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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是2004年 7月 1日至 2005年 6月 30日期间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

特里亚特派团(埃厄特派团)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埃厄特派团 2004 年 7 月 1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支出总额，已通过按

构成部分（即实质性民政、军事和支助）归类的若干成果预算框架与该特派团的

目标相联系。 

财政资源使用情况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类别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军事和警察人员 97 550.4 85 550.3 12 000.1 12.3 

文职人员 31 757.1 31 112.2 644.9 2.0 

业务费用 76 024.1 63 667.8 12 356.3 16.3 

 所需经费毛额 205 331.6 180 330.3 25 001.3 12.2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4 557.4 4 000.9 556.5 12.2 

 所需经费净额 200 774.2 176 329.4 24 444.8 12.2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 — — — 

 所需经费共计 205 331.6 180 330.3 25 001.3 12.2 

 
 

 人力资源在职情况 
 
 

类别 核定人数 a 实际(平均数) 出缺率(百分比)b 

军事观察员 220 213 3.2 

军事特遣队 3 980 3 434 13.7 

国际工作人员 256 203 20.7 

本国工作人员 273 254 7.0 

联合国志愿人员 82 75 8.6 

 

 a 
 系 高核定人数。

 

 b 
 按每月在职和核定人数计算。

 

 本报告第五节载有需大会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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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2003 年 12 月 19 日秘书长报告（A/58/658）列出了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维持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埃厄特派团)的预

算，共计毛额 201 460 800 美元（净额 196 563 100 美元）。这用作 220 名军事

观察员、 3 980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256 名国际工作人员、273 名本国工作人员

和 82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的经费。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 2004 年 4 月 12

日的报告（A/58/759/Add.8）第 54 段中建议大会为 2004 年 7 月 1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期间批款毛额 198 331 600 美元。 

2. 大会在 2004 年 6 月 18 日第 58/302 号决议中，为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期间批款毛额 205 331 600 美元（净额 200 774 200 美元），其中包

括维持该特派团的经费毛额 198 331 600 美元和加强特派团工作人员和房地安保

和安全工作的经费毛额 7 000 000 美元。全部经费已向会员国摊派。7 000 000

美元的经费根据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行动、工作人员和房地的安保和安全的

报告（A/58/756）所述建议提出并经 2004 年 6 月 18 日大会第 58/295 号决议核

准。 

 二. 任务执行情况 
 

3. 埃厄特派团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第 1312（2000）号和第 1320(2000)号决议

确定的，并经安全理事会第 1430(2002)号决议调整。本执行期间的任务是安理会

第 1531(2004)号、第 1560(2004)号和第 1586(2005)号决议确定的。 

4. 埃厄特派团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和平解决埃塞俄

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争端。  

5. 在这一总目标范围内，埃厄特派团在本执行情况报告所述期间提供了相关的

重要产出，取得了一些成绩。具体情况见下文框架。这些表框按构成部分分类：

实质性民政部分、军事部分和支助部分。 

6. 本报告对照 2004/05 年预算所载计划成果预算框架评估实际执行情况。具体

而言，执行情况报告将实际绩效指标（即用预期成绩衡量该期间实际取得的进展）

与计划绩效指标作了对比，将实际完成产出与计划产出作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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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部分 1：实质性民政 

预期成绩：1.1  在和平解决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间边界争端方面取得进展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1.1.1  双方高级政治官员参加定期同

特派团团长举行的会议/协商 

 已完成。在与特派团团长进行的定期会晤/协

商中继续与冲突各当事方进行对话 

计划产出 

已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协助双方高级政治官员和宗教领导人

同特派团团长及其他人员进行 40 次会

议和协商，并编写有关报告 

53  

特派团团长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临时安

全区及邻近地区内 25 次访问社区高级

官员 

 

15 实地访问 

由于一名秘书长副特别代表留在特派团的时

间不长，访问次数比计划少 

就政治问题给所在国政府发信 50 次；

向外交使团发送 20 次普通照会  

85 

24 

信函 

普通照会 

信函增加与不利的外部因素有关 (移动受到

限制，道路关闭) 

