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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57 

联合国苏丹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联合国苏丹特派团的

经费筹措安排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一. 导言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的经费筹措安排的说明(A/65/509)。在

审议这一提案期间，咨询委员会会见了秘书长的代表，他们提供了补充资料并做

了澄清。 

2. 本报告结尾部分列出了咨询委员会在审议联苏特派团经费筹措安排时审查

并作为背景情况的文件。 

3. 咨询委员会回顾，2010 年 4 月 29 日安全理事会第 1919(2010)号决议延长了

联苏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并强调特派团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中发挥主导作用，提供

援助，支持定于 2011 年 1 月举行的苏丹南方和阿卜耶伊地区自决权全民投票的

筹备工作。咨询委员会还回顾，秘书长在其关于联苏特派团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的报告(A/64/632,第 34 至 38 段)中指出，他的提案不

包括支持全民投票的经费，因为当时无法准确决定所需的资源。咨询委员会在其

关于联苏特派团经费筹措的报告中提供了相关信息(A/64/660/Add.3,第 18-21

段)。大会第 64/283 号决议第 17 段注意到 2010/11 年度预算没有为全民投票提

供支助编列经费，并决定在需要时于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期间再次讨论这一问

题，以分配必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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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联苏特派团向苏丹全民投票提供支助 
 
 
 

4. 秘书长在其说明中指出，需要联苏特派团为全民投票提供的支助比为 2010

年 4 月举行的选举提供的支助更复杂。尤其是联苏特派团将需要在苏丹南方 79

个“县”级地点建立存在，其中很多地点偏僻，远离任何联合国现有的存在。特

派团还将向在喀土穆的苏丹南方全民投票委员会、在朱巴的苏丹南方全民投票局

和苏丹南方 10 个州的全民投票高级委员会及阿卜耶伊全民投票进程提供支助。 

5. 秘书长指出，联苏特派团需要 596 个临时职位，为全民投票提供技术、后勤

和安全咨询支助。在审查了特派团当前和预测的空缺情况后，确定在 596 个职位

中，有 90 个将在现有人员配置能力范围内吸收，因此需要净增加的人员配置为

506 个职位(109 名国际工作人员、49 名本国工作人员和 348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

鉴于急需这些工作人员，主计长在 2010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咨询委员会，他

已经核准设立这 506 个临时职位，从 2010 年 8 月 1 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由一

般临时人员项下供资。咨询委员会获悉，是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第 105.3

条和行政指示 ST/AI/2004/1 的规定向主计长授予权力的。 

6. 关于联苏特派团是否有能力进一步吸收审查中查明之外的额外费用，咨询委

员会经询问后获取了截至2010年11月1日特派团的支出状况(见本报告附件一)。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在第 64/283 号决议为特派团核准的 9.38 亿美元维持费中，

支出达到 458 663 600 美元，占该期批款的 49%。咨询委员会获悉，尽管特派团

目前的国际工作人员空缺率是 23%，但由于已有 126 名候选人接受了聘用通知，

另外 69 人尚未接受，预计空缺率将会大大下降。就其本身而论，咨询委员会还

获悉，预测国际工作人员的空缺率将下降到 7%。咨询委员会鼓励特派团继续监测

其支出模式，并在可行时探讨吸收与支助全民投票有关费用的进一步可能性。 

7. 咨询委员会经询问获得了关于上述职位目前征聘状况、其分类和计划部署的

信息(附件二和三)。截至 2010 年 11 月 4 日，596 名工作人员中的 268 名已经到

任。此外，还有 164 名国际受聘人员在旅行中，约有 50 名本国工作人员职位处

于填补的 后阶段。其余职位的征聘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咨询委员会还获悉，需

要增加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为“县”一级小组征聘的，这些小组通常是由 3 名

联合国志愿人员、1名国际安保干事、2名联合国警务干事和2名本国工作人员(司

机和口译员)组成。 

8. 咨询委员会还获悉，特派团在向全民投票提供国际技术支助方面的主导作

用，是在由联合国全民投票和选举综合司的框架范围内进行的，该司由来自联苏

特派团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的咨询专家组成。选举司将继续与向全民投

票提供技术援助的其他国际组织密切协调，例如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选举基金

会)、国际移民组织和欧洲联盟。咨询委员会进一步获悉，选举司、选举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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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欧洲联盟将向在喀土穆的苏丹南方全民投票委员会和在朱巴的苏丹南方全民

投票局提供技术咨询顾问。委员会获悉，除了通过开发署经管的篮子基金提供多

边支助外，一些会员国已经认捐了双边财政捐助，以补充苏丹政府和苏丹南方政

府为全民投票所做的努力。委员会欢迎做出这些努力，期望特派团将发挥主导作

用，确保加强与参与全民投票工作的所有行动者的协作。 

 

 三. 秘书长的苏丹全民投票问题小组 
 
 

9. 秘书长指出，为响应参与和平进程各方提出的要求，设立了秘书长苏丹全民

投票问题小组。该小组由一名副秘书长和两名助理秘书长组成，得到 38 名国际

工作人员职位(1 个 D-1、6个 P-5、21 个 P-4 和 10 个 P-3)的支助。鉴于急需该小

组开始运作，主计长已作为特例核准了 41 个为期 6个月的临时职位。主计长在日

期同样为 2010 年 9月 3日的另一封单独的信中向咨询委员会通报了这一核准。 

10. 小组委员会经询问后获得了秘书长小组的职权范围，包括小组将履行的任务

和职责，以及其任期(附件四)。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小组已经于 2010 年 9 月成

