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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文 函 

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 

哈维尔‧佩雷斯‧櫞奎利亚尔先生阁下 

秘书长先生： 

谨随函附上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十五次年度报告。这份报告是按照委员 

会规约第1 7条编写的，载列联合国共同制庹各组织执行本委员会各项建议和决定 

情况的资料。 

请将本报告提交大会，并按照规约第1 7条规定，通过参加本委员会工作的其 

他组织的行政首长送交各该理事机构及工作人员代表为荷，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主 席 

理查傯‧阿克维(签名） 

1 9 8 9 年 9 月 1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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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建议和决定对联合国及 

各参加组织所涉经费问题摘要 

A . 委员会的建议对大会所涉经费问题 

(a) 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应计养恤金薪酬 

委员会建议将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应计养恤金薪鋼的下一次调整数减少2。8%， 

因此估计可得一次性节省S 5 000 0 0 0。委员会还建议订正今后调整 

上 述 职 类 工 作 人 员 应 计 奍 恤 金 薪 酬 的 程 序 ， ^ 此 估 计 每 年 还 可 节 

省:$ 1 800 0 0 0 。 

(b) 余面审査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服务条件 

委员会关于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各方面服务条件的决定和建议所涉 

经费问题具见本报告第二卷第二章。 

B. 娈员会对联合国共同制度各组织行政首长的建议所涉经费问题 

调查巴黎一般事务人员职类普邇存在的最佳服务条件 

委员会对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建议所涉 

经费估计为每年S 3 46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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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组织事项 

A.规约的接受 

1. 大会 1 9 7 4年 1 2 月 1 8日笫 3 3 5 7 ( X X I X )号决议核可的《国际公务 

员制度委员会规约》的第一条规定： 

"委员会应对联合国和参加联合国共同制度并接受本规约的专门机构和其 

他国际组织⋯。。执行其职务"， 

2 . 迄今为止，委员会规约获得12个组织接受，这些组织同联合国一起参加 

了联合国薪金和津贴共同制度。'还有两个组织虽然没有正式接受规约，但充分参 

加了委员会的工作。 2 

B ‧成员 

3 .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任命了委员会新成员一名，重新任命了委员会4名前 

成员，任期从1 9 8 9 年 1 月 1 日 开 始 （ 1 9 8 8 年 1 2 月 9 日 第 4 3 / 3 2 3 号 

决定）。 

4 . 1 9 8 9年8月，卡雷尔•故斯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提出辞去委员会 

成员的职务，按委员会规约第五条的规定，辞职一事于1 9 8 9年 1 2月生效。 

5 . 委员会1 9 8 9年的成员名单如下： 

理査德。阿克维先生（加纳），**主席 

阿姆贾德。阿里先生（巴基斯坦）*** 

米歇尔。让。巴尔多先生（法囯）* 

克劳迪娌。库利夫人（美利坚合众国）* 

土尔基亚。达达夫人（毛里塔尼亚）** 

弗朗西斯卡。耶图恩德。伊曼纽尔夫人（尼日利亚）*** 



卡雷尔。故浙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安东尼奥。丰塞卡。皮门特尔先生（巴西）* 

安德烈。格扎维埃。皮尔松先生（比利时）** 

奥马尔。西里先生（埃及）** * 

阿莱克西斯。斯泰法努先生（希猎）* 

冈代久先生（日本）* 

弗拉季斯拉夫。彼得洛维奇。捷列霍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 ） ⋯ 

卡洛斯。维赫加先生（阿根廷),**副主席 

弗洛迪先生（印度）* * * 

C.委员会举行的会议和审査的问题 

6 . 委员会在1 9 8 9年举行了三届会议：第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十九届和第 

三十届会议。第二届特别会议和第三十届会议分别于1 9 8 9 年 1 月 1 6日至19 

曰 和 1 9 8 9 年 7 月 3 1 日 至 8 月 2 5 日 在 纽 约 联 合 国 总 部 举 行 。 第 二 十 九 届 会 

议于 1 9 8 9年 3月 6日至 2 3日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举行。 

7 . 委员会在第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十九届和第三十届会议上审査了大会各项 

决定和决议以及委员会规约所引起的问题.经大会通过而需要委员会采取行动或 

审议的若干决定和决议均在本报告中加以说明。 

D.附属机构 

8 . 委员会于1 9 7 6年设立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调整数 

1 9 8 9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1 9 9 0 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1 9 9 1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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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委会）于1 9 8 9 年 5 月 3 1日至6月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第十四届会 

议，咨委会成员如下：委员会副主席兼咨委会主席卡洛撕。维赫加先生（阿根廷）, 

杰里迈亚。班达先生（赞比亚），尤里。伊万诺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伊萨克。克斯特内斯基先生（巴西），三浦幸先生（日本）和于格。皮卡尔 

先生（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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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根据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决议和决定采取的行动 

9.委员会兹将根据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决议和决定就下列事项采取的行动 

报告如下。 

10. 大会在1 9 8 8年 1 2 月 2 1日题为"联合国共同制度：国际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的报告"的第43/226号决议中，要求委员会全面审査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工 

作人员的服务条件，就下列四个主要方面提出报告：比较国；薪酮制度；鼓励和生 

产率；人员调动和艰苦条件。 

1 1 . 委员会决定按照大会建议的范围着手进行全面审査， 

12. 委员会注意到下列决定相决议s 

(a) 关于任命委员会五位成员的第43/323号决定； 

(b) 1 9 8 8年 1 2 月 2 1日题为"联合国养恤金制度"的第 4 3 / 2 2 7号决 

议； 

(C)关于行政相预算协调（设立单一的行政法庭的可行性）的第43/452号 

决定； 

(d) 1 9 8 8年 1 2 月 2 1日题为"尊重联合国相各专门机构以及有关组织 

工作人员的特权和^免"的第 4 3 / 2 2 5号决议； 

(e) 1 9 8 8 年 1 2 月 2 1日题为"秘书处的司法行政"的第 4 3/224 B号 

决议； 

(f) 1 9 8 8年 1 2 月 2 1日题为"提高妇女在秘书处的地位"的笫 4 3 / 

224 C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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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职能与 

委员会和工作人员代表之间的关系 

13-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根据其秘书处编制的一项说明，审议 

了*第十五届会议年度报告的格式.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年度裉告订正格式的经验 

不完全是正面的，因为该损告使用起来不便利，经常需要前后互相参照. 

各组织jfo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14- 行政问题协商委员会（行政协商会）认为委员会关于全面审査的报告的格 

式和排印形式极为重要.行政协商会较赞成该报告与一般损告分开排印，案文按工 

作组所擠出的章目分成各章，并且细心编制以确保其完备、清晰和可读，首要的是, 

确保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到明白地确立.关于格式，行政协商会认为格式同 

样重要，它提请注意两个最近的文件，一个叙述联合国养恤金制度，另一个是世界 

银行文件，叙述世界银行新的薪鲷结构；它们很有参考的价值.至于标准的公务员 

制度委会的报告，行政协商会回顾它以前的立场：（a)报告应大幅度缩减；（t)各 

组织和工作人员的意见不应载入年度报告，而应载入会议报告.这样会议报告可采 

取简要记录的形式； I P、年度报告的讨论部分应更动态地反映出公务员制度委会 

审议中有关的三个当事方的意见交流，这样读者将能更清楚地了解委员会的决定是 

怎样达成的；(â)应将案文细心编辑以避免重复和确保排印方式干净利落， 

15.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国际公务员联会）和独立职工会与协会协调委员 

会(独立职工会协调会）赞同行政协商会对报告与全面审查有关都分的意见. 

