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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153(2014)号决议

第 27 段编写的最后报告 
 
 

 摘要 

 在专家组任务期第二阶段，安全理事会第 1572(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于

2014年 11月访问之后，专家组注意到与科特迪瓦当局的合作有了改善。在建设和平

过程中，科特迪瓦当局发起了改革，以促进前战斗人员的复员、非军事化和重返社会以

及安全部门改革、民族和解和打击有罪不罚。在科特迪瓦、加纳和利比里亚被招募的与

亲巴博的激进派有关的武装分子仍有高度活动能力，因而引起对科特迪瓦安全局势的

担心。这些武装分子受益于该区域内外人士通过现有资金转移渠道提供的财政支助。 

 此外，还存在着未登记的军事人员、大量下落不明的武器弹药，这仍然是该国

的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特别是鉴于即将举行总统选举。 安全部门改革结果记录好

坏参半，因为法律框架尚未充分建立，并且警察和宪兵装备不足，引起对其确保公

共安全和秩序能力的担忧。 

 专家组指出，委员会收到了有关在通知制度下诸如手枪、步枪和弹药以及 2个

运输直升机订单的错误信息。专家组指出，2010-2011年期间违禁带入科特迪瓦的重

武器仍在科霍戈第四个步兵营的掌握之中。 

 科特迪瓦已作出努力，拆除非法检查站，但全国各地仍有许多这种检查站。 运

输和采矿部门的非法征税和敲诈行为依然根深蒂固。 

 专家组欢迎已发起的旨在加强边界监测的改革，但注意到尚未在所有边界上设

立海关。此外，缺乏全面战略、基础设施差、设备和培训不足等原因继续阻碍对跨

界贩运的有效控制。 

 达洛亚和布纳的非法开采黄金和塞盖拉的钻石走私仍然控制在前区指挥官伊西

亚卡·瓦塔拉(别名“Wattao”)手中，使他得以保持 500名武装分子，完全听从他的

指挥。这些开采活动引起了人权方面问题的关注，例如剥削童工、卖淫、法外处决

和大规模化学制剂污染。 

 2015年 3月将对科特迪瓦作金伯利进程审查访问，评估禁运后科特迪瓦实施钻

石问题行动计划的情况。尽管在通过法律法规以执行一项符合金伯利进程的钻石贸

易链方面有了进展，但在 2014年 4月解除安全理事会钻石禁运并没有转化为更多的

合法渠道钻石生产，钻石行业注册的从业者人数也没有增加。 

 来自布基纳法索的非法占据者继续受益于Mount Péko国家公园的可可种植园，

尽管科特迪瓦当局已计划于 2015年 3月在 2014-2015年可可季节终了时开始让他们

搬迁。 

 从 Zanzan地区向加纳的腰果走私和偷税漏税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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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秘书长在 2014年 5月 21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S/2014/364)中宣布，

任命五名专家组成员如下：Roman Brühwiler(瑞士，海关 /运输)；Raymond 

Debelle(比利时，武器)；Sherrone Lobban(牙买加，财务)；Roberto Sollazzo(意大

利，钻石/自然资源)和 David Zounmenou(贝宁，区域)。秘书长还指定 Debelle为

专家组协调员。 

2. 专家组于 2014 年 6月 5日开始实地工作。专家组的活动包括与会员国、国

际和区域组织以及科特迪瓦政府当局会晤，以获取与其调查工作有关的信息。除

了在科特迪瓦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视察外，专家组还访问了澳大利亚、比利时、布

基纳法索、中国、法国、荷兰、尼日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附

件 1列有专家小组所召开的会议和进行的协商。 

3. 2014年 11月 2日至 7日期间，安全理事会第 1572(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访问科特迪瓦并会晤了有关当局，听取他们对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看法。 

主席评估了进展情况以及有关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安全部门改革、民族

和解和打击有罪不罚等未决问题。访问的一个重大的影响是专家组与当局之间的

合作明显改善。 

4. 在编写本报告时，贝宁、喀麦隆、乍得、尼日尔和尼日利亚正在建立一个联

盟，以打击活动于尼日利亚东北部的自称为伊斯兰激进团体的“博科哈拉姆”。

不过，目前博科哈拉姆组织不对科特迪瓦构成直接威胁。 

5. 预计该国 2014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 8%，低于科特迪瓦当局所预测的

8.6%以上的增长率。预计 2015年的经济增长将保持在 8%，但有一半的人口仍生

活在每天 1.25美元的贫困线以下。 

6. 2014年期间，几内亚和利比里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埃博拉病毒症爆发。尽

管科特迪瓦是这两个国家的紧邻，但此次爆发对该国经济的影响有限。跨界行

动仍受限制，导致专家组在任务期第二阶段无法返回边境地区或对这些国家进

行访问。 

7. 专家组欢迎科特迪瓦继续努力减少勒索事件，但其发生率仍然很高，专家组

还注意到，该国在遵守其武器禁运义务方面取得了进展。 

8. 专家组在其中期报告 S/2014/729第 23段中指出 ，它仍为科特迪瓦的安全与

稳定担心，因为自 2010-2011年以来仍有大量的武器和弹药下落不明。尽管在解

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以及安全部门改革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国家安全机关中

一些前区指挥官的影响仍然是一个棘手问题。 

9. 专家组认为，制裁制度对维护科特迪瓦境内的稳定以及改变原可能会威胁建

设和平进程的某些个人的行为仍然是有益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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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专家组还认为，前区指挥官控制下的未登记前战斗人员对科特迪瓦当局仍然

是个棘手问题，专家组担心，前区指挥官可能会利用这些前战斗人员来破坏内部

政治格局，由此削弱或破坏当前的和平进程。 

 

 二. 调查方法 
 
 

11. 专家组的调查方法遵照安全理事会关于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在

其 2006年 12月报告(S/2006/997)中提出的标准。这些标准要求尽可能依靠经核实

的真实文件、具体证据和专家的现场观察，包括拍照。如无法亲临现场，专家组

则用多个独立的消息来源证实信息，适当地达到尽可能高的标准，并较为重视主

要行为人和第一手证人的陈述。 

12. 专家组打算尽可能以透明方式行事，但如果说明消息来源会使小组成员或其

他人面临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专家小组则不披露其来源，并将相关证据保存在

联合国档案中。 

13. 专家组还致力于最高程度的公平。因此，专家组酌情并尽可能努力在报告中

向有关各方提供可能涉及其的任何信息，供其在规定的时限内审阅、发表意见和

作出反应。 

 

 三. 按要求提供信息的情况 
 
 

14. 在任务期中，专家组向会员国、国际组织、私人实体和个人发出了 83 封正

式信函。专家组认为必须对其所收到的各种答复加以区分，这些答复中包括满意

的答复、不完整的答复和没有答复。 

15. 凡是对专家组信函作出满意答复的各方都以便利具体调查的方式迅速回答

了专家组的所有问题。专家组从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尼日利亚三国政府以及下

列实体收到了满意的答复：法航(法国)、安特卫普世界钻石中心(比利时)、大西

洋银行(科特迪瓦)、Brugger & Thomet(瑞士)、西非国家中央银行(科特迪瓦)、Codan 

Radio Communications(澳大利亚)、Condor Non Lethal Technologies(巴西)、香港钻

石总会(中国)、阿联酋黄金集团(阿联酋)、欧洲联盟、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以色

列)、Kaloti Refinery(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金伯利进程监测工作组(比利时)、

Rivolier(法国)、Société des Mines d’Ity-La Mancha(科特迪瓦)、丰田汽车公司(日

本)、TR-Equipement 设备公司(法国)、世界钻石理事会(美国)以及世界钻石交易

联合会(美国)。 

16. 不完整的答复包括：有关方面没有提供专家组要求的所有信息或者告知专家

组他们正在编写答复，但在撰写本报告时专家组尚未收到答复，或据称因为国家

银行业立法、隐私法和(或)有义务对顾客保密的缘故，不能提供所要求的信息等

情况。这样的不完整答复或多或少地阻碍了专家组的调查。收到了下列方面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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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不完整答复：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管理局(科特迪瓦)、保险再保险公

司(尼日尔)、国防部(科特迪瓦)、国家安全委员会(科特迪瓦)、尼日利亚政府、

Editions du moment(法国)、迪拜多种商品中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金伯利进程

行政支助机制(比利时)以及Mintek(南非)。 

17. 有时，尽管多次提出要求和提醒，一些当事方仍没有答复专家组提供信息的

请求。专家组未得到加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苏丹列国政府以及下列实体的

答复：BSD-Afrique有限公司(科特迪瓦)、CI Logistique (科特迪瓦)，Ecobank (科

特迪瓦)、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埃塞俄比亚)、L'Harmattan (法国)、Horsforth 贸易

有限公司(科特迪瓦)、摩洛哥航空公司(摩洛哥)、渣打银行(科特迪瓦)、科特迪瓦

银行公司(科特迪瓦)、科特迪瓦法国兴业银行(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法国兴业

银行(布基纳法索)、VIM航空公司(俄罗斯联邦)。 

 

 四. 与制裁有关的区域问题 
 
 

18. 专家组在其中期报告(S/2014/729)第 11段中表述的关于区域问题的意见仍然

有效。亲巴博的激进分子继续维持一个在科特迪瓦、加纳和利比里亚难民营中招

募的武装人员以及来自利比里亚的雇佣军网络。 

19. 专家组认为，罢免既是科特迪瓦危机调解人、也是新生力量重要盟友的布莱

斯·孔波雷的布基纳法索总统职务可使其中一些行为体失去一个关键的支助基地。 

20. 2015年将在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几内亚、尼日利亚和多哥举行的高风险

选举可能会影响该区域的权力态势。 

 

 五. 与有关实体的合作 
 
 

21. 本节介绍专家组与相关实体，即监测制裁的其他团队、团组和小组、科特迪

瓦当局和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科行动)的合作问题。 

 A. 监测制裁的其它团队、团组和小组 
 

22. 专家组与利比里亚问题专家小组始终保持工作关系，高潮是于 2014 年 7 月

在科特迪瓦西部开展了一次联合行动。小组还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问题专家小

组、苏丹问题专家小组、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专家小组和中非共和国问题专家小

组开展合作并交流信息和看法。 

 B. 科特迪瓦当局 
 

23. 在任务期上半部分，专家组与科特迪瓦当局的合作停滞不前，专家组收到的

问题答复和开会要求回复有限。在 2015 年 1 月和 2 月，外交部以及科特迪瓦常

驻联合国代表团推动了专家组与各机构重要代表的会晤(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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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所得到的数据和资料帮助了专家组开展下列方面的情况调查：安全部门改革

和复员方案进程、对科特迪瓦的跨界袭击、受制裁个人、海关和运输问题、施行

资产冻结以及自然资源开采方面的问题。 

25. 科特迪瓦当局同意准许专家组进入军事场所并向其提供自然资源统计数据

和 2015 年 6 月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战略，计划在此期间完成全部解除

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工作。 

 C.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 
 

26. 专家组感谢联科行动在专家组任务期提供宝贵的后勤和行政支助，包括办公

室、运输和行政人员方面的支助。但专家组强调，联科行动综合禁运监察股仍然

人手不足，还缺一名武器专家和一名自然资源专家。 

 

 六. 武器 
 
 

27. 专家组承认科特迪瓦当局在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153(2014)号决议向委员会

转递通知和豁免请求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当局没有系统地向委员会提供关于所购

设备制造商和供应商的完整资料。  

 A. 科特迪瓦境内的跨界袭击  
 

28. 专家组调查和记录了科特迪瓦西部违反制裁制度的三次跨界袭击。这些袭击

违反了制裁制度，其施行者与亲巴博的激进派有联系。 

 1. 袭击 Grabo 和 Feteh 
 

29. 2014年 2月，三组袭击者聚集在 Grabo 和 Feteh：一组是在利比里亚 Little 

Wlebo 难民营被招募的科特迪瓦难民；一组是利比里亚的前战斗人员；一组是来

自阿比让的爱国和平组织前成员。其中的一个群组是末日审判决战连的一个部

分，他们与亲巴博激进分子有直接关联，大部分自愿流亡在加纳。 

30. 虽然最初将这些袭击归因为社区之间的土地纠纷，但专家组注意到，这些袭

击至少另外有两个动因特征。 

31. 首先，自 2013年底以来这些攻击由亲巴博的激进派策划和资助(见第九节)，

构成对该国(主要是在西部)武装袭击的浪潮。 

32. 第二，专家组指出，这些袭击是破坏科特迪瓦安全与稳定的大计划的组成

部分(见附件二)。专家组鉴认了下列前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为亲巴博激进派的指

挥和控制结构的关键成员：Assoa Adou、Ahoua Don Mello、 Justin Kone 

Katinan、Damana Pickass、Stéphane Kipré、Alphonse Gouanou上校，Henri Tohourou 

Dadi上校、Fulgence Akapea指挥官、Patrice Loba专员和 Gnahoua Letou Marc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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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1 (别名“Kabila”，见 S/2013/228，附件 3)以及 Pape Léon Roger(别名“Didier 

Goulia”)，2 此人在联络、招募以及加纳和利比里亚之间的资金调拨方面发挥了

关键作用(见 S/2012/766、S/2012/901、S/2013/228、S/2013/316和 S/2014/266)。 

33. 专家组指出，制造 2012年阿比让几次袭击的 Koudou Gnango Jean Didier(别

名“PKM”)和 Ouei Kouah Rodrigue (别名“AA52”)均在 2013年被科特迪瓦当

局逮捕，这两人也是末日审判决战连成员。专家组注意到，在战略层面，亲巴博

激进派计划利用末日审判决战连袭击政治人物和政府机构。 

34. 一名参加了 2015年 1月 9-10日 Grabo袭击的武装分子被杀，几次袭击的财

政支持者 Théophile Zahourou 被逮捕，显露了几次袭击的一些情况。 

 2. Kouzo Kapet 参与 Grabo 袭击 

35. 2015年 1月 9日和 10日，科特迪瓦西南部离塔布约 72公里处的 Dayoke村

遭到来自利比里亚暴徒的袭击。这些袭击者杀害了两名科特迪瓦军人，然后袭击

了 Grabo的宪兵队。 

36. 科特迪瓦军队西南地区卫戍营打死了其中一名袭击者，此人最初被指认为

“Rasta”或“Bob Marley”。但据专家组鉴认，被打死的袭击者是 Kouzo Kapet，

他是一名战斗人员，原籍国科特迪瓦，曾住在塔布，2011年选举后危机之后到利

比里亚 Little Wlebo难民营寻求庇护。 

37. 他参加了 2014年 2月 22日和 23日的 Grabo袭击，以及 2012年 6月 8日的 

Para 和 Sao 袭击，袭击中 26 名科特迪瓦人和 7 名联合国维和人员被杀(见

S/2012/766，第 45段和 S/2013/228，第 35-38段)。他参与了科特迪瓦境内的若干

次袭击，这显示利比里亚难民营往往被用作掩蔽和招募战斗人员的基地。 

 3. 逮捕 Théophile Zahourou 和科特迪瓦袭击的资助 

38. 2015 年 1 月 2 日，在塔布附近逮捕了 6 人，包括其领导人 Théophile 

Zahourou(别名“Commando Binguiste”)，3 他们携带着简易爆炸装置和各种文件，

包括一份用来装备 1 200名战斗人员的军事装备清单和定价(见附件 3和 4)。 

39. 上述清单中包括热压武器(RPO-M Shmel)和 5个 IGLA 9K38 地对空导弹，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分类号为 SAM18(见附件 5)。另外，专家组发现 2014年 2月Grabo 

袭击后被逮捕者携带的一份文件中提到此种火箭弹(见附件 6)。 
__________________ 

 1 据未核实新闻报道，他于 2015年 1月在阿克拉去世。见 http://www.connectionivoirienne.net/ 
106284/cote-divoire-crs-le-commissaire-gnahoua-kabila-est-mort-hier-dans-en-exil-au-ghana。 

 2 专家组在其任务期中确认， “Didier Goulia” 和 “Roger Tikouia” 均为 Pape Léon Roger 的
别名。 

 3 专家组得知，在 2011 年选举后危机期间，Zahourou已在向位于伊西亚和达洛亚之间的各村庄
中亲巴博的武装团体提供物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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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专家组注意到 GIA清单与专家组 2012年在Moïse Koré住处发现的另一份文

件有相似之处。此人参与为前科特迪瓦总统贩运军火(见附件 7)，这显示亲巴博

激进派可能与同一供应商有联络。 

41. Zahourou被捕和供词后向科特迪瓦当局表示，他参与了一个通过招募和调动

战斗人员以破坏科特迪瓦稳定的计划，招募地点是在多哥和加纳在几个难民营，

包括 Ampain 和 Boduburam，4 他还参与在几内亚比绍以及筹集资金(见附件 3，

其中有说明他在多国逗留的护照盖章)。Zahourou 还指出，其他战斗人员如

Dazirignon (别名“Sergent Côte d’Ivoire”)、“Colonel H”、“CP1”、Tchang”、Gnepa 

(别名“Capi”)和 Gnepa (别名“Lieutenant”)支持这一事业。 

42. 2014 年 11 月，Zahourou 在从几内亚比绍返回途中前往加纳，并在那里的

Ampain 难民营见了人称“ Silencieux ”的接头人。“Silencieux”将他引见给 10

名战斗人员。Zahourou称，该清单是由“Silencieux”交给他和另一名接头人的，

后者被称为“Echo”，他说，一名姓名不详的流亡在加纳的前国防和安全部队人

员担任购买这些武器的任务。专家组没有关于亲巴博激进分子是否已订购或获得

清单上材料的任何进一步信息。 

43. 专家组还注意到，2014 年期间，Zahourou 提供了共计 20 000 欧元(22 099

美元)给“Sergent Côte d’Ivoire”、“Colonel H”、“Chapeau”和“Silencieux”，供

其按计划在 2014 年圣诞节期间在塔布进行袭击。按此计划，袭击者应在 Tabou

附近与一个叫 Didier(别名“Rubeen”)的人会面，由他负责在科特迪瓦和利比里

亚雇佣军中再招募 200名战斗人员，并定下科特迪瓦境内的目标，包括军事设施、

军营和军械库。 

44. 此外，专家组收集到信息，Zahourou 资助了一系列袭击，包括在 Niangon 

Sideci (2012年 8月 4和 5日)、Dabou (2012年 8月 15日和 16日)、Bonoua (2012

年 10 月 11 和 12 日)、Yopougon Toit Rouge(2012 年 12 月 21 日)和 Yopougon 

Niangon(2013年 4月 8和 9日)。 

45. 专家组得到信息，参与袭击 Grabo的行动者通过移动电话和MoneyGram (速

汇金)系统进行资金划拨。下文第九节 B将介绍这一供资网络的细节。 

 4. 涉入破坏稳定的政治行为者：Dogo Djereke Raphaël 
 

46. 专家组收集到可靠资料显示，曾在巴博的政府担任残疾人事务国务大臣的

Dogo Djereke Raphaël参与了资助 2013和 2014年在科特迪瓦的若干次袭击(见下

文第 267-269段)。他被指控威胁国家安全，于 2014年 11月 25日被科特迪瓦当

局逮捕。 

__________________ 

 4 被逮捕的袭击者中两人持有证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难民证)，证明其在加纳 
Buduburam 难民营有注册(见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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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专家组收集到的资料显示，在 2013年 12月 4日位于 Yopougon(阿比让)第十

六区的警察局遭袭击之前，Dogo 给了袭击者首领 600 000西非法郎(1 009 美元)

来为这些袭击做准备；利比里亚问题专家小组的报告(见 S/2014/831，第 63-76、

85 段及附件三和四)中将后者鉴认为“指挥官”。这笔钱然后分发给几个团体，

包括由Mehin Jefferson Abraham(别名“IB”)领导的团体。 

48. 专家组还注意到，2014 年 1 月，通过一个名为 Agnero (别名“Ali Baba”)