立生效，它将独立于联苏特派团，向秘书长报告。但联苏特派团将向小组提供所

需的行政支助，因而做出为小组的需要利用特派团资金的决定。 

 

 四. 所需资源 
 
 

11. 估计联苏特派团为全民投票提供支助所需的额外经费为 8 140 万美元，估计

小组所需额外经费为 430 万美元，包括与工作人员有关的费用 410 万美元，差旅

费约 20 万美元。秘书长因此请求追加批款 8 570 万美元，秘书长说明(A/65/509)

第 8 和 10 段说明了这一点，第 11 段下的表格还列出了细节。咨询委员会经询问

获得了关于 8 570 万美元的更详细的明细表(附件五)。咨询委员会注意到，除了

工作人员费用(2 770 万美元)外，所需资源的其他重大部分为空中业务(2 940 万

美元)和扫雷活动(750 万美元)。 

12. 关于空中业务，要求增加 8 架旋转翼飞机，以通过提供和收集登记和投票资

料，对全民投票提供后勤支助。这些资产还将为在“县”一级修建的全民投票支

助基地的施工运送材料，其后将为部署到那里的小组提供持续的支助。咨询委员

会获悉，所有 8 架直升机目前都在任务区，而且都在运作。但委员会还获悉，决

定在 2010 年 10 月 31 日之后不延长一个由 6 架军用通用直升机组成的空运单位

与联苏特派团的合同。委员会获悉，为了弥补这些资产的损失，计划从其他维持

和平行动调来 2 架直升机，并正在查明是否有商业能力能够替代其余几架飞机。

咨询委员会期待将尽全力确保必要的航空资产迅速到位，以确保特派团有能力完

成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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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扫雷活动，咨询委员会获悉，自特派团成立以来，联合国地雷行动办事

处逐渐将其工作重点从开放道路转移到清扫大型陈规雷场。地雷行动办事处在这

样做时，已经减少了道路核查和调查以及爆炸物处理能力(而这正是支助全民投

票所需要的)，并扩大了机械扫雷能力以处理大型的雷场。因此拟议增加 12 个组

的扫雷能力，以覆盖北方和南方在全民投票情况下特别敏感的地区。除了在建设

全民投票支助基地现场扫雷外，这些小组还将为地雷行动办事处提供能力，以便

需要时在约 5 500 个全民投票站进行扫雷。 

14. 关于秘书长小组所需资源，咨询委员会指出，秘书长在就苏丹问题给安理会

的报告(S/2010/528)第 78 段中指出，预计开发署将捐助 90 万美元。咨询委员会

经询问后获悉，这些资金的提供并未确定，因为开发署关于苏丹全民投票的项目

文件并未列入小组的活动，因此需要篮子基金指导委员会做出决定。就其本身而

言，不可能为促进小组支助人员的部署而立即付款。咨询委员会获悉，如果开发

署为支助小组调集资源一事获得成功，将会付还联苏特派团这笔款额。咨询委员

会认为，特派团应继续与开发署商讨此事，并请将关于这笔捐款状况的进一步信

息列入执行情况报告。 

 

 五. 结论 
 
 

15. 秘书长的说明(A/65/509)第 13 段中指出了大会为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联合国苏丹特派团的经费筹措安排需要采取的行动。咨询委员会建议，

除根据大会第64/283号决议规定为支付特派团同期维持费已拨付的款额938 000 000

美元之外，大会再拨款所请求的 85 705 600 美元，用于向苏丹全民投票提供支助。

咨询委员会还建议为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4 月 30 日期间分摊 71 421 334

美元；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在 2011 年 4月 30日之后继续延长特派团的任务期限，

则按每月 7 142 133 美元的比例分摊 14 284 266 美元。 

16. 咨询委员会期望为支助全民投票和秘书长小组所需的临时职位的实际部署

将充分考虑到实地不断变化的局势和为这些职位设想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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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 题为“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联合国苏丹特派团的经费筹

措安排”的秘书长的说明(A/65/509) 

• 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S/2010/528) 

• 联合国苏丹特派团 2010 年 7月 1日至 2011 年 6月 30 日预算(A/64/632) 

• 题为“联合国苏丹特派团 2008 年 7 月 1 日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期间财政

执行情况报告和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拟议预算”的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64/660/Add.3) 

• 关于联合国苏丹特派团经费筹措问题的大会第 64/283 号决议 

• 安全理事会第 1919(2010)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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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截至 2010 年 11 月 1 日的支出状况 
 

(千美元) 

