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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和房舍的安全和保障 
以及基本建设总计划 

基本建设总计划 

总干事的报告 

1. 在 2010 年 1 月，执行委员会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在其第十一次会议上审议了

总干事关于工作人员和房舍的安全和保障以及基本建设总计划的报告1。报告概述了现

场工作人员的安全和保障、房舍的保障以及与业务连续性相关的基本建设总计划应用情

况方面本组织的当前形势和脆弱性。 

2. 在委员会讨论期间，建议了两种财务机制，即安全基金以及目前不动产基金的延续，

而不是总干事报告中建议的集中管理的信托基金。委员会注意到工作人员的安保和总部

房舍的维修是相互关联的问题，具有同等重要性。建议应采取分阶段的做法，确认和应

对迫切的当前要求，并考虑可持久的筹资机制，尤其是秘书处建议的两种。鉴于现场工

作人员安保和总部房舍情况的迫切性，强调了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性不应妨碍立即采取必

要行动2。 

3. 委员会要求，应进一步探讨资本支出和经常性费用的筹资办法，使其包括详细评估

可能的机制及其各自的影响。尤其令人感兴趣的两个主题是把建议的机制纳入规划预算

以及对提供技术规划产生的最终可能影响。 

4. 当执行委员会在其第 126 届会议上讨论该项目时3，总干事注意到世卫组织在约 150

个国家开展业务，其工作人员在其中有些国家面临很高的风险。世卫组织在危急情况下

                                                 
1  文件 EB126/24。 
2  文件 EB126/3。 
3  见文件 EB126/2010/REC/2，第十次会议摘要记录，第 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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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她意图维持世卫组织在国家级的人员，因为她认为这

是会员国的希望。尽管如此，她的观点是会员国必须使这一希望与世卫组织充分保护工

作人员和承担这种保护费用的义务达成平衡，因为不能忘记的是在紧急情况下转移或疏

散工作人员也会产生大量开支。目前资金供应短缺，原因包括向联合国安全管理系统交

款额的增加以及世卫组织建筑物所需重大维修的费用。秘书处将继续考虑不同的方案以

便确立更长期、可持久和透明的筹资机制以及区分用于保障和安全的资本费用，并将向卫

生大会报告。评定会费有限，如果需要增加支出，就不得不减少为其它活动调拨的款项。 

5. 由于执委会认可了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关于进一步阐明情况的要求，编写了本

报告以及关于工作人员和房舍的安全和保障的另一份报告1。 

基本建设总计划 

6. 2005 年 1 月，执行委员会在其第 115 届会议上审议了一份报告2，其中概述了秘书

处为所有主要地点制定一份 10 年基本建设总计划的意图。该计划不但将反映当前的日

常维修需求，而且将反映为保持本组织办公楼房整体牢固性和安全性所需的重大工作需

求。执委会通过了 EB115（10）号决定。要求总干事向执委会第 117 届会议报告关于制

定该计划和形成为计划供资的长期机制方面的进展。随后的报告3表示 10 年基本建设总

计划将为管理本组织有形基础设施提供一种战略性措施。 

7. 执委会在其第 120、124 和 126 届会议上4审议了从规划预算调拨所需资金的问题，

但未商定可持久的筹资机制。 

8. 因此，10 年计划不断得到更新并提供了本组织在 2010-2019 年期间现有办公楼房和

工作人员住房的重大翻修、购买土地以及与基础设施相关工作的全球需求的明晰情况5。

该计划还有助于管理重新计划不动产项目，尤其是当预算优先重点使必要的资金得不到

保障并从而产生日益严重的积压问题的时候。 

                                                 
1 文件 A63/35。 
2 文件 EB115/41。 
3 文件 EB117/18。 
4 文件 EB120/18、EB124/3 和 EB126/24。 
5 可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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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该计划注重于资本支出，即重大翻修、升级以及可提高特定设施价值的建筑和技术

改进项目的费用。把资本投资项目包括在内的内在原因是：安保、卫生和安全、效率、

节能和环境、新技术和创新。日常维修通常不包括在资本支出的范围内，因为它通常包

括在双年度预算的当前业务活动中。 

10. 在世卫组织 188 个地点中的 15 个地点，建筑物和/或土地归本组织所有，其中包括

总部和 5 个区域办事处。关于其它办事处，包括设在联合国楼房及联合国其它共用房舍

中的办事处，73 处由相关的东道国政府免费提供，100 处在分摊费用租赁或占用的房舍

中。除已提及的 15 个地点之外，65 个办事处完全或部分由本组织承担费用，因此是基

本建设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11. 各东道国对购置、提供或整修房舍供世卫组织使用提供的条件差别很大。在有些情

