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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经济援助和救灾援助 

对几内亚比绍提供援助 

秘书长的报告 .

1 . 大 会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关于对几内亚t匕绍提供捷助的第3 5 / 9 5 号决 

议 ，除了别的以外，请秘书长继续努力，调动必要的资源，以便执行一项对几内亚 

比绍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的有效方案，并作出安排，检査几内亚比绍的经济 

状况，并梭，在制定和执行对该国的特别经济援助方面所获的进展，以便把这个问 

题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2 . 秘书长选派了一个调查团前往几内亚比绍访问，同该国政府就经济状况以 

及执行特别经济提助方案方面所获进度进行了协商。所附调査团的报告叙述了该国 

经济和财政状况，讨论了对粮食捷助的需要，并摘要说明特别经济捷助方案内各项 

目的执行进度。

3 .  大会在 3 5 / 9  5 号决议第7 段中请联合国若干组织和专门机构提请其 

理事机构注意几内巫比绍的特别寄要，并 在 1 9 8 1 年 8 月 1 5 日以前把这些机构 

的决定向秘书长提出报告。此外，第 8 段又请联合国系统内的有关专门机构和其他 

组织就它们在揚助几力亚比绍方面所采取的步骤和提供的资源，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 A /3 6 /1 5 0 。

81-i Î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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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5 / 9  5 号决议全文已送交有关机构和组织，并提请它们注意大会向它们提出 

的具体要求。各机构和组织的答复将转载在秘书长关于几内亚比绍和其他国家的报 

告内。大会曾请秘书长为这些国家制定特别经济援助方案。



a/36/263
Chinese
Page 3

0 .

五 .

附 件

几内亚比绍调査闭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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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 经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的秘书长关于对几内亚比绍提供援助的报告 

( A /3 5 /^ 4 3  ) 提到他以前的报告和大会过去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

2 .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大会通过第3 5 / 9  5 号决议，其中大会完全赞

同秘书长报告(A /35 /343)附录中所载的评价和建议，并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对几内亚 

比绍提供财政、物质和枝术援助。

3 . 大会还请秘书长作出安排，检査几内亚比绍的经济状况，并检查在制定和 

执行对该国的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进度，以便把这个问题及时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 

会议审议。依照大会的该项要求，秘 书 长 安 排 了 一 调 查 团 ，于 1 9 8 1 年 4 月 6 
日至 1 0 日前往几内亚比绍访问。该调査团是由特别政治问题办公室的特别经济援 

助方案联合协调员率领的。

4 . 临时委员会主 .席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先生阁下和財政部长以及农业部长接 

见了调査团。访问期间，调査团同协调和规划部以及若干部门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会 

谈。

5 . 调査团邀对几内亚比绍政府给予的充分合作正式表示感谢。该国政府为调 

査团的访问准备了有关材料，并提供了调查所需的基本资料。调查团还愿对联合国 

升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驻几内亚比绍办事处所提供的支援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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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济状况 

A.

6 . 秘书长关于对几内亚比绍提供援助的报告（A ^ 3 /1 7 9 和Corr. 1 ) 的附 

件相当详细地描述了几内亚比绍的经济状况。这份报告此后将称为 " 主要报告 " 。

7 . 主要报告内指出，几内亚比绍的经济完全以农业为主，经济方面的基本设 

施不足，大部分在长期解放战争中受到摧毁或损坏。独立时，该国在基本梭食、受 

过训练的人力、设备和备件方面面胳严重的經缺。大部分生产设备因修理和保养不 

足而呈露多年缺乏投资的影响。该国还面临预算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

8 . 几内亚比绍的经济因连年 I#量不足而受严重影响。 自独立以来，几乎没有 

一年可以称之力 " 正 常 " 。在过去三年内，包 括 1 9 8 0 / 8  1农业年度，|€量不 

足造成作物歉收和结构性粮食短缺。 1古计大米短缺（1 9 8 0 年 4 5 ,  0 0 0 吨， 

1 9 8  1年 5 6 ,  0 0 0 吨 ）达国内消费量的大约5 0 % 。

9 . 该国若干地区的粮食短缺是促成1 9 8 0 年 1 1 月事件和成立新的临时政 

府的原因之一。

1 0 . 政府最近发表的一项题为《1 9 8 0 /8 1年发展方案》的文件，强调了与It绍城 

比较下的乡村增长，着重指出了以积极方式营理和安排大批进口现代设备的困难日 

增 ，并讨论了由于使用新进口设备而造成的外汇费用迅速增加的问题。

1 1 . 政府虽然没有发表有关新政府经济策略的任何基本文件，但表明了若干政 

策方针： ’