的前商船长官中间人给了“IB”120 000 西非法郎(201 美元)。5 这些来自 Dogo

的资金用途是为 2014年 2月 22和 23日第一次Grabo袭击做准备(见 S/2014/729)。

专家组收集到的信息显示，为策划在逗留于加纳和多哥的科特迪瓦难民中招募

战斗人员，Dogo与 Emmanuel Pehe中尉、“PKM”和“AA52”交往(见 S/2013/228，

第 39和 S/2014/729，第 19段)，以及同在加纳的亲巴博激进派高级成员交往，

包括 Lida Moise Kouassi、6 Damana Pickas、Don Ahoua和 Justin Kone Katinan。 

 B. 安全部门改革以及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 
 

 1. 安全部门改革 
 

49. 科特迪瓦的安全部门改革于 2013 年启动，目的是通过和执行 108 项改革，

其分为六大支柱：国家安全，危机后重建，人和社会层面，法治和国际关系，民

主管控和善治。工作组注意到，改革的实施分为四个不同的改革时段：紧迫(6个

月)，短期(12个月)，中期(5年)和长期(10年)。 

50. 专家组承认科特迪瓦当局对安全部门改革进程的政治承诺，这体现在共和国

总统的直接参与以及 2012 年 8 月的一项法令设立了一个单一体制框架国家安全

委员会(见附件 9)，以协调该计划的改革。专家组还欢迎制订了法律框架，除其

他外，该框架界定了安全部门改革的国家战略以及国家安全战略。前者叙述了科

特迪瓦当局转变安全部门行为者和机构的愿景和一整套措施。此愿景植根于人的

安全概念并考虑到与国家和平与稳定相关的跨领域问题。该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

是风险和威胁分析，同时指导安全行为者和机构评估其人员和设备能力。在 2014

年制定一项海上安全战略，以帮助应对几内亚湾迅速增加的海盗威胁并保障科特

迪瓦的海上安全。 

51. 专家组还注意到当局作出的努力，即通过短期应急举措来加强安全，7 并通

过地方和区域当局以及社会行为体、民间社会和媒体组织成员的参与来促进自主

的安全部门改革进程。 

__________________ 

 5 钱以小额发送来规避管制，并用于袭击的各特定方面。 

 6 回到科特迪瓦，并于 2014年 10月 25日被科特迪瓦当局逮捕。 

 7 已制定了一项总统紧急方案，帮助为军队提供设备，以应对在阿比让和其他地区蔓延的安
全事件。 



 S/2015/252

 

15/215 15-03521 (C) 

 

52. 然而，让专家组担虑的是，法律和条例的通行缓慢，警察和宪兵缺乏足够的

装备，军队缺乏凝聚力，并需要加强国民议会、民间社会和媒体在科特迪瓦安全

部门改革方面的能力。 

 (a) 法律和规章 

53. 专家组注意到，通过立法来确定实际改革的工作尚未完成，这包括军事方案

拟订法。当局告知专家组，有关提案正在审议中，关于军事人员地位的立法、指

挥系统改组(现已开始)、国防安全部队凝聚力和纪律问题8 将于 2015年 4月提交

议会。尽管这些措施对加快改革进程至关重要，但专家组注意到，2002-2011 年

危机遗留下来的敌对以及国防和安全部队中的对抗可能会造成进一步延迟和进

展缓慢。 

 (b) 警察和宪兵的装备 

54. 专家组注意到警察和宪兵在以人群控制和公共安全为目的装备和能力建设

方面仍然十分困难，尤其是在 2015 年即将举行总统选举的情况下。科特迪瓦当

局告专家组，已购置了设备，其中一部分已经交付，并且警察和宪兵已收到车辆

和通信器材，从而得以提高业务能力。 

 (c) 军队中的凝聚力 

55. 专家组指出，军队的指挥结构仍因由来已久的派别、对抗和分裂的影响而受

到损害。9 

56. 专家组认为，2014年 11月 18日军队成员在阿博伊索、阿本古鲁、布瓦凯、

达洛亚、费尔凱塞杜古、科霍戈、奥迭内和阿比让郊区 Abobo10 设置路障，封

锁街道，对未支付补助金和奖金表示不满和抗议，这可能是有策划的。 

57. 专家组认为，在各地同时爆发的抗议活动突出说明了成功实现安全部门改革

所面临的挑战，并且，成功完成这一改革将有益于在国防安全部队中重建纪律和

专业精神。 

 (d) 国民议会、民间社会成员和媒体在安全部门改革中的作用 

58. 专家组注意到，尽管在 2014年举行了 26次会议，以动员社会行为体，提高

他们对改革核心方面的认识，但国民议会、民间社会成员和媒体在安全部门改革

中的作用仍然有待巩固。 
__________________ 

 8 三项立法正在审议中，包括 1961 年 6 月 12日关于国防部队组成的第 61-209号法律的修正
案、1996 年 8 月 6 日关于改组武装部队的第 96-603号法令的修正案以及 1984 年 7 月 25 
日划定军事地区和宪兵地区的第 84-915 号法令的修正草案。 

 9 与各方人士的访谈显示，在军队内部、在军队与前战斗人员以及多佐人(传统猎人)之间经常发
生冲突。 

 10 在前区指挥官、“Wattao”的紧密盟友 Gaoussou Koné(别名 Jah Gao)的控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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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专家组约谈的官员指出，并没有制定明确的行动计划，将现有战略落实为具

体措施，特别是在议员、民间社会成员和媒体为这一进程做出充分贡献的能力方

面。行动计划还可以提供基准，促进监测、评价和巩固安全部门改革所取得的成

就，特别是在文职政府对武装部队的有效控制方面。 

60. 专家组注意到，军民关系中仍然充满不确定因素、猜疑和紧张。此外，在民

间社会成员的参与方面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因为现存的大多数组织仍然薄弱。 

61. 专家组最后指出，还需要做出持续努力，巩固科特迪瓦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

会进程取得的成绩，这可以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方面加强安全部门改革的影响。 

 2.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 
 

62. 复原方案管理局计划在 2015 年 6 月前完成整个复员方案，并为甄选有可能

受益于该进程的前战斗人员设定了标准(见附件 10)。这些标准包括归还武器和弹

药，以及为发现虚假复原而建立的联合核查机制(见附件 15)。 

63. 复原方案管理局面临的困难之一是有效控制前战斗人员的人数，因为初步名

单由前区指挥官编写，夸大了战斗人员的数量。该管理局对仍持抵制态度的人员

发起了宣传活动，鼓励他们加入进程。专家组指出，除了请前战斗人员前往常设

专门地点的组织系统，管理局还推出了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流动系统，

将这一进程带到各个区域，提供给愿意解除武装的前战斗人员。 

64. 国防部长向专家组确认，国家安全委员会在 2013 年开展普查之后，复员方

案管理局决定增加所考虑的前战斗人员人数，从 64 777人增加到 74 068人(见附

件 11)。2015年 2月，该局宣布，有 18 000名前战斗人员追查不到。 

65. 专家组注意到，截至 2014年 11月 30日，复员方案管理局宣布已有 45 685

名前战斗人员(62%)解除武装并重返社会，收缴了 28 607件武器(突击步枪和手榴

弹)和 819 192件弹药(见附件 12)。 

 (a) 已经重返社会和正在重返过程中的战斗人员 
 

66. 专家组注意到，在复原方案管理局宣布已重返社会的 45 685人中，有 3 713

人仍在等待培训，另有 12 342人正在等待完全重返社会。因此，共有 16 055人

仍未完全重返社会(见附件 13)。专家组指出，处于重新社会化阶段的人与已经完

全重返社会的人是分开的。 

67. 专家组观察到，重新社会化进程11 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被视为解除武装、复

员和重返社会进程的一个关键阶段。专家组指出，重返社会阶段面临的部分挑战是
__________________ 

 11 重新社会化阶段是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的一个过渡阶段。复员方案管理局指出，该
阶段是为了应对前战斗人员的公民再教育和心理再教育需求，帮助他们和谐地重新融入社会和

经济生活。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解除武装和复员的前战斗人员将参与一系列培训，应对创伤后

疾病、药物和酒精问题，学习生活技能，提高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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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返社会的社会经济项目(又称重返社会一揽子方案)提供资金并开展监测。知情者

告知专家组，从重返社会进程中半途退出的人有各种原因，如个人问题、重新社会

化阶段伴随的挑战等。一些前战斗人员对复员方案管理局的程序表示不满，并通过

科特迪瓦复原战斗人员协会向当局发出信函，表达自己的不满。一些前战斗人员明

确表示，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可能会考虑对当局发起抗议(见附件 14)。 

68. 在 2015年 6月的正式最后期限之前，复员方案管理局还需要帮助约 30 000名

前战斗人员复员和重返社会。专家组得到消息，一些没有登记的前战斗人员有时在

前区指挥官的压力下抵制这一进程。此外，专家组收集的资料表明，由于不接受初

步解除武装(由全国复员援助和社区恢复方案、国防部开展)和害怕报复等各种原因，

很多隶属于洛朗·巴博政府的前自卫团体没有参与。同样，重返社会阶段出现的耽

搁(有关为前战斗人员重新融入社会和经济生活提供的一揽子计划，又称“重返社会

网”)使一些希望退出的前战斗人员更加气馁。鉴于管理局在过去三年中遇到的上述

困难、抵抗和制约因素，专家组担心可能无法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任务。 

 (b) 未登记的前战斗人员 
 

69. 科特迪瓦当局称，仍有 3 000至 5 000名未登记的前战斗人员能获得武器和

制服。这些未登记的前战斗人员是聚集在全国各地的兵营，等待他们的问题得到

解决。一些希望参军，另一些希望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中得到考虑。

部分人向官员交出了武器，但没有参加有关进程。 

70. 复员方案管理局提供的一份表格显示，参谋长核准了与部队有关的 22 071

名战斗人员(见附件 11)。然而，许多人没有按最初的计划和承诺被招募入伍。专

家组有一张最初由全国复员援助和社区恢复方案登记的前战斗员名单，该方案在

2013年被复员方案管理局取代。这份名单中还包括由联科行动初步解除武装的战

斗人员。专家组向管理局提交了名单的样本，以核实有多少人已在数据库之内，

但尚未得到答复。 

71. 专家组尤其担虑的是，这些未登记前战斗人员可能被前区指挥官利用。专家

组指出，这些战斗人员主要被用作保护一些前区指挥官的非法活动，包括开采自

然资源，为企业和私人住宅提供警卫以及武装护送。未登记的前战斗人员自己也

开展非法活动(见第 145段)。 

72. 专家组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些未登记的前战斗人员在例行军事行动中被

作为后备部队使用。专家组注意到，在 2015年 1月 10日的 Grabo袭击之后，所

部署的部队中包括 Abobo(阿比让)营地的未登记前战斗人员。这些未登记前战斗

人员驻扎在 Abobo营地(阿比让)。这引起了这些战斗人员的法律地位和参与合法

性的问题，特别是在他们在行动中受伤或死亡的情况下。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在

未登记前战斗人员死亡或受伤，或他们使用武力杀害或伤害了其他人的情况下，

应由谁来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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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2015年 2月 12日在阿尼亚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科特迪瓦当局指出，未登

记前战斗人员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安全问题。 

74. 复员方案管理局的代表介绍了他们计划采取的措施，在 2015 年总统选举之

前应对前战斗人员造成的挑战。他们告知未登记前战斗人员，他们不能再被招募

入伍，并邀请他们在 2015 年 6 月的最后期限之前参加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

会进程。现在判断前战斗人员对此的反应还为时过早，但专家组注意到一些初期

的抵制情绪(见附件 16)。专家组将跟踪这项决定的执行情况并作出相应报告。 

 (c) 收缴武器和弹药 
 

75. 专家组强调，复员方案管理局的战略是允许返回失灵武器或弹药(而不是武

器)的人员参与其方案，这继续在统计收缴武器的数量方面造成混淆。 

76. 复员方案管理局网站上的一份表格显示了 2012 年 10 月 22 日至 2014 年 11

月 30日期间收缴武器的详情。专家组指出，在管理局收缴的 17 489件武器中，

有 8 899件为枪支，12 另 8 590件为手榴弹(见附件 12)。收缴武器的数量现已增

加到 20 000件，但问题仍存在。 

77. 专家组指出，大量武器和弹药仍在科特迪瓦流通。这些武器和弹药突出说明，

2002至 2011年全国危机的影响仍存。这一情况突出表明了裁军进程和收回战争

装备的复杂性，交战国将武器大范围分发给作为补充力量的平民，不加任何限制

或管制。 

78. 专家组指出，虽然城市安全得到了改善，但仍在流通中的武器被用来从事重

大犯罪活动，包括拦路袭击，如劫持和武装抢劫等。专家组注意到，前区指挥官

将不受国家当局控制的部分武器(包括重型武器)13 提供给未登记的前战斗人员，

通过他们继续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见 S/2014/729号文件，第 34段)。 

79. 尚未纳入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的战斗人员和武器的存在造成了重

大压力，可以被任何政治和军事行为体利用，破坏科特迪瓦的和平进程。 

 (d)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中发生的弹药转用 
 

80. 在复员方案管理局 2015年 2月 12日在阿尼亚马举行的仪式中，专家组注意

到有两箱武器被返回，各装有两个 120毫米迫击炮炸弹。参加复原方案的人必须

满足特定标准，交回弹药即其中之一。专家组认为，这些弹药上的标记与科霍戈

第四步兵营中观察到的弹药相同(见附件 17)。 

__________________ 

 12 共有 6 359件可以使用(71%)，2 540件无法使用(29%)。  

 13 专家组在 2014年 5月访问San Pedro时注意到，于 2013年底退休的军队人员Diomandé Yacouba
上尉(别名“三角洲上尉”)保留了一辆四轮驱动车，上层结构中配有重型机枪。他在叛乱中附
属于Wat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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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这一看法支持了专家组约谈的前战斗人员提供的信息，即弹药从科特迪瓦共

和军军械库中被盗走并出售，以使有关人员有资格参加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

会进程并得到 800 000西非法郎(1 346美元)的项目拨款，用于支持前战斗人员重

返社会和经济生活。 

82. 专家组无法确定和记录从官方武库中转移弹药现象的规模。由于当局对武器

和弹药库存的管理不够严格，武器和弹药很可能被用于个人利益，以欺诈方式参

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尤其是用来助长犯罪网络。 

 (e) 标识和登记武器 
 

83. 2012年 10月以来，打击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扩散和流通国家委员会开始为

科特迪瓦当局的武器添加标识。委员会代表解释说，迄今为止，警察掌握的武器

和宪兵队 75%的武器都被标识并在电子数据库中记录。 

84. 对军队来说，武器和弹药的标识与登记工作更加复杂，因为军队控制的武器

数量庞大，且分散在全国各地。打击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扩散和流通国家委员会

的代表告知专家组，军队武器的 60%以上有标识，并在电子数据库中记录。但令

人遗憾的是，由于一个中央数据库尚不能运作，无法进入该数据库。专家组相信，

该电子数据库是监测和追踪武器流动情况的有用工具。 

85. 专家组还注意到，科特迪瓦安全力量的各个组成部分(警察、宪兵和军队)一

直不愿达成协议，不愿对现有数据库进行全国集中管理。 

 (f) 修复军械库 
 

86. 专家组欢迎打击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扩散和流通国家委员会修复和完善军

械库的努力。迄今为止，国防安全部队约 40%的军械库得到了修复。 

87. 尽管委员会执行了武器和弹药国际安全标准，但最近发生的叛乱分子袭击布

瓦凯第三军事点军械库和奥迭内警察局的事件使委员会认识到，营地的安全等级

和监测需要得到强化。 

88. 专家组还注意到委员会在建立一个数据库，用于记录使用在科特迪瓦流通的

武器实施的犯罪行为。141 名志愿合作者为委员会的业务中心提供信息，中心对

安全事件进行记录，实时监测武装暴力情况，并在必要时提醒当局调整战略，以

做出有效反应。 

 C. 遵守军火禁运 
 

89. 专家组强调，进入军事地点和查看军事装备的请求持续受阻，这违反了安全

理事会第 2153(2014)号决议第 22和 36段的规定。 

90. 2014年 5月 1日至 2015年 3月 6日期间，军队人员、宪兵和警察拒绝了联

科行动的 41次武器禁运检查，主要理由是他们没有事先得到通知(见附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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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此外，尽管专家组多次请求，国防部长仍未给专家组发放进入营地的通行证。

部长在与专家组的一次会晤中表示，他不愿准许专家组自由进入的原因是担心在

没有事先通知就进行检查的情况下，专家组人员可能有受到人身伤害的风险。 

92. 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980(2011)号决议规定的任务期间，军队参谋长给专家

组提供了此种通行证(见 S/2012/196号报告，附件 52)。 

 1. AM-600 和 AM-640 巴西榴弹发射器 

93. 如此前提到的，专家组发现有多个地点(包括阿比让)的警察和宪兵人员持有

在巴西注册的 Condor 非致命技术公司生产的榴弹发射器(见 S/2014/266，第 44

段和 S/2013/605，第 30至 32段)。 

94. 该公司确认，专家组指认的序列号也在专家组 2014 年最后报告 (见

S/2014/266，第 44段和附件 12)中提及的设备中。这些设备由布基纳法索总统护

卫队参谋长 Gilbert Diendere将军在 2012年订购。 

95. 布基纳法索当局在专家组访问瓦加杜古期间重申，这些物资不在他们的国家

武库之内。几个独立信息来源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96. 专家组注意到时任总统安全小组负责人 Vagondo diomandé将军签署的一份

文件，日期为 2013年 3月 20日。该文件详细说明了为警察力量运入科特迪瓦的

部分物资的分配情况(同上，附件 12)。专家组在清单上发现了 130 AM-64040毫

米发射器(致命)和 130 AM-60037-38毫米发射器(非致命)及相关弹药。 

97. 专家组认为，科特迪瓦当局在 2013 年初通过布基纳法索总统护卫队参谋长

采购这些武器和相关弹药违反了制裁制度。 

 2. 按非致命材料购买，但可用作致命用途的物资 

98. 2015年 1月 30日，由法国 TR-Equipement设备公司组装、14 国家安全委员

会从 Rivolier(法国)购买的 300枚 TR-11/LBD40榴弹发射器抵达阿比让机场。 

99. 虽然这些榴弹发射器起初被描述为非致命，但制造商指出，发射器能在失效

之前做几轮致命发射(见附件 19)。专家组对有关武器作为非致命物资采购、但有

可能被作为致命物资使用的情况感到关切。15 

100.  专家组与科特迪瓦当局讨论了此事，以制定适当使用此类物资的战略，确

保储备库中致命和非致命弹药的分离，并确保使用物资的警察、宪兵和士兵能够

区分致命和非致命弹药。 

__________________ 

 14 TR设备公司根据 Brugger & Thomet公司(瑞士)生产的 GL-06型号组装了这些设备。 

 15 可用于此类发射器的 40毫米致命性榴弹 2011年以前就已经在国防和安全部队的官方装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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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科特迪瓦提供给委员会的错误资料 
 

101.  安全理事会第 2153(2014)号决议第 7 段请科特迪瓦政府确保，提交给制裁委

员会的这类通知或批准申请必须列有所有相关信息，包括用途和最终用户(包括最终

运到科特迪瓦安全部队哪个单位或预定存放的地点)、待运装备的技术规格和数量、

装备的制造商和供应商、拟议交货日期、运输方式和运送行程表等信息。决议强调，

必须特别着重、详细解释所申请的装备对安全部门改革有何帮助，并强调此类通知

和批准申请必须说明是否有将非致命性装备改装成致命性装备的任何计划。 

102.  专家组指出，科特迪瓦当局向委员会通报了不正确的供应商信息，即致命

武器(3 000支 AK-47步枪和 1 500支杰里科手枪)及相关弹药和通过 BSD-Afrique

购买的 2架运输直升机(1架Mi-8型和 1架Mi-17型直升机)的供应商信息。国家

安全委员会秘书 Alain-Richard Donwahi 和定居在科特迪瓦的法国国民 Daniel 

Chekroun应对这一错误信息负责(见 S/2005/609，S/2014/266和 S/2013/605)。 

103.  专家组确定，科特迪瓦当局 2014年 7月 28日和 10月 17日发给委员会通

知中的 BSD-Afrique 公司的地址有误，因为该公司事实上不在法国注册(见附件

20)。与此相关的是，科特迪瓦一家当地报纸于 2014年 6月发布了 BSD-Afrique(有

限公司)成立的消息，16 公司性质为建筑和农业服务提供商。 

104.  但专家组指出，BSD-Afrique(有限公司)没有得到科特迪瓦内外部的许可，不

可出售武器、弹药和安全物资。此外，专家组发现，该公司在科特迪瓦正式注册的

详细资料中的地址不对，而 Horsforth 贸易有限公司(见 S/2014/266，附件 2)所称的

业务类型则是“建筑、房地产、农业项目、通信、杂项设备和项目管理”(见附件 20)。 

105.  专家组还发现，1 500支杰里科手枪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并非国家安全委员会

