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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143和 35/210 

号决议硬性规定的竞争 

性考试方法已超出了实 

验阶段

导百

1 •征聘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的竞争性考试方法现 

已超超出实验阶段。自从在意大利举行的第一次竞争 

性考试以来已历十年。不过，有系统地利用这种考试 

主要自198 1年以来。

2. 借助竞争性考试来征聘初级专业人员的这一硬 

性规定是大会第35/210号决议附件第1 0段使然，该 

段决定“ P — 1和P — 2职等的征聘通常应通过竞争性 

考试”，这项原则应当以下述方式实施:保留3 0%的 

员额备供通过竞争性考试从一般事务人员职类晋升为专 

业人员职类之用以及就其余的7 0%的员额而言所有员 

额的征聘应通过竞争性考试为之，此种考试应自1982 

年1 2月3 1日起实施，唯有下列规定：

—与有关国家政府协商后按国家分别拟出；

—以至少取得学士学位的候选人为对象；

一基于以联合国一种正式语文举行的笔试，包括一 

般性考试和各职业类别的的专门考试。

3. 这项决定补充了和更加精确地界定了现有的各 

项决谈，它们规定征聘工作应在一种竞争的基袖上进行* 

这在下列规章、决定和决《中均有所说明：工作人员服 

务条例第4.3条（“只要切合实际，选择应在一种竞 

争的基础上为之”）；1 9 7 4年1 2月1 8日决定；

1 9 7 8年第33/143兮决议，该决议规定一般事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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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客观征聘方法的所 

以重要是它能去除已往 

制度中固有的弊病和缺 

点

员职类晋升为专业人员职类须经考试并已建议“应在同 

有关国家政府协商后使用竞争性征聘方法”。

4.委实不需重提使用客观征聘方法的重要性。秘 

书处向各会员国提供的“产出”和服务的品质显然将取 

决于工作人员的品质，资格和训练。任何人都知道为 

了保证预先熟知或竭力推荐的侯选人顶补员额而作出的 

种种努力是很难反对的，因为现在没有精确的规则而现 

有的这一种办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颇为拙劣。没有任何 

客观方法或竞争的一种征聘制度不能产生良好的结果《 ^ 

在作出上述决定时*各会员国已表明它们重视工作人员 

的品质。

*对没有客观方法的征聘制度的主要缺点的一项分析 

(例如联合检查组在它的i 9 8 1年8月的报告 

(J：Tü/R：EP/8 1/11 >中作出的分析）除其他事项 

外指出：

总的来讲，征聘对象通常只限于在各组织总部 

自我标榜的那些候选人；

在大多数情况下，试图为预先熟知的候选寻 

求员额：

这一制度在所有各级上加强政治和人事压力；

评价候选人品质的一般依据包括其价值很难评 

估的大学学位以及没有任何明确方法的面谈（通常 

只限于不超过两名或三名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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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建设性的，但是 

对于适当执行各项决议 

颇有阻力

5 .竞争性考试方法已使得通过下列考试的迄今征 

聘工•作成为可能：

1 9 7 9 年、1 9 8 1 年、1 9 8 2 年相 1 9

8 3年举行的由一般事务人员晋升为专业人员的竞 

争性考试：1 3 4名专业工作人员;以及

1 9 7 4年至1 9 8 3年所有在外部举行的全 

国竞争性考试：1 1 8名专业工作人员

附件1 (外部举行的考试）和附件2 < —般事务人员升 

为专业人员的考试）中载有关于下列各项的更详细统计 

数：考试曰期和地点、有关国家（或国籍）候选人.人数 

员额数目、被征聘的各职业类别的候选人人数（只 

要这项资料有着落）以及列入储备名单的那些候选人的 

详情细节。

6.所得结果是建设性的并显示有能力内外发展， 

不过进行这些工作将遭遇重大障碍a 官僚政治的留难 

和抵制在阻止大会各顼决议正常执行方面颇为成功，特 

别•它们受竞争性考试方法的情况下将减少为

1 ^特别员额进行征聘而被征聘的人士可能缔造

据有过一系列员额的一种职业历程；

没有设法查明国际公务员（例如在联合国内） 

可能需要的最重要品质，他们拟稿和分析的技能， 

他们对工作语文盼坊实熟知》他们的动机以及他们 

对本组织g标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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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举行的考试准备的员«At〇 大会因之必须获悉

取必要步骤来保证它的 

各项决定得到遵行以及这样秘书处的效率所依靠的一种 

合理征聘政策才能有所发展。

7.本报告在建议可能需要的任何改革以前将分别 

审查外部举行的全国性竞争考试洳内部举行的考试的情 

况和问题。

第一章

外部举行的全国竞争性考试

8 •附件1提到下列各点：

举行竞争性考试的会员国数目已从19 7 4 — 1 9 

8 1年实验时期的五个会员国增加到1982 — 1 9 8 3 

年的1 5个会员国。虽然在实验时期只在主要发达国 

家（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联合王国和法 

国）举行这种考试/但是在1982—1983年己能 

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举办这种考试并广及所有 

大陆。预定1 9 8 4年将在下列国家举行竞争性考试: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7名员额）、日本（5名员额h 

意大利（4名员额）、巴布亚新几内亚（2名员额）、

圣卢西亚（2名员额）、圣克里斯托弗命尼维斯（2名 

员额I

这些考试的投考人数同提供的员额人数相比总的来



讲是很众多的，投考者与员额的比率有时高达几十比一 

(这秭比值1 9 7 4年在意大利为5 8，1 9 8 2年在 

巴西为5 8，1 9 7 5年在日本为3 3以及其他等等） 

而在投考人数比例上最低的国家中通常超过4倍或5倍。 

与所作的悲观预测正相反*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随时 

有为数众多的合格投考人（例如1 9 8 2年在象牙海岸 

有236名投考者，1983年在毛里塔尼亚有82名 

投考者以及其他等等）。

已为每次考试制成储备名单*列入这些名单的投考 

人总数为8 8人（为了填补正式提供的员额通过考试征 

聘的人数为118名）。考试及格的各职业类别候选 

人的分配（这是19 8 1年以来的氣那时此种分配初 

为大家知晓）情况如下：6 0 %左右为“经济学家”类 

别，2 1 %为“一般行政”类别、11 %为“社会和政 

治科学”类别以及6 96为“数据处理”类别。

9.建立一种竞争性的考试制度实际上不是联合国 

的一小新奇事物s囡为这一种制度很久以来就用来征聘 

语文工作人员，对于笔译、口译和编辑的工作人员有三 

种考试；不过一般征聘专业人员方面有待克服的种种困 

难是很大的。特别，不可或缺的是发展考试服务》它 

要能负责整个新的任务；为每个职业类别设计出特别测 

验和选择考试委员会；同每个国家的负责当局在一种个 

别事例的基础上商讨考试事宜；保证测验的机密，另一 

方面则作出安排使测验分布到广多的所在；防止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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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向有关部门解释新的征聘方法并使这些方法得到 

