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1903998  230919 

联合国 HSP 
HSP/EB.1/6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执行局 

Distr.: General 
6 September 201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局 

第一次会议（续会） 

2019 年 11 月 19 日 和 20 日，内罗毕 
临时议程*项目 3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 

执行主任关于人居署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概述人居署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并解释基金

会未指定用途资源的现状以及为管理财务状况而采取的措施。报告还着

重介绍了其他供资构成部分的业绩，这些构成部分是经常预算、方案支

助、基金会指定用途资源和技术合作。 

 

                                                             
* HSP/EB.1/1/Rev.1。 
** 本报告发布时未经正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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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图 1 

 

1. 上面的图 1 显示人居署所有主要基金 2019 年的供资概况。同时显示从

2018-2019 两年期核定方案预算中提取金额的年化数字。报告显示了 2019 年前

六个月的收入/收到的捐款和发生的支出。本报告附件提供了更详细的资料。 

2. 下面的图 2 显示在此期间收到的自愿捐款的构成情况，按捐助方类别分列。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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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心基金的业绩 
3. 人居署认为基金会未指定用途基金、经常预算和方案支助基金是其“核

心资源”的组成部分。1 

  基金会未指定用途基金 

  （又称“基金会普通用途基金”） 

4. 根据人居署财务细则第 302.2 条，基金会未指定用途资金按照人居署决策

机构（当时具体为理事会）商定的预算优先事项进行分配。 

5. 传统上，基金会未指定用途资源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会员国的未指定用途

捐款。不过，从 2013年起，人居署根据联大和理事会的决议实施了费用回收制

度，以确保不用核心资金来补贴项目活动，从而减轻自愿捐款减少的影响。目

前正在根据结构调整情况来审查费用回收方法。 

6. 理事会核定的 2018 年预算为 1 300 万美元（等于 2018-2019 两年期核定预

算的 50%）。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来自自愿捐款的中期收入总额为 330 万美

元，同期支出总额为 280 万美元（其中 98%用于为员额供资）。因此产生 50 万

美元的净业务盈余，加上剩余的法定业务准备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

130 万美元），使基金实现 50 万美元净盈余。 

图 3 

 

7. 上面的图 3显示，长期以来收入持续下降，但并未相应地削减支出。迄今

为止，年度业务赤字由账户上不受限制的累积盈余承担，最近则由理事会核定

的 260 万美元一般财政准备金承担（根据理事会第 26/3 号决议，该准备金定为

2018-2019 两年期核定预算 2 610 万美元的 10%）。22019 年，准备金为 1 300 万

美元年度预算的 10%。 

8. 在这方面，还必须注意到，人居署管理层于 2017 年批准方案支助账户向

基金会未指定用途基金提供 300 万美元贷款。为防止资产净值损耗，人居署正

                                                             
1 执行主任关于 2018-2019两年期拟议工作方案和预算的报告。2017 年 3 月 10 日的

HSP/GC/26/6号文件。理事会第 26/3 号决议：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2014-2019年订正战略计

划以及 2018-2019两年期工作方案和预算。 
2 人居署财务细则第 304.2 条规定，准备金必须“确保基金会普通基金的财政周转力，以弥补

不均衡的现金流，并满足普通基金审慎管理的其他要求。准备金的水平及其组成应由理事会根

据执行主任的建议不时确定。”（ST/SGB/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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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取紧缩措施。尽管如此，存在无法偿还方案支助账户提供的贷款的风险，

