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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安全理事会第 1866(2009)号决议决定将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格观察

团)的任务期限延长到 2009 年 6 月 15 日。联格观察团的任务期限于这个日期之

后没有再延长。 

 联格观察团2009年7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的初步预算载于秘书长2009

年 1 月 15 日的报告(A/63/684)，数额为毛额 38 838 500 美元(净额 36 295 700

美元)。 

 大会第 63/293 号决议批款 1 500 万美元，用于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观察团行政清理结束工作，并决定由会员国为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分摊 1 000 万美元。大会还请秘书长提交观察团行政清理结束预算，供

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主要会期审议。 

 鉴于观察团的任务期限于 2009 年 6 月 15 日以后没有再延长，本报告载有联

格观察团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间订正预算，数额为毛额 10 946 000

美元(净额 10 012 500 美元)。 

 这笔预算将用于遣返 2009 年 7月 1日在任务区的 103名军事观察员和 13名

联合国警察，按计划减少 98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为 203 名本国工作人员办理离职，

并在 2009 年 7月 1日至 10月 31 日四个月期间进行观察团的行政清理结束工作。 

 鉴于观察团的实务、军事和联合国警察活动于 2009 年 6 月 15 日停止，联格

观察团的2009年 7月 1日至 10月 31日财政期间所需资源总额与其在2009年 10

月 31 日之前有效完成行政清理工作的目标挂钩。 

 在适用情况下，对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数额差异的说明与支助构成部分框架

所列观察团规划的具体产出挂钩。 

财政资源使用情况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7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差异 

类别 

批款

(2008/09 年度)

清理结束

初步批款

(2009/10 年度)

清理结束费用

订正估计数

(2009/10 年度) 数额 百分比

军事和警务人员 4 733.9 670.7 456.3 (214.4) (32.0)

文职人员 20 001.8 10 274.0 7 803.3 (2 470.7) (24.0)

业务费用 10 005.0 4 055.3 2 686.4 (1 368.9) (33.8)

  所需资源毛额 34 740.7 15 000.0 10 946.0 (4 054.0) (27.0)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2 424.0 1 057.9 933.5 (124.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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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资源净额 32 316.7 13 942.1 10 012.5 (3 929.6) (28.2)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 — — — —

  所需资源共计 34 740.7 15 000.0 10 946.0 (4 054.0) (27.0)

人力资源 a 

 规划数(2009 年 7月至 10 月) 

  2009 年 7 月 2009 年 8 月 2009 年 9 月 2009 年 10 月

军事观察员 103 5 5 0

联合国警察 13 0 0 0

国际工作人员 98 82 64 49

本国工作人员
b
 202 140 20 20

临时职位
c
  

  本国工作人员 1 1 1 1

  工作人员共计 417 228 90 70
 
 

 a 
系 高核定人数。 

 b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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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和计划成果 
 
 

 A. 总述 
 
 

1. 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格观察团)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第 858(1993)号决

议确定的，并由第 937(1994)号决议扩大，其任务期限随后得到安理会若干决议

的延长。安理会第 1866(2009)号决议决定将观察团的任务期限延长到 2009 年 6

月 15 日。安理会在该日期以后没有再延长其任务期限。 

2. 观察团 2009 年 7月 1日至 2010 年 6月 30 日的初步预算载于秘书长 2009 年

1月15日关于观察团经费筹措的报告(A/63/684)，数额为毛额38 838 500美元(净

额 36 295 700 美元)。 

3. 大会第 63/293 号决议批款 1 500 万美元，用于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观察团行政清理结束工作，并决定由会员国为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分摊 1 000 万美元。大会还请秘书长提交观察团行政清理结束预算，供

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主要会期审议。 

4. 鉴于观察团的任务期限于 2009 年 6 月 15 日以后没有再延长，本报告载有联

格观察团2009年7月1日至10月31日财政期间订正预算，数额为毛额10 946 000

美元(净额 10 012 500 美元)。 

5. 订正预算反映出截至 2009 年 7 月 1 日的军事、联合国警察、国际和本国人

员员额的实际部署。预算编列经费用于遣返截至 2009 年 7 月 1 日在任务区的 103

名军事观察员和 13 名联合国警察，按计划减少 98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为 203 名本

