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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3 和 134 

2012-2013 两年期方案预算 

2014-2015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战略遗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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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战略遗

产计划的报告(A/68/372)。在审议该报告期间，行预咨委会会见了主管管理事务

的副秘书长和秘书长的其他代表，他们提供了补充资料和说明， 后于 2013 年

10 月 9 日提供了书面答复。 

2. 秘书长的报告是按照大会第 66/247 号决议的要求提交的。该决议请秘书长

在2014-2015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中向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提交基于中期(八年)

方案的详细实施计划和费用分析(在为 2010-2011 两年期批准的工程构想和建筑

研究的基础上)，就费用的构成和计算方法提出详尽的解释。大会同一份决议决

定核准 2012-2013 两年期第 29 E款(行政，日内瓦)下一般临时人员经费(810 600

美元)用于 1 个P-4 建筑师和 1 个P-4 工程师，以及第 34 款下与拟订详细的项目

实施和分阶段计划有关的订约承办事务所需追加资源(280 万美元)。涉及战略遗

产计划的要求大会采取的行动列于秘书长的报告第 138(a)至(i)段。行预咨委会

的建议载于本报告二至六节。 

3.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坐落在万国宫内。万国宫 初是为国际联盟而建。1937

年完工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群于 1950 年代扩建。1973 年增加了会议设施

和办公大楼(E楼)(见 A/68/372，第 9 段)。秘书长的报告图一为万国宫楼群示意

图，抄录于此。 

http://undocs.org/ch/A/68/372
http://undocs.org/ch/A/RES/66/247
http://undocs.org/ch/A/68/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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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宫楼群示意图 

(A 至 E 楼和 S 楼) 

 

 二. 中期实施方案的综合研究 
 
 

4. 秘书长的报告第三节提供了以按中期方案就战略遗产计划制定一项详细的

实施计划并进行费用分析而开展的综合研究的主要结果摘要。秘书长指出，通过

这项综合研究，不仅证实了大楼已知的重大缺陷和相关的健康和安全风险，而且

还发现了更多的结构、火灾、石棉和业务连续性等风险(A/68/372，第 17 段)。 

主要风险和项目范围 

5. 关于结构性风险，秘书长指出，该研究报告提出了以前未发现的E楼塔和S楼

的结构性弱点，已确定这需要进行重大补救工程，此有一定的紧迫性。在这方面，

提议为项目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更多的深入研究，例如地基分析勘查和结构测试，

以评估所需补救工程的确切性质(A/68/372，第 18 段)。行预咨委会从报告中注意

到，该地区记录到地震后，于 近更新了建筑抗震规定，此后确认了万国宫楼群结

构稳定性不够(E办公楼和S办公楼 为普遍)(A/68/372，第 17(a)段)。行预咨委会

询问后获悉，由于 2003 年制定的瑞士地震安全标准正在修订，因此，参考了适用

于万国宫附近地区的 新的法国标准(更新于 2010 年 10 月)，将其作为对万国宫建

筑群进行安全评价的 佳做法参考。行预咨委会建议，秘书长继续向东道国有关当

局跟踪了解地震安全标准的修订情况并向大会通报这方面的动态。 

6. 关于项目的预期范围，秘书长解释称，需要全部翻修历史建筑，以符合相关

建筑条例的规定，优先确保健康和消防安全及残疾人的无障碍环境。项目范围内

用以降低健康和安全风险的优先行动列于秘书长的报告第 24(a)至(h)段。 

7. 秘书长指出，在重新确认项目范围时，考虑到下列背景资料：(a) 建筑物初

步调查评估于 2009 年完成；(b) 工程构想和建筑研究于 2011 年完成；(c) 节约

能源工程于 2012-2013 年完成，由东道国自愿捐款供资；(d) 按照 2012-2013 两

年期方案预算实施的以及列入2014-2015两年期方案概算的补救性改建和维修工

程(A/68/372，第 23 段)(另见下文第 27 段)。 

http://undocs.org/ch/A/68/372
http://undocs.org/ch/A/68/372
http://undocs.org/ch/A/68/372
http://undocs.org/ch/A/68/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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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战略 

8. 作为对实施中期方案的综合研究的一部分而对替代性执行战略进行了分析。

为此确定了三种执行战略。这些战略在翻修历史建筑(全部翻修A、B、C、D和S楼)

以及在全部翻修E楼会议设施的方法上相同(A/68/372，第 34 至 35 段)。对三种

战略的比较分析载于秘书长的报告表 2。 

9. 然而，三种战略在解决E楼的结构性缺陷(影响该办公楼上面 7 层)的方法和

对周转空间的要求方面是不同的，对此摘列如下(A/68/372，第 36 段)： 

执行战略(a) 

 全面翻修办公大楼，建造 4 015 平米的永久办公楼，并修建仅用于施工期间

的 13 106 平米的临时办公室周转空间； 

执行战略(b) 

 部分拆除办公楼上面 7层并在原址予以重建，全面翻修会场，建造在翻修期

间用作周转空间的一座新的 8 017 平米的临时办公楼； 

执行战略(c) 

 拆除办公楼上面 7 层，修建一个与 E 栋楼被拆除楼层面积相等的 20 596 平

米的永久性新办公楼， 初用作施工期间的周转空间。 

10. 对三种战略的时间表、总费用、可行性和风险进行的比较摘要载于于秘书长

的报告第 38 至 43 段。秘书长认为： 

 执行战略(a)将需要大量的重型结构加固工作，包括需要挖掘大楼地基，相

关的执行风险很难肯定地判断，但被认为非常高； 

 执行战略(b)被早早放弃，原因是不可预知的风险很大且因此不能确定是否

会减轻问题； 

 在基本建设投入方面，执行战略(c)花费(8.37 亿瑞郎)将低于执行战略

(a)(9.24 亿瑞郎)，而且整体时间将比执行战略(a)短约一年。此外，考虑到目前

日内瓦的可用租赁空间及相关费用，秘书长认定，在大院内建造一座永久性建筑

作为周转空间的长期费用将 低，在运行方面将是战略遗产计划 有效的解决方

案。 重要的是，这将是修建一个无石棉、高能效、完全符合抗震、防火安全和

无障碍环境规定的建筑的唯一方法。 

11. 秘书长指出，在适当考虑目前结构评估的结果且不影响进一步深入的技术评

估结果的情况下，按照执行战略(c)更换E办公楼被认为在总体上是 有利的执行

战略(A/68/372，第 44 段)。因此，已为此战略进一步制定了详细的执行计划和

费用计划。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批准秘书长建议的执行战略(c)。 

http://undocs.org/ch/A/68/372
http://undocs.org/ch/A/68/372
http://undocs.org/ch/A/68/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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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计划和工程时间表 

12. 针对执行战略(c)制订的执行计划和工程时间表的有关信息载于秘书长的报

告第 45 至 59 段和图二。第 1 阶段设计预计在 2014 年初开始，预计在 2017 年初

开工，全面翻修预计在 2023 年底完工。如秘书长的报告附件一所示，该项目将

分 4 个阶段实施。 

13. (在 2010 年工程构想和建筑研究过程中所制定的)早期时间表假定施工将在

2014 年年底、基本建设总计划完成后开始。更新后的时间表预计施工将在 2017

年第一季度启动，但须经大会在 2013 年年内核准所需资源，以便在 2014-2015

两年期内外包设计工作(A/68/372，第 56 段)。秘书长指出，时间表的变化是管

理层有关决定的结果，即在设计阶段启动前应制定好详细的执行战略和费用计

划，以及应在施工开始前留有足够时间制定完整的设计文件(A/68/372，第57段)。 

14. 行预咨委会认为，2014 年至 2023 年十年执行计划所列的为期 3 年的设计阶

段似乎过长。行预咨委会无法信服秘书长所提供的理由，认为建造和翻修阶段可

以在基本建设总计划完成后尽快开始。 

资本支出项目优先次序和排序 

15. 行预咨委会回顾，经过审议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总部 2014-2034 年长期办公房