如发生这种情况，方案支助账户的资产净值需要相应地作出扣减。3 

9. 假设财务趋势保持下去，2019 年基金会未指定用途账户业务赤字（当期

收入减支出）预计将在年底降至收支平衡水平。在收支平衡之前，该账户的赤

字需要由方案支助账户的基金结余承担。赤字减少主要取决于预计获得的自愿

捐款。不过，需要适当考虑到目前从方案支助账户支取的大约 100 万美元的基

金会未指定用途资源工作人员费用。 

  经常预算 
10. 经联合国大会核准，根据第 15 节（人类住区）向人居署提供经常预算核

心批款。2019 年的最后批款为 1 120 万美元，其形式是授权针对固定范围内的

特定项目进行支出。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记录的支出为 630 万美元，其中约

有 88%涉及工作人员费用。人居署还通过第 23节（技术合作经常方案）获得经

常预算方案供资并通过第 35 节（发展账户）获得具体项目供资。 

11. 由于基金会未指定用途基金的资源很少，因此与联合国总部作出一项安

排，授权临时利用经常预算资源支付某些基金会未指定用途资源工作人员费用。

假设目前的安排和支出趋势保持下去，预计 2018-2019 年经常预算批款总额将

全部用完。 

  方案支助 
12. 方案支助资源是通过从直接指定用途支出中按一个百分比收取费用产生

的。这项收费旨在收回与支助指定用途活动有关的新增间接费用。收取这些资

金是为了确保指定用途捐款供资的活动所产生的额外支助费用不必由旨在用于

联大/理事会核定工作方案的资金来承担。 

13. 执行主任核定的 2019 年方案支助预算总额为 1 320 万美元。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中期方案支助收入（不包括其他收入）为 470 万美元，同期支出为

580 万美元（其中 60%用于为员额供资）。 

图 4 

 

14. 上面的图 4 显示人居署在该账户上有大量资金节余。不过，2018 年的支

出超过收入，2019 年预计收支相等。 

                                                             
3 财务报表和审计委员会的报告（A/73/5 Add.9）在分部报告下的附注 4中反映了这一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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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上文第 8 段所述，必须注意到方案支助账户在 2017 年向基金会未指定

用途基金提供了 300 万 美元贷款。根据基金会未指定用途基金目前的业绩，这

笔贷款不太可能得到偿还，因此图 4 中反映的资产净值需要减去这一数额。如

果会员国的未指定用途捐款情况有所改善，则这种情况可以避免。 

  摘要 
16. 预计 2019 年核心基金的业务赤字总额不会超过 200 万美元：基金会未指

定用途基金为 20 万美元，方案支助账户为 180万美元。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的中期结果显示，净赤字为 40 万美元，包括基金会未指定用途基金的 50 万美

元盈余和方案支助的 90万美元赤字。虽然方案支助在原则上应当用于资助向创

造这些收入的活动提供间接支助，但据了解，在目前的情况下，必须使用该账

户的资金结余来抵消业务赤字，直到正在进行的筹资工作和（或）紧缩措施成

功地使收支平衡。 

  对方案交付的影响 
17. 核心供资短缺日益阻碍目前战略计划的执行工作，并妨碍人居署充分发

挥其支持会员国并监测《新城市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城市层面执行工作

的协调中心作用。受到负面影响的主要领域如下： 

 与战略计划的七个次级方案对应的 2018/2019年组织结构有几个关键

空缺。例如，七个次级方案协调员职位只有三个到位。另外四个职

位则由部门领导兼任次级方案协调员或由一名协调员负责两个次级

方案。 

 这主要影响到城市立法和治理、城市经济、住房以及风险减轻与复

原等领域。它阻碍了这些领域内的规范性工具和知识的发展，包括

城市立法数据库和市政财政能力发展方案等，这些都是关键的预期

成果，但基本上仍未实现。 

 人居署不得不缩减其全球指标方案的开发工作，并降低其“世界城

市报告”的频率和深度。因此造成的研发能力下降正在削弱人居署

与各会员国、其他联合国机构及其他合作伙伴开展合作，收集和分

析数据并提炼知识以支持执行全球议程项目的能力。 

 在区域一级，人居署不得不大幅减少其知识管理作用，几乎完全侧

重于项目组合开发和执行工作。这已经对与各区域经济委员会的合

作及参与联合国发展系统改革的工作造成负面影响。 

18. 核心资金的短缺也严重影响到本组织支持与工作方案执行工作有关的宣

传、沟通、质量保证和风险管理的能力。 

  执行主任实施的紧缩措施 
19. 为了应对上述财务挑战，执行主任继续对基金会未指定用途基金和方案

支助基金采取一系列紧缩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一) 冻结招聘，包括正在进行

的招聘和新的招聘；(二) 冻结晋升职级；(三) 指示在一般情况下不得签发新的

或延长现有的临时任用和咨询顾问/国际承包商合同；(四) 暂停发放或延长特别

岗位津贴；(五) 减少涉及所有基金的带薪加班；(六) 将公务差旅限制在必要范

围内，参加重要活动或会议的工作人员人数不超过一名；(七) 规定所有差旅，

无论经费多少，都应自愿乘坐经济舱，即使行程超过 9 小时也是如此；(八) 采
取步骤减少分配给人居署的办公室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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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人居署的措施 
20. 还开展了改革进程，将人居署转变为一个能够满足会员国期望的更有效

