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 合 国   A/62/642

 

大  会  
Distr.: General 
9 January 200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8-20423 (C)    120208    130208 
*0820423* 

 

第六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142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经费的筹措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

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秘书长的报告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 3

二. 任务执行情况 ................................................................ 3

三. 资源使用情况 ................................................................ 26

A. 财政资源................................................................ 26

B. 月度开支模式............................................................ 28

C. 其他收入和调整.......................................................... 28

D. 特遣队所属装备：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 29

E. 未编入预算的捐助的价值.................................................. 29

四. 差异分析 .................................................................... 30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 33

 

 



A/62/642  
 

08-20423 (C)2 
 

 

 摘要 

 本报告载有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科行动）2006 年 7 月 1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联科行动在该期间的支出总额，已通过按下列构成部分归类的成果预算框

架与特派团的目标相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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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类别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军事和警务人员 231 253.2 231 857.0  (603.8) (0.3)

文职人员 83 396.9 80 324.9  3 072.0 3.7

业务费用 158 239.2 138 587.7  19 651.5 12.4

 所需资源毛额 472 889.3 450 769.6 22 119.7 4.7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8 020.1 7 597.9 422.2 5.3

 所需资源净额 464 869.2 443 171.7 21 697.5 4.7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 — —

 所需资源共计 472 889.3 450 769.6 22 119.7 4.7

 

人力资源在职情况 

类别 核定数 a 计划数(平均) 实数(平均) 空缺率(百分比)b

军事观察员 200 200 194 3.0

军事特遣队员 7 915 7 844 7 753 1.2

联合国警察 450 441 386 12.5

建制警察部队 750 688 646 6.1

国际工作人员 469 458 373 18.6

本国工作人员 590 576 530 8.0

联合国志愿人员 282 210 227 (8.1)

临时职位
c
  

 国际工作人员 9 8 3 62.5

 本国工作人员 18 13 — 100.0

政府提供的人员 8 8 8 —
 

a
 系 高核定数。 
b  

根据每月在职和核定数计算。 
C  

在一般临时人员项下供资。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见本报告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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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维持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科行

动）的预算载于秘书长 2006 年 4 月 13 日报告（A/60/753），并在其后 2006 年 9

月 26 日的报告（A/61/468）中得到订正，预算毛额为 472 889 300 美元（净额

464 869 200 美元）。预算编列有用于以下人员的经费：200 名军事观察员、7 915

名军事特遣队员、450 名联合国警察、750 名建制警察部队人员、469 名国际工作

人员、590 名本国工作人员、282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27 个一般临时助理职位（9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18 名本国工作人员）和 8 名政府提供的人员。 

2. 大会根据载于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联科行动经费筹措的报告中

的建议（A/60/896,第 52 段；A/61/551，第 14 段），以第 60/17 B 和 61/247 号

决议，批款共计毛额 472 889 300 美元（净额 464 869 200 美元），作为特派团

2006/07 年期间的维持经费。这笔批款已全额分摊给会员国。 

 

 二. 任务执行情况 
 
 

3. 安全理事会第 1528（2004）号决议设立了联科行动，任务期限自 2004 年 4

月 4 日起， 初为 12 个月。安理会第 1652（2006）号、第 1682（2006）号、第

1726（2006）号和第 1739（2007）号决议规定了本执行期的任务。安理会第 1682

（2006）号决议授权增加联科行动的编制，至多再增 1 500 人，包括 多增加 1 025

名军事人员和 475 名民警人员。安理会第 1739（2007）号决议将联科行动的任务

期限延长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其任务如该决议第 2 段所述。 

4. 该行动的任务是协助安全理事会实现总的目标，即恢复科特迪瓦的正常局势

和总体安全。 

5．在这一总体目标范围内，联科行动于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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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框架按构成部分分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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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报告根据 2006/07 年度预算确定的计划成果框架，对实际执行情况进行评

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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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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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1：停火 

预期成绩 1.1：科特迪瓦安全情况实现稳定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不发生违反 2003 年 5 月 3 日全面停火协定

的事件（2004/05：2 宗；2005/06：0 宗；

2006/07：0 宗） 

实现，没有发生违反 2003 年 5 月 3 日全面停火协定

的事件 

根据《利纳-马库锡协定》、《阿克拉协定三》

和《比勒陀利亚协定》建立一支改组和改编

的科武装部队（科特迪瓦国家武装部队）

根据 2007 年 3 月 4日签署的《瓦加杜古和平协定》，

两支部队-新生力量与国防和安全部队合并为一支新

的科特迪瓦统一国防军。在 2007 年 4 月 23 日的会议

上，国防部长决定设立一个处理未来国防军定级问题

的委员会。政府的目的是将两支部队合并，然后通过

奖励措施逐步减少其兵力 

没有报告说已发生未签署 2003年 5月 3日

全面停火协定的武装团体威胁平民人口的

事件（2004/05：3 宗；2005/06：0 宗；

2006/07：0 宗） 

实现，没有报告说已发生未签署 2003 年 5 月 3 日全

面停火协定的武装团体威胁平民人口的事件 

科特迪瓦各方和邻国充分遵守军火禁运规

定(2004/05：不遵守事件 2宗；2005/06：0

宗；2006/07：0 宗） 

实现，没有违规事件的报告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525 600 个机动和徒步巡逻人日(每次巡逻

20 人×每连 2次巡逻×36 个连×365 日) 

560 580 西区：每次巡逻 15 人×22 301 次巡逻；

东区：每次巡逻 15 人，13 611 次巡逻；

阿比让：每次巡逻 15 人，1 460 次巡逻 

巡逻次数改变，因为西区局势有变。目的

是加强联科行动在前信任区内的存在 

273 750 个部队安保/管制人日（每个检查站

25 人×每营 3个检查站×10个营×365 日）

171 915 启用 18 个检查站，意味着西区 98 550

个安全/管制人日；东区 73 365 个 

只有部署在前信任区内的营在检查站设

岗，其余检查站已停用 

2 880 个空中巡逻时数（6 架直升机×40 小

时/直升机×12个月） 

178 178 个空中巡逻时数（3 架直升机×6.59

小时/直升机×9个月） 

空中巡逻时数比计划少，因为安全局势有

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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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区及西区，37 230 个军事观察员机动巡

逻人日（每支巡逻队 2 名军事观察员×3 个

巡逻队×17 个队部×365 日） 

32 457 撤消信任区后巡逻次数减少，在西区，每

次巡逻 3 名军事观察员×4 949 次巡逻；

在东区，每次巡逻3名军事观察员×5 870

次巡逻 

730 个汽艇巡逻日，包括在阿比让阿布里耶

泻湖的巡逻和紧急撤离(2 艘汽艇×365 日)

520 视情况需要 2 艘汽艇×10 次巡逻×26 个

星期 

不需要紧急撤离 

编写 12 份向科特迪瓦制裁委员会和安全理

事会提交的关于武器禁运遵守情况的报告 

9 向科特迪瓦制裁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

分发关于武器禁运遵守情况的报告 

平均每周在 2 个海港、3 个机场、4 个简易

机场、10 个军事基地和 5个边界过境点组织

和实施对飞机和运输车辆上的货物进行 7次

检查 

360 每月在 2 个海港、3 个机场、6 个简易机

场、14 个军事基地和 5 个边界过境点进

行检查。由于业务需要，在军事基地和简

易机场的检查次数增加， 

部队指挥官参加12次关于区域和特派团间合

作的会议，包括与下列单位召开的会议：西

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防务和安全

委员会、联合国塞拉利昂综合办事处(联塞综

合办)、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利特派

团)、联科行动和联合国西非办事处(西非办

事处)，重点讨论遏制武装集团越境移动以及

开展行动打击武器非法流动的问题 

13 会议 

与科武装部队举行定期会议，就监测边境情

况提供咨询，特别注意利比里亚难民的情况

和战斗人员的流动 

是 每月与科特迪瓦国防和安全部队筹备和

行动中心举行会议，每周在区和营一级举

行会议 

每日与科武装部队和新生力量的军事人员

联络，以促进科特迪瓦所有武装力量（包

括部署在阿比让和信任区内的联合国-科

特迪瓦警察/军事联合巡逻队）的互信 

是 平均每日举行 3次联络会议，每周 5日。 

组办与四方协调委员会的月会和每周三方

会议，讨论停火协定的执行情况 

否 由于 2006 年 8 月新生力量决定停止与政

府对话 

定期就科武装部队和新生力量对《利纳-马

库锡协定》、《阿克拉协定三》和《比勒陀利

亚协定》的军事责任，包括在制定业务准则

方面，向它们提出咨询意见 

是 平均每星期 3次会议，共 156 次会议 

75 190 个部队安保人员人日，用以向科特迪

瓦政府的部长们和其他主要政治领导人提

供近身保护(部队 206 人×365 日) 

