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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妇女署 2011 至 2013 年度战略规划》附件四 

加强联合国妇女署的一线存在 

1. 现状 

联合国妇女署的关键作用之一，是领导和协调联合国国家工作队集体，以满足各国为兑现

其国际和国内的性别平等承诺而产生的需求，并使其拥有来自包括联合国妇女署在内，所

有联合国性别问题专家的支持。为发挥好此项作用，就需要加强联合国妇女署在一线的工

作能力，以便根据各国的需求，提供相应的协调、领导和专业知识。只有在国家政府提出

要求，经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协商同意后，才能建立和（或）加强联合国妇女署在该国的

存在。 

2011 年 2 月，联合国妇女署完成了一线工作能力评估，评估显示，就目前分布在 75 个国

家和地区的相关部门中，机构大小、活动范围、以及复杂度方面各有不同。 

在联合国秘书长的《综合提案》中，提出在现有的和并入联合国妇女署的各机构基础上，

加强联合国妇女署在超过 80 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线存在。 

执行局在 2011 年 1 月做出决定，在《2011 至 2013 年度战略规划》正式出台前，提供一

笔预算经费作为临时补充之用，用以 15 个国家办事处核心工作能力的制度化，以及 2 个

办事处的项目要求。执行局还同意，在不会转为地区中心办事机构的 11 个分区域办事

处，将 6 至 7 名员额的基本架构办事处员额经费，由原本的项目资金支持转由支持经费支

付。在地区中心方面，执行局通过了基本办事处架构的方案，在巴拿马和开罗各建立 1 个

7 名员额的办事处，并向约翰内斯堡、达喀尔和曼谷各增派 1 名协调员，以增强这些地区

3 名员额办事处的工作能力，并将原本由项目资金支持的员额经费转由支持经费支付。这

将使在 2011 年通过各种形式，包括新增职位、升级现有职位、或将原本由项目资金支持

的员额经费转由支持经费支付，增强工作能力和制度化建设的办事处数量达到 34 个。 

2. 建议涵盖国家 

《战略规划》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最终能够向 75 个成员国提供“标准模式的支持”。所

建议的模式是根据建立联合国妇女署的决议和联合国秘书长的《综合报告》设计的，并在

全球合作伙伴调查、以及一线工作能力评估中得到了验证。国家政府和评估人员任务，

“一线工作能力评估标准模式”的四个建议方面都非常重要：（1）为符合国际和国内承

诺且基于证据的法律、规划、政策和预算的发展和执行提供支持；（2）向政府机关和非

政府组织中的性别平等倡导者提供支持；（3）帮助国家合作伙伴增强收集数据和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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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包括通过南南交流），以支持公共政策和项目的发展以及进程的追踪；（4）在驻

地协调员系统中领导协调工作，从而在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中提升其协同度和负责度。 

一线工作能力评估提出了关于工作人员最低补充标准的建议，所补充的工作人员由《两年

期支持预算》拨付经费，以便同其他联合国机构一样，提供“标准模式的支持”，包括： 

• 代表（国际层级，级别相当于其他联合国国家工作队领导层成员）。 

• 副代表或高级项目官员（NOC 级或 NOD 级，P3 级或 P4 级视具体国家情况而定）。 

• 项目官员（国家层级，NOC 级或 NOD 级）。 

• 行政助理 (国家层级，GS6 级)。 

• 司机或秘书（国家层级，GS3 级，仅限诸如共同筹资等经济手段不可用时）。 

• 在联合国安全和安保部以及安保专员认为必要的情况下，设置安保官员职务。 

在国家政府的要求下，执行由联合国妇女署提供支持，最大程度扩大涵盖国家范围的战

略。战略的实施向最不发达国家（或低收入国家）倾斜，并注意考虑到联合国大会第

64/208号决议关于在《战略规划》实施期间，同中等收入国家进行发展合作的主张，具体

包括： 

a) 2011 年，共有 34 个一线办事处在该年支持预算的帮助下得到加强，包括 17 个国家办

事处、15 个分区域办事处（其中 3 个与地区中心在同地办公）、以及 2 个地区中心。

在此基础上，建议另外加强 15 个国家办事处（不包括上述的 17 个国家办事处），使

其符合一线工作能力评估建议的人员配置标准； 

b) 2012 年，根据一线工作能力评估的建议，新增 20 个国家（加之继续加强上述的 17 个

国家办事处）在支持预算的帮助下获得加强，每个国家获得 5 名员额编制并实现满

编； 

c) 2013 年，根据一线工作能力评估的建议，另新增 21 个国家在支持预算的帮助下获得

加强，每个国家获得 5 名员额编制并实现满编； 

d) 为兑现联合国妇女署对最不发达国家（或低收入国家）的资金倾斜承诺，在 2011 年

接受支持预算资金的 34 个国家办事处中，有 13 个地处最不发达国家（或低收入国

家）。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妇女署将在 2012 和 2013 年进一步扩大所涵盖的国家范

