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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载有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科行动）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联科行动2004年 7月 1日至 2005年 6月 30日期间的支出总额已通过按成果

制订的若干框架与联科行动的目标相联系。这些框架按以下构成部分作了分类：

停火；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遣返和重新安置；人道主义和人权；和平进

程；法律和秩序；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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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人员和警务人员 161 258.8 152 773.2 8 485.6 5.3 

文职人员 50 717.5 45 790.7 4 926.8 9.7 

业务费用 166 496.5 138 326.6 28 169.9 16.9 

 所需经费毛额 378 472.8 336 890.5 41 582.3 11.0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6 343.2 4 906.3 1 436.9 22.7 

  所需经费净额 372 129.6 331 984.2 40 145.4 10.8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 — — — 

  所需经费共计 378 472.8 336 890.5 41 582.3 11.0 

职位填补情况 

  计划 实际 出缺率 

职类  核定
a

(平均） (平均) (百分比)
b
 

军事观察员  200 193 169 12.4 

军事特遣队  6 040 5 900 5 739 2.7 

民警  350 314 210 33.1 

建制警察部队  — — — — 

国际工作人员  387 325 247 24.0 

本国工作人员  405 338 271 19.8 

联合国志愿人员 215 135 77 43.0 

政府提供的人员 8 8 1 87.5 
 

a 系最高核定人数。 
b 按每月现职人数和计划人数计算。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载于报告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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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科行动）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

期间的维持费用预算载于秘书长 2004 年 8 月 23 日报告（A/59/289），计毛额

384 350 400 美元（净额 377 929 200 美元）。这项预算取代了秘书长 2004 年 5

月 7 日报告（A/58/788）中所载联科行动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

期间的拟议预算。预算为平均 193 名军事联络官、5 900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314

名民警、325 名国际工作人员、338 名当地工作人员和 135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编

列了经费。 

2. 根据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10 月 6 日报告（A/59/419 和 Corr.1）第

40 段所载的建议，大会通过 2004 年 10 月 29 日第 59/16 A 号决议，批款毛额

378 472 800 美元（净额 372 129 600 美元），作为联科行动 2004 年 7 月 1日至

2005年 6月 30日期间的维持费用，内含大会以前通过2004年 6月 18日第58/310

号决议为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核准的毛额 200 646 600 美元（净

额 197 058 600 美元）。这一总额已由会员国分摊。 

 二. 任务执行情况 
 

3. 联科行动的任务是由安全理事会第 1528（2004）号决议确定的，后经安理会

其他决议延长，最近一项决议是第 1609（2005）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将联科行动

的任务延长七个月至 2006 年 1 月 24 日，并决定联科行动将执行该决议第 2 段规

定的任务。 

4. 联科行动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在科特迪瓦恢复正

常状态和整体安全。 

5. 在这一总体目标范围内，联科行动于本执行情况报告所述期间提供了下文框

架中所载的有关重要产出，为实现若干成果作出了贡献。这些框架根据安全理事

会第 1528（2004）号决议第 6 段所载联科行动任务衍生的构成部分——停火；解

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遣返和重新安置；人道主义和人权；和平进程；法律

和秩序；支助作了分类。 

6. 本报告根据 2004/05 年预算确定的计划成果框架对实际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执行情况报告特别将实际绩效指标，即该期间在实现预期成绩方面取得的实际进

展，与计划绩效指标进行比较，并将实际完成产出与计划产出进行比较。 

构成部分 1：停火 

预期成绩 1.1：各方遵守 2003 年 5 月 3 日全面停火协定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四方协调委员会全体成员(科特迪瓦国民 在 2004 年 11 月危机以前每两周举行一次会议。危机以



 

4 
 

A/60/630  

四方协调委员会全体成员(科特迪瓦国民

军、新军、独角兽部队和联科行动)定期

举行会议，控制武装团体的行动 

在 2004 年 11 月危机以前每两周举行一次会议。危机以

后没有举行会议 

科特迪瓦武装部队代表参加联合监测委

员会两周一次的会议 

已经实现 

没有违反 2003 年 5 月 3 日全面停火协定

的事件发生 

2 次违反事件(2004 年 11 月和 2005 年 2 月) 

计划产出 

完成情况 

(数目或是/否) 说明 

814 000 个部队徒步巡逻日，监测停火协

定的执行情况(3 个营 31 天，每营 20 次

巡逻，每次巡逻 20 名官兵；4个营 31 天，

每营 20 次巡逻，每次巡逻 20 名官兵；两

个区 303 天，每区 3 个营，每营 20 次巡

逻，每次巡逻 20 名官兵) 

929 700 

 

5 个营 31 天，每营 15 次巡逻，每次巡逻

20 名官兵；7 个营 31 天，每营 15 次巡

逻，每次巡逻 20 名官兵；9个营 303 天，

每营 15 次巡逻，每次巡逻 20 名官兵 

183 150 个部队人员派驻检查站/观察哨

日，监测停火协定的执行情况(3 个营 31

天，每营 3 个检查站，每个检查站 30 名

官兵；4 个营 31 天，每营 3 个检查站，

每个检查站 30 名官兵；两个区 303 天，

每区 3个营，每营 3个检查站，每个检查

站 30 名官兵) 

240 900 365 天，东区 12 个检查站，西区 10 个检

查站，每个检查站 30 名官兵 

55 920 个军事观察员机动巡逻日，观察

停火协定的执行情况(62 天 60 次巡逻，

每次巡逻 2名观察员；303 天 80 次巡逻，

每次巡逻 2名军事观察员) 

62 050 365 天 17 个队部，每个队部 2 次长距离

巡逻，每次巡逻 4 名观察员；365 天 17

个队部，每个队部 1 次城镇巡逻，每次

巡逻 2名观察员 

1 460个军事观察员徒步巡逻日，调查据称

违反停火协定的情况(365天，4名观察员)

