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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经济援助和救灾接助：特别经济援助方案 

向毛里塔尼亚提供援助 

秘书长的报告

1 . 大会1 9 8 5 年 1 2 月 1 7  B 第 4 0 / 2 1 9 等决议，除别的外，请秘书长趣

续努力，调动对毛里塔尼亚提供的国际援助，并保证采取适当措施，制订有效的特 

别援助方案，经常审查毛里塔尼亚的情况；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匹届 

会议提出报告。

a  振该决议，秘书长安排了机构间考察团 * 由特别经济援助方案股股

长率领，于 1 9 8 6 年7 月 1 8 H 至7 月2 5 日前往毛里塔尼亚访问，以便同政府 

协商，并就该国最迫切需要的提助编写报告。 本报告所附考察团的报告审查了该 

国的一般经济、财政和社会情况，倚要说明了 1 9 8 5 - 1 9 8 8 年经济和财政复苏方案， 

确定了达成方案目标的辅助行动领域，并说明需要特别经济援助的项目和建议。

2 L 秘书长强烈建议国际社会对考察团的调查结果给予最有利的考虑。

8 6 —2 3 0 6 9



a/Ui/6i6
Chinese
Page 2

附件

液往毛里塔尼亚的机构间考察团的报告 

( 1 9 8 6 年7 月 18-24 H )

目录

段次

- 导 言 . . .

^ 经 济 情 况  

\ 慨 况

a
4

中央政府帐户 . 

国 际 收 支 . . . . .  

国外援助和外债

D.

H 保健和社会福利

H 结论和建议…

L 统 计 表 ............

a 毛里塔尼亚地图

附录

页次

1  - 5

V - *7

U - 8 3

9 - 15 5

lU - 22 6

17 - 18 7

19 7

20 7

2 1  - 22 8

25 - 28 8

29 - 58 11

30 - 57 11

58 - U3 13

U4 - U6 15

U7 - 5U 16

55 - 58 18

59 20

24

32



a /Ui / 6 i 6
Chinese
Page 3

导言

L 根据大会1 9  8  5 年 1 2 月 1 7  H第 4 0 / 2 1 9 号决议，由特别经济援助方 

案股股长率领的机构间考察团于 1 9 8 6 年7 月 1 8 至 2 5 日前往毛里塔尼亚 

访间。 a 员包括联合国责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和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生 

境会议 ) 的 专 联 合 国 开 发 计 划 署 （开发计划署）副驻地代表也积极参与考察 

团的工作*

Z 在访间期同，考察团同经济和财政部长以及规划和扫盲国务秘书举行会谈。 

它也同外交部、经、济和财政部，J 1生和社会事务部、教育部、设备和能源部以及供 

水部的高级官员进行了协商。 此外，考察因也同外交使团成员和渡府间每织的当 

地代表会睡•

2 L 考察团对毛里塔尼亚政府提供的协助和合作表示感谢。 考察团也要对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副驻地代表和联合国系统驻毛里塔尼亚的代表提供 

的协助表示感谢®

= 5 经济情况 

K 慨况

4 毛里塔尼亚位于西非滨邻大西洋的撒哈拉地区、由于气候干阜和土壤資脊， 

人口密度居西非之末：每平方公里1 ，5人；在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总人口仅达17,0万人（1 9  8  4 年的数字）。 该国有四分之三的地区是沙漠或半 

沙漠，其余地区仅适于粗放或农业耕作，只有西南部沿塞内加尔河河岸一条狭，的 

汰土地带例外，可以进行不需迁移的农业生产。

5. 1 9  7  0 年至1 9  8 2 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2 ，3% ,  IB生时的预期

寿命为4  3 岁。 1 9  6  0 年独立时，识字率不及5 % , 现已达到2  5  %左右，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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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非洲之末。 法文和阿拉伯文是毛里塔尼亚的正式语文。

a 传统的毛里塔尼亚社会已在迅速变迁，而战争和自1 9 6 0 年代中期以来 

由于长期阜灾而造成的迅速沙漠化更给变迁带来困难，毛里塔尼亚的都市化过程， 

速度比西非任何地方都快。 伎靠畜牧为生，过着游牧或半游牧生活的人口在1 9 

6 5 年祐计力8 3 % ,  1 9  8 5 年锐减至1 5 % 。 另一方面，居住在人口超过 

5,  0 0 0 人社区内人口在1 9  6  0 年为3 , 5 % ,  1 9 8 6 年增加到近4  0 % 。 1 9 

6  0 年建立的首都努瓦克肖特原先只有5,  0 0 0 人， 1 9 8 6 年增加到约4  0 万人《 

城市地区没有足够的基本设施和服务来满足B 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 举例来说， 

努瓦克肖特缺乏足够的用水供座《 此外，都市失业已成为严重问题。

7. 毛里塔尼亚经济的两极化一 现代化的采矿业和传统的农业部门一 对发 

展努力提出严重挑战。 1 9  8  2 年，参加经济活动人口中， 6 9  % 靠畜牧、农业 

和渔业为生（1 9 6 0 年为9 1 % ) .  8 % 在工业部门，2 3 % 在服务部门。 在 

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口当中，约有6 万人在现代化部门就业，其余约5 4 万人则赖传 

