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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第一届常会 

2009 年 1 月 19 日至 22 日，纽约 

临时议程项目 4 

审计委员会的建议 
 
 
 

  开发署：关于 2006-2007 两年期审计委员会各项建议执行情

况的报告 ∗ 
 
 

  署长的报告 

 摘要 
 
 

 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在 A/63/5/Add.1 号审计报告中对开发署 2007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发表了“无保留”审计意见。这证实开发署处理上一两年期三个重

点事项以及所提其他审计问题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根据执行局第 2007/10 号

决定，本报告介绍审计委员会对 2007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提出的 82 项审计

建议的 新执行情况。本文件还审查(自 2008 年 1 月向执行局提交上次 新情况

报告以来)在处理提交执行局的DP/2007/14号文件所确定的开发署2006-2007两

年期 15 个 高优先审计事项方面取得的进展，并概要说明处理 2008-2009 两年

期主要优先审计事项的管理计划，其中考虑到了审计委员会的审计报告(A/63/ 

5/Add.1)、2007 年审查和调查处给执行局的报告(DP/2008/20)中的主要审计结

论、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给大会的关于审计委员会简明摘要报告

(A/63/169)的报告(A/63/474)、开发署审计咨询委员会提供的指南以及执行局的

各项决定(DP/2008/13)。 

__________________ 

 ∗ 因需汇编数据，向执行局提供 新资料，致使本报告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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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要点 

 执行局不妨注意到(a) 审计委员会对开发署 2007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

发表了“无保留”审计意见；(b) 认可开发署在处理 2006-2007 两年期 15 个

高优先审计事项方面取得的进展。执行局不妨表示支持管理层做出具体努力，处

理开发署 2008-2009 两年期的主要优先审计事项。 

 
 
 

  导言 
 
 

1. 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对开发署 2007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财务报表

(A/63/5/Add.1)发表了“无保留”审计意见。在审计的 16 个联合国组织中，共

有 7 个组织获得“无保留”意见，开发署便是其中之一。其重要性在于 2004-2005

两年期内，审计委员会发表了“订正”审计意见，其中除其他问题外提及三个重

点事项，即：对国家执行项目的审计管理；银行往来调节；以及 Atlas 系统的内

部控制。 近取得的积极成果证实，几年来为解决审计委员会发现的主要审计问

题及这些问题背后的体制问题所采取的许多管理举措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2. 本报告介绍(自向执行局 2008 年第一届常会提交上次 新情况报告以来)在

处理开发署 2006-2007 两年期 15 个 高优先审计事项方面取得的进展。审计工

作于 2008 年 5 月完成，至编写本文件之日，5 项审计建议得到充分执行，另有

70 项得到部分执行(执行中)。两者共占建议总数的 91%。 

3. 由于认识到挑战依然存在，本报告立足于所取得的进展，提出了处理

2008-2009 两年期主要优先审计事项的多项管理计划，其中考虑到审计委员会的

报告(A/63/5/Add.1)、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给大会的关于审计委员会简明

摘要报告(A/63/169)的报告(A/63/474)、2007 年审查和调查处报告(DP/2008/20)

中的主要审计结论、开发署审计咨询委员会提供的指南以及执行局的各项决定

(DP/2008/13)。 

 

 一. 联合国审计委员会有关 2007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的主

要意见和建议 
 
 

4. 虽然 2006-2007 两年期审计的核心业务领域(财务、采购、人力资源和方案

管理)依然与前几个两年期基本相同，但是该两年期的审计报告(A/63/5/Add.1)

表明审计委员会的期望有了重大变化，它更加注重开发署的特定领域。具体而言，

开发署注意到下列情况： 

 (a) 对于国家办事处和总部银行往来调节以及国家执行项目预付款的管理，

期望值更高。审查委员会已将标准提高。虽然正如其报告第 2 章所指出，审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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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承认“改善了银行往来调节和企业资源规划制度的管理，并且开发署管理层

努力解决国家执行支出问题”，但是它要求开发署在若干关键领域为新的两年期

采用更高标准。举例而言，审计委员会在第 357 段建议密切监测就国家执行项目

向各国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所提供超过 6 个月(而不是超过 12 个月)的未清偿预付

