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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1 

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 

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2010年12月31日终了期间的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以及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以及 2008-2009 两年期各项建议的执行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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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委员会关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员经管的自愿基金 2010年 12月 31日终了年度财务报表的报告(A/66/5/Add.5)，

还审议了审计委员会关于其就 2008-2009 两年期所提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A/66/139)。咨询委员会在审议这些报告期间，会晤了审计事务委员会的成员，

后者提供了补充资料和进一步说明。 

2. 咨询委员会在开始审议秘书长关于基本建设总计划执行情况第九次年度进

展报告时，将审议审计委员会关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度基本建设总计划

的报告(A/66/5(Vol.V))。同样，在审议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

计准则(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情况的第四次进展报告时，将一并审议审计委员会关

于执行该准则的进度报告(A/66/151)。 

 

 

 

 
*

 2011 年 10 月 3 日由于技术原因重新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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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经管的自愿基金 
 

 

3. 审计委员会在关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经管的自愿基金2010年12月31

日终了年度财务报表的报告中，出具了未经修订的意见(见 A/66/5/Add.5)。此外，

审计委员会还回顾，在 2009 年报告中，审计委员会在出具无保留意见的情况下

强调了两个重点事项：非消耗性财产记录不可靠的问题，以及储备金和基金余额

在为支付服务终了和退休后负债留出经费后存在 1.599 亿美元赤字的问题。审计

委员会同一份报告还指出，就 2010 年出具未经修订的意见的理由是，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在解决非消耗性财产登记册问题方面取得了进

展，而且审计委员会认为 2010 年年底 7 230 万美元净负债这一赤字并不表示基

本财务状况不稳定。审计委员会指出，形成赤字的原因是难民署认列了服务终了

和退休后负债，但未认列其固定资产和存货，这一差额造成了负资产净值。咨询

委员会强调解决审计委员会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度报告中所提问题的重

要性，同时也注意到财务报表中未发现实质性错误，并欢迎难民署取得进展从而

使审计委员会就该期间出具未经修订的意见。 

4. 审计委员会报告指出，在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度提出的 24 项建议中，

3 项(13%)已充分执行，14项(58%)正在执行，7 项(29%)未执行。这说明执行率低

于审计委员会 2009 年报告所述的执行率，即 2008 年提出的建议中有 8 项(42%)

已执行。审计委员会指出，2009 年报告再次提出了原先在 2007 和 2008 年提出但

尚未执行的建议。在这方面，正在执行或尚未执行的 21项建议中，64%涉及 2009

年，0%涉及 2008 年，26%涉及 2007 年(A/66/5/Add.5，第 12 和 13 段)。  

5. 关于正在执行的 14 项建议中的 7 项，审计委员会注意到，其充分执行取决

于目前的中期项目，例如难民署非消耗性财产管理电子数据库升级。在未执行的

7 项建议中，审计委员会尤其表示关切的是 2009 年提出的一项建议，即难民署应

进行详尽的银行对账并解决与总分类账之间的所有差异(同上，第 17和 49 段)。 

6. 审计委员会就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度出具未经修订意见的同时，还针

对难民署财务、风险和业绩管理领域的重要方面提出一些严重关切事项，指出难

民署如不处理这些事项，就无法充分和客观地显示其在从事重要难民工作方面以

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使用了资源。 

7.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调查结果如下： 

 (a) 难民署严重依赖自愿筹资，因此存在不确定性，给资源管理和决策带来

问题，可能导致注重可快速花钱而且不太依赖未来供资的短期活动。审计委员会

还感到关切的是，供资和支出情况不均衡，可能会导致加快年终支出，从而增大

控制与合规方面的风险(同上，第 2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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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对财务审计准备不足，具体表现是审计踪迹不完整，有大量错误以及所

附表格不足；审计委员会认为这些问题表明在系统以及流程的监督和自主管理质

量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同上，第 24-29 段)； 

 (c) 财务管理和控制上存在弱点，尤其是在以下方面：银行往来账目核对(同

上，第 46-50 段)、消耗性财产管理(同上，第 59-63 段)、外地财务管理能力(同

上，第 30-33 段)； 

 (d) 在 2012 年圆满执行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方面存在风险，包括难民署能否

及时和准确编制年终账目，以及难民署能否充分获得执行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好

处(同上，第 65-88 段)； 

 (e) 该组织在执行改进的业绩报告方式和成果管理制方面进展缓慢(同上，

第 89-104 段)； 

 (f) 难民署缺乏正式、系统性的风险管理方式(同上，第 105-107 段)； 

 (g) 对实施伙伴的管理存在弱点，尤其是挑选实施伙伴以及监督伙伴财务和

业绩的过程存在弱点。审计委员会强调指出，难民署严重依赖执行伙伴在全世界

实施约 1 600 个项目以及管理其开支的大约三分之一(2010年约为 6.77亿美元)。

审计委员会认为难民署的伙伴挑选过程不严谨，不透明，并注意到实施伙伴的更

替率很低，大约三分之一已与难民署协作十年以上(同上，第 108-138 段)； 

 (h) 处理持久难民情况问题采取了零敲碎打方式，给难民署造成严重的资源

管理问题。审计委员会强调指出，难民署所服务的难民半数以上已处在持久难民

情况达五年以上，2010 年用于此类情况的开支预计将增至 3 亿美元(同上，第

139-158 段)。 

8. 咨询委员会从审计委员会获悉，难民署接受审计委员会的所有结论和建议，

而且本身也查明和确认了报告所提出的许多缺点。咨询委员会提出询问后，获得

一份关于针对审计委员会给大会的关于难民署经管的自愿基金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度账户的报告所载建议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的文件(A/AC.96/1099/ 

