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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文函

1 g 8 3 东 8 月 2 2 H

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

哈维尔 • 佩雷斯•德查利亚尔先生 

秘书长先生，

谨送上国际公务员制度委资会第九次年度报告，这份报告是按照委员会规约第 

1 7 条编写的，载列联合国共同系统各组织执行要员会各项建议棄1决定情現的资料.

如蒙将本报告提交大会，并按照规约第1 7 条规定，通过泰加本委员会：!；作的 

其他组织的行政首长提交各该理，机构以及送交工作人员代表，不胜感激.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页会 

主席

理查德 • 阿克怀（签 名 ）



参考段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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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54

需要联合国大会如其他参加组纽的 

立法机关作出决定的建议提要

美国联邦公务员与联合国系统公务员薪酬间的差幅

委员会请大会注意所提供的1 9 8 2 年 1 0 月 ：I H 至 1 9 8 3 年 9月 

3 0 日期间两者的差化 这一期间美国公务员与联合国公务员对等

职等薪酬净额的平均比率经生活赛用差异数调整后为116» a

圓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特别会议

委员会决定在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调整数咨委会） 

第八届会议第二期会议后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届时委员会将审议调整 

数咨委会关于六个总部地点加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生活费调查的建议， 

然后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有人向大会建议委员会特别 

会议于1 9 8 3 年 1 1月 2 1 至 2 3 H 在联合国总郁举行， )

语文奖励办法

委员会多数意见认力目前实行的语文奖嚴办法应予停止，各组织奖励 

愈赏识语文知识的作法最好能协调一致，并应尽快想出一个适当的办 

法， 因此委员会认为应该提请共同系统的立法机关注意这些意见， 

并指示其秘书处审查处理这个问题的其他办法，如委员会表示过的加 

强训练设施，衡向委员会就此问题提出回报愈建议，

教育补助金

委员会在多数成员支持的情况下决定建议大会：

( a ) 教育补助金定为在学赛不超过 ;S6, 000的学校入学费用的7 5 % ,  

补助最高额为；$4, 500;

0 > )偿还食宿费的定额提高到最高额为$1, 5 0 0 , 这一数额未超过既 

定的补助金全面最高额的范围；



( C ) 货市最低限额的规定应改为使用1 9 8 3 年3 月 1 0 日有效的汇 

率；

( d ) 执行这些措施的生效日应为1 9 8 4 年 1 月 1 日；

( e ) 伤残儿童补助应定为1 9 8 3 年 3 月 1 H货市最低服额入学费用 

S6, 000的水平，但对这类学童的偿还率应为8 0 % , 即最高补 

助金为⑧4, 80a

健康保险

1 0 6 - 1 0 7 委员会决定，以在薪酬净额中所占比例表示的工作人员对健康保险缴 

款的平均数勃七个总部地点工作人员人数的加权数应由委员会秘书处 

来计算，并请主席将这份资料提交名■组织的行政首长， 它还请秘书 

处向其第十九届会议提供这项资料。 工作人员缴敦在薪酬净额中所 

比率高于七个总部工作地点平均比率的工作地点，其行政首长可能 

会向立法机关提议一个分担费用的办法，把各该工作地点工作人员缴敦所 

在薪酬净额比率降低，与七小总郁地点的平均数相等， 委员议提议 

1 9 8 4 年 1月 1 H开始实施这项分拒费用办法的建议》

死亡抚恤金

110 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继续采用现行不由工作人员缴敦的办法，因为这

个办法的费用/ 利益最好《

退休政策

168-169 委员会以多数决定现阶段不向各组织建议对现行法定离职年龄作任何 

变更， 委员会又考虑到各组织加工作人员的意见，以及老龄间题世 

■ 界大会的有关建议，决定建议共同系统名•组织 Ï -



16

( a ) 把退休准备看作是一项经常进行的作业，考虑采取适当措施，以 

便利工作人员应付自现投到退休的转变；

(b) 保证所有工作人员在退休到早早预先收到有关退休规定的全郁资 

料；

( 0 提供退休前训练方案，特别着重处理物质问题，健康问题、命今 

后对时间的利用，尤其是空闲时间的利用，

由于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如作出的决定，

联合国细各参加组织所需经赛摘要

养恤金领取人的特别指数

在审议第1 5 段慨述的两小备选办法时，委员会回顾大会曾请之拟订 

一杳不会引起额外费用的养恤金頻取人的特别指数， 委员会注意到 

按照办法(fc),退休人有资格领取养恤金补助费的SI家数目要比办法(a) 

即现行程序多. 既然应用养恤金領取人的特别指数不应使本组纽承 

担额外费用，而应用办法Ü3)又将进一步减少按华盛顿办法给予退休人 

的养恤金， 因此委员会同意保留现行程序，这样不会引起额外费用， 

而且只有在适用从比较除税捐外所有支出项目得出的养恤金领取人特 

别指数会造成养恤金向上调墓的情况下才对国家征税率与系统基地的 

税率进行比较•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对华盛顿办法下适用的生活费

用差异数进行适当的向下调整，以考虑到征税率为零或较低的影响。

扩大补贴租金办法

委员会注意到其第十七届会议核准的将补贴粗金办法扩大到以前不慨 

括的总部命其他工作地点，因为对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数制度的影响不 

会引起额外经费问题S 而且实际上可能引起节■省。



侨居服务津貼

64 委员会注意到它关于侨居服务津J?i!f的决定对蹇小共同系統并未造成经

赛负担，而侨居服务津贴的新方法将使共同系统获得长期节省.

教育补助金

83-84 委员会在第8 3 段关于其决定的摘要之后指出提议的增加补助将使共

同系统每年多负担总数《170万， 委员会同意1 9 8 6 年进一•步审 

查教育补助金水平，并请行政问题协商委员会（行政协商会）就该年 

补助金使用情况提出适当数据.

健康保险

107 联合国秘书处已对联合® 健康保险分担赛用备选办法所渉经赛问题作

出初步佑计，这笔经赛每年约为 ;̂ 250万， 根据联合国系统彼有组 

纽计算的全额费用的资料，将由委员会秘书处同其他组织进一步协商 

后提交委员会1 9 8 4 年 3 月第+ 九届会议，

外勤人员服务条件

123-124 委员会决定批准由各组织对振往多数工作地点被列为保建情况不良的 

国家服务的工作人员的隨行家属给予基本健康检查费用补偿，最多每 

人以两年内《1 5 0为暇， （对鉴个联合国系统所涉经赛每年为 ;$15^), 

委员会又同意对离开非总部工作地点的工作人员的离开前支出给予补 

偿，但须符合下列条件：

( a ) 对有证明的旅馆住宿费给予偿还；

( b ) 偿还数最多以有关工作地点每H 生活津贴额的6 0 %为限，最多 

给予 1 0 无  家属最多给予该赛率的半数，

( c ) 对工作人员最初任命方面的赛用不予偿还*



委员会注意到对这种离开前费用的偿还款将使联合国共同系統每年承 

担 S20万. 委员会决定自1 9 8 3 年 9 月 1 H起采用这项僧还办法,

摘要

各项决定翁建议对整#同系统所波经费总额在未牧到除联合国外其 

他各组织关于健康保险的数据前g 如上所述，约为 S4, 550, 00Q



第一章 

组织事项 

A . 规约的接受

1 . 自从委员会提出第八次年度报告 ' 以来，正式接受规约的情况没有任何改

变。

B . 成员

2 .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选举了五人来填补1 9 8 3 年 1月 1 日空出的空敏 

《1 9 8 2 年 1 2 月 2 1 日第3 7 / 3 2 5号决定） ,

3 . 因此委员会1 9 8 3 年的成员如下：

理查德 • 阿克怀先生（加纳 ），主席 * * *

阿姆贾德 . 阿里先生《巴基斯坦） *

迈 克尔，阿尼首长（尼日利亚） *

阿纳托里，谢苗诺维奇 . 契斯蒂亚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加斯东，德 . 普拉特，加伊先生（阿根廷），副主席 * * ♦

穆拉耶，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

拉尔富，恩克尔先生（芬 兰 ） * *

让 - 充 洛 德 • 福蒂伊先生《法国）

戴 顿 • 赫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松井明先生（日本） * *

赫尔穆德 . 基專，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吉 里 . 诺塞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 * *

安东尼奥，丰塞卡 . 皮门特尔先生（巴西） *

弗洛迪先生（印度 ） *

哈里马 . 瓦尔托奇夫人（摩洛哥 ) *

«

♦ «

• « »



* 1 9 8 4 年 1 2 月 3 1 日任满。

* *  1 9 8 5 年 1 2 月 3 1 日任满。

* * *  1 9 8 6 年 1 2 月 3 1 日任满。

C. 委员会举行的会议和审查的问题
■ ■

4 . 委员会在1 9 8 3 年举行了两届会议：第十七届会议， 1 9 8 3 年 3 月 1 

日至2 4 日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举行，第十八届会议， 1 9 8 3 年 7 月 1 8 日 

至 8 月 5 日在組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委员会这两届会议审查了大会决定和决议弓I起 

的各项问题以及按照它本身的规约应该处理的各项问鄉。

D . 根据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就委员会第八次 

年度报告作出）的决议和决定采取的行动

5 . 委员会根据以下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各项决议和决定就下述事项采取了行

动：

1 9 8 2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7 / 1 2 6号决议

( a ) 养他金领取人的特别指数（见下文第7 -  1 6 段 ）（第 3 7 / 1 3 1号决 

议也提及这个问题）；

( b ) 报酬总数的比较（见下文第23 -  3 0 段 ）；

( C ) 外勤人员服务条件（见下文第117 -  1 2 5段 ）；

( d ) 教育补助金（见下文第78 -  8 4 段 ）；

(e) i r 大补贴祖金办法（见下文第38 -  4 6 段 ）；

( f ) 健康保险（见下文第99 -  1 07段 ）；

( S ) 职业发展（见下文第126 -  1 50段 ）（第 37 /2 3 5号决议也提到这 

个问题）；



1 9 8 2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7 / 1 3 1号决议

( i l ) 退休政策和法定离职年龄（见下文第 1 5 1 至 1 6 9 段 ）。

委员会也注意到大会就下列问题采取的其他行动：委员会的方案《算 《第 37/243  

A 号决议）；其他人事问题，包括对联合国工作人员细则的修正（第 3 7 / 2 3 5 号 

和第 3 7 / 4 4 7号决定）；特权和格免 ( 第 3 7 / 2 3 6号决议）； 和联合国秘书处的 

方案预算《第 3 7 / 2 3 7号决议）。

E . 附厲机构

6 .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调整数咨委会）是委员会于1976 

年设立的，它于1 9 8 3 年 5 月 3 0 日至6 月 1 0 日在罗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粮农组织》总部举行第八届会议。其成员如下：吉 里 ，诺塞克先生，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成员兼调整数咨委会主席；皮卡尔先生（法国）； 2 筒 斯 ，德 索 萨 先 生  

( 巴西）；奈尔先生（马来西亚）；雷文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弗 雷 科 . 阿 姆 彭 二 世 （加 纳 ）。



第二章

应计养性金薪酬和应领养恤金作为全部薪酬的构成部分 

养恤金领取人的特别指数

7 . 大会 1 9 8 0 年 1 2 月 1 7 曰第35/447号决定请"国睹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与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合作，考 處 到 缴 纳 各 国 税 摘 的 优 先 为  

养恤金领取人制订一个淹别指数，并就此项问趣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委贞会在其第七次年度报告内向大会报告说它已决定分两个阶段来进行养恤金领取 

人特别指数的拟订工作， 委员会第八次年度报告对这项研究的第一阶段提出了具 

体建议• 就是在调整生活赛用差异数时，应按照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核可的推施, 

考虑到适用生活费用差异数的国家其国家征税率为尊或较低所产生的參响。 委员 

会又向大会报告了研究的第二阶段，即等调養数咨委会进一研究后即将完成拟订 

养恤金领取人综合性特别指数的工作以反映退休人的开支方X

8 . 调整数咨委会第八届会议（ 1 9 8 3 年 5 月 3 0 日至6 月 8 日 ）对公务员 

制度委员会就工作地价调整数比纽约高出相当多的四个国家（奥地利、日本、网 

位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委内瑞拉）所作个案研究进行了详尽审查。 调整数咨委会虽 

然注意到这项研究所获初步结果即为养恤金领取人制定的指数殷与同一地点道用 

的工作地点差价调盤数非常接近，但认为因为这些结果只是根据对四个国家的个案 

研究得出的，所以它不能对现阶段的趋势作出任何确定的结论。 因此它认为公务 

员制度委员会秘书处座该进行更多个案研究。

9. 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审议了调整数咨委会的意见以及委员会秘书处提议的 

办法，这个办法在适用养恤金领取人特别指数以调鉴自联合国系统退休人员所领养 

恤金时可能会被采用。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1 0 . 行政协调会主席告知委员会说，各组织认为应该只对因适用特别指数致使 

按华盛顿办法退休人员领取的养恤金需要增加的国家进行国家征税率与系統基地 

( 纽 约 ）适用税率的比较。

1 1 . 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席再次说明联合会的意见， 

即对制订养他金领取人特别指数的工作采取遂案零碎解决的办法将在养恤金领取人 

间造成严重的不公平现東他请委员会注意调鉴数咨委会的研究结果显示特别指 

数和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之间关系密切，但只以四个工作地点为根据，因此不应对 

这些研究仓便作出结论。 因之联合会促请在作出最后结论前进行更多的个案研究。

1 2 . 联合国系统独立职工会与协会协调委员会【独立职工会协调会）会议召集 

人告知委员会说，税捐是支出项目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在制订养恤金领取人嫁 

合性特别指数时应该加以考虑。

13. 退职国碌公务员协会联合会代表表示现行只在按照华盛顿办法适用生活费 

用差异数的国家进行国家征税率和系统基地适用的税率比较的制度应该继续使用。

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

14. 委员会注意到调鉴数咨委会关于养恤金领取人特别指数与同一工作地点差 

价调鉴数指数间关系密切的初步结果，并同意按照调整数咨委会的请求继续进行研 

究以求ÜE实这些切步结果。 不过它认为应继续利用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指数来确 

