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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载有2002年 7月 1日至 2003年 6月 30日期间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特派团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2002 年 7月 1日至 2003 年 6月 30 日期间特派团的支出总额以该特派团的目

标为依据，根据若干按成果制订的表框，按民警和支助等部分编列。 

 

财政资源使用情况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类别 分配数 开支 数额 百分比 

军事和警务人员 19 174.4 16 294.0 2 880.4 15.0

文职人员 40 684.3 42 677.6 (1 993.3) (4.9)

业务所需经费 18 685.2 11 335.5 7 349.7 39.3

 所需经费毛额 78 543.9 70 307.1 8 236.8 10.5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5 854.7 6 197.3 (342.6) (5.9)

 所需经费净额 72 689.2 64 109.8 8 579.4 11.8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70.0 48.0 22.0 31.4

 资源共计 78 613.9 70 355.1 8 258.8 10.5
 

职位填补情况 

 计划 实际 出缺率 

类别 核定数 a  (平均)数  (平均)数 (百分比)b 

军事观察员/军事联络官 32 31 12 59.9

民警 1 600 1 023 779 23.9

国际工作人员 358 248 212 14.5

本国工作人员 1 455 739 655 11.4

联合国志愿人员 5 5 3 38.3 
 

 a 系 高水平的核定人数。 
 b 按每月任职人数和每月计划人数计算。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载于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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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期间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特派团（波黑特派团）的维持费预算载于秘书长 2002 年 1 月 16 日的报告

（A/56/773），其数额为毛额 78 543 900 美元（净额 72 689 200 美元）。预算

经费用作 28 名军事观察员、4 名军事联络官、1 600 名民警、358 名国际工作

人员、17 名本国工作人员、1 438 名当地工作人员和 5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的费

用。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 2002 年 3 月 26 日报告（A/56/887/Add.2）

的第 21 段中建议大会为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期间批款毛额

78 543 900 美元。 

2． 大会第 56/505 号决议拨出毛额 78 543 900 美元（净额 72 689 200 美元），

充作 2002 年 7月 1日至 2003 年 6月 30 日期间该特派团的维持和清理结束费用。

总数由会员国分摊。 

 

 二. 任务执行情况 
 

 

3． 波黑特派团的任务由安全理事会第 1035（1995）号决议确定。本执行期的

任务由安理会第 1420（2002）号、1421（2002）号和第 1423（2002）号决议规

定。 

4. 波黑特派团的任务是协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维持国际和平与

安全，该特派团已于 2002 年 12 月 31 日终止。 

5. 在本执行情况报告所述期间，特派团根据这一总目标，通过提供下文框架所

列相关主要产出，帮助取得了若干成绩。这些框架按民警和支助部分编列。这些

部分是反映而非确定其中所载的预期成果和产出的共同方案性质。 

6. 所列框架表明将改用成果预算制方法。2002/03 年度预算中没有预定成果的

标准框架，标准框架本应是评估和汇报执行情况的基准。因此，采用临时格式提

供特派团 2002/03 年度任务执行情况，列出那些已经有资料的实际成绩指标和实

际产出。实现预定成果就能在特派团的任务时限内实现安全理事会的目标。本执

行情况期间的实际成绩指标反映了在实现这些成果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在特派

团完成任务时取得的结果。实际产出代表了在本执行情况期间特派团为实现预定

成果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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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民警 

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1.1 地方警察按照有关人格完整和

专业能力的国际公认标准行事 

1.1.1 15 786 名地方警察符合有关

人格完整和专业能力的国际

公认标准 

 1.1.2 在所有10个县的实体一级建

立体制机构，并设立三个学

院以确保新征聘警察和在职

警察继续符合所需标准 

 1.1.3 在地方管制下培训警察 

实际产出 

• 对 16 803 名临时授权的警察完成了有关住房证明、学历证件、专业考绩、

战时活动、专业考绩、公民身份证明、完成法定训练情况和证明没有刑

事犯罪的背景调查 

• 向 15 786 名地方警察（联盟 8 113 名、斯普斯卡共和国 5 692 名、布尔

奇科区 263 名、国家边防局 1 351 名、联盟法院警察 169 名）授予证书。

除了布尔奇科地区之外，所有证书都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授予的 

• 481 名警察没有得到证书 

• 在所有 10 个县、联盟、斯普斯卡共和国和国家边防局警察局都设立了地

方管制（内部调查）股 

• 已将在所有三所警校培训地方警察的责任转交给地方教官 

 

