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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7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大会和(或)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特别政治任务、斡旋和其他政

治行动估计费用 
 

  专题组一. 秘书长的个人特使、特别顾问和个人代表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摘要 

 本报告载列秘书长的个人特使、特别顾问和个人代表专题组下七个特别政治

任务的 2007 年拟议所需经费。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曾在其关于大会和(或)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特别

政治任务、斡旋和其他政治行动估计费用的报告中建议，除其他外，应考虑重新

编排特别政治任务今后的拟议预算报告，按照专题或区域分组进行列报。 

 本报告考虑到咨询委员会关于特别政治任务报告列报方式的建议，载列了七

个个人特使、特别顾问和个人代表的 2007 年拟议预算。 

 列入本组的特别政治任务 2007 年所需经费估计数为 6 656 4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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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概览 
 

 列入本组的特别政治任务 2007 年所需经费估计数为 6 656 400 美元，各任

务所需经费详情如下。 

(单位：千美元) 

 2006 年 1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差额 2007 年所需经费 

特派任务 批款 支出估计数 节余(亏空) 所需经费总额 所需经费净额 非经常经费

 1 2 3=(1-2) 4 5=(4-3) 6

1. 秘书长缅甸问题特使 205.5 22.5 183.0 198.4 15.4 —

2. 秘书长非洲问题特别顾问 199.6 55.8 143.8 175.5 31.7 —

3. 秘书长塞浦路斯问题特别顾问 399.6 24.6 375.0 571.3 196.3 —

4. 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 874.7 640.1 234.6 1 082.5 847.9 —

5. 负责西撒哈拉问题的秘书长个人特使 345.6 282.9 62.7 352.8 290.1 —

6. 秘书长安全理事会第 1559(2004)号 

   决议执行情况特使 

1 467.7 663.1 804.6 1 191.7 387.1 —

7. 负责黎巴嫩事务的秘书长个人代表 1 615.4 1 199.9 415.5 3 084.2 2 668.7 —

 所需经费总额 5 108.1 2 888.9 2 219.2 6 656.4 4 437.2 —
 
 

 1. 秘书长缅甸问题特使 

(198 400 美元) 

  背景、任务和目标 
 

1.1 大会授权秘书长（最近一项决议为 2005 年 12 月 23 日第 60/233 号决议）

继续进行斡旋，并就人权状况和恢复民主事宜与缅甸政府和人民开展讨论。秘书

长缅甸问题特使是根据这项授权任命的。 

1.2 缅甸问题特使自 2000 年 4 月接受任命以来，曾数次访问缅甸，代表秘书长

进行斡旋，并在 2000 年至 2003 年期间政府与昂山素季之间的建立信任秘密会谈

以及该国民族和解进程中发挥了促进作用。缅甸的民族和解本质上是一个“土生

土长”的进程，秘书长及其特使根据大会授予的斡旋任务发挥的作用主要是推动

这一进程。 

1.3 为帮助恢复这一进程，特使于 2004 年 3 月 1 日至 4 日访问了缅甸。作为其

调解工作的成果，全国民主联盟被允许在仰光重新开设其总部，但其在全国各地

区的办事处仍然被关闭。政府支持的国民大会于 2004 年 5月、2005 年 2月和 2005

年 12 月在没有全国民主联盟和一些少数民族政党参与的情况下简短复会两个月

左右。由于缅甸的政治僵局，特使自 2004 年 3 月以来一直未被允许返回，之后

特使于 2006 年 1 月辞职。新特使的任命正在考虑当中。 



A/61/525/Add.1  
 

4 06-59837
 

1.4 与此同时，为了与政府恢复接触，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作为秘书长的使

节于 2006 年 5 月访问了缅甸。秘书长继续致力于提供斡旋，并就人权状况和恢

复民主事宜与缅甸政府和人民进行讨论。预期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将延长秘书长

的任务，使他继续在缅甸事务上发挥斡旋作用。 

1.5 特使和秘书处政治事务部在执行大会交给秘书长的任务时，与联合国驻地

协调员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密切合作和协作。民族和解进程的停滞不前对于在该

国开展的经济和社会领域业务活动造成的影响日益引起注意和担忧。特使在访问

缅甸时会晤国家工作队的成员，而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和工作队其他成员在访问总

部时也经常与政治事务部的代表见面，这已成为惯例。 

1.6 当缅甸的民族和解和民主化进程按照大会的一系列决议在所有有关各方参

与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时，将不再需要秘书长开展斡旋工作。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

预计大会将请秘书长继续开展斡旋工作，以推动这一进程。 

1.7 下表列出特使的目标、预期成绩和绩效指标。 

目标：推动缅甸的民族和解和民主化进程。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恢复政治领导人和其他领导人的行动自由 (a) 解除对昂山素季及其副手的软禁并释放其他

政治犯 

 业绩计量：从监狱中释放的政治领导人和其

他领导人的数目 

 2005 年：249 人 

 2006 年估计数：因为特使无法进入缅甸，无

法获得信息 

 2007 年目标：从监狱中释放全部或者大部分

政治犯 

(b) 恢复政治活动 (b) ㈠ 重开全国民主联盟在全国各地的办事处 

 业绩计量：重开办事处的数目 

 2005 年：1个 

 2006 年估计数：因为特使无法进入缅甸，无

法获得信息 

 2007 年目标：重开全部或者大部分办事处 

 (b) ㈡ 恢复政府、全国民主联盟和各少数民族

之间的对话，讨论如何推进国家向民主过渡 

 业绩计量：国民大会中的主要政党和其他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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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数目 

 2005 年：纳入部分主要政党和其他党派 

 2006 年估计数：因为特使无法进入缅甸，无

法获得信息 

 2007 年目标：纳入所有主要政党和其他党派 
 

产出  

 • 与缅甸当局进行讨论和协商 

 • 与国际社会，特别是该区域的国家进行讨论和协商 

 • 关于缅甸局势的说明和报告 

 
 

  外部因素 
 

1.8 只要缅甸政府、全国民主联盟和各少数民族群体愿意并致力于达成一项政

治解决方案，且国际社会、特别是该区域的国家支持秘书长的努力，主要通过特

使进行的秘书长斡旋就可望实现其目标。  

所需资源 

(单位：千美元) 

