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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7 4㈦

特别经济援助和救灾援助: 

特别经济援助方案

对几内亚比绍提供援助

秘书长的报告

1.大会1981年12月17日关于对几内亚比绍提供特别经济援助的第36/ 

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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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几内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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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获的逬展，以便 

把这个问题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7 2.秘书长选派了一个考察团前往几内亚比绍访问，同该国政府就经济状况以

及执行特别经济援助方案方面所获进度逬行了协商，所附调查团的报告叙述了该国 

经济和财政状况，概述了优先需要，并摘要说明特别经济援助方案内各项目的执行- 

进度。

3 .大会在36/2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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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注意并审议几内亚比绍的特别需要，同时向秘书长报告这些机构所作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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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几内亚比 

绍方面所采取的步骤和提供的资源，提出报告。

4 •第36/2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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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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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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其他 

国家的报告（A/37/140)内。大会曾请秘书长为这些国家制定特别经济援助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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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几内亚比绍考察团的报告

(198脾8月19日至27日) 

目 '录

段次 页次

一、 ................................................................ ................. 1-4 4

二、 经济状况....................................................... ................. 5-43 4

A.背景....................................................... ................. 5-11 4

B.国内经济.............................................. ................. 12 - 17 6

C.政府财政和货币情况...................... .................18-22 10

D.国际收支和外债............................... ................. 23-32 12

E.经济和财政稳定化方案.................. ..................33-38 17

? •外来援助...... ...................................... .................39-43 18

三、 援助方案 ....................................................... .................44-53 19

A.粮食援助.............................................. .................44-48 19

B.特别经济援助方案........................... .................49-53 21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137
Chinese
Page b

一、导言

1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对几内亚比绍提供援助的报告（A/ 

36/263)。 1981年12月17日，大会通过第36/217号决议，其中大会完

全赞同秘书长报告附件中所载的评价和建议，并再次紧急呼吁各会员国、区域和区 

域间组织以及其他政府间机构对几内亚提供援助，帮助该国克服财政和经济困难， 

以便执行秘书长报告附件中所提出的项目及方案。大会还要求各会员国和国际组织 

慷慨地向几内亚比绍提供必要的粮食援助。

2.同一个决议还要求秘书长作出安排，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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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获的逬展，以便把这个问题提交第三十 

七届会议^依照该项要求，安排以特别政治问题办公室主任为首的考察团于1982 

年8月1 9日至2 7日访问了几内亚比绍。

3. 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国家元首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将军阁下接见了考察 

团团长。考察团会见了商业和手工业部长、运输和旅游部长、经济和财政部长、能 

源和工业部长、国家教育部长、渔业部长、卫生部长、几内亚比绍銀行总裁以及这 

些和其他部门的高级官员。此外，还有机会会见了驻比绍外交使团的某些代表并同 

联合国系统的技术援助人员逬行了会谈。

4. 考察团感谢几内亚比绍政府为考察团的访问所怍的一切适当准备并提供了 

考察团所需的基本资料。考察团还愿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驻比绍驻 

地代表及其办事处的各成员所提供的帮助公开表示感谢。

二.经济状况

a. m

5.几内亚比绍共和国面积约为36, 000^方公里（或近14, OOO^F方英里）。 

按照1 9 7 9年的人口统计，该国拥有767, 700人„ 1 9 6 0年至1 9 7 9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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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为每年2%,估计目前的人口约为810, 000人。组成人口的各个不同团 

体都趋向相对的独立，住在海边的人主要依靠农业为生，以渔业为辅。住在内地 

的人则依靠畜牧业为生。

6. 几内亚比绍属于世界上最穷的20个国家的行列。秘书长关于对几内亚 

比绍提供援助的报告（A/33/179和Corr. 1)及以后的报告中都较详细地描述 

了其经济状况。该国承袭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结构很少的原因之一是在独立之前， 

该国基本上是殖民主义的一个军事前哨。在独立斗争期间，这些很少的经济和社 

会基础结构又大部分被摧毁或遭到破坏。这些仅有的股本又因缺乏维修而进一步 

遭到损失。

7. 几内亚比绍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严重缺少训练人员、缺少设备甚至粮食的困 

难，.连年不正常的降雨量又使这些困难进一步恶化了。 特别是1 9 7 7年、1979 

年和1 9 8 0年，降雨量不足，造成作物歉收和长期粮食短缺。

8. 但是，几内亚比绍的经济发展潜力是显而易见的。扩大可耕面积可以增 

加农业生产。几内亚比绍的可耕面积为1，〇〇〇，〇〇〇公顷，目前开垦的可耕面 

积仅有约400, 000公顷。渔业的潜力也很令人鼓舞。森林资源可以允许相当 

大量地采伐木材而不影响生态的平衡。现在正在勘探矿藏的开采，其中包括一些 

铝土矿、磷酸盐和近海石油。

9. 尽管具有这些潜力，但发展却很缓慢，其经济状况引起了人们的关切。殖 

民主义的影响、缺乏合格的人力和管理技术以及变化无常的气候，都是使经济困难 

恶化的因素。缺乏基础结构，特别是运输和贮藏设备，妨碍了国内生产的犮展， 

使其赶不上消费急剧增加的需要，为国际收支增添了新的压力。另外，在二级部 

门的某些投资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

10.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缺乏连贯性。进口同绝大多数人民的需要不一致的 

现象加重了国际收支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又激励了自给经济的发展，活跃了非公开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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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几内亚比绍政府认识到该厨经济未来的危险性，正在采取措施克服目前的 

困难，并在编写一个援助方案。该政府正在寻求对这一方案的国际援助。国际 

社会的援助对为未来发展创造充分的条件是必要的。

B.国内经济

12. 自1 9 7 7年至1 9 8 0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由13, 650万美元增至 

17, 520万美元〇 按照时价计算，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8. 6%第。*按照1979 

年的固定价格，自1 9 7 7年至1 9 8 0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7, 840万美 

元降到16, 240美元。按人口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 9 7 9年的2 2 5美元 

降到1 9 8 0年的2 1 8美元，主要原因是农业部门的收入下降。在发生旱灾的 

那几年里，占国内生产总值将近一半的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结果是1 9 8 0年的 

