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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7 2

特别经济及救灾援助

向科摩罗提供援助 

秘书长的报告

1 . 大会在关于向科摩罗提供援助的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3 5 / / 9 7 号决议 

中，特别请秘书长继续努力，调动必要的资源，以便执行一项向科摩要提供财政、 

技术如物质援助的有效方案，并且作出安排，及时审查科摩罗的经济情况，以及在 

制订如执行对该国的特别经济援助方案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便大会第三十六届会 

议审议这小问题。

2 . 秘书长因此作出安排，旅出一个视察团访问科摩罗，就经济情况禾n在执行 

特别经济援助方案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同该国政府协商。 视察团的报告（作为本文 

附件 ) 说明了该国的经济及财政情况，慨述优先需要和项目，及在执行早先的特别 

援助方案所包括的那些项目方面取得的进展( 参看 A / / 3 5 / 3 9 4 ,附件，第三节和附 

录 ）。

3 . 第 3 5X97 号决议也请秘书长经常审查科摩罗的情况，同各会员国、各区 

城组织命其他政府间组织、各专门机构愈有关的国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

4 . 在第 3 5 X 9 7 号决议第7 段中，大会请一些联合国组织衡专门机构促请其 

理事机构注意科摩罗的特别箫要，并在 1 9 8 1 年 8 月 1 5 日以前将这些机构的决 

定报告秘书长。 又在同一决议第9 段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潮计划署，就它们

8 1 - 2 0 3 9 5



n /3 6 /2 6 8
C h in ese
Page 2

为提助科摩罗所采取的步骤禾提供的资源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第 3 5 / 9 7 号决议 

的副本已递交给各有关机关/如组织，也已经提请它们注意大会向它们提出的具体要 

求。 这些机关和组织的答覆将载于秘书长关于科摩罗和大会请秘书长为其制定特 

别经济援助方案的其他一些国家的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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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科摩罗视察团的报告 

( 1 9 8 1 年 5 月至 6 月 ）

目 乘

段次 页次

一、 导 育 ................................................................................   1 ~ 3 2

二、科摩罗慨况  .................... 2 - 21 3

三、特别.经济提助方案  ..............     22 - 5-1 10

附 录

科摩罗视察团（1 9 8 0 年 3 月 2 1 —2 8 日 ）的报告中所列各项目的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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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 科摩罗严重的经济情况已在一些报告（A/32//208?fcAdd. 1 愈 2 ;  A /  

33X170;  A /3 4 ^ 3 6 1  如 C orr .  1; A//34X556 如 A /3 5X 3 94  )中提请大会注意， 

其中分别提到关于向科摩罗提供提助的大会1 9 7 6 年 1 2 月 1 日第3 1 / 4 2 号、

1 9 7 7 年 1 2 月 1 3 日第3 2 X 9 2 号、 1 9 7 8 年 1 2 月 1 9 日第33X1  23号、 

卸 1 9 7 9 年 1 2 月 1 4 日第3 4 / 1 2 7 号等决议。

2 .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大会通过第3 5 X 9 7 号决议，其中关切地注意到迄

今为止所提供的援助还不能满足该a 的迫切需要，再次呼吁各会员国、各区城斤区 

域间组织以及其他政府间机构向科摩罗提供有效如特续的财政、物质愈技术援助， 

帮助它克服财政衡经济困难。

3 . 大会也请秘书长作出安排，及时审查科摩罗的经济情况，以及在制订翁!执 

行对该国的特别经济援助方案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以便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这 

个问题。 因此作出安排，浪出联合国视察团，由联合国秘书处特别政治问题事务 

处主任率领，于 1 9 8 1 年 5 月 2 9 日至6 月 1 0 日访问科摩罗。

4 . 视察团获得了科摩罗总统艾哈迈德 . 阿卜达拉先生阁下的接见。 视察团 

对大科摩罗总督赛义德 . 哈桑先生阁下作了礼节性的访问。 视察团与财政、经济 

及计划部长赛义德 . 卡费先生阁下及其他部门的高级代表进行了广泛会谈。 视察 

团也有机会同在莫罗尼的外交使团的代表及联合国系统的技术後助人员会谈。

5 . 视察团感谢科摩麥政府为视察团的访问作出适当的安排，并准备好所要求 

的基本资料。 视察团也要公开感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及其工作人员的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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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摩罗慨况