 200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差额 2007 年所需经费 

支出类别 批款 支出估计数 节余(亏空)

所需经费总

额

所需经费净

额 非经常经费 

 1 2 3=(1-2) 4 5=(4-3) 6 

文职人员费用 108.0 — 108.0 100.9 (7.1) — 

业务费用 97.5 22.5 75.0 97.5 22.5 — 

 所需经费总额 205.5 22.5 183.0 198.4 15.4 — 
 
 

1.9 秘书长缅甸问题特使在 2007 年 12月 31日终了的一年期间所需经费估计数

为净额 198 400 美元（毛额 234 800 美元），用于按副秘书长职等和实际受聘天

数支付特使 2007 年 210 天的薪金和当地工作人员 3 个月的薪金（100 900 美元）

以及业务费用（97 500 美元），其中包括公务旅费（48 300 美元）、咨询人服务

（43 900 美元）、通信(2 300 美元）以及其他杂项用品和服务（3 000 美元）。 

1.10 在该数额中，183 000 美元将由 2006 年批款的未支配余额估计数支付。因

此特使2007年所需经费总额在考虑未支配余额后为净额15 400美元(毛额51 8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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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秘书长非洲问题特别顾问 

(175 500 美元) 

背景、任务和目标 

2.1 秘书长非洲问题特别顾问的主要目标是，在秘书长斡旋工作的范围内，通

过密切监测非洲之角及与其相关的局势，并参与该地区解决冲突的努力，为促进

非洲之角的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他在秘书长的指导下，并同政治事务部密切合

作，在非洲之角的促和行动中充当联合国的代表；与冲突各方联络，并同关注解

决非洲之角冲突的国家组织、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联络；提供咨询意见，尤其是

就有关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的事项提供咨询意见；

陪同或代表秘书长参加非洲联盟、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的首脑会议和有关

非洲之角问题的其他区域论坛。 

2.2 特别顾问与非洲之角区域的学术和研究机构、智囊团、知名人士和民间社

会团体的密切工作关系对政治事务部的工作帮助很大，作用独特。 

2.3 根据 2005 年 12 月 14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05/808）中提

出的建议以及后者在 2005 年 12 月 20 日的回信（S/2005/809），特别顾问目前的

任用期延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虽然将其任用期延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以后的

事项有待请安理会作出决定，但鉴于继续开展斡旋工作的重要性，预计特别顾问

的任务将延至 2007 年。 

2.4 2006 年，特别顾问继续积极参与伊加特主导的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军/

解放运动之间的和平进程。他与秘书长索马里问题代表和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

处进行了密切协作。特别顾问继续关注该区域各国的发展动态，并与知名人士、

政治领袖和民间社会团体保持密切联络，重点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乌干达的

内部冲突。 

2.5 2007 年期间，预计特别顾问将定期进行有侧重点的协商访问，支持该区域

各国的善政和参与性政治进程。他将侧重处理具有区域影响的交叉性问题。 

2.6 此外，预期特别顾问还将承担其他的代表任务，特别是与伊加特、阿拉伯

国家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活动有关的代表任务，并参加秘书长对该区域的访

问，包括出席非洲联盟首脑会议。 

2.7 下表列出特别顾问的目标、预期成绩和绩效指标。 

目标：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是非洲之角的和平与安全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各区域组织更多地考虑交叉性问题及其区域影响 非洲联盟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首脑会议以及其

他会议处理的区域和交叉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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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计量：交叉性问题是否得到处理 

 2005 年实际数：有 

 2006 年估计数：有 

 2007 年目标: 有 

产出  

 • 监测非洲之角的局势，重点是区域和交叉性问题 

 • 向秘书长、政治事务部和联合国其他高级官员提出报告并作口头简报 

 • 为安全理事会、高级管理小组、和平与安全执行委员会、人道主义事务执行委员会、联合

国发展集团对非洲之角问题的审议作出贡献 

 • 与区域领导人和其他外部行动者就区域和平、稳定与合作所取得的进展进行协商 

 • 代表联合国出席有关非洲之角冲突局势的国际会议，如非洲联盟、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及其

伙伴论坛的会议等 

 
 

外部因素 

2.8 预计特别顾问的努力将实现其目标，前提是各方、各捐助者、调解者和各

区域组织展现出充分的政治意愿和承诺，处理非洲之角区域的交叉性和区域问

题。 

所需资源 

(单位：千美元) 

 2006 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差额 2007 年所需经费 

支出类别 批款 支出估计数 节余(亏空) 所需经费总额 所需经费净额 非经常经费 

 1 2 3=(1-2) 4 5=(4-3) 6 

业务费用 199.6 55.8 143.8 175.5 31.7 － 

所需经费总额 199.6 55.8 143.8 175.5 31.7 － 

 

2.9 预计特别顾问的任务将被延至 2007 年 12 月，其所需费用估计数为 175 500

美元，将用于特别顾问访问团的公务旅行（168 500 美元）、地面交通（1 400 美

元）、通信（3 600 美元）以及其他用品（2 000 美元）。特别顾问在日内瓦办公，

其聘用的合同为每年 1美元，政治事务部工作人员将为其代表团和协商团提供必

要支助。 

2.10  在该数额中，143 800 美元将由 2006 年批款未支配余额估计数支付。因此

特别顾问 2007 年所需经费总额在考虑未支配余额后为 31 7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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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秘书长塞浦路斯问题特别顾问 

(571 300 美元) 

背景、任务和目标 

3.1 塞浦路斯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的议程已 40 多年，是秘书长通过斡旋不断处