定养恤金调整的水平，因为这样做并未显示在这个系统内发生了任何严重反常现象> 

它同意在调盤数咨委会第九届会议的进一步研究完成后，在注意到养恤金领取人特 

别指数与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之间有重大差别的国家内应当对利用工作地点差价调 

養数计算的生活费用差异数作适当的调鉴。



1 5 . 委员会审议了利用养恤金领取人特别指数的两种备选办法。益概述如下：

( a ) 可以制订一项首先不包括国家征税影响的养性金领取人特别指数，以 

取代目前按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核准的办法用来确定生活费用差异数的工作地 

点差价调整数。 只对按现行办法在适用特别指数造成其各国的退休养他金增 

加的国家进行国家征税率与系统基地（组约）适用的税率的比较。 对自联合 

国系统退休人员的养恤金不必缴税或税率较系统基地税率低很多的情况，应对 

生活费用差异数作向下调整,，这个程序与现行程序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在 

确定生活费用差异数时是使用养恤金领取人特别指数而非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指数

m 务外一个办法是根糖所有支出项目的比较包括对养恤金适用的税捐来 

制订养恤金领取人的特别指数，并用它来确定生活费用差异数》 这是单--阶

段的办法，将对有关消耗品、住房、医药费、税捐等赛用的差异加以比较和一 

并考虑，

1 6 . 委员会在审议以上慨述的两个备选办法时回顾大会曾请它制订一*个不会引 

起额外费用的养恤金领取人特别指数。 委员会指出按照办法(切，退休人有资格领 

取养恤金补助费的国家数目要比办法(a)即现行程序多。 因此按办法(b) ,有资格领 

取养他金补助费的退休人要比办法(a)多。 既然采用养恤金领取人特别指数不应使 

本组织负担额外费用，而采用办法0=)又将进一步减少按华盛顿办法给予退休人的养 

恤金， 因此委员会同意保有现行程序，这样不会引起额外费用，而且只有在适用 

从比较除税捐外所有支出项目得出的养恤金领取人特别指数会导致养他金向上调整 

的情况下才对国家征税率和系统基地适用的税率进行比较》 在这些情况下，将对 

按华盛顿办法适用的生活费用差异数作出适当向下调整，从而考虑到税率为零或较 

低的，响。



第三章

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服务条件

A . 应用诺贝尔.悔耶原则所作的比较 

(1) 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的薪酬和联合国制度的薪酬之间差数的演变

1 7 . 按照大会授与它的任务，委员会继续审查联合国的薪酬水平同目前的比较 

国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的薪酬水平对比的情况. 和过去的办法一样，这项比较继 

续以两个制度下有受抚养配偶而无子女的人员的薪酬和这两♦ 制度的总部为准，联 

合国共同制度的总部是组约，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的总部是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 

同时也考虑到两个城市生活费用的差别.联合国方面的数字把基薪和适用于纽约 

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计算在内，美国方面把基薪计算在内 .为计算差数起见采 

用了大会第34/165号决议核定的相等职等，即联合国P — 1 至 D 2 , 美国公务员 

制度的总等级表GS  — 9 至 GS  — 1 7 和高级行政人员S E S — 2 至 S E S — 6.

1 8 . 自委员会上次向大会和各組织立法机关播交报告以后，美国联邦公务员制 

度中薪金结构的变动如下：

( a . )增加基薪；

( b ) 美国联邦征税率改变；

( c ) 高级行政人员获得奖金和优良成绮奖金；

( d ) 取得更详细的新统计数字，将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的薪金毛额换算为净额，

联合国薪酬制度的喉一变化是对纽约基数适用了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数第9 级 （乘数 

5 5 ) , 从 1 9 8 3 年 5 月起生效.

1 9 . 计算出来的1 9 8 2 年 1 0 月至 1 9 8  3 年 9 月期间的差数开列于下.为 

便于比较，前一期间1 9 8 1年 1 0 月至 1 9 8 2 年 9 月相应的数字一并开列，



1981年 1 0 月

至

1982年 9 月 

126. 1

1982年 1 0 月

至

1983年 9 月 

125^ 0( a ) 对等职等薪酬净额平均比率

( b ) 组约/ 哥伦比亚特区牟盛顿

生活赛比率 10GL 7 107. 3

( c ) 按生活赛差数调整的平均

比率 11& 2 116L 5

现阶段差数期间的详情见本报告附件一《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2 0 . 行政协商会主席认为，将美国薪金从毛额折算为净额时，应考虑教从标准 

和减和分项和病为准的税率加权平均数， 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席认为，计算差数时 

应根据薪酬总额的比较，而且应用国家薪金数额，因为，假如薪金比较法适用于美 

国政府薪金，就会遂渐形成国家薪金 .

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

2 1 . 委员会注意到，由于美国联邦公务人员的薪金毛额从1 9 8 2 年 1 0 月 1 

日起一律增加4 % , 加上联邦所得积税率的下降，便本差数期间美国联邦公务人员的 

薪酬净额比上一前平均增加了 7. 7 % , 而纽约联合国雇员的薪酬则比上一前平均 

增加5 .  9 % .  委员会请大会注意上文为1 9 8 2 年 1 0 月 1 日至1 9 8 3 年 9 

月 3 0 日所提供的差数.

(2》 联合国制度的高级职等与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的高级行政人员之间 

职级对等的研€



2 2 . 委员会在第十八庙会议上收到了关于这项研究情况的进度报告. 它认为 

美国政府和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协商时所定的高级行政人员职位取样可代表全体高级 

行政人员职位，其置信限度为8 5 % , 而且鉴定样本的办法是各观和有系统的.委 

员会同意这个样本，但又指出收集职务资料的进度比须期的缓慢.委员会核准了 

研究的新时间表，使研究在完成后及时地提交第十九庙会议审査.

(3) 薪酬总额的比较

2 3 . 在第八次年度报告中，委员会通知大会在制定用以比较适用于联合国专业 

人员以上职类的非离国服务人员的总薪酬同适用于类似职等的美国联邦公务员的总 

薪酬的办法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

2 4 . 在第十七和十八庙会议上，委员会继续审议关于比较薪酬总麵的最后一个 

还没解决的问题，即双方服务期不同的问题，因为, 联合国工作人员规定薄职，令 

力 6 0 , 而美国公务人员则没有这种眼制.委员会秘书处在提交委员会第十八届 

会议的一份文件中列出了美国政府所提供的统计数字，其中突出这一点：根播美国 

联邦公务人员养恤金办法的合格条敦，凡工作2 0 年、年满 6 0 岁的雇员，如选择 

退休，其所得的养恤金不得减少. 但是，美国联邦公务人员没有强制退休年岁， 

属于上述一类的人员约有7 3 %继续工作，平均期间为3.  2 5 年 . 委 员 会 也 获  

悉，平均服务期间的增加影啊到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退休者每年所得到的退休金， 

而适用于美国公务员制’度的养恤金数额已考虑到上述增加的年金. 因此，公务员 

制度委员会秘书处认为，由于这个因素被认为是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的一个优点， 

因此必须考慮到它对联合国方面的彭响，对平均职业期间的差别作出适当调塞.

行政协商会和国际公务员联合会的露见

2 5 . 行政协商会主席赞同公务员制度秘书处对平均职业期间的差别所作的分析， 

并代表各组织对处理最后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的办法表示满意. 但是，各组织认



为应继续审査这♦ 问题，根据最新的资料，不时对薪酬总额作出进一步比较.

2 6 . 国际公务员联合会主.席代表工作人员对委员会完成基于非海国服务福利的 

薪酬总额的I t较表示满意，但他认为，只有把适用于双方的非再国服务考虑在内， 

薪酬总额的比较办法才能其完成.

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

2 7 . 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对委员会秘书处提议解决联合国和美国公务人员服务期 

间的差别问题表示满意，这个问题关系到计算基于非离国服务福利的薪酬总额的办 

法. 这些成员认为，由于强制性离职年龄对美国联邦公务人员每年所得的养恤金数 

值没有影响，又由于在比较损及委员会的薪酬总值时已考虑到这一订正数值，因此， 

必须考虑到联合国雇员6 0 岁时必须离职的事实，作出相应调基委员会这些成员 

因此同意秘书处所提的方法，把服务期间的差别考虑在内.

28.  —些成员认为，实行 6 0 岁强制离职的规定对联合国雇员有好处. 因此， 

在比较薪酬总额时应作出适当裁减，把平均服务期间考虑在内，

2 9 . 委员会一位成员认为，薪酬总额办法并不完整，É 为它没有考虑到离国服 

务福利. 另一位成员对于秘书处在制定方法时将服务期间的差别考虑在内袭示保留，

3 0 . 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同意，在进一步通知以前，今后向委员会提出两.差数 

计算，一小是只根掘基薪，另一个则是基于比较所有非离国服务福利.

B . 与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有关的事项

1. 工作地点差价调盤数制度的实族情况

3 1 . 如上文第6 段所述，咨委会于1 9 8 3 年 5 月 3 0 日至6 月 8 日在罗马粮 

农组织总部举行了第八届会议，并就下列方面提出了建议：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数制 

度的技术和业务的具体方面；参照在比较国研究中的生活赛用和货市差别作出调*



的办法；为养恤金领取人制定特别指数；在咨委会第八届第二期会议的议卷中讨论 

对五个总部（蒙特利尔、纽约、 巴黎、罗马和维也纳）和华盛顿特区的生活赛用调 

查以及对伦敦的个别调查，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不久就会完成这些调查；修订工作地 

点差价调整数专家委员会处理不回答的办法，即 : 在住房调查的回答率在8 0  % 或 

以上时，对不回答的部分即不作调整，但如回答率不到8 0 % , 则对 2 0 % 以上的 

不回答率部分作出调查，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报告第3 4 至 4 3 段已倚要列出了差 

价调整数咨委会对委员会所提报告的进一步资料，

3 2 . 行政协商会主席关切地指出，如果依照咨委会提议的办法处理不回答的情 

况，可能会影响工作人员回答住房调查的积极性《各组织满意地指出，咨委会已同 

意延迟审议公务员制度秘书处最近完成的调查，让工作人员和行政当局有机会在统 

计专家的帮助下审查这些调查，各组织对咨委会建议让行政当局和工作人员有最充 

分的机会取得资料一事表示满意* 行政协商会认为应将第八届第二期会议推迟至19 

8 3 年底或1 g 8 4 年年切。

3 3 . 国际公务员联合会主席对咨委会的建议表示大体支持，他指出联合会曾就 

取得有关生活赛用调查的额外数据向联合会第八届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提议< 他强调 

说，由于取得数据的问题同咨委会第二期会议的开会时间有极大关系，联合会似乎 

应计划于1 0 8 4 年初召开第八届第二期会议，

3 4 .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召集人认为，委员会应要求咨委会研究用于决定纽约联 

合国工作人员薪酬的办法，他又说，由于纽约调查的办法受到怀疑，独立职工会协 

调会应要求日内瓦的调查暂停进行，直至解决咨委会审查办法所带来的问题为止.

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

3 5 . 委员会在审议了咨委会的报告后，核准咨要会对下列问题的建议：

( a ) 比较各地调查中的国力服务费用；

m 对組约和华盛顿特区的服务地点差价调鉴数指数不时作出调整；

( C ) 参照比较国研究的生活赛和货市的差别进行调整的办法.



3 6 . 委员会审议了咨询会就总部工作地点调查中不回答部分所作调整而提出的 

建议》但是，委员会认为，咨委会必须作进一步研究，才能最后决定采取何种办法 

对不回答部分作出调養.

3 7 . 关于在六个工作地区（蒙特利尔、纽约、 巴黎、罗马、维也纳和华盛顿特 

区 ）进行的生活赛用调查，委员会指出其秘书处的调查显示，这些工作地点的现行 

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数等级比新的生活赛研究所得出的结某还高• 但是，委员会认为， 

由于上文第3 2 段所述的理由，咨委会没有对调查报告进行实质性讨论，因此，委 

员会目前不能对调查结某采取任何行动. 它同意咨委会的建议，即 :将有关上述六 

个生活赛调查以及伦敦的生活赛调查的项目列入咨委会1 9 8 3 年 1 1月召开的第 

A M 第二期会议的议卷内在仔细审议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有关开会时间的意见后， 

委员会也决定在容委会会议后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审议咨委会关于六个总部地点和 

华盛顿特区的生活费用调查的建议，然后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委员会 

也例外地同意咨委会的建议，即：让行政当局和工作人员代表指浪的专家顾间在目 

前的调查（H 内瓦、伦敦、蒙特利尔、纽约、 巴黎、罗马、维也纳和华盛顿特区） 

中有机会取得额外资料，

2 . 推广补贴租金计划

3 8 . 大会第37/21转决议第三部分第7 段请"委员会紧急完成其关于联合国 

共同制度各组筑总部工作地点是否需要订立补贴租金办法（特别是新进到职或调职 

工作人员的身雅补助办法）问题的研究，并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报告所采行动" ，



40。 根据工作小组所提的报告，瓷员会在第十七庙会议上审议了将补肚祖金 

计划推广到目前不能申请的工作地点除其他事项外，工作小經审査了提议的计戈《对 

谷工作地点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查指数的影响工作组也审议了推广补助祖金计戈，j所带 

来的赛用和收益。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4 L 行政协调会代表认为，即将采用的计划应尽量类似于目前已在外地工作 

地点实施的计划，而且应实施现行外地计划的规定。 水电赛用不应厲于补貼的范

01。 计划的推广应于1 9 8 3 年 4 月 1 日开始生效。

4 2 , 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届指出，提议的计划是现行外地计划的修订。 提议 