( a ) 人民基本需要享有最高优先，特别着重報食保证；

m 推动农村发展》农业方面以粮食作物和食品多样化、增加农业投入方案和 

生产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原料（依次为花生、横 如 树 、坚果、水 果 ）；

( C ) 重建国家基本设施网方案（道路、港口、能源生产和分配、电 讯 ）将付诸



a/36/263
CSiinese
Page 6

实施。此后，重点将置于地方基本建设，特别是公路支线、地方仓储、农 

村电讯、小型灌遞系统以及农业投入供应和农产品销售的商业化；

( d ) 在整个现代部门，优先事项为改进现有设备的使用，尤应注意维修方案 

所需备件的取得和供应以及管理问题；

( e ) 集中选择高度优先的项目以取代以外资为基础而往往杂乱繁多的项目，并 

应注重组织大部门和部门间的方案，以求改进当地的吸收能力。应努力确 

保对优先部门供应农业投入项目、备件、救济粮、建材和石油；

( f ) 审查商业部门的全面效率，包括重新改组；

( f ) 采取步骤进行一个赛定化方案，包括现行和投资须算、进口、价格、薪水 

和信贷的管制。，临时政府希望8 月间发表一项全面政策文件。

1 2 , 新方案的执行相当依赖外援。几内亚比绍 1 9 8 0 年出口总额只有部110万， 

而进口则接近ÿ 6 0 0 万 ，石油进口 一项已超过⑧ 1 0 0万。 1 9 8 1 年的债务清 

偿超过出口总值，而主要出口作物花生的产量在过去两年中每年少于20, 000吨，

1 9 7 7 年为 3 6 , 0 0 0 关于集中注意基本普要和发起节约运动的决定，仍

须由国际社会的大规摸援助加以补助，才能满足最重要的粮食和投资需要。

B . 政府財政

13 .近几年来顶算赤字经常出现，不断上升， 1 9 7 9 年约为《 1, 7 0 0万 ，

1 9 8 0 年约为《 1, 9 2 0 万 ， 1 9 8 1预测为《 2, 2 7 0 万 。 然而因为实际收

入将低于慨算，政府目前预计赤字要大得多。 尽管政府厉行节约方案，但开支难 

以削减，因三分之二左右的开支是公务人员的薪酬。 农业收成差，收入受到影响， 

似难增加。 其结果则是庞大的结构性赤字，生要靠国家振行提供借款来弥补。

14 .表 1报振政府提供的资料编成，表上开列 1979, 1980# 1981年度的慨 

算还提供 1 9 7 9 年度全年度和 1 9 8 0 年前十一个月的实际收入的资料。 调查 

团访问时，还没有实际支出数字可供参考。



表

政府財政 

( 以千美元计）

A/36/263
Chinese
Page 7

1979 1980

收入

直接税 

间接税 

其他收入 

经常收入总额

资本收入，

收入总额

支出

公务人员薪酬 

耐用品
品

利患
其他

经常支出总额 

辜本建设开支 

支出总额 

赤字

慨算

6,991*
11,033

U,820

22,81+7
180

23 ,027

28,003

623

1,565

3 ,533

5,032

38,756

1,196

39,952

16 ,925

实际数字

M65 
12,lia 
3,29k

20,ii00
500

20,900

慨算 实际数字

( 1月至1 1月 )

1981

6 ,069

12 ,189

M 9 0

23 ,603
nh

23 ,977

28,679

353
1,Ut6
3 ,396

l,95h

kl,8^8
1,370

i+3,228

19 .251

5,069
10,963

3,072

19,10H
513

19,617

慨 算

6,010
16 ,090

5,1+97

27 ,597

27,8Ui

3k,h00

167

1,557  
3 , l ia

7,273

h6,538
i*,052

50 ,590

22,71̂ 9

来源 : 几内亚比绍政府。全篇报告中货市折换所使用的兑率如下 : 
1 9 7 8 和 1 9 7 9 年 ：想 1 = 3 4 . 5 比索 

1 9 8 0 年 ： 1 = 3  5 比索

1 9 8 1 年 ： 想 1 二 3 5 . 5 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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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主要的变化是 1 9 8 1年间接税牧入慨算急剧增加，而且不久之前普遍加 

薪因而预料公务人员薪酬上升。 通货膨胀年率佳计为2 0 % 。

16 .几内亚比紹佑计有8 5 0, 0 0 0 人口，其中大约有 20, oocy^务人员，还有

一个极其庞大仅够自身糊口的农业都门，因此，相对而言，几内亚的经常须算庞大。

17. 赤字日益成为重大问题，使政府实际上无法为发展活动提供经赛。 投资 

颈算几乎完全靠外援筹措。

1 8 .前三年的实际投资和各部门的投资分配情况，均列出係计数字。 各项目的实 

的实际开支迅速上升，由 1 9 7 8年 ⑧ 4, 6 5 0 万 增 至 1 9 79年 $ 5, 2 1 0 万 ，1980

年 7, 9 6 0 万。表 2 提供投资的，细资料：

表 2

投 资 预 算 a

1978
实际数字

1979
实际数字 ....

