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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0- 一九八一两年期方案概算

联合国对用予算外资沉办理的活动提供的服务

秘书长的报告

导言

1 .秘书长曾经向大会第三十一届和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关于联合国对用予算

外资沉办理的活动提供的服务的报告。 I 这些报告把"提供的服务"分成三个不

同的类别:

A. 对予算外活动的行政结构的支援服务。

B. 对技术合作方案的支援服务。

C. 对用予算外资金办理的实务活动的支援服务。

行政和予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载于 A/32/8/A d d . 9 号文件. 秘书长

在第三十二届会议再提出一份有关上述 B 类的报告， 2 并表示准备在第三十四届会

议.针对所有三类服务，再提出一个报告。 行予咨委会与这个技术合作支助费用

报告有关的意见，载于 A/33/7/Add. 25 号文件。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也收到

I A/C. 5/31/33, A/C. 5/34/290 0 

2 A/c.5/3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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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予咨委会关于机构支助费用的报告声这个报告是以开发计划署署长提出的一份文

件 4 为根据。 机构支助费用的问题对上述 B 类和 C 类有基本的影响。

2. 大会在第 33/116 C 号决议第四节中表示注意到上面第 1 段提到的秘书长

各项报告，行予咨委会的有关报告，以及行予咨委会关于机构支助费用的报告。犬

会并决定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审议机构支助费用问题。

3. 最后，行予咨委会审查了秘书长的一九/\.0- 一九八一两年期方案概算，

继而在其报告第一章第 5 9 段说，"咨询委员会的结论是，需要增订关于设置予算

外员额的规则。 秘书长即将提出关于联合国对用予算外资沉办理的活动提供的月胁

的报告。委员会将针对这个报告，向大会提出意见，并打算届时再讨论这个问题。"

4. 本报告按上面第 1 段提及的三大类，分别说明:

(a) 目前采用要求偿还支助费用的准则或办法的发展过程，

(b) 用于管理这些资沉的准则。

后一点所说关于管理这些资沉的准则，主要是适用于在总部进行的活动，但从一九

/\.0年起，这些准则将扩大适用于在其他地点进行的活动。 因为最近秘书长发布

关于信托基金管理问题的公报\其中所载的订正规则都予定在这一年开始全面执

行。

5. 除非大会另有要求，或者目前情况发生重大的变化.秘书长不打算再针对

这个问题提出个别的报告，而打算依照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在今后的方案概算中.

把说明部分扩大，以便载列关于联合国对用予算外资沉办理的活动提供的服务的资

料。

, A/33/7/Add . 21 0 

4 DP/'WGOC/25 。

, ST/SGB/146 J Rev. 1 0 

6 A/34斤，第 5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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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一类服务包括联合国在财政、人事、会议、法律、总务等领域向开发计

划署、儿童基金会和其他机构的中央行政当局提供的服务，而联合国则要求偿还这

些服务的费用。 秘书长在关于联合国对用予算外资沉办理的活动提供的服务的第

一次报告中说， 7 偿还的办法似乎有三种。 以开发计划署为例，这些办法是: (a) 

联合国和开发计划署分别承担提供给对方的服务的一切费用 t (b) 联合国和开发计

划署分别偿还对方提供的服务的一切费用 J (C) 采用折中解决办法，按照一个比率

分摊费用。 秘书长还说. 8 考虑到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是一个联合国机关，采用 (C)

项的办法最切合实际。

7. 按照这个做法，秘书长在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二次报告中通知大会，'联合

国和开发计划署经协商后，双方同意把提供的服务具体分为: (a) 视开发计划署理

事会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个附属机构而提供的支援服务，基于理事会本身权利，

应由经常予算拨款向理事会提供这种服务J (b) 视开发计划署秘书处为一个行政结

构，或视其为开发计划署方案的执行机构而提供的服务，而在公平基础上，要求偿

还服务的费用。 关于要求偿还费用的服务，将协离决定每种服务全部费用的分摊办

法，作为依据。

8. 为了确定上面第 7 段(b)所说的偿还额.秘书长提议详细审查联合国秘书处

每一个提供这些服务的组织单位。 关于这一点，咨询委员会说·"为了计算公平

的偿还数额，必须取得可以定量的数据. 但委员会希望能避免太繁琐复杂的计算，

因为这种计算的结果将不值所耗的费用。"

