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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1 •难民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题目。世界各地的难民，目前估计 

超过1000万人。如何为这个庞大的问题找到一小解决办法，是联合国难民事务 

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面临的难题。

2 •这个难题有几个方面。第一，最近这种规模庞大而复杂的难民危机，是 

对难民专员办事处有无能力和准备迅速有效地以充足资源响应大规模紧急情况的考 

验。第二，国内和国家间的政治斗争和武装冲突的形势一难民问题的根本原因之 

一一仍然普遍存在。第三，在一些区域，由于难民的困境加深，妨碍了高级专员 

履行有利于难民的人道主义作用。第四，在发展中菌家和发达国家都存在的不利 

的经济因素，使难民问题更复杂# 今日的难民，大多数定居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无能力满足其领土内大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基本物质需要。但 

是甚至在一些经济上较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一传统上难民在这些国家享有慷慨的庇护 

条件一也有种种迹象显示政府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政策已较从前严格，其原因一 

部分是由于衰退的经济情况减少了这些国家吸收大批难民的能力。最后，难民专 

员办事处和整小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有另一同样严重的方面，就是对基本的囯际难 

民保护原则的破坏，如对难民营的军事攻击、驱回事件以及对寻求庇护者实行其他 

形式的身心骚扰就是证明。这些只不过是导致难民专员办♦处面临的一种相当复 

杂的新情势的发展和情况中的一些。在这些情况下，评价难民事务髙级专员能够 

充分履行其法定职务的程度，看来是适当而及时的。

3,虽然前述总的看法包括整个难民情况，但是本报告集中于东南亚区域，特 

别是在难民专员办事处任务范围内的印度支那难民，因此本报告不包括目前在泰- 

束边境的联合囿边境救济行动瞀辖下的流离失所人士。

4•由于印度支那难民一特别是束埔寨境内的武装冲突、饥荒和其他理由而流 

离失所的寻求庇护者一大量涌入，估计国际社会在过去五年用在东南亚的难民救济 

和其他人道主义行动上已超过10亿美元。就资源、行动范围和畚与的政府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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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数目而言，在这个区域的国际人道主义工作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这种工作之一。 

虽然会员国和其他机构的这种慷慨嘀应大大地有助于减少该区域的难民案件（已从 

1 9 7 9/ 1 9 8 0的危机点减至目前约二十万名难民的稳定水平），但是这种形 

势对难民专员办事处而言仍然构成一种复杂的责任。

5•鉴于上述情况，本报告设法审查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履行在东南亚的任务方 

面的作业、成就和困难，以期吸取现在和将来或许可以用在其他区域的教训，

6 •在编制本报告时，检查专员与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他的一些工作人员进行 

了讨论。他还访问了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香港 

的一些难民营和处理中心。他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官员、难民专员办事处的 

外地工作人员、联合国系统其他外地代表、以及参与该区域难民救济行动的一些非 

政府组织进行了很有用的索见交换。他感谢有关各方的合作。最后，他非常感 

谢从研究专员和助理人员与秘书处其他工作人员得到的宝贵的投入。



A/40/135
Chinese
Page 5

二.国际法律结构

7. 关于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杈限以及难民的杈利和地位的法律结构，除了别的 

以外包括三个主要成分.即作为1 9 5 0年1 2月1 4日大会第4 2 800号决议附 

件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规章，关于难民地位的《1 9 5 1年联合国公约》和《1 9 

6 7年议定书》。

8. 《规鞏》规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根据大会授权.应在联合国的赞助 

下.承担职责.向属于《规章》范围内的难民提供国际保护.以及寻求难民问题的 

长久解决办法，如协助各国政府和私人组织（但须有关政府的同意）便利这类难民 

自愿遣返，或帮助他们在新国家内的同化（第一鞏，第1段）。

9. 《规章》逬一步载明咼级专员的工作“应完全是非政治性的；应该是人道 

主义的和社令性的”•

10.《规鞏》也规定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杈限.此外《规鞏》阐明高级专员应在 

下列具体方面确保保护难民：

(a)促逬缔结和批准保护难民的国际公约.监督其执行.并提出有关的修 

正；

(切通过与各国政府的特殊协定.促逬执行旨在改軎难民境况和减少需要 

保护的人数的任何措施；

⑼协助政府和私人为促逬自愿遣返或在新国家里的同化所作的努力；

(d) 促进准许难民——不排除那些处境最艰难的难民逬入各国领土内;

(e) 努力取得许可•准许难民转移其资产.特别是难民重新定居所必须的 

资产；

(f) 向各国政府取得关于在其领土内的难民人数和情况以及关于他们的法 

律和条例的资料；



(S)与有关国家政府和政府间组织保持密切联系；

㈨以他认为最好的方式与处理难民问题的私人组织肄立联系；

⑴加强协调关心难民福利的私人组织的工作。

11.难民专员办事处的规章的实质性条款.由于前述关于难民蚰位的《1951 

年联合国公约》和《1 9 6 7年议定书》以及大会和经社理事会关于难民专员办事 

处的决议而获得加强。这些额外的文献为“难民”一辞和难民权利的编纂提供最全 

面的定义，也扩大了高级专员的权限和保护责任.使之包括类似难民情况的“流离 

失所人士”在内》

U 《公约》和《议定书》是普遍承认保护难民的主要文献。1公约》的一些 

条款被认为是相当基本的.缔约国不能对它们有任何保留。这些条款包括“难民” 

一辞的定义和不驱回原则•甶于这项原则.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以违反难民的 

意志将他驱回或送回他害怕受迫害的领土>这项《公约》不适用于联合国其他机构 

负责处埋的难民.如近东救济工程处责任范围内的巴勒斯坦难民.也不适用于在其 

庇护国内具有夹似国民身分的人。

13.因为《公约》的范围限于由于1 95 1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事件而成为 

难民的人.因此制定《1 9 6 7年议定书》.以照顾到新的难民情况.即扩大《公 

约》的条款.便之无限期地包括所有难民在内。

1成大会第4 2 800号决议迺过《难民专员办事处的规鞏》、《公约》和《议 

定书》.请各国政府和缔约国与难民专员办事处合作.以便难民专员办事处行便《规 

鞏》规定的职务•特别是便利它在监瞀和鼓励应用与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有关文献 

的规定方面的任务。《世界人杈宣言》(1948年）和《联合国领土庇护宣言》

(19G 7年）是国际法律制度的附加部分.在这些《宣言》下，要求各囿政府.

包括不是《公约》和《议定书》缔约国的政府在内.对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至少应 

用最低限度的人道主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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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简言之.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法定职务.除了别的以外，是向在原籍国以外 

的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提供国际保护.通过自愿回国、在其他国家定居或与当地人 

同化等途径谋求难民问题的长久解决.并促进和监督保护难民的国际文献的应用。 

自难民专员办事处成立以来.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一系列决议中重申这些基 

本的保护原则.并敦促会员国加入和遵守关于难民地位的《1 95 1年戚合P公约》 

和《1 9 6 7年议定书》。

16. 然而.自1 9 77年起.大会曾在许多决议中对难民的基本人杈受到侵犯 

和各国政府迫切需要保证难民继续受到有效的保护表示关切。例如.在1 9 8 1年 

12月14日第36/12 5号决议中•大会“非常关切地注意到尽管各项国际保 

护原则受到日益广泛的了解.但是在世界许多地区的难民要获得庇护仍然面临极大 

的困难•而且受到推回、任意拘留和暴力的威胁”，并促请各国政府加强支援高级 

专员的工作.协助高级专员在国际保护方面的工作特别是严格遵守庇护和不推 

回原则•并且按照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核可的方式.保护在大 

规,模涌入的情况下寻求收容的人。”

17. 虽然许多会员国因大会敦促而为高级专员依据(《规章》的职责提供支持. 

从而得到帮助.但是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出现的趋势，显示必须改进保护难 

民的基本国际原则的遵守和应用。在这方面.高级专员1 9 8 3年“关于国际护 

的说明’’（A/AC. 96/623)，叙述了难民遭遇到的一系列困难。这些困难包括下 

列各项：

⑻竟至不准许寻求庇护者暂时逬入；

⑼各国政府往往认为庇护纯粹是暂时性的.不充分考虑难民迫切需要求 

得持久的解决方法；

⑹采取各种形式的“制止阻按难民前往；

(d)无限期地拘留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A/40/135
Chinese
Page 8

⑻难民在获得承认其难民地位方面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

(f) 难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和侵犯；

(g) 难民原籍国的军队对难民滥施武装攻击；

(抝在南中国海.海盗攻击寻求庇护者的船只。

18. 检查专员为了这项研究报告而前往该区域实地访问后得到的印象.大致上 

与高级专员在其1 9 8 3年关于国际保护的说明中所表示的关切一致“各国为了保 

护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而拟订的原则确实有被破坏的危险”。最近高级专员提交执行 

委员会的报告中已经包括处理上述一些问题的提议（参看下一章）。此外.虽然难 

民情况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的东南亚许多国家在负起该区域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构成的 

一份国际责任方面作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但是迄今它们中很少加入关于难民地位 

的《1 9 5 1年联合国公约》和《1 9 6 7年议定书》•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 

东南亚不象非洲.非洲已制定一项区域公约来处理性质特殊的非洲难民情况.东南 

亚没有这种区域法律构架.也没有基础广泛的政治论坛来协调各国的难民政策.或 

在区域范围内寻求难民问题的解决，尽管为此目的曾作出数次尝试〇

19. 检查专员坚信.虽然难民问题在实质上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责任.但是支助 