接受；确保办理考试所需的时间湘员额的保留不鲂碍各 

部门的正常业务；在一种并行的基碰上办理内部考试，

这种考试造成同样的问题但亦有其自己的独特问题，特 

别是在全世界建立旨在同时发挥功能的考试中心》

10. 这些困难大多已以一种十分显著的方法来加以 

克服：在愈来愈多的国家中考试机构已能举行外部的全 

国竞争性考试以及同时每年举行内部考试；通常均能作 

出充分宣传；已设立考试委员会*其成员均为有能力和 

献身于此种事业的工作人员》他/们均以一种客观的方法 

办理他们的工作；迄今没有发现欺骗情事；在1 5个国 

家中只有一个国家遭遇重大困难；经征聘的考试及格的 

候选人的品质优异，这已为几乎是所有接纳部门所确认。

11. 此外，在外部举行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制度已大

大地协助了人事厅应用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和改进那方面 

整个统计数字的努力。在通过外部举行的全国竞争性 

考试征聘的118名候选人中s 111名，即95%, 

属于没有国民任职或国民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1982 

年起，这项比例达到了1 0 0%而预定的1 9 8 4年考 

试将只在属于这些种类的国家中举行。另一方面，未 

经考试征聘的同一职等的工作人员中只有21 %来自无国 

民任职或国民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因此*在这方面全国竞争 

性考试方法的优越性是无可置疑的。只要按照既定规 

则更普遍地使用这种考试方法便能在建立公平地域分配 

方面将进度速率握高到支倍&............................

12 .全面推行外部举行的全国竞争性考试制度的机 

构是以情况良好。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可以设想一俟这



A/59 蘭3 
Chinese 
Page 10

不幸，通过外部举行的 

竞争性考试填补的员额 

的人数只有根据规则应 

该填补的员额人数的五 

分之一

一制度在联合国充分实施，它便能有益地推广到与联合 

国（例如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粮食计划署或难民 

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有关的主要方案以及联合国系统 

其他组织。不幸，在联合国本身内都仍可发现对竞争 

性考试方案的很大威胁。

13 .这些威胁由反对执行大会第35/210号决议而 

来，此种反对可以从通过竞争性考试填补:P — 1湘:P 

2员额的比例太小这一事实反映出来„ 这些数字在这 

方面是有说服力的Ü厅提供的关于1 9 8 2—19 

83年期间（1 9 8 2年1月1日至1 9 8 3年1 2月 

3 1日）征聘:P — 1和P — 2职等工作人员的统计数字 

显示在征聘的总共2 7 1名工作人员中：

6 6名工作人员*即24 • 3 %,是通过由一般 

事务人员升为专业人员的竞争性考试征聘的；

4 1名工作人员，即15.1 % *是通过外部举 

行的全国竞争性考试征聘的；

60.5%即1 6 4名专业人员是以与决议规定 

不相符合的传统方法征聘的。

如果这些比例较之于大会第3.5/210号决议规定的那些 

比例，即通过由一般事务人员升为专业人员的考试征聘 

的工作人员为3 0 %以及通过外部考试征聘的工作人员 

为7 〇%，则我们便可发现实际情况与大会命令规定之 

间有好大的差距：通过外部举行的考试征聘的工作人员 

只有按照规则应该征聘的工作人员的五分之一。甚至 

认为这是正在涉疗改革的时期》这种情况似仍难以接受， 

无论如何需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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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考试的各种理由 14.因此，我们请人事厅编制一份名单，列出该 

期间内所征聘的人员并在每个人名下说明征聘方法和使 

用这种方法的理由。征聘结果如下：

(a)征聘P — 2职等人员35名充任P — 3员额；

⑽征聘2 8人充任1 9 8 2年以前已空缺的，而 

起职日期为1 9 8 2年或1 9 8 3年的员额；

⑹征聘1 2人充任各职业类别的员额，这些职业 

类别不是一般事务人员升任专业人员考试或外部考试的 

对象；

(cl)征聘1 9人充任原来保留给一般事务人员升任 

专业人员考试的员额^但这种考试却未被中央考试委员 

会所采用；

⑹征聘8名任期超过.1 1个月的人员，但推迟将 

其名单提交升任和升级分设委员会一升任和升级委员会;

(f)征聘8人以接替同一国籍的专业人员，即适用 

于其国民基本上签有定期合同的会员国；

⑻征聘人事厅特别核准的7名人员；

⑻征聘12人充任相当于已离开本组织的临时专 

业人员员额；

⑴征聘1 6人充任相当于“调整”的员额：在职 

工作人员签证和员额职类的更改、从受地域分配限制的 

员额改隶为不受限制的员额、等；和

Ü)最后，由于已当任专业人员员额的一般事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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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同正当的理由我们认 

为确实有官僚政治的抵 

制。

员向行政法庭提出申诉，结果便有1 9人未经考试而从 

一般事务人员升任专业人员。

Ï5.因此，在所列案件中可作如下的区分：

那些可归于因对第35,210号决议的含糊解释而征 

聘的员额：恰当的例证就是征聘P — 2职等人员3 5名 

充任P — 3员额，该决议所指的是P — 1和P — 2职 

等而非员额，因此这项规定应适用于这些征聘。.

那些过去征聘的人员，例如为“填补1 9 8 2年以 

前所空缺的员额”而征聘的2 8人，或由于向行政法庭 

上诉而从一般寧务人员升任专业人员的I❾人^ 在这 

些征聘中有些似应作更详细的审查，目的是希望今后不 

会再发生这类情形。

那些可以在改革期间以正当理由解释的征聘，例如 

征聘12人充任不需通过一般事务人员升任专业人员考 

试或外部考试的职业类别员额；或征腭8人接替那些基 

本上属定期合同的会员国国民；或征聘人事厅所特别核 

准的7名员额^

最后就是那些表明进行各种难以证明为正当的改革 

有受官僚政治抵制的征聘。这就是(叫（a丨、⑻和(i)各 

类别内的5 5种情况，特别是征腭任期超过î 1个习的 

人员而又来将其任用立即提交升任和升级分设委员会一 

升任和升级委员会的情况（即违反工作人民服务细则第 

104.14条的规定）》

6 .关于确实有官僚政治抵制的征聘，所使用的 

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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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切可想象的借口来免除考试；除了征聘上述的 

P — 2职等人员充任:P — 3员额以外（其效果详载于第 

1 4⑻段），各候选人便来经考试而被聘任为间接费用 

项下的员额、“顶替”员额（预算司因员额的免职或调 

职造成空缺后而借出的员额）、“不受地域分配限制” 

的员额等等；

任用临时人员抠任空缺的职位，然后以连续给予短 

期合同的办法或利用征聘顾问、专家员额及_其他员顿的 

经费来使各个征聘期间交替的办法长期展延该人员的任

期；

利用将一个专业人员从一员额改隶为另一员额的方 

法来操纵员额的空缺：例如，一个本来应通过竞争性考 

试的空缺P — 2员额是将~个以前被聘任当P — 3职位 

的：P~2工作人员调派来予以填补的，然后再征聘另一 

个新的P — 2工作人员来担任这个剛空缺的]P — :3职位;

将一个员额的征腭推迟直至能再作为例外情形的适 

当时候。

17 .对抵制竞争性考试所使用各种办法进行的分 

析显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隐瞒有关员额空缺的资料，这 

种办法使人.事厅无法安排有关员额的考试。中央资料 

系统的无法得到有关员额数量和员额表的充分资料早就 

受到了批评；但是该系统几次都说目前工作已有进展， 

特别是目前正在将预算司继续修订的员额名单与人箏厅 

的现有资料综合起来。实际上3如果工作有任何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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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使用了各种办法，而 

关于空缺的资料仍被隐 

瞒住.