7 A/c. 5/3 1/33，第 35 段。

s 同上，第 36 段。

, A/C. 5/32/29 ，第 7 段-

10 A/32/8/Add. 9 J 第 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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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照分摊各类服务全部费用的做法，并考虑到咨询委员会的建议，联合国

和开发计划署协议采用一个新办法，来计算联合国应得的偿还数额，根据这个办法，

联合国和开发计划署双方议定开发计划署使用联合国某种服务的百分比，按此计算

联合国向开发计划署提供的服务。 如认为工作量已发生明显的变动时，经任何一

方要求，可以临时更改这个百分比。 一般来说，议定百分比的方法是选择这项服

务工作数量的主要指标(以怅务司薪给科为例，采用的指标是开发计划署工作人员人

数占薪给单总人数的百分比)。 把方案予算内这项服务(或这项服务的某一分款)

的直接费用总额，按这个百分比折算。 这些服务分担的间接费用，则不要求偿还。

这次审查结果，开发计划署和人口基金一九七八白一一九七九年订正后的偿还数额

约为 250 万美元，一九七六一一一九七七年的偿还数额为 700， 000 美元。

10. 关于相反的问题，即偿还开发计划署外地办事处向联合国(及联合国系统

内其他组织)提供的服务的费用，署长提出若干理由，包括费用一效率的理由，向

理事会上一届会议建议门继续采用历来办法，以个别处理的方式，偿还实际支出的

费用。 理事会要求署长提请有关机构问组织注意这个问题，并向理事会第二十八

届会议提出报告。 署长目前正通过行政协商会与各组织协商，理事会如果对此有

任何建议，将提交经社理事会一九八一年夏季会议和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

11 .以联合国来说，目前认为这些费用大体上都已还给开发计划署。 所以，

除非理事会大幅修改署长的提议，予料联合国经常予算所受的影响不大。 秘书长

将于一九八O一~一九八一年方案予算执行情况报告或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三年方

案概算内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其他资料。

11 DP/396 ，第 5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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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秘书长一九八0- 一九八一年方案概算的第 1 .19 段中说，当时正在研究

如何在经常预算和预算外资源之间分配外部审计费用的问题，研究结果会在本报告

中提出。除了支援预算外的各项技术合作活动外，还有属于养恤基金和难民专员办

事处这两方面的预算外活动，目前由经常预算承担全部或犬部分的外部审计费用。

目前对外部审计费用的研究是与审查联合国向预算外行政结构(包括养恤基金在内)

提供的一切服务同时进行。 这项审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就养恤基金来说还审查养

恤基金向联合国提供的服务。 所以打算在将来的执行情况报告和方案概算中说明

对偿还数额作出任何商定的调整，包括养恤基金的偿还数额在内. 但是，就难民

专员办事处来说，必须指出一点，大会以第 428(V)号决议通过的规程第 20 段中规

定，难民专员办事处的行政经费应在联合国预算内支付。 关于这一点，按照该规

程的规定，外部审计费用似乎是一种行政费，所以应当继续在经常预算内支付。

1 3. 秘书长相信，联合国向预算外行政结构提供服务所应偿还的公平数额，已

经订有稳妥和切合实际的办法。 所以提议同其他预算外行政结构，例如儿童基金

会，进行协商时应当采用这种办法，并在将来的执行情况报告和方案概算内说明其

结果。

管理偿还的资源

14. 关于所收到的偿还款项的管理问题，一九八.0- 一九八一两年期方案概算

第工 S2.3 段中说明基本办法如下. "由于联合国无法控制的原因，它所提供的服

务可能有所增减。 联合国在一般业务费用、设备租金和维修费、用品和材料、资

本设备的摊销等开支方面的有关费用估计数包括在经常预算内，所收到的偿还款项

列入收入第 2 款内。 但是，在人事费及有关费用方面，为了能够机动地应付变动

的需要，所收到的预算外行政结构的偿还款项都列入一个特别帐户的贷方，同服务

直接有关的人事费就是由该帐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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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行预咨委会关于一九八.0- 一九八一年方案概算的报告中指出 12，方案概