理的最老的议程项目之一。促进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最新努力是七年前开始

的，当时安全理事会在 1999 年 6 月 29 日第 1250（1999）号决议中请秘书长邀请

双方领导人参加 1999 年秋季的谈判。从 1999 年 12 月到 2000 年 11 月举行了近

距离间接会谈，并从 2002 年 1 月至 2003 年 2 月举行了直接会谈。由于会谈无法

取得突破，秘书长于 2003 年 3 月宣布 1999 年 12 月开始的进程已经结束。2004

年 2 月 13 日重新展开努力，并于 2004 年 4 月 24 日结束，这一天，关于“全面

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基础协定草案交付双方同时举行的全民投票进行表决。希

族塞人选民以三比一的多数反对该草案，土族塞人选民以二比一的多数核准该草

案。因此协定草案未能生效，结果，分裂的塞浦路斯于 2004 年 5 月 1 日加入欧

洲联盟。 

3.2 按照秘书长的要求，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于 2005 年 5 月 29 日至 6 月 7

日出访，听取了双方就秘书长斡旋活动的未来提出的意见。2005 年 6 月 22 日，

安全理事会听取了关于访问所得结论的简报，其中表明双方都希望秘书长恢复斡

旋活动。但是，在实质问题上，双方仍有很大差距，彼此之间不大信任。安理会

成员建议，联合国现时应局限于定期派遣“号脉诊断团”，以便查明双方关切的

问题并确定前进的方向。 

3.3 2006 年 1 月，秘书长任命了一名新的负责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

(联塞部队)的特别代表兼特派团团长，开始与双方探讨恢复活动的前景。 

3.4 秘书长在 2006 年 5 月 23 日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

报告(S/2006/315)中指出，2 月份，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领导人已就一项提议达

成一致，即建立一个机制，使彼此得以通过两族间的技术级讨论就共同关心的问

题进行接触。安全理事会 2006 年 6 月 15 日第 1687(2006）号决议鼓励在秘书长

特别代表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技术一级的两族讨论会，并表示全力支持秘书长特别

代表。秘书长还表示打算派遣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评估塞浦路斯及其四周的政

局和秘书长全面恢复斡旋活动的前景。与此同时，秘书长特别代表兼特派团团长

将继续充当实地的高级别接触人。 

3.5 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于 2006 年 6 月 27 日向安全理事会通报了他计划对

安卡拉、雅典和尼科西亚进行的访问，并随后于 2006 年 7 月 3 日至 9 日访问了

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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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秘书长在其 2006 年 7 月 25 日的信(S/2006/572)中通知安全理事会主席，

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于 2006 年 7 月 8 日会晤了塔索斯·帕帕佐普洛斯和麦赫

迈特·阿里·塔拉特，双方领导人在该次会议上签署了一项协定，其中规定于 7

月底以前设立技术委员会，讨论影响人民日常生活的问题，条件是与此同时，两

位领导人也将交换一份开列实质性问题的清单，供专家组成的两族工作组研究其

内容，再由两位领导人定稿。两位领导人今后将酌情不时会晤，以便向专家组成

的两族工作组提供指导，并审查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其后，秘书长核准了副秘书

长的建议，即一旦就实质性问题清单达成谅解，并且讨论日常问题的技术委员会

的工作和由专家组成的两族工作组有关实质问题的工作取得真正进展时，将会任

命一名新的特别顾问。 

3.7 2006 年 7 月 31 日，按照 2006 年 7 月 8 日会议商定的结果交换了实质性问

题清单。 

3.8 在整个 2006 年 8 月份，特别代表兼特派团团长定期与双方领导人的特使会

晤，以执行 7 月 8 日的协定，其结果可能是在 2006 年最后几个月和 2007 年上半

年设立最多 15 个技术委员会和 20 个专家工作组。 

3.9 视塞浦路斯岛的事态发展，秘书长可能于 2007 年决定任命一名特别顾问来

执行其斡旋任务，以求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3.10 下表列出特别顾问的目标、预期成绩和绩效指标。 

目标：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预期成果 绩效衡量 

(a) 执行 2006 年 7 月 8日的协定 

 

 

 

 

(a) 设立技术委员会和专家工作组 

业绩计量：已设立的技术委员会和专家工作

组的数目 

2005 年：不详 

2006 年估计数：0 

2007 年目标：15 

(b) 恢复谈判，以达成全面解决 (b) 商定作为全面解决基础的实质性问题的数

目 

业绩计量：就实质性问题达成协定的数目 

2005 年：不详 

2006 年估计数：0 

2007 年目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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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 同有关各方磋商 

 • 召开技术委员会和专家工作组会议并提供服务 

 • 就实质性问题的程序、法律和技术方面提供咨询服务 

 • 作为全面解决基础的工作文件和提议 

 • 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和介绍情况 

 

外部因素 

3.11  只要塞浦路斯双方在政治上愿意并致力于达成一项全面的解决办法，而且

国际社会不断给予支持，预期所述目标便可实现。 

所需资源 

(单位：千美元) 

 2006 年 1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差额 2007 年所需经费 

支出类别 批款 支出估计数 节余(亏绌) 所需经费总额 所需经费净额 非经常经费 

 1 2 3＝(1-2) 4 5=(4-3) 6 

文职人员费用 274.4 — 274.4 334.2 59.8 — 

业务费用 125.2 24.6 100.6 237.1 136.5 — 

所需经费共计 399.6 24.6 375.0 571.3 196.3 — 
 

3.12  预计将于 2007 年任命一名特别顾问，所需经费估计数为净额 571 300 美

元（毛额 639 500 美元），用于支付特别顾问及其支助人员的薪金和一般工作

人员费用（334 200 美元）、就全面解决办法中须处理的核心问题提供的咨询

人服务(101 800 美元)、公务旅行（124 700 美元）、通信（6 600 美元）和其

他用品（4 000 美元）。 

3.13  在这一数额中，375 000美元将从2006年批款的未支配余额估计数中列支。

在计及未支配余额后，2007 年特别顾问所需经费总额为净额 196 300 美元（毛额

264 5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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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 

(1 082 500 美元) 

背景、任务和目标 

4.1 秘书长在其 2004 年 7 月 12 日的信（S/2004/567）中通知安全理事会主

席，他决定任命胡安·门德斯担任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此前，安

理会在其 2001 年 8 月 30 日第 1366（2001）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向安理会提供联合