的计戈！1对一些工作地点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可能会造成不利影啊， 基于这些原 

因，国际公务员联会呼吁，如果计划获得通过的话，则应以两年为实验期，有选择 

住地执行。 对国际征聘的一般事务人员实蔬一个平行的计戈y应是一个最商优先的 

问越，

4 3 L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召莱人支待秘书处所提的文件，但指出所提的i t划是 

不能接受的，原因是它在执行上既不公平时且过于繁因此，他认为现行的外地 

计划至少可全部用于总部的全体工作人员 ,

受贞会的夾定

44 在讨论工作小组的报告（见委贞会第十七届奢议工作报货第7 1 至 7 9 

段 ），后，資员会根据工作小组报告所建议的方针，同露对目，没有补貼祖金计戈，j 

的工作地点实施补貼租金计划，特别是；

( a ) 计划应适用于新任狀人员和不可抗力情况，新任狀人贞是指新近任用 

的人员（不包括短期任用人员）以及从其他工作地点转调的工作人员》 在补 

üt祖金计划实施前五年内到达其中一个服务地点的工作人员有资格申请补钻；



(b) 不可抗力的情况只是指工作人员由于本身不可抗制的理由而不得不在 

祖身市场上寻找新住处的情况。 只有下列情况才可视为不可抗力的情况Î

H 房舍被敦；

a 追迁/ 房主直新收因；

曰住处由租贷房舍转力舍作房社或私有共管公寓》

因为房主加祖或工作人员破环房食而搬迁的情况不能获得祖金补贴，各组织必 

须取得有关文件，证明上文分段H 至曰所列情况属实，才能决定是★有资格属于不 

可抗力情况；

( 0 ) 补贴相当于实际祖金和最高祖金的差额，可以下列办法支付：

新近任聘人员 不可抗力

第 1年： 80% 第1年： 80%

第 2 年： 80% 第 2 年：40%

第 3 年： 60% 第 3 年：20%

第 4 年：40% 第 4 年：无补贴

第 5 年： 20%

( d ) 其他用于管理补贴祖金计划的定义和模式可沿用现行的外地补贴计戈;

( e ) 计划的执行日期是1 9 8 3 年 4 月 1 日，

45。 委员会指出，鉴于计戈！1对工作地点差价调查数制度的參啊，它不会对共 

问制度造成更多的财政负担，反而会带来节余。

4 6 1 安贞会要求各组织向其秘书处提出关于审议中工作地点的补贴祖金计划 

的資料。 根激这些数据将向咨询会第十庙会议提出一份报告，分析计戈的实施情 

况， 主于行政协调会提出的关于某些狀洲工作地点应实鹿何种计戈的W越，则应



作为计划的一般实施情况交由该会主席处理。

C. 语文奖励办法

47。 委员会在第十八届会议上审议了其秘书处编写的文件，其中简要列出根 

据地域分配的联合国专业人员员额的语文奖嚴计划的起源和理由。 伴情见于委员 

会会议工作报告第4 4 至 4 9 段。 *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愿见

4 & 行政协调会主席指出，各組织认为，保证语文能力的办法不在于实施语 

文笑助办法，而在于在征聘时的考虑和在于便所有工作人员有机会通过训练加强其 

语文知识。

49。 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席支待旷大语文奖厳计戈ij, 但必须限于受地織分配眼 

制的员额。

50。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召集人认为，现行的语文奖欲计划是敬视性的，因此， 

他主张建立单一、一次支付的应计养恤金金额，向务个类别的员工支他指出现  

行计刘的唯一共同特点是举贴或笑厳的数顾只是对适用的人贞才是应计养恤金数额，

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

51。 委员会审议了大会在实施语文奖嚴办法时所遇到的问题，主要纠正目前 

语文不平衡的问题。 委员会注；t 到，这走整奢改进和奖城办法的其中一部分，其 

中包括将语文知识规足为升迁的条件以及改近训练设施。 委员会又注意到，它的 

前身，国际公务员制度各询委员会以及秘书长都认为，改香训练设施比制定语文奖 

厳办法更为可取。

5Z  委员会注露到，需要制定语文笑助办法的条件已隨时I司的转移而有所改



变 ,，即使在联舍 lil秘书处一级也需要一些征聘时不一定拥有适当语文资格的专家。 

与此同时，在整个共同制度内，在征聘时具有一种以上语文的知识也是一般必应兵 

爸的資格。

5 a  大多数成员指出，联合国实施的语文奖廣(办法是不正常的，没有达到其 

目标，而且即使在联合国内也是实施得很有眼。 但是，一些成员认为，从有资格 

获得笑嚴的工作人员的比率来看，大会实施的语文笑勘办法已实现其目标；因此， 

他们支持某些形式的奖励，但认为其正的解决办法在于征聘时要符舍语文林准。

54 不过，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认为，目前实行的臭域办法不应继续，应当将 

备组织被励和承认语文知识的措施予以统一，并应尽早谋求道当的解决办法。 因 

此，委员会认为，这些意见应提请共同制度的各个立法机关注意，指示其秘书处审 

查处理这个问题的备选办法，例如加强委贞会所指的训练设施，连同建议一•并提出 

报告，



第因章

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的服务条件

A . 侨居津貼

5 5 . 委员会在第十八届会议举行后，在去年进行进一步讨论，根据秘书处编写 

的文件，审议了确立和维持侨居举贴的办法。秘书处提议对照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类 

人员所得到的出差津肚确定侨居津貼，而且在构想上侨居津肚应有一定期限，不算 

入养恤金额，而且是区坡性的。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5 6 .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的详细意见载于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的工作报告4 内。 

行政协调会主库欢迎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秘书处提出的建议，但提议扩大同出差津貼 

的比较范围，即：侨居津站的数额座相当于？ -  1 至？ -  4 级出差津貼的总数额。 

行政协调会也支持将补貼租金计划扩大至某些工作地点的非当地征聘一般事务人员。 

在后一方面，联合国代表强调纽约在征聘某些语文人员所遇到的困难。

5 7 . 国际公务员主席指出，联合会完全不同意行政协调会所采取的立场。国际 

公务员联会提出以薪金比额表中点为基准的津贴，其数额由工作地点的衡量问题决 

定。国际公务员联合会也提议将举贴变成经常性和应计养恤金的振额。联合会也支 

持对国际征聘的一般事务人员实行补贴租金计划。

5 8 .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召集人认为，凡是在征聘时不是居民的工作人员都可领 

取侨居津肚。他提议建立一个可根据工作地点生活费差数调整的制度。独立职工会 

协调会认为，这种举贴应为经常性，而且是应计养恤金敦额。它又同意将补肚租金 

计划扩大到非当地征聘的一•般事务人员。

委员会的决议

5 9 . 委员会回顾了关于第八届年度会议€ 所提的侨居津貼的决定，特别是一



般事务职类的工作人员应在当地征聘的决定。只有在特珠情况下一般事务人员才可 

在当地以外征聘 . 在审议了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第6 9 至7 8 段内关于侨 

居津袖的各项建议后，委员会决定：

( a ) 侨居津贴应对照欧洲和北美洲以外的专业人员出差津贴予以制定；

( 1 3 ) 侨居津貼应分为单身或有挟养人两种，前者的工作人员每年为$2,400, 

后者则为《 3, 000;

( 0 侨居津贴的期限定为5 年，从抵达指定工作地点后算起；

( d ) 侨居津贴不算在应计养恤金款额内。

6 0 . 在确定实施办法方面，委员会决定为本节末所示的非洲、亚洲和近东的工 

作地点订立侨居津贴。在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工作地点新聘的工作人员的津貼数 

额应订为零。工作地点清单应每年审查一次，并根振遇到的征聘函难以及吸弓I工作 

人员前往某地工作所碰到的困难作出修订。委员会授权其主席负责颁布和核准这种 

修订。

6 1 . 委员会又决定急需审议一些非为当地征聘工作人员在没有侨居津贴的工作 

地点所面临的高租金问题。委员会指示其秘书处在第十九届会议就这些问题编写一 

份全面研究和最后提议。在收到这些提议前，委员会同意以试验性质向这些工作人 

员提供租金补貼，但必须待合下列条件：

( a ) 补贴只对侨居津贴定为零的工作地点提供；

( b ) 补贴只对国际征聘的一般事务人员提供；

( 0 适用于总部专业人员的各种补贴租金方式均可用来确定这种计划，包 

括合格准则 ;

( d ) 支付的补贴不能超过提议的併居津额；即单身工作人员每年为$；2400, 

有扶养人的工作人员每年为《 3, 0 0 0 。

6 2 . 委员会决定执行上述决定的有效H期为 1 9 8 3 年 9 月 1 日。

6 3 . 委员会认为目前把取得侨居津贴的工作人员已享有既得的权利，因此，目



前取得养计养恤金的侨居津肚额的工作人员不座得到少于津貼额的当地货市。但是 , 

如果所得的敦额高于津袖额，他们可选择接受，但是也同时要接受其他关于期暇和 

不厲于应计养恤金類的条件。

6 4 . 委员会也要求各组织在第二十二届会议上振告适用于侨居津贴的新办法的 

执行情况，委员会注意到，它对这些问题的决定不会对鉴个共同制度造成经费问题， 

而且，长远来说，新的侨居津貼办法应使共同制度出现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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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工作人员薪金税

(1) 一般原则，包括工作人员薪金和 

资平征税基金之间的关税

6 5 . 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根振衡平征税基金的实施情况，基金同工作人员薪金 

税的关系，以及将部分工作地点差价调整并入专业人员和以上职类人员的薪金净额 

中所涉及的问题，审议了工作人员薪金税的一般原则和工作人员薪金税计划的历史 

漠变过程。



各进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6 Q 行政协调会主席说，由于委员会1 9 8 4 年工作方案中包括了专业人员及 

以上职类的薪酬基准和数额，各姐织将要求在1 9 8 4 年研究关于将部分工作人员 

萧金税并入基薪的问题时一并进行新金审查， 他又说，各组织认为，合并工作地 

点差价调整数时应当审查离职偿金的数额* 此外，有人认为，在合并时，委员会 

也审查应计养恤金数额及其与新金净总额之间的联系，

6 7 . 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席说，在合并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数时，应同时调整净基 

薪，以便补偿因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税率递减而造成的损失， 关于工作地点差价 

调整数方面的问题应提交咨询会，

6 8 .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召集人认为，将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并入基新没有解决 

购买力持续下降的问题，而委员会也不能因此而推返对薪金的最后审查， 他指出， 

离职偿金的计算和基薪数额的问题应同时审查， 独立职工会要求审查计算工作人 

员薪金税率的办法，特别是由于一个比较国最近修改了税率，

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

69. 委员会注意到秘书处就日后将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数并入基薪的程序所提的 

文件 .它又注意到同一文件列出了联合国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工作人员薪金税与 

适用于七个总部地点的平均税率及美国稅率的比较，它同意委员会目前在这方面不 

必采取行动，

2 . 工作人员薪金税比额表

7 Q 委员会在第十七届会议根据大会第3 6 / 2 3 3号决议 8第三部分，审议了工 

作人员薪金税额可否改进的问题，该决议要求委员会要求"全盘审查工作人员薪金 

税 , 对各工作地点实行平等待迁•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7 1 行政协调会主鹿回顾说，在执行 1 9  8 1年工作人员薪金税比额表时, 有 

关方面之间已进行过长时间的广泛协调， 提议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比额表是以数字 

办法为根据，与委员会订立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工作人员薪金税率时所用的办法不同。 

这个办法没有以工作人员所关切的问题为根据，目前各组织可以不去处理那些适用 

现行 1 9 8 1年比额表的工作人员，因此，可以实施些临时措施。 行政协调会 

希望通过修改比额表重新探讨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 基于上述理由，它目前不同 

意修改工作人员薪金税比额表•

7 2 . 国际公务员联会代表说，联合会继续要求为各职类的工作人员建立一个统 

一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比额表，因此，它不愿意接受提议的比额表所列的临时解决办 

法，因为，这个办法只改善一个职类，但却损善另一个职类 ， 国际公务员职合会 

赞赏秘书处的倡议，但不认为它的提议是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所要求的" 全面"提 

议，因此它对用以制定比额表的方法表示怀絶联合会要求根据大会的要求，对 

这个问愿进行全面研究，但鉴于研究需时，龙因此要求同国际公务员联合会协商订 

出一个临时解决办法 ，

7 a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欢迎委员会邦助低级一般事务人员的意愿，但认为秘书 

处的提议规模不够全面， 他要求为全部职类订立一个统一比额表，在进行适当协 

商后开始制订。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认识到现行制度的一些不平等情况，但认为局 

部调整不够的，

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

7 4 , 鉴于有关各方的不利评论和保留意见，委员会决定在全面审议一般事务人 

员的工作人员薪金税率时（例如可在1 9 8 5 年进行），不必制定任何临时解决办 

法, 现行的工作人员薪金税额应继续生效，

7 5 委员会在第十八届会议上审议了国际公务员联合会关于设立这个何题的工 

作组的要求，这个工作组将提出建议，供委员会于1 9 8 4 年审议, 虽然委员会



不同意建立工作组，并重申其上段的决定，但它通知联合会如有具体提议即向它提 

出.

G. 巴黎一般最佳雇佣条件的调查

7 Ü 委员会根据其规约第1 2 条所定的职务，对巴黎教科文组织的一般事务人 

员和其他当地征聘人员的一般最佳雇佣条件进行了调查。 调查的详情和委员会向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提出的建议载于1 9 8 2年巴黎最佳雇伸条件的调査报告内 J 

调査所得的薪金比额表载于本报告附件二内，

D. 衆特利尔一般最佳雇佣条件的调查

7 7 . 委员会根框其规约第1 2 条所定的职务，对蒙特利尔国际民航组织的一般 

事务人员和其他当地征聘人员的一般最佳雇佣条件也进行了一项调查• 调查的详 

情和委员会向民— 织秘书长所提的建议将载于1 9 8 3 年蒙特利尔-•般最佳雇佣 

条件的调查报告内广调查所得的薪金比颇表见于本报告附件三.