的组织。行动领域包括就本组织的愿景、使命、核心价值观、2020-2023 年战

略计划和资源调动战略开展工作，制定政策和程序以加强权力下放和统一招聘，

并培训高级管理人员和变革推动者，以帮助将改革措施形成制度。 

21. 人居署与会员国举行战略对话，力争将人居署打造成一个切合实际、透

明、负责任、可信、高效和以服务为导向的更强大的组织，使其能够满足会员

国的期望，成为支持执行《新城市议程》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城市

层面的协调中心，并希望这有助于吸引更高水平的核心资源。 

  下一步行动 
22. 上述紧缩措施的重点是通过减少非工作人员支出和限制工作人员支出增

长来节省费用。不过，单凭这些措施不可能充分改善财务状况，因为目前的工

作人员费用是核心预算资源的主要用途（占基金会未指定用途基金的 88%）。

理想的情况是，我们在提交 2020年预算时能够确保会员国增加基金会未指定用

途资源捐款。 

23. 人居署应继续努力推动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工作人员供资从基金会未指定

用途基金改为更有保障的资金来源，以尽量避免损失宝贵的专业知识。 

三、 指定用途基金的业绩 
  基金会指定用途资源 

24. 会员国和其他捐助方对基金会指定用途资源的捐款专门用于执行工作方

案中符合人居署任务规定的具体活动。这些捐款通常用于全球项目、专题项目

和多国项目。 

25. 理事会核定的 2019 年预算为 6 570 万美元（等于 2018-2019 两年期核定预

算的 50%）。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基金会指定用途资源的总收入为 1 070 万

美元，而发生的支出为1 930万美元。如附件A所示，报告期末的基金结余（结

转项目余额）为 8 900 万美元，其中包括 400 万美元的准备金。报告的赤字只

是名义上的，因为它是执行从 2018 年结转的部分资源的结果。 

  技术合作 
26. 技术合作捐款是各会员国和其他捐助方自愿提供的未指定用途资源，用

以执行符合人居署任务规定和工作方案的区域和国家两级的具体技术活动。 

27. 2019 年技术合作预算预计为 1.482 亿美元（也是等于 2018-2019 两年期估

计预算的 50%）。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收到的总收入为 8 070 万美元，而发

生的支出为 4 440 万美元。如附件 A 所示，报告期末的基金结余（结转项目余

额）为 2.568 亿美元，其中包括 1 140 万美元准备金。 

四、 结论 

28. 附件 A 载有收入、支出、基金结余和准备金的摘要，而附件 B 载有实际

值与预算的比较。未指定用途捐款的明细见附件 C；附件 D 和 E 分别载列来自

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捐助方的指定用途捐款的明细。附件 F 提供 2013
至 2018 年前十大捐助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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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基金会未指定用途资源账户的基金结余继续处于脆弱状态。为了解决人

居署核心供资面临的财政危机，执行主任实施了紧缩措施，并着手开展各种改

革举措。不过，迫切需要各会员国增加对基金会未指定用途基金的捐款，才能

使人居署扭转目前的财政趋势和执行理事会核准的 2018-2019 年工作方案，并

确保本组织能够发挥其支持执行《新城市议程》和《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城市

层面的协调中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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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 Interim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for the period ended 31 March 2018 by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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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 Comparison of actual expenditure with 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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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I – Status of the Foundation General Purpose (Non-Earmarked) Contributions as at 
30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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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V Status of the Foundation Special Purpose (Earmarked)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contributions from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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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 – Status of the Foundation Special Purpose (Earmarked)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contributions from other Donors at 30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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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I – Status of the General Purpose (Non-Earmarked) Pledges and Contributions as at 31 Decemb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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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II – Status of the Foundation Special Purpose (Earmarked)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contributions from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as at 31 Marc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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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III – Top Ten Donors of UN-Habitat 2012-2017 as at 31 December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