统农业部门维生，在现代化部门，公共部门（政府和公营企业）就业人数约占5 0

%o

8 L 毛里塔尼亚的运输和通讯部门非常落后。 由于国家面积大和地理条件恶 

劣，铺设道路费用高摩。 公路网由8 万公里道路组成，情况普遍很差，只有1 ,  

50CKA里铺设了路面。 由于交通密度低，道路建筑和维修赛用高，道路投资往往 

并不划算。 不过，为了把散居四处的人口合为一体，发展以努瓦克肖特为中 

心的国家运输基础设施仍然是政府的优先目标，因为努瓦克肖特位于南北经济中心 

的中点，连接努瓦克肖特和该国东南地区内马的一条公路已于1 9 8 4 年完工。 

毛里塔尼亚仅建有一条救路，用来把佚矿砂从位于北方的矿区运到努瓦迪布港。

塞 内 加 尔 河 长 达 •里的一段可以蹇年通航。 主要的逢业中心努瓦迪布拥有深 

水港。 在努瓦克肖特的第二个港口也即将完工。 这而个城市各有一座机场，全 

国有1 4 座小型筒易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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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沙漠化和阜灾

a 对毛里塔尼亚的经济情况进行任何评价都必须特别考虑到沙漠化问题。

过去 1 5 年来，毛里塔尼亚一直是干阜成灾，使得人为的土地退化程序加剧。 这 

个现象的严重性为萨赫勒所有国家所仅见： 1 9 6 0 年代初被认为不受沙漠化，响 

的有1, 5 0 0 万英亩土地，到 1 9 6  6 年仅余不到100万英亩仍然来受影响。 据 

佑计，沙漠扩大的速度为每年6 公里。 该国仅在塞内加尔河河谷余有几处小片森 

林。 木材是毛里塔尼亚唯一的能源，如果不制订一•个完善的战略来减少消耗和增 

加可持续的林产，可取用的森林资源可能会在今后2 0 年里破伐殆尽。

1 C L 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是：可耕地和农业生产不断减少，牲畜死亡。 农民 

失去收获、牲言和家庭收入，有时还失去水源，影响也同样严重。 影响还包括广 

泛的营养不良和高发病率，特别是幼年儿童，有人提到（见上面第6 段 ）它导致人 

口流往都市地区，随之引起许多问题0 «

1 1 . 毛里塔尼亚境内的沙漠化过程必须立即扭转。 该国的存亡在此一举。 

一些重要的发展项目—— 灌就网、水利工程、水项、水井、道路等—— 现在已经处 

于沙漠扩张的威勝之下。 例如，努瓦肖特至内马的公路有好几处被沙丘援盖，

为使公路畅通造成严重的财政负担。 韩线1 7 度以南的许多城镇正受到沙漠威胁； 

在此线以北地区，除了少数几个城市，都已经沙漠化。 毛里塔尼亚的一个发展重 

点是塞内加尔流域的农业精耕作，但如某没有一个腹地作为屏障，计划中的水利 

农业发展项目成功的可能性极小。

U 此外，毛里塔尼亚的沙漠化过程如果不能停止，邻国马里和塞内加尔也会 

受香。 塞内加尔河很可紘不久就成为撒哈拉与萨 赫̂勒之间的界河。

l a 为了防止沙漠扩张，并鉴于沙漠化与农村人口外流之间的关系，毛里塔尼 

亚政府已制订全面计划，促进内地农村发展和鼓励人口在当地定居。 这个计划已 

列入1 9 8 5 - 1 9 8 8 # 经济和财政:复苏方案（见下文）。 此外，自1 9 8 3 年以来， 

政府正在执行一个使沙丘稳定化的主要方案，田联合国系统提供振助。 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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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阶段由联合国苏丹- 萨赫勒处和報农组织赞助，包括该国1 2 个区城中 

的 1 0 个区城。 第二阶段为期四年，自1 9  8 7 年 1 月开始，目的在巩固和扩大 

该方案，内容包括保护运输和通讯系统，標桐丛、绿洲和村庄。 在这个项目下设 

立了一个造林中心，研究弾些草释和木材林适合该地区的生态环境。 不过.由于 

经费严重短缺，而问题又如此庞大，这些只是最低限度的工作。

C. 最近的经济业绮

1 4 . 毛里塔尼亚经济系以下列四种主要活动为基础：农业、畜牧、采扩加渔业。 

农业基础十分薄騎，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国内生产仅足以供应国内大约四分之一的

需要。 干軍已对作物生产( 主要是小来、高梁、玉来、水稻、海專、豆类命蔬某)

造成严重影响。 总的来说，过去十年来产量实际上毫无增长》 I 9 6 0 年代，

畜牧业是增长的主要来源，但 1 9  6 fî — 1 9 7  3 年的翠灾使得牲口减少三分之一。

虽然此后畜牧业稍有护充，并未恢复它以往在经济上的重要地位0 采矿受到国际

钱需求疲弱的打击，以致产量愈价格都下降。 渔业仍然具有光明前景。 过去，

这些资源遭受外国掠夺，直到最近毛里塔尼亚才开始发展国内渔业，得到这♦郁门

的利益。

1 5 . 过去十年经济活动下降的主零原因是: 连年干旱，加上工业化国象经济衰 

退。 这种情况反映出现代化愈传统两♦ 郁门都极身遭受外来因素的影响。 参与 

西撒哈拉冲突是经济的另一♦ 负担。 最后， 1 9  7 0 年代大部分时候政府经济管 

理不善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

16.  1 9  7 8 年以来， 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旨在稳定经济未I促进发展工作的政策

措施。 第四♦ 经济愈社会发展计划（1 9 8 1 -  S 5 年 》仅部分成功，必须在

1 9  8 3 年大加修订。 规划程序导致的成果是制定了经济ifo财政复苏方案，并于 

1 9  8 f i年 1 1 月提交世界報行咨请小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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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国内总产值的增长如结构

17. 1 9 7 6年至1 9 8 5年期间，每年国内总产值的实际增长率将近2 %,
以致人均国内总产值每年下降0. 4 % 。 1 9 8 4 年的人均国内总产值佳计後为

翁4 3 0 。 1 9 8 6 年 3 月 1 9 — 2 2 日举行的发展规剑委员会第二+二届会议建

议，把毛里塔尼亚列入联合国开列的最不发达国象名单内，

1 8 . 农业ifo畜牧国内总产值的比重已从1 9 7 6 年的23. 1 %减为 1 9 8 5 

年的20. 5 % 。 1 9 8 0 - 1  9 8 5 年期间，采矿部门的比重平均约1 1 %,
而 1 9 7  0 年代初期则为2 0  % 。 制造业的比重仍停滞在国内总产值的5  %左右。 

