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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0月7日安全理事会关于科特迪瓦问题的第1572(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代表安全理事会关于科特迪瓦问题的第 1572(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并

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842(2008)号决议第 11 段的规定，随函递交科特迪瓦问题专

家组的 后报告(见附件)。 

 请将此函及其附件知会安理会成员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科特迪瓦问题的 

第 1572(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克劳德·埃列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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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依照安全理事会第1842(2008)号决议第11段的规

定提交的最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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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EAO 西非国家中央银行 

BIVAC 查估评控公司 

CFA 非洲金融共同体 

CONASFDR 全国支持统一力量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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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9月15日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给安全理事会第1572(2004)号决

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成员谨随函转递专家组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842(2008)

号决议第 11 段编写的 后报告。 

           

          格雷瓜尔·巴弗阿提卡(签名) 

          詹姆斯·贝文(签名) 

          努拉·贾姆希尔(签名) 

          若埃尔·沙莱克(签名) 

          哈迪·萨拉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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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秘书长在 2008 年 12 月 16日(S/2008/793)和 2009 年 1月 5日(S/2009/5)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宣布任命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成员如下：哈迪·萨拉赫(阿

尔及利亚，海关专家兼协调员)、格雷瓜尔·巴弗阿提卡(刚果，航空专家)、詹

姆斯·贝文(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武器专家)、努拉·贾姆希尔(巴林，

钻石专家)和若埃尔·沙莱克(哥伦比亚，财务专家)。专家组由顾问伊西多尔·蒂

姆多和联合国秘书处政治事务干事马努埃尔·布雷桑提供协助。 

2. 专家组于 2009 年 1 月 12 日开始工作，并于 2009 年 4 月提交中期报告

(S/2009/188)。本文件是专家组依照安全理事会第1842(2008)号决议第 11段提出

的 后报告。其中所列资料涵盖专家组在任务期间开展的活动，包括与会员国、相

关国际组织和科特迪瓦政府当局会晤(见附件一)，获取有助于主要在该区域进行详

细调查的背景资料。专家组始终保持在科特迪瓦的存在，除多次视察该国所有主要

分区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外，还就制裁制度的其他方面进行全国实地调查。 

3. 专家组认为，北南割据数年，给这场危机带来了新的政治和经济紧张局势。

北南冲突的可能性虽已消逝，但该国北部已分裂成为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军事指挥

部，争夺(有时采用暴力)对自然资源和商业贸易的控制权。 

4. 如果该国政治局势恶化，威胁到一些当事方的经济利益，专家组将不能排除

武装暴力尤其在北部迅速升级的可能。尽管实行武器禁运，科特迪瓦北南各方仍

在重新武装或重新装备有关物资。 

 

 二. 调查方法 
 
 

5. 专家组优先采用实地调查方法，但也审查各国以及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及

私人公司提供的证据。 

6. 专家组寻找没有争议的书面证据支持其调查结果，包括武器和弹药所贴标识

构成的实物证据。如果没有这类证据，专家组则要求每项调查结果至少有两个独

立和可信的来源来证实。 

7. 专家组在其受权调查的每个领域都作了调查，以评价可能违反安全理事会相

关制裁规定的情况。专家组对国家、个人和公司的调查结果已尽可能向有关方面

通报，使其有机会作出回应。 

 

 三. 对专家组资料要求的答复情况 
 
 

8. 专家组在任务期间向会员国、国际组织和私人实体发出了 148 封正式信件。

专家组认为，有必要将其收到的答复分为(a) 满意、(b) 不完整、(c) 不答复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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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专家组的去信作出满意答复是指以迅速和有助于具体调查的方式回答了

专家组的所有问题。专家组收到了比利时、贝宁、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加拿

大、法国、德国、加纳、印度、黎巴嫩、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南非、

西班牙、瑞士、乌克兰、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际可

可组织、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Armajaro、Cargill Inc.、Devon Energy 
Corporation、ED&F MAN、Group Marck、HELOG Lufttransport KG、Hyundai、
Isuzu、Mitsubishi、Motorola、Randgold Resources 和 Starlite Aviation 的满意答复。 

10. 不完整答复是指有关实体没有提供专家组要求的全部资料，或者通知专家组

他们正在准备，但专家组在编写本报告时尚未收到。此类不完整答复或多或少妨

碍了专家组的调查。专家组收到了中国、几内亚、以色列、马里、俄罗斯联邦、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瓦森纳安排
1
 和Barry Callebout AG的不完整答复。 

11. 有些实体没有答复专家组的资料要求(尽管有些是多次索要和催复)。
2
 专家

组没有收到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巴西、科特迪瓦、埃及、冈比亚、几内亚比绍、

意大利、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突尼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伯利进

程主席(纳米比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世界海关组织、Afren Plc.、Archer 
Daniels Midland、加拿大自然资源有限公司、DAFCI和Groupe Cemoi的答复。 

12. 苏丹作了答复，但拒绝与专家组合作。 

 

 四. 与利益攸关方的合作 
 
 

13. 本节介绍专家组与科特迪瓦利益攸关方，包括科特迪瓦政府、新生力量和联

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科行动)的合作的相关问题。 

 A. 与科特迪瓦各方的合作 
 

 1. 科特迪瓦政府 
 

14. 专家组认为，必须注意到，大多数时候，科特迪瓦政府当局在各种正式会议

上都对专家组表示欢迎。但专家组也注意到，这些会议数量较少，而且难以安排，

因为许多政府部门不理睬专家组的讨论要求。例如，尽管已向司法部、内政部和

科特迪瓦宪兵队提出会见要求，专家组却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__________________ 

 
1
 虽然瓦森纳安排秘书处已将专家组的信件转交其 40 个参与国，但只有五个参与国答复了专家

组。 

 
2
 专家组感谢安全理事会第 1572(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成员和主席在 2009 年 5月初将信件转

交给印度、意大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以及欧安组织、瓦森纳安排

秘书处、Archer Daniels Midland、加拿大自然资源有限公司、Devon Energy Corporation 和 Groupe 
Cemoi，鼓励上述各方回应专家组的资料要求。专家组也感谢主席随后为鼓励各方回应作出努

力，并于 2009 年 7 月与肯尼亚常驻代表团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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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此外，专家组注意到，给科特迪瓦政府当局的信件仍有许多杳无回音。专家

组的资料要求得不到答复，导致有些调查的范围大受限制。专家组尤其没有收到

农业部、国防部、经济和财政部、以及环境、水利和林业部的答复。 

16. 虽然科特迪瓦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一贯亲善友好，但阿比让多个政府部门坚

持表示，他们没有收到专家组发给常驻代表团的各种正式信件。 

 2. 新生力量 
 

17. 新生力量代表在与专家组交往过程中总体上热情友好。所有接洽的新生力量

代表都同意会见专家组。但这一合作程度改变不了新生力量不理睬专家组许多资

料要求的事实。 

18. 专家组的调查尤其因为新生力量多个部门不答复其资料要求而受到阻碍，包

括“财政中心”(新生力量中央财政部门)和新生力量军事领导层等。 

 3. 科特迪瓦防卫与安全部队和新生力量军事单位 
 

19. 一些政府和新生力量军事单位拒绝与专家组合作，尤其是共和国卫队。专家

组指出，安全理事会通过关于科特迪瓦制裁制度的相关决议，要求在监测武器和

有关材料禁运情况时，不受阻碍地进出所有军事场所和设施(例如第 1842(2008)

号决议第 5 段)。科特迪瓦当事方不允许专家组进出军事场所和设施，已违反制

裁制度。这个问题将在下文第 49-53 段更加全面地阐述。 

 B. 与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的合作 
 

 1. 专家组与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的联合调查 
 

20. 专家组感谢联科行动提供全面协助，大力帮助专家组在科特迪瓦的行动，特

派团禁运股还提供了特别支助。专家组确认，禁运股股长及其海关和钻石专家对

专家组的调查贡献很大。禁运股提供的行政支助在所有方面也都是首屈一指。 

21. 除共同参加超过35次对军事场所和设施的视察之外(见下文第46-48 段)，专

家组和联科行动禁运股还对科特迪瓦北部和东部作了几次联合访问。专家组还会同

联科行动禁运股代表数次会见科特迪瓦当事方。本期专家组与联科行动的合作比以

往各期更加紧密，而且认为更加紧密的联系在监测制裁制度方面是互利双赢。 

 2. 对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禁运股的能力协助 
 

22. 专家组在任务期间协助联科行动禁运股提高负责视察军事设施的联科行动

军事观察员和警务人员的技术能力。除在达洛阿(2009 年 5 月 13 和 14 日)和阿比

让(2009 年 6 月 23 和 24 日)提供关于武器视察程序的培训外，专家组尤其协助出

版了武器识别指南。联科行动和专家组都注意到，经过禁运股的强化培训方案，

联科行动军事观察员和警察的报告已有大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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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与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有关的未决问题 
 

23. 专家组注意到，在其中期报告中(见 S/2009/188，第 129 段)建议的武器专家

尚未派往联科行动禁运股。专家组理解，这一延迟可能是因为维持和平行动部内

部的预算问题。但专家组强调武器专家是当务之急，并呼吁维和部采取必要措施，

指派一个具备适当能力的人。 

24. 专家组回顾以往曾鼓励联科行动投资购买卫星成像等技术资源来监测科特

迪瓦钻石开采过程(见 S/2009/188，第 138 段)，并注意到这项建议尚待执行。 

25. 虽然上期专家组建议增加联科行动禁运股的海关专家人数(见 S/2008/598，

第 189 段)，但禁运股仍然只配备一名海关专家。 

 

 五. 科特迪瓦与禁运有关的政治动态 
 
 

26. 科特迪瓦领土已经分裂了超过七年之久。因此，2002 年 9 月战争爆发前不存

在的新的政治、经济以及战略态势已经出现。这场冲突已经不再仅仅是南北之间

的对峙，而是涉及多个行为体的一场斗争；一些行为体将从科特迪瓦统一中获益

匪浅，而另外一些将成为大输家。 

27. 南北冲突的威胁已经消逝，主要是因为重新燃起战火将威胁各方对其所占领

土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权。但是各方行使的控制权，除遏制了南北冲突外，也阻止

了国家统一。 

28. 正如在本报告关于经费问题的章节具体介绍的(第 191-205 段)，新生力量地

区指挥官控制着宝贵的自然资源和商业活动。与此同时，政府在南方掌权，无需

与新生力量领导人在政治上妥协，而不妥协也就无法实现国家统一。现在，科特

迪瓦统一将威胁到双方的既得利益。 

29. 虽然国家仍处于分裂状态，但是未来统一问题的不确定性也造成政治上的紧

张态势。正如本报告下文所指出的，这些紧张态势与武器和相关物资禁运有直接

关联，因为科特迪瓦各方继续需要武器及相关物资，以及可以用于采购此类装备

的资金来源，包括钻石。 

 A. 政府 
 

30. 政府看到南部经济持续改善并在 近得到国际组织做出的经济援助保证(见

下文第 180-184 段)。政府似乎满足于首先集中精力稳固在南部的统治。尽管政

府对 近在科特迪瓦北部再次部署了地方政府进行了广泛宣传，但是专家组认

为，这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并不表示即将实现统一。 近重新复职的科特

迪瓦政府省长们向专家组证实，他们对新生力量控制地区没有行政权力(见下文

第 444-446 段)。专家组认为，这一情况近期不会改变。例如，据报政府仅使用

了三分之二的分配用于重建地方行政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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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科特迪瓦军方高级官员告知专家组，他们认为新生力量不会构成严重威胁。

相反，他们预测，新生力量内部将在某一点出现破裂，这或者是由于地区指挥官

之间的内斗，或者是由于在北部失去民心。专家组认为，政府因此愿意推迟可能

会造成向新生力量领导人，特别是向地区指挥官做出过多让步的任何政治解决办

法。相反，政府希望一旦新生力量瓦解，可以通过武力或者同化，重新掌控北部。 

32. 政府控制的科特迪瓦防卫与安全部队，尽管缺乏空中力量，
3
 但是在武器、

弹药以及军事装备方面都远远超过新生力量。专家组认为，科特迪瓦防卫与安全

部队可能根本不想进口武器和相关物资，用于与新生力量进行军事对抗。科特迪

瓦防卫与安全部队可能想要的是进口与恢复军事航空相关的物品，购买军事空中

资产以及在维持或运作科特迪瓦防卫与安全部队现有武器和通信系统方面获得

外国军事援助(见下文第 79-85 段)。 

33. 政府主要关切的安全问题看起来不是新生力量，而是遏制该国南部(潜在的

暴力)政治反对力量。例如，2009 年 7 月，由前总统亨利·科南·贝迪埃领导的

科特迪瓦民主党
4
 宣布成立一个新的民兵组织；据称是为了对抗那些忠于总统洛

朗·巴博的科特迪瓦人民阵线的人。专家组指出，这一举动虽然很重要，但是表

明南部的反政府武装力量相对而言还属于新生力量。但是，专家组也指出，大量

的武器和弹药在科特迪瓦民众中扩散，使得获得武器相对容易。 

34. 专家组认为，南部的任何争斗都将在阿比让、圣佩德罗以及其他南部城市的

街头展开。政府完全有能力维持统治。政府获得包括“青年爱国者”在内的大型

民兵团体的支持，这些团体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组织和武装。政府还投入重金购买

防暴装备(见下文第 61 和第 90 段)。在与专家组的会议上，科特迪瓦警察以及联

合国警察都指出，政府正在购买新装备，包括发生暴乱时警察使用的催泪弹(见

下文第 90-96 段)。 

 B. 新生力量 
 

35. 新生力量中的某些人也不愿意看到科特迪瓦迅速实现统一。专家组认为，虽

然新生力量的政治领导人可能有野心，希望在一个统一的国家政府中谋得职位，

但是，作为新生力量军事后盾的 10 个地区指挥官可能害怕统一，因为统一将破

坏他们对北部领土的控制及经济掠夺(见下文第 191-205 段)。几乎没有哪个地区

指挥官可以在统一后的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拥有的看起来

是眼前的经济野心，而不是前瞻性的政治野心。 

36. 科特迪瓦北部目前的政治局势更像是军阀经济，没有运作良好的政府行政。

各地区指挥官控制科特迪瓦北部，包括北部的人口、贸易以及政治行政。他们开

采和出口自然资源，包括可可、棉花、木材、腰果、黄金以及钻石(见下文第 263
__________________ 

 
3
 科特迪瓦空军在 2004 年 11 月几乎被法国军队彻底摧毁。 

 
4
 该党的全称是科特迪瓦民主党-非洲民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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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273 段),并对道路商业以及看似“公共”服务的项目征税，其中包括科特迪瓦

政府免费提供给北部居民的电力服务。他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尽管在北部正式重

新部署了地方政府，但是地区指挥官对当地行政和使用武力拥有专属控制权。 

37. 新生力量民兵,例如 Anaconda、Cobra、Fansara 110、Highlander 和 Delta Force
等，仅向地区指挥官或新生力量的几个高级别成员汇报。这些民兵实际上是小型

私人军队，往往使用他们指挥官的名字(见表 1)。这些民兵团体的存在是为了确

保每个地区指挥官的领土控制权，而且专家组认为，这些民兵团体越来越被当作

是避免在统一解决方案中可能遭受损失的一份保险单。 

表 1 

新生力量地区指挥官及民兵团体 

地区 地点 地区指挥官 别名 军事单位 

1 布纳 Morou Ouattara Atchengué Atchengué 

2 卡蒂奥拉 Touré Hervé Pélikan Vetcho/Che Guevara Battalion ystique 

3 布瓦凯 Chérif Ousmane Guépard Les Guépards 

4 芒科诺 Ouattara Zoumana Zoua 多个 

5 塞盖拉 a Ouattara Issiaka Wattao Anaconda 

6 马恩 Losseni Fofana Loss Cobra 

7 图巴 Traoré Dramane Dramane Touba 多个 

8 奥迭内 Ousmane Coulibaly Ben Laden 多个 

9 本贾利 Koné Gaoussou Jah Gao 多个 

10 科霍戈 马丁·夸库·福菲埃 福菲埃 Fansara 110 
 

 a 之前由 Koné Zakaria 指挥。 

注：Cobra这个名字取自马恩安全首长的别名。据称，Fansara 110这个名字源于“Fansara”一词，意

思是“毫不留情”，“110”是马丁·夸库·福菲埃在阿比让羁押和惩戒所的前牢房号。 

资料来源：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和联科行动。“有关科特迪瓦北部地区指挥官的文件”，简报文

件由特派团联合分析中心编写。 

38. 专家组认为，科特迪瓦北部局势虽然相对平静，但具有内在的不稳定。地区

指挥官极力企图通过军事手段持续控制其各自地区。随着关于统一的讨论继续进

行，现在他们反而越来越亟需稳固领土和收入来源。已经爆发了几次暴力事件；

这是新生力量内部在未来统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和争夺资源控制的结果。 

39. 例如，2008 年 5 月，忠于伊西亚卡·瓦塔拉(别名“瓦塔奥”)的部队“罢免”

了瓦武阿和塞盖拉地区指挥官扎卡里亚·科内。伊西亚卡先生的部队现在控制了

钻石矿场，而且，更重要的是，控制了第五区的可可生产(见下文第 236 段和第

263 段)。与此相关的一个事件是，2008 年 11 月和 12 月，在塞盖拉再次爆发暴

力事件，造成超过 30 人死亡以及在该镇街头部署了重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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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009 年 2 月，马恩发生暴力冲突，造成多人死亡。忠于新生力量地区指挥官

Losseni Fofana 的部队在街头部署了架在卡车上的重机枪和火箭炮，作为对新生力量

内部人员暴力行为的回应，据称在讨论统一问题时这些人员的经济利益受到威胁。 

41. 2009 年 4 月，涉及费尔凱塞杜古区指挥官 Inza Fofana 的“领导人之争”导

致第十区指挥官马丁·夸库·福菲埃的“干预”。马丁·夸库·福菲埃是被安全

理事会第 1572(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自 2006 年 2 月 7 日开始实行资产冻结和

旅行禁令的三人之一。据称，福菲埃先生现在对费尔凱塞杜古附近的金矿开采拥

有独家控制权(见下文第 199-203 段)。 

42. 专家组认为，在统一解决方案中须给予地区指挥官一笔数目可观的补偿款，

以换取他们放弃控制权；而这一点可能是政府不太可能做到的。新生力量政治领

导人和各地区指挥官之间的关系依然不稳定。2009 年，各地区指挥官多次公开威

胁拒绝总理纪尧姆·索罗的领导，这表明新生力量政治领导人致力于统一进程的

能力非常有限。在过渡阶段，鉴于未来不明朗，一些地区指挥官正在重新武装(见

下文第 145-166 段)。 

 C. 调解人 
 

43. 布基纳法索总统布莱斯·孔波雷是科特迪瓦政府和新生力量之间签署的《瓦

加杜古政治协议》(S/2007/144，附件)的调解人。布基纳法索也是新生力量控制

的科特迪瓦北部大部分出口的接收国。因此，在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方面，布基纳

法索可以向地区指挥官施加相当的压力。但是，专家组担心的是，布基纳法索内

部某些方面可能不愿意看到科特迪瓦很快在政治和行政上实现统一。 

44. 如科特迪瓦实现统一，对“北部”出口重开阿比让和圣佩德罗海港，将威胁

到经布基纳法索的利润丰厚的过境贸易，特别是可可贸易(见下文第231-248段)。

布基纳法索还和科特迪瓦北部居民有着紧密的民族联系，其在北部的很多侨民在

那里有着广泛的商业利益。专家组特别关注的是从布基纳法索境内向新生力量控

制的科特迪瓦北部运输武器和弹药(见下文第 145-151 段)。 

 

 六. 军火 
 
 

45. 专家组对可能违反武器和相关物资禁运行为的调查涉及武器和弹药进口、转

移车辆、通信设备等相关物资以及外国军事援助等问题。在与武器相关的调查过

程中，专家组发现了至少七起涉及违反科特迪瓦制裁机制的案件，包括进口大量

武器和弹药。 

 A. 科特迪瓦防卫与安全部队和新生力量配合禁运检查的情况 
 

46. 专家组试图对政府防卫与安全部队以及新生力量控制的军事设施进行41次检

查，大多数检查(90%)是同联科行动合作开展。科特迪瓦防卫与安全部队和新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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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都未能完全配合专家组或联科行动检查组的工作。两个部队都多次拒绝检查组前

往已知储有武器和相关物资的地点，而且两个部队都未披露其拥有的全部武器。 

47. 在专家组的 41 次试图检查中，24 次是突击检查，即在到达前并未通知相关

部队。在这些突击检查过程中，科特迪瓦防卫与安全部队六次拒绝专家组和(或)

联科行动进入设施检查，其中 3 次是专家组试图对共和国卫队设施进行的单独检

查。新生力量 3 次拒绝检查。 

48.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1 日期间，科特迪瓦各方共拒绝联科行动检查小组

38 次(见下图一)。在这些案件当中，82%是由于缺少“负责”当局或上级未能通

知该单位将进行此次检查。 

图一 

科特迪瓦防卫与安全部队(次数=21 次)和新生力量(次数=17 次)拒绝联合国科特

迪瓦行动检查次数，2009 年 1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资料来源：联科行动禁运股根据联科行动禁运检查报告(2009 年 1 月 1 日至 8月 31 日)汇编的

数据及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的分析。 

 1. 科特迪瓦防卫与安全部队提供合作的情况 
 

49. 总的来说，科特迪瓦防卫与安全部队允许专家组不受阻碍地进入其大部分设

施。科特迪瓦防卫与安全部队下级人员在专家组访问过程中几乎总是很客气通

融。但是，专家组指出，它和联科行动多次试图检查共和国卫队设施，均未果。 

50. 专家组于 2009 年 1 月、5月和 6 月试图检查位于阿比让的共和国卫队基地，

但是三次均遭到拒绝。2009 年，共和国卫队在检查前 72 小时收到了检查通知，

但还是拒绝了联科行动检查小组的另外 3 次检查。 

51. 共和国卫队拒绝允许专家组和联科行动进入检查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 1842 

(2008)号决议第 5 段的规定，安理会在该决议中重申要求《瓦加杜古政治协议》

的科特迪瓦各方，特别是科特迪瓦当局，准许检查组不受阻碍地接触有关装备、

场址和设施，并特别提及由共和国卫队有关单位控制的装备、场址和设施。 

52. 在 2009 年 6 月 25 日发给联科行动的一份公报中，科特迪瓦防卫与安全部队

规划中心——规划与行动中心指出，“共和国卫队确保科特迪瓦共和国总统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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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专门归属共和国总统以及总统警戒区管理，因此不在联科行动禁运股检

查之列”(见附件二)。 

53. 专家组目睹过共和国卫队部队在阿比让街头履行保护总统之外的职责，因

此，并不同意科特迪瓦当局所指出的，部署该部队完全是为了保护总统。共和国

卫队是一个军事单位，直接向科特迪瓦国家武装部队参谋长报告，因此，应根据

安全理事会有关科特迪瓦制裁机制的相关决议接受检查。 

 2. 新生力量提供合作的情况 

54. 总的来说，大多数新生力量人员，特别是下级人员，在专家组面前一直表现

得彬彬有礼。但是，显然，许多新生力量部队尽管态度谦和，但是却故意不把武

器交由专家组和联科行动检查。2009 年，新生力量拒绝了专家组的三次检查意图，

并拒绝了联科行动的 17 次检查请求。此外，一些部队将武器和相关物资存放在

不接受检查的非军事设施内。 

55. 造成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是新生力量军事部队和单位之间的区分模糊，新生

力量单位的 确切定义可能是，由新生力量地区指挥官控制的私人民兵组织。这

些单位，例如 Anaconda(布瓦凯和塞盖拉)、Cobra(马恩)以及 Fansara 110(科霍戈)

都仅向其各自的地区指挥官报告(见上文第 37 段)。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武器

和弹药存放在地区指挥官私人官邸区域内。 

56. 例如，在马恩，属于第六区 Cobra 单位的车辆中至少有两辆装载了 12.7×108

毫米德什卡重机枪，都存放在地区指挥官院落内。德什卡重机枪不属于被检查之

列，但是专家组和联科行动的军事观察员多次看到这种机枪出现在马恩街头。 

57. 在塞盖拉，联科行动一直不能检查架在第五区指挥官伊西亚卡·瓦塔拉的

Anaconda 单位所属卡车上并存放在指挥官宅院内的重机枪。尽管 Anaconda 在塞

盖拉开展行动，但是伊西亚卡先生驻扎在布瓦凯。新生力量人员告诉联科行动检

查官和专家组，如果他们想要对车辆和武器进行检查，他们就必须在布瓦凯的

Anaconda 基地进行检查，尽管有关物资部署在塞盖拉。 

图二 

塞盖拉 Anaconda 单位车辆上的 ZPU-2(左)和勃朗宁 M2(右)重机枪 

 

 

资料来源：联科行动军事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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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2009 年 8 月 7 日，联科行动在塞盖拉的军事观察员队部拍摄到架在写有

Anaconda 字样的卡车上的一挺 ZPU-2 二联 14.5×114 毫米重机枪和一挺勃朗宁

M2 12.7×99 毫米重机枪(见图二)。新生力量尚未将这些武器交给联科行动或专

家组检查。 

 B. 向科特迪瓦南部进口军火和有关物资 
 

59. 专家组将其任务主要集中在调查向科特迪瓦转让安全和两用设备的情况。虽

然专家组认为，在本节提出的 7 项转让中，只有两项违反了军火和相关物资禁运，

但专家组敦促会员国把可能引起怀疑的与安全有关物资的出口或转运通知安全

理事会委员会。此类货运的预先通知将十分有助于所有相关各方监测制裁制度。 

 1. 通过阿比让海港进口防护服 
 

60. 2009 年 5 月，联科行动禁运股的海关问题专家在阿比让港 MOL Niger 号船舶

的船运舱单中发现其中一个条目为两个货盘的弹道(防弹)背心。经进一步调查显

示，这些背心的收货人是一家国际安保公司的西非分公司，该公司在阿比让设有

办事处。这些背心由南非开普敦的一家供应商出货。联科行动把禁运的性质通知

该公司总经理。 

61. 专家组认为，必须将这一案件同南非帝国盔甲公司案加以对比，专家组以往

的报告(见 S/2008/598，第 79-85 段和 S/2009/188，第 56-58 段)对该案件作出

详细记录。帝国盔甲公司案涉及的那批货被错误地描述为向科特迪瓦国家警察交

付的“防弹背心”和相关物资。假若这些装备包括弹道(“防弹”)背心，就必须

根据第 1572(2004)决议第 8 段(e)获得委员会事先批准。 

62. 专家组认为，有关物资必须是增强战斗力的手段，才应列入禁运范围：例如，这

种物资由于具有进攻或防御能力，可能大幅提高作战潜能。然而，这种物资的转让

对象还必须是防卫与安全部队或潜在战斗员，或者具有被上述各方使用的巨大风险。 

63. 在这方面，尽管委员会对此表达了意见，专家组仍然认为不存在违反禁运行

为。弹道服显然具有军事用途，但也是安保公司身穿防弹衣的押运员的必需品。

专家组虽然持有这些看法，但又指出南非政府 好还是将货运提前通知委员会，

特别是考虑到 近出现的帝国盔甲公司案。 

 2. 通过阿比让海港进口剩余军用车辆 
 

64. 专家组与联科行动禁运股合作，注意到阿比让海港停放大量剩余军用车辆。

这些车辆许多是 1970 年代产品，但其中一些是近年制造的。关于后一类车辆，

专家组决定对交付的一批 1980 年代末期制造的MAN牌
5
 卡车进行调查，因为这批

卡车似乎新涂了一层深军绿色油漆。 

__________________ 

 
5
 Maschinenfabrik Augsburg Nürnberg(MA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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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专家组对车辆所贴的标签进行检查，发现这些车辆的发货人是一家比利时剩