否 军事观察员主要进行机动巡逻，因为科

特迪瓦境内的大多数行动地区都可进入

车辆 

5 760 个空中巡逻小时，监测边境情况，

特别注意难民和战斗人员可能从利比里

亚涌入(9 个月，8架军用直升机，每架每

月巡逻 80 小时) 

否 因为没有合适的军用飞机 

每周与科特迪瓦国民军举行会议，协助监

测边境情况，特别注意利比里亚难民的情

况和战斗人员的行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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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与科特迪瓦国民军和新军的军事人员

联络，促进科特迪瓦各部队重新建立互信 

是  

每月与四方协调委员会举行会议，帮助实

施停火协定 

12  

定期就科特迪瓦国民军和新军根据《利

纳-马库锡协定》和停火协定所承担的责

任向其提供咨询，包括制定行动准则 

是 已提供咨询。双方都没有制定行动准则 

每周主持《利纳-马库锡协定》设立的监

测委员会会议，会议在阿比让、马恩、迪

埃奎、圣佩德罗、达洛亚、科霍戈、布瓦

凯、亚穆苏克罗和邦杜库轮流举行 

52 在阿比让举行每周会议 

向《利纳-马库锡协定》设立的监测委员

会提供秘书处支助 

是 此外，在需要时还提供临时通讯和信息

技术连通服务和车辆 

保护部署区内可能立即受到人身侵犯的

平民 

是 联科行动各设施在 2004 年 11 月危机期

间向 3 000 名平民提供救济和住宿 

向全国和解政府各部长提供 75 190 个安

全部队日(365 天，206 名官兵) 

75 190 此外还进行90次武器禁运检查并设立15

个检查站 

 
 

构成部分 2：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遣返和重新安置 

预期成绩 2.1：科特迪瓦本国前战斗人员的重返社会以及科特迪瓦境内外国前战

斗人员的遣返和重新安置工作取得进展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30 000 余名科特迪瓦战斗人员自愿解除

武装和复员 

没有实现。由于政治进程缺乏进展，解除武装、复员和

重返社会方案的开始时间推迟 

30 000 余名前战斗人员参加重返社会、

遣返和重新安置方案 

没有实现。由于政治进程缺乏进展，解除武装、复员、

重返社会、遣返和重新安置方案的开始时间推迟 

计划产出 

完成情况 

(数目或是/否) 说明 

监测 11 个解除武装、复员和遣返区 3 万

名前战斗人员的解除武装工作，包括监测

其往返17个重新集结/驻扎营地的行动以

及驻扎营地和重返社会地点的安全措施 

否 由于政治进程缺乏进展，解除武装、复

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开始时间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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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11 个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区

的 17 个重新集结/驻扎营地的安全，包括

保证前战斗人员的行动安全，看守前战斗

人员上交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以

及这些物资的运输或销毁 

否 南部 12 个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点

的修复工作完成(由于政治进程缺乏进

展，北部 9个点的修复工作尚未开始) 

保证并监测 2 个重型武器和军用飞机存

放点的安全 

否 由于政治进程缺乏进展，解除武装、复

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开始时间推迟 

就实施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

会国家方案向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

全国委员会提供咨询，特别关注妇女和儿

童的特殊需要 

是 就全国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计划

的拟订提供咨询 

就实施全国多媒体宣传方案向全国和解

政府提供咨询，配合前战斗人员的解除武

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工作 

是 制定了解散民兵及解除其武装新闻战

略。由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

程没有开始，没有实施解除武装、复员

和重返社会整体方案 

与主要利益有关者召开区域会议，讨论各

国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返社会和重

新安置方案的区域层面问题，特别关注妇

女和儿童的特殊需要 

是 2005 年 5 月 17 日至 20 日在大巴萨姆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组织一次小武器

和轻武器问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 150

名代表，分别来自政府各部、西非国家

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 和西非经共

体小武器控制方案等区域机构、联合国

各机构、独角兽行动部队、国际非政府

组织和大赦国际 

实施速效项目 7 其中两个项目已经完成；截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三个项目已基本完成；两个项目

将在 2005/06 年期间完成 

 
 

构成部分 3：人道主义和人权 

预期成绩 3.1：改善科特迪瓦境内的人道主义情况，促进对人权的尊重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500 00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和 69 000 名

难民得到重新安置 

由于族裔之间和族裔内部的紧张局势和冲突，特别是在

该国西部迪杜埃奎地区，这一指标没有实现。境内流离

失所者的估计人数增加到 550 000。由于利比里亚的人

道主义状况得到改善，至少有 5 000 名难民已经遣返，

主要是遣返到利比里亚 

成立科特迪瓦全国人权委员会 2004 年 10 月 3 日总统法令设立了全国人权委员会，但

由于各政党在委员会组成和运转问题上的分歧没有解

决，委员会没有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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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完成情况 