性的和一致的区域措施会大大有助于这类问题的解决。主要必须由有关区域的各国 

政府援引区域团结原则.作出特别或常期的合作安排.这样可能有助于解决东南亚 

难民情况所涉及的人道主义问题。为此目的.高级专员在其与有关各方进行高级别 

的外交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还可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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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地业务

A •范围

20•东南亚目前的难民情况较1 9 7 9年的紧急情况大为缓和。难民专员办 

事处有关该区域的难民统计数据表明，自1 9 7 6年起，由经海上和陆地进入本地 

区第一庇护国的柬埔寨、越南和老挝流离失所者人数急剧增加，仅1 9 7 9年一年 

就高达到405, 000人。自1 9 8 0年来，难民人数有所下降，1 9 8 3年为 

37, 000人。 据估计，到1 9 8 3年底，到达本地区临时庇护囯的难民总数为

一百万以上。到1 9 8 3年底，难民专员办事处已安排900, 000难民离开，他 

们大都是前往第三国（特别是北美、西欧、中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重新定居, 

有的自愿遣返回国。到1 9 8 3年底，登记在本地区重新定居的难民总数为 

167, 000人以上；其中近133, 000人（即8 0% )住在泰国的难民营和临时停 

留中心中。其他人则住在几个临时庇护国，特别是香港，还有澳门、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

21 •附件一中的表1说明1 9 7 9年至1 9 8 3年本地区处于难民专员办事处 

保护之下难民人数变化不大。虽然这一图表的概述并未反映出难民问题的实际范 

围和重大性一数年之内一百万人纷纷迁移以寻求庇护，因而使难民专员办事处所处 

理的问题和业务活动的范围扩大一它却较明确地显示了本地区的难民数量在过去五 

年中的发展情况。就登记保护的人数来说，难民人数在1 9 7 9年到1 9 8 3年 

间下降了 6 0 %。 但是，1 9 7 9年至1 9 8 1年间平均每年下降2 4%, 1 9 

8 1年至1 9 8 3年间只下降I 5 %。 这表示难民情况趋于稳定，附件一并不 

包括居泰境边界营地中由泰王国政府、联合国边境救济行动和世界稂食计划署（稂 

食计划署）共同负责的约200, 000名流离失所者。从地理上来看，难民专员 

办事处在本地区的活动超出附件表明的范围，它也包括在越南执行有秩序离境计划, 

根据该计划，难民专员办事处帮助70, 000多名越南难民离境前往重新定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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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0名难民在当地安居；并协助270, 000多名难民在中国重新定居，约 

1，300^难民在老挝重新定居。

B •开支

22. 1 9 7 9年至1 9 8 3年间难民专员办事处在本地区的总开支约为6*85 

亿美元。附件一（表2 )按年度对这一支出进行分类，以便同所审议的难民专员 

办事处这五年中每年的总支出加以比较。1 9 7 9年东南亚难民业务活动占难民 

专员办事处总支出的56.2%。自此以来，这一比例不断下降，降至1 9 8 3年 

的2 0 • 4%，这表明与其它地区的情况相比，该地区难民问题的严重性正在减少。 

难民专员办事处在东南亚地区的支出水平表明办事处在根据形势需要调动和发放相 

应资源方面的工作很成功。1 9 7 9年至1 9 8 3年间难民专员办事处为本地区 

难民每人支出500美元。

23•难民专员办事处在从本地区其它方面获取对难民的支助方面也同样取得了 

成就。一些第一庇护国政府靠自己的资源一一特别是工作人员一一来完成各种为 

难民服务的工作，而地方社会和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则单独工作或与也在本地区内积 

极活动的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提供一系列重要服务。这些非政府组织将其 

很大一部分资源，工作人员和后勤经验用于援助难民的项目。其中一些组织为难 

民专员办事处的业务伙伴，下文将谈到它们。此外，联合国系统的一些组织，如 

粮食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和儿童基金会对本地区的一些难民项目提供了支助；若 

干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经合发组织国家的政府则向难民营和难民中心直接捐助现金 

或实物。来确定这些形式多样的国家和国际援助的货币价值，它们对作为东南亚 

难民业务活动主要筹资者的难民专员办事处来说，无疑发挥了不可缺少的辅助作用。

24.但是，不能完全肯定这种种资源投入，其中包括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投入是 

以充分估计难民需求的性质和程度为基础•而且彼此之间相辅相成，以避免出现重 

复相浪费.虽然检查员承认大多数难民问题具有紧急性，通常难于切实查明并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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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难民ï#求和所有可能获得的援助，但他认为难民专员办事处必须在估算难民援 

助需要和采取更有系统更加协调的方法来满足这些需要方面起更加积极的领导作用. 

这种方法应能使办事处更合理、更具有成本效用地布署其资源.对其他组织、特 

别是在本地区活动的许多非政府组织直接支助的援助活动进行补充.在这方面， 

1 9 8 0年在难民专员办事处总部设立的紧急救济股可发挥最大作用.

.25.通过根据国别对难民专员办事处开支的分析，可以看出根据各国难民的相 

对人数对资源进行分配的一般布局（见附件一表3 ). 检查员意识到，由于各国 

难民的需求和项目不同，各种特别方案在资源分配方面没有什么灵活机动的余地，

而且难民除难民专员办事处资金外可从其它方面获得援助等因素，因此通常不能使 

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各不同国家难民身上花费的人均开支近于一氣 由于存在这些 

可变因素和许多其他的因素，难民专员办事处在难民身上花费的人均开支必然因国 

而异.但是，应指出一些明显的差异，因为它们着重表明了检查员的实地调查结 

果.

26.例如，在菲律宾相新加坡的难民的居住和服务情况一般大大优于在香港和 

泰国的难民•检查员意识到在菲律宾的难民处理中心得到人们特别关注，因为那 

里的大多数难民都被接受重新定居，在离开之前必须进行紧张的有关语言相适应新 

环境的培训.I 9 8 3年，在菲律宾的难民获得的资源的难民专员办事处在本地 

区花费的资源的1 0%(大都为一般方案），虽然其人数只占处于难民专员办事处 

保护下的印度支那难民总数的I . 3%. 1 9 8 3年在香港的难民人数与过去数

年一样，占第二位，仅次于泰国难民人数《 与在菲律宾的难民相比，他们得到的 

生活便利较少.’但是，尽管居住条件拥挤，各难民营相“关闭中心”的生活条件 

一般令人满意；但朱Ü难民中Ü外.该中心设施破旧，卫生条件差.虽然 

在香港的难民中有很大一部份人能通过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来满足其物质需要，因而 

无需获取难民专员办事处的额外救济援助，至少应改进一些营地的基本设施，难民 

可从自已收入中捐助出部份资金.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已指出，办事处已做出努 

力以纠正在不同国家中人均开支不平衡的现象，特别是在粮食相医疗开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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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在过去五年中难民专员办事处志愿基金预算（一般方案）有很大一部分用 

于东南亚难民问题；与此相比，1 9 7 9— 1 9 8 3年间经常预算下的开支占难民 

专员办事处经常预算总支出的2. 6%. 例如，1 9 7 9— 1 9 8 0年难民情况 

严重，最应该直接大量动用难民专员办事处曰常工作人员，而其时难民专员办事处 

经常预算开支中却只有1. 8 %用于该地区；这两年中，其志愿基金总开支中则有 

5 0%用于该地区，此外，正如附件一表2的统计数字所表明的，经常预算过去 

数年在本地区的开支与志愿基金不同，每年情况都变化不定，一般趋于增加，与难 

民问题严重程度的减少适成反比*

28. 这一分析表明，办事处对其用于支助外地业务活动的经常资源相预算外资 

源调配不当/虽然难民专员办事处章程第2 0条规定其主要经常业务活动资金由 

经常预算提供，办事处采用了以预箕外资源支付在东南亚的大部份外地行政开支的 

方法.在这方面，检查员意识到，由于难民专员办事处在世界各地的业务活动近 

年来有所扩大，而其经常预算基本不变；行政开支中必须由志愿基金支付的部份正 

在不断增加（1 9 8 3年占7 0 %左右）.

2注秘书长和高级专员于1982年对经常预算和预算外资源分摊难民专员办 

事处行政开支的问题共同进行了审议（见秘书长的报告：A/c. 5/37/1, 1 9 8 2 

年7月）。虽然审议提出了经常预算和志愿基金分摊难民专员办事处行政开支的 

基础，但有一个问题它没有解决,，就是根据难民情况的范围和严重性确定调配经常 

预算资源的一个适当比例，以有效地执行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基本正常外地工作。

鉴于难民情况总是在不断变化，在发展中地区尤其如此；高级专员必须能够根据外 

地需求的变动调动和分散其经常资金和工作人员。难民专员办事处认为，工作人 

员的工资是由经常预算还是由预算外资源支付这一问题对于向难民提供援助来说无 

关紧要。办事处认为在预算外资金下设立员额，必要时再由执行委员会核准， 

是一种远比在联合国经常预算下设立员额灵活机动的安排”。但是检查员并不建议 

就此在经常预算下设立新的员额。而是对办事处现有的经验丰富的日常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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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更为适当的调配，以完成其实地工作。（见下文有关权力分散到外地第as- 

as 段落 ）。

3Q根据主要活动类型对开支进行的分列(附件四表4 )表明在过去五年中， 

与用于促进寻求永久性解决办法的资源相比，资源相对集中在救济援助上，尽管检 

查员意识到救济援助常常也包括长期解决办法。这种支出情况反映出近年来本地 

区难民数量不变：正如导言部份指出的，去外国重新定居的机会已经减少，而就地 

定居在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固然是最便利的解决办法，在东南亚各第一庇护国却 

还不是一种成功的办法。鉴于这种情况，可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论点，支持所有有 

关各方加倍努力，以寻找自愿遣返的途径。

31•表4中有关方案支助和行政管理的数字证实了先前提出的看法，即难民专 

员办事处为在本地区实施规模巨大而复杂的难民业务活动而动用的行政管理和经常 

方案资源相当稀少。与经常预算相同，有关方案支助和行政管理的开支在过去五 

年中有所增加，与东南亚外地业务活动量的减少适成反比。

32L检查员意识到，难民专员办事处首先不是一个法定的业务机构，它依靠它 

的业务伙伴来执行和管理其援助难民的项目和方案。在^亚地区，这些伙伴主 

要是各国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它们一般有自己的行政和后勤资源。此外， 

难民专员办事处认为，它仍希望自己是一个非官僚主义的机构，它在这一地区业务 

增加并不一定就会使其工作效率增加。因此，除了补充征聘“ L ”级的工作人员 

外，难民专员办事处尚未考虑通过下放总部人员在该地区设立较大机构的可能性。 

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谨慎使用办事处行政管理和方案资源的方法。但是正如本 

报告其它部佾将要指出的，由于办事处过分依赖不熟悉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政策和业 