所说的 BSD-Afrique(有限公司)，而是一家以色列公司——以色列武器工业公司。

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从以色列武器工业公司订购了手枪，以 BSD-Afrique(有限公

司)作为中介。2015年 2月 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明了 BSD-Afrique(有限公司)

和 Horsforth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附属关系，后者的总裁是 Chekroun先生，专家

组曾提到该人(见 S/2014/266)。 

106.  专家组认为，向委员会提供不正确或虚假信息违反了制裁制度。 

 4. 与苏丹产品有类似特点的夜视镜 
 

107.  专家组在阿比让发现了一个夜视装置，17 特征类似于苏丹军事工业公司生

产的 SMZ03 型装置。专家组在 2012 年观察到前新生力量人员持有此类装置(见

附件 21)。 

__________________ 

 16 BSD-Afrique 和 BSD-Afrique(有限公司)是同一家公司。 

 17 专家组注意到，一名军官 2012年将装置出售给平民，凸显了军事当局对武库控制不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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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科霍戈的第四步兵营  
 

108.  令专家组担虑的是，马丁·夸库·福菲埃指挥的第四步兵营拥有若干武器

系统，包括重型迫击炮和多管火箭炮及有关弹药，它们是违反武器禁运规定流入

科特迪瓦的。  

109.  该营拥有的一些武器带有标识；但是，专家组注意到，在科霍戈库存中发

现的一些物资(例如，下文第 113段提到的 120毫米迫击炮以及 6门 82毫米迫击

炮、6 门塔卡 107 多管火箭炮和安装在四轮驱动车辆上的 1 挺 14.5 毫米重机枪)

没有标识(见 S/2014/729，第 58-63段)。 

110.  联科行动或专家组迄今尚未对该营持有的武器和弹药独立开列清单。但在

2015年 3月 11日和 12日，专家组找到了以前未在科特迪瓦发现的大量小武器、

重型武器和相关弹药。专家组将继续对这些军火进行调查。 

 1. 多管火箭炮 
 

111.  2015年 2月，联科行动综合禁运监测股在检查该营地时注意到，专家组先

前发现并报告的 6 门 107 毫米多管火箭炮(同上，第 58-61 段)已从车辆上卸下并

拆除(见附件 22)。不过，它们仍在该营的控制之下。 

112.  专家组指出，这些多管火箭炮可拆卸成两个管筒小部件，这样部队可以很

容易地进行运输和操作。 

 2. 类似苏丹产品特点的 120 毫米迫击炮 
 

113.  2015 年 2 月，联科行动综合禁运监测股发现，该营的房地内有序号为

11021861922的 1门 120毫米迫击炮(Ahmed型)。18 迫击炮上的标记显示生产时

间为 2008 年，这意味着它是违反禁运规定进入科特迪瓦的(见附件 23)。专家组

将继续调查此事。 

 3. 其他物资 
 

114.  专家组注意到，在科特迪瓦境内各地发现并在前几次报告中已有记载的一些

物资，比如 QLZ-87榴弹发射器部件和 82毫米迫击炮引信(S/2013/228，第 57段、

S/2013/605，第 46-49段、S/2014/729，附件 19-20)逐渐汇集到科霍戈(见附件 24)。 

 4. 在尼日尔缴获的来自科霍戈的武器  
 

115.  在尼日尔执行任务期间，专家组收集到资料显示，2013 年 8 月 23 日，安

全部队在一辆前往尼日利亚的车上发现并没收了 10支突击步枪、1挺机枪、1把

散弹枪、963件弹药和 6件引爆装置(雷管)。 

__________________ 

 18 监测股还拍到两个箱子的照片，这些箱子与装有号码为 110211916 和 110211924 的已有记录
的 120毫米迫击炮的箱子很像，但由于军事人员反对，监测股未能打开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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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当局向专家组出示了一份警察说明，内称所缴获的武器是在科霍戈从一个

据称是前军官的人那里购买的，并计划转交给尼日利亚“博科哈拉姆”组织的身

份不明分子。19 

117.  专家组曾描述过从科特迪瓦向尼日利亚北部贩运武器的类似事件(见

S/2013/228，第 63-66段)。 

 七. 海关和运输 
 
 

118.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153(2014)号决议第 32和 33段，专家组的调查工作侧

重于评估边境措施和管制行动的效力，以及恢复海关和边境管制的正常运作。此

外，根据该决议第 1至 7段，专家组调查了可能违反制裁制度的情况。  

 A. 边境措施和管制 
 

119. 专家组访问了一些海关办事处和过境点(见附件 25)，以评估局势。专家组保

留其在中期报告中表述的观点(S/2014/729，第 39和 40段)，即海关部门在边境管

制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1. 安全局势 
 

120.  在编写本报告时，与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接壤边界仍然因埃博拉病毒爆发而

关闭。与布基纳法索、加纳和马里接壤的边界已开放。  

121.  对利比里亚边界 Grabo和 Feteh村发动的一些跨界袭击(见上文第 29-37段)

被科特迪瓦安全部队成功击退。在这方面，专家组注意到，国防部长宣布的加强

该地区边界安全的工作(见 S/2014/729，第 27段)正在进行。  

122.  专家组没有收到有关与布基纳法索、加纳、几内亚和马里接壤边界地区跨

界安全事件的报告。但专家组注意到，在所有边界都部署了军队，尽管在有些地

方安全局势稳定，并不需要派驻部队。  

 2. 重建海关部门  
 

123.  专家组赞扬科特迪瓦努力提高公众对重建海关部门和恢复海关管制正常运

作的认识。海关当局告知专家组，在前“新生力量”控制地区实施的暂行减让优

惠(比如，降低税率和减少结关文件要求)已被取消，海关法规在全国各地同等适用。  

124.  专家组注意到，在北部、东部和西部边界的一些海关房地已经修复(例如，

在旺戈洛杜古、滕格雷拉、Sipilou和 Niablé)。但有些房地状况仍然很差，以致

海关官员无法有效履行职责。海关当局称，由于缺乏必要的设备，特别是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 

 19 据推测，突击步枪的价格是 150 000 非洲法郎(252 美元)，机枪价格为 100 万非洲法郎(1 683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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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在位于陆地边界的 30个海关办事处中，目前只有 6个主要办事处获权处

理来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以外的货物结关事宜。20 这种情况助长了非正规的

跨界运输，因为运输者并不总是同意绕行几百公里到经授权的海关办事处申报

货物。 

125.  此外，大部分海关办事处设在该国境内距离边界几公里的地方和(或)设在

村庄，专家组曾就这一情况做过评论(见 S/2014/729，第 46段)。专家组发现，为

基本解决这一问题，在海关办事处与边界之间设置了多个合法和非法检查站。但

情况并不理想，因为多重管制以及检查站的大肆敲诈勒索造成的时间和金钱损失

使得人们不愿意利用官方过境点。专家组在实地访问期间注意到，为躲避边防境

检查站和海关办事处而进行非正规跨界运输的现象十分常见。  

126.  专家组感到关切的是，设在陆地边界的 18个主要海关和二级海关房地仍然

部分或全部被军事人员占领，致使海关当局无法部署人员。  

127.  在这方面，专家组注意到，在科特迪瓦本贾利和巴马科之间的路线上没有

部署海关官员，因此，Pôgo海关办事处与 Tiefenzo办事处之间的边界(约 350公

里)没有得到充分管制(见附件 26)。21 专家组收集到的信息证实，在这条线路上

经常有货物运输，其中一些涉及到该地区的非法手工黄金采矿点。 

128.  在访问东北部时，专家组注意到，设在 Soko(邦杜库附近)和旺戈洛杜古的

科特迪瓦海关办事处之间根本没有一个正常运作的海关办事处。22 专家组承认，

位于布纳和费尔凱塞杜古的流动海关大队努力监测该地区的情况，但显然对该国

与加纳和布基纳法索接壤的大约 450公里边界的海关控制非常有限(见附件 26)。  

129.  此外，专家组发现，在上述地区有少数安全部队和机构(宪兵、警察、水务

和林业当局)人员，包括 200 名未登记的军事人员直接向伊西亚卡·瓦塔拉或称

“Wattao”报告。这些军事人员占领了这一地区的非法黄金采矿点和通往布基纳

法索的主要过境点(多罗波与 Galgouli 之间线路上的 Kouguienou 及布纳与 Batié

之间线路上的 Kalamparo)。这两个过境点均位于专家组发现经常用于走私黄金的

线路上(见下文第 212-214段)。在 Kalamparo，军事人员不允许其他安全部队和机

构派人驻守边界。  

130.  因此，专家组担心上述两个地区可能存在非正规的跨界运输活动，特别是

非法贩运自然资源和武器。  

__________________ 

 20 这些办事处是 Sipilou (与几内亚接壤边界)、Pôgo (与马里接壤边界)、旺戈洛杜古(与布基纳法
索接壤边界)及 Takikro、Niablé和 Noé (与加纳接壤边界)。 

 21 负责这一地区的海关办事处被其他安全部队和机构占领(Ngandana 和 Nigouni)或不起作用
(Tingrela)。 

 22 在 Varalé的海关办事处被军方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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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专家组注意到，科特迪瓦 2014-2015 年海关部门行动计划设想恢复主要道

路干线上的海关办事处，并计划在 2015-2016年期间恢复和装备二级海关办事处。

同时，海关总署署长告诉专家组，已向经济和财政部提交一项紧急行动计划，以

便在多罗波地区部署海关官员。  

 3. 边境管理  
 

132.  在专家组访问的边界地带，一般都有军事人员、水务和林业当局、宪兵、

警察和海关当局驻守。在主要过境点，有负责公共卫生和兽医服务的其他机构人

员。安全部队和机构一般维持各自的检查站，两者之间往往仅相距几米远，它们

对通常位于该国境内距边界几公里远的海关办事处起到补充作用(例如，在与布

基纳法索接壤边界的 Laleraba 过境点)。此外，专家组注意到，还有专门机构(如

麻醉品)维持另外的检查站。 

133.  专家组赞扬科特迪瓦当局努力协调安全部队与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在这

方面，地方当局与安全部队和各机构每周举行例会，称为区域安全理事会，交

流安全局势信息并协调开展活动。不过，专家组的现场观察以及从当局和证人

那里收到的许多报告表明，各种力量特别是军事人员(正规和非登记的)的活动

存在重叠。例如，军方的官方作用是保证边境人员的安全，它是唯一有适当装

备履行这一职责的力量，但士兵也介入许多其他活动，比如检查车辆、货物和

身份证件。 

134.  此外，专家组收集到的信息表明，在 2014年腰果收获季节，军事人员在邦

杜库任意扣押卡车。他们将卡车押入当地的军营，只有在支付 500 000非洲法郎

(841美元)至 100万非洲法郎(1 682美元)之后才获准离开。  

135.  专家组感到关切的是，它多次发现军事和执法机构在边境检查站大肆敲诈

勒索。例如，一辆面包车上的每名乘客需支付多达 1 000非洲法郎(1.68 美元)才

能过境，卡车则需支付高达 30 000非洲法郎(50美元)。由于缺乏数据，加上所涉

数额不等，专家组迄今一直无法评估在过境点支付的总数额。23 

136.  专家组还感到关切的是，安全部队和机构以检查为威胁手段，强迫人们

支付非法税金；如果如数支付，几乎很少检查或根本不经检查就能保证放行。

安全部队和各机构缺乏诚信，骄傲自大，这增加了非法贩运和违反武器禁运的

可能性。 

137.  专家组认为，科特迪瓦可通过拟订(例如在安全部门改革进程中)边境管理

战略，大大提高效率和透明度，减少勒索事件。该战略应力求减少派驻过境点的

安全部队和机构的数量，特别是在交通量很少的过境点，同时考虑到部队与机构

的职能重叠(比如在安全方面)，并酌情下放权力(如移民、进出口许可管制)。该
__________________ 

 23 见第 260-262 段关于从阿比让前往巴马科的卡车估计数。 



S/2015/252  
 

15-03521 (C) 26/215 
 

战略还应顾及既有的最佳做法，比如建立一站式边境站，安全部队和机构可在此

同地办公并实施综合管制，从而减少单设检查站的数量。  

 4. 边境监测 
 

138.  专家组注意到，海关当局在边境监测方面采取了以下做法。作为第一道管

制线，在边界地区部署了海关办事处。派驻这些办事处的海关人员由两部分组成，

一组人员负责货物结关，另一组是监测队成员，其任务是监测办事处周边方圆 20 

公里的边界地区。流动队是第二道管制线，他们在科特迪瓦境内各主要路线(例

如，阿比让-巴马科)上行动。其工作重点是拦截未被第一道管制线发现的非法进

口货物，支助海关办事处监测相邻办事处之间的边界。  

139.  监测人员和流动队缺乏设备(武器、车辆和通讯工具)。因此，这些人员主

要部署在办事处附近的检查站，他们与军队、宪兵、警察、水务和林业警察一道

行动。有时，海关监测人员和流动队维持各自的检查站。 

140.  专家组感到关切的是，部署在偏远地区的监测单位设备很差，几乎没有能

力监测有组织的非法跨界贩运活动。他们没有干预能力是尽人皆知的，这导致腐

败事件增多。  

141.  专家组注意到，科特迪瓦 2015-2016 年海关部门行动计划旨在改善基础设

施，提供设备，加强边界监测能力，减少在该国边境线内的管制，从而促进境内

货物的自由和合法流通。 

142.  专家组赞赏这一倡议，但指出仍需开展更多的专门培训。目前，所有海关

官员不论其工作领域为何(比如，监测或商业货物结关)，都接受同样的培训。培

训主要偏向货物结关，尽管大多数陆地边界的海关人员很少遇到这类业务。例如，

2014 年， 6 个主要海关办事处办理了大约 98%的货物结关，只有 2%是其他 24

个办事处办理的。专家组认为，在海关办事处，边界监测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与商

业货物结关所需技能大不相同(比如，作业环境、采取的策略和面临的风险等方

面)。提供针对具体职能的培训可以适当解决这一问题。  

 5. 边界地区未登记的军事人员 
 

143.  在实地访问期间，专家组发现，在边界地区有未登记的军事人员维持许多

非法检查站。例如，在与加纳接壤边界(约 170 公里)上的阿博伊索至阿本古鲁沿

线，专家组发现了 14个由未登记军事人员维持的非法检查站。 

144.  专家组还发现，在边境检查站有未登记的军事人员，他们守卫避开附近海

关办事处的公路过境点。多个消息来源指称，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允许其他当

局派人驻守过境点，目的是便利非法跨界贩运。 

145.  科特迪瓦当局向专家组解释说，这其中的大多数人正在等待编入正规军队，

在此期间通过上述非法手段“在实地给自己发饷”。专家组指出，尽管当局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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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具体数字，但知道有未登记的军事成员介入走私活动，并声称这种活动正在

减少。在编写本报告时，专家组没有资料反驳这种说法。 

 6. 风险分析、特征分析和调查 

146.  科特迪瓦当局在实施电子结关系统自动风险分析软件方面已取得进展，预

计该系统将在 2015 年 4 月全面运作。此外，他们继续进行改革，建立一个负责

从海关部门并与之一道收集、分析和交流信息的中央机构，从而更好地评估和缓

解风险。专家组赞扬当局迄今取得的进展，但很显然，为海关办事处提供适当设

备是这两项措施取得成效的先决条件。  

147.  专家组还强调，科特迪瓦当局应掌握充足的风险分析数据。例如，专家组

注意到，提供给海关当局的关于经阿比让港转运货物的资料不足。  

148.  在实地访问期间，专家组注意到，海关官员在拦截试图逃避海关检查和(或)

关税的人员时，重点是追收税款和征收罚款。如果做进一步调查，有可能发现这

些人与有组织贩运或其他犯罪有牵连，但并没有这样做。在这方面，专家组注意

到，缺少有能力自行启动调查或就海关官员或监测机构的初步发现采取后续行动

的专门调查机构。 

149.  专家组认为，在实地建立这样的机构将大大增强打击非法跨界贩运的能力。

这些机构也可作为各国之间开展合作的一种工具。  

 7. 出口管制 

150.  科特迪瓦当局正在建设能力，通过国际合作打击在阿比让机场的贩毒活动。

但专家组指出，目前没有任何程序或风险评估系统来防止非法贩运自然资源。海

关官员对抵港旅客携带的物品进行例行扫描和实物检查，但对离境乘客的行李只

进行机场安检。专家组认为这种情况是有风险的，因为黄金和钻石等高价值商品

往往是通过机场等最直接路线走私的。  

151.  阿比让港只有一个集装箱扫描仪，仅用于检查进口货物。专家组认为，

为打击非法贩运自然资源和违反制裁制度，应根据风险分析结果，对出口货物、

过境和转运货物也使用扫描仪检查。此外，应在圣佩德罗港配备一台扫描仪，

那里现在仍缺一台。专家组欢迎计划购置更多扫描仪，其中两台将于 2015 年

交货。 

 B. 武器禁运的执行情况 

152.  专家组就安全理事会第 2153(2014)号决议确定的制裁进行调查。安理会在

该决议中决定，所有国家必须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从其领土、或由本国国民、或

使用其旗船或旗机，直接或间接向科特迪瓦供应、出售或转让军火或任何相关军

用物资，无论它们是否源于本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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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专家组在调查陆地边界、港口和机场期间，没有发现违反制裁制度进口物

资的情况，但确实根据以往制裁制度就进口此类物资进行了调查。专家组在以下

各段中提出其调查结果。 

 1. 在科霍戈第四步兵营营地发现提供多管火箭炮和其他相关物资 
 

154.  专家组在其中期报告(S/2014/729)第 58 段中报告，在科霍戈第四步兵营营

地有特点类似苏丹产的多管火箭炮和相关物资。为确定这些物资的来源和所涉利

益攸关方，专家组在科特迪瓦境外进行了实地调查，与监测空中交通的有关国际

机构讨论此事，并向一些公司转交公函。 

155.  专家组收集到可靠信息，使其能够将交付火箭炮和相关物资的时间范围缩

小至 2011年 2月至 4月。据报，在“新生力量”2011年 4月对阿比让发动最后

攻击之前，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在布瓦凯机场交货。自部署联科行动以来，几乎

完全由特派团使用该机场进行空中业务。经常派驻联合国维和人员维护安全及必

要的地面人员进行空中调度。  

156.  专家组认为，如果情况类似的特派团保存联合国飞机和非联合国飞机使用机

场的记录并向专家组提供这些记录作进一步分析，则可大大增强监测制裁的力度。 

 2. 向军队提供 21 辆军用卡车  
 

157.  2014年 4月 25日，在阿比让总统府举行交接仪式期间，向军方捐赠了 21

辆 Renault TRM-2000型军用卡车(见附件 27)，由 CI Logistique公司24 首席执行

官 Kouao Niamoutié捐赠，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Alain-Richard Donwahi接收。  

158.  专家组指出，根据 2004年 11月 15日和 2014年 4月 29日期间实行的制

裁制度，未经委员会事先批准交付此类物资违反了武器禁运。专家组以前未在科

特迪瓦看到上述物资。 

159.  为确定交付日期和条件，工作组向 CI Logistique公司正式发函，多次要求

会晤 Niamoutié先生。未收到任何答复。然而，2014年 10月 15日，联科行动综

合禁运监测股能够会晤 CI Logistique的多名代表，他们确认该公司车队捐赠了不

是最近进口的车辆。专家组认为这一信息可信，因为恰逢专家组调查 2014 年 4

月 25日前几个月向阿比让港口运送这些车辆的情况。  

160.  在事先通知和未通知的情况下，专家组两次试图检查停在阿比让联科行动

总部旁边总统讲习班的一些车辆，但遭到拒绝。  

161.  专家组还就交付卡车事正式发函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在 2015年 1月 13日