第五章

适用于两小职类的服务条件 

A . 教育补助金

78 . 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在应享权利定期审查的范围内根据1980/81学年的 

资料审议了教育补助金的高低问题.

各组织和工作人見代表的意见

7 9 . 行政协商会主席在介绍各组欽所编制的一份文件时，说该文件的目的是要 

解答三个主要的问题：补助金的整小水平和偿还率，使非海国服务的工作人员也能 

领取补充金的可能性，以及如何用最好的方式监督补助金. 行政协商会的结论是 

应该直截了当以偿还率的75 %为根据将补助金定为《 6, 000 • 它不赞成使非 

离国服务人员也能领取补助金， 至于补助金的监督，行政协商会认为这应当由委 

员会负责，可以用现有的指标.

8 0 . 国际公务员联会就六小选定的服务地点的教育赛提供了傳细的资料，并建 

议将补助金增加到《 7, 000 , 以至少75 % 的单一数率偿还《 并建议将腾宿赛 

用偿还的单一数费增动到S 2, 0 0 0 超过这个数额的躇宿费算入教育补助金最高限 

额内， 国际公务员联合会并提请委员会注意这一制度方面其他应当改善的地方， 

例如一家所有可领补助金儿童的补助金的总数以及在穷苦情况时予以特别救济等. 

应将残废儿童教育的可楼还费用的最高限额至少增加到《 8, 800 . 并应及早对补 

助金进行审查，以期充分偿还所有费用.国际公务员联合会建议维持目前的货市 

最低限额*

81 .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的协调员说教育补助金是人们争辩的主题，有人认为是 

栖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协助少数几小人• 他同意设法满足某些工作人员的真正需



要，例如有残废儿童的时候，但是他要求公务员制度委会研究一下补助金的社会目 

的， 他提请注意联合国儿童基金（儿童基金）关于儿童在这方面的权利的宣言，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要求改变补助金的数额，以满足小别服务地点的需要.

委员会的决定

8 2 . 委员会在讨论过程中详细研究了行政协商会、国际公务员联会舶独立职工 

会协调会的补助金数额和方式，并表示注意到领取补助金工作人员所遭遇的特别困 

境《 这些讨论载于委员会关于其第十七次会议工作情况的报告第1 22至 1 32段二

8 3 . 由于大多数成员已经表示支持，因此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

( a ) 将教育补助金定为一小教育机构学费—— 不得超过S 6, 0 0 0 —— 的75 

% , 补助金以《 4, 5 0 0为最高暇额；

( b ) 将腾宿费的定额僮还数额在规定的补助金鉴♦限额内增加到《 h  5 0 0的 

最高限额；

(C) 将货币最低限额的规定改为使用1 9 8 3 年 3 月 1 日那天的汇率；

( d ) 将执行这些措施的有效日期定为1 9 8 4 年 1 月 1 日 ；

( e ) 将残废儿童补助金的学费以1 9 8 3 车 3 月 1 日的货币最低限额定在6,

0 0 0 .但将这种儿童的僮还率定为80 0/0、补助的最高限额力《4, 80a

84 . 委员会进一步指出，拟议的增加对统一制度而言每年将导致⑨170万的赛 

用， 委员会同意在1 9 8 6 车进一步审查教育补充金的水平，并要求行政协商会 

就该年内补助金的使用提供有关的资料.

挟养津贴：二级受挟养人的津贴

85 . 大会第36/233号决议要求对所有职类工作人员的挟养津貼进行审查，委 

员会第八次年度报告，就专业及其以上职类的工作人员的子女津贴提出具体的建议*

- 2 4  -



委员会并将它关于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的工作人员子女，贴加两♦工作人员职类的 

配偶，貼的各项决定通知大会， 那时候委员会决定延迟审议二级受挟养人的津貼 

一事.

8 6 . 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讨论了其秘书处提出的文件，该文件倚要叙述了适用 

于两小职类的二级受挟养人津贴的前后经过以及各组织当前作法的细节.委员会 

并收到关于各组织所用资格标准的细节.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8 7 . 行政协商会主廣告诉委员会，各姐织认为当前的资格标准应继续普遍适用 

于两个工作人员职类， 在专业及其以上职类，制定建:贴的数额时仍应考虎到比较 

国可以适用的减税办法， 关于一般♦务及有关职类， 大多数组织认为津貼的数额 

应继续根据当地的惯例决定，而且，貼只应该在依当地流行的惯例需要给予的时候 

于服务地点付给. 但是有些组织认力二级受挟养人的津贴应该作为一种社会福利， 

在所有服务地点都付给. 至少有一小组织认为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以确定这小 

系统的管理是否适当地反映出各会员国文化传统的多样化 .各组织并要求委员会 

考虑一小原则，就是在资格规定范围内承认一小二级受挟养人—— 即使依照当地惯 

例不必提供这种津贴， 而且没有偿付这种津貼—— 以便二级受挟养人可以被认为有 

资格领取其他利益，例如健康保险 .

88 . 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席重申，贴应该是一种社会福利 .并说国际公务员联 

é ■认为当前的资格标准限制太严. 因此应该加以审查，以照顾到许多文化和国家 

法律中对扶养所作的比较全面的解释， 国际公务员联会并建议以往子女，贴的数 

额和二级受挟养人津贴的数额间的关系应维持不变，

89 .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的协调员认为津贴应该是一种社会福利；所有工作人员 

职类应该领取同样的津贴数额， 他指出，很难解释可付数额中的差异之处• 他 

并请委员会对资格标准加以审查.



委员会的讨论舶决定

90 . 委员会详细研究了国际公务员联会和独立职工会协调会的建议—— 就是把 

二级受挟养人的津贴不论当地惯例作为所有服务地点一般事务人员都可销取的社会 

保险， 但是委员会指出，依当地惯例只有少数国家（约 1 5 小 ）中需要付给津括， 

因此不能认为这种作法可以普遍适用. 这样，委员会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把建 

貼当作不论当地惯例如何都适用于所有服务地点的社会福利，

9 1 . 委员会并审议了参照当地惯例为一般♦务如有关职类工作人员的二级受挟 

养人津貼染定资格的可能性• 但是，委员会认为要为二级受挟养人制定资格，它 

目前没有关于当地适用法律的充分资料可以在那♦ 时候对这件事作详细的研究，委 

员会进一•步指出，根据现有的标准，津贴限于发给只有一♦合格二级受挟养人的工 

作人员，二级受挟养人的津贴不发给领取配縛，贴的工作人员 .既然根据当地惯 

例决定资格时会消除这种限制中的一些眼制，委员会认为在这方面作任何决定都会 

使各组织面临财务问亂  在着手研究是否可能根据当地惯例决定资格标准以前， 

委员会认为它必须得到关于下面两，方面的其他资料：有许多根据当地惯例领取一小 

二级受挟养人津贴的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国家的当地法律，决定资格所用办法有改变 

时所涉及的财务问题• 因化委员会要求行政协商会收集这种资料（包括关于作法 

改变时所涉财务问题的资料），并提交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

9 2 . 委员会将要在第二十届会议时研究这件事，但目前同意各组织现用的普遍 

资料标准应在所有服务地点的两小工作人员职类都使用，



9 3 . 关于津贴数额的决定问题，委员会同意专业及其以上职类的工作人员的津 

貼数额应继续根据比较国适用的减税办法计算.至于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的工作 

人员，应该保持目前的作法，就是利用一般事务人员薪金调査时所收集的资料根糖 

当地惯例来决定举贴的数额 .

9 4 . 委员会指出，如果依照它关于只在当地惯例要求发放津贴的那些服务地点 

发放的决定来作，那末在某些当前发放津贴的服务地点就不能发放，尽管当地没有 

既存的惯例.委员会并指出， 如果依照普遍标准来作，某些二级受挟养人就不能算 

作合格，尽管目前有些服务地点的一些组织认为合格. 在这两种情况中，委员会 

都表示，虽然领取津贴的人将来仍可继续领取，198 3^9月 1 S 起正式加入各组织 

的所有工作人员应该在当地惯例和委员会所定标准的范围内考虑是否合于发放二级 

受扶养人补助金.

C. 服务条件中的社会保障办法

9 5 . 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审议了社会保障办法的两个方面：以数量表示一般事 

务人员薪金办法中社会保障福利金和分担健康保险赛用. 这些方面都分别加以审 

议，在下面第1 和 2 中提出报告.

1 . 以数量表示并比较社会保障福利金

9 6 . 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决定一般事务及有关的工作人员职类服务条件的审查 

采取遂步渐进的方式. 秘书处向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提交的一个文件提出几个基 

本问题要求解答，随即秘书处建议拟定一个综合办法， 来以数量表示并比较各种社 

会保障福利金 . 要求委员会审议的项目中包括社会保障整奢办法，比较基她，内 

郁政策针对外可比较性所用的办法和所起的作用 .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9 7 . 行政协商会主席和工作人员代表几度表示， 并没有追切的理由在现阶段进 

行这一审查，



委员会的决定

9 8 . 委员会中有几个成员指示，大会第37/126f-决议第三节第8 段中向提出 

的保健福利赛问题追切需要委员会加以审议. 但是，各成员认为秘书处建议的所 

有社会保障福利金进行一次结合性研究的事在委员会的工作方案中并不是应该优先 

考虑的问题. 因此委员会认为这个问题将来一定要加以审议，现阶段中还不需要 

委员会追切加以审议•

2 . 健康保险

9 9 . 大会第37X126号决议要求委员会"研讨是否需要提高联合国共同制度各 

组织为工作人员健康保险缴纳费用的比例和采用适当补缴办法问题" . 委员会并获 

悉联合国秘书长给主席的一封信的内容. 针对这些要求，委员会第十七和十八届 

会议审议了健康保险补助金的事.行政协商会向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提出的一个 

文件中摘要叙述了各組织在各服务地点执行共同制度所使用的赛用分摊法的细节， 

联合国秘书处向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提出的文件中提供了关于健康保险和大会历次 

审议这个问题的倚要记录.秘书长根据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所作的初步决定在委 

员会第十八届会议时告诉委员会，他计划就联合国为其工作人员所付健康保险赛用 

的数额问题向大会提出具体建议，即由本組织和工作人员分别提供三分之二和二分 

之一 -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老的意见

1 0 0 . 行政协两会主席指出，健康保险计划费用几乎在所有地点都是由各組织和 

工作人员各付百分之五十，尽管有几个组织提出要采用三分之二对三分之一的办法， 

其他组织在目前的安排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 这样，各组织认为健康保险问题一  

具体说来就是这种计划中分摊赛用的比率一 不厲于共同制度事项， 因此不应该在 

机构间的基础上谋求解决.



1 0 1 . 国际公务员联合主席说只要改变费用分摊办法时不会有香于其他工作人员， 

不访碍工作人员代表参加笑康保险管理机构的工作，他就支持关于这种改变的建议 . 

他建议由委员会倡议展开研究，以审査保险费数额，福利范围，工作人员摊敦的最 

高眼额和退休后的保险总额和摊款等 .

1 0 2 .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协调员指出，目前全球都有健嚴保险赛用增高的趋势， 

并欢迎关于改变赛用分摊办法的建议，认为是符合外面作法的一个步骤 .但是他  

建议采用由各组织付7 5 % 、工作人员付2 5 % 的费用分摊办法 .

103 . 退职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代表谈遂当的健康保险眷用分摊比率问题主要是 

一个内部组织事项，但是在退休的工作人员方面有两点需要指出 . 第一，正在服 

务的工作人员的摊敦数额定得比已退休的工作人员要高 ， 但有一项了解 ， 就是在JE 

式服务期间数额会比较高，以便曾经工作的人员退休后收入减少时摊敦会比较低 . 

第二，他指出，许多养恤金领取人可以享受国家的健康保险，例如美国的医疗照顾 

方 案 （m e d i c a r e ) ,退休的工作人员可以提供摊款，享受福利，从而减少向各组 

织使康保险方案提出的要求 .

委 员 会 的 讨 论 决 定

1 0 4 . 作为第一步，委员会讨论这是一个共同制度问题，还是一个地方性问题， 

应该由某一服务地点的组织予以解决，而不必提交委员会处理 .委员会就这个问 

题所涉各方面进行广泛的讨论以后，同意这是一个共闻制度问题，因此在这方面所 

作的任何决定都应该从所有服务地点的联合国共同制度所有工作人员的观点来考虑 . 

委员会注意到：

( a . )各组织通常采用的对半费用分摊办法大都得到满意的答复；

( b ) 由于保健福利费用昂贵，有些组织在一个或一个以上服务地点遭遇到严言 

的困难；



( c ) 对于所有职类工作人员而言，保健福利作为报酬总数的成分其所占分量相 

当微小，

1 0 5 . 委员会研究了工作人员的健康保险摊款，这种摊敦作为七个总郁服务地点 

薪酬净额的一部分表示；委员会并指出，虽然对半费用分摊办法使作为全郁薪酬净 

额一部分表示的平均工作人员摊敦比较少，有时候这种比率却太高 .委员会特别  

指出，作为有受扶养人的工作人员薪金净额一郁分表示的工作人员健康保险摊敦在 

日内瓦和维 也̂纳是3 %左右，在组约则超过6 % .  委员会认为这表示纽约方面当 

前的对半赛用分摊办法显然有® 难 . 有一个成员建议各组织或愿考虑6 0 / 4  0 

赛用分摊办法或其他福利计划，使工作人员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需要的办法 .

