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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1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苏丹境内难民情况 

秘书长的报告

J . 大会在其1 9 8 0 年 1 2 月 1 5 日第35X181号决议中赞同联合国浪往 

苏丹的机构间视察团的报告（AX35 X 4 1 0 )以及其中的建议，请秘书长与联合国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合作，作为紧急事项，振遣后继视察 

a 进行可行性研究，以期加强苏丹政府的能力，执行合乎成本效应的战略，并规划 

和选定新的安置点作为全盘城乡发展的组成部分。 大会又请秘书长就该决议的执 

行情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 年第一届常会和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2 . 后面所附同难民专员办事处合作编制的报告叙述了为执行大会第35/^181 

号决议而采取的步驟，并载有各部门视察团迄今为止所完成的视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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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苏丹境内难民情况 

一* 导 ,

1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1 9 8 0 年 4 月 2 8 H第 1980/10号决议中请秘 

书长同联合国难民♦ 务高级专员合作，浪遣一个机构间视察团前往苏丹，评价各种 

需要和确定为救济和安置难民的方案提供资金所要的援助额 , 并就此事向1 9  8 1 

年理事会第一届常会提出报告。

2 . 大会在其1 9 8 0年 1 2 月 1 5 日第35X18 1号决议中赞同联合国旅往苏 

丹的机构间视察团的报告（A /35X 410 ,附 件 ）以及其中的建议。大会请秘书长与 

高级专员合作，作为紧急事项，派遣后继视察团进行可行性研究 , 以期加强苏丹政 

府的能力，根振视察团的建议，执行合乎成本效应的战略，并规划和选定新的安置 

点作为全责城乡发展的组成部分。

3 . 机构间视察团在其报告中建议，应振遣一系列部门技术视察团到苏丹，完 

成政府为解决难民问题提出的若干建议所涉及的规划可行性研究和最后项目设计的 

工作。， 下面是建议游遣的七个技术可行性视察团：

( a ) 技术可行性视察a ， 1 新安置点的区城发展规划

(b) 技术可行性视察团一 2 发展综合住屋方案

( 0 技术可行性视察团一 3 其他社会发展X 福利服务的规划和项目设计

(d) 技术可行性视察团一 4 加强教育制度的规划

( e ) 技术可行性视察团一 5 加强卫生服务制度的规划

( f) 技 术 可 行 性 视 察 加 强 训 练 制 度 的 规 划

(g) 技术可行性视察团一 7 难民区农业方案的规划和项目设计

4 . 秘书长已按照大会第35/^181号决议的要求完成了游遣七个技术可行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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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团的安排。

5 . 为苏丹难民加强卫生服务制度的规戈！I视察团（技术可行性视察团一 5 )是 

由世界卫生组织振出的。 该视察团领计于1 9 8 1年 4 月 2 7 日抵达苏丹，在两 

个星期内完成其任务。 一俟任务完成，即向政府提出报告和建议。

6 . 三项技术可行性研究是关于教育、训练和社会发展和福利服务的规划的

( 技术可行性视察团一3 , 技术可行性视察团一4 和技术可行性视察团一6 ) 。非 

洲经济委员会已同意在这三个领域派遣机构间视察团。 视察团成员将包括教科文 

组织、儿童基金会、劳工组织、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代表和其他直接有关的联合国组 

织的代表。 正在同苏丹政府商讨视察团滅出的确定时间。

7 . 负责新安置点的规划（技术可行性视察困一 1 ) 、发展综合住屋方案（技 

术可行性视察团一 2 ) 和难民区农业方案的规剑和项目设计（技术可行性视察团一 

7 ) 是由难民专员办事处组织的，并已完成任务。

二 .新安置点和农业方案

8. •-个合并的视察团负责新安置点的区域发展规划和难民区农业方案的规划 

与项目设计方面（可行性视察团一1 和可行性视察团一 7 )。 视察团内有联合国 

报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难民专员办事处，以及苏丹政府的代表, 

其工作于1 9 8 0年 1 1月间进行。 视察团访问了约1 5 个所提议的安置地点， 

审查了分配的土地面积，并确定了适于农业生产的比例。 视察 ffl还审查了各个地 

点的水资源，以及国内供水系统的计划。 视察团在同地方政府委员会协商下，对 

于在提议的地区设立难民安置点的适当性和可行性作了佑计。

9 . 根据以上的借计，若干提议的地点被否决了，对于其他地点则建议进一步 

地深入研究。 对于已被接受的那些地点，进一步审查了若干事项，例如：

( a ) 每一个预计的地点所能容纳难民的最大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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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在充分考虑到土壤和水土保存原则的情况下，土地和自然资源用以进行各 

种不同农业活动的适当性；

( c ) 确切地决定供水系统需要何种类型的材料；

( d ) 村庄、社区中心和村镇中心的地点和分布；

( e ) 研究目前的农业方式和适当机械化的必要性，同时适当顾及农业上自给自 

足的必要性；

( f ) 决定每一安置点所需各种农业机械的数量。

1 Q 视察团强烈建议设立一个农业f ■大服务处，以促使难民进行完善的农业作 

业，并建议对于各安置点应先采取措施，提供住房、临时卫生设备、安全且充分的 

饮水，以及紧急粮食供应，然后才能迁入，

三 .就视察团视察结果采取的行动

1 L 高级专员按照视察团视察的结果，并同苏丹政府协商后，在 其 1 9 8 1年 

方案中采取了下列步骤：

( a ) 在阿布达、乌 姆 . 阿里和特内德巴等地设立新的安置点，并在哈瓦那X 卡 

拉恩纳哈勒地区设立供水系统；

( b ) 拨出一笔经费以设立一个农业扩大服务处；

( 0 订购为建立充分的用水供应所需的设备，并订购了必需的农业设备，希望 

能在雨季来临之前运到现有的和新的各安置点。

四 .制订综合住房方案

l a 按照联合国机构间视察团的报告（AX 35X 410 ,附件）所载的建议，高级 

专员组织了一小关于制订综合住房方案的部门视察a 。 要求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 

就已提交的各项关于苏丹港的难民住房计划项目的提案提供咨询意见，并于必要时》 

提出可供选择的其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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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联合国机构间视察团在其报告中指出，都市难民的困难不能同当地居民的 

困难分别对待。 视察团认为，在苏丹港市区以外建立半都市化的安置点供30, 000 

难民居住，并不能达到减轻该市的社会紧张局面的目的。 由于当地的条件，难民 

的住房必须要以水泥建造，这样，难民就比苏丹人享有更高标准的住房和基本建设。 

此外，难民居住的地方距市区就业机会太远。

1 4 视察团提出建议如下：

( a ) 使难民重新定局的提议计划以外另一个办法是，对于苏丹港的难民区和低 

阶，住区进行有计划的改进措施，使每一个人 ( 难民和苏丹人) 都有机会 

获得较好的服务和基本建设；

C b )这项提案主要是向苏丹港区城规划处提供专门知识和经费，使其改良贫民 

区的方案得到改善、扩大和加速；

(c) 第一步是要游遣一个小型专家队（包括建筑设计员、基本建设工程师、社 

会规划员和经济学家）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视察，拟订一项苏丹港行动计划 

大纲，特别要找出有待改善的各地区，并制订基本的标准和程序。 其工 

作的一部分是要在找出的地区中选定一个，立即进行改善的工作，并应订 

有详细的工作计划。

l a 目前，难民专员办事处正在同苏丹的主管当局讨论该视察a 提出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