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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支出总额已通过若干按构成部分(即实质性民政部分、军事部分和支

助部分)归类的成果预算编制框架，与西撒特派团的目标相联系。 

财政资源使用情况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职类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军事和警务人员 6 816.7 6 681.5 135.2 2.0

文职人员 19 929.0 21 888.8 (1 959.8) (9.8)

业务费用 30 384.8 28 531.8 1 853.0 6.1

 所需资源毛额 57 130.5 57 102.1 28.4 0.0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2 408.1 2 684.7 (276.6) (11.5)

 所需资源净额 54 722.4 54 417.4 305.0 0.6

(编入预算)自愿实物捐助 2 908.0 2 551.7 356.3 12.3

 所需资源共计 60 038.5 59 653.8 384.7 0.6

人力资源——在职情况 

 

类别 核定人数
a

实际在职

(平均)

空缺率

(百分比)
b

军事观察员 203 196 3.4 

军事特遣队 27 27 —

联合国警察 6 4 33.3

建制警察部队 — — —

国际工作人员 108 99 8.3 

本国工作人员 164 162 1.2 

联合国志愿人员 20 19 5.0

临时职位 c 

 国际工作人员 — — —

 本国工作人员 2 2 —

政府提供的人员 10 4 60.0
 

 
a
 高核定人数。 

 
b
 根据每月在职情况和每月人数计算。 

 
C
 由一般临时人员经费供资。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见本报告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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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2010年1月27日秘书长报告(A/64/636)中提出了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

派团(西撒特派团)2010年7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的预算，毛额58 230 900 

美元(净额 55 807 600 美元)，其中不包括已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2 908 000

美元。这笔预算用于支付 203 名军事观察员、27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6 名联合国

警官、109 名国际工作人员、166 名本国工作人员(包括 1 个本国临时人员职位)、

20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和 10 名政府提供人员所需的费用。  

2.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 2010 年 3 月 19 日报告(A/64/660/Add.2，

第 41 段)中建议大会为特派团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维持

费用批款毛额 58 100 400 美元。 

3. 大会第 64/284 号决议批款毛额 57 130 500 美元(净额 54 722 400 美元)，

充作该特派团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维持费。这笔数额已

全部由会员国分摊。  

 

 二. 任务执行情况 
 
 

 A. 总体情况 
 

4. 安全理事会第 690(1991)号决议确定了西撒特派团的任务，安理会后来的各

项决议又延长了其任务期限。安理会第 1920(2010)号决议和第 1979(2011)号决

议确定了预算执行期间的任务。 

5. 该特派团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寻求公正、持久

和双方均可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以实现西撒哈拉人民的自决。 

6. 在这项总体目标范畴内，特派团于本执行情况报告所述期间交付了相关的重

要产出，取得不少成绩，具体情况见下文方框。这些方框按下列构成部分归类：

实质性民政、军事和支助。  

7. 本报告对照 2010/11 年度预算所列计划成果预算框架，对实际执行情况作了

评估。特别是，执行情况报告比较了计划绩效指标和实际绩效指标，即以预期成绩

衡量本报告所述期间实际取得的进展，此外还比较了计划产出和实际完成产出。 

 

 B. 预算执行情况 
 
 

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派团继续把重点放在完成其受权任务上，其中包括监

测各方的活动，以确保遵守停火协议和促进实现政治解决西撒哈拉地位方面取得

进展。特派团还支持秘书长个人特使在访问该地区期间所作的努力，以及他与冲

突各方进行的非正式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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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特派团每月通知当事各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并举行后续会议讨论违反行

为。军事部分，位于整个任务区的 9 个队部和位于廷杜夫和达赫拉的联络处，共

执行 34 748 次地面巡逻和 730 次直升机空中巡逻，以观察冲突各方。军事观察

员对摩洛哥王国陆军和波利萨里奥阵线为双方的通信提供便利的单位地点进行

了 832 次访问。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观察到严重违反军事协议的情况，据报

告，仅发生了修建新建筑、军队和资产的流动以及军事观察员行动自由遭侵犯等

情况。 

1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秘书长个人特使在西撒哈拉冲突各方之间进行了五轮非

正式会谈，其中包括邻国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每一方重申对谈判进程的承

诺，与此同时讨论了有关西撒哈拉未来地位及其人民自决形式的核心问题。虽然

谈判进程中采用了创新办法和具体议题，但朝着政治解决方案努力方面没有取得

显著进展。秘书长西撒哈拉问题特别代表与各方举行季度会议，讨论感兴趣的问

题。他还与之友小组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大使举行季度会议，以讨论

当地局势，并呼吁他们利用其影响力来确保停火得到尊重。特派团继续支持驻非

洲联盟联络处。 

1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派团在探雷和扫雷行动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过地雷

行动协调中心，特派团监测每方在销毁地雷方面的进展，并汇报收缴和销毁地雷

的数量。计划目标是销毁 3 000 件战争遗留爆炸物，特派团监督护堤两侧销毁约

33 000 件爆炸物品。此外，特派团清理了超过 840 万平方米的土地，而计划是清

理 400 万平方米。特派团销毁比计划更多的战争遗留爆炸物，清理比计划更多的

土地，是由于采用了提高生产率的更具成本效益的新排雷技术。地雷行动协调中

心和国际承包商“地雷行动”与民众共享有关风险地区的信息，并对 48 名当地

征聘人员进行了医疗程序培训，对 21 名人员进行了战斗区清理业务培训。与摩

洛哥王国陆军和波利萨里奥阵线合作的改进使得特派团在排雷行动方面取得明

显进展；但是，特派团没有关于护堤西侧排雷的信息，因为有关工作是由摩洛哥

王国陆军单独进行的。 

12. 特派团通过在费用偿还的基础上提供飞机和其他后勤支助继续支持联合国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难民专员)的建立信任措施方案。2010 年 3 月 26 日，廷杜夫