1980
实际数至_

农业、畜牧业和林业 5,372 3,h2T

渔业 5lh 5,100 5 ,79h

自然资源 2,989 2 ,639 3 ,hh9

工业和手工业 8,576 l i i ,68T 11,715

能源 682 3 ,256 10 ,3 6 0

运输 9,9hh 3 ,168 21,767

电讯 3 , lh0 5,526 3>Qkl

教盲 2 ,586 1+,809 7,8 16

生和社会福利 2 ,653 1,383

住房和环境卫生 3 ,552 3 ,n o

其他 6 ,^77 i*,210

A 斗 î+5,5^5 52,1U5 7 9 ,6 5 0

货币对换率参看表1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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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庞大而且日益增长的投资数字，几乎达到每人平均$ 1 0 0 ,这不仅由于新 . 

办的发展项目，一大部分还是由于进行中各项目的超支、光其是石油、另备件和其 

他进口物品涨价所致。 在工业和手± 业、能源、运输和电讯等领域占投资预算近 

6 0 % ) 现代化设备上的大量投资，导致特别高昂的业务费用。 项目支出中外汇 

的比例f古计为75—80%

2 a .鉴于这一严重形势，政府决定巩面现有项目，加强郁门间在男备件、农业投入、 

建筑材料、石油和粮食储备等方面的支提，而不再进行新的现代化部门项目计划。

2 1 .投资结构中夷一个特点是农业、畜牧和林业等方面的投资数字特别低，因 

此，政府更加注意优先发展农村。 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  9 0 % , 而 1 9 8 0 年投 

资总额中农村投资係计仅占5 % 。

C . 国际收支

2 2 .政府未能提供比1 9 8 0 年报告中国际收支数字更新的材料。 然而有前 

三年的外货数字，数字表明外贸逆差不断上升， 1 9 7 8 年 为 $ 3, 8 8 0 万 ，1979  
年 $ 4, 6 0 0 万 ， 1 9 80年 $ 4, 9 0 0 万。 1980年进口总值为出口总值的五倍。

2 3 .—连串的翠灾和撒哈拉沙漠的不断傳张，是农业义收的原因之一，既减少 

该国的出口， 同时又必须进口更多的粮食。 几内亚比绍全部依赖进口石油作能源， 

由于储存设备不足，只好胸买少量石油而支付极高的价格。 至于出口，今后迪业 

方面有扩展的希望，然而尚 '待主要基础结构项目完成后才能实现。 今后数年内， . 

该国将更加倚重外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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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

粮食和饮料 

工业和商业供应品 

石油及石油产品 a 
机械 

运输设备 

其他普遍货物

_ _ 3
对外贸ÿ  

( 以千美元计）

进口总额

出口总额

1978 1979 1980

21,230 8,1+55 10 ,351
6 ,0h2 12 ,310 1 3 ,5 0 5
2,352 3 ,887 3,2 6 2

8 ,6 18 1T,88T 8,531
6 ,iil8 9,382 11,702

8,009 5 ,8 0 6

51,53i^ 59,930 5 3 ,1 3 7  a

1 ,8 2 6 3 ,39h 3 ,2 2 6

5,053 6 ,008 2 ,732

3 ,595 2 ,ITT 1,868
276 35h 806

1,926 l,lt29 2 ,2 9 1

12 ,676 13.902 1 0 ,9 2 3

逆差 38,858 ^6 ,02 8 k2,2lk

a 暂时数字。 政府佑计 1 9 8 0 年实际进口石油逾$ 1, 0 0廣 。现在政府甚 

至认为一切进口数字都佑计偏低。

仁

_ 

生
桐
料
他
 

¥
花
標
木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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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粮食援助和粮食保证  

A . 所得粮食援助

2 4 .几内亚比绍所得粮食援助主要由瑞典国际开发署、美国国际开发署、改洲 

经济共同体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还有其他几方面提供少量的援助。 援助数值， 

起落很大，由 1 9 7 7 年 $ 5 4 Q ；̂ 1  9 7 8 年 $ 8 2 0 万 至 1 9 7  9 年 $ 4 5  0 

万 。主要必需品是大米、玉米和食糖。

25. 1980/"81农业年度是过去十年中最差的一年。 收成仅达正常状况的30% 

左右。 雨量不足，加之播种期后断雨，使大多作物受损失。 农业连年义收，致 

使储备枯竭，人民流徒，农民沮丧，现又造成结构性缺根，仅是紧急援助不足以解 

决。

2 6 .新政府宣布它主要关心的旧题是精食保证。 现已委任一名粮食保证计划 

局局长，并正在采取措施控制粮食援助的牧发并更妥善运用出售粮食的相对资金， 

将该基金存入国家发展基金帐内。 这一内都改组办法必能改进粮食郁门的规划。 

下表开列最近所得粮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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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几内亚比绍所得粮食援助 