(数目或是/否) 说明 

就人权问题向科特迪瓦全国和解政府和

全国人权委员会等全国性机构以及立法

和司法机构(议会内处理人权问题的各委

员会、司法部)和民间社会组织提供咨询，

包括就《全国人权行动计划》的拟定和执

行工作提供咨询 

是 在保护问题部门小组论坛每周会议上就

人权问题交流信息。论坛代表来自负责

国内安全、人权、司法和全国和解的政

府各部、军事检察官、军队以及国家和

国际非政府组织 

调集经费供科特迪瓦两个人权非政府组

织参加 2005 年 3 月 14 日至 4月 22 日在

日内瓦召开的人权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 

全国和解政府推迟成立全国人权委员

会。政府未能承诺制定全国人权行动计

划，严重限制了向议会委员会和司法部

等全国人权机构提供咨询或支持制定

《全国人权行动计划》的能力 

每两周一次实地访问马恩、迪埃奎、圣佩

德罗、达洛亚、科霍戈、布瓦凯、亚穆苏

克罗和邦杜库，推动地方当局、非政府组

织和当地其他利益有关者解决人权问题 

是 此外，还访问了费尔凯塞杜古、布纳、

邦戈洛和芬戈洛 

为马恩、科霍戈、布瓦凯和亚穆苏克罗地

方民间社会组织 120 名成员开办民间社

会作用季度讲习班 

否 由于普遍的安全局势，并且解除武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没有开始 

在马恩、迪埃奎、圣佩德罗、达洛亚、科

霍戈、布瓦凯、亚穆苏克罗和邦杜库为人

权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民间社会组织

培训 80 名维权人员，以促进《利纳-马库

锡协定》的执行工作 

否 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利纳-

马库锡协定》执行工作的程度有限，因

为签署方之间持续无法达成协议，缩小

了民间社会的参与范围 

在阿比让、马恩、迪埃奎、圣佩德罗、达

洛亚、科霍戈、布瓦凯、亚穆苏克罗和邦

杜库就建设监测人权的地方能力提供咨询 

否 就开展调查及撰写报告向非政府组织提

供咨询；在阿比让、迪埃奎、达洛亚和

布瓦凯举行宣传会议 

每周在阿比让、布瓦凯、亚穆苏克罗、达

洛亚、吉格洛和迪埃奎与全国和解政府和

国家机构、国家及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举

行人权协调会议，协调人权战略并处理促

进和保护人权问题 

52 保护问题部门小组论坛在阿比让召开的

会议以及在布瓦凯、达洛亚、吉格洛和

迪埃奎及亚穆苏克罗召开的会议 

监测 8个省的人权情况 5 推迟设立实地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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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严重侵犯人权问题进行 20 项特别调查

和实况调查并提出报告 

2 在 2004 年 7月至 9月期间为国际调查委

员会提供支助。对 2004 年 6 月科霍戈事

件中出现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一次特别

调查。产出减少，是因为需要派遣特别

实况调查团的事件减少 

为国家机构、司法部门、律师协会、学术

界和民间社会举办两次全国座谈会，讨论

冲突后局势中的人权保护和司法行政以

及民间社会在促进人权与全国和解方面

的作用 

否 因为难以获得捐助者提供的经费 

向全国和解政府提供咨询，促进两性平

等，推动妇女全面、平等地参与各级决策

机构，并处理侵犯人权行为，结束有罪不

罚现象 

是 与家庭、妇女和儿童事务部召开 4 次会

议，以推动实施 2000 年 10 月 13 日安全

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 

就性别暴力问题举办一次培训人员的培

训，受训人员来自政府各部(和解、人权、

家庭、司法、安全和国防)、非政府组织、

学生和教师、工会、警察和宪兵 

筹备冲突后局势中性别暴力问题培训人

员的培训方案(将于 2005 年 9 月开始) 

就性别问题与政府机构、在该国境内活动

的联合国实体和非政府组织保持经常联络 

是 与包括妇女协会在内的民间社会组织以

及分管人权、司法、和解问题的政府各

部召开 6次会议 

就同联合国其他机构以及国家和国际非

政府组织合作执行国家艾滋病方案向政

府当局提供咨询 

否 因为该方案开始时间推迟 

就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弱势群体问题

向民族和解政府(分管民族团结、民族和

解、人权、战争受害者和艾滋病问题各部)

提供咨询 

7 

 

 

 

1 

与全国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

的弱势群体部门密切协作，与该方案召

开会议，以促进与交战部队有关系的妇

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权利 

与战争和艾滋病受害者遗孀举行会议 

实施速效项目 44 教育领域 24 个项目(其中 4 个已完成，

13 个完成 70％，7 个将于 2005/06 年期

间完成)；医疗保健领域 8个项目(其中 1

个已完成，3 个完成 70％，4 个将于

2005/06 年期间完成)；创收活动领域 3

个项目(其中 1 个完成 70％，2 个将于

2005/06 年期间完成)；水净化领域 9 个

项目(其中 1个已完成，5个完成 70％，

3个将于 2005/06 年期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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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4：和平进程 

预期成绩 4.1：在科特迪瓦全国重新确立国家权威方面取得进展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该国西部和北部的地方政府办事机构重

新开设 

西部地区重新部署了 3 756 名公务员，5 308 人自愿返

回工作岗位，主要在北部新军控制地区的卫生和教育部

门。全国和解政府在征得新军同意后制定了应急计划，

把剩余的 14 000 名公务员(主要为教师和卫生工作者)

重新部署到北部的工作岗位上。其他大约 6 000 名公职

官员(如局长和市长等担任政治职务的官员)和安全部

队人员的部署推迟到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完

成之后进行 

全国和解政府各部部长定期出席部长理

事会会议 

新军各位部长以个人安全为由，在 2004年 11月至 2005

年 5 月期间没有出席全国和解政府的会议 

全国和解政府批准并公布一项计划，根据

《利纳-马库锡协定》重建和发展基础设

施，恢复国民经济，加强社会凝聚力 

没有实现，因为该国普遍的安全局势以及族裔之间和

族裔内部的紧张局势和冲突，尤其是在该国西部迪埃

奎地区 

科特迪瓦全国恢复自由播放国际电台和

电视节目 

外国无线电台的FM发射台在11月初危机期间遭到破坏

并停止播放节目，11 月中旬恢复播放 

 

