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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载列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数额为 94 277 700 美元。 

 本预算是维持军事特遣队 2 000 人、国际工作人员 125 人和本国工作人员

339 人的经费。 

 联黎部队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所需资源总额，已通过按

两个构成部分（业务和支助）归类的若干成果预算框架与该特派团的目标相联系。

特派团的人力资源已按人数归入每个构成部分，但属于整个特派团的行政领导和

管理除外。 

 包括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的资源数额差异说明，已酌情与特派团计划的具体

产出相联系。 

 

财政资源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 

 支出 分配数 估计费用        差异 

类别 （2003/04） （2004/05） （2005/06） 数额 百分比 

军事人员和警务人员 40 465.1 40 637.0 39 143.1 (1 493.9) (3.7)

文职人员 30 673.5 31 946.6 33 937.7 1 991.1 6.2

业务费用 18 757.4 20 376.7 21 196.9 820.2 4.0

 所需经费毛额 89 896.0 92 960.3 94 277.7 1 317.4 1.4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4 340.3 4 685.4 4 715.7 30.3 0.6 

 所需经费净额 85 555.7 88 274.9 89 562.0 1 287.1 1.5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 - - - -

 所需经费共计 89 896.0 92 960.3 94 277.7 1 317.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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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军事特遣队 a 国际工作人员 本国工作人员 b 共计 

行政领导和管理  

 2004/05 年核定人数 - 6 5 11 

 2005/06 年提议人数 - 7 3 10 

构成部分  

业务  

 2004/05 年核定人数 2 000 - - 2 000 

 2005/06 年提议人数 2 000 - - 2 000 

支助  

 2004/05 年核定人数 - 119 298 417 

 2005/06 年提议人数 - 118 336 454 

共计  

 2004/05 年核定人数 2 000 125 303 2 428 

 2005/06 年提议人数 2 000 125 339 2 464 

 净变动 - - 36 36 
 

 

 a
 最高核定/提议人数。 

 b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见本报告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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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任务和计划成果 
 

1.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第 425（1978）

号和第 426（1978）号决议确定的。其任务期限最近一次经安全理事会 2004 年 7

月 29 日第 1553（2004）号决议延长。 

2. 该部队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 

3. 在这一总体目标范围内，该部队将于本预算期间提供下文各框架所载的有关

关键产出，为实现一系列预期成果作出贡献。这些框架归入两个构成部分（业务

和支助）。 

4. 如果能实现各项预期成果，就可以在该特派团任务期限内实现安全理事会的

目标，而绩效指标则是衡量该预算期间内在实现此种成果方面所取得进展的一个

尺度。特派团的人力资源已按人数归入每个构成部分，但属于整个特派团的行政

领导和管理除外。与 2004/05 年预算相比的人数差异，包括员额的改叙，已在有

关构成部分下说明。 

5. 联黎部队指挥官和首席行政干事办公室所在的部队总部设在纳库拉，离蓝线

约 5 公里，离贝鲁特 90 公里。部队联络、行政和采购办公室（联黎部队大楼）

设在贝鲁特。这些地点之间的一切人员旅行以及商品和服务运输，均由该部队办

理。 

行政领导和管理 
 

6. 全面领导和管理由部队指挥官办公室负责。 

表 1 

人力资源：行政领导和管理 

 国际工作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a

P-3-

P-1 外勤 一般事务 警卫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b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部队指挥官办公室    

 2004/05 年核定人数 1 1 2 - - 2 - 6 5 - 11

 2005/06 年拟议人数 1 1 2 - - 3 - 7 3 - 10

 净变动 - - - - - 1 - 1 (2) - (1)
 

 a 
一个 P-5 员额改叙为 P-4 职等。 

 
b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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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际工作人员。增设一个员额。已从军事支助股调动一个一般事务员额，执