其进度也是相当缓悛的，以致现有的资料系统使人事厅 

无法确定空缺的员额（特别是纽约总部以外的空缺员额） 

或知道今后几个月内将有那些空缺的员额s

18. 这种情况因大多数部门有系统地试图隐瞒资 

料而更趋复杂，结果在每年正当编列将由考试（内部和 

外部）填补的员额的名单时，与现有的或今后几个月 

内很可能空缺的员额数*相比，人事厅只能确定极少数 

的空缺员额。更畫要的是，考试经常是以内部考试先 

举行，因此这便将在通常的约共6 0个员额中冻结了3 

〇个.有时候，例如我们在第1 4⑹段中看到的，所 

冻结的员额比通过内部考试所需征聘的员额还要多s在 

这些情况下，证明了可保留给外部举行的全国竞争性考 

试征聘的员额数量极少：1 9 82年35名，1983 

年47名。 此外，由于编制后备名单的办法未受适当 

采用，便无法使参加这些考试的员额数量增至相当于每 

年真正可征聘的员额数量，即至少90名。关于员额 

空缺的资料都是太晚才公布出来，因此，这时便容易以 

例如迫切需要的借口而未经考试征聘各个空缺的员额。

19. 所有这些都明显地指出，这方面的改革极受 

官僚主义的强烈抵制。毫无疑问地，这是由于第

2 1 0号决议没有得到充分和完全的认可。虽然，备 

种竞争办法都有其支持者，并已由人事厅各主管单位有 

力和坚决地付诸实施；但是，它们也有反对者。这种 

对大会各项决定进行有组织的抵制的作法是完全不可接 

受的，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a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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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情况的主要解释就是 

柜绝改变根深蒂固的习 

惯，

需要作出更令人满意的

...而一些业务上的 

缺点也必须加以抑制。

在制定这些措施以前，我们认为有需要首先了解这种抵 

制的主要理由，

20.对这种情况的主要解释无疑就是拒绝改变人 

人的习惯作法。某某工作人员稍微有点满足于能“成 

功征聘”他所认识的某某候选人（而且他也认为该候选 

人多少具有所需要的条件大多数处长认为一种不允 

许他们能继续选择他们自己的同事的制度与他们正常的 

责任是不一致的；各官员的拒绝接受大会“强加”的而 

他们又未能参与制定的征#方法；和最后由于他们必须 

改变个人的习惯作法而觉得烦恼，以上这些原因对在秘 

书处范围内所持的反面看法确实起有相当大的作用。

21 .对这些新的客观征聘方法的望要性曾试图作 

出的解释无疑不足以说服大多数的有关人士。 最高阶 

层在进行各项改革时应当提出更多和更好的解释并表示 

有极大的兴趣，也许最重要的是要力图保证竞争性考试 

办法开始时便不会有任何将在某种程度上令各处长不满 

的缺点。

22.目前的竞争性考试安排仍有一些尚来解决的 

缺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所需的征腭期间„ 各使用部 

门便在这一方面找出了反对目前所使用的办法的理由一 

一个完全正确的理由。问题在于由于必须予先保留考 

试的员额，以致无法在一定期间内利用这些员额，进行 

征聘所需的标准期间（通常已是很长了）便因而又拖长 

了 4 这个期间包括员额空缺后的冻结时间到考试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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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P—2员额数 

量的趋于减少....

期，再加上考试本身所需要的时间。今后应将这个缺点 

加以改正，即例如更有系统地利用该“后备名单”，我 

们将在下面予以解释。

23. 但是，与其在应用新的办法时力图克服这个 

障碍，似乎倒不如更简单地指出就是这些缺点破坏了改 

革的工作。其他可以很容易排除的小障碍也是如此。 

一般地说来，人事厅与各使用部门之间的关系--•一向是 

不好的，实际上在任何政府办公室或任何大小公司内也 

都是如此一并没有因必须解决的以便能执行诸如采用竞 

争性考试的这种基本改革的各种问题而有所改善因 

此，今后几年内应作出更大努力，将任何仍存在的障碍 

排除撣并解释竞争性考试制度的主要作用和重要性<>

24. 但是，在决定应以那些方法进行必要的改單 

以前，我们必须分析一下一个不利于竞争性考试制度的 

最后现象：P — 1 Z p — 2员额数量正在减少。从1 

9 7 9年至1 9 8 5年，P — 1，P — 2员额数量的编 

制如下：

预算周期 1978,
r.............
1980- 1982- 198 4—/ 19 79年 1981 年 198牌 1985 年

/情况 周期终 周期终 周期终 预算开

了时 了时 了时 始时

常设员额 615 6J2 6〇3 615

临时员额 15 5 16 14

I改叙的最后结果 -29 6 0



...同样也有危险。

可以拟订的各项改正和 

补充措施。

预算周期 1978」1980— 1982-

A/39A83
Chinese 
Page 1?

1984-

19 79年 1981 年 198脾 1985年

情况 周期终 周期终 周期终 预算开

了时 了时 了时 始时

由临时助理人员

1 的改变所产生

'的员额 0 3 1 0

现有员额的调动 «2 -6 0 0

撖销员额 2 0 0

预算外员额的改

隶 0 0 0 0

2员额

总数 '622 633 6.51 629

25.因此，虽然从1 9 7 9年至1 9 8 4年各职 

等的现有专业人员员额总数从4, 232名增至4, 58 6名, 

或8 . 4 %;但是，2员额数量却几乎保持不

变。因此，本组织专业人员职等编制范围便相称地狭 

小。最重要的趋向是：

未能设立任何新的P — 1/^一2员额（虽然员额总数 

仍在增加）；和

.出现大量将P — 2员额改叙为P — 3职等的现象。

26.本报告目的并不是要将过去的错误小题大作， 

而是要在考虑到在这实行的艰难期间所取得的经验时试 

图解释今后如何能一劳永逸地实行第33/143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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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遜适用以下规则的各

项例外....

