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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执行委员会的说明 

 

 

本文件提交执行局通过 

秘书处邀请对此文件有技术方面疑问的委员会成员联系下列世界粮食计划署工

作人员联络点，最好是在委员会会议召开以前。 

首席财务官 a.i.，FL* S. O’Brien 先生 电话: 066513-2682 

如果您对执行委员会文件的发送事宜有任何疑问，请联系会议服务组的行政助

理 C.Panlilio 女士 (电话： 066513-2645)。 

*财务和法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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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管理计划（2008–2009）第五次更新概括了自最初的管理计划批准以来工作计划中出现

的变化，重点在第四次更新以来发生的变化。此次更新提出了总计 118 亿美元的工作

计划草案；在递交更新后的工作计划的同时，还概述了预计资源水平，预测了以已得

到批准的拨备为基础的方案支助与行政（PSA）平均股息账结余。此次更新还对普通

基金未指定用途部分做出了预测。 

2008 年工作计划预计经费有所增加，从而与形成最终预算的工作计划相一致。依照国

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的要求，本文件中的 2008 年预算即为最终得到批准的 2008 年预

算额，各类支出均与之相比照。  

由于在筹备管理计划第四次更新之后出现了新的经费需求，2009 年工作计划预算增加

了 7.49 亿美元。本文件将提供与此相关的数据，并对预算显著增加的活动予以描述。 

 

 

 决议草案* 
 

 

委员会注意到 2008-2009 的工作计划预算总计为 118 亿美元，未预见紧急情况的

准备除外。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秘书处欲继续对 2010 年及 2011 年的欧元经费

进行套期保值，为此，将自 2009 年中期开始每月做出约 500 万欧元的套期保值安

排。 

 

 

 

                                                 

*这是一份决议草案。对于委员会采纳的最后决定，请参考在会议结束时发布的决定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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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在两年期管理计划（2008-2009）得以批准的同时，秘书处重申了其就该计划在两

年期间内的变化提供更新的承诺。这是对管理计划（2008-2009）的第五次也是最后

一次更新。管理计划（2010-2011）将在委员会 2009 年第二届常会上递交。 

背景 

2.  于 2007 年 10 月递交给委员会的最初的管理计划（2008-2009）概括了该两年期内

工作计划的资金需求预测，总计为 58 亿美元。总计 3.45 亿美元的方案支助与行政

（PSA）预算以历史资金水平和预期储备金所预期的资源水平为基础计算，并且将

预期间接支助成本（ISC）收入水平考虑进去。 

3.  在管理计划（2008-2009）第一年执行期间，全球市场出现的空前的价格波动和大

量新经费需求使许多预期发生了改变，而两年期工作计划恰恰以这些预期为基础。 

4.  随着粮食价格、燃料价格的快速上涨以及美元相对于世界粮食计划署其它操作货

币持续疲软，秘书处不得不继续重新计算两年期工作计划中第一年的成本。后续的

2008 年管理计划更新概括了因物价上涨而新增的资金需求，以及当年前 8 个月内新

出现的总计 40 亿美元的经费需求。在委员会 2008 年第二届常会上递交的当年最后

一次更新概括提出了总计 114 亿美元的工作计划经费，比 2007 年 10 月递交的最初

的管理计划增加了 97%。 

5.  2008 年 10 月，委员会还批准为两年期计划中的 PSA 追加 6610 万美元的拨款，并

且从 PSA 平均股息账中一次性拨款 4080 万美元。2008 年 12 月，根据在管理计划第

三次更新的讨论期间提出的要求，秘书处发表了一份非正式文件，提供了与 PSA 水

平和 PSA 拨款情况相关的信息。在管理计划第四次更新中，该文件以附录形式再次

被递交。 

6.  至 2008 年底，粮食价格较年中水平有了极大降低，从而促使对在管理计划第四次

更新中递交的工作计划进行成本重估，将资金需求量减少 10 亿美元。但新的经费需

求仍不断出现，因而，经过成本重估的工作计划预算增加了约 5 亿美元，以适应新

出现的活动和现有计划的增加。因此，在管理计划第四次更新中递交的 2008-2009

年工作计划的资金需求量预计为 108 亿美元。 

7.  此次更新概括了自管理计划（2008–2009）批准以来工作计划中出现的变化，重点

在管理计划第四次更新以来发生的变化。在递交更新后的工作计划的同时，此次更

新还概述了为工作计划提供资金的预计资源水平，预测了以已得到批准的拨备为基

础的 PSA 平均股息账期初和期末差额。此次更新还对普通基金未指定用途部分做出

了预测。 

8.  此次更新中的工作计划和预测资金的相关数字截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为达到国