和领土之间的探亲访问航班暂停，该方案于 2011 年 1 月 7 日恢复，并继续顺利

进行。双方还同意扩大建立信任措施方案，修建廷杜夫和阿尤恩之间的道路。特

派团和难民署在 2011 年 4 月进行了线路评估，并向日内瓦难民署提交了它们的

评估结果，以便进行预算考虑。 

13. 在支助方面，特派团通过安装 24 小时的监控摄像机以及通过围栏和铁丝网

等来确保场地和房地的安全，继续加强安全措施。特派团进行了全特派团范围的

低运作安保标准场地安全调查，以及阿尤恩和廷杜夫的私人住宅 低运作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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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安保调查。进一步拟订了紧急情况反应和应急计划，以加强特派团应对紧急

情况的能力。 

14. 在空中业务方面，特派团部署 3 架固定翼飞机和 3 架旋翼飞机，共飞行 3 887

小时，其中包括 1 307 个空中观察巡逻小时。除了空中巡逻外，特派团还利用飞

机进行货运和客运以及伤亡和医疗后送。 

15. 2010/11 年特派团维持费支出共计毛额 57 102 100 美元(净额 54 417 400

美元)，而大会第 64/284 号决议为这一期间特派团维持费核定的拨款额共计毛额

57 130 500 美元(净额 54 722 400 美元)。在毛额资源使用(不包括已编入预算的

自愿实物捐助)方面，特派团达到总体执行率 99.95%。 

1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一些因素导致特派团的资源需求与核定预算相比有重大

差异。国际和本国工作人员项下所需经费增加，原因是国际和本国工作人员的空

缺率分别为 8.3%和 1.2%，比计划得要低，而预算编列的空缺率分别为 10%和 7%。

特派团的一般工作人员费用也高于预算，因为根据大会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第

63/250 号决议，国际工作人员有更多的权利。文职人员项下需要追加经费，也是

因为 2010 年 10 月 1 日生效的本国工作人员的加薪、向外勤事务干事支付特派任

务生活津贴以及因为叙级活动外勤人员和本国工作人员职等提升。员额进行叙

级，是为了确保工作人员的报酬与他们目前的职责和责任水平相称。   

17. 空运项下所需经费增加，是由于租赁和运营固定翼和旋转翼飞机的成本增加

以及燃料成本上涨。一架旋转翼飞机在预算年度终了前两个月被遣返，没有对其

进行替换。  

18. 为了给文职人员和空运项下所需的追加经费提供资金，特派团或将采购设备

和施工项目推迟至2011/12预算年度或请求由中乍特派团和联合国尼泊尔特派团

(联尼特派团)转来设备，这就造成了设施和基础设施、陆运和通信的业务费用项

下的资源差异。军事观察员项下所需经费减少，是由于实际平均空缺率为 3.4%，

比计划的 2%的空缺率要高，且平均票价较低。军事观察员项下的未动用余额，因

军事特遣队所需费用增加而被抵消，后者费用增加是由于部署来自孟加拉国的一

级医院，造成特遣队所属装备意外运费。特派团在其他用品、服务和装备支出类

别项下所需费用也高于预算成本，主要是由于来自乍特派团和联尼特派团装备的

运费、因美元兑欧元和摩洛哥迪拉姆贬值造成汇兑损失以及在队部提供福利设备

的支出较高。对这些差异的解释，见本报告第四节。 

 

 C. 特派团支助举措 
 
 

19.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派团在提法里提队部和西撒特派团阿尤恩后勤基地安

装了太阳能电池板。计划进行的一项举措涉及将特派团主要总部与国家电网连

通，以降低柴油燃料成本，该举措被推迟到 2011/12 预算年度，因为有关资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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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支付高于计划的文职人员和空中业务费用。特派团还通过增加有 24 小时监

控的特派团地点的数量来改进安全措施。 

20. 特派团对手机的分配实施严格控制，并与联合国后勤基地进行了服务器数量

的合并，以提高数据可靠性和避免数据重复。 

 

 D. 伙伴关系、国家工作队协调和综合特派团 
 
 

21. 特派团继续支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人道主义活动，特别是建立信任

措施方案。由于各方对难民署甄选受益人程序的分歧，该方案于 2010 年 3 月 26

日暂停，并于 2011 年 1 月 7 日恢复。在预算年度的下半年，特派团提供飞机、

人员和陆运来支持该方案。联合国警察在机场协助抵达点和离开点的探亲互访，

并陪同难民署工作人员访问受益人。此外，来自孟加拉国一级医院的一名医生或

护士陪同每次飞行。 

22. 难民署、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欧洲联盟委

员会人道主义事务处、西班牙国际合作与发展署及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继续向

廷杜夫附近难民营中的西撒哈拉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 

23.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继续与有关各方和家庭合作，寻找由于冲突而至今下落不

明的人。 

24. 特派团继续进行合作，向非洲联盟驻阿尤恩的代表提供后勤支持。秘书长特

别代表出席了在开罗和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同非洲联盟的高级别会议，除其他

外，其中举行了有关西撒哈拉问题的讨论。 

 

 E. 成果预算框架 
 
 

构成部分 1：实质性民政 

2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如下文的框架所概述的那样，特派团实质性民政部分继

续帮助在政治解决西撒哈拉 终地位问题方面取得进展，努力解决人道主义问

题，并减少护堤两侧的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威胁。本报告所述期间的主要优

先事项继续是支助秘书长个人特使履行职能，包括协助组织卷入西撒哈拉争端有

关各方之间的会议；分析该地区的政治问题，并在特使访问该地区期间提供后勤

支助；协助难民署努力扩大旨在加强撒哈拉人分裂社区之间关系的建立信任措施

方案；开展勘测和清理遭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污染的危险地区；提供雷险教育；

向非洲联盟驻阿尤恩办事处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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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1.1：在政治解决西撒哈拉的 终地位问题上取得进展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1.1.1 冲突各方通过直接会面和书面形