委员会讨论情况 

16-委员会讨论其秘书处所擠议的各种报告制度的优点，并且同意向大会第四 

十三届会议摒出的损告也许在查阅方面确实有些困难.它同意委员会的现有年度损 

告可分两卷；第一卷是关于委员会1 9 8 9年三届会次所审议的所有问题，但全面 

审査除外，而第二卷是关于委员会对全面审査的审议，并且酌情附上两卷的互相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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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条目，对行政协商会关于排印形式的建议，将予以考虑.然而，委员会不想按照 

行政协商会的提"Èîf,将其意见"穿插"在讨论之中.委员会认为委员会报告既为行 

政协商会，也为工作人员代表提供发表意见的篇幅，这些意见应摘要载录.有人告 

诫说应在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意见的篇幅与委员会意见的篇幅之间保持平衡，因 

为必须念及所编制的文件是委员会本身的报告. 

委员会的决定 

17. 委员会决定向大会擠出年度报告两卷：第一卷系关于委员会第二届特别会 

i义、第二十九和三十届会议所审议的以及委员会历来向大会损告的所有项目.然而, 

第一卷不载列委员会对全面审查的审议.后者的全面细节将载入第二卷.将酌情提 

供两卷之间的相互参照条目.在第二卷中，专业人员以上职等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 

与全面审査有关的各个方面将分为各章.在第二卷中，在可能的范围内，将按照需 

要将事项按照下列各点分述：（a)现有情况或背景；（b)提议的改动（如果有的 

话 ） 以 及 改 动 的 理 由 ； （ C ) 提 议 改 动 的 效 果 ； W 建 议 ; ( e > 所 涉 财 政 问 题 , 

B.委员会和工作人员代表之间的关系 

18. 在第二届特别会议和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在进行对各组织代表和工作人员 

开放的广泛的非正式协商时，委员会审议了委员会和工作人员代表之间的关系问题。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19. 行政协商会主席认为工作人员尽早恢复参与公务员制度委会的活动是非 

常重要的，特别是有鉴于需要他们充分参与全面审査。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可作进 

一步改善，以便同对话者进行更充分和公开的对话。行政协商会不能极力劝说消 

除行政主管会议本身，尽管这些会议应减至最低限度，并且只限于就那些已在公开 

会议上充分讨论的事项作出决定。如大会第43/226号决议所确认的，全面审査 

是一项特殊事件，需要各组织和工作人员极其充分地参与各方面和各阶段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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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行政协商会认为关于一直到这个问题为止包括这个问题在内的讨论全部在公 

开会议上进行是完全适当的。在 1 9 8 9年2月举行的全面审查筹备工作组的结 

论是以协商一致方式达成的；是全面审査工作组也设想了这一目标，尽管行政协商 

会不愿意正式规定这种程序。工作组成员将以个人资格参加，硬性要求参与者以 

协商一致方式就每一事项达成结论是不适当的，尤其是工作组将不是作出决定，而 

只是提出建议。 

2 0 .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召集人宣布协调委员会决定在试行的基础上参与全面审 

査工作组， 

委员会的讨论 

2 1 . 令委员会感到遗憾的是，工作人员机构没有派代表出席第二届特别会议， 

并且强调工作人员参加其工作和全面审査的重要性。委员会表示希望工作人员代 

表在最近的将来恢复参加会议。它注意到国际公务员联会和独立职工会协调会的 

来信，其中除了别的以外，提到关于这些工作人员机构参与全面审査的一些构想。 

委员会还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所作的声明，其中他提到行政协调委员会（行协委会） 

重视工作人员参与公务员制度:委会的工作，尤其是全面审査。秘书长还强调大 

会请委员会对其议事规则进行审查。关于其工作方法，委员会明确地区别了协商 

进程和决策。它重申举行行政主管会议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样使它能够充分独 

立地作出决定。委员会确认，为了达成更高的透明度以及改进对话，应在公开会 

议上尽量进行讨论，而行政主管会议的期间应是短暂的，集中在最后的决定上。然 

而，有些成员表示，在公开会议上作出一些决定也许是可能的，委员会进一步下 

结论说应继续审议这个问题。委员会回顾关于委员会工作方法的问题已讨论过， 

并在第二十七、二十八届和第二届特别会议上通过一系列决定。然而，委员会确 

认，由于全面审査的特别性质，就关于全面审査的决定进程采取其他例外措施是适 

当的。它进一步注意到大会第43/226号决议要求工作人员和各组织极其充分地 

参与各方面和各阶段的工作，这意味着在这方面，特别需要确保委员会关于全面审 

査的工作充分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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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决定 

2 2 . 委员会在第二届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下列指导方针以补充其在第二十七和 

二十八届会议上所批准的工作方法： 

(a)将在公开会议上，对事实进行审査并且审议有关资料和任择办法； 

(à)行政主管会议通常应限于就上文第(a)分段所述的讨论作出决定； 

(C)将尽量减少花在行政主管会议的时间； 

(d) 在行政主管会议上，倘若知悉新的实质性事实、任择办法或因素，委员会 

将在公开会议上提供进一步讨论的机会； 

(e) 委员会将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监测这一方面的进度，并且酌情对其议事规 

则进行审査， 

2 3 . 此外，在审议委员会与工作人员的关系的同时，委员会审查了关于全面审 

査工作安排的问题并且作出了决定.这些审议结果载于本报告第二卷。 

2 4 . 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鉴于全面审查独一无二的工作要求以及大会第 

43/226号决议第一部分笫2段的规定，决定根据公务员制度委会议事规则第三十 

七条第1(a)项指派的代表可出席委员会就关于全面审査的决定作出实质性确定的各 

次会议。这项决定不妨害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所有现有规定。 

- 8 -



第三章 

应计养恤金薪酬相应领养恤金 

A.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应计养恤金薪酬 

2 5 . 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审议了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应计养恤金薪酬问题。 

审议开始即有人提醒说，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曾核定一个订正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应 

计养恤金薪酬比頟表，从1 9 8 7年 4月 1日开始生效。同时，它又设制一个调 

整数颧的程序，并请委员会与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养恤金联委会） 

合作，监测联合国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水平与美国联邦政府相应职等公务人员的应计 

养恤金薪酬的水平，斟酌情况向大会提出报告. 