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IPSAS)之要求，此文件中呈现的 2008 年预算即为最终得到批

准的 2008 年预算额，各类支出均与之相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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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计划 (2008–2009) 

9.  于 2009 年 3 月 31 日预测的 2008 及 2009 年工作计划资金需求量如表 1 所示： 

*   陆地运输、储藏和处理 
**  其他直接经营成本 
*** 直接支助成本 

 

10.  2008 年工作计划预算有了些许增加，从而与形成最终预算的工作计划相一致。由

于在筹备管理计划第四次更新之后出现了新的经费需求，2009 年工作计划预算增加

了 7.49 亿美元。下文将对此予以详述。  

11.  对 2008 年工作计划预算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粮食价格在 2009 年趋于稳定。秘书处

将继续监测粮食价格；世界粮食计划署谷物指数与原油指数包含在本文件附录一

中。 

2009 年新增经费需求 

12.  自管理计划第四次更新以来，针对新项目和已有项目，出现了新增经费需求；相

关概况见表 2。此次更新涵括了截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以前的所有已知经费需求。表

2 所列项目均已由委员会或执行理事依据其权限予以批准，或已提交以待批准。各

项目详情载于项目文件中；经费需求显著增加的情况在附录二中有简要介绍。   

 

表 1: 工作计划（2008–2009）（百万美元） 

 管理计划第四次更新 管理计划第五次更新 

 2008 2009 2008–2009 2008 2009 2008–2009 

粮食 2 715 2 485  5 201 2 815 2 801 5 616 

外部运输 567 592 1 159 587 621  1 208 

LTSH* 1 072 1 031 2 103  1 089 1 227 2 316 

ODOC** 396 262  658 406 329 735 

DSC*** 509 511 1 020 529 604 1 133 

合计经费需求 5 259 4 882 10 141 5 425 5 582 11 008 

ISC 需求 368  342 710  380 391 771 

总计  5 627 5 223  10 851 5 805 5 973 11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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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9 年新增经费需求  

（百万美元） 

乌干达 EMOP*, PRRO** 以及 CP**** 204.04  

肯尼亚 PRRO 117.17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EMOP 以及 SO*** 82.31 

索马里 EMOP 以及 SO 76.68 

巴基斯坦 EMOP 64.30  

伊拉克 EMOP 46.10 

刚果民主共和国 EMOP 以及 SO  40.83  

海地 EMOP 30.83  

其他  86.79 

总计  749.05 

  对于新增项目及/或预算修正案，包括根据成本要素进行的预算，可查阅各个项目文件

了解详情。 

*     应急行动 
**  持久救济和恢复行动 
*** 特别行动 
**** 国家方案 

预计资源水平 

13.  最初的管理计划（2008-2009）以 52 亿美元的总收入预测为基础产生，相当于工

作计划总资金的 90%。随后的工作计划经费翻了一倍，增长至 118 亿美元，而且粮

食价格危机引发了许多慷慨的捐助；资金的预测值提高到了 84 亿美元，仅相当于工

作计划总预测资金的 71%。 

14.  2008 年获得了 50 多亿美元的捐助收入；据估计——仅针对 PSA 计划目标——

2009 年将筹措到 34 亿美元资金。  

15.  下文将对根据该捐助收入而进行的 ISC 收入预测予以概述。  

方案支助与行政平均股息账状况 

16.  2006-2007 财务报表概要表明，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PSA 平均股息账收支结

余为 860 万美元。2008-2009ISC 收入预计量更改为 5.05 亿美元，以反映出捐助预计

量的增加情况。2008 年经审计的年度账户概要表明，该两年期内预计为 3.17 亿美元

的 ISC 收入已在 2008 年进账。表 3 简明列出了对 PSA 平均股息账的预测，增加后

的 ISC 预计量以及已获批准的 PSA 支出这两方面因素均被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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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8-2009 PSA 平均股息账 