计划产出 

完成情况 

(数目或是/否) 说明 

与西非经共体和其他国际伙伴合作，就在

该国全国重新建立国家权威和重建公共

基础设施问题向领土管理部长以及阿比

让、马恩、布瓦凯和亚穆苏克罗地方当局

定期提供咨询 

是 就恢复国家权威和重新部署国家行政人

员问题与领土管理部长举行 4次会议 

与公共事务和就业部长及恢复国家权威

全国委员会全国协调员及其工作人员举

行 10 次会议 

与全国和解事务部长举行 3次会议 

与行政改革事务部长举行 1次会议 

定期与科特迪瓦各政党、民间社会和非政

府组织举行会议，就本区域实现持续和平

的有关问题促进共识 

52 与各政党的主要政治领导人每周举行磋

商，讨论推动和平进程的模式 

同次区域各国首脑和利比里亚、几内亚、

马里、布基纳法索、加纳、塞拉利昂、尼

日尔、塞内加尔、贝宁、尼日利亚、几内

亚比绍、佛得角、冈比亚和多哥的机构保

持经常接触，并定期进行访问，巩固和平

进程和执行《利纳-马库锡协定》方面的

进展 

是 秘书长特别代表与区域领导人举行 10次

会议 

通过《利纳-马库锡协定》和《阿克拉协

定三》所设立的监测委员会，与非洲联

盟和西非经共体保持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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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举行机构间会议，协调联合国系统在

科特迪瓦境内的各项工作 

52 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机构间人道主义协

调委员会会议，会议由主管人道主义协

调、恢复和重建的秘书长副特别代表主持 

就《利纳-马库锡协定》执行工作的法律方

面向全国和解政府和国家机构提供咨询 

是 就执行和平进程及重新启动科特迪瓦、

马里和布基纳法索联合合作委员会的模

式，向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的专家提供

咨询 

为支持和平进程开办全国多媒体宣传和

倡导方案，包括新闻简报、报刊广告、地

方社区外联活动、分发新闻通讯和维护一

个网站 

是 每周播放新闻简报，印发 200 份新闻稿、

12 份通讯、1 000 张传单、海报，国家

和国际电视台播放电视短片以及向当地

电台传播图片和音频讯息 

为国家和国际新闻媒体组织 24 次采访 

与民间社会组织和专业协会举办关于具

体专题的会议、讲座、辩论、吹风会和

小型论坛；开展全国宣传活动 

更新联科行动网站 

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用当地语言在科特

迪瓦全国播出有关和平进程的新闻节目 

是 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播放 8 个每日

节目 

对 20 名当地记者进行新闻报道核心技巧

和实践培训 

20 记者接受培训 

实施速效项目 17 支持国家新闻媒体的项目(8 个：1 个已

完成，7 个将于 2005/06 年期间完成)；

公用事业(3 个项目已完成)；其它项目(6

个：3个完成 70％；3个将于 2005/06 年

期间完成) 

  

预期成绩 4.2：在科特迪瓦举行自由、公正和透明的选举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科特迪瓦独立选举委员会为 2005 年 10

月的选举确定时间表和行动计划 

没有实现。由于政治进程缺乏进展，没有任命独立选举

委员会 

就《科特迪瓦宪法》关于科特迪瓦共和国

总统候选资格标准的第35条举行全民投票

没有实现，因为政治进程缺乏进展 

根据南非总统兼非洲联盟调解人 4 月 11 日向科特迪瓦

各方转达的裁定意见，科特迪瓦总统利用《科特迪瓦宪

法》第 48 条赋予的特殊权力于 4月 26 日宣布，签署《比

勒陀利亚协定》的各政党提名的所有候选人都可以参加

总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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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国民议会根据《利纳-马库锡协

定》通过选举法 

国民议会于 2004 年 12 月通过 8部选举法 

科特迪瓦总统根据《利纳-马库锡协定》颁布选举法法令 

科特迪瓦全国完成选民登记工作 没有实现，因为政治进程缺乏进展 

 

计划产出 

完成情况 

(数目或是/否) 说明 

应全国和解政府的请求，就独立选举委员

会及下属选举机构的任命和运作向其提

供技术援助、监督和指导 

是 对包括全国和解政府在内的所有选举

伙伴进行三次评估。已经制定选举行动

计划 

评估独立选举委员会的需要，协助编制和

最后确定选举预算并提交可能的捐助者 

否 截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独立选举委员

会尚未成立。由民族和解政府和可能的

捐助者组成的技术工作组已成立 

向全国和解政府和独立选举委员会提供

技术援助，协助策划选民综合教育方案，

按时序涉及选举进程的所有阶段 

否 截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独立选举委员会

尚未成立。有待独立选举委员会核准的选

举宣传和公民教育项目计划草案已经制定 

提供技术援助，协助为独立选举委员会工

作人员规划训练和能力建设方案，使其掌

握选举法、操作程序、行为守则以及选举

进程的其他有关方面，以期有效、透明地

开展工作 

否 截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独立选举委员

会尚未成立，没有任命工作人员。已经

制定一个能力建设培训计划，供独立选

举委员会核准，以加强选举人员，尤其

是独立选举委员会及其分支机构成员、

人口调查员和投票站工作人员的能力 

向独立选举委员会提供技术援助，协助其

规划可行的选民登记方案，建立和管理选

民登记数据库，印刷、公布和更新选民名

册；并在选举材料、包括选票的设计、规

格和采购方面给予协助 

否 截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独立选举委员

会尚未成立。已编制两份关于选民登记

程序的文件 

向独立选举委员会提供技术援助，协助其

在全国设立选举办公室 

否 新的独立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尚未任命 

提供技术援助，制定全国安全计划，以保

证选举的进行 

否 全国安全计划草案到 2005 年底完成 

监测科特迪瓦全国的选举筹备工作 是 在全国8个地点部署了33名外地选举干事 

  

构成部分 5：法律和秩序 

预期成绩 5.1：加强科特迪瓦的公共法律和秩序，并为国家警察和宪兵建立持续

行动能力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在科特迪瓦北部各行政管辖区建立临时警 没有实现 



 

12 
 

A/60/630  

在科特迪瓦北部各行政管辖区建立临时警

察机构 

没有实现 

科特迪瓦北部建立警察训练设施 训练设施已经修复，以容纳训练员和 600 名学生（训练

于 2005 年 8 月开始） 

成立安全部门改革联合协调委员会 没有成立，因为政治进程缺乏进展 

计划产出 

完成情况（数目

或是/否） 说明 

对科特迪瓦全国 12 个区的警署和 4 个军

团以及科特迪瓦北部的警察总部、警察大

队和警察中队进行每日评估访问 

是 

 