产量同I 9 7 7年的产量相同。

*本报告的统计数字是由几内亚比绍政府提供的。一美元同几内亚比绍比索的 

兑换率为•• 1 9 7 7年33. 7; 1 9 7 8年35; 1 9 7 9年3 4; 198 0 

年 33, 8; 1981 年 38. 4; 198 2年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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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生产总值：可利用资源的来源及使用

(百万美元）

1977 1978 - 1979
1980 

(估计数)

国内生产总值（时价） 136.5 158.1 173.1 175.2

进口⑷ hk.5 56.6 68.6 55.1

出口㈠ 12.7 12.1 14.1 11.3

可利用资源

总数 168.3 202.6 227.6 219.0

消费 141.4 168.3 189.8 187.8

私人 (116.2) (134.9) (150.9) _•0)

公共 (25.2) (33.4) (38.9) (38.8)

投资 26.9 3^.3 37.8 31.2

资源使用 168.3 202.6 227.6 219.0

(按1979年的固定价格）

国内生产总值 178. U 195.9 173.1 162.H

(农业部门的生产值〕 (75.0) (103.2) (88.4) (75.3)

13.国内生产总值和进口的下降使1 9 8 0年的可利用资源也有相当大的减少。 

但是，消费只略有减少。1 9 7 7年的总消费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3. 4%,1980 

年达到106.8 %。结果，任何资本积累都必须由外资提供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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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表1的数字反映了一些投资的数量和趋势。1 9 7 7年至1 9 7 9年间 

的总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 2 %，I 9 8 0年下降到1 8%。 通货膨胀引起 

的费用增加意味着自1 9 7 9年以来投资的实际数值有更加急剧的下降。

15. 表2表明了执行发展项目的部门间分配。表中的数字大体显示了鄧门的 

资本形成，表明资本集中在二级部门，而对农业的投资不大。这一点并不象官方 

接受的以农业为优先的发展战略。

表 2

按部门分别开列的已执行项目的值价

(百万美元）

2 978 1979 1980 1981

农业、畜牧和森林 5.3 3.5 4.3 6.9

渔业 5‘3 6#1 3.6

自然资源 2.9 2.7 3.6 6.5

工业和手工业 8.5 15.1 12.3 1.5

能源 0.7 3.H 10.9 U.4

运输 9.8 3.3 22.7 5.8

电信 3.1 5.7 3.2 2.4

商业 1.U 0.2 0.6 0.4

教育 2.5 5.0 8.2 5.5

保健和社会服务 2.6 1.U 3.7 3.3

住房和卫生 3.5 3.8 3.3 4.7

其他 5.0 4.3 4.8 2.7

共计
H5.9 53.7 83.7 H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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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由于决定停止某些项目和减慢其他项目的进度，以适应国民经济的承担能 

力，所以1981年已执行项目的总费用减少了近一半（按时价计算）。此外， 

还决定把力量集中于优先部门。自1 9 7 5年以来，农业项目的开支第一次增加 

到超过其他任何部门。

17. 现在还没有1 9 8 1年的国民核算概算。但是，在部门概算的基础上， 

已出现了某些趋势。首先，同前几年相比，农业生产有所上升——1 9 8 0年到 

1 9 8 1年，大米生产由34, 000吨增长到80, 000吨；其他谷类生产几乎增 

长了一倍，由22, 000吨增长到40, 000吨；花生的产量由20, 000吨增长 

到30, 000吨。1 9 8 1年由于农业部门生产增长了，所以尽管其他方面的生 

产情况不景气，但是按实际数值计算，估计国内生产总值有所增长。进口下降了 

1 0 %，而出口增长了 2 4 %。 合计在一起，估计数表明生产水平有所上升，但 

没有达到1 9 7 8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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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政府财政和货币情况

18.近几年的政府财政趋势见表3。收入在1 9 7 9年内因对消费品征收新税 

的结杲，增加很快，并在I 9 8 0年内保持同一水平；1 9 8 I年收入比I 9 8 0 

年增加百分之1 9 • 3,达到了$25, 000, 000的总数。间接税是主要收入来源, 

其次是直接税。I 9 8 2年概算收入总数的减少是由于1 9 8 I年内有特别收人

表3

政府财政：1 9 7 8 — 1 9 8 2年经常预算 

(以百万美元计^

符号说明:••=少于游100, 000 

...二无数字可查考'

实际数额 预算数额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经常收入

直接税 5.2 5. 0 5.8 6.4 5.2

间接税 7.7 12. 2 11.9 13.0 13.7

其他收入 1.0 3. 4 3.5 3.2 4.5

经常收入共计 13.9 20. 6 21.2 22 • 6 23.4

资本收入 * • •' * • * 0.1 01

特别收入 一 0. 8 — 2.6 —

收入共计 13.9 21 • 4 21.2 25-3 23-5

支出共计 31.0 35. 6 48-3 47-2 59.9

(其中的薪金数额） (19.4) (21 . 3) (23.6) (...) (33.6)

赤字总数 -17.1 -14. 2 -27.1 -21-9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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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支出总数自从19 7 8年以来每年增加。1 9 8 0年内大增，预计1982 

年甚至会增加得更多。（表3内I8 I年的支出减少是由于美元汇率的变动；如 

按本国货币计算则支出增加h支出数额在1 9 7 9年内占国内总产值的百分之 

20.6, 198 0年内占百分之27.1薪金和工资在198 0年内占支出总数的 

百分之4 9;按照概算数额，在19 8 2年将占百分之5 9。另一主要项目是偿还 

外债，在1979年内占支出总数的百分之7， 1980年内增至百分之13，

I 9 8 1年内增至百分之2 1 ,估计在I 9 8 2年内将占百分之1 4。

20. 近几年的预算赤字仍然很高，在19 8 0年内达到国内总产值的百分之 

1 5 . 5。赤字数额在I 9 8 I年内减低是由于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增多以及由于公 

共支出的增长迟慢下来和政府厉行节约措施但是预计赤字在1 9 8 2年内仍将增 

加。从几内亚比绍的经济的特点和公共企业的情况看来，除非可得到预算帮助，政 

府财政的收支不平衡情况在今后几年很可能将继续增长

21. 财政赤字对货币有相当大的影响。表4显示出这种趋势。近几年来，特别 

是在1 9 8 0年，尽管因国际储备的减少造成货币紧缩.货币供应仍在迅速增加。 

货币供应在I 9 7 7至1 9 8 0年期间的每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30.3,但1980 