75 190 部队安保人员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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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600 个机动和徒步巡逻人日(每次巡逻 20

人×每连 2次巡逻×4个连×185 日) 

44 400 巡逻人日(每次巡逻30人×每日8次巡逻

×185 日) 

13 875 个部队安保/管制人日（每个检查站

25 人×每营 3个检查站×1个营×185 日）

13 875 部队安保/管制人日 

13 505 个部队安保人员人日，用以向科特迪

瓦政府的部长们和其他主要政治领导人提

供近身保护(部队 73 人×185 日) 

13 505 部队安保人员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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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国前战斗人员和前民兵重返科特迪瓦社会方面取得进展；将

科特迪瓦境内的外国前战斗人员遣返和重新安置，同时特别关注妇女和儿童的具

体需要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有 48 064 名在科特迪瓦的外国和本国前战

斗人员重返社会、得到遣返和重新安置，其

中包括 42 564 名新生力量成员和 5 500 名

政府军人员（2004/05 年度：0；2005/06 年

度：0；2006/07 年度：48 064 人） 

 

由于《瓦加杜古和平协定》的执行工作被拖延，在科

特迪瓦的外国和本国前战斗人员没有重返社会、得到

遣返和重新安置，这主要是因为缔结协定前的和平进

程实施工作十分缓慢。各方未能在 2007 年 4 月 23

日 后期限前解散民兵和拆除战斗人员营区，因为上

述任务的规划所需详细程度超过了协定的设想 

3 000 名前儿童兵恢复正常生活、重返社会

并与家人团聚（2004/05 年度：0；2005/06

年度：0；2006/07 年度：3 000 人） 

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

金会）正在向 1 200 名以前参加武装团体的儿童提供

协助。协同地方伙伴、伙伴机构以及世界银行、世界

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粮农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和联科

行动等机构实施了这项方案，涵盖地区为布瓦凯、科

霍戈、马恩、达纳内和洛古瓦勒。国际援救委员会协

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拯救儿童联合会和儿童基金会

正在实施各项方案，对新生力量武装部队控制下的比

昂库马和图巴地区的 500 名自行复员的前儿童兵颇

有助益。在这些儿童中，有 100 人返校上学，其余

400 人则在非正规的职业培训中心学习 

2 000 名前武装民兵人员重返社会（2004/05

年度：0；2005/06 年度：0；2006/07 年度：

2 000 人） 

有待参加解除武装和解散方案的民兵人员业已确定。

2006 年 7 月开始与部分团体进行谈判，2006 年 7 月

26 日在该国西部的吉格洛开始进行了首次解除民兵

武装的尝试。在这次尝试期间，全国解除武装、复员

和重返社会方案登记了 981 名民兵人员，他们仅上缴

110 件基本无法使用的武器和 6 975 发各类弹药。这

大大低于每名战斗人员的武器弹药比率。由于上缴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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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数量偏低、质量低下，该进程于 2006 年 8 月 4 日

被中止。在参加该方案首次尝试的 981 名民兵人员

中，500 人加入了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管理的、欧洲联

盟供资的重返社会方案，该方案旨在成为一个试验项

目和建立信任措施 

20 000 名前非武装民兵人员参加由全国解除

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开发署和非政

府 组 织 经 管 的 可 持 续 经 济 和 发 展 方

（2004/05 年度：0；2005/06 年度：0；2006/07

年度：20 000 人） 

没有实现，因为民兵的解除武装和复员工作尚未开始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就建立一个工作队，实施为前战斗人员和前

民兵人员制定的经济和发展重返社会方案，

向科特迪瓦政府提出咨询意见，同时就妇女

和儿童的具体需要提出特别咨询意见 

否 工作队没有成立，因为解除武装和复员工

作尚未开始。在与全国解除武装、复员和

重返社会方案开会期间提出了有关妇女

和儿童特殊需要的咨询意见 

就实施重返社会方案的问题，向全国解除武

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提出咨询意见，同

时就妇女和儿童的具体需要提出特别咨询

意见 

是 通过与全国复员方案每周举行会议，就与

武装力量有关系的妇女参加解除武装、复

员和重返社会方案问题提出了咨询意见。

还着重就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

的性别平等主流化问题，包括现有 17 个

地点的营区住房和设施男女分开问题提

出了咨询意见 

就制定和实施全国宣传方案以支持重返社

会方案的问题，向国家方案提出咨询意见 

 

是 通过每月与全国复员方案举行会议，制定

全国宣传运动战略。协同全国解除武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和政府对口单位（全

国复员方案和统一指挥中心）启动了全国

公共信息宣传运动，期间用法语播放了解

说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 10

个短小节目；编制了 1份传单、1个动画

海报和 1个常问问题单。由于解除武装和

复员工作尚未开始，该运动暂停实施。 

每周与世界银行、开发署、儿童基金会、人

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欧洲联

盟和参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解除

武装、复员、重返社会、遣返和重新安置方

案的捐助界召开机构间协调会议 

否 机构间协调会议于 2007 年 4 月 14 日复

会，每月举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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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国方案、总理办公室、开发署、世界银

行、欧洲联盟、西非经共体、非洲联盟和捐

助界召开年度会议，讨论解除武装、复员、

重返社会、遣返和重新安置方案的区域层面

问题，特别关注妇女和儿童的具体需要 

 

否 定于 2007 年 2 月 20 日和 21 日举行有总

理办公室、开发署、世界银行、欧洲联盟、

西非经共体、非洲联盟和捐助界参加的联

科行动/全国复员方案联席讨论会，但由

于总统和新生力量领导人之间正在进行

的直接对话当时所具有的敏感性，讨论会

被推迟 

每日用 5种本国语言播送无线电节目，分发

以本国语言编制的 15 000 份小册子/传单，

为媒体和外交人员举办 12 次情况介绍会，

播放一部电影、一段录像片和展览 200 张照

片，开展外展活动，其中包括举办 12 个论

坛和 5个特别活动 

是 

 

2006 年 7 月播放了 10 个宣传解除武装、

复员、重返社会的短小节目；围绕 208

项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活动每天定

时播报新闻和时事；联科行动调频台播放

了对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方案主管

的 3次采访；组织了 60 次新闻吹风会， 

  其中一半以上吹风会讨论了解除武装、复

员、重返社会问题；编写了 10 份通讯，

其中包括有关民兵解除武装和解散/反叛

人员解除武装和解散问题的文章；编写了

关于信任区问题的解释性说明；在科特迪

瓦广播电视台（科电视台）播放了一个关

于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的 26 分钟

电视节目；制作了一部电影（12 分钟）

并在 12 次联科行动论坛期间放映了这部

电影，突出展示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

会如何促进和平进程；向国际广播业者分

发一个 8分钟录像片；定时播报电视新闻

（60 个录像材料），内容包括当地电视台

和国际电视台制作、提供和播放的各种节

目；编写了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传

单（1 50 000 份）和漫画（1 50 000

份）；组织了 5 场海报宣传运动；并制作

了 150 盘宣传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

的光碟，发给社区电台宣传 

在 11 次论坛（阿贾梅（2次）、邦戈洛、

布纳、铁比苏、塔布、圣佩德罗、塞布罗

科（儿童论坛）、亚穆苏克罗、阿塔库波

和塞盖拉）上和 11 次学校巡回宣传节目

中解释和讨论了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

会问题 

与全国复员方案的官员举行了 8次会议，

讨论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领域的宣

传沟通运动、与这场运动有关的文件及该

领域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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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个重返社会地区实施前战斗人员的重返