渔业愈渔产加工约占国内总产值的1 0 % , 仍然远远不及期望。 唯一能持续扩充 

的活动是服务郁门，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行政机构膨Ifc» 就请赛而言，政府几 

国内总产值的2 5 %o

2 . 中央政府帐户

1 9 . 经济业绩不佳、战赛衡雄心勃勃的公共投资计划导致巨额财政赤字愈对外 

赤字。 1 9 7 9 年，在国际货市基金组奴的合作下，政府开始执行一项稳定方案, 
并在暇制开支方面取得一些威绩。 据倍计，过去五年来，按实值计算的工资愈薪 

金约减少1 0 % 。 然而，这种减少还不足以把预算赤字减到可以容忍的幅度。最

切, 赤字还可以用国外激算支助来筹付。 当后者急剧减少之后，只得曰渐诉诸向 

外借敦，并使对外愈国内拖欠款额不断增加0 根据1 9 8 4 年《财政法》，将货

市贬值1 9 %愈实施新的征税措施缓愈了政府财政捨据的情况，然而仍需要继续努 

力限制开支勃增加收入，

3 . 国际收支

2 0 . 毛里塔尼亚面临的经济困难，如使赖进口粮食、取代进口能力有跟、铁矿 

# '需求愈价格下降如用外资筹付的无效投资，都反映在十分危险的Ü 际牧支情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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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业出口增加，取代数矿砂成为主要的赚取外汇项目，并导致出口值增加，但主要 

被艘食、石油产品加制成品进t r增加抵消了大部分》 振佑计，近年来，.经常帐卢

赤字高达国内总产值的2 4 - 4  5 % , 解决的办法是使用以赠敦棄Î贷敦形式提供的 

外援，大量提用外汇倚备金翁使对外拖义付敦数额增加，

4 . 国外捷助愈外债

21. 毛里塔尼亚仍然高度俊赖国外资金，不仅用它来支付粮食进口等基本需要， 

也用来进行公共投资计划，过去五年来，国外捷助平均每年约达2亿美元，其中大 

约三分之二为投资项目。 对颁算的直接支助已见减少，给政府的财政造成严重间 

题》 由于最近的阜灾，粮食捷助大幅增加，

2 a 未偿中期命长期债务佶计达1 7 - 1  8亿美元，几达国内总产值的250%, 
其中大约有Î 0 % 是政府直接承担的债务，其余是中央後行、各主要報行命公营及 

公私合营企业的倩务》 它们是高度減让性债务> 赠敦组成部分1̂ 4 0 % , 不过， 

每年还本付患的负担仍超出毛里塔尼亚的支付能力：今后几年定期付敦，将使偿付 

箭务开支平均占商品jfo劳务出口总值的3 5%o 1 9 8 5年，政府采取了一杳措

施，以期谈判重新安排借付对外公傭的付敦期跟。

D.  1 9  8 5 - 1  9 8 8 年经济jfa财政复苏方案

2 3 . 尚1 9 8 6 年 1 1 月2 6 - 2 7 日在巴黎举行的毛里塔尼亚协商小组提出 

的1 9  8  5  — 1 9 8 S 年经济愈财政复苏方案（复苏方案》是政府发展政策的基本 

文件。 因此，它列入了1 9  S 5 年4 月同国际货市基金组级签订的备用协定的规 

定。

2 4 . 复苏方案的± 要安观经济目标是：雄持4 % 的实际年增长率I 提高投资生 

产率，从而减少在国内总产值所的比重I 促成中央政府预算平衡愈遂步由公共储 

養提供投资I 通过增加出口jfc减少进口以降低国际收支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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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 达成以上目标所需的安观经济政策包括：具有弹性的汇率政策I 暇制性货 

市ifo信贷政策，并对私营生产郁门给予优先》财政紧缩I 遂步使定价如销售自由化， 

就业政策着重适当的职业训练勃私营郁门创造就业机会I 整顿半公营郁门I 都门战 

略对生产都门（渔业、农 业 、如養顿项目 ( 采矿愈公共審务、给予优先，鼓场私人 

投资愈动员人民自行满足基本需要。

2 6 . 执行这些政策的具体政策措施愈项目裁在复苏方案内， 这个方案有三小 

一般行动领域。 第一♦ 领城涉及宏观经济管理，以便贤雄财政愈在钱行愈公共行 

政等关键领城实族必要改革0 第二♦ 领域包括使经济自由化激私营化的措施。虽 

然这两♦ 领域内措施的执行主要俊赖政府的行动，而它们的直接赛用又不身确定， 

但外提里然将使成功的可能性大为增加，

2 7 . 第三♦ 政策措施领棱涵盖个别部门的战略，并包括一项投资计划。 重点 

包括三种项目：鉴颤项目，以维护如巩固现有资产I 生产项目，以扩大收入来源Î 

特别在社会郁门的支助项目，旨在满足人民的最基本需季。 1 9 8 5  - 1  9  8  8  

年期间，頻计公共投资总额约达iS：65,  0 0 0 万。 尚待执行的新项目约值;3：5 2 0 0 0  

万。 新项目按郁门分列的细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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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门 百分比

一农村郁门 42. 1

( 其中5. 5 % 为农村供水》

一工业愈手工f ：生产 2. 0

一采矿 1. 2

一渔业 8. 7

一能游 1. 6

一城市供水 17. 2

一基础设施 10. 0

一资料愈电讯 1. 3

一住房勃城市发展 I. 9

一教育 4. 8

一卫生 3. 2

一染项 6. 0

2 8 . 捕助者对复苏方案的投资计划的反应良好。 政府同倩权人就切步重新安 

排偿倩期跟达成了协议。 关于支助复苏方案执行工作的一项结构调盤贷款，正在 

同世界後行进行谈判。 应付跟前需要的被食捷助承诺看来已获得了保ÜEp 捐助

者对投资计划的许多（并非全部）项目，作出了承担或表示有兴趣， 政府对这种 

反应深表感谢，但促请提供充足资金，以便彻底执行复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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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别经济援助方案