年却增长了百分之7 8 . 6,虽然目前尚无准确数据，但货币供应在1 9 8 1年仍 

然继续增长。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得到的信贷数额增加，用以弥补预算赤字。国内 

信贷的其他构成部分所起的作用不丸

表4。货币指标：1 9 7 7 — I 9 8 I年 

(在每期终了时以百万几内亚比绍比索计）

1977 19T8 19T9 1980 1981 ( 6月）

国际储备 59 -325 -T8 -388 -773^

国内信贷 汕6 1 538 1 ^69 2 3 435

(其中的政府信贷） （矽6) (1 253) (1 338) (1肋6) (3 2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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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应（M—1) 895 837 1 020 1 822 1 98U

流通货币 (6U6) (658) (802) (1 017) .(1 lk6)

活期存款 (2k9) (179) (218) (805) (838)

定期存款 ■ • 31 25 32 39

22.随着这种货币发展情况来的是商品和服务的实际供应停滞不前。实际供应 

与货币需求间的差异造成了很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估计的通货膨胀率在1 9 7 7 

年为百分之9,在1 9 8 0至1 9 8 1年期间增至每年约百分之3 0,是使商业制 

度更加失调的原因之一。

D.国际收支和外债

23. 几内亚比绍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的特点是贸易差额方面的持续性赤字， 

虽然转移方式的外援已使逆差减小。中期和长期资本的流动造成了资源的净流入， 

因而使外债迅速增加。

24. 对外贸易在几内亚比绍的经济方面发生重要作用（参看表5)。在1980 

年内，进口占国内总产值的百分之3 5，出口占百分之6。对外贸易赤字数额在 

1 9 7 9年占国内总产值的百分之2 8,在I 9 8 0年占百分之2 9。I 9 8 1年 

的赤字数额比1 9 8 0年减少是由于投资方案进行减缓使逬口减少，和出口情况的 

改善。

表5.对外贸易 

(以百万美元计）

1978 1979 1980 1981

进口

粮食和饮料 21.2 8.5 10-7 15.1

工业和商业供应品 8.0 12.3 14-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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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和衍生物a 2- 6 6.6 9.7 8.0
资本货物5 15.0 27.3 20-9 15.8

杂项 4.9 8.0 6-0 4.8

共计 51.7 62.7 61.3 53.4

出口总数 12 • 7
C

14.1 11.3 14.1

a 数据已经按照石油进口机构提供的重要数字予以改正《 

b包括进口的机器和电气设备及运输设备。其他资本货物，特别是建筑材料, 

列入第2行。

c 数据已经按照1 9 7 9年和1 9 8 1年的国际收支数字予以改正>

25.粮食在19 8 1年内占进口总数的百分之2 8。据粮食安全规划局称，

1 9 8 1年的粮食援助占进口稻米的百分之8 5,进口玉米和高粱的百分之1 0 0, 

进口面粉的百分之7 9•进口糖的百分之4 6,和进口食油的百分之5 8。

26•出口的价值于过去三年期间在S II, 000, 000至$14, 000, 000之间 

波动。主要出口产品有四类：花生、鱼虾、木料和棕榈仁，合计占19 8 0年出口 

总值的百分之8 5,占1 9 8 I年出口总值的百分之7 6。（棉花出口日益增加，

在I 9 8 I年达到莊I，200, 000的价值》)虽然如此，I 9 8 1年出口总值仍不 

及单是粮食进口的费用之多，并且在同一年内进口石油产品的费用相当于出口总值 

的百分之5 7。

27. 1 9 8 2年第一季进口总额比1 9 8 I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2 3. 5。从 

中期的出口远景看来，似乎在今后三、四年内贸易赤字仍将继续增加。

28•无偿转移款额在1 9 8 0年内比I 9 7 9年减少了一半，但在I 98 1年 

内几乎增加一倍，共达® 15, 000, 000。转移款项大部分用以支付进口费用，其 

价值很可能实际超过记录的数字。如表6所示，经常帐户赤字数额在I 9 8 1年几 

近游21，000, 000，1 9 8 0年则为游45, 000, 000„如果把无偿转移数额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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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数字加起来，就可显示出几内亚比绍的最低限度外来资源需要，其数额在19 

8 1 年为筇 36, 000, 000,在I 9 8 0年则为邾 53, 000, 000。

表6.国际收支 

(以百万美元计）

19 了 9 1980. 1981
(初步数额）

经常帐户 -36.2 」》5.3 -20•了

贸易差额 」》3.0 -kk.O -35.6

出口（离岸价格） Ih.l 11.3 ih.l

进口（离岸价格） -57.1 -55.3 -b9.1

服务（净额） -10.5 -9.3 -O.k

无偿转移 17.3 8.0 15.3

官方 IT.6 8.1 15.V
私人 -0.3 -0.1 -0.1

中期和长期资本 15.6 13.9 29.1
基本差额（经常帐户+中期和长期资本） -20.6 -31.1» Q.k

短期资本 19.3 2U.T -11.h

国家银行 -5.1 2.0 2.2

错漏 2h.k 22.7 .-13.6
总差额（基本差额+短期资本） -1.3 -6.7 -3.0

特别提款杈拨款： 0.5 0.5 0.5
货币基金组织信贷利用 l.k - 2.2

其他国家银行负债 2.0 1.0 2.k

储备金的变动 -2.6 5.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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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 9 8 1年中期和长期资本的流入净额为游29, 〇〇〇, 〇〇〇,比前一年的 