支出类别 批款 承付款 付款 支出共计

占批款的 

百分比 月平均费用 余额

212 军事观察员   26 483.7 831.4 8 072.6 8 904.0 34 2 226.0 17 579.7 

213 军事特遣队 258 181.0 89 515.1 33 449.3 122 964.4 48 30 741.1 135 216.6 

214 民警 36 983.8 1 055.0 10 898.7 11 953.7 32 2 988.4 25 030.1 

221 国际工作人员 142 713.5  444.8 47 219.5 47 664.3 33   11 916.1 95 049.3 

222 本国工作人员 67 887.4 — 18 110.0 18 110.0 27    4 527.5 49 777.4 

223 联合国志愿人员 12 130.8 1 527.9 4 871.1 6 398.9 53    1 599.7 5 731.9 

224 一般临时人员 7 115.9 — 2 271.8 2 271.8 32       568.0 4 844.1 

225 政府提供的人员 1 779.7 7.7 480.0 487.8 27       121.9 1 291.9 

227 咨询人 472.0  178.6 103.6 282.2 60         70.6    189.8 

228 公务旅行 5 160.9  397.4 1 549.3 1 946.7 38       486.7 3 214.2 

230 设施和基础设施 85 246.0 36 209.5 9 209.2 45 418.8 53   11 354.7 39 827.2 

231 陆运 19 482.8 9 549.4 3 384.1 12 933.5 66    3 233.4 6 549.3 

232 空运 152 706.1 101 623.6 27 977.2 129 600.8 85   32 400.2 23 105.3 

233 海运  101.7    44.9        8.5    53.3 52         13.3      48.4 

234 通信 19 337.1 8 222.6 1 314.1 9 536.7 49    2 384.2 9 800.4 

235 通信技术 15 189.9 4 317.1    911.7 5 228.7 34    1 307.2 9 961.2 

236 医疗 9 851.4 4 296.5      74.9 4 371.5 44    1 092.9 5 479.9 

237 特种装备 2 753.5 1 376.8 — 1 376.8 50 344.2 1 376.8 

238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73 422.8 26 210.8 2 928.9 29 139.7 40 7 284.9 44 283.1 

239 速效项目 1 000.0 20.0 —  20.0 2 5.0 980.0 

 总计 938 000.0 285 829.1 172 834.5 458 663.6 48.90 114 666.0 479 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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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按构成部分分列的详细的拟议人员编制：为支助全民投票而增设的596个员额的状况 
 
 

 专业及以上职类 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 本国工作人员    

  

副 

秘书长 

 

助理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1 小计

 

外地 

服务 

 

特等 

特等 

其他

特等

安保

服务 小计

本国

干事

本国

一般事

务人员

本国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国际

联合国

志愿人员 总计

总计                    

2010/11 年度在编公民投票

支助(一般临时人员) 

— — 1 1 2 2 9 2 17 4 — — — 4 — 73 — 174 268

2010/11年度待征聘(一般临

时人员) 

— — — — 1 1 4 — 6 27 — — 66 93 — 51 4 174 328 

2010/11 年度拟议员额 — — 1 1 3 3 13 2 23 31 — — 66 97 — 124 4 348 596 

选举援助司    

2010/11 年度在编公民投票

支助(一般临时人员) 

— — 1 1 2 — 5 2 11 — — — — — — 60 — 173 244 

2010/11年度待征聘(一般临

时人员) 

— — — — 1 1 4 — 6 — — — — — — 24 — 171 201 

2010/11 年度拟议员额 — — 1 1 3 1 9 2 17 — — — — — — 84 — 344 445 

特派团支助司    

2010/11 年度在编公民投票

支助(一般临时人员) 

— — — — — 2 4 — 6 4 — — — 4 — 13 — 1 24 

2010/11年度待征聘(一般临

时人员) 

— — — — — — — 27 — — 66 93 — 27 4 3 127 

2010/11 年度拟议员额 — — — — — 2 4 — 6 31 — — 66 97 — 40 4 4 151 

安保和安全科    

2010/11 年度在编公民投票

支助(一般临时人员) 

— — — — — 2 4 — 6 — — — — — — — — — 6 

2010/11年度待征聘(一般临

时人员) — — — — — — — — — — — — 66 66 — — — — 66 

2010/11 年度拟议员额 — — — — — 2 4 — 6 — — — 66 66 — — — — 72 



 

 

A
/65/571 

 专业及以上职类 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 本国工作人员    

  

副 

秘书长 

 

助理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1 小计

 

外地 

服务 

 

特等 

特等 

其他

特等

安保

服务 小计

本国

干事

本国

一般事

务人员

本国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国际

联合国

志愿人员 总计

人力资源科    

2010/11 年度在编公民投票

支助(一般临时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

2010/11年度待征聘(一般临

时人员) 

— — — — — — — — — — — — — — — 4 — — 4 

2010/11 年度拟议员额 — — — — — — — — — — — — — — — 4 — — 4 

财务科       

2010/11 年度在编公民投票

支助(一般临时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

2010/11年度待征聘(一般临

时人员) 

— — — — — — — — — — — — — — — 4 — — 4 

2010/11 年度拟议员额 — — — — — — — — — — — — — — — 4 — — 4 

总务科     

2010/11 年度在编公民投票

支助(一般临时人员) 

— — — — — — — — — — — — — — — 6 — — 6 

2010/11年度待征聘(一般临

时人员) 

— — — — — — — — — — — — — — — 3 — — 3 

2010/11 年度拟议员额 — — — — — — — — — — — — — — — 9 — — 9 

医务科    

2010/11 年度在编公民投票

支助(一般临时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

2010/11年度待征聘(一般临

时人员) 