( 以千美元计）

1977 1978 1979

瑞典国际开发署 

丹麦

美国国际开发署 

挪威国际开发署 

荷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中国

欧洲经济共同体 

世界根食计划署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2,50U

69̂

572

3k5

681

61*0

i M l

1,968

585

570

318

210 
■ i6o 

81̂9 

558 

21

1,385

85-0

112

755

12

共计 5,536 8,l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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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关 于 1 9 8 0 年收到的粮食援助，资料尚不完全》选今已经入帐的只有从法 

瑞典国际开发局如世界辕食方案收到的援助，共值约 1, 247, 0 0 0 美元。

粮食需要： 1 9 8 1 年

2 8 .由于过去三年都歉收，缺粮程度有增无已，加上农村地区的粮食储香已经 

用尽，所以粮食越来越不够， 据计算，粮食需要如下：大米， 54, 00(y^ ^ ; 玉 

米， 26, OOCViHt;高衆， 2, 000 公吨；食油， 3, 000 公吨；糖， 6 ,  0 0 0 

公吨；面粉， 7, 0 0 0 公吨；妨粉 , 60(y^>t；马铃書， 70(yA吨；奶油油， 700  

公喊。

C . 粮食认捐情况： 1 9 8  1年

2 9 .到目前为止，对 1 9 8 1 年认捐的粮食援助只有55, 8 6 5公哺(详情载于 

M X  1 9 8 0年，极端因难的情况导致到遍地饥荒，所以，政府为了保证1981年的粮食 

供应，已经采取了不寻常的措施，包括以商业方式从巴基斯坦购买了  15, 0 0 0 公吨 

大米。 但是，由于该国缺少外汇，累积未付的义款又多，所以无法再作进一步的 

商业购买来补充所缺的粮食。 现在追切需要对1 9  8 1 年认捐更多的粮食援助《»

表 5

1 9 8 1 年粮食援助认捐情况

公吨大米

美国国际开发署 

端典国际开发局 

巴基斯坦 

荷兰

6 ,000

6,500

5.000
3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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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经共同体 

世界粮食方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意大利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改经共同体 

几内亚比绍

2 ,00。
2,000

1,000
1,000

600

15,000

^7,015

玉米

法国

世界粮食方案

.,000

:,350

■,350

高梁

面粉

美国国际开发署

法国

500

认捐总额

1,000

55,865

a 1 9 8 0 年认捐，延迟交付。

b 政府从巴基斯坦购买。

3 0 .考虑到其结构性缺梭状况，该国政府目前希望建立一个紧急储备，并正在 

谋求同捐助者达成中期协议，以便能够为全S 人民作出粮食供应规划，并使其各项 

发展计划有较大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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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际援助

3 1 .向几内亚比绍提供的外来援助源源不断，特别是为其项目提供的资金。 几 

内亚比绍在独立前基本上是一个军事前哨基地，继承下来的经济激社会基础设施少 

之又少，所以需要大量投资，特别是在运输、能源如电信等花费浩大的领域，

s a 主要的双边援助来源如下（以所提供援助额多少为序）：

荷兰 : 所提供的资金用在经济和社会的大多数领城，其中三分之一为贷敦，三分 

之二为赠款。

« ：提供资金，特别是用在电信、能源、农业如国际收支支助等领城。对小X  

业的资金如技术援助一直在增加。 大多数援助都是以赠款方式提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向能源基础设施、采矿、逢业和其他部门提供资 

金•还在若干不同的领城 (特别是卫生方面 )提供技术提助。援助通t 采取M 的方式。 

中国：在农业、卫生和国际收支援助等方面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 约有一半■I . I ■
的援助是无患贷款。

美利坚合众国：集中在农业、教育和国海收支援助等方面提供赠款。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对电信、农业、工业和其他方面提供赠款如一些贷敦。

翁翁牙：对商业、公共建设、教盲如其他方面提供贷款。

法国 : 在商业、农业、公共建设、教育和其他领城提供赠款。

古巴 : 在电信、农业、公共建设和其他部门提供赠款如技术援助。

挪威 : 曾对运输、 电信、公共建设、农业湘其他部门提供援助，大部分以贈敦 

方式提供。

德意志联邦共加国：在商业、能源如农业等领城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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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麦 : 国际收支方面的援助。