式进行沟通(2008/09 年 :0；

2009/10 年:2；2010/11 年:4) 

已达到。在秘书长个人特使的主持下，西撒哈拉冲突双

方，即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之间，举行了五轮非正

式会谈，参加会议的还有邻国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备注 

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 1份报告 是  

定期提供当地局势简报，定期通报该地区

新政治和安全动态，以及在秘书长个人

特使访问该地区期间提供政治分析和咨

询意见及后勤支助 

是 向联合国总部提供定期简报和 新情况

通报  

在秘书长个人特使于 2010 年 10 月访问

该地区和廷杜夫期间向其提供了后勤支

助和协调 

此外，特派团提供了 247 份每日情况报

告和 52 份每周情况报告，内容涉及西撒

哈拉和该地区所有重大政治、军事和人

道主义情况发展 

每周就该地区的政治形势与非洲联盟举

行会议和情况通报会 

66 

52 

会议和情况通报会如下 

核心小组周会 

 12 安保管理小组月会 

 2 秘书长特别代表参加了在开罗举行的非

洲联盟关于非洲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的

务虚会，并在亚的斯亚贝巴与非洲联盟

委员会主席和驻非洲联盟大使举行一次

会议 

  会议次数高于预期，是因为非洲联盟被邀

请参加安保管理小组会议以及在开罗和

亚的斯亚贝巴与非洲联盟官员举行会议 

应要求为来访的会员国代表团及国际组

织、政府组织和媒体机构的代表安排政治

情况介绍会、实地访问并提供护送服务 

4 秘书长特别代表与之友小组和安全理事

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大使举行季度会议 

 18 向会员国代表团和媒体机构介绍了情

况，包括安排了有特派团成员陪同的实

地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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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4 种语文编写 700 份当地/国际媒体有

关西撒哈拉的区域和国际问题报道的摘

要，供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会员国参阅 

447 摘要份数低于计划数是因为每天只发一

份摘要，偶尔印发重点关注有关西撒哈

拉和西撒特派团较重要新闻的引人注目

的报道   

预期成绩 1.2：在解决人道主义问题、特别是与难民有关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1.2.1 难民探亲互访次数增加(2008/09

年:39；2009/10年:26；2010/2011

年:39) 

促成 21 次双程探亲互访，使来自 242 户家庭的 1 306 人

受益(607 人来自该领土，699 人来自难民营) 

互访次数低于计划数的原因是，双方在难民署的受益人

甄选程序问题上出现分歧，导致建立信任措施方案暂时

中断，直至 2011 年 1 月 7日恢复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备注 

参加由难民署和粮食署组织的对难民营

联合评估任务，以评估难民营内的健康、

死亡率、营养以及住房情况，将评估结果

与以往的评估进行比较（通常每两年进行

一次）。该评估是制订难民署和粮食署联

合行动计划的依据。西撒特派团团长欢迎

评估小组并向其简要介绍了特派团的情

况。结果，与西撒特派团共享了评估结果 

是 廷杜夫联络处主任向难民署和粮食署简

介了特派团的情况，2010 年 10 月对难民

营进行了一次联合评估。与西撒特派团

共享了评估结果 

与联合国机构和方案(难民署、世卫组织、

粮食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

会))和在该区域有代表的其他国际组织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欧

洲联盟委员会人道主义事务处和国际移

民组织(移民组织))每月举办两次非正式

情况介绍会，商讨如何解决人道主义问

题，包括难民援助和通过西撒哈拉的非正

常移徙活动等问题 

52 

 

 

5 

 

1 

廷杜夫联络处主任与包括难民署、世卫

组织和粮食署等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以

及红十字委员会和欧洲联盟委员会人道

主义事务处举行周会 

秘书长特别代表在日内瓦与难民署举行

了 5次关于建立信任措施方案的会议 

在36名大使级代表以及外交官代表各会

员国每年对廷杜夫进行捐助者访问期

间，提供情况简报 

每周与难民署举行会议和情况介绍会，以

审查建立信任措施方案的执行情况 

52 举行了每周会议  

通过提供地面交通、医疗服务和 6名联合

国警察陪同进行 39 次难民探亲互访为继

续执行在各方之间建立信任的措施提供

后勤支援 

21 由平均 4 名联合国警察陪同进行探亲互

访的往返，并提供空中和地面交通及医

疗服务 

互访次数低于计划数的原因是，双方在

难民署的受益人甄选程序问题上出现分

歧，导致建立信任措施方案暂时中断，

直至 2011 年 1 月 7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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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1.3：减少护堤两侧的地雷和未爆弹药威胁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1.3.1 减少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导致

的死伤人数（2008/09 年:0；

2009/10 年:17；2010/11 年:0) 

据西撒特派团地雷行动协调中心从不同来源收集到的情

况，共计发生了 9起事故，造成 2人死亡，15 人受伤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备注 