与和平进程的外部利益有关者进行180 

次政治会晤和简报会 

81 会晤； 

由于政治方面缺乏进展以及厄立特里亚与埃

塞俄比亚间边界委员会活动中止，会晤次数

比预期少 

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 4份报告 4  

媒体产出包括：以 6种语文，向整个特

派团地区每周三次播放节目，每次一小

时；7次宣传活动；12 份英文、阿姆哈

拉文和提格雷文每月通讯，8份特刊；

在整个特派团分发 15 000 份年历；两

部电视记录片、52 次每周新闻简介、

20 份新闻稿 

52 

7 

7 

1 

 

15 000 

以 7 种语言广播，各一小时 

运动 

通讯；由于工作人员出缺，期数比计划少； 

特刊；报道高层访问的特刊—只有一次这

种高层访问； 

日历 

  

1 

 

46 

12 

记录片 

由于工作人员出缺以及政府延迟批准剧本定

稿的某些部分，只制作了一部记录片 

新闻简报会 

新闻稿；由于政治方面缺乏进展，发出的新

闻稿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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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为公共外展中心制作了 6 个关于埃厄

特派团的录像节目和 6 套关于任务区内的活

动的未经剪辑记录；外国记者访问了秘书长

特别代表 8次 

在阿迪格拉特（埃塞俄比亚）建立一个

外联中心，编写了外联中心52份每周报

告，5份情况介绍印刷品和24份传单

1 

52 

1 

 

 

2 

 

115 

 

1 

50 760 

25 

28 

 

5 

建立了外联中心 

外联中心每周报告 

情况介绍印刷品；由于工作人员出缺， 制作

的情况介绍印刷品和海报较少 

此外： 

在亚的斯亚贝巴和阿迪格拉特举办了艺术展

览； 

在亚的斯亚贝巴、阿迪格拉特和墨克莱外围

的社区进行了外联活动； 

在亚的斯亚贝巴向公众播映录像纪录片 

外联中心接待的访客； 

建立了文件分发中心； 

为埃厄特派团通讯撰写关于外联中心活动的

报道； 

给外联中心录制电台节目 

   

预期成绩：1.2 在使临时安全区和邻近地区内的生活状况正常化方面取得进展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1.2.1  其余的国内流离失所者从埃塞

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返回各自家园 

 1 062 名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厄立特里亚中

区, 居住在厄立特里亚的 296 名埃塞俄比亚

国民 (94 名男子、115 名妇女和 87 名儿童)

获遣返埃塞俄比亚  

由于划界进程没有进展，仍然留在临时安全

区营地和邻近地区的45 000 厄立特里亚国内

流离失所者尚未遣返 

1.2.2  重新安置因领土移交而直接受

到影响的人 

 除了前 4 年重新安置的 400 人外，来自

Shimelba 营地的 100 个人重新安置在第三

国。 

由于在政治方面缺乏进展，居住在埃塞俄比

亚北部营地的 10 000 厄立特里亚人仍然没有

重新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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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已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140 000 名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各自

家园 

1 062 国内流离失所者回返；在西区监测 35 000 名

脆弱的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情况。由于在政

治方面缺乏进展，这些人没有返回。 

重新安置因领土移交受到影响的 30 000

至 40 000 人 

100 

 

10 000 

在第三国重新安置（迄今共有 500 人获得重

新安置） 

厄立特里亚人获预先筛选；监测西区 8 000

名难民的情况；由于在政治方面缺乏进展，

这些人没有返回。 

在临时安全区内进行 20 次情况调

查和监测访问，访问人员中包括联

合国国家工作队和（或）捐助国代

表；定期向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提供

后勤支助 

20 

180 

 

此外： 

与国际非政府机构和外交人员进行事实调查

和监测 

参加了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40 次每周会

议和 12 次每月会议，埃塞俄比亚和厄

立特里亚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年度联席

会议，并视必要出席临时会议 

16 就人权问题根据需要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举

行会议：4 次在厄立特里亚，12 次在埃塞俄

比亚 

特派团在临时安全区和邻近地区内的

活动，经常同联合国各机构或区内其他

组织的人道主义和重建活动相协调 

52 协调会议 

此外： 

50 次有关人权活动的访问 

   

预期成绩：1.3 积极监测人权状况，加强当地居民的安全；在履行《阿尔及尔

和平协定》中的人权承诺方面取得进展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1.3.1  减少跨界劫持、拘留和“失踪”

