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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4月12日安全理事会关于科特迪瓦问题的第1572(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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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045(2012)号决议第 16 段的规定，随函转递科特迪瓦问题专

家组编写的最后报告。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及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科特迪瓦问题的 

第 1572(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 

格特·罗森塔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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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3月15日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给安全理事会第1572(2004)号决

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成员谨随函转递专家组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2045(2012)

号决议第 16 段的规定编写的最后报告。 

 
 

雷蒙德·德贝莱(签名) 

尤金·法塔康瓦(签名) 

西蒙·吉尔伯特(签名) 

埃尔·沙莱克(签名) 

曼努埃尔·巴斯克斯-布瓦达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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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秘书长在其2012年 6月 22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12/479)中宣布任

命以下人士为专家组五名成员：雷蒙德·德贝莱(比利时)(军火专家)、尤金·鲁

塔宾瓦·法塔康瓦(卢旺达)(海关/运输专家)、西蒙·吉尔伯特(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钻石专家)、若埃尔·沙莱克(哥伦比亚)(金融专家)和曼努埃

尔·巴斯克斯-布瓦达尔(西班牙)(区域问题专家)。在同一封信中，秘书长还指

定巴斯克斯-布瓦达尔先生为专家组协调员。 

2. 专家组于 2012 年 7 月 5 日开始实地工作。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组的活

动包括与会员国、国际和区域组织和科特迪瓦政府主管部门会晤，以获得与专家

组调查相关的资料。专家组成员除在科特迪瓦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视察外，还访问

了比利时、布基纳法索、法国、加纳、荷兰、尼日尔、南非、多哥、联合王国和

美利坚合众国。本报告附件一提供了专家小组所召开的会议和进行的协商的清

单。 

3. 在其任务规定期间，专家组注意到科特迪瓦局势稳定方面的显著进步，这部

分得益于加强与加纳和利比里亚的安全合作。专家组还注意到科特迪瓦各方之间

在政治和解方面的改进。然而，高度的不安全，尤其在西部和北部(特别是卡蒂

奥拉和费尔凯塞杜古之间)，以及大量的武器和弹药仍下落不明，是专家组关切

的一个来源。 

4. 由 2010/11 选举后危机结果带来的力量平衡，是不稳定的，确实需要谨慎的

政治分析，这一平衡包括一位民选总统在经历一场政治和军事上不稳定的局势后

实际执政。目前的安全局势，离选举后危机的不稳定并不那么遥远，还依然严峻。

2012 年，科特迪瓦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增长非常迅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8.1%。

在此期间内，与以前的“新生力量”战斗人员有关联的政治和经济网络得到加强，

有着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劣迹斑斑记录的前地区指挥官被整合纳入科特

迪瓦共和国部队的正规军行列。诸如马丁·夸库·福菲埃(自 2006 年以来遭联合

国制裁)，别名为“Wattao”的伊西亚卡·瓦塔拉、别名为“Vetcho”的埃尔韦·图

雷、扎卡里亚·科内和谢里夫·奥斯曼等个人均被提升担任战略指挥职位。他们

还指挥战斗人员特遣队和管理着大量的武器和相关物资。 

5. 科特迪瓦目前的政府已逐步将以前地区指挥官整编纳入国家武装部队，而这

些前地区指挥官没有放弃他们军阀式的掠夺性经济活动，现在他们已将这种活动

扩大至整个科特迪瓦领土。地区指挥官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以及权力所依赖的基础

是他们的军事能力，特别是他们有效地控制前战斗人员的能力。此外，持续的解

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使得指挥官得以保持对前战斗人员的控制，而同

时他们确定那些有资格接受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人。本着这些精神，

2 000 名前战斗人员已经被吸纳成为科特迪瓦各监狱的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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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考虑到地区指挥官独特的权力，并考虑到他们过去的做法和所涉各种利益

(包括获得对过去侵犯人权行为的豁免)，专家组不能排除这些指挥官依然对获取

武器和相关物资很感兴趣的前景。此外，专家组所收集的情报表明，武器和弹药

被从科特迪瓦转移至诸如马里和尼日尔等其他国家。在过去的报告中，专家组对

马里危机以及由利比亚向马里转移武器和相关物资的潜在的破坏稳定作用感到

关切。 

7.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专家组进一步记录和确认，从他们被纳入正规的安全

结构以及他们对各种非法/非正规经济活动的控制角度来看(见下文第七节)，前

“新生力量”成员网络有着不断增长的实力和影响(见 S/2012/196，第 17 段)。

他们在国家武装部队中的影响增加了，因为最近创建的安全营目前均在前地区指

挥官的指挥下。2012 年下半年科特迪瓦境内的一系列袭击，给重组科特迪瓦安全

部队铺平了道路，需要优先考虑前“新生力量”地区指挥官和战斗人员的有效军

事能力和忠诚度问题。 

8. 结果，不仅阿比让，科特迪瓦所有地区，现在均处于与“新生力量”在他们

从 2002 年至 2011 年控制的称为中区、北区和西区的地区建立的相同类型的结构

的控制之下。 

9. 有关在努力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进步方面，2012 年 10 月 11 日，巴博政权下