养恤金联委会代表的说明 

2 6 . 养恤金联委会主席将联委会不久以前刚结束的第三十八届会义上，就在 

1 9 9 0年审査完成之前，可能修改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应计养恤金薪酬的调整程 

序所采取的立场，通知娄员会，联委会内广泛同意，现有调整程序实行的1. 22 

乘数已经不合适了， 会上很少人赞成暂停调整程序，因为这样的行动违反1986 

年 1 2 月 1 1日大会第 4 1 / 2 0 8号决规定的收入折合标准 ‧ 有些人赞成改动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以矫正未来增加时由于实施1. 22乘数而造 

成联合国对美国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比例日增的现象，另外有些人认为，基于法律 

和其他理由，改变条例以取消乘数，只能在未来实施。联娄会同意在1 9 9 0年 

审査应计养恤金薪酬时深入检查整个问题， 

2 7 . 联委会秘书在评论临时调整程;^的各方面时，指出联合国^美国应计养恤 

金薪酬比例的比较是以零星的现有数据作为根据的，他不认为这种以零星数据作 

准的比例可以拿来同联合国和美国的年平均薪酬净颧比例作比较，因为只有后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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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生活指数差别因素调整。如果应计养恤金薪酬比例 

和薪酬净额差数两者都考虑到生活指数差别因素，则两者之间的关系会大不相同。 

各组织的意见 

2 8 . 行政协商会主席强调指出各组织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他说，虽然联合国 

对美国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比例数额日增，伹联合国方面的收入折合比例变动很小， 

美国方面则全无变动，他指出，公务员制度委会秘书处文件内的现有应计养恤金 

薪酬比例130. 1 ,是采用零星现有数据计算的.如果按照计算薪酬净额差敎的 

作法，采用年平均数计算，则结果将大不相同。 1 9 8 8年 1 0月 1日至 1 9 8 9 

年 9 月 3 0日之间的平均率是 1 2 5 » 8 , 1 9 8 6 年 1 0 月 1 日 至 1 9 8 7 年 9 月 

3 0日之间为 1 2 4 . 因此，情况没有表面所显示的严重。不过，行政协商会 

同意，现在调整程序需要改动。各组织明显反对最后擻销调整程序.很多组织 

初步都宁可赞成任何矫正行动，而不赞成未来增加时取消1. 2 2 乘 数 . 最 后 ， 行 

政协商会勉强同意支持这项措施，伹在下一次增加应计养恤金薪酬时应降减其数额, 

以取消 L 22乘数以前的影响，他强调说，行政协商会认为釆取这项措施只此一 

次，并坚决反对这个办法成为未来调整系统的永久性因素。 

委员会讨 论情况 

2 9 . 委员会回顾说，按照大会核准的调整程序规定，应计养恤金薪酬比额表应 

参照并在纽约专业人员以上职类联合国工作人员薪酬净额增加的同一日订正，注 

意到薪釧的调整以净颡为准，而由于养恤金在大多数国家均须课税，所以应计养恤 

金薪赒的计算以毛额为准，大会决定应计养恤金薪酬的调整亦须以毛额作准，经 

比较联合国薪酬的净额和毛额变动情形后，确定应计养恤金薪酮比额表变动5%相 

当于纽约薪酬净额调整4. 1% (比例 1 . 2 2 ) , 因此，决定应计养恤金薪酬的 

调整以纽约薪鲷净颡变动的加权平均百分率乘以上文1.22因素作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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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 委员会指出，自从I 9 8 7年4月1日实施联合国应计养恤金薪酬订正比 

颡表以来，由于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的变动，纽约薪酬净额已增加三次。这样增 

加的累计数是12» 7 % , 乘 以 1 . 2 2乘数，则应计养恤金薪酬的累积增加达 

15.5%. 同一期间，美国联邦公务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薪金毛额）增加了两次, 

累计增加达 2 % .因此，联合国应计养恤金薪酬的调整超过比较国比颡表的调 

整达 9 . 3 % . 

3 1 . 委员会指出，上述情况造成联合国对美国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比例从1987 

年 4月比頫表通过时的 l i a 7变为 1 9 8 9年 5月的 1 3 0 . 1 , 联合国和美国 

应计养恤金薪酬比例的数颡日增，主要由下列两个因素促成：(a)华盛顿和纽约生 

活指数差頻由1 9 8 6年的 4 . 5 %增加至 1 9 8 9年 5月的 1 2 . 1%; Mh) 

纽约联合国薪酬净额数额加权平均变动数，按照应计养恤金薪酬调整程序，乘以 

1. 2 2乘数， 

3 2 . 委员会又指出，现在美国联邦所得税课税等级每年按照通货膨胀调整一次. 

因此，相当于生活指数增加的薪金增加不再课以较高的税率。结果，薪金净额的 

增加百分率几乎与薪金毛额的增加百分率相等，上述变化情况表示，利用1. 22 

乘数从纽约薪酬净额的增加百分率计算出联合国应计养恤金薪酬的增加百分率已经 

不合适了， 

3 3 . 在审査这个问题时，娈员会又说，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收入折合率与大会通 

过应计养恤金薪酬订正比额表时的水平非常接近， 

3 4 . 鉴于上述各点，委员会审议在1 9 9 0年预订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审査完成 

之前，现行应计养恤金调整程序是否应当修改。委员会考査了四种可行的行动： 

(a)现行调整程序目前不变；0» 1990#"审查完成之前，任何应員应计养恤金薪酬 

的调整均不实施1. 2 2乘数，任何进一步调整的审议一律推迟到1 9 9 0年之后; 

(C)与实行(b)项调整的同时，下一次应计养恤金薪确向上调整时应扣减2. 8 %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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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消过去1. 2 2乘数的影响；和(d),在1 9 90年审査完成之前，现行调整程 

序暂时擻消， 

35.在审査上列四种可行办法时，委员会考虑到联^会所表示的意见，即：一 

方面 1 . 2 2乘数不应再实施，一方面(d)项可行办法不应采取，根据上文第3 2 

段的资料，大多数委员会成员赞成(C)项可行办法.有些成员认为，联合国和美国 

应计养恤金薪酬的现有比例令人忧虑，应在1 9 9 0年审査完成之前，米取行动防 

止此一比例的数额出现任何进一步增大，因此，他们赞成(d)项可行行动，一个 

成员表示惋惜说，大会核定现行调整程序时，没有制定一个应计养恤金薪酬的差额 

幅度，因为这种措施会限制应计养恤金薪酬比例数额的增加.结果，娈员会以多 

数票同意推荐(C)项可行办法， 

36 。接着娈员会审议1 9 9 0年上半年纽约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预期的增加， 

对按照(C)项可行办法规定的应计养恤金薪酬的影响.有人指出，如果纽约实施第 

1 1级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廋雇员增加3 . 6 % .则应计养 

恤金薪酬比例可降至12 7 . 9 . 有些成员认为这个比数与1 9 8 7年 4月比额 

表核准时的比例 U 9。 7比较，仍然太髙.有一些成员认为，这项比例应参照大 

会第41^1208号决i«核定的调整程序所规定的收入折合原则，加以考查， 

37 。委员会又指出.正如太报告第二卷第 1 2 5段所述，*数成员肄议加薪 

5 ^ . 如果应计养恤金薪酬也相应增加同额，再考虏到纽约工作地点差*调*殽 

的变动，美国联邦公务员薪金预计增加3 ‧ 6 % ,以及下文第 4 2段肄i义的2。8% 

扣减数，则联合国和美国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比例将约为1 3 3 . 一些成员对这种可 

能的演变情况深表严重关切，并请大会审査全面加薪 5%的肄{«时.要頋及这一点* 

但是，其伸成员认为，如果加薪5 9^没有同时增加应卄养恤金薪酬，这样的措施违 

反第41/208号决i义所体现的收入折合标准，#.们又说,这样做会成为笫一次加 

薪而没有同时增加应计荞恤金薪酬，从而造成一都分收入为不计养恤金.又指出. 