2 9 . 如前所示，复苏方案是该国政府的基本发展战略《该方案是按照与货市基 

金组级签订的备用协定为了取得国内外财政稳定而拟定的《该国政府与考察S 商讨 

时重申，对复苏方案秦行不偷，但强调为了实现复苏方案，改善毛里塔尼亚人民的 

生活素资，并防止沙漠化，必须采取辅助行动• 由于必须敎厥生产性投资，无法考 

虑到复苏法案下的一些重要项目，在这方面，双方同意考察团应集中注意下列几个 

领城：( a ) 农村发展和农业，( b ) 械市化，（0) 械乡供水，( d ) 保健和社会事务，

(e》教育和扫盲《关于这些烦目的详细资料可向毛里塔尼亚政府有关当局索取》

A . 农村发展和农业

背景

3 0  . 毛里塔尼亚农村部门有两大趋势。第一个趋势力人均粮食生产下降《这种 

情况因早灾影响而更形恶化• 近年来人均粮产量仅及1 5 年前的4  0 % 左右• 男一 

趋势则为人口自农村地区流入城市地区，同时也自该国农村地区较資療的区城流入 

较肥沃的区域，

31 . 复苏方案内的政策和项目均针对两大目标而设》第一小目标是增加粮产以 

便减少对进口的依赖。这方面的目标是使国内生产量于1 9  8 8 年满足4  0 % 的谷 

物需求量2 0 % 的乾莱需求量以及5  0  % 的乳制品需求量《第二♦目标是提出敎励 

办法使农村人口留居原地•

3 2 . 达成上述目标的基本战略是特别注意改善供水湘增加灌嚴区，其他重要原 

则包括发展言牧业和合理利用牧地、由使用者更多参与装置和维修供水点的工作、 

推广以工换粮方案，并以粮援销售增加的收入资助粮食生产项目。复苏方案要求改 

善体制结构，并要求改善推广服务和农场信贷制度。

3 3 . 我业发展投资方案包括农业、农村基本设施、牧地和乡村供水^ 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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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以及研究、培训和技术援助村发展东农业占所有新项目费用的42 .  1%,  

而在1 9  8  0 ~ 1  Q 8 4 年公共支出经费则占2 5 ,  8 % , 反映出增如了对农业部门 

的重视。这些方案中农业项目占6  0  %左右。

3 4 . 按目前气候状况，毛里塔尼亚境内靠雨水资灌农业的潜力深受限制》因此 

利用灌嚴是大幅增加农产的关鍵》这包括重建现有灌厥地区以及使新地区得到潘靓 

之利。因此，复苏方案特别强调以灌親为主要内容的项目，每年待开发的2 ,  0 0 0  

公顷灌嚴土地中，半数将是中小型的灌滅计划》*

3 5 . 为劝胆人口集体移居城市或移向重要灌瓶区，必须在全国各地提供足够生 

活资料。这就是强调小型灌厥地区的方案中一些攻村发展投资的目的。此外，还在 

考虑采取更多在农村地区创造就业机会的办法。环境保护以及牧地和乡村供水这些 

方案组成部分是为改善农村地区生活条件拟采行动的必要内容》

优先项目

3 6 . 该国政府指出在复苏方案中有三项与农村发展有关的高度优先项目尚未筹 

足资金：

( a ) 训练和研制工匠制造的农具：改良农村工匠灰具制作以满足农业部门 

的基本需要。佑计费用》1, 2 5 0 ,  0 0 0 , 其中想6 0 0 ,  0 0 0 将由开发计划署提 

供0

( b ) 向乡村蔬果供应农场和水果作物增加供水：包括掘井、提供抽水机和 

维修现有设施•

( e ) 生产活动特别方案：一烦小型项目综合方案，旨在改善本地条件，包 

括建造和维修水井、水换、社会服务建筑、大小道路以及开发农田和发展工艺 

活动，从而扭转居民自翠灾灾区大规模外移的趋势。方案重点是劳力密集的方 

法，利用本地技术和资源和由民众参与烦目的拟订和执行。经劳工组级协助， 

已拟定一项工作方案, 包括受农村人口大量外移严重影响的七个地区的9 0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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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希望该方案能扩展至其他受到影的地区• 生产活动特别方案四年期间 

的佑计费用总额为4  6  0 万美元，其中第一阶段1^3 0 0 万美元。开发计划署 

已拨出专款约S 3 6 0 ,  0 0 0 。荷兰认捐在两年内提供1 5  0 万美元• 目前正在

筹措其余经费。

3 7 . 除上文所述外，考察团同该国敗府及粮农m织驻地代表协商，还查明了三 

烦需要财政援助的紫急项目„

( a ) 肥料供应: 倍 计 费 用 7 5 0 ,  0 0 0 。

( b ) 保护家畜的药物和善医设备：佳计费用® 3 2 0 ,  0 0 0 。

( C ) 牧地防火: 倍计费用$  17 5 ,  0 0 0  0

B. 城市发展

背景

3 8 . 如前所述，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中心以及陳之而起的种种问题是毛里塔 