务程序的执行机构和项目工作人员来履行其管理职能，结果不能令人满意。否则 

这可能是一种值得推荐的办法。这种过分依赖性阻碍了难民专员办事处在本地区 

外地机构的监督和协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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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外地机构

33.高级专员在本地区难民集中的国家设立了外地办事处或其它形式的代表机 

构。目前在1 1个国家中有这种代表机构；在这次调查中，这些机构包括在缅甸 

印度、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办事处和在澳大利亚的区域办事处。附件二开列了那些 

有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的国家并提供了 1 9 8 3年和1 9 8 4年在每个国家的工作 

人员数字。

34在澳大利亚的区域办事处负责监督南太平洋地区若干国家和领土的业务活 

I 在东南亚的外地机构与它不同，不是根据区域而是根据国别设立的，彼此之 

间没有什么相互作用的关系。各办事处通过东南亚区域局直接向总部报告。

35•外地机构网的职能大致与区域局的职能相同，尤其包栝下列重要活动：

⑻促进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各项目标；同各国政府、外É使团《联合国机构. 

其它政府间相非政府组织以及新闻界保持关系；

(^)通过确保各国政府执行公认的庇护原则、促使加入并在可行时执行有关的 

国际难民条约，向难民专员办事处所关心的人提供保护；

⑻向总部转交分析报告和评论，或在适当情况下直接处理政府就援助提出要 

求；

(d>估算难民的需求，与政府（并在适当时与执行机构）协商制定满足这些需 

求的物质援助措施； ’

⑹确保经核准的难民专员办事处方案和项目得到实施；

(幻在国家一级协调资金筹措《公共新闻和对外关系等活动；

(g)不断向总部提供有关所负责国家的政治.法律-社会耜经济事态发展的情 

况，协助高级专员制定有关该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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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高级专员的外地代表是各外地办事处的负责人。他们负责使上述:^得到 

有效实施，也同样负责难民专员办事处外地机构的所有行政管理，财务相预算业务 

活动。难民专员办事处手册中题为“对外地办事处的行政管理和财务指令”的第 

九章谈到这方面的各种业务活动，提出在人事《财政、预算和一般事务职能方面授 

予外地办事处很大的行政管理相财务职权。. $

37•上述各段表明，外地机构实际上拥有难民专员办事处总部四个司的i尊贵 

任相职能，即国际保护、援助•行政与管理和对外关系。曼谷办事处的内部组织 

形式反映出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所有责任相职能；但除此之外，东南亚各外地办事处 

主要注重两个职能：保护相编制方案。每个办事处（办事分处除外）有一名代表，

并至少有一名保护专员* 一名方案专员 两人中有一人被指定为副代表----- 相若

干，般事务人员。在行政管理和财务管理方面，没有由预算支付的专业人员员额。 

难民专员办事处在本地区花费很多资金，需要对庞大而复杂的难民业务活动进行有 

效的行政和/或财务管理，而当前在这方面竟几乎没有提供预算设立专业员额，这 

疏忽实在令人困惑。虽然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的职务说明要求他们履行这一重要 

职能，实际上行政和财务方面职能所占据的地位大大低于保护和方案编制职能一一 

事实上这些职能主要是由当地征聘的办事员完成的。他们不知道如何运用联合国 

工作人员服务细则、财务细则湘各顼规定，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培训。结果常常出 

现混乱现象。

38•这一缺点表明东南亚地区难民专员办事处各外地办事处面临一个较大的问 

题，即鉴于它们要履行多种责任相职能，若干办事处显然工作人员不足。正如附 

件2所表明的，每个外地办事处（曼谷除外）目前有2—3个由预算支付的专业人 

员员额，总数为4 2个（第33段提及的外地办事处除外）。这一数字比1 97 9 

年专业人员编制水平高出3 1 %。 难民危机缓相以后，预算支付的工作人员资源 

有所增加；但并没有解决本地区一一特别是香港相新加坡一一工作人员短缺的问题, 

尽管难民专员办事处专业人员员额总数增加了 1 6 8%,由1 9 7 9午的150^增 

加到1 9 8 4年的40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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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由于缺少难民专员办事处外地日常工作人员，大多数外地办事处不得不大 

量依赖“1”级工作人员，以应付外地业务活动的速度和工作量。仅曼谷办事处 

就在这一级别下雇佣10名以上专业人员（大多数为？一2)。 其它外地办事处 

也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这种级别。虽然“i”级工作人员的作用应适当限于各种业 

务活动，但他们在外地办事处服务的内容包括难民专员办事处经常方案的所有职能， 

如保护、为难民提供法律和咨询服务-新闻，甚至还有办事处行政管理。他们当 

中有许多人在难民专员办事处所负责的领域缺少经验，因为他们大都是从外国非政 

府组织征聘来的。但是鉴于缺乏外地日常工作人员，有理由推断如果没有“i ” 

级工作人员提供的服务，各外地办事处的工作不会有什么进展。

40. “ i ”工作人员级别一般是在出现难民危机时作为一种临时补救措施，坚 

它正日益被当作难民专员办事处外地经常人员的一部分而加以采用。不能认为这 

是加强难民专员办事处在本地区以及在其他地区的外地机构的另一种明智可行的办 

法。由于外地办事处除去履行高级专员的许多责任职能外应负责难民专员办事处 

的大部分法定职责和业务活动，因此如果握这些极为重要的外地任务交给没有什么 

经验的其他人员，而让难民专员办事处最有资格和经验的日常工作人员留在总部， 

看来是不妥当的。鉴于这一点，检查员要求考虑所提出的下述加强外地机构的行 

动。

41. 一顼新的外地工作人员员额政策。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办事处及其区域和 

国家级别的外地办事处员额方面显然需要一项更加统一和全面的政策。以便使其 

具有充足人员对难民局势的要求做出相对反应，并履行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所有责任 

和职能。东南亚外地办事处网络目前的工作人员编制显示有一些不当之处。例 

如在检查员访问的一个国家中，一名P — 3级的专员同政府官员和各非政府组织保 

持联系，处理难民的各种需求，独自履行保护、方案编制、行政管理、甚至业务活 

动等项职能。这一极端的例子表明必须有一项使工作人员资源符合难民需求的较 

为统一的政策，其中包括下述两个内容：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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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明确确定费用由志愿基金支付，在各外地办事处工作的“ i ’’级工作人员 

的作用和职能；目前他们不应履行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核心方案职能，因为 

将这些职能交给业务工作人员必然对高级专员所担负的责任产生有害的影 

响。

⑼在适当考虑到难民局势有所不同的情况下，外地办事处的组织和_编制 

一般在原则上应反映出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国际保护、方案编制和援助洁动 

的协调、行政和财政经营管理和公共新闻等领域中的基本责任和职能。虽 

然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作为外地办事处的领导应对这些不同职能负责，他 

不可能是所有这些领域中的专家，因此需要得到有经验的专门从事各不同 

领域工作的工作人员的支持。此外，如下文中将进一步论及的，行政和 

— 财务管理职能的级别应予以提高，并由有经验的合格工作人员执行。

4Z权力下放。对于一个基本上在外地一级完成其任务的组织来说，难民专 

员办事处的整个员额编制结构目前似乎过于集中在总部。总部和外地机构专业人 

员级别以上所有员额目前的谷配情况分别为1 9 0个（4 7% )和2 1 2个（53%)。 

但是在考虑到P —4级以上的高级员额时，这一比例就出现相反情况：总部1 I 2 

个（56%)，外地87个（4 4 %)。 这一分析表明，虽然由于难民情况特别 

是发展中地区的难民情况一一的增多而使难民专员办事处专业人员总数在过去10 

年中增加了四倍，办事处安排工作人员的方法与开展业务活动初期相比却没有明显 

进展。这些调查结果表明，如果因某些国家和地区难民问题严重紧急和难民专员 

办事处开支水平太高而需要加强外地机构，难民专员办事处可以根据一项灵活的旨 

在加强这些地区和国家中外地办事处的员额安排政策，将其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大 

量分散到外地去。

43.不错，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员额管理政策强调专业人员的外地服务和经验，

在晋级和给予不定期合同时予以考虑，并鼓励人们去外地服务。但是，有关工作 

人员在各不同工作地点（包括总部）的标准工作期限的内部政策准则弁未考虑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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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况变化莫测，需要在很短时间内在总部和外地机构之间，甚至在地区和国家之 

间对工作人员进行调动和重新分派，以便迅速有效地对新出现的难民情况作出反应。 

检查员的结论是新的难民专员办事处员额管理政策应优先考虑逬一步把工作人员分 

散到外地机构。

44区域性概念。在考虑加强难民专员办事处外地机构的方法和途径时，高 

级专员应认真研究能否对难民情况采用一种更为明确的区域方法。虽然在办事处 

目前的组织结构中总部设有一些区域局，外地设有一些区域办事处，但实际上难民 

专员办箏处的区域概念和面向区域的倾向看来十分薄弱。这种情况很明显。例 

如，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外地业务活动都是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并不着重解决难民 

问题时开展国家间合作或对各国的难民政策进行区域性或分区域性协调和统一运用 

等政策。世界难民情况正日益表现出独特的具有政治、文化、甚至经济性质的区 

域和分区域特征；这些情况在得到难民专员办事处和整个国际社会适当支持的情况 

下，可能在区域范围内得到解决。.

