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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照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四日第 403(1977)号决议和一九七七

年五月二十五日第 406(1977)号决议和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关于援助博

茨瓦纳的第 32/97 号决议的规定，秘书长兹递送第二次调查团的报告;该团就博

茨瓦纳特别经济援助方案问题于一九七八年六月访问了该国.

2. 这份报告叙述自从一九七七年九月第一次调查团访问 (A/32/287-S/

12421)以后博茨瓦纳发生的变化. 报告指出使安全情况恶化的各种事件，并指

出影响该国的迫切的社会及经济问题. 报告又最新报导了国际社会对秘书长援助

博茨瓦纳的呼吁作出的反应，说明了个别项目取得的进展以及有必要作出的任何变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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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导言

1. 按照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四日安全理事会第 403(1977)号决议只书长于一

九七七年二月派遣了一个特派团到博茨瓦纳. 特派团在它的报告 (8/'12307 )里，

初步建议了一项国际援助方案，所需款项总额为 5. 400 万美元. 其中约 2.800

万美元用来邦助博茨瓦纳继续它的正常发展，以免受南罗得西亚边界情况急剧恶化

引起的意料之外的国防支出而需挪用的资源影响;其余约 2.600 万美元是用在与

紧急状况有关的项目和方案. 但是该报告完成后，博茨瓦纳政府发现有必要要求

增加援助，订正某些项目和制订其他的项目. 订正的项目中主要是铁路紧急业务

估计的费用尚有待决定.

2. 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第 406(1977)号决议中赞同特派

团的报告和秘书长向各国和各种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系统中的组织作出的呼吁

( 8/'12326 ).请它们在指明的各个领域，从物质上和财政上援助博茨瓦纳.

3.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了第 2095(LX工工工)号决

议，同样赞同特派团的报告和秘书长所采取的行动. 理事会在决议中特别要求审

查援助博茨瓦纳的万案，以供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审议. 第一次调查团于一九七

七年九月五日至八日访问了博茨瓦纳，其报告(A/32/287-8/12421 )业经提交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4.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大会通过了第 32/97 号决议;决议第 12 段

请秘书长作出安排，及时再次审查博茨瓦纳的经济情况.以便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能

够在第六十五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并就此问题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5. 第二次调查团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四日至七日访问了博茨瓦纳. 调查团由

下列人员组成:主管特别政治问题助理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巴赫加特.塔维勒先生，

他兼任调查团团长i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区域问经济规划顾问詹姆斯.伊莱特先生j

主管特别政治问题助理秘书长办公室经济事务高级专员希拉.皮尔逊夫人.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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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茨瓦纳境内的难民事务方面，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南部非洲科科长

雷蒙德.姆坎达先生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驻博茨瓦纳的代表加里.地金斯先

生从旁协助.

(3. 调查团抵达后，立即获得付总统兼财政和发展规划部长马西雷博士阁下的

接见. 在停留期间，调查团同外交部、财政和发展规划部、工程和通信部以及农

业部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议. 调查团还访问了哈博罗内的一所难民函授学校.

汇 调查团乘飞机来到了弗朗西斯敦的难民收容中心及杜克韦的一个新拓居地

难民营地;该营地是在调查团到访不久前建立的. 由于塞拉比一菲克韦的难民营

发生脑膜炎，所以调查团无法访问该团.

8. 调查团对博茨瓦纳政府在有关审查工作的各万面所给予的全力合作要正式

表示感谢.

二王 一般背景情况

9. 博茨瓦纳政府就第一次调查团访问后影响该国的安全、政治和经济发展情

况，向第二次调查团作了一个报导. 导致产生安全理事会第 403(1977)号决议

的不安全情况继续存在，博茨瓦纳跟南罗得西亚接壤的边界各地经常发生意外事件

和南罗得西亚部队入侵的事件. 博茨瓦纳政府向调查团提供了这些敌对行动和侵

犯行为的详细资料.

10. 导致大量难民从南罗得西亚涌入的政治情况并没有好转的迹象. 事实上，

涌入博茨瓦纳的难民大量增加.自从宣布在领土实行一个"内部解决"后特别是这

样. 为了应付难民的需要，博茨瓦纳政府继续扩建和改善难民设施.