民警对所有警署和军团进行每日访问。

通过社区治安巡逻及定期访问科特迪瓦

北部的新生力量武装部队执法机构提供

每日指导 

对国家警察一体化和专业发展计划进行

评估 

否 科特迪瓦总理于 2005 年 7月 7日同意对

国家警察和宪兵进行评估 

向地方执法机构提供技术援助，协助其对

参加科特迪瓦北部临时警察机构的申请

进行预选、征聘、登记、核证和核批 

2 37 名警官参加了法医进修课程，75 名宪

兵和警官接受了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培训，22 名警察和宪兵军官接受了社区

治安培训，21 名新生力量武装部队训练

员参加了国际人道主义法进修课程 

为国家警察和宪兵举办民主治安进修班 3 在Torogouye宪兵学院为63名警察和36

名宪兵举办人权方面教练训练班进修课

程 

为国家警察和宪兵举办人权进修班 是 在 Torogouye 宪兵学院为国家警察和宪

兵训练员举办了一系列人权进修班 

“教练训练班”方案训练 60 名警察训练

员 

82 在为临时警察机构训练 600 名候选人方

面，训练了 61名担任训练员的政府人员

（39 名警察和 22 名宪兵军官）和 21 名

新生力量武装部队军官 

在警务改革和改组、训练、福利、警察支

助单位、特种部队和国际支助机制等各领

域向国家警察和宪兵提供技术援助 

731 在南部政府区训练 455 名交通警察和宪

兵，在阿比让国际机场对 276 名警察和

宪兵军官进行机场安全训练 

通过 12 个区的警署和 4 个军团与国家警

察和宪兵合用同一场所每天进行指导 

是 在国家警察学院、阿比让警署行动中心、

阿比让法医警察局和阿比让国际机场 

联科行动和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利

特派团）联合开展警察行动，打击对妇女

儿童的性剥削活动 

否 因为科特迪瓦普遍的安全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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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宣传运动，突出宣传新的治安方法、

公共安全和相关的社区问题 

否 没有开展宣传运动，因为没有实施科特迪

瓦执法机构改革 

 

预期成绩 5.2：在科特迪瓦全国重新确立司法机关权威和法治（包括惩戒机构）

方面取得进展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全国和解政府在科特迪瓦北部各区重新

启用监狱系统 

科特迪瓦北部的新生力量重新启用了 11 个监狱中的 6

个。由于政治进程进展缓慢，政府权威无法扩大到该国

北部 

全国和解政府和司法当局实施《利纳-马

库锡协定》的法治方面，包括建立全国身

份证制度以及宪法、立法和管制领域的改

革等 

国民议会通过了 11 部法律，其中 7 部不符合《利纳-

马库锡协定》的精神（后来由总统根据《宪法》第 48

条发布的法令予以修正） 

计划产出 

已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为同国家和国际利益有关者合作拟定监

狱系统发展计划提供咨询 

是 

 

已制定行动计划，并与国家利益有关者

共享 

与国家狱政当局举行每周例会，推动北部

监狱系统重新启用 

否 没有举行会议，因为政治进程缺乏进展 

为南部狱政当局开办训练、指导和咨询方

案 

是 已制定并与国家利益有关者共享为期 15

天的培训课程方案，内容涉及人权和安

全。由于惩戒干事的征聘工作出现延误，

指导和咨询方案没有完成 

定期与可能的国际合作伙伴举行会议，鼓

励提供双边援助，以重建北部主要监狱并

满足训练和发展需要 

是 与司法部门的主要捐助者欧洲联盟委员

会举行一次会议，并商定成立一个监狱

农场，为囚犯提供可持续的营养 

向司法部以及国家和地方各级司法当局

提供咨询，为受冲突影响地区的法院系统

重新启用和顺利运作提供支助 

是 与内阁、司法部长和高级工作人员举行

会议，讨论成立流动法院事宜，处理需

要逮捕北方某些个人的最紧急案件。后

来流动法院项目的范围有所改变，转为

重点开展身份查验工作以及发放在该国

北部确定国籍/身份所必需的证件 

制定程序，向地方当局移交因在信任区

内犯下严重罪行而被公正部队逮捕的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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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执行《利纳-马库锡协定》的法治方面，

即建立全国身份证制度以及宪法、立法和

管制领域的改革等方面，向东道国对口部

门提供咨询 

是 与司法当局和民间社会成员举行 21 次会

议 

分析关于提名地方法官的总统法令 

 

构成部分 6：支助 

预期成绩 6.1：向联科行动提供效率高、效果好的后勤和行政支助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2005 年 3 月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全部到位 由于文职人员于2004年11月被疏散并且征聘过程有延

误，截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已到位的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比例为 83.4％ 

车辆到位率达到 90％ 96％。车队中 80％是新车 

信息技术和通信服务提供率达到 90％ 80％，因为建立特派团设施的过程出现延误，从而导致

建立通信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过程出现延误 

计划产出 

完成情况（数目

或是/否） 说明 

部署和轮调 6 240 名军事人员，包括 120

名参谋人员和 200 名军事观察员 

5 739 

169 

军事人员平均数 

军事观察员平均数 

部署和轮调 350 名民警 210 民警平均数 

定期核查和监测6 040名特遣队人员的特

遣队所属装备和自我维持 

5 739 军事人员平均数 

向 14 个地点的 6 040 名特遣队人员提供

给养和饮用水 

5 739 

71 

军事人员平均数 

地点 

管理最多 1 007 份文职人员合同（包括

387 名国际工作人员、18 名本国干事、387

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和 215 名联合国志

愿人员） 

589 

247 

265 

77 

平均数（合计） 

国际工作人员平均数 

本国工作人员平均数 

联合国志愿人员平均数 

在职人数较少，是因为征聘过程出现延

误、文职人员于 2004 年 11 月被疏散以

及停止部署为选举提供支助的联合国志

愿人员 



 