45. 难民专员办事处似乎意识到这种方法的重要性，最近任命了两名区域协调 

员，一名负责非洲角地区，一名负责东南亚地区•但这是一个有期限的临时性措施- 

只强调指出目前的区域性安排还不够•检查员建议在难民专员办事处所有活动领域中 

采取一种更有系统，更积极的面向区域的作法*随后以东南亚地区为开端，加强其 

外地区域性机构《新的安排除了别的以外应包括在地区一级把某些特定职能汇集起 

来，如法律服务（东南亚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正在这样做），新闻（必需同联合国新 

闻中心（新闻中心）合作予以大大加强），本地新闻界和教育机构•项目评价•财 

务监督和审计职能等^得到加强的外地区域机构应拥有足够权限，以促进各国办事 

处之间的合作，.并把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工作人员重新调配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以满 

足不断变化的需求》

46. 检查员在调查过程中注意到，难民办事处在进行东南亚地区日常业务活动 

时几乎没有利用各国的专业人员•在马来西亚，根据事务人员扩大计划，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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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4名本囿方案专员，得到很大益处。在泰国，当地的一^事务人员担任安置工作 

职员，他们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易于同难民交 

谈，并了解难民的社会文化状况.看来将会根据一项将于1 9 8 5年I月生效的 

新的本国专员计划，将一些本国工作人员晋级为专业人员检查员对此表示完全 

支持，并敦促加强使用本国的专业人员，作为加强外地办事处的补充措施•虽然在 

其政府机构属于难民专员办事处业务伙伴的某些国家中.，难民专员办事处实地方案 

的实施和执行进程已有大批政府人员参加，但是如果使经验丰富的本国高级官员更 

直接地接触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工作，就会获得更多的好处，特别是在与各国政府进 

行外交接触，促使舆论了解难民的困境，寻找就地安置的机会和促逬各种加强陆路 

和海上寻找庇护者安全的措施等方面。

— 47.方案支助和管理，本报告前面部分已强调指出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其东南亚 

业务活动这一领域中动用的资源太少。根据难民专员办事处近期在这一地区的开支 

水平.方案支助和行政事务实际上应不断获得人们更为认真的注意„虽然办事处大 

大加强了总部的行政事务和管理制度，外地办事处并没有做出类似的改进。它们的 

财务管理程序和监督尤其需要立即改进。检查员得出结论.，在五年期内东南亚地区 

在难民专员办事处整个志愿预算支出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与此相比，它在难民专 

员办事处方案支助和行政事务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1 〇%上下，因此应向东南 

亚的外地机构提供更多的经验丰富的行政相财务人员.

48. 此外，还应考虑制定财务监督职责，由合格的专业人员担任：他们具体负 

责监督所有财务活动，并对付款《银行业务和投标程序以及财务管理的其它方面进 

行长期监督。对于较小的办事处来说，这一职能应集中在分区域或区域一级（如第 

4 5段所建议）•这种监督制度将可防止在东南亚及其它地区出现重大的财务管理 

不善的问题，从而使高级专员能更有效地履行其职责.

49. 上述调查结果与难民专员办事处在本地区其它某些方面的活动有关，特别 

是它所承担的保护，援助规划和协调职责。下文各节将加以讨论。•

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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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保护职责

5Ô.根据章程赋予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保护难民的职贵是多方面的。例如，其中 

有：所有与确定难民地位有关的问题，给予庇护，防止推回或驱逐、随意拘捕或恣 

意采取警察行动，促进自动遣返或家庭团聚，颁发身份证或旅行证件，并确保难民 

享受到经济及社会杈益。此外，章程还要求难民专员办事处促进各国加入国际难民 

文件，熟悉国内有关难民的立法并在必要时设法加以改进。

51 .各成员国提供的慷慨援助和合作对难民办事处有效完成其上述根据章程而 

负担的保护职贡来说是甚为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总的说来，东南亚 

的情况一直是如此。难民专员办事处在非政府组织及该地内外各国政府的配合下从 

事了大量的工作。这种出色的国际团结一致的行动是值得强调的，囡为由于这种行 

动，迄今为止已经重新安顿了近一百万印度支那难民。从这些统计数字来看厂难民 

专员办事处及国际社会所从事的工作确实十分杰出。

52.但是，东南亚的难民情况绝对没有结束。事实上，由于近来在广泛的国际 

范围内出现的某些趋向和困难，这一情况反而更糟了（见第二章）。东南亚的“前 

线国家”及其人民表现了极大的愿望向该地区为数空前的难民和寻求庇护的人提供 

避难所，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只是暂时的。可能是由于这些国家及当地的居民在 

本国领土上分担大批难民造成的负担时作出了种种牺牲的缘故，该地区的一些政府 

已经对难民及要求庇护者釆取了十分严格的限制措施。

53•—般说来，批准接受难民只是暂时的，条件是安置到第三国去。不推回的 

原则在所有情况下都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而难民们长期被限制在拥挤不堪的难民 

营里的现象也带来了种种艰难和困苦。为了阻止寻求庇护者大规模涌入，还采取了 

种种的“拦阻”措施〇由于海盗在南中国海上对寻求庇护者进行袭击，而且过往的 

船只对海上难民日甚一日的苦难视而不见，这种局面更进一步复杂了。正是在这种 

富有排战性的局面下，人们应该评价一下难民专员办事处在该地区行使保护职贵的 

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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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确定难民地位〇继难民危机爆发之后，确定难民地位的工作由于寻求庇护 

者大批涌入一事异乎寻常而受到限制，尽管成千上万的人过去和现在都获得临时庇 

护。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寻求庇护的人都能被承认为难民，某些政府继难民危机 

出现后采取的确定难民地位的程序看来是有些专断的。

55. 显然，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没有充分照顾到这种难民成群却走的情 

况；而且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国家一级保护难民及寻求庇护者的权利的工作^宙所发 

挥的作用也由于其他有关方面（特别是直接参与对東埔寨组织紧急救援的有关方面） 

承担起了更为明显的领导作用而黯然失色。但是，继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国际上展开 

令人赞许的首倡行动之后，执行委员会在1 9 8 1年津议采取了一系列在难民潮的 

局面中保护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措施〇除了别的以外，执行委员会并紧急呼吁，必 

须在大规模的难民潮中充分保护寻求避难的人，例如在尚来安排长期解决其问颡时 

给予他们最起码的待遇，并在国际上团结一致，协力帮助接受大批寻求庇护者的国 

家方面作出有效的安排。执行委员会还重申，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严格遵守不推回 

的基本原则，包括不拒绝难民超越边界的原则。

56. 尽管难民大批涌入的情况在过去几年中有了很大的缓和，但是确定新来者 

的难民地位是否合法的工作对某些国家而言仍然是个问颜，因为它们相信越来越多 

新到的寻求庇护者并非是逃避迫害的政治难民，而是为了在其祖国以外的地方寻求 

更好的经济和生活待遇的移民者。难民专员办事处到现场工作的现象从一开始就很 

少见，而且也微不足道，直到今日情况仍是如此〇办事处手中有关难民的大部分资 

料都是第二手甚至是第三手的。它没有适当的机构来查证众多的难民要求，从而也 

无法证明这些要求是否属实。鉴于有这些缺陷，难民专员办事处对难民问颜并没有 

直接和全面的了紙> 在泰国和香港情况尤为如此，因为检查员在那里从现场获取的： 

直接回授资料非常之少。在协助各国政府确定难民地位的合法性及津立一个直接从 

第一手来源获取资料的较为可靠的资料库的工作上，难民专员办事处必须发挥更为 

直接的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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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反海盗方案。为了使漂泊海上的寻求庇护者免遭海盗的频繁袭击1982 

年制定了一项反海盗方案，规定由泰国皇家政府和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十二个捐款 

国采取行动。在随后几年中，该方案逐年扩大8虽然拘捕了一些海盗嫌疑犯， 

但是很难确定这项目前耗资3 0 0多万美元的方案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减缓海 

盗行径的发生。尽管尚无精确的统计资料，但是据估计近年来已有数以千计的难 

民葬身于南中国海。这也许是自难民专员办事处成立以来一个难民情况造成的最 

悲惨的损失。1 9 8 3年6月，高级专员设立了一个海事问题专家工作队，负责 

研究反海盗的活动，并就如何改进这一工作提出建议。这个由澳大利亚、挪威及 

美利坚合众国的海军军官组成的工作队访问了该区域的有关地区，并就改进工作效 

率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结果任命了一名反海盗协调员，以便贯彻上述建议， 

例如派遣顾问帮助改进资料收集工作，并评价工作所需的技术设备。为此目的， 

该地区的一个成员国已经提供了用于这类行动的设备。

58. 在海上救援寻求庇护者》 国际海事法中已经明确规定，过往船只有义务 

救援在海上身陷危难的人一不论其是否印度支那难民。猜想如果在南中国海上行 

驶的船只履行这一义务，那么在公海上遭海盗袭击的“船民”人数就会大大减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海上救援寻求庇护者的工作会对反海盗方案发挥辅助的作用。