这种情况下，现有联合国养恤金总额对薪酬净额的收入折合率5 7 。 59^会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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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9^以下，美国联邦公务员的相应比率将维持自上次应计养恤金薪酬全面审査以 

来的5 9 . 8 9?S的永平‧ 又指出.联合国养恤金净额对薪酬净额的收入折合率也 

同样会要下降. 

38 。有些成员对(C)项可能办法渉及的任何法律问趲，表示关切.妥员会得到 

其秘45处的通知说，联委会上也有人这样表示关切.养恤基金秘4$处法律办公室 

^一名以秘书长副代表名义出席联委会会i义的联合国法律事务厅法律千事指出，他 

们不认为上述任何矫正措施，包括(C)项可行办法在内的预期实施会有任何法律问题. 

39 。一些委员会成员不赞同根据名数票决作出的建议，因为他们没有关于实行 

各项可行办法所涉的法律问题的充分资料. 

40 。一名委员会成员不赞同有关本项问题的报告，因为他认为报告没有正确反 

映关于下列重要问题的辩沦情况：为缩短联合国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官员相用作比较 

的公务员制度的对应方面的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比例数额日增情况，将采取什么措施. 

41 。一名成员的建iX:委员会每年审査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永平，并就此向大会 

作出报告；这项建"i义莸得普遍赞同. 

委员会的决定湘建i义 

42 ,委员会决定向大会作出如下肄i义：在I 9 9 0年审査完成之前,任何应作 

的应计养恤金薪酬的调整.均不实行1 . 2 2乘数，此外，第一次的调整应扣减 

2 。 8 % ,以取消以前 1 。 2 2乘赛的影响.委员会又决定每年审 i «应卄养恤金 

薪酬数额问题，并就此向大会作出报告. 

43 。委员会注意到，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工作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第一次调整 

扣减 2 。 8%,这样将会造成一次性节省款额估计为a:
 5 , 000， 0 0 0 ‧ 委员会 

又注意到，未来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所有调整均取消实行1 。 22乘数，如果假定纽 

约的通货膨胀年率为5%,则估计可节省;$ 1, 800， 000. 上 列 估 计 数 均 以 

1 9 8 9年7月1日开始生效的养恤金缵款率为准计算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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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 

第三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与公务 

员制度委员会有关的项目 

4 4 . 委员会被告知，养恤金联委会已在其最近结束的第三十八届会议上审议了 

委员会所关心的若干项目。养恤金联委会讨论这些问题的第三十八届会议报告已提 

交给委员会。现将委员会对于这些问题的审议报告如下： 

委员会审议情况 

1.为国际电信联盟专业人员以上职类 

工作人员建立保护养恤金购买力基 

金的提议 

4 5 . 委员会注意到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最近在法国尼斯召开的届会上通过了 

关于调整电信联盟工作人员的养恤金的C0M5/1号决议。全权代表大会在该决议中 

除其他外，指示行政理事会： 

(a)伃细注意情况的发展，以确保共同制度负贵养恤金事项的各机构充分和适 

当了解电信联盟的意见； 

0 3 )在其 1 9 9 1年会议上采取适当行动，为在世界任何国家退休的电信联盟 

工作人员争取与制度基数（纽约）相当的养恤金福利； 

(C)设想如何执行用于保护与共同制度数额相当的养恤金的购买力的任何计划。 

全权代表大会进一步指示电信联盟秘书长将该决议全文转交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 

内负贵工作人员服务条件与薪酬事项——包括养恤金事项——的机构。 

4 6 . 电信联盟秘书长已将一份上述决议递交养恤金联委会秘书。委员会并未被 

直接告知电信联盟内部有关这些事项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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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信联盟代表的意见 

4 7 . 电信联盟代表请委员会注意，提议的电信联盟计划并不是一种补充性的养 

恤金办法，而是一种保险办法，它只能在特定情况下使工作人员获得福利。关于请 

电信联盟秘书长向联合国负贵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和薪酬——包括养恤金一事项 

的机构递交决议案文的问题，他通知委员会说，在这件事上，全权代表大会所指的 

是养恤金联委会和大会，而不是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委员会的讨论情况和决定 

4 8 . 委员会注意到养恤金联委会同意，解决养恤金问题的办法应来自联合国合 

办工作人员养恤金（养恤基金）内部。委员会又满意地注意到联委会已请电信联盟 

不要着手执行其关于保护养恤金购买力的提议，以免联合国共同制度受到削弱。 

4 9 . 委员会决定敦促所有组织不要釆行有违其通过委员会规约时所承抠的承诺 

和义务的政策和做法。 

2 .全面审查将于 1 9 9 0年执行 

的应计养恤金薪酬的安^ 

50. 委员会注意到联委会已作出安排以全面审査委员会与联委会密切合作与协 

商而执行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它还注意到联委会决定设立一个筹备工作组，由以个 

人身分行事的六名成员组成，其中两名来自联委会下属的两个小组。委员会获悉养 

恤金联委会主席已正式请委员会通过其本身的主席指定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成员加 

入工作组，使之成为一个联合筹备工作Mo 

5 1 . 委员会决定指定其三名成员Andre X .Pirson Omar S i r r y 和 

M.A.VellOdi先生以个人身分参加上述筹备工作组的讨论。委员会又决定邀请 

由养恤金联委会指定的一 M表团參加 1 9 9 0年7月的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会议， 

以加入委员会关于此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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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数额 

5 2 .上文第 2 9至 4 3段已讨论了委员会对这一事项的审仏 

4 . 一般事务人员和其他当地征聘人员 

职类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和相应的养 

53.委员会获知养恤金联委会笫三十八届会议审议了上述主题，并决定通知委 

员会和大会，它已初步审査了若干方法问题，预期委员会将列入把全面审査其1 9 

9 0年工作方案。委员会决定，鉴于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它将把这一搴项列入其19 

9 0年工作方案。委员会的有些成员也认为优先研究一般事务人员和其他当地征聘 

人员职类薪酬净额的决定程序。 

54. 委员会莸知养恤金联委会决定建议大会采取的用于恢复养恤金联委会精算 

平衡的措施。其中一些措施为：提议将养恤基金条例所规定的新加入者的正常退休 

年龄从6 0岁增加到 6 2岁。委员会还莸知只对新进工作人员作出这一改变的理由 

涉及：（a)法律考虑，即在不削减其养恤金金额的情况下将现有工作人员6 0岁退休 

的权利取消，可能会受到向行政法庭提出的成功挑战，以及(b)代表行政当局和各理 

事机构的一些成员所釆取的立场，即正常退休年龄的任何改变，包括各组织工作人 

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所规定的强制离职年龄的任何相应改变，不应当给当前的征 

聘方案或人力资源发展计划造成困氣 

55. 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均认为所有工作人员的强制离职年龄均应当从6 0岁增 