款。由于按月进行银行往来调节已成为开发署许多国家办事处的常规做法，第 214

段建议在银行往来调节过程中注意外部表格中的无记录付款和存款。另外，第 173

段建议开发计划署不要使用估计数计算积存年假负债，而应进一步利用 Atlas 系

统计算积存年假和离职回国补助金负债，以在财务报表中披露。因此，开发署改

进了 Atlas 系统的“财务登记簿”，以跟踪外部银行往来调节情况，而且目前正

在改进 Atlas 日渐过时的报告，以更有效地跟踪超过 6 个月的未清偿国家执行项

目预付款。 

 (b) 国家能力建设与组织间协调。审计委员会在第 430 段指出，它将重点审

查国家办事处执行统一现金转移办法的情况。这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之

一，将使开发计划署能够与方案国政府共同挑选 适宜的支助方式，从而降低受

托人的风险，建设可持续的能力。这也符合大会第 62/208 号决议的规定，该决

议吁请联合国各组织采取措施，确保能力建设活动具有可持续性，并利用国家专

门知识作为执行业务活动的规范。因此，开发署将重点支持在所在国执行统一现

金转移办法遇到困难的国家办事处。迄今为止，有 13 个国家完全遵从该统一办

法，另有许多国家部分遵从该办法。开发署和人口基金倡导并支持各专门机构、

基金和方案采用该统一办法，特别是在“一体行动”试点国家实施该办法。此外，

开发署还在与执行委员会的伙伴和联合国秘书处一道修订《财务条例和细则》，

以便利于参加国家一级的直接预算支助及其他共同供资安排。执行局 2008 年第

二届常会批准的几处修改使开发署得以开展直接预算支助，从而响应呼吁，支持

各国提高利用各种发展筹资方式的能力。倘若采用该方式，开发署现已能在既定

范围内，根据与各伙伴达成的协议，在核心任务领域汇集资金。 

 (c) 计划实施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所带来的组织风险与挑战。审计委员会

从整个组织的角度重申了在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之前需要处理的几个联

合国全系统的关键问题。审计委员会给大会的简明摘要报告(A/63/169)重申的主

要重点包括：㈠ 为离职后医疗保险负债筹措资金并将其记入财务报表；㈡ 需要

改进非消耗性资产记录的质量和准确性，并以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相一致的

方式制定项目资产管理政策；㈢ 需要为本组织向采用这些准则过渡做准备。 

5. 除与联合国秘书处及其他联合国组织密切合作统一会计政策、财务条例和细

则外，开发署还制订了一项综合性的改革管理与交流计划，其实施对象为各种利

益攸关者、高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内容涉及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预计

会对业务流程产生的影响以及给财务报表带来的变化。现正在对所有开发署国家

办事处进行一项组织影响分析，以调整本组织的改革管理战略，实现主要职能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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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并确保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采用的新业务流程实现专门化。开发署将

继续实施财务培训证书方案，以增强各办事处的能力。开发署将派出区域会计事

务小组，为开发署的一些小型国家办事处提供依照该会计准则进行财务管理方面

的各种专家资源。 

6. 关于离职后医疗保险，开发署同意审计委员会的意见，即全部负债均应记入

财务报表。作为执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一部分，开发署将自 2010 年起这

样做。关于非消耗性资产，开发署已正式制定资产管理方针并修订了内部控制框

架，目前正在进行半年期资产核查，以为 2008-2009 两年期期中审计做准备。这

项工作的结果令人鼓舞，2008 年的认证率超过 96%。这有望确保提高资产数据质

量，减少年底时仓促进行资产更正的情况。 

 

 二. 目前的执行情况以及充分执行2007年 12月 31日终了两年期

审计建议的计划 
 
 

7. 截至 2008 年 10 月 31 日，5 项审计建议得到充分执行，另有 70 项建议得到

部分执行(执行中)。两者共占建议总数的 91%。开发署的目标是，到 2009 年第四

季度，充分执行 82 项建议中的至少 80%，余下建议在 2010 年第二季度之前充分

执行，以赶上 2008-2009 两年期账户结算(见下表)。 

 

按优先程度和预定完成日期分列的执行情况 

优先程度 充分执行(a) 部分执行(b) 未执行(c) 共计(a)至(c) 

高 5 32 1 38 

中 0 38 6 44 

低 0 0 0 0 

 共计 5% 70% 7% 82% 

 占总数的百分比 6% 85% 9% 100% 

            91% 9% 10% 

 
 
 