6 . 秘书长以前的报告，已经，细说明使科摩罗成为一个全世界最穷国家的基 

本问题。 简言之，科摩罗I f 岛在自然资源方面非常贫乏。 其全部土地面积中， 

只有约 1, 0 0 0 平方公里适合农业或牧业，在现有的耕作技术下，这 1, 0 0 0 平方 

公里较生产所需粮食需要的面积少很多。 人口不断增加使这个问题更严重。 还 

不知道有何种矿物资源，尽管雨量一般很多 , 但是地表水仍然不够。 沿海渔业情 

况不好，也没有大陆架。 岛与岛之间的距离从8 0 公里至 25(y於里，使管理愈开 

发更困难。

7 . 独立时承袭下来的社会政洽愈行政结构使这些困难更严重。 偿还大量公 

债对政府预算是一项沉重负担。 由于教盲制度不完备因而缺少有经验的人员，该 

国最初几年必须大量依靠外国来的工作人员。

. 8 . 保健工作一般很差，医院仍然不够。 营养不良很普遍，特别是缺少旦白 

质。 经济发展一直不均衡，经济依靠几种价格波动很大的出口作物。 由于殖民 

统治期间疏忽了粮食生产，因此养成该国必须依赖进口粮食的不健康作法。 最后， 

象水电供应之类的物质基本建设也不够。

秘书长关于向科摩罗提供援助的第一次报告（A / 3 2 / 2 08/Add . 1 )及以后的 

报告，都较详细地说明了该国的情况及它必须克服的国家体制方面和人为方面 

的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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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独立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使得经济和行政工作普遍遭到破坏。 此后，政 

府作了相当的努力，使经济复原，行政工作走上轨道。 加强促进生产的做法经过 

一段时间后，应该初见成效；同时在安排发展管理体系上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人 

口统计和经济统计方面的基础已经莫定，因此，有可能着手编制 1 9 8 2 和 1983  

年的第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1 0 , .由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人口活动基金）提供经费进行的 1 9 8 0 年人口普 

查的暂定结果如下 :

大科摩罗岛  1 92, 000

昂儒昂岛 138, 0 0 0

莫埃利岛  17, 000

再加上马约特的人口（根 据 1 9 7 8 年人口普查来计算， 1 9 8 0 年约力 50, 000  

人 ），总数达 397,  0 0 0 。 谱长率倘计为每年3* 2%左右。 .

1 1 , 现已恢复在更为可信的基础上收集统计资料，因此已有可能着手编制第一 

套国民核算。 表 1 显示以百万科摩罗法郎为单位和1 9 7 9 年固定价格计算，1976  

至 1 9 8 0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 平均年增长率约为4. 5 % , 略高于人 

口增长率。 表 1 也显示 " 农业、畜牧业、迪业和林业 " 等部门占优势（在 1 9 8 0 

年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 2 % ) 、贸易的重要性（约占 2 4 % ) 以及制造业的无足 

轻 重 （少 于 5 % ) 。



表 1 . 经济活动部门的国内生产总值 

1 9 7 6 -  1 9 8 0 年 

( 1 9 7 9 年固定价格一以百万科摩罗法郎计算）

A'/36/268 
Annex 
Chinese 
Pa{je 5

部门

农业、畜牧业、進业和林业

1976
8,oVr.o

1977
8,955.3

1978

8 ,299.0

1979

8 ,991.3

1980

9,31+5.3

制造业 98U.1 1,017.7 1 ,006.6 1 ,033.0 1,0T)4.3

电、媒气和水 70.0 80.0 88.0 89.7 92.9

建筑和公共工程 1,337.7 1 ,5^3-0 1,579.1 1 ,738.1 2 ,061.1

贸易、族馆、酒吧和替馆 ,̂753.1+ H,877.2 H,790.3 5,368. 1+ 5,293.5

运输和通讯 303.5 313.0 319.5 333.0 3̂ *0.7

傲行、保险、不动产和企业服务 518.9 536.it ^6h. 6 596.5 618.1

公共行政 2,0ii9.k 1,^55.0 2 ,505.9 3 ,068.9 3,30U.9

其他服务 15̂ +.9 161.9 166.3 167.0 17^.1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18 ,218.9 18,9^2.5 19,519.3 21,385.9 22,301+. 9