与外交部代表的会晤中收到部分信息。在编写本报告之时，专家组正在等待该委

员会承诺提供的补充资料。 
__________________ 

 24 CI Logistique公司实行单一窗口制度，向科特迪瓦进口车辆。 



 S/2015/252

 

29/215 15-03521 (C) 

 

 八. 钻石和自然资源 
 
 

162.  安全理事会第 2153(2014)号决议第 25段重申，安理会规定专家组的任务是

收集和分析资金来源的信息，包括通过在科特迪瓦境内开采自然资源获得的用于

购买军火和相关物资的资金，并指出，根据第 1727(2006)号决议第 12(a)段，委员

会可以指认那些因非法贩运包括钻石和黄金在内的自然资源而被认定威胁科特

迪瓦和平与民族和解进程的人； 

163.  专家组认为，Wattao的行为与此相关，因他参与在达洛亚和布纳非法开采

黄金，并在从塞盖拉走私钻石方面起了作用。 

164.  专家组还认为，Sekou Niangadou (又称“Petit Sekou”和“Sekou Tortiya”)

的行为与此相关，因为他直接支助在塞盖拉受Wattao直接控制的军人，而且继续

走私钻石，阻碍执行钻石禁运后过渡战略。 

 A. 钻石 
 

165.  安全理事会第2153(2014)号决议第14段请科特迪瓦通过委员会向安全理事

会通报它执行钻石行动计划的最新进展，包括对非法走私开展执法活动，建立海

关体系和报告源于钻石的资金流动情况。此外，还鼓励科特迪瓦接受金伯利进程

审查访问，专家组一名代表将参加访问。 

166.  专家组指出，根据正式记录，在解除安全理事会实施的毛坯钻石出口禁令

之后，2013年 5月至 2014年 12月塞盖拉产区钻石销量为 1 674克拉，其中 858.93

克拉于 2014年 5月销售。 

167.  专家组还注意到，自取消禁运以来，登记的矿工、组长和融资人仅略有增

加25 (见附件 28)。 

168.  这些数据表明，取消禁运尚未成为足够强大的动力，推动依照金伯利进程

规定销售塞盖拉钻石。利益攸关方(金伯利进程科特迪瓦常设秘书处、财产权和

手工钻石开发第二阶段项目、欧洲联盟代表团和科特迪瓦之友)将势头放缓归因

于甄选、授权和落实合法钻石商行进程中的种种延迟，而这是完成符合金伯利进

程规定的毛坯钻石监管链的基本前提。  

169.  专家组指出，2015 年 1 月 26 日工业和矿业部授权二个国际钻石购买商行

(Carbon Holdings SARL和 Transactys SA)开始合法出口毛坯钻石。 

170.  专家组注意到财产权和手工钻石开发第二阶段项目正在与科特迪瓦之友协

力作出值得称道的努力，在矿区附近开展鱼类养殖等创收活动，以使采矿社区的
__________________ 

 25 2013年 5月至 2015年 1月共有 263名融资人，2014年 5月至 2015年 1月这一数字未增加。
同期，166矿工登记(共 2 446人(6.7%))，还有 1名组长(共 351人(0.28%)和 11名交易商(共 221
人(4.97%))登记。 



S/2015/252  
 

15-03521 (C) 30/215 
 

生计多样化。这些活动最终将帮助钻石挖掘者摆脱塞盖拉钻石收购商强加的预融

资圈(见 S/2014/266，第 190至 195段)，从而促进一个自由和公平的钻石贸易环境。  

171.  然而，专家组指出由 Sekou Niangadou(见同上，第 198至 204段)领导的非

法网络仍应对将塞盖拉产的几乎所有毛坯钻石走私到邻国负责。官方统计数字显

示，他是 2013年 5月第一个在塞盖拉登记的交易商，但自 2014年 1月以来，他

没有正式购买任何钻石。  

172.  具体而言，专家组收集的证据表明，他在几内亚的代理人成功将来自塞盖

拉地区的毛坯钻石引入经金伯利进程核证的几内亚钻石链。在这方面，科特迪瓦

与几内亚之间边界管制薄弱、几内亚以缺乏可防作弊的钻石认证制度以及专家组

已指出的不足之处(见同上，第 198段至 202段)让他和他的网络钻了空子。几内

亚爆发埃博拉病毒造成的破坏进一步加剧了几内亚内部缺乏控制的状况，使该网

络所利用的漏洞更加严重。 

173.  专家组收集到的信息是，Niangadou先生仍付钱给听命于Wattao手下 Sylla

上尉的军人，以非法出口毛坯钻石。Sylla上尉自称属于一个约有 200至 300人的

“保护部门”，他们大部分未登记，部署在达洛亚、瓦武阿和塞盖拉之间，这是

Wattao 在该地区的三个据点。该部门未出现在任何正式的军事组织结构图(见附

件)，直接接受Wattao的命令。 

174.  专家组强烈认为，Niangadou 先生垄断塞盖拉毛坯钻石的销售破坏执行禁

运后过渡计划，发展合法的钻石贸易链。此外，他以现金支付军方且不作记录，

这有助于留有宣誓效忠Wattao而不是国家当局的军人。 

钻石鉴别 

175.  专家组曾报告，南非公司 Mintek 主动提出为马里海关当局 2011 年缉获的

所谓原产科特迪瓦钻石作鉴别。然而，尚未采取任何行动。 

176.  专家组认为，尽管解除了禁运，但由于该区域边界管制不力便于跨界走私，

对来自科特迪瓦和邻国的钻石进行足迹分析和特性鉴别仍是一项有益的工作，以

加强金伯利进程毛坯钻石监管链的可靠性。  

 B. 黄金 
 

177.  2014年 12月，工业和矿业部查明、在地理上标出并决定驱逐来自在该国中

部和北部地区 148 非法矿址的非法个体淘金者。2015年 2月中旬完成查明东部地

区另外 100个非法矿址的工作，定于 2015年 3月开始查明西部地区非法矿址。 

178.  专家组指出，科特迪瓦个体淘金业正规化方案设想从非法矿址驱逐所有个

体采矿者。但专家组观察到，由于各区和各省矿业局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和资源，

以及与参与非法黄金生产的前任区指挥官有联系的军事人员核心集团的存在，在

某些情况下驱逐战略未能防止重新占领矿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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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达洛亚非法开采黄金活动 
 

179.  专家组在 Gamina 村(达洛亚区 Zaïbo 市)附近观察到 2013年 4 月以来开工

的非法金矿。最大矿址的别称是“abidjan”，面积 154 公顷，周长 8公里。在 Gamina

开工的五个矿区(共 180公顷)很大，足以在商业卫星图像上看到(见附件 30)。26 

180.  鉴于该地点大多数矿址的矿井和隧道深约 60 米，造成一些致命事故(见附件

31和 32)，因此“abidjan”被遗弃，转而选用新矿址(第五个)，于 2015年 2月开工。 

181.  专家组观察到，这些矿址约有 15 800名采掘者。他们大多数来自 2014年

10月被当局关停的亚穆苏克罗非法黄金开采业。在 Gamina的矿工人数高于邻村

(Zahibo、Gamina和 Anisiko)的人口总和。在 Gamina的约 80%工人不是科特迪瓦

人：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和马里人是采掘者；布基纳法索人经营黄金收购公司(商

行)；科特迪瓦人经营小企业，如商店、酒吧和食品店等。 

182.  专家组指出，在应当遗弃的矿址，大多数采矿作业主要在夜间进行，以逃

避检查。  

 2. 人权问题 
 

183.  在 Gamina(见附件 33)和科特迪瓦其他非法金矿，儿童被广泛用于辅助工作

(如向洗矿点运沙砾或做饭)和卖淫，但也可能经常被雇用为采掘工，因为比成年

人更容易进入狭窄的矿井。在 Gamina矿上工作的儿童每日挣 2 500非洲法郎(4.2

美元)，促使 180名儿童离校从事这项工作。 

184.  在矿区，卖淫、包括儿童卖淫现象十分普遍。相当数量的妇女来自几内亚、

利比里亚和尼日利亚活跃于矿区。鉴于这些妇女的原籍国仍然受到埃博拉爆发的

影响，这种状况对该区域构成严重的健康危害。 

185.  此外，矿工在使金汞齐化过程中广泛使用汞、氰化物和其他化学品。此类

化学品污染了供人们使用的淡水资源，而且 Gamina 矿区的位置靠近向达洛亚供

水的泵站。因此，这种情况对该市构成严重的健康威胁。  

186.  尽管在该地区驻有军人和宪兵，但没有对举报的若干起谋杀和法外处决案

件进行调查。  

187.  专家组指出，2014年 4月一名想在 Gamina设立商行的人遇害，他不隶属

于任何一名“重量级赞助人”(见下文第 192段)，但愿意每克支付 16 000非洲法

郎(26.95美元)，而不是现有商行规定的 14 000非法法郎(23.58美元)。达洛亚宪

兵就此起草一份案件报告，并将其转交达洛亚司检察长。专家组尚未获准查阅该

报告，并已向司法法提出了查阅报告的正式请求。  
__________________ 

 26 该矿址的确切位置是北 6°58'3.8"(6.9677°)，西 6°39'17.8"(6.655°)，其名称放在引号内，而且是
小写，以避免与科特迪瓦经济首都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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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军事控制和安全 
 

188.  整个 Gamina矿区都在效忠于Wattao、由 Adama Diabaté上尉指挥的保护部

军人控制之下。  

189.  在 Gamina 矿区，保护部分成若干分组或分队部署，由一名中士或下士指

挥，成员由 10 人至 30 人不等，都没有登记。在 Gamina，保护部的 35 人和 20

名宪兵守卫该地区。专家组观察到，在抵达“abidjan”矿区沿途设立了由保护部

军人和宪兵控制的三个检查站，每隔两公里设立一个。  

190.  2014 年 12 月，保护部人员接到上级命令，阻止联科行动部队进入非法矿

区，因为他们不希望那些矿区象在亚穆苏克罗一样被关闭(见附件 32)，但专家组

仍能够飞越矿区，通过拍摄地理参考照片证明继续作业的情况(见附件 34)。  

191.  专家组还观察到，商行依靠自己的安全系统(主要由邻近村庄的失业青年组

成)保护其赞助人的利益。此外，专家组注意到，相当多的采矿队由 Wattao 控制

的前新生力量战斗人员(新生力量武装部队——科特迪瓦爱国运动)资助。  

 4. Gamina 黄金开采背后的“重量级赞助人”  
 

192.  这些矿区的赞助人隶属四个人，当地称“重量级赞助人”。Wattao本人是其

中之一，另外三人是当前科特迪瓦行政当局和前布基纳法索行政当局中的显要政

治人物，这一状况迄今阻碍执法官员关闭达洛亚非法矿址。专家组无法证实，如

安全理事会第 2153(2014)号决议第 25 段所述，目前这些赞助人通过非法贩运自

然资源，包括钻石和黄金，威胁科特迪瓦和平和民族和解进程，但将采取适当后

续行动，如果情况有变，将迅速向委员会通报。  

 5. 组织和财政安排 
 

193.  在 Gamina矿上工作的成年采掘者每天工资在 3 500非洲法郎(5.80美元)至 5 

000非洲法郎(8.40美元)之间。鉴于务农每天平均工资约为1 000非洲法郎(1.68美元)，

大多数村民放弃耕作转而开采黄金，这种情况造成一些村庄严重短粮和粮价上涨。  

194.  9 个商行在五个矿区营业：7个在“abidjan”，2个分别在另外 2个矿区。

黄金买入价是每克 14 000 非洲法郎(23.58 美元)，在一个封闭的管道销售，因此

迫使矿工只向这 9个商行出售，而后者只向其“重量级赞助人”出售。  

195.  所有商行都属于或隶属于 Tchologo 矿工合作社，社长是布基纳法索国民

Karim Ouedraogo，他在当地的代表是另外二名布基纳法索国民 Porgo“Rougier” 

Idrissa和 Seidou Ouedraogo，27 他们还设法垄断在提取黄金的齐化阶段广泛使用

__________________ 

 27 Seidou Ouedraogo 也是 Karim Ouedraogo的兄弟。专家组收集的信息表明，Porgo Idrissa还积
极参与在 Varale和 Doropo(位于科特迪瓦东北部的布纳)非法开采黄金，而且他与前布基纳法索
行政当局显要政治人物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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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汞袋销售。专家组还观察到，将黄金运出矿区的车辆是布基纳法索牌照(见附

件 35)。  

196.  专家组发现的证据证明，Gamina村长写信给 Zaïbo县长，只授权该合作社

在 Gamina 采矿(见附件 36)。同份文件表明，每出售一克黄金，合作社向县长支

付 200 非洲法郎(0.33 美元)，而且还参与建造村长住房。  

197.  Gamina 地主和农民自愿或被迫向合作社出售他们的土地，每提取一克黄

金，他们获得 500 非洲法郎(0.84 美元)的土地使用费。合作社代表 Porgo Idrissa

和 Seidou Ouedraogo 与 Gamina 村长签署多份书面合同，得以在某种程度上合法

营业(见附件 37)。详见下表。  

在 Gamina 销售的每克黄金付款 

(非洲法郎) 

种植园主 450-500 

村庄 100 

区域委员会 200 

县 200 

保安(Wattao的人) 200 

地主 250-300
a
 

 

 a 专家组看到的交易表明，一并支付给种植园主和地主的总额始终是每克 750非洲法郎(1.26

美元)。这意味着如果种植园主每克获得 500非洲法郎(0.84美元)，地主获得 250非洲法郎。 

198.  专家组指出，工业和矿业部认为根据《采矿法》，这些合同无效，因为该部

是唯一的主管法律实体，授权采矿作业。  

199.  在“abidjan”的七个商行每日购买的黄金价值平均为 1.05亿非洲法郎(176 870

美元)。按每克 14 000非洲法郎(23.58 美元)计算，每日交易量为 7 500克黄金。

其他二个矿区每天生产 1 000至 2 000克黄金，这使 Gamina黄金总产出峰值在每

日 9.5和 11.5公斤之间。  

200.  考虑到矿工每周工作 6 天，雨季自然减产，专家组估计 Gamina 金矿可信

的年产量约 2.5吨，28 略低于每年 80 000金衡盎司，价值 9 680万美元(按每盎

司 1 210美元计算)。  

201.  专家组估计，这一生产水平可与在科特迪瓦合法经营的一些工业黄金开采

业相比，29 占该国官方年度产量(18吨)的 13.8%。此外，还意味着科特迪瓦损失

__________________ 

 28 平均每日 8 000克×310工作日=2 480吨。 

 29 作为单纯对比，科特迪瓦最大工业矿 2013年生产 233 591金衡盎司黄金(最新年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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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约 300 万美元的特许权使用费，30 以及与黄金开采有关的其他收入，如出口

税或暴利税。 

202.  专家组能够确认 Gamina矿区平均产量数据，具体方式是对照在“abidjan”

之外营业的二个商行购买的黄金核对这些数据。每个商行都确认每二周平均购买

18公斤黄金，即每天 1 285公斤 (18公斤/14天)，因此这些商行每天共购买 11.5

公斤(1 285x9个商行)。  

203.  与 Gamina 地主和村领导达成的采矿交易表明，向“abidjan”矿区合作社

经营的商行出售每克黄金，保护部收取 200 非洲法郎(0.33 美元)(表中列为“安

保”)，数额为每天 150万非洲法郎(2 526美元)(200非洲法郎 x7 500克)，即每年

5.475亿非洲法郎(921 384美元)。31 

204.  此外，在“abidjan”经营的这二个商行隶属于合作社，每购买 1 克黄金额

外支付 1000非洲法郎(1.68美元)，包括每克 500非洲法郎(0.84美元)的安保费(而

不是合作社支付的每克 200非洲法郎(0.33美元)的数额)。每个商行每周平均购买

18公斤黄金，附属商行支付给Wattao的安保费为每年 4.68 亿非洲法郎(787 644

美元)。  

205.  专家组估计，在“abidjan”的商行和附属商行支付的安保费分别为每年 921 384

美元和 787 644美元，达到每年 1 709 028美元。这使 Wattao能够维持约 500

人，每月平均支付 170 000非洲法郎(约 300美元)，这是未登记军事人员的标准

工资。32 

206.  因此，专家组大力重申，Wattao 直接和持续参与在 Gamina 非法开采黄金

活动，故属于安全理事会第 2153(2014)号决议第 25段所述人员。  

 6. 在布纳非法开采黄金的活动 
 

207.  专家组在布纳地区观察到若干非法手工黄金矿区(见附件 38)。多罗普、

Kalamon和 Varalé的非法作业是在授权采矿公司 Ampella Mining CISA开采的地

域进行(见附件 39)。这个公司是 Ampella Mining公司的一个附属机构。 

208.  在 Lagbo矿场，专家组观察到大约 5 000人，几乎全是布基纳法索国民。

Leomidouo矿场曾有 10 000多人。该矿场目前正在被废弃，因为在与加纳接壤的

Takadi发现了一个新矿场。 

209.  Leomidouo 业务的融资人告知专家组，该矿场目前每两周(12 个工作日)生

产约 9公斤黄金，但过去经常每天生产约 1.2公斤 22.25克拉黄金。 
__________________ 

 30 假定特许权使用费为每金衡盎司 1 200美元的 3%。 

 31 按汇率 594.17美元/非洲法郎计算。 

 32 1 709 028美元/286美元×12个月＝490份年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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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布纳只有一个活跃的商行。该商行由 EFAB 公司经营(见附件 40)，其经理

是前布纳区指挥官Mourou Ouattara的亲戚 Abou Ouattara。主要办公室是在 Abou 

Ouattara在多罗普的住所。专家组观察到一辆军车定点守卫该住所(见附件 41)。 

211.  专家组观察到 Abou Ouattara以 22至 23克拉纯度黄金每克 16 000非洲法

郎(26.90美元)的价格购买黄金。此外，在布纳的黄金买家以克黄金 1 000非洲法

郎(1.68美元)向布纳传统当局购买黄金(见附件 42)。 

212.  在这方面，专家组观察到通常用两个主要路线将科特迪瓦黄金走私到布基

纳法索。主要路线是布纳-多罗普-加尔古里(布基纳法索)-加奥瓦(布基纳法索)。

Abou Ouattara常用这条路线向布基纳法索走私黄金，因为他在该地区享有军人的

纵容和保护。 

213.  另外，在 Kalamon的黄金商人也使用 Kalamon-Kpéré(布基纳法索)-Batié(布

基纳法索)这条路线。此外，专家组还观察到从 Kalamon在 Kpéré进入布基纳法索

的沿路没有科特迪瓦海关当局，只部署了忠于Wattao的军人。 

214.  布纳非法开采黄金活动的主要融资人是两个布基纳法索国民——Sayouba 

Ouedraogo(别名“Major”)和他的兄弟 Issiaka Ouedraogo，他们以距离布基纳法索

边界 20 公里的 Kalamon 为基地。Kalamparo 边境哨所的布基纳法索警察告诉专

家组，属于 Issiaka Ouedraogo的车辆平均每周两次在 Kalamparo过境，所载货物

很少受到检查。 

215.  大约 200名士兵在矿场提供安保，多数人是在布纳和多罗普的未登记人员，

他们忠于Wattao，分成 35人的小组开展行动。 

216.  视与 Abou Ouattara和 Ouédraogo兄弟的关系而定，非法开采黄金活动的融

资人每出售一克黄金支付Wattao 500非洲法郎(0.84美元)到 1 000非洲法郎(1.68

美元)。 

217.  因此，专家组能看到Wattao在达洛亚、塞盖拉和布纳维持 500名武装分子，

大多数人作为未登记人员在军人指挥下工作，他们宣誓效忠Wattao本人。这些兵

力使Wattao能够至少对该国三个不同地区(布纳、达洛亚和塞盖拉)的非法开采黄

金和钻石活动确保无争议的控制，从而破坏开展拖延已久的科特迪瓦手工黄金开

采业正规化工作和改革，并使科特迪瓦丧失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218.  专家组强烈重申，Wattao直接和间接参与非法开采黄金和钻石活动，因此