— — — — — — — — — — — — — — — — 3 — 3 

2010/11 年度拟议员额 — — — — — — — — — — — — — — — —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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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及以上职类 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 本国工作人员    

  

副 

秘书长 

 

助理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1 小计

 

外地 

服务 

 

特等 

特等 

其他

特等

安保

服务 小计

本国

干事

本国

一般事

务人员

本国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国际

联合国

志愿人员 总计

联合国志愿人员支助办公室 

2010/11 年度在编公民投票

支助(一般临时人员) 

— — — — — — — — — — — — — — — — — 1 1 

2010/11年度待征聘(一般临

时人员) 

— — — — — — — — — — — — — — — — 1 3 4

2010/11 年度拟议员额 — — — — — — — — — — — — — — — — 1 4 5 

通信和信息技术科     

2010/11 年度在编公民投票

支助(一般临时人员) 

— — — — — — — — — — — — — — — 2 — — 2 

2010/11年度待征聘(一般临

时人员) 

— — — — — — — — — 3 — — — 3 — — — — 3 

2010/11 年度拟议员额 — — — — — — — — — 3 — — — 3 — 2 — — 5 

工程科       

2010/11 年度在编公民投票

支助(一般临时人员) 

— — — — — — — — — 4 — — — 4 — — — — 4 

2010/11年度待征聘(一般临

时人员) 

— — — — — — — — — 4 — — — 4 — — — — 4 

2010/11 年度拟议员额 — — — — — — — — — 8 — — — 8 — — — — 8 

调度科       

2010/11 年度在编公民投票

支助(一般临时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

2010/11年度待征聘(一般临

时人员) 

— — — — — — — — — 9 — — — 9 — — — 9 

2010/11 年度拟议员额 — — — — — — — — — 9 — — — 9 —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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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及以上职类 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 本国工作人员    

  

副 

秘书长 

 

助理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1 小计

 

外地 

服务 

 

特等 

特等 

其他

特等

安保

服务 小计

本国

干事

本国

一般事

务人员

本国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国际

联合国

志愿人员 总计

供应科 

2010/11 年度在编公民投票

支助(一般临时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

2010/11年度待征聘(一般临

时人员) 

— — — — — — — — — 8 — — — 8 — 16 — — 24 

2010/11 年度拟议员额 — — — — — — — — — 8 — — — 8 — 16 — — 24 

运输科    

2010/11 年度在编公民投票

支助(一般临时人员) 

— — — — — — — — — — — — — — — 5 — — 5 

2010/11年度待征聘(一般临

时人员) 

— — — — — — — — — 3 — — — 3 — — — — 3 

2010/11 年度拟议员额 — — — — — — — — — 3 — — — 3 — 5 — — 8 

 
 

简称：GTA，一般临时人员；UNV，联合国志愿人员。 

 



 A/65/571

 

1110-63562 (C) 

 

附件三 

  用于支助公民投票的 596 个增设职位的分配/部署计划 a 

构成部分 1：和平进程 

部门：选举司 

国际工作人员：1 个 D-2、1 个 D-1、3 个 P-5、1 个 P-4、9 个 P-3、2 个 P-2 

本国工作人员：84 个本国工作人员 

联合国志愿人员：344 个国际人员 

1. 1 个 D-2 司长，喀土穆。 

2. 1 个 D-1 副司长兼办公室负责人。 

3. 1 个 D-1 苏丹北方区域协调员。 

4. 1 个 P-5 办公室副主任，朱巴。 

5. 1 个 P-5 阿卜耶伊选举办公室副主任。 

6. 1 个 P-5 法律顾问，喀土穆。 

7. 1 个 P-4 后勤干事，阿卜耶伊。 

8. 7 个 P-3 州公民投票顾问/组长，设在苏丹南方若干州府。 

9. 2 个 P-3 观察员协调顾问，设在喀土穆。 

10. 2 个 P-2 协理行动干事，向首席行动顾问报告。 

11. 84 个本国工作人员：81 个为司机，79 个县级工作队各一个，阿卜耶伊 2 个(阿

卜耶伊镇 1个，阿戈克地区 1 个)。2 个翻译，阿卜耶伊；1 个行政助理，也在阿

卜耶伊。 

12. 在 344 个联合国志愿人员中，316 个为县级选举支助干事，设在苏丹南方(各

县 4 个)；12 个为设在阿卜耶伊的选举支助干事。 

13. 10 个联合国志愿人员选举支助干事，喀土穆(2 个)、卡萨拉州(2 个)、卡杜

格利(2 个)、达马津(2 个)和法希尔(2 个)。 

14. 剩下的 6 个国际联合国志愿人员为观察员助理干事,分别向喀土穆和朱巴的

观察员协调顾问(P-3)以及阿卜耶伊办公室主任(P-5)报告。他们将被分别派往喀

土穆(2 个)、朱巴(2 个)和阿卜耶伊(2 个)。 

__________________ 

 
a
 简称：NS，本国工作人员；UNV，联合国志愿人员；FS，外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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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5：支助 

部门：人力资源科(包括旅行和签证股) 