算文件里没有一个地方开列专门机构和其他机构偿还服务费用的估计总额，行预咨

委会认为应该弥补这个遗漏。 关于这一方面，请注意一九/\.0 -一九八一年预算

序言的附件八，其中把一切预算外资源，包括所收到支助费用的偿还款项在内，都

按预算款项摘要列出。 将来提送的预算文件中 s 这种附件可以按主要资金来源摘

要开列，这样就容易看出偿还资源中可以动用的数额。 这种资料在必要时可以扩

充，也可以按照咨询委员会的建议，作为收入第 2 款的解释材料。 目前，把一九

/\.0 -一九八一年预算内所载的偿还资源开列出来作为本报告的附件，并按报告中

所用的三个主要标题加以分析。

16. 关于从上文第 1 4 段所述的特别帐户中动用资源，包括员额的核准，所采

用的准则基本上就是根据请求在经常预算下核拨资源所使用的准则. 每一次动用

资源都必须提出充分理由. 如上文第 8 段所述，断定偿还数额的新方法的主要原

则是，由于向预算外行政结构提供服务而使有关部门的各阶层工作量增加，但这种

服务与经常预算下各项活动所需进行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因为在经常预算和预算

外资源之间按比例分担某些员额的经费，既行不通，也无此必要，所以在已有的全

部资源范围内核准的员额，应集中于因工作量增加而最受影响的各阶层. 这样的

话，如果工作量减少，就可以撤销预算外员额而不致妨碍有关部门的正常工作。

行预咨委会已经指出，从特别帐户中支付经费的员额，主要是较低的等级。

马 对技术合作方案的支援服务

偿还支助费用

17. 秘书长在 ι/C. 5/31/33 号文件的附件A 中，对本组织成立以来就机构

12 人/34/7，第 5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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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助费用的审查经过，作了历史性分析。 下面四点是他的结论:

(a) 经常预算应当负担那些支助费用的问题仍未解决;

(b) 没有一个立法机构制定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确定政策;

(c) 就联合国来说，大会已赞同一项原则，即某些预算外活动的支助费用应由

经常预算负担;

(d) 秘书长、行预咨委会和联合检查组都认为，费用偿还的数额和应予偿还的

费用种类都应该由各立法机构决定。

18. 秘书长就这个问题向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提出的进一步报告 13中，重新叙

述了这一年的发展情况，包括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决定设立一个间接费用政府间工作

主íL， 14 预期该工作组要向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的夏季会议提出报告，这样，大会就

能在第二十四届会议根据这个报告和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建议来审查这个

问题。 咨询委员会就秘书长报告提出的意见中指出 tF，鉴于宪章第十七条第三项

所赋予的责任，大会在这一方面具有重大任务.

19. 在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以前，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仍旧采用现行

办法，即项目支出的偿还率是百分之十四。 此外， A/乌 5/32/29 号文件第 25

和 26段中指出，从预算外资源中支付的所有其他技术合作项目的经费，都按开发计

划署的偿还费率计算。 所有技术合作项目的支助费用的偿还数额都按开发计划署

的当时费率计算，这个普遍适用的原则已获得行政协调会的赞同。

20. 开发计划署署长应政府间支助费用工作组的请求，为该工作组编制了一份

份报告 16，其中载有署长提议修改的支助费用偿还办法。 咨询委员会曾就这份报

13 A/C. 5/3乙/29.

f4 后来改称"支助费用工作组"。

15 A/3乙/8/Ad d_ 9，第 1 3 段。

16 D已/WGOC/2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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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意见 17，于是大会注意到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并把咨

询委员会的报告连同第五委员会关于这个项目的辩论简要记录，一并递交开发计划

署理事会和署长 18. 咨询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注意到可能对各机构的经常预算

发生重大影响的危险，并对署长所提办法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21. 秘书长向大会表示意见，仍旧采用单一偿还费率，但为了应付特称情况，

可以经过各机构和开发计划署同意后稍加修改，他认为这是解决机构支助费用偿还

问题的最好办法. 秘书长当然体会到各国政府在第五委员会和开发计划署理事会

上所表示的关切，所以他准备积极参加研究，使这个问题得到一个各有关方面都能

接受的解决办法. 咨询委员会就署长提案发表的意见，似乎就是全样一种具有建
设性和平衡性的办法。 因此，秘书长赞成已充分顾到这些意见的偿还款额修正办

法.