59.但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这首先是因为船民人数众多，其次还因为沿海国 

奉行了严厉的庇护政策，或是拒绝被救援的难民登岸，或是在其将被安顿到别处的 

前提下只允许其留居极短的时间。结果是，船主们怵于救援身陷危难的难民，因 

为他们袒心事情会掩延下去，对能否在下一个停靠港口交卸责任也毫无把握。难 

民专员办事处迄今为止已作出了种种值得称道的努力去战胜这种困难局面。难民 

专员办事处发起了两项计划（一项业已在实施之中），即登陆和重新安置计划及海 

上救援和重新安置计划。登陆和重新安置计划于1 9 8 0年开始实施。它的目 

的是负责解决不能确定船旗国是否会保证安置难民时出现的种种问题。人们希望 

不久的将来能在试行海上救援及重新安置计划，赴步鼓励各国政府促进船主和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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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救援寻求庇护的人，并为难民登岸及沿海国随后的安顿工作提供方便。此 

外，办事处加强了同国际海事组织及非政府运输机构的合作性安排，以便加强救援 

船民的措施。

60. 虽然作出了上述安排，可是仍有迹缘表明，在南中国海上救援失散的难民 

的船只减少了，从而被救援的难民人数也减少了。 从现有的统计资料来^•，到 

1 9 8 4年底只有不到7 . 5 %的难民被救起，这比前些年都要少。要;f懋防止 

出现这种过往船只对难民不予理睬的现象而又得不到各国政府及整个国际社会无保 

留的积极合作，那么除已采取的措施外高级专员所能作出的抉择就十分有限了。即 

使基于纯粹人道主义的立场而稍微放宽一下沿海国当前针对在海上被救援的难民所 

采取的庇护政策，也会进一步鼓励人们去救援乘船外逃的难民，这些人的境遇通常 

比庇护条件稍奸的陆地难民更糟。

61. 有秩序离境方案。同上述计划相比，为越南人及其他出国以直接赴定居

国一特别是美国一的人制定的有秩序离境方案迄今为止一直进展顺利。仅今年一 

年，就有24500名越南人根据这一方案得到了安顿，从而使1 9 7 9年方案制定 

以来受益者总数超过了 70000 (数字截至1 9 8 4年1 0月底为止）。这一直 

是一项可行的计划。检查员认为，如果以各种现有的方法扩大并加强这一计划， 

那么这就会大大减少冒生命危险从海上出逃以寻求庇护的越南人的数目》 如果要

进一步加强和扩大有秩序离境方案，那么就必须全面而综合地考虑到难民专员办事 

处针对船民发起的各项计划：和泰国政府共同作出的反海盗安排、登陆及重新安置 

计划、海上救援和重新安置计划以及有秩序离境方案，因为所有这些计划都是相互 

联系的。当然，最终的根本目标并不是设想并发展出种种方案特别去为那些并无 

适当理由到别处寻求庇护的人逃出越南铺平道路。最迫切的目的是解决难民问题。 

因此，凡是旨在长期解决问题（特别是以自动遣返为途径）的种种努力同在上一段 

讨论的所有计划相比都显得更为紧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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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持久的解决办法,在非洲、欧洲及拉丁美洲，就地定居或同化是解决难

民问题最现成、最常用的方法，而在南亚的国家则不然• 由于文化、伦理的平衡、 

人口从多及其他方面的考虑，这些国家迄今为止尚未考虑作出这种决择.到第三 

国去重新定居是到现今为止唯一的一种持久性解决办法• 而自愿遣返这种看来最 

能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到目前为止只对为数极少的老树难民犮挥了作用_ 198

0年人们并试图把大批留滞于泰国的東埔寨难民遣返回国，可是没有成功，原因是 

难民对当局雇用负责遣返工作并在他们到达边界时为其作安排的应征者时所便用的 

手段持怀疑态度.要设想把这些人——特别是“山地部落”，即尚未注册安顿到 

第三国去，条件似乎还不成熟.但是，这种现象并不应排除下述可能性，即由高 

级专员在最高的政治级别上采取行动，同联合国秘书长及难民专员办事处执行委员 

会的主管成员逬行舍作，以加紧接融并采取倡议，从而作出一些可能而必要的尝试, 

为受其保护的印度支那难民所面临的问题》谋求持久性解决办法• 在这方面，应 

考虑是否可能召开一次由与该地区难民问题有关的所有国家参加的区域性人道主义 

会议，以使得到具体的办法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

E.援助活动

63 •从金钱的观点来看，援助活动一直是难民专员办事处在东南亚开展的工作 

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见附录的表4 ) • I 9 8 0年，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对该地 

区的难民物质援助方案上就耗资I • 4亿多美元，而I 983年的相应数字则是

5 8 0 0万美元.援助活动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重新定居和就地定居计划（持久 

的解决办法以帮助难民们在新的社区之中同化，二是护理和维持方案，以维持 

在营地和处理中心等待的难民的生计.在中国及印度支那地区开展的活动主要倾 

向就地定居，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包括这样一些具体的方案s建立农场、学校1 

医院和卫生系统及运输体系等等.这些方案的目的是，在难民集中的地区建立一 

种正常的生活秩序并使他们达到高度自给自足的状态，检查员认为，这类项目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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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继续作为难民专员办事处援助方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务，尤其是因为如果返回祖 

国的难民生活条件有了全面的改善，便会大大促逬下一步的自愿遣返工作•

64 •护理和维持方案在难民导员办事处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 

新加坡及泰国等地的活动中所占比重要大得多，因为这些地区的国家当局并未设想 

就地安置为数可观的难民.在这一名目下所作的维持工作包括提供每日的必需品 

(食品、保健及卫生、位所及有关的基本设施、运输^教育和技术培训）• 除难 

民专员办事处提供的物质援助外，居住在第一庇护国的难民还由东道国政府和一些 

志愿组织提供重要的援助.因此，在该地区提供和执行难民援助计划的工作方面 

的组织安排显得看来有些复杂，所以这些工作也就需要难民专员办事处有明确的政 

策及开展活动和合作的报导方针，以便使办事处能对外地的活动及开支进行有效的 

控制.

65 •援助政策的体系.难民专员办事处章程第I 0条规定由高级专员经管他 

收取用以援助难民的任何官方和私人款项，并将其分发到他认为最具资格从事此类 

援助的私人机构及有关的官方机构.因此，难民专员办事处总是尽可能作为一项 

政策性的工作努力通过一个工作合伙伴来执行其物质援助方茱，而不是直接去这样 

作，难民专员办事处的《紧患事项手册》指出，办事处w根据章程独有责任向难 

民提供国际保护，并努力最终解决他们的问题.当然，此种独特性并不是作出安 

排向难民实际提供及分发紧急援助物品这一工作的特点” • 办事处认为显而易见, 

通过国家组织成熟知某国情况的组织来执行方案的作法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些政府 

及非政府组织，，在直接执行援助难民方案的工作上所具备的经验和专门知识同难民 

专员办事处相比不相上下，或者更胜一筹一这一工作通常不属于难民专员办事处 

的职能”，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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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难民专员办事处章程第I条规定在拟议的执行安排方面得到各国政府的同 

意。因#办事处的政策是协助政府对紧急的难民情况负起全面的责任，特别是协助 

它估计各种需求，研究出满足这种需求的援助方案，并监督和控制方案的执行。办 

事处“始终有向捐献者说明适当开支情况或其捐款使用情况的职责”。

67. 难民专员办事处援助政策的另一项关键内容是，直接让难民参与规划及执 

行援助方案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借自助活动及赢利工作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通 

过上述方法来提高难民营及社区自给自足的状态。

67.检查员认为，总的来说，这一政策体系是健全的，而且也符合难民专员办 

事处的章程及有关的大会决议.同时，办事处好象还必须避免生搬硬套，机械地执 

行这些政策指导方针，在发生一起难民问题后办事处、政府及执行方案的伙伴各自 

承担的作用的问题上尤为如此.虽然检查员也承认，难民危机经常涉及安全、政治 

及其他敏感的国内问题的考虑，因此，必然会使东道国政府在致力于对付这一危机 

的工作中起到主导作用，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如果难民专员办事处也及时地公开进 

行干预，就会大大有助于有关国家政府确定难民问题的实际规模，切合实际地作出

估计，并-------- 查明各种需求，从而找出具有成本效率的方法去满足这些需求•如果

事先及时作出这类安排，这肯定会有助于难民专员办事处在一起难民问题的各个阶 

段起到协调和监督的作用.