本国工作人员：4 个本国工作人员 

15. 2 个本国工作人员旅行和礼宾助理将设在喀土穆的旅行和签证股。 

16. 将需要 2 个本国工作人员人力资源助理，为增设的 124 个本国和 120 个国际

公民投票工作人员的招聘、行政管理和离职提供支助。 

构成部分 5：支助 

部门：财务 

本国工作人员：4 个本国工作人员 

17. 将需要在喀土穆设4个本国工作人员财务助理，以处理与整个特派团增设596

名公民投票联合国工作人员有关的额外的索偿事务、薪金、应享待遇和付款。 

构成部分 5：支助 

部门：一般事务 

本国工作人员：9 个本国工作人员 

18. 将需要在喀土穆设 9 个一般事务助理(本国工作人员)，为增设的 596 名公民

投票工作人员提供支助。 

构成部分 5：支助 

部门：医务 

联合国志愿人员：3 个志愿人员 

19. 3 个医务干事(本国联合国志愿人员)将分别设在朱巴、马拉卡勒和瓦乌，为

目前在当地的医务人员提供技术专门知识和支助。 

构成部分 5：支助 

部门：联合国志愿人员办公室 

联合国志愿人员：4 个国际人员，1 个本国人员 

20. 4 个国际和 1 个本国联合国志愿人员将支助拟设在喀土穆和朱巴的共计 348

个国际联合国志愿人员和 4 个本国联合国志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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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5：支助 

部门：通信和信息技术 

国际工作人员：3 个外勤人员 

本国工作人员：2 个本国工作人员 

21. 需要3个技师(外勤人员)为设在特派团任务区的各公民投票小组提供通信和

信息技术支助。他们将被分别派往朱巴、瓦乌和马拉卡勒的区总部。 

22. 朱巴的2个库存助理(本国工作人员)将负责确保特派团在为即将举行的公民

投票提供支助服务方面能够满足人们的期盼。 

构成部分 5：支助 

部门：工程 

国际工作人员：8 个外勤人员 

23. 需要 8 个施工监理(外勤人员)为设在特派团任务区的 96 个公民投票小组提

供工程支助。将在上述各区设立四个专门的小组负责为各区公民投票小组所在地

提供有效的工程支助，包括在 65 个偏远地点新设的办公室，以及苏丹南方和阿

卜耶伊的公民投票办公室现有场地。 

构成部分 5：支助 

部门：调度 

国际工作人员：9 个外勤人员 

24. 喀土穆货运规划股的 1个调度助理将协助规划、实施和监测特派团任务区空

中、公路、铁路和水上货运流动情况，及时满足客户要求。 

25. 需设 1 个调度助理(外勤人员)为喀土穆乘客订票股提供支助；朱巴需设 1个

调度助理(外勤人员)。 

26. 在六个州府所在地设6个调度助理(外勤人员)，该职能目前由空军联络官履行。 

构成部分 5：支助 

部门：供应 

国际工作人员：8 个外勤人员 

本国工作人员：16 个本国工作人员 

27. 需设 8 个供应助理(外勤人员)，朱巴 5 个，马拉卡勒、瓦乌和阿卜耶伊各 1

个，协调向预期增设的 64 个地点提供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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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需在朱巴、马拉卡勒、瓦乌和阿卜耶伊设 16 个供应助理(本国工作人员)，

确保对部署在现有联苏特派团地点和拟增设的 64 个地点的增设公民投票工作人

员的办公室家具、办公消耗品和一般供应物品进行及时、有效的分配和资产管理。 

构成部分 5：支助 

部门：运输 

国际工作人员：3 个外勤人员 

本国工作人员：5 个本国工作人员 

29. 需在喀土穆设 3 个车辆维修技师(外勤人员)，监管和协调为 64 个偏远地点

的增设工作人员和车辆提供技术支助。 

30. 需在苏丹南方 1、2 和 3区的队部设 5 个车辆维修技师。 

构成部分 5：支助 

部门：安保 

国际工作人员：2 个 P-4、4 个 P-3、66 个外勤人员 

31. 1 个 P-4 高级安全情报分析员，喀土穆。 

32. 1 个 P-4 高级行动事务干事(安保部联合行动中心)，喀土穆。 

33. 将在喀土穆联合行动中心设 2 个 P-3 安保干事，在朱巴区域行动中心设 2 个

P-3 员额。 

34. 将在喀土穆联合行动中心设 1 个 FS-5 安保干事，在朱巴区域行动中心设 1

个 FS-5 安保干事。 

35. 将分派 64 个安保干事(外勤人员)为部署在各公民投票支助基地的县级公民

投票小组提供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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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秘书长苏丹全民投票问题小组的职权范围 
 
 

背景情况 

1. 《全面和平协议》规定 2011 年 1 月 9 日举行两次全民投票：一次是让南部

苏丹人民投票决定统一或分离，另一次是决定阿卜耶伊地区是否仍然属于北部或

成为南部的一部分。前者是《全面和平协议》进程的关键成果。后者将在相对较

小、人口稀少，但非常有争议的领土上进行。 

2. 这两次全民投票将具有历史意义，对南部和北部的苏丹人、邻国和整个非洲

将产生潜在后果。 

3. 在 2010 年 7 月 17 日致秘书长的信中，《全面和平协议》各方要求联合国提

供《协议》中规定的资金、技术和后勤援助，以及一个监测机构。为此，秘书长

决定成立一个监测该进程的三人小组，进一步扩大他在执行《全面和平协议》这

一方面的斡旋。按照惯例，联合国通常不监测它会提供技术援助的选举过程。然

而，在这次情况中，苏丹南部全民投票对于苏丹、该地区和整个非洲大陆的和平

与稳定至关重要，而且风险非常高。  

4. 该小组是一个独立于联苏特派团的实体，其在执行《全面和平协议》方面与

该特派团的作用有明确的区别。因此，也不同于联苏特派团向全民投票委员会和

苏丹其他当局提供的技术、后勤和安保咨询支助。  

小组的任务和职责 

5. 小组的任务和职责如下： 

 (a) 小组将定期访问苏丹——时间由小组与负责苏丹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

表和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协商确定，同时知会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在