8. 几项审计建议的执行计划考虑到了 近批准的开发署人力资源战略和

2008-2011 年开发署信息管理战略执行计划。开发署采购战略即将制定完成。它

将涉及继任规划的实施、法定采购规划和对于主要采购人员的强制性专业认证。

随着新升级的 Atlas 系统在 2009 年初稳定后，有关 2008 年财务账户中期结算的

审计建议有望在 2009 年第二季度之前得到充分执行。这包括组织间账户调节、

资产负债表账户调节和清理、以及资产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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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由于在该期间同时进行了几项活动，预计直到 2009 年第四季度，大量建议

才能得到充分执行。这些活动包括：(a) 为开发署在 2010 年采用国际公共部门

会计准则做准备工作，例如制定项目资产政策、重新评估外地住房储备金以及降

低向采用该准则过渡的风险；(b) 监测呆滞信托基金，执行共同事务方案和支持

国家办事处执行统一现金转移办法；(c) 审查向国家执行项目和业务已结束项目

支付的未清偿预付款等年终活动。 

10. 一些建议可望在 2010 年第二季度之前得到充分执行，正好赶上开发署

2008-2009 两年期财务报表的 后完成。这些建议包括记录离职后医疗保险负债

录、计算积存年假负债和重新评估外地住房储备金。 

11. 同上个两年期一样，开发署自审计委员会发表 后审计报告(A/63/5/Add.1)

后，便着手确定报告所载 82 项建议(包括 38 项高度优先建议和 44 项中度优先建

议)的预定完成日期。为加强问责制，在“审计跟踪板”上公布了负责充分执行

这些建议的部门和主管。这符合大会关于在执行审计建议方面加强问责制的第

62/223 号决议的要求。2006-2007 两年期，开发署形成一个制度，即管理层在协

理署长主持的业务组会议和与区域局举行的季度审查会议上定期审查(DP/ 

2007/14 号文件所述)15 个 高优先审计事项。 

12. 按照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议(A/63/474)，开发署正在与审计委员

会协商建立验证审计建议执行情况的程序，以及用以核查建议是否得到充分执行

的具体完成标准。对于需要不断执行的建议、能否充分执行取决于开发署外部方

面的建议、或者预计需要经过多个时期才能充分执行的建议，这尤其重要。 

 

 三. 在处理 15 个最高优先审计事项方面取得的进展及旨在应对

剩余主要风险的行动计划 
 
 

13. 依照执行局第 2007/29 号和第 2007/10 号决定，开发署于 2006-2007 两年期

采取具体措施，处理了开发署的 15 个 高优先审计事项，包括审计委员会强调

的三个重点事项。 

14. 开发署开展的主要行动包括：署长、协理署长及区域局和总部局局长均坚定、

明确地承诺致力于解决与那些建议有关的系统性审计和分析问题。开发署还采用

了审计和调查处(审调处)向业务组提交的半年期报告，以积极应对通过国家办事

处和总部审计确定的审计风险。另外，开发署还在协理署长主持的业务组会议上，

把对战略举措和在处理 15 个 高优先审计事项方面取得的进展进行定期管理审

查确定为一项制度。  

15. 开发署还采取了多种长期解决办法，如开发署五个核心业务领域的工作人员

专业认证方案，并尝试利用区域共同事务会计小组，作为一种在工作人员能力(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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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或长期)有限的办事处进行长期可持续能力建设的办法。在正式确定 15 个 高

优先审计事项的过程中，开发署通过与区域局一起对财务和审计事项进行季度审

查，以及利用 Altas 财务登记簿尽早针对审计问题采取行动，成功运作了其审计

问责和职责矩阵。 

 A. 2006-2007 两年期取得的重大进展 
 

16. 对国家执行项目相关信托风险及审计成果的管理得以改善。2007 年国家执行

项目财务审计意见附带申明所涉净财务影响已从 2005 年的 2 410 万美元(国家执

行项目总支出的 1.5%)骤减到 2007 年的 515 万美元(总支出的 0.3%)。实行了“账

龄报告”，以更好地跟踪付给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开展国家执行项目的预付款的

账龄。这种做法已使开发署减少了付给国家执行项目的长期未清偿(超过12个月)