余军用品公司。专家组与该公司进行联络，该公司的答复是，一家椰子加工公司

购买了这些车辆，用来支持其在阿比让附近的业务。 

66. 这家比利时公司告知专家组，该公司将其出售的大多数车辆重新涂上军绿

色，颜色的选择也不是买家要求的。专家组指出，军用四轮驱动卡车很适合用于

椰子收获和加工，因为这需要在未铺设路面的公路上进行载重运输。 

67. 除了转让剩余的 MAN 牌车辆外，阿比让港口还停放着若干辆 1970 年代生

产的 Saurer 牌军用卡车。专家组不知道这些车辆何时或由何人出口，但是相信这

些车辆几乎肯定是运往阿比让民用市场的。 

68. 上述车辆均非科特迪瓦防卫与安全部队使用的类型，而且专家组认为，这些

部队不会认为这些车辆适合其使用。所以专家组不认为向科特迪瓦出口这些车辆

违反了制裁制度。 

 3. 通过阿比让海港转运军用车辆 
 

69. 2009 年 6 月初，专家组接获报告称，一艘船只在阿比让海港卸载了 10 辆新

的军用四轮驱动车辆。通过向专家组提供的货运托盘照片以及联科行动禁运股的

协助，专家组证实这是一家西班牙制造商通过 Hansa Centurion 号船装运的，收货

人是另一西非国家的国防部。 

70. 专家组与该国联络。该国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作出答复，称这些车辆是该国

国防部购买自用的，这些车辆并没有(像专家组担心的那样)转交给科特迪瓦方

面。该答复还解释道，该国不知道这些车辆经阿比让海港转运。 

71. 专家组主张，转运货物并不构成违反禁运。但专家组还关切地指出，大宗军

用货物可以在不被联科行动、独角兽部队或专家组发现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在

阿比让海港卸载。例如，拍摄车辆的人当时正在监督另一艘船只装载，因此碰巧

正在港口该处。假若该人不在那里，可能无人注意到这批转运货物。专家组怀疑，

可能违反禁运的货物可以未经发现进入阿比让海港。 

 4. 国防部购置车辆 
 

72. 在履行任务期间，专家组注意到科特迪瓦军方使用的一些似乎较新的运输车

辆。专家组指出，用来运输部队和军事装备的车辆是增强战斗力的手段(见上文

第 62 段)，并认为将这些车辆进口到科特迪瓦并用于这些目的构成违反关于相关

物资的禁运规定。 

73. 专家组查出几部日本制造的车辆，并怀疑这些车辆是在实施禁运后出口到

科特迪瓦的。在要求有关制造商提供对科特迪瓦的出口清单后，专家组收到日

本五十铃汽车公司的答复。答复包括由五十铃汽车公司在科特迪瓦的经销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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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工业代理公司
6
 提供的销售清单。这个清单表明，科特迪瓦国防部分别于2007

年 1 月和 2009 年 5 月购买了一辆五十铃NKR型轻型卡车和一辆五十铃TF型皮

卡。
7
  

74. 非洲工业代理公司告知日本五十铃公司，国防部在购买时声称，这些车辆“专

用于运输工作人员，以确保选举进程顺利进行”，并声称这些车辆不会用于军事

目的。专家组指出，无法核实这些车辆在科特迪瓦军方手中的确切用途，但认为

购买这些车辆违反了关于军火和有关物资的禁运规定。 

75. 专家组指出，科特迪瓦国家武装部队和科特迪瓦国家警察使用以下运输车

辆：现代 HD65 型、五十铃 NKR 型和三菱 Canter 型平板卡车以及五十铃 TF 型和

三菱 L200 型皮卡。专家组认为，出售这类车辆(无论新旧)的国内和国际公司应

对科特迪瓦防卫与安全部队可能进行的采购保持警惕。 

 5. 咖啡和可可管理委员会采购车辆 
 

76. 非洲工业代理公司向专家组提供五十铃在科特迪瓦销售车辆的清单时(见上

文第 73 段)，专家组注意到，条目显示有 24 辆五十铃 NPR 型卡车和五十铃 TF

皮卡卖给了被称为咖啡和可可管理委员会的买主。 

77. 咖啡和可可管理委员会是一个准财政机构，以往的专家组怀疑该机构可能为

购买军火和相关物资提供资助，下文第 215 至 230 段对此进行了全面讨论。 

78. 尚不清楚的是，一个约有六名工作人员的可可管理机构为何需要 24 部车辆。

专家组还指出，尽管这些车辆在非洲工业代理公司的销售条目中被列为“Alpine 
White”和“Arc White”的颜色，它们同科特迪瓦防卫与安全部队使用的车辆同

属一个类型(见上文第 75 段)。专家组得出结论认为，由于车辆的性质以及对咖

啡和可可管理委员会在资助军事支出方面发挥的作用存在疑问，有理由对这一案

件作出进一步调查。 

 6. 科特迪瓦空军的作战航空资产 
 

79. 科特迪瓦的作战飞机依然储存在阿比让空军基地，处于无法驾驶状态(见下

文第 371-379 段)。据专家组所知，科特迪瓦空军目前未在操作任何适航的作战

飞机，但专家组注意到，科特迪瓦政府在需要时能够比较容易地安排购买或租赁

军用飞机。 

80. 停放在邻国或该区域其他地方的飞机可以在数小时内在科特迪瓦领空执行

军事任务，但在这些飞机抵达前又不会违反禁运。专家组认为，科特迪瓦政府可

能已考虑这一选项，而且可能同一个或更多的国家或私营飞机运营商达成长期协

__________________ 

 
6
 非洲工业代理公司是法国西非公司的附属机构。 

 
7
 底盘/识别号码是 JAANKR66E67100427(NKR 型卡车)和 MPATFS54H8H573520(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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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在这方面，专家组指出，科特迪瓦政府在 2002-2004 年打击新生力量的空中

行动中雇用了外国飞行员。
8
  

81. 正如本报告关于航空的章节所述(第 380 和 381 段)，专家组对关于几内亚境

内存放科特迪瓦Mi-24型武装直升机的报告进行调查。专家组不能证实这些报告，

并认为这些报告毫无实据。然而，科特迪瓦与若干国家保持长期防卫关系，专家

组认为今后的专家组应彻底调查这种关系。 

 7. 外国向科特迪瓦防卫与安全部队人员提供军事培训 
 

82. 若干会员国向科特迪瓦军事人员提供培训。在履行任务期间，专家组会晤了

在摩洛哥接受培训课程后返回的一名科特迪瓦军官。专家组认为，外国向科特迪

瓦防卫与安全部队提供的军事培训如包括具有军事性质的教学，则构成违反制裁

制度。专家组在 2009 年 8 月 13 日会见科特迪瓦国防部长时提出这一问题。该部

长向专家组证实，科特迪瓦军事人员定期前往摩洛哥接受培训。 

83. 以前的专家组曾要求摩洛哥就科特迪瓦军事人员培训问题提供资料，所收到

的答复证实，摩洛哥正在培训 39 名科特迪瓦军事人员，而且该项培训将于 2010

年结束(S/2008/235，第 34 段)。根据摩洛哥提供的清单(见附件三)，培训内容

包含各种军事课程，包括军事通信、弹药和装甲作战的教学。专家组的结论是，

摩洛哥继续培训科特迪瓦人员显然违反制裁制度。 

84. 科特迪瓦国防部长在会见专家组时还指出，若干其他国家提供了军事培训，

不过他拒绝透露是哪些国家。 

85. 专家组认为，今后的专家组应继续对科特迪瓦国民接受军事培训的可能性进

行调查，并特别重视过去向科特迪瓦政府提供复杂军事系统的国家。 

 C. 国家警察的军火、弹药和装备需求 
 

86. 科特迪瓦国家警察缺乏履行警务任务所必需的装备，特别是缺乏适合执行警

务任务的那些类小武器和相关弹药。专家组列入本小节的原因是，专家组认为定

于 2009 年 11 月 29 日举行的全国选举可能给警察带来更大负担。由于预计会发

生民众骚乱，委员会可能会收到一个供应国提出的请求，要求对用于重新装备科

特迪瓦警察部队的军火和相关物资给予禁运豁免。 

 1. 小武器和弹药需求 
 

87. 科特迪瓦国家警察目前主要依赖不适合执行警务任务的突击步枪。这些武器

发射高速子弹而且能够连发。专家组的中期报告(S/2009/188，第 52 段)指出，

配备这些武器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 
__________________ 

 
8
 专家组通过秘密约谈这一期间在阿比让开展行动的飞行员证实这一信息。 



 S/2009/521

 

2309-55098 (C) 

 

88. 2009 年 6 月，专家组与科特迪瓦国家警察总长会晤，以讨论这一问题，评估

专家组关于准确盘点警用武器弹药的许多要求的执行情况。该总长认为，为科特

迪瓦警察配备突击步枪，是因为缺乏 9 毫米口径手枪和相关弹药。 

89. 专家组告知该总长，专家组总体上赞同警察对9毫米口径手枪和弹药的需求。

但专家组指出，如果委员会就一项可能的军火禁运豁免的适当性征询意见，则专

家组在审查和核实现有警用武器和弹药的库存之前，无法作出知情判断(到编写

本报告时为止，专家组尚未收到库存报告)。 

 2. 军火禁运的豁免要求 
 

90. 国防部长在 2009 年 9 月 10 日的会晤中告知专家组，科特迪瓦政府已订购

4 000 把 9×19 毫米手枪、20 万发 9毫米口径手枪子弹和 50 000 枚催泪(催泪瓦

斯)弹，总额为 170 万美元。 

91. 该部长并未透露物资制造商的名称，但告知专家组说，供应商将(根据委员

会准则第 21 段)
9
 向委员会提出军火禁运豁免请求。专家组指出，如提出该项请

求并得到委员会的积极考虑，由此产生的武器转让可能带来违背军火禁运目的的

两种风险。第一，除警察外，武器可能用于装备科特迪瓦防卫与安全部队。第二，

警察采购新的武器可能淘汰现有警用武器(主要是突击步枪)，从而鼓励将这些武

器转让给科特迪瓦防卫与安全部队的其他单位(或可能转让给亲政府民兵)。 

92. 专家组认为，制裁委员会如收到这一豁免请求，不妨考虑采取以下一系列措

施，尽量降低上述风险。 

93. 首先，无论请求豁免的物资为何，向科特迪瓦国家警察转让的武器应仅限于

9×19 毫米手枪和 9×19 毫米弹药(以及催泪弹等非致命装备)。这一措施将有助

于降低提供给警察的武器可能被转交给科特迪瓦军方的风险(例如军方目前使用

的 7.62×39 毫米弹药和突击步枪)。 

94. 第二，制造商应在转让之前对武器和弹药作出标识，加上武器仅供科特迪瓦

国家警察使用的适当标记。以手枪为例，应在武器的枪膛或枪身做上这种标识(数

字编码或符号)。弹药则应在子弹壳的底部或退弹槽标上批号。
10
 这些措施可让

联科行动和专家组能够查出可能被转交给科特迪瓦防卫与安全部队其他部门使

用的任何武器和弹药。此外，联科行动警察应承诺在采购前对警察武器和弹药作

出定期审计。 

__________________ 

 
9
 http://www.un.org/sc/committees/1572/pdf/guidelines_ci_eng.pdf。 

 
10
 关于标记弹药批号更详细的解释，见“Small Arms Ammunition Lot Marking”，in Conventional 

Ammunition in Surplus：A Reference Guide(Geneva，Small Arms Survey，2008 年 1 月)第

154-159 页。 



S/2009/521  
 

09-55098 (C)24 
 

95. 第三，专家组认为，转让任何 9 毫米口径手枪的前提条件应该是，科特迪瓦

警察(在采购后的合理时限内)向联科行动交出相同数量的现有突击步枪，以供销

毁。 后这项措施将确保科特迪瓦政府无法将现有警用武器转让给防卫与安全部

队的其他部门。 

96. 后，专家组指出，禁运豁免请求中明确说明的收货人除国家警察外还可能

包括科特迪瓦宪兵。专家组认为，科特迪瓦宪兵不是警察部队，而是向科特迪瓦

国家武装部队参谋长负责，因此不应向其转让任何此类武器。 

 D. 科特迪瓦平民进口武器 
 

97. 在履行任务期间，专家组查出两起进口或企图进口弹药案件，专家组认为，

这些弹药是运往科特迪瓦平民市场的。第一起案件的转让规模相对较小，涉及从

美利坚合众国快递的弹药。专家组认为，第二起案件更加令人不安，涉及进口到

科特迪瓦北部的大量 12 毫米口径猎枪子弹。 

 1. 阿比让有私人企图进口弹药 
 

98. 正如下文第 463 至 465 段所述，专家组接获的其他报告称，有人企图从美国

向科特迪瓦运送弹药。专家组认为，这些货物的收货人是科特迪瓦南部的私人，

其理由如下。 

99. 首先，所有交运货物包括手枪、手枪配件或手枪口径的弹药(见 S/2006/964，

第 12-17 段；S/2007/349，第 46-51 段和下文第 463 段)。尽管科特迪瓦主要冲

突各方使用手枪，但他们不可能企图进行如此小规模的进口(不到 30 把手枪和

5 000 发弹药)。 

100. 第二，这些手枪是高价品，配有激光瞄准器及其固定支架，因此专家组认

为，较富有的个人可能出于人身保护的原因而需要手枪。 

101. 然而，专家组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筹办这批货物的目的是，试探今后以

此种手段转让大量武器和弹药是否可行。 

 2. 马里制造的猎枪弹药进入科特迪瓦北部 
 

102. 专家组发现，大量 12 毫米口径猎枪子弹在科特迪瓦北部平民人口中流通。

在专家组获得的第一批样品中，由于磨损而只能隐约看到制造商的标识。正如专

家组中期报告(S/2009/188，第 47 段)所述，专家组将这些标识解读为“马里达

玛”，并致函马里政府，要求提供资料，说明是否有该名称的制造商在该国开展

业务以及它们向科特迪瓦销售的可能性。 

103. 专家组后来看到许多新近制造的该种弹药的实物(见图三)。专家组目前了

解到，弹药上的标识是“卡玛”(而不是“达玛”)，这是马里弹药制造厂的缩写，

是巴马科 Niamakoro 区的一家弹药制造商。马里告知专家组，该国无法在其记录

中找到错误提供的“达玛”这个名称，但又补充说，马里弹药制造厂只制造猎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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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药，并仅向一位名叫 Drissa Ouedrago 的国际客户出口，该人的办公地点在布基

纳法索的博博迪乌拉索。 

图三 

12 毫米口径猎枪子弹上的标识(马里卡玛) 

 

 

 

 

 

 
 

 
来源：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 

104. 专家组与 Ouedrago 先生通过话，他表示自己并未向科特迪瓦出口子弹，

但科特迪瓦一些平民为了购买弹药继续到布基纳法索的博博迪乌拉索和瓦加杜

古拜访他。专家组指出，这些科特迪瓦人(还可能包括 Ouedrago 先生)违反了禁运，

而且专家组向 Ouedrago 先生说明了这一情况。 

105. 专家组指出，新生力量似乎未在使用 12 毫米口径猎枪，这些贸易似乎只

是向平民人口提供弹药，供私人使用(主要是狩猎)。尽管如此，此类武器可以用

于武装冲突，而在科特迪瓦 2002 年 9 月发生的敌对行动中，战斗员广泛使用此

类武器。 

 E. 个案研究：西南部的民兵 
 

106. 在收到关于科特迪瓦西南部有利比里亚武装民兵活动存在的许多报告后，

专家组访问了该地区，以调查可能出现的违反军火及相关物资禁运的行为。虽然

专家组没有发现任何违反禁运的案例，但仍列入了以下分析，因为武装集团在该

地区的继续行动(以及因此产生的武器需求)对制裁制度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107. 西南部地区包括跨越南北冲突分裂线的邦戈洛镇、杜埃奎镇、吉格洛镇和

杜布勒布洛镇。2002 年 9 月危机期间与政府结盟的当地“自卫”团体对这一地区

的防卫继续左右着其安全局势。 

108. 这些力量在科特迪瓦媒体和国际媒体中通常被称为民兵，主要由盖莱族组

成，其中许多人与边界利比里亚一侧的盖莱社区有着密切关系。专家组在若干不

同场合会晤了 10 个 主要民兵团体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声称，与一些报道相

反，他们并未与利比里亚民兵并肩作战，也未见到科特迪瓦境内有利比里亚民兵

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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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专家组认为，边界两侧社区的关系如此密切，难免有些战斗人员既在利比

里亚也在科特迪瓦开展行动，尤其是解放非洲世界特种部队的战斗人员。专家组并

未观察到也未获悉有完全由利比里亚战斗人员组成的民兵在科特迪瓦境内活动。 

110. 专家组约谈的民兵领导人都坚称，他们的队伍继续运作仅仅是为了保卫当

地社区免遭“新生力量”和近来占据了西南部分地区(特别是邦戈洛以东的蒙贝

格森林)的定居者未来的进犯。据报这些定居者源自不同地区，包括布基纳法索

国民和马里国民以及科特迪瓦北方人。联科行动军事观察员注意到，这些新定居

地区经常发生族裔间武装暴力和拦路抢劫事件。由于地形复杂和缺乏安全保障，

无论是联科行动还是政府部队基本上都无法进入这些地区。 

 1. 西南部民兵的武器和弹药 
 

111. 专家组约谈的领导人均否认科特迪瓦媒体和其他地方的媒体关于科特迪

瓦政府在 2002 年 9 月危机期间或从那时以来向他们提供了武器的报道。此外，

他们声称并没有因为在危机中支持了政府而受到过任何财政奖励。 

112. 这些民兵团体表示，他们现存的武器是在作战过程中从“新生力量”部队

缴获的，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获得过武器或弹药。专家组无法确定这些所谓的自卫

队是否可能有其他的供应来源，但却注意到大多数民兵成员似乎都极为贫穷，几

乎没有什么资源可供购置军火，而他们武器的状况也不像是 近取得的。 

113. 民兵的武器一般与科国防军(广而言之还有“新生力量”)使用的类型相同，

其中包括：卡拉什尼科夫式突击步枪、RPG-7 火箭发射器(专家组未见到弹头)、

5.56×45 毫米弹药(数量很少)、7.62×39 毫米弹药(数量多很多)、7.62×54(R)

毫米(很多)和高爆破片杀伤手榴弹(很多)。专家组检查了若干团体手头的武器和

弹药，发现它们看上去比较陈旧，一般状况都很差。 

114. 马霍·格洛费埃控制下的民兵部队(以吉格洛为基地)是一个例外。他本人

的警卫人员(约 10至 15 人)装备良好，配有新军装、靴子和贝雷帽，上面绣有“特

种部队”徽章。这些部队装备了卡拉什尼科夫式突击步枪(保养良好)和其他武器，

包括9毫米乌兹冲锋枪和9毫米手枪。专家组有理由认为，格洛费埃先生拥有的经

济利益远比该地区其他民兵团体所拥有的经济利益更加利润丰厚(见下文第 207 至

第 210 段)，从他本人的警卫人员所配武器装备来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专家

组未获准仔细检查格洛费埃先生民兵的武器，因而不知道这些武器从何处获得。 

115. 专家组了解，过去的调查显示，贩运军火是沿萨桑德拉河往布约湖进入科

特迪瓦西南部的(见 S/2008/598，第 99 至第 103 段和 S/2009/188，第 49 段)。

不过，它并不认为沿这条路线转运的武器和弹药供给了亲政府的民兵团体。这些

武器可能源自“新生力量”控制的科特迪瓦北部，供给了西南地区的北方定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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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与西南部民兵有关的未来动向 
 

116. 民兵在科特迪瓦西南部继续普遍存在的一个原因是政府部队在该地区力

量单薄。有些民兵当着科国防军的面携带武器，尤其是格洛费埃先生的部队。他

的部队在吉格洛街头和在靠近科特迪瓦警察和宪兵的地方都是全副武装。 

117. 虽然各个自卫队是在危机期间为应对其社区所面临的威胁而出现的，但它

们似乎已演变成了一场具有政治或经济动机的更长期运动，支撑着其存在的因素

可以说有 3个。 

118. 首先，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对抗感受到的“新生力量”和“北方”定居者构

成的武装袭击威胁。各社区声称，科国防军在该地区相对薄弱的存在使它们有理

由保留武装自卫队。 

119. 其次，它们希望通过保留武装存在，其成员就有可能被视为前战斗人员，

因而将在未来(尽管遥远)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中获得经济利益。 

120. 后，在一个几无国家控制、却有很多机会从对开采业(特别是木材)的控

制或保护中进行商业“征税”和创收的地区，武装起来有种种好处。 

121. 专家组预测，在当前南北两分局面依然持续的情况下，科特迪瓦政府不会

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解除该地区民兵团体的武装或将其解散，主要是因为这些力量

具有潜在的防御功用。专家组认为，政府的政策可能倾向于只向这些团体(或向

其领导人)提供 低限度的支助，同时让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问题悬而

不决。 

 F. 个案研究：“新生力量”内部人员的重新武装 
 

122. “新生力量”内部一些人员正在重新武装并还获得了相关的军用物资，包

括通信设备、改为军事用途的车辆和军服。这些行动表明，“新生力量”的一些

地区指挥官在科特迪瓦北部努力通过军事手段巩固领土控制。 

123. 本报告下文各节将对证据的独立来源进行一系列分析，其中包括对武器和

弹药的实物调查和可靠目击者的证词。专家组认为，总体证据表明，“新生力量”

内部的一些人员已获得了违反制裁制度的武器和有关物资。 

 1. “新生力量”武器和弹药的取得 
 

124. 专家组没有观察到“新生力量”拥有可被识别为 2004 年 11 月实施军火禁

运之后制造的任何武器或弹药。
11
 当然，这不并排除2004 年之后取得较老式的武

__________________ 

 
11
 正如本报告第 54 至第 58 段所述，“新生力量”不允许专家组或联科行动不受阻碍地检查其储

存的全部武器和弹药。由于这一原因，专家组无法确定“新生力量”是否拥有专家组没有观察

到的 2004 年 11 月实施军火禁运之后制造(因而进口)的武器或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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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弹药。这就是为什么专家组采用了一种比较方法，将“新生力量”的武器和弹

药类型与它认为军火禁运之前就存在于科特迪瓦的武器和弹药类型进行比对。 

125. 除了战场上缴获的武器和弹药之外，“新生力量”在 2002 年 9 月赢得对科

特迪瓦北方的控制后，还获得了科国防军的许多武器和多个武器储存设施。因此，

科国防军常用的在役武器和弹药类型，“新生力量”也在使用。 

126. 不过，对“新生力量”和科国防军武器的比较分析显示，“新生力量”拥

有大量并非科国防军使用的在役类型的武器和弹药，而且也无法从历史角度对于

这些武器和弹药在科特迪瓦境内的存在作出解释。专家组正是把这些武器和弹药

作为调查的重点。 

 (a) 突击步枪的取得 
 

127. “新生力量”的库存武器分属于不同年代，从 1940 年代到 2000 年代都有。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武器反映了科国防军在役武器的类型，其中包括不同年代和

产地的卡拉什尼科夫式突击步枪，以及“新生力量”部队不那么重视的较老式武

器，例如法国马努汉厂制造的 SIG-540 系列突击步枪，以及更老式的 MAS-49/56
式步枪和 MAT-49 式冲锋枪。专家组和联科行动视察队的观察表明，在视察过程

中，“新生力量”总是交验这些武器中较老旧的 MAS、MAT 和 SIG 式武器，却

不太愿意展示卡拉什尼科夫式武器。 

128. 在“新生力量”交验的卡拉什尼科夫式武器中，大部分(超过 90%)的序列

号都已被有意磨掉。相比之下，专家组对政府控制的科国防军部队所拥有的卡拉

什尼科夫式武器的检查显示，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序列号都完好无损。 

129. “新生力量”库存的其他类型武器的序列号没有被去除。视察过程中，专

家组没有发现禁运前就存在的SIG-540系列突击步枪、MAS-49/56式步枪或MAT-49

式冲锋枪被篡改序列号的证据。它还观察到，禁运前就有的保加利亚制ARM突击

步枪(卡拉什尼科夫式的一种变型)的序列号也完好无损。在未实施禁运之前，这

些ARM武器在危机期间(2002 年至 2004 年)被大批
12
 运给了科特迪瓦政府。总而

言之，这些观察表明，对序列号的去除具有高度选择性，其重点只是“新生力量”

持有的卡拉什尼科夫式武器，却没有理会那些已知禁运前就存在于科特迪瓦境内

的武器。 

130. 缺少序列号的卡拉什尼科夫式武器出自不同产地和年代，其中包括俄制

AK-47 和 AKM 武器，出厂时间从 1950 年代至 1990 年代不等，此外还有各种型

号的中国制 56 式突击步枪。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武器的年代都相当久远，而

__________________ 

 
12
 保加利亚向专家组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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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能多次转手，因而难以追溯其转让历史。由于这些原因，即使这些武器的

序列号仍然完好无损，专家组可能也不会与它们的制造商接触以试图追查其来

龙去脉。故意去除“新生力量”武器上的序列号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没有必要

的。 

131. 第二个不同寻常的情况是去除系列号这一做法的彻底性。卡拉什尼科夫式

武器一个 共同的特点是机匣左边有一个序列号。该号码 后 4 个数字通常会重

复打印在枪栓连动座上,
13
 而枪栓连动座是这种武器内部机制的一部分。部分重

复打印的序列号有助于防止一件武器的运动部件与其他武器的运动部件搞混，但

不能用于在制造或转让记录中追查一件武器。尽管如此，“新生力量”卡拉什尼

科夫式武器枪栓连动座上的部分序列号也都被去除了。如果其目的是使武器无法

被追查，这样做并无必要(见图四)。 

图四 

通过打磨去除的序列号(上)和枪栓连动座号码(下) 

 

 

 

 

 

 

 

 

 

 

 

 

 

 
来源：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 

132. 故意和彻底去除序列号和相关标识的做法清楚地表明，要么是“新生力

量”、要么是武器供应商不想让这些武器受到追查。对“新生力量”而言，去除

其在危机期间获得的禁运前武器上的序列号得不到任何好处。已知的禁运前武器

上的序列号都没有被去除这一事实，也可支持这种看法。 

__________________ 

 
13
 武器的其他部件(例如复进簧导杆和机匣盖)也可能标有部分重复的序列号。这种标识做法并不

普遍，而且因武器制造商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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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如果序列号都完好无损，追查它们的唯一办法是查阅制造商的记录，以确

定一个收货国。专家组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新生力量”是在区域非法市场上零

敲碎打地购置这些武器，就没有什么必要去除序列号，而且肯定不会做得如此全

面和系统。相比之下，对去除序列号之事的 合理解释是：有一个国家参与了此

事，而它的武器有可能在转让记录中被追查到，无论去除序列号的是这个国家，

还是“新生力量”应该国的要求而为之。
14
  

134. 专家组估计，“新生力量”拥有数千支去除了序列号的卡拉什尼科夫式突

击步枪。 

 (b) 小口径弹药的取得 
 

135. 专家组观察到大量袋装的小口径弹药储存在“新生力量”位于科霍戈(方

萨哈部队和珀莱东机动宪兵队)和奥迭内的设施中。联科行动军事观察员在瓦武

阿也看到并拍摄了袋装的弹药。这种弹药装在可可袋里，大部分袋子上都印有“加

纳可可管理局，加纳出产”的标记(见图五)。 

图五 

“新生力量”储存设施中的袋装弹药(各种口径) 

 

 

 

 

 

 
 

来源：联科行动(左)；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中和右)。 

136. 大部分军队储存弹药的方式都是利用其原包装，除非弹药正在使用。这种

包装通常包括置于木箱之内的密封金属容器，以保护弹药不致退化并延长其使用

寿命。箱装弹药也比散放或袋装弹药更易储存和处理。 

137. 由于有大量弹药以并非 佳的方式储存，专家组在若干不同地点都曾询问

“新生力量”人员为什么这些弹药不是箱装而是袋装。这些人员无法提出一个令

人满意的解释，并对专家组说，这些袋子是“在当地买的”，而存储方式“并不

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 

 
14
 这些武器的年代和产地都不尽相同，因而排除了单一私营制造商在销售前磨掉序列号的可能性

(换言之，如果情况如此，所有这些武器的年代和产地就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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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苏丹弹药(左)和不明类型弹药(右) 