1 1. 第一次调查团访问后，有几件事态发展(有些是博茨瓦纳内部的，有些是

外来的)对该国的经济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这些事态发展予期会对该国一九七八

年度的收入和外汇收入产生消极的影响. 以下是这几件事态发展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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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情况

12. 调查团得悉安全情况已告恶化. 博茨瓦纳政府向调查团提供了一九七七

年九月一日至一九七八年五月七日发生的南罗得西亚部队对博茨瓦纳进行侵略行为

的十宗边界事件的详细资料. 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当

时.罗得西亚保安部队在莱索马对博茨瓦纳防卫部队进行伏击事打死了十五人.

13. 鉴于局势恶化，博茨瓦纳政府极想着手扩充警察机动巡逻组;第一次特派

团的报告 (8/12307 ，嗣后称为主要报告)已指出了这一点. 但是，由于价格发

生通货膨胀和估计费用有了订正.博茨瓦纳政府予料扩充该巡逻组所需的资本费用会

比原来估计的 1. 780 万美元高得多. 此外，维持该扩充巡逻组的每年经常费用

一九七七年二月估计为 3i切美元，但是这个数字并不包括任何薪给的向上调整及

将来的其他费用.

14. 博茨瓦纳政府正在着手执行第一次调查团建议的紧急项目. 但是.博茨

瓦纳政府同样予料价格通货膨胀和费用订正会促使这些项目的基建费用和经常费用

超出原来的估计. 这样，博茨瓦纳政府将不得不从发展万面挪用更多的资源进

行防卫工作. 确切的数字尚有待拟订.

:'3.经济情况

15. 第一次调查团访问后，博茨瓦纳的经济受到了世界市场情况和国内事件的不利影

响.下文说明了部统主些情形的影响.也说明了博茨瓦纳国内和国外财政结存的现状.

(a) 牛肉出口

1 (0 牛肉出口是博茨瓦纳的国民收入和外汇的主要来源之一. 一九七七年十

月.博茨瓦纳北部发生了口蹄疫.严重打击了牛肉出口. 第一次疫症是发生在奥

科万戈三角洲以西的诺卡南格;第二次疫症是发生在主要的警戒围栏以西的中央区.

当时已告关闭的洛巴策屠场并没有按计划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重新开放;直到一九



A/331l66 
Annex 
Chinese 
Page 5 

七八年一月下句才重新开放，但仅屠宰来自该国南部的牲畜，屠牛也仅对南非及其

他非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经体)成员国输出.

17. 博茨瓦纳政府向调查团表示s 博茨瓦纳!楼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三月为止的六

个月内，屠宰的牲口比一九七七年三甩七的同时期内屠宰的牲口少了百分之五十四.

但是，由于在国外存有大批的冷藏存货，所以该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头几个月内仍

然可从欧经体的国家获取一些出口收入，但一九七八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出口

收入予料会大量减少. 由于博茨瓦纳牛肉在各个出口市场的价格差异很大，所以

博茨瓦纳肉类委员会收取的平均卖价完全要看每一个市场的销售量的比例占多少而

定. 调查团在一九七八年六月进行访问时，对欧经体尚未恢复销售牛肉. 博茨

瓦纳政府估计.即使能够在一九七八年期间夺回原有的出口市场，该年的牛肉出口

也会比一九七七年的出口减少 1. 000 万至 21 000 万普拉 a 左右.

18. 博茨瓦纳政府估计，在牛肉出口大幅度减少对整个外贸情况产生的影响下，

即使钻石和铜像矿石的出口能够保持一九七八年首季的较佳情况，该年整年的出口

总值也不会增加. 一九七八年首季的出口总值比一九七七年同时期的出口总值少

了百分之五.

19. 为了减轻口蹄疫蔓延地区社区所受的财政影响，博茨瓦纳政府采取了两项

救济措施:

(a) 实行一项贷款计划.感染区内的农民凡愿意以牲口作抵押者，一律可以向

博茨瓦纳政府予支现金，每头牲口 50 普拉o (博茨瓦纳肉类委员会一九七七年每

头牲口平均收购价格约为 150 普拉o )予支款项在牲畜行动限制解禁，对博茨瓦纳

肉类委员会恢复销售时才予以偿还. 博茨瓦纳政府执行该计划的全部费用是 130

万普拉，其中 10Q万普拉是予支款项，其余30 万普拉是实地工作和其他的行政费

用. 调查团获悉.博茨瓦纳政府正在就一笔 10切普拉的捐款同某一可能的捐助

国进行联络. 其余的 30 万普拉得由博茨瓦纳政府补足.

a 普拉是国家货币单位. 本报告采用的折算率是 1 普拉= 1 .2075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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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感染区的小学本学年头两个学期的学费予以辖免. 政府对区委员会损

失的学费收入偿付的补助金将为 15 2.. 000 普拉. 如果情况没有好转，第三个学

期的学费也要辖免时.政府的全部费用则将达 228.000 普拉. 这两项开支对国

家予算将是一项额外的负担.