尼亚今日面对的最大挑战。毛里塔尼亚剛独立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化程度最低 

的国家之一《目前4 0  %人口居于城市中心，予计不到十年，居于城市中心的毛里 

塔尼亚人即将超过居于农村的。虽然首都努瓦克肖特是最重要的移居城市，其他城 

市中心的年增长率也已达1 并且小型人口中心大批出现，特别是在该国的东 

南部。予测塞内加河流城水利k 业的发展将导致人口进一步大量移入这一人口原本 

已占总人口约8 0  %的地区。

3 9 . 被市化造成农村以及城市中心的生活条件不断降低。大多数主要城市中心 

的四周均满布倚陋的糊屋《 1 9 7 5 年时查出，4 0 % 的城市家庭（努瓦克肖特城 

市家庭中的5 0  % ) 都住在条件不够的房舍，最近的调查显示，1 9 7 5 年以后的情 

况更严重恶化。同时，由于械市投资资源缺乏，又无全面行动方案，政府当局一直 

无法向这些新的住区提供克分合理的必要基本设施，例如饮水或基本服务。由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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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投资趋向于向首都努瓦克肖特集》 这就更加强了它对移民的吸弓I力《一  一 ’

4 0 . 政府对这种情况已开始相应采取一些行动》 国家地理环境规划部在1 9 8 6  

年已开始进行一项土地管理研究，这项研究的基本方针包括抑制努瓦克肖特的增长 

在具有高度农业潜力的地区发展规模较小的住区，以及使传统农业地区维持目前的 

人口《努 瓦 克 特 、罗索、卡埃迪、基法和齋云等城市的全面计划已于1 9  8  5 年 

由城市和住房部在法国和意大利协助下开始拟订《不过，这些域市计划项目同国家 

发展项目的协调工作仍然不足，必须加强。

41 . 毛里塔尼亚自1 9  7  7 年起即在各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协助 

下进行试验项目，混合采用下列各种办法来找出建造经济住房的新方法：利用改良 

的本地建材；让当地人民易于掌握的适当技术；就地取材的可再生能源；自力建造 

房舍这些试验成果已在经济和技术上得到肯定，不过却无适当后续行动》

4 2 . 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主要受制于城市和住房部力量薄廣，基本上这是预算 

支助不足的后果《此外，由于缺乏基本设施、设备和住房所需经费的数字，难以佑 

计所涉费用，因此也难以制订一烦能切实执行的行动纲领，

4 3 . 鉴于资本缺乏，城市中心必须依赖当地资源来取得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基本 

设施和设备• 这也许会普遍采用试验项目的技术成果，包括就地取材，自力建房或 

许采用" 以工换粮" 的方式，并由建筑业非正式郁门广泛参与。

优先项目

4 4 . 考察团同公共工程部协商，确定下列需要优先财政援助的顶目：

( a ) 全国性城市规划和培训被市规划员的全面计划: 加强姨市和住房郁的 

能力并促使其权力下放，该项目打算进行下列工作：U )-项规划和振市管理研 

究，（i i ) 小社区的城市规划全面计划， （ Hi ) 培训姨市规划员，开始进行 

该项目的初步费用佳计为《7 5 5 ,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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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传授建造低价住房的技术：为利用上述试验成果而在选定地点编制并

试行菅造手册佑计费用总计 9 5 0 ,  0 0 0  .

C. 农村和城市供水

背景

4 5 . 政府指定农村和城市的供水问题为优先事项。因为该国8 5  % 的人口无法 

取待饮米》因此，复苏方案的投资有1 7 % 专门用于这个部门。年鹿即将开始举行 

的关于水资源发展问题的部门性会议使政府与其发展伙伴能经常协商，从而加强关 

于外援的协调《

优先方案：

4 6 . 考察团同政府有关当局协商后确定了下列需要采取行动的领城，不过还无 

法提出具体说明或费用他计：

« a ) 水源调查: 虽然对全面水文系统相当了解，但一般却对当地资源缺乏 

认识• 必须展开两种基本研究。第一种是取得该国最新空中摄影调查资料（上 

次调查是在1 9  5  2 年 ）• 第二种是对一些最敏感地区进行地球物理学调查， 

这些地区缺乏蓄水层，因此必须找到地理上的断层• 上述调查工作是拟订农村 

和城市地区的全面供水政策所必要基础，

(幼 主要城市的供水全面计划: 虽然有些城市中心（努瓦克肖特、努瓦避 

布、阿云和塞利巴比）已经拟定了全面计划或正在编写这种计划，但有些小城 

镇 （基法、Pf塔尔、内马和提季克贾）还没有这种计划*基法的情况特别严重， 

因力该城人口 2 0 0 ,  0 0 0 , 试点性钻井工作姑计必须深挖约3 0 0 至7 0 0 来。

( C ) 农村供水:撒哈拉和萨赫勒非ÿ»的气候变化导致地下水柏竭，必须增 

加钻井的深度《由于缺乏地球物理学的知识，使钻井工作的失败率几达6 0  

政府充分了解必须改进这方面的工作，因为探出新的水源将促使人口稳定，对襄个 

农村发展战略关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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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保健和社会福利 

1 .  # 8 .

背景

4 7 . 目前政府已不得不采取，缩政策，如不提供额外资源，则将使原已严重的 

情况更形恶化。 目前这个部门的支出还不到预算资源的5 % 。

4 8 . 毛里塔尼亚过去十五年的保德服务一直普遍恶化， 1 9  8 6 年的全面情况 

也甚暗淡* 同西非各邻国比较，毛里塔Æ亚的倘计寿命最低（ 4 3 岁 ），婴儿死 

亡率最高（1, 0 0 0 名中死 1 5  9 名，率数在切生一个月内死亡》。 营养不良使 

人民更易感染因缺水和不卫生导致的疾病， 传染病传播的速度惊人，

4 9 . 过去的工作以城市地区为重，造成设施和人力集中在城市中心，主要在努 

瓦克宵特， 过去曾想重订工作方针，使保健工作的权责下放，着重预防性的医疗， 

这种努力已告夫败，主要是因为资金缺乏，營理不足， 人事赛用很高，使本已有 

限的业务赛用更为减少。 农村地区及城市中心，的医疗设施和设备条件都非常差， 

虽然全国仅有1, 1 8 3 张病床，由于管理不善，使 1 9  8  3 年的使用率仅为3 0  %;  