国系统内关于严重违反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在内的国际法案件的情报

和分析。安全理事会主席在 2004 年 7 月 13 日的答复（S/2004/568）中告知秘书

长，安理会已注意到秘书长的决定。特别顾问的任命于 2004 年 8 月 1 日生效。 

4.2 秘书长的信（S/2004/567）附件载述任务规定纲要。根据纲要，特别顾问

的责任是：(a) 就起因于族裔和种族问题、如不加预防或制止则可能导致种族灭

绝的大规模和严重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事收集现有情报，特别是来自

联合国系统内的情报；(b) 提请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注意可能导致种族灭绝的潜

在局势，以便充当向秘书长提供预警并通过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供预警的机

制；(c) 通过秘书长向安理会提出关于预防或制止灭绝种族的行动的建议；(d) 

就防止灭绝种族的活动与联合国系统进行联络，并努力提高联合国分析和管理关

于灭绝种族罪或有关罪行的情报的能力。 

4.3 特别顾问自 2004 年 8 月获得任命以来，已建立了一个小型办公室，有两名

专业人员和一名一般事务人员，并建立了一个情报交流系统，以便就具有族裔、

种族、宗教或民族特点、如不加制止可能导致种族灭绝的大规模违反人权和国际

人道主义法的局势提出预警。 

4.4 2006 年期间，特别顾问以成员身份参加和平与安全执行委员会及协调预警

和预防行动部门间框架的会议，提供关于防止灭绝种族罪行和建立情报收集渠道

方面的指导意见。他还参加了与其任务有关的秘书长政策委员会的讨论。特别顾

问与秘书处政治事务部、维持和平行动部和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密切协作，与预

警股、机构间常设委员会预防和应急规划工作组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建立了信息交流，同有关人权宪章和人权条约机构及程序维持密切联系和情报

交流。特别顾问办公室还协助秘书处新闻部，就仇恨言论和煽动行为的特点问题

提供指导意见，并协助该部根据大会 2005 年 11 月 1 日第 60/7 号决议执行大会

有关开展防止灭绝种族罪行新闻宣传的任务。在开展活动时，特别顾问及其办公

室保持同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区域组织和机构的联系。 

4.5 自获任命以来，特别顾问就其任务框架内的受关注局势以书面和口头方式

与秘书长进行沟通。他就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局势以及其他不甚严重但发生了令

人担忧的具有族裔、种族或宗教性质违反事件的局势向秘书长提出报告。在达尔

富尔地区，虽然国际社会对基于种族动机的屠杀不断表示关切，但一年来那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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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生普遍的暴力事件。就达尔富尔问题, 特别顾问不断公开表态，呼吁采取综

合办法防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4.6 2006 年期间，特别顾问及其办公室向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咨询委员会提

供了后勤、行政和实质性支助。咨询委员会由秘书长于 2006 年 5 月 3 日任命，

并于 2006 年 6 月和 10 月在纽约举行会议。委员会为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

顾问的工作提供指导和支助，并协助联合国在防止灭绝种族罪行方面的更广泛努

力。委员会由著名人士组成，他们具备与预防冲突、人权、维持和平、外交和调

解有关的各种背景。到 2006 年年底，咨询委员会打算就如何加强特别顾问防止

灭绝种族罪行活动的效力向秘书长提出建议。 

4.7 会员国在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表示支持制定有效的预警机制，

以防止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大会第 60/1 号决议，第 138

段)。特别顾问办公室据此发起了一项咨询项目，以审查和分析灭绝种族罪行预

警方面的需要，并提出设立预警系统的备选办法。 

4.8 2007 年，特别顾问将继续与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和各区域机构保持联系，就

可能导致种族灭绝的大规模和严重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事收集情报，

并将继续作为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的预警机制发挥作用。 

4.9 下表列出特别顾问的目标、预期成绩和绩效指标。 

目标：协助采取国际行动，以防止具有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特点、可能导致种族灭绝的大规模

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事。 

预期成果 绩效衡量 

(a) 增进对可能导致种族灭绝的局势的了解和

这方面的知识 

 

 

 

(a) 促进为防止可能导致种族灭绝的局势而采取

更多的措施 

业绩计量：所采取的防止种族灭绝措施 

2005 年：10 项 

2006 年估计数：15 项 

2007 年目标：15 项 

(b) 改进与联合国各实体的合作，以便在可能导

致种族灭绝的局势中采取行动，并在区域一级

及早发现种族灭绝局势的迹象 

 

(b) 同联合国系统内外的主要伙伴一道制定有关

程序和合作框架，以便发现和监测可能导致

种族灭绝的局势，并与区域机制进行互动，

以监测起因于族裔和种族问题的大规模和严

重违反人权和国际法情事的迹象 

业绩计量：为情报交流和提供预警而同有关伙

伴进行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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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5次 

2006 年估计数： 10 次 

2007 年目标：10 次 

(c) 在区域一级及早发现种族灭绝的迹象 (c) 与区域机制互动，监测起因于族裔和种族问

题的大规模和严重违反人权和国际法情事的

迹象 

业绩计量: 为情报交流和提供预警而同有关伙

伴进行的互动 

2005 年: 5次 

2006 年估计数: 10 次 

2007 年目标：10 次 

 

产出 

 • 向秘书长提交的报告 

 • 斡旋、研究、分析、出版物和新闻资料 

 • 建立数据库、网站和外联活动 

 • 安排专家组会议和讲席班 

 • 开展咨询任务，包括磋商和联络活动 

 • 制定机构间合作机制和准则 

 

外部因素 

4.10  预计将实现这一目标，条件是安全理事会成员和其他政府间机构须具有政

治意愿，与特别顾问共同努力，审议和视需要落实特别顾问的分析和建议；发生

紧急事件的国家愿意让特别顾问过问，并与特别顾问合作；区域组织和其他组织

具有诚意并积极参与。 

所需资源 
(单位：千美元) 

 2006年 1月1日至12月31日 差额 2007 年所需经费 

支出类别 批款 支出估计数 节余(亏绌)

所需经费总

额

所需经费净

额 非经常经费 

 1 2 3＝(1-2) 4 5=(4-3) 6 

文职人员费用 528.0 377.0 151.0 714.1 56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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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1月1日至12月31日 差额 2007 年所需经费 