20. 农业部的一名高级专员表示.感染的来源是以口蹄疫长期带菌者见称的水

牛.博茨瓦纳政府已采取一些措施控制蔓延，其中包括加强国栏保护和展开紧急细

致的接种运动. 这个运动要购置新车辆、雇用散工和购买疫苗，费用为 150万普

拉. 因此，要挪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为响应秘书长捐款的呼吁而捐助

的 15Q万普拉来支付这笔费用;该笔捐款原是指定用作铁路工程的.

21. 此外，博茨瓦纳政府已决局主一家富有疫苗制造经验的公司的合作下，在

博茨瓦纳紧急设立一个疫苗制造厂. 该项计划的全部费用约为 50Q万到 iOO万普

拉，但一些当地费用并不包括在内，因为这些费用的概算尚在制订中. 为了'使该

项计划能够维持下去，部分的产品将要出口. 调查团获悉，博茨瓦纳政府正同一

些可能的捐助国进行接触，商谈可能提供经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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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九七七年钢和镇一一博茨瓦纳的两项主要出口一一的世界价格普遍下降.

一九七七年最后几个月博茨瓦纳这两种出口金属的价格更显疲弱:一九七七年八月

至十二月间，博茨瓦纳出口的铜的价格降低了百分之六，簇的价格降低了百分之十

二。 但一九七八年头几个月中则有少许回升。

(c) 作物的生产

23. 作物的生产受到不稳定雨量的严重影响，旱灾和雨量过多两种情况都曾发

生。 据政府报告，一九七七年的作物产量看来比一九七六年的要低。 一九七八

年的产量看来也不好，因为博茨瓦纳南部的季节性雨量降得不多。

(d) 铁路运输的价格

24. 调查团接到消息，罗得西亚铁路最近宣布增加关税。关税的增加将会特别

影响博茨瓦纳北部那些受到口蹄疫最严重打击的牛肉商。 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开

始，由弗朗西斯敦运输一头牲口到洛巴策的屠场的费用将由 8普拉增至 12 普拉。

(e) 移民工人

25. 移民工人的汇款是博茨瓦纳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沉. 一九七七年汇款

的数目估计达到 15Q万普拉。 但是，南非由于失业率的上升，已经采取各种措施，

减少在矿场里工作的非南非工人。 第二次调查团前往访问的时候，只有那些持有

连续服务证件的矿工(因此没有工作经验的不在其内)才被雇用。 一九七八年第

一季度被雇用的博茨瓦纳人的数字只是一九七七年第一季度的百分之四十五吨 受

到最严重影响的地区是博茨瓦纳北部和中部地区，正是口蹄疫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由于合约为期九个月，因此受雇于矿场的工人数字将会逐渐减少，这种就业率在一

九七八年第一季度就已经只达一年前的百分之七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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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国际收支平衡

26. 虽然博茨瓦纳一九七七年的通盘国际收支结存有少许上升，而且外汇储备

也略有增加，但是从目前牛肉出口受到干扰和移民工人就业降低的情况来看，一九

七八年的情况可能不会理想。 下表 1 为博茨瓦纳一九七七年的通盘国际收支:

经常项目

商品

表 1

一九七七年国际收支平衡表

出口商品(离岸价格) (业经调查)

进口商品

有形贸易结存

劳务

族行和运输

投资收入

其他劳务
移民正人汇款

其他劳务输出

劳务输入
劳务结存

商品和劳务结存

转移款项

私人

政府转移款项
贷款转换为赠款
其他

经常怅目结存

(以百万普拉计)
1ω 

- 206 
-乌6

- B 

16 

15 
2 

- 5 
20 

-26 

21 

33 
13 

+41 



资本项目

私人长期资本

私人短期资本
政府资本

贷款转换为赠款
其他

资本帐目结存

总结存

外汇储备b 的变动 a
(增加=一)

汇率变动的调整。

错漏

表 1 (续)

对帐

a 按照国际惯例，储备的增加用负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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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万普拉计)