 

 

 

 

 

 
来源：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 

138. 不过，专家组观察到，“新生力量”储存设施中的袋装弹药和其他类型弹

药之间具有明显区别。袋装弹药包括三大类：相对陈旧的俄制弹药和苏丹制弹药，

而这些弹药几乎总是和一些制造商不明
15
 的弹药存放在一起(见图六和表 2)。这

些弹药并未混装，而是每个袋子储存一种类型。 

表 2 

在“新生力量”设施中发现的袋装弹药的类型和产地 

口径 标识 制造年份 原产国 

7.62×25 毫米 38_84 1984 俄罗斯联邦(苏联) 

7.62×39 毫米 SU_1_39_01 2001 苏丹 

7.62×39 毫米 1_39_04 2004a 不明 

7.62×39 毫米 1_39_03 2003a 不明 

14.5×114 毫米 3_85 1985 俄罗斯联邦(苏联) 

14.5×114 毫米 3_59 1959 俄罗斯联邦(苏联) 

14.5×114 毫米 711_60 1960 俄罗斯联邦(苏联) 

14.5×114 毫米 17_85 1985 俄罗斯联邦(苏联) 

 

来源：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 

缩写：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a 可能的制造日期。 

139. “新生力量”的其余弹药并非袋装，而是储存在制造商提供的原包装中。这

类弹药均系禁运前输入科特迪瓦，
16
 其类型与禁运前政府控制的部队使用的在役类

型相同，而科国防军如今仍在使用这类弹药。这些类型列于表 3，其中包括剩余的

法国弹药和时间更近(2002年)的中国和保加利亚子弹。就专家组所知，无论是在“新

生力量”还是在科国防军的设施中，这种禁运前弹药从来都不是袋装存放的。 

__________________ 

 
15
 在肯尼亚北方、苏丹南方和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非法市场上都观察到大量这种弹药。 

 
16
 标在箱子上的转运日期和进口地点(阿比让)显示均系禁运前输入科特迪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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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新生力量”和政府控制的科国防军部队都拥有的禁运前弹药(最常见类型) 

口径 标识 制造年份 原产国 

7.5×54 毫米 不一 不一 法国 

7.62×39 毫米 10_02 2002 保加利亚 

7.62×39 毫米 61_02 2002 中国 

7.62×54 毫米 10_02 2002 保加利亚 

 

来源：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 

图七 

“新生力量”储存设施中的法国(左)和中国(右)箱装弹药 

 

 

 

 

 

 

 

 

来源：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 

140. 袋装小口径弹药很难在生产或转让记录中追查到，因为单个弹壳标出的信息很

少。 有用的信息，特别是批量号，都标在原厂的包装上(见图七)。一旦去除了原包

装，就几乎不可能追查到无批量号的小口径弹药的具体转让情况(例如某次装运)。 

141. “新生力量”并无实用或后勤方面的理由要选择以袋装方式存储大量弹药。

而且，更没有理由要去区分弹药类型：也就是说，挑选一些类型进行袋装储存，

而把禁运前弹药留为箱装。专家组认为，将袋装弹药从原包装中取出(从而去除

用于识别的批量号)的目的是隐瞒其产地。 

142. 这种重新包装是系统性的。许多可可袋本身还装着一些内有弹药的小型黑

色塑料袋。这些袋中装着常规数量的弹药：就 7.62×39 毫米弹药而言，就是每个

塑料袋装20发子弹。这表明，弹药被从每盒20发的原标准包装
17
 中移入了塑料

袋。这种有系统的重新包装，以及每个袋中的弹药都是同一类型的事实，说明这些

弹药被从盒子里直接转入了袋中。因此，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弹药来自一个单一的

供应商，而不是多个不同的来源。比如说，如果弹药取自多个供应商，然后再装入

袋中，那么每一个袋中就会装有多种不同的弹药。而情况却并非如此。 

143. 专家组得出结论认为，正如突击步枪的转让情况一样，这些弹药是由一个

国家或在一个国家的要求下重新包装的。如果“新生力量”是从若干非国家来源 

__________________ 

 
17
 大部分军用 7.62×39 毫米弹药都是 20 发一盒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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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这些弹药，任何来源(而且肯定不是所有来源)都没有必要把弹药从原包装盒

中取出然后有系统地重新包装。专家组认为，只有是一个国家，才会担心其本身

合法获得的弹药在转让给“新生力量”之后，如果留在印有批量号的原包装盒中

存放，就可能会被追查到自己头上。 

144. 专家组估计，它在科霍戈和奥迭内观察到的袋中装有约 70 000 至 100 000

发子弹。
18
 这些袋子只是可疑弹药中的一小部分。三类 7.62×39 毫米子弹(一种

苏丹制和两种不明类型)被“新生力量”广泛使用，数目大概超过 500 000 发。

专家组(在奥迭内、塞盖拉、科霍戈和费尔凱塞杜古及其附近)对“新生力量”个

人武器的现场检查显示，在配备的 7.62×39 毫米弹药中，这三种子弹占 70%到

100%(见图八)。专家组在任何检查地点都未观察到这些类弹药被储存在盒子里。 

图八 

可疑的 7.62×39 毫米弹药在科特迪瓦北方分布情况示意图 

 

 

 

 

 

 

 

 

 

 

 

 

 

 

 

 

 

 

 

 
 

来源：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 

说明：此地图只包括上文表 2中列出的 7.62×39 毫米弹药类型。 

__________________ 

 
18
 这仅仅是一个估计数，根据专家组处理的几个袋子的大约重量除以一发子弹的重量得出。 

奥迭内 

几内亚 

马里 

布基纳法索 

达纳内 芒镇 

本贾利 
科霍戈 

费凯塞杜古 

北部走廊

亚穆苏克罗 

杜埃奎 

塞盖拉 

达洛亚

图巴 

布瓦凯 

可疑弹药 

    袋装： 
 

      散放： 

 

      转运： 

科特迪瓦 

邦福拉 

博博迪乌拉索 

武瓦阿 

旺戈洛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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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从布基纳法索转运的武器和弹药 
 

145. 专家组从两个独立和可靠的证人处获悉，有武器和弹药从布基纳法索领土

上转运到“新生力量”控制的科特迪瓦北方若干不同地点。这些举报总体上与专

家组关于被去除序列号的突击步枪和上述袋装弹药的调查结果相吻合。 

146. 第一个人告诉专家组说，一些未透露身份并在行动上支持“新生力量”的

当事方从布基纳法索南部通过陆路向科特迪瓦境内费尔凱塞杜古镇和科霍戈镇

的“新生力量”部队运送了突击步枪和小口径弹药。据报，这些武器是在布基纳

法索境内的博博迪乌拉索镇装载的。举报(2009 年 2 月)的 后一次转运日期是在

2008 年 12 月，但专家组有理由相信，这些转运还在进行之中(见下文)。 

147. 第二个人告诉专家组说，“AK-47”(卡拉什尼科夫式)武器和弹药是用牛车

从布基纳法索运到费尔凱塞杜古的，然后再运给“新生力量”在科霍戈的部队，

特别是给科霍戈领土连。这些武器的序列号在装运前已被去除，而且武器和弹药

都是用米袋装运的。 

148. 同一证人还向专家组提供了举报被转让弹药的样品。这些弹药的类型列于

下文表 4，其中包括专家组在可可袋(而非米袋)中发现的所有类型，
19
 除上文第

138 段所述苏丹弹药和两种制造商不明的类型之外，还有俄制弹药。
20
  

表 4 

据报用米袋从布基纳法索运至科霍戈的弹药的样品 

口径 标识 制造年份 原产国 

7.62×25 毫米 38_84 1984 俄罗斯联邦(苏联) 

7.62×39 毫米 SU_1_39_01 2001 苏丹 

7.62×39 毫米 1_39_04 2004? 不明 

7.62×39 毫米 7.62x39_03 2003? 不明 

14.5×114 毫米 3_85 1985 俄罗斯联邦(苏联) 

 

来源：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 

缩写：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a 可能的制造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19
 虽然米袋一般是尼龙编织而可可袋是黄麻制成，但米袋和可可袋在该区域的使用比例相似。鉴

于用袋子装运弹药本身就不寻常，专家组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证人对袋子的提及比袋子的类

型更重要。 

 
20
 专家组曾写信给肯尼亚和苏丹等几个会员国，请它们说明是否可以辨认出这些弹药的制造商。

肯尼亚答复说，凭显示的标识它无法辨认出制造商。而苏丹则正如先前所述，拒绝与专家组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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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专家组认为这些举报是准确的，理由有四：第一，两名证人的举报内涵一

致且相互印证。第二，专家组认为每一名证人都是有关方面的行家：第一个人参

与了科特迪瓦北部与布基纳法索南部之间的陆路贸易，第二个人是“新生力量”

现役成员，具有足够的级别合理地了解到“新生力量”获取武器的策略。第三，

第二名证人提供的具体信息(包括袋装弹药和被消去的序列号)与专家组较早时

对武器和弹药的分析不谋而合。 后，第二名证人还向专家组提供了弹药样品，

而这些样品与在袋子中发现的类型相吻合。 

150. 专家组相信，它对可疑武器和弹药的实物评估，再加上这两项举报，提供

了足够证据，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新生力量”内部一些人员已获取了违反禁运

的武器和弹药。 

151. 专家组还注意到，这些弹药(并可能有武器)的转让仍在进行。例如，专家

组 2009 年 2 月 14 日考察“新生力量”位于科霍戈的方萨哈 110 部队时，观察到

多 5 袋弹药(见图九，左边照片)。2009 年 6 月 10 日在考察同一储藏室时，专

家组观察到该室存有超过 60 袋弹药(见图九，右边照片)。“新生力量”驻该地人

员无法对这一增加提出解释。 

图九 

位于科霍戈的方萨哈 110 的袋装弹药：2009 年 2 月 14 日(左)和 2009 年 6 月 10

日(右) 

 

 

 

 

 

 

 

 

 
来源：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 

 2. 第 10 区“新生力量”取得的其他军用物资 
 

152. 马丁·夸库·福菲埃是受到单独制裁的 3 名个人之一(见下文第 482 至第

485 段)，他坐镇科霍戈指挥第 10 区。专家组正是在科霍戈镇注意到了 大量的

上述袋装弹药。科霍戈也是科特迪瓦北部至布基纳法索和马里主要贸易路线的必

经要冲。特别是，专家组认为从布基纳法索进口武器和弹药的路线也穿越了第 10

区(见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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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如以下几节所述，第 10 区的“新生力量”除了取得武器和弹药之外，还

寻求通过取得无线电通信设备、车辆和军服加强其军事能力。专家组认为，这些

购置是第 10 区正在实施的相对大规模的重新武装和重新装备方案的一部分。它

还注意到“新生力量”其他区指挥官们也在重新装备其部队的证据。 

 (a) 购置通信设备 
 

154. 2009 年 4 月，福菲埃先生邀请科特迪瓦媒体的代表前去拍摄新购置的摩托

罗拉无线电通信设备。福菲埃先生的发言人对媒体说，那些通信设备是“新生力

量”在科霍戈为无线电通信设备和车辆投资 3 200 万非洲法郎的一部分，其中包

括基地台、GP 340 送受话器和GP 500 中继天线。
21
 一家报纸发表了那些无线电

通信设备的一些图片。
22
 专家组注意到，所公布的无线电设备类型在科霍戈镇和

费尔凱塞杜古镇及其周围的“新生力量”部队手中现在很常见。 

155. 2009 年 6 月，专家组在科霍戈调查时，得以记下一个无线电送受话器上的

序列号。摩托罗拉公司对专家组说，该无线电设备于 2003 年 8 月出售给了北京

的一家公司(Huaana Guang Tong Electronic Co. Ltd.)。专家组曾致函中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团，请求提供关于该送受话器的转售信息。该代表团答复说，根据中国的

法律和条例，这种通信设备不受武器出口管制，因此“不涉及违反安全理事会对

科特迪瓦施加的军火禁运的问题”。专家组的看法与此不同。 

 (b) 军装的购置 
 

156. 在科霍戈，专家组在福菲埃先生的私人民兵方萨哈110(见上文第37段)的储

存设施中观察到了装满军靴、军装、军帽和贝雷帽的大箱子。方萨哈 110 的人员在

两个不同场合对专家组和联科行动说，这些军装是“在科霍戈的市场上做的”。 

157. 专家组拍摄了这些军装，上有一家法国制造商的名称“Groupe Marck”。该

制造商告知专家组说，这些军装(斜纹 F1“蜥蜴”迷彩服)只供给了布基纳法索和

贝宁国防部。专家组将信件转给了这两个国家。对此，两国答复说，它们既未向

“新生力量”转让过军装，也没有军装丢失或被盗。 

158. 军装似乎还分发给了第 10 区其他部分的“新生力量”。2009 年 8 月 5 日，

位于费尔凱塞杜古的“新生力量”收到了 150 套军装、200 双靴子和 100 顶军用

贝雷帽。
23
 专家组未能查看这些军装或确定其产地。 

__________________ 

 
21
 2009 年 4 月 3 日，Notre Voie,“Korhogo：Le‘commandant’Fofié Kouakou renforce la sécurité 
dans la zone”。 

 
22
 2009 年 4 月 3 日，Le Patriote, “Fofié équipe ses homes”。 

 
23
 联科行动 2009 年 8 月 6日编写的《费尔凱塞杜古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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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购置“军用”车辆 
 

159. 专家组收到了数份关于第 10 区的“新生力量”购置小卡车的报告。科霍

戈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通知专家组说，2009 年 6 月，该镇的“新生力量”部队购

置了 10 辆不同类型的这种小卡车，据报发货地点位于布基纳法索领土。此外，

联科行动报告说，2009 年 8 月 5 日，位于费尔凱塞杜古的“新生力量”购置了 3

辆丰田厂“陆地巡洋舰”(Landcruiser)牌小卡车。
24
 虽然专家组未能确定这些车

辆来自何处，但它认为，外国供应民用车辆在科特迪瓦境内作为军用，这种做法

违反了制裁制度(见上文第 62 段)。 

160. 专家组还注意到，为军事目的购置车辆的做法还不仅限于第10区。例如，专

家组见到芒镇的“新生力量”在使用估计为 20 辆簇新的现代厂“搬运工”(Portor)
牌小卡车。这些车辆一模一样，都漆成灰色，上有眼镜蛇部队的名称，而该部队的基

地在芒镇。这些卡车已被改装为军用，加装了双排长座椅以运送部队。专家组曾请现

代汽车公司提供其在科特迪瓦销售情况的信息。该公司回应说，它只通过位于阿比

让的一家私营分销商(Africauto Alliance Automobiles)出售车辆，而该分销商没有在任

何车辆中加装过中央长座椅。现代汽车公司还告知专家组，该分销商的现代“搬运

工”牌车主要是卖给可可种植者，“新生力量”可能是通过这一途径获得这些车辆的。 

161. 专家组未能对此进行进一步调查，但认为，考虑到“新生力量”与可可贸

易之间的密切关联(特别是在芒镇地区)，以这种手段进行购置看来是可能的(见

下文第 235 和第 236 段)。 

 3. 关于“新生力量”购置军火和相关物资问题的结论意见 
 

162. 专家组认为，本个案研究提出的证据有力地说明，“新生力量”某些成员

正在重新武装，从而违反了军火和相关物资禁运。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在科霍戈

使用的无线电设备的采购，“新生力量”公开宣布了这种购置，尽管他们没有公

布这些设备的来源。 

163. 虽然专家组相信，布基纳法索某些方面参与了向“新生力量”部队转让武

器和弹药之事，但它没有证据把这些转让与布基纳法索当局挂钩。虽说如此，专

家组认为，位于布基纳法索境内(特别是在博博迪乌拉索)的一些实体和个人在

“新生力量”控制的科特迪瓦拥有商业利益(见下文第 237 和第 238 段)，并且既

有动机也有办法协助“新生力量”购置武器。 

164. 例如，专家组认为，用于把科特迪瓦北方的可可运往博博迪乌拉索的加纳

可可袋(见下文第 242 段)与“新生力量”在科特迪瓦境内数个设施中装放弹药的

可可袋子一模一样，这种情况可能并非巧合。专家组指出，科特迪瓦卡车是在博

博迪乌拉索卸下装在有加纳标识的袋中的科特迪瓦可可。它认为，这些卡车在离

__________________ 

 
24
 同上。 



S/2009/521  
 

09-55098 (C)38 
 

开博博迪乌拉索返回之前，收集了有加纳标识的空袋子。这可能说明弹药就是在

该镇重新包装的，不过专家组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165. 虽然专家组没有掌握军火和弹药转让的书面证据，例如货运清单或终端用

户证，但它认为，这并不能抹杀其调查结果的力量。在这样一个案例中，用粗糙

的袋子装着武器和弹药陆运越过一个管制相对松懈的边界，并不像以空运或海运

方式进行重要的国际武器转让那样一定要有转运文件。 

166. 专家组还回顾其与 12 口径猎枪子弹转让有关的调查结果(见第 102 至第

105 段)，同时也注意到布基纳法索在控制在其领土上活动或过境的个人或实体的

能力方面显然有些困难。专家组鼓励布基纳法索政府毫不延迟地对这些军火、弹

药和相关物资的转让展开调查。 

 七. 经费 
 
 

167. 本节报告揭示了科特迪瓦政府和“新生力量”可用于购买军火及相关物资

的经费来源，包括对科特迪瓦国防预算的分析结果，并就前几个专家组对该国政

府和“新生力量”提出的一些尚未得到答复的询问提出报告。这些问题分别涉及

该国政府在 2008-2009 年的拨款及季度执行情况，以及作为“新生力量”财政总

部的“财政中心”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168. 如专家组中期报告(S/2009/188，第 59 段)所示，本节的第二个目的是检

查为采购军火及相关物资供资的遍及全国且往往是非正式的经济网络。这些网络

往往超越政治利益和政治关系，由中间人和交易商在科特迪瓦的北部和南部同时

运作。为说明这一点，专家组分析了一项在北部和南部都很普遍的主要赢利活动：

可可的生产和出口。 

169. 科特迪瓦是全世界 大的可可生产国，占世界出口市场近 40%的份额。但

是，这一数字并未包括“新生力量”控制下的科特迪瓦北部的可可生产和出口。

专家组估计，科特迪瓦北部每季大约生产 128 000 吨可可豆，在世界可可 大产

地中可排第七位(见下表 5)。 

表 5 

2006-2007 年世界可可豆季节产量 

国家 可可产量(吨) 占世界产量百分比 

科特迪瓦(南部) 1 280 000 37.2 

加纳 660 000 19.2 

印度尼西亚 470 000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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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可可产量(吨) 占世界产量百分比 

尼日利亚 180 000 5.2 

喀麦隆 180 000 5.2 

巴西 140 000 4.4 

科特迪瓦(北部) 128 000 3.7 

厄瓜多尔 114 000 3.3 

其他 274 000 8 

  共计 3 436 000 100 

 

资料来源：2007 年 10 月 22 日《国际可可组织可可季度统计公报》，第三十三卷，第 4 号。 

注：科特迪瓦(北部)数据反映专家组本身对 2008-2009 年可可季节的估计，北部的产量大约是

科特迪瓦南部产量的 10%。专家组在访谈可可作物预报专家和国际买家之后得出了 10%的

估计数。 

  “其他”项下的数字和所有百分数都不同于原始资料来源，因为从“其他”类别中减去了

科特迪瓦(北部)的产量数字。专家组未能获得一套完整的数据(生产国正在编制其中一些

数据)，但注意到，自 2004 年以来世界产量一直保持平稳。 

 A. 政府的经费 
 

170. 本节提出了四个分析结果：(a) 根据前几个专家组提出的与经费相关的询

问进行的调查；(b) 该国政府 2008 年军费预算拨款的 新概况；(c) 对该国政

府为遵守国际债权人标准而面临的挑战的分析；以及(d) 对 近有关私人向国防

部捐款 2.15 亿非洲法郎
25
 (约合 43 万美元)的新闻报道的讨论。 

 1. 就前几个专家组调查结果采取的后续行动 
 

171. 在执行其授权任务期间，专家组向不同的科特迪瓦政府机构、会员国、国

际组织和私营公司发出了 37 封信，追问前几个专家组提出但尚未得到答复的询

问。在所发出的信件中，专家组只收到了 16 份回复。尽管经济与财政部和农业

部同意会见专家组，但专家组在会见期间提出或重申的问题仍未得到答复。 

172. 在专家组发出的信件中有四封信要求提供 2009 年国家预算及 2009 年 1 月

至 6月期间季度执行情况资料的复印件。专家组还要求该国政府提供灌木袋税账户

和谨慎基金账户
26
 的分类账，前几个专家组也提出过类似的要求(见S/2008/598，

第 118 段)。此外，专家组要求提供有关该国政府调查财务违规行为工作的资料。

__________________ 

 
25
 按 500 非洲法郎兑 1美元的平均汇率计算。 

 
26
 灌木袋税是指向出口商征税以供出资向可可生产商购买可可袋。谨慎基金的用途是确保在价格

跌落时向生产商支付的价格不会低于可可参考价格(可可咖啡交易所，“岸边地价构成中的费用

结构”，网页，《季刊：2006 年 2 月至 7月合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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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据报道，司法部调查了从曾经负责管理和规范科特迪瓦可可市场的一个科特

迪瓦组织——咖啡和可可集团挪用或侵吞资金的问题，专家组要求提供调查结果。

专家组还询问为什么该国政府要保留对可可征收准财政税及新设立一个准财政税

务机关(咖啡和可可管理委员会)。就科特迪瓦而言，准财政税是一种半官方的征税

制度，其收取的资金不一定会受到政府监督机制的正常监督。 

173. 后，专家组要求提供资料，说明该国政府为增加国家预算尤其是军事部

门预算的编制及执行情况的透明度而采取的措施。 

174. 专家组还向该国境内的主要可可交易公司发出了 10 封信，目的是相互比

照它们就贸易数字及向政府支付税款尤其是准财政税所做的答复。做出答复的公

司只有三家。 

175. 在进行经费相关调查时，专家组还致函财政及公共账户总监、海关署长、

在阿比让的西非国家中央银行(西非央行)行长、矿产及能源部、森林发展协会主

任、环境、水及森林事务部(都与科特迪瓦林木开发的收益有关)，以及科特迪瓦

新印刷出版公司总监。专家组发出的信件绝大多数都未得到回复。 

176. 鉴于石油和天然气对科特迪瓦的经济非常重要，专家组就矿物燃料的生产

及贸易和这一部门为该国经济带来的收益情况约谈了矿产及能源部代表。专家组

还发信给该国的两个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专家组希望用这些公司提供的信息与该

国政府提供的数据进行比照。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回复专家组的要求。 

 2. 2008 财政年度军费的预算执行和分配情况 
 

177. 专家组在 2009 年 4 月 24 日致科特迪瓦国防部的信中要求对下表 6 所列军

费提供详细分类账，但未收到回复。专家组只能通过私人而不是官方渠道得到一份

题为“向部长会议提交的关于 2009 年预算草案的函件”的文件草案。这份函件载

有关于 2008 年预算执行情况的 新资料。下表 6和表 7提供了这份由经济与财政

部于2008年12月12日编写的函件里的数字。
27
 表内数字单位均为百万非洲法郎。 

表 6 

按部门和职能分列的 2008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截至 2008 年 12 月 12 日)
28
 

 经费 支付总额 

部门和职能  (非洲法郎) 

防务 211 313 562 017 204 902 703 544 

 社会事务 10 981 312 551 6 919 149 721 

 军务 82 614 279 176 93 181 301 909 

__________________ 

 
27
 经济与财政部 2008 年 12 月向部长会议提交的关于 2009 年度预算项目的函件。 

 
28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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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费 支付总额 

部门和职能  (非洲法郎) 

 宪兵事务 39 631 352 773 34 844 812 495 

 其他军务 78 086 617 517 69 957 439 419 

 行政租赁 9 500 000 000 9 500 000 000 

 奖励金 a 39 700 000 000 39 700 000 000 

安全与公共秩序 101 083 509 105 94 866 260 182 

 警务 79 137 091 054 78 542 564 218 

 司法 20 140 596 687 16 089 699 527 

 惩罚机构和管教所 1 805 821 364 233 996 437 

 

资料来源：科特迪瓦政府经济与财政部。 

 a 向现役军事人员发放的奖金。 

表 7 

关于按部委、机构和主要类别分列的 2008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截至 2008 年 12 月

12 日)的函件摘录
29 

 补充预算 支付总额 

部委  (非洲法郎) 

国防部 171 345 096 353 165 202 703 544 

共用设备 1 870 730 047 482 500 155 

调用及国家干预 1 846 560 218 2 315 332 890 

人事费 108 176 640 379 95 853 062 145 

商品和服务采购 59 451 165 709 66 551 808 354 

 

资料来源：科特迪瓦政府经济与财政部。 

178. 表 6 和表 7 内的预算资料与 2008 年 3 月的预算差别不大。上一个专家组

注意到(见 S/2008/598，第 108 段)，2008 年 3 月 31 日把向国防部拨款的数额

初定为 1 540 亿非洲法郎，后来上调至 1 610 亿非洲法郎。根据表 7，该数额

终增加到 1 650 亿非洲法郎(也就是说变化不大)。 

179. 为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727(2006)号决议第 7 段履行其授权任务，专家组要

求科特迪瓦政府提供军事预算中所有账户的详细资料，尤其是有关“其他军务”

项下 690 亿非洲法郎的资料。 

__________________ 

 
29
 《按部门和职能分列的 2008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截至 2008 年底)。经济与财政部 2008 年 12

月向部长会议提交的关于 2009 年度预算项目的函件，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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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政府和国际债权人 
 

180. 巴黎国际债权人俱乐部同意取消科特迪瓦 8.45 亿美元的国债，另外 40 亿

美元的付款可延至 2012 年 4 月支付，这是因为考虑到政府采取了促进经济恢复

的良好措施，例如清理国内欠款，维持向贷款国支付利息的健康资金流。 

181. 巴黎俱乐部采取的行动表明，科特迪瓦政府为实现财政和结构目标做出了

妥协，以期根据重债穷国倡议争取某些债务得到豁免。
30
  

182. 政府做出的另一个妥协就是减少可可部门的财政负担。在 2003/2004 年期

间，该国政府对可可征收的准财政税高达 53%，但对这类收入根本没有实行或只

实行了 低限度的问责制度。世界银行认识到这个问题，因此规定，到 2011 年

对可可部门的征税总税率不应超过 22%；这一举措将降低可可收入税，使之达到

比该区域其他国家更具竞争力的水平。 

183. 尽管科特迪瓦政府似乎正在采取步骤以遵守国际债权人的各项要求，但

专家组认为，与管理来自可可的收益有关的某些方面仍然不够透明。这就隐含

了风险，因为科特迪瓦当局可以悄悄地挪用其中一部分资金用来购买军火及相

关物资。由于资金管理不透明，若发生这种挪用资金的情事，国际组织将很难

进行追踪。 

184. 在这方面，专家组注意到 2009 年 5 月 6 日《基金组织调查杂志》内一篇

文章的结论；该文章建议有必要对可可收入的使用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提升透

明度，加强问责制。
31
  

 4. 全国支持统一力量委员会对国防部的资助 
 

185. 根据科特迪瓦 2009 年 8 月 5 日的新闻报道，全国支持统一力量委员会

主席向国防部捐款 2.15 亿非洲法郎(约合 43 万美元)。据报道，这笔资金将用

于支付科特迪瓦军方“保卫和平进程”方面的费用。该委员会主席还宣布，该

委员会的一个伙伴公司还可能向科特迪瓦军方捐赠 40 辆车，价值 10 亿非洲法

郎。 

186. 专家组于 2009 年 8 月 13 日会见了科特迪瓦国防部长，后者坚持认为，全

国支持统一力量委员会是一个民间组织，其目的是在公民和交易商中间募集资金

以协助国防部做出努力保卫科特迪瓦的和平。这类协助包括修复军事设施、为统

一指挥中心采购军事设备，以及向重返社会的军事人员支付军饷(估计从 2009 年

7 月至 12 月每月支付大约 5 万非洲法郎)。 

187. 专家组将会见国防部装备司司长，以核实国防部打算用全国支持统一力量委

员会的这笔捐款购买何类军事设备。专家组尚未确认国防部是否会收到军用车辆。 

__________________ 

 
30
 重债穷国倡议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1996 年创立的，目的是减少穷国的债务负担。 