社会项目方面，向联合国机构和其他伙伴

（国际非政府组织、全国解除武装、复员和

重返社会方案）提供技术援助（运送设备和

其它后勤支助，包括制定通讯和运输支助应

急计划，以及供应水、住房和发电机）和咨

询意见 

是 制定了解除武装和复员实施计划，并查明

技术需求。开始在奥迭内、卡尼、费尔凯

塞杜古和旺戈洛杜古建造 4个解除武装、

复员、重返社会营地 

就为前民兵人员制定的社会和经济重返社

会方案，向总理办公室提出咨询意见 

是  

实施 10 个速效项目 否 实施了 3个项目。其余 7个项目有待解除

武装和复员进程开始和完成后实施 

 

11 个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区范围内

11 个解除武装场所的安全安排，包括收缴和

存放武器弹药场地的安全 

否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尚未开

始实施 

11 个解除武装场地的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

的收缴、保管/存放、运输和（或）销毁/使

之失效 

否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尚未开

始实施 

 
  构成部分 3：人道主义和人权 

预期成绩 3.1：在尊重人权和追究科特迪瓦境内侵犯人权事件的责任方面取得进展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科特迪瓦政府至少再批准一份国际人权文

书，并按科特迪瓦签署的现有条约的规定，

至少提交一份定期报告 

科特迪瓦政府没有批准国际人权文书，也没有向条约

机构各机制提交初步或定期报告 

在科特迪瓦工作的国家和国际人权组织及

非政府组织对侵犯人权事件进行调查，并就

该国的人权状况发表 5 份报告（2004/05 年

度：0 份报告；2005/06 年度：7 份报告；

2006/07 年度：5份报告） 

已达到。发表了 8份人权报告 

查明严重侵犯人权的人，并提请主管民事和

（或）军事司法当局加以注意（2004/05年度：

0；2005/06年度：95；2006/07年度：25）

查明 52 名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人，并提请有关当局予

以注意 

冲突各方制定及实施停止使用儿童兵行动

计划（2004/05 年度：0；2005/06 年度：0；

2006/07 年度：2） 

新生力量武装部队和西部地区的民兵团体分别于

2005 年 10 月和 2006 年 9 月对停止使用儿童兵行动

计划作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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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倡导批准更多的国际人权文书，并协助编写

及提交给条约机构的定期报告 

是 与国家当局合作在布瓦凯、亚穆苏克罗和

阿比让组织和实施了一项培训方案，介绍

国家和民间社会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

的作用（共有 90 人代表国内民事和军事

当局参加）。培训科目之一是联合国人权

条约系统 

协同地方非政府组织（科特迪瓦发展权利

协会）和大赦国际地方支部共同组织了 2

期关于批准《罗马规约》等国际文书问题

的讲习班 

就人权问题和标准向科特迪瓦政府和国家

机构，包括全国人权委员会、立法机构和司

法机构以及民间社会组织提供咨询意见 

是 与司法部长和人权部长举行了 9 次工作

会议，商讨科特迪瓦人权状况以及如何设

法提高国家当局履行义务促进和保护公

民权利的能力。拟定了 1份组织职能图表

发给各部，以便将人权置于政府政策和战

略的重要位置 

每周开会审查人权状况，包括就各种问题

和标准在国家一级向国内安全、人权、司

法和民族和解各部、军事检察官和军队代

表以及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地方一

级向新生力量民事和军事当局以及省长、

县长和其他文职和军事官员提出咨询意

见 

就如何开展调查、起草报告和进行宣传运

动每月向非政府组织提出咨询意见 

协助制定《全国人权行动计划》 否 

 

因政治进程无进展和政府内的对话者经

常更换而推迟 

全国 9个外地办事处的人权干事每天进行访

问，向地方当局、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宣

传人权问题 

是 编写了关于该国总体人权状况的每日形

势报告，其中包括与地方当局和非政府组

织监测、报告和定期审查有关情势 

为在全国 5个地区开展工作的地方民间社会

组织的 500 名成员举办 5次讲习班，介绍民

间社会可在促进人权方面发挥的作用 

是 在 4个不同的区域地点（阿比让、布瓦凯、

奥迭内和亚穆苏克罗）举办了 4 次讲习

班，介绍民间社会在促进人权方面的作

用，有 500 人参加 

组织了 7 次有民间社会组织和民事及军

事当局参加的讨论会/纪念会：布瓦凯有

1 000 人参加；奥迭内有 11 000 人参加；

阿比让有 200 人参加；达洛亚有 300 人参

加；科霍戈有 100 人参加；亚穆苏克罗有

300 人参加；乌梅有 1 000 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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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国 9个地方的 100 名地方非政府组织工

作人员提供关于调查和记录侵犯人权情况

的培训 

是 来自 9 个地点的 100 名地方非政府组织工

作人员在阿比让接受了培训，由于安全问

题和后勤困难，无法在某些区域地点开展

培训 

每月在阿比让召开一次人权专题小组会议，

请联合国各机构、科特迪瓦政府、国家机构

（包括国民议会和经济社会理事会）、国家

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等方面的代表参加，以便

协调行动，实施关于促进和保护科特迪瓦人

权的全国人权战略 

 

否 起草了人权专题小组的职权范围，并于

2007 年 5 月 22 日提交联合国国家工作

队，同日获得核准。2007 年 6月 12 日举

行了一次由国家工作队代表组成的专题

小组会议 

非政府组织论坛“非政府组织人权协会”

在阿比让举办了 14 次关于人权问题的会

议 

为国家机构（包括国民议会和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司法部门、律师协会、学术界和民

间社会举办 2次全国座谈会，讨论冲突后的

社会中的人权保护和司法行政问题以及民

间社会在促进人权与民族和解方面的作用 

否 因政治进程无进展而没有举行全国座谈

会 

共为 500 名科特迪瓦军人、执法人员和司法

人员举办 5次人权培训班和进修课程，同时

特别重视妇女和儿童的权利 

是 在布瓦凯、阿比让、达洛亚和阿本古鲁为

科特迪瓦军人和执法官员举办了 4 次人

权培训班，举行了两次有军人和人权问题

执法和司法人员（约 500 人）参加的人权

典礼/庆祝活动（布瓦凯和阿比让） 

每两个月报告一次全国的人权状况，提请科

特迪瓦司法和执法当局注意侵犯人权的问

题 

否 印发了 2 份报告，所述期间分别为 2006

年 5 月至 8月和 2006 年 9 月至 12 月。印

发的报告数目少于预期，因为鉴于有关的

核实与核证程序，每两个月印发公开报告

的做法确实力不从心，也不现实 

派出 5个特别实况调查团，调查科特迪瓦境

内的严重侵犯人权事件 

5 对杜埃奎境内所犯侵犯人权行为和指称

在阿比让、瓦乌阿（马拉韦）和阿莱贝存

在乱葬坑和贩卖人口现象一事展开特别

调查 

参加联科行动、联利特派团和联塞综合办的

人权部门举办的 2次次区域协商、协调与合

作会议，以便协调行动及加强合作，改善次

区域的人权状况 

否 参加人权高专办在达喀尔举办的一次有

罪不罚、歧视和贫穷问题次区域会议 

每两个月向安全理事会第 1572（2004）号决

议所设委员会报告一次有关科特迪瓦境内

侵犯人权问题的事态发展 

否 2006 年 11 月和 2007 年 2 月向安全理事

会制裁委员会提交了 2 份关于人权事态

发展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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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武装冲

突中的儿童问题监测和报告机制的建立和

运转情况 

否 由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组成的工作队举行

了 3次会议。联科行动和儿童基金会负责

管理武装冲突中的儿童问题监测和报告

机制的建立和运转事宜 

每两个月向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号决

议所设工作组报告一次受武装冲突影响的

儿童所受严重侵犯和虐待情况 

否 每两个月编写一份报告并提交给安全理

事会第 1612（2005）号决议所设工作组。

定期向工作组通报安全理事会第 1612

（2005）号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 

每年就儿童所受严重侵犯和虐待问题提出

有关监测和遵守情况的国家报告 

 