 （百万美元） 

 
 PSA 平均股息账预测  

2008–2009 

2008 年 1 月 1 日期初余额   8.6 

直接支助费用预付贷款转账，于初始管理计划

(2008–2009)中批准 

 
24.1 

2008–2009 年 ISC 收入  505.0 

 2008–2009 PSA   

已获批准的 PSA 支出 (411.5)  

2008 外汇影响预测  (15.0)  

 2008–2009 年修订 PSA 共计  (426.5) 

一次性拨款   (40.8) 

 2009 年 12 月 31 日预测  70.4 

 

17.  PSA 平均股息账期末余额预计值相当于四个月 PSA 支出的最低数额。 

18.  秘书处已经认识到对 PSA 平均股息账收支结余进行持续审查的重要性，并将持续

监督 ISC 收入和 PSA 支出  

19.  委员会将及时获取有关整个两年期内本账目情况的最新信息。  

套期保值  

20.  在 2008 年的年度会议上，委员会批准了一项针对 PSA 支出中欧元部分的套期保

值政策。1 

21.  针对欧元支出的套期保值政策涉及对以固定汇率买入定额欧元的权利的买卖。保

值措施可导致资金收益或损失。秘书处无从预测市场波动趋势，但其将通过套期保

值措施使外汇风险降至最低，从而消除 PSA 预算编制过程中的一项不确定因素。  

22.  根据这一政策，秘书处就 2009 年各月做出了 480 万欧元的套期保值安排。平均汇

率确定为 1 欧元兑换 1.44 美元，而当前汇率为 1 欧元兑换 1.33 美元。秘书处将在

2009 年终就该等安排的全方位影响进行报告。 

23.  秘书处欲继续对 2010 年及 2011 年的欧元经费进行套期保值，为此，将自 2009 年

中期开始每月做出约 500 万欧元的套期保值安排。   

24.  用于管理计划（2010-2011）的新标准头寸成本将纳入套期保值合同的平均欧元/美

元汇率。这将使以欧元为计价单位的 PAS 支出的美元价值得以确定，并有助于目前

正在开展的管理计划（2010-2011）编制进程。  

                                                 

1 决定 2008/EB.A/7（第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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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基金情况 
25.  普通基金为一会计主体，用以记录全部用于非指定用途活动的 ISC 工程追回款和

杂项收入。ISC 收入记入属于普通基金子基金的 PSA 平均股息账之中。普通基金未

指定用途部分主要资金来源是利息收入，因而市场情况和利息率对普通基金的影响

很大。普通基金未指定用途部分的最新预测与管理计划（2008-2009）第四次更新中

的预测相同，如表 4 所示： 

 

表 4：普通基金中的未指定用途部分 

 (百万美元 ) 

 普通基金预测 

2007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52.8 

2008-2009 年利息收入 0 

2008–2009 杂项收入 16.0 

2008–2009 普通基金费用  

联合国安保署 

( 决定 2007/EB.2/4,第七段) 

(26.6) 

私营部门筹款贷款（决定 2008/EB.1/4） (9.0) 

过渡期基金（决定 2007/EB.2/4, 第六段) (10.6) 

业务储备金补充（决定 2008/EB.A/5, 第二段） (5.9) 

WINGS II（决定 2008/EB.A/ 7 第三段） (7.5) 

紧急安全基金（决定 2008/EB.A/7 第二段） (5.0) 

200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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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指标 

1.  本附录包含了一系列用于监控世界粮食计划署金融参数的指标。秘书处正定期跟

踪这些参数。关于这些参数的报告是为了回应委员会的要求。 

2.  本附录中的财务指标是：1）粮食项目的单位成本；2）物价指数 - 谷类商品和原

油的国际价格；3）ISC 收入和 PSA 支出。  

1) 粮食项目的单位成本 

3.  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成本要素分析 1  中规定的方法，并根据年度执行报告

（APR），以分配的每公吨粮食的成本为基础，分析粮食项目的单位成本2。表 5 显

示了每一成本要素的单位成本的演变： 

 

 

表 5: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项目成本要素  

(百万美元) 