销毁护堤两侧3 000个地雷和战争遗留爆

炸物 

33 035 被销毁的物件  

护堤东侧：6 712 件未爆弹药、1枚反坦

克雷、1枚杀伤人员地雷、7 844 枚集束

炸弹和 1 506 枚库存杀伤人员地雷  

  护堤西侧：9 486 枚反坦克雷、543 枚杀

伤人员地雷、349 件未爆弹药和 6 593

件库存爆炸物 

  销毁量高于预期是因为销毁了许多库

存、扫雷技术改进和报告更准确 

护堤东侧清理 400 万平方米土地 8 422 225

平方米 

清理土地面积扩大，是因为地雷行动协

调中心的业务和质量保证干事定期进行

质量保证评估，以确保清理业务的质量

和经清理后交付使用的土地是按照国际

地雷行动标准进行的。此外，采用了更

有效的清理技术提高了生产率 

维护地雷行动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以反

映出对有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地区的

信息的准确记录 

 是 地雷行动协调中心增强了从队部、“地雷

行动”组织(执行伙伴)和平民收集来的

信息的流动和质量，从而使得关于有地

雷和未爆弹药的地区的准确信息录入地

雷行动信息管理系统 

勘测并绘出护堤两侧的危险地区的地图 是 

护堤东侧 

护堤东侧勘测和绘出新发现可疑危险地

区的工作进展顺利，记录了护堤东侧 46

个新的危险地区 

 否 

护堤西侧 

但是，地雷行动协调中心没有收到摩洛

哥王国陆军提供的任何关于在护堤西侧

勘测和绘制危险地区地图的信息 

调查所有报告的平民遇到的地雷和爆炸

弹药事故 

是 军事观察员和“地雷行动”组织对地雷

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的所有事故进行

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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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2：军事 

26. 如下文框架中所详述，特派团军事部分对双方遵守停火协议的情况进行了监

测，并且为民政部分提供支持，减轻护堤两侧的地雷和未爆弹药威胁。在本报告所

述期间的主要优先重点是视察武装部队各单位的总部，进行巡逻以确保遵守停火协

议，监督双方销毁地雷和未爆弹药，以及标明在例行巡逻过程中发现的危险区。 

预期成绩 2.1：双方遵守停火协议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2.1.1 没有严重违反停火协议和军事协

议的事件（2008/09 年：0；2009/10

年:0；2010/11 年:0) 

已达到。未发生严重违反停火和军事协议的事件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备注 

每月与双方地方指挥官和高级军官举行

联络会议 

5 西撒特派团部队指挥官召集了下列会议： 

同波利萨里奥阵线国防部举行 1次会议 

与波利萨里奥阵线驻西撒特派团协调员

举行 1次见面会 

与摩洛哥王国陆军南区指挥官举行过 3

次会议 

联络会议比计划的要少，是因为部队指

挥官职位从 2011 年 4 月至 6月空缺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流动巡逻 35 040 人/

日，包括日间和夜间巡逻(每次巡逻有 4

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每天 24 次巡逻，

365 天) 

34 748 流动巡逻人/日(每次巡逻有 4 名联合国

军事观察员Χ每天 23.8 次巡逻Χ365 天) 

流动巡逻人/日少于计划，原因是天气恶

劣以及因维修问题无法提供可用车辆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对双方武装部队各单

位和总部进行 416 次联络“日访”(每次

访问有 4 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每周 2

次访问，52 周) 

832 

 

军事观察员对双方武装部队各单位和总

部进行联络“日访”(每次访问有 4名联

合国军事观察员Χ每周 4次访问Χ52 周) 

访问次数多于计划，是因为对双方总部

的访问至少每周 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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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9个队部出发，进行 1 108 小时空中巡

逻，以检查双方 9 722 个军事单位(每月

每架直升机 30.77 小时，共 3架直升机巡

逻 12 个月) 

1 307 空中巡逻小时数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从 9 个队部出发，

进行了 730 次直升机侦察，以检查双

方 1 527 个总部和 9 066 个次级单位地

址(每月每架直升机 36.3 小时×3 架直

升机×12 个月) 

空中巡逻时数高于计划是因为需要进行

额外的空中巡逻，以观察双方所有的总

部和单位地点 

酌情调查据称任何一方违反停火协议的

所有事件 

134 对接获的指控进行了调查，后来确定这

些指控无法证实。向联合国总部和双方

报告了结果   

 

构成部分 3：支助 

27. 如下文框架中所详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支助构成部分为平均 196 名军事

观察员、27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4 名联合国警察、99 名国际工作人员、164 名本

国工作人员(包括 2 名临时人员)、19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和 4名政府人员提供切实

高效的后勤、行政和安保服务，以辅助执行特派团的任务。特派团确保为所有人

员创造安全稳妥的环境，确保遵守联合国的行为和纪律政策，并向特派团所有人

员提供了一级医疗服务和关于艾滋病毒的提高认识培训。此外，特派团翻修和维

护现有设施，提供通信、信息技术、陆运和空运服务，开展供应业务，提高特派

团不同地点的安全标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特派团的支助构成部分交付了不同

产出，改进了服务，并提高了效率，包括控制使用移动电话和合并服务器。 

预期成绩 3.1：提高向特派团提供的后勤、行政和安保支助的效率和实效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3.1.1 作为旨在更好地遵守 低行动安

全标准的强化安保方案的一部

分，增加具有 24 小时监测的特派

团地点的数量(2008/09 年：0%；

2009/10 年：1%；2010/11 年：2%) 

已实现 

向 13 个地点全部提供了 24 小时监测 

3.1.2 通过安装围栏，加强特派团所有房

舍和地点的安全。(2008/09年：11；

2009/10年：12；2010/11年：22) 

在特派团 13 个房舍和地点安装了围栏  

特派团决定将 9 个通讯天线立在队部环形围栏内，所以

需要围栏地点数目降至 13 个 

3.1.3 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减少发电

机的柴油消耗(2008/09 年：940 

000 公升；2009/10 年：977 544

公升；2010/11 年：784 000 公升) 

912 793 公升 

由于财政拮据，特派团将主要总部连接到国家电网以减

少发电机柴油消耗的计划未能实施。资金被调用于支付

超出计划的文职人员和空运成本。项目被推迟到2011/12

预算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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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已完成 