是 已列入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关于

科特迪瓦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的年度报

告 

就关于制止儿童所受严重侵犯和虐待的行

动计划的制定、实施和监测，向冲突各方提

供咨询意见 

是 与新生力量武装部队领导层举行了 3 次

会议，与民兵团体领导人举行了 2 次会

议，就制止使用儿童兵的行动计划的执行

提供咨询意见 

提供资料，将之编入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

第 1612（2005）号决议提交给安理会的监测

和报告机制建立情况报告 

是  

开展新闻活动，提高普通公众对人权的认

识，方法包括每周播放 40 个无线电节目，

印发 15 000 份传单，每两个月举办 1 次新

闻吹风会，开展外展活动，其中包括 2个论

坛和 2次特别活动 

是 制作了 2期电视节目“走和平之路”和一

张海报“罪犯在哪里”；在布瓦凯组织和

庆祝了国际人权日；分别就两个人权专题

（“青年与人权”和“危机期间的妇女权

利”）制作了 2个电视节目，每期 52 分钟；

与来访的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特别代表

共同举办了 5 次关于人权问题的新闻发

布会；在联科行动调频台播放了 40 个特

别节目（“争取权利”）；自 2006 年 9 月以

来每月增播两次“切勿侵害我权利”节目；

就人权专题制作了 1个电视节目“和平之

路”；编制了 1 份人权传单和 1 份特派团

配套材料插刊；为区域人权办事处制作了

20 个横幅；制作了有关 4个专题的 3 000

张海报；并制作了有关人权问题的无线电

节目，每周广播两次 

实施 5个人权速效项目 3 已实施 

预期成绩 3.2：科特迪瓦境内人道主义状况得到改善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该国北部和西部重新开张的医院和医疗设

施总数增加 25％（2004/05 年度：0；2005/06

年度：280；2006/07 年度：500） 

已达到。北部、中部和西部有 567 个医疗设施重新开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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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流离失所者回到家乡的总人数增加

350 000 人（2004/05 年度：0；2005/06 年

度：1 000；2006/07 年度：425 000） 

在总数大约 700 00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中，只有

6 000 人回返，因为安全局势动荡不安，基本基

础设施仍遭到破坏，无力接收全部流离失所者 

利比里亚难民回到利比里亚的总人数增加

250％（2004/05 年度：5；2005/06 年度：

13 785；2006/07 年度：35 000） 

已达到。35 000 名利比里亚难民在联合国难民事

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协助下返回家园或

自行重返家园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每周召开机构间会议，协调联合国系统在科

特迪瓦的人道主义工作 

 

52 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主持下为联合国

国家工作队和人道主义机构每周举行一

次有联科行动参加的协调会 

就全民公平接受教育权利方面的问题，向全

国教育部提供咨询意见 

是 通过与国家教育部官员举行 2 次会议 

每季度组织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讲习班

和全国运动，由各级政府和学校当局参加 

是 协同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

和防治艾滋病事务部组织了世界艾滋病

宣传运动；在学校并为广大民众组织了艾

滋病毒/艾滋病宣传运动；为宗教领导人

和非政府组织妇女领导人举办了 3 期讲

习班；参加了全国运动的 16 次活动（论

坛和巡回宣传活动） 

每周与难民署召开机构间定期协调会议，商

讨利比里亚难民遣返方案 

是 35 000名利比里亚难民被遣返，其中16 200

人通过难民署遣返 

每季度根据与联合国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

开展的人道主义评估工作，编写人道主义局势

联合评估报告，其中列入按性别划分的资料 

否 根据在西部进行的联合评估工作印发了

1份人道主义局势评估报告 

 

每两个月为政府官员、民间社会和捐助界召

开一次宣传会议，每季度举办一次研讨会，

讨论弱势群体的境况，同时特别关注妇女和

儿童 

是 在阿比让为妇女组织的 40 名妇女代表举

办了 1期讲习班，包括介绍妇女的人权和

制止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行动；在阿

比让为妇女组织和监狱当局的 30 名妇女

代表举办了 1次研讨会，包括介绍狱中妇

女的特殊需要，以及要求采取各种办法确

保狱中妇女免于性剥削和性虐待的各项

国际文书的相关规定 

在达洛亚（85 名参加者）、奥迭内（200

名参加者）和科霍戈（35 名参加者）为

妇女组织和司法部代表举办了 2 次会议

和 4次研讨会，讨论如何打击暴力侵害妇

女和切割女性生殖器行为和《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布瓦凯为 100 名

未成年的母亲和女青年举办了关于儿童

和受教育权问题的宣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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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21 个速效项目，改善已经返回家乡的

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境况，并实施以儿童和男

女平等问题为重点的 10 个速效项目 

21 3 个儿童保护项目、2个艾滋病毒/艾滋病

项目、6 个青年和社会娱乐中心、6 个学

校改造项目和 4个卫生中心改造项目 

 

构成部分 4：和平进程 

预期成绩 4.1：科特迪瓦实现统一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科特迪瓦各方恪守国际工作组根据安全

理事会第 1633（2005）号决议拟定的执

行路线图的时间安排 

根据代替路线图的《瓦加杜古和平协定》的执行时间表，

设想在10个月的期间内即于 2008年 1月 4日前完成时

间表所列的所有任务，然后举行一次总统选举（目前预

测选举将于 2008 年 10 月举行） 

使科特迪瓦全境重返工作岗位的公务员

总数增加 300％（2004/05：0 人；2005/06：

5 000 人；2006/07：20 000 人） 

估计有 24 437 名公务员，其中有 8 384 名返回北部的

19 个省，3 962 名返回西部的 7个省。国家重新部署委

员会继续向返回西部、中部和北部的人支付津贴 

科特迪瓦广播电视台的广播媒体覆盖科

特迪瓦全境 

在全国安装 7个新的调频台（总数 19 个），地域覆盖率

45％，人口覆盖率约 60％ 

科特迪瓦参加根据《利纳-马库锡协定》

和《阿克拉协定三》建立的各科特迪瓦-

布基那法索-马里联合委员会会议 

未达到。未设立各科特迪瓦-布基那法索-马里联合委员

会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

否） 说明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2005年10月

6日的决定和安全理事会第 1633（2005）

号决议所设国际工作组在秘书长特别代

表共同主持下每月召开会议，包括秘书处

的支助 

是 在2007年4月13日以前举行了6次会议。

国际工作组决定不举行进一步的会议，因

为《瓦加杜古和平协定》没有规定需要举

行这些会议 

调解组（秘书长特别代表、联合国科特迪

瓦选举事务高级代表、南非特使、西非经

共体执行秘书特别代表和非洲联盟委员

会主席驻科特迪瓦特别代表）在秘书长特

别代表共同主持下每周召开会议 

否 在 2007 年 1 月以前举行了 22次会议。上

次会议期间，国际工作组决定不举行进一

步的会议，因为《瓦加杜古和平协定》没

有规定需要举行这些会议 

与政府官员、政治团体和包括妇女组织在

内的民间社会组织定期开会，支持政治进

程 

是 与政府官员、政党和民间团体举行了 35

次会议；2006 年 12 月和 2007 年 1 月在

塞布罗科举行 2次工作会议，会议召集了

政党、科特迪瓦人民阵线和反对党的 19

名妇女；2006 年 11 月和 2007 年 1 月为

女议员和女部长网络以及妇女领袖联盟

等非政府组织举办了 3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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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旨在促进民族和解的建立信任措施向