必要时，小组应能够访问至少省一级的实地； 

 (b) 小组将监测苏丹南部和阿卜耶伊地区的全民投票关键进程，主要是通过

其实地报告员，以及在其访问苏丹期间； 

 (c) 小组将评估与全民投票进程有关的信息，包括当地的政治和安全局势。

在开展评估时，小组将尽量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利益攸关方收集信息； 

 (d) 值得一提的是，将不采用任何具体的基准来评估该进程。相反，小组将

利用实地的报告，来指导其外交努力，并提出预防或纠正的措施，加强该进程和/

或减少当事方与其他主要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潜在冲突触发点和分歧之处； 

 (e) 每次访问后，小组将向秘书长提交一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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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小组可定期就其对当地局势的评估和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发表声明； 

 (g) 小组认为必要时，可酌情利用其斡旋与利益攸关方交涉； 

 (h) 小组将得到在喀土穆和朱巴的支助办公室的协助。支助办公室将为小组

成员做准备，并向他们通报情况，负责与联苏特派团协调安排小组的所有活动和

旅行/后勤支援，并协助小组起草向秘书长提交的报告； 

 (i) 将向阿卜耶伊地区和南方各省首府部署一名实地报告员，而且，有适当

数量的人员将观测北方的动态； 

 (j) 在全民投票之后，小组应向秘书长提交一份关于开展全民投票情况的报告。 

小组的任期 

6. 小组及其工作人员(支助办公室和实地报告员)将部署在全民投票整个过程

期间，从选民登记开始前几个星期部署。小组将访问苏丹四到六次，每次至少一

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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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2011年全民投票所需经费明细表，2010年 7月1日至2011年 3月 31日 

(以千美元计) 

        差异 

 分摊 全民投票 所需资源共计  数量 百分比

类别 ⑴ ⑵ ⑶＝⑴+⑵ ⑷=⑶-⑴ ⑸=⑷+⑴

一. 军事和警察人员  

1. 军事观察员 23 674.9 — 23 674.9 — —

安置、轮调和返国旅费 2 617.4 — 2 617.4 — —

服装津贴 99.8 — 99.8 — —

死亡和伤残偿金 50.0 — 50.0 — —

口粮 41.6 — 41.6 — —

共计，项目 1 26 483.7 — 26 483.7 — —

2. 军事特遣队    

部队标准费用偿还数 126,299.3 — 126,299.3 — —

安置、轮调和返国旅费 22 864.8 — 22,864.8 — —

娱乐假津贴 2 883.8 — 2 883.8 — —

每日津贴 4 277.0 — 4 277.0 — —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9 993.9 — 9 993.9 — —

死亡和伤残偿金 320.0 — 320.0 — —

口粮 35 295.8 — 35 295.8 — —

特遣队所属装备 51 926.4 — 51 926.4 — —

特遣队所属装备的运费和部署 4 320.0 — 4 320.0 — —

共计，项目 2 258 181.0 — 258 181.0 — —

3. 联合国警察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33 454.4 — 33 454.4 — —

安置、轮调和返国旅费 3 256.1 — 3 256.1 — —

服装津贴 141.6 — 141.6 — —

死亡和伤残偿金 75.0 — 75.0 — —

口粮 56.7 — 56.7 — —

共计，项目 3 36 983.8 — 36 98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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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分摊 全民投票 所需资源共计  数量 百分比

类别 ⑴ ⑵ ⑶＝⑴+⑵ ⑷=⑶-⑴ ⑸=⑷+⑴

4. 建制警察单位 

建制警察单位费用偿还 — — — — —

安置、轮调和返国旅费 — — — — —

娱乐假津贴 — — — — —

每日津贴 — — — — —

死亡和伤残偿金 — — — — —

口粮 — — — — —

特遣队所属装备：主要装备 — — — — —

特遣队所属装备的运费和部署 — — — — —

共计，项目 4 — — — — —

共计，第一组 321 648.5 — 321 648.5 — —

二. 文职人员    

5. 国际工作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薪金 71 823.4 — 71 823.4 — —

工作人员薪金税 15 515.7 — 15 515.7 — —

一般人事费 45 662.4 — 45 662.4 — —

危险工作地点津贴 9 712.0 — 9 712.0 — —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 — — — —