5 

- 7 

- 33 
7 

- 2$ 

+ 13 

- 20 

+ 3 

+ι 

b 为方便对怅起见，外汇储备包括政府和各商业银行所拥有外币的净变动。

。 博茨瓦纳银行国际储备所得的汇率收益，减除升值损失。



A/33/166 
Annex 
Chinese 
Page 10 

(g) 国内予算

27. 一九七七一一一九七八年财政年度的经常税入估计达 102， 900 万普拉，

即比概算多出 87Q万普拉。 增长主要是由于关税和矿物税的增加。 连同支付安

全需要和朋扫蹄疫蔓延所需的予算后补助拨款在内，经常开支估计将达 7， 930 万

普拉，比原先的概算多出 810万普拉。一九七七一一一九七八年度拨给国内发展基

金、公共债务基金和税入稳定基金的款项总数达 2， 350 万普拉。

28. 一九七七一一一九七八年度的发展方面开支看来有可能接近 5， 000 万普

拉，比前一年多出百分之三十。 予期总开支大约三分之一将由国内资沉支付。博茨

瓦纳政府已经拨出 1， 900 万普拉，作为一九七八一一一九七九年度发展方面开支

之用，并且希望这笔款项大约就是该年全部发展开支(实际开支接近 6， 000 万普

拉)的二分之一。 政府希望其余三分之二的款项由国外贷款和赠款支付。

c .难民的情况

29. 从津巴布韦拥入的难民未曾减少。 调查团获悉，史密斯政权宣布所谓的

南罗得西亚内部解决后，每日抵达的难民数目剧增。 从南非和纳米比亚涌入的难

民数目则相对没有多大变动。

30. 调查团获悉，只有少数从津巴布韦来的难民请求在博茨瓦纳定居;大多数

都希望前往赞比亚和其他邻近国家。 一九七八年一月以来，也 000 名以上难民

被空运出博茨瓦纳。 如有更多经费，还可空运更多的难民，邦助减轻对博茨瓦纳

设备的过分沉重负担。

31. 目前位于弗朗西斯敦和塞拉比-一-菲克韦的难民中心和新近在杜克韦设立

的难民营的难民超过 11， 000名。 由于该区的政治问题并无早日解决的迹象，难

民人数可能将会比目前增加得更快. 假如这种情况真的发展下去，它将会为博茨

瓦纳的脆弱经济造成不可承受的负担. 虽然博茨瓦纳政府继续承担庇护难民的义

务，但是，不能期望它可以肩负过分的重担。 国际社会对博茨瓦纳筹付照顾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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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的费用应给予充分的谅解和邦助。特派团获悉，一九七八年一月至五月间，博

茨瓦纳政府从本国资沉中为难民的紧急救济提供了 248， 447. 20 普拉(约 30 万

美元)。此外，如有难民请求前往其他庇护国的话，亦应有资金来支付这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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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援助和个别项目的进展

A. 国际社会的响应

32. 政府就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为止，国际社会向博茨瓦纳特别经济援助方案

提供或认捐的捐款向第二次调查团提供了更确实的新资料。 因此，第一次调查团

报告(乌/32/287-S/12421 )的附件所载各表得以作最新例牙。

33. 截至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止，于此方案下所提供的或认捐的捐款数额共计

46, 816, 000 美元(参看下表 2 )。

表 2

截至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止所提供的或认捐的捐款摘要

(以百万美元计)

一般方案援助 除难民问题以 对难民的援助 共计
外的紧急项目

截至一九七七年九月
二日止 工6.工0工 6.8工6 1.055 23.972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
至一九七八年、六月

二日期间 0.0工0 22.521 22.53工

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
八年一月至五月主

要由非政府组织所

作捐款 0.3工3 0.313 

截至一九七八年六月

二日止共计 工6. 工工工 29.337 工.368 4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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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个别项目的进展