这种情况迄今未有显著改善。 缺少中、长期的一•般保健计划加重了这一部门的困 

难《

5 0 . 政府已批准" 2 0  0  0 年人人健康" 的方案， 在这方面，复苏方案优先 

注重一般健康条件最差的人口，并设法向全国推广基本保使设施网, 特别优先重 

视净水和卫生及环境卫生教育领城的有关措施，

优先项目

5 1 . 政府已确定给予复苏方案的下列项目优先考虑，但经赛尚未筹得:

(a觸修努瓦克肖特医院: 重修医院大楼，恢复服务，并提供必要医疗设备，使 

该国的中央医隋得以Ï 分i 供服务， 佑计赛用为1 3 0 万美元，

(b) #"大基本保健网：向城市部区和乡下的最資B 人口提供基本保健方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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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营养、疫苗接种、妇幼保使、卫生和环境丑生* 佑计赛用为2 7  0 万美元。

( 0 ) 控制水媒疾病和水质管制: 饮水是毛里塔尼亚疾病的主因，因此对这部门 

特别优先注重， 扫除水媒疾病运动的佳计赛用为5 5 0 万美元，水质管制的佶计 

赛用为$ 2 9 0 ,  0 0 0 .

5 2 . 除上述外，政府疆调有必要重建或设立区城保律设施，以便减轻中央g 隋 

的压力，并向全菌各地提供保健服务。 虽然佑计赛卫不但已确定下列具体项

(a) 翻修阿云和塞利巴比的中央保健诊所

(b) 在卡埃迪和罗索建造小型保使中心

( C ) 为罗索、阿塔尔和阿莱格的区医院装置设备

2 . 社会福利

背景

5 3 . 鉴于在拟订复苏方案时遇到的限制，所以无法在投资方案中列入社会事务 

项目。 因此，并未列入有利于国家前途和人民福利的主要方案。 政府认为应优 

先进行有关妇女和残疾人的行动，

优先项目

5 4 . 政府在这方面确定了下列具体项目：

( a ) 整修妇女中心: 目前已有2 0 所促进和协助妇女合作社的妇女中心，其中 

约有2 0  0 个合作社从事产销工作（手工艺品、蔬莱销售、地 越 等 这 些 由 政  

府提供的妇女中心房舍需要鉴修和添置设备， 并且合作社本身也需要一些基本设 

备，例如缝织机。 佳计赛用愈括：妇女中心翻新赛S5,  5 0 0 , 装备赛;$4 ,  0 0 0 ,  

以及合作社设备赛想4, 0 0 0 .

( b ) 女青年特别方案：基本上没有受过训练的退学女青年是毛里塔尼亚一个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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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间题， 本提案将补充上述(a)项目，在合作社为1 8 至 3 0 岁的女青年提供 

职业培训， 该方案他计赛用为$ 1 ,  1 90 ,  0 0 0 , 其中三分之一将用于技术援助。

( C ) 残疾人和贪困者方案: 資困者和无家可归儿童的人数正以惊人速度增加， 

部分原因是前述城市化过程所造成的， 首先必须对残疾人和无家可归儿童的人数 

作一次普查，才能进行tk较完整的规化， 其他急需进行的工作包括向原由慈善社 

支持成立的现有孤儿和弃儿收容所增加支援，并支持重建在内马和罗索的劫儿园，

调查工作的佑计赛用是《1 15 ,  0 0 0 ,援助收容所的倍计赛用是《5 0 ,  0 0 0 ,重建两所 

幼儿园的赛用为然13 ,  0 0 0 .

(d) 全国養形外科和机能复律中心

该全国中心包括一所制造医疗器材的整形外科和义肤工厂以及一项技术员和专 

业工人的择训方案， 中心过去曾接受不同组织（包括开发计划署和技舍便进发展 

部 ）和国家的财政和技术援助。 兹建议建造有6  0 张病床的新房舍以扩充现有设 

族，并制定愈括西非各国的区域同住房方案， 倍计赛用为：》2 ,  126 ,  0 0 0 ，

E . 教盲和扫盲

1 .  . S Î

5 5 . 毛里塔尼亚的入学人数在过去二十年同遇速增加，目前包括1 2 6 ,  0 0 0 名 

左右小学生，4 6 ,  0 0 0 ^ 中学生，约 7,  5 0 0 名专科以上学生。 复苏方案是一个 

新战略的开始，其主要内容是以推广公共小学教盲为高度优先事项，使入学.率到 

1 9  8  8 年时自目前的3 3 % 加银到4  096 ( 如果预算经赛许可则增至4  4 %  ) .  

中学升学将较目前严格：小学毕业生中仅3 0 % 可升入中学， 改善中、高级教盲 

的素质是这♦ 新战略的要点，包括加强中、高缓学校的技术教育* 将便进私人参 

与，在教盲部门协助政府，并将要求当地社区负担部分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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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方案

5 6 . 政府对教育部门的三项投资項目给予最高优先，并指出鉴于编制经财复兴 

方案时资源短缺，因此艘育项目必须受到限制，

( a ) 建造课室: 每年为初缓教育建造1 5 0 - 2 0 0 间课室，并以农村地区为 

优先. 佑计每间课室的建筑赛约为想2 0 ,  0 0 0  , 设备赛约为想1, 5 0 0. 项目总 

赛用他计每年为3 0  0  — 4  0  0 万美元。

( b ) 东区师范学院: 为改进现有教师的，和责，建议在阿夢巴( I睡H拉一所东 

区师范学院0 赛用佑计为：建造研究报告《1 9 7 ,  5 0 0  , 实际建造赛用2 1 0 万 

美元，建造工作将于1 9  8  8 年开始• 政府佳计总费用为3 1 0 万美元，除固定 

投资外，还包括开始的两年的业务赛用，

r 大中学和技术学校网: 将建造四所理工学院及一所技术培训中学• 建 

造这些学校对于加强技术教育常重要， 目前尚不能提出佑计赛用数字，不过， 

政府将.负担培训所需教师的赛用，值正为固定投资释用寻求捷助。

2 . 胜

背棄

5 7 . 毛里塔尼亚的识字率非常低， 作为协助社区最資困阶层的政策的一部分, 

并认识到扫盲和发展之间的联系，政府已优先考虑改善成人扫盲工作，列入适当的 

职业培训， 政府的第一步工作是发动一次提竊认识的宣传运动， 由流动宣传队 

以视听材料展开活动， 扫盲方案本身是为迎合各种社区、包括游牧人口的特殊需 

要而制定的， 除职业培训外，该方案还包括卫生和公民方面的基本训练， 将利 

用毛里塔尼亚已成立的群众教育组织来建立扫盲教育中心， 最后，该方案计划定 

期出版一份旨在维持识字能力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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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项目   %.