地需求可行性研究报告(A/66/349)，大会请秘书长在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期间尽

早向大会提交一份新报告，提供全面信息，介绍所有可行选项(第 67/254 A号决

议，第三节，第 6 段)。大会同一份决议再次请秘书长确保不同时实施重大基本

建设支出项目，以防止不得不同时为这些项目融资的情况(第 66/247 号决议，第

七节，第 4段和第 67/254 A号决议，第三节，第 12 段)。行预咨委会注意到，如

秘书长关于基本建设总计划执行情况第十一次年度进展报告所述，秘书长打算秘

书长在 2014 年初向大会续会提交关于总部的长期办公房地所需资源的报告(见

A/68/352，第 32 段)。 

16. 行预咨委会询问秘书长给予战略遗产计划和总部长期办公房地需求的优先

级。行预咨委会获悉，秘书长认为，这两个项目都应享有同等的高度优先级；不

过，战略遗产计划与通过“从租赁到拥有”安排可能取得DC-5 大楼的项目时间表

没有联系(秘书长在A/66/349号文件中提出的关于总部长期办公房地需求的一个

方案)。因为后者不是基本建设支出项目。经进一步询问，行预咨委会获悉，秘

书长的理解是，不涉及联合国重大资本支出或各会员国特别摊款的方案，如DC-5

大楼的筹资方式，不受大会上述要求的限制。因此，秘书长认为，如果有的主要

基本建设项目是由第三方提供资金并经过大会批准，战略遗产计划可以与之同时

实施，以满足联合国总部长期办公房地需求。在这方面，行预咨委会回顾，大会

请秘书长在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期间尽早向大会提交一份新报告，说明联合国总部

长期办公房地需求，并提供全面信息，介绍所有可行选项，包括秘书长上述报告未

http://undocs.org/ch/A/68/372
http://undocs.org/ch/A/68/372
http://undocs.org/ch/A/66/349
http://undocs.org/ch/A/RES/67/254
http://undocs.org/ch/A/RES/66/247
http://undocs.org/ch/A/RES/67/254
http://undocs.org/ch/A/68/352
http://undocs.org/ch/A/66/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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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或未充分展开的其他选项，并确保平等对待所有选项，与此同时在所有选

项中为联合国争取 为有利的条件(第 67/254 A号决议，第三节，第 6 段)。行预

咨委会质疑秘书长所确定的关于基本建设支出项目的定义。行预咨委会认为，尽管

供资方式不同，会员国仍将需要通过缴纳摊款来资助这些项目。然而，在适用大会

第 67/254 号决议第三节第 3段时，大会不妨考虑不同的供资方式，以便考虑同时

实施重大基本建设项目。 

17. 行预咨委会回顾，秘书长重新启动了战略审查，全面审查现有设施，并提出

一个为期 20 年的基本建设方案，确定了主要维修、改建和装修所需资源以及新

建筑的所需资源(A/68/7，第十一.5 和十一.6 段)。更加详尽的信息及行预咨委

会的意见和建议载于行预咨委会关于2014-2015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的第一次报

告第十一.5 和十一.10 段(A/68/7)。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预计战略审查情况

报告将提交给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续会第一期会议。行预咨委会重申，所有列入

计划的基本建设支出项目和所需资源都应列入基本建设战略审查，以便本组织进

行全面分析和规划(A/68/7，第十一.10 段)。 

办公空间利用和优化 

18. 秘书长的报告(A/68/372)第 27至第33段提供了关于战略遗产计划中空间优

化的信息。其中表示，作为综合研究的一部分，一次详细的空间优化分析表明，

根据联合国现行空间规划准则，建筑使用率预计可实现 大约为 25%的增幅。因

此，万国宫的工作空间将从目前的 2 800 个增至 3 500 个，即多容纳约 700 名人

员。秘书长的报告表 1按建筑物开列了对办公室容纳能力拟议改动的分析。 

19. 行预咨委会要求说明办公空间容纳能力如何能增加 25%，并获悉 25%的空间

利用效率是一项配置测试的结果(使用现有人员编制和支助要求)，同时还考虑到

了以下因素：(a) 统筹各部门的空间需求，根据部门概念设计的需要把开放规划

办公区域与封闭式单独办公室相结合；(b) 把为各个建筑物之间提供通道的楼层

数减至两层(主要出入口和许多公共活动进出点所在的一楼；提供前往会议区连

续通道的三楼)；(c) 集中存放在开放式办公空间规划中预见的各部门行政档案。

行预咨委会还获悉，在规划初期，将可能考虑搬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的工作人员，他们目前在万国宫外的莫塔楼和威尔逊宫办公(另见下文第 22 和

第 43 段)。 

20. 关于灵活工作场所战略的执行问题，秘书长表示，正在总部长期办公房地需

求研究范围内所审议的对灵活工作空间战略进行的研究的结果，同样将在万国宫

未来空间利用率框架内加以审议(A/68/372，第 29 段)。在这方面，行预咨委会

注意到，秘书长提交了一份关于联合国总部执行灵活工作场所情况的报告

(A/68/387)。行预咨委会在这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反映在其相关报告(A/68/583)

中。此外，行预咨委会回顾，“团结”项目的执行涉及业务流程的广泛重新设计，

并预计将对秘书处人员配置和技能要求的演变产生影响。行预咨委会还回顾，秘

http://undocs.org/ch/A/RES/67/254
http://undocs.org/ch/A/RES/67/254
http://undocs.org/ch/A/68/7
http://undocs.org/ch/A/68/7
http://undocs.org/ch/A/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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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将提交一份载有全球服务提供新模式建议的报告供大会审议。一种新的服务

提供模式如获大会通过，可能影响到工作人员数目、技能和地点方面的要求

(A/68/583，第 8 段)。因此，行预咨委会认为，这些举措的影响应在所有重大基

建项目中加以考虑并及时向大会报告要取得的进展。 

会议设施要求和项目范围 

21. 万国宫建筑群中有 34 个主要会议室(A/68/372，第 9 段)。秘书长表示，由

于战略遗产计划的重点只是翻新现有设施，如果人权理事会或人权条约机构系统

应享会议服务待遇获准大量增加，则现有会议设施无法应付这一增加，并应由此

导致根据任务规定要求扩大现有会议设施。任何这种扩大都将意味着扩大战略遗

产计划范围和追加所需资源(A/68/372，第 12 段)。 

22.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翻新之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预计将