最近的发展

22. 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支助费用工作组报告说，它所知关于联合国技

术合作活动管理费用的资料不够，因此无法在一九七九年六月的会议上提出可为所

有有关方面接受的长期解决的建议。 工作组建议并获得理事会获准 19 ，委派一位

独立的顾问从事有限的研究，向工作组供应所需的资料和其他材料，以使工作组能

就偿还机构支助费用的长期办法作出建议。 这项研究报告应在一九八0年三月一

日前通过开发计划署署长提交工作组，以期工作组成员在一九八0年六月理事会第

二十七届会议前审查报告内容。 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一年年终前仍然现行办法偿

还，就是:技术合作支助费用的偿还占外地项目执行费数额的百分之十四。

17 A/33../7/Add. 210 

18 A/RES/33/116 c 工飞

19 开发计划署理孚会第 79/40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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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同项决议里，工作组在偿还机构支助费用数额问题之外，又向理事会作出

了其他建议，都是有关供应技术合作支助费用资料的建议，包括联合国和机构概算

如何编制这些资料的问题在内。 随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理事会的建议作基础，

要求21各矶构考虑能否在它们的予算文件的一个附件内，列出有关技术合作方案的资

料和符合列为支助费用的各项组成部分的议定定义而由不同资金来泥提供的有关的

支助费用。

24. 通过这项决定，理事会又提出了一些以前审议过的问题，就是关于计量执

行机构用在方案支持的资况数量(不同于开发计划署为此拨供的资泥)和定义问题。

在序言部分的一段里，理事会注意到在组织上和会计上的现行办法与程序下，有几

个组织无挂提供关于已定的支助费用因素的具体资料或关于这些因素的类似数据。

国此，有些组织如要执行理事会的建议，就甭要改变组织上和会计上的办法，才能

分列出有关的费用因素。

25. 理事会审议所含的意见是，一方面;七十年代早期一些机构所作的赞用计量

研究，并没有促成流通有关实际支助费用的数据;好一方面，由于缺乏关于列入支

助费用的国素的议定的定义，机构之间丧失了比较住

26. 这里必须提出警告，为列作支助费用的因素制定一系列定义并不难， Z1但

是，应当承认，机标的组织架构各不相同，从财政角度分析项目支持的组成部分，

使得机构与机构间的比较正确有效，在任何基础上说可能都很困难。 这里需要指

出，一九七二年为行政协商会费用计量制度所拟订的成套项目名称，虽经全体参加

20 经社理事会第 1979/55 号决议。

21 一九七九年九月在纽约后开的行政协商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上，注意到一九七二

至一九七四年间由费用计量制度工作队拟订并经行政协调会同意的支助费用组

成部分清单，基本上同所需定义是吻合的。 因此，行政协商会把这份清单作

为它向行政协调会提出的报告的附1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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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使用，但同任一组织的组织上或会计上的分类都不是完全吻合的。 因此，为