间接税净额 1J91.U 2,010.6 2,191.0 2 , 510.6 1,912.5

按生产要素费用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16,1.27.5 16,931.9 1 7 ,328.9 18,875.3 20,392.!^

国产总值 17,533.3 l8,312.ii 18,980.1* 19 ,655.9 20,891.7

来源：非洲经济委员会，统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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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由于许多眼制，粮食生产（玉米、米、香蔡、 肉和鱼类）仍然不足以确保 

供应均街的饮食，并且渐渐感到供不应求。 这种现象也就导致进口愈来愈多的粮 

食 （米、糖、 肉和鱼类）。 以当地玉米取代进口米的努力已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 , 

但要实现该国政府关于根食自给自足的这一优先目标，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1 3 . 在政府税收、外汇收益和农民收入方面，科摩罗的经济主要依靠四种专供 

销售的农作物：香草、香水油、挪子仁干和丁香。 过去几年，由于世界经济危机 

的冲击，该国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两个主要外货港口输出的香草和香水油急剧 

减少。 只有丁香的出口量在1 9 8 0 年有所增加（该年达 8 7 7 吨， 1 9 7 9 年 

为 3 5 1 吨 ）。

1 4 . 表 2 显示香草出口数量剧减。 这是因为缺乏世界市场而导致价格下降， 

以及销售安排不当和竞争所致。

表 2 ，精制香草的出口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数 量 （吨 ） 12k 230 117 1T0 13

价 值 （百万科摩罗法郎 ) U65 1 085 736 2 272 192

尽管有这些挫拆 , 生产仍保持通常的水平（约 9 0 0 吨新鲜香草）, 并且将来 

可望增加产量， 因为外来援助将出资进行改良方案。 由于出口市场变化不定，以 

致付给灰民的价格降低，该国政府不得不限制出口，以防止世界价格进一步降低。

这一危;机使许多生产者和贸易商泄气，并且可能对于 1 9 8  1 年的生产数字产生不 

利影响。

1 5 . 表 3 嚴示，同 1 9 7 9 年比较， 1 9 8 0年衣兰香精的出口也有恶化的情况。 

仅售出 32, 6»电香精, 因为质量不佳而且由于受到合成品日趋激烈的竞争。



共 计 （吨 ）

价 值 （百万科 
摩罗法郎 ） a

表 3 . 衣兰香精的出口

1972

99.2

1977 1978

61.8

500.9 637

60.2

172

19T9

61.2

661

1 美元= 2 1 0 科摩罗法郎 （ 1 9 8 0 年的平均兑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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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32.6

393 .U

政府正在研究衣兰的经济前景，同时正在考虑改种報食作物，或至少部分改种的可 

能好处。

1 6 . 至予干挪肉，付给种植者的价格及其在国外市场 ,的价格也都下降了。 1980  

年的出口量只有4 8 0 公 吨 ，前一年则为 2, 4 6 6 公吨。

1 7 . 贸易差额（表 4 ) 反映科摩罗传统出口品的困难处境。虽 然 1 9 7 9 年和 

1 9 8 0 年的进口额几乎没有改变，但是贸易逆差大幅增加，因 为 1 9 8 0 年的出 

口额比 1 9 7 9 年下降了约 27%。 1 9 8 1 年的前景毫不乐观，这是由于全球通货 

膨胀对进口价格的影响及农业出口作物的收成前景不很好。

表 4 . 货易差额 

( 百万科摩罗法郎）

1977 1978 1979 1980

进口，到岸价格 M 5 3 h ,329 6,135 6 ,iVr

出口，离岸价格 2,203 2,099 3,729 2,712

贸易差额 -1 ,850 -2,230 -2 ,1+06 - 3 M 5

出口抵销进口的 
百分卓 kQ% 61%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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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过去两年科摩罗对外交易的情形载于下表：

表 5 .  1 9 7 9 -  1 9 8 0 年国际收支情况

9 7 9 089I
X

( 以百万科摩罗法郎计算 )