加到 6 2岁。对现有工作人员采行较高的年龄限制将不会影响到在不削减现有工作 

人员应得养恤金的情况下于60岁退休的权利。但是，委员会这些成员认识到导致 

养恤金联委会将正常退休年龄的增加限制于新进工作人员的其他理由后认为，鉴于 

联委会已作出建议，所有组织作为笫一个步骤，应将其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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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所规定的新进工作人员的强制离职年龄定为6 2岁。 

5 6 . 由于最后的目标应当是让所有工作人员都有同样的强制离职年龄，委员会认 

为各行政主管应在委员会就此作出进一步建议之前，考虑到其人员配备的目标和需 

要，尽可能灵活考虑将工作人员留用到6 2岁。 

5 7 . 不过，有些成员鉴于这种改变对一般工作人员，尤其是对妇女的职业前景 

的影响，以及对公平地域分配原则的影响，在这方面持保留立场。 

委员会的决定 

58. 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和共同制度其他组织的立法机关将新进工作人员的强 

制离职年龄增加到6 2岁。委员会还决定它将注意情况的发展，并斟酌向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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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专ikA员以上职类的服务条件 

A 。全面审査,业人员以上职类的 

服务条件 

59.委员会就这个问题的审议情况參见本报告第二卷* 

B ,专iliA员以上职类的蘄酬 

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的薪酬净颡和联舍国 

制度的薪酬净额之间差颧的演变 

6 0 . 委员M照大会规定的永久任务，继续审査美国联邦公务g制度的薪酬 

净颡和联合国制度的薪酬净颡之间差颡的演变， 

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审议It况 

6 1 . 委员会获悉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和联合国公务员制度的蘄酬净额之间的 

估计差颡.委员会又注意到大会第 4 3 / 2 2 6号决议第三节第 1段的决定，即差 

颡是在1 9 8 5年 1 0月 I日至 I 9 8 6 年 9 月 3 0日这段差幅期间向大会报告的 

历次差额的平均数，并继续保持差颡在适当中点1 I 5上下，直至1 9 9 0年向大 

会媞交有关差额计算方法的报告时为止.大会又决定，作为一项临时措施，不得 

因为实施上述方针而准许纽约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在不足四个月期间连续加级， 

各组织的意见 

6 2 . 行政协两会主席说，各组织对以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第9级（1 9 8 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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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在纽约实施）为基础的预测差颡的关切，不如对准许纽约实施工作地点. 

差 价 调 整 数 第 1 0级的时机那么严重‧ 他又说明，按照大会第43/226号决 

iSL关于四个月间隔的"新"规定，准许在1 9 8 9年 5月 1日实施工作地点差价 

调整数第10级，由于纽约在那个时候已实施第I 0级，当前差颡期间的差颡将 

为1 1 3 。4， I I 从 1 9 8 5 年 1 0 月 1 日 至 1 9 8 9 年 9 月 3 0 日 历 次 差 额 期 

间的平均差额则为I 1 5 。 8 . 各组织坚决认为，应准许纽約在I 9 8 9年 5 

月 1日实施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第 1 0级，如纽约延期实施工作地点差价调整 

数第 1 0级，则对所有工作地点的栺数产生重大彭,，如果延迟执行超过大会 

规定的四个月等候期，则其影更为恶劣. 

委员会讨论情况 

6 3 . 娈员会指出，按照纽约在1 9 8 9年1月1日实施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第 9 级 计 翼 ， 1 9 8 8 年 1 0 月 I 日 至 1 9 8 9 年 9 月 3 0日的差额估计为 1 1 1 , 1 , 

这使1 9 8 5年 1 0月 1日至 1 9 8 9 年 9 月 3 0曰历次差额期间的累计差额为 

1 1 5 . 2 . 委员会又指出，由于纽约在1 9 8 9年 5月 I日实施工作地点差价调 

整数第10级，因此当前差额期间的估计差颧为113。4，累计差颡为115.8. 

6 4 . 委员会获悉，自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以来，各组织和工作人员预期将准 

许纽约在1 9 8 9年 5月 1日实施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第 1 0级，特别是鉴于这 

事对其他一些工作地点的影嘀，这些工作地点的差价调整敬自1 9 8 5年以来一 

直冻结不变‧ 委员会主席在非正式协蔺时按照他介绍有关娈员会年度报告的 

决议草案所提及的预测，向大会第五娈员会转达了这种情况， 

6 5 . 委员会指出， 1 9 8 9年1月纽约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指数为158,9， 

这个指数将作为决定I 9 8 9年 5月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的根据.它又指出， 

如要准许1 9 8 9年5月实施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敬第1 0级，这个指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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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 1 6 2 . 6 . 因此，纽约的指数必须增加2.3%，才鴕达到准许纽约实施第 

10级的称准，这就要把所有工作地点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指数提鬲同样的百 

分率，因而自I 9 8 5年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维持不变的各工作地点都可获觯冻. 

另一方面，如果按照累计差额规定的范围使纽约实施第1 0级一事延期，则这些 

工作地点将要再欢在一段望间内保捋冻结不变‧ 

66。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为了侏待良好的人事管理惯例和维捋良好 

的员工关系，从1 9 8 9年5月起让纽约实施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第1 0级是妥 

善和适当的• 委员会又认为，如准许纽在 I 9 9 0年实施工作地点差价调整 

数第1 1级，必须注意大会有关维持累计差颡在适当中点1 1 5上下的规定‧ 

委员会的决定 

67。 委员会的决定，纽约从1 9 8 9年5月1日起实施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第 

1 0级， 

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的审议情况 

68。 委员会在审i义这个问题时提到，1 9 8 5年提交大会的损告已说明计算薪 

酬净差额的方法，载于委员会第十一次年度报告中，.当时大会获悉，人们以华 

盛顿特区的税捐统计数字为计算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薪酬毛额的一个组成部分». 

华盛顿特区的税捐统计数字是以1 9 8 3年美国联邦税夯局（税务局）所提供的数 

据为基础，并利用这些统计数字计算产生的差额，于1 9 8 5年和 1 9 8 6年向大 

会 提 出 报 告 . 1 9 8 6年税捐改革法茱邇过后，实施税制整顿，故1 9 8 6年后 

无法取得有关全国的或华盛顿特区的税捐统计书面资料* 因此，正如向大会说明 

的 ， 1 9 8 7 年 和 1 9 8 8年报告所载的差,额是以美国国会预算厅估计的税捐统计 

数字推算的，• 1 9
 8
 8年的税捐统计书面资料估计最快到1 9 9 0年底才可索 

取，华蟁顿特区的 1
 9
 8 8年统计数字可应特别请求在出版前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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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为了反映华盛顿的情况，秘书处已经从税务局取得华盛顿特区和全国的最 

新统计资料，这是1 9 8 5年的税捐资,，秘书处估计了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每 

一有关等级的薪酬比率，它利用华盛顿特区的资科比对全,的税捐统计数字来推算 

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工作人员以1 9 8 8年的估计全国柷捐统计数字为基础算出的 

薪酬净额.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70。 行政协商会主席、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席和独立职工会协调会召集人注意到 

上述差额. 