终止在威尔逊宫的现有租约而迁至万国宫。为弥补目前在威尔逊宫使用的两间会

议室，战略遗产计划设想在万国宫增加会议空间，由两个房间组成，并配备灵活

设置的口译厢(可从 2 间调整至 6 间)，相当于威尔逊宫会议室的总面积。 

23. 行预咨委会要求提供信息说明现有会议设施 2007 年至 2012 年的利用率，并

获悉万国宫和威尔逊宫可举行配备口译会议的现有会议室的平均利用率介于 63%

至 73%之间(100%的利用率意味着每个会议室每个工作日召开两次会议)。此外，

行预咨委会获悉，威尔逊宫两间会议室的利用率是大会议室 85%，小会议室 55%。

行预咨委会还得知，各会议室的当前能力在高峰期压力很大，而如果人权理事会

被赋予新的任务或现有任务扩大，可在非高峰期使用一些现有能力。 

24. 行预咨委会对于在战略遗产计划项目中为万国宫增列两间会议室不持异议。

尽管如此，行预咨委会认为，现有会议能力并未得到尽可能充分的利用，而秘书

长因此应确保更充分地利用万国宫的现有会议能力。此外，行预咨委会重申在其

关于会议时地分配办法的报告中对在提高会议服务资源和设施利用率方面进展

缓慢问题表达的关切(A/68/567，第 5 段)。 

 三. 项目费用预测 

25. 根据对拟议执行战略(c)的分析，项目所需资源估计总额为 8.37 亿瑞郎

(8.9137 亿美元)，比 2011 年完成的工程构想和建筑研究得出的中期方案费用估

计数 6.18 亿瑞郎增加了 2.19 亿瑞郎(见 A/68/372，第 67 段和表 4)。咨询委员

会索要后得到一份列表(见本报告附件)，其中显示了 2011 年费用估计数中反映

的细目(A/66/7/Add.3，附件二)。行预咨委会注意到，虽然附件反映在咨询(见

第下文第 28 段)、连带费用(见下文第 35 段)和意外开支(见下文第 73 段)等项下

费用估计数显著增加，，但它也显示从项目范围内取消了 4 600 万瑞郎，这笔经

费在 2011 年的研究中被列为翻新低层小楼和其他附属建筑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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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秘书长的报告第 60 至第 63 段对费用估算所用方法进行了解释，而该报告表

3 开列了 2014-2015 年至 2022-2023 五个两年期的费用计划。秘书长表示，费用

估计数包含所有项目费用，其中包括：(a) 建造和翻修；(b) 辅助工程；(c) 咨

询费和项目管理；(d) 意外开支、价格上涨和准备金、保险和质量控制活动

(A/68/372，第 63 段)。他进一步表示，项目的费用估计取决于能否在战略遗产

计划整个执行期间维持商定的项目范围、时间表和阶段划分，以及能否采用综合

的风险和费用管理办法(A/68/372，第 66 段)。 

27. 据秘书长介绍，项目成本估计数不包括：(a) 2012-2013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

算第 34款和 2014-2015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第 33款下所列用于联合国日内瓦办

事处改建、改善和主要维修活动的所需资源(1 500 万美元)；(b) 东道国为目前

正在进行的结构性节能工程捐助的 5 000 万瑞郎(5 325 万美元)(A/68/372，第

65 和第 11 段)。行预咨委会再次请秘书长尽一切努力确保为 2012-2013 两年期开

展的和将要为2014-2015两年期开展的工作不至于被作为战略遗产计划的一部分

重复进行(A/68/7，第十一.19 段)。 

28. 行预咨委会从下文附件一中注意到，在订正项目估计数中，设计、规划和施工

文件的咨询费增加了 3 400 万瑞郎(从 4 200 万瑞郎增至 7 600 万瑞郎)，而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项目管理经费则从 1 400 万瑞郎增至 4 700 万瑞郎。咨询委员会索要

后得到下文表1，其中提供了预测估计数与基本建设总计划预测估计数的比对。 

表 1 

战略遗产计划与基本建设总计划咨询和项目管理服务所需经费比对 

(千瑞士法郎和美元) 

咨询服务和项目管理 

战略遗产计划预算

(千瑞郎)
战略遗产计划预算

(千美元)

基本建设总计划实际支出和

竣工前预计所需资源 
(千美元) 

设计费 76 000 80 937 165 167 

方案管理、风险管理和其他咨询 25 000 26 624 52 051 

现场勘查和测试 5 000 5 325 (列入开工前/设计费用) 

战略遗产计划项目管理和协调团队 47 000 50 053 — 

基本建设总计划工作人员和协调支

助工作人员 

— — 47 102 

连带费用项下基本建设总计划工作

人员 

— — 33 554 

 共计 153 000 162 939 297 874 
 
 

29. 行预咨委会还注意到，订正项目费用中现在为家具列入了新的所需资源 2 

700 万瑞郎(见附件)。此外，还为连带费用计算了 20%的意外开支准备金，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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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家具。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对现有家具还有待进行一次全面评估，因此，

将在何种程度上需要新的或重复使用的家具尚待确定。行预咨委会回顾，大会在

其关于基本建设总计划的决议请秘书长尽一切努力，确保重新利用状况尚好的家

具(第 65/269 号决议，第 57 段)。行预咨委会还建议，秘书长在他下次关于战略

遗产计划的报告中向大会报告关于重新使用现有家具和减少新家具需求的计划。 

30. 秘书长在他关于战略遗产计划的报告第 138(c)段中建议大会根据现有信息，

确认项目所需资源估计总额为 837 000 000 瑞郎，按 2014-2015 年暂定汇率换算，

即为 891 373 800 美元。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秘书长现阶段并不寻求核准所

需资源估计总额；不过，大会在其第 66/247 号决议中已注意到秘书长 A/66/279

号报告中开列的先前费用估计数 6.18 亿瑞郎。如果大会“注意到”项目费用订

正估计数，那么严格说，先前估计数和项目费用订正估计数将具有同等权重。此

外，对项目费用订正估计数的确认将等于明确承认它取代了先前的成本估计数，

但并不意味着任何核准。这将有助于秘书长进一步讨论可能的贷款安排和有利于

建筑公司在订正估计数 8.37 亿瑞郎的范围内提交设计方案。 

31.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仍然存在着与战略遗产计划有关的未知因素，例如 E 楼

和 S楼所需补救行动尚需通过进行深入技术评估加以确认(见上文第 6和 11段)。

此外，行预咨委会认为，秘书长并没有为费用的构成和计算提出充分展开的解释，

尤其是关于项目订正估计数中增加的 2.19 亿瑞郎。此外，灵活工作场所战略、“团

结”项目和全球服务提供模式等举措的潜在影响，还有待在总体项目规划和费用

估计数中得到考虑，而且应在总体规划和(或)项目的四个翻新阶段中的每个阶段

都酌情得到反映。因此，行预咨委会认为，战略遗产计划所需资源必须根据实际

需要进一步调整。因此，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调整并在第六十九届会

议上重新提交战略遗产计划的项目费用估计数。 

连带费用 

32. 秘书长表示，全面研究还显示，在较早期的工程构想和建筑研究中，至少尚

未充分考虑到从基本建设总计划和其他基建项目中获得的一些经验教训

(A/68/372，第 26 段)。因此，他已扩大了整个项目的范围，以充分考虑到被称

为“辅助工程”的相关工程和支助活动，其中包括：(a) 修建所有必要的周转空

间；(b) 开展临时电气和机械工程，以确保过渡各阶段的业务连续性；(c) 采购

及安装办公室家具并重新配置办公空间；(d) 搬迁、资产管理和处置；(e) 使用

者搬迁后的主要清理工作。相关费用被称为“辅助费用”(见 A/68/372，表 3)。 

33. 行预咨委会询问“辅助工程”一语涵盖的活动是否与“连带费用”供资的活

动属于相同的类型并与在基本建设总计划中的用法一致。行预咨委会得到的说明

是，关于战略遗产计划问题的报告中所用“辅助工程”的定义代表了与该项目直

接有关的活动，而这些活动未被归类为翻修或建造。辅助工程涵盖了基本建设总

计划期间经历的“连带费用”型活动，前提是这些活动也适用于战略遗产计划。



 A/68/585

 