 15
 

 A/60/630

在阿比让建立和维持特派团总部，并建立

和维持两个分区总部(达洛亚和布瓦凯) 

否 由于 2004 年 11 月危机以及政府违约、

没有向订约承包商支付房屋修缮款项，

特派团综合总部没有建立。预计 2005 年

12 月完成 

达洛亚和布瓦凯的分区总部已经建立 

在阿比让、亚穆苏克罗、达洛亚和布瓦凯

设立和维持后勤基地 

是  

维持特派团所属阿比让、两个区以及军事

观察员和民警队部的所有房地 

是 阿比让 13 处房地，西区 36 处房地，东

区 34 处房地 

建立和维持文职工作人员、120 名参谋人

员、200 名军事观察员和 350 名民警人员

的办公场地 

是 平均 590 名文职工作人员、120 名参谋人

员、169 名军事观察员和 210 名民警人员 

为阿比让 120 名参谋人员、达洛亚和布瓦

凯各 60 名参谋人员建造和维持住房 

是  

在阿比让和布瓦凯建立和维持两所民警

训练学校 

否 因为物色训练学校校址及部署警察人员

两项工作出现延误 

操作和维护 219 台发电机 107 因为建立特派团设施的过程出现延误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制作地图，满足特派团

的需要 

28 地理信息系统于 2005 年 6 月开始运转 

为 6 040 名官兵用餐提供燃料 5 739 已部署的军事人员平均数 

在 75 个地点维护和使用联合国所属 957

辆配备高频和甚高频无线电及行车监督

记录仪的汽车 

 475 

460 

75 

甚高频无线电 

高频无线电 

地点 

没有安装行车监督记录仪，因为征聘专

门技术员的工作出现延误 

为 826 辆特遣队所属汽车提供燃料和润

滑油 

967 车辆 

在阿比让为国际和本国工作人员以及部

队总部军事参谋人员提供每日班车运输 

是 共运送 87 580 名人员 

在科特迪瓦全国9个地点管理2架固定翼

飞机和 12 架旋翼飞机，包括在 5 个地点

管理 8架军事直升机，计 12 015 小时 

2 

8 

 

4 514 

 

9 

固定翼飞机 

直升机（商业直升机，军事直升机没有

部署） 

飞行小时。产出减少，因为部署军事航

空单位的工作出现延误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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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 个地点向 14 架飞机提供燃料和润滑

油  

10 

9 

飞机 

地点 

实施定期客运和补给飞行，并在必要时进

行医疗后撤飞行 

是 每周按期飞行。共进行 73 次医疗后撤飞

行 

在 30 个地点安装、维持和操作 32 个甚小

口径终端系统 

24 

25 

甚小口径终端 

地点 

为 1 677名工作人员和200个军事特遣队

用户安装、维持和操作 34 台电话交换机

（每个营部和单独部署的连部各一台） 

30 

974 

23 

已安装的电话交换机数 

军事观察员和文职人员平均数 

军事特遣队用户 

安装、维持和操作 64 台中继器 37 待通讯塔建成后安装其余 27台甚高频中

继器 

在阿比让、布瓦凯和达洛亚安装、维持和

操作 15 个微波连接 

15  

安装、维持和操作 14 个调频电台发射站，

包括卫星传送，实现全国同步广播 

7 待政府分配频率后安装其余调频发射站 

联合国根据东区通信干租协定为连级及

以下各级提供通信支助 

是 向前西非经共体部队提供支助 

建立 70 个农村连接，为军事观察员和民

警站提供电话服务 

10 农村连接减少，因为民警和军事观察员

与军事特遣队共用办公场地 

在特派团车辆内安装和维护2 200台以上

流动无线电台（高频和甚高频） 

475 

460 

甚高频无线电台 

高频无线电台 

在联科行动人员部署的各个地点安装和

维持 400 个基地电台（高频和甚高频） 

67 

67 

甚高频基地电台 

高频基地电台 

基地电台数目减少，因为向一些地点部

署人员的工作出现延误以及军事观察员

和民警共用办公场地 

编制和维护 2 270 台手提电台的程序 1 843 产出减少，因为民警和警察人员的部署

出现延误 

安装和维持 130 台卫星电话，包括数据存

取 

9 

49 

海卫组织电话 

Thuraya 电话 

待其余人员部署后，尤其是实务人员被

分派到全球移动通信系统不覆盖的地区

后，安装其余卫星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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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5 个地点为 1 678 个用户安装和支持

1 464 台台式计算机、65 台服务器、545

台膝上型计算机、1 374 台打印机、38

台高速扫描仪和 70 台数字传送器 

1 070 

35 

352 

626 

11 

46 

36 

计算机 

服务器 

膝上型计算机 

打印机 

扫描仪 

数字扫描仪 

地点 

产出减少，是因为人员征聘工作出现延

误以及文职人员在 2004 年 11 月被疏散 

在 75 个地点为 1 128 个用户和 200 名军

事观察员、350 名民警和军事特遣队用户

安装、维护和支持局域网和广域网（每个

营和单独部署的连各一个网络连接），包

括数据库管理系统和标准办公应用软件 

589 

169 

210 

140 

 

 