 实际成本 预算 

 2004–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总支出           

粮食 2 147.7 943.6 1 173.0    2 815.2  2 800.8 

外部运输 524.5 242.1 218.0       586.5  620.5 

LTSH 1 240.2 720.3 600.0    1 088.7  1 227.3 

ODOC 109.1 52.5 59.0       150.8  172 

DSC 446.8 272.0 265.0       483.4  577.4 

总计 4 468.3 2 230.5 2 315.0    5 124.7  5 398.0 

每公吨的价格      

粮食 269.6 250.0 333.0      466.4  466.6 

外部运输 65.8 59.9 66.1 97.2  103.4 

LTSH 155.7 178.3 181.8 180.3  204.5 

ODOC 13.7 13.0 17.9 25.0  27.3 

DSC 56.1 67.3 80.3 80.1  96 

总计 560.9 568.5 679.1 848.9 897.8 

分配（百万公吨） 7.97 4.04 3.30 6.04 6.01 

                                                 

1 “WFP 成本要素分析” (WFP/EB.A/2006/6-G/1)。 

2    用于非食品要素的特殊运营支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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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价格指数 

4.  世界粮食计划署谷物指数旨在从总体上表现持续的价格变动对世界粮食计划署谷

类商品成本的影响。谷类商品包括了四种商品：小麦、玉米、高粱和大米。世界粮

食计划署谷物一篮子商品的价格通过这四种商品的加权平均数算出，并从 2002 年 1 

月 1 日起作为指数。指数中每种谷物的权重依据这些商品在 2007 年世界粮食计划署

一篮子粮食中的价值而确定。小麦占指数的 28.2%，玉米为 23.8%，高粱和大米各

占 24.0%。谷物价格均以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国际商品价格数据库为基础。 

5.  原油指数跟随原油价格的轨迹，从 2002 年 1 月起作为指数，以布伦特原油期货为

根据。 

6.  图 1 显示了截至 2009 年 3 月的世界粮食计划署谷物指数和原油指数演变情况。  

图 1: 世界粮食计划署谷物指数和原油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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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间接支助成本收入以及方案支助与行政支出 

7.  秘书处定期监督 PSA 支出以及 ISC 收入，以确保资金足以用于支付支助成本支

出。表 6 显示了 2008-2009 两年期内已批准的 PSA 拨款和 ISC 收入预测，以及以往

两年期间内的实际数据。ISC 收入与 PSA 支出间的差异已转入 PSA 平均股息账中。  

原油 

 世界粮食计划署谷物指数 

2
0

0
2
年
指
数

=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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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PSA 支出以及 ISC 收入(百万美元) 

 实际数额 预算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ISC 144 209 204 162 159 166 317 188 

PSA 98 134 173 212 212 214 189.9 236.6 

盈余/亏绌 46 75 31 (50) (53) (48) 127.1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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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1.  表 2 列出了对新增或已有活动的受益性需求显著增加的几个主要地区。各预算修

正案或新增项目的详细信息已于项目文件中载明。与该等需求增加情况相关的项目

文件或预算修正案均已由委员会或执行理事依据其权限予以批准，或已提交以待批

准。  

2.  本附录介绍了几项主要的新增经费需求，这些新增需求带动了 2009 年工作计划预

算的增长。  

乌干达 

 对政府牵头的关于解决乌干达饥饿问题之倡议的支助 

（新项目： CP 10807.0） 

3.  自 1997 年起，乌干达政府即已在消除贫困行动计划的基础上推行了一项发展议

程，尽管已在福利及饥饿问题指数方面取得了广泛的积极成果，但仍存在诸多挑

战。在与乌干达政府及各合作方的磋商之下，世界粮食计划署乌干达办事处制定了

一项国家战略（2009-2014），并为此分析了乌干达的政策与需求、目前对该国提供

的援助状况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乌干达具有的比较优势。10807.0 号国家方案旨在

实现上述国家战略中的第二和第三项目标，即：粮食与营养保障以及农业与市场支

持。  

 对乌干达东北部卡拉莫贾地区受 2008 年旱灾影响社区的应急援助 

(新项目： EMOP 10811.0) 