9/2213-56784 (C) 

 

具体而言，辅助工程包括以下方面：家具、搬迁费用、搬迁后周转空间清理、调

试、建造和翻新期间确保业务连续性的工作人员培训及临时设备。 

34.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了辅助工程项下“确保业务连续性所需工作人员培训和临

时设备”，并在询问后获悉，将需要这种培训以确保有效操作 新技术设备和以

有效的方式搬迁工作人员，从而使业务中断的情况被减至 少(如确定新通道

路线、临时/常设工作站位置和应急疏散计划)。行预咨委会还获悉，可能需要临

时设备以尽量减少业务的中断，其中包括：(a) 发电机；(b) 照明塔；(c) 信息

技术设备；(d) 餐饮设施；(e) 移动式便利设施(厕所和更衣室)。 

35. 如本报告附件所示，战略遗产计划下连带费用所需资源上调了 3 700 万瑞郎，

其中包括家具所需 2 700 万瑞郎(见上文第 29 段)。虽然行预咨委会认为，根据

基本建设总计划的经验教训，把连带费用(辅助费用)作为项目所需资源总额的一

部分列入是适当的，但它却注意到在订正费用预测中这种费用估计数有显著的增

加。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根据实际需要对拟议所需资源进行仔细审查。

此外，行预咨委会认为，在基本建设总计划中用于表示不能直接归于该项目翻修

业务的货物和服务相关费用的“连带费用”一语(见 A/68/5(Vol.V)，脚注 9)，

应继续用于战略遗产计划，而不是使用“辅助费用”一语。 

 四. 替代供资方案 

36. 依照大会第 66/247 号决议，秘书长根据联合国细则和条例提交了一些供资

方案，这些方案是根据可行性选定、从 终可行性角度进行评价的，以作为对会

员国为实现战略遗产计划所缴摊款的可能补充。供资方案归类如下：(a) 缩小项

目总体范围的措施；(b) 利用联合国资产价值的措施；(c) 公私伙伴关系安排；

(d) 贷款安排(A/68/372，第 73 至 94 段)。 

缩小项目总体范围的措施 

37. 秘书长表示，缩小总体范围的措施主要侧重于寻求会员国、机构、基金会、

公司或个人捐助者自愿捐款，用于支付战略遗产计划特定部分的费用，从而缩小

需要会员国摊款供资的项目总体范围。2013 年 3 月，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向

各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和常驻观察员办事处发出普通照会，为万国宫

翻修寻求补充捐赠和捐款(A/68/372，第 74 和 75 段)。  

38. 行预咨委会在秘书长报告中注意到，除了东道国捐赠的 5 千万瑞士法郎外，

有几个国家也提供了捐款。行预咨委会要求提供详细捐款资料后获悉，近期自

愿捐款总额为 56 952 283 美元，详情如下：(a) 摩洛哥提供的捐款：2010 年

完工的 S4 会议室翻修(419 429 美元，即 370 775 瑞士法郎)；(b) 哈萨克斯坦

提供的捐款：2013 年完工的第十四会议室翻修(2 650 000 美元，即 2 488 350

瑞士法郎)；(c) 瑞士提供的捐款：正在实施的万国宫结构和节能措施(53 248 136

http://undocs.org/ch/A/RES/66/247
http://undocs.org/ch/A/68/372
http://undocs.org/ch/A/68/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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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即 5 千万瑞士法郎)；(d) 土库曼斯坦提供的捐款：正在进行的第一会议

室翻修(634 718 美元，即 596 000 瑞士法郎)。此外，在日内瓦办事处主任发

出呼吁后，卡塔尔表示，他们将愿意为第十九会议室翻修提供资金，相关讨论

正在进行中。 

39. 行预咨委会欢迎上述会员国政府提供的这些捐赠。行预咨委会认为，由自愿

捐款供资的翻修是万国宫全面翻修的组成部分。因此，行预咨委会建议，如同基

本建设总计划的做法一样，自愿捐款应列入项目预算总额并向大会报告。 

利用联合国资产价值的措施 

40. 秘书长探讨了一些利用联合国现有资产价值的方案(A/68/372，第 79 至 82

段)。如果大会批准，这些资产产生的任何收入都可用来提供战略遗产计划所需

资金，从而减少向会员国的摊款总额。目前正在考虑的措施包括：出售联合国所

属物业的修建权以及出售不动产。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目前没有出售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任何资产的确定计划。正在审议的另一项措施是贷记现有租金收入

以提供战略遗产计划所需资源(见下文第 41 至 45 段)。  

41. 据秘书长称，目前每年约 120 万美元的租金收入是会员国的收入来源，可

以用作翻修工程的资金。万国宫创造的这笔收入来自与非秘书处组织和商业实

体的租赁协议，以及未列入正式会议日历的会议租用会议室和相关设施而支付

的租金。秘书长回顾，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修建新的办公设施曾采用这种安排

(A/68/372，第 81 和 82 段)。 

42. 关于将来自租户的未来租金收入用于修建办公空间的问题，行预咨委会回

顾，在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增建办公设施期间，获

得了用于增建一层楼的额外资金，而这层楼的修建此前由于资金不足而被排除在

项目范围之外。增建这层楼所需经费约为 100 万美元，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

及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从各自预算中提供资

金，并在项目完工后在新大楼内获得办公空间。行预咨委会当时注意到这一动态

(A/66/7/Add.3，第 12 段；另见 A/67/216，第 3 段)。  

43. 关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在翻修后从场外房舍迁至万

国宫的搬迁计划，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战略遗产计划的实施设想是所有人权

高专办工作人员及业务在项目完工和租约终止后即从威尔逊宫搬迁至万国宫楼

群。关于目前的员额供资来源，行预咨委会获悉，人权高专办目前设在日内瓦的

员额共有 605 个，其中 319 个员额(即 53%)由经常预算供资，286 个员额(即 47%)

由预算外资源供资。此外，设有 102 个职位，其中包括初级专业人员、研究员、

实习生、咨询人和临时工作人员。表 2 说明了 2013 年房地租金和维修费用估计

数总额及经费来源，以及两处租赁房地(威尔逊宫及莫塔大楼)的安全和安保服务

经费情况。 

http://undocs.org/ch/A/68/372
http://undocs.org/ch/A/68/372
http://undocs.org/ch/A/66/7/Add.3
http://undocs.org/ch/A/6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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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3 年租赁房地费用和资金来源 

(以美元计) 

 经常预算 预算外  

 第 29F 款 第 34 款 第 24 款 共计 

房地租金和维修费   

莫塔大楼 2 797 546 — 2 480 842 5 278 388 

威尔逊宫 1 327 843 — 1 305 956 2 633 799 

安保    

莫塔大楼 — 592 423 525 356 1 117 779 

威尔逊宫 — 438 484 388 845 827 329 

 共计 4 125 389 1 030 907 4 700 999 9 857 295 

 
 

44. 随着目前占用两处租赁房舍的人权高专办工作人员在战略遗产计划项目完

工后迁至万国宫并终止租约，第 29F 款(行政，日内瓦)和第 34 款(安全和安保)