数字增加不止一倍。贷款对补助金的比率相对地增加，从而影响到外债和偿债付息 

的负抵■国际收支赤字的总额在1 9 8 1年估计约为邾3, 000, 000。•

30. 至1 9 8 2年上半年结束时，中期和长期外债已达到游169, 000, 000 

的总数，其价值可与国内总产值相匕在此总数内，有$ 102, 100, 000,即百 

分之6 0,在1 9 8 2年7月底以前实际上已经提取《公共债务的偿债付息费用在 

j 9 8 0年共达S 6, 500, 000，1 9 8 I年则为$10, 100, 000 ,即分别为出 

口价值的百分之5 8和百分之7 2。积累的拖欠数额在I 9 8 2年上半年结束时共 

达游19, 800, 000。从1 9 7 9年开始，公共债务加速增加s在1 9 8 2年上半 

年结束时已经增至莊150, 000, 000(参看表7 )。可动用信贷的消耗数额也迅速 

地从1 9 7 9年的$8, 000, 000增加至 I 9 8 I 年的$22, 000, 000。

31. 几内亚比绍迫切地需要更多的外来资金以执行其发展方案。必须考虑到， 

外来的信贷大部分是为执行特定的项目而给予的，这不一定保证可以运用的资金确 

能满足优先需要，特别是当政府正在改订其投资政策的时候。目前仍可动用的中期 

和长期信贷儿乎都是专门用来购买资本货物和为数较少的中间货物的。因此，不能 

用来支付包括食品在内的消费品以及石油产品一类的关键物品的进口费用。可是， 

这些正是最迫切需要的领域•此等信贷也不能用作弥补国际收支差额、预算、偿债 

付息或偿付拖欠款项所需资金的直接来源。

32 .对外公共债务从1 9 7 7年的游43, 000, 000增加至1 9 8 2年7月底 

的邾93, 000, 000，并有积累拖欠数额$ 18, 400, 000。把这笔数额加上中央 

银行应当偿付的信贷，中期和长期债款的拖欠总数就到达$ 19, 800, 000。不包 

括任何将来承担数额在内，中期和长期债款的偿债付息即已构成国家经济上的一个 

很重的负抵这些拖欠数额还必须再加上短期（不到一年的）贷款的拖欠数，及其 

他种类的经常交易、特别是由供应者资助的进口方面的拖欠到1 9 8 2年7月底, 

这两种拖欠数额分别为邾17, 500, 000和游3, 700, 000,即共计邾21, 200， 

000。因此，所有各种对外拖欠款项在1 9 8 2年年中共达S 41，000, 〇〇〇，差不 

多等于三年的出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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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经济相财政稳定化方案

33. 政府当局为了应付经济上的紧急情况已重新制定了国家发展战略^ 主要 

的发展战略目标保持不变。临时政府的方案已再度肯定了这些目标，预计将在 

1 9 8 3 — 1 9 8 6年发展计划内详细列出。

34. 已经把主要注意力重新摆在恢复农村命农业发展方面，以确保把第一优先 

放在满足人口的基本需要，特别是粮食安全方面9 为了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 

展，将逐步把农业耜工业联系起来、更有选择性地利用外援项目并全面改善商业系 

氣 将强调经济生产力的改组和充分利用以及开发至今尚未开采的资源。该战 

略还要求采取行动以鼓励发展方面的私人倡议和大众参与，但是，国家将继续负起 

领导经济的全盘责任a

35. 根据该国政府的计划，国家发展工作必须在节约政策和行动的前提下进行, 

该节约政策相行动是为经济复原所必不可少的经济和财政平衡的恢复而制定的。目 

前正在制定的稳定化方案将取决于三项主要问题：国内和国际上是否会有较好的财 

政局面；能否设立机构和制定有效办法以改进经济的领导湘管理；以及能否改组经 

济和商业渠道，包括改善国营企业的业务.

36. 在财政政策方面，所设想的主要行动将包括一项减少赤字的努力，主要是 

通过节约措施、财政改革、债务整顿和较高的税收。打算对政府信贷的，大制定 

上限来减少赤字所造成的金融影响。为了减少国际收支差额，该政府提议制定一 

项最低额进口方案、缩减事务费并促进出口 • 其他提议包括对外债的重新谈判耜 

对取得外来信贷的管制。虽然也提出调整汇率的可能性的问题，大家认为，唯有 

在能够有效执行方案中的其他经济政策措施时，这类调整才有用处。

37. 在销售相价格政策方面，提议通过主要的国营企业的专业化相私营贸易部 

门在零售分发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对商业部门进行全面改组。在价格政策方面将 

尽力减少通货膨胀并制定鼓励农业生产者的价格。在薪酬政策方面，除了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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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新员额加以严格限制之外，将试图制定一个薪酬率并对不同的国营企业所支付 

的薪酬加以协调《»

38.为了应付改善经济管理和更有效地进行经济政策的迫切需要，除了制定一 

项最低额进口方案之外，还考虑采取若千措施，其中包括编制一个全面的国家预算， 

内含经常支出和资本支出、编制一个外币预算并制定公营企业的生产计划。在外 

来援助方面，则打算制定一个外援使用计划表作为发展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以 

改进同捐助者的协调工作，并确保遵守全面和部门的优先次序耜区域平衡发展的需 

要。

卫.外来援助

39. 要建立经济的稳固基础，不妨碍发展项目的执行，就至少必须有为期两年 

的特别紧急援助。为使外援发挥最大效用，几内亚一比绍政府希望通过确定各自 

的行动领域、所需援助款额和提供援助的程序，来协调1 9 8 3 — 1 9 8 6年计划 

之下的援助并协调同各个捐助者的安排》 为此目的，该国政府提议在开发计划署 

协助下，于1 9 8 3年上半年在比绍举行一次圆桌会i义 该国政府目前正在从事 

编制项目的详细说明和费用估计数，供会前分发。

40. 同时，在1 9 8 2~ 1 9 8 4年期间，在下述领域迫切需要外来援助：发 

展项目、改组和恢复生产的方案、政府财政、国际收支支助、进口品及提供关于经 

济的领导耜管理的技术援助》

41.改组和恢复生产的方案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确保现有设备莸得 

充分的备件供应和维修必需品。第二方面涉及提供小型农业设备.第三方面涉 

及提供必要的农业投入，例如植物卫生产品、肥料和选种。第四方面是改组商业 

渠道，包括恢复陆上和河道运输队、迅速炉大库存量、并协助提供资金以购买进口 

品，以保证农民能获得所需物品并促进国内产品运送到当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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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预算援助方案旨在减少财政赤字，从而减低货币扩增率和通货膨胀率。本 