 
31
 《基金组织调查杂志》，“科特迪瓦朝经济恢复迈开大步”，2009 年 5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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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尽管已好几次要求国防部提供资料，但国防部尚未提供 2009 年度国防预

算的详细分类账，也未提供所要求提供的武器和弹药库存资料。鉴于以上情况，

专家组仍然认为，来自全国支持统一力量委员会的资金可能会促使国防部采购军

火及相关物资，从而违反军火及相关物资的禁运规定。 

 B. “新生力量”的经费 
 

189. 关于经费问题的章节的这一部分揭示了“新生力量”尤其是“新生力量”

地区指挥官的一个 重要的收入来源。专家组的调查显示，这些收入要大于前几

个专家组指出或一些民间社会组织研究报告提出的数额。专家组检查了一些“新

生力量”成员采购军火的情况，发现地区指挥官能够使用这些资金采购军火及相

关物资(见上文第 122 至第 166 段)。 

190. 在 2009 年 3 月 18 日与“新生力量”经济与财政秘书长穆萨•多索的会见

及 2009 年 6 月 5 日的信中，专家组要求提供 2004 至 2009 年期间由财政中心管

理的预算材料的复印件。专家组希望审查财政中心的预算及其执行情况，以及自

2004 年 11 月以来“新生力量”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在撰写本报告时，这些要求

仍未得到答复。 

 1. 案例研究：科特迪瓦北部的军阀式经济 
 

191. 如本报告导言所示，专家组注意到，“新生力量”控制下的科特迪瓦北部的经

济状况类似军阀经济。“新生力量”的十个地区指挥官利用他们的军事地位以对商业

和服务征税及从开发和出口自然资源中创收的方式从该地区榨取经济收益。 

192. 下面各段详细叙述了在整个科特迪瓦北部流向“新生力量”成员的收入规

模。这些段落着重叙述四个主要的盈利活动：向公路运输货物征税；在“新生力

量”控制地区对私营企业征收业务税；向居民征收“提供”公共服务税(尤其是

电力供应)；以及开发各种自然资源。 

 (a) 检查站 
 

193. “新生力量”在科特迪瓦北部维持了各种规模的检查站。这些检查站小的

如关卡，由两、三人驻守，大的则有相对复杂一些的检查站，设有障碍物和桥式

电子地磅，可以秤公路运输商品的重量。 

194. 卡车运输的商品在穿越科特迪瓦北部时会遭遇无数检查站，大多数必须向

“新生力量”人员支付护送费、“关税”或过境费。必须注意，这些检查站没有

统一的中央管理机构，每个检查站产生的收入通常用于支持“新生力量”当地成

员主要是地区指挥官的活动，但是会向“新生力量”中央金库——财政中心付款，

具体比例不详。 

195. 专家组 初的兴趣在于来自商品运输的收入规模，因为这些收入可能使地

区指挥官有能力采购军火及相关物资(见上文第 122 至第 166 段)。在进行广泛研



S/2009/521  
 

09-55098 (C)44 
 

究之后，专家组编制了一份过境文件及收据记录，说明六辆 40 吨装卡车从科特

迪瓦马恩镇行驶到布基纳法索边境(“新生力量”将其命名为“北部走廊”)的路

线。下表 8提供了每辆卡车支付的费用情况。图十中的地图标明了卡车行走的路

线。所有数字都以非洲法郎为单位。 

表 8 

卡车从马恩行驶至北部走廊途中支付的费用 

镇/检查站 卡车 1 卡车 2 卡车 3 卡车 4 卡车 5 卡车 6 

1. 比昂库马  5 000   

2. 图巴  3 000   

3. 博罗图 1 000 1 000   

4. 巴科  8 000   

5. 奥迭内 50 000 

50 000 

3 000 5 000   

6. 本贾利  2 000   

7. 科霍戈 200 000 

15 000 

4 000 

2 000 

1 000   

8. 锡内门佳利 

  

2 000 

1 000 

9. 费尔凱塞杜古 

 

2 000

1 500

2 000 

2 000 

1 000  

10. 旺戈洛杜古 

 

150 000

3 000   

11. 拉莱拉巴  5 000   

12. 北部走廊 3 000 

3 000 3 000   

 费用共计 332 000 22 000 21 500 10 000 5 000 3 000 

 
 

资料来源：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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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新生力量”从马恩至北部走廊的检查站 
 

 

 

 

 

 

 

 

 

 

 

 

 

 

 

 

 

 

 

 

 

 

 

 

 

 

 

 

 

 

 

 

资料来源：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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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在每一个检查站支付的费用大相径庭，“新生力量”会根据已付费的“服

务”出具各种收据和通行证。各种收据的复印件附于本报告后(见附件四)。 

 (b) 预算摊款 
 

197. “新生力量”还向在其行动区内的所有大企业征税或征收“预算摊款”。

例如在 2009 年 1 月，“新生力量”控制下的棉花和腰果监测委员会要求一家私营

公司支付 2 561 000 非洲法郎(将近 5 100 美元)，以获取在费尔凱塞杜古开始经

营的权利。该委员会表明可接受分三期的付款方式(见附件五)。 

 (c) 服务费 
 

198. 尽管科特迪瓦政府向“新生力量”控制下的该国北部免费供电，但“新生

力量”向科特迪瓦电力公司的所有新用户收费。例如在科霍戈，第 10 区的指挥

官马丁·夸库·福菲埃指示所有用电者每月支付 1 500 至 3 000 非洲法郎的电费

(见附件六)。 

 (d) 资源开发 
 

199. “新生力量”的某些成员还深度介入了对自然资源征税的活动。开采金矿

就属于这样一类活动，且收益明显丰厚。兰德戈尔德资源公司目前正在科霍戈以

北大约60公里的通贡投资建设一个金矿，该地区在第10区指挥官马丁·夸库·福

菲埃(三个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个人之一)的管辖之下。 

200. 联科行动禁运股与专家组的联合调查结果显示，该矿场比伊提矿业公司的

矿场大将近七倍。伊提矿业公司的金矿位于该国政府控制下的南部达纳内镇附

近，由曼查资源公司负责运营，是该国目前 大的采金公司，年产金量大约 55 000

金盎司。
32
 与此相比较，兰德戈尔德资源公司估计，通贡金矿黄金总储量为 316

万金盎司。
33
  

201. 专家组获得的信息表明，目前兰德戈尔德资源公司每月向福菲埃先生支付

至少 300 万非洲法郎(约合 6 000 美元)以维持经营权。 

202. 兰德戈尔德资源公司告知专家组，该公司未向福菲埃先生支付任何款项。但

在2009年9月2日致专家组的一封信中，兰德戈尔德公司承认雇用Cobagiex-Sécurité 
SARL 安保公司向兰德戈尔德资源公司通贡项目提供安保服务，但声称已在 2009

年 7 月中终止了合同(未说明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 

 
32
 据报道，伊提矿业公司金矿在 2008 年产金 54 460 盎司。曼查公司网站，2009 年，“伊提金矿”，

2009 年 4 月 29 日更新。http://www.lamancha.ca/servlet/dispatcherservlet? selected 

ContentID=1055& lang =2&action=2。 

 
33
 兰德戈尔德资源公司。2009 年。“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的季度和半年业绩”，Powerpoint 演

示文稿“科特迪瓦……通贡发展项目摘要”，见 www.randgoldresour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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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专家组在科霍戈进行的访谈表明，Cobagiex-Sécurité安保公司的拥有人

是福菲埃先生，他是三个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个人之一。 

 (e) 燃油供应 
 

204. 专家组注意到，在科特迪瓦的本贾利、费尔凱塞杜古、邦镇、科利亚、科

霍戈、库托和滕格雷拉等城镇至少有九个燃油站运营。尽管这些燃油站已不再由

大石油公司经营，但仍然可做生意。专家组相信，运输经营商从该国南部运来燃

油，宣称这些燃油将过境运到科特迪瓦以北的国家，然后却在该国北部销售这些

燃油。 

205. 专家组的调查表明，“新生力量”地区指挥官要不就是该国北部燃油站的

拥有人，要不就向经营燃油站的商人征税。 

 C. 资助科特迪瓦西南部民兵活动的情况 
 

206. 专家组于 2009 年 4 月访问了科特迪瓦西南部，以便继续调查杜埃奎镇和

吉格洛镇内及周边地区民兵团体的活动。 

207. 专家组以前曾收到过几份可靠报告，内中提及科特迪瓦政府内有人在 2005

年向马霍·格洛菲伊支付了 2 500 万非洲法郎(5 万美元)。格洛菲伊先生(“马霍

将军”)是西南部势力 大的民兵组织领导人，据报道，支付这笔资金是为了支

持当地的民兵组织成员。 

208. 报告还表明，格洛菲伊先生没有将这笔资金分发给当地的民兵，自己扣下

了 1 500 万非洲法郎(3 万美元)。鉴于格洛菲伊先生手下民兵的武器和装备看来

比专家组所见过的民兵优良得多(见上文第 113 和第 114 段)，专家组认为资金的

转移可能与制裁制度有关。 

图十一 

木材加工设施(左图)和原木运输情况(右图)，2009 年 4 月，杜埃奎及周边地区 

 

 

 

 

 

 

 

 
资料来源：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 

209. 专家组在该地区期间还确认了木材的大规模开发和贸易的情况，至少有两

家大公司涉及木材运输，主要运往欧洲(见图十一)。专家组怀疑一些涉及木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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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活动的企业有可能向民兵付钱，以求保护固定资产和商业活动。专家组访谈过

的包括格洛菲伊先生在内的民兵领导人坚持说事实并非如此，并说该地区的民兵

完全依靠当地社区的捐款维持。 

210. 但是，科特迪瓦 大的一家木材公司的代表在 2009 年 6 月 19 日的一次会

议中告知专家组，民兵与木材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国际公司并不从事树木

砍伐，而是从一些不同的木材砍伐者那里购买木材，随后安排将木材运往圣佩德

罗海港。该公司告知专家组，格洛菲伊先生是向在该地区经营的公司提供木材的

主要供应商，在科特迪瓦发生危机之前他曾是木材中间商。 

 D. 参与可可生产、贸易和走私的网络 
 

211. 正如本报告关于经费问题一节导言中所述，经济网络跨越了科特迪瓦南

北政治分界线。这些网络像卡特尔一样运作，涉及到该国经济的各种农业和自

然资源部门，包括可可、咖啡、木材、棉花、腰果和植物油等，而且基本结构

相似。 

212. 为了详细介绍这类网络，本节报告以可可部门为例做一分析。可可贸易是

科特迪瓦 大的收入来源(见上文第 169 段)。因此，参与可可开发和出口的个人、

企业和公职人员网络有能力向政府或新生力量输送资金。专家组认为，这些网络

也有能力在该国施加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213. 从可可生产到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可可贸易可以理解为包含四个层级，即

种植者；小型中间商；承销商或大型中间商和跨国可可进口公司。 

214. 可可贸易涉及的这四个层级表面上由一个监管当局管理。该组织负责调

节生产、发放许可证、制定价格、确定配额、确定贸易条件并商定可可产业适

用的税费。在政府控制的南部地区，该组织原来由咖啡和可可集团的准财政机

构组成。但从 2008/09 年可可生产季节之初开始，由咖啡和可可管理委员会负

责科特迪瓦南部的可可监管工作。在新生力量控制的北部，则由新生力量财政

中心负责。 

 1. 政府管理可可收入涉及的风险 
 

215. 专家组认为，可可收入管理不善仍对制裁制度构成重大威胁。本节简要介

绍可可对科特迪瓦经济的重要性及其为政府创收的能力。 后提供订正估计数，

说明有多少可可收入可能被违反禁运规定挪用于购买军火和有关物资。 

216. 专家组要求科特迪瓦政府提供有关可可收入的详细资料，但尽管发出了多

份正式文函，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但是，科特迪瓦经济和财政部公布的公开资料

以及从科特迪瓦工商会获得的公开信息
34
 表明，可可出口急剧增加。2002 年至

__________________ 

 
34
 科特迪瓦，2009 年，科特迪瓦工商会，网址 www.chamco-c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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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原料可可的出口增长了 38.9%，即增加了 5 920 亿非洲法郎(合 11 亿美

元)。
35
 这大约相当于科特迪瓦国内生产总值的 3%。 

217. 科特迪瓦政府对可可豆征收两种税，即单一出口税和出口登记税。下表 9

列出了 2003 至 2008 年对可可豆的征税情况。所有数字的单位均是非洲法郎/每

公斤可可豆。 

表 9 

可可豆的征税(单一出口税和出口登记税)情况，2003-2008 年 

 季节 

 2003/04 年 2004/05 年 2005/06 年 2006/07 年 2007/08 年 

单一出口税 

(非洲法郎/公斤) 

220 220 220 220 220 

出口登记税 

(到岸价格的%) 

5% 5% 5% 5% 10% 

 

资料来源：私人来源提供的保密信息。 

218. 表 9 所列政府征收的可可税似乎计入了国家预算。但是，由构成咖啡和可

可集团的一些准官方机构(2000 年至 2001 年期间政府创建的一组机构)管理的准

财政税却未计入。 

219. 咖啡和可可集团有四个主要机构：可可咖啡调节局；可可咖啡交易所；监

督和调节基金以及可可咖啡生产经营者活动促进和发展基金。 

220. 这些机构是作为法律实体设立的，承担各种职责，包括：金融监管；为生

产者开展的发展和促进活动；发放购买者和出口商许可证；保障生产者的收入和

对其有利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推广科特迪瓦产咖啡和可可以及促进该行业合作

社的发展。 

221.  根据以往专家组报告(见 S/2005/699、S/2006/735、S/2007/349、

S/2007/611、S/2008/598)的记载，对准财政机构征得的税收管理不善，可能被

挪作军事用途以及其他非预算支出。这些报告还强调，政府一贯拒绝让前后各专

家组查阅存入准财政收入的银行账户。目前政府尚未对准财政税收的使用情况做

出充分解释。估计 2001 年至 2006 年，这类收入累计接近 5 499 亿非洲法郎(见

S/2007/349，第 79 段)。 

222. 下表 10 列出了这些准财政税收的变化情况。该表显示，对可可征收的准

财政税标准从 2003/04生产季节的每公斤 52.68 非洲法郎下降到 2008/09 季节的

每公斤 31.26 非洲法郎。但即便如此，与科特迪瓦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宣称的相

反，这些税收数额仍然很大。所有数字的单位均是非洲法郎/每公斤可可豆。 

__________________ 

 
35
 经济和财政部，《科特迪瓦统计数字》，2007 年版，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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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准财政机构对可可豆的征税情况，2003-2009 年 

 季节 

 2003/04 年 2004/05 年 2005/06 年 2006/07 年 2007/08 年 2008/09 年 

 (每公斤非洲法郎) 

监督和调节基金 2.78 2.66 2 1.77 1.6 — 

咖啡可可生产者基金 25 25 25 15.14 14.3 — 

可可咖啡调节局 5 6.93 6.65 6.2 6.01 — 

可可咖啡交易所 4.9 4.67 4.5 3.5 3.35 — 

谨慎基金 10 10 10 5 5  

灌木袋税 5 5 5 5 3.7 3.7 

农业研究和咨询跨行业基金 — — — 12.5 15.15 12.5 

投资基金 — — — — — 5 

咖啡和可可管理委员会 — — — — — 10.06 

 共计 52.68 54.26 53.15 49.11 49.11 31.26 

 

资料来源：私人渠道提供的保密信息。 

223. 准财政税下降的原因是，2008 年政府取消了向四个监管机构(可可咖啡调

节局、可可咖啡交易所、监督和调节基金、咖啡可可生产者基金)缴付的税款。

具体来说，政府将管理可可收入的责任转给 2008 年 9 月 19 日新成立的一个管理

机构，即咖啡和可可管理委员会。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因为应科特迪瓦政

府要求在欧洲联盟资助下进行的一项财务审计的结果。审计结论认为，无法解释

政府使用资金的情况；2007 年 5 月公布的司法审计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政府采

取这些措施也是由于面临国际金融组织的压力、科特迪瓦的可可价格在国际市场

上缺乏竞争力，以及大约 1 000 亿非洲法郎(合 2 亿美元)从预算中“失踪”暴露

出一宗涉及四个监管机构的贪污案件。 

224. 尽管政府做出了这些努力，并声称可可收入管理的透明度日益提高，但专

家组认为，准财税机构并未被取消，只是换了名字仍在运作，并继续征收高额税

费；目前它们主要是在咖啡和可可管理委员会或是农业研究和咨询跨行业基金的

管理之下。 

225. 2006/07 生产季节的可可产量是 128 万吨，
36
 在此基础上，专家组估计这

一生产季节共创造了大约 400 亿非洲法郎(合 8 000 万美元)的准财政税收。
37
 有

__________________ 

 
36
 国际可可组织，《国际可可组织可可统计季报》，各期，国际可可组织在 2009 年 4 月 30 日给专

家组的信中提供。 

 
37
 128 万吨，每吨 41 110 非洲法郎。该计算未包括通过单一出口税和出口登记税机制向政府缴

纳的财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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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改变后的准财政制度中的各机构所持收入的 终使用情况，专家组仍在等待科

特迪瓦政府做出答复。 

226. 专家组担心，科特迪瓦政府是用一个同样不透明的征收可可准财政税的制

度取代了证明极为低效和腐败的原有准财政制度。改变后的制度缺乏透明度，这

就意味着仍有可能出现资金用途不明的情况；可以想见，这些资金可能被用于购

买军火和相关物资。 

227. 例如，如上文第 76-78 段所指出的，咖啡和可可管理委员会被列名购买了

24 辆五十铃卡车，车型与科特迪瓦国防和安全部队现用车型一样。专家组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管理委员会需要这类车辆，怀疑可能是为军事用途购买的。 

228. 但是，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专家组认可政府为提高可可业的透明度所做的

努力。在这方面，有必要提及政府声称正在对准财政税进行调查，而且 2008 年 9

月 19 日发布了总统条例，设立咖啡和可可管理委员会，取代以前管理咖啡和可

可行业的各政府机构。 

229. 但遗憾的是，专家组无法确定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上述改革。司法部

没有同意专家组提出的举行会晤讨论这些问题的要求，财政部也未对专家组有关

准财政改革的询问做出答复。 

230. 可可咖啡交易所和监督和调节基金的负责人及21名高级管理人员已被逮捕。

据报告，作为前任或现任财政部长和(或)农业部长的五名内阁成员在审判时作证。

但是，专家组无法评估此案的现况，因为科特迪瓦有关当局未答复小组的信函。 

 2. 大量可可走私收入流向新生力量 
 

231. 在科特迪瓦，可可走私是通过新生力量控制的该国北部将可可运往邻国，

没有交纳关税和办理其他海关手续的官方记录。 

232. 科特迪瓦的可可生产大多位于该国南部。在新生力量控制的北方，可可产

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10%。虽然南北产量相差悬殊，可可仍然是新生力量的重要

收入来源。 

233. 在与国家经济和财政秘书(新生力量)穆萨·多索会晤时，专家组要求提供

有关新生力量的可可收入资料，但尚未收到要求的信息。但是，根据对全国合计

数据的分析(有关南部产量的信息)，专家组估计，2006/07 生产季节，北方可可

豆的产量大约为 128 000 吨。在调查中专家组还发现，北方对每吨出口可可征收

的综合税款为 100 000 非洲法郎。照此计算，这一产量有可能带来将近 130 亿非

洲法郎(合 2 760 万美元)的收入。
38
 专家组认为，可可生产可能是新生力量 大

的一个单一收入来源。 

__________________ 

 
38
 128 000 吨(南方报告产量的 10%)乘以每吨 100 000 非洲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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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在科特迪瓦北部，可可种植、收割和贸易的组织形式与南方相似。北方有

三个财力雄厚的大中间商充当国际可可买家和“新生力量财政中心”之间的交易

经纪人。专家组还了解到，至少有三个跨国可可公司目前或直至不久以前在该国

北部购买可可。 

235. 北方生产的大部分可可都来自瓦武阿镇周围地区。可可产地也略向西延伸

至马恩和达纳内，向北至塞盖拉。科特迪瓦北部可可出口的主要路线是从瓦武阿

及周围地区经马恩向西，向北至奥迭内，再向东至科霍戈和费尔凯塞杜古，然后

从那里往北至布基纳法索边界(见第 195 段和图十)。 

236. 如前所述，“新生力量财政中心”对每吨可可豆征收100 000 非洲法郎的税。

新生力量在可可产地的地区指挥官提留一定比例的税款，但大多数情况下其具体比

例不详。但专家组的调查表明，控制瓦武阿-塞盖拉地区大部分可可生产的第 5 区

指挥官伊西亚卡·瓦塔拉(化名 Wattao)从每吨可可的税款中提留5 000 非洲法郎。

用这一数字乘以科特迪瓦北部的可可产量估计数(见上文第 169 段)，即可算出伊西

亚卡先生保证能获得约6.4 亿非洲法郎(合 120 万美元)的季节性收入。 

237. 2009 年 6 月初，专家组沿着可可出口路线经陆路从科特迪瓦前往布基纳法

索，目的是实际验证科特迪瓦可可的出口机制。此前专家组已获知，从科特迪瓦

北部运送可可的科特迪瓦卡车通常会在布基纳法索博博迪乌拉索市的工业区将

货物卸装到其他卡车上(开始并不知道这些卡车的出处)。 

图十二 

科特迪瓦的卡车(右)将可可卸装到布基纳法索的卡车(左)，博博迪乌拉索 

 

资料来源：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 

238. 走访期间，专家组几次亲眼看到有人从挂科特迪瓦牌照的 40 吨载重卡车

上将可可卸装到挂布基纳法索牌照的卡车(见图十二)。可可包装袋上印有“加纳

可可局，加纳出产”的字样。一个可可搬运工证实，科特迪瓦的卡车是从科特迪

瓦瓦武阿镇开过来的；在可可生产季节，每天都有这样的车辆运输；装载货物的

布基纳法索卡车开往洛美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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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从科特迪瓦北部走私可可的因由 
 

239. 虽然科特迪瓦在瓦武阿的可可产地与洛美海港之间的距离(1 855 公里)远

远大于瓦武阿与科特迪瓦圣佩德罗海港之间的距离(300 公里)，进行上述走私行

动仍然有利可图，原因如下。 

240. 在卡车将可可运往洛美之前，跨国公司已经按有竞争力的价格购买了可可。

这一价格比伦敦金融期货交易所确定的可可正常市场价格每吨大约低190 英镑。例

如，跨国买主若按市场价格(在 2006/07 生产季节，特别是2007 年 3月)购买可可，

每吨平均需支付1 800 英镑(合 3 185 美元)，而购买从科特迪瓦走私的可可，每吨

只需付大约1 610 英镑(合 2 849 美元)，低了 190 英镑(合 336 美元)。 

241. 产生这种有利价格差异的原因是科特迪瓦政府对该国南部生产和出口的

可可每公斤征收269.11非洲法郎(每吨269 110非洲法郎)的税和准财政税，
39
 而

北部的新生力量对每吨可可的征税额是 100 000 非洲法郎。将两者之差乘以科特

迪瓦北部可可总产量的估计数(见上文第 169 段)即可得出，对跨国买主而言，每

吨价格节省 169 110 非洲法郎相当于节省了大约 215 亿非洲法郎
40
 (合 4 300 万

美元)(2006/07 生产季节的数字)。 

242. 科特迪瓦北部各方用加纳可可包装袋装运可可，从而在交易中赚取更高利

润。加纳可可在出口前是经过质量控制的，通常被认为质量优于科特迪瓦产可可。

因此，做了假包装的科特迪瓦产可可的卖价会比原本的更高。在一定程度上，可

可的假包装可能也是帮助掩盖科特迪瓦可可贸易的一个诡计。 

243. 科特迪瓦北部生产的可可通过多哥运往国际市场。从多哥的可可出口量和

其国内可可产量之间的显著差异就可看出从科特迪瓦北部走私出口可可的数量。

下表 11 所列数字是国际可可组织计算的数字。
41
   

表 11 

多哥和国际可可组织报告的可可豆产量(吨)，2003-2008 年 

 季节 

 2003/04 年 2004/05 年 2005/06 年 2006/07 年 2007/08 年 

 (吨) 

多哥报告的产量 

(报告的国内产量) 5 120 3 682 4 199 7 977 9 076 

国际可可组织报告的产量 

(伙伴国报告的来自多哥的进口量) 21 700 53 000 73 000 78 000 105 000 

差异 16 580 49 318 68 801 70 023 95 924 

 

资料来源：国际可可组织。 

__________________ 

 
39
 此税包括单一出口税和出口登记税和准财政收费；见上文第 215-230 段。 

 
40
 北方可可总产量为 128 000 吨，每吨价格节省 169 110 非洲法郎。 

 
41
 国际可可组织，《可可统计季报》，由国际可可组织在 2009 年 4 月 30 日给专家组的信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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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国际可可组织告知专家组，多哥申报的产量与进口伙伴国报告的多哥可可

出口量之间的差异(2007/08 生产季节为 95 924 吨)“令人费解”。 

245. 为了清楚了解该地区的可可产量，专家组要求该地区所有可可生产国提供产

量数字。只有加纳在 2009 年 6 月 15 日的信中对专家组的要求做了回应。加纳的产

量和出口数字与国际可可组织提供的数据相符。专家组也向贝宁、布基纳法索、几

内亚和多哥发出了要求提供数字的信函，但无法核实这些国家的可可产量和出口量。 

246. 针对专家组要求解释使用标有“加纳可可局，加纳出产”字样的麻袋装运

科特迪瓦北部产可可一事，加纳也及时作出了答复，指出“可可销售有限公司

(Cocoa Marketing Company(Gh)Ltd.)是加纳产可可豆的唯一出口商”，这表明所涉

各方采用非法手段获得了加纳可可包装袋。专家组认为，科特迪瓦方面是在布基

纳法索的博博迪乌拉索获得包装袋，然后将其运往科特迪瓦北部填装可可的。 

247. 后，专家组估计，几乎 75%
42
 的科特迪瓦北部产可可通过布基纳法索走

私到洛美，再从那里销往国际市场。目前还不清楚其中有多少可可是假冒加纳产

可可出售的。 

248. 多家国际公司购买科特迪瓦北部产可可。仅一家公司就与三个主要中间商

达成协议，购买大约 50 000 吨可可，其中至少 17 000 吨已通过多哥出口。这些

公司认为，鉴于科特迪瓦的分裂局面，这种贸易活动是正常的。专家组在与公司

代表的会谈中明确指出，可可的销售收入有可能用来资助购买军火和相关物资

(见上文第 122-166 段)。 

 八. 钻石 
 
 

249. 科特迪瓦毛坯钻石出口禁运面临的首要挑战是该国境内继续开采钻石。科

特迪瓦北部钻石开采活动有增无减，违反禁运出口钻石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一

挑战由于科特迪瓦没有一个能管制钻石开采和贸易的中央权力机构而更加严峻。 

250. 科特迪瓦境外的事件也给科特迪瓦毛坯钻石禁运的效力带来挑战。国际社

会 近关注津巴布韦的情况，可能暂停该国的金伯利进程成员资格，可以说转移

了会员国、金伯利进程参与国和非政府组织的注意力，使之无法更多关注科特迪

瓦的非法毛坯钻石贸易。 

251. 此外，新生力量和科特迪瓦政府之间没有武装冲突，可以说具有削弱制裁制

度重要性的作用，因为，在旁观者看来，科特迪瓦毛坯钻石的出口并未助长冲突。

与此相关的是，邻国不履行其监测安全理事会第1643(2005)号决议规定的制裁执行

情况的职责。 
__________________ 

 
42
 多哥可可产量与出口量之差为 95 925 吨，几乎是专家组估计的科特迪瓦北部可可产量和出口

量(上文第 169 段中的估计数为 128 000 吨)的 75%。 



 S/2009/521

 