科特迪瓦政府和各政党提供咨询意见 

是 通过与科特迪瓦人民阵线和乌弗埃提斯

特保卫民主与和平联合会举行的 10 次会

议 

为政府官员、政党代表和包括妇女团体在

内的民间社会安排十次有关全国妇女团体

预防和解决冲突能力建设问题的讲习班 

否 没有举办讲习班，因为利益攸关方注重直

接对话 

同西非经共体和其他国际伙伴合作，就全

国各地重建国家权威和公共基础设施问

题，向包括国土管理部长在内的政府当局

提供咨询意见 

是 10 次提供咨询 

就妇女更多地参与各级政府问题向科特

迪瓦政府提供咨询意见 

是 通过与各个政治领导人包括附属于作为

执政党的科特迪瓦人民阵线、新生力量和

乌弗埃提斯特保卫民主与和平联合会的

妇女政治领导人举行 10 次会议；与卡加

杜古的调解人举行 1次会议，重申有必要

争取妇女参加和平进程，特别是政治进程 

就全国重新部署公务员问题向重新部署

行政机构全国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 

是 通过一个联合技术委员会加强行政机构

的重新部署。在联科行动无线电台为社区

和回归者开展宣传运动 

就在全国开展身份查验工作向总理办公

厅、国家身份查验办公室和身份查验国家

监督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 

是 在定期会议期间，向前总理提供咨询。此

外还就在全国开展身份查验工作与选举

官员举行 35 次会议 

参加《利纳-马库锡协定》所设科特迪瓦、

马里和布基那法索联合委员会 

否 有关方面没有设立委员会 

由联利特派团、联科行动、联合国西非办

事处、联塞综合办组成的特派团间跨界问

题工作组每季度召开会议 

4 关于跨界问题的会议 

支持和平进程的全国新闻和宣传方案，包

括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以 5 种民族语

言播出的广播节目、每月 2小时的电视纪

录片播放时间、每周新闻吹风会、分发

12 种通讯以及 12 个区域的外展运动 

是 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以下语言播放广播

节目：法语、马林克语、bete 语、鲍勒语、

Yacouba 语和盖莱语；每日播放新闻节

目，包括重大消息；播放文化节目（每周

33 次）、社会节目（每周 27 次）、人道主

义节目（每周 30 次）、建设和平节目（每

周 20 次）和体育节目（每周 2次），并实

况报道24次活动；举办60次新闻吹风会、

12次记者招待会和100多次新闻界采访；

制作 10 种通讯；出版连环漫画（50 000

份）；海报（170 000）和传单（400 000）；

在全国举办 11次外展论坛，在 11 间学校

为 100 000 名学生组织巡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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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 12 分钟的录像，在学校巡回宣传车

播放；制作和播放 12 分钟的录像，内容

涉及与舆论界领导人的传统沟通；制作 9

个 26 分钟的电视节目，题为“和平之路”，

每月在科特迪瓦无线电台播放，直到

2006 年 12 月；委派一个由 40 名科特迪

瓦青年组成的和平之星网络，他们与和平

使者一起担任科特迪瓦人民的和平促进

者 

对 20 名当地记者展开核心新闻技巧和实

践方面的培训 

90 在阿比让和亚穆苏克罗训练当地记者 

向制裁科特迪瓦委员会提交 12 项有关科

特迪瓦媒体煽动仇恨和暴力事件的报告 

12 报告 

执行 21 项速效项目 31 执行 20 个保健和公共服务项目、6 个艾

滋病毒/艾滋病项目、2 个法治项目和 3

个儿童保护项目 

 

预期成绩 4.2：在科特迪瓦举行公开、自由、公平和透明的选举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成立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包括 19 个区

选举委员会和 68 个省选举委员会（2005

年9月22日成立了独立选举委员会，2006

年3月7日重新组建的委员会成员宣誓就

职）。 

在科特迪瓦全国设立 24 个区独立选举委员会。区选举

委员会的原估计数目为19个，因为科特迪瓦有19个区。

但独立选举委员会增设了 5个区选举委员会，所以总数

共为 24 个。2007 年 6 月 30 日省选举委员会有 68 个 

在科特迪瓦全国完成选民登记工作并编

列选举人名单 

独立选举委员会未开始登记选民 

在所有 19 个区建立 11 000 个投票站。 未达到，因为选举未能举行 

至迟于 2006 年 10 月 31 日举行总统选举 根据 2007 年 3 月签署的《瓦加杜古和平协定》中的计

划，在协定签署后 10 个月内举行选举 

根据科特迪瓦选举法，在总统选举 6个月

内举行议会选举。 

未达到，因为选举未能举行 

外界观察员证实举行了公开、自由、公平

和透明的选举 

未达到，因为选举未能举行 

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期间不发生暴力

事件 

未达到，因为选举未能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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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

否） 说明 

就中央、区、省和地方各级选举进程向独

立选举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 

是 通过每两周与独立选举委员会主席和中

央委员会其他成员举行一次会议，每周与

区独立选举委员会举行会议 

评估独立选举委员会的需要，并就编制议

会选举预算，以提交可能的捐助者的问题

提供咨询意见 

是 编制一项与独立选举委员会共用的科特

迪瓦选举拟议预算 

就执行选民教育方案、制定媒体宣传内容

和媒体教育运动问题向科特迪瓦政府和

独立选举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 

是 办法是与负责选民教育的独立选举委员

会成员、政府新闻和通讯中心和负责流动

法院运作的司法部每月举行会议；参加选

举工作组就选民身份查验和选举事项每

周提供咨询 

在全国 19 个区选举办公室的选举活动规

划和选民教育方案政策制定方面，向区和

地方选举当局提供咨询和技术援助。 

否 因为区和地方当局的选民教育计划未完

成 

向独立选举委员会提供咨询，指导为其工

作人员制定和实施一项有关选举法、操作

程序、行为守则以及选举进程其他方面的

训练和能力建设方案 

是 办法是就 24 个区独立选举委员会成员的

能力建设提供咨询，并为 23 个培训班提

供支助 

向独立选举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指导其

更新登记方案，管理选民登记数据库，公

布选民名册；并就设计和采购选举材料、

包括选票事宜提供咨询意见 

否 因为独立选举委员会负责选民名册和选

举材料的小组委员会尚未投入工作 

就制定点票程序和结果核证机制问题向

独立选举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 

否 因为点票程序的初步措施尚未完成 

向联合国科特迪瓦选举事务高级代表提

供信息和咨询意见 

是 通过 14 个区选举办公室的半月和每周报

告 

在向各选举站分发选举材料方面提供支

助（700 个飞行小时和 20 000 公里的公

路运输） 

否 选举未举行 

展开支持选举进程的大众宣传运动，包括

使用 5种民族语文的每日广播节目、分发

以各民族语文印制的 15 000 份小册子/

传单、每月向媒体和外交界发布新闻、一

部电影、录像材料、100 幅照片、外展活

动，包括组织 12 场新闻宣传活动 

是 设计一项宣传和通信战略，并与科特迪瓦

的主管机关——独立选举委员会讨论该

战略；在 12 个外展论坛上讨论与选举有

关的问题；制作 50 000 幅漫画、169 300

份海报和 365 000 份传单，以支助巡回法

庭；为所有社区电台编制和散发 150 张光

盘，包括以法语和本国语言编制的关于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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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法庭的信息和宣传短小节目；在重新启

动巡回法庭进程之前筹办一次通讯活动，

题为“支持巡回法庭的动员和社会通讯计

划”，并向司法部通讯办事处传送该项计

划；协同司法部用法语和本国语言为全国

所有社区电台编制和分发 150 张光盘，每

张载有关于巡回法庭的 42 个宣传短小节

目 

根据联科行动军事部队的能力在部署区内

保障选举进程的安全 

否 选举进程未能启动。草拟了保障安全的计

划 

 
 

构成部分 5：法律和秩序 

预期成绩 5.1：强化科特迪瓦的公共法律和秩序，培养国家警察和宪兵的可持续

作业能力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在科特迪瓦北部建立并部署一支 600 人

的临时辅警部队，开设 4个警察局和 2个

宪兵团 

为新生力量部队训练了一支 600 人的辅助治安部队。

2007 年 3 月 19 日，在北部 59 个地点部署了 109 名军官

和 387 名军士。5 个警察局已启用；但 2 个宪兵团尚未

设立 

在科特迪瓦北部开设一个警察培训设施 布瓦凯维持武装部队训练学院进行局部翻修，用于对北

部 600 名辅警进行培训 

安全部门改革联合协调委员会批准一项

科特迪瓦国防和安全部队结构调整计划 

在科特迪瓦安全部队改革和重组方面没有取得进展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

否） 说明 

对科特迪瓦北部的 20 个警察局、6 个宪

兵团、警察分局、宪兵连和宪兵队进行日

常指导访问 

是 对科特迪瓦北部的 5个警察局、4个宪兵

连、34 个警察局和 46 个宪兵营进行日常

指导访问 

就科特迪瓦北部临时警察队伍候选人的

审查、征聘、登记、培训、认证，向执法

机构提供咨询意见 

是 对北部其余 67 个辅助人员的甄选过程进

行监督 

就在科特迪瓦全境恢复民警维持治安的

整编和重组方案，向国家警察和宪兵提供

咨询 

否 整编和调整方案尚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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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警察和宪兵举办 12 期关于国际公

