两年期转结到下一 

个两年期，转结额最多可占下一个两年期经费总颧的1 0%的程序.1986—1987 

两年期的转结情况如下： 

美 元 

1 9 8 6年1月1日期初余额 932 415 

1 9 8 6年收入超过支出的数颧 

1987年收入超过支出的数额 

1 302 236 

1 603 046 

2 905 282 

1 9 8 7年1 2 月 3 1日期终余额 3 837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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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理事会第8 3 / 3 0号决定允许转结 

到1988—1989两年期的最髙数额 2 209 230 

说明1 2 . 除项目执行处以外的其他单位经管的资金 

如报表五所示，1 9 8 7 年 " 项 目 执 行 处 以 外 其 他 单 位 经 管 的 " 歉 项 共 

$ 2, 095, 5 1 0计开： 

因项目发展设施所花的出差费 

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一开发计划署, 

环境规划署合办事业支出（计划支助） 

用当地货市记帐的往来帐目按政府汇率而 

不是按最有利的法定汇率克换造成的汇 

兑损失 

为非洲驻地代表设立的紧急基金和其他杂 

项项目 

美 元 

844 340 

46 370 

70 890 

1 133 910 

共 计 2 095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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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3.开发计划署计划支助费用 

在报表一中，财务司所花的补充支助费用$ 107, 900的支出数记入计戈II支助 

费用以及预算外收入和支出， 

项目执行处因开发计划署提供的支助服务所交付的S 1, 813, 3 0 0的费用已 

列为行政费用总额S 10, 412, 734的一部分，这些行政费用来自开发计划署计划 

支助费用以及由开发计划署经管的信托基金、人口基金、禁毒基金和管理服务协定. 

鉴于这些费用中用于支助服务的那一部分可能已由开发计划署计划支助费用擠供经 

费，支出将列入开发计戈!1署计划支助费用以及预算外收入和支出， 

说明14 ‧政府对工业发展高级现场顾问费用的捐助和部门支助 

(a) 政府对工业发展高级现场顾问费用的捐助 

理事会笫三十届会议要求各会员国向工业发展高级现场顾问方案擠供捐助，该 

方案皆在维持和增加全球一级iia^'种顾问的员额，报表一所示S27, 604为1 9 

87年内收到的捐歉， 

(b) 部门支助 

理事会第三十三届会义批准将以往各年度的任何节余转结用来支付开发计划署 

第四个计划拟订周期内工业发展高级现场顾问的服务费用净额，理事会第三十四 

届会议核准了 S 6 4 0万的拨歉，该笔款项曾是其笫三十三届会义拒绝划拨的.按 

照这些决定，已将11 5 , 891节余歉额增列入,四个计划拟订周期（1 9 8 7 — 

1 9 9 1年）的$ 25, 000， 0 0 0部门支助拨漱内，如报表一所示，1 9 8 7年 

的支出歉额为$3, 797, 009 . 

说明1 5 ‧文付给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预算外活动的支助费用 

理事会第三十三届会i义核拨$ 791, 630作为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的预算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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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这一教项将从开发计划署的支助费用资源里玄取，目的是立即加强志愿人员 

方案在1 9 8 6年 9月 1日至1 9 8 7 年 1 2 月 3 1日这个阶段内的管理静力.如 

报表五所示，根据这个决定，1 9 8 7年已将:5 593， 724作为支助赛用登帐. 

说明16.两年期预算收到的收入 

如附表6所示，1986—1987两年期收到的收入歉額为《 51, 080, 675 , 

开发计划署 

核心活动 

28 503 420 1/ 东道面政府现金捐歉 

偿还机构支助费用 

开发计划署资助的动 -
资^基金资助的活动 -
^#勒办事处资助的活动 -

蟹理甩舞协定 ‧ 
其他活动 ‧ 

萨赫勒办事处一开发计划量 

划署合办事业的i还款 -

囊 入 20» 990 

共计 28 712 «10 

項g执行处 

机构间采购 

事夯股 

(以类元计） 

? 9*7 770 
1 023 SOS 
1 737 584 

2 862 251 
3 419 541 

联合国志愿 

人员方案 

m 741 s/ 

18 990 «SI 2 395 741 

萨赫勒办事处一 

开发计A'I署 

环境*划署 

含办事业 

1 2S8 

953 065 

JLSSiif 

M O " s 

共计 

28 508 420 

12 va 511 
1 m w i 
1 757 5«4 

2 862 2S1 
3 419 34， 

9S3 065 

vsrm 

SI M O «75 

a 计开: 