106. 委员会决定作为薪酬净额一部分表示并以七个总部地点工作人员数额加权 

的工作人员健康保健平均摊敦应由其秘书处计算，并要求主席为所有各组织行政首 

长提供这一资料， 委员会并要求秘书处在第十九届会议时向它提供过种资料，有 

些服务地点工作人员的摊敦同薪酬，额之间的平均比率高于七个总部服务地点的平 

均比率，其行政首长或愿建议其立法机构采用适当的春用分摊办法，使这些服务地 

点工作人员的摊敦同薪酬净额间的比率降低，以符合适用于七个总郁服务地点的平 

均数，

1 0 7 . 委员会提出应将上面 '第 1 0 6 段所述关于其他的费用分摊办法的建议付诸 

执行，自 1 9 8 4 年 1月 1 曰起生效，

D . 死亡抚恤金

1 0 8 . 大会第35/214A号决议要求委员会"继续审查能建立一个费用低而效用 

大的死亡抚恤金缴敦制度•…，…" ， 针对这个要求，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研究了这 

件事，并同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进行了嗟商 .



109.委员会指出， 1 9 8 0 — 1 9 8 2 年期同所有组织死亡抚恤金每年平均支 

出 为 897, 188. 1。

110 .关于死èiïîteâMt款制度， 委贞会审议了下列三个可行办法：

( a ) 继续使用现有的不缴敦办法；

(切旧各组织和工作人员对半分摊所有费用的办法；

【0 ) 国家商业保险公司作出安徘，在分摊保险赛用的基础上提供同样的福 

利 .

委员会对这个可行办法作了深入的分析以后，决定建议大合继续使用现有的不缴敦 

办法，因为这个办法以费用最低而效用最大的方式提供福利， 关于委良会就这件 

事所进行的审议的其他细节，可参看关于委贞会第千八届会4义工作的报告第 8 9 至 

9 5 段， ‘



第六章 

外勒人员的服务条件 

A . 国家专业人员

111.委贞会第十七届会4义审议了行政协商会应它的要求就国家专业人员雇用的 

数额和种类提供的資料，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112•行政协商会主席指出， I 9 8 2 年底有三个组织崔用了国家专业人员：开 

发计划署、儿重基金合和粮农组织 * 联令国报告说它预期1 9 8 3 年会崔用这种 

工作人员，

113 .开发计划署和儿重基金營强调指出国家专业人贞所发挥的良好作用；开发 

计划署报告说它正在根据人类资源的规划为这种工作人负伴细拟订政策准则• 根 

农组织代表说组织正在设法舍理地利用当地征聘的高级工作人贞• 根双组织计划

继续雇用高级一般事务和延长一般事务职员，不计划有新的国家职员职类•

114 .国际公务贞联營指出，它曾反对另外设立一个国家专业人贞职类，并重甲 

它相信如果工作人员作的是专业性工作，那末也应该得到这样的薪酬• 尽管它有 

这样一个原则，国际公务贞联舍發同意崔用国家工作人负，认为鉴于这种人贞能比 

较敏镜地了解国家的政治、经济、社發和义化情况》因此是方案制定工作上一个重 

要的优点， 由于这种工作人良与日俱增，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足好确定薪金的办法 , 

建立薪金架构、职务说明和征聘标准。

115.独立职工發协调会协调员强调指出，委贞会原则上充分支持崔用国家专业 

人员；但是这种作法不应该成为建立工作人贞统一架构方面的另一个障碍。



委貝会的决定
I I I !■

116.委贞会决定行政协商合提出的义件，包括关于 I 9 8 3 年崔用这种工作人 

员的颈测， 委员会要求行政协商營在第十九届營4义时提供进一， 的资科，以便委 

贞会届时可以就这种工作人员的地位作出最后的决定，

B • 外勤人员服务条件的 

全面审査

117 .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审议了其秘书处和国际公务员联合所提出的义件，其 

中详细讨论了外勤人员的服务条件- 一不论是在联舍国系统，还是参加外地方案的 

政府和国际组织。 其中就是否可以进行改善以加强外勤人员的机动性作了一些建 

议。 委员会关于该届受4义工作的报告中分析了这些可能进行的改善，

务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1 1 8 .行政协商会主席指出了可供委员会审议的一些优先事項，其中除了别的以 

外，包括关于健康 , 私人所带物品的储藏，配偶的崔用，安全，训练和机动怪-等事 

项， 行政协商營同意有必要在工作人贞离开服务地点时偿还某些费用，但要求在 

委贞会就服务地点分类进行三年一皮的审査时也审査处境困难的服务地点的奖嚴办 

法， 他代表各组织通知委负会它们最近已经在组织同的阶层上决定改进外勤人贞 

的安全， 行政协商会 主̂张对某些津贴加以审査， 以期加强行政协调合所要求的工 

作人员机动性，但建议暂不考虑增加处境》 0^緣地点工作人员的财务奖励,等三方面 

组成的服务地点分类工作組依照生活和工作环境进一步加以审査后再考愿，该工作 

組将于本年晚些时候就处境困难服务地点的条件进行全盘审査。

119 .国际公务员联舍代表谈到需要一个外勤服务条件的比较的明确办法， 他 

并强调指出有必要适当地考虑在外地服务的一般事务人员的问题，并在这万 IU特别提



到有必要审査医药保险和职业发展的种种规定， 国际公务贞联会要求偿还离耿前 

费用，提高处境困难服务地点的财务突嚴。 在卫生条件、配偶崔用和信袋服务的 

使用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国际公务员联会代表主张设立一个外勤补助金, 

以表示承认外勤服务的特点。

120.独立职工会协调贞认为外勤人员的安全是需要优先注重的主题。 他并指 

出，外勤人员职类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应该加以审査，并认为应考虑发放一种危险 

补助金，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愿意鼓励使行政决策分散一点给外地一级， 他指出 

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领城，包括职位保障，住房条件和保险范® 的改善， 独立职 

工会协调会赞同秘书处文件中就服务条件的建议的改进办法，并特别提到有必要營 

还离职前的费用,改善私人财务的储藏和运送以及处境困难服务地点的财务奖励，

委负会的决定

121 .委员奢就外勤服务条件所进行的讨论见其第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第 I 3 2 

至 1 4 5 段。 委贞会指出安全和卫生领械需要优先注意。 委贞☆ 并决足：

( a ) 扩 大 1 9 8 3 年的三方服务地点分类工作组的耿权范围，便它也负责 

对服务地点和目前工作人员所额津贴及福利金进行全盘审査，其根据是各组织和国

际公务员联会所提供的文件；

( b ) 要求秘书处同行政协商会和工作人员代表嗟商，进一步研究机动性的 

慨念，包括审査是否需要开始发放或重新制定适当的津贴；

( C ) 要求行政协商資向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提出建议，或在适当时就审议 

下列事项后所采行动提出报告；私人财务的储藏和输送，配偶的崔用，工 人 员 及  

其家属到职前的慨况讲巧，通 信 （包括信贷服务）和外勤人贞贷敦设施的改善，委 

员会认为所有这些项目都属于机构间协调的广泛范围以内；

(d) 要求联合国秘书处向委员發第二十届資议就外勤事务职类的服务提出 

一个研究报告，其中包括薪金和有关职业的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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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指出秘书处进一步推展外地服务条件的工作，尤其是：

( 1 ) 考虑一个可用的基本原则来选定供未来研究用的 " 比较国" 以及可供 

定期比较用的一种办法；

②加强注意一般事务职类问题，尤其是服务所涉的职业成分，包括可以 

在空缺布告的散发方面拟订试验方案；

( 3 ) 研究有关外勤人员住房困难问题；

( 4 ) 就当前各种倡议所导教的全盘性研究方面的进展提出报告*

122,关于外勤人员安全方1/的条件，委贞会注意到行政协商会所报告的进展情 

况，并强调它仍然计划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 . 委页發要求行政协商營作出安徘， 

使其秘书处可以在机构间的阶展上适当地参加工作，以便委贞会继续，细获悉发展 

情况，

123 .关于卫生方面的问题，委贞資：

( a ) 注意到各医务主任所取得的进展，并支持他们的倡议，就是要求各行 

政首长的代表在委员会第十九届会4义提出报告，叙述作了何种安徘来确保在必要时 

切实为各种诊疗所提供資金，并说明都进行了何种适当的机构间舍作来协助因医疗 

原因而再职并迫切需要治疗或住院医治的工作人员，使之可以予支薪金，或向医院 

或医生保证他们的费用会全部付清；

( b ) 要求其秘书处向第二十届發议就外地一般事务人.员方面的差辱提供資

科；

(C J 决定同意让各组织偿付派往大多数服务地点被列为卫生条件不利的那 

些国家工作的人员的同行家属的基本身体检査费用，但两年期内一个工作人员不能 

超 过 Ü 1 5 0 ( 整个联舍国系统每年所涉费用是 150, 000 ) ,



124.委员会并同意偿付再开非总部的服务地点的工作人贞的离职前赞用，但有 

下列条件：

( a ) 只有在住宿旅馆有证据可査时才僧付；

( b ) 偿付数额限于有关服务地点每日生活津贴率的5 0 % ,而且最多1 0 天 , 

受抚养人可以领取这个比率的一半数额；

( 0 ) 工作人員最初任命时不得领取这种费用，

委员会注意到，对于联合国共同制度而言，營付这种离职前赞用需要《： 200, 000, 

委员資决定开始这种偿付， 自 1 9 8 3 年 9 月 1 日生效，

125.委员会并要求其秘书处向第十九庙發议，就总部服务地点以外的不同服务 

地点和适用于这些服务地点的工作人贞及其家属的举貼和福利金提出最新的资料，



第 七 章  

委员会按照规约第1 3 条采取的行动

A . 职业类共同分类法的审查

1 2 6 .委员会第十届会议决定，由其秘书处与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代表协两， 

然后对职业类共同分类法进行修改，并按照规定将修改情况向委员会提出报告。秘 

书处已就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三类职业的修改向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提 

出一系列建议。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1 2 7 .行政协商会主席指出，这小问题已由职务分类小组委员会进行充分协商。

1 2 a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代表指出，如果想把职业类共同分类法适用于非专业人 

员，可能会有问题，因为一些职务在某些组织被列为专业职务，在另一些组织却被 

列为一般事务类。 她强调职业类共同分类法适用时不能死板，并指出对职业类共 

同分类法的修改应该不断进行。

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

1 2 9 . 委员会注意到就修改专业、 管理和技术工作职业类共同分类法所采取的行 

动。

B . 共同工作领域标准（第 二 层 ）的制订

1. 土木工程师

130. 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审议了按照核定的协商程序制订的土木工程师第二展 

职业分类标准草案 . 行政协商会主庸和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庸都同意，各组织和工 

作人员代表的意见都已得到充分考虑。 委员会决定在共同制度各组织内立即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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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公布使用土木工程晰第二层标准，与总标准（第一展 ) 同时生效。

2 . 采购和订约专家

131. 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决定确定并公布采购和订约专家第二层标准立即在共 

同制度各组织适用。 委员会也注意到审计员、会计师和财务分析员第二展标准草 

案的现况，请秘书处把这三类工作的标准草案提交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 .

C. 纽约一般事务人员及有关职类的职务分类标准的制订

1 3 Z 委员会于1 9 8 2 年公布了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 儿童基金会协调委员会 

为纽约3 2 0 0个一般事务人员职位制订的标准，并在公布时请协调委员会继续为 

剩下的6 0 0 小非专业有关取类制订标准。 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审议了协调委员 

会的一份报告，其中就下列职务分别提出了分类标准：有关房舍维修的工底，有关 

航运、运输和收友的职类，印刷业，警卫人员，导游工作。

1 3 3 . 经过相当详细的讨论之后（见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工作报告第165—174 

段 5 ) , 委员会：

( a ) 注意到关于导游和警卫人员的职务分类标准；

( b ) 同意为三类工作（一类是印刷工人，另二类是劳力工人）制订的职务分类 

标准各自有一香标准，可用来区别其工作级别，因此，可以立即实施；

( C ) 请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 儿童基金会协调委员会继续执行任务，在委员会 

秘书处的技术协助下，把关于印刷工人的标准与两个关于劳力工人的标准合并为一 

个职务分类标准；

( d ) 如果协调委员会没有完成任务，则授权委员会秘书处收集任何其他必要资 

料，从技术观点把三♦ 标准合并为一小 ;

( e ) 授权委员会主席公布上述合并后的标准，供三个有关组织立即实施。



1 3 4 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审议了协调委员会制订的关于纽约工匠的联合职务分 

类标准，这个标准是根推第十七届会议核定的关于不同劳力工人的三种标准加以综 

合整理后制订的。

1 3 5 .委员会指出，这个综合标准是有关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可以完全接受的， 

并已由主席根据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的授权予以公布。 委员会感谢协调委员会及 

其主席圆满完成任务，并对标准的公布表示欢迎。

1 3 6 .现在公布的标准包括8 1个基准职务，分别代表第二至第八职等中的一级 , 

其中包括每一职等的最低一级以及•-系列基准职务，并对每职等有一个总的说明。 

第一职等不包括任何基准职务，只有总的说明。 这一职等是大部分需要密切监督 

的劳力工作，所要求的技术比学徒工要少。

P . 亚的斯亚贝巴一般事务人员 

及有关职类的职务分类标准的制订

1 3 7 .联合国在同亚的斯亚贝巴其他机构协商后，要求委员会就如何制订亚的斯 

亚贝巴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共同分类标准的工作提供咨询意见。 委员会第十 

七届会议审议了这一要求。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1 3 a 行政协商会主席说，各组织认识到，如果一个地方有一个以上的组织，那 