认执勤标准的进修班 

否 除了为 67 名辅助人员进行培训之外，还

在南部为国家警察和宪兵举办有关人权

和管理的 2期进修班。提供其他培训方案

的建议未获国家警察和宪兵接受 

为国家警察和宪兵举办 5 期关于两性平

等问题的进修班 

否 在给 67 名辅助人员的培训中纳入两性平

等问题，并为国家警察和宪兵举办 2期进

修班 

就警务、调查、警民携手维持社区治安和

特别方案，向国家警察提供咨询意见，特

别注意妇女权利和防止性暴力 

是 通过日常指导访问 

参加区域合作倡议，与联利特派团和联塞

特派团一道打击人口贩运和有组织犯罪，

解决妇女和儿童遭受性剥削的问题 

否 由于缺乏人口贩运案件的报道 

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过程中指导

和监测 600 名新生力量辅助治安人员的

活动 

否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没有开始 

每月为在该国部署的联合国人员进行100

次安全护送，并向 11 个解除武装、复员

和重返社会场地派遣治安增援部队 

156 护送 

在宪兵和警察学院为 900 名国防和安全

部队成员举办 6期培训班，改进其控制人

群的专业能力 

否 因没有与国防和安全部队达成协定 

18 500 个巡逻人日（每次巡逻 2 名联合

国警察×50 个巡逻队×185 日），目的是

在东区和西区的整个政府控制区和沿控

制区一带恢复法律和秩序以及公众对国

家机构的信任 

20 000 巡逻人日（每次巡逻 2名联合国警察×50

个巡逻队×200 日） 

就有关警察行动、调查、社区警务以及交

通事故大队和机场警卫等特别方案向国

家执法机构提供咨询，在指挥所和单位的

行动室派驻联合国警察联络官和技术顾

问 

是 提供定期咨询。由于地方当局缺乏意愿，

没有进行真正训练 

沿信任区与新生力量武装部队、科特迪瓦

国防和安全部队和法国独角兽行动部队

分别进行联合巡逻，确保人身濒临暴力威

胁的平民得到保护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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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群控制和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

会进程有关的安全问题向大约 600 名新

生力量、科特迪瓦警察和宪兵人员提供培

训和咨询 

600 新生力量、科特迪瓦警察和宪兵人员接受

训练 

预期成绩 5.2：重新树立司法机关和法治机构（包括惩戒机构）在科特迪瓦全境

的权威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科特迪瓦政府和司法当局根据《利纳-马

库锡协定》、《阿克拉协定三》和《比勒陀

利亚协定》，制订并实施加强司法机关独

立性的计划 

没有制订计划 

重新开放科特迪瓦北部省份的 11 个法庭

和法院（2004/05 年度：0；2005/06 年度：

0；2006/07 年度：11） 

鉴于整体的政治局势，并由于各方没有达成协议，法庭

和法院没有重新开放。司法部向 10 个管辖区派遣几个

评估团，以查明逐步恢复司法制度的需要和条件。评估

团由司法部、经济和建设部的代表组成 

重新开放科特迪瓦北部省份的 10 所监狱

设施（2004/05 年度：0；2005/06 年度：

0；2006/07 年度：10） 

6 所监狱在运作中，1所监狱将近完成。由于缺乏资源，

其他 3所监狱尚未开设 

监狱关押人员死亡人数减少 25％（2004/

05 年度：376 人；2005/06 年度：300 人；

2006/07 年度：225 人） 

据报死亡人数为 60 人。人数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保健和

营养状况得到改善，以及在阿比让监狱开设一间医院治

疗囚犯 

越狱者人数减少 50％（2004/05 年度：

3 668 人；2005/06 年度：150 人；2006/07

年度：75 人） 

31 人越狱，主要因为阿比让监狱的安保有所改善 

假释犯人人数增加 400％（2004/05 年度：

0 人；2005/06 年度：10 人；2006/07 年

度：50 人） 

59 名犯人获假释，主要因为法院院长承诺执行丁博克罗

镇监狱农场监狱长的建议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

否） 说明 

监测科特迪瓦司法当局执行《利纳-马库

锡协定》和《阿克拉协定三》和《比勒陀

利亚协定》法治方面的情况，包括司法行

政、国民身份以及宪法、立法和规章制度

改革等问题，并提供有关咨询 

是 对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决议的执行及其与

国家法规与和平协定之间的相互作用作

出解释说明；监测政府的行动，以评估其

遵守安理会决议、和平协定、国家法规和

国际义务的情况；就核发身份证过程与司

法部举行 10 次会议，并监测 15 起流动法

庭审讯，以评估其是否公正和是否遵守适

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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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总理、司法部长、人权部长和其他有关

各方提出 2项报告，说明国家司法系统的

状况，包括公正性、适当程序、分权、防

腐败措施、在对法院进行监察期间提出的

意见和监狱部门地位和状况概览 

3 报告科特迪瓦司法系统的组织和运作情

况；少年司法；科特迪瓦监狱 

对全国各地 52 起审判或审讯进行监察，

向政府提供关于遵守国际标准情况的报

告 

70 民事、刑事和军事法庭的审判和审讯。还

与政府分享并讨论了 3项报告 

就重新安排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的管辖

权，向科特迪瓦政府提供咨询意见 

否 政府没有重新安排，因为它决定把重点

放在司法系统如法庭的重新部署上，而

不是执行过渡措施 

就在科特迪瓦北部重新部署司法行政机

构，向科特迪瓦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并予

以监察 

是 通过与司法部和新生力量当局就重新部

署的方式进行 4次磋商。在报告所述期间

没有进行重新部署，但制订了在信任区打

击刑事罪和有罪不罚现象的程序，包括在

信任区逮捕嫌疑犯并将他们送交南部和

北部主管国家当局的程序 

就监测科特迪瓦司法部门的独立性、公正

性和效力，为司法部官员、法官联合会和

律师协会举办 2个讨论会/讲习班 

否 在等待发表一般司法系统评估报告之前，

举办 1个有关保护平民的圆桌会议 

在全国各地访问监狱 372 次，监察监狱管

理和犯人状况，就此向科特迪瓦政府提供

咨询和提出报告 

251 在各区访问监狱 144 次，访问阿比让监狱

107 次 

每周与国家监狱管理局举行会议，提供关

于审前拘留管理、在人权框架内制定标准

作业程序、保健问题、拟订和执行遵守和

监督机制、社会性别问题及少数群体权利

和假释制度的咨询 

是 编制并与国家监狱管理局分享和讨论每

周报告 

就评估科特迪瓦北方局势和拟定一项在

北部重建监狱系统的计划，向科特迪瓦政

府提供咨询 

是 通过编制和发表有关科特迪瓦包括在北

部的监狱系统的报告，内载改善监狱情况

的建议 

培训 125 名国家教化人员 否 为 13 名国家培训员进行训练，为高级工

作人员制订危机管理训练教材，并为新的

征聘工作人员制订模式，用以训练 125

名国民。没有征聘教化人员，因为没有签

署有关征聘新人员的总统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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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6：支助 

预期成绩 6.1：向联科行动提供切实有效的后勤、行政和安保支助 

计划成绩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100％完成特派团行动所需一切房屋的基础结

构翻修和重建项目，以达到 低作业安全标准

 完成了 96％的基础设施。由于部队调动计划变动而

要开设和关闭一些驻地，因此未能完成所有项目 

每 100 辆车的车祸次数减少 29％(2004/05 年

度：10 次事故；2005/06 年度：7 次事故；

2006/07 年度：5次事故) 

 已达到。事故发生率为每 100 辆车 4起 

报告的联科行动人员疟疾病例平均数减少

33％(2004/05年度：每月5.5个病例；2005/06

年度：每月 6 个病例；2006/07 年度：每月 4

个病例) 

 已达到。联科行动人员疟疾发病率得以减少的原因

是：定期对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开展预防措施宣传

(在阿比让和防区进行定期训练)；定期分发预防性

药物、蚊帐、驱虫剂；当新人员在部署到各区之前

接受上岗培训时向他们进行情况介绍 

每次银行转账平均交易费用减少 7.35 美元

(2004/05 年度 9美元；2005/06 年度 9美元；

2006/07 年度 1.65 美元) 

 已达到，因为使用了电子银行转账系统 

 