属安全理事会第 2153(2014)号决议第 25段所述人员。 

 C. Mount Péko 国家公园的非法可可种植园 
 

219.  专家组访问了Mount Péko及其周围村庄以及 Bagohouo、Guézon Tahouake

和 Bléniméouin进出点(见地图)，发现它仍被约 28 000名主要为布基纳法索国民

者占领，他们将国家公园大部分地方变成了可可种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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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 Péko 及各进入点 

 
 

220.  专家组收集到的信息表明，在 2014年 11月开始的本可可收获季节，在起

始 Bléniméouin的公路上，每天有多达 10辆满载可可的卡车来自Mount Péko，

在杜埃奎过境。一些车辆没有车号牌，一些有几内亚和科特迪瓦车号牌(每辆车

的数字大致相同)。 

221.  专家组发现从杜埃奎到 Bléniméouin 有五个检查站，由负责西部地区安全

军事营队的正规军事人员(从上等兵到中尉)指挥几名未登记人员控制。专家组约

谈的人员证实，他们属于杜埃奎分遣队，该分遣队有 65名未登记军事人员和 280

名正规军人员。 

222.  专家组收集到的信息表明，非法可可种植者生产可可按每公斤 200 非洲

法郎(0.33美元)向营指挥官 Losseni Fofana中校(别名“Loss”)以及杜埃奎的其

他执法当局付费，才能留在国家公园工作。不过，专¬家组无法评估总共支付的

数额，因为没有该地区估计可可产量统计数据，而且所有被约谈者都对这个话

题闭口不谈。 

223.  在这方面，专家组还观察到，所访问的村庄的传统当局受到来自布基纳法

索的占据团体的强大压力，对外界说地方社区与占据者和睦相处。 

224.  专家组接触的村级领导还证实，他们经常在检查站受到军事人员敲诈勒索。 

225.  专家组注意到，对 Mount Péko有管辖权的 Guémon地区区长决定，以一

切手段禁止可可和咖啡买方(pisteurs和 coxeurs)进入国家公园(见附件 43)，并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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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管理科特迪瓦八个国家公园和六个保护区的军队、宪兵和负责国家当局执行

这项决定。 

226.  专家组还注意到，政府 2014年 1月批准了驱逐Mount Péko占据者的行动

计划。原定在 2014年 6月至 8月进行的驱逐阶段，现在应在 2015年 3月本可可

季节结束时开始(见附件 44)。 

227.  在这方面，专家组报告说，在布基纳法索总统布莱斯·孔波雷被赶下台之

前，该国许多官员访问驻留在国家公园的占据者，表面上是为了与科特迪瓦当局

联合管理驱逐计划。但自他被赶下台后，便没有访问的报道了。 

228.  专家组担心，两国官员之间双边谈判的放慢会进一步推迟驱逐战略的执

行。 

 D. 其他自然资源 
 

229.  专家组调查了开采和交易其他自然资源的模式。下文介绍主要调查结果。

专家组没有收集到信息表明，下文所述自然资源被用于购买武器或材料或从事相

关活动。 

 1. 石油 
 

230.  2012 年，根据专家组的记录，科特迪瓦国家石油公司 2010 年进行的可疑

交易共计 1.06亿美元，用于购买武器，并为洛朗·巴博办公室直接管理的基金输

送资金(见 S/2012/196，第 94至 97段)。2014年 2月在阿比让举行的会议上，财

政总署告知专家组，2011年以来没有审计过科特迪瓦国家石油公司的账目。因此，

专家组向科特迪瓦当局转递了科特迪瓦国家石油公司案件的所有要件，以便启动

相关调查。专家组将及时跟踪此案件，并向委员会报告最新情况。 

 2. 腰果 
 

231.  在过去十年里，科特迪瓦成为非洲主要腰果生产国，2014年的产量接近 50

万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9%)。 

232.  腰果部门雇用 60万名种植者，由棉花和腰果业管理委员会管理。该委员会

在 2014年开始规定付给科特迪瓦种植者的最低价格。 

233.  在 2015年 2月至 6月的生产运动期间，腰果产量预计会到达 60万吨，棉

花和腰果业管理委员会将付给腰果种植者的最低价格定为每公斤 275 非洲法郎

(0.46美元)，比 2014年多 50非洲法郎。据棉花和腰果业管理委员会说，2014年

运动结束时，向腰果种植者支付了 1 270亿非洲法郎(约 2亿美元)，出口价值约

为 2 210亿非洲法郎(3.71亿美元)。 

234.  腰果大多产自与加纳和布基纳法索接壤的 Zanzan地区，只能通过阿比让和圣

佩德罗海港出口。但是，一系列因素使一部分科特迪瓦腰果生产转移到邻国加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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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在加纳支付的价格较高(相当于每公斤 0.70 美元)，向加纳海陆运输腰果而是

不经过阿比让和圣佩德罗海港的费用较低。33 此外，该地区缺乏适当的边界管制是

助长走私的另一个因素。专家组已经指出了这点(见 S/2014/266，第 82至 85段)。 

235.  因此，专家组认为，统一付给科特迪瓦和加纳腰果种植者的价格，以及对

科特迪瓦生产和交易实行强有力的追踪制度，有助于遏制走私。 

 3. 棉花 

236.  科特迪瓦是非洲最大棉花生产国之一，是布基纳法索和马里之后的西非第

三大棉花生产国，2013-2014年产量估计为 450 000吨，带来约 1 000亿非洲法郎

(1.68亿美元)的出口收入。34 

237.  棉花部门雇用 115 000名农民，间接雇佣多达 350万人，由棉花和腰果业

管理委员会管理。对于 2014-2015年收获来说，该委员会把付给种植者的最低价

格定为首选棉花每公斤 250非洲法郎(0.42美元)，次选棉花每公斤 225非洲法郎

(0.38美元)。 

238.  棉农在播种季节(最近是 2014年 5月至 7月)开始前，依法按其估计产量预

先筹资。国家农村发展支持局向农民提供免费种子、肥料和植物检疫产品，并且

提供生产技术培训。 

239.  棉花交易链中的利益攸关方组成了一个称为 INTERCOTON 的协会。该协

会 2000年以来一直存在，但由于科特迪瓦棉花和腰果部门的改革在 2013年发生

了重大变化。35 

240.  INTERCOTON开发了一个监测棉花交易链并确保可以追踪它的在线工具。

INTERCOTON代理人记录其职权范围内(不能超过 200个种植者或 400公顷)的棉花

生产，把这些信息转递给权力下放的办事处，最终交给阿比让，在那里汇总数据。 

241.  专家组承认，该系统提高了科特迪瓦棉花的可追踪性，从而证明是减少棉

花部门欺诈和走私的一个有用工具。 

 E. 国际和多边倡议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42.  根据第 2153(2014)号决议第 31段，专家组定期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

组织)和科特迪瓦当局合作，探讨实施《受冲突影响地区和高风险地区矿产品负责

任供应链尽职调查准则》及其补编对科特迪瓦的相关性，并特别强调黄金补编。 
__________________ 

 33 专家组收集到的信息表明，一辆装载 40吨腰果的卡车前往阿比让和圣佩德罗的费用可高达 60
万非洲法郎(1 010美元)，而来自加纳港口的平均费用为 260美元。 

 34 见 www.intercoton.org/filiere-cotonniere-ivoirienne/presentation/#。 

 35 见 www.intercoton.org/intercoton/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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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专家组坚持认为《尽职调查准则》与科特迪瓦及其邻国相关，并将继续与

科特迪瓦有关当局和经合组织开展后续工作，讨论采取哪些具体步骤来探讨在科

特迪瓦和该次区域执行该准则的可行性。 

 2. 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 
 

244.  专家组根据其监测科特迪瓦禁运后毛坯钻石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授权，定

期与科特迪瓦金伯利进程常设秘书处以及该进程主席和副主席合作。 

245.  在这方面，根据第 2153(2014)号决议第 14段的要求，专家组还与监测工作

组和钻石专家工作组合作筹备 2015年 3月 5日至 11日对科特迪瓦的金伯利进程

审查访问。专家组将参加访问，并将向委员会提供最新调查结果。 

 九. 筹资 
 
 

 A. 非法检查站和平行征税 

246.  安全理事会在第 2153(2014)号决议第 32段中呼吁政府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解散非法征税网络，包括进行相关的详细调查，在全国各地减少检查站数目和防

止勒索事件。 

247.  专家组关于科特迪瓦西部地区普遍存在敲诈勒索、平行征税制度和非法检

查站的意见仍然有效(见 S/2014/729，第 105 段)。专家组注意到，当局努力减少

检查站数量和相关勒索，特别是通过交通流量观察站和善治高级管理局。但是，

专家组指出，前者装备不全，后者并没有充分运作。为应对辛迪加的非法征税，

当局还正在启动改革公共交通运输部门的立法。 

 1. 非法检查站 

248.  2014年 9月至 2015年 2月，专家组观察到非法检查站和非法征税在该国

东部、北部和南部很普遍。此外，专家收到关于各地检查站具体类型和数量的可

靠研究数据，这些数据与其自己的调查结果相符。 

249.  根据 2011年 6月 16日第 30676/CSG/CAB号法令，政府授权在全国各地设

33个检查站(见附件 45)。但是截至 2015年 2月，专家组发现了将近 140个检查

站，包括合法、非法和临时的检查站(见附件 46)。 

250.  在检查站的安全部队和机构与在边界的安全部队和机构相似：一些或所有

观察的检查站都有军队、海关、警察、宪兵、水务和林业当局人员(见附件 47)。

一些检查站还有运输辛迪加人员。 

 2. 非法征税 

251.  专家组继续调查效忠于 Wattao 的个人在地面交通运作的公共场所(汽车集

结站)的敲诈勒索和非法征税网络(见 S/201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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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2014年 7月 21日，政府撤销了Wattao作为阿比让南部地区安保主管的职

务(见 S/2014/729，第 32段)。然而，效忠于Wattao的 Hien Sansan Ludovic设置

的结构仍在运作。 

253.  阿比让公共交通系统存在敲诈勒索。这个部门主要是非正规的，最常用的

车辆是有 14到 32 个座位的称作“gbaka”的小客车，以及有 4 到 8 个座位的称

作“wôro-wôro”的汽车。36 它们约占在阿比让使用的机动交通工具的 67%。 

254.  这些交通工具在汽车集结站的终点站被称作“运输辛迪加”的交通协会控制。

专家组注意到，这些辛迪加在整个阿比让相互关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存在

是为了在汽车集结站和十字路口征收不合理的费用和税款。司机们交税并得到收

据。司机们还缴纳属于其他各种税项的费款，但没有收据，如“载客权”给司机

权利在汽车集结站或其之间的路上载客，或“路线权”让付此费用的司机在规定

路线上载客。辛迪加详细记录经常路过其控制下的汽车集结站和路线的车辆，以

确保车辆支付各种税款。辛迪加通过恐吓和人身暴力迫使运营人服从。 

255.  根据对其结构的分析估计，专家组辛迪加每年在阿比让至少征收 340亿非

洲法郎(5 720万美元)。 

256.  在访问科特迪瓦其他地区期间，专家组还注意到，有辛迪加经营汽车集结

站，它们在检查站，有时同安全部队和机构在一起。 

257.  专家组认为这些辛迪加有系统、有组织的税收结构是一个非法征税网络。 

 3. 敲诈勒索 

258.  勒索者迫使在本地和地区运输茄子、花生、辣椒、蕃薯、番茄、玉米、木

薯等货物的卡车司机在多个检查站停车，支付不应有的费用。 

259.  例如，从 Kong到布瓦凯的 241公里距离，一名卡车司机将经过多达 18个

检查站，向勒索者支付 39 000非洲法郎(66美元)。从 Tafire到布瓦凯的 170公里

距离，一名司机将经过 13个检查站，支付 28 000非洲法郎(47美元)非法费用，

而从达巴卡拉到布瓦凯的约 128公里，一名司机将经过 8个检查站，支付 30 000

非洲法郎。司机向驻守检查站的各类官员和辛迪加支付 500 非洲法郎(0.84 美元)

到 3 000非洲法郎(5美元)，有时每周在同一路线上多次付费(见附件 47)。 

260.  科特迪瓦工商业联合会报告说，2013年，19 525辆卡车将 920 539吨货物

运往马里、布基纳法索、加纳、尼日尔、尼日利亚和贝宁。马里是 62%的卡车和

72%的商品的目的地，布基纳法索分别占 29%和 26%。这些统计数字只包括那些

根据国家间道路过境方案申报的车辆。不过，专家组的观察表明，官方统计数字

可能低估了跨界运货的卡车数量。 
__________________ 

 36 在迪尤拉语中，“Gbaka”的意思是“状况不佳的车辆”，而“wôro-wôro”的意思则是“30 个
法郎-30个法郎”，这曾是此类车辆的共同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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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专家组的调查显示，一些从阿比让前往巴马科的卡车司机每次出车在检查

站支付将近 13 400非洲法郎(22.5美元)。同样，从阿比让前往瓦加杜古的司机每

次出车支付 22 000非洲法郎(37美元)。 

262.  为对每单程出车的勒索数额作保守估计，专家组计算，如果从阿比让前往

巴马科的13347辆卡车37 在检查站支付13 338非洲法郎(22.40美元)的非法税款，

那么每年损失于敲诈勒索的金额为 178 022 286非洲法郎(299 622美元)。从阿比

让到瓦加杜古，专家组估计，敲诈勒索所致损失为 126 616 416非洲法郎(213 113

美元)。专家组关注到，如第八节所述，军事人员控制这种勒索收益，有时自己

在前区指挥官的指挥下运作。 

263.  另一个敲诈勒索例子以向公司非法征税的形式出现。负责西南地区安全的

军事营队指挥官“Loss”至少向一家在该营控制下地域运作的公司非法收税。经

营者不得不每月为卡车安全通行缴纳 300 万非洲法郎(5 051 美元)。这种付款在

2011年初选举后危机期间开始。当时经营者必须为每辆卡车支付 65 000非洲法

郎(109美元)，相当于每月 500万非洲法郎至 600万非洲法郎(84 000美元-101 000

美元)。据报，经营者自 2013年以来每月缴纳 300万非洲法郎(5 051美元)。专家

组估计，2011-2013年期间，“Loss”仅向该公司非法征收的金额便是约 1.32亿非

洲法郎(222 271美元)，重新谈判交易后为 7 200万非洲法郎(121 231美元)，共计

2.04亿非洲法郎(343 504美元)。 

264.  专家组仍然对科特迪瓦境内严重敲诈勒索现象深为关注。专家组认为，必

须首先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及安全部门改革(包括前战斗人员和前区指

挥官)方面取得进展，才能实现充分取缔非法检查站和相关平行税收。 

 B. 购买军火和相关物资的资金来源及活动资金来源 
 

265.  安理会第 2153(2014)号决议第 25段规定，专家组的任务是继续收集和分析

资金来源的所有相关信息，包括通过在科特迪瓦境内开采自然资源获得的用于购

买军火和相关物资并从事活动的资金。  

266.  在这方面，专家组得以确定对 Grabo 和 Feteh 等袭击行动的资金来源。专

家组中期报告(S/2014/729)第 17至 24段以及本报告第 29-37段叙述了袭击情况。

这些袭击是在亲巴博激进派下活动的末日审判决战连成员实施的。 

 1. 资金来源以及与亲巴博激进派的联系  

267.  2013 和 2014 年间，末日审判决战连成员通过速汇金(MoneyGram)汇款

和 MTN 移动货币和奥兰治(Orange)移动货币服务以及当面收到了前洛朗·巴

博政府国务秘书 Dogo Djereke Raphaël提供的资金。专家组注意到，这些资金

主要用于下列用途：购买弹药和军服；末日审判决战连成员及其家属的个人用
__________________ 

 37 据官方记录，占 2013年向邻国运输商品的卡车总数的 62%。 



S/2015/252  
 

15-03521 (C) 42/215 
 

品；购买药品；后勤规划和维护(维护加纳、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和多哥的营

地)；保持通信渠道。专家组注意到，个人为经常改变电话号码和 SIM卡以免

被查出。 

268.  下图概述了借助各种交接渠道的供资网络和现金流动情况以及由此得到的

好处。 

亲巴博激进派的供资网络 

TRANSFER CHANNELS 

 
By hand: money 
received in person 

 

Orange Money; MTN 
Money; MoneyGram, 
online mobile top-up; 
and air transport 

 

By hand; telephone SIM 
cards and telephone 
recharge cards 

 

Local fundraising  

Funds from former official  

Money transfers &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from persons 
living overseas 

RECIPENT: Compagnie Armaggedon
Elements of Pro-Gbagbo radical wing 

BENEFITS TO  
ELEMENTS OF PRO-GBAGBO 

RADICAL WING 
 

FUNDING NETWORK 

 

 2. 向亲巴博激进分子提供财政支助的个人身份 
 

269.  除第六节所述资金外，专家组的调查显示，Dogo 还向亲巴博激进派分子提

供了资金。有一次，他向末日审判决战连提供了 100万非洲法郎(1 684美元)，支

持其通过袭击格拉博村等当地居民和阿比让监狱等政府机构以破坏国家稳定。 

270.  Valéry Ongonga也被认为向末日审判决战连提供了财政支持。据说，他住

在法国，利用MoneyGram汇款服务供资。专家组注意到，2013年，他向末日审

判决战连提供了 594 559非洲法郎(1 000美元)(见附件 48)。购买药品、38 弹药

和迷彩服常常需要钱。  

__________________ 

 38 专家组获取和分析了多种来源情况，证实了末日审判决战连分子索要钱款并得到了钱款去诊所
看病和购买药物。报告的疾病包括疟疾和创伤。 

供资网络 

前官员提供的资金 

来自海外人士的 

汇款和电信设备 

地方筹资 

电话 SIM卡和 

电话充值卡 

交接渠道 

当面：当面收钱 

奥兰治货币服务；MTN货

币服务；MoneyGram、网

上移动充值；空运-当面；

对亲巴博的激进 

派别分子的好处 

接收人：亲巴博激进派的末日审判决战连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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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对亲巴博激进派的供资还来自据称住在德国的 Emery Kassigragnon。2013

年 7 月，他为末日审判决战连筹集了 210 000 非洲法郎(354 美元)。这笔钱筹自

Bonoua 各种来源。他还指示如何筹集和使用资金。其中有 65 000 非洲法郎(110

美元)被指定用于购买弹药。还有一次，他通过奥兰治移动资金转汇了 100 000非

洲法郎(168美元)。  

272.  2013 年 10 月，他在德国购买了两台便携式无线电扫描仪(见附件 49)。他

们被送到科特迪瓦供末日审判决战连用于推动其行动。他还为购买用于其行动的

计算机提供了帮助。39 

273.  海外人士利用MTN和奥兰治服务及提供网上电话充值服务的www.mboasu. 

com，以电话充值方式也向末日审判决战连提供了援助。专家组不能排除也使用

了其他网上充值服务商的可能性。  

274.  通过正规渠道发送的款额概况见附件 48。专家组要回顾的是，如上文所示，

通过MoneyGram和移动资金所汇款额不在当面所收的款项之内。此外，对供资网

络的分析表明，此处所述款额并非末日审判决战连从上述来源收到的款项总额。  

275.  专家组认识到，移动货币和汇款服务对生活在科特迪瓦的人必不可少。然

而，专家组担虑的是，亲巴博的激进分子正在利用这种渠道来资助颠覆活动。  

 

 十. 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276.  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572(2004)号决议第 9 段和第 11 段规定的措施(第