进口，到岸价格 

出口，离岸价格 

贸易差额

其他运费 

旅费

投资收入

其他货物、劳务和收入

货物、 劳务和收入总额

私营部门转帐 

公营部门转帐

经常帐户差额

直接投资

有价证券投资 

商业贷款 

短期资本

其他资本（包括遗误 ) 

总的差额

储备金的净波动b

6135
3701-^

-2ii3U

58
73
-1

-2 2 U

- 2^28

-1 2 1

2h2T

-222

2037

-173

-1133

509

-509

61U5
2712

-3h33

-281
-80

125
-266

-3933

21

2380

-153^

331^
-86

1163

-3^82

-666

666

资料来源：科摩罗中央報行。

a 由于统计方法改变，这小数字稍异于表4 的相应数字。 

资号表不储备金增加。



a/36/268
Annex 
Chinese 
Page 9

1 9 . 经常帐户在1 9 7 8 年有盈余， 1 9 7 9 年则出现 2. 2 2 亿科摩罗法郎的

赤字， 1 9 8 0 年赤字为 15. 3 4 亿。这种日益不均衡是出口减少，运输、货运和 

保险费增加所造成的。 1 9 8 0 年的公菅部门转帳比 1 9 7 9 年稍微减少，但是它 

们仍然是减少经常交易赤字所必不可少的。主要是在道路建筑方面的直接投资，显 

示大量增加。倚言之，靠政府和私人的赠敦、贷款方式的提款及商业贷款—— 1 9 8 0  

年达到很高的数字—— 来支付国外收支赤字。 由于这些资金流动及传统农业部门令 

人满意的成绩，因此 1 9 8 0 年尽管出口收益大量減少，经济成长率仍能维持接近 

前几年平均数的水平。

2 0 . 政府已努力抑制支出，同时在国际货市基金组织（货市基金组织）的援助 

下修改该国的税务结构，以增加税收。但是，如表 6 显示的， 1 9 8 0 年 至 1981  

年联邦政府和群岛的公共支出总额增加很多，从 5, 507,  8 0 0 增至 7, 214 ,  3 0 0  

科摩罗法郎。抵销赤字所需的外国提助，从 1 9 8 0 年 的 1, 968 ,  1 0 0 科摩罗法 

郎增至 1 9  8 1 年预算中颜期的 3, 887,  5 0 0 科摩罗法郎。 支出中由外国援助所 

支付的比例在 1 9 7 9年约为 33%  1 9 8 0 年 为 42. 5 % ,  1 9 8  1年预算中预料 

将达到 54%。仅仅为支付经常支出， 1 9 8 1年步入总额中外国资金将1^47% , 国 

内资金占53%。整个资本预算都靠外国贷款和赠敦提供。

2 1 . 至 1 9 8 0 年年底，科摩罗所义的外债为2, 1 3 0 万科摩罗法郎，其中约 

1, 1 0 0 万已被提取0 虽然大部分外债利率低、宽限长，但是偿本付息已对该国的 

资源造成沉重负担。几年后，一旦宽限期满，债务偿付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 

外国提助应尽可能采取赠款的方式，不要采取贷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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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特 别 经 济 振 助 方 案

2 2 . 政府知道国家面脑的函难 ,切望克服这些困难。 但是，政府认识到它 

不能单独克服这些困难，因此希望能够得到友好的支持，以克服当前访碍该国发展 

的障碍。 政府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制定1 9 8 2 —1 9 8 3 年的临时发展计划。 优先行 

幼大纲已获得批准，载于为即将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编制的科摩 

罗备忘录中。 1 9 8 1 年 5 月 4 日至 1 5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东非国家协商 