计划产出 

已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服务的改进   

实施一项更严格的司机方案，加上司机提

高认识和道路安全的宣传活动，以及各种

惩罚，包括对行车记录系统中记录的违规

行为实行暂停和(或)吊销驾驶执照 

是 办法是推行季度道路安全运动，包括提供

与违反交通有关的处罚资料 

在科特迪瓦全境所有地点为军事和文职

人员安排一个预防疟疾方案 

是 就疟疾预防和卫生控制问题为所有人举

办 30 个培训班(阿比让 13 个，西区 5 个

和东区 12 个) 

完成一项经改进的安保和撤离计划  是  

实施一个电子转账系统 是  

军事、联合国警务和文职人员   

平均轮调7 915名官兵和200名军事观察员 7 753 

194 

军事特遣队 

军事观察员 

平均轮调450名联合国警察和750名建制

警察 

386 

646 

联合国警察 

建制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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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32 个交付地点提供和分配食品，供平

均 7 915 名官兵和 750 名建制警察食用 

41 

7 753 

646 

交付地点 

军事特遣队平均数 

建制警察平均数 

为所有地点的平均 7 915 名官兵、200 名

军事观察员、450 名联合国警察和 750 名

建制警察，维持足够的混合口粮盒和瓶装

饮水紧急储存 

 

 

7 753 

194 

386 

646 

维持足够的紧急混合口粮盒和瓶装饮水

储存： 

军事特遣队 

军事观察员 

联合国警察 

建制警察 

平均 474 名国际工作人员、36 名本国干

事、556 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和 282 名联

合国志愿人员的行政管理 

373 

20 

510 

227  

国际工作人员平均数 

本国干事平均数 

本国一般事务工作人员平均数 

联合国志愿人员平均数 

对所有军事、警察和文职人员实施一项行

为和纪律方案，包括培训、预防、监测和

惩戒行动 

是 就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向2 432名人

员(平民 373 名、警察 200 名和军事人员

1 770 名)提供就职情况介绍和培训；实

地访问；拟订所有新工作人员都要签名同

意的《联科行动人员行为承诺》 

设施和基础设施   

维护在阿比让的 13 所房舍、东区的 36 所

和西区的 35 所 

13 

38 

 

37 

在阿比让的房舍 

在东区的房舍，包括 2个解除武装、复员

和重返社会营地 

在西区的房舍，包括 2个解除武装、复员

和重返社会营地 

运营和维护 475 台发电机(269 台联合

国所属发电机和 206台特遣队所属发电

机) 

444 包括联合国所属发电机 239 台和特遣队

所属发电机 205 台 

在 10 个地点运营和维护 15 套净水系统

(阿比让 2套，东区 6套，西区 2套) 

6 

3 

东区 

西区 

  运营和维护 9 个附有添加氯气系统的水

箱(阿比让 3个，东区 3个和西区 2个) 

翻新和维护在阿比让、达洛亚和吉格洛的

3个机场设施 

4 在奥迭内、邦杜科、达洛亚和吉格洛 

地面运输   

在所有地点的运营和维护属于联合国的

977 辆车和属于特遣队的 1 343 辆车，包

括 83 辆装甲运兵车 

977 

1 343 

83 

联合国所属 

特遣队所属车辆第三方保险 

装甲运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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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比让建立一个汽车加油站 是 在阿比让建 6 个商业维修站和 2 个加油

站 

空中运输   

在4个地点运营和维护的3架固定翼飞机

和11架旋翼飞机(包括3架军用直升机和

2架搜救直升机) 

3 

6 

3 

2 

商业固定翼飞机 

商业旋翼飞机 

军用旋翼飞机  

具有搜索和救援能力的直升机 

部署 2 架可在 12 小时内抵达特派团地区

和 24 小时内抵达邻近特派团的搜救直升

机，协助应付紧急情况 

2 为向邻近特派团提供区域支助在阿比让

部署中型搜索和救援直升机 

运行和维护 6个地点的 6个航空油库 是  

海上运输   

运营和维护 2艘小型巡逻艇 是  

通信   

支持和维护 22 个地点的 35 套甚小孔径

终端(VSAT)系统、46 台电话交换机、73

台转发器、33 条微波中继线、74 条农村

链路、10 个调频无线电发射站、1 873

个流动无线电台(高频和甚高频)、471

个基站无线电台(高频和甚高频)、2 729

个手提无线电台、161 台 Thuraya 公司全

球通/卫星电话 

34 

46 

74 

23 

74 

10 

2 006 

424 

3 161 

179 

22 个地点的甚小孔径终端系统 

电话交换机 

转发器 

微波中继线 

农村链路 

调频无线电发射站 

流动无线电台(高频和甚高频) 

基站无线电台(高频和甚高频) 

手提无线电台 

Thuraya 公司全球通/卫星电话 

由于部队重新部署和在阿比让(Rue du 

Canal)设置不在计划中的场址，需要更多

的无线电和卫星电话 

信息技术   

支持和维护 28 个地点的局域网和广域

网、1 507 台台式电脑、67 台服务机、545

台手提电脑、1 327 台打印机、46 台扫描

机和 78 台数字发送器 

1 615 

89 

570 

1 235 

34 

181 

台式电脑 

服务机 

手提电脑 

打印机 

扫描机 

数字发送器 

由于部队重新部署和在阿比让（Rue du 

Canal）设置不在计划中的场址，需要更

多的信息技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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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   

运营和维护2个区总部的1个一级以上诊

所、17 个一级诊所和 2 个二级医院；维

持与阿比让一个三级医院和加纳阿克拉

一个四级医院的合同安排 

1 

23 

2 

1 

1 

一级以上诊所 

一级诊所 

二级医院，在两个区域总部 

三级医院，在阿比让 

四级医院，在约翰内斯堡，因为阿克拉未

能符合四级医院的标准 

运行和维护针对所有人员的艾滋病毒自

愿保密咨询和检测设施，包括移动的自愿

咨询和检测能力；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防

艾滋病宣传，包括同侪教育 

是 通过固定和流动的自愿咨询和检测设施 

 

继续有特派团所有地点的陆地和空中后

撤安排 

是  

安全   

安保行动中心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运

作 

是  

24 小时近身保护联科行动高级工作人员

和来访的高级官员 

是 视需要，根据核准的近身保护人员能力 

为 53 名安保干事举办联合国基本安保培

训徒手格斗、手枪和霰弹枪射击、急救、

近身保护、调查技巧及其他专门的安保领

域 

71 47名安保干事和24名安保助理在任务区

内进修各种安保训练课程 

每季为联科行动所有工作人员举办一次

消防应急演习；维护联科行动所有地点的

消防安全安排 

是  

在联科行动 30个地点每周 7天、每天 24

小时提供安保服务 

是  

特派团所有地点的安保评估，包括平均

467 名国际工作人员、277 名联合国志愿

人员和 350 名联合国警察的住所调查 

是 就是否符合驻地 低运作安保标准对国

际工作人员、联合国志愿人员、联合国警

察和军事观察员进行安保调查，并对所有

提议的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场址进行

低运作安保标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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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资源使用情况 
 
 

 A. 财政资源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从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⑴ ⑵ ⑶=⑴-⑵  ⑷=⑶÷⑴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9 777.3 10 006.1 (228.8) (2.3)

 军事特遣队 182 845.4 185 688.6 (2 843.2) (1.6)

 联合国警察 19 922.5 18 548.9 1 373.6 6.9 

 建制警察部队 18 708.0 17 613.4 1 094.6 5.9 

 小计 231 253.2 231 857.0 (603.8) (0.3)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62 845.7 58 210.5 4 635.2 7.4 

 本国工作人员 12 070.6 12 161.0 (90.4) (0.7)

 联合国志愿人员 8 480.6 9 953.4 (1 472.8) (17.4)

 小计 83 396.9 80 324.9 3 072.0 3.7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人员 1 353.0 713.9 639.1 47.2

 政府提供的人员 424.6 216.0 208.6 49.1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顾问 189.9 163.0 26.9 14.2 

 公务差旅 1 647.6 3 469.6 (1 822.0) (110.6)

 设施和基础设施 58 016.1 50 645.9 7 370.2 12.7 

 陆运 19 615.0 16 367.1 3 247.9 16.6 

 空运 37 388.4 31 869.0 5 519.4 14.8 

 海运 79.2 4.9 74.3 93.8 

 通信 17 081.3 15 264.0 1 817.3 10.6 

 信息技术 4 676.0 4 134.0 542.0 11.6 

 医务 6 104.7 5 278.4 826.3 13.5 

 特种装备 2 910.1 2 847.0 63.1 2.2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7 753.3 6 619.4 1 133.9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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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⑴ ⑵ ⑶=⑴-⑵  ⑷=⑶÷⑴