预付款，从 2005 年的净额 2 930 万美元减少到了 2007 年的 1 500 万美元。由于

自 2007 年起采用注重风险的办法规划国家执行项目的审计工作，到审计时，收

到国家执行项目审计报告的百分比从 2005 年的 74%提高到了 2007 年的 96%。2007

年，获得“否定”或“拒绝表示”审计意见的国家执行项目数减少到了 19 个(共

计 1 004 个项目)，相比而言，2005 年获得“否定”或“拒绝表示”审计意见的

项目有 37 个；与这些审计意见有关的净财务影响也有所减少。 

17. 所有的总部和国家办事处银行账户得以调节，目前，这已成为一项定期执行

的任务。2006-2007 两年期，对总部所有 67 个银行账户和国家办事处的 553 个银

行账户进行了及时调节，相比之下，对 2004-2005 两年期的审计中，涉及 49 个

国家办事处的 258 个账户未进行银行调节。在向银行调节工作遇到难题的国家办

事处提供针对性支助的过程中，特别工作队小组特派团发挥了有益作用。另外，

对工作人员能力有限的少数办事处而言，银行调节工作暂时在管理局的财务和行

政办公室集中开展。 

18. 通过加强 Atlas 的内部控制措施和实行特殊交易监测，主要风险得以减轻。

开发署利用 2006 年推出的审计追踪功能，加强了 Atlas 系统的内部控制，得以

能够跟踪供应商记录、银行账户及外汇单据的变化。此外，开发署针对索取忘记

密码启用了安全提问功能，以防止未经授权便进入 Atlas；它还实行了经过行业

测试的监督制度，以追踪 Atlas 中可能有问题的交易及违反内部控制框架准则的

情况。 

19. 一项真正的全球性财务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在开发署的所有办事处、包括开

发署巴西办事处得到普及。随着 2008 年初开发署巴西办事处使用 Atlas 进行人

力和财务资源管理，开发署建立了真正的全球性企业资源规划系统。2008 年起，

国际专业工作人员的人力资源和薪金管理由“传统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转为

Atlas；现在，开发署已经拥有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劳动力系统，它将能够借此来

落实其人力资源战略，进而进行人才管理和继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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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旨在 2008-2009 两年期应对剩余主要审计风险的行动计划 
 

20. 与审调处协商开展的审查工作表明，15 个优先事项领域中，有 8 个取得了一

些进展。尽管这不一定表示问题已经得到完全解决，但它意味着那些已经启动的

举措正在产生积极影响。有必要继续关注和重视下列已确定的领域，它们若非可

能带来重大风险，就是含有一些残余风险，必须在 2008-2009 两年期加以解决(见

附件)。 

国家执行项目的审计管理 

21. 尽管已取得一些进展，国家执行项目的审计管理依然是开发署的一个 高优

先审计事项。开发署将保证依照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及时提交审计报告和后续审

计计划，并加强对超过 6 个月的未清偿国家执行项目预付款的控制。此外，开发

署将通过发展业务和协调办公室，并与各区域局合作，协助有困难的国家办事处

实行现金转移协调方式。 

22. 国家能力建设仍将是方案干预措施的核心目标，不过，我们可与各方案国政

府一起，采用替代支付方式(如直接支付)，以按要求减少信托风险，同时建设财

务管理方面的国家能力。开发署正在增强 Atlas 的报告能力，以更好地对支付给

国家执行项目的超过 6个月的预付款进行账龄分析。除非通过区域主任获得协理

署长的特别核准，在解决已超过 12 个月的未清预付款之前，不会再向国家执行

项目提供任何新的预付款。开发署已将国家执行项目的审计管理作为开发署国家

办事处“执行人员记分卡”上的一项业绩指标。  

项目的质量保证 

23. 由于对执行局和方案国政府负有建设所需能力和促进国家发展优先事项的

方案责任，开发署将逐步增加在项目监测、改善项目设计机制和确保定期项目评

估等方面的工作。项目风险管理是开发署为履行其在 2008-2011 年战略计划中所

做承诺而制定的更广泛企业风险管理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符合开发署审

计咨询委员会提供的指南。 

24. 开发署将采用 近加强了的成果管理制度，以更有效地规划、监测和报告开

发署各办事处的重要成果领域。还将特别重视确定 SMART(具体、可计量、准确、

相关、有时限)指标，并依照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尽快对业务上已结束的项目进

行财务结算。 

国家办事处的采购管理 

25. 针对审调处和审计委员会提出的关切事项，开发署将(作为其采购战略的一

部分)采取特别措施，加强国家办事处合同和资产采购委员会的采购能力。开发

署的采购认证方案已被联合国确认为一种“ 佳做法”及建设能力和专业水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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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此同时，开发署正在努力确保每个开发署办事处至少有一个经采购认证