5509-55098 (C) 

 

 A. 与专家组合作 
 

252. 专家组对某些会员国不合作极为关切。为了有效开展调查，专家组需要积

极从事钻石业的国家提供具体资料，特别是确认对破坏科特迪瓦毛坯钻石禁运负

责任的个人的身份。 

253. 尽管发出了几封信，专家组尚未收到几内亚、以色列、马里和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政府的正式答复。专家组感到关切，因为这些会员国可能有很大能力提供科特

迪瓦钻石出口信息。例如，马里和几内亚与科特迪瓦接壤。这些边界管制不严。此

外，阿比让和阿联酋迪拜之间有阿联酋航空公司运作的定期航班来往，迪拜是一个

主要毛坯钻石交易中心。就以色列而言，它是一个重要的毛坯钻石交易中心。专家

组认为，以色列当局可以提供与专家组调查科特迪瓦毛坯钻石贸易有关的重要信息。 

 B. 新的和现有的钻石矿址 
 

254. 专家组进行了一系列的实地考察，以评估科特迪瓦北部的钻石开采生产。

除了访问过去进行的初步地质勘探中指出的潜在矿址外，专家组访问了已知科特

迪瓦矿址。专家组对塞盖拉进行了数次考察。其中一次考察是专家组与金伯利进

程钻石专家工作组主席一道进行的。 

 1. 新的钻石矿址 
 

255. 在考察潜在的钻石矿址时，专家组发现了无数已挖掘的“试坑”。这些坑

遍及地质勘探显示有毛坯钻石的整个地区，主要是在该国东北部。专家组在塞盖

拉观察到类似的试坑挖掘模式(见附件七)。 

256. 虽然实地考察证实许多新的矿址是手工金矿，但专家组收到附近村庄有开

采钻石活动的报告。尽管专家组和联科行动试图查明据报钻石开采活动的确切位

置，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主要是由于新生力量(不知什么原因)拒绝专家组和联

科行动进入某些场地。 

257. 在访问涉嫌钻石矿区期间，专家组还观察到，由于采矿机会在望(不论是

黄金还是钻石)，破坏了当地社区和新生力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村长与新生力

量之间的分歧导致了动乱，使联科行动的维持和平部队不得不在 2009 年 6 月 3

日进行干预。专家组了解到，分歧起因是新生力量试图对村民征收采矿税，村民

拒绝付税，从而导致武装冲突。专家组注意到，采矿活动可能丰厚的收入引起了

新生力量内部某些人的兴趣。 

 2. 现有矿址 
 

258. 专家组及联科行动继续在新生力量控制的科特迪瓦北部调查已知矿区。专

家组特别访问了塞盖拉和托迪亚。在这两个矿区中，塞盖拉的钻石开采活动在过

去六个月似乎显著增加，引起了专家组的关注。相比之下，在托尔蒂亚，采矿活

动的组织似乎没有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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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托尔蒂亚 
 

259. 托尔蒂亚在科霍戈正南方约 100 公里处。四、五人左右的小组在该镇附近

开采钻石。 

260. 尽管该地区的活动明显(见图十三)，各种来源，包括金伯利进程钻石专家

组认为，托尔蒂亚的钻石生产已大大减少，因为国有公司过去在该地区采过矿。

目前采矿活动的地点比较分散，但没有超出该地区的范围，这表明目前矿区没有

扩大。专家组认为，生产水平可能微乎其微。 

图十三 

托尔蒂亚钻石采矿活动，2009 年 3 月 

 

 

 

 

 

 

来源：联科行动禁运股。 

261. 专家组的中期报告注意到建筑工程已完成(见 S/2009/188，第 83 段)。这

项工程包括建造一座小桥梁和一个排水系统。该项目拆除了用于清洗钻石(作为

采矿过程的一部分)的旧水坑。 

262. 专家组认为，应当继续监测托尔蒂亚的采矿活动。这个地区钻石生产的潜

在经济收益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塞盖拉等地(见下文)。这是因为托迪亚生产高品质

的钻石。如果托尔蒂亚不恢复“法治”，特别是一个能管制钻石开采活动的政府，

专家组预测，在托迪亚钻石田的勘探和开采仍对非法交易者有吸引力。 

 (b) 塞盖拉 

263. 塞盖拉在布瓦凯以西约125公里处。该地区在第5区新生力量指挥官 Ouattara 
Issiaka(别名“Wattao”)的控制之下(见上文第 37 段)。塞盖拉的局势和托尔蒂亚的

局势很不一样。此外，该地区的钻石开采方法和产量似乎正在变化。 

264. 专家组指出，马里人和几内亚人参与了塞盖拉钻石矿场的经营。例如，一

个重要的矿业融资者巴罗·阿拉萨是马里人。几内亚劳动力队伍也建立了起来，

组织的很好。在塞盖拉的几内亚人在“几内亚社区”组织副主席巴尔德·马马杜

的领导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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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先前的专家组注意到的这些人，包括西亚卡·库里巴利、阿卜杜勒·卡马

拉和 Sekou Sidibie，继续参加塞盖拉毛坯钻石商业活动(见 S/2006/735，第

140-149 段和 S/2006/964，第 44 段)。 

 C. 个案研究：塞盖拉钻石开采迅速加快 
 

266. 根据实地考察塞盖拉以及通过秘密消息来源收集的资料，专家组指出，该

地区的钻石开采活动正在迅速扩大。许多手工钻石矿工放弃了次生(较低收益)冲

积矿藏，而开采原生(较高收益)金伯利岩矿场(含钻石岩的地质构造)。在迪亚拉

巴纳，塞盖拉以北 25 公里处的一个钻石田，除了附近的波比堤，目前至少有三

个新的金伯利岩矿场在运作(见图十四)。专家组还收到了关于塞盖拉附近地区，

包括 Dualla 和 Siana 的其他钻石矿的报告。专家组注意到不仅在塞盖拉的一些矿

场有试坑(见附件七)，而且在科特迪瓦北部的其他地方也有。 

图十四 

金伯利岩矿场，塞盖拉，2009 年 5 月 

 

 

 

 

 

 

 

 

 

 

来源：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 

267. 钻石开采活动 近集中于原生金伯利岩矿藏，而且其他潜在的金伯利岩

矿床到处都是试坑，引起了专家组的一些关注。第一，原生矿床潜在的生产量

远远超过次生冲积矿床。专家组虽然尚未核查塞盖拉新的钻石开采区是否已使

用机械，但注意到，原生金伯利岩矿藏的钻石回收率较高，必定提高钻石开采

的利润率。 

 金伯利矿床 1  金伯利矿床 2 

 新堤坝(开工 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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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第二，专家组指出，对原生金伯利岩矿藏进行勘探和鉴定，需要准确的地

质勘测和技术专长。只有某些科特迪瓦实体才能获得地质勘探资料。这便提出了

一个问题，即迪亚拉巴纳新的原生金伯利矿址是如何被目前开采它的社区找到

的。专家组认为，原生金伯利矿址的准确定位，以及这些矿址遍布试坑的唯一解

释是，某些当事方获得了科特迪瓦的钻石矿址地质图。 

269. 由于现在可以获得这些地图(本应受到限制)，专家组怀疑，有兴趣的当事

方很可能能够识别，甚至开采科特迪瓦的原生金伯利岩矿藏。这对该国可能有长

期影响，特别是无管制开采宝贵自然资源的危险。从短期来看，这些资源可用于

资助科特迪瓦北部不正常的活动(见上文第 191-205 段)。 

270. 另外让人关切的是，当事方一旦发现原生金伯利岩矿藏，显然能够快速开

采。专家组在整个 2009 年对塞盖拉钻石矿址的定期分析显示，仅几个星期，矿

工便放弃以前的开采场，确定并开采新的矿区。例如(见图十五)，一个钻石开采

场在 2009 年 4 月至 5 月的四周内扩大了一倍。这表明，矿工试图在尽可能短的

时间内从每个原生矿床获取 高产量。目前还不清楚快速开采的动机是受益人预

期塞盖拉将更换领导人，还是因为他们急需更多的资金。 

图十五 

开采场周界扩展示意图，塞盖拉，2009 年 4 月(左)和 2009 年 5 月(右) 
 

 

 

 

 

 

 

资料来源：联科行动，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和金伯利进程钻石专家工作组。 

注：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图片。扩展后的周界用红色标出。 
 

271. 专家组担心，塞盖拉及其周边钻石采矿活动的快速加速，至少对科特迪瓦

毛坯钻石禁运构成严重威胁。专家组预测， 糟的情况是，如此加速开采钻石将

导致违反钻石禁运的行为，并可能为非法购买军事装备违反武器禁运创收。 

 D. 助长非法出口科特迪瓦毛坯钻石的因素 
 

272. 本节提出了一系列助长出口科特迪瓦毛坯钻石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1643(2005)

号决议的因素。其中有些因素是内部的，是国家领土分裂的结果，另一些因素是

外部的，主要涉及会员国没有有效监测毛坯钻石贸易，特别是科特迪瓦毛坯钻石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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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科特迪瓦及其海关辖区的分裂 
 

273. 助长非法出口毛坯钻石的 重要因素是科特迪瓦继续分裂。该国的钻石矿

全部位于新生力量控制的北部。正如上文第 35 至 42 段指出的，新生力量区指挥

官对科特迪瓦北部，包括所有钻石开采活动几乎拥有完全的政治、行政和军事上

的控制权。新生力量设置边境管制哨所，但这些哨所的存在只是要征收公路商业

税。它们在监测或截获禁运物品转移方面不起任何作用。科特迪瓦北部没有可行

的海关当局(见上文第 442-446 段)。 

274. 在政府控制的科特迪瓦南部，对潜在钻石出口的海关控制也很薄弱。正如

本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第 426-431 段)，海关部门还没有将制裁制度的规定纳入其

法律和法规。 

275. 科特迪瓦北部和南部海关监测薄弱，因此(无论是空中，海上或陆地)进口

科特迪瓦货物的会员国更有必要保持警觉，防止科特迪瓦毛坯钻石的可能出口。

这特别适用于不属于金伯利进程成员国的国家。 

 2. 科特迪瓦矿业和能源部与新生力量 
 

276. 科特迪瓦不禁止钻石开采活动，必然导致市场驱动的科特迪瓦毛坯钻石出

口。参与开采、指导采矿作业和购买钻石的个人和实体，需要从其活动中获得经

济回报。这些回报只能通过违反制裁制度销售和出口科特迪瓦毛坯钻石获得。 

277. 在这方面，专家组感到关切的是，科特迪瓦政府矿业和能源部正在谋求国

际社会支持设立一个“钻石购买办公室”，使目前的科特迪瓦钻石生产商业化。

可以想见这个钻石购买办公室将购买和储存毛坯钻石直至毛坯钻石出口解禁。根

据专家组收到的一份上述提案的副本，这项倡议有三个理由为钻石矿工创收；钻

石开采收入对(未具体说明的)有关地方“领导人”的重要性；以及科特迪瓦渴望

重新进入国际钻石市场。 

278. 然而，由于科特迪瓦北部没有监管当局，妨碍该部上述建议获得支持。钻

石目前为一些身份不明当事方的活动提供资金。这项建议不会改变这一点，并可

以为这些当事方提供一个简便办法将其毛坯钻石库存商业化。 终，该建议无法

防止钻石销售所得被用于不当用途，特别是因为没有办法监测和管制这种贸易。 

279. 专家组认为，矿业和能源部以及新生力量必须在监管毛坯钻石业方面进

行合作。专家组特别指出，这是一项控制塞盖拉进行中采矿活动的必要措施。

认识到这一行动的重要性，专家组于 2009 年 8 月 13 日至 14 日与矿业和能源部

和新生力量的一个高级别代表团一道，参加了联科行动组织的一次对塞盖拉的

访问。 

280. 在专家组访问塞盖拉期间，联科行动、新生力量和矿业部和能源部签署了

一项关于未来合作的“原则宣言”(见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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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邻国的毛坯钻石业 

281. 毛坯钻石开采活动的收益是西非许多国家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该区域各

国钻石生产总和是国际毛坯钻石市场的一个重要稳定因素。该区域各国已经认识

到钻石对其经济的重要性以及遵守国际规则和条例的必要性。因此，西非各国毛

坯钻石生产国很快在 2003 年加入了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并开始按照这一进程的

规定制订各种制度。但是这些制度不完善，因为没有内部控制手段来发现科特迪瓦

毛坯钻石是否转入这些国家的贸易系统，长期的跨边界走私历史加剧了这种情况。 

282. 该区域各国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无法掌控和管制其境内的钻石开采场。这

个问题在次生冲积矿藏的情况下尤为严重，掌控这些矿藏比掌控(通常更大、更

集中的)原生矿开采作业更难。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冲积矿藏在整个区域很分散

造成的困难以外，还缺乏有效的技术和立法措施，限制了当局确定某一颗钻石的

来源的能力。这使当事方容易谎称走私钻石来自某个地区，而这些钻石实际上是

从另一个地区(可能非法)开采的。在这种情况下，控制钻石生产显然是一个挑战。

几内亚的钻石开采现状可以作为一个 近的例子(见下文第 307-310 段)。 

 E. 非金伯利进程成员国 

283. 科特迪瓦毛坯钻石出口禁运既未能阻止这些钻石进入国际钻石市场的风

险，也未能明显地将这种风险降到 低限度。科特迪瓦毛坯钻石产量增加，却没

有大量钻石储存(虽然该国一直在生产钻石)，所涉当事方承认出口钻石(见

S/2008/598 第 140-167 段)，这些情况都证实了上述看法。 

284. 尽管制裁制度禁止所有会员国(无论是否属于金伯利进程成员)直接或间

接进口科特迪瓦毛坯钻石，但许多国家并未遵守这项制度。导致不遵守行为的若

干因素包括：缺乏认识，缺乏政治意愿，以及没有惩罚非法贸易的措施。 

285. 在与科特迪瓦接壤的国家中，只有布基纳法索和马里未参加金伯利进程。

这两个国家没有有效的边境管制，也没有专用于钻石的立法，这些情况意味着科

特迪瓦的毛坯钻石贸易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扩大到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境内。 

 1. 布基纳法索 

286. 有报告称，科特迪瓦的钻石通过布基纳法索出口到一些国际钻石中心，专

家组尚未对这些报告进行验证。不过，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之间的边境控制确

实薄弱，因此边境管理当局可能未察觉毛坯钻石货运情况(见上文第 162-166 段

和第 237-238 段)。专家组认为，在科特迪瓦同布基纳法索间的边界地区很容易

非法转移毛坯钻石。 

 2. 马里 

287. 专家组的研究证实，马里与科特迪瓦毛坯钻石贸易有着重要的关联。专家

组除了收到有关马里人在塞盖拉钻石产地经营采矿业和金融业的报告外，还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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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将毛坯钻石转运到靠近科特迪瓦和马里边境的某些城镇的报告。专家组获得

信息，证实马里一些个人和团体充当了科特迪瓦毛坯钻石贸易“服务商”。专家

组注意到先前的专家小组发现的有关通过马里进行科特迪瓦毛坯钻石贸易的案

件(见S/2008/235 第 66-67 段和S/2008/598 第 140-166 段)。专家组还注意到，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43 已将马里作为钻石进出口国记录在案

(见第 362 段)。不过，由于该国没有大规模钻石开采活动，专家组不能排除科特

迪瓦的钻石通过马里渗透到国际钻石市场的可能性。 

288. 在这种看法的促使下，专家组与马里海关总署及马里国家警察进行了联

系，要求调查某些可疑个人和实体的作用。不过，尽管提交了书面请求并多次催

促，专家组还是没有得到对它的问题作出满意的答复。 

 F. 西非金伯利进程国家 

289. 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规定进行内部控制是对这一进程所有参与方的 低要

求。这些管制的目的是“杜绝”非法出口的毛坯钻石渗透进入其领土的情况。于2005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金伯利进程全体会议上，金伯利进程提出了各种建议，以图实现

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的 低要求标准化。但是，是否采纳这些建议依然是自愿的行

动。参加国只不过是“被鼓励”采纳这些建议，而多数国家尚未予以采纳。 

 G. 加纳 

290. 许多毛坯钻石行业主管当局认为，加纳对钻石行业的管控是西非实施金伯

利进程的 佳典范。加纳政府控制了加纳的钻石矿，该行业有结构性的安排，所

有的金融交易都必须通过加纳中央银行进行。 

291. 不过，虽然许多主管当局认为加纳内部控制系统的标准高于该区域其他国

家，但事实证明，加纳的钻石认证系统不足以防止科特迪瓦毛坯钻石渗透进入加

纳的钻石贸易系统。 

 1. Peri 钻石公司案 

292. 专家组将下述案例研究列入报告，因为该案例清楚表明了有人如何利用加

纳内部控制系统的漏洞，将科特迪瓦的非法毛坯钻石出口商业化。下一节述及

2005 至 2007 年期间明显违反对科特迪瓦毛坯钻石出口禁运的行为，该节在很大

程度上依据了比利时联邦警察在加纳不同主管当局协助下进行的调查的结果，同

时也依据了专家组本身的调查结果。 

 (a) Peri 钻石公司(比利时)以前在科特迪瓦的业务情况 

293. 科特迪瓦发生冲突前，Peri 钻石公司(比利时)一直是科特迪瓦毛坯钻石的

主要买主。该公司在营业期间吸引了专门加工特定克拉和品质的钻石的客户群，
__________________ 

 
43
 http：//Comtrade.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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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科特迪瓦毛坯钻石正符合他们的要求。该公司在科特迪瓦的购货方是一家名为

Sogenem 的公司。 

294. 2002 年科特迪瓦爆发冲突后，阿比让矿业部禁止该国出口任何毛坯钻石。

该国开采中的钻石矿由新军控制，政府代表不得监测该行业。早在 2002 至 2003

年，科特迪瓦毛坯钻石行业不得不进行改组以适应该国的分裂局势。因此，科特

迪瓦毛坯钻石行业改组是在 2005 年 12 月 15 日安全理事会通过关于禁止科特迪

瓦毛坯钻石出口的第 1643(2005)号决议之前进行的。 

 (b) Peri 钻石公司(比利时)成立 Peri 钻石公司(加纳) 

295. 尽管科特迪瓦存在各种政治问题，但为了继续开展业务，Sogenem 公司的

业务结构必须加以调整，以规避对科特迪瓦毛坯钻石出口的禁令。作为应对手段，

Sogenem 公司业主彼得·凡森霍夫在加纳阿克拉注册了一个名为 Peri 的钻石公

司。该公司采用的业务模式与 Sogenem 公司相同。设在阿克拉的该公司从加纳各

经纪商购买毛坯钻石，但继续从它在科特迪瓦分裂前所用的那些毛坯钻石货源购

买毛坯钻石。Peri 钻石公司(加纳)和 Sogenem 公司的前科特迪瓦销售商网络继续

保持关系，证据是，Sogenem 公司以前在科特迪瓦的来往客户与设在阿克拉的 Peri
钻石公司(加纳)新办事处通电话并频繁出入该办事处。 

 (c) Peri 钻石公司(加纳)将科特迪瓦和加纳出口的毛坯钻石混在一起 

296. Peri 钻石公司(加纳)必须绕过两项控管措施，才能将科特迪瓦非法出口的

毛坯钻石同加纳合法出口的毛坯钻石混在一起。首先，出口加纳毛坯钻石时必须

随附一张加纳当地代购人的凭单。这种凭单是加纳毛坯钻石经纪商开具的，用以

追查钻石开采地。因此，附有加纳当地代购人凭单的毛坯钻石应该是来自加纳矿

场。然而，加纳当地代购人制度很容易被人钻空子。 

297. 为了促进国家毛坯钻石行业发展，加纳政府特别优惠毛坯钻石贸易价值记

录高的经纪商。由于没有对加纳当地代购人的凭单进行必要的监测，这项措施滋

长了经纪商开具假凭单的行为，将科特迪瓦钻石的开采地说成是加纳，以求提高

贸易价值。这使 Peri 钻石公司(加纳)更容易为他们购买的科特迪瓦毛坯钻石提供

伪造的加纳当地代购人的凭单。 

298. Peri 钻石公司(加纳)面临的第二个控管障碍是在加纳购买天然资源的所

有款项都必须通过加纳银行支付。这意味着毛坯钻石出口商不能直接向经纪商

付款，而必须将购货款项转入加纳银行。加纳银行随后再向加纳当地代购人凭

单上所示经纪商发出付款凭单。这一系统是为了防止经纪商或出口商操纵付款

或税款。 

299. 由于实施了这一制度，Peri 钻石公司(加纳)无法直接向科特迪瓦毛坯钻石

供应商付款，因为加纳银行只向加纳当地代购人凭单所示加纳经纪商开具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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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银行出面的加纳经纪商可以不收下为他们开具的支票，而是要求将持票

人指定为“现金”。这个意义上的现金意味着持有该支票的任何人都可将该支票

兑现。这意味着 Peri 钻石公司可通过加纳经纪商将资金转移给科特迪瓦的卖方，

而不留下任何交易记录。 

 (d) Peri 钻石公司(加纳)非正式转移资金 

300. 证明科特迪瓦毛坯钻石进入加纳钻石交易系统的 后证据是 Peri 钻石

公司(加纳)利用了类似哈瓦拉系统的非正式资金转移机制。该系统通过在科特

迪瓦营业的外国企业进行运作。在没有官方银行系统的科特迪瓦北部采矿乡

村，外国企业通过非正式汇款系统支付毛坯钻石交易款项。想购买毛坯钻石的

公司通过中介商付款。购货方将款项汇给中介商(在此案中使用的是美元)。中

介商扣下佣金，然后向卖方或向供应卖方毛坯钻石的一方支付非洲金融共同体

法郎。 

301. 2002 年 9 月科特迪瓦分裂前，Peri 钻石公司(比利时)/Sogenem 公司在购

买科特迪瓦毛坯钻石时，将美元电汇到一家瑞士中介商的银行账户。中介商收

到汇款后，即以 Peri 钻石公司(比利时)的名义以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向毛坯钻

石卖方付款。 

302. 专家组会见了 Peri 钻石公司(比利时)/Sogenem公司利用的非正式资金转移

系统中的那位中介商。该中介商告知工作组，虽然 Sogenem 公司停止了在科特迪

瓦的活动，但新的公司即 Peri 钻石公司(加纳)却发挥着与 Sogenem 公司相同的作

用，因为它要求利用同一个非正式资金转移系统。 

303. 该中介商称，Peri 钻石公司(加纳)继续要求向它在科特迪瓦的商业伙伴付

款。有时，Peri 钻石公司(加纳)要求该中介商向该公司设在阿克拉的各办事处提

供资金，为此，该中介商借助在阿克拉的其他企业以其名义提供现金。 

 (e) Peri 钻石公司案的结果 

304. 2006 年 4 月，比利时司法系统开始对 Peri 钻石公司(比利时)进行调查。Peri
钻石公司(比利时)和 Peri 钻石公司(加纳)都已停止营业。 

305. 比利时警察部队同加纳当局的合作，是加强加纳内部控制制度的第一步。

如专家组中期报告所述(见 S/2009/188 第 89-91 段)，加纳内部控制制度存在某

些弱点。加纳当局为确保科特迪瓦毛坯钻石不渗透进入加纳而采取的又一项措

施，是对未经登记的采矿者进行登记。此外，金伯利进程钻石专家工作组开展了

钻石形态拍摄工作，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加纳毛坯钻石生产数据库，据以打击科特

迪瓦毛坯钻石渗透进入加纳的行为。 

306. 事实证明，加纳政府在控制科特迪瓦毛坯钻石出口的工作方面采取了合

作态度，这尤其体现在它参与金伯利进程方面。加纳还充分配合专家组的调查

工作。 



S/2009/521  
 

09-55098 (C)64 
 

图十六 

加纳为 Peri 钻石公司(加纳)向 Peri 钻石公司(比利时)出口毛坯钻石签发的金伯

利进程证书 

 

 

 

 

 

 

  资料来源：科特迪瓦专家组。 

 H. 几内亚 

307. 几内亚对科特迪瓦毛坯钻石出口禁运造成了特殊的挑战。首先，同一个族

裔居住在科特迪瓦与几内亚的边界两侧而且来往频繁。此外，几内亚长期开采科

特迪瓦钻石矿场，以至该国在塞盖拉设有常驻代表即几内亚采矿者协会副主席巴

尔德·马马杜(见上文第 264 段)。第二，对几内亚毛坯钻石贸易缺乏有效控制，

这使科特迪瓦毛坯钻石易于渗透进入该国。此外，专家组获得的资料证实几内亚

某些个人购买科特迪瓦钻石。各种消息来源表明，科特迪瓦毛坯钻石贸易是通过

几内亚恩泽雷科雷镇进行的。 

 1. 几内亚毛坯钻石产量异常增加 

308. 金伯利进程在 2005 和 2008 年对几内亚进行了审查访问。两次访问的报告

都突显出该国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尤其是在向出口事务办公室证明毛坯钻石采

自哪个矿区的进程中存在的缺陷。金伯利进程统计工作组向专家组提供的数据表

明，2007至2008年几内亚毛坯钻石(以克拉重量计)产量增加了200%(见下表12)。 

表 12 

几内亚毛坯钻石产量，2003-2008 年 

年份 

产量

(以克拉重量计)

与上一年相比的增

(减)情况(百分比)
产值

(美元)

与上一年相比的增

(减)情况(百分比) 

2008 年 3 098 490 204 53 698 456 16 

2007 年 1 018 723 115 46 101 145 16 

2006 年 473 862 (14) 39 884 880 -16 

2005 年 548 522 (19) 47 459 55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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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产量

(以克拉重量计)

与上一年相比的增

(减)情况(百分比)
产值

(美元)

与上一年相比的增

(减)情况(百分比) 

2004 年 673 893 — 39 526 025 — 

2003 年 — — — — 

 共计 5 813 490 226 670 062  

 

资料来源：金伯利进程统计工作组。 

309. 几内亚钻石和珍贵材料专业知识国家统计局以该国马森塔、基西杜、凯鲁

阿、恩泽雷科雷、法拉纳和马木等新矿场为例，证明了产量有所增加。 

310. 专家组指出，这不是涉及几内亚毛坯钻石生产的唯一异常现象。金伯利进程

统计工作组2009年对西非2004和 2005年的毛坯钻石贸易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金

伯利进程参加国报告称，从几内亚进口的毛坯钻石的数量高于几内亚报告的出口量。 

 2. 几内亚国民在科特迪瓦的活动 

311. 专家组收到了有关几内亚国民参与科特迪瓦毛坯钻石出口的可靠报告。专

家组致函几内亚政府，要求提供可能存在的几内亚国民参与出口活动的资料，并

提供有关几内亚毛坯钻石内部控制制度的背景资料。几内亚政府官员没有对专家

组关于提供资料的一些要求作出回应。 

312. 几内亚的毛坯钻石内部控制系统仍然不透明，而且专家组认为该系统存在

严重的缺陷。 

313. 该国2007至 2008年毛坯钻石产量增加了200%，而该国显然无法追踪钻石从

矿区到市场的行踪，这些情况是几内亚当局面临的一些挑战。金伯利进程钻石专家

工作组认识到这些挑战，因此打算详尽分析2005年以来几内亚的出口情况，据以确

定科特迪瓦的毛坯钻石是否已渗透进入几内亚毛坯钻石市场。
44
 此外，金伯利进程

钻石专家工作组还打算在 2009 年 9 月至 10 月对几内亚新矿区进行地质评估，据以

评估这些矿区的生产能力。这项措施应该可以澄清几内亚毛坯钻石产量反常的原因。 

 I. 利比里亚 

314. 与利比里亚问题专家组以及设在矿产部的利比里亚政府钻石办公室进行

的合作，为专家组在利比里亚的调查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虽然专家组发现了

证据，表明科特迪瓦的钻石可能渗透进入利比里亚毛坯钻石行业，但必须指出，

这无损利比里亚政府当局为解决利比里亚毛坯钻石内部控制制度的弱点所作的

重大努力。专家组的调查结论其实是在利比里亚政府钻石办公室协助下得出的，

而且专家组相信，该办公室将作出认真的努力，应对科特迪瓦毛坯钻石渗透进入

该国的可能性。专家组认为，认识到有问题，是遵守制裁制度的第一步。 

__________________ 

 
44
 金伯利进程钻石专家工作组同意于 2009 年 5 月在纳米比亚举行的金伯利进程闭会期间会议上

进行这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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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毛坯钻石制裁措施对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的不同影响 