行特派团总部调查委员会秘书的职务。 

 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减少两个员额。已将两个本国一般事务员额调往支助部

门。其中一个员额调给首席行政干事办公室内的安保股，另一个员额调给军事支

助股，以协助排雷活动。 

构成部分 1：业务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1.1 各方充分尊重蓝线。 
1.1.1 无跨线空中、海上、地面入

侵或射击事件。 

产出  

• 流动巡逻 178 850 人日（每支巡逻队 5 人×98 支巡逻队 X 365 天） 

• 观察哨所执勤186 150人日(每个哨所5人×51个观察哨所X两班×365天) 

• 沿蓝线空中巡逻 480 小时 

• 调查和业务调动飞行 180 小时 

• 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 2 份报告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1.2 使黎巴嫩政府在黎巴嫩南部的权威正

常化 

1.2.1 黎巴嫩当局在黎巴嫩南部

的影响扩大 

产出 

• 就黎巴嫩南部局势正常化与各方举行每周联络会议和每月高级别会议 

• 随时就可能引起冲突的问题对各方做调解工作，以缓解紧张局势 

• 在向当地居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与黎巴嫩当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西亚经济社

会委员会、联合国排雷行动处和非政府组织持续合作。合作领域包括需要

评估、提供专才和人力，并分发捐助者提供的物品 

• 在排雷方面持续合作，包括提供地图并与黎巴嫩当局和各机构交流清雷信

息 

外部因素 

 有关各方给予联黎部队充分的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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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1，业务 

类别 共计 

一. 军事特遣队  

2004/05 核定人数 2 000 

2005/06 年提议人数 2 000 

净变动 - 

 
 

构成部分 2：支助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2.1 向该特派团提供效果好、效率高的后

勤、行政和安保支助 

2.1.1 将局域网的带宽从 100MB

（2004/05年局域网的100％）

扩大至1GB（2005/06年局域网

的33％） 

 2.1.2 车辆事故 2003/04 年为 213

起，2004/05 年减至 192 起，

2005/06 年减至 173 起 

产出 

服务改进： 

• 落实为期 3 年的网络设备现代化方案第一年的工作 

• 为特遣队举办司机培训方案 

军事人员 

• 平均 2 000 名官兵进驻、轮调和返国 

• 在 42 个军事据点供应和储存口粮，供平均 2 000 名官兵食用 

文职人员 

• 管理平均 125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339 名本国工作人员 

设施和基础设施 

• 维护和维修 42 个军事据点,包括 977 个预制营房及 161 个坚固营房和办公

建筑 

• 维修共计 50 公里通往各军事据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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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和维修 16 个直升机停机坪 

陆运 

• 在 5 个地点维修 722 辆车，包括 50 辆装甲车 

空运 

• 经管和维护 4 架旋转翼飞机 

通信 

• 在 10 个地点支持和维护 10 台专用自动交换分机、1 500 部电话分机、2 个

卫星地面小站、600 台双向机动电台、300 架手持对讲机、40 台甚高频中

继器和 55 个微波站 

信息技术 

• 在 10 个地点支持和维护广域网、580 台台式计算机、45 台服务机、82 台

膝上型计算机、320 台打印机和 60 台扫描机 

医疗 

• 为特派团所有人员和遇到紧急情况的当地平民经管和维护 5 所一级医院和

2 个基本级医疗中心 

• 为所有人员经管和维护艾滋病毒自愿保密咨询和测试设施 

• 为所有人员开办艾滋病毒宣传方案，包括同行相互教育 

安保 

• 向 42 个军事据点、特派团总部和联黎部队大楼提供 24 小时的安保 

• 为 2 000 名军事人员、125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339 名本国工作人员开办 4

期安保意识和应急计划情况介绍会 

外部因素 

卖主/承包商/供应商能够按合同提供商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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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人力资源:构成部分 2，支助 