(数目或是/否) 备注 

改进服务   

按照安全和安保部关于联合国外地特派

团的准则、联合国外地特派团防火安全和

低运作安保标准，定期监测西撒特派团

的设施，其中包括通讯天线塔，并视需要

采取改正行动，优化防火安全和安保措

施， 大限度地提高特派团所有工作人员

的认识 

是 定期检查和监控了所有通讯天线塔 

消防队长进行了消防检查，向西撒特派

团所有地点和场所提供了疏散计划、培

训以及新的灭火器 

安保科调查了所有装置是否符合 低运

作安保标准 

军事、警务和文职人员   

平均 27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203 名军事

观察员和 6名联合国警察的进驻、轮调和

返国 

27 

196 

4 

军事特遣队人员(平均人数) 

军事观察员(平均人数) 

联合国警察(平均人数) 

  部署的联合国警察人数少于预期，原因

是建立信任措施方案暂停，并且警察派

遣国派出的联合国警察不够 

对 20 名军事特遣队员的特遣队所属装备

和自我维持情况提出 12 份核查、监测和

检验每月报告，并提出定期和行动准备状

态的季度核查报告 

是 一级医院提供关于设备和供应存量以及

每月活动的月度报告，特派团开展每月

或每季度的抽查，以确保行动准备状态 

特派团为一级医院的主要装备和自我维

持情况进行季度检查，并向联合国总部

发送了 8份核查报告以处理索偿要求 

管理平均 295 名文职工作人员，其中包括

109 名国际工作人员、166 名本国工作人

员(包括 1 个一般临时人员职位)以及 20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 

99 

162 

19 

2 

国际工作人员(平均人数) 

本国工作人员(平均人数) 

联合国志愿人员(平均人数) 

临时职位(平均人数) 

针对所有军事、警察和文职人员执行行为

和纪律方案，包括开展培训、预防和监测

工作，并在发生不当行为时提出纠正行动

建议 

是 向234名文职人员和187名军事人员开展

了关于行为和纪律事项的情况介绍和复

习训练，重点强调了不当行为处理程序 

  还向军事人员介绍了军事法规和程序，

并分发了小册子 

  向特派团报告了 22 起不当行为指控，17

个案件得到调查并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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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11个地点平均27名军事特遣队员、203

名军事观察员、6 名联合国警察和平均

109 名国际工作人员以及 20 名联合国志

愿人员储存和供应口粮及瓶装水 

是 向 9个地点平均 155名军事观察员、6名

军事特遣队成员、4名联合国警察、94名

支助人员和 10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提供了

248 428 公斤口粮和481 176 公升瓶装水 

  14 天的储备口粮 

  特派团总部和所有队部14天的储备瓶装水 

  特派团总部和队部分别有21和7天的作

战口粮包(共 5 434 包) 

设施和基础设施   

保养和维修 9个军事观察员地点、联合国

4 处房地以及 11 个地点的军事特遣队宿

营地 

是 保养和维修了 11 个地点(9 个队部、廷杜

夫联络处和位于阿尤恩的房地)的9个军

事观察员地点和联合国 4处房地 

负责特派团11个地点36台发电机的运作

和维修 

63 11 个地点的发电机得以运作和维护 

实际数目高于预期是因为计划的估计数

没有计及所有发电机 

运行和维护 5 个队部(马赫巴斯、比尔拉

赫卢、提法里提、米杰克和梅海雷斯)以

及特派团总部的 10 个净水厂 

10 特派团总部以及 4个队部(斯马拉、马赫

巴斯、提法里提和比尔拉赫卢)的 10 个

净水厂得以运行和维护 

  由于护堤东侧维修合同到期，米杰克和

梅海雷斯的净水厂没有安装 

在 3 个队部地点(米杰克、Mehaires 和

Agwanit)用已经购置的新的集装箱式硬

墙新宿舍更换软墙宿舍建筑，在 3个队部

地点(马赫巴斯、乌姆锥嗄和斯马拉)安装

新厨房 

否 进行了为护堤东侧其余 3 个队部之一更

换软墙宿舍建筑的工作，但由于维修合

同期满，没有完成。取消了为 3 个队部

购买厨房的计划，以便从联合国中非共

和国和乍得特派团(中乍特派团)购买 

在 9 个队部和阿尤恩队部的所有通讯天

线周围安装链条围栏，并在护堤东侧所有

5个队部围墙、与学校毗邻的通讯和培训

中心的南墙上安装有刺铁丝网 

否 已完成在阿尤恩的通讯和培训中心和护

堤西侧 4 个队部安装链条围栏的工作。

由于维修合同期满，护堤东侧链条围栏

安装工作没有启动 

  在阿尤恩通讯和培训中心的南墙安装了

蛇腹形铁丝网，由于维修合同期满，沙

墙东侧 5个队部没有安装 

在后勤基地新修建 1 个地面运输重型设

备/机械车间 

 由于采购过程没有产生预期结果，该项

目没有启动。 低投标价高于预算金额。

此外，特派团决定将该项目推迟到

2011/12 预算年度，以便将资金用于支付

文职人员和空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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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简易机场的运作和维护(4 条跑道和

8个直升机停机坪) 

8 

3 

年内运作和维护的直升机停机坪的数目 

年内运作和维护的跑道的数目。对奥塞

尔德跑道进行了重大重建，并在该年

后 3个月期间开放 

储存和供应发电机使用的784 000公升柴油 912 793 

 