经常预算下经费将相应减少。至于第 24 款(人权)项下预算外经费，这将用来支

付占用万国宫办公空间的租金，所产生的收入将在收入款次 2 项(一般收入)下计

作收入。 

45.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秘书长考虑利用贷记现有租金收入以提供战略遗产计划

项目所需资源，但这须经大会批准。行预咨委会认为，大会不妨探讨在将未来租

金收入纳入战略遗产计划项目筹资的可行性和方式。 

公私伙伴关系安排 

46. 秘书长的报告称，公私伙伴关系是一种替代方式，它利用私营部门的能力和

资源，按照既定功能标准和绩效目标提供公共部门基础设施和服务。秘书长表示，

除了开发基础设施(设计和建造)及提供资金，私营部门还能运营和维护公共设施

(A/68/372，第86段)。行预咨委会询问，东道国在战略遗产计划项目中利用公私伙

伴关系安排方面是否存在已知限制条件。行预咨委会从秘书处获悉，除其他外，东

道国提供的条件将适用于大会将核准的总费用，而且不取决于项目供资机制。 

47. 2012 年 9 月，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接受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请

求，利用其专门知识调查公私伙伴关系模式对万国宫翻修的潜在作用，欧洲经委

会随后编写了一份报告，而秘书长认为这份报告的结论意见并未确定上述安排的

效益(A/68/372，第 87 至 94 段)。虽然欧洲经委会的报告建议联合国开展另一项

可行性研究，但秘书长认为，开展进一步研究有延误项目实施的风险，并势必导

致费用增加。秘书长称，考虑到所有风险，总体而言，没有令人信服的充分证据

支持在联合国监管框架内对如此巨大和复杂的翻修项目采用公私伙伴关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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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相反，通过基本建设总计划所用的传统采购和外包方法，可以在较低成本

下实施项目。行预咨委会认为，秘书长可以进一步探讨利用公私伙伴关系安排的

可行性，包括接触潜在的项目开发商，同时不损害与东道国就其贷款提议进行谈

判(见下文第 48 至 58 段)。 

贷款安排 

48. 秘书长表示，关于提供长期优惠贷款(或若干项此类贷款)以协助战略遗产计

划筹资的问题，已与东道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双边非正式讨论，而且他于 2013

年 3 月向瑞士当局正式提出了这一事项(A/68/372，第 83 和 84 段)。行预咨委会

询问后获悉，对若干项此类贷款的提法表明，可能以分批方式进行贷款安排。2013

年 6 月 26 日，瑞士联邦委员会决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支持驻日内瓦国际组织

的翻修项目。在这方面，东道国特别强调重视和优先考虑紧急执行战略遗产计划。

这些贷款以低于市场的优惠利率提供，预计 长期限为 30 年， 高数额不超过

大会将核准的项目费用的 50%。如果会员国同意，可以开始与东道国谈判确定此

类贷款安排的细节。行预咨委会赞赏地欢迎瑞士政府提供的支持。  

49. 考虑到贷款筹资安排的合理可能性，对两种方案分析如下：方案 1：完全通

过会员国摊款筹资；方案 2：采用摊款和长期贷款安排相结合的方法筹资

(A/68/372，第 95 至 99 段)。秘书长建议会员国考虑两者结合的 有利办法，即接

受东道国长期贷款，并通过会员国摊款补足项目费用余额(A/68/372，第101段)。 

50.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对于方案 1，即完全通过会员国摊款筹资的所需资

源将相当于表3及秘书长报告图三提出的金额；对于方案2的分析基于一项假设，

即在施工过程中按照需要提取贷款。  

51. 在其关于战略遗产计划的报告第 138(e)段中，秘书长建议大会授权他与东道

国谈判贷款提议，但以不妨碍大会 终决定为限。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与东

道国就贷款事项的谈判将侧重于利率、贷款期限、支付安排(一笔整付或分批支

付)、担保及可用贷款的 大额度。  

52. 行预咨委会进一步询问了开始偿还贷款的时间，并获悉尚未谈判确切的贷款

条件：贷款的结构可能有宽限期(即在施工结束前不用还款)、在施工期间仅支付

利息或在项目期间及其后偿还利息和本金等选择。 

53. 行预咨委会还要求提供资料，说明在预算中如何反映这笔贷款，以及特别账

户是否会在偿还贷款的 30 年内保持开放。行预咨委会获悉，一旦大会核准项目

费用总额，并就是否接受瑞士政府提供的贷款作出决定，就会在适当时候确定供

资机制。在建工程(多年)特别账户至少会在项目持续期间以及在收到会员国的全

部缴款之前仍然存在。一般来讲，秘书处力求在实际可能的情况下立即关闭特别

账户。不过，考虑到长期贷款安排前所未有，这需要由大会决定，如果认为适宜

将长期还贷费用记入拟议方案预算下则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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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提供可能 长为 30 年的长期贷款的方案 2 没有提到任

何与汇率有关的潜在重大风险(A/68/372，第 99 段)。行预咨委会获悉，汇率走

势很难预测。此外，尽管在应对瑞士法郎贷款的汇率风险方面存在几个方案，比

如，通过远期汇兑合同对支出进行套期保值，但所提供的远期汇兑合同 长期限

为 5 年，可将汇率锁定在大约 0.85 瑞郎兑 1 美元。这将意味着以美元计算的远

期汇兑合同费用大约为 7%。行预咨委会了解到，考虑到贷款期限，实际上不可能

为整个 30 年进行套期保值，套期保值仅提供短期汇率保障，而且费用不低。根

据收到的资料，行预咨委会认为，套期保值安排不是战略遗产计划的可行方案。 

55.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没有明确的理由可说明为何预算和会员国摊款不能

以瑞士法郎标价，不过，行预咨委会将要求大会决定不适用《联合国财务条例和

细则》条例 2.2。该条规定，“拟议方案预算内载列有关财政期间的收入和支出，

并应以美元为单位编列。”假定核定预算以瑞士法郎标价，按适用的分摊比额表

摊派的会员国摊款也将随之以瑞士法郎标出。此外，关于联合国方案在国际贸易

中心毛额预算中所占份额(50%)的特别安排可能值得一提。在这一例子中，大会

拨出一笔相当于毛额预算总额 50%的款项，这笔款项以瑞士法郎标价。行预咨委

会认为，大会不妨考虑以瑞士法郎编制战略遗产计划的预算并建立账户。  

56. 行预咨委会要求提供详细资料，说明以下两种办法的项目费用：现有建筑翻

修；拆除 E办公楼和建造一座楼房取而代之，所需资料载于表 3。  

表 3 

  项目费用细目 

(千瑞士法郎) 
 

 

现有建筑

翻修

拆除/建造E

办公楼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项目管理小组 共计 

拆除7层楼的费用 — 23 000 — 23 000 

建造新楼 — 82 000 — 82 000 

翻修工程 342 000 — — 342 000 

辅助工程 37 000 12 000 — 49 000 

咨询服务 81 000 25 000 — 106 000 

意外开支、价格上涨、准备金、保险和质量控制 152 000 36 000 — 188 000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项目管理小组 — — 47 000 47 000 

 共计 612 000 178 000 47 000 837 000 

 
 

57. 行预咨委会了解，对于国际组织开展的新建筑项目(而不是翻修)，东道国提

供的免息贷款可高达所需经费全额，期限长达 50 年，并询问是否针对拟建的 E 楼

讨论这一方案。委员会得到确认，与翻修相比，东道国为新建工程提供附带优惠条

件的不同筹资/贷款机制(比如，可在 50年期间内偿还的无息贷款)。行预咨委会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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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秘书处已打算请求东道国为拟建新办公楼项目的一部分全额供资，东道国表示，