 速效项目 1 000.0 995.5 4.5 0.5 

 小计 158 239.2 138 587.7 19 651.5 12.4 

 所需资源毛额 472 889.3 450 769.6 22 119.7 4.7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8 020.1 7 597.9 422.2 5.3 

 所需资源净额 464 869.2 443 171.7 21 697.5 4.7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 — —

 所需资源共计 472 889.3 450 769.6 22 119.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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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月度支出模式 

 

 

 

 

 

 

 

 

 

 

 

 

 

7. 2006 年 10 月有大笔支出主要用于偿还部队、建制警察和特遣队所属装备费

用。2007 年 6 月的支出用于结算发票和 后完成订单所需手续。 

 

 C. 其他收入和调整 

(单位：千美元) 

类别 数额 

利息收入 6 515.7 

其他/杂项收入 665.5 

自愿现金捐助 — 

上期调整数 — 

上期债务节减额或注销额 9 384.6 

 共计 16 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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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特遣队所属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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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166.0 

 建制警察部队 3 801.1 

 小计 38 967.1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17 946.8 

 通信 6 236.7 

 医疗  3 597.9 

 特种装备 2 847.0 

 小计 30 628.4 

 共计 69 595.5 

 

特派团因素 百分比 生效日期 上次审查日期 

A. 适用于任务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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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放弃因素 1.5 2004 年 3 月 14 日 — 

B. 适用于母国  

 递增运费因素 0.0-3.75 — — 

 
 

 E. 未编入预算的捐助的价值 

(单位：千美元) 

类别 实际价值 

部队地位协定
a
 2 317.8 

(未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共计 2 317.8 

 a 
包括政府提供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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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差异分析
1
 

   差异 

军事观察员 (228.8) (2.3%)

8. 超支主要是实际延迟部署系数较低，为 3％，而用于 2006/2007 年预算估计

数的延迟部署系数为 5％。此外，由于从 2007 年 2 月 1 日起，头 30 天的特派任

务生活津贴率从每天 140 美元增加到 191 美元，也是造成超支的原因。 

 差异 

军事特遣队 (2 843.2) (1.6%)

9. 所需追加经费主要用于偿还部队派遣国主要装备的费用，原因是步兵特遣队

替换，派遣国从一国改为另一国。此外，暴动控制装备、排雷装备和部队派遣国

提供的支助车辆等未编入预算的所需费用，都是超支原因之一。 

 差异 

联合国警察 1 373.6 6.9%

10. 节减主要是警察人员延迟部署，因而轮换飞行减少。概算编列 450 次双程飞

行费用，平均费用为 5 500 美元，但实际上只进行了 233 次单程旅行，平均费用

为 4 140 美元。  

 差异 

建制警察部队 1 094.6 5.9%

11. 节减主要是建制警察延迟部署，因而轮换飞行减少。概算编列 375 次双程飞

行费用，平均费用为 5 500 美元，但实际上只进行了 307 次单程旅行，平均费用

为 4 140 美元。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4 635.2 7.4%

12. 节减主要是实际空缺率较高，为 18.6％，而 2006/2007 年概算所用的预

计空缺率为 15％。此外，从 2007 年 5 月 16 日起，不再支付阿比让、亚穆苏

克罗、达洛亚、布瓦凯和圣佩德罗的危险工作地点津贴，也是造成节减的一个

原因。 

 差异 

联合国志愿人员 (1 472.8) (17.4%)

  –––––––––––– 
 

1
 资源差异数额以千美元计算。对上、下至少 100 000 美元或 5％的差异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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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概算列入 2007 年 1 月 131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于计划选举进程结束后的任满

回国费用。但由于选举延迟，在等待宣布新的选举日期之际，联科行动留下了联

合国志愿人员（选举干事）。 

 差异 

一般临时人员 639.1 47.2%

14. 2006/2007年订正概算列入工程科4名国际工作人员和16名本国工作人员临

时人员帮助安设和维护营地以供更多的军事和警察人员居住的经费。不过，由于

大多数加固工程已于核准预算前完成，这些临时职位没有填补，因而产生节减。 

 差异 

政府提供人员 208.6 49.1%

15. 节减主要是减少了特派团生活补贴和派任/任满回国差旅所需费用。 

 差异 

咨询人 26.9 14.2%

16. 节减主要是由于调度领域的培训由内部专门人员进行而减少了培训咨询人

的所需费用。 

 差异 

公务差旅 (1 822.0) (110.6%)

17. 超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安全情况继续动荡，军事人员、警察和文职人员在

8 个区和特派团总部之间的差旅所需费用增加；安全问题限制了天黑后的陆路旅

行，导致需要延长每个地点的停留时间；与联合国纽约总部、国际社会和区域伙

伴正在进行的和平进程协商；进行中的建造工程，例如部队的硬墙住所和其他的

特派团设施，造成任务区内的差旅数目比预期多。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7 370.2 12.7%

18. 产生节余主要是由于当地电力供应经常不稳定和停电，需要较多使用发电机

作为电力供应的主要来源。 

19. 产生节余是因为没有使用购置燃油储存和分发设备的经费，这些设备原本供

作在该国北部设立航空燃油站，但由于通过合同安排可在当地取得燃油而不再需

要。 

20. 产生其他节余是由于维修事务所需费用减少（维持在阿比让和各区的机场绿

区的合同延迟确定，该国偏僻地区没有维修服务的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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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陆运 3 247.9 16.6%

21. 产生节余主要是因为增加的 1 025 名军事人员和 375 名建制警察人员所用的

特遣队所属车辆延迟部署，造成柴油燃料需求减少。此外，特派团综合总部业已

完工，办公室得以合并，阿比让市内的一些办公室关闭，导致旅行减少，车辆燃

料所需经费减少。 

22. 产生节余的另一个原因是，车辆相当新，用于备件的实际所需经费减少。 

 差异 

空运 5 519.4 14.8%

23. 产生节余的主要原因是直升机的租金和运营费减少，因为科特迪瓦北部的安

全情况恶化，停在达洛亚的直升机的使用大大减少，造成飞行时间较预期少。此

外，一架直升机于 2005 年 10 月被调到联刚特派团以支助选举进程，后于 2007

年 1 月调回，所有有关费用由联刚特派团支付，从而产生节余。 

 差异 

海运 74.3 93.8%

24. 产生未动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巡逻艇的燃料费用错误地列入陆运预算项目

中，从而造成实际燃油支出减少。  

 差异 

通信 1 817.3 10.6%

25. 产生未动用余额的主要原因是实际商业通信支出较少，因为电话的使用减

少、电话服务的使用得以更好的控制和私人通话费用得以迅速追偿。此外，由于

录像/无线电传输、剪辑和制作设备相当新，用于备件和维修服务的所需经费减

少，也有助于产生节余。 

 差异 

信息技术 542.0 11.6%

26. 产生节余的主要原因是信息技术服务所需经费减少以及根据一项全球合同

延迟部署专门技术人员。此外，由于多数设备相当新，维修费用较低，也有助于

产生节余。  

 差异 

医疗 826.3 13.5%

27. 产生节余主要是因为医疗服务实际所需经费较少，原因是随着任务地区内所

有医疗设施的设立，到任务地区外的医疗设施就医的所需经费大大减少。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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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团采取各种宣传政策使工作人员了解如何预防普通疾病，并提供疟疾检测等

服务和其他有关健康的服务，也有助于使医疗服务所需经费得以减少。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1 133.9 14.6%

28. 产生未动用余额主要是因为货运和有关费用所需经费减少，原因是采取主动

积极的监测和有效处理商业装运，因而滞期费和贮藏费从占运费总额 14％减至

6.5％。此外，没有使用货运和内陆运输经费来支付没有预料到的移动费用以及

部队重组，也有助于产生节余。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29. 就联科行动经费筹措而言，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就如何处理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期间未支配余额22 119 700

美元作出决定； 

 (b) 就如何处理 2007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总共 16 565 800 美元的其他收

入（利息收入 6 515 700 美元、其他收入/杂项收入 665 500 美元和上期债务节

减额或注销额 9 384 600 美元）作出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