支出类别 批款 支出估计数 节余(亏绌)

所需经费总

额

所需经费净

额 非经常经费 

 1 2 3＝(1-2) 4 5=(4-3) 6 

业务费用 346.7 263.1 83.6 368.4 136.5 — 

所需经费共计 874.7 640.1 234.6 1 082.5 847.9 — 
 
 

4.11  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在 2007 年 12 月 31 日终了的一年

期间所需经费估计数为净额 1 082 500 美元（毛额 1 196 300 美元）。所需经费

将用于：特别顾问及其办公室支助人员项下的国际工作人员费用（714 100 美元）；

咨询服务（41 300美元）；公务旅费（118 500美元）；办公室租金和维护费（182 000

美元）；其他业务和后勤所需经费，包括杂项用品和服务（26 600 美元）。  

4.12  在这一数额中，234 600美元将从2006年批款的未支配余额估计数中列支。

在计及未支配余额后，特别顾问 2007 年所需经费总额为净额 847 900 美元（毛

额 961 700 美元）。 

 5. 负责西撒哈拉问题的秘书长个人特使 

(352 800 美元) 

背景、任务和目标 

5.1 秘书长在其 2005 年 7 月 25 日的信（S/2005/497）中通知安全理事会主席，

他决定任命彼得·范瓦尔苏姆（荷兰）为他的西撒哈拉问题个人特使，并表示，

特使将帮助他评估局势，同各当事方、邻国和其它利益攸关方探讨如何最妥当地

打破西撒哈拉目前的政治僵局。此后，安理会主席在其 2005 年 7 月 28 日的信

（S/2005/498）中通知秘书长，已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秘书长任命范瓦尔苏姆大

使为他的个人特使的决定，安理会注意到秘书长在信中表明的意向。 

5.2 个人特使获任命后，与有关各方、邻国和西撒哈拉之友小组成员建立了联

系，以确定其对政局的看法，并评估了其对过去几年提出的各种倡议所持的立

场。 

5.3 2007 年，个人特使将继续与有关各方和邻国进行讨论。在这方面，他将会

晤摩洛哥政府、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组

织大会的领导人以及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这两个邻国的政府。此外，他将在

西撒哈拉之友小组成员国的首都以及纽约与这些国家密切协调。 

5.4 在履行任务时，个人特使通过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向秘书长报告工作。

为支助个人特使的任务，政治事务部和维持和平行动部密切协调政策倡议，并就

该地区的政治事态发展、实地情况提供指导并定期提供最新资料以及其他政治分

析和意见。维持和平行动部在个人特使访问西撒哈拉地区时提供后勤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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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下表列出个人特使的目标、预期成绩和绩效指标。 

目标：实现西撒哈拉问题的全面解决。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在全面解决西撒哈拉问题上取得进展  双方就全面解决这一问题达成协定 

业绩计量： 

㈠ 双方举行会议讨论化解僵局的次数 

2005 年：0 

2006 年估计数：0 

2007 年目标：1 

㈡ 达成的协定 

2005 年：无 

2006 年估计数：无 

2007 年目标：有 

产出 

•  与当事方、邻国及国际社会进行讨论/协商 

•  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和通报情况 

 
 

外部因素 

5.6 预期秘书长西撒哈拉问题个人特使将会实现这一目标和预期成绩，条件是

当事双方须愿意并致力于达成政治解决方案，邻国和国际社会支持秘书长和他的

个人特使的努力。 

所需资源 

(单位：千美元) 

 006 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差额 2007 年所需经费 

 批款

支出

估计数

节余

(亏绌)

所需经费

总额

所需经费 

净额 

非经常 

经费 

支出类别 1 2 3=(1-2) 4 5=(4-3) 6 

文职人员费用 115.5 99.6 15.9 97.7 81.8 — 

业务费用 230.1 183.3 46.8 255.1 208.3 — 

 所需经费共计 345.6 282.9 62.7 352.8 290.1 — 

 
 

5.7 个人特使 2007 年所需经费估计数为净额 352 800 美元（毛额 388 300 美

元）。这些经费将用来支付国际工作人员费用（97 700 美元）；咨询费（108 400

美元）和公务旅费（141 600 美元）以及通信费和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费用

（5 1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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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在这一数额中，62 700 美元将从 2006 年批款的未支配余额估计数中列支。

在计及未支配余额后，特别顾问 2007 年所需经费总额为净额 290 100 美元（毛

额 325 600 美元）。 

 6. 秘书长安全理事会第 1559(2004)号决议执行情况特使 

(1 191 700 美元) 

背景、任务和目标 

6.1 安全理事会在 2004 年 10 月 19 日主席声明（S/PRST/2004/36）中，请秘书

长继续每六个月向安理会报告安理会 2004 年 9 月 2 日第 1559（2004）号决议的

执行情况。在这方面，秘书长在 2004 年 12 月 14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04/974）中通知安理会，为了能有效履行安理会赋予的任务，他已决定任

命泰耶·勒厄德·拉森为秘书长第 1559（2004）号决议执行情况特使。秘书长特

使在执行他的任务时，与黎巴嫩政府和其他有关会员国磋商，协助编写秘书长关

于第 1559（2004）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半年期报告。 

6.2 2005 年 4 月，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了关于第 1559（2004）号决议执行

情况的第一次半年期报告（S/2005/272）。他在报告中指出，努力的重点是该决

议的下述规定，即吁请所有余留外国部队撤出黎巴嫩；严格尊重黎巴嫩的主权、

领土完整、统一和政治独立，特别是通过举行自由和可信的议会选举。秘书长在

该报告中断定，第 1559（2004）号决议所列的要求尚未得到满足，但有关各方在

执行决议的一些规定方面取得了重大而显著的进展。 

6.3 2005 年 5 月 23 日，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了联合国特派团关于核查叙利