方案包括：以外币支付发展项目的全部费用，包括当地费用；同捐助者达成协议， 

在一段过渡期间内使用与当地货币等值的粮食援助来弥补财政赤字；以及展开外债 

的重新谈判以期递延偿债费。

43. 对国际收支相进口品的援助包括：为进口品提供资金、提供国际收支以及 

通过对债务命拖欠的重新谈判提供自由取用的外汇• 关于进口品援助方面，其优 

先次序为：粮食援助，包括1 9 8 2年的紧急援助相逐步积存贮备粮15, 000吨； 

提供资金以进口某些具有关键影响的产品，尤其是建筑材料；和提供资金进口石油 

产品。为了增加出口，需要向短期内最有出口潜力的工业，特别是林业初渔业的 

特别援助方案提供援助。

三、援助方案

A.粮食援助

44. 几内亚一比绍继续高度依赖外来粮食援助。1 9 8 1年，若干国家和组 

织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其中有：古巴、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荷兰、

巴基斯坦、葡萄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欧经共同体、瑞典国际发展协会、 

美国国际开发署（美援署）命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粮食援助的总值 

估计达® 1, 440万；此外，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提供了 $700 

多万特别经费援助，供购买粮食。

45. 虽然1 9 8 1 — T9 8 2年度有显著的改进，但是，粮食安全诂划局估计 

1 9 8 2年需要进口粮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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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1982年所需进口粮食需要量

(吨）

1982年所 

需估计数

截至1982年7月

31曰收到的总数

认捐待运 

的粮食数量
差额

大米 42 979 15 885 15 000 12 〇9U

玉米一高梁 6 197 1 5〇3 - 4 69b

面粉 9 000 5 09U 1 825 2 081
食油 3 〇〇〇 255 • 2 745
牛奶 1 000 k7〇 3〇〇 230
糖 2 〇〇〇 9 - 1 991

来源:粮食安全跨部门委员会，1 9 8 2年农业运动。1982年7月，第3号公 

报/

46. 比利时、中国、法国、意大利、日本、沙特阿拉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耜美利坚合众国以及欧经共同体、伊斯兰会议组织耜粮食计划署已作出捐赠 

或认捐。该国政府也已使用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苏联和伊斯兰会 

议组织所提供的财政援助购买粮食• 但是，正如表8所示，仍有大量需要尚待满 

足

47. 粮食安全跨部门委员会预计1 9 8 2/8 3年会有正常的农业收成.即 

使这样，必须假定长期的粮食不足仍会持续，其需要量可能相1 9 8 2年不相上下B 
为未来计，该国政府决心加强农业，特别是增加粮食生产^

48•为了能够应付气候反复无常和进口延误所造成的严重短缺，该国政府已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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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建立粮食安全储备。其目标是积累15, 000吨基本粮食项目——大约等于三个 

月的粮食需要量——主要包括大米、玉米一高梁、面粉勒牛奶.如要满意地处理和 

储存这批粮食，就必须对该国的现有库存能力加以扩大和改进，并须发展必要的支 

助服务初培训人员。

B.特别经济援助方案

49. 几内亚一比绍继续从若干国家获得双边援助，主要是用作项目经费，但在 

某些情况下也用作国际收支支助.捐赠国为：阿尔及利亚、中国、古巴、丹麦、 

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耜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荷兰、挪威、 

葡萄牙、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若干多边计划署、 

银行和基金会也提供了援助，除欧经共同体之外，它们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石 

油输出国组织、联合国儿童金基会（儿童基金会）、开发计划署、粮食计划署、联 

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人口活动基金）、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世界 

卫生组织（卫生组织）以及非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基金、中央经济合作基金、科 

威特基金、沙特基金和世界银行以及各志愿相非政府组织。

50. 由于其经济上的各神困难，几内亚一比绍政府正对所有获得外援的投资方 

案和项目进行审查。1 9 8 3 — ：! 9 8 6年全国发展计划的筹备工作和:预期在 

1 9 8 3年初召开的捐助者圆桌会议都涉及详细订正优先次序和项目清单的工作。

调查团在视察期间除了获悉关于现有项目的资料外，还莸悉有多种项目已加重新制 

订，并有新项目列入特别经济援助方案。

51 .先前提出的8 9个项目（参看V3a/263，附件，第五节）之中，该国 

政府已将其中相当多数的项目加以重新制订，在某些情况，把它们分成比较具体相 

小规模的项目，并加入其他的新项目.另一方面，由于订正的结杲，已将原清单 

中的2 1个项目撤销，其中有许多项目的工作已由其他方式进行，并且有7个项目 

已经不再具有最高优先.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目前共有1 2 9个项目.，其中6 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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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已筹得全部经费，1 8个（表1 0 )已筹得部分经费，另有42个项目 

(表1 1 ),包括新项目，经费尚待筹措。部分经费有着落的项目的估计费用为 

S 4, 350万，其他项目的全部经费达S 7, 590万，总共需要S 11, 940万，该 

国政府正为这笔经费寻求国际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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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已筹足经费的项目筒表

(附注⑻指没有列入A/36X263号文件附件第五节的项目）

项目 备注

M-l 加强财政部 瑞典、荷兰和开发计划署提供资金一 

在进行中

M-2 加强国家规划秘书处 葡萄牙、荷兰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 

个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一在进行中

M—3 贸易管理和促进 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提供资金一在进行中

M—4 会计和管理制度 瑞典国际开发署提供资金一在进行中

A-l 加强农村发展部（农业统计 

和资料中心）

瑞典国际开发署和粮农组织提供资金 

一在进行中，5 0万美元

A—2 改进植物虫害的控制 美援署提供资金一在进行中

1 2 0万美元

A-s 土壤研究 粮农组织提供资金一

7 0万美元

A—4 品种试验和种子生产 开发计划署/粮农组织提供资金，对 

这两个项目进行了修改并将它们合并

A-5 发展稻米生产 成一个在进行中的项目-

2 0 0万美元„

增添了规模相同的其他项目（见下面

A — 5 (a)、（b)和(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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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续）

项目 备注

A-5(a) 改善热巴河稻米生产特别 美援署提供资金一在进行中

项目洱） 4 5 0万美元

A-5 (b) 加强种子技术训练中心W 挪威/粮农组织提供资金一在进行中

4 0万美元

A-5(c) 种子生产中心的设备⑼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资发基金）提 

供资金一在进行中

106. 5万美元

A-7 紧急恢复粮食生产 已筹足资金（紧急项目）

A—8 蔬菜及水果生产和园艺 调查项目由法国提供资金已拟定新 

的具体项目（见A—8(c))