么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的分类标准应该相同，至少不应该彼此矛盾。 因此，

行政协商会希望在行政协商会一级制订全球分类标准的工作会受到重视， 各个組 

织则希望，亚的斯亚贝巴的标准，不论内容如何，不会访碍全球标准的制订工作。 

国际公务员联会指出，为目前调查所作的安排，可供外地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 

职务分类将来借鉴之用，因此对这种机构间的办法表示欢迎。

1 3 9 .非洲经济委员会工作人员代表大会主席要求获得保证，制订出来的标准对

- 39  -



该服务地点的全体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适用。 他强调指出，既缺乏一杳计划 

协助工作人员升级，职务分类计划与升级政策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 他又指出 ,  

如何区别专业和非专业工作存在着一些困难，并指出亚的斯亚贝巴并没有其他的雇 

個机构，可据以制订一个适当的薪金表。

委员会的决定

140. 委员会注意到亚的斯亚贝巴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职务分类联合委员会 

的工作时间表。 此外，委员会：

( a ) 欢迎在亚的斯亚贝巴设有机构的各组织主动地为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 

联合制订共同的分类标准；

(to) 注意到亚的斯亚贝巴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职务分类联合委员会的组成 

人员和任务；

(C) 请联合委员会考虑到委员会在公布纽约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职务分类 

标准时制订的准则和标准；

( d ) 指定联合国秘书处为提供第一线技术支助的主要机构，与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密切协商，并定期向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行政协商会的秘书处提供进度报告；

( e ) 指示委员会秘书处与有关各方保持联系，尽可能提供技术咨询意见，并在 

该工作方案的试验阶段参加工作；

( f ) 请行政协商会根据其为外地办事处-••般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拟订共同分类 

标准的经验，在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上就联合委员会提出的任何建议加以评论；

( g ) 请联合委员会向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提出临时报告，然后向第十九届会议 

提出最后报告和分类标准，供委员会审查和公布，



第 八 章  

委员会按照规约第1 4 条采取的行动

A . 人力资源的规划

1 4 1 .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曾审议人力资源规划的问题，第十七届会议又再度加 

以审议。 会议详情，包括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载于委员会第十七届会 

议工作报告， ' 经过讨论后，委员会：

( a ) 欢迎各组织主场采取行动，制订管理人力资源的综合办法，注意到已经取 

得的进展，认识到由于各組织工作方案的性质和结构不同，所需要的规划也不同， 

并强调人力资源规划即使并不复杂，也可以切实有效；

0 3 )重申委员会在向大会提出的第八次年度报告附件一中对各组织提出的建议；

( C ) 回顾大会第3 7 /  1 2 6 号决议，其中大会表示，认 为 " 委员会所设想的 

以人力资源规划为基础的人事统一管理办法可以帮助各组织有效地达成其方案目标， 

同时为共同制度各♦ 职类工作人员，不分长期服务或定期任用人员，提供更好的耿 

业发展条件" ；

(d)注意到各组织和n作人员代表普遍同意，应该对机构间工作人员技能统计制订 

共同办法，以加强职业发展机会，有助于组织间交流工作人员，并请委员会秘书处 

与有关各方充分协商，进一步拟订这一办法；

( e ) 指示委员会秘书处与行政协商会和工作人员代表进一步研究，是否可能召 

开一个人♦ 管理专家讨论会，讨论外地和总部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的人力资源 

规划问题；

i f ) 请委员会秘书处作为共同制度人力资源问题资料交换的中心机构。



B. 职业发展一一任用方式 

1 4 a 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审议了任用方式问题的最近发展情况，并指出各组织 

与委员会普遍同意，要设法消除任命在方式和条件方面存在的矛盾。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1 4 3 .行政协商会表示，各组织都希望以委员会制订的准则作为这♦领域的政 

策依框，但不能忘记必须考虑到某些法律问题和规定的权利• 他还请委员会注意 

立法机构所规定的某些限制。

1 4 4 .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庸表示，联会完全支持委员会秘书处的建议，把任用 

方式分为三类，并成立一个三方工作组， 联会也赞成把长期任用的名称和任用标 

准统一，特别是按照大会关于长期任用的第37/126号决议第四节的规定，工作最 

多五年即应考虑是否长期任用。 已经灯有长期合同的工作人员不应再规定试用期 

间，

1 4 5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召集人认为，任用方式有两个方面：一是需要一批核 

心的长期工作人员，一是工作人员希望工作有保障并了解有什么职业机会• 使任 

用制度更为划一的想法是值得欢迎的， 因为这有助于组织间交流工作人员，使连续 

签订定期任用合同的情况不至于象以前一样越来越普遍，

委员会的决定

1 4 6 .经过讨论之后，委员会同意，关于任用方式的工作座该考虑到对借调人 

员和专家需要继续采用定期任用办法。 还必须指出，才干、 忠诚和效率的最高标 

准既适用于长期任用人员，也适用于短期和定期任用人员。

1 4 7 .委员会决定：

( a ) 指示其秘书处继续与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协商，最 好 是 通 过 个  

工作组进行协商，以期在 1 9 8 4 年向委员会提出关于任用方式的建议；

( b ) 建议各组织考虑把任用方式分为下列三种基本类型：短期、 定期和



( e ) 请委员会秘书处就如何统一长期任用标准提出建议，包括有关任用 

方式在内，但对某些人员，例如借调工作人员或需要继续留用的专家，应准许以定 

期方式继续任用；

( d ) 建议各组织对签订定期合同而在工作一段期间后表现良好的人，一 

般不再对其适用试用期的规定。

C. 巡

1 4 8 .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审查了训练政策，将其视为統一人事管理的有关问 

题 ；审议详情见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的工作报告。 4 委员会在讨论了各项建议(其 

重点包括如何拟订需要倘计和评价的方法以及如何加强机构间合作）之后，通过了 

一项工作草案，并请秘书处将来提出一份进度报告。

D. 征聘政策

149• 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在审议向大会提出的关于职业慨念、任用方式、 职 

业发展和有关问题的报告时， 通过了一项关于征聘的工作总方案。 委员会第 

十八届会议考虑了秘书处提出的进一步意见，并以此为基础，决定了下列优先事项 

和时间表：

( a ) 飘选申请人的口试（第十九届会议）；

( b ) 审查教育证件、语文能力、工作经验；如何复查证明文件（第十九

届 会 议 ）；

( 0 ) 如何测验，包括审议考试是不是有效的飘别办法（第二十届会议）

( d ) 載选的程序和办法（第二十届会议）；

( e ) 开辟征聘来源，包括国际征聘服务（第二十一届会议）；



(f)

十一届会议）；

(g)

(h)

届会议）；

( i)  

( j)

对没有名额或名额不足的会员国的国民采取适当的征聘措施（第二

对妇女、青年和残废人士采取适当的征聘措施（第二十一届会议）； 

建立并维持职位名册，并研究组织间如何合作交换资料（第二十二

推广实施共同的发掘人才程序 ( 第二十二届会议）；

针对项目人员和当地征聘人员的专门政策（第二十三届会议）。

E . 升级政策

1 5 0 .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按照规约第1 4 条审议了秘书处提出的一份文件。 

委员会认为这是统一升级政策的第一步，对此表示欢迎，但由于行政协商会要求多 

给它时间考虑，工作人员代表又提出许多细节问题，因此，委员会决定：

( a ) 推返到第十九届会议再讨论这小问题的实质部分；

请行政协商会和工作人员代表向第十九届会议提出文件，讨论秘书 

处研究报告指出的问题或任何其他有关问题；

(C) 请行政协商会在其研究报告中列入关于特别服务地点津贴的政策和 

做法的统计数据和具体资料，包括关于津贴用途的统计数振。

退休政策和法定离职年龄

151 . 委员会第八次年度报告建议大会对于将法定离职年龄从6 0 岁延长到6 

2 岁的问题，推远作出决定，因为委员会希望在审查整个退休政策时审议这个问题, 

然后向大会提出委员会的看法。

1 5 2 .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审查了秘书处编写的一份文件，其中慨述了联合国



共同系统中现行的退休福利办法，包括保险和医疗在内，并搞要叙述了  1 9 8 2 年 

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就退休问题提出的主要建议。 这份文件还载入了劳工组 

织就老龄问题人道主义方面达成的一些结论，并就退休前计划提出了具体建议。最 

后，文件从对职业发展和地城分配的影响的角度讨论了法定离职年龄问题。

153 . 秘书处根据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和各组织提供的统计资料 , 

认为对于参加项目工作的4 0 % 的专业人员来说，工作人员连续退休根本不会影响 

职业发展，地城分配也不是个主要问题。 对于一般事务和有关职类的30, 0 0 0名 

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来说，地城分配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1 5 4 .秘书处编写的统计分析又指出1 服务年资 1 5 至 2 5 年以及在 4 0 岁以 

后才参加联合国工作的人最希望在6 0 岁之后尽可能累积福利。 各组织提供的数 

据还表明，现行的法定离职年龄并没有对项目人员普遍适用，各单位行政主管常常 

自行把工作人员的退休年龄延长到6 0 岁之后。 按照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精确他 

算 ，把法定海职年龄延长到6 2 岁，只会使平均离职年龄增加六个月。 如果这个 

分析是正确的，则秘书处根振有关征聘和组织内部升级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就对职 

业发展和地城分配的影响而言，内部和外部征聘之间的例关系比延长法定离职年 

龄所造成的影响要大得多。 联合国受地城分配规定限制的工作人员按地区和年龄 

分类的统计数推也证明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因为除了一个例外情况外，来自各个地 

区年龄超过5 5 岁的工作人员所的比例大敦与 5 5 廣以下的工作人员的比例相同，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1 5 5 .行政协商会主席指出，委员会原来促请大会在委员会通盘审查退休政策 

之前，不要决定法定离职年龄的问题。 可是，秘书处这份文件似乎并没有讨论这 

方面的人事政策，支持委员会的建议，把法定离职年龄从6 0 岁提高到6 2 廣。延 

长离职年條会对养恤金造成升么影响，大家早已知道，但各姐织都希望委员会秘书



处从人事管理所受影响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至于退休准备工作的建议，各组 

织认为秘书处关于遂步实施退休的建议太死板，在许多方面不切合实际。 按照所 

建议的办法采取特别措施会对各组织的资源产生什么影响，似乎并没有得到充分考 

虑 。 正如秘书处关于退休前训练的建议所指出的，要加强工作人员对退休的准备 , 

还可以实施许多别的办法。 在很大程度上，各组织已经在实施这份文件所建议的 

退休前方案，各组织之间并已就这些方案有相当程度的逢商。 因此，这些組织是 

可能赞成这些建议的。

1 5 6 .关于提高法定离职年龄到6 2 岁的问题，行政协商会的意见并不统一， 

有些组织赞成这个办法，还有些组织并不完全赞成，但表示愿意制订出一个具有最 

大夷活性的安排。 也有些组织反对提高法定离职年條，因为这有碍于实现其他人 

事政策的目标，例如从没有名额或名额不足的国家挑选人员来替换退休人员，从而 

改善地城分配情况 , 行政协商会的结论是 : 并不反对延长法定离职年铃，但由于 

好几个组织都提出了重要的保留意见，这个结论可能会有所修改。 这几个组织是 

不会接受现在这样的建议的。 可是，如果法定离职年静真的延长到6 2 岁，那么， 

行政首长应该有权基于该组织的利益要求工作人员在6 0 岁时离职。 因为工作人 

员既然有权在6 0 岁 （或在根据提前退休规定退休）时选择离职或继续工作到6 2 

岁，各组织也应该有相应的选择权 . 这个权力应如何规定则有待进一步讨论。

1 5 7 .联合国主管人事厅助理秘书长表示，秘书长在原则上并不反对规定以6 

2 岁为法定离职年热， 不过，他也要考虑某些联合国会员国表示的保留意见，因 

为仍有 1 5 个国家在秘书处没有名额， 2 7 个国家名额不足，所以地城分配仍然是 

个重要问题。 在目前阶段改变法定离职年龄，即使是按照秘书处的建议逐渐实施 , 

也会与联合国的征聘计划直接冲突。 无论如何，即使工作人员决定继续工作到6 

2 廣，对于不符合联合国利益的工作人员，秘书长最好仍有权要求他在6 0 多时海



1 5 8 .卫生组织代表发言强烈支持提高法定离职年静。 他指出，卫生组织在 

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曾经表示，由于近年来健康和平均寿命有很大的改进，对退休问 

题必须采取灵活的办法。 卫生组织认为，工作人员是否工作到6 2 岁不应该由行 

政首长决定，因为行政首长应该避免给人偏祖或武断的印象。 卫生组织认为，是 

否退休是工作人员自己的事，应由他自己决定。 粮农组织已经规定6 2 岁为法定 

离职年龄， 它的经務证明这一视定对职业发展和地械分配都没有任何不良影响。

1 5 9 .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席指出，这个议题可能在今后好几十年内对工作人员 

和各组织产生影响，因此值得慎重其事地加以考虑。 联会认为，既然影响如此深 

远，就不宜在本届会合促作出最后决定。 法定离职年龄纯粹是一个人事政策问题 , 

不应从养恤基金出现精算赤字的角度来讨论= 提高法定离职年龄对职业发展会产 

生什么影响，文件并没有提供园满的解答。 不仅对退休年龄，对退休本身，全世 

界各国都有不同的理论，

1 6 0 .如果要修改法定离职年龄，究竟是在 6 0 廣时离职还是继续工作，应由 

工作人员自己决定，不能由行政首长作主. 国际公务员联会完全赞成关于遂步实 

施退休和进行退休前准备的建议，并认为各组织在这方面还有许多事可以做。 总 

之，不论法定离职年龄的规定是什么，所有工作人员最重视的是他们在6 0 多时领 

取全部养恤金退休的权利。

1 6 1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召集人指出，这份文件谈到两个不同的问题。 协调 

会完全赞成秘书处关于退休准备工作的建议，并且协调会自己也向委员会提出了一 

份更评细的建议，实施一种由工作人员自行选择的遂步退休办法。 关于延长法定 

离职年龄的建议，协调会感到遗憾的是，文件中没有关于一般事务人员的统计数推， 

协调会赞成采取灵活办法，并认为工作人员应有权选择是否多工作两年，但这不应 

影响任何已经规定的权利，也不应影响取得全部养恤金的年龄。 此外，还应该考 

虑到，任何延长工作人员服务时间的办法都不应访碍职业发展；在这方面，秘书处



的说法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1 6 2 . 退职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代表支持秘书处就退休前准备提出的建议， 

并特别强调可以请退休工作人员来协助退休前方案。

养恤金联委会秘书处的意见

1 6 3 .养恤金联委会秘书着重指出，秘书处在编写这份研究报告时，曾与公务 

员制度委员会密切合作 . 为了改善养恤基金的精算结余，向大会建议了若干措施 , 

其中只有延长法定离职年龄到6 2 岁这个办法既不会增加各组织的负担，也不会牺 

牲工作人员的利益。 不仅如此， 由于养恤基金关于提早退休的规定比较大方，花 

费很大，如果延长法定离职年龄，可以有助于支付提早退休费用， 因此，联委会 

1 9 8 3 年 7 月召开的第三十一届会议再次建议以6 2 岁为法定离职年龄，并且现 

有的各种退休权利维持不变 .