b 

c 

d 

政府地方办事处的捐款 
从自愿捐教转来的款项 

10 175 S92 
3 Uk S17 

ISC 

JJSLSA 
13 540 1 » . U m 311 

计开：一划归1 9 8 6年资源支付的!5 4， 828, 169 (报表五）， 

一划归1 9 8 7年资源支付的IS 5, 119， 601 ( 报表五） . 

计开：一划归1 9 8 6年资源支付的S 1, 072, 413 ( 报表五） . 

一划归1 9 8 7年资源支付的S 1， 323, 328 ( 报 表 五 ） . 

从萨赫勒办事处收到的与1 9 8 6年所花的超额支出有关的退教。 

一 230 一 



说明17‧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a) 报表七所示项目费用$ 30, 899, 244 ,其中S 13, 471, 694 ,是根据 

与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所订补助协定，为最不发达国宏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和执行的 

项目而已付或应付这些国家政府的款项，另外17, 427, 550是各合作鉬织在征 

得各有关政府同意后，为补助协定所规定的设备或供应的 1务进行国际釆购的项目 

支出， 

(b) 报表七所列"偿还各执行机构的计划支助费用"教项$ 723 .604包括付 

绐开发计划署项目执行处的$ 466, 135。 此外，还为资发基金各次级信托基金 

付给项目执行处S 7, 095 ,为资发基金计划支助服夯付绐项目执行处S12, 909. 

如说明16所示，总额$486 , 139已列入$ 1, 023, 5053#项歉颧， 

( 0报表7所列"预算外支助费用帐户"款项$ 1, 061, 737是截至19 8 7 

年12月31日为止由资发基金项目中支付的间接费用的未支用余顴.这个帐户 

的状况如下： 

1 9 8 6年1 2 月 3 1日结余（报表七） 

这一年内由资发基金支付的数额 

这一年内动用的数额 

1 9 8 7年 1 2月 3 1日结余（报表七） 

美 元 

642 446 

1 453 728 

(1 044 437) 

1 051 737 

(d)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决定，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应设立和维持一项业务 

储备金，它的数颧要在基金的项目承担颧的2 0%以J:. 根据这项决定，于1979 

年设立的筹足资金的业务储备金到1 9 8 7年1 2 月 3 1日止已调整为$3,300 

万，其中包括:》 266,606即是各国政府核准银行贷漱，资发基金作为抠保者至当日 

为止承担的或有偾夯总颧的2 0%,但不包括与信托基金和分摊费用安排有关的承 

付歉项，这些基金和安排就性质而言必须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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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理事会笫二十六届会议核准在19 8 1年理事会常会结束前的一段试验期 

间内，改行不需增加资源的部分供资办法.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i义决定，基金应 

继续实行部分供资制度。理事会笫三十四届会i义根据第87/37号决定修改了最 

高承担额的计算办法。根据这项决定，1 9 8 7年实际项目分配歉额达;55,890 

万，不包括次级信托基金，但包括各项分摊费用安排在内，如报表七注a所示， 

1 9 8 7年1 2月 3 1日未动用拨款超过资源S 6, 510万. 