5 8 . 政府已为该方案部分支出列入预算，并将由公务员来执行0 不过，在下 

列领域还需增加援助( 传计赛用不■举 ) : *

( a ) 特别车辅 ( 包括1 3 ♦ 区城使用的零件及视听材料 )

(b) 印刷设务

(C)-资助制作一凑教育，片

(d) 复印设备

四、 结论和建议

5 9 . 报告指出，该国政府同货市基金和世界银行合作，在同其发展伙件协商后， 

已开始努力为一个可行的长期经济发展莫定基辅， 经济和财政复苏方案（复苏方 

案 ）郎是以此为根据并考虑到目前的财政紧缩状况拟定的。

6 0 . 毛里塔尼亚的主要间题是长期干旱和沙漠护■散。 这两大灾事使该国的经 

济一筹莫展，严重影响人民生计， 面对这样庞大的问题，资源显然严重不足。如 

果能够有充足的经赛，可以大幅度地增加援助， 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针对沙漠化 

和于軍问题制定了很好的项目，但因缺乏经赛都没有执行， 兹建议苏丹一萨赫勒 

办事处、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和生境中心与毛里塔尼亚政府协商制 

定一份多部门行动计划，以备向国际社会筹资。 这计划可以包括防治干軍和沙 

漠化的具体方案和项目， 大会1 9  8  6 年 6 月 1 日第十三届特别会议通过了联合 

国 1 9  8  6  — 1 9  9  0 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上述行动计划将是行动纲领 

的当然后续行动，特别是其中第二章第1 (CÎ)节， 这♦计划将由捐助者在专为此召 

开的干翠和沙漠化问题部门园桌会议上予以讨论，

6 1 . 至于其他发展急需，考察团与该政府协商后，确定了不同部门的若于项目 

需要采取辅助行动和外援， 这些项目已在本报告上文各节详加说明, 这里列在以 

下搞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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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 要  

特别经济援助方案 

•.农村发展和农业

训练和研制工匠制造的农具

( 在戈尔戈尔、阿萨巴和吉地马卡》

向乡社蔬果供应农场和水果作物增加供水

四年生产活动特别万案（其中技术拔助占 5 0 0 ,  0 0 0 )

紧急活动

肥料供应

保护家畜的药物和兽医设备 

牧地防火

B . 挑市发展

全国性城市规划和振市规划员培训全面计划

传播建造低价住房的技术

在海进渔村： 黎2 5 0 ,  0 0 0

在沿河城市： $  3 5 0 ,  0 0 0

在沿努瓦克肖特一-内马公路

__________________  的振市： $  3 5 0 ,  0 0 0

a 1 美元==7 6 毛里埃尼亚乌吉亚.

费 用  

( 以千美元计） &

1, 2 5 0

不详 

4,  6 0 0

赛 用  

( 按千美元计) 

7 5 0  

3 2 0  

1 7 5

7 5 5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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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农村和城市供水

全国摄參调査和以卫星对金国和鄧分地区作地球物理调査 

基马、阿埃尔、内马、提季宪贾各械供水全面计划 

在基法疯进行试钻工作

D. 保律和社会福利

保健:

翻新努瓦充肖特医院 

扩大基本保笑网 

担制水媒疾病 

水质担制

翻修阿云和塞利已比的甲央保健诊所：

在卡埃迪和罗索建造小型保健中心 

为罗索、阿塔尔和阿莱格的区医院装置设备 

社会福利

重整2 0 所妇女中心

翻新赛： 每所想5, 5 0 0  

设备费： 每所 !》8» 0 0 0

每所妇女合作社的设备费

女青年特别方案（三分之一为技术援助费》

殊废人和无家可归儿童晋査

孤儿和弃儿牧容所《增资）

重建两所幼儿园，每所

不详

不详

不评

1, 3 0 0  

2» 7 0 0  

5,  5 0 0

2 9 0

不详

不伴

不详

2 7 0

4

1, 1 9 0

1 1 5

5 0

13



a / 4 1 / 6 1 6
Chinese
Page 23

全国整形外科和机能复建中心 2, 1 2 6

E , 教育和扫盲

. 教育

每年为初欲教育建造1 5  0 间至2 0  0 间教育，

每间造价部2 0 ,  0 0 0  , 设备费》1, 5 0 0

在东区建造一所师范学院

建造四所理工学院及一所技术中学 

扩大中学和技术学校网

2 . 扫言

特别车辆（包括零件》同视听材料供1 3 个区域之用 

印刷设备

资助制作一查教盲影片 

复印设爸

3, 0 0 0  至 4, 0 0 0

3, 1 0 0

不，

不详

不详

不译

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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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

统计表

表 1 : 1 9 8 9 8 5 年国内总产值,

按 1 9  8  2 年不变价格计算 

( 以百万乌吉亚计)