国工作人员(包括一个临时职位)办理离职，并在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四个月期间进行观察团的行政清理结束工作。 

6. 联格观察团的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财政期间所需资源总额与其在

2009 年 10 月 31 日之前有效完成行政清理工作的目标挂钩。 

7. 在适用情况下，对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数额差异的说明与支助构成部分框架

所列观察团规划的具体产出挂钩。 

 B. 规划假设和观察团支助举措 
 

8. 由于联格观察团的任务期限于 2009 年 6 月 15 日以后没有再延长，本报告包

括定于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开展的清理结束活动如下：(a) 遣返 2009

年 7 月 1 日在任务区部署的军事观察员和联合国警察；(b) 关闭实务办公室和遣

返实务人员；(c) 与联合国总部协商， 后确定资产处置计划，包括向其他维持

和平行动转移资产的目的地；(d) 处置观察团的资产，包括转移到维持和平特派

团和建设和平特派团，重新部署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驻格鲁吉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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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将资产出售给其他国际组织；及(e) 制订一项在其他维和特派团安置国际

实务人员和支助人员的计划。 

9. 观察团行政清理结束规划假设的依据是，东道国政府和地方当局在快速完成

清理结束方面予以合作，包括使联格观察团人员有行动自由，可安全进入须收回

联合国所属装备的地点，并发放海关通行证。通过将观察团资产转移到其他维和

行动和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以供将来使用的资产处置计划在实施

中。清理结束工作不需要的实务文职人员将被遣返，实务办公室的行政关闭将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完成，但不包括三名专业工作人员，他们将留下来协助完成剩

下的实务任务。 

10. 军事活动和联合国警察活动已于 2009 年 6 月 15 日结束，观察团随即开始遣

返 2009 年 7 月 1 日在任务区的 103 名军事观察员和 13 名联合国警察。遣返工作

于 2009 年 7 月 31 日完成，但不包括 5 名军事观察员和德国医疗小组成员，因为

需要他们在清理结束期间为剩余人员提供医疗服务。他们的遣返将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以前结束。 

11. 支助构成部分的主要目标将是完成观察团的行政清理工作。在清理结束期

间，观察团将维修、复原及移交在苏呼米的观察团总部、在加利和祖格迪迪的二

个区总部，包括祖格迪迪后勤基地和第比利斯联络处。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设

在第比利斯观察团联络处内，将于 2009 年 8 月中旬关闭。位于苏呼米的观察团

总部，包括秘书长特别代表的第二个办公室及秘书长副特别代表和观察团支助司

司长的常设办公室，将于 9 月底关闭。观察团的加利区总部已于 2009 年 7 月底

关闭，祖格迪迪区总部将于 2009 年 10 月底关闭。这些地点之间的所有观察团人

员旅行及货物和服务运输将继续由观察团处理。 

12. 观察团产生的有害和无害废物将根据当地法律以无害环境的方式收集和处

理。为向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转移资产的运输和翻修费用编列了经费。将继

续为所有部署区提供并维持不间断的语音和数据连接，将便利人员(工作人员和

来访代表团)、货物和服务的流动，并将维持医疗保健安排，直到清理结束时期

结束。一架 MI-8 型直升机将于 2009 年 7 月 31 日停飞，一架 AN-24 型固定翼飞

机将于 2009 年 8 月 10 日停飞。所有 238 辆地面运输车，包括 39 辆装甲车，将

被转移到其他维持和平观察团或出售。关于观察团的文职人员，从 2009 年 7 月

到 10 月将逐步裁撤 98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203 名国家工作人员(包括 1 个临时职

位)。在按计划离职后合同期才结束的本国工作人员将根据工作人员细则和条例

领取解雇偿金。 

13. 将继续为所有人员和设施提供每天 24 小时、每周七天的安保服务，并为访

问观察团的所有联合国官员提供安保服务，直到清理结束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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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清理结束期间，观察团将由助理秘书长级的秘书长特别代表主管。联格观察