的采购员。 

26. 作为采购战略的一部分，开发署正在制订国家办事处和总部的采购规划流

程。开发署还会把采购权的下放与法定采购计划、表现出的能力及业绩联系起来。

开发署预计将于 2009 年推出一种在线电子工具，以帮助各业务单位把有计划的

采购与风险和价值因素联系起来。通过在区域采购问题讲习班进行有针对性的培

训以及 终派驻五名区域首席采购干事，开发署预期将在区域和总部一级，改进

提交给采购咨询委员会的采购文件的质量，并对不同类型的豁免申请和委员会核

准的豁免进行定期审查和分析。 

Atlas 的用户权限管理和内部控制 

27. 为减轻风险和加强 Atlas 系统的内部控制，开发署在其方案及业务政策和程

序中，正式规定了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和安保政策。开发署正在对 Atlas 的用

户权限和用户账号进行简化，以更好地管理没有任何活动的用户账号。此外，开

发署还将根据经订正的内部控制框架准则，简化用户权限规范，以便对 Atlas 中

的其他重要业务程序进行控制。 

28. 开发署的首席信息安全干事正在与财务和行政办公室及人力资源办公室合

作，对 Atlas 的安保系统进行定期审查。开发署将通过加强对其他业务程序中不

规则、不合逻辑的交易及潜在欺诈的监测和报告能力，继续改进其经过行业检验

的监督制度。 

29. 月度银行往来调节中的外部表格。尽管月度银行往来调节正在成为国家办事

处的常规做法，开发署审计咨询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仍建议要格外关注银行往来

调节程序外部表格中的无记录付款和存款。这主要是在 Atlas 系统之外支付的款

项，可能会成为欺诈或滥用的源头。开发署已开始在 Atlas 的“财务登记簿”中

追踪这些外部项目，并将在季度会议上，与各区域局一起对登记簿进行审查。 

30. 资产管理。开发署已正式将其资产管理准则作为 新内部控制框架的一部

分，并将进行半年一次的资产核查活动，以便为 2008-2009 两年期的期中审计做

准备。这方面工作已经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认证率超过 96%。预计这方面的

工作将确保提高资产数据的质量和减少年底 后一刻对资产的更正。依照审计委

员会的建议，开发署将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要求，处置无法使用的

资产，并正式制定妥善登记和管理项目资产的政策。 

信托基金的管理 

31. 依照开发署审计咨询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的指示，开发署将特别关注

2008-2009 年信托基金的管理。在 2006-2007 两年期结束时，开发署的 647 个信

托基金中，有 93 个(或 14%)出现赤字，额度共计 1 480 万美元。由欧洲联盟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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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助的信托基金中的赤字仍然令人关注。虽然这些赤字可能是由从开发署美元

储备金中预先提供资金的活动等因素导致的外汇损失以及全部套期保值支付方

面的限制造成的，但开发署仍需给予进一步关注。 

32. 开发署将密切关注加强对多方捐助者信托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它起草了标准

法律协议(谅解备忘录和标准管理安排)订正案，以便利用简化程序的基金管理办

法，建立多方捐助者信托基金和联合方案。 

33. 工作人员征聘流程的完整性。开发署正在正式制定其征聘工作管理框架，以

澄清雇用工作管理人员的责任和问责，并加强已规定的征聘政策和准则。这是

近核准的开发署人力资源战略的一部分。开发署将继续利用其在线职位空缺追踪

工具，监测监督工作，并将在审计和调查处所开展实地工作的基础上，解决不遵

守情事、基本能力不足或审计报告强调的其他一些问题。 

 

 四. 结论 
 
 

34. 开发署致力于在其整体问责制内，加强问责及本组织对审计建议的应对能

力。开发署正在订正其 15 个 高优先审计事项，以更好地反映审计委员会强调

的剩余风险及各种新风险和正在出现的风险。它们还将反映开发署审计咨询委员

会提供的指南，即应当如何管理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执行情况及执行委

员会执行情况有关、特别是与超过 18 个月仍未得到解决的审计建议有关的变动。 

35. 开发署在处理 2006-2007 两年期 15 个 高优先审计事项方面，取得了重大

进展。这反映了在过去三四年间，为实行具体管理战略而作出的重大投资，也意

味着开发署的审计管理工作正不断走向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设想，开发署

将朝着为 2008-2009 两年期剩余“10 个 高”优先审计事项的方向努力。 

36. 开发署将推进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和专业化方案，并将制定更具可持续性的