I 210号决议内规定的所有改革性征腭方法，并如属可能 

加以巩固和加强。我们认为如果大会希望使其各项决 

议付诸实施，它所考虑提出的任何改正或补充措施是与 

下列有关的：

⑻P — 1/ P — 2职等普竭适用以竞争性考试进 

行征聘的规则；但严格划分的情形除外；

(b) 外部举行的全国竟争性考试及格人员名单的编 

制方法及此种考试的规划工作，并将考试扩大到更多国 

家；

(c) 扩大客观征聘方法，将P — 3员额逐渐包括在 

竞争性考试或笔试的制度内s

⑻P — 1— 2职等普週适用以竞争性考试逬行征 

聘的规则

27. 大会可以指出除了人事厅助理秘书长代表秘 

书长并在所将规定的百分比范围内本身授权的，经仔细 

阐明的各项例外以外，它禁止由预算外经费负担费用而 

未经竞争征聘P — 1/ P — 2职等充任任何员额，无论 

是常设或临时的员额并不管属何职等/我们与人事厅 

对所将产生的各种困难问题进行了审查，结果我们便提 

出下列几种例外：

28. 对于常设员额，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最高限额

为5 %:征聘没有国民任职莰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适 

;当幅度为两名至四名）的国民，和由于每年职业类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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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缺额不多以致无法举行考试或利用前一年的竞争性考试 
I所编制出的后备名单^ 这两种限定的例外将能解决下 

列各项困难问题：

经验证明竞争性考试制度可适用于所有国家。但 

是，很明显的是只有在任职人数较多的国家才能长期执 

行这种制厪。适当幅度极低国家的任职人数问题则可 

由直接征聘办法予以迅速解决.此外，这一类别任职 

人数不足或没有国民任职的国家已不是很多的。因此， 

所规定的例外不应持续三年以上-

联合国专业人员所分成的14个职业类别的员额数 

字是不公平的。诸如语文工作人员、一般行政人员和 

经济学家的一些类别所需的数量便可以在每一年内征聘 

几十个：P—l//p—2职等专业人员s 其他类剔每年只能 

固定征聘三至八个2职等员额(社会发展、统 

计、资料、政治事务、法律事务、图书馆、电子数据处 

理、财务等等）。其他类别的员额数字则很少s每年 

肯定不能征聘超过三个:P—tZP—2员额。这一类别(工 

程师和建筑师、出版和印刷、科学和技术）不可能举办 

外部竞争性考试或甚至在任何一年内提供一个需要以内 

部竞争征聘的员额。在这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例外授权 

未经竟争性考试进行征聘。至于其他类别，人事厅应 

当保证至少每两年有足够的员额可参加外部举行的全国 

竞争性考试，以便能在为该类别举办另一次竞争性考试 

以前根据所编制的名单进行征聘。

应适用于具体的案件，

即所限定范围为常设员 

额的5 %和临时员额或 

由预算外资金负担的员 

额的;3 0 %:以竞争性 

考试方式征聘P — l/P-

2职等充任各种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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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征聘案例则须举 

办笔试，并将例外征 

聘情形向大会提出报 

告。

29. 关于临时员额或由预算外经费或支助经费资助的员 

额，在秘书长或助t秘书长及人事厅认为不可能给应聘者签订两年合 

同时，可以批准给予例外征聘，但人数的最大限额不得超过 

3 0%。在这方面要克服的困难如下：原则上，根据临时

员额或由预算外经费资助的员额的规定，不可能向这些员额 

的应聘者提供两年合同。实际上，普通专业员额中的工作 

人员在临时员额或由预算外经费资助的员额中占的比例很大》 

因此，对其中多数案例来说，在征聘P—l/P —2职等员 

额时有可能提供两年合同。对此，本组织所要做的工作就 

是在这个员额空缺填满的日期以前，由通过这种方法征聘专 

业人员来顶替。我们认为至少在7 0 %的情况下可以这么 

做。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建议应当把为这些员额而举办的 

P — 1/P — 2职等竞争性考试的可能例外征聘人数限制在 

已经提过的3 0 %这个数字上。

30. 大会最后决定：

⑻对于涉及不按照竞争性考试规则进行的P-1/ 

P—2职等的所宥征聘工作，应当举办笔试，让从各个相应员 

额的短的征聘名单中选的人员可以接受测验。这项 

考试服务负责在爭前为这类考试作准备工作，并负责安徘各 

项考试的实际组织工作。

⑽秘书长每年向大会提出报告，关于工作人员 

情况的报告须载列批准不按照P — 1 / :P — 2员额竞争性考 

试逬行征聘的那些例外情况。

(b)外部举行的全国竞争性考试及格人员名单的编制方法及 

此种考试的规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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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后备名单制度••••

•…可以应付因延迟征 

聘而产生的各种困难

31.附件一表明，考试委员会在认为有可能时，注意把 

未立即列入后备员额，但是建议以后予以征聘的若干人员的 

姓名列入名单内。这些人员的数目每次竞争性考试均不相 

同，在1人至8人之间，其总人数约为后备员额总数的75%。 

职业小组自1 9 8 1年以来就已经进行这项列入后备名单_ 

工作。另一方面，这种征聘人员名单的使用情况却令人极 

感失望。总之，1 9 8 1年和1 9 8 2年从后备名单征聘 

的人员只有8人（1 9 8 1年2人：法国1人，日本1人，

19 8 2年6人：巴西2人，意大利2人，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1人和象牙海岸1人）。我们也无法确定是否征聘这些 

人员是为了取代考试及格伹决定不要这些职位的那些人员， 

或者他们是在考试及格人员已经委派职位以外额外征聘的人 

员。这些数字表明，必须将后备名单系统加以彻底重组。

32 .所谓的“后备名单”问题可以说是一个考试及格人 

员名单的问题，起因如下：由于每年只举办一次竞争性考 

试，因此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使每一个现有职业类别在某一年 

期间P —1/P — 2职等的可得员额数目符合各类别考试及 

格的人数。为确保这两个数字相符合，设想采取下列办法：

——有空缺便予先保留可得员额。但这种保留办法

有两个实际困难-------- 个是在考试之前，年初街现的空缺搁

置太久；另一个是鉴定空缺的困难，因为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是“不对外发表”的，正如上文第1 7段和1 8段所说的。