说明18.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 

(a) 外地办事处现金就是项目经理掌握的资金余颧，将用于由基金执行的项目， 

(b) 报表八所列的$ 1, 214, 976应付帐款包括基金在执行自己的项目时的未 

清偿债务共S 1, 100, 233 。 

(c) 如 报 所 示 ， 管 理 服 务 协 定 费 用 $ 637, 145是根据圣卢西亚政府和基 

金签订的一项协定，由基金提供管理服务、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项目的未动用 

资金余额.该帐户的状况如下： 

美元 

595 392 

2 117 104 

(2 075 351 ) 

637 145 

说明19 ‧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活动信托基金 

(Bi报表九所列"偿还各执行机构的计划支助费用"的歉项共IS 1, 038, 2 9 4 , 

其中包括为开发计划署项目执行处的直接执行活动向其支付的$ 748, 9 6 9 ,和项 

目执行处作为合作机构的收入S 34, 504. 此外，萨赫勒办事处各次级信托基金 

付给项目执行处S 185, 339,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合办事业付给其$9, 644, 

1 9 8 6年1 2 月 3 1日结余（报表八) 

这一年从美国国际开发署收到的预付教 

这一年的开支 

1 9 8 7年1 2 月 3 1日结余（报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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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说明1 6所示，总额$ 978, 456已列入S 1, 737, 5 8 4这项欽颧内. 

(b)报表九所列"应收环境规划署关于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合办事业项目 

的！$ 46, 370,是截至1 9 8 7年1 2 月 3 1日止，环境规划署应付联合国苏丹一 

萨赫勒办事处的缴歉结欠净颧，这些歉项供作在苏丹一萨赫勒地区执行《向沙漠化 

进行战斗行动计划》的计划支助费。截至1 9 8 7年1 2 月 3 1日止，已收到捐 

歉和所作开支状况如下： 

截至 1 9 8 6年 1 2月 3 1日止应收结欠数颧(报表九） 

1 9 8 7年收到的环境规划署缴教1 9 8 6年部分 

收到开发计划署缴歉 

支出 

环境规划署部分 46 370 

开发计划:Ms分 46 370 

截 至 1 9 8 7 年 1 2 月 3 1日止应收环境规划署 

结欠数颧（报表九） 

美 元 

361 626 

(361 626) 

(46 370) 

92 740 

46 370 

开发计划署分摊合办事业的计划支助费支出份额列于附表5开发计划署作为执 

行机构的支出总额中，机构支助费的支出列于附表6. 

( 0 )报表九所列"预算外支助费用帐户"歉项$39 6 , 032是1 9 8 7年1 2 

月 3 1 

未动用余额.帐目状况如下： 

1 9 8 6 年 1 2 月 3 1日结余（报表九） 

这一年内记入次级信托基金支出帐的数额 

这一年内动用的数额 

1 9 8 7 年 1 2 月 3 1 日结余（报表 9 ) 

i l X _ 

555 372 
124 975 

(284 315) 
396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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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2 0.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 

(a) $ 6, 4 3 4和S 387, 228这两笔款额分别是捐助国政府和难民专员办事 

处为资助某些特定项目而提供的资金截至1987年12月31日为止的未动用余 

颧 。 1 9 8 7年内在这些安排下所用的项目支出分别为想342,039^$；407,084， 

(b) 报表十所列"预算外文助费用帐户"款项S 25, 1 0 4是该帐户截至1 9 

8 7年1 2 月 3 1日为止的未动用余额，已将S 593, 7 2 4 和 $ 24, 631两笔 

教项贷记该帐户，前者是根据理事会198 6年6月27日第86 / 4 3号决定第4 

段的规定应收开发计划署的金额，后者是由难民专员办事处和瑞典国际开发署资助 

的项目应交付的支助费用。这个帐户的状况如下： 

1 9 8 6年1 2 月 3 1日结余（报表十） 

应收金额：开发计划署 593 724 

难民专员办事处/瑞典国际开发署 24 631 

这一年动用的款颧 

1 9 8 7 年 1 2 月 3 1日结余（报表十） 

美 元 

169 930 

618 356 

788 285 

(763 181) 

25 104 

( 0 )未动用的拨款;5 6, 470, 661;^；^付款计数，用于为已经设立或预计将 

于1 9 8 8年补实的志愿人员方案员额支付派任和回阖旅费和重新安置费. 