围：（i）尽可能多地在最不发达国家（或低收入国家）建立国家办事处；（ii）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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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办事处或分管多个国家事务的分区域办事处，向最不发达国家（或低收入国家）

提供支持，到 2013 年年末实现联合国妇女署在最不发达国家的全覆盖。 

为了既节省又高效地涵盖尽可能多的国家，将采取下列步骤： 

a) 采用一对多的支持途径。如果通过在中心地区设立办事处能够为该地区的多个国家提

供支持且节约成本，联合国妇女署将会采取一对多的形式，以单个国家办事处为多个

邻近国家提供支持并代表该国事务。此途径适用于岛国和其他类似的国家地理位置分

布情况，同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处理方式也是一致的。 

b) 使用国家项目资金提供技术支持，并将其归为发展活动。使用核心、非核心、或根据

成员国的要求和可用资金的实际情况组合的两部分资金，为在联合国妇女署优先事项

专题下，向成员国优先事项工作提供支持的技术顾问提供经费。 

c) 要求机构驻地所在国分担开支。根据联合国其他基金和项目的经验，联合国妇女署将

会要求机构驻地所在国尽可能地分担开支，包括办公场所、其他基础实施费用、以及

建立办事处和在国家层面上为国家合作伙伴提供支持所需的技术咨询服务费用。 

d) 联合国妇女署将会致力于在其内部和整个联合国系统内，“极大提升”为联合国国家

工作队提供专门技术支持的能力，包括冲突发生、冲突后、以及人道主义危机发生时

联合国妇女署一线工作能力尚不够强的国家。 

三年中累计涵盖的国家数量，以及现有和新增的一线工作能力所带来的指向性财政负担，

如下表１和表２所示： 

表 1：累计涵盖的国家数量 

 2011 2012 2013 2011-2013 

建议支持预算拨付的一线存

在建设支出 
2011 年，执

行局在第一

次常会中批

准的，由支

持预算拨付

资金以增强

工作能力的

一线办事处

数量 

2012 年，由

两年期支持

预算拨付资

金以达到一

线工作能力

评估所建议

的 5 名员额

编制的一线

办事处数量 

2013 年，由

两年期支持

预算拨付资

金以达到一

线工作能力

评估所建议

的 5 名员额

编制的一线

办事处数量 

到 2013 年

年末，获得

加强的一线

办事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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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办事处 15* 20 21 56 

执行综合项目的国家办事处 2   2 

分区域办事处 15   15 

地区中心 2   2 

年度加强机构总量 34（其中 13
个地处最不

发达国家） 

20（其中 10
个地处最不

发达国家） 

21（其中 10
个地处最不

发达国家） 

75（33 个

地处最不发

达国家） 
通过一对多的形式纳入涵盖

范围的新增国家数量 
   20（15 个

地处最不发

达国家） 
涵盖国家总量    95 

 

表 2：地区、分区域和国家层级上，现有和新增的一线工作能力的开支预测 1

 

（指向性规

划数据有待预算方面核实，单位：百万美元） 

2011 $ 2012 $ 2013 $ Total $ 

A. 现有一线办事处     

34 个一线办事处（分区域 2 25.4 、地

区、国家） 
28.0 30.8 84.2 

为现有的 15 个国家办事处各增设 3
名员额 

 7.1 7.8 14.9 

小计 25.4 35.1 38.6 99.1 

B. 新增一线办事处     

自 2012 年起，新增的 20 个国家办

事处 
 16.2 17.9 34.1 

                                                            
1 这些预测具有指向性，并将在 2012 至 2013 年两年期支持预算讨论中得到进一步审查。 
2 随着国家办事处能力的提升，分区域办事处将会逐渐分解，退化为处理多国事务的办事处，涵盖 2/3 的国

家，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处理多国事务的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机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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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 年起，另增的 21 个国家办

事处 
  18.8 18.8 

小计 - 16.2 36.7 52.9 

一线开支总额 25.4 51.3 75.3 152.0 

C. 总部开支： 
现有工作能力（2011 年获得批准的

支持预算部分，以及 2012 和 2013
年的预测数额） 

26.1 31.8 35.1 93.0 

总部开支总额 26.1 31.8 35.1 93.0 

开支总额 51.5 83.1 110.4 245.00 

 