加班费 — — — — —

其他费用 — — — — —

共计，项目 5 142 713.5 — 142 713.5 — —

6. 本国工作人员       

本国工作人员薪金 36 134.8 — 36 134.8 — —

工作人员薪金税 9 039.4 — 9 039.4 — —

一般人事费 11 558.7 — 11 558.7 — —

危险工作地点津贴 10 854.5 — 10 854.5 — —

加班费 300.0 — 300.0 — —

其他费用 — — — — —

共计，项目 6 67 887.4 — 67 887.4 — —

7. 联合国志愿人员       

联合国志愿人员 12 130.8 11 859.1 23 989.9 11 859.1 97.8 

共计，项目 7 12 130.8 11 859.1 23 989.9 11 859.1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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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分摊 全民投票 所需资源共计  数量 百分比

类别 ⑴ ⑵ ⑶＝⑴+⑵ ⑷=⑶-⑴ ⑸=⑷+⑴

8. 一般临时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管理干事       

薪金 2 758.3 7 163.5 9 921.8 7 163.5 259.7 

一般人事费 1 820.5 4 719.3 6 539.8 4 719.3 259.2 

工作人员薪金税 596.2 1 559.9 2 156.1 1 559.9 261.6 

危险工作地点津贴 412.8 1 358.1 1 770.9 1 358.1 329.0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 — — — —

小计 5 587.8 14 800.8 20 388.6 14 800.8 264.9 

本国工作人员     

薪金 698.7 458.2 1 156.9 458.2 65.6 

一般人事费 223.5 146.6 370.1 146.6 65.6 

工作人员薪金税 174.6 114.5 289.1 114.5 65.6 

危险工作地点津贴 283.7 346.9 630.6 346.9 122.3 

小计 1 380.5 1 066.2 2 446.7 1 066.2 77.2 

其他人员     

薪金 147.6 — 147.6 — —

小计 147.6  —  147.6  —  —  

共计，项目 8 7 115.9 15 867.0  22 982.9  15 867.0  223.0  

共计，第二组 229 847.6 27 726.1 257 573.7 27 726.1 12.1 

三. 业务费用       

9. 政府提供的人员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1 704.8 — 1 704.8 — —

派任/返国旅费 74.9 — 74.9 — —

共计，项目 9 1 779.7 — 1 779.7 — —

10. 文职选举观察员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 — — — —

派任/返国旅费 — — — — —

共计，项目 10 — —  — —

11. 咨询人      

咨询人,非培训 114.8 614.0 728.8 614.0 534.8 

培训咨询人 357.2 — 357.2 — —

共计，项目 11 472.0 614.0 1 086.0 614.0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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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务差旅       

公务差旅,非培训 4 436.8 508.7 4 945.5 508.7 11.5 

公务差旅,培训 724.1 956.7 1 680.8 956.7 132.1 

共计，项目 12 5 160.9 1 465.4 6 626.3 1 465.4 28.4 

13. 设施和基础设施      

购置预制设施 — 3.4 3.4 3.4 —

购置杂项设施和基础设施  — 0.4 0.4 0.4 —

为基础设施购置桥梁 — — — — —

购置电器设备 — 0.6 0.6 0.6 —

购置冷冻设备 — — — — —

购置发电机 — 2.8 2.8 2.8 —

购置净水设备 — — — — —

购置蓄水池和化粪池 833.8 — 833.8 — —

购置住宿设备 — 51.4 51.4 51.4 —

购置燃料罐和水泵 — — — — —

购置办公室家具 213.5 72.0 285.5 72.0 33.7 

购置办公室设备 80.2 122.6 202.8 122.6 152.9 

购置实地防御设备 — 0.3 0.3 0.3 —

购置安保和安全设备 472.8 — 472.8 — —

购置灭火设备 152.7 4.4 157.1 4.4 2.9 

房地租金 1 324.9 163.2 1 488.1 163.2 12.3 

办公室设备租金 1 179.9 48.8 1 228.7 48.8 4.1 

水电瓦斯费 1 549.0 5.3 1 554.3 5.3 0.3 

维修事务 9 364.1 167.8 9 531.9 167.8 1.8 

安保事务 3 117.0 2 415.8 5 532.8 2 415.8 77.5 

改建和翻修事务 2 366.0 — 2 366.0 — —

建筑服务 14 073.3 1 600.0 15 673.3 1 600.0 11.4 

文具和办公用品 693.5 121.2 814.7 121.2 17.5 

备件和用品 2 366.3 69.1 2 435.4 69.1 2.9 

维修用品 1 920.8 115.4 2 036.2 115.4 6.0 

战地防御用品 1 072.1 334.3 1 406.4 334.3 31.2 

汽油、机油和润滑剂 25 424.2 413.5 25 837.7 413.5 1.6 

环卫和清洁用品 318.4 50.1 368.5 50.1 15.7 

特遣队所属装备：自我维持 18 723.5 — 18 723.5 — —

共计，项目 13 85 246.0 5 762.4 91 008.4 5 762.4 6.8 



 A/65/571

 

2110-63562 (C) 

 

        差异 

 分摊 全民投票 所需资源共计  数量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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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陆运      