315. 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两国出口毛坯钻石都受到联合国禁运规定的制约。关

于科特迪瓦的安全理事会第 1643(2005)号决议和关于利比里亚的第 1521(2003)

号决议的范围不同，对这两国毛坯钻石的内部贸易及出口的影响也不同。 

316. 科特迪瓦有关当局没有禁止开采毛坯钻石，利比里亚政府则暂停所有采矿

活动，从而限制了毛坯钻石储存的积累，也降低了市场驱动的非法出口此种钻石

的诱因。但如前所述，科特迪瓦的情况并非如此。 

317. 尽管采取了这些积极措施，国外非法出口的毛坯钻石依然容易渗入利比里

亚毛坯钻石贸易。专家组在与利比里亚问题专家组进行联合调查期间发现的证据

表明，在 2007 年解除对利比里亚钻石的制裁后，与 Peri 钻石公司案(见上文第

292-306 段)有牵连的网络有一部分已将其业务活动转移到利比里亚。 

 2. 出口库存 

318. 虽然利比里亚政府以前曾禁止开采毛坯钻石，但在解除出口禁运后，就有人

要求政府钻石办公室准许出口毛坯钻石。换句话说，尽管政府禁止开采活动，但利

比里亚开采钻石的活动依然在持续进行，从而产生了供出口的毛坯钻石库存。 

319. 利比里亚请金伯利进程资格审查委员会就管理该国毛坯钻石库存问题提

供咨询意见。金伯利进程资格审查委员会提议利比里亚宣布直到 2007 年 10 月 30

日为止的期间为“宽限期”，在此期间可出具金伯利进程证书出口其库存的毛坯

钻石，而无需出具为获得认证而通常要求提供的必要文件。 

320. 不过，在粗略检查了一批库存出口后，金伯利进程钻石专家工作组在 2007

年通知利比里亚政府，指出工作组无法“排除[这批钻石已经]夹杂来自科特迪瓦

的冲突钻石的可能性”(见 S/2007/689 第 39-41 段和 S/2008/235 第 68-70 段)。 

 3. Peri 钻石公司(加纳)走私网络可能已转移到利比里亚境内 

321. 在与设在蒙罗维亚的政府钻石办公室合作下，科特迪瓦问题专家小组和利比

里亚问题专家小组联合调查了科特迪瓦毛坯钻石供应商可能已转移到利比里亚境内

的问题。这些调查的依据是观察到，向2007年停止在加纳从事业务活动的 Peri 钻石

公司(加纳)提供科特迪瓦毛坯钻石的供应商同年又在利比里亚开展业务活动。 

322. 2007 年，以前向Peri钻石公司(加纳)提供科特迪瓦毛坯钻石次数 频繁的

供应商(下称某甲
45
)与第二名合作伙伴尤里·弗罗因德先生一起在蒙罗维亚建立

了一家公司(下称X公司)。
46
 

__________________ 

 
45
 专家组基于保密理由并根据今后各专家组继续进行调查的要求而隐去其名。 

 
46
 专家组基于保密理由并根据今后各专家组继续进行调查的要求而隐去公司名称以及一名合作

伙伴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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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专家组在 2009 年 6 月访问利比里亚期间，注意到 X 公司的贸易具有它认

为可疑的某些特点。首先，专家组在政府钻石办公室分析了 X 公司从蒙罗维亚出

口的毛坯钻石的照片。专家组注意到，X 公司出口的一些毛坯钻石从照片看来与

科特迪瓦的钻石相似。这本来不足为奇，奇怪的是采矿凭单表明这些钻石来自远

离科特迪瓦边界的利比里亚西部。这表明该采矿凭单可能载有虚假资料。 

324. 第二，利比里亚毛坯钻石内部控制制度规定，必须在矿场开具开采凭单之

后，才可将毛坯钻石运到蒙罗维亚。蒙罗维亚的经纪商买下钻石后，这些钻石就

得到一份经纪商凭单。在 X 公司的一些装运货物中，采矿凭单所注日期与经纪商

凭单所注日期相同。经(路况不良的)公路从矿山至蒙罗维亚的路程为 250 公里。

专家组认为，极不可能在一个工作日内将钻石运到路程这么远的地方。这再次表

明，采矿凭单可能载有虚假资料。 

325. 第三，现已获悉 X 公司的两个合作伙伴过去与毛坯钻石非法交易有关联。

X 公司的两个合作伙伴之一某甲是以前向 Peri 钻石公司(加纳)供应科特迪瓦毛坯

钻石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某甲的家人依然在塞盖拉积极从事科特迪瓦毛坯钻石行

业的活动。X 公司的第二个合作伙伴弗罗因德先生因在巴马科机场走私毛坯钻石

出境而于 2004 年在马里被捕。 

326. 专家组怀疑，某甲和弗罗因德先生这两名合作伙伴之所以创建 X 公司，可

能是为了一旦 Peri 钻石公司(加纳)被迫停止贸易活动，开辟另一条非法出口科特

迪瓦毛坯钻石的路线。 

327. 专家组认为，还值得指出的是，弗罗因德先生的家族，尤其是他的父亲西

蒙·弗罗因德，
47
 还经营设在以色列拉马特甘的一个毛坯钻石企业。尤里·弗罗

因德先生(儿子)的X公司经常从利比里亚向西蒙·弗罗因德先生(父亲)出口钻

石。专家组在拉马特甘会晤了以色列钻石事务副主计长，该官员告知专家组说，

以色列有关当局尚未查明弗罗因德家族有任何可疑的进口活动。 

328. 然而，专家组依然对 X 公司本身及其各种关系深感关切，这些关系包括该

公司与同钻石走私活动相关的个人的关系，也包括该公司与科特迪瓦毛坯钻石贸

易的关系。专家组注意到，蒙罗维亚还有另外一些表现出同 X 公司类似的特点的

公司。专家组怀疑，这些公司可能参与了非法出口科特迪瓦毛坯钻石的活动。 

 4. 科特迪瓦毛坯钻石贸易网络同利比里亚毛坯钻石贸易网络之间的关联 

329. 专家组在科特迪瓦塞盖拉的调查使该组获悉了参与毛坯钻石贸易的人员

的姓名，包括“钻石矿主”、“一级收购人”、“二级收购人”和买主的姓名。专家

组发现，这些人的家人中也有很多人在利比里亚从事毛坯钻石行业的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 

 
47
 西蒙•弗罗因德先生已在专家组结束任务前不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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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正如其在几内亚案例中指出的那样，专家组认为，该区域各钻石矿区之

间的家庭或族裔联系，是对制裁制度的一种潜在威胁。具体而言，工作组注意

到有些家庭同时在若干个钻石矿区营业。例如，迪亚洛家族成员(见

S/2006/735 第 140-149 段和 S/2006/964 第 44 段)持有利比里亚的代理许可证

和采矿许可证，但在科特迪瓦居住。同样，通卡拉家族的一些成员在科特迪瓦

塞盖拉参与购买钻石的活动，该家族另一些成员则在蒙罗维亚从事毛坯钻石出

口业务。 

 5. 有关利比里亚开采凭单的违规行为 

331. 在设在蒙罗维亚的政府钻石办公室审查开采凭单问题期间，专家组注意

到这一制度两个明显的缺陷。首先，设在蒙罗维亚的政府钻石办公室要花几个

星期的时间来收集开采凭单并将之归档，而且还必须以手工方式试图跟踪档案

所载毛坯钻石货物的去向。此外，政府钻石办公室并不验证有关从矿山直到出

口商的文件记录(即内部控制系统)是否有效。这影响了利比里亚内部控制制度

的有效性。 

332. 第二，专家组发现，政府钻石办公室的一些开采凭单未经采矿者签名，而

是在签名处留下空白(见图十七)。此外专家组还注意到，有些开采凭单是一些采

矿许可证已经过期的采矿者填写的。 

图十七 

没有采矿者签名的开采凭单，2009 年 5 月 

 

 

 

 

 

 

 

 

资料来源：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 

 J. 国际贸易中心 
 

333. 会员国遵守联合国就科特迪瓦毛坯钻石出口所实施制裁的情况取决于三

个因素：对制裁的认识；会员国监测毛坯钻石进口的体系的实力；以及区分科特

迪瓦毛坯钻石和其他国家钻石的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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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钻石货物价值高，但体积小，并且 X 光机检测不到。这使得钻石的转移相

对容易瞒过海关当局。此外，除了已知的地面路线以外，科特迪瓦通过航空与至

少三个金伯利进程参加国直接相连：比利时、黎巴嫩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 比利时 
 

335. 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是世界上 大的钻石贸易中心的所在地。只有这个国家

设立有专门调查钻石贸易相关活动的警察单位。该单位长期以来一直在监视安特

卫普钻石贸易商的活动，并监测遵守联合国制裁的情况。在这方面，比利时联邦

警察进行了一项调查，以确保遵守联合国就科特迪瓦毛坯钻石实施的制裁措施。

这项调查导致安特卫普 Peri 钻石公司的管理层受到起诉和指控。 

 2． 黎巴嫩 
 

336. 科特迪瓦有大约 10 万黎巴嫩人，这是西非 大的黎巴嫩人群体。科特迪

瓦和黎巴嫩之间的贸易往来很多。 

337. 黎巴嫩一直是中东地区的珠宝贸易中心。然而，1970 年代的内战迫使钻石

贸易商转移到其他钻石交易中心(如比利时)，或者放弃自己的工厂。在西非，黎巴

嫩商人控制了塞拉利昂、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冲积钻石矿床。尽

管有内战，由于贝鲁特可进入世界各地钻石市场，支撑了该市的珠宝制造企业。 

338. 内战于 1990 年结束以后，黎巴嫩采取必要措施，重新跻身国际钻石业。

2005 年，黎巴嫩成为金伯利进程的参加国。尽管当时以黎巴嫩为基地的毛坯钻石

贸易商即使有也没有几个，许多人从那时起转移到了贝鲁特。目前，获得黎巴嫩

经济部授权的注册的毛坯钻石贸易商共有 13 个。 

 (a) 几内亚对黎巴嫩的毛坯钻石出口在增加 
 

339. 小组对几内亚的钻石出口进行分析后发现，对黎巴嫩的毛坯钻石出口大幅

度增加(见下文表 13)。虽然几内亚的出口符合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的规章，但小

组认为，这些出口钻石中可能含有科特迪瓦的毛坯钻石。 

表 13 

几内亚对黎巴嫩的毛坯钻石出口情况 

年份 出口量(克拉)
与前一年相比的

增(减)情况(百分比) 出口额(美元)
与前一年相比的

增(减)情况(百分比)

2008 1 949 948 397 5 463 780 176

2007 391 964 － 1 982 205 －

2006 － － － －

2005 － － － －

2004 492 － 42 320 －

2003 － － － －

 共计  2 342 404 － 7 488 305 －
 

资料来源：金伯利进程统计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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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贝鲁特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的海关当局十分熟悉毛坯钻石贸易和金伯

利进程证书制度的规章。自黎巴嫩于 2005 年加入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以来，机

场的海关当局已经没收了 4 批毛坯钻石货物(进口和出口)。这四个案件目前正在

接受司法审议。 

341. 海关当局于 2007 年 8 月 9 日没收了由一名黎巴嫩裔美国国民携带前往伦

敦的一批毛坯钻石货物。这批货物的重量是 1 102.30 克拉。根据这批钻石的形

态，小组怀疑钻石原产于津巴布韦。 

342. 第二批被没收的货物是 2007年 8月 23日前往迪拜的一名黎巴嫩国民携带

的。这批货物中有工业级和宝石级钻石，宝石级钻石中既有被劈开(预切)的，也

有毛坯。这批货物重量为 4 441.85 克拉，似乎原产于津巴布韦。 

343. 2008 年 7 月 20 日，在从贝鲁特途经卡萨布兰卡飞往贝宁科托努的摩洛哥

皇家航空公司的航班上，截获了重量为 45.65 克拉的企图非法出口的第三批毛坯

钻石，携带者为一名黎巴嫩人。贝宁不是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的成员国。小组还

没有确定这批钻石是否原产于科特迪瓦。 

344. 2009 年 10 月，黎巴嫩海关当局没收了涉嫌含有毛坯钻石的第四批货物，

但经调查表明其中没有钻石后，货物被放行。 

 (b) 几内亚-黎巴嫩之间的毛坯钻石贸易 
 

345. 在许多关于从科特迪瓦向几内亚出口冲突钻石的媒体报道之后，小组调查

了黎巴嫩从几内亚组进口毛坯钻石的情况。
48
 上文指出，由于几内亚国内控制体

系脆弱，黎巴嫩和所有从几内亚进口钻石的其他国家都很容易无意中进口科特迪

瓦的毛坯钻石。小组特别注意几内亚向黎巴嫩出口的数量，以及用于为毛坯钻石

贸易分类的协调编码制度。 

346. 根据金伯利进程提供的数据，2007 年，几内亚出口至黎巴嫩的钻石重量共

计 391 964 克拉，价值为 1 982 205 美元。2008 年出口了 1 949 948 克拉钻石，

价值为 5 463 780 美元，与 2007 年相比，在重量上增加了 397%，价值上增加了

176%。由于两国之间的贸易历史较短，因此无法对贸易动态进行长期分析。不过，

__________________ 

 
48
 综合区域信息网(2009年6月22日)，“Credibility of the Kimberley Process on the line,say 

NGOs”，检索自网站 http://www.alertnet.org/thenews/newsdesk/IRIN/ea1d40b4bfd242- 

78df5765b0c209570c.htm；Global Witness(2009 年 6 月 19 日)。Blood diamonds-time to plug 

the gaps.检索自网站 http://www.globalwitness.org/media_library_detail.php/774/en/ 

blood_diamonds_time_to_plug_the_gaps；Golan, Edahn (2009年 6月 25日)。金伯利进程会议: 

Renewed calls for improvements in monitoring as KP fails where it’s critical。Idexonline。

检索自网站 http://www.idexonline.com/portal_ FullNews.asp?id=3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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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利进程驻贝鲁特的协调人告诉工作组，一家公司从几内亚进口毛坯钻石，这

项业务开始于 2007 年 4 月。2008 年，从克拉重量来说，这家公司进口的钻石占

几内亚出口量的 62%，大约为几内亚毛坯钻石总出口货值的 8.1%。 

347. 世界海关组织规定的协调制度中有三个海关编码涉及毛坯钻石：710210 

(钻石，未分类)；710221(钻石，工业级，未加工或者经简单锯开、切割或粗糙

成形)；以及 710231(钻石[珠宝级]，未加工或简单锯开、切割或粗糙成形)。几

内亚出口到黎巴嫩的钻石按 710231 编码(宝石级)申报。然而，黎巴嫩再出口钻

石大部分按 710221(钻石，工业级)和 710231(钻石，宝石级)归类。这表明黎巴

嫩在鉴定钻石(特别是钻石的质量)方面的技术专长似乎欠缺。 

348. 存在这个问题的不只是黎巴嫩。协调制度的编码对金伯利进程的许多参加

国来说也具有挑战性。尽管一些参加国依靠专业顾问对毛坯钻石进行估价，但其

他国家不得不依靠本国的专门知识(或者根本不具备这种专门知识)。这意味着，

许多毛坯钻石货物的分类有误。因此，协调制度编码不一定是可靠的钻石质量指

标，而表明许多参加国的监测能力普遍欠缺。 

349. 黎巴嫩和几内亚钻石市场的钻石中很容易夹杂科特迪瓦毛坯钻石。这是

由于几内亚的内部控制制度脆弱，而黎巴嫩按克拉重量来说是几内亚毛坯钻石

大的进口国。在金伯利进程钻石专家工作组结束对几内亚钻石采矿的分析工

作以前，无法确定黎巴嫩或金伯利进程其他参加国是否间接进口了科特迪瓦毛坯

钻石。 

 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5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一个战略贸易枢纽，通过航空与科特迪瓦直接连接。

阿联酋航空公司在阿比让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之间有定期的直飞航班，这一

路线以前用于将禁运物资从迪拜发送到阿比让(见 S/2006/204，第 45-46 段和附

件四)。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有许多毛坯钻石贸易公司。 

351. 关于上一个专家小组着重提到的案件(见S/2008/235，第72段和第73段)，

小组正在等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当局提供关于钻石案件所涉公司的资料。小组还

了解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境内的某些实体有能力打磨毛坯钻石。然而，尽管已

提出要求，但小组尚未收到要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当局提供的资料。 

352. 此外，小组致函阿布扎比海关当局，询问没收货物的情况。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直飞航班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与重要的钻石贸易中心布鲁塞

尔联系起来。 后，小组致函在阿比让、阿克拉和迪拜(在此地有许多钻石贸易公

司)之间有定期航班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航空公司。这些要求也没有得到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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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小组转递了其他要求，询问一家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Hamriya Freezone 注

册的公司的情况。这家公司据报告从上文关于利比里亚一节中名称为“X 公司”

的一家公司进口毛坯钻石。 

354. 小组对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未能回复许多要求表示关切。 

 K. 执行制裁制度的能力 
 

355. 除了上面提到的情况外，有几个其他因素影响到会员国遵守关于进口科特

迪瓦钻石的制裁措施的情况，特别是在进口管制方面。本节评估金伯利进程通过

的程序以及金伯利进程钻石专家工作组制定的科特迪瓦钻石“足迹”对遵守制裁

情况的影响。 

 1． 科特迪瓦毛坯钻石的“足迹” 
 

356. 2005 年，金伯利进程钻石专家工作组根据过去的生产数据向金伯利进程全

体会议提交了科特迪瓦的钻石生产“足迹”。足迹(见 S/2006/735，表 6和第 138

及 139 段)列出了科特迪瓦毛坯钻石的尺寸和形态及其地理分布情况。科特迪瓦

毛坯钻石的“足迹”尽管已经公开，但在侦查科特迪瓦毛坯钻石的进口过程中似

乎没有发挥作用。 

357. 金伯利进程参加国使用科特迪瓦毛坯钻石的“足迹”的程度有很大差异，

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技术能力不同。一些参加国聘请专家级毛坯钻石评估人员

对毛坯钻石货物进行筛选，而另一些国家连基本的毛坯钻石评价能力都不具

备。 

358. 然而不论其技术能力如何，小组怀疑金伯利进程参加国是否利用科特迪瓦

毛坯钻石的“足迹”对毛坯钻石进口进行筛选，以便发现夹杂科特迪瓦毛坯钻石

的迹象。对间接从科特迪瓦进口毛坯钻石的参加国未采取惩罚措施，是造成对足

迹的利用有限的原因之一。 

 2． 金伯利进程的作用 
 

359. 由于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属于自愿性质，而且没有建立相关程序以处理损

害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的参加国，限制了该制度在控制冲突钻石方面的有效性。

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的运转所需预算，来自于金伯利进程参加国为运作该制度而

自愿提供的资源。对毛坯钻石贸易的研究与分析要依靠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报

告中查明的案件。该制度依靠参加国如实报告可疑交易，而不论其是否有能力

或是否愿意提醒国际社会注意违禁贸易的行为。出现参加国不遵守该制度的情

况时，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没有任何工具来遏制这类不遵守国家。实际上，金

伯利进程证书制度之所以面临挑战，是由于参加国无力以及不愿意达到金伯利

进程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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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此外，在大多数金伯利进程参加国，司法系统参与执行金伯利进程证书制

度的程度有限，是损害该进程有效性的另外一个因素。小组注意到，参加国执行

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仅限于钻石管理当局处理金伯利进程的证书。一些金伯利

进程参加国告诉小组，他们就可疑案件采取的行动，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

够得到提醒他们注意具体货物的金伯利进程工作组的合作。当地负责调查和分析

可疑毛坯钻石贸易和公司的分析研究单位不足，这限制了参加国达到该制度 低

要求的能力，因此也限制了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的有效性。 

361. 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面临挑战是因为缺乏资源以及缺乏用于资助及运作

该制度所需的中央权力机构。小组同意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三年期审查报告中提

出的结论。为了克服这些挑战，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需要调整三年期审查过程中

查明的各项建议。另外一项将加强该进程的措施是将其他国际组织(如刑警组织

和世界海关组织)纳入该制度。 

 3． 监测和截获可疑货物 
 

362. 小组审查了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网站上已有的钻石出口和进口

数据。
49
 下文表 14 中列出的货物包括会员国的进口和出口，其中有科特迪瓦

和本地区不是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成员国的其他国家(如马里和布基纳法索)

的出口。 

表 14 

向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报告的钻石货物 

国家 

向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

数据库报告的钻石货物数量 调查结果 

科特迪瓦 3 正在进行 

马里 2 正在进行 

布基纳法索 1 已完成，不违反禁运 

加纳 6 正在进行 

几内亚(与非金伯利进程 

证书制度参加国) 

8 正在进行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363. 小组尚未从会员国收到可以解释上文表 14 所列每项转移的答复，因此不

能排除这些货物中有一些可能含有非法出口的科特迪瓦毛坯钻石的可能性。 

__________________ 

 
49 http://comtrade.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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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小组还收集了关于全世界会员国报告的可疑毛坯钻石货物的资料。这些货

物的摘要列于下文表 15。 

表 15 

可疑的毛坯钻石案件，2006-2009 年 

国家 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 案件数目 调查状况 

捷克共和国 金伯利进程参加国 1 怀疑钻石原产于科特迪瓦 

印度 金伯利进程参加国 2 原产地尚未确定 

以色列 金伯利进程参加国 尚未掌握资料 尚未掌握资料 

黎巴嫩 金伯利进程参加国 4 原产地尚未确定 

马里 非金伯利进程参加国 1 怀疑钻石原产于科特迪瓦。

专家小组报告 S/2008/235

中已报告此案。 

塞内加尔 非金伯利进程参加国 1 钻石原产地不是科特迪瓦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金伯利进程参加国 尚未掌握资料 尚未掌握资料 

美国 金伯利进程参加国 25 原产地尚未确定 

 

资料来源：科特迪瓦问题专家小组。 

365. 上文表 15 显示，各国截获的可疑毛坯钻石货物相对较少，这表明许多金

伯利进程参加国未能发现和报告可疑案件。这可能表明参加国以及更笼统地说会

员国，没有采取必要预防措施，以防止科特迪瓦毛坯钻石渗入本国市场。 

 九. 航空 
 
 

366. 本节介绍小组调查科特迪瓦空军作战能力的结果。如同以前的专家小组一

样，小组的重点是飞机的适航性和科特迪瓦各方使用(或潜在使用)情况。 

367. 本节还介绍小组调查科特迪瓦总统座机的使用情况，包括 Helog 公司租给

科特迪瓦共和国的飞机情况。这部分 后分析了关于豁免禁运的若干非正式要

求。 

368. 在整个任务期间，小组与非洲和马达加斯加航空安全局
50
 和la Régie 

Administrative d’Assistance en Escale(货运代理)保持经常接触。小组与这些组织

一道监测国内和国际航班，核实在阿比让机场卸下的货物的货单。 

__________________ 

 
50
 非洲和马达加斯加航空安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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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在执行任务期间，小组访问了大多数机场(基础设施有限的小机场)和简易

机场(没有基础设施的、未铺设路面的降落跑道)，作为其定期监测科特迪瓦飞机

降落设施的一部分。 

370. 本报告这一节，在 后部分总结了小组调查可能存在的外国向科特迪瓦提

供军事援助、以恢复科特迪瓦空军机群的情况。 

 A. 核查科特迪瓦机群的能力 
 

 1. 停在阿比让空军基地的飞机 
 

371. 小组多次访问阿比让机场，该机场既作国际商业机场，也作科特迪瓦空军

基地。基地包括四个机库，其中之一被 Helog 公司用来保养其直升机，第二个机

库是联合国航班的客运站和服务站，第三个是科特迪瓦军用飞机和弹药仓库。第

四个机库里是固定翼飞机，属于科特迪瓦总统机队(见图十八)。 

图十八 

阿比让空军基地机库和飞机方位图 

 

 

 

 

 

 

 

来源：科特迪瓦专家组。 

372. 访问期间，专家组调查了基地机库内的军用飞机的状况，还有一架安东诺

夫 12 型(TU-VMA)运输机。运输机停在基地附近的停机坪。小组没有看到飞机

的任何修理或修复的迹象(关于科特迪瓦机群状况的信息，见附件九)。 

373. 米格-24 武装直升机(注册为 TU-VHO)，似乎并没有移动，仍然保持 2006

年 10 月 26 日记录的位置。而且这架飞机的状况看上去与先前专家小组(S/2008/ 

598，第 46 段)所述状况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1. Helong 公司 2. 联合国 3. 军用 4. 总统座机 

飞机弹药 

D-HAXE 

D-HAXK 

TU-VHO

TU-VHM

TU-VMA 

多哥营 

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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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安 12 型飞机(注册为 TU-VMA)，技术上是科特迪瓦国家武装部队的航空资

产，尽管过去曾用于民用。这架军队运营的飞机自 2007 年 11 月 11 日以来一直

停飞，原因是据报告，左边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据小组所知， 后一次引擎测

试是 2008 年 3 月 19 日进行的。 

375. 小组的理解是，科特迪瓦空军运行的绿色 IAR-330 型直升机(注册为

TU-VHM)，于 2008 年 10 月 14 日做 后一次飞行。据科特迪瓦空军一名现役军官

提供的资料，这架飞机自该日起，便没有飞行，因为武器和相关物资的禁运措施

禁止进口维修所需的零件。 

376. 2006 年 8 月 1 日，科特迪瓦军方官员宣布，他们的直升机只用于民用目的，

并没有用来运送军事人员或任何武器和弹药(见 S/2006/735，第 87 段)。在这方

面，TU-VHM 直升机被用于搜索和救援行动。但是，由于飞机仍在服役，根据武器

和相关物资的禁运措施，可能提供零部件进行修理的国家，不得提供零部件。小

组已密切监测有关这架飞机的任何可能显示要进行修复的活动。 

377. 例如，2009 年 5 月 13 日，小组连同联科行动禁运股的“禁运快速反应任

务组”
51
 的两名工作人员，以及与空军基地相邻的联科行动多哥营的一名军官，

访问了阿比让空军基地。小组注意到，TU-VHM直升机已经从原来的机库转移到

另一个机库的旁边，这个机库内存放由Helog公司飞行的总统直升机机队。这架

飞机不久被送回原来的机库，2009 年 5 月 27 日小组给予确认。 

378. 同样，2009 年 6 月 18 日，禁运快速反应工作队与多哥营部队一起，联合

巡逻了空军基地。巡逻队通知小组，TU-VHM 直升机已经维修。巡逻队注意到，维

修后，飞机转移到停机坪，左面连着一根电缆。小组注意到，电缆的位置表明，

这架飞机连接到地面电源：一台向飞机电子系统提供电力的发电机，用于启动飞

机引擎(见附件十)。 

379. 2009 年 7 月 8 日视察空军基地时，小组注意到，TU-VHM 直升机上的灰

尘已经擦干净。此外，小组发现机身上油迹斑斑(尤其在发动机整流罩和尾杠前

面)，这表明，可能对飞机发动机进行了修复和/或测试。然而，小组并没有看到

任何维修工作，也无法确认飞机是否已维修。没有报告表明，在小组任务期内这

架飞机从事过飞行。 

 2. 关于几内亚有科特迪瓦军用飞机的传闻 
 

380. 2009 年，科特迪瓦报纸上常常刊登一些传闻，称邻国几内亚境内有科特迪

瓦政府的军事物资。
52
 根据这些报道，这些物资包括车载BM-21 型 122 毫米多

__________________ 

 
51
 禁运快速反应任务组 初是由联科行动和独角兽部队联合成立的，由 7 名联合国警察和军事观

察员组成，得到驻扎阿比让机场的独角兽部队分遣队的支持。 

 
52
 例如，见《爱国者》，2009 年。“Aprés la prise du pouvoir par la junte militaire：Les avions 

de Gbagbo bloqués en Guinée.”1 月 20 日，星期三； INRI 电台，2009 年。 Interview realize 

par Jacques Roger。Invité：Dr Ahua depuis Canada；Thème：Analyse de quelques sujets 

d’actualité。3月 6日；《爱国者》，2009 年。“Gbagbo n'a pas d’avions en Guinée.”8 月 10

日，星期一；《时代报》，“Gbagbo n’a pas d’avions chez moi.” 8 月 10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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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火箭发射系统和Mi-24 武装直升机(见武器一节，第 80-82 段)。这些报道出现