了该项研究起见，各组织都不得不在一定的程度上调整它们的会计资料，以满足机

构问比较的基本要求@ 这项作业需要很多工作人员花费时间来完成，实务工作人

员的报告时间制度也要搞成烦琐复杂才能把各种项目支持活动同诸如研究规划等其

他方案活动划分清楚。 费用计量的复杂、执行这项制度所需工作人员时间和其他

资况之多，使得多数参加组织在一、二年后都中断了全时的费用计量. .但承认一九

七三年的结呆正如联检组所说的:"正确的大概数额"。

27. 一次有关费用计莹的全盘作业指出，就联合国来说，开发计划署偿还(按

百分之十四计算)的款额，约等于联合国支付的支助费用(据估计为百分之二十二

点五 22 )的三分之二。 由于开发计划署的偿还款额远低于联合国实际支出的费用，

因此重新实行上述详密的费用计主办法来决定确切的费用数额，好处不多。

28. 秘书长的意见是，必须确保支助费用同所有其他费府书，倍l随即啦制和审查

以提高效率和作用， 这一方面，目前正在从事一项重大研究，作为发展和国际经济合

作总干事有关业务活动的政策问题的报告的准备工作。 这份报告依照大会第 33/

201号决议，将提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 与此同时，也采取了具体步骤，例如

制定设备采购领域的机构问办法。

29. 联合国予算文件继续显示出，秘书长对于能掌握到的方案支助资况将在下

一个两年期内加以利用的方式的最佳估计。 大会在这方面如要求任何剔的资料，

秘书长将随时提出. 过去一年里，、大会曾几次审议过关于分配这些资金的政策，

本报告中也有讨论。

30. 至于开发计划署要制定的偿还准则，近几年来形成的协商一致意见是:准

则必须简单可行，并要反映实际状况。 联合国技术合作方案同联合国的其余实务

工作一样，都要依靠整个组织供应各种资沉，才能成功。 为了实行这样一个准制

而不断地对这类费用的数额作出详细的数量化、归类和计量工作，只会降底其所提

供的服务的水平，而不会同时产生好处A

22 全体参加组织的加权平均数为百分之二十三l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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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偿还的费用

31。 前面第 1 7 至 2 1 段讨论了在技术合作支助费用方面将会收到多少偿还

款项的问题. 根据大会已采取的立场，予计大会最后可能采纳的任何订正的偿还

公式，将继续要求经常予算支付支助费用总额的大部分. 因此，如何利用收到的

方案支助资玩的问题同必须由经常予算提供方案支助的某些组成部分的有关问题是

分不开的.

34 秘书长在前一分报告 U 中说，关于由技术合作偿还资沉支助的工作人

员资沉，他的政策是将它们大部分集中于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和国际经济和社会事

务部内继续向其各该部门的技术合作项目提供技术支助的领域. 此外，也要留出

适当数额，支付房舍费用. 经常予算将支付秘书处内同项目活动较少直接关系的

各组织单位所提供的那些支助费用，包括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那些与技术合作支助

没有直接关系的费用，诸如行政领导和管理及若干经常研究活动的费用.

330 
根据这个办法，在大会的核可下， Z4 秘书长在第三十三届会议提议，以

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经常予算员额，同该部和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以外秘书处

各单位内核准由偿还用资沉提供经费的相应员额对调，这个办法事实上是用于支助

经常予算活动. 一侠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内部结构最后确定后，那些工作范围

同技术合作现场项目较不直接有关的中央行政服务单位的员额，作进一步的对调.

关于利用本项目下所提供的资沉，这些资沈包括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内适合技

术合作支助的所有员额职等. 技术顾问提供的技术支助，通常包括相当于 P-5

和 D 一 1 职等员额的授权. 非技术支助单位则按照从事类似工作的经常予算单位

Z' A/Co 5/3 3/56. 
μ 大会第 33/116C 四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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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级结构，并更倚重一般事务职类人员的支助。 如前所述，技术支助和非技术

支助所需的工作人员调E己是根据最符合当前技术合作支助优先次序的需要来安排的.

可以予期的是，这些优先次序视整个项目活动的变动及各部门之间在分配上的变动

而定.

3( 最近有一项发展对管理偿还的费用问题有一定的影响，那就是指定各区

域经济委员会为执行机构. 今后必须同执行秘书进行协商，以便订出一项程序，

使分散概念所固有的机动灵活需要和中央决策与管制的需要之间取得协调. 这些

协商的结果也会影响由区域信托基金办理的技术援助活动的技术合作支助费用的管

理问题.

。 对用予算外资金办理的实务

活动的支援服务

偿还支助费用

35.。 秘书长在关于联合国对用予算外资沉办理的活动提供的服务的第一次报

告里说，他认为有一个实际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他就不能要求自愿捐款捐助国

捐出无法明确鉴定的房舍和一般事务费用，以促进联合国的目标与宗旨。 秘书长

就上述问题向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了报告，试图从根本上区分由予算外方案或大会

设立的基金所办理的予算外实务活动和在他本身权限下设立的信托基金. 对于前

者，他建议免除支助费用偿还，因为他认为支助费用偿还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整个联

合国常设单位之间内部重新分配费用而已. 对于后者，他提议要求适当数额作为

支助费用偿还.