一计算以前各年的数字，并根据最新资料加以改正， 

从而预测本年度内可得的员额数。如果可以作出这种预测， 

便不再需要预先保留员额，在这种情况下，及格人员在一有



A/39A83
Chinese
Page 22

竞争性考试的规划工 

作应当是征聘计划的 

一部分

空缺时便可立即委派职位。不幸的是，无法十分精确地预 

测各个专业类别的数字，因此不可能根据这种预测向被接受 

的及格人员保证委派某一特定职位。使及格人员等待太久 

的问题也相当大。

33.由于这两种方法（为竞争性考试提供普遍保留员额 

或事先预测员额空缺）造成一些困难，只有将这两个方法结 

合才有可能得到可以接受的结果，换言之，可以得到相当精 

丨确的数字，无须便各部门或及格人员等待太久。因此，一个 

i合理的系统大约包括下列各点：

； —保留一年当中员额空缺（在竞争性考试日期以前6

个月的所有员额空缺）的大约一半；

I — 向竞争性考试提供保留员额数的大约两倍，除了填 

I补保留员额外，还用以填补竞争性考试日期以后6个月内出 

i现的空缺。2

3 4 .如果全部采用这种系统，则第2 2段指出的缺点一 

由于编制后备名单和举办克争性考试而致拖延征聘工作的缺 

点_一—便可大为减少，因为至少有一半的情况不再会出现这 

丨个问题。一俟这个系统获得究善发展，甚至賓可能逐渐减 

丨少预先保留员额的数目，最终的系统是，列入及格人员名单 

丨的人在出现空缺时便可以立即受到征聘。

;2 1 9 8 3 — 1 9 8 5年征聘计划表一提供了每年设想的

丨估计征聘数。这说明这类计算是可能的。但是，必须不 

断予以更新。的确5只有把所有现有员额按职业类M细分， 

实际上才有可能作出这种预测》 对此，希望人事厅内最近 

«组过的职业发展和配置股尽快执行这项必不可少的任务 

(事实上在几个月前就应当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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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利用这个预测系统还可以在长期征聘计划范围内制 

订一项多年竞争性考试方業，至少在3年前预先编制即将举 

办竞争性考试的国家名单。向这些国家提供按职业类别划 

分:的大概空缺数目，这项预报资料可以使这些国家展开更好 

的宣传工作并对应考者施加更好的训练。同时，这个系统 

还应当有可能：

j 逐步增加每年举办竞争性考试的国家数目；

在每一次考试时提供更多的员额（按照所指国家的定额 

比例）；

! 逐步将考试推广到国民任职人数在其所希望的范围内 

I的那些国家。虽然我们了解何以人事厅自1 9 8 2年以来 

I便将这种考试限制在无国民任职或国民任职人数过低的那些 

丨国家举办，即提供一个良好机会以实现大会的公平地域分配 

丨的愿望，但是目前我们应当努力把竞争性考试推广到所有国 

丨家。

! 对我们来说，最后一项建议颇为合理，事买上，由于采

I取了上文所说的各项措施，每一年向竞争性考试提供的员额 

遵守这四个条件便有I数目均有增加，因此应当有可能迅速减少国民任职人数过低 

可能将竞争性考试扩丨或无围民任职的固家数目。我们认为这些措施更加具有迫 

大到P —3职等。I切性，因为它们可以改正现行方法的缺点之一，即一些人数

I少而高度专业化的职业类别，如数据处理，只征聘一、两个 

I国家的国民，因而发生这些国家在专业职类中处于垄断地位 

的危险---很明显这是不恰当的》

⑹将竞争性考试和客观征聘方法扩大到？ 一 3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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伹是必须有一段逐步 

采用的期间

I 36.在上文第I 4和1 6段中，我们看到滥用杈利结果 

造成征聘:P — 2职等的人来占用P — 3员额，以及这种做法 

鼓励人们进行操纵（调职等）的情形。我们认为最好为了 

各种一致的理由，发展所有职等的客观征聘方法；在专业性 

职业的组织方向上采取决定性步骤；终止上述的滥用枳利情 

况；大量增加向竞争性考试提供的员额数目；坚决把考试扩 

大到P —3职等。

! 37.最简单和最全面的解决办法是，在所有:P —3职等

的外部征聘，即在内部从:P — 2晋升至P — 3的范围以外的 

所有这一职等的选拔工作，中，建立一个使用P — 2职等外 

部全国考试的征聘制度，但具有下列各项差异：

⑻应考者必须提供在其申请的职业类别具有五年 

专业经验的证明。

⑽大学资格的要求提高到至少具有爾士学位_水 

j平而不是初级学位（获有执照或文学士）

⑹因此，应将蔘加竞争性考试的年龄限制从3 2 

岁提高至36岁，但应考人必须合乎前两项条件。

⑹ P — 3职等征聘的应考人和P — 2职等的应考 

人接受相同的考试，伹前者还必须通过一项与所涉职业类别 

有关的测验，其目的在证明这些H考人比P — 2职等E考人 

丨具有较高的专业能力水平。

;38 .这种制度特别可以为各种分职业类别的职等所采用， 

I它提供特别的选拔考试，其范_包栝所涉职业类别的各种专

对此没有与现行程序相异的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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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遍采用以前，可 

以对这两个最大的职 

业类别试用各种方法。

业。.这个制度比要求应考人符合]3 — 3职等的条件的直接 

征聘制度更有可能进行客观的征聘，更能保证应考人具有所 

需要的资格水平。

39 .但是，我们认为如无一段筹备和适应的期间，这种 

制度是无法建立的。它会产生未可预见的困难，而这些困 

难只能在经验中逐步显现出来。这就是何以我们认为最好 

能设想一个渐进讨划，其中包括：

在实验护基础上s只为一个大的职业类别建立第3 7段 

建议的制度，例如在数量上最重要的一般行政职业类别；

对于另一个大的职业类錄晚济专家职业类别，则同时要求 

参加：P — 3职等征聘的所有外部候选人参加笔试；

在实验满两年以后，将上述的一个或另一个制度逐步推 

广到所有职业类另*1。

40 .以上致力采取的各項措施有助于增加竞争性考试的 

可得员额数目。P —3职等外部征聘人数每年如7 0人和 

I 9 0人之间；一般行政职业类别本身的征聘数目大约为1 5 

:人，而经济专家职业类别则为3 0人至3^人》 因此，总 

I之，我们可以洗i即采用提议的措施是有可能做到下列各点的:

j 为外部考试提供大约1 〇 〇个职位（P — 1/P — 2职 

丨等8 5至1 0 0名，因为竞争性考试已经扩大到预算外经费 

丨资助的员额，P —3职等1 5名）；

丨 逐步准备以笔试形式补助口试或面谈来扩大各项客观的 

丨征聘措施，方法是把这些措施E用到对P —1/P — 2职等 

:以及P — 3职等的经济专家职业类别不采用竞争性考试的例 

j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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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G晋升为P的考 

试情形........