后，小组立即进行核实，致函有关报刊，要求报道文章的作者提供进一步资料。

小组没有收到可靠的信息。 

381. 据报道，2009年 8月 8日，在科纳克里，几内亚总统穆萨·达迪斯·卡马拉

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断然否认关于几内亚有属于科特迪瓦(总统)的座机的传闻。
53
 

小组的调查表明，几内亚空军运行四架Mi-24 直升机，其中只有一架可以飞行。

2009 年 3 月 2 日和 3 日访问几内亚时，小组无法证实几内亚境内有属于科特迪瓦

的Mi-24 飞机或其他军事装备。 

 3. 科特迪瓦总统机队中的直升机 
 

382. 小组在任务的第一部分中注意到，两架白色 IAR-330 型直升机(登记为

ZS-RKC 和 ZS-RVO)，由星光航空公司拥有，租赁给科特迪瓦(见 S/2009/188，第

3 段)。这些直升机组成科特迪瓦总统机队的一部分。小组致函星光航空后了解到，

该公司没有直接向科特迪瓦共和国租赁飞机，飞机由一家德国公司，Helog 公司

运营，其持有与科特迪瓦政府的飞机租赁协议。 

383. 2009 年 4 月 21 日，经由与星光航空之间的信件，Helog公司告诉工作组，

其十分清楚安全理事会第 1572(2004)号决议以及欧洲联盟理事会条例(EC)第
174/2004 号的存在。后一项条例限制提供可能在科特迪瓦境内用于镇压的军事援

助和装备。
54
 Helog公司致函小组，指出，租赁给科特迪瓦政府的两架直升机的

活动没有违反制裁制度。 

384. 2009 年 5 月 1 日，联科行动多哥营告知工作组，Helog 公司经营的一架直

升机(ZS-RVO)上，有三名身穿科特迪瓦宪兵制服的武装乘客和一名科特迪瓦空

军军官登机。虽然小组认为这没有违反制裁制度，但也指出，飞机搭乘这类乘客，

与科特迪瓦空军的保证相抵触：曾保证总统直升机队不搭乘军人、武器或弹药，

专为民用(见 S/2006/735，第 87 段)。 

385. 星光航空在给专家小组的信函中宣布，2009 年 4 月 6日，Helog 公司经营

的其两架直升机中的一架(ZS-RKC)被转移到南非，不再回到科特迪瓦。然而，

小组随后收到报告表示，替换上述直升机的一架 IAR-330 型直升机已抵达该国，

停放在 Helog 公司使用的总统直升机机库。2009 年 4 月 22 日，小组访问阿比让

空军基地，查看新来的飞机。 

__________________ 

 
53
 《Le temp de vivre》, 2009 年。“Affaire avions Gbagbo bloqués en Guinee;Dadis Camara(几
内亚总统) aux Ivoiriens; 《Ce sont des rumeurs pour refroidir les relations entre deux 

pays》。8月 10 日,星期一。 

 
54
 欧洲联盟理事会，2004 年。理事会条例(EC)第 174/2004 号；2005 年 2 月 2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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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 访问空军基地时，小组注意到，新来的直升机登记号为 D-HAXE、标有

Helog 公司标志。小组还注意到，星光航空第二架直升机(ZS-RKO)仍在机库。但

是，2009 年 7 月 2 日，再次访问空军基地时，小组得以证实，星光航空的 后一

架直升机 ZS-RVO，也离开了该国。取代这架飞机的是 IAR-330 型直升机，涂有

Helog 标志和 D-HAXR 登记号。 

387. 在小组此一调查阶段，星光航空两架 IAR-330 型总统直升机队的飞机

(ZS-RKC 和 ZS-RVO)已换为两架 Helog 的 IAR-330 型直升机(D-HAXE 和

D-HAXR)。 

388. 2009 年 8 月 12 日，小组例行访问阿比让空军基地。访问中发现，Helog
公司一架直升机(D-HAXR)不在场地。Helog 公司人员告诉小组，这架飞机已经

离开科特迪瓦，已被另一架 IAR-330 型直升机(D-HAXK)取代，上面涂有 Helog
标志。小组还注意到，Helog 公司的三个货柜(合法)运抵机库，其中两个载有

IAR-330 型直升机零部件(下文说明转运情形)。 

389. 小组意识到，IAR-330 的一些零部件，可被用来修复科特迪瓦空军操作的

绿色 IAR-330 型(TU-VHM)直升机，这种直升机不同于 Helog 公司的总统直升机

机队，属于禁运之列。小组还注意到，Helog 公司合格的直升机技术员在空军基

地的存在。由于这些原因，小组再次要求驻扎在空军基地附近的联科行动多哥营，

报告任何可疑的活动，尤其是 TU-VHM 直升机的维修活动。 

 4. 科特迪瓦总统机队的固定翼飞机 

390. 小组监测阿比让空军基地的活动发现，总统机队的固定翼飞机定期保

养。湾流三型(TU-VAF)及湾流四型(TU-VAF)可全面运行。事实上，2009 年 4

月 22 日访问空军基地时，联科官员告诉工作组，湾流三型正在国外，用于正

式访问。 

391. 在审查空运货单时，小组发现一批进口的飞机零部件运往“国防部，空军”

(见附件十一)。根据瑞士货运公司“喷气航空公司”提供的信息，这批货运包括

湾流四型总统座机的轮胎(注册为 TU-VAD)，这架飞机不受禁运限制。 

 5. 非正式申请军用飞机零部件禁运豁免 

392. 2009 年 1 月 13 日，小组在纽约会见了科特迪瓦常驻联合国代表。常驻代

表通报说，由于禁运造成零配件短缺，总统座机未能得到充分保养。他指出，这

危及了共和国总统的安全。常驻代表要求小组联系制裁委员会，协助对备用零件

免用禁运规定。不过，小组指出，总统机队没有任何飞机受禁运措施限制，因此

制裁制度不影响这些飞机的维修和保养。 

393. 总统机队包括 3 架固定翼飞机(一架湾流三型，一架湾流四型，以及不

飞行的福克 100 型)和两架 IAR-330 型、由 Helog 公司经管的直升机(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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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小组因此认为，常驻代表的评论想必指的是科特迪瓦空军操作的绿色

IAR-330 型直升机(TU-VHM)，或武装部队经管的安东诺夫 12(TU-VMA)。

因为在科特迪瓦政府拥有的运输机中，只有上述运输机依靠进口禁运零部件获

得适航性。 

394. 在与先前专家小组会晤时，科特迪瓦国防部官员多次提到属于科特迪瓦空

军但是用于民用的飞机的保养问题(见 S/2008/598，第 54 段)。如上所述，需要

豁免禁运，才能进口这些飞机零部件。 

 B. 核查航班和货运文件(舱单及空运货单) 
 

395. 小组继续核查货运舱单，发现了上文提到的运给国防部的零部件(见下文

第 460 段)。这也使小组识别出 Helog 公司给其 IAR-330 型直升机进口的零部件。

在该案例中，货物的起运地是苏丹喀土穆。此外，该公司还从海上进口了三个货

柜，其中装有超过 15 吨的直升机零部件(见附件十二)。虽然这些货运没有违反

武器禁运，小组认为，能发现这些货物(每年进口到阿比让的空运货物有成千上

万件)，正说明连续监测货运文件的重要性。 

396. 然而，尽管连续监测，无论是小组，还是联科行动，都无法监测所有航班

及其货物。尤其无法监测“特殊的”、计划外的航班，这样的航班不向货运代理

提供货运文件，并且在阿比让机场降落，实际上，也在科特迪瓦其他地方降落。 

397. 例如，2009 年 2 月 16 日，一架“尼日利亚阿里克航空公司”的 HS-125
飞机(注册为 5N-JMA)，在阿比让机场降落。据科特迪瓦民航官员说，飞机是持

伪造的行政文件降落的。之后，飞机滞留在机场几近三周，随后经共和国总统指

示，给予放行(见下文第 459 段)。 

398. 小组接洽非洲和马达加斯加航空安全机构官员，但这些官员无法提供科特

迪瓦媒体报道内容以外的更多信息。小组指出，大部分“特殊”航班的货物，包

括搭乘政要的航班，一般都逃避海关管制或禁运快速反应任务组的监视。 

399. 禁运快速反应任务组的任务是迅速检查可疑的空运货物，监督“可疑”

航班的过境货物。禁运快速反应任务组还负责监测阿比让和圣佩德罗自治港口

卸下的货物，还有铁路货物。任务组的活动应该是 24 小时不间断，以保持有效

的监督。 

400. 然而，禁运快速反应任务组内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近已撤回，监测工作

留给驻在阿比让机场的 2-3 名联合国警察(减少人员 50%以上)。此外，虽然过去

独角兽部队支持禁运快速反应任务组，负责监察机场和检查文件，如舱单和空运

货单，但 近的裁员意味着，它不再能支持禁运快速反应任务组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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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禁运快速反应任务组中缺少专门人员(特别是海关专家)，不利于彻底检查

货运文件。在这种情况下，禁运快速反应任务组无法执行任务，充分发挥作用。

小组坚信，禁运快速反应任务组应配有必要的人员和装备，以有效监测禁运。 

402. 在此期间，驻扎在阿比让空军基地附近的多哥营，协助禁运快速反应任务

组的监测工作。虽然该营驻扎在此是保护联合国飞机和设备，但在独角兽部队缩

编后，小组要求其加紧努力，监测空军基地的可疑活动。小组在 2009 年 2 月 22

日的备忘录中，向多哥营提供了监测准则(见 S/2009/188，附件二)。遗憾的是，

该营没有必要的摄影设备，记录可疑事件和货物。 

403. 小组组织了禁运快速反应任务组和多哥营之间的几次协调会议，鼓励双方

更密切地合作。小组还向禁运快速反应任务组内联合国警察介绍了机场上飞机活

动的性质。小组指出，禁运快速反应任务组新进来的一些成员，没有完全理解禁

运快速反应任务组的任务。 

 C. 机场和简易机场 
 

404. 专家组在其任务期的前半阶段，访问了科特迪瓦北部和 南端的大部分机

场和简易机场。在其任务期的后半阶段，专家组重点视察了东部和西部分别毗邻

加纳和利比里亚边境地区的设施(见附件十三所载地图)。 

405. 小组查明和访问的私人飞机简易机场中，扎涅简易机场(吉格洛以南约 25

公里处)是唯一一个明确运行的机场。该简易机场属于非洲加工木材公司，这是

阿比让一家木材公司。小组在现场访谈了一些人，结果表明，该公司的小型飞机

偶尔使用简易机场。科特迪瓦还有一些其他私人简易机场，但通常无人使用，或

是飞机难以降落。 

406. 小组访问的其他设施主要是联合国、独角兽部队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

计划署)航班使用的公共机场。在一定(虽然无法量化)程度上，运送科特迪瓦政

治和军事领导人的飞机，还有一些私人飞机，也使用这些机场。 

407. 要指出的是，联科行动没有持续监控大部分机场。联科行动人员目前通常

只在联合国、独角兽部队或粮食计划署航班到来时，才在机场。比较长的飞机跑

道，例如在圣佩德罗机场和曼机场，也是如此；尽管这些跑道可容纳较大的货运

飞机，如 AN-24 型和 Transall 型运输机。因此，联科行动不了解联合国、独角

兽部队或粮食计划署航班以外的其他大多数航班。 

408. 例如，2009 年 2 月 10 日，小组访问费尔凯塞杜古，视察科霍戈北部的公

共机场，该机场是由非洲糖业公司管理。抵达后，小组观察到一架 Cesna 337 型

飞机，是在尼日尔注册的私人飞机(登记 5U-ABP)。飞机无法启动起落架，在简

易机场上以“机腹贴地降落”(见附件十四)。在小组访问前，在该地区的联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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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员并不知道这架飞机的到来。小组认为，飞机未经事先通知或“特殊情况”

下在该国内陆，而且还在阿比让降落的情况很常见。 

409. 小组没有收到任何确认有可疑航班在科特迪瓦机场或简易机场降落的报告。 

 D. 外国军事援助 
 

410. 在整个任务期间，专家组争取获得外国提供军事援助，重建、维修或重新

武装科特迪瓦军事航空资产的证据。不过，小组多次访问阿比让空军基地，禁运

快速反应任务组和多哥营也进行了监测，均未查出外国飞机或武器技术的存在。 

411. 小组还接手以前专家组的调查，继续调查曾向科特迪瓦提供军事援助的某些

个人，即米哈伊尔·卡皮鲁先生和罗伯特·蒙托亚先生(见 S/2008/598，第 29-31

段)。小组调查表明，两人目前在科特迪瓦均无行动。 

 

 十. 海关 
 
 

412. 本节介绍对科特迪瓦海关的组织、法律框架和活动的分析，因为这涉及安

全理事会制裁制度的适用和执行。 

413. 如以前的专家组一样，小组侧重于海关行政部门在国内和邻国的实际操作。 

414. 本节还介绍小组从制裁角度调查货物从科特迪瓦过境运输的情况以及科

特迪瓦机场和港口的海关监督情况。 

415. 文中提及以前专家组关于海关及其对科特迪瓦目前局势相关性的建议。这

一部分还包括若干建议，这些建议如果实施，将使科特迪瓦海关程序符合制裁制

度的规定。 

416. 小组利用科特迪瓦关于海关的法律和规章规定、行政法规，以作为整个调

查结果的依据。 

 A. 科特迪瓦海关介绍 
 

417. 科特迪瓦与5个国家接壤。西面与利比里亚(716公里)和几内亚(610公里)

交界，北面与马里(532 公里)和布基纳法索(584 公里)交界，东面与加纳交界(668

公里)。南面与科特迪瓦大约有 350 公里的海上边界。 

418. 新生力量控制着与布基纳法索、加纳、几内亚、利比里亚和马里之间约

1 950 公里边境线沿线地区。政府部队控制与加纳和利比里亚的约 1 384 公里边

境线沿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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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科特迪瓦海关：立法和监管框架 
 

419. 科特迪瓦的法律框架提供了对科特迪瓦的陆地和海上边界进行监测以及

禁止某些货物进出该国的基础。为了有效实施针对科特迪瓦的制裁制度，科特迪

瓦海关当局的活动必须立足于这一法律框架。 

420. 科特迪瓦的法律框架包括两个基本文本：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西非经货

联盟)海关法
55
 和《国家海关法》。

56
 《西非经货联盟海关法》管辖适用于包括

科特迪瓦在内的所有会员国的区域法律框架。它也包含了区域一级统一的海关制

度和程序。《国家海关法》管辖与海关有关的事项，其中除了犯罪和刑罚外也包

括具体的国家程序和制度。 

421. 科特迪瓦和西非经货联盟的海关法都包含行政和法律禁令部分，其中本应包括

有关将联合国的制裁纳入各自文书的规定。然而，这两部海关法都未包括这些规定。 

422. 联合国安理会要求所有国家执行第 1572(2004)号决议第 7、9 和 11 段，以及

第1643(2005)号决议第6段，并在这样做时在本国采取措施执行武器和钻石禁运。因

此，科特迪瓦必须在其国家海关立法中禁止进口和出口联合国制裁制度规定的违禁

品。它还需要调整其海关程序，对任何违反制裁制度的情况进行调查、拦截和惩罚。 

423. 但是，科特迪瓦政府尚未通过这些立法和监管措施。由于共和国总统声称

该国正处于战争状态，妄图否定其坚持制裁制度的承诺，导致制裁制度规定未被

纳入国家立法，也没有据此调整海关管理程序。 

424. 恢复海关管理、进行重新部署以覆盖科特迪瓦的全部海关辖区(主要是北面，

但是也包括西面)并有效地运作，是确保国家遵守制裁制度的优先事项和先决条件。 

425. 特别是，2009 年 5 月正式重新部署的科特迪瓦当地政府省长(préfets)必

须具备法律手段和实际措施，以确保在海关辖区内重新部署国家管理机构。 

 2. 对《科特迪瓦海关法》中有关制裁制度的技术分析 
 

426. 《科特迪瓦海关法》
57
 赋予国家元首普遍权力。在其他许多国家，海关禁

令以法律形式加以定义，以便不危害宪法规定的贸易和行业自由。相比之下，科

特迪瓦海关法第 17 条规定国家元首有权酌情管制或暂停某些货物的进出口。 

427. 因此，小组认为国家元首有责任执行制裁制度，并将所有制裁制度涉及的

进出口货物监管限制颁布为法令。 

__________________ 

 
55
 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海关法于 2003 年 1 月 1日生效。 

 
56
 科特迪瓦《国家海关法》于 1964 年生效。 

 
57
 《海关法》。1964 年 8 月 1日第 64-291 号法令(J.O.64，第 1103 页)。1988 年 3 月 2日经修正

后的第 88-225 号法令(J.O.88，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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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在科特迪瓦海关官员 2009 年 3 月第一次与本小组接触时，他们表示无法

确定制裁制度禁运的货物清单，这表明国家元首还没有将必要的监管限制颁布为

法令。尽管当时科特迪瓦海关当局已经了解了各项有关科特迪瓦的决议的大致范

围，这些决议禁止科特迪瓦进口武器和有关物资及出口毛坯钻石。 

429. 小组指出，联科行动维持一份禁运货物清单，其禁运股以此作为确定进口

或出口可能违反对科特迪瓦禁运的基础，这份清单已于 2009 年 5 月 14 日提供给

科特迪瓦海关当局。
58
 

430. 然而，科特迪瓦海关当局未能(以法规或其他方式)指示其关员进行监察或

干预，以防止进口或出口联科行动的禁运物资清单所列货物。 

431. 因此，从科特迪瓦海关关员的角度看，没有任何监管框架提供有关禁运货

物性质的指导。此外，鉴于科特迪瓦海关法的规定，科特迪瓦海关当局没有法律

义务进行干预，以防止进口或出口被禁运的货物。 

432. 值得指出的是，西非经货联盟部长理事会也有界定违禁品清单的法律能

力，可以授权科特迪瓦海关当局禁止进口或出口被禁运的货物。
59
 这项措施一直

未能得到执行。 

433. 由于缺乏一个有关监视对科特迪瓦施加的制裁措施的法律框架以及一份

禁运货物的全面清单，因此实施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一直面临障碍。 

 3. 科特迪瓦海关过境制度组织 
 

434. 之前的科特迪瓦问题专家小组研究了过境货物的处理及组织缺陷的问题，

并指出过境货物没有经 X 光扫描。第 S/2008/598 号报告(第 28-32 段)查明存在

由于不能有效地监控过境货物而造成违反禁运的风险。与大多数国家相比，科特

迪瓦海关有关过境货物的法规非常严格。在这方面有两个重要文本。 

435. 科特迪瓦海关第 64-308 号法令
60
 第 5(1

o
)条规定了处理通过科特迪瓦海

关辖区的货物的条件，其中可能包括海关官员在所涉货物上贴一份过境证书

(acquits-à-caution61)。它还规定了海关官员可以采用的确定过境货物并确认安全

__________________ 

 
58
 与包括欧洲联盟的共同军事清单在内的其他清单相比，该清单不够详尽。见欧洲联盟共同军事

清单(欧洲联盟武器出口行为守则包括的设备)。2006/C 66/01。理事会 2006 年 3 月 17 日通过。

欧洲联盟公报第 C66/1 至 C66/28 页。 

 
59
 通过《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西非经货联盟)海关法》的第 09/CM/UEMOA 号条例。第 1 册：

组织框架、程序和海关制度。《西非经货联盟海关法》于 2002 年 11 月 26 日公布。于 2003 年

1 月 1日生效。 

 
60
 《海关法》。第 3号规则。1964 年 8 月 17 日第 64-308 号法令，规定了适用过境证书过境一般

制度的条件。 

 
61
 该行政文件允许未付关税的货物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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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措施，包括密封和盖章、修复有缺陷的包装以及人员押送过境货物。小组

在此注意到之前专家小组主张押送货物过境(S/2008/598，第 28 段)，尽管第

64-308 号法令也做了规定，但没有得到科特迪瓦海关的实施。 

436. 第 88-222 号法令
62
 第 3 条和第 4 条规定只有海关经纪人(transitaire)可以

发出过境申报，海关经纪人还必须向商务部提交一份关于所涉过境货物申报表。 

437. 尽管这两个严格的规定的存在，科特迪瓦海关事务局在处理过境货物时并

未予以充分执行。 

438. 例如，科特迪瓦海关立法规定货运代理(即安排货物运输的个人或实体)有

责任确保过境货物离开科特迪瓦领土。不过，正如先前的专家小组指出的

(S/2008/598，第 30 段)，货运代理常常拒绝提供证据证明货物已离开科特迪瓦

领土。科特迪瓦海关立法责成货运代理向商务部提交文件(加盖海关和目的地国

印章)。如果货物没有离开科特迪瓦领土，货运代理将损失其在货物流动之前支

付给科特迪瓦海关的保证金，并面临法律的惩罚。尽管有这些规定，货运代理往

往宁愿受罚损失保证金。虽然法律规定的惩罚非常严厉，
63
 这些立法往往不能得

到执行，尽管科特迪瓦海关官员担保正在对过境制度进行改革。 

439. 表明科特迪瓦海关未执行过境法规的进一步证据是，小组目睹许多车辆上

贴的标签(见图十九)表明这些车辆必须由海关人员押送，而实际上并没有人员押

送。小组的结论是，押送标签不过是走形式而已。 

图十九 

从诺埃前往阿比让的卡车上贴的要求海关押送的标签(但无人押送) 

 

 

 

 

 

 

 

来源：科特迪瓦专家组。 

__________________ 

 
62
 《海关法》。第 29 号规则。1988 年 3 月 2日关于科特迪瓦共和国过境货物控制的第 88-222 号

法令。 

 
63
 根据科特迪瓦《海关法》第 289 条，惩罚包括没收货物和车辆、处以相当于货物价值 4倍的罚

款、处以数月至 3年的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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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关于海关办事处的业务条例(尤其是在边境检查站) 

 

440. 科特迪瓦各海关办事处的权力和业务惯例的依据是科特迪瓦海关法第 281

号令。
64
 这些条例限制某些种类的货物从特定的海关办事处通行。这些条例鼓励

不同海关办事处的海关工作人员业务专门化，专门化对监测和控制禁运货物有影

响。科特迪瓦《海关法》第 280 号令规定了进入科特迪瓦海关辖区的合法入境点

和货物在清关后必须遵守的路线。
65
 

 B. 实地海关状况 
 

441. 本节分析了本报告前一节所述立法和监管框架如何体现在(或未能体现在)

科特迪瓦海关监测制裁制度运作及相关问题的业务上。 

 1. 海关辖区分为两部分 
 

442. 科特迪瓦被分成两部分，新生力量控制的北部和政府控制的南部，导致国

家公共管理混乱。对海关管理部门的影响尤其严重，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对科特迪

瓦北部大片地区的管辖权。 

443. 小组回顾其中期报告(S/2009/188)中的看法，即建立统一适用法律的单一

海关辖区是建立稳定的海关制度的基本前提。小组还回顾其有关迫切需要在科特

迪瓦全国各地重新部署海关的结论。建立单一的海关辖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

方政府的重新部署以及科特迪瓦经济的统一。这些举措是努力解决危机和恢复有

效集中治理的 高优先事项。但是，这一进程一直被拖延，阻碍了国家统一的工

作并阻碍其实现单一海关辖区。 

444. 小组与 近重新任命的当地政府省长的互动表明当地政府代表没有履行

其 基本的职能所需要的手段。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任命(或重新任命)条件规定

他们的活动仅限于行政管理事务，诸如对警察和军队控制权之类的各种当地安全

安排将他们排除在外。
66
 

445. 迄今为止，科特迪瓦北部新生力量控制地区的地方政府省长与负责管理边

境的海关当局(全国或地方)没有联系。新生力量没有海关领域的技术能力，其过

境检查站并不遵循标准规定和海关管理做法。小组对各检查站的访问表明新生力

量人员同样不了解有关对科特迪瓦的制裁制度的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 

 
64
 《海关法》。第 9 号规则。《海关法》1977 年 5 月 5 日关于建立海关办事处、确定其开放及关

闭时间及对外办公的第 281 号法令。1977 年 6 月 25 日的 JORC 第 25 号规则，第 1085 页。 

 
65
 《海关法》。第 28 号规则。《海关法》1977 年 3 月 5日关于订正进出口合法路线的第 280 号法

令。1977 年 6 月 16 日 JORC 第 25 号规则，第 1083 页。 

 
66
 明显的例证是：当地居民多次向省长投诉(通常与新生力量安全部队实施的犯罪行为有关)，但

省长无法采取行动。小组认为，有一个基本上无法行使职能的省长可能比没有省长更有害于和

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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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根据科特迪瓦海关的重新部署时间表，2009 年海关官员本应在所列日期被

重新部署到下列地点：科霍戈(6 月 15 日)；旺戈洛杜古(6 月 22 日)；费尔凯塞

杜古(6 月 29 日)；尼古里和泰格雷拉(7 月 2 日)；纳加多纳博古(7 月 3-4 日)，

马恩(7 月 15 日)；达纳(7 月 15 日)；欧阿尼诺(7 月 16 日)和奥迭(7 月 20 日)。

而海关官员至今尚未被部署到这些地点。 

 2. 过境制度评价 
 

447. 科特迪瓦过境制度不太可能被用作禁运货物进口渠道。在该国北部和南

部，新生力量和政府进口或出口禁运货物有可能不必利用过境货物作为进行非法

交易的渠道。 

448. 2005 年在南部，科特迪瓦海关注册登记了 3 243 宗过境申报，但在 2006

年登记的过境申报数量下降到 1 804 宗，下降了 44%。科特迪瓦海关在 2007 年没

有进行任何过境登记。科特迪瓦海关没有为小组提供 2008 年和 2009 年关于过境

货物的数据。然而，小组认为过境申报登记自 2005 年以来仍在继续下降。 

449. 在北方，货物过境不需要过境证，新生力量允许货物在没有过境证的情况

下穿越科特迪瓦领土。 

450. 该小组的结论是，科特迪瓦记录和监管进口、出口和过境货物的能力受到

损害，以致各方已经不需要依赖在过境货物中藏匿商品这一走私违禁品手段。 

 3. 有限的货物检查范围 
 

451. 毕法克商业检验公司(商检公司)是法国国际检验局的子公司。该公司为国

家海关当局提供援助，自 2000 年以来执行一项与科特迪瓦国家签订的合同，对

该国进口的货物进行装运前检验。 

452. 实际上，毕法克公司的作用包括：(a) 对“敏感产品”(见附件十五)和非

货运包装进口货物进行定性和定量检验；(b) 对科特迪瓦海关选定的货箱进行扫

描仪检查；以及(c) 协助科特迪瓦海关确定进口货物的价值。
67
 

453. 该公司没有得到科特迪瓦国家提供的关于哪类货物属于禁运之列的指导，

但维持一份自己的违禁品清单，其中包括武器和其他违禁品。该公司还维持一份

装运前免检的货物清单(见附件十五)。 

454. 尽管有这些措施，应注意到毕法克公司仅代表其客户科特迪瓦国行事。它

的客户可随意决定进口货物不必经过毕法克公司检验。但是，在与小组举行的几

__________________ 

 
67
 毕法克公司还在四个邻国开展业务：加纳、几内亚、利比里亚和马里。 



 S/2009/521

 