亚部队是否按照第 1559（2004）号决议的规定全面彻底撤出黎巴嫩的报告

（S/2005/331），报告所涉期间为 2005 年 4 月 26 日至 5 月 13 日。此前已派遣该

核查团核查叙利亚部队是否全面彻底撤出黎巴嫩领土。特派团在其报告中除其他

外指出，在黎巴嫩境内没有发现叙利亚部队和军事资产或情报机构，并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叙利亚军事情报人员或着军装的情报人员留在黎

巴嫩境内已知地点。 

6.4 2005 年 10 月，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第 1559（2004）号决议执行情况

的第二次半年期报告（S/2005/673）。他在报告中断定，自从他向安理会提交的

上一份报告以来，各当事方在执行第 1559（2004）号决议方面取得了更多进展。

他还指出，撤出叙利亚部队和军事资产，以及举行自由和可信的立法选举的要求

已经达到。在联合国的协助下，已通过不断开展工作在更广泛的选举改革方面取

得进展。秘书长指出，黎巴嫩政府就扩大其对所有黎巴嫩领土的控制问题与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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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对话使他感到鼓舞。虽然取得重大进展，他仍将继续优先处理此事，努力协

助各方执行第 1559（2004）号决议。 

6.5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其 2006 年 1 月 23 日声明（S/PRST/2006/3）中指出，安

理会欢迎秘书长的第二次半年期报告（S/2006/673）；再次要求全面执行第 1559

（2004）号决议的所有规定；吁请所有有关各方与安理会和秘书长充分合作，以

实现这一目标；赞扬秘书长及其特使作出努力，全心全意推动并协助执行该决议

的所有规定。 

6.6 2006 年 4 月，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关于第 1559（2004）号决议执行情

况的第三次半年期报告（S/2006/248）。他在报告中断定，自从他向安理会提交

上一次报告（S/2005/673）以来，黎巴嫩在全面执行第 1559（2004）号决议各项

规定方面进一步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在黎巴嫩全国对话中达成了协定。但他又

指出，第 1559（2004）号决议要求解散所有黎巴嫩和非黎巴嫩民兵并解除他们的

武装，将黎巴嫩政府的控制权扩展到黎巴嫩全部领土，并严格尊重在黎巴嫩政府

对该国全境拥有唯一、专属管辖权之下的黎巴嫩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和政治独

立，但这些规定尚未全面落实。此外，他断定还没有启动该决议及 2006 年 1 月

23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S/PRST/2006/3）所呼吁的总统选举进程。 

6.7 针对秘书长2006年4月19日的报告（S/2006/248），安全理事会通过了2006

年 5 月 17 日第 1680（2006）号决议，其中安理会欢迎秘书长的报告；再次要求

全面执行第 1559（2004）号决议的所有规定；坚决鼓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

对黎巴嫩政府按照黎巴嫩全国对话达成的协议所提出的请求作出积极回应，划定

两国之间的边界，特别是在边界不明确或有争议的地区加以划定，并建立正式的

外交关系和派驻代表，指出这些措施在维护黎巴嫩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以及改善两国关系方面，将是向前迈出的重大一步，从而为该区域的稳定作出积

极贡献，并敦促双方进一步进行双边对话，为此目的作出努力，铭记国与国间外

交关系及常设使馆之建立，以协议为之。 

6.8 由于 2006 年 7 月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敌对行动不断升级，安全理事会通

过了 2006 年 8 月 11 日第 1701（2006）号决议，其中特别强调必须按照第 1559

（2004）号和第 1680（2006）号决议的规定以及《塔伊夫协定》的有关规定，将

黎巴嫩政府的管辖权扩展到黎巴嫩全部领土；请秘书长协同相关国际行为体和有

关各方提出建议，以实施《塔伊夫协定》和第 1559（2004）号和第 1680（2006）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包括解除武装以及划定黎巴嫩国际边界；请秘书长在一周内，

并在其后定期向安理会报告该决议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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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2006 年 9 月 12 日，秘书长发表其有关第 1701（200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

报告（S/2006/730），其中载有全面执行第 1559（2004）号和第 1680（2006）号

决议的提议。 

6.10  特使与负责黎巴嫩问题的秘书长个人代表办公室密切协作，后者将黎巴嫩

的政治事态发展定期通知特使，并与特使一同在实地执行特别政治任务。此外，

负责黎巴嫩问题的秘书长个人代表办公室、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和联合国特别协

调员为特使访问中东提供后勤支助。 

6.11 当安全理事会确证第 1559（2004）号决议已全面付诸执行时，特使的任务

将被视作已经完成。 

6.12 下表列出特使的目标、预期成绩和绩效指标。 

目标： 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第1559（2004）号决议和安理会其后所有有关决定,特别是第1680（2006）

号决议和第 1701（2006）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严格尊重在黎巴嫩政府对该国全境拥

有唯一、专属管辖权之下的黎巴嫩主权、领

土完整、统一和政治独立 

 

 (a)  ㈠ 加紧努力，使黎巴嫩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相互建立外交关系，以及划定黎巴嫩国际边

界，特别是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边界 

业绩计量：向该地区派遣特派团的次数 

2005 年：5次 

2006 年估计数：6次 

2007 年目标：7次 

(a)  ㈡ 黎巴嫩政府的权力逐步扩大到黎巴嫩全

境，尤其是边界地带 

业绩计量： 

2005 年：否 

2006 年估计情况：部分 

2007 年目标：全部 

(a) ㈢ 非法武器停止流入黎巴嫩 

业绩计量： 

2005 年实际情况：否 

2006 年估计情况：部分 

2007 年目标：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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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  特使同黎巴嫩政府代表及其他有关政府代表定期会晤 

• 支助黎巴嫩政府执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的规定，尤其是通过斡旋行动提供支助 

•  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半年期报告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b) 解散所有黎巴嫩民兵和非黎巴嫩民兵