团拟议人员编制将用于切实有效完成观察团的行政清理结束活动。通过拟议的缩

编，国际工作人员人数为：7 月 98 名、8 月 82 名、9 月 64 名、10 月 49 名。按

计划，本国工作人员的部署人数为：7 月 202 名、8 月 140 名、9 月 64 名、10 月

20 名，但缩编人数将由本国工作人员的替代人员所部分抵消，后者包括 9 月 104

名和 10 月 47 名个体承包商。观察团的行政清理结束小组将包括核心的行政、技

术和后勤支助人员，他们负责行政关闭观察团和完成清理结束任务，包括关闭观

察团的房地和后勤基地，处理供应商发票，结束余下的合同，核对并关闭观察团

银行帐户以及办理 后的工作人员付款和离职。 

 

 C. 成果预算框架 

构成部分 1：支助 

15. 预算期间，观察团的支助构成部分将提供后勤、行政和安保服务，以实现在

2009 年 10 月 31 日之前切实有效地完成观察团行政清理结束工作的目标。该构成

部分将为 2009 年 7月 1日实际部署 103 名军事观察员和 13名联合国警察及文职

人员编制提供支助。支助范围将包括：在 2009 年 7 月底之前有序遣返所有军事

观察员和联合国警察，但不包括五名军事观察员和医疗小组，他们的遣返将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结束；在 2009 年 8 月底之前有序遣返清理结束工作不需要的所

有实务文职人员；在 2009 年 10 月 31 日之前使支助人员分阶段逐步遣返和离职。

支助还将涵盖以下服务：维持保健安排、信息技术和通信、空中和地面运输业务

和供给业务，提供全观察团安保服务，维护办公和住宿设施以及向有关当局，包

括私营业主移交这些设施，同时适当考虑环境因素。在适用情况下，支助构成部

分框架所示产出显示了截至 2009 年 7 月 1 日仍在运行的设备。如果地方当局予

以合作，到 2009 年 10 月 31 日，观察团将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完成

资产处置。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1.1 高效益、高效率地完成特派团的行政清

理工作 

 1.1.1 物业主签发移交/接管证书，免除联格观察

团在所有 4个地点的环境和其他赔偿责任 

产出 

服务改进 

• 清理任务区，包括以无害环境的方式收集和处理观察团产生的有害和无害废物，并酌情复原所

有场地 

• 在观察团撤离的所有地点实施环境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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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警务和文职人员 

• 实际遣返 103 名军事观察员和 13 名联合国警察 

• 对 301 名文职人员，包括 98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203 名本国工作人员(包括 1个临时人员职位)进

行行政管理 

• 遣返 98 名国际工作人员，为 203 名本国工作人员办理离职 

设备和基础设施 

• 按照清理结束时间表维护和复原观察团房地，包括在苏呼米的总部、在加利和祖格迪迪的 2个

区总部、祖格迪迪后勤基地以及在第比利斯的联络处 

• 为所有房地提供环境卫生、供水和供电服务，包括收集和处置污水和垃圾 

• 储存和供应 75 000 公升发电机汽油、机油和润滑油 

• 按照清理结束时间表维修及处置 6个地点的 6个发电机和车辆燃料储存设施 

陆运 

• 运作、维修及处置 238 部联合国所属车辆，包括 3个地点的 39部装甲车和 2部特遣队所属车辆 

• 供应 30 000 公升陆运汽油、机油和润滑油 

空运 

• 运作、维修及处置一架 AN-24 型固定翼和一架 MI-8 型旋转翼飞机。其中的 MI-8 型飞机将于 2009

年 7 月 31 日停飞，AN-24 型飞机将于 2009 年 8 月 10 日停飞 

• 为空运业务供应 72 524 公升汽油、机油和润滑油 

通信 

• 支持、维护及处置一个卫星网络，其中包括1个用于语音、传真、视频和数据通信的地面站枢纽 

• 支持、维护及处置 5个甚小口径终端系统、11个电话交换台和 32 个微波中继器 

• 支持、维护及处置 33 个高频和 778 个甚高频中继器和发射机 

信息技术 

• 支持、维护及处置 5个地点的 54 个服务器、418 部台式计算机、127 部膝上型计算机、81 部打

印机和 30 部数码发报机 

• 为 10 个地点的 450 个用户，包括观察团人员和联合国其他机构支持、维护及处置 16 个局域网和

广域网 

• 支持、维护及处置无线网络 

医务 

• 运作和维护苏呼米总部以及加利区和祖格迪迪区的 2个一级诊所，用于向观察团所有人员、联

合国其他机构人员以及当地平民提供急诊服务，直到 9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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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 