A-8(c) 通巴利地区水果和园艺发展⑼ 牛津救济会，联合王国提供资金一 

在进行中

540, 000 美元

A-9 家禽和猪的生产 非洲开发银行提供资金

4 7 0万美元

1 9 8 2年底开始

A-l 1 木材运输 已筹足资金

A-l 5 区域发展项目1综合农村发展） 瑞典国际开发署、美援署和加拿大大

第一区（西区） 学生海外服务处提供资金

2, 2〇0万瑞典克朗（为期1 0年） 

和70, 000美元

A—15 (a)区域发展项目（综合农村发展）欧洲开发基金会（欧发基金）和粮农 

⑻ 组织提供资金，两者分别提供6 8 0

第二区（东区） 万欧币单位和3 6 0万欧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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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

A-l 6 支助全国农业、社会和经济 

调查

A— 17⑻，传播稻米耕作技术中心⑻

A-I 7⑼在南部地区开垦咸水地以种植 

稻米W

A-19；a)给予通巴利和金纳拉的“村： 

落”的信贷⑻

A—20(a)使用肥料和其他投入增加农业 

生产⑻

A—21(a)给予第二区（东区）技术援 

助⑻

A—21⑼改善孔图博埃尔第二区(东区） 

的训练中心和技术再循环m

A—23 农村工程⑻

A —2 6 发展牧牛业（第二阶段）⑹

开发计划署，粮农组织提供资金 

53, 000美元

(粮农组织特派团即将开始调查）

中国提供资f在进行中

4, 950, 000人民币

粮农组织，瑞典国际开发署提供资金一 

在进行中 

1 0 4万美元

牛津救济会 ，比利时提供资金一在进行 

中

2, 14 0万比利时法朗

丹麦和粮农组织提供资金一在进行中 

】7 0万美元

开发计划署提供资金 

278, 720 美元 

1 9 8 3年开始

瑞士国际开发署提供资金一在进行中

84, 500美元

荷兰提供资金一在进行中

1, 900, 000荷兰盾

瑞士提供资金

5 80, 000瑞士法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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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续）

项目

A-27 为发展比热戈斯群岛粮食作 

物提供工程援助㈤

A— 2 8 卡布桑基的综合发展

F— 2 比绍的冷藏和冷冻厂

G — 1(a)科鲁巴尔流域的水文研究 

(第一阶段）

G—1(c)比热戈斯群岛水资源的水文 

研究（第一阶段）W

G-2(a)互相联系的湖（小型咸水控 

制坝）(N)

G — 4(a)在布巴建造小型水库（700— 

800)—第三区（南区）㈤

G — 4(b)在第二区（东区）建造小型 

水库（70) (N)

G—4c)在第一区（北区）钻深水井 

(55)⑻

备注

粮农组织和波洛尼亚城（意大利）提供 

资金

163, 500 美元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提供资金一在进行中

315, 400 美元

已筹足资金和已完成但是为了技太原因 

仍未启用

开发计划署提供资金一在进行中 

1 0 0万美元

援助和合作基金会（援合基金会）提供 

资金一在进行中 

225, 0〔/0 美元

援合基金会提供资金一在进行中

450, 000 美元

荷兰提供资金一在进行中 

7 5 0万美元

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提供资金一 

在进行中

1 5 0万美元

苏联提供资金一在进行中

2 3 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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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续）

项目

G—雜）在加布第二区（东区）钻井 

(N)

G-4(f)在布巴第三区建造小型水库 

(G—4⑻的扩展）㈤

G-4(g)在加布第二区钻井（G—4⑷ 

的扩展）㈤

G—5 自然资源理事会的存货盘点

G—5(c)组织和支持布巴的地理水文科 

⑻

G—7 森林普查（包括G — 9 )

G—8(b)重新装备修理车间（在比绍）

G—8(d)重新装备巴法塔的修理车间⑼

G—li预防森休火灾

G-Î2 在制图学和地理学方面提供援 

助W

备注

欧经共同体提供资金一在进行中 

400, 000 美元

荷兰提供资金

2 50万麵

欧经共同体提供资金

375, 000 美元

已筹足资金。提议的新特别项目，以支 

持自然资源部的活动

荷兰提供资金

225, 000 美元

欧经共同体和欧洲开发基金会提供资金

(1982-1984 年）

476, 622 美元

瑞典国际开发署提供资金（1983年） 

88, 000美元

欧经共同体提供资金

75, 000美元

加拿大大学生海外服务处提供资金

152, 155 美元

法国提供资金（1983—1985年）

131, 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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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续）

项目

G-14 勘探铝土矿(N)

G—15 勘探磷酸盐W 

G-16 生产建筑材料㈤ 

T—1 加强运输部

T-3 港口设备

T 一4 沿岸船只 

T一5 大型渡船

T-22重新装备公用事业工场及其 

有关设备

L-1 驻比绍技太合作人员的公寓

C-1 建立电信网（包括维修、训

练、监督和新设备）

P-4 研究金

P-7 农村中心的电气化（低压、 

中压和电灯网）：巴法塔、

备注

欧经共同体和苏联提供资金一已开始勘 

探（将延到1 9 8 6年）

法国提供资金（1983-1Q86年）

1 6 0万美元

苏联提供资金一在进行中 

200万美元

荷兰提供资金。

500, 000荷兰盾

欧经共同体提供资金（供采购具体设备 

的赠款）

1 0 0万美元

已筹足资金。已采购船只 

已筹足资金。已开始航行 

欧经共同体提供资金

资金已消耗，但建造工程仍未完成

瑞典国际开发署提供资金一Æ进行中

(1981—1984 年）

3 6 0万美元

项目已在联合王国完成

非洲开发基金会提供资金。7 5 %是 

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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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备注

表9 (续)

加布、法林、比索朗、卡谢鸟 6 3 0万美元 _

和博拉马(U) 1 9 8 3年开始。

1—1 库梅雷农业一工业综合体 石油输出国组织、沙特基金、意大利开

发银行提供资金

1，800万美元

虽然建筑工程已完成，设备已装置好， 

但是技术和经济问题阻碍了业务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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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备注