将在与秘书处谈判的过程中决定是否将为计划建造一栋新楼提供此类贷款。 

58. 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授权秘书长就贷款安排与东道国谈判，并向大会第六十

九届会议提出报告。此外，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按翻修和新建这两个构

成部分列报战略遗产计划项目，以便分别按差别利率和 优惠条件为本组织获得

贷款。行预咨委会不反对为战略遗产计划开设多年特别账户。  

 五. 2014-2015 两年期需要采取的行动和所需资源 

59. 2014-2015 两年期所需资源估计数为 44 676 100 美元，包括(a) 设计和咨询

服务(32 961 500 美元)；(b) 项目管理(7 454 700 美元)；(c) 意外开支和价格

上涨(4 259 900 美元)(A/68/372，表 7和第 131 段)。秘书长表示，根据从基本建

设总计划等其他主要基本建设项目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战略遗产计划执行战略的一

个基本前提是，在任何建筑和(或)翻修工程开始之前完成详细的整体概念设计和有

关费用估算。秘书长认为，这么做应该能大幅度减少整个项目期间的费用超支和进

度落后现象(A/68/372，第 103 段)。为此，2014-2015 两年期拟执行的项目任务除

其他外包括：(a) 制定总体设计计划；(b) 在概念设计和详细设计文件编制之前，

对场地进行深入评估；(c) 制定整个项目的概念设计；(d) 为建造新的永久性建筑、

翻修A会议楼和历史档案的防火工作制定详细设计(A/68/372，第 104(a)至(l)段)。

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核准 2014 年战略遗产计划所需资源 16 606 900 瑞郎，按

2014-2015 年暂定汇率合17 685 700 美元(见下文第 64段和第 66 段)。 

  专门的项目管理小组和联络支助人员 

60. 为 2014-2015 两年期请批 7 000 000 瑞郎的资源(7 454 700 美元)，用于为

战略遗产计划设立专门项目管理小组，该小组由 25 名担任临时职位的工作人员

组成(A/68/372，第 106 至 115 段，表 6 和表 7)。项目管理小组的组织结构图见

秘书长的报告附件二。  

61. 秘书长建议，战略遗产计划项目小组由一名 D-2 职等的项目主任领导，下设

两个处(设计和施工处以及方案管理支助处)，每个处由一名D-1职等的处长领导。

除了提议为 2014-2015 两年期设立的 25 个职位之外，从 2016 年起将需要增设 3

个职位。临时职位共计 28 个，构成如下： 

 (a) 项目主任办公室(3 个职位)：项目主任(D-2)、通信干事(P-4)和行政助

理(一般事务-其他职等)； 

 (b) 设计和施工处(10 个职位)：处长(D-1)、主管设计事务的高级项目管理

员(P-5)、工程师(P-4)和建筑师(P-4)(已为 2012-2013 两年期核定这两个职位)、

机械和电气协调员(P-3)、低压系统工程师(P-3)、空间规划干事(P-3)、遗产/艺

术顾问(P-3)、设计助理(一般事务-其他职等)、行政助理(一般事务-其他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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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方案管理支助处(7 个职位)：处长(D-1)、高级方案和成本管理员(P-5)、

采购干事(P-4)、合同管理/法律干事(P-4)、行政/财务干事(P-4)、方案助理(一

般事务-其他职等)和行政助理(一般事务-其他职等)； 

 (d) 专门联络人员(5 个职位)：设施联络管理员(P-4，建筑和工程科)、会议

事务联络管理员(P-4，会议事务)、安保联络干事(P-4，安全保障事务)、机械和

电气维护联络工程师(P-3，房舍和工程科工程股)和信息技术系统联络干事(P-3，

信通技术科)； 

 (e) 此外，从 2016 年起将需要增设 3 个职位：主管建筑事务的高级项目管

理员(P-5)、移交干事(P-4)和采购干事(P-3)。  

62. 对于项目小组拟议员额的叙级依据，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项目管理小组

大多数人员的作用和职责与基本建设总计划项目管理小组中的职位类似。因此，

拟议新员额将在适当情况下根据基本建设总计划的叙级员额设立，其余员额的叙

级工作正在准备中，将在适当时候提交，以供采取行动。  

63. 对于战略遗产计划小组征聘基本建设总计划项目小组的工作人员以利用其

专门技能的办法，行预咨委会获悉，虽然项目管理小组工作人员的征聘将根据联

合国既定竞争性甄选程序进行，但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将尽全力吸引具有开发战

略遗产计划项目所需专长、能力和经验的合格人员。在这方面，曾在基本建设总

计划项目小组任职的人员所获取的有关经验将被视为优势。 

64. 行预咨委会认为，项目管理小组所需人员配置和联络人员的配置应从 2014

年所需人员开始按年度分阶段进行。在拟设的 25 个职位中，行预咨委会不建议

为 2014 年核准通信干事(P-4)职位，因为它认为，战略遗产计划项目初始阶段应

利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基本建设总计划项目小组的现有能力。不过，行预咨

委会不反对为2014年设立其他24个职位，也不反对提供2 378 400瑞郎(2 532 900

美元)的有关所需资源。此外，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在第六十九届会议上重

新为战略遗产计划项目小组 2015 年所需人员配置提出正当理由。  

  专门咨询服务 
 

65. 秘书长指出，在 2014-2015 两年期，项目管理小组将需要采购牵头设计协调

方面的专门服务，以拟定设计总体规划、概念设计和详细设计，还需要采购现有

方案和风险管理服务(A/68/372，第 117 段)。因此，将需要以下咨询服务：牵头

设计公司；专业设计公司；方案管理公司；风险管理公司(A/68/372，第 118 至

122 段)。 

66. 秘书长称，历史数据和 佳实践表明，大部分咨询活动及其支出是在开工之

前的项目 早阶段发生的(A/68/372，第 116 段)。在战略遗产计划中，预计需要

将全部咨询费的 30%专门用于项目的第一个两年期，其余咨询费将分布在施工周

期的四个两年期中(另见上文第 28 段和表 4)。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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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遗产计划所需非员额资源为 14 228 500 瑞郎(15 152 800 美元)。行预咨委

会建议大会核准秘书长提议的 2014 年非员额资源。  

  项目管理结构 

67. 秘书长的报告附件三载列了战略遗产计划的拟议管理结构，现总结如下

(A/68/372，第 123 至 130 段)： 

 (a)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将作为项目所有人通过行政主任向项目主任

和专门项目管理小组提供总体指导和指示； 

 (b) 指导委员会将包括副秘书长或其代表以及在日内瓦和总部的主要部门，

他们将对翻修项目的工作具有直接影响； 

 (c) 总部管理事务部主管中央支助事务助理秘书长也是指导委员会成员，将

通过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行政主任向项目主任经常提供支助和咨询意见； 

 (d)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中央支助事务处房舍和工程科内部的技术专家将

提供支助； 

 (e) 万国宫内将直接受到影响或对万国宫今后运营具有影响力的各实务部

门将任命协调人； 

 (f) 一家独立风险管理公司将为指导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并向联合国日内

瓦办事处行政主任报告工作，协助行政主任拟定和执行总体风险管理战略，并与

战略遗产计划小组方案管理支助处密切协调。 

68. 行预咨委会指出，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将作为项目所有人对战略遗产计

划项目负责。 

 六. 主要基本建设项目的经验教训 

69. 行预咨委会反复着重指出，基本建设总计划的经验教训应为未来大型基本建

设项目的规划和执行工作提供参考(见 A/67/548，第 28段和 A/68/551，第 24段)。

行预咨委会回顾，审计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基本建设总计划的经验教训的初步思

考，供今后在管理重大基本建设项目时参考，审计委员会铭记有效项目管理的两

项重要原则(A/68/5，(Vol.V)，附件五)： 

 (a) 任何项目都要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佳做法是，在任何项目生命周期中，

在作出开始或启动每个重要阶段的任何决定之前，按照非常严格的标准对项目进

行审查。这要求从一开始就进行有效治理和决策； 

 (b) 重大项目的交付需要一个标准统一做法。不应该由各个单一项目小组确

定在联合国系统内成功交付项目所需采取的程序和行动。在项目治理、管理和保

证方面，应该采取一种结构合理和井井有条的做法。 

http://undocs.org/ch/A/68/372
http://undocs.org/ch/A/67/548
http://undocs.org/ch/A/68/551
http://undocs.org/ch/A/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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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机制  