另外还有一些数额较小的捐助者没有列出来，因为缺少关于它们的参与情况的 

详细资料。

3 3 .几内亚比绍还从若干多边方案、報行和基金得到援助。下列是各主要来源：

改洲共同体 : 改洲经济共同体是要主要的多进捐助者，所提供的援助差不多用 

到所有主要的经济如社会部门。

开发计划署 : 在若干不同领城提供援助，其中以农业占优先。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对农村供水项目、 卫生和教育提供援助。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 援助进行农业项目和研究。

石油输出国组织 : 国际收支方面的援助„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 : 全国人口普查和计划生育方面的援助。

世界粮食计划署 : 粮食援助。

世界卫生组织 : 卫生部门的技术援助。

34.在比绍为项目提供资金的主要報行业机构有非洲开发基金加非洲开发報行 

世 界 银 行 、科威特基金、沙特基金加经济合作中央银行。

3 5 .此外，还有一些志愿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农业、卫生加教盲等方面提供资 

金或技术援助。

3 6 .对项目的外来援助、粮食援助和国除收支方面的援助已经来得颇为圓定。 

不过，投资费用在援助之中相当高的比例，以致政府发现，不容身应付与这普须 

目 有 关 的 国 内 开 支 和 外 汇 开 支 这 样 ，由于缺乏零备件、保养、维修如石油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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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项目时就会发生不足和拖延。 在农业方面，通过项目引进现代技术有时候 

反而造成延误，成绩并不好，因为政府无法经常地提供所需的投入物。 该国政府 

认为，为了确保有效地利用过去的项目援助和进行新的方案，必须有一•个具备下列 

主要特点的跨部门基本支助计划：

( a ) 现代化部门每年将需要1 ,  2 0 0 万美元进行保养湘购买零备件；

( b ) 农村发展方面所需的投入物将需要6 0 0 万 到 8 0 0 万美元；

( C )每年需要 1 ,  0 0 0 万美元购买石油产品，确保源源不断的供应，以免发 

生代价高昂的服务中断，特别是在工业部门；

(<1)需要 5 0 0 万 到 8 0 0 万美元来建立一个粮食储备加应付结构性缺粮；

( e ) 建筑材料：几内亚比绍既没有水泥，又没有秩，石买也很少。 大多数建 

筑材料都要进口。 因此，有必要为各个不同部门建立一个最低限度的建

筑材料储备，为此倍计每年需要5 0 0 万美元。

3 7 .要是有这样一个跨部门支助计划，就能较好地利用过去对项目作出的投资， 

政府也能较好地作出发展规划。 这个计划在令后四年内，每年将需要4 , 0 0 0 

万 到 4 , 5  0 0 万美元的援助。 该国政府认为，国际社会应当认真考虑提供方案 

贷敦或方案支助，而不是集中在对项目提供援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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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执行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进展情况

3 8 . 过去三年内，几内亚比绍特别经济援助方案中的项目只有不到一半吸引到 

国际支助。 在调查团所审查的8 9 小项目中，有 2 4 小已经筹足资金，另 有 1 7  

个筹到了鄧分资金。 该国政府撤消了原来列在方案内的9 小项目。 有 3 9 ♦项 

目的国际支助仍然未有着落。

3 9 . 表 6 是以往报告中所列已筹足资金或已由该国政府撤销的项目一览表，其 

中 并 提 供 资 金 来 源 不 同 于 A / 3  4 / 3  7 0 号 文 件 表 5 所 载 资 料 ， 或者有 

新的资金来源的情报。 表 7 列出已经安排了或获得了郁分资金的项目。 表 8 

列出尚未从国际上筹到资金的项目以及该国政府请求国际上提供援助的新项目。附 

录内载有该国政府提出的1 3 ♦ 新项目的详情，以及关于在过去的报告中曾经提及 

而后来作了修改的那些项目的资料。 应当注意的是 . 有许多♦项目还没有提出费 

用佑计，因为还需晏进一步的研究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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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已撤消或已筹足经费的项目摘要报表

项 目 备 注

a -1 加强财政部

M-2 加强经济发展斤规划部

M-3 货易管理斤促进

A— 3 土壤研究

A - 4 / A - 5 发展作物生产

A-7  
A—8

0
1
2

4

5

F—2

工 一 1 

工一 2 

工一 6 

1 -8

紧急恢复粮食生产 

蔬莱及水果生产和园艺 

林业发展 

木材运输 

村庄家禽生产 

小型船只 

区域发展项目

比绍的冷藏如冷冻综合项目 

库梅雷农产工业绮合项目 

栋桐仁去壳厂 

工业发展贷敦 

备件管理系统

瑞典，荷兰如开发计划署提供资 

金

已筹足资金 

已筹足资金 

已筹足资金

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如美国国 

除开发署提供资金

已筹足资金

调查团由法国提供资金

撤消

已筹足资金

撤消

撤消

改经共同体、瑞典国际开发局、 

援合基金、加拿大太学海外服 

务处和开发计划署提供资金

已筹足资金

已筹足资金

撤消

撤消

撒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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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续 ）