购置车辆 1 665.4 — 1 665.4 — —

购置车辆维修车间设备 107.1 643.7 750.8 643.7 601.0 

车辆租金 200.0 — 200.0 — —

修理和维修 1 300.0 — 1 300.0 — —

责任保险 729.9 15.1 745.0 15.1 2.1 

备件 2 842.2 226.7 3 068.9 226.7 8.0 

汽油、机油和润滑剂 12 638.2 428.9 13 067.1 428.9 3.4 

共计，项目 14 19 482.8 1 314.4 20 797.2 1 314.4 6.7 

15. 空运       

设备和用品 169.3 — 169.3 — —

维修费 1 708.5 — 1,708.5 — —

着陆费和地勤 227.8 — 227.8 — —

空勤人员生活津贴 43.7 — 43.7 — —

汽油、机油和润滑剂 36 054.8 3 255.4 39 310.2 3 255.4 9.0 

固定翼     

责任保险 95.4 — 95.4 — —

租金和操作费 32 864.6 — 32 864.6 — —

直升机     

责任保险 541.9 49.8 591.7 49.8 9.2 

租金和操作费 81 000.1 26 091.3 107 091.4 26 091.3 32.2 

共计，项目 15 152 706.1 29 396.5 182 102.6 29 396.5 19.3 

16. 水运      

采购船只 — — — — —

租金和操作费 — — — — —

责任保险 20.9 — 20.9 — —

备件/修理费/维修费和用品 — — — — —

汽油、机油和润滑剂 80.8 — 80.8 — —

共计，项目 16 101.7 — 101.7 — —

17. 通信      

采购通信设备 336.0 1 384.4 1 720.4 1 384.4 412.0 

商营通信 3 910.0 5 004.4 8 914.4 5 004.4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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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设备 — — — — —

通信支助事务 4 153.4 402.4 4 555.8 402.4 9.7 

设备租金 — — — — —

备件 1 200.5 220.9 1 421.4 220.9 18.4 

特遣队自备装备：自我维持 8 337.8 — 8 337.8 — —

公共信息      —

采购公共信息设备 — — — — —

公共信息事务费 1 177.0 255.0 1 432.0 255.0 21.7 

设备租金 — — — — —

用品和维持费 222.4 — 222.4 — —

共计，项目 17 19 337.1 7 267.1 26 604.2 7 267.1 37.6 

18. 信息技术       

采购设备 5 193.0 991.3 6 184.3 991.3 19.1 

采购软件包 111.4 — 111.4 — —

信息技术事务费 6 131.7 507.5 6 639.2 507.5 8.3 

设备租金 — — — — —

设备维修和修理费 — — — — —

软件许可证、收费和租金 1 890.4 48.4 1 938.8 48.4 2.6 

备件和用品 1 863.4 126.6 1 990.0 126.6 6.8 

共计，项目 18 15 189.9 1 673.8 16 863.7 1 673.8 11.0 

19. 医疗      

采购设备 9.8 — 9.8 — —

医疗事务费 753.0 — 753.0 — —

设备租金 — — — — —

用品 1 010.1 — 1 010.1 — —

特遣队自备装备：自我维持 8 078.5 — 8 078.5 — —

共计，项目 19 9 851.4 — 9 851.4 — —

20. 特种装备      

采购观察设备 — — — — —

探雷和扫雷设备 — — — — —

特遣队自备装备：自我维持 2 753.5 — 2 753.5 — —

共计，项目 20 2 753.5 — 2 753.5 — —



 A/65/571

 

2310-63562 (C) 

 

        差异 

 分摊 全民投票 所需资源共计  数量 百分比

类别 ⑴ ⑵ ⑶＝⑴+⑵ ⑷=⑶-⑴ ⑸=⑷+⑴

21. 其他用品、事务和设备      

采购设备 311.2 235.5 546.7 235.5 75.7 

福利费 307.1 — 307.1 — —

探雷和扫雷事务费 43 289.8 1 000.0 44 289.8 1 000.0 2.3 

探雷和扫雷用品 — 6 500.0 6 500.0 6 500.0 —

订阅报刊费 70.7 — 70.7 — —

打印和印刷费 212.0 — 212.0 — —

作战地图 — — — — —

制服、旗帜和标记 484.9 — 484.9 — —

个人防护设备 272.8 278.4 551.2 278.4 102.1 

培训费用、用品和事务费 1 087.0 12.0 1 099.0 12.0 1.1 

选举材料 — — — — —

正式活动 35.4 — 35.4 — —

其他接待费 — — — — —

外部审计 331.9 — 331.9 — —

一般保险 0.5 — 0.5 — —

银行收费 3 000.0 — 3 000.0 — —

索偿/核销/调整费用 30.5 — 30.5 — —

其他运费和相关费用 4 914.0 2 460.0 7 374.0 2 460.0 50.1 

其他口粮 445.0 — 445.0 — —

汇兑损失 — — — — —

其他事务费 18 630.0 — 18 630.0 — —

共计，项目 21 73 422.8 10 485.9 83 908.7 10 485.9 14.3 

22. 速效项目      

速效项目 1 000.0 — 1 000.0 — —

共计，项目 22 1 000.0 — 1 000.0 — —

共计，第三组 386 503.9 57 979.5 444 483.4 57 979.5 15.0 

所需资源毛额 938 000.0 85 705.6 1 023 705.6 85 705.6 9.1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25 325.9 1 559.9 26 885.8 1 559.9 6.2 

所需资源净额 912 674.1 84 145.7 996 819.8 84 145.7 9.2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 — — —

(未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 — —

所需经费共计 938 000.0 85 705.6 1 023 705.6 85 705.6 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