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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秘书处的报告 

1. 根据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章程》1，委员会需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年度报告，该

报告由联合国系统各其他组织行政首长转呈其理事机构。 

2. 总干事现向执行委员会提交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三十九次年度报告2。该报告

将在 2013 年 12 月由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进行审议。就委员会有关需要对世卫组

织《职员细则》作出修订、待由联合国大会做出的决定将另行向执委会报告3。涉及的

主题为薪金税率表和专业及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薪酬和布鲁塞尔三家英语课程学校的

教育补助金特别措施。 

3. 委员会报告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两种职类工作人员都适用的服务条件 

审查共同制度整套报酬办法 

4. 委员会在第七十六届会议上根据将这一事项列入 2013-2014 年工作方案的决定，着

手审查共同制度整套报酬办法。委员会收到了关于现有报酬制度各组成部分、其理由和

薪金依据的概述，以帮助它审议这一问题。 

                                                 
1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章程和议事规则》。纽约：联合国；1987 年(ICSC/1/Rev.1)，第 17 条。 
2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30 号（文件 A68/30）（会议室备有副本）。 
3 文件 EB1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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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委员会在第七十七届会议上继续审查联合国整套报酬制度，收到了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秘书处起草的三份文件，这些文件： 

(a) 着重指出报酬理念的作用，认为它是根据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人力资源管理框

架，包括业绩管理框架，确立共同制度报酬的依据； 

(b) 探讨了外部做法、确立外雇人员整套薪酬办法的典型做法和外雇人员报酬目前

的趋势，概述了一些国家组织和国际组织的整套报酬办法； 

(c) 审视这些趋势和做法是否可以适用于共同制度。 

6. 委员会审议了迄今开展工作的进展以及报酬审查下一步工作计划。 

7. 经讨论，委员会认为，《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一条中的有关原则应是整套报酬办

法的基本理念，即国际公务员制度是独立的，联合国要确保工作人员达到效率、才干及

忠诚之最高标准，同时适当注意到地域分配和两性平等。 

8. 有人指出，由于报酬是让工作人员拥有动力和积极参与的一个主要工具，因此在统

一工作人员的行为举止和不断表明共同制度看重的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制订一个

表明和促进共同制度的价值的薪酬制度是今后的一个重大挑战。表明组织的价值及其基

本原则（具体而言，有实际和貌似的公正性、透明度和建立相互信任的有利工作环境）

的最好方式是在审查工作初期就使人力资源管理框架同业绩管理框架挂钩。 

9. 审查的纲要和进一步开展活动的方式。委员会认为宜在以下任务说明中对审查的纲

要和进一步开展活动的方式进行总结和补充： 

 审查共同制度整套报酬办法的目标是确保有关组织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指导

原则和条款，在共同制度框架内继续拥有完成各自任务的能力。 

 审查旨在使报酬制度在不损害共同制度整体统一的情况下，让有关组织在采用

整套报酬制度时有一定的灵活性。报酬应能吸引并维持才能、能力和多元化的

最佳组合。修订后的制度还应鼓励取得优秀业绩和承认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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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查应注重建立一个简练、透明和成本低的统一综合性制度。津贴的目标应是

通过让工作人员拥有动力和积极参与，推动组织取得优秀业绩。此外，修订后

的制度还要让会员国、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了解有关架构、程序和成果。最后，

修订后的制度要有必要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以便统一方案制订和预算编制工

作。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按大会第 67/257 号决议的要求进行审查时，应铭记参加

共同制度各组织的财政情况和它们吸引有竞争力的工作人员的能力。 

10. 委员会认为，由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工作组应在有关组织和工作人员的代

表充分参与的情况下，详细审议和分析与方法有关的问题。委员会： 

(a) 注意到外雇人员薪酬做法的信息，但有一项谅解，即在制订一个修订制度时将

参照这些做法； 

(b) 认可委员会报告第 48 至 54 段所述的审查纲要和今后活动方法1； 

(c) 决定设立三个工作组审议以下主题： 

(i) 报酬架构； 

(ii) 竞争力和持久性； 

(iii) 业绩奖励和其他人力资源问题。 

规定离职年龄 

11. 委员会在第七十五届会议上审议的联合国共同制度内的规定离职年龄问题，1990

年 1 月 1 日前参加养恤基金的工作人员的规定离职年龄目前是 60 岁，该日和其后参加

养恤基金的工作人员为 62 岁，并决定支持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关于至迟

                                                 
1 这些段落说明，在审查整套报酬办法时，应按照联合国大会 67/257 号决议和一些组织理事机构要求，铭记共

同制度有关组织的财政情况，以及上届会议认可的特性和目标。这些段落还确定了工作组的组成及其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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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把养恤基金成员组织新工作人员的规定离职年龄提高到 65 岁的建