储存和提供的发电机柴油公升数 

数量高于预期是因为没有执行通过当地

电网向特派团总部输送电力的项目。该

项目被推迟到 2011/12 预算年度，以便

将资金用于支付文职人员和空运成本，

因此，燃料消耗高于预期 

在大卫塔通讯天线和西撒特派团后勤基

地安装 2个风力涡轮机，在 3个燃料队部

地点(乌姆锥嗄、马赫巴斯和奥塞尔德)

安装太阳能板，从而减少对发电机燃料和

电力的依赖 

否 

 

 

6 

由于项目非常复杂，以及将资金用于文

职人员和空运费，没有购买风力涡轮机。

该项目已取消 

在下列地点为安全照明灯安装了太阳能

电池板：在提法里提队部的直升机停机

坪安装 2 个，在西撒特派团的后勤基地

安装 4个(其中在燃料储存所安装 2个，

在发电机所在地安装 1 个，在使用控制

门处安装 1个) 

  在乌姆锥嗄、马赫巴斯和奥塞尔德队部

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工作被推迟到

2011/12 预算年度，以便将资金用于文职

人员和空运费用 

在所有队部和特派团总部安装健身房设施 是 在所有队部和特派团总部安装了健身房

设施 

陆运   

通过在阿尤恩、奥塞尔德、斯马拉、乌姆

锥嗄和廷杜夫的 5 个车间，运营和维修

276 部联合国所属车辆，包括 27 部支助

设备(地面支助、物资搬运和工程设备)、

9辆拖车和 1个车辆连接设备 

381 运营和维护的联合国所属车辆数目，其

中包括 34 部支助设备、28 辆拖车和 15

个车辆连接设备 

实际数目高于预期，因为计划中的估计

数没有计及所有车辆和支助设备 

每周 7 天把平均 70 名联合国人员从其住

宿地点穿梭输送到在阿尤恩的工作地点 

是 每周7天把平均70名联合国人员从其住

宿地点穿梭输送到在阿尤恩的工作地点 

储存和供应 590 400 公升车用柴油 549 013 车辆柴油的消耗量 

  实际数目低于预期是因为，2010 年 11

月阿尤恩发生内乱，行动受限，另外，

对车辆使用实施了严格的内部控制，使

得去西撒特派团后勤基地的燃料储存所

的次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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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运   

运行和维修3架固定翼飞机和3架旋转翼

飞机 

是 3 架固定翼飞机 

3 架旋转翼飞机 

  共计飞行 3 887 个小时，载运 16 349

名乘客，飞行 3 432 次航班。其中包括

以费用偿还方式帮助难民署(建立信任

措施方案)飞行 48 次，运送了 2 606 名

乘客 

储存和供应 380 万公升航空燃油 3 295 811 燃料消耗公升数 

  燃料消耗少于预期，是因为 2011 年 5 月

机群减少了一架旋转翼飞机 

通信   

运行和维修由 1 个地面站枢纽、11 个甚

小口径终端系统、1个车载 V型卫星天线

系统、4 个电话交换台、5 个微波中继器

以及 10 个窄波和数码无线电系统，以便

提供声频、电传、视频和数据通讯 

是 运行和维修了 1 个地面站枢纽、10 个甚

小口径终端系统、1个车载 V型卫星天线

系统、4个电话交换台、2个微波中继器

以及 10 个窄波和数码无线电系统 

运行和维修 391 部甚高频手持式无线电

通话机、27 部甚高频中继器以及 254 个

高频基地和流动电台 

是 运行和维修了 391 部甚高频手持式无线

电通话机、27 部甚高频中继器以及 254

个高频电台 

医务   

营运和维护 1家一级医疗诊所，其中包括

1 个牙科诊所、1 个化验室、1 个 X 光检

查设施，并部署 3个前方医疗队，以便出

现紧急情况时为特派团所有人员、联合国

其他机构人员和当地平民提供紧急治疗、

伤亡人员和医疗后送和急救 

是 营运和维护了 1 家一级医疗诊所，其中

包括牙科诊所、化验室和 X光检查设施 

部署了 3 个前方医疗队，其中 1 个位于

北区的斯马拉队部，1个位于南区奥塞尔

德队部，1个位于阿尤恩，每 2个星期轮

调，还设有急救站 

  此外，其中一级医疗诊所接待了 2 152

次求诊，诊所医检 347 次，前方医疗队

从事了 90 次诊察，化验室作了 1 332 次

化验，牙科就诊 603 例，伤员后送 2次，

医疗后送 9次，另外还有 47 次转介至二

级或三级医院的门诊预约 

维持联合国所有地点的整个特派团陆运

和空运后送安排 

是 伤员后送 2次 

医疗后送 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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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和维修为特派团所有人员进行艾滋

病毒自愿保密咨询及检测的设施 

是 一级医院的三名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向

特派团 155 名工作人员提供了艾滋病毒

自愿保密咨询和检测 

  此外，还提供接触后预防包和避孕套，

作为特派团防治艾滋病毒努力的一部分 

为特派团所有人员开办艾滋病毒宣传方

案，包括同伴教育 

是 为特派团新到人员举办艾滋病毒宣传课 

此外，宣传内容包括印发 4 份通讯和通

过 Lotus Notes 及公告栏传送的信息 

  世界艾滋病日活动包括散发小册子、海

报以及其他材料 

安保   

为特派团的所有地点、房地和设施提供每

天 24 小时每周 7天的安保服务 

是 向西撒特派团总部、西撒特派团后勤基

地、通讯和培训中心、联合国难民署位

于阿尤恩的建立信任措施方案办公室、

阿尤恩机场(由地方当局确保安保)的调

度办公室和西撒特派团位于廷杜夫的联

络处提供了安保服务 

  9 个队部和达赫拉军事联络处的安全保

障由地方当局提供 

24 小时近身保护特派团高层工作人员和

来访高层官员 

否 地方当局提供了对特派团高层工作人员

和来访高层官员的具体近身保护 

对特派团全部地点进行安保评估，包括对

联合国工作人员使用的 5 个地点进行住

所调查 

是 对西撒特派团办事处、队部、5个地点的

私人住宅(阿尤恩和廷杜夫)进行了安全

风险评估，其中包括 低运作安保标准

和驻地 低运作安保标准调查 

实施对特派团全体工作人员的 3 项应对

突发事件和应急计划 

是 为特派团所有工作人员制定了 3 项应对

突发事件和应急计划(1 项针对阿尤恩，1

项普遍针对所有队部、1项针对廷杜夫) 