类别 国际工作人员 

文职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 
D-1 

P-5 –
P-4a

P-3 –
P-1 外勤

一般
事务 警卫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b

联合国志
愿人员 共计

行政司     

 2004/05 年核定人数 - 1 8 13 76 21 - 119 298 - 417

 2005/06 年拟议人数 - 1 8 13 76 20 - 118 336 - 454

 净变动   (1) (1) 38 37
 

 a 
两个 P-5 员额改叙为 P-4 职等。 

 
b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预期成果/产出 

预期成果：2.1 向该特派团提供效率高、效益好的后勤、行政和安保支助 

产出 

• 维护和维修 42 个军事据点,包括 977 个预制营房及 161 个坚固营房和办公

建筑 

• 维修共计 50 公里通往各军事据点的道路 

• 维护和维修 16 个直升机停机坪 

• 在 10 个地点支持和维护 10 台专用自动交换分机、1 500 部电话分机、2 个

卫星地面小站、600 台双向机动电台、300 架手持对讲机、40 台甚高频中

继器和 55 个微波站 

• 在 10 个地点支持和维护广域网、580 台台式计算机、45 台服务机、82 台

膝上型计算机、320 台打印机和 60 台扫描机 

• 在 5 个地点维修 722 辆车，包括 50 辆装甲车 

• 平均 2 000 名官兵进驻、轮调和返国 

• 在 42 个军事据点供应和储存口粮，供平均 2 000 名官兵使用 

理由 

• 国际一般事务人员：减少 1 个员额 

 军事支助股 1 个一般事务员额已调至部队指挥官办公室，为联黎部队总部调

查委员会执行秘书职务。 



 

 9
 

 A/59/654

• 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增设 38 个员额 

 已从部队指挥官办公室调走 2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员额。其中一个员额调至

首席行政干事办公室内的安保股，而另一个员额调至军事支助股，协助排雷活动。 

 提议增设 36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员额，以便把与特派团订有特别服务协定的

订约人转成本国一般事务人员。这些承包商目前在工程、运输、通信、信息技术

和军事支助领域履行核心职能。联黎部队不断需要这些承包商，他们有助于提供

上文所述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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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所需资源 

 A. 总体资源 

(单位：千美元。财务年度为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支出

(2003/04)

分配数 a

(2004/05)

费用估计数

(2005/06)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1) (2) (3) (4)=(3)–(2) (5)=(4)÷(2)

军事人员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 - - - -

军事特遣队  40 465.1 40 637.0 39 143.1 (1 493.9) (3.7)

民警 - - - - -

建制警察部队 - - - - -

小计 40 465.1 40 637.0 39 143.1 (1 493.9) (3.7)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b 17 743.9 18 099.5 18 143.0 43.5 0.2

本国工作人员 c 12 929.6 13 847.1 15 794.7 1 947.6 14.0

联合国志愿人员 - - - - -

小计 30 673.5 31 946.6 33 937.7 1 991.1 6.2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80.1 48.0 48.0 - -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

顾问 - - - - -

公务旅行 323.9 376.1 335.1 (41.0) (10.9)

设施和基础设施 6 351.9 7 264.5 9 178.7 1 914.2 26.4

陆运 4 629.6 5 485.0 4 445.6 (1 039.4) (19.0)

空运 1 489.4 1 521.6 1 648.7 127.1 8.4

海运 - - - - -

通信 1 508.1 1 465.9 1 326.8 (139.1) (9.5)

信息技术 1 164.3 1 121.5 1 220.1 98.6 8.8

医疗 641.2 799.7 763.0 (36.7) (4.6)

特种装备 622.9 608.2 531.2 (77.0) (12.7)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1 946.0 1 686.2 1 699.7 13.5 0.8

速效项目 - - - - -

小计 18 757.4 20 376.7 21 196.9 820.2 4.0

 所需经费毛额 89 896.0 92 960.3 94 277.7 1 317.4 1.4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4 340.3 4 685.4 4 715.7 30.3 0.6