• 为任务区所有房地提供每周 7天、每天 24 小时的安保服务 

• 为观察团高级官员和来访高级别官员提供每周 7天、每天 24 小时的贴身警卫服务 

• 在苏呼米、祖格迪迪区和加利运作、维护及处置闭路电视系统 

清理结束 

• 处置存货价值约为 2 250 万美元的约 4 217 件资产，办法是转交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

基地以及其他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特派团，通过出售进行商业处置,并销毁无法使用的器材 

• 核对、核查并关闭 5个银行账户 

• 结算供应商的发票并结束 37 项主要合同 

外部因素 

东道国政府和地方当局将在清理结束过程中予以合作，包括保障安全出入所有场地、准许联合国所

属装备出境和必要时适当批准就地出售或处置资产 

 
 

 二. 财政资源 
 
 

 A. 总表 

(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7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差异 

 

批款

(2008/09 年度)

初步清理结束批款

(2009/10 年度)

订正清理结束

费用估计数

(2009/10 年度)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 (4)=(3)-(2) (5)=(4)÷(2)

军事和警察人员  

 军事观察员 4 018.2 553.5 371.2 (182.3) (32.9)

 军事特遣队人员 64.7 43.2 42.0 (1.2) (2.8)

 联合国警察 651.0 74.0 43.1 (30.9) (41.8)

 建制警察部队人员 — — — — —

 小计 4 733.9 670.7 456.3 (214.4) (32.0)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15 695.8 7 617.8 4 504.6 (3 113.2) (40.9)

 本国工作人员 4 215.1 2 560.2 2 971.5 411.3 16.1

 联合国志愿人员 41.6 — — — —

 一般临时人员 49.3 96.0 327.2 231.2 240.8

 小计 20 001.8 10 274.0 7 803.3 (2 470.7)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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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批款

(2008/09 年度)

初步清理结束批款

(2009/10 年度)

订正清理结束

费用估计数

(2009/10 年度)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 (4)=(3)-(2) (5)=(4)÷(2)

业务费用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

 咨询人 22.6 11.3 — (11.3) (100)

 公务差旅 592.8 103.3 339.2 235.9 228.4

 设备和基础设施 2 746.4 1 019.5 839.8 (179.7) (17.6)

 陆运 1 691.9 233.1 73.6 (159.5) (68.4)

 空运 2 317.2 1 049.5 211.5 (838.0) (79.8)

 水运 — — — — —

 通信 1 290.3 452.8 248.5 (204.3) (45.1)

 信息技术 810.5 179.4 44.8 (134.6) (75.0)

 医务 55.1 45.5 11.0 (34.5) (75.8)

 特种装备 2.8 — — — —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475.4 960.9 918.0 (42.9) (4.5)

 速效项目 — — — — —

 小计 10 005.0 4 055.3 2 686.4 (1 368.9) (33.8)

 所需资源毛额 34 740.7 15 000.0 10 946.0 (4 054.0) (27.0)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2 424.0 1 057.9 933.5 (124.4) (11.8)

 所需资源净额 32 316.7 13 942.1 10 012.5 (3 929.6) (28.2)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 — — —

 所需资源共计 34 740.7 15 000.0 10 946.0 (4 054.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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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特遣队所属装备：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16. 2009年 7月 1日至10月 31日期间所需资源根据主要装备(湿租赁)和自我维

持费用的标准偿还率计算，共计 23 460 美元，见下表：  

(千美元) 

类别 支出 

主要装备  

军事特遣队 18.5 

  小计 18.5 

自我维持  

医疗 5.0 

  小计 5.0 

  共计 23.5 

特派团因数 百分比 生效日期 上次审查日期 

A. 与任务区有关  

    极端环境条件因素 0.7 1996 年 7 月 1日 — 

  超常作业条件因素 0.8 1996 年 7 月 1日 —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系数 1.0 1996 年 7 月 1日 — 