会议上讨论了这项备忘录。

23 政府已定出了处理关鍵性的经济及社会发展问题的六小主要优先事项： 

粮食自给自足；改善群岛的通信；能玩生产和水的供应；保健和人口政策；训练； 

环境计划和住房计划。 政府已在这些优先事项的范畴内拟订很多项目，以便向各 

种外国援助机构筹资。 在与政府讨论、并获得其同意后，视察团从 1981  —1 9 8 5  

年要执行的项目中选择了1 9 个项目；其中有些已经愈括在1 9 8 0 年拟订的方案 

中 （参看 A / 3 5 / 3 9 4  )。 这些项目（以下各段有说明）被认为是政府要实现其发 

展目林就必须执行的高度优先事项。 除了包括各主要经济部门的这  1计 项 目 外 还  

需要更多的颜算支助使政府机构能适当进行工作。

A. 预算支助

2 4  预算支助是前几年特别经济援助方案中的一小要素，可能在未来几年中 

仍然是该方案的一部分。 尽管实行了紧缩政策并得到国际货市基金组织协助改善 

税务制度，预算资玩仍旧不够最低限度的需要，除非现在已在进行的发展活动成功 

地使经济多样化，使该国较少依靠少数几种农产品的出口。 如以上第二节指出的  ̂

这几种产品在世界上的价格下降是1 9 8 0 年收入大量减少的主因。 1 9 8 1 年 

频算赤字总额将达到388 ,  7 5 0 万科摩罗法節，必须靠外国援助抵销。

2 5 1 如以前的报告指出的，这种频算支助的一部分采取了政府转卖食品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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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这种食品清单及其数量仍如科摩罗视察团（ 1 9 8 0 年 3 月 2 1 日至2 8 曰） 

的振告（A / 3 5 / 3 9 4 , 附录，第 3 段 ）所载：米 15, 0 0 0 公哺；糖 3, 0 0 0 公吨； 

權头肉类和鱼类1, 0 0 0 公吨；耀装牛奶 4 0 0 公吨；食用油 6 0 0 公吨。

B. 粮食自给自足

H 科摩罗的土壤保持和恢复

2Q 土壤保持是政府关切的主要事项之一。 90  % 的人口依靠农业。 人 

口压力引起的大范围土壤肥力下降，在一些地区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 森林复盖 

正遂渐被摧毁，造成以木材为原料的产品日益短较；在陵稱的坡地上耕种加速了水 

土流失，对该国全盘生态平街的威胁越来越严重。 政府计划制订一项政策，以求 

制止并且最终扭转这种情况。

2 7 . 计划在若干领城采取行动：

( a ) 合理发展和利用天然林及人造林，因此在苗圃和重新植林地区需要 

加强管理、有更多受过训练的工作人员和增加设备。 在未来 2 0 年人工重新植林 

的面积应达到6, 0 0 0 公顷至 10, 0 0 0 公顷。

( b ) 在村庄和农民一级采取行动，建立村庄保留林，放励农民除传统的 

农业和家畜经菅之外增加种树。 这需要进行宣传和推广运动、给予奖励（如适当 

的补助）及更多受过训练的人员。

(C) 土壤恢复活动。 在昂儒昂岛上的尼乌马克利一个面积约1 5 0 公 

顷低法地区正在进行实验项目。 约 10, 0 0 0 个家庭也参与防土壤侵蚀的工作，这 

项工作应扩大到有30, 0 0 0 个科摩罗农民家庭参加。

2 S  所要求的这项提助，将支持有经验的管理人员的训练或再训练，适当设 

备和农具的供应及技术援助人员的服务。 所需经费倘计为1, 795,  0 0 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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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扩充农村发展的基础设施