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1.2 警察局（10 个县、联盟、斯普

斯卡共和国和国家边防局）的

构造和业务是以国际公认的标

准为指导 

1.2.1 所有警察局都达到波黑特派

团所需的核证标准 

1.2.2 为各县和各实体的警察专员

和警察局长的遴选和工作制

定法律 

 1.2.3 将联盟和斯普斯卡共和国的

少数族裔警察和女警察分别

增加到 10％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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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产出 a 

• 完成了对所有警察局的全面系统分析，以发现不足之处 

• 与地方改革管理小组一起制定行动计划，以便推行这些所需的改革，使

每个警察局达到国际标准 

• 在每个警察局监督行动计划在当地的执行情况 

•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任可所有警察局 

• 完成了第 17 轮在职警察自愿调动到战前任职地区的工作 

• 完成了对警校第 10 班的培训（使受训警察的学员总数达到 935 名），并

挑选了 435 名学生接受另外四堂课 

• 向受返聘的前警察举办了第 12 期警察技能进修课程 

• 协助增加少数族裔在所有警察局中的人数（在整个警察队伍中平均为

10％） 

• 协助建立机制，在所有警察局吸收和征聘女警察 

• 设立独立的遴选和审查委员会，挑选所有 10个县的地方警察专员和联盟、

斯普斯卡共和国和国家边防局警察局长 

• 任命所有 10 个县的警察专员以及联盟、斯普斯卡共和国和国家边防局警

察局长 

 
a 

凡提到“警察局”的地方，都是指联盟内的所有 10 个县以及两个实体，即斯普斯卡共和

国和联盟。 

 

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1.3 加强警方与刑事司法制度之间

的合作 

1.3.1 培训地方刑事调查官，以便

按照国际标准编制报告 

 1.3.2 将多族裔法院警察部署到联

盟剩余的四个县（2002 年初

已在其他六个县部署）；准备

在 2003 年 1月 1日在斯普斯

卡共和国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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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产出 

• 在联盟、斯普斯卡共和国和第 1 至 5 和第 7 至 10 县训练刑事调查官，以

编制警方的犯罪报告 

• 训练和协助制定行动计划，以便在联盟部署法院警察；已为斯普斯卡共

和国确定了同样的安排 

 

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1.4 在实现国家一级执法方面取得

进展 

1.4.1 国家边防局部署在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 100％的领土

边界和所有三个运作的国际

机场上 

 1.4.2 设立了国家情报保护局 

 1.4.3 全国范围和区域警察合作论

坛在地方管制下继续举行会

议：警察事务部长级协商会

议（国内）、联合工作队（国

内）部长委员会（国家间）

和区域工作队（国家间） 

 1.4.4 将非法移民的人数从2000年

的 25 000 人减至 2002 年下

半年的约 200 人 

实际产出 

• 国家边防局所有1 950名执法人员都已经过核审、接受了训练和颁发了证书 

• 协助挑选了负责全面管理和控制国家情报保护局的所有主任 

• 由地方接管前波黑特派团主持的国内一级警察事务部长级协商会议和联

合工作队，这两个机构的设立是为了促进全国在执法事务方面的合作 

• 由地方接管区域一级部长委员会和区域工作队，这两个机构的设立是为

了促进区域在执法事务方面的合作 

• 为计划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成立国际刑警组织国家中央局提供指导

和协助 

• 确定了波黑特派团反贩运特别行动方案的工作。监督了 300 多次搜捕；

查明了 30 个涉嫌参与贩运的场所；大约有 30 个场所已关闭，包括在 2002

年 7 月之前搜捕中被发现的场所；遣返了 80 多名贩运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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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1.5 使公众对警察活动有更多的了

解和更强的信心 

1.5.1 加强警察活动的公众形象及

在法律面前的公共权利 

实际产出 

• 开展提高全国公众认识运动，强调民主警察工作的核心原则 

• 举办由警方主办的社区开放日、走访和表演执法技能 

• 开展招募少数族裔警察和女警察运动 

• 出版一份介绍国家边防局工作的双月刊报纸 

• 向地方电台发送有关波黑特派团活动的精选广播节目 

 

 

第 2部分：支助 

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2.1 向特派团提供切实有效的后勤

和行政支助 

2.1.1 截止 2003 年 6 月 30 日，应

收账款已连续六个多月未出

现应付未付的情况，提出注

销的款项除外 

 2.1.2 已根据截至2003年6月30日

的计划，确定和全面执行与特

派团清理结束有关的任务 

 2.1.3 按照核定预算，缩小国际和当

地工作人员、军事观察员、民

警和联合国志愿人员的编制 

 2.1.4 有效移交责任，以便协调塞拉

热窝的共同事务和联合国之家 

 2.1.5 所有与特派团有关的有形资

产已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

和细则》分类和处理 

实际产出 

 • 拟定和执行了清理结束计划 

 • 组成了清理结束队伍，分配了相关的责任 

 • 转给其他特派团的设备 3 27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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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期基地/战略部署储备/维持和平行动部储