项 目 备 注

G—4 农村供水和分配 已筹足资金

G-5 自然资源理熏会的存货盘点 已筹足资金

G—l 1 预防林火（试办项目） 已筹足资金

H—l 训 练 " 急救人员 " 已筹足资金

H—2 训练多种职能的社区卫生工作者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非政 

府组织提供资金

H-3 预防接种运动 卫生组织提供香金

T-3 港口设备 已筹足资金

• T—4 沿岸船只 已筹足资金

T-5 大型渡船 已筹足资金

T-7 小型渡船 撤消

T-9 一般运输驳般 已筹足资金

T -10 小型驳船 撤消

T-11 驳般交通的停泊设备 撤消

T -22 重新装备公用事业工场及其有关设备 欧经共同体提供资金

L-1 驻比绍技术合作人员的公寓 已筹足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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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已筹到部分资金的项目摘要报表

项 目

A— 1 加强农村发展部

A-2 改进植物虫事的控制

A—9 家禽和猪的生产

A - 13 训练农业推广工作人员

F-3 小型冷库和鱼类加工设备

1 -1 8  建筑材料工业

G-1 河流流城的水文研究

T一 2 新海港

T-6 渡舶码头

T-14  海上安全检查

T-15  改善助航设备

T-16 航行和航运维修训练

T -1 8 助航设备

T -19  疏谈比绍途

T一 20 兴建河港

^ 注

同过去的报告

政府把这小项目列为最高优先

已着手同非洲开发銀行如瑞典 

国际开发局讨论进一步提供 

财政援助完成这项计划

粮农组织最近派出的特振团正 

在完成一♦ 项目文件。 佳 

计费用为 1 0 0 万美元，将 

需要财政援助

同过去的报告

同过去的报告

虽然粮农组织和开发计划署已 

为这个项目提供一些資金， 

但还再需要 3 0 万美元。

这些项目已综合成为世界報行 

的一个大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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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续 ）

项 目 备 注

T-8 人民商店的设备 虽然已提供了一些设备，但还

需要更多一些。 不过。尚

未确定还再需要多少费用

E-5 自建农村学校 与过去的报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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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尚未筹到资金的项目搞要报表

项 目 备 注

. 以前的报告中曾列出的项目

Æ—4

工一 3

会计和管理制度 

加强国家渔业部 

鹿糖生产

工一 4 

工一 5 

工一 7
工 一 11

工一 13 

工一 14 

工一 17 
工一 19

G-2

G-3

G—6 

Q一8

G-10

T一  1 
T-12

加强工业总署

小规摸技术改良中心

材料加工业产品质量管制实验室

整顿造船厂的设备

才贾如树坚果处理

木暮粉的生产

包装业

提助小型渔业企业 

潮汝控制趣地点的初步研究 

地下水资源的控制 

协助设立林业部

建立管理、修理和保养供水设备的 

区城中心

保伊好生动物

加强运输鄧

提供筒易机场

同过去的报告 

同过去的报告

一家私营公司已编制了一研  

究报告。 預期政府很快就 

会根据报告作出决定。需要 

多少资金尚不知道

同过去的报告

同过去的报告

同过去的报告

费用现在佑计要3 4 0 万美元

费用现在倘计要2 5 0 万美元

同过去的报告

同过去的报告 .

同过去的报告

同过去的报告

同过去的报告

同过去的报告

同过去的报告

同过去的报告 

同过去的报告 

同过去的报告



a/36/263
Chinese
Page 2k

表 8 ( 续 ）

项 目 备 注

T -2 3  建造小型桥梁

T -2 4  改 进 家 航 空 ☆ 司的规划、 经营管 

理和维修保养

T 一2 5 为国家航空公司机群建造一•个维修

机库

T -26  国营运输公司的现代化

E-2 小学师资培训

E-4  提供教盲设备加用品

E -7  扫盲

E -1 0  支助地区教育服务

P-2 电线杆的制造和处理

P -3  测试电器设备的装置

P-4  研究金

C-1 建立电信网

B. 经过修订的项目（详情参看附录 )

A -6  安装装卸设备

A—16 支助全国农业、社会和经济调查

工一 10 增添国家印务局的设备

工一 12 小型镜造厂

1 -1 5  木材工业

1 -1 6  纺织和制鞋工业

同过去的报告 

同过去的报告

费用现在倘计为3 0 0 万美元

新的项目名称 

同过去的报告 

同过去的报告 

同过去的报告 

同过去的报告 

同过去的报告 

同过去的报告 

同过去的报告 

同过去的报告

对纺织工业的调查由葡葡牙提 

供资金。制鞋工业已并入新 

项目工一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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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 续 》