成

种
一
完

接
一
经

疫
一
已

口
一
项二

斗

项
一

项目 2 、 3 和 4 一一瓦卡兰加-图利栏栅、饮水供应和帕拉派耶一舍伍德栏栅

35. 帕拉派耶一舍伍德栏栅现已完成。饮水供应这部分的工作正在顺利进行。

瓦卡兰加一图利元场栏栅的建造略有延迟，因为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二月期间

下过好几次大雨。 现在计划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完成整个项目。

36. 本项目部分经费由瑞典政府捐赠，其余差额由博茨瓦纳政府补足。

项目 5一一公路和简易机场

37. 调查团曾多次与工程部讨论过本项目，本项目原先为建筑八条低成本公路

和三个简易机场。

(a) 公路

38. 塞夫霍费-博邦农公路因为有挪威国际发展局基金的援助，可望于一九七

八年九月完成c

39. 如果不是因为豪雨所阻，恩坎奇-麦登圭公路可能已经完工。这段公路予

计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可以完成。 资金由挪威国际发展局提供。

40. 由瑟维--比肯 1 1 3 号公路到图利元场的一段路已经开放。此段现可行四

轮履带式车辆。 但是调查团获知，并不是经常有此种车辆，而且到了雨季，就是

四轮履带式车辆也都难以行驶。 工程部估计将车道改修为两轮履带式车辆可行的

车道需费 50万普拉。考虑到本项目还需修造五条车道，工程部认为此项工程最好

交由承包商负责完成。 据工程部估计，由承包商建造五条车道需费 1 百万普拉。

因此完成本项目所需经费共计 150万普拉。

(b) 简易机场

41. 此项目原来确定要造三个简易机场，设在博邦农、塞莫拉勒和麦登圭，但

是经费尚未筹绪。 由于安全状况的考虑，政府现希望再增建五个简易机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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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莫戈戈费特、马特西洛塞、新亚梅、拉马克奎巴纳和茨文沙姆比。政府现又打

算在科博贾戈建一个简易机场，取代原来在塞莫拉勒建机场的计划。 关于种种施

行方法的研究都已完成。 在博邦农的简易机场目前可用，但需改建;估计费用10

万普拉。 七个新机场费用总共 100万普拉，其中包括承包商的风险费用和监督

费用。 因此建造八个简易机场的费用是 1 1 0万普拉。

项目 6 一紧急铁路作业

42. 正如主要报告中所提的，本项目的优先目的是培养罗得西亚铁路线在博茨

瓦纳的一段于罗得西亚铁路一旦订顿的紧急情况下可以大致独立作业的能力。 本

项目原来估计数为 1 ， 630 万美元，是要使博茨瓦纳的交通量能达正常作业的百分

之六十，差不多可完全供应其主要需求。

43. 一个由联合王国政府出资，拥有五位铁路专家的"马尔克铁路小组"已于

一九七八年六月开始在博茨瓦纳起草一份全面计划;其中包括铁路紧急作业和以后

全盘接管铁路系统的办法。 该小组予定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完成其主要关于紧急作

业计划的初步报告。 政府将依据这份报告决定本阶段的执行情况以及项目的未来

发展战略。 小组的最后报告予计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可以完成。

44. 政府指出，自第一次调查团在临考察以来F 本项目已获得了一些国际援助。

联合王国捐助300万英镑( 470万普拉) .不但可负担"马尔克小组"的经费，

还可购置一些铁路装备。 据第一次调查团报告，一九七八年五月已由欧洲共同体

所捐 1 百万记帐单位中支取资金购买了十五辆货车。 这些货车已用于塞拉比-菲

克韦缘一铜矿场与莫鲁普勒煤矿场之间。 所订购的其余四十七辆货车可望于一九

七八年七月收到。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捐助320万普拉，丹麦捐助 8 8 万普拉，

均用以购置铁路装备。

45. 关于训练方面，政府报告一九七八年一月已有二十名训练生到肯尼亚铁路

训练学校接受训练，一九七八年六月已有十名训练生至马拉维接受机车驾驶训练。

今年稍后还会有十二名训练生到肯尼亚接受技术人员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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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正如已指出的，现在一直在进行关于本项目各阶段所需经费多少问题的研

究。

项目 7 一一战备粮贮备

47. 本项目包括两部分:贮备6， 000 吨战备粮(主要是高粱) ，修建可以贮

存6， 000 吨袋装粮食的粮仓。 贮备谷物的项目是由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方案合

组成的一个小型特派团所评定并全力加以推荐的;该团曾于一九七八年三月到访博

茨瓦纳。 此项目可望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底前获得世界粮食方案的正式批准，谷物

也可望于一九七八年年底陆续送到。 美国国际开发署已批准一笔 20万美元的赠

款给博茨瓦纳政府修建其他六个粮仓，这些粮仓将设为博茨瓦纳农业市场执行委员

会的贮藏所;贮备粮以后便存放此处。 博茨瓦纳政府将承担所需经常费用。

项目 8 一一救济饥荒所需的谷物

48. 正如第一次调查团所报告的，由于玉米的收获比予期要好，本项目已不再

需要。

项目 9-一弗朗西斯敦难民中心的紧急改善

49.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了共计 62， 000美元，新修建了三个

设有洗涤和卫生设备的宿舍和一个保健诊疗所。 弗朗西斯敦的一个中央贮藏所和

几个办公室已经启用。 弗朗西斯敦、塞拉比-菲克韦和哈博罗内之间也已有无线

电通讯联系。 难民专员办事处在运输方面又再提供了十部车辆，主要是 5 吨重的

货车。 本项目的所有资本费用均已筹足。 难民专员办事处估计一九七八年内的

目常所需各种费用见表 3 。

50. 难民中心虽然已增加了许多设备，仍然非常拥挤。在特派团视察期间，只

能容600人的住所竟然挤进了 3， 700 多人。 尽管天气寒冷，大部分难民露宿

户外。 没有任何为难民置备的娱乐、教育和职业训练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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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 0 一一紧急收容难民