委员会的讨论情况和决定 

71。 委员会注意到在与联合国薪酬净额比较前推算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薪酬净 

额的程if, 它指出，按照现有的方法，1 9 8 8 年 1 0 月 至 1 9 8 9年 9月期间 

的差额是111 。0. 以这种差额数字来计算，1 9 8 5 — 1 9 8 9年期间的平均 

差额为115 .2 • 计算差额的细节已列入附件一. 

72。 为了展开全面审査，委员会审议了薪酬总额比较在制订适当的薪金中 

发挥的作用.它指出，就这个问题来说，自从 1 9 8 1年起它就一直向大会报告 

非离国服务人员的薪酬总数差额的情况.因此，它除了建议展开全面审査外，决 

定把当前比较非离国服务人员薪酬总额的结果向大会提.出报告，即把有关美国联邦 

公务员制度中华盛顿官员与联合国纽约工作人员中等级相当者的比较结果提出报告. 

因此，注意到在1 9 8 8 年 1 0 月 至 1 9 8 9年 9月期间非^国服务人员的薪酬总 

数差额为110.1 ，并决定把这个差额向大会提出报告.有关计算的细节参见附 

件二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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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与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有关的 

事项：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 

题咨询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的 

, 报 告 

73。 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屈会议上作为有关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事项长期贲任的 

一部分，审议了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咨询娄员会的第十四庙会议的报告. 

该报告探词!数据的收集和处理以及调整数制度的各个业务方面^生活费调査 

方法的各种事项；包括有关共同支出加权数、计算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指数的公式、 

定价方面的缩短项目单、地区外开支的处理、以及使用外部数据来源等问题， 

报告也审査了在两个主要总部服务地点进行的生活费调査结果.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74。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关于使用共同开支加权数、地区外开支的处理、使 

用缩短的项目数目进行生活费调量、以及使用外部数据来源等问题的意见,載于本报 

告第二卷第六章内，该鞏所讨论的是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事项. 

75。 行政协苘会主席支持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咨询娄员会的结论，那就是 

不赞同在日内瓦和维也纳进行的生活费调S的结果，理由是所使用的数据有技术上 

的限制以及该娈员会的建议保持现有的各项指数.行政协两会指出，收集数据的 

程序将来将会根据全面审置时所一并建卞 义的措施加以修订.行政协蔺会很遗憾工 

作人员的參加率很低，尽管有关各行政当局都作了努力. 

76。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理搴长支持了行政协两会在上面第7 5段中所述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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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讨论情况和决定 

1‧生活费调査方法 

7 7 . 委员会审议了下面有关生活费调査方法的各个方以期加以简化并将工 

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的业务加以精简： 

(a) 使用共同开支加权数； 

(b) 地区外开支处理； 

(C)使用缩减的项目数目进行生活费调査； 

(d) 使用外部数据来源； 

(e) 使用乘法来调整工作地点差价调整的乘戮因子， 

委员会有关上面所列题目的讨论和决定全部載于有关全面审査的本报告第二卷第六 

箪内， 

2.日内瓦和维也纳的生活费调査结果 

7 8 . 委员会审査了 1 9 8 8年 1 0月在日内瓦以及1 9 8 8 年 1 1月在维也纳 

进行的生活费调査的结果，决定这些调査结果应予执行，从I 9 8 9年 9月 I日生 

效， 

7 9 . 委员会指出，由于日内瓦和维也纳的工作人员对调査问题单的答复率极低, 

所以无法确定新的支出情况，结果必须根据从前的调査，加上一些调整，来导ffi加 

权的形式，以处湮调査数据，一些成员注意到委员会自身的咨询机关、工作地点差 

价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已经提请注意了这些生活开支加权数方面有技术上的限制, 

所以认为不应该根据这些不具代表性的调査数据来修订现在所用的工作地点差价调 

整指效.这些成员的结论是现有的指数应该加以保持.有一位成员认为，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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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阶段，当新ff,制度正在进行全面审g时，将调査结耒与现有的工作地点差价 

调整指数之间的微小差剁考虑进去是不合时宜的，然而，夯员会指出，这两次调 

差在收集物价以及处理敎据方面都保持了既定的技术标准<» 4?员会也考虑到低的答 

复率对将来调査工作所涉的问;^总的来说，娈员会认为，调査结果应予执行，从而 

避免 i t成一个先例，使低的工作人员答复率变为排除调量结果的根据.娈员 h 

方面对工作人员答复率低表示强烈的关切，一方面注意到这些问题将来不太可能会 

遇到，因为在全面审置范围内已经对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方法建 i义了一些改变. 

D‧补助金和扣减蘄酬 

8 0 . 大会已请娈员会努力收集关于补助金和扣减薪酬方面有关作法的资科，并 

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根据秘书处编写的说明表明，有64个会员国 

经过不断请求还是没有答复主席最近的询问，3个有补助金的会员国提供了进一 

步的资科，娄员会加以了审査.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8 1 . 行政协两会重申其极力反对会员国的这项作、" P有选择地对萑用于 

联合国的其本国国民在正常薪金以外支付其他的薪fU 

8 2 .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代表说，这种不愉快现实常常因为一再的娈婉保证而掩 

；盖过去,此外就是一个例子，这个项目的正确标题应该31 "政府的给款—暗中付给 

的薪金".工作人员代表有贲任指出，政府的给款证明了某些工作地点生活费逐 

步上升，独立职工会协调会指出，«'J的是，有些会员国在反对改善服务条件方面 

声音最大，它们却是作这种给款最积极的国^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还有品德 

和道德的一面，尚待加以讨论.《联合国宪章》非常滑楚的规定，"工作人员不 

得请求或接受本组织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当局之训示"‧ 此外，每个会员国都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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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不试图影响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工作人员条例1.6也规定的很明白，任何政府 

除军功外不得给予报酬;I：作人员非先经秘书长核准也不得接受本组织以外的任何种 

类的报酬‧ 如果秘书长或其他执行首长曾经核准过政府的给#员会应建议立即 

停止这种作法并提供关于谁曾经铍孩准过这类给款的资科，如果没有这种孩准情 

况存在，那么接受这类给款的工作人fi就明显地违反了《服务条例和细则》， 

如果工作人员从王安公司或万国"业机器公司或Xerox公司或从第三方政府接受 

了补助金，这些给款就属于另外一类‧ 它们将被称为是贿娘或私下给款，但是 

因为给款是该工作人员本国所付给的，所以一般的倾向是对这些明显涉及到的问 

题视而不见，这在作同样工作人员之间有明显的差剁待遇；在另一方面，接受政 

府给款的工作人员所处的地位;^与接受一个私营公司的给款的工作人员同样的， 

83. 这类付款起了贪污腐坏的影响，因此接受付款的个人觉得要隐瞒这个款项, 

并会觉得有义务按照给款的那一方的话行事.这种利益冲突对每一个人^该都是 

很明显的* 众所周知，同一国籍的所有工作人员中，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拿到补助 

金的.只有重要的个别人士才会拿到补助金，他们位居联合国上层阶级的关键职 

位，有些政府为这种补助金辩护说，只有对借调的官员才给他们补助金，这些官 

员最终要回到政府服务的。 

84. 委员会应该对各组织中的借调作法进行一次彻底的审査，以确定这些作法 

影响工作人员士气和组织效率的情况.独立职工会协调会认为，审査的重点不应 

该象公务员制委会秘书处的说明中所表示的那样，放在有关政府打算怎样处理这种 

给款上面，而是应该放在有关的个别工作人员是否违反了《工作人员细则》上面•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吁请委员会向大会建议，由内都审计司立即开始对这些作法 

进行调査。 

85.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说，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同样令人厌恶并且有败坏M的方 

面,并同借调政策有紧密的关系，那就是政府取得或者未经有关工作人员的同意而扣减 

工作人员薪金的作法.政府的给款和扣款都是明显it反《宪章》和《工作人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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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条例》精神和文字的作法，委员会应该采取毫不含糊的立场，反对这些作法， 

应该努力査出那些接受政府给款的工作人员,并忠告他们可能遌反了服务细则，要 

他们停止接受这类给款，对行为不可以有一个双重标准，只适用于一些官员而不 

适用于其他官员. 