项 目 备 注

G-7 森林普查 并入项目G-9

G-9 空中摄影、森林普查、分类和造林 

方案

T-1 3 改进水上运输 并入新项目T一27

C 。新 项 目 （详情参看附件）

T -27 成立国家运输局

T 一  28 道路建造

T -29 建造渡船码头

A-17 稻米生产示范方案

A -18 掠桐油和挪子生产的示范方案

A—19 农业信赞

A—20 农产品的生产，分配和两业销售

A—21 开发第二区的小河谷

A-2 2 发展合作社

H—4 培训

H-5 加强农村地区的保健服务

H- 6 几内亚比绍保健部门在基础设施和 

技术援助方面的其他需要

工一 21 设立皮革产品技术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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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特别经济援助★案 

内的个别项目细节

录

段 次

A . 修改项目 . ................................................《。。。 . 。。。 1 一 6

B . 运输部门的新项目  ........................................。。。。，。。 7— 13

C . 农 业 部 门 的 新 项 目 . ， ， . 。 。 。 。 。 ， . 。 ， 。 . 》 。 。 14 一 19

D 。保健部门的新项目   ...................  20 — 24
E 。工业 o e f i o o o c o o o f i  參春參 o o e o e o o O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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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修改项目

A - 6  安装装卸设备

1。 仍需要援助以购置两架活劲起重机. 一 在比紹• 起重能力每小时5 0 哺 . 

一在伊尔哈多 .菜，起重能力每小时2 5 吨；佑计共需2 3 万美元，

A -  1 6 支助全国农业、社会、经济调查

2。 虽然这是重点项目，政府正在重新考虑怎样处理这个间题，

1 - 1 0  增添国家印务局的设备

3。 墙典曾提供一些援助，但是为扩大训练加增加设备，还需要较多资金。

工一1 2 小型镜造r

4。 这个项目首先需要筹资进行可行性研究， 项目的总赛用佑计约需2 0 0 

万美元。

.工一 1 5 术材工业

5。 一个经营家俱工厂如壤术极厂的国营企业正在与提助方谈判，希望建一间 

三夹极厂， 所需的奥用尚未决定，

G - 9  空中摄影、森林普查、分类和造林方案

6。 在 荷 兰 资 助 的 案 里 ，本项目的空中摄影部分已经完成， 现在还需要经 

费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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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普查 

森林分类 

造林

佑计共

美元 

5 7 5 ,  0 0 0 

7 4 4 .  0 0 0 

1 . 1 0 0 .  0 0 0

2 . 4 1 9 .  0 0 0

B 。运输部门的新项目

7。 几内亚比绍政府计划成立一小半国营性的全国运输局. 负责全国各地的货 

物运输以及水路的客运。

8。 还需要修建乡村新道路，使乡村居民的产品易于运达市场。 上述的路是 

从比绍到普拉比斯愈从比绍到基尼亚美。 这些路是建在人口稍密地区，并联接生 

产坚果、鱼、雜莫、水果、鸡、蛋、耗等地区与比绍的市场中心。 目前的土路在 

雨季不能通行。水路运输则需要渡船妈头，以连接比绍和内陆各地。

T — 2 7 成立国家运输局

9， 非洲开发報行资助的一项研究，为这一项目提供了方针，

1 0 . 政府有意聘用外国技术人员，以两年期间负责训练工作以及建局第一价段 

的管理工作。

11。 初步佑计两年期间所需的技术援助为 Ï 一般管理专家一人，财务专家一人 

规划加业务管理专家二人，维修专家二人，训.练专象二人、仓库如零件管理专家一 

人。 第一价段的费用约7 5 万美元，

T - 2  8 道路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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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政府有意修建两条路：第一条从比绍到普拉比斯（ 1 4 公 里 ），第二条从 