情况 

 已完成。与 2003/2004 年的 102 宗相比，只

有 70 宗 

1.3.2  依法解决受领土移交影响的30 

000 至 40 000 人的国籍、家庭、财产

和土地使用权等问题 

 由于边界划界没有实现，没有解决 

计划产出 

已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协助就人权状况进行 80 次会议，编

写 296 份报告 

调查临时安全区和邻近地区内 40 起

侵犯人权事件的报告 

78 

 

 

会晤 

 

 



 

 7
 

 A/60/615

向国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和过境营地

进行了 120 次监测访问 

主持和参加了 20 次联合国埃塞俄比

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联合国国家

工作队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人

权论坛联席会议，以交流信息，协调

人权活动和方案 

协调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

特派团、联合国各机构和临时安全区

及邻近地区内其他组织的人权活动 

200 

300 

每周报告，从 3个区和亚的斯亚贝巴作出 

每日报告；由于在计划产出中没有列入每日

报告，因此产出增加 

调查 60 起跨界事件 64 

6 

此外： 

调查涉嫌绑架/失踪事件 

调查临时安全区和邻近地区内 40 起

侵犯人权事件的报告 

39 违反人权的指控 

向国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和过境营地

进行了 120 次监测访问 

72 监测访问；由于这些访问，在遣返过程范围

内访谈了 225 人；由于被地方当局拒绝进入，

访问次数比计划少 

主持和参加了 20 次联合国埃塞俄比

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联合国国家

工作队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人

权论坛联席会议，以交流信息，协调

人权活动和方案 

协调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

特派团、联合国各机构和临时安全区

及邻近地区内其他组织的人权活动 

15 

 

 

 

是 

 

与人权办公室联合举行会议，11次在亚的斯亚

贝巴，4 次在阿斯马拉，目的在于与国家工作

队组织人权论坛；由于国家工作队成员经常调

换或未获得法定人数，有5次会议被取消 

   

预期成绩：1.4 提高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认识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1.4.1  东道国国防军和当地人口更多

地了解艾滋病毒/艾滋病 

 已完成 

特派团针对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武装部

队的方案协助制定/维持国家军警部门的方案 

计划产出 已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开办 6 期艾滋病毒/艾滋病同侪领导

“教员培训班”，培训了 150 名教员 

60 国防军人员和本地人员在与埃厄特派团人员

联合举办的课程中受训；由于厄立特里亚国

防军举办自己的同济培训方案，埃厄特派团

培训的人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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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名同侪教员通过培训，使目标群体

的 98 000 人受益 

27 000 通过联合国特遣队推广活动使目标群体的成

员受益；正设计一个监测机制，以便更准确

记录受其他同济教员培训的人数 

同东道国国防军、当地人口和联合国其

他机构，联合开办了 72 次艾滋病毒/

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 

72  

  构成部分 2：军事 

预期成绩：2.1  维持部队隔离，维持临时安全区和邻近地区的安全和完整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2.1. 没有严重违反《停止敌对行动协

定》的情况 

 实现 

2.1.2  各方之间没有敌对行动  实现 

计划产出 

已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主持了 10 次军事协调委员会(军协委)

同两个当事方之间的会议 

6 会晤；由于双方没有方便的日期，4次会晤没

有举行 

此外，举行了 30 次防区军协委会议 

部队地面巡逻 351 312 人日（4名军事

观察员、7名军事特遣队，35 个据点每

天 2.5 次，共 365 日）（日夜巡逻）

228 490 49 640 次由军事观察员进行 

(4X17 哨所 X每天 2次 X365)  

178 850 次由军事特遣队进行 

(7X35 哨所 X每天 2次 X365) 

空中巡逻221小时/月（一年直升机飞行

总小时数，除以12个月）（日夜巡逻）

216 由于天气恶劣及飞机需要维修，飞行时数较少 

45 个驻人观察哨所日夜进行观察 45  

临时安全区内 5 560 次质疑性视察 5 928  

调查并报告了 3 476 次事件 163 小事故；调查和报告 19 宗绑架案、42 宗牲畜

偷窃案、87 宗行动自由受限制案件和 15 宗射

击事件；事件减少，因为在边界地区大量部

署了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以及军协委进程发

挥积极的影响 

   