Add.1)，其中包含难民署回应审计委员会所提建议的概要计划。咨询委员会认识

到难民署开展业务活动的环境有种种要求，包括要求难民署迅速回应紧急情况，因

而给财务管理和控制带来挑战。尽管如此，咨询委员会仍强调有必要充分遵守该组

织的财务条例和细则，并希望难民署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充分执行审计委员会的建议。

在这方面，咨询委员会希望难民署尽一切努力遵守上述文件列出的执行这些建议的

最后期限。该文件已提交给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 

9. 咨询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审计委员会所提出的财务管理和控制方面的弱

点，加上所报告的外地财务管理能力低下问题，使难民署编制符合公共部门会计

准则的财务报表的能力受到重大挑战。咨询委员会相信，该问题将由高级管理层

列为优先事项并获得其必要的重视，以确保 2012 年圆满执行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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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审计委员会就 2008-2009 两年期所提建议的执行情况 
 

 

10. 审计委员会就 2008-2009 两年期所提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A/66/139)涵盖

15 个联合国实体，0F

1

 审计委员会每两年向大会提出关于这些实体的报告。咨询委

员会在审议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联合国合办工

作人员养恤基金提交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的拟议预算时，将一并审议审计委员会

对这三个实体的调查结果。 

11. 正如报告(A/66/139)第 6段和表1所述，审计委员会所提建议数增至 590项，

比上个两年期增加 16%。到 2011 年 3 月 31 日，执行率为 46%，与上个两年期相

比稍有减少。2009 年 3 月底的执行率为 47%(同上，第 8 段和图 1)。在审计委员

会就 2008-2009 两年期提出的 590 项建议中，到 2011 年 3月 31 日，272 项(46%)

已执行，283 项(48%)正在执行，32项(5%)未执行，3 项(1%)因事态发展而过时。

审计委员会强调指出，其建议包含许多组织的广泛主题，而且各组织在执行率上

也存在差异。因此，审计委员会表示未能确定任何需要评论的规律或趋势(同上，

第 11段)。 

12. 为了比较，下面的表 1列出前后三个两年期在执行审计委员会建议方面的相

对速度。  

表 1 

审计委员会就 2008-2009、2006-2007 和 2004-2005 两年期所提建议的执行状况 

   已执行 在执行 未执行  因事态发展而过时 

两年期 建议数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2008-2009 两年期，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590 272 46 283 48 32 5 3 1

2006-2007 两年期，截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 

507 238 47 237 46 19 4 13 3

2004-2005 两年期，截至 2007 年 

5 月 31 日
a

 

651 342 52 276 43 28 4 5 1

 

 
a

 不包括就联合国项目事务厅提出的 43 项建议。 

 

 

13. 审计委员会表示，它对 2008-2009 年建议中有 48%仅获得部分执行并不感到

严重关切，因为审计委员会发现大多数实体确定了目标执行日期，而且一些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贸发会议/世贸组织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国大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

人口基金、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和联合国项目事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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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可通过执行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建立新型或改进型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或实施其

他业务改革流程才能充分执行。但是，审计委员会指出一些实体有必要设立专门

后续行动机制，并指出处理其查明的问题的根本原因十分重要。作为例证，审计

委员会着重提出非消耗性财产管理问题，审计委员会以前各年度曾就此问题向几

个组织提出过建议。审计委员会指出，在许多情况下，行政当局采取的补救措施

仅为向外地办事处发出指示，却未监督指示的执行情况。审计委员会感到问题的

根本原因未得到处理(同上，第 13 段)。  

14. 咨询委员会再次要求充分、迅速执行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并强调高级管理层

非常有必要给予重视并采取后续行动，以确保有系统地处理问题的根本原因。在

这方面，咨询委员会进一步回顾，大会第 64/268 号决议请求在管理人员业绩评

价机制中确定优先事项，制定明确时限和评估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以确保管理

人员在执行审计委员会建议方面有效接受问责。  

15. 审计委员会在鼓励加强执行努力的同时还指出，一般而言，行政当局认真考虑

了其建议，并在增强后续行动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良好做法。这些做法包括：(a) 高

层管理团队利用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确定优先行动和监测的领域；(b) 查明反复

出现同样审计意见的根本原因，并制定处理这些原因的行动计划；(c) 在需要进

行机构间合作与共同努力的领域作出改进，以期解决涉及多个机构的问题；(d) 就

执行审计委员会的建议确定明确的目标日期和完成标准，以及(e) 由内部审计员

对执行情况进行验证和跟踪(同上，第 10段)。 

16.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作为良好做法的一个例子，审计委员会赞扬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通过采用实时网络跟踪数据库，使方案主管在改动执行状态时能上载附加

文件，从而加强了其审计跟踪数据库。一旦进行了这种修订，将自动给内部审计

员发送提示消息，使其能审查附加文件，并相应地对状况重新进行评估(同上，

第 38段)。咨询委员会确认，要处理审计委员会所提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不仅需

要高级管理层持续承诺，而且需要设立有效的监督和后续行动机制。咨询委员会

相信，各实体在设立此类机制时，将吸取审计委员会所提出的最佳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