比绍到基尼亚美（ 2 4 公 里 ）， 这都是按照法国资助的一项研究设计的。 现在 

的土路维修很差，雨季不能使用*加固底基、压实、改善排水都是必要的ipi免更形蚀坏- 予 

计比绍至普拉比亚的路要铺源青路面；比绍至昆哈梅尔的路则计划铺碎石路面。倍 

计的费用是5 0 0 万美元，包括研究、设计、建筑、监督。

T — 2 9 建造渡船码头

1 3 . 政府有意在中分南北的热巴河上使用从待兰买来的一艘4 5 哺渡船。 渡 

船将来往比雜如1 7 里外的恩休得，使后一地区得以发展。 这样就必须在化绍修 

建一个巧头，拆除已不好用的旧码头，加上必要技术研究，总赛用约3 0 万美元。

C。农业部门的新项目

项目

A - 1  7 稻米生产示范方案

1 4 . 在执行这个方案之前，应先进行技术研究，约需费用7 5 万美元。

A - I 8 栋糊油和挪子生产的示范方案

1 5 . 政府正在，查粮农组织 1 9 8 0 年关于这一项目所提的建谈《 所需的经 

赛尚末定。

A — 1 9 农业信贷

16。 粮农组织调查团关于这一  案的报告已经交给政府。 所需经赛尚不知道 ,



a /36/263
Chinese
Page 30

A - 2  0 农产品的生产、分销、加商业化经营

1 7 . 粮农组织调查团关于这一方案的报告已经交给政府。 所需经赛尚不知道 

A - 2 1 开发第二区的小河谷

1 8 . 粮农组织调查团已经选定这一项目。 文件已编写完成。 佑计所需赛用 

是三年共 7 5 万美元。

A - 2 2  发展合作社

19. 粮农组织调查团已经选定这一项目。 文件已编写完成。 佑计所需赛用 

是Ef年一共 8 0 万美元》

15。 保健部门的新项目

0

2 0。 以前各次报告中所提到的卫生问题并没有重大改变，但是政府的保健方案 

尚待制订，优先间题命项目重点都还有改动。

2 1 . 根据在计划中的保健系统，将共有 1 2  5 个卫生诊疗中心， 1 5 至 1 8 个 

拥有 2 0 小病床的县医院， 6 个区医院，以及中央级的医疗机构，包括国立医院。 

有几小项目已经完成（在欧经共同体援助下建成两所县医院、四所卫生中心、 在荷 

兰援助下建成加翻修了通巴利、基纳拉、卡谢乌各区的2 8 所要卫生所）。 不过 

仍需要大量的资金加技术援助，去完成基层的卫生建设，减轻现在非常困难的保健 

工作的条件，因为合格人员、药品、 医疗设备，维修设备都极缺乏。 因此，现在 

急需对大批现有的卫生机构一 - 特别是农村的卫生中心—— 的设备进行维修， 政 

府也把训练护士、 医务技术人员、医务行政人员、后勤与管理人员列为高度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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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H -  4 培训

2 2 , 政府有意利用费尔南多。卡夫拉尔技术学校来训练保健人员。 学员将选 

自显著地特别需要卫生人员的农村地区， 学员在受训期间每月应有津貼1 0 0 美 

元。 这个数字相当于几内亚比绍的现行法定最低工资。 最急需训练的是护士 

( 国家授予文凭 ) , 助产士、 X光技士、社会工作人员。 这样， 2 0 0 小学生每 

年的予算共 3 4 。4 万美元，或三年共 1 0  3 。2 万美元。

H - 5 加强农村地区的保健服务

23。 为了加强基本结构，计划在比會布区的基尼亚美建立一 / f 拥有 2 0 张病床 

的具医院，佑计费用为3 3* 9 万美元， 在该区还计劍建三个新的农村保健中心； 

赛用共6 6 万美元。 各农村地区的种种卫生设备急需维修，费用 3 0 万美元。三 

年期间的药品加医疗用品予计费用为7 5 万美元。 须要购买维修用的设备、 办公 

室设备、病人如职员用床单，费用 35 .  2 ^ 美元。所需车辆的费用佑计为1 5 万美元0 
训练几内亚人员禾n聘用外籍人员佑计赛用佑计共需4 4 。 9 万美元。 这一项目的 

总赛用係计共需3 0 0 万美元。

H - 6 几内亚比每保健部门在基层设施和技术援助方面的其他需要

24.  1 9 8 1年 2 月，非洲开发银行完成了一项关于这类需要的报告。 项目 

佑计费用约 8 0 0 万美元。 主要内容如下：

(a)基层设施 . 在尼亚克撞建一个卫生工作人员的寄宿学校，包括所熏的没备0 

为各县医院建小手术室。

(b)技术援助。 三、五年内在后勤、人员管理、财务管理、建筑蓝测等方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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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技术援助。此外，三、五年内现有的保健机构还需要护士。

E . 工业

工-  2 1 设立皮革产品技术发展中心

2 5 . 小型制革厂所需的生皮货源不缺 . 政府因此设法生产皮鞋，以减少进口》 

几内亚比绍的皮革与皮革产品部门仍属发展初期。 有些独立经营的小鞋店做養， 

也修理鞋舶其他皮革产品；但是没有相当大的专生产鞋的工厂。 本地生产的生皮 

只有小部分经过歡制，在当地使用或出口。 因此，政府计划 1 9 8 2 年建一个揉 

革厂、一小鞋厂。 这而小厂都需要技术援助。 佑计赛用还没有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