3龟 咨询委员会在其有关的报告里表示，秘书长还没有在这两类款额之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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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条十分明确的分界线，又说"对予算外资沈办理的实务活动所提供的支助服务

不应由经常予算支付;除非大会另有指示 B 应该由供款机构和信托基金根据商定的

简单计算公式偿还."。 结果，关于这一类款额支助费用偿还政策，已根据咨询

委员会的建议作了修改.

3飞 关于构成偿还比率的商定的简单计算公式，秘书长认为它显然是指偿还

技术合作支助费用的公式问题. 他在以前的报告指出，他对这一类费用所采用的

比率，同开发计划署活动实际采用的比率一样，目前是百分之十四.

管理偿还的资沉

38。 秘书长自第一次报告以来就一直表示 B 他打算把这些支助费用偿还用于

明确划分的行政支助. 本报告所指的三类支助服务之中，偿还对予算外实务活动

的支助是最新的一项工作，就其收到的资沉而言也是最少的. 因此，利用这些资

沉的详细准则还没有拟订出来. 不过，联合国对上述活动提供的服务主要是由有

关的予算外来沉支助的实务工作人员的房舍管理，臼 计划在有关的支助单位之间

尽量按比例分享这些资沉，但有一项了解，即显然需要有工作量和其他统计数字来

证明由这个怅户核拨资沉是适当的.

结主监3且 按照立法要求秘书长集中i研究了联合国对用予算外资沉办理的活动所提
供的服党秘书长认为，由于他的努力，无论从所收到的偿还数额和偿还款项的管理来

说，已达成了显著而实际的成果.

2' A/32/8 Ad<\ 9 ，第 17 段。

A/Co 5/31/33，第 1 2 段.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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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α 现可得出下列结论:

(a) 现在已有一项行动纲领可以确定对予算外行政结构提供服务后将会收

到的偿还款项。

(b) 在偿还机构支助费用方面应使用一种简单而又切合实际的公式;那个

公式将确定在技术合作支助费用和在用予算外资金办理实务活动的支

助费用方面将会收到的偿还数额;它应由大会决定。

(c) 关于收到的偿还资沉的经管问题，为各总部活动制定的管制办法实际

上是仿照经常予算活动的管制办法，这个办法经必要的修改后，将于

一九/\0年起推广到其他地点 它们将斟酌情况，按照灵活性条款

的规定，照顾到作为开发计划署执行机构的各区域委员会和其他联合国

办事处的地位。

4 1. 除非大会另有指示，秘书长将根据本报告所指出的方针继续前也并将在

今后的执行情况报告和方案概算中提出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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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次

附件

联合国对用予算外资沉办理的活动提供的服务

1980-1981 年予算所列的各项数额 a

A. 对予算外行政 B. 对技术合作方 c .对予算外实物
b 结构的支援 案的支援 活动的支援。

(以千美元计)

1 .通盘决策、领导和协调 也9.8 68.雪

2. 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 66.3 

6 .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 112.5 2比2.4

7 .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

9. 跨国公司

1. 亚太经社会

之拉美经委会
3. 非洲经委会

ι 西亚经委会

5. 贸发会议
7. 工发组织

8. 环境规划署

. , 

21 283.4 

280.0 

1 2&).0 

2 054.2 

726.2 

77.3 

1 900.0 呈/
21 772.0 

军/

9. 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

~6. 法律工作 61比.也

UU 

咱
忐
唱
·
·

r
。

Z
J

m产

2

2 

~8. 行政、管理和总务

~ 9. 会议和图书馆亭务

估计

7 510. l!革/ 3 170.6 3比0.2

8 2比0 ，6

263.8 

号7 646.7 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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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必须指出，经常予算没有提供任何这些数额。 它们全部摘自一九八O一一九

八一年予算各表(2)但)部分(实务和行政予算外资沉)。 这里不包括实务和行

政予算外活动本身的资沉，因为它们超出这个报告的范围。

b 所列数字见于予算文件中"实务和行政予算外资沉"项下的关于对技术合作方

案提供支援的部分。

。 在予算的许多款中，同予算外实务活动有关的方案支助构成部分并没有和活动

本身分列。

d 在予算文件中列为"行政资沉"。 可能包括对予算外实务活动提供支援的构

成部分。

e 环境基金方案和方案支助费用没有分开列出。

f 包括对实务活动的支援。

g 包括由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交还金库的4， 668. 5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