况中，东道国免费提供土地，但世卫组织需要支付建筑物的费用；在另一些情况下，从

东道国或商业实体以市场价租赁房舍。有些国家可为建造楼房提供无息贷款，还有少数

东道国允许免费使用或以名义上的租金租用房舍，并甚至可分担重大维修和整修的费

用。由于东道国政府通过东道协定负责提供基础设施，所以在所有情况下都在开展项目

之前寻求达成东道协定。 

12. 若干年以来，提交考虑获得不动产基金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申请仅根据其各自的效

益进行评判，未对各地点的优先顺序进行比较。 

13. 已建立机制评估特定财产当前的维修情况并协助确定整个组织中需要投资的项目

优先顺序。该机制通过建筑规划委员会管理，其主要目标是确保建筑和维修项目得到仔

细审查以确保项目在现有政策、财政和人员配置制约下是必不可少、可靠和有正当理由

的，然后才承付任何资金或开展任何工作。所有计划的项目都需要用整体观点进行审查，

独立作出评估并根据当地的需求和资源制约进行调整和重新确定优先顺序。因此，委员

会将适当考虑具体情况，审查列入基本建设总计划的所有新项目是否适当。 

14. 世卫组织的许多建筑物都很陈旧，有些不再符合可接受的安全和成本效益标准，这

主要是由于长期投资不足。世卫组织提供其卫生规划的能力也取决于其基础设施的质

量，包括为其雇员提供安全和充足的办公空间。多年以来，缩减了维修和资本投资项目、

因为对实质性规划活动给予了更高的重视。紧接减少或推迟设施开支的时期之后，并未

出现比正常情况更高开支的阶段。虽然某些类型的维修可在短期内予以忽视，但这种做



A63/36 
 
 
 

 
4 

法显然会导致需要高费用急修的事故；这种做法也扰乱了本组织的工作并使用户在楼房

内面临不可接受的风险。 

15.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洲区域以世卫组织基本建设总计划筹备过程为基础，第 27 届

泛美卫生大会（美洲区域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在 2007 年通过了 CSP27.R19 号决议。

在决议中，大会决定设立一个基本建设总投资基金并通过了该基金的准则。准则包括规

定由不动产和设备亚基金提供资金用于翻修和维修建筑物，该费用在会员国提供但根据

双边协定由泛美卫生组织承担重大翻修和维修责任的地点、泛美卫生组织租用的办公空

间以及归泛美卫生组织所有的办公空间或楼房达 15 000 美元以上。 

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采取的行动 

16. 由于其它国际组织在资助重大翻新、建造和购置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对其解决
办法进行了审查。2004 年，国际海事组织面临为其伦敦的总部建筑物进行重大整修资助
的问题，收集了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有关其不动产资助机制的一些实例。在所调查的大多
数组织中，正常保养和维修工作都通过正常预算资助。不过，也采用了其它一些机制为
资本支出提供资金，其中包括： 

 有关组织和东道国政府在均摊的基础上提供特别基金（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 

 通过各种正常预算、租金收入、“储备金”、临时收入和盈余混合供资和补充的
特别账户安排（教科文组织、气象组织和知识产权组织）； 

 由东道国政府提供全部资金（粮农组织）； 

 东道国政府为建造和扩建工程提供无息贷款（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 

 东道国政府提供有息贷款（联合国纽约总部）； 

 东道国政府提供补偿利息并作为担保人的有息贷款（教科文组织）； 

 东道国以外的会员国提供的赠款（难民专员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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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一项关于建筑物管理做法的研究中，联合国联合检查组对几个国际组织开展了一
项调查1。调查结果提出了一种资助建筑物管理项目的模式，它以一方面保养和维修与
另一方面资本支出之间的区别为基础。 

18. 资助方式的模式显示保养和维修工作以现金支付提供资金，主要通过正常预算，偶
尔通过特殊账户安排。另一方面，重大改善和建造工程的资本支出往往根据特殊账户安
排支付现金、延迟付款（即从准政府组织贷款）或由正常预算偿还的商业借款提供资金。
在政府间机制中，有些会员国提出应在一个集中管理的基金中为资本投资需求定期留出
资产价值防火保险的 1%。 

为世卫组织基本建设总计划筹措资金：不动产基金 

19. 2010 年，在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之后，秘书处向执行委员会报告，
以前若干双年度期间本组织越来越难以通过不动产基金在其所有主要地点适当维修建
筑物。在一段时间内将需要大量额外投资以确保工作人员的充分安全并修复本组织的一
些建筑物。执委会要求秘书处制定资本支出和经常性费用的筹资方案2。 

20. 第二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设立了世卫组织不动产基金3以便支付以下费用： 