预期成绩：2.2 临时安全区及邻近地区地雷威胁减少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2.2.1  当地人口触雷事件从 2002/03

年 118起减少到2004/05年 70至 80起

 已完成。在 2004/2005 年将触雷事件减少至

26 宗，2003/2004 年为 27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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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没有地雷爆炸  未完成。44 宗触雷事件，全部涉及厄立特里

亚当地人 

计划产出 

已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在进出界石场地的 1 万公里道路上清

除了地雷和未爆弹药 
1 889 责任区内清除的道路公里数；由于划界进程

陷于停顿，没有清除通往界石场地的道路 

在 50 万平方公尺的界石场地上清除了

地雷和未爆炸药 

0 由于划界进程陷于停顿，没有清理界石场地；

不过，临时安全区内的责任区内有 2 708 061

平方米的雷场获得清理 

调查并报告了 20 起地雷事故 26  

完成了2万次与未爆炸药有关的任务，包

括查找和处理小武器和大型炸弹等物品

10 474 完成与未爆炸药有关的任务；由于厄立特里

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活动中止，没有清

除通往界石场地的道路 

增补并完善了地雷数据库和责任区图 是  

继续为 2 万名文职人员和当地人口开

展地雷风险教育培训 

26 933 当地人获得培训；由于工作人员有经验，安

排训练的效率提高，因此培训人数增加 

经常支助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

委员会 

否 由于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活

动中止 

 

  构成部分 3：支助 

预期成绩：3.1  向特派团提供高效益、高效率的行政后勤支援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3.1.1  国际工作人员出缺率从 2002/03

年的11.7％降到2004/05年的10％，本

国工作人员出缺率保持在2.0％ 

 出缺率: 国际工作人员 20.7％，本国工作人

员 7％；由于特派团的军事部分重组，文职工

作人员减少了 10％。为此维持员额空缺，以

便缩减编制，涉及 26 个国际人员员额和 27

个本地人员员额。此外，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44 埃厄特派团工作人员被选派到其他特派团 

3.1.2  库存总值中有待注销和处置的

比率,从2003/04年的5％降到2004/05

年的 3％ 

 已完成；在 2004/2005 年期间，有待注销的

资产减少至总库存期终余额的 2％，

2003/2004 年为 5％ 

3.1.3  货物和服务从核准请购单到交

货的采购时间保持在 90 天 

 已完成；货物采购周期减低至平均 80 天，服

务减低至少于 15 天 

3.1.4  侦察车不可用车辆比例同

2003/04 年相比，减少 25％ 

 未完成；侦察车不可用车辆的百分比在

2003-2004 年为 50％，2004/2005 年减少至

31％。没有实现减低至25％的目标，因为巴伦

图运输车间清拆/搬迁，以及涉及修复、保养、

加油和（或）修理活动的本国工作人员往来队

址之间的行动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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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已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服务改进： 

精简征聘进程，预测出缺，利用事先圈

定的人选名单，银河系统和候选人入围

名册，把国际工作人员征聘时间从 4

个月减至 3个月，把当地工作人员征聘

时间保持在三周 

 

否 

 

由于特派团的军事部分重组，文职工作人员

减少了 10％。为此维持员额空缺，以便缩减

编制，涉及 26 个国际人员员额和 27 个本地

人员员额。此外，在本报告所述期间，44 埃

厄特派团工作人员被选派到其他特派团 

把注销项目的平均处置时间从 9 个月

减至 4个月，其中包括确定要注销的资

产，地方财产调查委员会审查和安全环

境管制法律规定的处置行动 

是  

改进采购追踪系统，不断增补扩大商家名

单，实现并保持了为期90天的采购周期

是 货物采购周期实现缩短至 80 天 

建立了中央数码图象和归档系统，每年

存储扫描文件 2万多件 

是  

执行了灾后恢复计划，在备用地点部署

后备和多余系统，减少了停机时间，增

强了数据保护 

是  

网络基础设施升级，无线和光纤联接更

稳定，更可靠 

是  

把卫星通讯幅宽从 3.4 兆字节增加到

4.6 兆字节，改进了电信服务 

是  

人员： 

轮调部队 7 742 人，联合国军事观察

员 440 人，部队返国 109 人，部署部

队 109 人 

 

8 437 

 