1643(2005)号决议第 1段将这些规定效力延期，第 4段予以修订)，专家组继续调

查可能违反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的情况。  

 A. 政府解冻冻结资产 
 

277.  专家组在其中期报告(S/2014/729)第 109段中指出，其致信经济财政部，要

求提供关于为继续制裁指定个人所采取行动的最新情况。2014年 10月 30日发出

了催复通知。迄今为止，仍未收到正式答复。 

278.  2015 年 1 月 20 日，政府违反制裁制度，解冻了科特迪瓦人民阵线这一科

特迪瓦主要反对党领导人 Pascal Affi N’Guessan的资产。在 2月 18日的普通照

会中，政府要求委员会将 N’Guessan先生除名。2月 26日，他被委员会除名，

现在不再受制裁措施的制约。 

279.  根据与国防部、内务部、外交部和司法部代表举行的会议情况，专家组

没有找到证据证明，他们对其监测银行等政府、非政府和私营部门机构落实制

__________________ 

 39 末日审判决战连一直挂在社会媒体上，还有一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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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措施的义务有明确规定或认识。应当指出，在询问受制于资产冻结制裁的个

人资产情况时，相较于科特迪瓦当局，专家组更及时得到了西非国家中央银行

的回应。 

 B. 为受资产冻结制裁的个人出版书籍情况  
 

280.  专家组 2014 年 8 月 21 日致信，再次想要得到法国出版社 L’Harmattan 关

于因出版夏尔·布莱·古德的一本书对其的财政义务和支付版权费问题的回应。

然而，在编写本报告时，专家组尚未收到答复。 专家组想要强调的是，2011 年

12 月和 2012 年 2 月向 L’Harmattan 出版社发送了类似催复通知，委员会主席还

于 2012年 5月致函(见 S/2012/766，第 129段)。  

281.  同样，另一个法文出版商 Les éditions du moment未回复专家组关于其出版

一本关于洛朗·巴博的书 Pour la vérité et la justice的询问。该书于 2014年 6月

26日出版，作者是 François Mattei。在前一次报告中，专家组注意到，出版商已

将查询转给出版社的法律顾问(S/2014/729，第 108段)。  

282.  专家组认为，L’Harmattan拒不回应行为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的资产冻结制

裁。  

 C. 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活动情况  
 

283.  目前，资产冻结制裁主要由科特迪瓦各银行实施。因此，专家组监测了被

制裁者的银行账户，以期评估其资产是否仍被冻结。附件 50 概述了冻结账户情

况，其中显示 2012-2013年间这些账户的余额或是减少或是增加。 

284.  专家组在 2014年 11月 18日的信中，收到了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关于科特迪

瓦银行总社持有的受制裁者账户的正式答复。值得注意的是洛朗·巴博及其妻子

西蒙娜·巴博的账户，自 2012年以来，他们的账户分别增加了 15 845 246非洲

法郎(26 685美元)以及 13 865 540非洲法郎(23 350美元)(见附件 50)。专家组要求

说明这一情况。  

285.  此外，科特迪瓦大西洋银行持有马丁·夸库·福菲埃的 6个银行账户，

余额共计 19 286 499非洲法郎(32 479美元)。专家组注意到，所有这些账户都

是实施制裁措施后开设的。其中两个账户目前的余额为零。在 2014年 9月 30

日的一封信中，该银行告知专家组，所有账户目前或是处于休眠状态或是已关

闭。专家组注意到福菲埃在该银行持有的账户减少了 384 780非洲法郎(648美

元)。 

286.  专家组开始了调查，以期弄清楚科特迪瓦和西非各银行实施资产冻结情况。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 2015年 1月 28日的一封信中，专家组提议与西非国家中

央银行举行会议，讨论该银行为确保其成员遵守冻结制裁规定的各项措施所采取

的行动。专家组还在等待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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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受定向制裁措施制约者 

 A. 夏尔·布莱·古德  

287.  截至 2014年 9月，夏尔·布莱·古德在农业融资银行的账户有 8 914 200

非洲法郎(15 011美元)。专家组在其前次报告(S/2014/266)中报告说，该账户截至

2013年 9月的余额为 8 978 550非洲法郎(15 120美元)。  

 B. 欧仁·恩戈兰·夸迪奥·朱埃 

288.  朱埃先生仍会在媒体中亮相，特别是涉及政治问题时。他设立了 Génération 

90(G.90)，于 2015年 1月 17日当选为首位领导人。他还是 2002年成立、现已解

散的促进全面解放科特迪瓦爱国者联盟的创始人。 

289.  专家组会见了朱埃先生，以期弄清楚 G.90的性质及其是否类似于促进全面

解放科特迪瓦爱国者联盟和(或)夏尔·布莱·古德领导的青年爱国者团体。  

290.  朱埃先生向专家组解释说，G.90的唯一宗旨是促进和平，鼓励科特迪瓦大

学生和中小学生联合会前成员和 1960 年后出生者以和平方式寻求和解。他感到

惊讶的是，他的除名请求遭到拒绝，并主动提出用文件证明他在过去五年中为实

现和平与和解采取的行动。 

291.  专家组还设法评估其在正规经济部门遵守资产冻结情况。因此，在 2014

年 10 月 2 日的一封信中，专家组要求科特迪瓦银行公司提供关于受制裁个人的

账户情况的最新信息。专家组尚未收到答复。专家组注意到，前一份报告

(S/2014/266)记载，朱埃先生在科特迪瓦银行公司的账户余额为 8 900非洲法郎(15

美元)，当时据报告被冻结。  

 C. 马丁·夸库·福菲埃  

292.  自 2006年以来，专家组一直在报告马丁·夸库·福菲埃的各种违规行为或

可传讯的行动，他是前区指挥官，专家组 16份报告都提到了他。40 

293.  他在国家投资银行的账户有 271 395非洲法郎(457美元)，仍被冻结。泛非

保险新业公司也有一个冻结账户，据报告余额是 22 350非洲法郎(38美元)。 

294.  专家组继续收集关于他拥有保险公司情况的证据。专家组已查明其中一个

公司，包括官员在内的多种消息来源解释说，他是背后的供资人。然而，他的名

字没有出现在该公司的公司文件中。专家组注意到，所有保险公司必须在领土监

视局登记。然而，该公司没有如此登记，尽管众所周知的是，该公司与该国银行、

采矿和电信部门的最大一些组织订有合同。专家组将继续调查。  
__________________ 

 40 S/2006/735、S/2006/964、S/2007/349、S/2007/611、S/2008/235、S/2008/598、S/2009/188、
S/2009/521、S/2010/179、S/2011/272、S/2011/642、S/2012/766、S/2013/228、S/2013/605、S/2014/266
和 S/201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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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专家组还收到资料表明，福菲埃先生使用伪造文件在科特迪瓦境外旅行。  

 D. 西蒙·巴博 
 

296.  根据司法部官员提供的信息，西蒙·巴博仍被软禁在一处秘密地点。  

297.  正如西非国家中央银行的一封公务信函所述，她在农业融资银行和科特迪

瓦银行总社的账户仍被冻结，余额分别为 59 603 935非洲法郎(100 402美元)和 5 000

万非洲法郎(84 241美元)。然而，如附件 50所示，其在科特迪瓦银行总社持有的

一个账户余额有所增加。  

298.  专家组继续调查关于巴博女士在科特迪瓦银行总社持有股份的情况。  

 E. 洛朗·巴博 
 

299.  专家组注意到，洛朗·巴博在农业融资银行持有的账户仍被冻结，余额为

11 650.192非洲法郎(19 628美元)。然而，自 2012年以来，所报告的余额减少了

108 900非洲法郎(183美元)。如附件 50所示，他在科特迪瓦银行总社持有的一

个账户余额有所增加。  

 十二. 建议 
 

300.  专家组认为，其先前的最后报告(S/2014/266)第 320和 328段及其中期报告

(S/2014/729)第 113(包括任何违反制裁制度进入科特迪瓦的军用物资)、114、124

和 125段中的建议仍然有效。 

 A. 武器 
 

301.  专家组建议，联科行动综合禁运监测股应适当配备武器和自然资源方面的

专家。 

302.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清除未注册前战斗人员占领的营地，并加强控制，避

免其返回营地。 

303.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启动适当的服务器，以便访问军事武库数据库。  

304.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制定和执行关于使用致命性和非致命性物资的接战

规则，并制定和实施一个机制，定期监测和追踪所有武装部队和军事机构的武器

和弹药(军事部队、特种部队、共和国卫队、共和国总统安保小组、宪兵、警察、

海关当局以及水事和森林警察)。  

305.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加速核查已交出武器、但没有被纳入解除武装、复

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数据库的前战斗人员。  

306.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对各前区指挥官施加更多压力，让其充分参加解除

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并准许前战斗人员参加这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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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确保警察和宪兵加快培训，以便维持法治并相应装

备各单位。  

308.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确保小武器和轻武器扩散问题全国委员会增加人手

为武装暴力观察站收集资料，确保其遍及全国各地并作出快速反应。  

309.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确保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事务局制订一项战

略和行动计划，整编 2015 年 6 月后会被排除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

之外的前战斗人员。 

310.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确保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事务局把再社会化

作为重返社会的初期阶段(确保每个战斗人员都有机会经历所有阶段的重返社会

方案)，改进对重返社会的前战斗人员的监测和评价，为此任命顾问、项目和业

务管理人员，继续了解其重返社会情况。  

311.  专家组建议，加纳启动对 Ahoua Don Mello、Justin Kone Katinan、Damana 

Pickass、Alphonse Gouanou上校、Henri Tohourou Dadi上校、Fulgence Akapea指挥

官和 Patrice Loba 警官的调查，在此并在 S/2012/766、S/2013/228、S/2014/266 和

S/2014/729的报告中都对其予以认定，原因是他们在亲巴博的激进派别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主要是他们规划和资助了破坏科特迪瓦稳定的活动并提供了后勤支助。  

 B. 海关和运输  
 

312.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立即在滕格雷拉和多罗普地区部署海关官员。 

313.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制定国家边境管理战略，旨在减少安全部队、机构

和检查站的数目。该战略应考虑到既定的最佳做法，诸如一站式边境站，在这种

情况下，若有几个安全部队和机构的话，则可共享同一场所和实施综合管制。 

314.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培训边境监视或商业货物结关等具体职能方面的军

官。 

315.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要打击非法跨界贩运，则应建设部队的能力，以便

自行展开调查并就海关人员或监测单位的初步调查结果采取后续行动。 

316.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作为其恢复海关总署房地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应

考虑将办事处从该国内地迁至边界。 

317.  专家组建议，联科行动，作为其禁运监测活动的一部分，应采取措施，记

录非联合国飞机使用受其控制的机场和简易机场情况。 

318.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特别是在机场和港口使用扫描仪促进相关出口管制，

以便打击非法贩运自然资源行为。 

319.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确保全面收集有关在港口和机场转运的货物的数据，

以期确保进行有效的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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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钻石和自然资源  

320.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继续与经合组织和专家组接触和分享信息，探讨执

行“关于受冲突影响地区和高风险地区的矿产品负责任供应链的尽职调查准则”

及其补充规定，特别侧重于关于黄金的补充规定。  

321.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调查科特迪瓦国家石油公司 2010年转移的资金，并

对其进行独立的第三方审计，确保专家组以前报告所述情况今后不会再出现。  

322.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向 Gamina 地区的可靠经营者发放合法的开采许可

证。  

323.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在 Bouna区域许可 Ampella采矿公司开采地区，加

大对非法开采黄金的控制，并进行适当监测，确保 Ampella采矿公司的业务与发

放的许可证相符。  

324.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开始登记手工黄金采矿者和资助者(仿效钻石部门)，

并按照《采矿守则》给予个体金矿开采许可证，而不只是驱逐占领矿区者——这

需要继续依赖军事部门，以便确保这些矿址不会被重新占用。  

325.  专家组建议，Mintek应根据 2013年 11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伯利进程

全体会议商定情况，鉴定马里海关当局持有的所谓产自科特迪瓦的钻石。  

326.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采取积极步骤，加快毛坯钻石购买商行的全面部署

和运作，以期建立一个完全符合金伯利进程的钻石贸易链。  

327.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敦促塞盖拉的钻石收购者放弃非法钻石走私以及采

买活动，重新加入法定贸易链。专家组请科特迪瓦与专家组、金伯利进程、财产

权利和手工钻石发展二期项目及科特迪瓦之友共同努力促进这一进程。  

328.  专家组建议，财产权利和手工钻石发展二期项目和科特迪瓦矿业发展公司

继续积极推动采矿社区的替代生计，并向他们提供基本融资。 

329.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敦促钻石购买商行和买家奉行与自由市场相应的做

法，放弃在封闭管道线路作业的现行做法。  

330.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遵守 2014年 1月批准的行动计划的时限，制止Mount 

Péko的非法可可种植园，积极与占领社区开展对话，以便促进和平过渡，放弃对

Mount Péko的非法占领，并恢复国家的全面管制，防止在驱逐进程结束后出现重

新占领行为。 

 D. 资金 

331.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作为取消公共交通系统非法征税网络的一项短期

措施，应充分控制长途汽车站，停止运输辛迪加的强迫会员资格，促进把这些辛

迪加改成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会和结社的标准等国际公认标准运作的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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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加强措施，打击检查站的敲诈勒索和非法征税行为，

为此适当配备可实施逮捕和调查的工作人员。  

333.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规范安全部队提供的安保服务(如负责西南地区安保

的军事营)，以便经济从业者不必付款给安全部队指挥官就可安全通过检查站。 

334.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的移动网络运营商协助防止向激进团体汇款，为此

加强其对移动汇款服务的控制，包括限制获取这些服务。  

 E. 定向制裁措施  
 

335.  专家组建议，西非国家中央银行鼓励 Ecobank、渣打银行、科特迪瓦银行

公司、科特迪瓦银行总社和布基纳银行总社协助专家组执行任务，即，监测被制

裁个人的资产冻结情况。  

336.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责成现科特迪瓦金融调查机构(如，国家金融情报处

理股或经济和金融警察)监测资产冻结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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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 
  Meetings and consultations held by the Group of Experts in 

the course of its mandate 
 
 

  AUSTRALIA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DFAT) 
 
 

  Africa Down Under 2014 Conference Perth 
 
 

Ministre des Mines et du Développement Industriel du Niger; Ministre des Mines et de l’Energie du 
Burkina Faso; Ministre des Mines et du Développement Industriel du Niger; Ministre des Mines et 
Géologie de la Guinée; Ministre des Mines du Mali 
 

  BELGIUM 
 
 

  Govern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entities 
 
 

European Commission; Kimberley Process Working Group on Monitoring (KPWGM);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 Antwerp World Diamond Centre (AWDC) 
 
 

  BURKINA FASO 
 
 

  Government 
 
 

Burkinabé Customs Authority; Cellule Nationale de Traitement des Informations Financières 
(CENTIF); État-Major général des Armées; National Police; National Gendarmerie; 
 
 

  CHINA 
 
 

  Industry 
 
 

Diamond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DFHK) 
 
 

  CÔTE D’IVOIRE 
 
 

  Government 
 
 

Ministry of Budget; Ministry of Defence; Ministry of Financ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Mines;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Ministry of Justice; Ministry of Transport; General 
Directorate of Customs; Police Economique et Financière; Kimberley Process Secretariat 
(SPRPK-CI); Société pour le Développement Minier de la Cote d’Ivoire (SODEMI); High Authority 
for Good Governance: Conseil Café Cacao (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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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plomatic missions 
 
 

European Union Delegation; Embassy of Belgium; Embassy of France; Embassy of Israel;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entities 
 
 

United Nations Operation in Côte d’Ivoire (UNOCI); United Nations Mine Action Service (UNMAS); 
The Property Rights and Artisanal Diamond Development Project (PRADDII) 
 
 

  FRANCE 
 
 

  Govern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entitie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NETHERLANDS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entitie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NIGER 
 
 

Govern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ection de Lutte Contre le Terrorisme (SLCT) 
 
 

  United Arab Emirates 
 
 

Govern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dustry 
 
 

Dubai Multi Commodities Centre (DMCC)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State 
 
 

  Industry 
 
 

World Diamond Council (W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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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 
 

  Plan to undermine the peacebuilding process in Côte d’Ivoire 
 
 

  Briefing on the strategic concept (operation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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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strategy of the operation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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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 
 

  Identification documents of Théophile Zahourou, (also known as 
Commando Bingui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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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 stamped at the borders of countries visited by Mr. Zahour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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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 
 

  List of military equipment and 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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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5 
 

  Details on RPO-M and IGLA 9K38 (SAM 18) 
 
 

Sample picture: RPO-M « Shmell » - Thermobaric ammunition 

 
 
 
 
 
 
 
 
 
 
 
 
 
 
 
 
 
 
 
 
 

Sample picture: IGLA 9K38 (SAM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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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6 
 

  Document found on the individuals following the attack on 
Grabo in Februar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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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7 
 

  Documents related to quotations for weapons and related 
materiel found at Moïse Koré’s house in Abidjan  
(annex 15 of document S/201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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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8 
 

  Refugee card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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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access of refugee statute in Ghana found on one of the assai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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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9 
 

  Decree related to the creation, function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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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0 
 

  Eligibility criteria for 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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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1 
 

  Ex-combatants identified by the Authority on 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to go through the 
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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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2 
 

   Weapons collected by the Authority on 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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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3 
 

   Status of reintegration of ex-combatants with attention to 
those still at the “resocialisation”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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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4 
 

   Letters to the Authority on 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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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5 
 

  Legislations on the Authority on 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Decree No. 2011-787 of  
8 Augus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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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6 
 

  Reactions of non-registered ex-combatants to the Chief of 
Staff of the army  
 
 

Soir Info (Indépendant) – Vendredi 13 Février 2015 
Forces armées - Des ex-combattants au général Soumaïla Bakayoko :  
« Vos 800 000 f, c’est foutaise ! »  
 
 

Auteur : Assane Niada 
 
 

« Des ex-combattants sont très remontés contre le chef d’état-major général (Cemag) 
des Forces républicaines de Côte d’Ivoire (Frci), Soumaïla Bakayoko, et par delà lui, 
contre tous ceux qui sont impliqués dans le processus de désarmement, démobilisation 
et de réinsertion (Ddr).  
 
 

Ils n’ont pas tardé à réagir à la dernière sortie du Cemag, mercredi 11 février 2015, au 
siège de l’Autorité du désarmement, démobilisation et réintégration (Addr) à Anyama. 
(…)  
 
 

« Nous, on s’en fout de numéros matricules, on veut travailler ! », ont-ils martelé 
en chœur ceux que nous avons approchés. Selon eux, tout ce qui est dit au cours des 
cérémonies officielles comme celle de mercredi dernier, ne correspond guère à la 
réalité du terrain.  
 