4.  2008 年底，乌干达东北部卡拉莫贾地区遭受了严重旱灾，在这场人道主义灾难

中，该地区的农业产量急剧下降，据推测仅有正常产量的 30%。在这一迫近的灾难

之下，10811.0 号应急行动方案应运而生，将在 2009 年 10 月收获期之前填补粮食空

缺，从而挽救无数生命。这一多级干预行动将：1) 为所有无粮食保障的家庭提供一

般性的粮食援助；2) 提供资金，以防不当利用削弱粮食援助的有效性；以及 3) 为中

度或重度营养不良者提供补给和食疗。该应急行动还将确保该地区不会因饥饿问题

而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即不会因消极的应对策略而损害农村居民的生计，亦不会使

不稳定的治安情况继续恶化。  

 为乌干达难民、流离失所者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救济与恢复提供具有针对性的

粮食援助 

（已有项目：PRRO 10121.2） 

5.  10121.2 号持久救济和恢复行动旨在支持政府对粮食无保障的家庭提供援助，进而

通过与各地区特有的挑战和机遇相适应的方式实现从救济到自给自足状态的转变。 

 为乌干达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提供的持久救济 

（新项目: PRRO 10121.3） 

6.  近几十年，邻国的国内冲突与政局动荡使乌干达遭受了严重影响。在北部地区的

阿乔利次区域爆发的内战致使大量人口流离于营地及过境地点。苏丹和刚果民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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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的动荡局面迫使几千名难民前往尼罗河西岸和乌干达西部的西南次区域寻求庇

护。为应对这一持续变化的局面，该国政府实施了和平、恢复与发展计划，以在受

影响地区调动人力和财政资源。这一新增的持久救济和恢复行动旨在支持政府拯救

民生，并使持久危机下的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和难民脱离严重的营养不良状

态。. 

肯尼亚 

 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生计的保护与重建 

（已有项目： PRRO 10666.0） 

7.  肯尼亚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对于市场和气候方面的冲击与不安全状况承受能力弱，

因此粮食保障更易受到威胁。肯尼亚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已由 55%下降至

46%，但诸如文盲率和妇婴死亡率之类的社会指标亦有所下降。在收入分配方面存

在极度不平等现象。该项目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 恢复——建立家庭与社区资产，

以增强对冲击的适应力；2) 社会保护——通过与政府及各合作方的合作，支持针对

最脆弱群体的全国社会保护体系的运作，以确保紧迫的粮食空缺问题得到解决。3) 

备战状态——能够对新出现的冲击迅速反应。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继续以其行动配合

该国政府的策略，并与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UNDAF）2009–2013 进行通力合作，

旨在：1) 通过增强对冲击的承受能力来改善粮食保障；2) 在极度缺乏粮食保障的地

区加大人力和生产资本的投入；3) 强化环境管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确保公平获得

服务，并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为加沙生命线行动提供应急粮食援助 

（新项目： EMOP 10817.0） 

8.  自 2008 年 12 月底以来，加沙地带的敌对行动急剧升级，从而产生了人道主义危

机。大多数巴勒斯坦民众无法获得粮食和基础服务，向加沙地带的迁移也受到了严

格的控制。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形势已不堪一击，但进入加沙的援助力量却极为有

限。世界粮食计划署为 10817.0 号应急行动设定的目标是：1) 通过提供给粮和粮食

券，满足受冲突影响民众的紧迫需求，并提高其粮食消费水平；2) 为学校提供食品

供给，使援建学校的男童、女童（包括 IDPs 和难民）入学率保持在危机前的水平。 

 通过开展后勤协作应对加沙危机 

（新项目： SO 10815.0） 

9.  在加沙地带的冲突局势下，针对该地区民众不断增长的人道主义援助需求，联合

国国家工作队要求世界粮食规划署启动后勤集群。通过 10815.0 号特别行动, 世界粮

食规划署将向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色列和埃及增派后勤人员，在约旦河西岸、以

色列和埃及建立并扩充货运枢纽，以确保向加沙地带提供及时有效的人道主义援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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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 