议。 

12. 委员会还请其秘书处与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合作，筹备对在职工作人员采用提高

后的规定离职年龄涉及的问题进行一次战略审查。大会在第 67/257 号决议中认可了公务

员制度委员会的决定，并欢迎进行战略审查。 

13. 在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上，秘书处提交了一份文件，从历史角度回顾

了一些会员国采用的退休做法。该文件说，从全球来看，总趋势是提高退休年龄。此外，

文件提到联合国各实体提出不同建议1，鼓励继续雇用年长者。 

14. 在审议了提出的所有问题后，委员会认为应将在职工作人员的规定离职年龄提高到

65 岁。为了让各组织有时间落实这一改动，生效日期为 2016 年 1 月 1 日，但有一项谅

解，即有关决定不影响在职工作人员的既得权利。 

专业及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 

基薪/底薪表 

15. 委员会获悉，参照国公务员系统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实行的薪金

冻结延长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因此参照国的总薪级表薪金总额与 2010 年相比没有变

化。但是，截至 2013 年 1 月 1 日，联邦税率表略有变化，涉及对税率表和个人免税额

和标准扣减额的修订。因此，尽管有薪金冻结，上述与税相关的变动使参照国的薪金额

与对位于薪金表中位点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基薪净额相比，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净额

增加了 0.19%。这一增加包括委员会早先在 2013 年 1 月 1 日前建议增加的 0.12%，大会

未对委员会的建议采取行动（第 67/257 号决议，B 节）。 

16. 委员会建议大会批准其报告附件三所列修订后的专业及以上职类的基薪/底薪表，

201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通过增加基薪和相应减少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做出 0.19%的调

整，但实得工资净额不变。 

                                                 
1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第 162 号建议（1980 年）和联合国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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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美国薪酬净额差幅的演变 

17. 委员会根据大会的一项长期授权，继续审查纽约联合国专业及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

薪酬净额与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中相应职位雇员的薪酬净额之间

的关系（“差幅”）。 

18. 委员会获悉并决定向大会报告，2013 年的差幅为 119.6，五年（2009-2013 年）平

均数为 115.7，高于 115 这一适当中点。 

19. 委员会决定： 

(a) 继续审查这一事项； 

(b) 通知大会：公务员制度委员会需要在 2014 年 2 月采用大会在第 46/191 号决议

第四节中批准的差幅管理程序。 

子女和二级受扶养人津贴：方法审查 

20. 委员会认为，应全面处理它在 2012 年对专业及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子女和二级受

扶养人津贴数额进行双年度审查时，对目前确定津贴数额的方法表示的关注。它为此注

意到即将对共同制度整套报酬办法进行的审查将从整体角度审议各种津贴和补助金，包

括受抚养人的津贴和补助金。 

21. 委员会决定： 

(a) 注意到秘书处对用于确定子女和二级受扶养人津贴的方法进行的研究； 

(b) 把 8 个总部工作地点的加权平均值和子女补助金增加的总趋势视为调整这些

津贴的考虑因素； 

(c) 通知大会，委员会将继续在更广泛审查共同制度整套报酬办法过程中审议这

一方法； 

(d) 建议大会维持子女和二级受扶养人津贴的现有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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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补助金特别措施：比利时和摩洛哥 

22. 行政首长理事会人力资源网请委员会考虑对比利时和摩洛哥的教育补助金数额采

取特别措施。 

23. 就比利时而言，要求处理布鲁塞尔共同制度工作人员讲英语家庭的子女只能上的三

所设置英语课程学校的学费超过适用于该国的最高可受理费用一倍以上的困难情况。 

24. 就摩洛哥而言，一名有 4 名子女在拉巴特唯一的英文学校上学的工作人员要支付将

近 50%的教育费用。 

25. 委员会建议大会在 2013 年 1 月 1 日所处学年中，为布鲁塞尔的三所设英文课程的

学校，即布鲁塞尔国际学校、布鲁塞尔英国学校和圣约翰国际学校，采用教育补助金特

别措施，允许报销相关教育开支，数额可达为美国境内美元区规定的最高限额。 

26. 关于摩洛哥，委员会决定不需要采用特别措施，因为委员会在 1997 年批准了用于

报销基本建设摊派费的程序。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事项：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工