工一 4 加强工业总署

1-8 备件管理系统

工一 10 增添国家印务局的设备

1一1渺)援助属于政府木柴商业化和运 

输企业（SOCOTRAM )的木 

柴加工中心一（木材加工）(风

I—15(切胶合板和层压木板工厂卬） I

I 一 1阶)研究在班迪姆设立陶器工厂(IT) 

H-1 训练“急救人员”

H-2 训练多种职能的社区卫生人员

瑞典国际开发署（经修改）提供资金 

640. 000 美元 

1983年开始

工发组织提供资金，以修改后的项目形 

式加以执行：“工业维修”

50, 00暖元

荷兰提供资金一在进行中 

125, 000美元

瑞典国际开发署提供资金（1983丄 

1985 年）

450. 000 美元

瑞典公司在瑞典国际开发署对工厂的建 

造提供援助下（23% )以联合企业方式 

提供资金一在进行中 

6 50万美元

瑞典国际开发署提供资金 

20, 000美元

儿童基金会提供资金一在进行中（19 

79-1983年）

950. 000 美元

儿童基金会、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加拿大 

大学生海外服务处、Deutche 

thungerhife/Guibenk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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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备注

H-S 预防接种运动

牛津救济会/德^志联邦共和国一在进 

行中

190万美元

儿童基金会和卫生组织提供第一阶段

(至1 9 8 2年1 2月为止）的资金一

从1 9 7 9年开始进行。

1 5 0万美元

估计第二阶段（1983—1986年）需要 

的经费总数为2 5 0万美元）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T/137
Chinese
Page 32

表10

已筹到部分资金的项目简表

(附注⑼指没有列入A/36/263号 

文件附件第五节的项目）

项目 备注

A—8(a) 支持在普拉比斯的小型园艺农

场

牛津救济会X比利时提供部分资金(50%)
>

总费用估计为200, 000美元.将于

1 9 8 3年开始

G—4e) 在第二区（东区）钻深水井一

延至 1983—198G^(N)

苏联提供部分资金（2 3 0万美元）以

便在1 9 8 3年后继续进行。

仍需要3 0 0万美元

G-4Ü) 训练井专家的学校（钻井、维 

修等方面）坪）

丹麦和儿童基金会提供部分资金

160万美元

1985—198辟还需要

1 20万美元

G-8(C) 在加布建造维修中心W 欧经共同体提供部分资金

110万美元

还需要150. 000万美元。

T-8 人民商店的设备 已筹到部分资金.正在为1 9 8 3 —

1 9 8 6年的计划编制一个修订项目

(高度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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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T—2(a)比绍港口相五个港的现代化相 

扩建

T 一 27成立国家运输局

T 一 29 建造渡船码头

P-11利用可再生资源发展能源，包 

括：⑻组织一个专门办事处 

和⑻编制一个战略以利用适 

当技术使闱几内亚比绍现有资 

源⑽

T-2, T-6. T-14. T-15. T~16, T- 

18和T—20等项目已合并为一个比绍 

港口和五个河港的现代化和扩建的大规 

模项目。与世界银行进行最后阶段的 

谈判.正在选择建筑公司^ 所需投 

资总额为4. 800万美元.已筹到部分 

资金（82%),情况如下：世界银行 

1, 400万美元；科威特基金会1. 000 

万美元；阿拉伯非洲经济发展银行L000 

万美元，石油输出国组织3 0 0万美元; 

技术援助（国际开发署）2 5 0万美元. 

还需要8 5 〇万美元。

非洲开发银行提供研究费用.国际开发 

署提供技术援助.还需要750. 000 

美元。

码头已建好.费用为30, 000美元• 

还需要更多投资.但详细的概数还不确 

知-

⑻瑞典国际开发署提供部分资金.

70. 00罐|元⑼瑞典国际开发署准 

备再提供100. 〇〇〇美元尚需资金： 

100,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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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备注

1-12 小型铸造厂 已筹到部分资金。可行性研究建议重

新装备铸造厂设备。

瑞典国际开发署已为第一阶段提供200.

00唉元

E—2 小学师资培训 瑞典国际开发署提供部分资金一（50%)

3 6 0万美元。

在进行中（1 982 — I 986年）•

尚需资金：3 6 0万美元。

E—4 提供教育设备和用品 瑞典国际开发署提供部分资金（50%)

—7 80万美元a

在进行中（ 1982 — 198 6年）•

尚需资金：7 8 0万美元

E—5 自建农村学校 端典国际开发署相加拿大大学生海外服

务处提供部分资金（90%) —总额870

万美元中提供7 9 0万美元。

在进行中（1982—1986年）

E-7 扫盲 ' 瑞典国际开发署提供部分资金（50%)

—总额5 9 0万美元中提供2 9 0万美

元.

在进行中（1982—1986年）

E-10 支助地区教育服务 瑞典国际开发署提供部分资金（50%)

-总额4 4 0万美元中提供2 2 0万美

兀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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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备注

在进行中（I 982—1986年）B 

尚需资金：2 2 0万美元

H-4 培训 由一个非政府组织Br ode rlijk提供

部分资金（50%) —总额4 0 0万美元 

中提供2 0 0万美元。

在进行中（至1 9 8 6年为止）

H-5 加强农村地区的保健服务（保 已筹到部分资金•荷兰和瑞典国际开发

健中心） 署提供医药和设备。1983-19

8 6年所需的额外资金估计为3 0 0万 

美元。

H—6 几内亚比绍保健部门在基础设 开发计划署提供部分资金一总额4 9 0

施初技术援助方面的其他需要万美元中提供1 2 0万美元。尚需资

金：3 7 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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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尚未筹到资金的项目摘要报表