• 工作人员住房的保养、修缮和改建 

• 本组织现有办公楼的重大修缮和改建 

• 建造楼房或扩建现有楼房 

• 购买可能需要的任何土地。 

卫生大会决定应通过临时收入拨款补充或增加该基金；对拨款额应与有关预算年的拨款
分别进行表决。 

21. 上文提及的联合检查组报告将不动产基金作为良好实践的例证，但经验表明，在优
先考虑技术重点的整体双年度预算的范畴内确定该基金的资金供应造成不能获得需要
的资金水平。在 2010 年 1 月执行委员会第 126 届会议期间，提出应在一个集中管理的
基金中定期留出相当于防火保险价值 1%的金额。但是，还注意到设立一个集中管理的

                                                 
1 文件 JIU/REP/2001/1。 
2 见文件 EB126/2010/REC/2，第十次会议摘要记录，第 3 节。 
3 WHA23.14 号决议。 



A63/36 
 
 
 

 
6 

信托基金和一个可持久的筹资机制将不能够解决为紧急资本需求提供资金的问题，也不
能清理因资金供应不足在过去数年中逐渐积压的资本投资项目。 

为基本建设总计划筹措资金的方案 

22. 目前的基本建设总计划显示 10 年的估计总费用为 1.56 亿美元。该金额包括用于最
初 6 年的 1.45 亿美元，其中 3900 万美元需要用于 2010-2011 双年度，但未列入该时期
的规划预算。附件所载表格概括了筹资要求；其中包括一直推迟的重大翻修费用。 

23. 利用现有不动产基金的优势，概述了以下三种方案，作为基本建设总计划可持久的
长期资金供应的可能机制。有保障和连贯的资金供应将使基本建设总计划不断波动的需
求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可持久的方式得到满足。 

1 号方案：可通过员额占用费提供基本建设总计划预计的金额。根据这一方案，对
所有职位都将收取其费用的一定百分比，由此产生的收入将归入不动产基金。 

在这种机制中，基础设施与建筑和维修需求之间有直接联系。 

这种方案将提高技术规划的工作人员费用。此外，产生的储备金将取决于占用
员额，但即使未占用员额，基础设施和维修费用仍然相同。 

作为替代，如果按建议收取本组织资产价值防火保险的 1%，每年估计将需要
收取 600 万美元，估计相当于 0.7%的员额占用费。 

2 号方案：将以所有收入（无论其资金来源）一定百分比的形式收取折旧费。收费
所得将存入不动产基金。 

为了确定收取的百分比，计算方法将是基本建设总计划的费用除以今后 10 年
本组织预计的总收入。 

作为替代，如果以本组织资产防火保险价值的 1%作为基础收费，估计每年将
需要收取 600 万美元，相应的折旧费为 0.32%。 

这两种做法对所有规划都将有相同的影响，因为将根据收入而不是支出进行计
算，从而将为计划和实施提供基础。该金额将划拨给不动产基金。关于该基金和基
本建设总计划的报告可与规划预算和财务报告同时提交卫生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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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号方案：10 年基本建设总计划的总费用将被用于确定单独的摊款比额表。会员国
将直接向不动产基金缴纳这种评定会费。 

用于基本建设总计划的单独摊款将提供对技术规划不造成影响的长期可持久
的机制。但是，一种额外的评定会费将不会考虑到通过自愿捐款资助的规划对本组
织不动产基金和设施产生的需求。 

24. 建议的不同供资机制体现了解决今后需求的可能办法，可纳入 2012-2013 年规划预
算方案的编写过程。 

紧迫需求 

25. 鉴于作为一项紧迫事项需要纠正总部房舍状况不良的问题以及需要更新某些现场
地点办事处以及区域办事处以便达到《联合国最低运作安保标准》，规划、预算和行政
委员会在向 2010 年 1 月执行委员会第 126 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1强调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性不应妨碍立即采取必要行动。 

26. 各区域办事处确认了因保障和安全原因或业务连续性的原因需要基本建设总计划
紧急提供资金的项目。 

27. 总部的建筑群包含约 3000 个单独的工作空间，其中 1200 个在主楼内，其余的在附
近的附属楼内。数量众多的会议室和很大一部分技术基础设施也在主楼内。主楼建成已
有 43 年，其状况令人担忧，尤其是不符合现代防火规范和标准。此外，供热和管道系
统的工作寿命已接近结束。这种不良状况对业务连续性造成严重挑战，因为应急计划建
议在出现紧急情况时疏散主楼的全体人员。对工作造成的扰乱（包括对信息技术基础设
施）以及随后产生的费用影响将很大。存在约 32 立方米的石棉，虽然不立刻造成健康
危害，但却使任何维修或改建工作更加困难，因为需要采取特别防范措施并强制性地转
移工作人员。正在制定应急计划。作为参考，在日内瓦建造替代大楼的费用估计将达 2
亿瑞士法郎，而且还应考虑到寻找地点很困难。 