2 9 . 这项基本设族的供应是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粮食 

和农业组织（粮农組织）的援助 （ 1 9  7 9 年一 1 9 8 1 年 ）开始。 它包括一个负 

责规划和协调的联邦农村发展支助中心及一些区域农村发展支助中心。 每个区域中 

心约包括 2 0 个乡村每个区域农村发展支助中心都是自己管理自己；它照成本向 

农民提供必要的投入，并通过多学科推广工作人员及乡村发展工作人员提供技术指 

导。五个区域农村发展支助中心将在1 9 8 1 年年底之前建立起来。从现在到1 98 6  

年这段期间需要再建立3 6 个区械中心，才能包括全部领土。

3 0. 一个新的区域农村发展支助中心的建立需要建筑一座业务大楼，还需要供 

应品、设备和技术援助。 1 9 8 2 年一 1 9 8 6 年这段期间的费用总额为6,210,000 

美元 , 即一年平均约需1, 250,  000美元。

曰 农艺和兽医辅助实验室

3 1 . 政府通过以上所说的联邦农村发展支助中心和各区城农村发展支助中心， 

正在指导安播各种计划以扩大农业和牲畜生产。 迄今还没有实验室可监测推广工作 

及进行土壤、农艺、植物健康及兽医方面的分析。

3 2 . 有必要建筑新的大楼，训练科摩罗国民，及提供力期两年的外国技术提助。 

所需的费用暂时倍计为736 ,  0 0 0 美元。政府最初需要财政援助来进行一项赞用为 

35,  0 0 0 美元的初步研究。

(0) 发展水港雅米生产

3 3 . 科摩罗群岛需要的米大部分是进口的。但是本地仍然生产约3, 0 0 0 公吨 

大米虽然扩大稻米种植的前素有限，但是在莫埃利岛上的沿海小平原或内陆法地 

( 总共多达 1, 0 0 0 公 顷 ）尚可加以利用来发展水海濟米生产。增加的这个面积可 

生产差不多 5, 00(7^^吨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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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已经进行了现场发展调查，政府要在这之后建立一小小的试验场，由一个 

实验单位和一个试验单位组成。这两个单位都要雇用自愿的农民。这项计划将使技 

术问題和社会经济因素在扩大水晓地面积之前得到比较彻底的研究。

3 5 . 需要外来援助提供必要的专门知识、研助金、操作设备和车辆及支付为期 

三年的部分业务费用。全部费用为 220,  000美元。

( E ) 发展牲畜生产

3 6 . 当地生产的肉类远远不数需求，科摩罗群岛每年进口  1, 0 0 0 多公吨肉类。 

政府从两方面努力增加因类生产。

( a ) 在高原上约 5, 0 0 0 公顷未充分利用的牧场上发展林地和放牧场。 防 

风林的神植有助于抵佛水土流失，保证一部分的植树造林，及发展铜料植物。 

詞料植物可以大量增加土地能供养的牲畜数目。还必须从遗传学方面改良牲畜 

品种。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将在一小5 0 0 公顷的实验场试验。

(功在农业地区发展家畜 —— 主要是小反当类动物的生产。 目前动物完全 

是非生产性的，因为缺少适当的照顾和词料。将尝试通过各区城农村发展支助 

中心更合理地利用现有的家畜。

3 7 . 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外来拔助，如技术援助、训练、设备及捐敦给最初三 

年的业务資用；全部费用为 1, 225,  0 0 0美元。

(A) 发展粮食作物和互科植物

3 8 . 人民中菅养不良的情形很普遍。 国民的饮食特别缺少蛋白质。政府希望发 

展食用豆类的生产，以补救这种情形。 豆科植物与其他作物轮种也有助于保持土壤 

肥力。有人提议通过联邦农神发展支助中心X 区域农村发展支助中心系统采取行动 

改进粮食生产本身；确保家庭更有效地使用粮食，及改善粮食的储藏和销售。

3 9 . 正在请求提供支助，如技术援助、训练研助金、设备、种 子 及 为 总 额  

3 60, 0 0 0美元的业务费用提供暂时性的捐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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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改进群岛的交通