3. 联合国妇女署提供“标准模式支持”的国家选择建议标准 

为成员国提供标准模式的支持，是基于该国政府直接要求的，其过程中将会实时征询联合

国国家工作队的意见，以确保联合国妇女署所提供的支持是有价值的、能够满足该国和联

合国国家工作队需要的。本着以负责态度提供有力支持的原则，尽管目前对相关支持的需

求和提升其优先度的呼声高涨，联合国妇女署建议在选择相关国家时采用以下标准： 

a) 性别平等、妇女和女孩方面情况（国民议会中女性所占席位百分比率、受中等级以上

程度教育的女性人口（25 周岁以上，百分比率）、劳动力市场中女性所占比率、孕产

妇死亡率、15 至 19 周岁女孩中已婚、离婚或丧偶的所占比例、经历过暴行侵害女性

所占百分比率）； 

b) 国家的发展与收入水平（最不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 

c) 冲突期间、冲突后、以及其他女性面临危险境地的国家； 

d) 不平等问题突出的国家（基尼系数和其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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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工作能力评估——联合国妇女署一线存在情况概览》节选：3

• A类：由L-5 级或D-1 级别的国际工作人员领导的 15 个分区域办事处。与地区中心

同处办公的分区域办事处已用淡蓝色标出。

经过（2011 年 1 月）

一线工作能力评估，联合国妇女署的一线存在情况如下所示： 

4

• B类：由国际工作人员领导的 34 个得到项目支持的项目办事处。

 
5

• C类：由有固定期限合同或服务合同的国家专职人员领导的 26 个项目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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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出了冲突后和（或）派遣了联合国综合特派团的国家和地区 

所在地 存在类型 

布隆迪 B 

喀麦隆 B 

佛得角 C 

刚果（金） ** B 

科特迪瓦 ** B 

埃赛俄比亚 B  

加纳 C 

肯尼亚 A 和 B 

利比里亚 ** B 

马里 B 

莫桑比克 B 

尼日利亚 C 

卢旺达 A 

                                                            
3 根据 2010 年 12 月数据，除上述 75 个国家以外，一线工作能力评估指出，联合国妇女署在另外 11 个国家

中（曾）有初级专业人员、联合国志愿人员、临时工作人员、兼职和（或）（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享

的工作人员，包括中非共和国、几内亚比绍、尼日尔、索马里、基里巴斯共和国、黑山、乌兹别克斯坦、

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4 由于巴拿马和埃及的地区中心在一线工作能力评估时尚未得到执行局批准，故不包括在内。 
5 其中一处与分区域办事处同处一地（肯尼亚）。 
6 其中一处与分区域办事处同处一地（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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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 存在类型 

塞内加尔 A 

塞拉利昂 B 

南非 A 

苏丹 ** B 

坦桑尼亚 B 

乌干达 B 

津巴布韦 B 

阿尔及利亚 C 

埃及 C 

伊拉克 B 

约旦 A 和 C 

毛里塔尼亚 C 

摩洛哥 A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C 

叙利亚 C 

突尼斯 C 

阿富汗 ** B 

孟加拉国 B 

柬埔寨 B 

中国 B 

印度 A 

印度尼西亚 B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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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 存在类型 

尼泊尔 B 

巴基斯坦 B 

巴布亚新几内亚 B 

菲律宾 C 

斐济共和国 A 

萨摩亚 C 

所罗门群岛 C 

泰国 A 

东帝汶 ** B 

瓦努阿图 C 

越南 B 

阿尔巴尼亚 B 

波黑 C 

格鲁吉亚 C 

哈萨克斯坦 A 

科索沃 7 B  ** 

吉尔吉斯斯坦 C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C 

摩尔多瓦 B 

俄罗斯 C 

塞尔维亚 B 

斯洛伐克 A 

                                                            
7 对“科索沃”的理解，应参照联合国安理会第 1244 号决议（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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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 存在类型 

塔吉克斯坦 C 

巴巴多斯 A 

玻利维亚 C 

巴西 A 

哥伦比亚 B 

多米尼加共和国 B 

厄瓜多尔 A 

萨尔瓦多 C 

危地马拉 B 

海地 ** B 

洪都拉斯 C 

墨西哥 A 

尼加拉瓜 C 

巴拿马 B 

巴拉圭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