70. 内部监督事务厅在对基本建设总计划施工情况进行的深入技术性审计的报

告中认为，现有监督机制(连带费用问题指导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和管理事务部

召开的会议)都没有履行监测费用、进度和规模的职能(A/67/330，第 28 段)。

有关基本建设总计划的独立治理机制，行预咨委会认为，如果先前能及时组建

咨询委员会(见大会第 57/292号决议第二节第19段和第 63/270号决议第一节第

39 和 40 段)来履行其职权范围规定的任务，就可提供通常由指导委员会履行的职

能。行预咨委会重申，对目前和今后的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应建立一个正规的监

督委员会或治理机构，向项目小组提供支助，并对其进行独立质询(A/67/548，

第 21 段)。  

71.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就战略遗产计划项目提出的治理结构(见上文第 67 段)，

并询问由会员国进行监督的设想。行预咨委会获悉，秘书长将向会员国报告项目

进展的主要里程碑(特别是有关 2016 年完成概念设计的情况)，此后，一旦战略

遗产计划项目于 2017 年开始进入施工阶段，将每年报告一次。项目持续期间还

设想与第五委员会、在日内瓦的常驻代表团和行预咨委会举行非正式定期审查，

这是迄今为止的一贯做法。行预咨委会获悉，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定期就战略遗

产计划为向所有会员国开放的‘万国宫之友小组’举办情况介绍会。行预咨委会

认为，这些安排不足以保障会员国对战略遗产计划项目进行监督。因此，行预咨

委会建议大会考虑就战略遗产计划设立一个具有专门知识的独立外部监督机制，

除其他外，认真检查项目费用、进度和范围，并向大会报告。 

安保  

72. 行预咨委会要求提供资料说明基本建设总计划在安保(特别是外围安保)方

面的经验教训。秘书长认为，这些经验教训可分为两类：(a) 外围实体安保，尤

其是涉及爆炸威胁方面；(b) 业务安保。有关外围安保，战略遗产计划项目根据

现有建筑群的规模(46 公顷)考虑相关问题，并避免风险，因为各建筑物与街道和

建筑群外围的楼房有充分隔离空间，足以减弱爆炸威胁。有关业务安保问题，由

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将搬入现有场地的周转空间，预计不需要增加

安保人员。行预咨委会相信，安全和安保部将与项目小组密切合作，以便尽早查

明各方面的安保要求。 

项目意外开支和管理  

73. 如本报告附件一所示，意外开支、价格上涨、保险和质量控制方面的所需经

费增加了 7 400 万瑞郎，即从 2011 年的 1.14 亿瑞郎增加到项目订正估计数 8.37

亿瑞郎中的 1.88 亿瑞郎。下表 4 开列秘书长的报告表 3 所列的所有意外开支，

对各项经费采用百分比。 

http://undocs.org/ch/A/67/330
http://undocs.org/ch/A/RES/57/292
http://undocs.org/ch/A/RES/63/270
http://undocs.org/ch/A/67/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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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按两年期开列的意外开支准备金细目 

(千瑞郎) 

 2014-2015 2016-2017 2018-2019 2020-2021 2022-2023 共计 百分比

现有楼房：  

 翻新工程 54 300 181 200 70 400 36 000 341 900

 意外开支 10 700 22 000 27 000 8 600 68 300 20.0

 拆除 E2大楼(上面 7个楼层) 6 100 16 600  22 700

 意外开支 610 1 660  2 270 10.0

新楼房：  

 建筑工程  28 700 53 700  82 400

 意外开支 4 200 4 000  8 200 10.0

辅助工程 1 000 20 000 21 000 7 000 49 000

 意外开支 200 4 000 4 200 1 400 9 800 20.0

咨询费 31 000 27 000 25 000 18 000 5 000 106 000

 意外开支 3 200 9 100 5 190 2 240 170 19 900 18.8

价格上涨(年上涨率 1.8%)
*
 800 8 500 30 700 18 700 8 530 67 230

保险(占建筑和辅助工程费用的 2%) — 2 000 3 800 3 200 900 9 900 2.0

质量控制(占建筑和辅助工程费用的 0.5%) — 300 700 1 000 400 2 400 0.5

 意外开支、价格上涨、保险和质量控制总额 4 000 35 000 71 000 58 000 20 000 188 000

 

 
*
 列入此一项目是为了计入今后费用上涨和通货膨胀率，因为项目估计数是根据2013年的价格计算的(A/68/372，第69(h)段)。 

 

74. 行预咨委会要求提供资料说明本组织 近进行的其他基本建设项目所包含

的意外开支准备金，而战略遗产计划的拟议总意外开支百分比为 22.5。行预咨委

会获悉，项目意外开支水平因应急基金所针对的项目的不同阶段以及项目的具体

情况(如现场条件、重大翻修或新建)而略有不同： 

 (a) 基本建设总计划从设计阶段开始采用 20%的意外开支率； 

 (b) 对阿鲁沙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采用 15%的意外开支率，因为

经费是在设计阶段开始之后和施工阶段开始之前获得批准的，且因为选定的荒地

并不构成重大的意外风险；  

 (c) 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和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经济委员会新办公设施这

两个项目都是采用 10%的意外开支率，因为经费是在设计完成之后以及施工就要

开始之前获得批准的。 

75. 行预咨委会还要求提供意外开支准备金的计算依据(基准数字)，并收到表 5。

行预咨委会了解到，随着项目的进行，特别是一旦拟订了设计文件，确定性就更大。 

http://undocs.org/ch/A/68/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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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4-2023 年意外开支准备金计算依据 

(千瑞郎) 

 百分比 基准金额 意外开支 

翻新工程 20.0 341 900 68 300 

拆除 E楼 10.0 22 700 2 270 

新建工程 10.0 82 400 8 200 

辅助工程 20.0 49 000 9 800 

咨询费 18.8 106 000 19 900 

价格上涨(每年平均 1.8%) 602 000 67 230 

保险 2.0 496 000 9 900 

质量控制 0.5 496 000 2 400 

 共计 837 000 188 000 

 
 