(- iü购买一只 2, 3 0 0 吨的货，

4 0 . 科摩罗群岛的船队只有三只， ，分别为 3 5 0吨、 1 5 0 吨及 6 0 吨》这些 

般只都已破旧不堪。 这个船队越来越无法应1寸崎间及科摩罗和邻国间日渐增加的 

乘各和货物运输。根据一项最新的研究报告，应该厕买两只新的货船。政府已将购 

买一只价值 1 3 0 万美元的 2, 3 0 0 吨货服列力最优先事项，并为这件事正在寻求 

外来的援助。

( /V )卿买一架飞机

4 1 . 这♦项目已在 1 9 8 0 年的报告里提到，迄今还不能得到国际援助，科摩 

罗航空公司只有一架有4 4 个座位的P o k k e r  2 7 型飞机，供国内和国际运输用。 

政府认为必须再买一架同型号的飞机， 以使现有的 ï o k k e r 型飞机由于任何某种理 

由不能使用时，可确保岛峻间及与外界的交通不致中新。佑计费用为 6 5 0 万美元。 

包括必须的备件在内。

th) 建造电话交换台

42 正在建筑岛崎间的电话线路。 只有首都莫岁尼有自动交换设备；其他四个 

区只有最 f幕易的手操作电话交换台。这个项目的自的是在米察米乌利、丰布尼和恩 

蔡 乌 埃尼 ( 大科摩罗）；木察木杜、多莫尼和西马（昂儒昂）；及冯博场和尼乌马 

舒 阿 ( 莫埃利 ) 各区装置电话交狭设备或更新现有的装置。这将大大地有助于结束 

这些居民中心的孤立状态。 这个项目的估计養用一^ 要是设备的购买一^ 1 ,  100  

万美元，

C . 能源和水

(十） 汰伊德朱发电站项目

4 3 . 汰 伊 德 朱 发 电 有 三 台 发 电 机 （其 中 两 台 发 电 机 的 电 容 各 为 6 0 0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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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发电量为 1 , 2 0 0 千瓦。由于最高禱求童已经超过1, 6 0 0 千瓦，因此发电 

网的电容至少应等于这个数目，同时根据需求还会增加的设想，有人提议装置一部 

2 ,  0 0 0 千瓦的发电机组（2, 5 0 0 f 伏 安 ）。 因为这不会超过已经计划好的电容， 

因此可在现有的基础设施ÿiîiiJ内加以装置，而不寄另建厂房。这个项目的赞用枯计 

为 2, 500,  000美元。

W 供水项目

4 4 . 第一♦ 项目涉及为恩加吉德加（又称大科摩罗岛）供水；这个项目，再加 

上下面的三♦ 项目将满足岛上所有城市中心的供水需求。 昂努昂岛和英埃利岛都有 

来水和常流的地表水，而整个科摩罗群岛看来都有大量的地下水资源可以钻井取用。 

1 9 7 9 年 ，科摩罗政府同开发计划署订立了一项关于揚探及开发水资源的协定。开 

发计划署正在进行一项清查现有和潜在资源的工作。 它期望制订一项缔合性水利开 

发方案。

4 5 . 各项拟议的供水项目都有一部分停留在计划阶段，因此不能精算其费用。

第一个项目涉及扩大恩加吉德加现有的供水系统；第二个项目涉及扩大哈海亚的供 

水系统，这两小项目係计各需7 8 万美元。第三个项目是在未察米乌利地区开挖新 

的取水坑和建立供水系统，佑计将需 1 5 9 万美元。第四个项目是要为南方的欣弟 

尼和乌姆布尼地区开挖新的取水坑和建立供水系统，佑计将需 2 3 0 万美元。

4 6 . 拟议改善昂儒昂岛上穆特僻穆杜编及其邻近村庄现有的供水设施，以满足 

居 民 （目前倍计有20,  000人 ）的需要。欧洲发展基金（欧发基金 ) 将 出 资 （第五 

次补充经费）进行下列调查：建造漠流集水区、供水管道和储水槽、安装水处理系 

统、重新校准配水网和支线、重新铺设和使用一些现有管道等。这项工作的全部费 

用他计为 1 5  0 万美元。

47  . 拟议在莫埃利岛的丰博尼镇及其附近村庄修理供水系统和管道并改善分配 , 

以满足大约6, 0 0 0 个居民的需要。现有的配水网需要改善，其支线和水管受到 

1 9 8 0 年水灾的严重损坏，必须修复。调查的费用由欧发基金支付（第五次补充 

经 费 ）。费用佑计达7 5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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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保健工作