军事人员轮调（包括根据合同应在前一个时

期轮调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初期才执行的轮

调） 

 753 由于编制减缩，遣返肯尼亚和斯洛伐克部队；

芬兰行政守卫人员结束任务 

 200 部署220名肯尼亚行政守卫人员取代芬兰人员

 430 430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遣返 224 名和部署

206 名 

管理国际工作人员 256 人、本国工作人

员 273 人和联合国志愿人员 82 人 

203 

254 

75 

国际工作人员 

本国工作人员 

联合国志愿人员 

向 19 个地点的 3 969 名军事人员提供

口粮、燃料和用水 

3 434 军事人员；由于在年度期间遣返 2 个营，部

队人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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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保养 28 个地点的 45 个设施 是 另外保养 29 个免费地点 

运行保养 2座净水装瓶厂 是  

运行保养 28 个地点的 182 台发电机，

包括大修 20 台 

182 

31 

保养 

大修 

养护 143 公里补给道路，修好了其中

22 公里 

330 公里 

27 公里 

养护 

维修主要补给线；由于直接的阿斯马拉-巴伦

图公路意外关闭，要担负额外任务 

合同管理和特遣队所属装备：   

管理 10 项合同，同承包商举行 21 次会

议，清算 1 100（90％）张发票 

是 监测 10 份合同；与承包商举行 27 次会议；

清算了 100%的发票 

对特遣队所属装备作了 157 次视察，审

查了7份谅解备忘录和1个特派团因素

134 特遣队所属装备检查；由于编制减缩，实际

检查数目减少 

 9 

1 

审查谅解备忘录 

审查至 2004 年 7 月 1日生效的特派团因数 

地面运输:   

保养 526 部联合国所属车辆：5个地点

的 316 部轻型车辆、62 部装甲车、2

部救护车、19 辆大小型客车、13 部装

卸设备、78 部卡车、26 件车辆附件和

10 部拖车。轻型车队利用率为每年 5 

130 000 公里 

594 在 7 个运输车间保养联合国的车辆：375 轻

型车辆、64 装甲车、2 辆救护车、19 辆大小

型客车、15 部装卸设备、77 辆卡车、32 件

车辆附件和 5 个地点的 10 部拖车。 轻车队

的使用为每年 4,294,555 公里；较多保养车

辆，因为注销车辆的数目比预期少 

公路运输 2 800 吨物资 7 679 吨数；吨数增加，因为部队重组，要遣返一

个特遣队和在任务地区内调动部队 

通过有效防护保养安排、培训和在所有

车辆中装置行车监督记录仪控制超速

行驶，因此，所有 62 部装甲车的不可

用比率从 50％降到 25％ 

否 实际不可用车辆比率为 31%，计划比率为 25%，

由于(1) 6 辆侦察车因车身和悬架损坏要注

销；(2)本国工作人员短缺和行动受到限制，

和(3) 巴伦图运输车间清拆/搬迁。 

空中运输:   

运行、跟踪并支助了3架固定翼飞机，9

架螺旋桨飞机，共飞行10 692小时 

3 固定翼（2架固定翼(Antonov)，全年使用，1

架 HS-125 型飞机，从 2004 年 7 月 至 2005

年 2 月） 

 9 旋转翼飞机（ 8架旋转翼飞机，全年使用，1

架 MI8-MTV 型飞机，运行期从 2004 年 7 月至

2004 年 11 月，之后移交联苏先遣团） 

 6 207 飞行时数；减少了 4,485 实际飞行时数，因

为航空资产重组，以及没有动用吉布提和布

林迪西的 3架待命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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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运 45 000 名乘客，900 吨物资 41 824 

391 

乘客 

空运物资吨数 

由于任务区内的部队重组，空运物资改由陆

上运输，空运物资的所需费用因而减少 

通信：   

支助了 30 个卫星地面小站通讯网络，

运行 22 个地点的 22 个电话交换台 

29 

18 

甚小口径终端系统 

向 22 个地点提供电话交换台服务 

保养 400 部配有全球定位系统车辆追

踪器的高频无线电 

396 移动高频无线电，151 台附全球定位系统 

信息技术:   