51. 除了前次报告所提的物资外，一九七七年底还购置了大量补给品，贮存在

弗朗西斯敦。 这些补给品包括帐蓬、床、床垫、毯子、衣物和儿童活动工具，由

于难民增加很快都派上用场了。 这些东西多为消费物品，所以常需添置。 本项

目资本费用估计20万美元，已全部有了着落。

项目 11-一难民中心一~塞拉比一菲克韦

52. 难民中心已稍有改善，储水能量增加了些。本项目所有资本费用都已有着

落。 一九七八年估计日常所需费用见表 3 。 但是，由于难民不断涌入，餐厅和

娱乐厅现在都改作睡觉之处，运动场地也搭起 250 个帐篷。 虽然难民中心是为

容纳 1 ， 000 人而建，但一九七八年六月初收容达 5， 000 余人。 因此，所有基

本设施、包括污水系统、饮水供应和医疗服务都非常紧张。

53. 前次报告所提到的廉价住屋单位已经建起，其中六十个已可住人。基本家

具已予购置，第一批难民家庭现在正搬入这些住屋。

新项目一一难民农业拓居计划一杜克韦

54. 一九七八年四月开始的杜充韦计划是打算开拓大约 276 平方公里的林地

安置两万名难民。 这一计划势在必行，因为新来的难民数目急速增加，而弗朗西

斯敦和塞拉比~苹充韦难民中心收容量非常不够，同时又缺乏可以把难民运往其他

非洲国家去的资沉。

55. 杜克韦位于弗朗西斯敦西北方约 200公里处.靠近通往赞比亚的新开辟

主要公路。 调查团子一九七八年六月四日巡视了该址，当时有 2， 400 多名难民

住在该地的帐蓬里，主要是妇女和儿童。 虽然当时该计划只实行了一个月，但是

已建成一个永久性的仓房和一些办公室，有洗涤和厕所设备和供水塔，并且已经可

窍 q 遇到农业区的小路已经辟出，有些地块也已规划。 这些是一个全面计划的

初步紧窍阶段的情况;这个计划是博茨瓦纳总统办公室领导下的一个委员会所制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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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这个计划旨在为那些愿意长久居住在乡村的难民创造一个城乡居所。主要

活动是农业。 将来打算建成三个村落，各有一所小学、一个卫生站和一个社区活

动中心。 犬片土地留作个人或团体耕作。 各生产单位(不一定按家庭单位组成)

将会分配到地块，由他们清除树丛，建造自己的住所。 至于工具和种子都有供应，

他们也将继续获得食物、教育和医疗的照顾。

57. 本计划的规划和执行是由难民专员办事处同博茨瓦纳政府合作进行的。难

民专员办事处提供 1 0万美元开始紧急阶段工作的初步资金，政府决定运用其本国

资沈继续建筑工作，同时尽力争取国际援助。 现在已收到 3 6 万美元，供建一问

诊疗所、一间产科诊所和六个各有两间教室犬的单位;这些单位先作宿舍用，以后

便是第一所小学校舍的雏形。 本项目一九七八年估计需 150万美元。 难民专

员办事处予计于今年稍后期会将提出需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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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发展

58. 政府正为它认为有战略重要性的三个项目寻求国际援助. 其中两项一是

博茨瓦纳一赞比亚公路，一是贮油仓库，第一次特派团就曾注意到这两个项目，但

由于在访问期间已开始进行协商，所以没有把它们列入特派团的主要报告内.第三

个项目，即建造一坐国家机场，曾提请第一次调查团注意.

项目 1 2 一一博茨瓦纳一赞比亚公路

59. 公路从纳塔到卡宗古拉，长 300公里.项目的第一阶段是建造经设计的

研石路，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完工，费用1， 300 万普拉，由美援署提供经费.目前

顾问们正在进行一项设计，准备将这条路改为沥青路面，予计在一九七八年八月完

工。 设计和监工也由美援署提供经费. 原先对这个地区公路铺沥青路面费用估

计为 1 ， 000 万普拉，欧洲发展基金答应提供这项经费.但是，费用目前已涨到

1, 500 万普拉，如果要完成这个项目，目前还需筹措 500万普拉的差额.