为特派团所有新来的工作人员提供上岗

安保培训、初级消防训练和撤离演习 

是 向特派团所有新到人员提供了安保方面

的上岗培训 

  特派团79名人员接受了消防安全和消防

疏散训练 

  业务中心进行了 1 次实用小规模火灾疏

散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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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资源使用情况 
 
 

 A. 财政资源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1)-(2) (4)=(3)÷(1)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5 855.5 5 601.6 253.9 4.3 

 军事特遣队 796.6 985.6 (189.0) (23.7) 

 联合国警察 164.6 94.3 70.3 42.7 

 建制警察部队 — — — — 

 小计 6 816.7 6 681.5 135.2 2.0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15 649.4 16 557.6 (908.2) (5.8) 

 本国工作人员 3 495.2 4 520.4 (1 025.2) (29.3) 

 联合国志愿人员 739.9 761.9 (22.0) (3.0) 

 一般临时人员 44.5 48.9 (4.4) (9.9) 

 小计 19 929.0 21 888.8 (1 959.8) (9.8) 

业务费用   

 政府提供的人员 39.4 39.4 (0.0) (0.1) 

 咨询人 15.0 10.9 4.1 27.6 

 公务差旅 690.0 695.3 (5.3) (0.8) 

 设施和基础设施 3 918.6 2 449.4 1 469.2 37.5 

 陆运 3 897.8 2 553.8 1 344.0 34.5 

 空运 16 487.6 17 630.3 (1 142.7) (6.9) 

 水运 — — — — 

 通信 1 374.4 941.6 432.8 31.5 

 信息技术 1 055.9 995.1 60.8 5.8 

 医务 134.5 110.3 24.2 18.0 

 特种装备 88.7 33.8 54.9 61.9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2 682.9 3 071.9 (389.0) (14.5) 

 速效项目 — — — — 

 小计 30 384.8 28 531.8 1 853.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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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1)-(2) (4)=(3)÷(1) 

 所需资源毛额 57 130.5 57 102.1 28.4 0.0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2 408.1 2 684.7 (276.6) (11.5) 

 所需资源净额  54 722.4 54 417.4 305.0 0.6 

(已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a
 2 908.0 2 551.7 356.3 12.3 

 所需资源共计 60 038.5 59 653.8 384.7 0.6 

 

 
a
 其中含摩洛哥政府提供的 2 191 333 美元、阿尔及利亚政府提供的 324 268 美元以及波利

萨里奥阵线提供的 36 119 美元。 

 

 B. 跨组调拨一览表 
 

(单位：千美元) 

 批款 

组别 原定分配数 调拨 订正分配数 

一. 军事和警务人员 6 816.7 (134.0) 6 682.7 

二. 文职人员 19 929.0 1 962.0 21 891.0 

三. 业务费用 30 384.8 (1 828.0) 28 556.8 

 共计 57 130.5 — 57 130.5 

调拨数占批款总数百分比 3.4 

 
 

28. 本报告所述期间需调拨资金用于支付文职人员所需的追加费用，其原因是国

际工作人员和本国工作人员的实际平均空缺率低于预期，国际工作人员的一般工

作人员费用高于预期，另外，由于工资上调和员额叙级活动，使得本国工作人员

薪资上涨，费用增加。业务费用项下的所需资源用途也于年内重新调整，包括将

采购活动推迟至 2011/12 预算年度，或从中乍特派团和联尼特派团获得设备，以

便提供文职人员所需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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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月支出模式 
 

 

 

29. 2010 年 7 月和 8 月支出增加，主要是因为供资支付固定翼和旋转翼飞机的运

作和租赁以及航空燃料费用。2011 年 2 月的支出主要是因为确立空中业务的债务

和付款。 

 D. 其他收入和调整 

 

(单位：千美元) 

 

类别 数额 

  

利息收入 107.5 

29. 2010 年 7 月和 8 月支出增加，主要是因为支付固定翼和旋转翼飞机的运作和

租赁以及航空燃料费用。2011 年 2 月的支出主要是因为确立空中业务的债务和付

款。 

 
 

 D. 其他收入和调整 
 

(单位：千美元) 

类别 数额 

利息收入  107.5 

其他/杂项收入 92.9 

上期调整数 (4.1) 

上期债务核销 913.4 

 共计 1 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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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特遣队所属装备支出：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单位：千美元) 

类别 支出 

主要装备  

军事特遣队 85.1 

建制警察部队 — 

 小计 85.1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1.6 

通信 — 

医务 59.1 

特种装备 — 

 小计 60.7 

 共计 145.8 

特派团因素 百分比 生效日期 上次审查日期 

A. 与任务区有关  

 极端环境条件因数 0.0 2010 年 11 月 1 日 2007 年 4 月 16 日 

 超常作业条件因数 0.8 2010 年 11 月 1 日 2007 年 4 月 16 日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数 0.8 2010 年 11 月 1 日 2007 年 4 月 16 日 

B. 与本国有关  

 运费递增因数(马来西亚) 4.25 2006 年 5 月 1日  

 运费递增因数(孟加拉国) 4.00 2010 年 11 月 1 日  

 
 