(未列入A/36/263号文件附件第五节的项目有（的标记）

项目

A-8 (b)协助园艺农场㈤ 

A-13 训练农业推广工作人员

A-1 7 (C)恢复几内亚一比绍境内的

“博兰哈斯”（“ bolan— 

has）

A-18 棕榈油和揶子生产的实验方 

案

a—19 农业贷款（一般的）

A — 21 在第二区东部开发小盆地

A—2 2 发展合作社

A—24 创设关于农村工程的农村工 

作队㈤

A—2 5 烟萆生产 

A-29 冈比尔坝㈤

备注

估计的费用总额：莊140万 

粮农组织完成了初步的研究，所需资金 

S 340万。（联合国萨赫勒办事处（萨赫 

勒办事处）认为可能提供资金）

新的项目，估计需3 790万（将向萨赫勒 

旱灾控制国际常设委员会（萨赫勒旱灾控 

制委员会）提出）

估计费用总额：莊560万。（将向科威特 

基金提出）

估计费用：游70万

估计费用：® 110万（将向萨赫勒办事 

处提出）

粮农组织协助设计的项目。 估计费用:

S 932, 510

估计费用：S 790万（将向萨赫勒旱灾 

控制委员会提出）

估计费用：1，543, 000荷兰盾

估计费用：S 700万（将向沙特基金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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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续）

A-30 在牧区建筑井 

(第二区）⑻

G— 1⑼科鲁巴尔盆地的水文研究 

(第二阶段）㈤ 

⑴比热戈斯群岛的水力资源 

(第二阶段）⑻

&~4〇1)在第四区建造小蓄水池㈤ 

Qr4a)在第一区（北部）建造小蓄 

水池

G—5(a)协助水力部⑻

G—5(b)装设一个设计车间（基本 

设备和训练）(N)

G-8 设立管理、修理相维持供 

水设备的区域中心 

G—8(a)在布巴建立中心（维修水 

泵相井）㈤

G-13 地球物理研究间

估计费用：® 142万（已向萨赫勒旱灾控 

制委员会提出）

第二阶段包括利用河水资源的可行性研究 

估计费用：驻130万 

估计费用：筇106, 000

估计费用：S 900, 000 

估计费用：S 675, 000

估计费用（1983—1986年这段期间）：

S 625, 000 

估计费用：S 275s 000

估计费用：S 250, 000

估计费用：S 120万

估计费用：S 560, 000

G —17 土工技术和地球宇宙研究 估计费用：S 737, 000

(以鉴定铜、铅，锌、镁）

G—18 勘探比热戈斯群岛上的黑 估计费用：S 70. 000

沙(用

T一25为国家航空公司机群建造一 估计费用：S 300万

个维修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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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续)

T 一 26 国营运输公司的现代化 

T—28 道路建筑

C-2 在泛非电信网之内的国际

联系工程讲）

c一 3 恢复10个电信台

c 一4 新的电信联系㈤

(a)比绍—普椬比斯 

⑹比绍一比翁布（基哈 

梅尔）

C-5 海岸区电信台

c-6 到比绍机场的新的电缆

(比绍~比萨兰卡_ 7 

公里）㈤

5 给与国家能源研究所

技术援助㈤

ï5—6 对在比绍的电控制发电厂

的技术援助⑻

P-8 修改比绍电力网，使电压

从6千伏增加到10千伏㈤

雷诺正在进行研究。还未得出估计费用。 

法国已进行两条道路的研究（费用为游 

200, 〇〇〇 ). —条是比绍一普拉比斯 

(1 8公里），另一条是布控斯一基哈梅 

尔（2 4公里）。估计全部建筑费：

S 800万（订正过的）

估计费用：S 200, 000

估计费用：S 150万

优先项目，估计费用：S 150万

主要是支持渔船队和海洋交通的电信台。 

最初费用：却70. 000 

需要基本研究。全部秦用尚未确定。 

估计费用：《 220, 000

估计费用：S 380, 000

估计费用：S 150, 000

在1982年1 2月瑞典国际发展协会资助 

(热15, 000)的研究完成后才能确定全部 

的估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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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续）

P-l 〇 在比绍的中央发电厂装设新 

的发电机（3, 000—5. 000

千伏）㈤

P-12 更新在比绍的供水网W 

1-11改组造船厂的设施

工一13 ^贾如树坚果的加工

工一18 (a)生产石灰的实验单位⑼ 

工一22 牛奶工厂的搬迁㈤

工一23 设立一个单位，研究和发 

展手工业工人的活动m

1-24 设立翻新旧轮胎的初步可 

行性研究

H —7 对付结核病的特别方案(H)

大约的估计费用：S 250万一 300万

仍需要基本研究.以确定所需的投资。估 

计的研究费用：$ 120. 000 

已完成初步研究。几内亚一比绍海军造 

船厂（EEGB)正在与欧洲投资银行协商资 

金筹措问题。考虑将由葡萄牙企业f SET — 

朋AVE)执行，初步估计的投资额S 340 

万可能会增加。高度优先 

优先项目。现在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

确定后将列入国家发展计划。最初的费 

用概数® 250万，可能会增加。

项目研究（在工发组织协助下）已完成。

估计费用：邾200. 000 

这个项目的全部费用是S 190万，其中游 

170万需要外来资金。（与欧经共同体作 

了初步讨论）

估计初步援助相基本研究的费用：$120. 

000。（与奥地利初瑞典国际发展协会进 

行了初步联系）

估计费用：邾10. 〇〇〇 ■

估计费用：S 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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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下列项目没有大的改变，但是政府不再认为它们是高度优先的项项：G—6 

协助设立林业部：T一23建造小型桥梁；T一24改进国家航空公司的规划、经营、

管理和维修保养；测试电器设备的装置；工一16纺织軔制鞋工业；1~17包装业； 

工一21设立皮革产品技术发展中心。

53. 下列项目已撤销，因为现在大多包括在其他方面：A—6安装装卸设备；

A— 10林业发展一被G—7取代；A— 12村庄家禽生产（项目A—9包括这个领域）• 

A-14小型船只；I1-•別、型冷藏和渔货处理设备；〇—3地下水资源的控制；G-10 

保护野生动物；T—7小型渡船；T—10小型驳船；T—l 1驳船交通的停泊设备；T—

12提供简易机场；T~13与新项目T~27合并；T一 19疏浚比绍港（在港口更新 

的技术解决方法下不需要）一2电线杆的制造初处理；榈仁去壳厂；1—3 

蔗糖生产；1—5小规模技术改良中心，•工一6工业发展贷款；I—7材料和工业产品质 

量管制实验室；工一14木薯粉的生产；1—19援助小型渔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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