这就是.说必须采取坚决行动，使扩大使用客观征聘方法 

征聘的人数在专业人员征聘总数的比例越来越大，从而为今 

后整个秘书处全盘采用这些措施做好准备工作。

所主张的全套决定预期得到的结果

41.以上致力采取的各项措施是相辅相成的。 除别的 

以外，这些措施有可能做到：

保证今后遵守大会投票通过的各项决议，特别是第36^

210号决议；

迅速改变有关专业人员征聘_各项条件，从而大大提高 

秘书处的素质；

使所有会员国对竞争性考试制度的功能感到兴趣；

为将竞争性考试办法扩大到整个联合国系统作好准备， 

以便使这些机构成为决心做到的现代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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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外部举行的 

全国竟争性考试问题。

第二章

—般事务人员升为专业人员时 

_茺争性考试

42 •关于一般事务人员升为专业人员的竟争性考试的 

情况，因为在此情况下所提供的征聘员额人数常是大会第 

35/210号决议规定的水平„ 所冋的关于这一升级制度 

的问题与我们刚才在第一章中讨论的那些问题颇不相同„

43.应该注蒽的是首先就外部举行的考试而言考试安 

排一直都办得很妤《 这里所讲的考试是世界一级的可以 

说是一种初次出视的现象《这些考试必须在许多中心同 

时举行《 此一困难已如愿地加以克服，举行考试的中心 

的数目几年来最少为8个最多为I 2个，4 其相应服务 

I地点分别在2 5个与3 I个之间a 关于在1 9 7 9年、

I 1 9 8 I年、1 9 8 2年和I 9 8 3年举行的四次茺争性 

I考试，候选人的人数每次约为4 0 0人（略见减少，即从 

:1 9 7 9年的4 3 4人减至19 8 3年的3 8 2人） 

i所提供的员顿人敬最多为4 8名最少为2 5名即每1 〇名 

至I 5名候选人角逐大约一名员额（见附件2 )

I 9 8 3年举行考试的中心所在地为亚的斯亚贝巴、 

巴格达、曼谷、纽约、耶路撤冷、圣地亚哥、维也納、 

日内瓦。其他各年还在夢西哥城，伊斯梅利亚、内 

罗毕、尼科西亚和贝鲁特设立考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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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按职业类别分配备供考试及格候选人递补的员额 

情况不同于全国克争性考试的员顧分配情况：一般行政类 

4 0 %(全国党争性考试的此一职夹为2 I % )，经济学 

家类I 2 %(全国竟争性考试的此一职类为6 0 % )以及 

(图书管理员类为了切合实际这里的征聘.方法只限 
1于这个内部考试。通过内部升级优先办法保留某些职类 

员额的这一趋势归因于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工作人员具备种 

种种资格# 不过，它有一些缺点，这些缺点只有将外部 

举行的竞争性考试扩大到P — 1 /P — 2职等的所有员额 

才能加以消除

丨 45.候选人的学术水平有2 4 • 6%的♦例高于初等 

学位M执照”即文学学士，有3 8 . 8 %的事例等于那个 

水平和有3 6 • 5%的事例低于那个水平，后一情况可 

.以大会第3 3/1 4 3号决议的规定说明其原因，因为该 

:项决议仅规定中等教育以上资格（外加五年经验）•

46 •附件2列出候选人和考试及格候选人所属的主要 

国籍《 在实际上所有的情况下，这些候选均来自其国 

民在秘书处中任职飽和或任职过多的国家e 在某些情况 

下，正因为这一内部考试的存在以致那些国家的国民仍旧 

经常地在秘书处中任职饱和或任职过多，其结果是实际上 

I不能在那些国家举办外部竟争性考试/这是内部升迁制 

丨度的弊端之一^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

就国籍而言，在升级考试创立以前就已推行的由一般 

，事务人员升为专业人员的升级办法确实造成同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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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问这一种考试是 

—种征聘制度还是一种 

升迁制度•…•…

候选人和考试及格候选人的国籍成比例地反映出整个 

_般事务人员职类的目前国籍分配情况；

无论如何：为外部竞争提供的员额人数的增加能够在 

1很大程度上克服这一弊端*

47 •家极深蒂回的习惯的改变一样，这个内部考试的
I
I创立已造成心理上的种种困难《 常易忘记的是大会建立 

I这一制度是要消除明显_妄为和严靈的缺点6另一方 

i面，令人遺憾的是新的制度使得较先前的制度更为不易酬 

I劳已经历长期服务但无资格和愿望参加考试的那些工作人 

i员。换句话说，所提出的问题是内部考试制度是一种征 

i聘方法抑是一种升迁制度《

j 48.纽约总部联合咨询委员会为1 9 8 3年9月在纽 

i约举行的工作人员管理协调委员会第七届会议编制的题为 

I “一般箏务人员和有关职夹升为专业职类竟争性考试的备 

j选办法”的I 9 8 3年8月1 2日的一项文件（SMCC/ 

j VII/9 )非常简洁地说明了这一方面的问题^ 它指出 

i任何升级制度应该：

I 是以明确界定的专业类别和职务分类制度为依据的职

业发展计划的重要部分；

在一种全部秘书处的基础上付诸实施；

! 尽可能的客观。

I______

; 关于那一点，例如可以参看下列报告：JIü/Rep/

71/7, 76/8. 77/4, 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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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后不能解决任 

何问题除非一般事务人 

员的职业发展制度得以 

建立：

该文件又指出关键冋题是自一'个职突升为另一'个职类

应被视为一种祉聘制度抑是一种升级制度在审视各种 

选择以后它建议审查一种双重制度，此种制度是在一般事 

务人员中提出两类工作人员：

已到达他们职类中的最高职等的那些工作人员（或另 

有至少I 5年的服务功劳）；

具有相当于一种职业类别（专业职类）的学历和五年 

经验的工作人员（这类工作人员是目前制度下的同类工作 

人员但有学术水平规定问题）-

关于每类工作人员，将考虑使用不同的考试办法*对 

于第一夹工作人员主要测验其既有的工作经验，对关第二 

类工作人员则测验其技术和一般资格《 该文件在结论中 

指出这一双篁选择无论如何需要逬一步研究以及缺泛主要 

资料。

49 .我们认为这个文件中爱示的种种构想发人深省和 

I值得认真研究# 不过，我们认为在这方面犮生的冋题仍

在扩大，竟争性哼试的创立一事因此已有所阐明问题不 

仅是关涉一般事务人员职夹如何为专业人员职类的特别问 

题而且实际上关涉一般事务人员政策的整个概念。这嬰 

构想还表示目前的政策无疑是意义不明。

50 •这个问题，特别是与一般事务人员职类职业犮展 

有关的部分，许多年来一直在加以审议；不过进度极其缓

^慢„ 要列出讨论这个问题的所有文件以及已研究此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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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但未达成能够付诸买施的结论或作出决定的所有工作组

将.是十分麻烦的a 历时逾12年联合检查组在一个又一

个的报告中建议改组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结构（例如19

7 1年7月第第JIü/Re p/71/7号报告第.1 4号建议）

I以及一次又一次地嬰求采用职业规則的职业类别一览表，

I —种训练制度以及较佳的征聘方法* 在了解这个问题方

面、在正式采纳上述各种概念方面以及在研究这个问题的

某些方面显已取得英干进展》 在纽约总部设立两个补充

职等（G—6和G—7)的最近建议肯足是向正确方向迈

进了一步；不过，全盘政策未经拟订或付诸实施。
j

51.联合国的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包括大約10s 0 0 

〇名工作人员8这些工作人员可以细分如下：纽约总

关于一般事务人员的统计数字显示有工作人员一般统 

1 计数字的同样缺点。例如4关于秘书处组成的报告 

(1983年9月14日A/38,374号文件） 

表示1 983年6月30日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工作 

人员有8 2 Ï 8名，其他有关职类的工作人员有Î， 

153名总共为9 3 7 I名（表2 0 )以及不属于专 

业人员职类和专家职类的工作人员另有9 9 8 (3名 

(表A );反过来看1 9 8 2年1 2月3 I日的情 

况，行政问题协两委员会秘书处岀版的I 9 8 3年 

6月3 0日第ACC/î983/Pe;r/32号报告表示联 

合国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工作人员有9 8 2 I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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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关于这些问题的 

一个报告将使得澄滑情 

况和寻求可能的解决办 

法成为可能0 .