28. 2010 年的翻新费用初步估计为 8700 万瑞士法郎，完成相关技术研究和获得必要授
权（仅后一过程就可需要 18 个月）之后至少需要三年才能完工。如果决定分阶段进行
翻新，即每次最多处理主楼两个楼层，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这种做法的优点
是只需要转移部分工作人员，因此需要最多用于 300 名工作人员的替代工作空间。这两

                                                 
1 文件 EB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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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案将产生额外费用，因为需要找到替代工作空间，可能包括租用外部办公室；作出
的决定将取决于总部的预算和职员配备水平等因素。 

29. 秘书处需要根据资金供应情况立刻采取措施防范火灾和水淹。此类行动不需要转移
工作人员。 

30. 确认迫切需要资金的其它重点项目涉及达到《最低运作安保标准》以及对设施归本
组织所有或不能获得替代房舍的不同地点的建筑物进行改进。这些项目包括总部周边建
设；由于瑞士政府提供了一大笔资助金，总部的出入控制将得到改进。这项工作将需要
为资格认证服务处建造办公室，而这不包括在瑞士的资助金内。新的设施也将作为一个
泵站的基础，与一个清洁能源项目联系起来。 

31. 尽管在第 23 段中为可持久的资金供应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但应注意到这些方案不
能补救本组织一大部分资产，尤其是总部主楼的危急状况。 

32. 同样，虽然可获得外部借贷以满足基本建设总计划的资金供应要求，包括即刻需求，
但这种做法产生的收入需要还贷。因此，规划预算方案中必须作出规定，通过明确划拨
有保障的资金供应（摊款或自愿捐款）进行还贷（有息或无息）。除了还贷，还将需要
机制以满足持续的需求。 

33. 不动产基金当前的结余额为 280 万美元，指定用于计划的活动。但是，为了在适当
考虑用于不动产资金的可持久筹资机制方案的同时应对这些迫切需求，建议为该基金提
供 2200 万美元的初步资本。据设想，这项拨款将来自 2008-2009 年财务报表中报告的
会员国非评定收入（原杂项收入）1。 

34. 在泛美卫生组织，通过初步注入资本为其基本建设总计划2提供支持，该资本来自
现有建筑基金的相应结余以及 2006-2007 双年度结束时收入与正常规划预算资金支出相
比的结余额。还商定，对泛美卫生组织资本投资基金的补充将来自： 

• 每年出租泛美卫生组织房舍和土地的收入，将贷入不动产和设备亚基金； 

• 收入与正常规划预算资金开支相比的结余额中多达 200 万美元的资金，并通报
泛美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 

                                                 
1 文件 A63/32。 
2 见 CSP27.R19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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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大会的行动 

35. 请卫生大会审议以下决议草案： 

第六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关于工作人员和房舍的安全和保障以及基本建设总计划：基本建设总
计划的报告1并注意到执行委员会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提交第六十三届世界卫
生大会的相关报告； 

忆及需要通过 2010-2019年期间基本建设总计划对本组织有形基础设施的管理
采取一种战略性措施； 

认识到世卫组织大部分建筑物很陈旧，需要翻新，而且不再符合能接受的安全、
保障和节能标准； 

考虑到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为资助重大翻新、建造和购置采取的行动； 

还考虑到本组织在翻新、建造和购置方面的即刻和持续需求，以及为基本建
设总计划筹资的各项方案； 

进一步考虑到建立为不动产基金提供资金的可持久机制的各方案优势， 

1. 决定从会员国非评定收入向不动产资金划拨 2200 万美元以便支付迫切需要的
翻新费用； 

2. 授权总干事： 

(1) 根据资金供应情况，在每一财务期结束时从会员国非评定收入向不动产基
金划拨 1000 万美元以便资助基本建设总计划中确认的项目； 

(2) 开展技术研究并对报告 1中确认的迫切项目开始进行工作，尤其是涉及总
部周边的工作以及相关设施的建造； 

3. 要求总干事在 2011 年 1 月向执行委员会第 128 届会议报告通过不动产基金供
资项目的实施情况。 

                                                 
1  文件 A6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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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基本建设计划资金供应需求 

估计费用（千美元） 
地点 

2010–2011 2012–2013 2014–2015 2016–2017 2018–2019 
总计 

非洲 5 399 7 098 2 500 1 150 0 16 147 

美洲 352 362 63 90 253 1 119 

东南亚 3 825 985 985 1 095 200 7 090 

欧洲 1 580 5 125 1 520 1 115 0 9 340 

东地中海 9 987 2 393 1 395 0 0 13 775 

西太平洋 4 863 2 250 1 938 1 995 2 193 13 239 

总部 12 950 39 550 39 120 3 340 290 95 250 

总计 38 956 57 763 47 521 8 785 2 935 155 96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