项目 1 3 一一贮油仓库

60. 这个项目规定建造两个中央贮油仓库.从南非对供油的限制或从铁路作业

中断看来，这个项目在战略上都具有其重要性.

61. 这个项目费用估计为 960万普拉，其中 330万普拉为建造贮油槽之用，

630万普拉为石油费.政府指出它已经第一次调查团报告( A/3乙/287-6/12421 ，

第 20 段)所提的，获得建造贮油糟的全部经费，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供的条件

优厚的贷款. 至于石油费，调查团得悉一些参与的石油公司将提供三分之二的石

油，其余三分之一的石油费将主要由博茨瓦纳政府负责. 但是，政府报告说它就

项目中它负责的部分，正在进行双边援助的协商.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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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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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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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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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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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第一次调查团的报告说，现有哈博罗内机场的跑道已变形，需要重建或修

补. 政府向第二次调查团报告说，弗朗西斯敦机场的跑道已损坏到除了小型飞机

以外不能订降任何其他飞机的程度。 特别是以目前的情况，这两条跑道的修护是

迫切需要的，因此，政府已访唱本国经费，着手准备修护的工作.

(b) 建造一坐国家机场

63. 第一次调查团报告说 i 政府认为博茨瓦纳必须改善航空交通，建造可以起

降长途喷射飞机的国家机场. 政府告知第二次调查团说，非洲开发银行已提供 6 5 

万普拉的贷款，进行有关可行性和设计的研究以及制订总计划. 研究和计划制订

费用共计 9 0 万普拉，因此 2 5万普拉的差额将由博茨瓦纳政府筹措。这项工作的

第一阶段予计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完成，第二阶段在一九七九年的后半年完成。

64. 建造阶段予计的费用将在 L 700 万普拉和 2， 000 万普拉之间，这笔款

项将需国际援助.

四.结论

65. 南部非洲目前的情况对博茨瓦纳仍然造成严重的困难;事实上，自上一次

调查团访问以来，问题又增加了新的层面。 同南罗得西亚连接的边界继续发生事

件.其中一次造成了严重的死伤;从南罗得西亚涌进国内的难民大量增加，对博茨

瓦纳的资沉造成目益加重的压力;能够在南非矿物谋取工作的人数越来越少，造成

农村收入的跌落，从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起，将牛售运至洛巴策屠场的运费按罗得

西亚铁路所规定的新价格有所提高. 由于一九七七年最后几个月发生的口蹄疫破

坏了牛肉输出.从而打击了经济.其严重的程度目前尚难估计，虽然政府已采取措

茄，缩减所造成的国民收入的跌落.但是一九七八年二月予算发布中已予期到通货

紧缩对全国的影响.

66. 国际社会对秘书长呼吁的响应是令人鼓午的，但是目前迫切需要保持捐款

沉沉不绝，以便执行紧急方案中的未完成部分，其中一部分的执行自带已成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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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区域局势不稳定，加以博茨瓦纳是一个内陆国家的这个弱点，政府需要发展

型家对句和对世界其他各地保持有效公珞、铁路和航空交通的能力.

67. 一些项目通过亘际援助已经完成，一些项自只筹措了部分经费而有待完成.

此外，政府需要修订一些未完成的项目.另外，有两个新项目必需完成 E 目前情况

概述于下表:

项目编号

项目的完成

5 公路和简易机场

公路

简易机场、订正的项目

6 紧急铁路作业

9 和 1 1 弗朗西斯敦和塞拉比一菲克韦过境站的经常
费用和购买项目所需车辆

1 2 博茨瓦纳一赞比亚公路

1 3 肚油项目的石油贮备，政府的捐款

1 4 建造一坐国家机场

估计需要的费用

(以百万美元计)

1 .81 

1 .33 

0.55 

6.04 

2.54 

20.53 至 24.15

除紧急铁路作业以外，估计完成项目所需全部经费 32.80 至 36.42

新项目

1 5 疫苗制造广 6.04 至 7.24

1 6 在;性克威设立一个农村难民中心

估计新项自所需全部经费

这是除了完成一般援助方案所需经费之外的需要.

1.50 

7.54 至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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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博茨瓦纳迫切请求国际社会支助，以协助解决目-前困难环境中的这些需要。

提供财务援助时应尽量提供赠款或条件非常优厚的贷款. 此外，在目前这种安全

情况迅急变化的情况下，如果捐助款项的使用有些灵活性，则将恃别有功于博茨瓦

纳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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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截至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止在博茨瓦纳特别

经济援助方案下所提供或认捐的国际援助

下列资料为政府于一九七八年六月所提供.它订正和增补了以前

报告中所载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资料.