作报告 

27. 根据委员会章程第 11 条的规定，委员会继续不断审查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的

运作情况，并为此审议了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工作报

告。委员会要求咨询委员会就 2015 年这一轮生活费调查进行一些方法研究，第三十五

届会议就是为此召开的。 

28. 委员会决定： 

(a) 注意到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 

(b) 在整套报酬办法全面审查过程中再审议所提出的问题； 

(c)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的运作应是整套报酬办法全面审查的一部分，咨询委

员会的工作方案应做相应调整。 



EB134/50 

 

 

 

 

7 

欧洲联盟的扩大对流动和艰苦条件办法的实施和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的影响（克罗

地亚） 

29. 委员会审议了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一份说明，内容为克罗地亚 2013 年 7 月 1 日加

入欧洲联盟对该工作地点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和艰苦条件类别的影响。说明重点提到

第一组工作地点和第二组工作地点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方法和业务规则的主要差异，

并请委员会就克罗地亚加入欧洲联盟后应对其采用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和艰苦条件

类别做出决定。委员会决定： 

(a) 为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目的，自进行新的地点间比较调查时起，克罗地亚因 

2013 年 7 月 1 日加入欧洲联盟，而应视为第一组工作地点； 

(b) 应在 2013 年为克罗地亚安排和进行新的地点间比较调查，并根据现行业务规

则和程序，采用为第一组工作地点规定的方法处理有关生活费数据； 

(c) 自进行新的地点间比较调查时起，克罗地亚的所有组织应当用当地货币支付专

业及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薪酬； 

(d) 在进行新的地点间比较调查时，应采用与第一组工作地点相应的修订后的房租

补贴办法； 

(e) 在对所有 H 类工作地点进行审查前，应按流动和艰苦条件办法把克罗地亚的工

作地点类别从 A 类改为 H 类。 

一般事务和其他当地征聘职类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 

巴黎一般最佳雇用条件的调查 

30. 根据总部和类似工作地点一般事务和其他当地征聘工作人员的一般最佳雇佣条件

调查方法（调查方法一），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巴黎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基准日期是 2012

年 9 月。委员会报告附件五列有委员会建议巴黎各组织行政首长采用的新净额薪金表和

扶养津贴数额。建议薪金表金额比 2011 年 10 月生效的薪金表低 2.19%。建议的薪金表

于 2012 年 9 月 1 日生效，仅对 2013 年 5 月 1 日当日或之后征聘的工作人员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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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利尔一般最佳雇用条件的调查 

31. 根据总部和类似工作地点一般事务和其他当地征聘工作人员的一般最佳雇佣条件

调查方法（调查方法一），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蒙特利尔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基准日期

是 2013 年 4 月 1 日。委员会报告附件六列有委员会建议蒙特利尔各组织行政首长采用

的新净额薪金表和扶养津贴数额。订正薪金表比蒙特利尔的现行薪金表高 1.22%。建议

的薪金表 2013 年 4 月 1 日生效。 

外地服务条件 

安保疏散津贴：准则 

32. 委员会在第七十五届会议上批准了安保疏散津贴，商定了每天 200 美元的总额。现

行准则是各组织在 2011 年制订的，并列入联合国安全管理系统的政策手册。鉴于委员

会有监管安保疏散津贴的责任，因此它希望在一份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文件中正式颁布

该项津贴的准则。委员会请其秘书处起草一份文件，概述安保疏散津贴的指导原则、范

围、适用性、资格和相关程序，供委员会在第七十七届会议上批准。 

33. 委员会决定： 

(a) 批准委员会报告附件七所列关于范围、适用性、资格和相关程序的安保疏散津

贴案文； 

(b) 请委员会秘书处通知安全和安保部，安保疏散津贴的范围、适用性、资格和相

关程序将由委员会来监管。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34. 请执委会注意该报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