 所需经费净额 85 555.7 88 274.9 89 562.0 1 287.1 1.5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 - - - -

 所需经费共计 89 896.0 92 960.3 94 277.7 1 317.4 1.4

 

 a 军事人员和警务人员支出类别与业务费用支出类别之间核定资源调整分配数。 
 b 2005/06 年费用估计数含 6％的空缺率，而 2004/05 年的空缺率为 4％。 

 c 2005/06 年费用估计数含 3％的空缺率，而 2004/05 年的空缺率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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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特遣队所属装备：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8. 2005年 7月 1日至2006年 6月 30日期间所需经费是按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的标准偿还率计算的，总额 3 512 200 美元，细节如下： 

（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数 

主要装备  

军事特遣队 1 935.5 

主要装备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伙食(厨房设备) 65.0 

办公设备 56.1 

电器 68.7 

小工程 39.4 

洗涤和清洁 390.1 

日杂用品 106.5 

通信  

通信 28.0 

医疗  

医疗服务 313.6 

特种装备  

爆炸物处理 110.7 

观察 398.6 

 小计 1 576.7 

 共计 3 512.2 

特派团因素 百分比 生效日期 最后审查日期 

A. 适用于特派任务地区    

 极端环境条件因素 0.5 1998年11月9日 无审查日期 

 频繁使用因数 2.30 1998年11月9日 无审查日期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数 0.00 1998年11月9日 无审查日期 

B. 适用于本国   

 递增运费因素 0.2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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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训练 
 

9.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训练所需经费估计数如下： 

（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数 

训练顾问 - 

公务旅行，训练 150.0 

训练费、用品和服务 176.0 

共计 326.6 

 
 

10. 这些所需经费用于陆运、通信和信息技术、工程、采购、供应和财产管理、

财务、新闻和政治战略领域的训练。 

 

 D. 未编入预算的捐助 
 

11.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未编入预算的捐助估计价值如下： 

(单位：千美元) 

类别 估计价值 

部队地位协定
a
 1 280.4 

共计 1 280.4 
 

  a
 包括纳古拉联黎部队总部租金（441 200 美元）、贝鲁特联黎部队大楼租金（333 500 美元）以

及黎巴嫩政府提供的军事据点（505 700 美元）。 

 

 三. 卡纳事件 
 

12. 大会第 58/307 号决议第 13 段再次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充分执行

大会第 51/233 号决议第 8 段、第 52/237 号决议第 5 段、第 53/227 号决议第

11 段、第 54/267 号决议第 14 段、第 55/180 A 号决议第 14 段、第 55/180 B

号决议第 15 段、第 56/214 A 号决议第 13 段、第 56/214 B 号决议第 13 段和第

57/325 号决议第 14 段，再次强调以色列应支付因 1996 年 4 月 18 日卡纳事件

所引起的 1 117 005 美元，并请秘书长就此向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续会提出报告。

这些决议通过后，这一数额已记作联黎部队应收账款。秘书处已就此 10 次写信

给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最近一封是 2004 年 10 月 27 日的信。但没有收到任

何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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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差异分析1 

提示  

 本节按以下四个标准类别所含的特定标准选项说明造成每项资源差异的最

主要因素： 

 

• 任务：差异因任务规模或范围变动或任务促使预期成果变动所致  

• 外部因素：差异因联合国以外各方或情况所致  

• 费用参数：差异因联合国条例、细则和政策所致  

• 管理：差异因管理部门为了更有成效（如调整某些产出优先次序或增设某

些产出）或更有效率（如采取措施减少人员或业务投入，同时维持同样水

平的产出）地实现计划成果而采取的管理行动所致，以及（或）因与同绩

效有关的问题（如低估了实现一定产出所需投入的成本或数量，或人员征

聘出现延误）所致 

 

  

 

差异 

军事特遣队 ($1 493.9) (3.7%)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13. 产生差异，主要是由于谈判达成比较有利的合同价格，对口粮储存和向军事