委员会的讨论

1 6 4 .委员会对所讨论的各项人事政策问题意见完全一致，但对于法定离职年 

龄存在着艘见。

1 6 5 .委员会注意到， 对于是否把法定离职年龄从6 0 岁提高到6 2 岁的问题 , 

众说纷云。 有些成员赞成提高；有人主张维持现状；有人赞成把离职年龄提高到 

6 2 岁，但不希望加以强制规定；还有人认为，如果一个工作人员的工作的确重要 , 

而该人又愿意在6 0 岁后继续工作，则应请行政首长根据其职权在6 0 岁后继续给 

予任职。

1 6 6 . 大多数成员认为，从人事政策的观点，并没有任何非提高现行法定离职 

年龄不可的理由， 促使他们达成这一结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考虑到这一■措施可能 

访碍各组织力图取得工作人员公平地域分配的工作， 此外，他们还担心这一措施



在许多情况下会胆碍工作人员的职业发展。 在这方面，他们也考虑到联合国的立 

场，因为主管人事厅助理秘书长在委员会讨论这个项目时曾指出，如果在目前阶段 

改变法定离职年静，将与联合国征聘计划直接产生冲突，

1 6 7 .不过，有些成员认为，根据粮农组织的经验，把法定离职年龄从6 0 岁 

延长到6 2 ：̂ , 并不会妨碍公平地城分配或职业发展，因此主张必要时修订工作人 

员服务细则和条例，把各组织的法定离职年龄都规定为6 2 乡，但须遵守下列规定:

(a) 在由于现行征聘方案或人力资源发展计划而需要谨慎从事的一些组 

织，对非项目工作人员应该分三年逐步实旅。 在这类组织，不访自1 9 8 4 年 1 

月 1 日起把法定离职年龄提高到6 0 乡半，然后到次年切再提高六个月，直到 1 9 

8 7 年 1 月 1 日才提高到6 2多；

C b )对所有其他组织的非项目工作人员都自1 9 8 4年 1 月 1 日起开始

实施；

( 0 ) 对所有组织的项目工作人员都从1 9 8 4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 

委员会的决定

1 6 8 .委员会以多数表决决定，不向各组织建议在目前阶段改变现行的法定裤 

职年龄.

1 6 9 .此外，委员会考虑到各组织和工作人员的意见，并考虑到老龄问题世界 

大会的有关建议，决定向共同制度各组织建议：

( a ) 把退休准备工作视为不断发展的过程，并考虑采取适当措施，帮助 

工作人员从工作阶段过渡到退休阶段；

( b ) 保证全体工作人员早在离职之前就充分了解关于退休的规定；

( 0 ) 举办退休前训练方案，着重讨论生活资源问题，健康问题，以及退 

休后如何利用时间、 特别是休闲时间.



第九章

委员会按照规约， 1 7 条采取的行动

名•组织执行X 审议国际公务员 

制度委员会各项建议如决定的情况

1 7 0 . 委员会收到其秘书处的一份报告，其中载有名■组纽对 3 9 点调査表作出回 

答的分析结果，这份报告是按照委员会规约第1 7条而提送的，该条规定"委员会 

应向大会提送年度报告，包括其所作决定恥建议的执行情况的资料， 这项报告应 

通过其他名•组织的行政首长送交各组织理事机拘，亦应送交工作人貝代表 "•

1 7 1 . 第 1组问题（第 1 至 1 0 ) 其中涉及委员会规约第1 0 至 1 2 条规定的赂 

偿都分 . 1 4 ♦ 组纽作出的回答的分析结果显示，关于教育补助金，子女津贴， 

离职僮金，工作人员薪给税，解雇偿金， 回国补助金、死亡补助金等问题，委员会 

的各项建议衡决定受到狠高程度的应用。 应当提到，委员会的早期年度报告也涉 

及下列事项：一般事务命其他当地征戰职类工作人员薪给表的应用 ( 规约， 12条r ,  

工作人员薪给税率命外勤工作人员祖金津贴计划 '7等其他事观

1 7 Z 第 2 组 问 题 （第 1 1 至 3 8 ) —般按照委员会规约第1 3 加 1 4 条规定， 

其中渉及职业发展加人事政策问题• 关于职业共周分类，改叙郁分，长期棄1定期 

工作人员的比例，选择标准、面试、 决定人选程序，人事交流 > 训练》任期保障、 

笑励办法等问题，得到了各种回答，对这些回答加以分析后显示，在委员会具有推 

荐权力的领城，一般对委员会采取的立场仍然遵守，值得赞扬但程度较低• 毫无 

疑问P 其中部分原因是，各组织在某些领城由于历史或其他业务因素，一直维持其 

作法，委员会在这些领械上行使了明智的眼制权力。

1 7 3 .最后，调查表（C)郁 分 （第 3 9 ♦ 问 题 ）涉及按照生活与工作条件的工作 

地点分类计划。 这些回答的分析结果显示，所有组织正在实施委员会颁布的计划， 

在外地没有工作人员的那些组织则为例外，



1 7 4 . 委员会也牧脚了行政协廣会的说明，其中涉及关于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年度 

报告引起的间题的各立法机构的决议翁决定如何报导给委员会，以及委员会的工作 

如何报导给各立法机构，

1 7 5 . 委员会决定，对所有收到的资料，表示赞赏 , 并且对各组织应用，执行或 

审议委员会的洛壤建议和决定，表示養扬， 主要在规约第 1 4 条下的人♦政策領 

域，委员会考虑到的各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遵行，只有少数例外,

1 7 a 各小河题 jfo附加说明的各组织所有回答摘要，载于本报告附件四内，



第十章 

其他事项

A . 工作人员参加委员会的工作愈会议

177• 委员会在第+ 七衡十八届会议_h进行大，讨论之后 , 已经决定，全球性工 

作人员机构应邀就第3 7 条第2 款下议程的任一项目参加委员会的会议并作出发言 

之前，应当符合下列标准：

( a ) 其所厲组织应当符合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 (f)条所列的承认标准；

( b ) 其代表的工作人员最好属于一个以上的组织，工作地点肯定应超过一处：

( 0 至少应代表共同制度工作人员的2 5 % .

1 名成员对此问题表示保 f 态度，

17& 根据上述考虑并在独立职工会协调会的要求下，委员会决定，只要独立职 

工会协调会继续满足上述标准，就会向它发出请贴， 不过，委员会不邀\请国际公 

务员协会動工会联合会，因为它不符合这些标准》

1 7 a 这些标准也适用于调整数咨委会以及委员会按照其《议事规则》第 1 2条所 

可能设立的其他委员会命附属机构，

B.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命工程处地区 

工作人员有关的当地雇用条件的调查

1 8 0 . 委员会按照其规约第1 2 条 第 1款，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教济细工 

程处灼旦地区工作人员的薪金栽1其他雇用条件，进行了调查• 委员会的一组成员 

在安曼开会，就此问题向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提出具体建议* 这方面的详情， 

请参看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的第1 4 7 — 1 5 Û段。



c . 拟议的劳工组织补充养他金计划

1 8 J L 在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审议了这个议题之后，8 , 主展在第十八届会议上， 

摘述了后来发生的情况，包括以行政协调会主席身分的联合S 秘书长，劳工组织劳 

工局局长，委员会主庸自已之间的信件来往；信件副本已散发委员会所有成员風

1 8 a 劳工组织的代表摘述的拟议的计划，其主要的论点在于，劳工组织专门人 

员职类养恤金领取人目前的退休金不足以代替收入，尤其是那些在高生活水平 ®家 

退休的 7 0 % 劳工组织官员• 他指出，劳工局局长在1 9 8 3 年 1 1月劳工组纽 

理事院下一次会议上提出一项计划，其中包括：补充养恤金，遇有退休^ 死 亡 *残  

废情况一律支付；补偿养恤金，如果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在某一圓支付的 

养恤金的取代价值比美国同等退休人员的低得很多，则作出选择性支付。 这项计 

划的全郁费用，倍计占应计养恤金薪给的7 % , 由劳工组织（ 4 % ) 翁参与者 (3  %) 

分摊 .

183. 1 9 8 3 年 7 月，理事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进行了讨论，联合国合办工作人

员养性基金的秘书对此作了口头报告， 他指出，鉴于该基金的精算失衡，有人对 

于就各成员国资源作出相互冲突的索赔，表示关心， 此外，组织之间的机动性， 

可能受到访碍 . 当美元疲群时，华盛顿公式曾经具体地试图就其中某些问题取得 

妥协，但是，由于美元升值，情况已有改善， 理事会不能支持拟议的劳工组纽补 

充养恤金计划，理由很多，主要是由于不应当访碍旨在改善该基金的精算情况的努 

力，



1 8 4 . 国际公务员联合会主席说，在每个组织之内，行政当局⑧工作人员代表有 

权就服务条件进行谈判， 劳工组织的计划， 旨在解决在共同制度一级无法以令人 

满意的方式加以应付的某一组织的问题 .

委员会的讨论加决定

1 8 5 .委员会注意到，据劳工组织的倍计， 它4 % 的捐敦每年共计2 0 0 万美元•

1 8 6 .委员会同意：

( a ) 劳工姐织的行动将透反诺贝尔梅耶原则中固有的同工同酬原则，这些原则 

已用于决定专门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薪给；

i h ) 就一个组织而言，在目前的联合国/ 美国总共补偿比较下，养他金的价值 

将受到影响，对其他组奴也可能产生影响，

不过，委员会一名成员不赞成这种看法，他认为，这些措施并不损害共同制度的基 

本原则或诺贝尔格耶原则，

1 8 7 . 除了一名成员之外，委员会其他成员均认为，拟议的劳工组织的行动不符 

合委员会在执行其规约所载的任务时所定的目标* 因此，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已 

授权其主席写信给身为行政协调会主鹿的联合圓秘书长，大会第 36/1233号决议曾 

经委托秘书长负责保证采取适当猎施，以期支持委员会努力促进共同制度内的统一 

射协调行动 ,同时要求他在劳工组织养恤金计划问题付诸讨论时把委员会的看法告 

诉行政协调会，

18& 后来，委员会第+ 八届会议得知，行政协调会没有正式讨论这小问题，因 

此 , 委员会各成员惋惜地说，在共同制度内负有协调责任的行政协调会迄今没有就 

此问题表示态度》 委员会决定，它的看法应转达至劳工组织理事院•



脚 注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3 0 号 》（A/37//30)。

于 1 9 8 3年指滅。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3 0 号 》（A//37//30),第 65—

8 5 段。

工CSqX17yR.28,第 71—79 段。

工GSC/18/^. 33,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3 0 号 》（A//37X30)第 178段。 

工CSCÎ/17/R.28, 第 122—132 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3 0 号 》（A/^37X3o),氣 men

a i s  段 .

这些数字不包括卫生组织所有地点的工作人员和组约以外的联合国工作人员。

工GSC/aa/R,33,第 132—142 段。

同上，第 1 3 2 -1 4 5 段。

也请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3 0 号 》（A/37/30), 

附件一，附录二，第 5 8 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3 0 号 》（A/37/"30),附件一， 

附录二，第 7 4 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3 0 号 》（A/^37y/30),附件一， 

附录二，第 5 6 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3 0 号 》（A / 3 6 / 3 0 ),第 126— 

1S8段，以及《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3 0 号 》 ( AX35/^ 

3 0 ) ,,第  178-185 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3 0 号 》（A//36/30〉，第 1S9— 

143 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3 0 号 》（V / 3 5 / 3 0 ),第 2 2 9 - 

233 段 *

工GSC/a7/R.28» 第 236—24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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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  I l

6*2

G-3

6-4

0-5

G-7

6̂ 8

G-9

附件三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建议的 

蒙特利尔一般事务人员薪金表 

( 1983年 4月 1 日 生 效 )

级 数

工工 I I I IV V VI V II V I I I

11 935 12 627 13 319 14 012 14 715 15 436
10 173 10 713 11 253 11 793 12 332 12 873

13 294 14 058 14 839 15 629 16 424 17 217 18 011 18 80S
11 233 11 829 12 425 13 018 13 614 14 209 14 804 15 400

14 745 15 619 16 492 17 365 18 239 19 111 20 017 20 928
12 355 13 010 13 665 14 320 14 975 15 629 16 284 16 940

16 129 17 077 18 024 18 971 19 944 20 931 21 917 22 903
13 393 14 104 14 814 15 524 16 232 16 942 17 652 18 362

17 675 18 701 19 753 20 822 21 893 22 963 24 03A 25 169
14 552 15 322 16 094 16 864 17 63S 18 405 19 175 19 947

19 364 20 526 21 692 22 854 24 021 25 253 26 48S 27 719
15 814 16 651 17 490 18 327 19 166 20 004 20 842 21 681

21 200 22 460 23 722 25 038 26 375 27 710 29 046 30 379
17 136 18 043 18 952 19 858 20 767 21 675 22 583 23 490