8709-55098 (C) 

 

次会议上，毕法克公司声称它没有发现实际或企图将武器运入科特迪瓦的例子。

该公司没有回应小组要求提供运送除武器外其他禁运货物资料的要求。 

455. 尽管前任专家小组建议(S/2008/598，第 16 段和第 191 段)建立风险评估

系统，小组注意到毕法克公司或联科特派团都没有运作这类系统。 

456. 毕法克公司主要在阿比让港开展业务，该公司在圣佩德罗港(科特迪瓦第

二大港口)检验货物的业务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圣佩德罗主要是一个出口港口，

而毕法克公司仅监测科特迪瓦的进口。 

 4. 阿比让国际机场海关控制 
 

457. 阿比让国际机场的海关检查制度必须使海关人员拥有更大的权力。然而，

科特迪瓦海关目前在机场扮演着相对被动的角色，其原因之一是机场安检的配置

方式。对离港旅客而言，海关构成机场的第一道检查，而海关本来应该是 后一

道检查。对入境旅客而言，海关关员在一个大房间内检查行李和包裹，这个房间

内不仅有旅客，也有许多既非旅客也非机场工作人员的人员。因此，抵港和离港

的海关手续缺乏安全，导致进口或出口违禁品无法被察觉。 

458. 就空运货物而言，海关关员与货物装卸机构(货物处理局)一道处理。该机

构在卸货和课税后将运输单据(货运舱单)交给海关查验。海关事务局在机场内不

进行其他的调查，因此，很明显一些货物逃避了检查。 

459. 例如，小组注意到，一架尼日利亚登记的飞机于 2009 年 2 月 16 日抵达，

未经阿比让国际机场许可自行降落。这架飞机被机场当局扣押了 3 个星期。虽然

海关关员知道这一事件，他们并没有检查飞机上的货物。小组的结论是，机场海

关(以及其他海关办事处)没有按照设定的程序行事，许多进入该国的货物没有被

检查。 

460. 小组还要求科特迪瓦海关提供运往国防部和内政部以及科特迪瓦警察的

货物的海关申报单。小组得到的答复是不存在这方面的申报单，这与小组得到的

有关这些机构进口货物的资料不符。小组知道若干起类似进口，包括镇暴装备

(见 S/2008/598，第 76 段和第 77 段)和飞机轮胎，小组拥有这些进口的航空运

单(见附件十六)。 

461. 小组试图验证科特迪瓦海关在处理运往上述机构的货物时是否咨询了该

国入境港口的海关官员。但海关官员拒绝就这些货物的处理发表评论。 

462. 小组认为，应调整阿比让国际机场的海关手续。它特别指出，必须在飞机

降落前将抵达时间告知海关人员(可通过内部网传递飞行计划)，以使他们能够确

保根据科特迪瓦海关法第 65 条和 67 条对机场的所有场区进行检查。
68
 海关应根

__________________ 

 
68
 国家《海关法》，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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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该法律依据进行重新部署，以便亲自检查所有飞机，而不是依靠货物处理机构

的通知来确定其检查计划。 

 C. 个人违反军火禁运 
 

463. 继前任专家组进行的类似调查之后(见 S/2006/964，第 12 至 17 段，和

S/2007/349，第 46 至 51 段)，专家组审查了 2007 年在巴黎查尔斯戴高乐机场截

获企图运往科特迪瓦的 3 900 发子弹一案。专家组指出，子弹口径为 7.65×17

毫米，这种手枪口径在科特迪瓦相对少见(见上文第 99 至 102 段)。 

464. 正如前任专家组查明的货物一样，2007 年截获的子弹通过捷运方式从美

国运至科特迪瓦阿比让。在这个案件中，阿比让的邮寄地址是假的。但是，阿

比让机场的海关负责人告知专家组，捷运公司设在机场，客户在报关后前来领

取包裹。他指出，海关没收了人们为匿名领取捷运货物而出示的很多假证件(包

括信用卡和国民身份证)。专家组认为，这种向科特迪瓦运送违禁品的方法是相

当常用的。 

465. 签于上述子弹口径在科特迪瓦相对少见，在该国乃至该地区的安全部队肯

定不常见，因此，专家组认为，这批货(和前任专家组指出的那批货)可能是运给

个人的，而不是运给冲突方之一的。专家组的结论是，运送这批货构成企图违反

军火和相关军用物资禁运的行为。 

 D. 与邻国缺乏信息交换 
 

466. 专家组在中期报告中指出，区域和次区域一级信息共享机制仍未得到利用

(S/2009/188，第 101 至 103 段)。 

467. 科特迪瓦海关那些了解这一可能性的工作人员认识到，信息交换是有用

的，有必要在该区域成员国之间以及 终在国际一级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468. 专家组告知科特迪瓦海关其关于就经马里和布基纳法索运往科特迪瓦的

货物即时交换信息的建议(见 S/2009/188，第 128 段)。 

469. 尽管此类信息交换是必要的，但信息交换必须是相互的。目前，科特迪瓦

海关在集中管理海关信息方面的努力受阻，主要是因为整个科特迪瓦北部根本没

有海关，还因为东部和西部边境海关力量不足。 

470. 因很多边境管制哨所都没有科特迪瓦海关官员驻守而导致缺乏信息的情

况，可通过在区域一级(而不是在当地边境)交换信息而得到改善，特别是通过世

界海关组织(海关组织)设在达喀尔的区域办事处得到改善。专家组指出，尽管

2008 年科特迪瓦海关向海关组织提供了四起违反海关规定案件的资料，但 2009

年尚未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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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专家组认为，科特迪瓦政府应加强地方政府省长协助协调海关活动和采取

行动集中管理地方海关信息的能力。 

472. 专家组还坚持认为，为了与邻国建立信息交换机制，科特迪瓦海关应更多

地参考海关组织的互助协定和行政建议。 

 E. 前任专家组针对海关提出的建议 
 

473. 专家组希望特别强调前任专家组提出的联科行动和科特迪瓦海关之间建

立“特别监测股”以协助监测军火和相关军用物资禁运情况的建议(见 S/2007/ 

611，第 36 段；S/2008/235，第 82 段；S/2008/598，第 191 段)。这项建议的目

的是协助联科行动更迅速地查阅可能违禁货物的有关资料。 

474. 目前，联科行动在及时获得资料方面面临严峻的困难。该特派团首先必须

通过指定的协调人征得科特迪瓦海关署长办公室的同意。然而，实践证明，由于

科特迪瓦协调人承担很多任务，很难提出所需查阅资料请求，回复也很缓慢。专

家组认为应加紧努力，尽快设立所建议的“特别监测股”，以推动联科行动禁运

股和专家组的检查工作。 

475. 前任专家组还建议，联科行动禁运股应通过若干名海关专家加强海关监测

能力(见 S/2008/598，第 189 段)。但是，禁运股的人员编制仍只有一名瑞士提供

的海关专家。专家组认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应提供资金，再雇用 3 名海关

专家在联科行动禁运股工作。 

476. 因此，专家组鼓励采取步骤，由科特迪瓦海关、科特迪瓦警察和宪兵及联

科行动联合检查。专家组认为，这样的措施将促进科特迪瓦安全部队和联科行动

在海关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 

 

 十一. 对个人的制裁 
 
 

477. 专家组在其任务期限内会见了三名被制裁个人中的两名个人：马丁·夸

库·福菲埃和欧仁·恩戈兰·夸迪奥·朱埃。 

478. 在这方面，专家组于任期之初访问了与科特迪瓦交界的国家。访问的目的

之一是向相关当局重申并解释安全理事会第 1572(2004)和第 1643(2005)号决议

对马丁·夸库·福菲埃先生、夏尔·布莱·古德和欧仁·恩戈兰·夸迪奥·朱埃

施加个人制裁的范围。 

479. 在同布基纳法索、加纳、几内亚、马里和塞内加尔海关、财政和移民当局

的会晤中，专家组详细解释了对三名个人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的性质。 

480. 2009年 2月，专家组还访问了西非国家中央银行(西非央行)，请该行合作遵

守个人制裁制度，并鼓励该行对与这三名个人有关的任何可疑金融交易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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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下列各段载有专家组对三名被制裁个人与安全理事会第 1572(2004)号决

议第 9 和第 11 段有关的金融和旅行活动进行调查的概要。 

 A. 马丁·夸库·福菲埃 
 

482. 专家组中期报告介绍了专家组对马丁·夸库·福菲埃先生在布基纳法索布

基纳银行总公司瓦加杜古分行可设的假银行账户进行调查的情况(见 S/2009/188，

第 113 至 118 段)。尽管布基纳法索政府据报已就这一问题启动司法调查，但专

家组仍未得到该程序已结束的说明。 

483. 正如上文第 193 至 196 段指出的那样，专家组怀疑新生力量区指挥官保留

了科特迪瓦北部商业税的一部分。专家组还指出，很多区指挥官，特别是指挥第

10 区的福菲埃先生将军队“私有化”。尽管专家组无法将新生力量所征税款与福

菲埃先生的私人所得收入直接联系起来，但是专家组指出，福菲埃先生的名章印

在向科霍戈卡车司机出具的缴税收据上(见图二十)。 

图二十 

印有马丁·夸库·福菲埃名章的缴税收据，科霍戈 

 

 

 

 

 

 

 

 

 

来源：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 

484. 福菲埃先生指挥的第 10 区部队 近将大量资金用于采购通信设备、军装

和车辆，专家组估计总额为 2.25 亿非洲法郎(大约 450 000 美元)。 

485. 专家组认为，福菲埃先生作为第 10 区指挥官的职务使他有机会违反安全

理事会第 1572(2004)号决议第 11 段的规定获取巨额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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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夏尔·布莱·古德 

486. 专家组在任务初期访问了出版夏尔·布莱·古德先生第二本书的出版公

司——科特迪瓦新闻出版新公司，目的是索要出版合同副本(见 S/2009/188，第

120 和第 121 段)。专家组告知该出版公司，向古德先生支付的任何版权费或其他

报酬都必须得到委员会核准。 

487. 然而，2009 年 4 月 22 日，作为科特迪瓦新闻出版新公司集团一部分的科特

迪瓦报纸《博爱晨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声称，虽然安理会第1572(2004)号决议对古

德先生实施了个人制裁，该报仍将为古德先生的书支付稿酬。该报特别指出，“我们

必须为作者的权利而支付稿费。这是法律要求的；我们的良心也建议我们这样做”。 

488. 专家组指出，向布莱先生支付任何款项均构成违反第1572(2004)号决议第11

段的行为。专家组认为科特迪瓦新闻出版新公司应对任何此类违反决议的行为负责。 

 C. 欧仁·恩戈兰·夸迪奥·朱埃 
 

489. 专家组于 2009 年 7 月 15 日会晤了欧仁·恩戈兰·夸迪奥·朱埃先生。朱

埃先生是全面解放科特迪瓦全国爱国者联盟的领导人，他对针对他本人实施的制

裁表示失望。 

490. 朱埃先生不满地指出，虽然个人制裁实际上针对的是与科特迪瓦总统有关

联的两名个人的活动，但是受到制裁的却只有新生力量一方的一名个人。 

491. 朱埃先生认为，对他的制裁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据报告他既没有任何资产

可以冻结，也无意离开科特迪瓦领土。当专家组询问全面解放科特迪瓦全国爱国

者联盟的资金来源时，朱埃先生声称该运动的资金全靠支持者自愿捐助。 

492. 朱埃先生告知工作组，他没有考虑请求解除对他实施的制裁，因为他没有

要求对他实施制裁，因此要求解除制裁是毫无逻辑的。 

493. 尽管专家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但是专家组在编写本报告时仍未掌握证

明朱埃先生的金融或旅行安排违反制裁的任何证据。 

 

 十二. 建议 
 
 

494. 专家组建议所有成员国采取适当行动，对专家组索取信息的要求做出全

面、及时的答复。尽管各任专家组都提出了类似建议，但是会员国仍不能对索取

信息的要求做出完整的答复。 

495. 除了这项一般建议以外，专家组认为其中期报告所载的建议(见S/2009/188，

第123至 142段)仍然有效，但指出需要在其具体任务领域采取行动。专家组提出以

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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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军火 

496.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政府采取行动，允许专家组和联科行动进入所有场址

和军事设施，特别是共和国卫队的场址或指定属于“总统警戒区”的场址。 

497. 专家组建议新生力量领导人采取行动，确保区指挥官允许专家组和联科行

动接触所有军火和相关军用物资，包括区指挥官留在私人宅院的军用物资。 

498. 专家组建议安全理事会考虑在今后的决议中修改安全理事会第 1842(2008)

号决议第 5段的措辞，要求科特迪瓦各方准许“不受阻碍地接触所有武器、弹药

和相关军用物资，不论它们处于何地”。专家组指出，“装备、场址和设施”这一

词语暗指正式的存储安排，而科特迪瓦各方以此为借口不允许接触未经正式部署

或正式存储的军火、弹药和相关军用物资。 

499. 专家组建议委员会在今后审议科特迪瓦国家警察使用的进口军火和相关

军用物资的军火禁运豁免请求时，应考虑到本报告第 94 至 97 段规定的条件。 

500. 专家组建议会员国向科特迪瓦出口或转运可能令人生疑的军用车辆、军

装、防暴用品和通信设备等涉及安全的军用物资，应提前通知委员会。 

501. 专家组建议布基纳法索政府对从其境内向新生力量控制的科特迪瓦北部

转移军火、弹药和相关军用物资从速进行全面调查。 

 B. 经费 

502.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政府提高透明度，全面披露咖啡和可可种植委员会管

理的税收使用情况。 

503.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政府提供前咖啡和可可集团资金管理不当问题的

新调查报告。 

504.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政府全面披露它打算用全国支持统一力量委员会向

国防部捐助的资金购买的装备清单。 

505. 专家组建议新生力量全面披露财政中心管理的所有资金。 

506. 专家组建议国际可可组织采取必要措施，提高其成员公司对特别是在多哥

洛美港购买走私科特迪瓦可可的风险的认识。 

 C. 钻石 

507. 专家组建议矿业和能源部会同新生力量直接控制科特迪瓦毛坯钻石矿场，

并恢复对所有钻石开采活动的管理、监测和管制。 

508. 专家组建议金伯利进程及其参与国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1643(2005)号

决议第 6 段的规定，其中，安全理事会决定，所有国家均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从

科特迪瓦进口毛坯钻石，安理会其后的决议延长了该段规定的有效期。 



 S/2009/521

 

9309-55098 (C) 

 

509. 专家组建议金伯利进程主席考虑金伯利进程第三年审查文件就科特迪瓦

的改正行动提出的建议(建议 1-3、5、9、10、35、39 和 44)，并重新处理同一文

件中“有待进一步努力解决的问题”中的未决问题。 

510. 专家组建议金伯利进程迅速对因疏忽准许科特迪瓦非法出口毛坯钻石的

进口或过境的金伯利进程参与国采取行动。 

511. 专家组建议金伯利进程参与国在国家金伯利进程工作队内部设立调查分

析股，以便更好地监测毛坯钻石贸易，跟踪金伯利进程监测工作组推动国际刑警

组织参与监测金伯利制度的倡议。 

512. 专家组建议以色列政府对以色列国民和公司可能参与非法出口科特迪瓦

毛坯钻石进行全面调查。 

513. 专家组建议几内亚立即采取步骤，确保科特迪瓦毛坯钻石不会直接或间接

渗透到几内亚毛坯钻石生产中。 

514. 专家组建议黎巴嫩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采用必要程序，对钻石打磨活动进

行管制和监测，以阻止科特迪瓦毛坯钻石的非法出口和加工。 

515. 专家组建议利比里亚政府调查涉嫌违反科特迪瓦毛坯钻石禁运规定的利

比里亚公司的活动，并采取措施加强内部控制制度。 

 D. 航空 
 

516. 专家组建议联科行动更好地利用驻扎在阿比让空军基地的多哥营监测禁

运情况，并为多哥营记录可疑活动提供必要的摄影设备。 

517. 专家组建议联科行动为禁运迅速反应工作队提供必要的资源，包括擅长海

关调查的人员和必要的设备，使工作队能够有效地监测阿比让机场的禁运情况。 

518. 专家组建议联科行动禁运股为禁运迅速反应工作队成员和驻扎在阿比让

空军基地的多哥营官兵举办以禁运监测为主题的特别培训课程，必要时由专家组

协助。 

519. 专家组建议联科行动鼓励驻扎在机场和简易机场基础设施附近的工作人

员与这些设施的运营者做出安排，确保向联科行动通报所有飞机起降活动。 

520. 专家组建议非马航安局和AERIE等负责管理阿比让机场的机构向禁运迅速

反应工作队提供阿比让飞机起降计划，包括定期航班和特别航班的起降计划。 

 E. 海关 
 

521. 专家组建议联科行动加紧努力设立由联科行动和科特迪瓦海关人员联合

组成的“特别监测股”，以协助监测军火和相关军用物资的禁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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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当局在与海关限制和禁令有关的科特迪瓦国家立法

中提及联合国禁运。 

523. 专家组建议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在各自法律框架中加入涉及

遵守联合国制裁的适当案文。 

524. 专家组建议海关组织在执行加强区域能力建设方案的过程中，考虑到安全

理事会关于制裁科特迪瓦的各项决议，并加强科特迪瓦邻国监测禁运的能力。 

525. 专家组建议会员国确保在其境内运营的航空公司和捷运公司特别注意监

测运往科特迪瓦的物品。 

 F. 个人制裁 
 

526. 专家组建议所有会员国，特别是科特迪瓦及其邻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执

行对三名受制裁个人实施的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 

527. 专家组建议会员国确保目前对科特迪瓦投资或计划对其投资的公司避免

向受制裁的个人或与其有商业往来和(或)有商业利益的人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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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I. Meetings and consultations held by the Group of Experts in 
the course of its mandate 

  Belgium 
  Govern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ederal Police of Belgium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Antwerp World Diamond Council; European Commission External Relations 
Directorate General; Kimberley Process Working Group on Monitoring; Kimberley 
Process Working Group of Diamond Experts;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Burkina Faso 
Govern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Mines; National Police; National Gendarmerie; 
National Agency for Civil Aviation; Burkinabé Customs Authority; Directorate fo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Affairs; Cellule de traitement des informations financières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Central Bank of West African States;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Canada 
Civil society 

Partnership Africa Canada 

Côte d’Ivoire 
Government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Côte d’Ivoire to the United Nations; Chief of Staff to the 
Prime Minister; Ministry of Finance; Ministry of Defenc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Ministry of Mines and Energy; National Police; Ivorian Customs Authority; Air Force 
of Côte d’Ivoire; Société d’exploitation et de développement aéroportuaire, 
aéronautique et météorologique; National Commission of the Press; Ivorian Press 
Agency; National Commission on Small Arms and Light Weapons 

Forces nouvelles 

Secretary of Finances; Geologist responsible for mines and energy of La Centrale 

Multilateral entities 

Central Bank of West African States; Country Representative of the World Bank; 
Agence pour la sécurité de la navigation aérienne en Afrique et à Madagascar; United 
Nations Operation in Côte d’Ivoire; Force Licorne 

Diplomatic missions 

Embassy of Burkina Faso; Embassy of Belgium; Embassy of France; Embassy of 
Lebanon;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Facilitator for the Ouagadougou Political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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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sector 

Société nouvelle de presse et d’edition de Côte d’Ivoire; Société Thanry; Le Jour; 
World Precious Metals 

Civil Society 

Groupe de recherche et de plaidoyer sur les industries extractives; Militias (APWE, 
CEMA, FLGO, FOSWE, FSAT, FS LIMA, MAIMCA, MILOCI, UPRGO and 
RCAZO) 

France 
Govern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Customs General Directorate; Customs clearance service 
of Charles de Gaulle Airport; Traitement du renseignement et action contre les circuits 
financiers clandestins (TRACFIN) 

Private sector 

Bureau Veritas (BIVAC) 

Ghana 
Govern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Mines; Ministry of Justice; Precious Minerals 
Marketing Company Limited; Customs Authorities; National Police 

Guinea 
Govern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Finance; Ministry of Mines; National 
Gendarmerie; Bureau national d’evaluation (des diamants); National Diamond and 
Precious Stones Valuation Office; Customs Authorities; National Agency for Civil 
Aviation 

Multilateral entities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Israel 
Govern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Industry, Trade and Labour 

Multilateral entities 

Israel Diamond Exchange; Israel Diamond Industry; World Federation of Diamond 
Bourses 

Lebanon 
Government 

Ministry of Economy and Finance; Airport Customs Authority; Special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 of the Central Bank of Lebanon 



 S/2009/521

 

9709-55098 (C) 

 

Multilateral entities 

United Nations Interim Force in Lebanon;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Lebanon 

Private sector 

HRD-Middle East; Syndicate of Lebanese Jewellers 

Liberia 
Government 

Government Diamond Office; Ministry of Mines 

Multilateral entities 

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Liberia; United Nations Panel of Experts on Liberia 

Private sector 

Yuly Diam; Royal Company; Liberia Association of Diamond Dealers 

Mali 
Govern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National Directorate on Mines and Geology; National 
Commission to Combat the Proliferation of Small Arms and Light Weapons; National 
Customs Authorities; National Agency for Civil Aviation; Cellule de traitement des 
informations financiers; National Police; National Gendarmerie 

Multilateral entities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ECOWAS Small Arms Programme 

Private sector 

Kalagna SARL 

Senegal 
Government 

Customs administration of Senegal 

Multilateral entities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West Africa; Central Bank of West African States 

Private sector 

Reuters 

United Arab Emirates 
Government 

Ministry of Economy; Dubai Multi Commodities Centre 

Diplomatic missions 

Belgian Trade Centre-Embassy of Belgium in Du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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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sector 

Bureau Veritas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Multilateral entities 

International Cocoa Organization 

Private sector 

Armajoro; ED & F Man 

Civil society 

Global Witnes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State;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Bureau of Statistics;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Multilateral entities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INTERPOL;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Kimberley Process Working Group on Monitoring, Subgroup on Côte d’Ivoire; 
Kimberley Process Working Group on Statistics 

Diplomatic missions 

Permanent Mission of France to the United Nations;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1572 (2004); Permanent Mission of Guinea to the 
United Nations; Permanent Mission of Côte d’Ivoire to the United Nations; Permanent 
Mission of Mali to the United Nations;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Permanent Mission of Ind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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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Letter from the National Armed Forces of Côte d’Ivoire to 
the United Nations Operation in Côte d’Ivoire denying 
requested inspections of the Republican Guard 
 

 

 

 

 

 

 

 

 

 

 

 

 

 

 

 

 

 

 

 

 

 

Source: UNO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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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I 

  Extract from a letter from the Government of Morocco 
detailing training provided to Ivorian military personnel 
 

 

 

 

 

 

 

 

 

 

 

 

 

 

 

 

 

 

 

 

 

Source: Government of Moro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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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V 

  Receipts for Forces nouvelles taxes levied on one truck 
travelling from Man to Burkina Faso 
 

 

 

 

 

 

 

 

 

 

 

 

 

 

 

 

 

 

 

 

 

 

Note: These receipts were collected by one truck on one journey from Man to Burkina Faso. The Group has examples 
from numerous vehicles following the same route. 

Source: Group of Experts. 

  
Borotou 

Odienné 

Odienné 

Odienné 

Korhogo 

Korhogo 

Korhogo 

Korhogo 

Korhogo 

Laleraba 

Corridor nord 

Note: These receipts were collected by one truck on one 
journey from Man to Burkina Faso. The Group has 
examples from numerous vehicles following the same 
route 
 
Source: Group of Experts 

Corridor N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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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 
  Letter from the Comité de suivi du coton et de l’anacarde, 

Ferkessédougou, requesting payment of company  
operating taxes 
 
 

 

 

 

 

 

 

 

 

 

 

 

 

 

 

 

 

 

 

 

 

 

 

 

Source: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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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I 
  Monthly electricity bill from the Forces nouvelles zone 10 

administration in Korhogo 
 
 

 

 

 

 

 

 

 

 

 

 

 

 

 

 

 

 

 

 

 

 

 

 

 

Source: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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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II 
 

  Test pits, Séguéla  
 
 

 

 

 

 

 

 

 

 

 

 

 

 

 

 

 

 

 

 

 

 

 

 

 

 

Source: UNO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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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III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n future cooperation, sign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Operation in Côte d’Ivoire, the Forces 
nouvelles and the Ministry of Mines and Energy  
of Côte d’Ivoire 
 
 

 

 

 

 

 

 

 

 

 

 

 

 

 

 

 

 

 

 

 

 

 

 

Source: UNO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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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X 
 

  Condition of the air fleet of Côte d’Ivoire 
 
 

Category Type of aircraft Registration Condition Notes 

Helicopter MI-8 NIL Destroyed Destroyed 2004 

Helicopter Dauphin NIL Destroyed Destroyed before conflict 

Helicopter Dauphin TU-VAV Unserviceable Appears in good condition 

Helicopter IAR-330 TU-VHM Undetermined Air Force claims unserviceable, but 
evidence of recent activity 

Helicopter IAR-330 TU-VAZ Destroyed Destroyed 2004 

Helicopter IAR-330 TU-VHP Unserviceable Appears in good condition 

Helicopter IAR-330 TU-VHI Unserviceable Destroyed in crash, February 2008 

Fixed-wing BAC 167 TU-VRB Unserviceable  

Fixed-wing BAC 167 TU-VRA Unserviceable   

Helicopter MI-24 TU-VHQ Unserviceable   

Helicopter MI-24 TU-VHR Unserviceable   

Helicopter MI-24 TU-VHO Undetermined Appears in poor condition, Air Force 
claims serviceable, not flown since 
2006 

Fixed-wing Antonov 12 TU-VMA Unserviceable   

Fixed-wing SU-25 02 Unserviceable   

Fixed-wing SU-25 03 Unserviceable   

Fixed-wing SU-25 Unknown Unserviceable   

Fixed-wing SU-25 Unknown Unserviceable   

Fixed-wing Fokker 100 TU-VAA Unserviceable Damaged in rocket attack, June 2007

Fixed-wing Gulfstream 3 TU-VAF Under 
maintenance 

Not in the country (maintenance 
reasons) 

Fixed-wing Gulfstream 4 TU-VAD Unserviceable Spare parts arriving through customs

Fixed-wing Piper NIL Not seen   

Fixed-wing Cesna TU-VAL Unserviceable   
 

Source: Group of Experts.



 

 

 

S/2009/521

09-55098 (C
) 

107

Annex X 
 

  TU-VHM helicopter with ground power unit cable attached 
 

 

 

 

 

 

 

 

 

 

 

 

 

 

 

 

Source: UNOCI Embargo Cell, quick reaction task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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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XI 
 

  Manifest for aircraft tyres consigned to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Source: ONUCI Embargo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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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XII 
 

  Air waybill for spare parts shipped to Helog AG  
from Khartoum 
 

 

 

 

 

 

 

 

 

 

 

 

 

 

 

 

 

 

 

 

 

 

 

 

Source: Abidjan Airport Freight Handling Service. 



S/2009/521  
 

09-55098 (C)110 
 

Annex XIII 
 

  Map of airports, airfields and airstrips in Côte d’Ivoire 
 

 

 

 

 

 

 

 

 

 

 

 

 

 

 

 

 

 

 

 

 

 

 

 

 

Source: Agence pour la sécurité de la navigatión aérienne en afrique et à Madagas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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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XIV 
 

  Crashed Cesna 337 in Ferkessédougou 
 
 

 

 

 

 

 

 

 

 

 

 

 

 

 

 

 

 

 

 

 

 

 

 

Source: Group of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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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XV 
 

  Categories of goods classified by the Bureau Inspection 
Valuation Assessmen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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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Bureau Veri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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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XVI 
 

  Air waybill for aircraft tyres for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Source: Abidjan Airport Freight Handling 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