特遣队分发的控制得到改善，所需经费因此减少。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1 947.6 14.0%
 

• 管理：约聘人员纳入正规编制 

14. 导致差异的最重要因素是，与特派团订有特别服务协定的 36 名订约人转为

本国一般事务人员。这些订约人目前在工程、运输、通信、信息技术和军事支助

领域履行核心职能。联黎部队不断需要这些订约人。在 2004/05 财政期间，与这

些特别服务协定有关的经费在设施和基础设施项下列报。 

差异 

公务旅行 ($41.0) (10.9%)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15. 产生差异，是由于同训练无关的公务旅行减少，这主要是由于特派团持续努力

最大程度地利用替代办法，而不采用公务旅行的办法开展各项业务和支助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以千美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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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1 914.2 26.4%
 

• 外部因素：安保改善 

16. 产生差异，主要是由于修建、改建和翻修部队现有设施和基础设施的经费

增加。这些经费用来处理特派团开展安保风险评估后查出的安保缺陷和风险。 

 

差异  

陆运 ($1 039.4) (19.0%)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17. 产生差异，主要是由于改善了管理控制，使现有的零部件库存减少，因此

2005/06 年预算期间的零部件所需经费较少。 

 

差异  

空运 $127.1 8.4%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增加 

18. 所需经费增加，是由于直升机飞行时间从2004/05年的720小时增至2005/06

年的 780 小时。飞行时间增加，与训练有关，将有助于特派团直升机群的安全作

业。 

差异  

通信 ($139.1) (9.5%)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19. 产生差异，主要是由于特派团储备的零部件减少，这是因为改善了对零部件

库存的管理控制，并通过折旧和不补充的办法减少呆滞存货。 

 
 

差异  

信息技术 $98.6 8.8%)
 

• 管理：投入增加，产出不变 

20. 所需经费增加，主要是由于必须遵守实体安全和电子数据安全的现行指导方

针。要遵守这些指导方针，就必须采用 Stonegate 技术实施第二层电子安全。此

外，为建立远程服务机后备系统，需要增购服务机，以便在特派团主要现场服务

机系统受损时，关键应用程序能持续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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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特种装备 ($77.0) (12.7%)
 

• 管理：投入减少，产出不变 

21. 上一期间购置的探雷和清雷装备仍可使用，2005/06 年预算期间购置新装备

的所需经费因此减少。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22. 关于联黎部队经费筹措问题，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批款 94 277 700 美元，作为该部队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 12 个月期间的维持费； 

 (b) 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延长该部队的任务期限，按每月 7 856 475 美元的

标准摊派上文(a)段所载的数额。 

 六. 为执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和联合国审计委员会的要

求和建议而采取的后续行动摘要 
 

 A.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A/57/759/Add.6） 

要求/建议 为执行要求/建议采取的行动 

1. 委员会认为，到各特派团出差的工作人

员属于临时性质，这一点不应受到影响。

委员会要求采取措施，改善联黎部队临

时出差方面的情况，并在提交该特派团

的下次预算时报告有关情况。(第 20 段)

截至 2004 年 8 月 31 日，与

2004年 2月向委员会报告的情

况相比，临时出差工作人员减

少 22％。 

2. 委员会发觉，提供给它的关于旅行的资

料比较含糊。今后，为拟议旅行说明理

由而提交的资料，应直接与该部队执行

的具体活动/产出相联系。（第 22 段） 

已执行 

3. 委员会要求，今后向其提出的关于训练

所需经费的资料，除其他外应简要叙述

训练课程，说明工作人员训练的具体领

域以及预计取得的成果，即此种训练对

该部队所提供产出和所执行活动的影

响。(第 25 段) 

已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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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建议 为执行要求/建议采取的行动 