23 274 24 684 26 135 27 588 29 040 30 491 31 977 33 494
18 629 19 617 20 604 21 592 22 579 23 566 24 5S3 25 539

27 154 28 815 30 478 32 178 33 914 35 652 37 389 39 161
21 297 22 426 23 557 24 684 25 812 26 942 28 071 29 200

注：工作人员薪金税以3 6个月平均汇率计算， 1 .20加拿大元= 1 美元。



附件®

发给共同制度各趙织的关于 

各组织执行X 审议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情况调査表

( 为便于参考起见，在每一•问题之后加列委员会年度报告的编号和参考段落）。

(a)

1. 责组织是否提供委员会所建议的教育补助金经费？ （A / 3  7 X 3  0 , 第 

1 9 7 — 1 9 8 段 ）

2 . 关于专业人员的子女，肚，责组织是否提供经订正的数额并辦韵情况维持 

当地最低数額？ （ A / 3  7 / 3  0 , 第 2 1 2 段 ）

3 . 责组织是否以薪金毛额计算离职偿金，并按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加权平均 

数变动予以调整？ （ A / 3  6 / 3 0 , 第 1 1 9 段 ）

4 . 责组织是否按委负会所提于1 9 8 1年 1 月及其后开始生效的建议对一般 

事务人员及有关各类工作人员采行工作人员订正薪给税率？如答案为是， 

这些税率是否适用于所有工作人贞？如答案为否，可否就责组织将如何采 

行这些税率提供计划详情？ （ A//3  5 / 3  0 , 第 8 3 — 8 5 段 ）

5 . 责组织是否采行教育补助金规定下可偿还的核定费用递碱比率？ （ A /

3 5 / 3  0 , 第 1 5 6 段 ）

6 . 在教育补助金方面，责组织是否定出液低货市数额？ （ A / 3  5 / 3  0 ,  

第 1 5 6 段 ）

7 . 责组织是否提供伤残子女教育特别经费？ （ A//35/30,第156段 ）



8 . 责组织是否提供服务终了补助金？ （A / 3 3 / 3 0 , 第 1 7 4 段 ）

9 , 责组织是否在离职工作人员提出已迁离最后服务地点所在国的证明居才支 

付回国补助金？ （ A / 3  4 / 3  0 , 第 2 5 段 ）

1 0 . 责组织是否采行死亡补助金标准条件？ （ A//33/30,第 1 9 4 段 ）

( b ) 职业发展一 （上次年度报告A / 3  7 / 3  0 第 3 1 1段和附件一实际上已慨述 

了委员会在这方面的所有工作。以下提到各点列有委员会第八次年度报告（英义本 ) 

的页数，以便利各组织提供答复）。

1 1 . 责组织从1 9 8 3 年 1 月 1 日后是否开始就以下两项采行经过订正的职业 

共同分类：

( A ) 已叙级的所有新职务？ （第 9 6 页 ）

( B ) 尚未分类的现有职务？ （第 9 6 页 ）

1 2 . 责组织在第二级标准公布后是否照样采行这种标准？ （第 9 6 页 ）

13. ( 1 ) 责组织是否考虑按业务需要定出长期和定期工作人员的比例？ （第 

9 6 页 ）

( 2 ) 如答案为是，其结果如何？

14. ( 1 ) 责组织是否对长期和非长期工作人员提供接受职业发展计划的均等机 

会？ （第 9 6 至 9 7 页 ）

( 2 ) 如定有任何限制，如按年限叙级和须最低服务几年才可适任某些职务 

等，则请具体说明。

1 5 . 责组织是否对所有各类工作人员散发一切空缺通告？ （第 9 7 页 ）

1 6 . 责组织是否事前审查空缺通告中的资格要求，以确保所提要求与职务有关，



而且是必要的和无破视性，并确保教育、训练、健康和经验年资等要求与 

根据职务分析结来而得出的职务需要相称？ （第 9 7 页 ）

17. 责组织的通告是否以组织内每一种工作语印发？ （第 9 8 页 ）

1 8 . 责组织是否遵守下列标准：物色人选时不得以性别、年龄、国籍、仪表或 

与才能无关的考虑因素为依据；不得把在組织内的资历深浅作为升级的考 

虑因素，除非在根据资格要求和工件表现对两个或多个人选很难取舍的特 

别情况下才考虑服务年资较长的人选？ （第 9 8 冗 ）

1 9 . 如果用考试作为决定内部就业安置的根据，则这种考试的进行方法是否不 

会因性别、年静、国籍、义化等而有所技视？如何做到这点？ （第 9 8 页 ）

2 0 . 选找过程中的面试是否有一定的内容？是否都用同样的方式进行以求尽量 

客观，防止作出容易产生偏见的与性格有关的全盘评价？是否使用了所要 

问的问题清单并对从事的面试的人事专员和管理人员提供面试技术训练？ 

( 第 9 8 页 ）

2 1 . 对管理人员和其他具有作出与长期职业有关的决策权力的人员是否提供多 

文化训练？请提供现有统计数字。 （第 9 8 页 ）

2 2 . 责组织是否吁请组织成员国不要施加压力，要求在其公民的职业友展上有 

所偏粗？ （第 9 8 页 ）

2 3 . 是否采行共同的决定人选程序，首先在组织内部然后在共同制度的其他组 

织内物色合格人选，最后才从外界来源遂选？ （第 9 8 页 ）

2 4 . 贵组织是否采用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公务员制度安会）建议的空缺通 

告表？ （第 9 8 页 ）

25. (A) 责组织是否作为一项政策向公务员制度委会统一空缺通告筒报提供资 

料？ （第 9 9 页 ）



( B ) 收到统一空缺邀告筒报后，如何处理这些筒报？

26. ( A ) 责组织是否按公务贞制度委会的建议采行职业规划做法？ （第 9 9 

页 ）

( B ) 责组织是否使用公务员制度委会建议的成绩考核表格？是完全照用 

还是经过修改？请详细说明。 （第 9 9 页 ）

2 7 . 责组织是否作过任何具体努力增加组织间的交流？ （第 1 0 0 页 ）责组织 

是否有调动政策？ （第 1 0 0 页 ）责组织是否鼓厳横向的调职？请伴细说 

明。 （第 1 0 0 页 ）

2 8 . 责组织是否采用建议用于模范管理训练方案的各个要素？ （第 1 0  0 页 ）

2 9 . 责組织是否执行公务员制度委会建议的1 3 項具体措施，以确保有不良 

影响的破视对工作人员的职业前途不发生作用？ （第 1 0 0 页和A / 3  5 /  

3 0 第 2 9 1至 2 9 2 段 ）

3 0 . 责组织是否采行人力资源规划？请详细说明。 （第 8 9 冗 ）

3 1 . 责组织理事机构是否曾被要求或将被要求确保必要的灵活性，以在一定的 

派算期间内执行升级和降效的分类决定？ （第 9 0 页 ）

3 2 . 责组织立法机构是否曾被要求批准增加必要的资源以执行和维待共同职务 

分类标准？ （ A / 3  5 / 3  0 , 第 2 5 1 至 2 5 3 段 ）

3 3 . 责粗织是否使职务分类活动同预算程序、征聘方寒、训练、人力資源规戈《J、 

职业规划和升级办法保待联系？怎样进行？ （第 9 0 页 ）

3 4 . 责组织对公务员制度委会关于联系职等的建议作何种审议？ （第 9 0 页 ）

3 5 . 责组织是否设想过在征聘工作人贞时昔诉他们最有可能的雇用期间？怎样

做到这点？ （第 9 1 页 ）
• . - • - .



3 6 . 责组织是否向理事机构提出公务员制度瓷会的建议，即在雇员五年优良服 

务期满后，对长期任用给予一切合理卞虑？ （第 9 2 更 ）

3 7 . 责组织是否研究用什么方法在现有薪金表的级数和幅度范SI内提供适当的 

奖场？ （第 9 4 页 ）

3 8 . 责組织是否评价训练需要？ （第 9 5 页）

(c) 其他方面

3 9 . 责组织是否采行关于工作地点分类的规定？ （ A / 3  5 / 3  0 , 第 2 2 4 

至 2 2 6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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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a 就 头 1 0 个问题而言，难民专员办事处称有可能作一个综合性的答复：对所提 

到的各个项目，除极少数例外/ 变动情况外，难民专员办事处在采行公务员制 

度委员会的建议X 决定时都遵行联合国H 内瓦办事处的做法。

b 民航组织理* 会通过了订正税率并将其载入《民航组织工作人员条例》内 .这  

些税率适用于1 9 8 2 年 1月 1 H或以后加入的所有工作人员。 理事会也决 

定作为过渡措施， 1 9 8 1 年 1 2 月 3 1 日或之前的在职工作人员将继续适用 

从前的工作人员薪金税，直 到 1 9 8 3 年公务员制度委会对蒙特利尔的一般 

事务人员薪金和工作条件进行调査后理事会就各项建议作出决定为止。 理事 

会将在 1 9 8  3 年 1 1月 1 4 日至 1 2 月 1 2 日第110次会议上审议公务员制 

度委员会的调査报告。 理事会决定的效力可追溯至1 9 8 3 年 4 月 1 日。

C 委员会曾两次建议所有组织提供服务终了补助金，但两次都被联合国大会驳回 .

d 在执行了定于1 9 8 3 年 9 月在难民专员办事处开始执行的总标淮后，这种情 

况将会改变。

e 虽然第二级标准尚未采用，但已计划将其适用于土木工程师。

f  在 1 9 7 0 年尝试过 .将长期和定期任用工作人员的需要同业务需要联系起 

来似乎不切实际，

g 2 5 %分散于各小级别和组织单位的工作人员将为定期任用，

h 参加一般事务人员升等专业人员考试的，限于在联合国连续服务五年以上并具 

有大专教盲资格者（参看大会第33X1 43号决议第一节第1 te)段 ）. 但是语 

文员额如翻译和口译的考试则对合乎所要求条件的各类工作人员开放，不论其 

任用时间的长短 . 一般来说，按年限叙级不作为训练活动的一项要求 .

i 定有某些限制，如申请周期性休假或研究时，必须在此之前或之后各服务若干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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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限制：工作人员经费总额的0.2% . 在职训练主要是从组织利益着眼， 

工作人员在其开始工作的初期或接近退体时不应接受这种训练 .

难民专员办事处外部研究方案是针对服务满三年以上持有《工作人员细则》第 

100^所规定合同的经常工作人员 . 另见注 il.

专业人员员额：是，但服务期为一年以下的员额除外；干事和干事以上空缺不 

发通告 . 一般事务人员空缺通告只在内部分发，

(一） 受地城分配限制的员额：作为一项规定，从 ？ 一 1 至 P — 2 各级服务期达 

一年以上的所有待补空缺，都要散发职务说明，但以下员额除外：指定需参加 

任用考试的员额、大会第 35/21 O f决议第一节第4 段中所提为代表性不足而 

其国民又主要持有定期合同的会最国人选保留的员额以及担任助理秘书长和副 

秘书长特别助理的员额，

P 不受地城分配限制的员额:必要时就需要使用特别语文的员额和一般 

事务人员及有关类别的员额发布通告 . 有时对若干其他情形也作出特别安排， 

如专门聘任为环境规划署服务的工作人员、经机构间协商后专门就机构间基础 

上出资的房额聘任的工作人员等 .

考试的进行以面向职务为主，要衡量语文、数学、编 写 和 秘 书 的 技 能 .其 性  

质不是衡量一般的能力，文化或教盲水平，进行这类衡量的考试往往会造成硬 

视 . 民航组织的考试都经仔细准备，其结采都受到审査，以保证不存在各种 

形式的硬视，

面试并不全都具有一定内容. 民航组织认为不带有一定内容的面试混合进行 

时，比一系列问题全都相同的内客一定的面试更能广泛而全面地评价某一个人 

选. 有时也向对人选进行面试的人提供问题清单，尤其是面试者是在区城办 

事处办事和对面试没有经验时 . 目前很少提供正式的面试技术训练，

按照大会第35/210#决议，作为一项规定， ？一 1和 ？一 2 两级的征聘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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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竞争考试进行 . 因此，这两级待聘任的员额中有3 0 % 已保留下来供一般 

，务人员升任专业人员，其余的员额（也属这两级）则指定在国籍基础上以竞 

争考试任用 . 已发出空敏通告或刊登广告的所有其他员额，内外人选均在考 

虑之列 . 在填补这些空缺时，通常先优先考虑具有必要资格及经验的工作人 

员，接下来再考虑共同制度其他组织的人选 .

难民专员办事处职业发展和训练股已发展出一种计算机化的技能资料系统，不 

仅确定了具体专业、教育和当代语文的技能，也按职务和地区登记了优先职业 

及指出所进行或所需要的训练 . 除了这个资料系统外，还补充有针对总郁和 

外地所有各级的职业咨询和训练方案，包 括 管 理 训 练 在 这 些 活 动 加 上 办  

事处的轮调政策，构成了难民专员办事处职业规划方案的基础 .

由于近东救济工程处除联合国大会外，不另设理♦ 机构，因此这个问题不适用 . 

主任专员可灵活处3Ë.

详情参看 ICSg/18/Tî. 32号文件第5 U x 3 c i v )段.

气象组织在采行总标准后，联系职等的做法已经停止 .

关于专业人员中考虑长期任用的人数比例，教科文组织指出这个问题已在 

1 9 7 4 年由教科文组织大会决定 .这方面的情况将由执行局最近的会议审 

査， 教科文组织称公务员制度委会的建议与该组织的做法相符 . " 事实上， 

总干事所通过的给予不确定任用的标准中规定应审査所有五年连续服务期满工 

作人员的情况，以判定有无可能在大会和执行局所核可的范围内将定期任用转 

为 不 确 定 任 用 鉴 于 以 上 所 述 ，总干事认为目前公务员制度委会关于长期耿 

业慨念、任用类别、职业发展和有关问题的研究不要求执行局采取特别行幼 .

由于这是民航组织长时期以来的政策，不须要将此事提交民航组织理事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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