 F. 未编入预算的捐助的价值 
 

(单位：千美元) 

类别 实际价值 

特派团地位协定
a
 1 564.5 

(未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共计 1 564.5 

 

 
a
 住宿房地由阿尔及利亚政府(74 500 美元)和摩洛哥政府(1 490 000 美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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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差异分析 1 
 差异 

军事观察员 253.9 4.3%
 

30.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由于平均空缺率为 3.4%，高于预算所列的 2%的空缺率。

此外，由于人均票价低于估计数，而且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死亡和伤残偿金支出，

另外，只需为平均 155 名军事观察员提供口粮，少于预算估计的 174 名，因而，

有所节余。 

 差异 

军事特遣队 (189.0) (23.7%)
 

31. 所需经费增加主要是由于2010年 11月部署一级医院需要从孟加拉国运输特

遣队所属装备，造成意外支出。该支出被下列因素部分抵消：孟加拉国特遣队成

员在任务区任期满 6 个月后未轮调，从而在轮调旅费方面产生了未用余额，另外，

一些物品未部署为一级医院的一部分，因而减少了特遣队所属装备支出。 

 差异 

联合国警察 70.3 42.7%
 

32.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由于，联合国警察实际平均空缺率为 33.3%，预算估计

为全员部署，另外，本报告所述期间未接获关于死亡或伤残的报告，因而没有死

亡和伤残偿金支出。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908.2) (5.8%)
 

33. 所需经费增加，主要是由于平均空缺率为 8.3%，比预算估计的 10%要低。一

般工作人员费用高于预算估计数，因为由于缺乏历史数据，2010/11 年拟议预算

未充分反映大会 2008 年 12 月 24 日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第 63/250 号决议规定的

应享待遇。外勤事务人员员额被改叙为更高职等也导致经费增加。此外，特派团

向 7 名外勤事务干事支付了联合国工作人员细则 13.7(c)规定的特派任务生活津

贴，而预算没有为此项编列经费。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1 025.2) (29.3%)
 

34. 所需经费增加主要是因为平均空缺率为 1.2%，比预算估计的 7%要低，再加

上，经订正的本国工作人员薪金表自 2010 年 10 月 1 日生效。此外，叙级活动使

得本国工作人员职等上升，增加了工资和相关费用。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额以千美元计。差异分析的 低门槛值是正负 5%或 100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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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一般临时人员 (4.4) (9.9%)

35. 所需经费增加主要是由于2010年10月1日起加薪以及支付更高职等的工资。 

 差异 

咨询人 4.1 27.6%
 

36. 所需经费减少是由于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实际培训顾问费低于预期。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1 469.2 37.5%
 

37. 造成差异主要是由于固定翼和旋转翼飞机的租赁费用增加，导致调整经费的

用途，推迟设备和物资采购、改建和装修，并且，从中乍特派团转入预制设施。

由于需满足更高的维修要求，服务承办商在队部停留时间超过预期，造成维修成

本增加，部分抵消了未用余额。 

 差异 

陆运 1 344.0 34.5%
 

38.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由于，取消采购一辆轮式平地机、一辆反铲机，一辆叉

车及两辆货运拖车，因为从中乍特派团转来了这些资产。取消采购车辆维修车间

设备引起的未用余额用于支付高于预期的空运和文职人员费用。此外，车辆事故

减少，降低了车辆的维修和保养费用。未用余额因备件利用率提高而部分抵消。 

 差异 

空运 (1 142.7) (6.9%)
 

39. 所需经费增加主要是由于，固定翼和旋转翼飞机的租赁和运行实际合同成本

高于核定预算编列的经费。此外，2010 年 11 月至 2011 年 5 月期间，由于每公升

航空燃料价格在 0.801 美元至 1.082 美元间波动，高于预算编列的每公升 0.632

美元的价格，特派团航空燃料费用高于预算。所需追加经费被部分抵销，因为乌

姆锥嗄和奥塞尔德队部之间航班减少，使得空运费用降低，并且，一架直升机于

2011 年 5 月被遣返回国，相关合同整体成本减少。 

 差异 

通信 432.8 31.5%
 

40.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由于，文职人员和空运项下所需经费增加，使得经费用

途调整，以及从中乍特派团和联尼特派团转来通信设备，从而减少了设备购置。

此外，商业通信费用低于预算，因为卫星转发器使用合同的续期获得了更便宜的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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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信息技术 60.8 5.8%
 

41. 所需经费减少是由于调整经费用途，以支付文职人员和空运项下所需经费的

增加，以及许可证费用的支出减少。 

 差异 

医务 24.2 18.0%
 

42. 差异主要是由于转介给二级和三级医院的军事观察员数目少于预算数目，医

疗服务费用减少。此外，由于预算资源用途调整，医疗用品采购减少。 

 差异 

特种装备 54.9 61.9%
 

43. 未用余额是由于资源用途调整，观察设备采购减少，以支付飞机租赁和运行

费用。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389.0) (14.5%)
 

44. 所需经费增加主要是由于，从中乍特派团运来各种材料和设备的运费、美元

兑欧元和摩洛哥迪拉姆的汇率波动导致的汇兑损失、作为所有队部的福利项目的

健身器材成本高于预期。这些额外费用被部分抵销，因为调整了原本用于购置设

备、制服、旗帜、标记和个人防护装备的经费的用途，以支付文职人员以及飞机

租赁和运行所需费用。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45. 就西撒特派团经费的筹措而言，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决定如何处理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未支配余额

28 400 美元； 

 (b) 决定如何处理 2011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共计 1 109 700 美元的其他收

入，其中包括利息收入(107 500 美元)、其他/杂项收入(92 900 美元)和上期债

务核销额(913 400 美元)，减去上期调整数(4 100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