B. 与本国有关  

  运费递增因素  0.5 2000 年 1 月 1日  

 
 

 三. 差异分析 1  

 

提示 

 本节按下列四个标准类别所包含的具体标准选项，说明造成每项资源差异

的单一 主要因素： 

 • 任务：任务规模或范围发生变化或任务致使预期成绩发生变化而导致

的差异； 

 • 外部：联合国以外各方或各种情况导致的差异； 

 • 费用参数：联合国条例、细则和政策导致的差异；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额以千美元计。差异分析的 低限值是正负 5或 100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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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管理：管理部门为了以更高效力(如调整某些产出的优先次序或新增

某些产出)或更高效率(如采取措施减少人员或业务投入，但产出数量

维持不变)实现计划成果，采取管理行动所导致的差异和(或)执行方

面的问题(如低估了为实现一定数量的产出所需投入的成本或数量，

或人员征聘发生延误)导致的差异。 

 

 

 差异 

军事观察员 (182.3) (32.9%) 

 

任务：终止观察团的任务并随即开展行政清理结束工作 

17. 所需资源减少的原因是快速有序地遣返军事观察员。编列了经费，按每日 78

美元的费率支付，97 名军事观察员在 7 月份 18 天内、6 名军事观察员在 7 月份

整个月、5 名军事观察员在 8 月和 9 月整个月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并按每张单

程票平均 1 918 美元的费率支付机票费用。 

 差异 

联合国警察 (30.9) (41.8%) 

 

任务：终止观察团的任务并随即开展行政清理结束工作 

18. 所需资源减少的原因是快速有序地遣返联合国警察。根据清理结束计划编列

了经费，按每日 78 美元的费率支付 13 名联合国警察在 7 月份 16 天内的特派任

务生活津贴。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3 113.2) (40.9%) 

 

任务：终止观察团的任务并随即开展行政清理结束工作 

19. 所需资源减少的原因是，在清理结束期间的四个月逐步有序地分阶段减少人

员(7 月：98 人、8 月：82 人、9 月：64 人、10 月：49 人)。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411.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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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终止观察团的任务并随即开展行政清理结束工作 

20. 所需经费增加的原因是，按照工作人员细则和条例，支付那些其合同期在观

察团任务期限不延长之后才结束的工作人员的解雇偿金。在清理结束期间 4 个月

期间，工作人员的分阶段减少将是逐步的(7 月：202 人、8月：140 人、9 月：20

人、10 月：20 人)。  

 差异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231.2 240.8% 

 

任务：终止观察团的任务并随即开展行政清理结束工作 

21. 所需经费增加的原因是，主要在 9 月和 10 月用所需要的个体承包商来取代

本国工作人员，以协助观察团的行政清理结束工作(7 月：6 人、8 月：6 人、9

月：103 人、10 月：46 人)。还为 1 名临时本国一般事务工作人员编列了 4 个月

的经费。  

 差异 

咨询人 (11.3) (100%) 

 

任务：终止观察团的任务并随即开展行政清理结束工作 

22. 没有编列咨询人经费。 

 差异 

公务差旅 235.9 228.4% 

 

• 费用参数：实施新的合同安排 

23. 所需经费增加的原因是实施大会第 63/250 号决议批准的不带家属特派团工

作人员新的服务条件。结果，必须在任务区出公差的工作人员将领取每日生活津

贴而不是特派任务生活津贴。为任务区内 181 次旅行和任务区外 18 次旅行编列

了经费。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179.7) (17.6%) 

 

任务：终止观察团的任务并随即开展行政清理结束工作 

24. 所需经费减少的原因是，需要维修服务的月数减少；租赁合同终止；不提供

道路和桥梁维修服务；由于观察团的清理结束，发电机所需燃料公升数减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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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编列了 350 000 美元以用于在加利和祖格迪迪拆除和复原设施，此项经费的减

少被部分抵消。 

 差异 

陆运 (159.5) (68.4%) 

 