大约为3 1。7 %( 3 1 I 6名）；日内瓦为1 5 • 2 3 % 

(I 4 9 6 名）；维也纳为10 • 47%( 1029名）； 

曼谷为6 » 5 %( 6 3 8名）；亚的澌亚贝巴为5。3 2 

(5 2 3名）；圣地亚哥为4 • I 7 %( 4 I 0名）《

换句话说，在六个撒务地点差不多有74%的工作人员， 

其余则散驻在世界上为数很多的国家里》 在秘书处任职 

的各SJ国民的国籍是买际上所有国家的国籍s但是就数逾 

6 5洛的秘书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基本上是I 2个国家7 

的国民a 显然存在的关于征聘的唯一政策是当地征聘政 

策，换句话说就是在环绕服务地点的地区中逬行征聘的政 

策《 另一方面，除了一些秘书速写和打字测验（这些测 

验因服务地点而异）以外，现在没有答观的征聘方法，没 

有能应用于按初进者职等征聘的比额的原则，也没有关于 

年龄、工作经验或所需资格的种种细则《虽然奇异的文 

件可以提出理田来希望在界定职业类别方面已取得某些逬 

展，但是显而易见现有员额并没有分别归入这些职业类别， 

更不必说每个职业夹到的职业程序已经订定。显然也没 

有任何征聘以前或在职的外部训练制度，

a

(续）

1 . 2和1 7 ),然后在表I 1 A和I 1 B中表示由 

j预算经费支付其薪金的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工作人员有5 

3 2 9名，即总共有1 3 0 3❻名、

I

I 7美国、泰国、菲律宾、埃塞俄比亚、联合王国、法国、 

:奥地利、智利、印度、孟加拉国、瑞士和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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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这就是说需要很长时日才能为这一工作人员职类 

提供一个适当尺度而这一尺度对于此项职类的人数和它犮

'挥的切能极具重要性^ 人人都知晓任何行政和任何庞大

事业良好管理的一个重要基地是充分受有训练和受职业前 

景适当鼓励的一群部属人员的孖在。尽管有大部分这些 

:人员的奉献以及这些人员通常所负贵任璽大，联合国在这 

i—方面仍有许多任务需要完成9

53 •因此，我们认为必要的是在大会提出任何建议以

I便可能修正一般寧务人员升为专业人员竟争性考试的现有 

:制度以前秘书长应让大会密切审视整个一般事务人员的现 

:况9 大会可能认为宜于要求就这一问题进行的一项研究 

;应至少包括下列资料：

! (a) —种重'要的统计很据包话（最近日期，但所有数

丨据名称不变）：

I
I 只管一般事务人员和其他有关工作人员的预算和非预

I算员额人数并按服务地点和职等分别开列这些人数；

i 公认的职业类别和指派给每一职业夹别并列出职等的
]

员额人数一览表；

按职等（并列出相当职等以便能够结合各服夯地点的 

结果）、服务期限，年龄组别、国籍、职业类别、性别， 

学历和工作经验开列工作人员人数；

各种特性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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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类别、职等和服务期限；

职业类别、年龄和服务期限；

职业类别、年龄和职等；等等

竟争性考试创立前后关于一般事务人员升为专业 

人员所用办法的比较数据（升级的工养人员的特性表 

示与上述相同h

W建议事项如下：

改良一般事务人员的征聘方法以便达到每个职业 

类别征聘工作的较大家客观性；

决定每个职等（包括每个职並类初进者职等）的 

年龄标准、资格、征聘程序等等《» (这是特别重要9

除非明确规定初逬人员职等和较高职等的征聘比额， 

便不能安排一种工作人员职类的职业》 总的来讲，

按初逬者职等落实大部分征聘是合乎需要的）；

至少在八个最重要的服务地点从事征聘以前，从 

事征聘期间和筹备升级考试时可以使用的训练方法；

职业安排，包括每个职业类别的职业程序；审查 

在各有务地点协调职等的可能性；以及升至最高职等 

的条件；

可能修订一般事夯人员升为专业人员的办法，包 

括彻底研究一种双重制度.•内部征聘（征聘的职等等 

于外部举行的竟争性考试的职等，尤其是两种征聘规 

定的学历相间）和已到达最髙职等的工作人员的升级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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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论和建议

54欲对联合国撣供它所需要的高品质工作人员的一种 

人事政策的建立是一项长期事业》 1 9 7 1年以来联合检

查组建议的人事政策改革部分已付诸实施，有时审慎以赴， 

大多时候则执行缓慢毫不管用和几乎不能提出其理由„ 今 

天拟制的资产负债表仍旧只有一点点盈余所以似乎需要在正 

确的方向迢进一步或两步并加快一些速度》

5 fi这个资产负偾表有其贷方的一面：

征聘:P - IX P -2职等工作人员竞争性考试的创立和有计 

划的实施；

为专业人员职类界定14个职业类别；

专业人员和项目人员征聘名册的It制和现代化；

一项长期征聘计划的定；

拟订专业人员职业发展计划的工作完成；

关于一般察务人员取业类别的许多研究损告a 

本损告已说明必须记在资产负偾表惜方的一个或两z隱 

象：

反对全面使用外部举行的竞争性考试以及继续办理不客 

观和不合第35Z2 K)号决议规定的p- 1和P-2职等征聘实务; 

执行专业人员取业发展制度方面的种种困难；

关于一般事务人员的研究不够、没有阐明取业发展计划 

中的这个职类以及缺乏一个全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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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议 5a本掘告的目的是要建议大会提供必要的鼓励来消除 

这些缺点<» 这方面的主要建议如下：

建议.1

职等员鞠（不论是常设的、临时_或由预算 

外经费提供经费的员额以及不论什么职等）的征聘应通过竞

争性考试为之，除非主管人事厅的助理秘书长代表秘书长根 

据第2 8段和第2 9段中规定的限度和条件以及第3 0段中 

阐明的规定批准非常特别的例外规定》

建议2

在外部举行的全国竞争性考试及格候选人的名册应按照 

第31段至第34段中说明的程序_制„

建议3

应按照第3 5段中说明的程序在长期征聘计划的范畴内. 