委员会的讨论情况 

86. 委员会对如此多的会员国继续不答复主席要求的资料，表示极度不悦.经 

指出，在这些没有答复的会员国中，有四个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 委员会 

认为，作出这种给款或扣减薪金的会员国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以及所有各组 

织的《工作人员服务条例和细则》。对此，委员会认为，各执行首长都没有做出 

最大努力来确定这个问题在其组织中的严重程度，主席回顾到他同各执行首长的 

讨论情况，他们向他表示说他们没有能力阻止这种作法， 

87. 委员会同意，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没能解决，将来可能继续 

下去，除非采取更积极有力、更有想象力的行动.委员会探讨了各种可能性，包 

括建议各执行首长对接受补助金的工作人员采取纪律行动，一直到在最髙一级同各 

会员国接触。 

88. 有些委员会成员提到了在各组织中接收补助金的助理秘书长/副秘书长职 

等的人的问题，认为正是这些工作人员应该以身作则拒绝接受补助金，更不必说要 

求补助金. 

89. 委员会也被提醒有哪些会员国扣除了联合国系统工作人员的薪金. 

90. 鉴于这些讨论，委员会同；1,必须继续査询这件事情。委员会还采取了 

下列决定： 

(a) 向大会报告，有6 4个会员国到1 9 8 9 年 6 月 3 0日时还没有提供 

关于补助金和扣除薪金的资料，请大会继续催促这些会员国提供资料； 

(b) 注意到三个根据法律/行政安排提供补助金/衡平金的会员国继续这 

样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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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促请向公务员制委会主席准时提供关于补助金款额的具体资料，使他 

能够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d) 重申其立场，会员国提供补助金和扣除薪金都违反了本组织的《工作 

人员服务条例》 6 ； 

(e) 回顾到从前已请大会采取适当行动，以便劝阻补助金和扣除薪金的作 

法'； 

(f) 请秘书长同其他各执行首长一道，同会员国接触，必要时在最高层次 

取消这些作法； 

is)建议各执行首长对这件事采取一些必要步骤，以及任何新的措施； 

(h) 请各执行首长将这件事提请各组织的理事机关注意，同时请他们要求 

终止补助金和扣除薪金的这两个作法； 

(i) 就所取得的进展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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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的薪鐦 

调査巴黎一般事务人员职类普遍存在的最佳服务条件 

9 1 .作为规约第 1 2条规定的部分责任，委员会对巴黎一般事务人员职类普遍 

存在的最佳服务条件进行了调査。委员会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 

文组织）总干事建议的薪金表载于附件四。按1 9 8 9年 3月 1日实行的联合国 

业务汇率计算，建议所涉经费估计每年$ 3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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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委员会根据规约第1 7条釆取的行动 

委员会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92. 根据规约第17条的规定，委员会继续监察各组织执行委员会各项决定和 

建议的情况.委员会第十二次年度报告已经向大会报告，委员会要求各组织每 

三年一次，就此事项提出详细资料，在三年期间提请委员会注意未解决的重要问题， 

特别是人事政策方面的问题.秘书处根据委员会以前作出的决定继续就此事项提 

出年度损告. 

各组织的意见 

93. 行政协商会主席指出，公务员制度委会秘书处编写的文件证实，各组织大 

致上划一执行了公务员制度委会在薪金和津贴方面作出的决定（公务员制度委会规 

约第1 0至 1 2条）。他还说，有些组织没有向委员会清楚解释他们无法执行委 

员会关于职务分类、征聘政策、训练等等的建议的理由.在许多情况下，组织在 

委员会尚在审议问题时已表示他们将无法执行某项建议.行政协商会主席建议， 

行政协商会秘书处与公务员制度委会秘书处一齐把一些建议澄清.他还建议，今 

后就此问题送交各组织的调查表应由两个秘书处共同拟定。 

委员会讨论情况 

94. 委员会注意到，关于委员会第十一次年度报告，内就支助子女患有残疾的 

工作人员所提出的建议的执行情况，各组织的情况略有差异.指出的是，上述建 

议特别给组织行政首长保留一些斟酌决定权，因此，只要是在委员会所订准则的范 

围内，稍有差异是可以理解的。委员会也注意到行政协商会主席所作的解释，即 

几个组织尚未落实工作人员在住房暂时短缺情况下可享有缩短周期回籍假的规定， 

因为那些组织等待机构间协商得到结果后才公布应享权利，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 

协商过程经告结束，各组织巳发出通知，确定执行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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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委员会注意到，各组织不再给予离职工作人员享有离职前开支津贴，并注 

意到各组织的意见，即妥善做法是等待委员会就此作出建议，囡为全面审査将审议 

这类开支。但委员会认为，必须请各有关组织在委员会在全面审査范围内审议该 

问题以前停止在离职时偿付离职前开支. 

96. 委员会还注意到，委员会年度损告内的建议和决定经根据规约第1 7条规 

定由联合国秘书长转递各组织.主席根据委员会授杈公布的决定经直接转递各组 

织.但委员会缺乏资料，不知道各行政首长是否将所有建议和决定递送各自的理 

事机构. 

委员会的决定 

97. 委员会决定： 

(a)请各有关组织停止在离职时偿付离职前开支； 

W重申其关于职务分类、征聘政策、训练、职业和升级政策； 

(C)请尚未对现有职务适用职业分类法的组织对这些职务进行分类，并就此在 

1 9 9 2年向委员会提出报告； 

(d) 请尚未执行总标准和第二级标准的组织充分执行这些标准和就此在1992 

年向委员会提出报告； 

(e) 请尚未将职业类共同分类法、名册编码和技术盘存联系起来的组织采取行 

动； 

(f) 促请釆用联接职等的组织执行委员会在这方面作出的建议； 

(g) 促请各组织进一步统一和协调训练及征聘方面的努力，加强组织间人员交 

流，以增加流动性； 

(h) 请委员会秘书处和各组织每年就若干专题提出报告及在1 9 9 2年详细报 

告委员会一切有关决定和建议； 

(i) 注意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组织）理事机构决定对以后的工作人 

员停止适用其《工作人员条例》第3 ‧ 1条之二所规定的实得工资保障，在职工作人 

员将继续获得保障，直至币值波动问题获得彻底解决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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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在根据全面审査通过»、币值波动问题的办法后重新审査知识产权组织情 

况； 

W请委员会秘书处与行政协商会秘书处协商，审査今后报告各组织执行委员 

会决定和建议的情况的其他办法. 