的前共和国卫队指挥官 Brunot Dogbo Blé将军，因在 2010/11 选举后危机期间犯

下的罪行，特别是因为下令暗杀 Adama Dosso 少校被判处 15 年监禁。这一重要

审判，作为努力打击科特迪瓦有罪不罚现象的一个重要步骤，受到欢迎。然而，

有关对西蒙娜·巴博审判的延迟以及对几个前地区指挥官的调查进度缓慢方面，

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二. 调查方法 
 
 

10. 专家组优先重视在科特迪瓦各地和邻国进行实地调查。专家组还审查了地

方、区域、国家、国际组织和私营公司提供的书面证据。 

11. 在每次调查期间，专家组都设法寻找无可争议的书面证据，以证明调查结果，

包括武器和弹药所用标识等物证。在没有这些具体证据时，专家组要求至少提供

两个独立和可靠的消息来源证实调查结果。  

12. 专家组在每个授权领域进行调查，以评估可能违反有关安全理事会制裁的行

为。专家组尽可能将对国家、个人和公司的调查结果提请有关方面注意，给他们

一个答辩的机会。 

13. 专家组还认为有必要强调，在本任务期间，预算的削减严重限制了它为调查

在实地持续驻留和访问会员国的能力。专家组感到关切的是，订正预算可能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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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限制未来的专家组的调查，从而损害向关于科特迪瓦的第 1572(2004)号决议

所设安全理事会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的全面性。 

 

 三. 专家组提供信息要求的落实情况 
 
 

14. 在其任务期间，专家组向会员国、国际组织、私人实体和个人发出了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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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答复从满意的

答复到不完整的答复到没有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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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已收到贝宁、布基纳法索、中国、法国、加纳、拉

脱维亚、尼日尔、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政府提供的满意答复。专家组还已收到下

列实体提供的满意答复：伦敦的劳埃德公司、科特迪瓦大西洋银行、科特迪瓦生

境银行、国民投资银行、法国巴黎富通银行、农业融资银行、科特迪瓦银行总公

司、西非国家中央银行、BRVM 地区股票市场、肯尼亚航空、加拿大自然资源有限

公司、兰德戈尔德资源公司、世界钻石理事会、世界黄金协会、国际钻石制造商

协会、世界钻石交易联合会和伦敦金银市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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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收到了安哥拉、科特迪瓦、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多哥和津巴布韦等国政府不完整的答复。专家组还

收到下列实体不完整的答复：USMC 公司、Parex Banka 银行、科特迪瓦工商业联

合会、Tullow 石油公司、科特迪瓦国家矿业发展协会和科特迪瓦国家石油公司。 

17. 在某些情况下，尽管专家组多次提出要求和提醒，但是有关方面没有答复专

家组提供信息的要求。专家组没有收到安哥拉、马里、南非、多哥和津巴布韦等

国政府的答复。专家组也没有收到以下实体的答复：西非国家中央银行、法航、

布鲁塞尔航空公司、阿联酋航空公司、SA 航空物流公司、马汉航空公司、林业发

展协会、咖啡-可可委员会、科特迪瓦行政出版物编辑中心、科特迪瓦商工国际

银行、MKU Private 有限公司、科特迪瓦银行协会、JP 摩根大通银行、Editions 

et Librairies L'Harmattan 出版社和 GP Garments Private Limited 服装私人

有限公司。 

 

 四. 与制裁有关的区域问题 
 
 

18. 专家组注意到，科特迪瓦当局在阿拉萨内·瓦塔拉总统的领导下，在加强与

加纳和利比里亚的安全合作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逮捕利比里亚有名的雇佣兵和从

加纳开展活动的巴博政权的有名成员减少了参加科特迪瓦袭击的各团体自选举

后危机结束以来破坏稳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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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专家组注意到，科特迪瓦和邻国的安全局势依然脆弱。有不稳定影响的团体，