 为应急救济和生计保障提供粮食援助 

（新项目：EMOP 10812.0） 

10.  世界粮食计划署分派至索马里的工作人员有 200 多人，分别就任于五个办事分处

和六个驻地代表处，其活动范围正在有计划地扩大。世界粮食计划署是索马里为数

不多的几个能够触及最脆弱群体的机构之一。各合作方已将 100 万人口的食物供给

责任交付给了世界粮食计划署，从而使世界粮食计划署受益人口数量在 2009 年 4 月

1 日前增至 350 万 。10812.0 号应急行动旨在拯救民生并恢复生计，为此，将向饱受

冲突和经常性自然灾害的 IDPs、收容社区、城乡贫困人口以及其他弱势群体提供粮

食保障，并满足其营养状况。  

 联合国人道主义空中服务  

（已有项目： SO 10681.0） 

1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以及世界粮食计划

署于 1996 年在索马里设立了联合国共同航空事务处（UNCAS）；此后，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又加入其中（UNHCR)）。其设立目标是为人道主义届提供

客运航空服务。在缺乏值得信赖的本地航空运营商的情况下，联合国人道主义空中

服务（UNHAS）成为在索马里开展的人道主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基斯坦 

 为巴基斯坦西北边界省（NWFP）以及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的境内流离

失所者和受冲突影响人群提供粮食援助 

（新项目： EMOP 10828.0） 

7.  10828.0 号应急行动旨在援助 IDPs 与粮食和营养保障受到冲突影响的人群，并改

善因流离失所而产生的营养不良状况。截至 2009 年 2 月，10671 号持久救济和恢复

行动的预算修正案已惠及 211,000 名 IDPs。该项应急行动是为了应对 IDPs 及其他受

影响群体登记人数的大幅增加。  

伊拉克 

 向伊拉克提供粮食援助 

（已有项目： EMOP 10717.0） 

13.  该项预算修正案的目标在于将 10717.0 号应急行动期限延长九个月，直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作为一项权宜之计，这一应急行动将在 IDPs 能够在其安置地获得公共

配给之前满足 IDPs 的紧迫需求，并将惠及 510000 人。以妇女为户主的家庭以及被

安置在营地或营地类定居点的 IDPs 将被予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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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民主共和国 

 为刚果民主共和国（DRC）东方省上韦莱地区受不安全状况影响的人群提供

应急支助。 

（新项目： EMOP 10824.0） 

14.  自 2007 年 12 月起，乌干达反政府组织“圣灵抵抗军”多次在 DRC 的上韦莱地区

发动袭击，致使当地居民长期处于不安全状况之中。该应急行动将满足 IDPs 和收容

社区的紧迫的粮食需求，从而确保其尽快获得粮食保障，并降低其营养状况恶化的

风险。如 DRC 的安全状况趋于稳定，该应急行动还将满足可能从苏丹南部遣返回国

者的需求。  

 旨在管理后勤集群活动的后勤扩充项目  

（已有项目： SO 10556.0)） 

15.  自 2008 年 8 月以来，在 DRC 北基伍省和东方省，政府军队与反政府组织之间的

混战危及到了于 2008 年 1 月签订的停火协议，并致使 IDPs 人数增多。该预算修订

案将提供更多的资源，以维持已在 10556.0 号特别行动下提供的一系列机构间后勤

服务，包括后勤集群管理，以及机构间后勤服务和 DRC 东部舰队的运作。  

海地  

 为救济并保护粮食无保障的弱势群体而提供粮食援助 

（已有项目： PRRO 10674.0） 

16.  10674.0 号持久救济和恢复行动最初是由执行委员会在 2007 年 10 月针对 2008 及

2009 年的活动而予以批准的。2008 年，持续数周的强飓风和热带风暴极大地削弱了

上述活动的成果，其造成的损失可占海地国内生产总值的 15%。该项预算修正案的

目标在于援助灾后恢复工作，满足紧迫的粮食需求，从而为弱势民众建立起短期的

安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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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中使用的首字母缩略词 
 

APR 年度执行报告 

DRC 刚果民主共和国 

DSC 直接支助成本 

EMOP 应急行动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IDP 境内流离失所者 

IPSAS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 

ISC 间接支助成本 

LTSH 陆地运输、储藏和处理 

ODOC 其它直接经营成本 

PRRO 持久救济和恢复行动 

PSA 方案支助与行政（预算） 

SO 特别行动 

UNCAS 联合国共同航空事务处 

UNDAF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HAS 联合国人道主义空运处 

UNHCR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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