47 

文职人员平均数 

军事观察员平均数 

民警平均数 

军事人员平均数（每个营和单独部署的

连的网络连接数目），包括数据库管理系

统和标准办公应用软件 

地点。产出减少，是因为向一些地点部

署人员的工作出现延误 

在阿比让、达洛亚和布瓦凯设立、管理和

维持联合国的 3个一级诊所 

1 阿比让 1个一级诊所 

由于 2004 年 11 月危机以及人员部署出

现延误，在达洛亚和布瓦凯设立一级诊

所的工作推迟（在 2005 年 9 月至 10 月

期间设立）。在报告所述期间，部署到两

个分区总部的人员由特遣队所属二级医

疗设施提供紧急医疗服务 

部署、维持和管理 16 个分设在各特遣队

的一级诊所 

16 16 个特遣队所属一级医疗设施（阿比让

3个、东区 4个、西区 9个） 

部署、维持和管理 2个二级医院 是 在布瓦凯和达洛亚 

为全体人员建立艾滋病毒自愿保密咨询

和测试设施 

是 建立在阿比让联合国医疗设施和两个分

区的二级医院内 

为全体人员开办艾滋病毒认识方案，包括

同伴教育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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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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人员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8 909.4 8 629.6 279.8 3.1 

 军事特遣队 139 548.3 134 575.5 4 972.8 3.6 

 民警 12 801.1 9 568.1 3 233.0 25.3 

 建制警察部队 — — — — 

 小计 161 258.8 152 773.2 8 485.6 5.3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37 621.0 37 158.6 462.4 1.2 

 本国工作人员 7 630.1 5 026.3 2 603.8 34.1 

 联合国志愿人员 5 466.4 3 605.8 1 860.6 34.0 

 小计 50 717.5 45 790.7 4 926.8 9.7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 — — — 

 政府提供的人员 362.6 53.5 309.1 85.2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顾问 224.0 99.4 124.6 55.6 

 公务旅行 1 720.2 1 832.4 (112.2) (6.5) 

 设施和基础设施 54 354.3 46 700.2 7 654.1 14.1 

 地面运输 27 782.6 22 442.8 5 339.8 19.2 

 空中运输 30 683.7 22 599.4 8 084.3 26.3 

 海上运输 — — — — 

 通信 26 464.6 24 385.8 2 078.8 7.9 

 信息技术 7 378.2 6 872.8 505.4 6.8 

 医务 3 885.7 3 277.6 608.1 15.6 

 特种装备 2 750.9 2 368.3 382.6 13.9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10 089.7 6 918.1 3 171.6 31.4 

 速效项目 800.0 776.3 23.7 3.0 

 小计 166 496.5 138 326.6 28 169.9 16.9 

所需经费毛额 378 472.8 336 890.5 41 582.3 11.0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6 343.2 4 906.3 1 436.9 22.7 

所需经费净额 372 129.6 331 984.2 40 145.4 10.8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 — — — 

所需经费共计 378 472.8 336 890.5 41 582.3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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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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57.2 

其他/杂项收入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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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862.4 

 共计 15 803.0 

 

 C. 特遣队所属装备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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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839.3 

    小计 21 839.3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伙食（厨房设备） 1 737.2 

办公设备 1 460.6 

电器 1 705.1 

小工程 976.5 

洗涤和清洁 1 381.6 

帐篷 1 355.2 

宿舍 1 172.0 

日杂用品 2 889.2 

防御工事用品 69.0 

通信  

通信 4 743.0 

医疗  

医疗服务 2 706.0 

特别装备  

爆炸物处理 466.3 

观察 1 767.1 

 小计 22 428.8 

 共计 44 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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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支出

特派团因素 百分比 生效日期 上次审查日期 

A. 适用于任务区 

 极端环境条件因素 1.8 2004 年 3 月 14 日 －

 频繁使用状况因素 1.9 2004 年 3 月 14 日 －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数 1.5 2004 年 3 月 14 日 －

B. 适用于东道国 

 递增运费因素 0.25-3.75

 

 

 D. 未编入预算的捐助 

 (单位：千美元) 

类别 支出 

部队地位协定 a 1 767.1 

自愿实物捐助（未编入预算） － 

    共计 1 767.1 

a
 包括土地和房舍。 

 四. 差异分析1 

 差异 

军事观察员 279.8 3.1％ 

 

7. 本项下的未用余额为 279 800 美元，是因为军事观察员延迟部署（编入预算

经费的延迟部署因素为 10％，但本报告期间的实际出缺率平均为 12.4％）。 

 
 差异 

军事特遣队 4 972.8 3.6％ 
 

8. 本项下的差异为 4 972 800 美元，主要是因为工程部队设备运输实际费用减

少，以及未部署八架军用飞机、西非国家特遣队与联利特派团联合进行轮调而使

建制部队人员旅费和实际轮调费用减少。节省的费用由以下方面部分抵消：特遣

队部署速度加快而使部队派遣国部队费用的报销费用增加（编入预算经费的延迟

部署因素为 5％，但本报告期间实际出缺率平均为 2.7％）；因缺乏适当房舍无法

为参谋建造餐饮设施而在整个报告期间（计划为 4 个月）向部队总部参谋支付特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以千美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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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任务生活津贴中的粮贴和杂费部分；从 2005 年 3 月起计划外向宪兵部队人员

支付特派团生活津贴中的粮贴部分。 

 差异 

民警 3 233.0 25.3％ 

 

9.  本项下的未用余额为 3 233 000 美元，是因为民警延迟部署（编入预算经费

的延迟部署因素为 10％，但本报告期间的实际出缺率平均为 33.1％）。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462.4 1.2％ 

 

10. 本项下的差异为 462 400 美元，主要是因为国际工作人员延迟征聘导致实际

出缺率为 24％，而编入预算经费的延迟部署因素为 20％，并由以下方面部分抵

消：向 2004 年 11 月危机期间重新安置人员支付后撤津贴而使一般工作人员费用

增加；人员安置旅行实际费用增加；以及在 2004 年 12 月至 2005 年 5 月期间全

特派团发放危险工作地点津贴。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2 603.8 34.1％ 

 

11.  本项下的未用余额为 2 603 800 美元，主要是因为本国工作人员延迟征聘

导致实际出缺率为 19.8％，而编入预算经费的延迟征聘因素为 15％；本国工作

人员实际职等较低（预算按照本国工作人员 G-5 职等薪金表编列经费，但是本国

工作人员中的 86％为 G-4 及以下职等）。以上余额由于 2004 年 12 月至 2005 年 5

月期间全特派团发放危险工作地点津贴而部分抵消。 

 
 差异 

联合国志愿人员 1 860.6 34.0％ 
 

 