替代措施，如区域共同事务小组，以支持银行往来调节和其他核心业务领域。联

合国审计委员会对 2006-2007 两年期发表“无保留”审计意见这一事实肯定了管

理措施取得的重大突破，不过，开发署打算在已取得进展的基础上，让利益攸关

方、管理层和工作人员为于 2010 年底前执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做好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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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006-2007 年的 15 个最高优先审计事项和审计问责框架 

NEX Bank 
Reconciliation

Internal 
Controls

Asset ATLAS

Agency 
Accts

UNOPS 
PDR

Project 
design,

& monitoring 

SAP Brazil

Trust 
Funds

Common 
Services

Cost 
Recovery

Salary 
Advances

Procurement 
Transparency

HR 
transparency

PRIORITY A PRIORITY 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At Country Office At HQ Office

Resident Rep 
or A.I

Head of Department
Or OIC

Deputy RR 
(Program)

Deputy Director
Or equivalent

Deputy RR 
(Ops)

Operations Manager
Or equivalent

Director BOM, Director BDP, 
Director PB, Director BCPR, 

Director OSG, Director OAI and EO

Endorse
Management 

Response to Audit
Management Letter

Provide management
guidance

Accountable to AA
For offices on 

“Deficient” watch list

Sign Off
Management 

Response to Audit

Direct
Remediation efforts

& decide on 
HQ referrals

Accountable to 
Director RBX for
actions to avoid

another deficient rating

Draft management 
Response & implement 

required remediation 
actions

Address related
staff competency

Or office environmental
issues

Accountable to 
Head of Office for 

Program specific issues

Address related
staff competency

Or office environmental
issues

Accountable to 
Head of Office for 

Ops specific issues

Acknowledge
policy reviews

(where required)

Formulate and seek 
approval from AA

for required changes 

Accountable to 
AA for quality of policy

& follow up reviews

Formulate & seek
approval for required

Infrastructure changes
or tool enhancements

Director
Regional Bureau

Director
HQ Bureau

Management
Responses

Management
Actions

Accountability
For results

WHO is responsible and 
accountable for audit follow up? WHAT are they responsible for and who are they accountable to?

Draft management 
Response & implement 

required remediation 
actions

 

资产 

A 类优先事项 B 类优先事项 

ATLAS 

成本回收 

巴西的系统、应用
和产品数据处理

人力资源透明度 薪金预支 

共同事务 采购透明度 信托基金

项目厅项目

交付报告
机构账户 内部控制 

项目设计 
和监测 

国家执行 银行往来调节

副驻地代表 

(业务) 

谁对审计后续工作负责和实行问责？ 他们承担哪些责任，对谁负责？ 

驻地代表或临

时驻地代表

副驻地代表 

(方案) 
副主任或 

同级官员 

部门主任或 

代理主管 

业务经理或

同级官员 

c 提出必要的更改
并设法获得协理
署长的核准 

就政策质量和 
后续审查，对 
协理署长负责 

 
就具体的业务
问题，对办事
处主任负责 

就具体的方案 
问题，对办事 
处主任负责 

解决有关的工作 
人员能力问题或 
办事处环境问题 

直接的补救工作和 

就总部提名作定出决 

提供管理指南 
就“不足之处”观察
清单上的办事处，对

协理署长负责 

就为避免另一个不足
评级而采取的行动，
对区域局主任负责

解决有关的工作人
员能力问题或办事

处环境问题 

起草管理对策和开

展必要的补救行动

起草管理对策和开
展必要的 
补救行动 

停止管理层对
审计工作采取
的应对措施 

认可管理层对审
计管理人员信函
采取的应对措施

区域局主任 总部局主任

管理层的对策★ 管理层的行动 成果问责制

提出必要的基础设 
施变动或工具强化措
施，并设法获得核准 

管理局主任、发展政策局主任、伙伴
关系局主任、复原局主任、业务支
助组主任、审调处主任和执行干事

确认政策审查

(应要求) 

国家办事处 总部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