 

« On m’a appelé depuis 2012 pour me proposer 800 000 Fcfa. J’ai refusé. Moi je veux 
travailler. J’ai rangé mes armes et mes tenues à la maison. Tant qu’on ne me 
trouve pas du travail, je garde mes armes avec moi », a confié un  
ex-combattant, assurant que nombre de ses amis détiennent leurs armes par devers 
eux, le temps que des promesses qui leur ont été faites soient tenues.  
« 800 000 Fcfa, c’est foutaise ! », a lâché un autre, furieux, avant d’ajouter que le 
mouvement (le processus de réinsertion, Ndlr) est flou ». (…) A les entendre, la 
campagne de sensibilisation à l’intention des ex-combattants récalcitrants, qu’entend 
engager l’Addr, a peu de chance de produire les résultats escompté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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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Temps (FPI) – Vendredi 13 Février 2015 
 
 

Trahis, les ex-combattants menacent : « Tout ce que l’Addr fait, c’est du faux » 
 
 

Auteur : Toussaint N’Gotta 
 
 

« (…) Les 62% d’ex-combattants dont parle le gouvernement sont archifaux. Nous 
avons six (6) mois de primes impayées. A raison de 40.000 Fcfa par mois. Nous 
exigeons le paiement de nos primes », a révélé F.K, un ex-combattant, se réclamant 
de la 3ème promotion. (…) « Tout ce que fait cette Autorité est basée sur du faux. 
On n’a perdu nos activités pour rien », ajoute d’autres interlocuteurs. (…)  
 
 

« (…) Nous regrettons d’avoir déposé les armes. Et nous comprenons aussi, 
pourquoi certains de nos camarades refusent de déposer les armes. Ils doutent de 
la sincérité du rég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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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7 
 

  Diversion of ammunition in the 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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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8 
 

  Sites where access has been denied to weapons embargo 
inspectors  
 
 

Secteur ABIDJAN 13/05/2014 BONOUA FRCI 
20/05/2014 ABOBO CAMP COMMANDO 
22/07/2014 FORCE SPECIAL CAMP 
12/08/2014 ADJAME 1er BN de GENIE 
26/09/2014 GARAGE GENERAL de PRESIDENCE 
18/11/2014 ATTECOUBE BASE NAVAL 

 
KORHOGO  23/05/2014 FRCI 4e Bataillon Infanterie 

02/08/2014 TONGON-GENDARMERIE 
20/08/2014 TONGON-GENDARMERIE 
28/01/2015 TINGERELA – FRCI 4è Bataillon Infanterie 
  

 
BOUNA 11/02/2015 VARALE - FRCI 
 26/02/2015 TEHINI – Check point FRCI et gendarmerie 
 
BOUAKE  23/07/2014 BOUAKE 1er BATAILLON de GENIE 
 
BONDOUKOU  
1 

03/07/2014 TRANSUA-FRCI détachement 
10/07/2014 TANDA-GENDARMERIE 
21/08/2014 TEMOGOSSIE-FRCI détachement 
09/10/2014 DAOUKRO - FRCI 
23/10/2014 TAMBI - FRCI 
06/11/2014 QUELLE - FRCI 
20/11/2014 BONDOUKOU – FRCI 
04/12/2014 DAOUKRO GENDARMERIE 
12/02/2015 SANDEGUE - GENDARMERIE 

 
FERKESSEDOUGOU  16/10/2014 OUANGOLO GENDARMERIE 

23/10/2014 BADIKAHA FRCI 
 
TAI  08/05/2014 ZAGNE FRCI 

02/06/2014 AKIAKRO FRCI 
17/12/2014 GUIGLO FRCI CAMP 

 
MAN  15/05/2014 SEMIEN FRCI 

18/12/2014 MAN FRCI CAMP 
28/12/2014 MAN FRCI 

 
SEGUELA  17/07/2014 MASSALA FRCI CAMP 

14/08/2014 SIFIE FRCI 2e Bataillon 
13/11/2014 DIANRA GENDARMERIE 
11/12/2014 TIENINEGOUBOUE F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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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2/2014 SEGUELA POLICE 
 
ODIENNE  21/08/2014 MINIGNAN-POLICE 

05/12/2014 SEGUELON FRCI 
 
SAN PEDRO  03/07/2014  GABIADJI - GENDARMERIE 
 
DANANE  12/11/2014 SANGUINE - GENDARMERIE 

12/11/2014 FRCI  
 
SOUBRE  25/09/2014 MEAGUI FRCI  

 

 
Nombre total de refus entre le 1/5/2014 et 28/2/2015 
 
FRCI   29 
Gendarmerie 9 
Police    2 
Aut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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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9 
 

  Materiel acquired as less than lethal that could be used as lethal 
 
 

 Logo of TR-Equipement on the crates containing the materiel 
 

 
 

 TR-11/LBD-40 assembled by TR Equip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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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hipping document from Rivolier SAS indicating B&T GL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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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er made by TR Equipement to B&T for the components (TR-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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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l addressed by B&T to TR Equipment (TR-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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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received on 24 February 2015 from Brugger & Thomet 
 

This letter explains that the material is licensed and produced by TR Equipement and has limited capacity to 
fire lethal ammunition. It also explains that the material could be retrofitted to prevent the use of lethal 
ammunition. 
 
 
Dear Mr. Debelle 
 
I hereby confirm the receipt of your letter with the reference S/A/2014/GE/OC.28. B&T will assist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n any way possible. 
 
General : 
Just to be correct, the launcher on your document is not a B&T product - but licensed and produced by TR 
Equipement (TRE) in France. These products are marked and engraved with TR-11, LBD 40 (Lance Ball Defense 
40mm) and the company logo of TR Equipment. Besides this, the color of the polymer parts of all “licensed” 
products is agreed to be gray in color for easier identification – and not black as we use for B&T produced versions. 
If you can get a better picture you will see the different markings. In this case, TRE bought parts from B&T and 
assembled these into less-lethal launchers in France for their customers. The requested volume was not justifying a 
full local CNC production in France, the prices per part would be much too high and the product far too expensive. 
Attached are the copies of the TRE purchase orders, the corresponding B&T Invoices for the parts, also the approved 
Swiss export licenses and Swiss customs declaration. The Invoice for the license-fee between TRE and B&T is not 
part of this request and therefore not shown. The export of the parts to France was conducted on November 2014. 
 
The fact that those launchers where designated to the Ivory Cost was realized by B&T on February 18th when we 
get a copy of the UN request letter via TRE. In case we would have known the End-User at the time of the order, we 
would have required an EUC from the final country, a support letter from the French authorities to justify the need, 
and also a copy of the approved French export license. All of these documents would have been included in a 
different export application rom B&T towards SECO. 
 
Due to the Swiss regulations of SECO and the practice in handling the sales of weapon parts here in Switzerland, we 
as a exporter of parts need to provide an Import license of the county where we deliver the parts. A copy of this 
French Import license for parts is also attached. B&T did not violated any Swiss export regulations nor did we 
violated any UN sanctions.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French authorities to make sure the TRE products (or any 
other product imported from Switzerland) are sold or re-exported correctly respecting French law. 
As a general information, B&T issued various production licenses for our products to about 1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 main reason is production capacity of our facility and price pressure here in Switzerland. All the issued 
licenses are based on Swiss law. For some countries we needed a dedicated technology transfer license from SECO, 
these where granted to B&T after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Swiss authorities. 
 
Technical: 
 
The GL06 was not designed to serve as an HE launcher but to serve as a Less Lethal launcher with this fail safe 
design function for several purposes. These are : 
 
• To protect the user from serious injury or death if an HE round was mistakenly used. 
• To make the launcher universal to fire any 40mm less lethal ammunition such as CS, CN, impact munitions and 
perhaps even signal flares. 
• To make the launcher unusable as a HE launcher after some few rounds have been fired. 
 



 S/2015/252

 

133/215 15-03521 (C) 

 

If an operator shoots HE rounds, the headspace between the receiver and barrel will separate from shot to shot. 
Depending on the used ammo, this separation will bring the firing pin out of headspace after some rounds, means it 
will may not strike the primer anymore. Another point is that the rifling of the GL06 launcher has twelve thin lanes 
and grooves in the barrel which will be destroyed. A typical HE launcher will have six land and grooves and uses the 
highest available alloy for the barrel. The GL06 barrel material is too soft for the use of HE rounds with metal band. 
The rifling will be destroyed rather quick. 
 
We also have developed a version of the launcher that allows only B&T produced 40mm less lethal rounds to be 
used. Please see the attached drawing. This option was however never picked up by customers as many users no 
matter how much they like the safety and accuracy of our system they do not want to be bound by a single producer 
of munitions. They seem to prefer to have a greater choice 40 mm less lethal munition because of logistical 
considerations. The only stipulation with this system is that B&T less lethal ammunition must be used as the base of 
the ammunition is cut out which will breach to close. The launchers parts supplied to TRE could be retrofitted in 
France rather quickly and easily. If required, B&T will be happy to help TRE to do this by providing 
technical advice and assistance. 
 
We would like to emphasize that B&T in no way violated any Swiss laws or any embargo of the UN as the attached 
documentation can verify.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in this matter I personally stand ready to answer any of your questions. 
 
Please confirm the receipt of the message by a short email back to me. 
 
Best regards 
 
Karl Brü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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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received on 22 February 2015 from TR Equipment 
 
Contrary to the explanation of B&T (the producer) the letter of TR Equipment explains that the materiel has 
no capacity to fire lethal ammunition.  
 
 
Objet, lanceur 300 pcs / Côte d’ivoire  
 
Je prends acte ce jour de votre mail concernant la vente de 300 lanceurs sur la côte d’ivoire. 
 
Aujourd’hui par rapport à mon livre de police , la seule vente de 300 Lanceurs est attribué à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Rivolier à St Etienne, ayant toutes les autorisations pour les acheter sur notre territoire . 
 
Concernant la vente après sur votre territoire la côte d’ivoire, cela n’est pas ma responsabilité mais celui de cette 
société et en accord avec le MOD français. 
 
Maintenant sur un plan technique pour vos experts, nos lanceurs sont montés chez nous et nous sommes aussi 
responsable de la vente de plus de 6 000 lanceurs pour la police et la gendarmerie française dans le but de la gestion 
démocratique des foules en accord avec le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et de la défense classant le lanceur comme une 
produit à létalité réduite ( Less lethal ) . 
 
Notre lanceur est le seul à avoir 12 rayures dans le canon afin d’avoir une précision optimum avec des balles de 
défense de type caoutchouc , mousse ou plastique ( coques ayant un contenant de type CS ou OC ). Il est impossible 
d’utiliser le lanceur avec une munition HE ou HEDP ayant comme vous le savez un ring en laiton (brass) 
entrainant immédiatement la destruction du canon en alliage léger ( déformation des rayures et impossible de 
toucher la target SANS RISQUES pour l’utilisateur ). Comme vos experts le savent le 40x46 basse pression donc 
une vitesse de 80 m/s de moyenne sera trop faible pour envoyer un projectile HE ou HEDP dans nos lanceurs par la 
résistance énorme des 12 rayures sur le projectile et le non armement du projectile car une zone de sécurité est de 10 
mètres avant amorçage du dispositif. 
 
Notre lanceur est approuvé par les laboratoires de la police française comme un lanceur de balle de défense sous la 
référence LBD40.  
 
Concernant la publication sur notre site internet, une erreur est intervenue entre ce lanceur et la version militaire 
MILKOR Je tiens à vous remercier de votre lecture de notre désignation, cela nous à permis de remettre le texte 
conforme  
 
Je suis à votre disposition monsieur le sécrétaire pour tous renseignements complémentaires. 
 
Je vous prie d’agréer, monsieur les assurance de ma très haute considération. 
 
cordia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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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erry ROGER  
 
Distributor of tactical equipment 
Distributeur en produits tactiques 
TR Equipement 
1 route de la confluence 
parc d’activités de Beuzon 
49000 ECOUFLANT france 
VAT: FR46 411 152 424 
Tel company : 0033 (0) 2 41 31 16 31 
Fax : 0033 (0) 2 41 31 16 32 
Direct line : 0033 (0) 2 41 31 16 33 
email : tr.equipement@orange.fr 
www.tr-equipem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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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received on 25 February 2015 from Rivolier SAS 

Contrary to the explanation of B&T (the producer) the letter of TR Equipment 
explains that the materiel has no capacity to fire lethal ammu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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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 illustrating the capacity of the materiel to be used to fire lethal ammunition 
 

 

Manuel technique de la société B&T se rapportant au lanceur GL-06 
 
 

(Page 3): « Due to its design and strength of materials, the launcher works with all kind of 40 x 46 mm ammunitions ».  
 

(Page 6): « The GL-06 is designed for use with LL munitions but strong enough to withstand the pressure of a HE 
grenade » - (HE: High Explosive. Warhead grenades, working at high pressure level). 
  
Catalogue en ligne de la société B&T 
 
 

http://www.bt-ag.ch/assets/uploads/downloads/13/GL-06%2040mm%20Launcher%20System.pdf 
 
 

Peacekeeping or war making the GL-06 will deliver the power accurately and reliably when and where it is needed. 
The B&T GL-06 is the world’s most versatile standalone 40mm launcher which is ideal for both less lethal and 
combat applications. 
 
 

The 40mm cartridge is one of the most universal and flexible munitions available to modern law enforcement and 
military forces worldwide. The depth of the 40mm munitions family range from less lethal impact, crowd control, 
gas munitions for law enforcement and peacekeeping missions to illuminations and fragmentation round for 
combat operations. 
 
 

B&T kit to prevent TR-11 from firing lethal ammunition 
 
Comment of the producer: B&T is also able to produce a 42x48mm barrel fitting the TR-11 launcher sold by TRE. 
All has to be done is to remove the barrel (by pressing out the pin) and to replace the 40mm barrel with the new 
42x48mm barrel. This work would take 3 minutes per launcher for a trained arm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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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0 
 

  Incorrect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Côte d’Ivoire to the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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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information illustrating the discrepancies in the proof of address 
 
 

Name of the company precised by 
Ivoirian authorities 

Reference 

BSD-Afrique 
 
39 rue de la Villeneuve 
France 
 
Il n’est pas faite mention de la ville.  
 

S/AC.45/2014/NOTE.58 (17 octobre 2014). 
 
Notification relative à l’acquisition de deux 
hélicoptères de transport (1 x MI-8 – 1 x MI17).  
 
 

ESDT-BSD 
 
39 rue de la Villeneuve 
France 
 
Il n’est pas faite mention de la ville. 
 

S/AC.45/2014/NOTE.44 (28 juillet 2014)  
 
3.000 fusils d’assaut AK47  
15.000 chargeurs pour AK47  
1.500 pistolets 9mm (sans précision de marque)  
525.000 munitions 7.62x39mm  
125.000 munitions 9mm  
 

 
 
 
An Internet search helps to access the constitutive act of the company BSD-Afrique Ltd (registered) with the tribunal 
of commerce of Abidjan.  
 
However, it appears that the registration number (CI-ABJ-2014-B-1066) seen on these documents has been assigned 
to another company.  
 
 
 

 
http://business.abidjan.net/AL/a/39177.asp 
 
Société               BSD AFRIQUE Ltd 
Catégorie     AVIS DE CONSTITUTION DE SOCIETE 
Date de parution jeudi 12 juin 2014 
 
CONSTITUTION DE SOCIETE 
 
Par acte SSP. Vol. 01 F° 82, Enregistré à Abidjan le 13/02/2014, déposé le 06/02/2014 au greffe du 
Tribunal du Commerce sous le n° 1267, Bord. 1267/18, il a été constitué une SARL dénommée  
 
"BSD AFRIQUE Ltd"  
 
Au capital de 1 000 000 F C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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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crite au RCCM du Tribunal du Commerce sous le n° CI-ABJ-2014-B-1066, dont le siège est à 
Abidjan Cocody Danga, Rue Jaspin41, 01 BP 3337 Abidjan 01, ayant pour : 
 
Objet : le Projet Agricole, Travaux de construction et de réhabilitation de Bâtiment (tout corps d’état), 
Commerce Général. 
 
Annonce légales N° 39177 
 

 
 
 
 Same PO Box for Horsforth T Ltd and BSD-Afrique  

 

 
Mission statement of the companies 

 
The Group notes similarities in the mission statements of the companies Horsforth T Ltd, BSD-Afrique. 

 

 
 
 

__________________ 

41 Aucune rue Jaspin n’existe sur Abid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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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I.P. address 
 

Mr. Chekroun registered the web site BSDAfrique.com in Israel on 19 Ma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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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1 
 

  Night Vision goggles with characteristics similar to Sudanese 
production 
 
 

 SMZ03 “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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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2 
 

  Fourth infantry battalion in Korhogo 
 

 Case of 107mm multiple rocket launchers/dismounted M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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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3 
 

   120-mm mortar with characteristics similar to material 
produced in the Sudan  
 
 

120 mm mortar “Ahmed” 
 

 
 
 
 

 
 

 
Comments: Two other crates observed with serial number consistent with 120-mm mortar and 
probably indicating the presence of two other mort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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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mm mortar observed in South Kordofan (Sudan) by Conflict Armament Research in 2012 

 

 
Comment: In the Annex 16 of its S/2013/228 report the Group underlined that Type 56-1 rifles with factory marking 
removed were observed in Côte d’Ivoire (in the hand of ex-Forces Nouvelles) have serial numbers close to those 
observed by Conflict Armament Research in South Sudan in the hand of pro-Khartoum militia. 
 
Here again, the Group underlined that the serial numbers of the 120mm mortar observed in Korhogo are close to 
serial numbers of similar mortars observed by Conflict Armament Research in South Kordofan (South Sudan). 
 
Korhogo:   11021861922  produced 2008 
South Kordofan:  11021861870  produce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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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4 
 

  Additional materiel found the fourth infantry battalion 
in Korhogo 
 
 

 A. Case of fuzes for 82mm mortar  
 
 

The Group observed that among the crates of ammunitions during the inspection of the 
4th infantry battalion, 32 are marked “Yarmouk Industrial Complex” (Sudan) with 
contract no. 09XSD14E01YIC/SU.  
Similar crates, containing fuzes M-6 for 82 mm mortar projectiles had already been 
identified in 2013 in the camp of the Republican Guard at Treichville (Abidjan) (Para 
46-49 of its S/201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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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ase of drum magazines for automatic grenade launchers QLZ-87 
 
 

The Group also observed the presence of eight drum magazines for automatic grenade 
launchers QLZ-87 (paragraph 57 of its S/2013/228 and paragraph 68 and annexes 
19-20 of its S/201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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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5 
 

  Customs offices and border posts visited by the Group  
 
 

Office / border post visited by the Group Location 
General Directorate of Customs Abidjan 
National Customs Training Centre Abidjan 
Regional Directorate of Customs Abengourou  
Regional Directorate of Customs Aboisso 
Regional Directorate of Customs Korhogo  
Regional Directorate of Customs Man  
Regional Directorate of Customs San Pedro 
Subdivision Bondoukou 
Subdivision Odienné 
Customs Office Abidjan port 
Customs Office Abidjan airport 
Customs Office  Grabo  
Customs Office Niablé 
Customs Office Nigouni 
Customs Office Noé 
Customs Office  Ouangolodougou 
Customs Office  Ouaninou 
Customs Office  Pôgô 
Customs Office Prollo 
Customs Office Sipilou 
Customs Office  Soko 
Customs Office Tiefinzo 
Customs Office Varalé 
Mobile Brigade Bouna 
Mobile Brigade Danané 
Mobile Brigade Ferkessédougou 
Mobile Brigade Maffere 
Mobile Brigade Man 
Mobile Brigade Odienne 
Mobile Brigade Tingrela 
Border post Kouguienou 
Border post Kalamparo 
Border post Laleraba 
Border post Pôgô 
Border post S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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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6 
 

  Ivorian customs offices and mobile brig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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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7 
 

   Renault TRM-2000 military truck observed by th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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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8 
 

  Mining cards distributed per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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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9 
 

  Organization chart of the second military region (Dal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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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0 
 

  Gamina gold mines: “abidjan” site (6°55’8.25"N–6°42’44.90"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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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1 
 

  Tunnels and shafts in Gamina gold m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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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2 
 

  Excerpt from United Nations police reports on Gamina 
gold mines 
 
 

01 October 2014 
 

“Faisant suite à une information portant sur éboulement au site d’exploitation clandestine d’or de GAMINA dans la 
Sous-préfecture de AHIBO (29Km NO de Daloa). […] Dit éboulement se serait produit dans la nuit du mardi 30 
septembre. […] 15 individus de sexe masculin dont l’âge varie entre 25 et 35 ans, tous de nationalité burkinabé, ont 
péri dans le drame. L’accident se serait produit alors que les victimes étaient à la recherche d’or, creusant des trous 
d’une profondeur peuvant atteindre 60 mètres, sans les conditions de sécurité requises. » 
 
08 December 2014 
 

“La mine d’Or de ZAIBO, exploitée illégalement par 5 ou 6 groupes sans aucune autorisation du ministère des 
mines, 15. 000 personnes y travaillent. Toute la sécurité de cette mine d’or  est assurée par  des FRCI illégalement, 
sous les ordres du Commandant / Capitaine  DIABATE Adama. Selon les policiers des Nations Unies, ce 
commandant basé à Abidjan perçoit chaque fin de mois une partie des 1 à 2 millions de francs CFA perçut par les 
FRCI en charge d’assurer la sécurité illégalement pour les exploitants illégaux de la mine d’or”. 
 