76. 行预咨委会回顾，审计委员会和内部监督事务厅审查了基本建设总计划的项

目意外开支准备金(A/67/548(Vol.V)，第 22-26 段)。此外，审计委员会建议，

今后对于此种性质的项目，行政当局应制定基于风险的办法，以便按照现代项目

管理的 佳做法，确定、分配和报告应急基金(A/68/5(Vol.V)，第 39 段)。行预

咨委会还回顾，秘书长同意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即它应借鉴基本建设总计划的经

验教训，考虑今后如何以更透明和更有效的方式管理基本建设项目的应急基金

(A/68/336，第 43 段)。 

77. 有关确定和管理基本建设项目意外开支预算的 佳做法，行预咨委会从审计委

员会属下的审计事务委员会获悉，审计委员会关于基本建设总计划的建议侧重于意

外开支的实际数额以及意外开支与项目风险之间的关系。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采

用固定百分比来计算意外开支的数额，并视需要使用经费。预咨委会回顾，应急经

费是用来抵消基本建设总计划下增加的项目费用，据审计委员会指出，意外开支是

一种特定的预算准备金，分配这个款项的目的是为了项目能够快速应对可能出现的

项目风险对费用产生的影响，而无需延迟项目或就增加经费进行谈判。但审计委员

会指出，至关重要的是，行政当局不得用意外开支准备金来消化项目费用的一般性

增加，并且须明确报告这些准备金的使用方式和时间(A/67/548，第14和 22段)。 

78. 审计委员会指出，良好做法要求，在重大项目获得批准之前，根据可能出现

的风险类型以及减轻风险所需费用计算所需意外开支的数额。这些风险将在不同

层次发生，其可能性大小各有不同，如：(a) 在方案控制范围之外的外部风险；

(b) 将影响到方案内的所有项目的方案级风险；(c) 方案内某项目特有的项目级

风险。审计委员会观察到联合国项目与审计委员会所理解的 佳做法之间存在以

下主要差异： 

http://undocs.org/ch/A/67/548(Vol.V
http://undocs.org/ch/A/68/5(Vol.V
http://undocs.org/ch/A/68/336
http://undocs.org/ch/A/67/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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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应急基金的使用应由管理机构，如指导委员会，而不是项目以透明方式

核准；  

 (b) 不应假定应急经费的用途，应只为了减轻所针对的特定风险对其予以核

准。如这些风险没有出现，应在项目结束时退还应急经费。 

79. 有关战略遗产计划下意外开支准备金和可能节余的管理(如将结余转移到下

一个两年期或用来抵消会员国摊款的可能性)，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项目费

用计划是按照适用的建筑做法审慎计算的。战略遗产计划项目小组将在风险管理

咨询人的协助下认真管理应急经费的使用，以确保项目在总费用计划内实施。在

这方面，行预咨委会注意到，战略遗产计划下意外开支准备金仍按固定百分比确

定，并由项目小组在风险管理咨询人的协助下进行管理。 

80. 行预咨委会 近指出，基本建设总计划下的意外开支准备金的管理仍然缺乏

透明度(A/68/551，第 12 段)。行预咨委会的理解是，确定意外开支准备金的

佳做法应以风险和减轻风险的费用为基础，而不是项目费用的空白百分比，基本

建设总计划的情况就是这样。此外，正如审计委员会指出的，应由项目管理机构

而不是项目小组负责管理和核准意外开支准备金。此外，应交还未用的意外开支

准备金，而不是用来支付超支费用。 

81. 在这方面，行预咨委会关切地注意到，就战略遗产计划设想的意外开支规划

和管理并没有表明在吸取基本建设总计划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充分的改进。

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a) 审查和调整就战略遗产计划提出的意外开支

所需经费；(b) 通过指定项目管理机构负责使用准备金，改进意外开支准备金的

管理。 

http://undocs.org/ch/A/6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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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执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战略遗产计划下修复和翻修工程的

费用细目费用 

(百万瑞郎) 

 战略遗产计划 

 2011 年 2013 年 差异 说明 

建筑事务  

大会 A楼 48 57 9

AB 楼 9 11 2

AC 楼 10 12 2

已查明不存在显著差异。由于费率更新，费用进行小调

整。此外，还对大会堂下 13/15 厅的电话亭空间和电影

院功能进行更新 

图书馆 B楼＋档案和讲习班 53 40 (13) 2011 年的概念研究设想建造一座新楼。新数据确认，翻

修该大楼比新建更符合成本效益。 

理事会 C楼 22 33 11 订正建设费用和将现有电影院升级为新会议场地 

D 楼 10 15 5 订正建设费用 

E 楼会议区 84 99 15 订正建设费用 

E 楼办公塔楼 64 19 (45) 由于拆除 7个楼层，范围缩小了 

S 楼 45 53 8 订正建设费用 

外部 3 3 —  

别墅和其他配楼的限额 46 — (46) 别墅和配楼不在战略遗产计划范围内 

 建筑事务小计 392 342 (50)  

额外的结构补救工程，导致需对 E楼 7个楼层 

进行原未预见的替换 

 

拆除 E楼 7个楼层 — 23 23 部分拆除 E楼办公大楼(4 至 10 层) 

修建替用楼 21 82 61 拟议新建一座永久性办公大楼，以取代被拆除的 7个楼

层。在建筑工程进行期间，该楼将用作周转空间 

 翻修和建筑费用小计 21 105 84  

辅助费用  

修建/租赁办公周转空间 — — — 在工程进行期间，替用楼将用作周转空间 

修建/租赁会议周转空间 7 — (7) 战略遗产计划设想将目前未用的空间改为新会议室空

间，如 A和 C楼的旧电影室。这些空间也可用作工程期

间的周转空间 

搬运费 3 10 7 工作人员和会议来回搬迁到周转空间的费用。根据基本

建设总计划的经验教训，假定每名工作人员至少搬运两

次，以此计算其搬迁费用 

清扫 — 5 5 搬迁后对办公室和周转空间进行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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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遗产计划 

 2011 年 2013 年 差异 说明 

设备 — 5 5 更换厨房设备和视听设备 

家具 — 27 27 需为新楼以及现有大楼一些空间购置新家具，以实现空

间使用效率 

其他杂项费用 2 2 —  

辅助费用小计 12 49 37  

 建筑服务和辅助费用共计 425 496 71  

包括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项目管理费用在内 

的咨询服务 

 

咨询费(设计、规划和施工文件) 42 76 34 设计费用估计占建筑和辅助费用的 15.3% 

施工管理/方案和风险管理 21 25 4 方案和风险管理费用估计占建筑和辅助费用的 5%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项目管理 14 47 33 根据基本建设总计划的经验教训，拟议从项目开始就设

立一个全面的专门小组 

保险＋场地勘查和测试 2 5 3 由于出现意外的结构性问题，场地勘查的费用估计数增加

包括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项目管理费用 

在内的咨询服务共计 

79 153 74

意外开支、价格上涨、限额、保险及质量控制  

翻修、建筑费用、辅助工程和咨询费用的意外 

开支约为 20% 

69 98 29 对建筑/翻修、辅助和咨询费用采用 20%的意外开支 

新替用大楼以及 E办公塔楼的部分拆除的意外 

开支约为 10% 

— 10 10 对建造新楼和拆除 E塔楼(7 个楼层)的费用采用 10%较

低的意外开支 

价格上涨 20 68 48 建筑、辅助和咨询费按 1.8%的订正年度价格上涨率计算

所有者的保险 — 10 10 对建筑和辅助工程采用 2%的保险费率 

质量控制 — 2 2 对建筑和辅助工程费用采用追加 0.5%计算 

限额 25 — (25) 2013年详细执行情况和费用计划没有包括这一限额 

意外开支、价格上涨和限额、保险及质量 

控制共计 

114 188 74

 项目费用共计 618 837 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