备的设备 1 933 件 

• 转给总部的物品：190 件 

• 波黑特派团放弃了 72 个实际地点，包括 6 个波黑特派团区域总部、联合

国普雷维拉卡观察团（联普观察团）总部、机场设施以及部委和警察局

合用地点 

• 对空出的房舍进行环境评估 

• 从 2003 年 6 月 30 日起将联合国之家和协调塞拉热窝共同事务的责任有

效转交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萨拉热窝 

• 遣返或重新安排特派团所有国际人员 

• 处理了所有 后一笔付款，特派任务津贴支付到 2003 年 6 月 30 日为止，

有两名国际工作人员除外 

• 所有国家薪酬和津贴支付到 2003 年 6 月 30 日为止 

 

7. 联合国普雷维拉卡观察团（联普观察团）的任务由安全理事会第 779（1992）

号决议确定。本执行期的任务由安理会第 1387（2002）号、第 1424（2002）号

和第 1437（2002）号决议规定。 

8. 联普观察团的任务是协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维持国际和平与

安全，该观察团已于 2002 年 12 月 15 日终止。 

第 3 部分：联合国普雷维拉卡观察团 

预期成果 实际绩效指标 

3.1 已为有利于谈判解决普雷维拉卡

问题创造了条件 

3.1.1 未发现严重的安全事件 

 

实际产出  

• 在整个责任区进行日常巡逻 

• 在奥斯特拉半岛、赫尔采格诺维、察夫塔特和克鲁达维持 24 小时存在（在

12 月 15 日特派团结束日之前逐步退出） 

• 与地方当局定期举行会议 

• 首席军事观察员与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当局保持经常接触 

• 与稳定部队定期举行会议 

 

 

8 
 



 

 A/58/632

 三. 资源使用情况 
 

 

 A. 财政资源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分配数 a 开支 数额 百分比 

资源类别 (1) (2) (3)=(1)-(2) (4)=(3)÷(1)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977.9 459.0 518.9 53.1 

 军事特遣队 - - - - 

 民警 18 196.5 15 835.0 2 361.5 13.0 

 建制警察部队 - - - - 

 小计 19 174.4 16 294.0 2 880.4 15.0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26 508.8 27 165.4 (656.6) (2.5) 

 本国工作人员 13 950.5 15 360.0 (1 409.5) (10.1) 

 联合国志愿人员 225.0 152.2 72.8 32.4 

 小计 40 684.3 42 677.6 (1 993.3) (4.9)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12.5 13.8 (1.3) (10.4)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顾问 95.0 23.1 71.9 75.7 

 公务旅行 197.6 687.8 (490.2) (248.1) 

 设施和基础设施 2 912.6 2 290.5 622.1 21.4 

 地面运输 5 937.0 2 080.8 3 856.2 65.0 

 空中运输 1 325.8 1 044.1 281.7 21.2 

 海上运输 - - - - 

 通信 4 459.3 3 346.4 1 112.9 25.0 

 信息技术 872.4 593.9 278.5 31.9 

 医务 58.4 33.0 25.4 43.5 

 特别装备 - - - - 

 其他用品、事务和设备 2 814.6 1 222.1 1 592.5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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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分配数 a 开支 数额 百分比 

资源类别 (1) (2) (3)=(1)-(2) (4)=(3)÷(1) 

 速效项目 - - - - 

 小计 18 685.2 11 335.5 7 349.7 39.3 

 所需经费毛额 78 543.9 70 307.1 8 236.8 10.5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5 854.7 6 197.3 (342.6) (5.9) 

 所需经费净额 72 689.2 64 109.8 8 579.4 11.8 

 (已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b 70.0 48.0 22.0 31.4 

 所需经费共计 78 613.9 70 355.1 8 258.8 10.5 

 

 a 
反映了军事和警务人员及业务费用类别支出核定资源的调整分配情况。

 

 b 
包括稳定部队提供的 48 000 美元。

 

 

 B. 其他收入和调整 

类别 

数额 

(千美元) 

利息收入 591.0 

其他/杂项收入 6 713.0 

自愿现金捐助 - 

上一期间调整数 - 

上一期间债务节减额或注销额 1 299.0 

 共计 8 603.0 

 

 C. 未编入预算的捐助 

 

类别 

开支 

(千美元) 

特派团地位协定 1 855.0 

（未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共计 1 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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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差异分析1 
 