任务：终止观察团的任务并随即开展行政清理结束工作 

25. 所需经费减少的原因是减少了陆运。所编列的经费将用于购买 30 000 公升

燃料，价格为每公升 0.78 美元。 

 差异 

空运 (838.0) (79.8%) 

 

任务：终止观察团的任务并随即开展行政清理结束工作 

26. 所需经费减少的原因是清理结束期间飞行时数减少。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的

合同将分别于 2009 年 8 月 10 日和 7月 31 日终止。 

 差异 

通信 (204.3) (45.1%) 

 

任务：终止观察团的任务并随即开展行政清理结束工作 

27. 所需经费减少的原因是清理结束时期缩短和终止了一些通信服务。  

 差异 

信息技术 (134.6) (75.0%) 

 

任务：终止观察团的任务并随即开展行政清理结束工作 

28. 所需经费减少的原因是，清理结束期间所用的计算机和膝上型计算机减少。 

 差异 

医务 (34.5) (75.8%) 

 

任务：终止观察团的任务并随即开展行政清理结束工作 

29. 所需经费减少的原因是，不为预计在 2009 年 7 月遣返的军事人员和联合国

警察提供航空医疗后送，而且按照缩编计划，特遣队所属装备的部署月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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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30. 有待大会就观察团的经费筹措采取的行动是： 

 (a) 把大会根据第 63/293 号决议的规定为 2009 年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

间观察团行政清理结束工作核可的批款 1 500 万美元减少到 10 946 000 美元，

用于 2009 年 7 月 1 日到 10 月 31 日期间； 

 (b) 考虑到会员国已根据第 63/293 号决议的规定分摊 1 000 万美元， 再分

摊 946 000 美元，充作观察团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间的行政清理结

束费用。 

 五. 为执行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和内部事务监督厅各项建议而采取

的后续行动概述 

 A. 审计委员会 
 

(A/63/5(Vol.II)) 

要求/建议  为执行要求/建议采取的行动 

与服务终了有关的负债   

委员会注意到，在联格观察团，计算应计服务

终了负债时使用的一些工作人员的未用年假

结余不准确(第 37 段)。 

行政当局同意委员会的建议，即确保在计算与

未用年假相关的应计服务终了负债时，各特派

团的财务办公室应将工作人员的未用年假结

余与人力资源科保留的出勤记录进行核对(第

38 段)。 

 时间和考勤软件(矩阵系统)已开发，并在包括联格

观察团在内的一些维持和平特派团使用。各特派团

完成了用户培训班。矩阵系统将使联格观察团能够

保存准确的工作人员出勤记录，尽量减少书面工作，

避免处理休假请求和每月出勤报告方面不必要的延

误。该系统将使工作人员能够查看年假、特派任务

生活津贴、病假和应享间歇休养假、探亲假和回籍

假的余额。观察团管理部门将监测服务终了负债的

核算工作。 

绩效指标和产出   

联格观察团没有达到计划的若干绩效指标和

产出(第 76(b)段)。 

委员会重申其以往的建议，即行政当局应确保

联格观察团采取适当措施，确保为成果预算框

架拟订具体、可衡量、可实现、现实和有时限

的所有绩效指标和产出，以便利监测和报告

(第 79 段)。 

 联格观察团继续完善其成就，办法是审查绩效指标

的具体基准和目标，并量化明确产出。正在实行的

这种做法得到观察团预算规划进程的补充。预算框

架是在所有构成部分(军事、警察政治和观察团支

助)的计划和假设基础上制订的。不过，格鲁吉亚-

阿布哈兹和平进程涉及的动态有时超出观察团的控

制和预测能力。在编制观察团 2009/10 年度财政期

间预算时，联格观察团为积极参与成果预算编制过

程的所有工作人员提供了在职培训，观察团一直侧

重于为 2009/10 年度财政期间成果预算框架拟订明

确、可衡量的指标。 

财产管制和检查股的实物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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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注意到，外勤支助部于 2008 年 1 月 21