12. 本项下的未用余额为 1 860 600 美元，是因为暂停部署为原定 2005 年 10 月

举行、后因政治进程缺乏进展而取消的选举提供支助的联合国志愿人员，导致实

际出缺率为 43％，而编入预算经费的延迟部署因素为 20％。 

 差异 

政府提供的人员 309.1 85.2％ 
 

 

13. 本项下的差异为 309 100 美元，是因为难以物色派遣国而于 2005 年 5 月部

署了四名政府借调的惩戒警员，而经费是根据在整个报告期间部署八名警员编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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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顾问 124.6 55.6％ 

 

14.  本项下的未用余额为 124 600 美元，是因为国家司法机构暂停顾问服务；

因该国政治局势不稳，特别是 2004 年 11 月危机之后，取消了媒体核心技能讲习

班；以及开办培训方案所需的顾问服务费用减少。本报告期间的支出涉及为建立

仇恨媒体监测机制和开办飞机地面安全课程而聘用顾问。 

 
 差异 

公务旅行 (112.2) (6.5％) 

 

15.  本项下的所需经费增加 112 200 美元，主要是因为来往于区总部和特派团

总部的军警和文职人员的旅费大大增加，并由特派团人员延迟部署导致与培训有

关的旅费减少而部分抵消。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7 654.1 14.1％ 

 

16. 本项下的差异为 7 654 100 美元，是因为口粮供应商提供冷藏集装箱而使冷

藏设备经费减少；燃油储存和分配设备的系统合同延迟订立；联科行动综合总部

延迟建立，采购的安保设备（X 光行李扫描仪、闭路电视系统和安全通信设备）

数量减少；2004 年 11 月危机之后延迟建造设施而使租用的房舍减少；因科特迪

瓦政府与联科行动的谅解备忘录延迟订立，特派团设施无法与国家电力系统连

接，而使水电支出大大减少。 

17. 节约的经费由以下方面部分抵消：安全理事会第 1609（2005）号决议批准增

加联科行动的军力和警力后，预制设施的采购周转时间加长，在本报告期间结束

时才完成采购行动而使费用增加；东道国提供的设施大部分破损失修而使改建和

装修支出增加；采购的发电机配电板和转换器增加；以及为提高联科行动在该国

北部各地的储水能力而采购的储水罐数量高于预算水平。 

 
 差异 

地面运输 5 339.8 19.2％ 

 

18. 本项下的未用余额为 5 339 800 美元，主要是因为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安排向

货运能力不足的特遣队提供支助而造成采购的卡车数量减少，以及因空中资产延

迟部署采购的机场支助设备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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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节约的经费由以下方面部分抵消：为使车队充分提供车辆服务导致车辆维修

费用增加；为在联科行动在阿比让和两个区域区总部建立的三级车间进行车辆内

部维修采购零配件；以及地方责任保险费用增加。 

 
 差异 

空中运输 8 084.3 26.3％ 

 

20.  本项下的差异为 8 084 300 美元，主要是因为未部署八架直升机组成的军

事航空部队而造成联科行动直升机队的飞行小时低于预算水平（3 053 小时，编

入预算的为 8 060 小时），并导致本报告期间航空燃料消耗减少。节约的经费由

以下方面部分抵消：固定翼飞机保证费用高于预算水平，以及采购的空中行动手

册、事故调查工具包（包括数码相机）和其他用品增加。 

 
 差异 

通信 2 078.8 7.9％ 

 

21.  本项下的未用余额为 2 078 800 美元，主要是因为文职人员延迟部署而使

商业通信所需经费减少；转发器费用降低；在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建立因特

网后备系统项目取消；新设备的维修费用减少；以及联科行动通信支助合同延迟

订立。 

 
 差异 

信息技术 505.4 6.8％ 

 

22.  本项下的差异为 505 400 美元，主要是因为信息技术支助合同延迟订立；

文职人员延迟部署、本报告期间信息技术使用人数减少而使许可证和其他费用、

软件租金费用减少；以及采购用于新设备维修的零配件减少。节省的经费由以下

方面部分抵消：采购设备、以及因采购周转时间加长在上一报告期间没有完成的

采购行动方面的支出增加。 

 
 差异 

医疗 608.1 15.6％ 

 

23.  本项下的未用余额为 608 100 美元，主要是因为联科行动文职人员延迟向

各区部署并导致两个区域区总部的一级医疗设施延迟建造而仅采购了有限的医

疗设备和用品。 

 
 差异 

特别装备 382.6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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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本项下的未用余额为 382 600 美元，是因为采购的双筒望远镜、手提式夜

视观察装置和激光测距仪数量低于预算水平。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3 171.6 31.4％ 

 

25.  本项下的差异为 3 171 600 美元，是因为 2004 年 11 月危机之后特派团设

施延迟建造而使采购文件架、海运集装箱和灭火器的费用减少；布林迪西联合国

后勤基地转运的军事整备的实际费用减少；后勤基地空运联合国所属装备的实际

费用减少；向部队总部参谋和人员支付特派团生活津贴中的粮贴和杂费部分而未

利用为餐饮服务编列的经费；以及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合同延迟订立。节省

的经费由联科行动账户中记录的货币兑换亏损部分抵消。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26. 就联科行动经费筹措问题而言，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决定会员国应放弃各自在 2005年 6月 30日终了期间其他收入中应得

的份额，计 15 803 000 美元，以及在 2005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未支配余额

41 582 300 美元中应得的份额，计 10 041 700 美元，而将其用于支付联合国当

前和今后离职后健康保险的费用；  

 (b) 决定如何处理 2005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未支配余额中剩余的 31 540 600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