04 January 2015 
 

“Faisant suite aux informations reçues de l’un de nos collaborateurs chargés de la sécurité au site minier de 
Gamina et selon laquelle, la section de sécurité des FRCI aurait reçu l’ordre de ne pas laisser l’ONUCI accéder aux 
différents sites de peur qu’ils ne soient fermé, comme à Yamoussoukro, et qu’ils ne puissent plus trouver leur compte 
dans l’exploitation illégale de l’or.  
En effet, le Lieutenant chef de cette section de sécurité, constituée essentiellement de supplétifs FRCI, n’est 
commandé par aucun chef militaire de Daloa et son unité ne figure nullement dans l’organigramme de la 2ème 
Région militaire. D’ailleurs beaucoup de faits douteux leur seraient attribués par cette même hiérarchie militaire 
régionale”. 
 
« Cependant sur interpellation, notre source d’affirmer que maintes fois, des élément portant des tenues de la garde 
Républicaine à bord de grosses cylindrées, ainsi que des véhicules avec des plaques d’immatriculation Burkinabés, 
seraient aperçus au village. Par ailleurs, lesdits comptoirs seraient sécurisés par des membres des FRCI 
appartenant à la section de protection sous les ordres du Lieutenant DIABATE Adama lui même ne figurant pas sur 
l’organigramme de la Région militaire de Daloa. Selon les autorités militaires de la Région, il ne serait pas sous 
leur commandement, mais ferait parti des hommes du Commandant WATAO cité sup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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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3 
 

  Child labour at Gamina gold m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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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4 
 

  Aerial pictures of Gamina gold m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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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5 
 

  Vehicles with Burkina Faso number plates at Gamina gold m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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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6 
 

  Letter from the village chief of Gamina to the sous-préfet of 
Zaïbo asking to appoint the Société coopérative des orpailleurs 
du Tchologo as sole comptoir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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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7 
 

  Written contracts signed by the Société coopérative des 
orpailleurs du Tcho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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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8 
 

  Illegal gold mining sites in Bouna region (in bold those visited 
by the Group) 
 
 

DEPARTMENT SITE NAME RELATIVE 
POSITION FROM 
BOUNA 

OBSERVATION 

TEHINI LAGBOTADJOTE  A 
KOSSAMI   
TOGOLOKAYE 
TIOBIEL A KPANDJARA 
SANGANAME-FEKE 
BAVE A LELAGNORA 

116Km NW 
 
142Km NW 
136Km NW 
106Km NW 
178Km NW 

 
 
03 sites in Mossibougou 

BOUNA LEOMIDOUO 
 
NIANDEGUE 
PIAYE 

83Km SE 
 
12Km E 
118 Km SE 

10,000 people working. 
Moving to Takadi 

DOROPO KODO II  
VARALE 
DANOA 
KALAMON 
LAGBO 

62 Km N 
59 Km N 
67 Km NE 
90 Km NE 
75 Km NE 

 
03 sites 
 
 
5,000 people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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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9 
 

  Ampella Mining CI SA permits in Boun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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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0 
 

  EFABI office in Bo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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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1 
 

  Armed forces vehicle guarding the home of Abou Ouattara 
in Doro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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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2 
 

  Proof of payment to the traditional authorities of Bo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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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3 
 

   Arreté No. 01 RG/PDKE/CAB portant interdiction de pénétrer 
dans le Parc National du Mont Pé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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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4 
 

  Mount Péko eviction plan as at January 2014 
 

 

MINISTERE DE LA SOLIDARITE, DE LA FAMILLE,  
DE LA FEMME ET DE L’ENFANT 

 

************************ 

 
 
 

 
 
 
 
 
 
 
 
 
 
 
 
 
 
 
 
 

 

JANVIER 2014 
 

 
 
I- GENERALITES 
 

La Côte d’Ivoire, située en Afrique de l’Ouest  comprend un  couvert végétal constitué de forêts 
denses et de forêts claires ou savanes arborées. 

Depuis la période coloniale, les surfaces de forêts denses ont connu, par le fait de l’homme 
(plantations arbustives, exploitations forestières), une importante réduction.  

Le patrimoine forestier ivoirien est estimé aujourd’hui à 6.000.000 hectares. 

La création et l’aménagement  des aires protégées participent de la volonté du Gouvernement 

RESUME EXECUTIF

 

PLAN D’ACTION 
D’EVACUATION DU 

PARC NATIONAL DU  
MONT PÉ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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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oirien de protéger l’environnement, notamment le couvert forestier et certaines espèces animales 
rares ou en voie de disparition. 
     
On dénombre huit (8) parcs nationaux parmi lesquels figure le Parc National du Mont Péko. 
 
D’une superficie de 34 000 hectares, ce parc est surtout réputé pour sa végétation constituée de flore 
de montagne et de forêt primaire. Situé dans l’ouest du pays, il doit son nom au Mont  Péko qui 
culmine à plus de 1000m d’altitude. 
                     
Il a été créé en 1968 et relève de l’Office Ivoirien des Parcs et Réserves (OIPR), placé sous la tutelle 
du Ministère de l’Environnement, de la Salubrité Urbaine et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II- CONTEXTE ET JUSTIFICATION 
 
Les crises successives qu’a traversées la Côte d’Ivoire, ont favorisé l’occupation illicite des espaces 
forestiers protégés. A ce jour, l’on dénombre près de 231 forêts classées occupées par des exploitants 
clandestins, constitués de populations civiles et parfois de groupes armés. 
 
Face aux conséquences environnementales préjudiciables et au besoin de restauration de l’autorité de 
l’Etat, le Gouvernement a décidé de mener depuis le mois de mai 2013 des opérations de libération de 
ces sites. Ainsi, après la forêt classée de Niégré, l’opération d’évacuation du  Parc National du Mont 
Péko a débuté par l’arrestation du chef de guerre Amadé Oueremi                                 
. 
 
Ces opérations ont provoqué le déplacement de près de 9000  personnes, en majorité des femmes et 
des enfants vers les villages voisins.  
 
Après enregistrement, la plupart des occupants illégaux ont été admis de nouveau dans le site pour 
assurer la récolte des plantations et finaliser leur sortie définitive du parc.            
 
A l’issue d’une mission conduite du 1er juillet au 30 septembre 2013 par l’Autorité pour le 
Désarmement, la Démobilisation et la Réinsertion (ADDR) et soutenue par le Corps préfectoral et les 
FRCI , un rapport a été élaboré dont les résultats sont joints en annexe. 
 
Le Ministre de la Solidarité, de la Famille, de la Femme et de l’Enfant a, également, effectué le 10 
novembre 2013 une mission de terrain dans les sous-préfectures de Gohouo Zagna (Bangolo) et de 
Bagohouo (Duekoué). 
 
Il ressort du rapport de cette mission que les populations d’accueil: 
 
 souhaitent être associées aux actions en cours et à veni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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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haitent collaborer dans la transparence et la confiance avec l’Etat ; 
 
 souhaitent la prise en compte de leurs besoins de base notamment en matière de santé, 

d’éducation, d’alimentation, de sécurité, d’infrastructures routières. 
 
Pour répondre aux préoccupations posées, il a été décidé de l’élaboration d’un plan d’action 
d’évacuation du parc. 
Ce plan d’action qui se veut conforme aux droits de l’homme et qui vise la préservation du climat 
pacifique entre les populations déplacées  et les populations d’accueil, met l’accent sur : 
 
 la collecte de données ventilées par sexe, âge, nationalités et d’autres indicateurs 

permettant de prendre en compte les besoins des groupes spécifiques ; 
 

 la sécurité et l’intégrité physique des populations ; 
 
 la satisfaction de besoins de base des populations (alimentation, santé, éducation, abris, 

infrastructures) ; 
 

 le maintien ou le rétablissement des liens familiaux, l’accès à l’état civil, etc. ; 
 

 la protection des groupes spécifiques, notamment les femmes, les enfants et les personnes 
âgées ; 

 
 l’appui aux populations d’accueil ; 

 
 la participation active des populations à l’élaboration et à la  réalisation de l’opération ; 

 
 le retour volontaire ; 

 
 le caractère transitoire de l’opération. 

 
 

III- METHOLOGIE UTILISEE 
 
La méthodologie de travail consiste en une collecte et en une  analyse de données reposant sur deux 
(2) entités fonctionnelles : 
 
 Le comité restreint  

 
Il est composé essentiellement du personnel du Ministère de la Solidarité, de la Famille, de la Femme 
et de l’Enfant (OSCS, Direction des Victimes de Guerre, Direction de la Solidarité), de OCHA, 
d’UNHCR, de la Croix Rouge de Côte d’ Ivoire. 
 
Tous les membres de ce comité sont mis à contribution quant à l’élaboration du plan d’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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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omité se prononcer sur la pertinence des activités proposées dans le projet de plan d’actions et 
suggère, au besoin, de nouvelles activités et des éléments de réponse (résultat attendus, indicateurs, 
délais d’exécution…). 
 
 L’équipe de consolidation  

 
Elle est essentiellement composée des structures gouvernementales du comité restreint : 
 
 le Ministère de la Solidarité, de la Famille, de la Femme et de l’Enfant (Observatoire de 

la Solidarité et de la Cohésion Sociale, la Direction des Victime de Guerre et le Direction 
de la Solidarité et de la Cohésion Sociale) ; 
 

 le Ministère des Eaux et forêts ; 
 
 le Ministère de l’Education Nationale et de l’Enseignement Technique ; 

 
 le Ministère de la Santé et de la Lutte contre le SIDA. 

 
Son rôle consiste à faire la synthèse des travaux en rapport avec le Comité de Coordination Elargi. 
 
IV- OSSATURE DU PLAN D’ACTION 
 
Le plan d’action se décline en une partie narrative et une partie synthétisée en tableau déclinant les 
activités, les résultats attendus, les indicateurs de performance, les délais d’exécution, le budget, les 
responsabilités et les mécanismes de coordination. 
 
Ce plan, évalué à 1 017 000 000 FCFA, est prévu  pour se dérouler sur une période de 7 mois 
(février – août 2014)  en quatre (4) étapes définies selon les objectifs suivants : 
 
Objectif 1: Profilage, identification et sensibilisation 
 
Cette étape, qui se déroulera sur 3 mois (février, mars, avril 2014) vise essentiellement l’identification, le 
recensement, le profilage et la sensibilisation des populations en général. 
 
Cependant, un accent particulier sera mis sur : 
 
 l’identification des groupes spécifiques (femmes enceintes, personnes âgées, enfants non-accompagnés, 

enfants scolarisés, enfants non-scolarisés…); 
 

 l’identification,  et le recensement et la sensibilisation des villages d’accueil et de transit potentiels (lieu et 
population); 

 
 la sensibilisation des populations vivant aux alentours du p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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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és Durée d’exécution 

3 mois (février, mars, 
avril) 

Budget (FCFA) Structures responsables 

1-Sensibilisation 
 

1 mois (février) 10 000 000 MSFFE 
ADDR 
MEMIS 
Structures techniques des pays 
concernés 

2-Profilage 2 mois (mars, avril) 
 

15 000 000 MSFFE 
ADDR 
MEMIS 
Structures techniques des pays 
concernés 

3-Identification des groupes 
spécifiques et des moyens 
d’action 
 

 1 mois (mars) 15 000 000 MSFFE 
ADDR 
MEMIS 
Structures techniques des pays 
concernés 

4-Identification  et 
recensement des villages 
d’accueil et de transit 
potentiels et les zones de 
retour 
 

15 jours (mars) 10 000 000 MSFFE 
ADDR 
MEMIS 
Structures techniques des pays 
concernés 

Sous-total 1 = 50 000 000 
  
Objectif 2 : Préparation de l’évacuation : 
 
Prévue pour une durée de 1 mois,  elle regroupe toutes les phases préparatoires à l’évacuation. Les activités qu’elle 
intègre s’articulent autour des points ci-après : 
 

  la mise en place d’un comité local de coordination de l’évacuation ; 
 

  la prise en compte des besoins des groupes spécifiques (femmes enceintes, personnes âgées, enfants 
non-accompagnés, enfants scolarisés, enfants non-scolarisés…) ; 

 
  l’établissement d’Accords bilatéraux sur les modalités pratiques de retour dans leur pays d’origine 

des populations concernées en liaison avec les Gouvernements respectifs ; 
 

  l’identification, l’évaluation des besoins et équipement des infrastructures sociales dans les villages 
d’accueil identifiés (sources d’eau opérationnelles, centres de santé équipés, écoles équipées, routes et 
pistes reprofilé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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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és Durée d’exécution 

(mai 2014) 
Budget (FCFA) Structures responsables 

Renforcement du cadre 
institutionnel de gestion du 
processus d’évacuation des 
populations du parc national 
du Mont Péko 
 

1 mois 5 000 000 MSFFE 
ADDR 
MEMIS 
OIPR 
Structures techniques des 
pays concernés 
Et autres 

Identification, évaluation des 
besoins en équipement 
sociaux de base et en 
infrastructures routières des 
villages d’accueil identifiés 
 

1 mois  A déterminer MSFFE 
ADDR 
MEMIS 
MSLS 
ME 
ONEP 

Prise en compte des besoins 
des groupes spécifiques 
(femmes enceintes, 
personnes âgées, enfants 
non-accompagnés, enfants 
scolarisés, enfants 
non-scolarisés…)  

4 mois   800 000 000 MSFFE 

Sous-total 2 = 805 000 000 (sous réserve de l’additif des coûts relatifs à l’identification, évaluation des besoins en 
équipement sociaux de base et en infrastructures routières des villages d’accueil identifiés) 

 
 
 
Objectif 3 : Evacuation  
 
Cette étape, prévue pour se dérouler sur trois (3) mois (juin, juillet et août 2014),  comprend l’évacuation 
proprement dite. Outre  les activités  liées à  l’évacuation, elle intègre les éléments suivants : 
 

 le suivi des mouvements vers les zones d’accueil et/ou de transit ;  
   

 la couverture médiatique du processus de retrait des populations du parc.  
 
 
 

Activités Durée d’exécution 
(juin, juillet et août 
2014) 
 

Budget (FCFA) Structures responsables 

Prise en charge des cas de 
désistement 
 

10 jours 25 000 000 MSFFE 
MEMIS 
ADDR 
 

Organisation des convois  
 

3 mois 100 000 000 MSFFE 
Intégration Africaine 

Assistance médicale  3 mois 15 000 000 MS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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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verture médiatique  3 mois 2 000 000 Ministère  de la 
Communication 
 

Réponse aux besoins en 
équipement sociaux de base 
et en infrastructures routières 
des villages d’accueil 
identifiés 
 

3 mois et au-delà  A déterminer Ministère en charge des 
Infrastructures 

Sous-total 3 = 142 000 000 (sous réserve de l’additif des coûts relatifs à la réponse aux besoins en équipement 
sociaux de base et en infrastructures routières des villages d’accueil identifiés) 

 
 
 
Objectif 4 : Suivi et évaluation du processus d’évacuation  
 
Cet objectif se décline essentiellement en quatre (4) activités : 
 
 mettre en place une unité de suivi et d’évaluation du processus d’évacuation ; 

 
 élaborer un plan de suivi et d’évaluation du processus d’évacuation ; 

 
 organiser 3 missions de suivi et d’évaluation du processus d’évacuation des populations ; 

 
 produire le rapport du projet d’évacuation  des populations du Parc du Mont Péko (fin octobre 2014 au 

plus tard). 
 

 
Activités Durée d’exécution 

 
(durant toute 
l’opération) 

Budget (F CFA) Structures responsables 

Mise en place d’une unité de 
suivi et d’évaluation du 
processus d’évacuation 
 

Janvier 2014 (7 jours) - MSFFE 

Organisation de 3 missions 
de suivi et d’évaluation du 
processus d’évacuation  

6 mois 15 000 000 MSFFE 

Production et diffusion du 
rapport du projet 
d’évacuation  des 
populations du Parc du Mont 
Péko 

2 mois après 
l’évacuation 

5 000 000 MSFFE 

Sous-total 4 = 20 000 000 
 

TOTAL GENERAL = 1.017.000.000 FCFA 
 

 
NB : Evaluation financière faite sur la base du rapport de l’AD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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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5 
 

  Decree announcing 33 legal check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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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6 
 

  Checkpoints observed by the Group 
 
 

Location # of checkpoints 
sighted 

Abidjan - Bouaké 4 
Bouaké - Katiola 4 

Katiola-Korhogo 4 

Korhogo - Ferkessedougou 2 

Ferkessedougou - Ouangolodougou 4 
Bundiali - Bolona-Tingrela 5 (includes Dozos) 
Abidjan - Aboisso 10 
Aboisso - Abengourou 16 
Abengourou - Niablé 3 
Abengourou - Bondoukou 9 
Bondoukou - Soko 3 
Bondoukou - Bouna 6 
Bouna - Teheni 3 
Teheni - Kafolobak 1 
Kafolo - Ferkessedougou 9 
Ferkessedougou - Korhogo 5 (includes Dozos) 
Korhogo - Boundiali 3 (includes Dozos) 
Boundiali - Odienne 11 
Strasse Odienne - Tiefenzou 7 
Odienne - Man 16 
Man – Biankouma -Sipilou 7 
Tabou-San Pedro 7 
Total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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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7 
 

  Sample survey data showing elements and amount of money 
paid at checkpoints 
 
 

 Average Amount Paid 
Barrage 
location 

Police 
(anti-dru
g) 

Customs Water & 
Forestry 

Gendar-
marie 

FRCI/ 
Police 

Syndicate Mixed  
(Policie, 
Gendamerie, 
FRCI,Customs 

Kong       2000 
Korohita       2000 
Nafana    1000 2000   
Djedana       2000 
Nandalido-ugou       2000 
Tafiré    1000 2000   
Badjokaha       1000 
Carrefour 
Kanawolo 

1000 1000 1000 1000 2000   

Nikarama-ndou
gou 

 2000      

Timoro     1000   
Ouréguekaha    2000    
Ounadjeka-ha     1000   
Fronan    1000    
Katiola       2000 
Touro    500    
Adrao       1000 
Minakoro   2000 2000    
Corridor 
Bouaké 

500   2000 500 500 2000 

Totals  Total XOF Paid To Each Agency/Security Force 
checkpoints Anti-dru

g 
Customs Water & 

Forestry 
Gendar
marie 

FRCI/ 
Police 

Syndicate Mixed 

18 1500 3000 3000 10,500 8,500 500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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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8 
 

   Money transfers through MoneyGram and Mobile Money 
 
 

Estimated 
Date of 
receipt*  

Sender Method Amount 
FCFA 

02/02/2013 Emery 
Kassigragnon 

Orange Money 100,000 

11/06/2013 Valéry Ongonga MoneyGram 107,400 
28/06/2013 Valéry Ongonga MoneyGram 150,004 
08/11/2013 Valéry Ongonga MoneyGram 80,000 

12/12/2013 Valéry Ongonga MoneyGram 72,155 

12/12/2013 Valéry Ongonga MoneyGram 185,000 
12/2013 Digue Britty Mobile Money 106,000 
11/2013 Bailly 

Djokouehi 
MoneyGram 91,000 

 TOTAL: 97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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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9 
 

  Receipt for scanners purchased in Germany by Emery 
Kassigrag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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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50 
 

   Increases or decreases in bank account balances of 
sanctioned individuals 
 
 

Name Bank Balance XOF 
(2012/2013)  

Balance XOF 
(2014) 

Difference +/- 

Laurent Gbagbo SGBC 702,072,002 717,917,258 15 845 256 (+)
Laurent Gbagbo (2 accounts) SGBC 55 346 202 55 245 835 100 367 (-)
Laurent Gbagbo BFA 11,759,092 11,650,192 108 900 (+)
Simone Gbagbo SGBC 139 096 641 152,962,181 13 865 540 (+)
Simone Gbagbo SGBC 3 477 661 3,691,718 214 057 (+)
Martin Kouakou Fofié (3 
accounts) 

BACI 19,427,045 19,042,265 384,780 (-)

Martin Kouakou Fofié BACI 223 089 228 464 53 785 (+)
Legend 
Increase in balance (+); Decrease in balance (-) 
 
Banque Atlantique - Côte d’Ivoire (BACI) ; Banque pour le financement de l’agriculture (BFA)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Banque en Côte d’Ivoire (SGBC) ; Société ivoirienne de banque (SI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