69. 在东南亚一一特别是泰国一一处于难民问题爆发之际的紧要关头，难民专 

员办事处在现场的工作有些拖沓，且效率不高，这与泰国皇家政府，其他诸如儿童 

基金会和粮食方案一类属于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及众多直接同国家当局携手工作的非 

政府组织所发挥的突出而及时的作用形成鲜明的对照•

70. 项目管理系统（PMS).由于近年来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工作直.线上升，因 

此办事处进一步加强了它的管理方法和指导方针•经过几年的试验和改进，1983 

年终于制定一套全面的概念性体系，用于指导制定.审查、执行.管理及评价项目 

的工作。这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管理手段.该体系的某些内容早在1 9 8 3年以前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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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开始使用，例如，确定难民需è,项目拟定，预算制定^监督和报告，自我评 

价及反馈等方面的指导方针•外地工作人员对项目管理系统的所有内容尚未充分熟 

熟，但是检查员注意到，虽然迄今为止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实施了该系统的内容， 

却已经开始豉得可喜的成果，并已预示出援助方案在未来会有良好的效力a评价和 

反馈工作尤其如此•

71. 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由于根据评价特派团的建政采取了一些矫正行 

动，项目管理工作方面已有了重大的改进，而且在完成某些项目的工作中成本节余 

高达3 0 %。这些初步成果说明，除在项目一级要作自我评价外，还需进一步加强 

中央评价的职责。应该考虑到是否有可能把评价工作的职能分散到区域一级，使之 

比较接近外勤工作。这一点，上述第4 5段已经建议过了#办事处目前的工作是在 

外勤工作中推动项目管理系统，并确保外勤官员及执行机构的工作人员能有效地贯 

彻其中的主要内容。

72. 实施工作及其成果.难民专员办事处在该地区的援助方案主要由政府机构 

实施，再次一级由志愿组织实施.目前，在八个囿家正在实施大约十二项重要的项 

目，各耗资5 0多万美元.在过去几年中，办事处在该地区受难民问题影响的国家 

中共为5 0多个此类的项目提供了资金#这些项目通常是一些综合性多部门的成套 

服务项目，其中有：营地建造、食品援助.保健及卫生、教育.语言及技术培训. 

社会福利服务及运输等等.实施项目工作受“执行文件”的制约•这些文件除其他 

事项外还规定了法律体系.各种目的、投入和输出，此外，这些文件还载有关于各 

方在具体工作、财政管理.监督、报告及全面管理的工作方面所负责任的强制

定.这样，有关每一项目的执行文件均载有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伙伴有效实施项目及 

办事处本身完成它对捐献国所负责任时所需的基本规定和保障条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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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由于有了这些规定，总的说来，难民专员办事处在该地区支助的项目迄今 

为止都顺胜实现了各自的目的，尽管起初也曾遇到一些困难，而且在管理方面也存 

在一些弱点（这些问题下面再讨论），最近发表的中期评价报告也赞成上述意见。 

作为难民专员办事处支助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的语言及技术培训工作在帮助难民莸取 

基本实际技巧方面成效特别显著。一般说来，保健服务工作大体上也令人满意。 

检查员十分赞许地注意到人们已经开始重视位于泰国的难民营的初级保健网的工作， 

因为在那里提供资本密集的复杂医疗服务开始显得不适应难民的社会及文化的实际 

情况，而且容易使人看不清需要的是预防性医疗方案，而不是治疗性医疗方案。在 

某些情况下，这些服务工作的范围扩大到了当地的居民地，从而也缓和了难民和当 

地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保健方案的一顼内容，许多难民受到训练，担任助 

理医务工作人员（助理、护士、助产士及实验室技术员），从而减少了难民团体对 

外来救援工作人员的依赖程埂。即使象检查员所了解的那样，人们难以在分配网 

络中完全消除挪用食品及管理不当的现象，然而泰国境内某些营地中有关获取及分 

发食品以及食品质量的工作仍然可以作出很大的改进。如果逬一步使获取物品的 

来源多样化，并改进偿付程序，食品项目的质量和数量也许会有所加强。

74•该地区由难民专员办事处提供资金的各项援助活动有一个重要特点，即这 

些活动都具有目足自给的突出趋向：难民参与各项计划，实施及管理活动，并受到 

训练，互相帮助。由于在这些项目的帮助下难民自立更生的能力提高了，所以在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难民已在某种程度减低了对外援支助的依赖性，从 

而也就节余了开支。在香港，许多难民通过技术培训方案找到了赚取收入的职业， 

从而也就满足了自身的需要。

75.在实施和管理援助方案的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有如下一些：

执行文件并不总是得到工作合伙人的严格遵守，而且这一问题似乎在政府执行 

机构中比在非政府组织中更常见。在某一国家，政府部门经常把获取工作这一类 

的项目职能分散给难民专员办事处外勤工作人员报告说他们无法干预的省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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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难民专员办事处遇到严重困难的地方正是这些政府部门所执行的顼目。此外， 

执行文件明文规定的定期进度及财政报告的内容也不总是十分精确的，而且也不及 

时提出，有时竟迟迟提不出来。

76.莸取物资和服务的工作并不总是在竞争的基础上进行的(尽修目协 

议中有此项规定），即使展开竞争，招标程序有时也由于地方商业界的影响'友物资 

和服务价格上涨的趋势等原因无法避免各种弊病。常有的情况是，在开始招标时 

(在菲律宾的粮食招标除外）难民专员办事处无人代表。而且难民专员办事处也 

常常无法获得执行机构同提供者签署的协议副本。这一切现象都有碍于办事处对 

使用资金及获取的服务工作的质量实行控制。审计委员会在其1 9 8 0年以来的 

各项年度报告中也提出了上述问题。由审计员建议作出的改进也部分地列入难民 

专员办事处的采购工作指导方针。但事实上，由于一些执行机构未充分给于协作, 

而且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外勤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控制工作效率欠佳，所以要把这些改 

进意见付诸实施就相当困难了。

77.在其1 9 8 2年的报告（A/37/5/Add.5)中，审议委员会一方面承 

认有效监督和控制各项活动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伙伴是否愿意合作，一 

方面敦促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外勤工作人员进一步注意控制恰当执行合作者达成的协 

议中规定的管理及财政条款的工作。此外还建议难民专员办事处审查关于采购及 

分发物资和服务的基本合同规定是否已准确地照章办理，难民专员办事处还应尽可 

能经常在重要的报价竞争活动开始时到场。检查员完全赞成上述建议，因为同审' 

计员在^ 9 8 2年起草这些报告时的情况一样，这些建议仍然是正确的，无疑是健 

全的行政措施。

78.对外勤工作的协调也许是难民专员办事处在该地区所发挥的作用中最薄 

弱的一个环节.在新加坡，难民专员办事处鉴于该国政府已决定由该办事处负责 

管理难民营的工作，就为各种实际目的展开了全面的活动。因此，务项工作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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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活动进行得顺利而有效。参与工作的一•些志愿组织受难民专员办事处的监督。 

相反，在其他一些国家，中心协调工作大都由政府进行，并较多得到难民专员办事 

以外的志愿机构的协助，在香卷马来西亚及泰国等地尤为如此。作为泰国处理

所有难民问题的主要协调机构的泰国残废人服务协调委员会（见下）每月在曼谷召 

开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府代表、执行机构、难民专员办事处、联合国边境救 

济行动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难民专员办事处在该委员会中的作用显得不大。

79 .通过上述回顾，检查员更加确信必须按照第4 1 一 4 8段的建议增加难 

民专员办事处外勤常设员额数，并提高其级别。本研究报告中指出的部分管理上 

的缺陷一一特别是难民专员办事处对其提供资金的各项活动所进行的监督、检查及 

协调工作不力的问题一可以在将来得到纠正和预防，只要能针对一起难民事件的规模 

适当配备外勤官员，尤其是给外勤官员配备富有经验的行政及财政官员。尽管办 

事处不是一个业务组织，但是这绝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可以适当地注重对其外勤业务 

进行全面监督的工作，和确保难民所获援助符合执行文件的规定的工作。高级专 

员述职的贵任本身就足以证明，必须进一步研究难民专员办事处所起到的人道主义 

作用中这一非常实际的外勤工作问题.

四.工作关系 

A.难民的原籍国

80.印度支那难民及流离失所者主要来自柬埔象越南和老树，而这三个国 

家均不是国际难民文件的签约国。难民专员办事处已在这三个国家设立了代表处。 

由于办事处的作用在原则上是非政治性的、纯粹人道主义的，所以它具有独特的有 

利地位在所有有关自愿遣返工作的问题中发挥的中间人的作用。在进一步于第三 

国重新安置大批难民方面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自愿遣返也许是人们所能设想到的唯 

一根本性持久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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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对难民专员办事处来说，遣返工作必须是自愿的，即遣返必须是人身安 

全及政治安全得到保障的返回者所真心愿意的.迄今为止好象只有老概提供了 

这种保障，所以2 5 0 0多名老挝难民已返回祖国。为了确保该国能应付返回的 

大批难民，恐怕还需改善基本的社会基础设施，以便难民专员办事处进一步提供遣 

返援助.

82 •难民专员办事处同越南保持的工作关系主要集中在前面讨论过的有秩序 

离境方案及留居在该国的21，000名左右柬埔寨难民的问题上.