并解除其武装 

 (b)  ㈠ 黎巴嫩政府更有权力对其全境使用武力情

况实行专控 

业绩计量： 

2005 年：否 

2006 年估计情况：部分 

2007 年目标：全部 

(b)  ㈡ 除正规武装部队之外携带武器的其他集团

数目 

业绩计量： 

2005 年：若干 

2006 年估计数：若干 

2007 年目标：无 

(b) ㈢ 在黎巴嫩活动的民兵或其他武装集团数目 

业绩计量： 

2005 年：若干 

2006 年估计数：若干 

2007 年目标：无 

产出 

•  通过与黎巴嫩政府举行会晤等方式，支持就解散黎巴嫩民兵并解除其武装问题举行的

黎巴嫩全国对话 

• 通过会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在巴解组织与黎巴嫩

政府间开展斡旋等方式，促进巴解组织/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黎巴嫩政府就解散巴勒

斯坦民兵并解除其武装问题举行对话 

•  同可能对黎巴嫩境内的黎巴嫩民兵和非黎巴嫩民兵有影响力的所有外国政府斡旋和

磋商，帮助以和平方式执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的规定 

• 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半年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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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c) 加强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

对安全理事会第1680(2006) 号决议第4段所

作的回应 

 

 (c)  ㈠ 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加紧努

力，进行定期双边对话，包括增强双边关系 

业绩计量： 

2005 年实际情况：不详 

2006 年估计情况：无 

2007 年目标：有 

(c)  ㈡ 加紧努力，鼓励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政府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和互派代表 

业绩计量：向该地区派遣的代表团 

2005 年实际数：不详 

2006 年估计数：6个 

2007 年目标：7个 

产出 

•  与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及其他区域行为体进行斡旋和磋商，以促进双边

对话，最终建立外交关系和划定边界 

• 在黎巴嫩与其邻国之间斡旋，并推动双边和多边对话 

•  黎巴嫩边界的正规化和明确化 

• 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半年期报告 

 

外部因素 

6.13 预期能实现这一目标和预期成绩，条件是：(a) 黎巴嫩实现政治稳定和安

全；(b)该地区的敌对行动不会重现；(c) 有关各方有政治诚意；(d) 会员国能

以其政治诚意对有关各方产生积极影响；(e) 黎巴嫩及其邻国之间无紧张关系。 

所需资源 

(单位：千美元) 

 2006 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差额 2007 年所需经费 

 批款

支出

估计数

节余

(亏绌)

所需经费

总额

所需经费 

净额 

非经常 

经费 

支出类别 1 2 3=(1-2) 4 5=(4-3) 6 

文职人员费用 241.4 196.7 44.7 246.5 201.8 — 

业务费用 1 226.3 466.4 759.9 945.2 185.3 — 

 所需经费共计 1 467.7 663.1 804.6 1 191.7 38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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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特使办公室 2007 年期间所需经费估计数为净额 1 191 700 美元（毛额

1 232 700 美元），将用于国际工作人员费用（246 500 美元）、咨询服务（58 400

美元）、旅费（780 100 美元）、地面运输所需经费（14 600 美元）、通信费（34 400

美元）以及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57 700 美元）。 

6.15 在这一数额中，804 600 美元将从 2006 年批款的未支配余额估计数中列

支。在计及未支配余额后，特使 2007 年所需经费总额为净额 387 100 美元（毛

额 428 100 美元）。 

 7. 负责黎巴嫩问题的秘书长个人代表  

(3 084 200 美元) 

背景、任务和目标 

7.1 自从 2000 年 5 月以色列国防军撤出之后，黎巴嫩南部的局势极不稳定，以

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继续发生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因此决定在贝鲁特派驻联合国

政治机构，支持国际社会维持黎巴嫩南部和平与安全的努力。由此，在秘书长 2000

年 7 月 20 日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报告(S/2000/718)提

出提议之后，于 2000 年 8 月设立了负责黎巴嫩南部问题的秘书长个人代表办公

室。 

7.2 从 2004 年开始，黎巴嫩经历了若干次剧烈的政治变动。因此，联合国对黎

巴嫩政治局势的介入更加深入和广泛。为确保政治和政策的一致性，以便最大程

度地发挥协同增效的作用，秘书长决定扩大个人代表的授权，由其协调联合国在

黎巴嫩全国开展的政治活动。秘书长 2005 年 11 月 14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05/725)说明了这一决定，安理会主席的信(S/2005/726)表示安理会各成员

注意到这一决定。因此，秘书长个人代表办公室将充当主要的政治办公室，并协

调联合国在黎巴嫩境内的所有政治活动和与政治有关的活动。同时，个人代表办

公室保持了其有关黎巴嫩南部的现有和平与安全以及社会-经济任务。 

7.3 2006 年 7 月 12 日黎巴嫩与以色列爆发军事冲突。就整体政治现实、该国南

部的当地局势以及该国的社会-经济情况而言，这将给黎巴嫩的未来带来更进一

步的结构性变化。联合国的参与，尤其是秘书长个人代表办公室的参与，将继续

扩大和加深。个人代表办公室将继续提供其过去为黎巴嫩冲突后过渡阶段提供的

必要政治和外交协助。因此，作为主要的政治办公室，它将继续为黎巴嫩境内的

所有政治问题担当越来越大的责任。  

7.4 此外，作为秘书长派往支持黎巴嫩金融发展的黎巴嫩问题核心小组各成员国

的代表，个人代表办公室还将在动员国际捐助者为黎巴嫩提供援助方面发挥关键

作用，尤其是在这一冲突后时期。个人代表办公室还负责管理涉及联合国系统驻

黎巴嫩各有关成员的协调机制，这一机制要求定期举行政策协调会议和磋商。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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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目前正在开展冲突后国家重建进程，个人代表办公室还将在确保国际社会作出

协调、长期反应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为履行个人代表办公室在核心小组的职责及

其扩大的任务，拟设立协调股。 

7.5 自 2005 年确定加强个人代表办公室的任务规定以来，该办公室与联合国驻

该国和该区域的所有政治、维和及社会-经济实体保持了更密切的协作。 

7.6 联合国特别协调员办事处在该区域全面负责中东和平进程，秘书长个人代表

办公室则协调联合国在黎巴嫩开展的具体政治活动，并侧重于有关该国政治和安

全的发展动态。个人代表办公室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协助特别协调员对该

区域进行全面分析，并向他报告有关和平进程的所有问题。个人代表办公室所履

行的职能也与联黎部队的新任务相辅相成。联黎部队指挥官负责与联黎部队根据

安全理事会 1978 年 3 月 19 日第 425(1978)号、第 426(1978)号及第 1701(2006)