1981 1982 1983 1984
倍计数

1985
预测数

权级部门
11,466 11,657 13.414 11,216 11,362

农业和林业 1,335 1,148 848 1,141 1,301

窗牧业
a ,541 8,768 9,359 7,291 6,879

1,590 1,741 3,207 2,784 3,182

次级部门 LS21 8,228
mmmÊmmÊÊtmm

7,752 10,358 10,721

矿业 4,377 3,550 3,841 5,814 6,096

逢产加工业 508 535 562 590 619

其他工业和手工业 1,297 1,255 1,288 1,353 1,431

建筑和公共工程 2,394 2,888 2,061 2,601 2,575

三级部门
1£,529 15,316 15,936 14,603 15,000

运输、存储和电讯 2,904 3,035 3,293 3,092 3,157

货易和其他非政府服务 9,165 7,546 7,348 6,157 6,382

政府服务
4,460 4,735 5,295 5,354 5,461

国内总产值（按要素

成本计算）
36,571 35,201 37,102 36,177 37,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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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续 ）

年增长率 

国内总产值（按 1 9 8 2 年 

不变市价计算）

年增长率（百分比）

2 .0  -3 .7  5 .4 -2 .5  2 .5

39,692 38,838 41,401 41,190 42,220

3 .7  -2 .2  6 ,6 -0 .5  2 .5

资料来源: 数播由毛里塔尼亚政府当局提供i 

a 包括传统和工业捕鱼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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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 1 9 8 1 —1 9 8 5 年国际收支 

( 按百万美元计)

1979-81

( 平均数）

1982 1983 1914 1585

( 他计数）

出口，包括非要素服务a 281.0 302.5 367.9 348
进口，包括非要素服务 -483.7 -630 .8 -594.4 -611

资源差额 -202.6 -328 .3 -226.5 -263

要素服务支付 - 3 7 . 0 - 5 4 . 0 - 4 5 . 4 - 39

经常公共转f t 82.8 85.4 61.3 58

经常帐户赤字 -156.9 -290 .9 -210 .5 -244

资本流入 174.3 243.0 181.0 217
mmmÊmmm

官方储备金改变净值 17^ 47.9 29.5

年终官方储备金净值 26.9 -16.2 -45 .7 - 73

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经常帐戶，字 22.0 41.8 28.4 34

正式转帐前经常帐户赤字 33.5 54.0 36.7 41

资料来源:世界報行 

a 不包括生产要素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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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1 1982 1983 1984 1985
I l k

总收入和赠敦 11,700 11,838 13,317 16,323 19,532

頸算收入 6,665 7,211 8,935 10,296 12,348
赠敦 5,035 4,627 4,382 6,027 7,184

总支ffi和放敦净值 Pf357 16,302 18.156 19,944 21,708

经常支出 9,579 10,881 12,791 12,499 15,424
投资支出 3,685 5,354 5,247 7,303 6,139

放敦净值 93 67 UB 142 145

减去赠敦后的总赤字 -6 ,692 -9,091 -9,221 -9,648 -9,360

目前赤字 -1 ,657 -4 ,464 -4 ,839
-

-3,621 •2,176

资料来源：数振由毛里塔尼亚政府亚当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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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要进出口 

(按百万乌吉亚计）

1981 1982 1983 1984

对外贸易动向

出口，离岸价格 12,499 12,050 15,982 18,497

进口，到岸价格 12,793 14,215 12,445 12,001

差额 - 294 -2,165 -3,537 -6 ,496

资料来源：货市基金组织, 国际金融统计》

主要商嚴动向

出口

秩矿砂 8,071 7,202 7,209 9,187

盒和渔产 4,428 4,849 8.773 9,300
石， 3 am ■ «B

阿拉個树胶 • 15 - mm

进口

粮食
5,677 5,316 5,506

'消费品 1,378 1,918 1,331 —

运输设备 1,236 1,173 938 一

机械 719 705 761

石油产品 1,773 3,334 2,052 3,161

资料来源：毛里塔尼亚中央報行；货市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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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 1981 1982 1983

双这： 182.7 170.4 134.0 U 6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 126.8 102.1 70.4 44 .7
法国 21,9 31.6 22.9 22.8
美国 15.0 Id.O 13.0 19.0

西德 12.1 8.0 13.7 16.8

多进： 36.6 50.9 51.0 61.4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机构 2 ,8 6 .7 19.1 25.8
欧经共同体 21.1 14.1 U .5

世界粮食计划署 6 .1 4 .2 2 d 7 .3

非洲开发基金 5,4 1.9 2.9 5 .9

共 计 219.3 221.3 185.0 177.8

其中赠款部分 92.0 110.3 95.0 91.2

资料来源：经合发组织发展捷助委员会，向发展中国家资金流动的地域分配情

a 由经合发组织和石油输ffi m组织成员国和各多这机构付敦0 官方发展援助是

指其中有2 5%或 2 5 % 以上赠敦成分在内并以经济或社会发展力目的的赠款和 

贷款> 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其他官方资金以及技术援助赠款不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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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i  1 9 8 5 年由联合国系统提供的发展援助 

( 以百万美元计)

技术援助： 

开发计划署：

指规数 2.4

特别措施基金 0 .2

特别方案资源 0.16

紧急行动信托基金 0.45

联合国苏丹一 萨赫勒办事处 2.3

人口活动基金 0 .8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0.008

教科文组织 0.29
卫生组织（1 / 2  8 4 X 8 5  ) 0 .6

儿童基金会 1.6

精农组织 0.98

10

粮食援助：

粮食方案 10.3

资本援助X 付敦： 

世 界 銀 行 ）

开 发 协 会 ) 10

农 发 基 金 ）

资发基金 0 .5

共计：超过3 0 0 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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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的报告n  9  8 5  )。

1 9 8  6 年 7 月 3 1 日，农发基金作为其撒哈拉以南翠灾和沙漠化非洲国 

^ 特别方案的一部分, 与毛里塔尼亚签署了一份财务协定，向该国提供一笔4  5  0  

Ü 元的贷敦和一笔8 0 0 ,  0 0 0 美元的赠敦，供该国农业复兴方案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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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毛里塔尼亚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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