日发出指示，要求所有特派团确保百分之百地

进行实物盘点，并在财政年度结束前完成。根

据外勤部实物核查报告，8 个特派团进行了

90%以上的实物核查，前一年有 5 个特派团。

实物核查覆盖面不足90%的其余特派团是联合

国苏丹特派团、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

亚特派团、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格观察

团、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联

合国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特派团和联合国后勤

基地(第 214 段)。 

 联格观察团已发出 2008 年 11 月 20 日情况通报，概

述 2008/09 年度期间的视察。视察安排在 2008 年

11 月 25 日至 2009 年 6 月 19 日进行。观察团管理

部门已监测并确保到 2009 年 6 月实现 100%的非消

耗性设备实物核查率 

委员会关切的是，不完整的非消耗性财产实物

核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 15.6

亿美元数额的完整、准确和有效性(第 216

段)。 

  

行政当局同意委员会的建议，即行政当局应确

保在未来财政期间充分、完全地进行实物核

查，以证实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非消耗性财

产数额(第 217 段)。 

  

 

 B. 内部监督事务厅 

A/63/302(Part II) 

要求/建议  为执行要求/建议采取的行动 

对联格观察团的审计发现，该特派团飞往土耳

其的双月航班使用效率不高。虽然这些航班原

打算用于公务，但是航班上的大部分乘客是作

业务休整、补偿假或休假的旅行。监督厅发现，

如果公务旅客人数少，特派团就没有理由开航

班，使用商业飞机而不是联合国飞机可能每年

节省 20 多万美元的费用。联格观察团接受了

监督厅的建议，外勤支助部确认已经对联格观

察团的空中业务重新进行评估，2008 年 9 月

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是 后一个航班(第

50 段)。 

 观察团于 2008 年 10 月 1 日停止所有飞往伊斯坦布

尔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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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组织结构图 
 

 

 

 

 

 

 

 

 

 

 

 

 

 

 

 

 

 

 

 

 

 

 

  缩写：ASG＝助理秘书长；FS＝外勤事务；NS＝本国工作人员。 

 
a
 一般临时人员项下供资的临时职位。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 

(5 个员额) 

1 D-2,1 P-2,1 FS,2 NS 

行为和纪律小组 

(2 个员额) 

1 P-5,1 NS
a
 

秘书长特别代表 

(8 个员额) 

1 ASG,2 FS,5 NS 

政治/民政/新闻办公室 

(8 个员额) 

1 D-1,1 P-5,2 P-4, 

3 P-3,1 FS 

人权办公室

(6 个员额)

1 P-5, 

2 P-2,3 NS

联合国警察顾问办公室

(3 个员额) 

1 P-5,1 P-4,1 NS 

特派团支助司司长办公室 

(15 个员额) 

1 D-1,1 P-3,1 P-2, 

5 FS,7 NS 

安保办公室 

(92 个员额) 

1 P-3,26 FS,65 NS  

首席军事观察员办公室 

(2 个员额) 

1 D-2,1 FS 

苏呼米行动 

(6 个员额) 

6 NS,军事观察员 

第比利斯联络组 

军事观察员 

加利区 

(9 个员额) 

9 NS,军事观察员 

祖格迪迪区 

(10 个员额) 

10 NS,军事观察员 

联合实况调查组 

(1 个员额) 

1 NS,军事观察员 

医疗队 

(1 个员额) 

1 NS，军事观察员 

祖格迪迪小组 

(5 个员额) 

5 NS,联合国警察

加利小组 

(1 个员额) 

1 NS,联合国警察

苏呼米小组 

联合国警察 

通信和信息技术办公室

(28 个员额) 

1 P-3，8 FS，19 NS,

第比利斯小组 

联合国警察 

工程办公室 

(16 个员额) 

1 P-3,3 FS,12 NS

空中业务办公室 

(6 个员额) 

1 P-3,1 FS,4 NS 

运输办公室 

(27 个员额) 

7 FS,20 NS 

财务办公室 

(9 个员额) 

1 P-4,3 FS,5 NS, 

采购办公室 

(5 个员额) 

1 P-4，2 FS，2 NS 

人事办公室 

(7 个员额) 

1 P-4,3 FS,3 NS 

总务办公室 

(29 个员额) 

1 P-4,7 FS,21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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