表 1

截至一九七七年九月二目的捐款和认捐 a

来泥 捐助国货币 美元 捐款用途

(以百万单位计) (以百万元计)

(a) 一般:援动方案

印度 卢比 0.056 一与项目无关，而限殉
0.5 印度货物

哪j戎 10.000 一世界银行马哈拉皮耶一

塞鲁勒公路项目贷款百

分之五十再筹资

巴基斯坦 卢比 0.005 一与项 2 无关，而浪购艺
0.5 基斯坦货物

联合王国 3.0 英镑 5.040 一政府拨出部分专款用于

铁路项召，部分用于接

种运动

开发计划署 1 .000 一增加对指示性规划数字

追加款项
16. 101 

0. 下文表 3 所列的捐款和认捐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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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沈 捐助国货币 美元 捐款用途
(以百万美元计) (以百万元计)

(时 除难民问题以外的紧急项目

欧洲共同体 1 欧洲记怅单位 1.206 货车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7.9 马克 3.360 铁路货物援助，货车

瑞典 5 克朗 1 .020 建造警戒栏栅项目再筹资

世界粮食方案计划署 1 .230 战备粮贮备

6.816 

(c) 向南罗得西亚难民提供援助

(通过难民专员办事处而来的捐款~外)

丹麦 0.83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0.220 

教友派 0.005 

1.055 

截至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止提供的捐款

或认捐总额 (a+b+c) 23.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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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和一九七八年六

月二日期间提供的捐款和认捐

来沉 捐助国货币 美元 捐款用途

(以百万单位计) (以百万元计)

(叫一般援助方案

塞内加尔 一 0.010 

(b) 除难民问;建以外的紧急项目

丹麦 6.0 克朗 1.000 

德意志联邦 8..1 马克 3.800 
共和国

美国国际开发署 0.200 

骨非洲开发银行 0.785 

锋欧洲经济共同体 10 欧洲记帐 12.300

单位

带德意志联邦 (a) 7.00马克 3.286

共和国 (b) 2.45马克 1 . 150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至一九七八年

六月二日期间提供的捐款或认捐
总额( a 十 b ) 22.531 

没有限定

铁路项目，限购丹麦货物

铁路货物援助项目，限购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货物

六个战备粮贮备筒仓

关于建造一坐国家机场可行性和

设计的研究和计划的制定

博茨瓦纳一赞比亚公路铺沥青路
面的筹资

贮油项目

(一九七八年四月)

赞这些捐款给予为第一次调查团所注意而在该报告 (A/3乌/287-8/12421 )第 20

段(公路项冒和贮油)及第 38 段(国家机场)中提及的那些项目。这些项目的详

情载于本报告第 5 8 至 6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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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了下列有关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一月至

五月期间援助难民的捐款或认捐的资料.这是上文表

1 所载向难民提供的捐款以外的捐款或认捐。

来泥 普拉 美元

(以千单位计) (以千元计)

(a) 一九七七年

博茨瓦纳基督教理事会/

全非教会理事会 47.5 57.4 

国际犬学交换基金 9.9 11 .9 

大韩民国 16.4 19.8 

教会问协调委员会 25.1 30.3 

慈悲社 5.3 6.4 

世界路德派联合会 10.7 12.9 

挪威国际开发署 100.5 121 .4 

卫理公会 O. 1 O. 1 

英国公谊教友会 2.8 3.4 

牛津教荒会 5.0 6.0 

一九七七年共计 223.3 269.6 

捐款用途

博茨瓦纳难民理事会的行政

难民的管理和教育

紧急救济

衣物

奖学金

衣物和紧急救济

难民方案

学生紧急救济

学生紧急救济

供应弗朗西斯敦难民中心的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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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沉 普拉 美元 捐款用途
(以千单位计) (以千元计)

(时一九七八年一月至五月期间

博茨瓦纳基督教理事会/
全非教会理事会 29.7 35.9 博茨瓦纳难民理事会行政

博茨瓦纳理亚森路德教
委员会 1 .5 1 .8 教育

国际志愿服务 0.5 0.6 衣物

瑞典教会 4. 1 4.9 紧急救济

一九七八年一月至
五月共计 35.8 43.2 

为难民捐款
(a)+(b) 共计 259.1 312.8 

截至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止
捐款或认捐总额 46, 816, 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