 差异 

军事观察员 ＄518.9 53.1％ 

9. 产生未支配余额的主要原因在于2002年 12月遣返了在联普观察团服务的军

事观察员。此项预算是在观察团继续存在的基础上编制的，但是安全理事会根据

秘书长 2002 年 10 月 2 日报告（S/2002/1101）中的建议，已于 2002 年 12 月 15

日终止了联普观察团的任务。 

 差异 

民警 ＄2 361.5 13.0％ 

10. 产生未支付余额是因为部署的民警比计划的要少。定于 2002 年 7 月 1 日以

后回国的民警因派遣国不愿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再派出警察而不再替换。波黑特派

团也决定不要求在 12 个月之后再延长民警的任务。此外，在 2002 年 10 月 5 日

成功举行了选举之后，民警的缩编也在加速。 

__________________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656.6) (2.5％) 

11. 所需经费增加是因为需要支付离职费用支出，包括在该观察团终止之后所有

国际工作人员返回本国、返回所属工作地点或调往其他维持和平行动的费用。根

据标准做法，没有从一般人事费中为上述应享权利提供进一步经费。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1 409.5) (10.1％) 

12. 所需经费增加是因为要支付 1 381 名本国工作人员的离职费用支出，在该观

察团终止之后，不再要求他们提供服务。 

 差异 

联合国志愿人员 ＄72.8 32.4％ 

13. 产生未支配余额是因为有 38％的出缺率。已决定不再替换在本财政期间开始

时返国的两名联合国志愿人员，因为据认为留下的三名志愿人员能够提供所需的

支助。 

 差异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1.3) (10.4％) 

 
1
 资源差异数以千美元计。 

 11
 



 

A/58/632  

14. 替代休产假工作人员的实际所需经费比预计的要高，使支出增加。 

 差异 

顾问  ＄71.9 75.7％ 

15. 预算中列有聘用顾问为观察团内部培训方案提供服务的经费。但是，多数

培训是在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进行的，因而减少了此项下所需经

费。 

 差异 

公务旅行 (＄490.2) (248.1％) 

16. 所需经费增加主要与任务区内的旅行有关。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622.1 21.4％ 

17. 产生未支配余额的原因是，有些设施的关闭比计划的要早，改建和翻修服务

费比预计的要少。 

 差异 

地面运输 ＄3 856.2 65.0％ 

18. 已在预算中为在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按照剩余价值的 30％的标准费率

整修观察团的车辆提供了经费。但是多数车辆都直接转给其他维持和平特派团，

以满足紧急行动需要，从而产生了未使用资源。 

 差异 

空中运输 ＄281.7 21.2％ 

19. 产生未支配余额的主要原因是额外飞行小时少于预算所编列。在已作预算的

180 个直升机额外飞行小时中只用了 10 个小时，在为 AN-26 型飞机编制的 30 个

额外飞行小时的预算中，没有要求使用任何额外飞行小时。 

 差异 

通信 ＄1 112.9 25.0％ 

20. 已提供经费，用于修理将转给联合国后勤基地的通信设备，费用按剩余价值

的 30％的标准费率计算。但是多数资源并未使用，原因是设备状况比预计的要好，

而且这些设备已转给其他维和特派团，而非送往后勤基地，从而在本项下产生了

未支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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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信息技术 ＄278.5 31.9％ 

21. 观察团的多数信息技术设备都转给了其他维和行动，而非送往联合国后勤基

地，使备件的所需费用减少。已在预算中列入向后勤基地转交的信息技术设备的

修理费，费用按剩余价值的 30％的标准费率计算。 

 差异 

医务 ＄25.4 43.5％ 

22. 由于国际警察工作队（警察工作队）的警察监测员提前返国，医疗服务的需

求也减少。 

 差异 

其他用品、事务和设备 ＄1 592.4 56.5％ 

23. 产生未用余额主要是因为观察团的多数资产已直接送往其他维和特派团，而

非送往联合国布林迪西后勤基地。根据现行政策，将剩余资产运往后勤基地的特

派团承担有关的运费，而接收其他特派团或后勤基地转送的设备的维和特派团需

承担运费。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24. 大会在波黑特派团经费筹措方面应采取的行动是： 

 (a) 决定如何处理2002年7月1日至2003年6月30日期间产生的8 236 800

美元未支配余额； 

 (b) 决定如何处理2003 年 6月 30 日终了期间达8 603 000 美元的其他收入/

调整款额，包括利息收入(591 000 美元)、其他/杂项收入(6 713 000 美元)和上

一期间债务节减额或注销额(1 299 000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