号决议开展的活动有关的所有军事、业务和政治问题。个人代表负责与这些决议

以及黎巴嫩整体局势有关的更广泛的政治问题。 

7.7 在跨越蓝线的紧张局势升级和冲突增加的时候，联合国特别协调员、秘书长

个人代表办公室和联黎部队密切协调其政治行动，并采取旨在保持平静和互相辅

助各自工作的联合举措。个人代表办公室由于负责范围更广的黎巴嫩政治问题，

还需与安全理事会第 1559(2004)号决议执行情况特使办公室保持密切联系，并分

享信息。个人代表办公室还继续与整个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以及核心小组各成员密切合作，促进黎巴嫩的持续社会经济发展。 

7.8 秘书长个人代表办公室与驻黎巴嫩的其他政治和维持和平实体和特派团建

立了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以便履行其在2004年和 2005年更为广泛的职责。

这些程序在加强协作、定期分享信息和协调行动方面证明是有效的。在继续负责

黎巴嫩南部和平与安全的任务方面，个人代表办公室在过去 12 个月采取了 53 项

具体的预防性外交行动，这些行动是为了停止敌对行动、维持蓝线沿线地区稳定

而进行的国际外交努力的一部分。该办公室继续提供关于整个黎巴嫩政治和安全

局势的经常性分析，包括在发生严重事件期间及时报告，并就潜在的可能导致冲

突的紧张点发出预报。作为秘书长在捐助国核心小组中的代表，该办公室还继续

发挥其作用，动员各方从政治上关注和支持为黎巴嫩持续提供社会经济援助。 

7.9 个人代表的目标、预期成绩和绩效指标列于下表。 

目标：实现黎巴嫩总体政治稳定并维持黎巴嫩南部的国际和平与安全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与各方保持经常的政策和政治对话，

以确保和平解决它们的争端 

(a) 与有关各方进行互动，以查明摩擦问题和预防性外

交行动，防止摩擦升级和遏制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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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实现黎巴嫩总体政治稳定并维持黎巴嫩南部的国际和平与安全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业绩计量：互动和预防性外交行动的数量 

 2005 年: 170 次 

 2006 年估计数: 250 次 

 2007 年目标: 320 次 

产出 

• 就政治以及安全方面的事态发展提出分析性报告和预警 

• 就政治/安全局势向外交使团和政府代表团提供情况简报 

• 与政治和宗教领袖举行会议 

• 与联合国系统各实体举行信息分享和政策协调会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b) 防止越过蓝线事件 (b) 按越线次数计量各方遵守蓝线的情况 

  业绩计量：空中、海上或地面侵入事件和开火事件

 2005 年: 有 

 2006 年估计数: 有 

 2007 年目标: 有限 

产出 

• 就黎巴嫩南部局势问题在各方之间进行斡旋，并与黎巴嫩当局举行实质性会议 

• 发表公开声明，列举越过蓝线事件，并呼吁厉行克制 

• 就蓝线沿线局势与联黎部队举行政策协调会议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c) 联合国系统各有关实体间一贯的政

策协调 

(c)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协调联合国的政策立场 

  业绩计量：联合方案举措、方案和公共举措 

 2005 年: 有 

 2006 年: 有 

 2007 年: 1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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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产出 

• 与联合国系统各有关实体举行会议  

• 在核心小组的主持下与各主要捐助者举行会议 

• 与黎巴嫩政府的有关官员举行会议 

• 政策文件、说明和准则 

 
 

外部因素 

7.10   预计将实现目标和预期成绩，条件是国内政治局势、总的安全状况以及区

域事态发展不对黎巴嫩以及蓝线地带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所需资源 

(单位：千美元) 

 

2006 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 差额 2007 年所需经费 

支出类别 批款 支出估计数 节余(亏绌) 

所需经费总

额 

所需经费净

额 非经常经费 

 1 2 3=(1-2) 4 5=(4-3) 6 

文职人员费用 1 123.5 702.0 421.5 2 198.6 1 777.1 — 

业务费用 491.9 497.9 (6.0) 885.6 891.6 — 

 所需经费共计 1 615.4 1 199.9 415.5 3 084.2 2 668.7 — 

 
 

  7.11  2007 年所需经费估计数为净额 3 084 200 美元 (毛额 3 442 000 美元)，

用于支付文职人员费用(2 198 600 美元)，反映了个人代表的职等从目前的助理

秘书长级升为副秘书长级以及总共增加以下 14 个职位：(a) 设立协调股，由 1

名 P-5 职等股长负责，1 名 P-3 职等协调干事和 1 名助理（本国工作人员）提供

支助；(b) 1 名行政干事(P-3)和 1 名司机（本国工作人员）为个人代表办公室提

供全面支助；(c) 8 名警卫（本国工作人员）和 1 名司机（本国工作人员），以加

强对个人代表提供近身保护。 

  7.12  鉴于黎巴嫩的政治、经济和国际援助进程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秘书长个

人代表办公室有必要设立一个协调股，专门就黎巴嫩的援助协调战略向办公室提

供政策指导，并加强该办公室为在黎巴嫩工作的联合国各实体提供政策指导和协

调的努力，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重建和改革方面。  

  7.13  黎巴嫩安全环境的恶化加上个人代表办公室在敏感政治问题上的作用的

加强，引起对个人代表人身安全的估计风险的紧迫担忧。因此，秘书处安全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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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部紧急建议加强对个人代表办公室的近距离保护，以便提供充分的近距离保

护。 

  7.14  所需经费还用于公务旅行(105 500美元)、设施和基础设施(180 100美元)、

陆运(452 200 美元)、空运 (9 300 美元)、通信(89 800 美元)、信息技术(16 800

美元)及其他用品和服务(31 900 美元)。  

  7.15  在总额中，415 500 美元将由 2006 年批款的未支配余额估计数列支。因此，

在计及未支配余额后，特别代表 2007 年所需经费总额为净额 2 668 700 美元(毛

额 3 026 500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