83.关于遣返柬埔寨难民的问题，难民专员办事处和金边当局举行的谈判尚 

未取得突破。自1 9 8 0年遣返数千名柬埔寨难民以来，难民专员办事处一直在 

为返回家园的人实施一项援助方案。如果进一步用政治方法解决柬埔寨问题，便 

可以设法进一步把难民大规模遣返粟埔寨.同时，难民专员办畢处可采用的一种 

适当方法是继续加紫同有关国家进行接触，在最高政治级别上谋求人道主义的解决 

方法。

临时庇护国

84.上面曾提过，主要的临时庇护国是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 

坡、菲律宾及泰国。所有这些国家中唯有菲律宾加入了1 9 5 1年的联合国公约 

及1 9 6 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其他国家虽然不是上述文件的签约国，但 

在历史上它们却一贯对难民予以接待，并将其纳入自己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去。据 

报告，在大多数情况下难民专员办事处同这些国家当局的关系颇为友好融洽。但 

是，这种关系中偶而也出现一些紧张的情况，特别是因为在1979年难民危机高 

潮之时出现了大规模推回的事件，例如：把数以千计的船民拖回大海，或是把寻求 

庇护的人大批地驱回原籍国；另外，某些国家目前在奉行及采取违背国际保护难民 

和寻求庇护者原则的政策和行动。此外，前一章也曾提过，少数国家在管理及具 

体工作上遇到的问题所产生的原因是，难民专员办事处同往往不严格按项目规定办 

事的国家执行机构无法缺乏充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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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虽然第一庇护国出于文化、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尚未接受在其领土上 

就地安置难民的原则，但是它们向难民提供了大规模的实物援助，例如行政及方案 

支助服务、实物基本设施及用来设立难民营地和开展自助活动的场所等。

86 •人们应该较以往更加重视关于难民的舆论宣传及推动国际难民法的工作。 

难民专员办事处向该地区派遣的新闻官员为数极少，而它们同联合国新闻中心之间 

几乎也没有任何工作关系。对处理难民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起到制约作用的不是国 

家的宪法，也不是国际难民法，而是以本国为出发点的实际考虑。因此，检查员 

建议难民专员办事处应利用联合国新闻中心、地方各大学及其他公共机构促使人们 

对该地区难民的状况作进一步的了解。同时，还应继续努力帮助该地区的国家发 

展一个类似非洲统一组织中非洲成员国所通过难民公约的区域性或分区性难民公约.

重新安顿国

87。对印度支那的难民来说，迄今为止所达成的唯一大规模永久性解决办法是 

将难民安置到第三国去。到1983年12月31日，绝大多数的难民被安置到 

美国（654, 000多人），其次是中国（272, 000多人丄，法国(93, 000多 

灭)、加拿大（90, 〇〇〇多人）、澳大利亚（87厂000多又）、西德（22, 000多 

人）、英国（16, 000多人）、台湾（13, 000多人）、及其他大多数在西欧的国 

家，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国际难民文件的签约国，而且也是难民专员办事处 

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但是，许多有可能重新安置的国家却在进一步收缩其入境许 

可的政策，结果是近年来重新安置的比率锐减，而且许多难民及寻求庇护者的地位 

也颇成问；。

m然这些国家所代表的限制性入境许可政策给高级专员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了 

但是据报这些国家同难民专员办事处之间的关系还相当好。在检查员看来，办事 

处的主要捐献者特别向高级专员表示对高级专员办事处总部在管理工作上作出的改 

进及难民专员办事处就使用自愿基金提出的收入情况报告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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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

89 .难民专员办事处通过签署谅解性备忘录已同一些联合国系统的组织确立了 

正式的合作关系（救灾专员办事处、儿童基金会、国际劳工组织及教科文组织）。 

但是，联合国各机构并不有系统地正式参加难民专员办事处在该地区实施的援助工 

作，只有稂食方案和救灾专员办事处除外：前者为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援助计划提供 

大批的粮食（尤其是在泰国），后者的作用只限于泰束边界地区。开发计划署曾 

为一个地区项目（RAS/82/016 )提供过资金，这一项目有一部分内容是帮助难 

民的。除此项目外，开发计划署在该地区开展的国家及国家间方案并不包括任何 

以难民为目标的项目，原因是难民享受的只是临时庇护，而要使用开发计划署的指 

示性规划»鑛惠难民的项目提供资金，就必须征得国家当局的批准。儿童基金 

会和世界$生组织曾在难民专员办事处提洪资金的一些项目中提供过特别咨询服务。 

检查员注意到，难民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i统内其他组织在培训工作人员及交换工 

作人员的问题几乎未进行过任何合作，在行政、项目管理及评价等领域，因为在这 

些领域中此种合作对难民专员办事处特别有益。

非政府组织

90.总的来说，在该地区开展由难民专员办事处提供资金的援助方案的工作中， 

难民专员办事处同非政府组织进行的合作与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相比，进行得要较 

为紧密和有系统。同非政府组织保持的这种亲密的工作关系符合办事处章程的规 

定，该章程特别提到，只要有关政府同意，就应协助私人组织及私人促进难民自愿 

遣返或将难民纳入新社会的工作。该章程还授权难民专员办事处协调这些私人组 

织的活动，并把资金分发给那些被认为最有资格向难民提供援助的组织。难民专 

员办事处还在总部设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联絡股，该股同全世界大约25〇t•非政府 

组织保持联系。这些组织在捐款国补充了难民专员办事处动员资金的作用，在这 

些国家它们已经能切实向大众特别是向其政府转达难民所关心的问题。因此难民 

专员办事处同非政府组织所保持的关系对有效完成其使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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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将近1 0 0个非政府组织目前参加了在东南亚地区援救难民的工作，仅在 

泰国大约就有六十个。它们为了满足难民的需要提供了多种菔务项目，包括医疗 

服务和辅助性营养方案8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同难民专员办事处确立了正式的工作 

协议，从而在保#难民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查询亲人服务，即协助 

印度支那的难民查询自己的家人，并帮助他们团聚。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还在泰国境 

内的两个难民营设立了一些医院。这些医院是该国境内向难民提供外科手术设施 

的唯一机构。移民问题政府间委员会专门负责给难民登记，并将其送到重新安置 

国。例如，香港地区几乎所有与重新安置难民有关的表面工作都是由该委员会一 

年经办的。

92. 章程赋予难民专员办事处协调非政府组织开展的福利活动的能力因国家而 

异，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能力一般都比较薄弱。总的说来，政府起的是中心协 

调的作用。在泰国，难民专员办事处非政府组织——包括执行由难民专员办事处

提供资金的援助项目的组织——发生的影响微不足道。起初是泰国政府而不是难 

民专员办事处邀请志愿组织在难民危机暴发时给予援助。因此，从难民问题产生

之初，难民专员办事处对非政府组织具有的领导作用和权威就已经被削弱了，而随

着时间的流逝它的地位也没有多大的变化。虽然这些非政府组织在泰国及在别处

所作出的贡献十分可贵（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必不可少），可是好象其中有一些组织

更关心的是自我宣扬在国际上出风头——从筹集资金的活动中给人以好的印象——

而不是真正协助满足难民的需要。

93. 泰囯的大约4 5个非政府组织成立了一个名叫泰国流离失所者服务协调委 

员会的组织。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与泰国政府、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 

及重新安置国和捐款国大使馆来往时代表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利益”。自1975 

年成立以来，该委员会对国家当局及在所有与泰国难民有关的重大问题上所具有的 

影响均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对难民专员办事处依据章程而具有的协调作用产生了 

不利的影响。这+委员会有一个颇大的秘书处，并正在努力争取承认为一个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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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及造福难民的正式国际组织。检查员关注的是，鉴于该委员会在有关泰国难 

民局势的问题上有根深蒂固的利害关系，所以它有可能进一步莸得发展，从而妨碍 

——不是协助——难民专员办事处有效完成其职责，尤其会不利于办事处迅速而持 

久地解决难民问题。尽管检查员希望这科可能性不会成为事实，但是难民专员办 

事处至少应该同泰国流离失所者协调委员会达成一项正式的工作协议，明确规定各 

方在有关泰国难民的问题上所承担的主要职责和任务。这样的一项协议应该充分 

保护难民专员办事处依其章程所具备的各项职责和职能，并适当强调其领导作用。

五.主要结论和建议摘要

94 •联合国难民专员办事处在整个国际社会齐心协力支持下经受了东南亚地区

的一次重大难民危机，尽管遇到了棘手的种种障碍，但是难民专员办事处自危机暴 

发以来采取了多种倡议，并开展了许多工作，因此迄今为止有近1 0 0万的印度支 

那难民在以西欧和北美的重新安置国为主的国家内找到了永久的安身之处。这是 

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它可能是难民专员办事处有史以来采取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洲际 

行动。办事处在筹集资金的工作上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就。自1 9 7 9年以来， 

它在该地区的多目的性紧急援救难民的活动中总共经转了大约7亿美元的款项。此 

外，它还吸引并发掘了当地及外来援助的其他资源，特别是来自非政府组织的资源; 

由于这些组织致力于难民事业，并积极参与外勤活动，难民专员办事处迄今为止在 

该地区履行其职责的工作才取得成功。

95.由于所遇到的空前的难民问题起初就极为复杂，所以困难是注定要产生的, 

从而也试验了难民专员办事处着手处理一起巨大难民危机的能力。尽管高级专员 

在争取解决危机所必须的政治支持及财政援助的工作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可是并 

非所有的困难都已经克服。其中的一些困难导致惨重的后果，例如数以千计的‘船 

民”因登陆困难、遭海盗袭击和劫持及过往船只坐视不救等原Ë而在大海上死于非命。 

该地区第一庇护国奉行的限制性难民入境政策也倾向于妨碍（即使没#且妇.贯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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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基本原则。同样，，由于潜在的重新安置国越来越不愿意接 

受大批难民，加之确定难民地位的程序也日益严格，所以高级专员在设法持久解决 

仍在营地的大批难民的问题时能作的选择也随之缩小。

96. 除了这些政治性的问题外.人们在外勤工作中还发现了一些组织及管理方 

面的问题。其中大多数困难发生的原因是.难民专员办事处在该地区的外勤单位太 

弱.于是办事处也就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执行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来行使日常的 

外勤职能。最近在总部开展的行政及管理改革尚未反映到外勤办事处这一级上。行 

政职能主要是由经验不足的地方办事人员负责。财政管理制度相当薄弱.而且对难 

民专员办事处提供资金的活动所汫行的监督及协调工作效率也欠佳。检查员得出的 

结论是.既然根据章程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发生难民事件时应起到主导及协调的作用. 