4.  委员会注意到，供国际工作人员使用的

车辆数量超过所建议的标准比率。委员

会要求特派团采取必要措施，使车辆分

配数符合标准比率。(第 27 段) 

已执行 

5. 委员会担心，委员会接受所需经费估计

数，会被人理解为委员会预断索偿谈判

过程的结果。此外，从执行情况报告所

载的实际谈判议定赔偿额项下的节余

看，行政当局对该项的预算往往过高。

因此，咨询委员会建议不要在杂项索偿

和调整数下编列拟议追加所需经费 428 
000 美元。委员会相信，特派团将以最

有利的条件了结一切尚未未结索偿案，

使联合国的费用尽量减少。委员会还要

求在 2004/05 年期间执行情况报告中载

列与了结未结索偿案有关的详细支出。

（第 28 段） 

特派团将在下次执行情况报

告中报告已理赔和未理赔的

索赔案。 

6. 委员会对审计委员会的审计结果表示担

心，即联黎部队待处置的剩余物品没有

妥善储藏，放置露天，因此处置时可得

到的收入可能减少。委员会请联黎部队

采取必要措施，更好地储存剩余物品。

（第 29 段） 

联黎部队已采取适当措施，确

保适当储存和保护剩余物品。 

 

 B. 审计委员会 

(A/58/5,Vol.II) 
要求/建议 为执行要求/建议采取的行动 

联黎部队待处置的剩余物品没有妥

善储藏，放置露天，因此处置时可

得到的收入可能减少。(第 52(e)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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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办公室 
(3 个员额) 

1 个本国干事、 
2 个本国工作人员 

附件 

  组织结构图 
 

 

 

 

 

 

 

 

 

 

 

部队指挥办公室 
(2 个员额) 

1 个助理秘书长，1 个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副部队指挥官 

咨询人员 
（5个员额） 

1 个 D-1、1 个 P-4、 
1 个 P-4

a
、2 个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军事参谋 军事单位 行政人员 

首席行政干事 
（2个员额） 
1 个 D-1、 

1 个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高级行政干事 
-预算 
-安保 

（7 个员额） 
1 个 P-4、1 个 P-3、1 个 P-2、

2 个外勤人员、 
2 个本国工作人员 

业务 人事 联络 后勤 

处长综合支助事务处 
(3 个员额) 

1 个 P-5、1 个 P-3、 
1 个外勤人员 

供应和合同管理科 
(14 个员额) 

1 个 P-4、1 个 P-3、 
4个外勤人员、2个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6个本国工作人员 

文职医疗主任 

(3 个员额) 
1 个 P-3、 

2 个本国工作人员 

调度 

(2 个员额) 
1 个 P-3、 

1 个本国工作人员 

工程支助科 
（65 个员额） 

1 个 P-4、1 个 P-3、15 个外勤人员、 
39 个本国工作人员、9个本国工作人员

b

通信和信息技术科 
（60 个员额） 

1 个 P-3、18 个外勤人员、 
1 个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32 个本国工作人员、8个本国工作人员
b

运输 
（79 个员额） 

32 个外勤人员、56 个本国工作人员、 
1 个本国工作人员

b
 

军事支助 
（68 个员额） 

50 个本国工作人员、 
18 个本国工作人员 b 

 
 

行政事务处 

财务科 
（19 个员额） 

1 个 P-5、1 个 P-3、4 个外勤人员、
13 个本国工作人员 

人事科 
（17 个员额） 

1 个 P-4、2 个 P-3、 
1 个外勤人员、6个一般事务人员（其他

职等）、7个本国工作人员 

采购科 
（28 个员额） 

1 个 P-4a、2 个 P-3、 
4 个外勤人员、4个一般事务人员（其他

职等）、1个本国干事、 
16 个本国工作人员 

一般事务科 
（87 个员额） 

1 个 P-4a、5 个外勤人员、6个一般事务
人员（其他职等）、 
75 个本国工作人员 

a
 改叙。 

b  
新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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