注 

'劳工组织、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民航组织、卫生组织、万国邮盟、电信联 

盟、气象组织、海事组织、知识产权组织、原子能机构和工发组织. 

2总协定和农发基金.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 3 0号》（A/4()/30和Corr. 1) 

第 4 4段， 

‧《同上》，附件一，第 1 2 - 1 5段. 

，《同上，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3 0号》（ A / 4 2 / 3 0和 C o r r . 1),第47-

5 2段， 

'《同上，第四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3 0号》（A/43/30),第31(c)段. 

'《同上》，第 3 1 ( d )段. 

'《同上，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3 0号》（ A / 4 1 / 3 0和 C o r r . 1和 2 ) ， 

第 2 2 5 ( d )段. 

，《同上，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3 0号》（ A / 4 0 / 3 0和 c o r r . 1),第18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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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纽约联合国官员与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官员按每一职等 

第一级薪酬净额的比较 

( 1 9 8 8年 1 0月至 1 9 8 9 年 9 月 ） 

纽约联合国官员华盛顿美国官员 

薪酬 ~zrwr加权数 
、A*s a 职等 职等 

联合国/美国 

比率 计算总比率 

(华盛#=100) 加权数C 

纽约/华盛顿按生活费差幅调整前的加权平均比率：12 4 . 4 

纽约/华盛顿生活比率： 1 1 2 . 1 

按生活调整后的加权平均比率：111.0 

a 包括三个月 8级（乘^4 8 ) ,四个月 9级（乘数 5 5 )和五个月1 0级（乘 

数6 3 )的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 

b 根 据 1 9 8 8年1月1日生效的公布薪额，和1 9 8 9年1月1日生效，有效 

期分别为三个月和九个月的4‧1%增加（包括按照规定发给的奖金和特别奖 

金 ） . 

C 这些加权数相当于1 9 8 7年 1 2月 3 1日在总部和常设办事处服务的联合国 

共同制度P —1至!5 — 2职等工作人员， 

d仅限于总等级表规定的基薪额最高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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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20 602 130.9 3.0 
26 U75 128.U 13.2 

52 575 126.U 25.5 

38 "77 126.9 28.0 

Ut 516 125.U 21.8 

60 791 106.0 7.9 

62 130 116.6 2.8 

(1) (2) 

P-1/1 
P-2/l 

26 975 
5U 000 

P-3/1 I40 925 

P-U/1 U8 83U 

P-5/1 58 626 

D-1/1 6k U55 

D-2/1 72 U25 

(3) (4) 

9/1 20 
11/1 2k 
12/1 29 
12/1 29 
15/1 J>h 
13/1 5U 
lU/l UO 
15/1 k>6 

2 58 
h 61 

16/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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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美国^联合国对等职等（非离国服务人员） 

报酬总額细目 

(美元） 

职等与加权数 
蕲金 
净額 a 

应计养恤金； 

薪赒( 
养恤金福利 
占C的百分比 

养恤金福利 
) 数 教 

保健 
福利 

人 险 
共计 b 

A B C D E F G H 

联 合 国 职 等 P — 1/1 28 025 29 958 21.30 6 381 877 26 35 309 

美茵职等加权数 

GS 9/1 100 23 523 23 611 22.27 5 258 

总结 ion 23 523 5 258 2 016 78 30 875 

联合国职等 P— 2 / 1 35 050 38 140 21.30 8 124 877 26 44 077 

美国职等加权数 

GS 11/1 62 

GS 12/1 38 

28 167 

33 332 

28 568 

34 240 

平均加权数 

总结 

30 130 

30 130 

30 723 22.27 6 842 

6 842 2 016 101 39 089 

餐^国职等 P — 3 / 1 41 975 47 091 21.30 10 030 877 26 52 908 

美国职等加杈数 

GS 12/1 45 

GS 13/1 .55 

33 332 

39 551 

34 240 

40 716 

平均加权数 36 753 37 802 22.27 8 419 

总结 36 753 8 419 2 016 125 47 313 

联合国职等 1 " 一 4 / 1 49 884 57 598 21.30 12 268 877 26 63 055 

氣 国职等加权数 

GS 13/1 33 

6S 14/1 67 

39 551 

45 928 

40 716 

48 114 

平均加权数 43 824 45 672 22.27 10 171 

总结 43 824 10 171 Z 016 151 56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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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等与加杈数 
薪金 
净额 a 

应计养恤金； 

薪 酬 ( 
，iÉ金福利 
" 的 百 M 

养恤金福利 
】 数 额 

.保健 
福利 

人寿保险 
福利 共计b 

A B C D E F G H 

联 合 国 职 等 P — 5 / l 59 676 71 082 21.30 15 140 877 26 75 719 

美 国 职 等 加 权 数 

GS 15/1 92 

SES Z) 

SES 4) 8 

52 743 

66 267 

70 153 

56 595 

71 088 

75 650 

平均加权数 54 039 58 006 22.27 12 918 

总结 54 039 12 918 2 016 191 69】64 

国 职 等 D — 1/1 65 503 78 939 21.30 16 814 877 26 83 220 

美 国 职 等 加 权 数 

GS 16/1 6 

SES 1 13 

SES 4 75 

SES 5 6 

60 367 

63 822 

70 153 

71 902 

66 378 

68 024 

75 650 

77 825 

平均加权数 68 848 74 233 22.27 16 532 

总结 68 848 16 532 2 016 245 87 641 

联 合 国 职 等 D — 2 / l 73 475 90 428 21.30 19 261 877 26 93 639 

美 国 职 等 加 权 数 

GS 17/1 7 

GS 18/1 9 

SES 4 50 

SES S 29 

SES 6 5 

67 217 

67 217 

70 153 

71 902 

73 569 

74 750 

74 750 

75 650 

77 825 

79 900 

平均加权叛 70 361 76 349 22.27 17 003 

总结 70 361 17 003 2 016 252 69 632 

a反映联合国及对等税率，即美国方面的已婚，夫妇共1^报税及有一子女的税率，一个受 

扶养子女:》 1 050. 

to反映纽约/华盛顿生活费差幅12. 1% (只限于美国薪金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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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非离国服务人员报鲷总额差数计算表 

联合国职等 

A 

P— 1 

P - 2 

P - 3 

P - 4 

P - 5 

D— 1 

D - 2 

联合画职等 美国对等职等 

(美元） 

55 509 

kk 077 

52 908 

65 055 

75 719 

85 220 

95 659 

C 

30 875 

39 089 

"7 315 

56 162 

69 164 

87 6U1 

89 632 

联合国/美国 

(B/c)X100 加权数 

(百分比） 

D 

llU.U 

112.8 

111.8 

112.5 

109.5 

95.0 

lOk.3 

E 

5.0 

15.2 

25.5 

28.0 

21.8 

7.9 

2.8 

按生活费差 E后的加权平均比率：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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