那么在发生一起难民问题之后就应该大力加强其外勤常设人员编制〇

97. 鉴于上述事实.检查员特作如下各项建议

加强外勤常设人员编制

高级专员应根据下述方针来考虑发展一项新的配备外勤工作人员的政策：

建议1:组织外勤办事处

并为其配备工作人员

(a)鉴于不同国家及地区的难民情况有不同的特点•难民专员办事处外勤办事 

处应配以适当的设备•从而能在国际保护、援助活动的规划和协调、行政及财政管 

理和新闻等领域行使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基本职责与职能。

(切外勤办事处的行政及财政管埋职能应予升级并由难民专员办專处经验丰富

的合格常务工作人员负责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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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应在外勤办事处设立财政控制和管理的职能•并由负责具体职务的合格专 

业人员行便这些职务.以便监督所有的财政活动.并对付款、银行业务及招标工作 

的程序进行长期的控制。对较小的办事处来说.这一职能可集中在分区或区域一级. 

即置于一个中心财务司长的直接领导下。上述措施最好通过把人员由总部分散的方 

法来实施（如下面所建议的）。

建议2:工作人员的分散

如采取新的配备外勤工作人员的政策.那么高级专员即应有足够的灵活性和余 

地把经验丰富的总部工作人员分散•以加强难民专员办事处在下述国家和地区的外 

勤工作人员编制；东南亚地区及其他一些鉴于难民情况严重和难民专员办事处开支

庞大而必须象建议1所建议的那样充分配备难民专员办事处外勤工作人员的地区。

建议3:区域着重事项

既然要把总部工作人员分散到外勤地点.高级专员就应适当强调加强难民专员 

办事处外勤区域结构的工作.同时给外勤工作配以适当的资金，赋以适当的杈力。 

新的安排应该包括的一项内容是，把某些专门职能集中在区域一级.例如法律服务、 

新闻、项目评价、财务控制及监督职能等。区域代表应有足够的权威提出一项本区 

域对难民问题的综合性设想.促进国家官员之间的积极合作.并把工作人员从一国 

到另一国作重新安排.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

建议4:国家官员计划

作为加强外勤办事处的另一个手段.难民专员办事处应该加紧利用经验丰富的 

高级国家工作人员.最好是把他们从政府中借调一段具体时间.但需由难民专员办 

事处挑选.并由它支付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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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职能

建议5:持久性解决办法

(a)高级专员应该继续加强其高阶层的接触.以便利用一切可能性为在其保护 

之下的印度支那难民谋求持久性解决办法。

(切在建议5⑻方面.高级专员及难民专员办$处执行委员会应考虑是否有 

可能召开由印度支那难民问题所有有关方面参加的区域性会议.以便找出具体的办 

法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⑼高级专员应加紧同东南亚各国政府进行接触.以便放宽对一般性的难民一 

尤其是对在海上邁救的寻求庇护者■一实施的国家庇护政策。

建议6:难民要求的核实

在协助东南亚各国政府核实难民地位方面的要求这一工作中.难民专员办事处 

应该在外勤地点发挥更明显的领导作用.并应设立一个尽量由第一手资料取材的可 

靠的难民资料库。

援助活动

建议7:难民需求的估计

每当发生难民问题之后，难民专员办事处即应立即发挥带头作用，协助有关政 

府就难民情况的程度所需救济援助的规模和性质、和这种援助在当地和外部可能有 

的提供者等方面确定可靠的数据。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实施援助项目及方案之前都 

应该作出这种详细分析。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应保证对援助项目的监督和协调工作能 

有系统地进行，以便使工作取得效率，并使各种投入能彼此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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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8 :执行伙伴

难民专员办事处应加紧进行其项目监督和财政控制的工作，以确保实施工作的 

伙伴能严格遵守项目协议的规定，在根据竞争的原则获取物品及服务的工作中尤应 

如此，在这方面，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外勤工作人员看来必须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以保证审计委员会在过去三年中提出的有关项目管理和财政控制的改进意I能得到 

有效的贯彻. '

建议9 :赚取收入的就业

在难民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及其他有收入的活动方面，应考虑到这些工作是否能 

对改善难民营的状况及其基本设施有所贡献.

建议10.•同泰国流离失所者服务协调委员会达成的正式协议

难民专员办事处应该同泰国流离矢所者服务协调委员会达成一项正式的工作协 

议•该项协议应明确规定双方对在泰国接受难民专员办事处保护的难民所分别承担 

的各项贵任和任夯，并应充分保护难民专员办事处根据其章程所承担的责任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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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î:关于印度支那难民及难民专员办事处 

~在东南亚开支的统计资科~

(1 9 7 9- 1 9 8 3 )

表1•印度支那难民的人数 

(ÏÏ/中心数字，截至年底)

临时庇护的国家 ir 9 1MO ISfll WM 1<ÏMMh. < Mm < Ma € tu 破

香港 55,705 13.7 20,959 i.a 13.542 12,624 6.2 12,770 7.7
印度尼西亚 32,224 8.0 4.49< 1.5 4*191 a.7 7#*74 ，.5 6,056 5•备

54.«6 a.5 12,164 5.9 9M5 4.2 •.440 4.1 10.077 6.0
今术四 5.315 1.3 3,789 X.2 ‘•CM 2.ê 1.9 2.256 1.5

i国(船上及陆地 271,5S2 67.0 261,165 M.5 192.990 M.t itt.909 82.6 132.96X 79.6
装他国突 6.U1 1.5 6*364 2.1 3.9W 1.7 3,4SI 1.7 3.061 1.8

共计 405.253 100.0 5〇e,937 100.0 WfM 100.0 100.0 167,141 100.0

表2.开支总数 

(以千美元计）

年
用于所有地区及全局性 

活动的开支
在东南亚及大洋洲的开支

正常预算 自愿基金 总数毛额 正常预算 百分比 自愿基金 百分比 总额 百分比

1 2 4 1到！ 5到2 6 6到，

1979 11,839*6 269.995.4 281,0». 2 ‘ X.9 190,1)0.9 58.5 W.355,5 56.2
I960 12,714.5 496,956.0 509.670.5 X99.7 1.4 205.556.» 40.9 805,556.6 39.9
xm 13.5Ô4.4 474,256.5 487.640.9 653.6 • 4.6 X4〇fM〇«$ 29.7 141.6U.1 29.0
19S2 13.211.6 406,959.9 420,171.5 257.8 2.0 10J,X<5.5 25.3 103,423.5 24.6

1903 13,562.0 597,657.8 4U9219*B 376.5 2.» 05«M9«a 21.0 64.0460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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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在开展活动的国家的开支 

(以千美元计)

国家
1979 1980 196X 1962 1903

激额 % 数额 数额 * 数额 * 数额 *
中国 6,202*5 4.1 11••12.3 M 9.啦.9 6.8 n9266.e 10.9 6.729.6 a.o

香港 U9〇eS.3 7.3 13.352.5 “ •.355“ 5.9 5,556.4 5.4 4f7X0.0 5.6

印度尼西亚 24,751.< K.3 6.7 11,587.5 8.2 9,149.6 e.e 6.745.7 8.0

考鉍人民共和国 5.097.5 3.4 5.1M.3 2.5 2.517.6 1.8 1,306.9 1.5 1.532.6 1.8

鸟来西亚 50.545.9 19*9 15«2«〇.7 7.5 11,073.3 7.8 9,264.9 e.9 7,911.〇 9.4

菲律宾 17,22，.0 U.3 9.5 15,5«〇.2 9.6 11,026.0 10.7 8,609.2 10.2

泰国 45*064.7 30.1 n.iu.9 4a.o 43.9 39.918.5 38.6 32.642.3 36.9

越南 5.7〇«.1 3«t 119287.6 5.5 9.826.9 6.9 4,l〇e.3 4-0 4.350.5 5.2

其他国家 5.798.9 3.» e.i 12,866.0 9.1 11,825.9 11.4 10,817.4 12.9

共计 152.092.5 100.0 203.W.0 xoo»o U1.6U.1 100.0 103,425.3 100.0 84,046.3 100.0

表4.按主要活动分配的开支 

(以千美元计）

年 总数
项目支助和管理 促进永久解决 救援和其他支援活动

数類 % 数額 % 数额 %
1975 l”,〇92.， hm.2 2.4 21.561.9 14.2 126.799.4 6；.4
I960 203,299.0 4.9M.9 2.3 55.689.7 27.4 143,020.4 70.3
1961 141.6U.1 3.1M.0 3.7 44,921.4 31.7 91,505.9 64.6
1963 l〇3t423«3 4»60iv6 4.6 30.070.3 29.1 66,546.5 66.5
1983 04*046.3 4,86é.5 5.« 21,158.7 25«2 56,0250 69.0

资料来源：难民专员办事处文件A/AC.96/577, A/AC • 96/594, A/AC.96/606, A/AC. 9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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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1983-1984年难民专员办事处在东南亚的
外勤工作人员瓦

(XB-预算外基金,RB-正常预算)

1983 1984

XB RB XB RB JPO

中国 P 1 • • 1 2
GS 1 ■ • 1

香港 P

GS
3
4

■ 3
3 1

印度尼西亚 P 3 3
GS 6 - 2 1

老謎 P 2 1 1 1
GS 11 - 10 1

马来西亚 P 5
12

• 4 1 3
GS 2 12 2

菲律宾 P 2 • 2
4

■ 1
GS 5 1

泰国 P il 2 12 2 1
GS 18 3 10 4

越南 P 4 • 3 1 1
GS 2 _ 1 1

其他国家 P 6
4

• 7 1 1
GS 9 •

小计 P 37 2 35 7
GS 71 5 51 14

共计 108 7 86 21 10

资料来源:难民专员办事处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