支助、保养和维修了 25 个地点的 796

台台式电脑、133 台膝上型电脑、457

台打印机、4 台专业绘图仪和 64 台服

务器 

821 

162 

460 

4 

69 

台式计算机 

膝上型计算机 

打印机 

專業繪圖機 

在 25 个地点的服务器 

医疗：   

保管一个一级诊所、一个二级军医医

院，向 2 800 名患者提供了服务 

6 000 患者；大大增加，因为 2005 年 3 月/4 月爆发

脑膜炎，向埃厄特派团部队和工作人员及直

属家属提供免疫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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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资源使用情况 
 

 A. 财政资源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1)-(2) (4)=(3)÷(1)

军事和警察人员 

 军事观察员 7 222.6 7 428.3 (205.7) (2.8) 

 军事特遣队 90 327.8 78 122.0 12 205.8 13.5 

 民警 － － － －

 建制警察部队 － － － －

 小计 97 550.4 85 550.3 12 000.1 12.3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27 620.3 27 003.5 616.8 2.2 

 本国工作人员 1 321.0 1 190.9 130.1 9.8 

 联合国志愿人员 2 815.8 2 917.8 (102.0) (3.6) 

 小计 31 757.1 31 112.2 644.9 2.0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 － － －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顾问 － － － －

 公务旅行 850.0 637.3 212.7 25.0 

 设施和基础设施 28 335.3 18 213.4 10 121.9 35.7 

 陆运 6 088.2 5 215.5 872.7 14.3 

 空运 21 402.9 18 715.8 2 687.1 12.6 

 海运 － － － －

 通信 7 185.7 5 880.4 1 305.3 18.2 

 信息技术 2 347.1 2 117.5 229.6 9.8 

 医务 2 950.2 2 477.2 473.0 16.0 

 特种装备 1 566.3 1 448.1 118.2 7.5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5 298.4 8 962.6 (3 664.2) (69.2) 

 速效项目 － － － －

 小计 76 024.1 63 667.8 12 356.3 16.3

  所需经费毛额 205 331.6 180 330.3 25 001.3 12.2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4 557.4 4 000.9 556.5 12.2 

  所需经费净额 200 774.2 176 329.4 24 444.8 12.2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 － － －

  所需经费共计 205 331.6 180 330.3 25 001.3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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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其他收入和调整数 

(单位：千美元) 

类别 数额 

利息收入 995.0 

其他/杂项收入 213.2 

自愿现金捐助 － 

前期调整数 (12.7) 

前期债务节减额或注销额 5 957.4 

共计 7 152.9 

 
 

 C. 特遣队所属装备的支出：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单位：千美元) 

类别 支出 

主要装备  

 军事特遣队  

    主要装备 16 068.2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伙食（炊事设施） 1 062.5 

  办公室设备 729.3 

  电气设备 1 118.7 

  小工程 633.5 

  洗衣和清洁 886.8 

  帐篷 214.7 

  住宿 407.2 

  杂项一般物品 1 779.1 

  独特装备 － 

  野战防御工事用品 － 

 通信  

  通信 3 4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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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支出 

 医务  

  医务处 2 267.2 

 特种装备  

  爆炸物处理 293.7 

  观察 1 130.1 

  鉴定 － 

  核生化武器保护 － 

  小计 13 991.5 

  共计 30 059.7 

  

特派团因素 百分比

生效

日期

上次审查 

日期 

A. 与任务区有关 

 极端环境条件因素 1.10 2004 年 7 月 1日 2002 年 7 月 1日

 频繁使用状况因素 3.80  2004 年 7 月 1日 2002 年 7 月 1日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素 1.90  2004 年 7 月 1日 2002 年 7 月 1日

B. 与所在国有关    

 递增运费因素 0.2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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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差异分析 1 

 差异 

军事观察员 ($205.7) (2.8%) 
 

7. 增加所需经费的主要原因是航空旅行费用增加。概算提供每张往返机票平均

4 100 美元的经费，但每张往返机票的实际费用达 5 261 美元。 

 差异 

军事特遣队 $12 205.8 13.5% 
 

8. 出现未用余额的原因是埃厄特派团进行了调整，包括秘书长报告(S/2004/708)所

建议的并经安全理事会第 1560(2004)号决议核准的驻留和行动。本审查期间的估

计费用根据核定人数 3 980 人计算。由于从 2004 年 6 月开始分阶段裁减军事人

员，每月平均实际人数为 3 434 人，出缺率达 13.7％，而预算出缺率为 2％。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616.8 2.2% 
 