说明21.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基金 

(a)表十一所列"预算外:^助费用帐户"歉额$ 13, 3 6 8 是 1 9 8 7 年 1 2 

月31日科技傻进发展基金记入其次级信托基金支出帐的支助费用的未动用余颧， 

帐户的状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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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6 年 1 2 月 3 1日结余（报表十一） 

这一年内记入次级信托基金支出帐的数颧 

这一年内动用的数额 

1 9 8 7 年 1 2 月 3 1日结余（报表十一） 

美元 

74 635 

70 892 

(1 32 059 ) 

13 368 

(b)下面是1 9 87年方案储备金调动状况: 

1 9 8 6年1 2月31日结余（报表十一） 

这一年内动用的数颧 

拨入一般资源的歉额 

1 9 8 7年 1 2 月 3 1日结余（报表十一) 

美元 

69 247 

(15 696) 

(43 561) 

方案储备金据信已再无必要，未动用的余颧已于该年内拨入一般资源. 

(C)报表十一预算外活动项下所列的未动用资源S 171, 665是一个捐助国政 

府捐款的未动用余额，这笔捐教是着手呼吁私营部门作实物认捐所需的费用.1987 

年的支出为$ 28, 335 . 

(d)下面是1 9 8 7年一般资源未动用余额的调动状况： 

1 9 8 6年1 2月 3 1日结余（报表十一） 

自方案储备金拨出的教额 

出超过收入的数额 

1 9 8 7 年 1 2 月 3 1日结余（报表十一） 

美元 

4 892 266 

43 551 

( 1 758 680 ) 

3 177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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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说明2 2 .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 

大会在1 9 8 5年1 2 月 1 7日第40/448A号决定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理事会1 9 8 5 年 6月 2 8日第8 5 / 3 2号决定，请秘书长釆取必要的步蘼，在 

1 9 8 6年1 2 月 3 1日以前，有条不紊地解散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 

并将任何尚未支配的资源拨入开发计划署的一般资源. 

1 9 8 7年1 2 月 3 1日，该基金的尚未支配的资源为!B 16, 837. 这项歙 

额将于1 9 8 8年拨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般资源， 

说明23.开发计划署纳来比亚基金建g方案信托基金 

报表十三所列$ 143, 308的数额是按照本基金既定的运用准则，将本基金所 

得利息转给联合国的款颧。 '： 、 

说明24.开发计划署非洲反贫抗饥信托基金 

报表二十二所列上述信托基金预算外活动未动用资源系关于高绂专业干事方案.i 

开发计划署一旦确定有需要加强其工作人员，就会派高级专业干事剷指定的非洲IS 

家以支持非洲区域局经济学家的阵容， 

在1 9 8 7年内没有收到任何捐款，也没有任何文出登帐，因而未动用资源仍 

为 ^ 4 8 7 , 

说明25.为减少应收帐款和递延费用的帐面价值而设置的备付金 

1 9 8 6年为减/应收帐教和递延费用的帐面价值而设置的$ 2, 454, 680的 

备付金于1 9 8 7年被取消，经确定为适当收费的歉额在1 9 8 7年有关支出项下 

登 帐 . 于 1 9 8 7年设立了一项达$ 1 00万的补充备付金，以减少经营粮农鉬 

织渔船联营的赤字. 

说明26.用除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进行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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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于资产负债表和附表1 0的投资包括用其他货币进行的投资折合成美元的数 

额，使用的折算率是1 9 8 7年1 2月1曰以来生效的联合国业务汇率，自198 8 

年1月1日起生效的联合国业夯汇率更接近于19 8 7年1 2月3 1日时的市场汇 

率，根据该业务汇率计算，这些投资的价值将比帐目中所示高大约$2710万. 

说明2 7 .重新分类 

1 9 8 7年财务报表中的某些项目已重新分类，因而不同于它们在开发计划署 

1 9 8 6年财政报表中的开列方式。因此，这些财务报表中1 9 8 6年可比较数 

字也已相应地重新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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