(主） 药品供应

4 8 . 科摩罗政府因为预算有限，若没有外来援助就不能履行其公共卫生方面， 

特别是为人民供应药品的职责。据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佑计，每年约需 6 1 

万美元的经费来满足最低限度的需要。 由于科威特的提助， 1 9  8 2 年的供应已获 

保证。 1 9 8 3 年 至 1 9 8 6 年 ，继续维持本方案所需的经赞约达3 0 0 万美元。

E .训 练

圉 在昂儒昂建造并装备一所多学科的技术和职业学校

4 9 . 在穆特萨穆杜（昂儒昂）开办的国立多学科技术学校有1 1 0 小学员，它 

培训出来的人不能满足该国对技术工人和工人的需要。该校没有自己的校舍，而以 

一所中学为校舍。该国政府认为必须建造并装备一所技术学校，该校将为大量学员 

提供多学科训练，使他们具有各种不同水平的工作能力，学科分为多种行业，包括 

彻砖、木工和银管工。 暂定的费用佑计数为2 8 0 万美元，用来建造和装备校舍、 

提供两年所需的技术捷助和高级训练的奖助金。

( 詞 建造和装备一所善医和畜牧学校

5 0 . 政府给予粮食自给自足和农业发展最高优先次序，因此需要有一个培训各 

缓工作人员特别是那些同农民直接接触的农业推广人员的政策。 目前还没有一所机 

构对农业和家畜生产部门所需的专家和基层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 51 . 政府计划设立一所重点是善医学和畜牧学的中学，最多容纳 1 2 0 名学生。 

它计划每年培训2 0 至 3 0 名新学员，并对已经开始工作的技术人员进行重训。 已 

设想了广泛的科目，将视实际需要而定。该校在经过一段合理的初办期之后，应能 

达到自给自足。学校附属农场的产品可供直接消费，部分收成还可以出售。总赛用 

达 2, 625,  000美元，用来支付建筑赛、技术援助和一些本国人员的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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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项 目 摘 要

项 目

A.粮食自给自足

1.科摩罗的土壤保持和恢复

2 .扩充农村发展的基础设施
( 每 年 约 1, 250,  0 0 0 美 元 ）

3-农艺和兽医辅助实验室（其中初步研究费用为35, 000美 元 ）

4.发展水晓稻米生产

5.发展牲畜生产 

^^.发展粮食作物和且科植物

购买设备以改善通信

电货船

8.购 买 1 架飞机

9,建造电话交换台

C.能源和水

iq沃伊德朱发电姑项目

n.黑加吉德加供水

12.哈海亚供水

13.米察米乌利供水

14欣弟尼一乌姆布尼供水
15.無輪# 穆^^供 ;Je
16.丰博尼供水 

D .保健工作

E .培训

18.支助在昂儒昂的一所多学科技术学校

19.支助一所善医和畜牧学校

计

小 计

计

计

共 计

费 用 （美 元 ）

1 . 7 9 5 . 0 0 0

6.210.000

736 .000

2 2 0 . 0 0 0  

1,225,110
360 ,000

10,5^6,110

1 , 3 0 0 , 0 0 0

6,500,000
1 1,000,000

1 8 ,800,000

2 ,50 0 ,0 00

了80,000
t 8 o , o o o

1.590.000
2 . 3 0 0 . 0 0 0

1 . 500.000
了 50 ,000  

1 0,200,000  

3,000,000 

3 ,C O0 ,O0 O

2. 800.000

2 . 625.000 
5,Ü2"5,000

971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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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科摩罗视察团（1 9 8 0年 3 月 2 1 日至2 8 日 

的报告所列项目的现况 '

1 . 机场的改善和设备 

该项目已有经费。

2 . 石油的战略储备 

经费已有着落。

3 . 农具

没有进展。费用目前佑计达 1 8 0 万美元。

4 . 根除 -jê疾

卫_生组织已捐赠5 5 万美元，但在未来四年内需要额外经费佑计达3 5 0 万美元。

5 . 战略粮食j t j ;

由于粮食计划署和欧发基金建造了一些仓库，解决了部分问题。虽然有待 

更多努力，但是优先需要可说已经满足了。

6 . 食盐生产

三名被派出接受训练课程的科摩罗人已经送回。仍未找到主要投资的资金 

来源。

7 . 地热能

一""~Ï 开发计划署提供经费的第一小调查阶段已经完成，并查明了有发展前途

的地点。下一阶段需要2 0 0 万美元的经费。

8 .开辟大科摩罗和莫埃利的辅助港口

'一- 现已取得蒋¥ 蕃慕¥ 萨 昂 儒 昂 ) 約疏散港的经费，政府希望在 1982

年动工。预计欧发基金（第五次补充经费）将为设在大科摩罗和莫埃利的两小辅

助港口提供部分经费。将需要更多的经费，但是确实的数额有待目前正在进行的

技术研究完成之后方能知晓。

参看 A / 3 5 / 3 9 4 ,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