 

9. 出现未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特派团早些时候裁减人员造成实际平均出缺率

达 20.7％，而初步概算根据 10％的出缺率计算。因离团工作人员或被遣返，或

被调到新成立的特派团工作以及把 16 名工作人员从有限期间任用改划为工作人

员细则 100 号编人员，一般人事费项下增加了所需经费，特派团匀支了增加的经

费。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130.1 9.8% 
 
 

10. 出现未用余额的原因是特派团裁减人员造成实际平均出缺率达 7％，而预算

出缺率为 2％。 

 差异 

联合国志愿人员 ($102.0) (3.6%) 
 
 

11. 增加所需经费的主要原因是，特派团的财政周期与联合国的财政周期不同，

上一年向埃厄特派团部署联合国志愿人员的费用推迟付款，要匀支这笔支出。不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额以千美元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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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波恩的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 近实施了新的网基方案，这将有助于预测所需

的经费。 

 差异 

公务旅行 $212.7 25% 
 

12. 出现未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边界委员会和军事协

调委员会都没有按计划举行所有的会议并且军事护送撤离人员所需的经费比预

期的少。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10 121.9 35.7% 
 

13. 出现未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安保措施经费 700 万美元原用于建造一座新的

特派团总部大楼并搬迁通信设施，因找不到合适场地而没有动用。除了上述情况

外，由于裁减军事人员和推迟完成一支特遣队的硬墙住房，用于部队派遣国报销

自我维持设备和汽油、机油和润滑剂等费用实际所需的经费减少。洗衣、伙食、

废物处理、周边围墙和大门等维护服务所需经费也比预期的少。 

 差异 

陆运 $872.7 14.3% 
 

14. 出现未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零部件、汽油、机油和润滑剂以及责任保险所需经

费比预算的少。购买79辆新车时配备的成套零部件和拆用车辆配件获得的零部件减

少了购买零部件的费用。汽油、机油和润滑剂以及责任保险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

因是因特派团裁减人员和替换车辆推迟到货，退还了特遣队所有的一些车辆。 

 差异 

空运 $2 687.2 12.6% 
 

15. 出现未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燃料费、着陆费和地勤费以及固定翼飞机租用和

运营所需的经费减少。燃料费、着陆费和地勤费所需经费减少的原因是原计划飞

行 10 692 小时，但因航空资产重新配置，包括交还 HS 125 型商务专机和未使用

3 架备用飞机，实际飞行 6 207 小时。  

 差异 

通信 $1 305.3 18.2% 
 

16. 出现未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商营通信和部队派遣国报销自我维持设备所需

的经费减少，报销费用根据实际平均人数而不是核定人数计算。商营通信出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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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实施了便于更密切监测公用和私人电话的新 Lotus Notes 收

费系统。 

 差异 

信息技术 $229.6 9.8% 
 

17. 出现未用余额的原因是鉴于特派团裁减人员，特派团决定减少以前计划购买

的计算机数量。 

 差异 

医务 $473.0 16.0% 
 

18. 出现未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工作人员转诊到私人医院的人数减少和医疗后

送更多地利用特派团的航空资产而不是完全依靠商业安排，造成实际医疗服务费

用比预算的少。 

 差异 

特种装备 $118.2 7.5% 
 

19. 出现未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根据实际平均人数而不是核定人数计算部队派

遣国报销自我维持设备的费用，因而减少了所需的经费。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3 664.2) (69.2%)
 

20. 本项下所需经费增加的原因是，替换以前由排雷特遣队提供的服务后，根据

协定备忘录进行探雷和扫雷服务的费用增加。秘书长在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S/2004/708)中建议用商业能力履行埃厄特派团的排雷义务，这项安排根据秘书

长的建议提出。安全理事会第 1560(2004)号决议核准了这项安排。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21. 关于埃厄特派团经费的筹措问题，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决定会员国放弃 2005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其他收入 7 152 900 美元项

下各自的份额和放弃 2005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未用余额 25 001 300 美元中

6 037 600 美元内各自的份额，把它们用于支付联合国目前和将来离职后健康保

险的负债； 

 (b) 决定如何处理 2005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剩余的未用余额 18 963 700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