制定至少为期三年的外部举行的全国竞争性考试计划》

建议4

大会不妨考虑务必便在预算中的新员颧的设置包括比例 

上颇多的PP-2员额以儳重新建立金字塔型的专业职等。 

大会亦不妨％虑限制或禁止将P - 2员额改叙为较高的取等„ 

建议5

1 9 8 5年1月1日起:P-3识等员额的征聘应米取第37 

段至第3 9段中阐明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应自1 9 87年1月 

1曰起充分加以应用 

建议6

大会不妨考虑是否可能建议将应用于竞争性考试的规则 

扩大到开发讨划署、儿童基金会和粮食计划署》

建议7

大会不妨考虑是否可能请秘书长按照第53段甲说明的 

程序提出关于联合国一般事务人员情况的损告



附件一》 外部举行的全国考试

曰期 国别 地点

;候选人

人数

被接纳的

候选人

人数

按职业类别

开列的员额

人数

按职业类别

开列的被征

聘的候选人

人数

储备名册上

的候选人

人数

1974 意★利 罗马 58 0 283 t r\lU 16

德童志联邦共和国 404 183 15 10 11

1975 曰本 338 322 10 5 6

联合王国 ■ - 47 2 2 3

1979 法国 140 84 3 3 0

1981 法国 53 47 经济 2 经济 2 经济 4

曰本 纽约 83 51 经济 7 经济 6 经济 2

电子数据 电子数据 电子数据

处理 2 处理 2 处理 0

共计 9 % 2

共计' 51 4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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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国别 地点

倭选人

人数

被接纳的

候选人

人数

按职业类剔 

开列的员额

人数

按职业类荆

开列的被征

聘的候选人

人数

储备名册上 

的候选人 

人教

1982 巴西 里约热内卢 350 195 经济 4 经济 4 经济 1

行政 1 行政 1 行政 3

社■会政治 1 社会政治 1 社会政治 3

6 6 7

德意志联邦共和® 科隆 182 147 经济 6 经济 6 经济 3

电子数据 电子数据 电子数据

处理 1 处理 2 处理 6

7 8 9

章大刹 罗马 104 57 经济 6 6 经济 2
; . V . Ï *

黾于教掂 黾于处垤 电子数据

1 处理 1 为、理 2

7 7 4

象牙海岸 阿比让 236 159 行政 1 行政 1 行政 4

«-uC- ■l.J t 2 经济 2 经济 1

.社会政治 2 社会政治 0 社会政治 0

5 3 5



日期 国别 地点

候选人

人数

被接纳的

候选人

人数

按职业类别

开列的员额

人数

按_类剿

开難被征

聘的候选人

人数

储备名册上 

的候选人 

人數

毛里塔尼亚 努瓦克肖特 82 59 行政 1 行政 1 行政 4

经济’ 2 经济 2 经济 1

社会政治_ 2 社会政治 0 社会政治 0

5 3 5

苏里南 帕拉马里博 11 7 经济 4 经济 0

社会 1 社会 0 无

5 0

1983 婕克斯洛伐克 布拉格 20 16 行政 4 行政 4 无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科隆 175 1 12 行政 4 行政 4 行政 4

图书馆 4 社会科学 4 社会科学 4

8 8 8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基辅 22 19 行政 5 行政 5 行政 2

利比亚 韵黎波里 20 12 行政 3 厅政 1 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柏林 37 32 经济 5 经济 5 经济 2

日本 东京 215 152 经济 4 经济 4 经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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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别 地点

候选人

人数

被接纳的

候选人

人数

按职业类别 

开列的员额

人数

按职业类剿

开列的被征

聘的候选人

人数

储备名册上

的候选人

人教

财务 4 财务 2 财务 3

8
"6

5

挪威 奥斯洛 52 32 经济 4 经济 4 经济 3

苏联 莫斯科 44 41 经济 6 经济 & 经济 2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135 22 _社会政治4 社会 4 社会政治 1

1982-1983 共计 经济 43 经济 17

行政 19 行政 17

电子教据 70 电子数据

处理 2 处理 8

图书馆 4 社会政治 8

!亦务 4 财务 3

社会政治

■■■■

8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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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一般事务人员升为专业人员时的竞争性考试

曰期

候选人

人数 候选人的主要国籍

按职业类别开列的

员额人数

按职业类别开列的

被征聘的候选人人数

考试及格的候选人的

主要国籍 卡历

1979 43< 菲律宾 11 行政 10 行政 21 吴国 16 >硕士 13

美a 65 图书馆 4 图书馆 4 靠律宾 6 学士 14

法国 31 经济 7 经济 6 印度 4 <学士 21

泰国 29 社会 7 社会 5 联合王Œ 4

联合王S 21 统:卄 1 统计 Ü 法国 2

埃塞俄比亚 17 财# 6 «•务 6 泰国 2

奥地利 14 电子数据处理 4 电子数据处理 4 溴太利亚 2

印度. 16 奥地.利 2

智利 10 其他 10

共计 47 48 48

1981 459 美® 79 行政 13 行政 13 美国 8 >碩士 6

菲律宾 62 图书馆 2 图书馆 2 法国 3 学士 10

法国 30 经济 0 经济 0 联合王国 2 <学士 14

泰国 28 社会 5 社会 5 印度 4

联合王匡： 28 统计 4 统计 4 菲律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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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期

候选人

人数 候选人的主要国籍

按职业类剧开列的

员额人数

按职业类荆开列的

被征聘的候选人人数

考试及格的候选人的

主要国籍 学历'

埃塞俄比亚 21 资料 6 资料 6 其他 10

智利 12 社会 1

共计 31 30 30

1982 408 美国 62 行政 12 行政 12 美国 5 >碩士 8

菲律宾 50 m- 8 经济 6 - 3 学士 1 5

泰国 30 社会 7 ■ij. 6 菲律宾 5 <学士 8

法国 22 财务 1 慰务 7 奥地利 3

联合王国 20 0 H根廷 2

印度 19 埃塞俄比亚. 2

- 14 其他 11

埃塞俄比亚 20

共计_ 34 31 31

1983 382 美国 71 行政 8 行政 6 美围 11 >硬士 8

菲律宾. 49 图书馆 5 1书馆 5 联合王国 3 学士 13

联合王国 27 统计 4 玩计 3 <竽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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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候选人

人数 候选人的主要国籍

按职业类别开列的

员额人数

按职业类别开到的

被征聘的候选人人教

考试及格的候选人的

主要国籍

埃塞俄比亚 16 电子数据处理 2 电子数据处理 _ 2 - 2

法国 15 资料 9 资料 9 其他 9

共计 28 25 25

共计 美国 278 行政 51財务 13 行政 52财务 13 美国 40 碩士 33；

菲律宾 232 图书馆U电数理 6 图书馆 i1电数理6 菲律宾 15 学士 52

联合王国 96 经济 15资料 15 经:济 12吩料 15 印度 10 <学士 49

法国 98 社会 18社会 1 社会 18 联合王国 10

泰国 87 统计 9其他 1 统计 7 法匡； 8

140 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