无论是与科特迪瓦亲巴博民兵联系紧密的利比里亚雇佣兵还是仍在加纳开展活

动的那些巴博先生的支持者，他们在科特迪瓦安全部队内有着重要网络(业务、

意识形态和种族)，仍然是一个安全威胁。正如专家组在以前的报告中所述，在

得到适当财政支持时，这些团体可以对象科特迪瓦这样一个仍在应对十年的政治

和军事危机的影响的国家，有着消弱性影响。这些团体有能力，在科特迪瓦境内

外，依靠违反制裁制度而获得的武器和相关物资，开展军事行动和招募战斗人员。 

20. 据可靠消息透露，从马里和科特迪瓦之间的战斗人员和(或)武器和相关物资

的流动角度来看，马里的局势尚未产生相关影响。然而，在利比亚危机之后，西

非持续存在的武器和相关物资的贩运、科特迪瓦境内仍然出现情况不明的武器和

弹药以及大量失业的前战斗人员(既未重返社会，也没有得到补偿)是专家组关切

的要素。 

 

 五. 与利益攸关方的合作 
 
 

 A. 与利比里亚问题专家小组的合作 
 

21. 依照第 2045(2012)号决议第 11 段，专家组与利比里亚问题专家小组保持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在进行联合调查和定期交换信息方面。 

 B. 与科特迪瓦当局的合作 
 

22. 在专家组任务期间，科特迪瓦政府与专家组保持了良好的合作。但是，专家

组对缺少与经济和财政部、司法部以及矿产、石油和能源部的合作表示关切。 

 C. 与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的合作 
 

23. 专家组谨对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科行动)在其任务期间提供的宝贵支持

表示感谢。联科行动继续向接任的各个专家组提供办公室、运输和行政支持。联

科行动综合禁运监察股向专家组提供后勤支援和分享关于禁运的重要信息，特别

是有关违反制裁制度进入科特迪瓦的弹药和物资的数据。禁运股还继续提供出色

的行政支持。 

 

 六. 武器 
 
 

 A. 对违反武器禁运行为的跟踪 
 

  与科特迪瓦境内的军事袭击有关的违反禁运行为 
 

24. 加纳官员施加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以及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和加纳当局之间加

强合作和积极的努力，削弱了亲巴博的激进团体，并迫使他们重新组织其政治和

军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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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为了在科特迪瓦开展军事行动，这些结构一再违反制裁制度。战斗人员公然

违反武器禁运，携带武器和弹药进入该国。指挥官还以现金形式运送资金，以便

在科特迪瓦境内招募更多的战斗人员，并购买武器和相关物资。亲巴博的激进派

所采取的行动，突出显示了科特迪瓦境内流通的情况不明的武器和相关物资以及

存在能够破坏该国稳定的许多前战斗人员所带来的威胁。 

26. 在 2012 年 8 月 6 日对阿库埃多军营发动袭击时，专家组收到有关加纳亲巴

博的激进派的军事领导人与前“新生力量”高级代表，包括“新生力量”前秘书长

和科特迪瓦国民议会现任议长纪尧姆·索罗以及他的亲密顾问兼礼宾司长 Kamagat

é Souleyman(别名为“Soul to Soul”)之间建立联络方面的可靠信息。 

27. 在其任务期间，专家组继续跟踪加纳境内亲巴博的激进派的活动。自 2012

年 12 月以来，效忠于巴博先生的团体计划和实施的军事行动在频率和范围上已

经减少(见本报告附件二)。加纳当局(分别于 2013 年 1 月 17 日和 2 月 4 日)逮捕

了诸如夏尔·布莱·古德和指挥官 Jean-Noël Abéhi 等亲巴博团体的知名领导人。 

28. 正如中期报告(S/2012/766)所强调的那样，专家组收集到的信息证实，亲巴

博的激进团体是接受前巴博政权代表的财政支助的一个政治和军事结构，其目标

是通过暴力行为更换政府，以恢复 2011 年 4 月后丧失的权力和影响。 

29. 自 2012 年 10 月以来，亲巴博的激进派重新安排了其活动，现由五大派系组

成：Alphonse Gouanou 上校、Damana Pickass、Didier Goulia、指挥官 Jean-Noël 
Abéhi 和 Bamba 少校(见本报告附件 3)。他们的作战能力已被严重削弱，因为加

纳当局已开始着手解决有关团体及其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和区域和平所带来的威

胁。 

30. 如以前所报告的那样，在专家组任务期间，这些派别多次违反制裁制度，在

科特迪瓦境内开展军事行动。战斗人员携带武器和弹药进入科特迪瓦，还拥有旨

在该国招募其他战斗人员及购买武器和相关物资的资金。 

31. 专家组认为，除了了解让这些派别得以在科特迪瓦境内招募更多的战斗人员

(包括前“新生力量”和防卫与安全部队人员或国家武装部队失望人员)及购买武

器和相关物资的筹资和融资方法外，必须详细了解有关派别的结构和组成情况。 

32. 由 Gouanou上校领导的派别在财政上依靠前预算部长Justin Koné Katinan、

他的律师 Lucie Bourthoumieux 以及前商业部长 Touré Amara 的支助，特别是自

Katinan 先生于 2012 年 8 月在加纳被捕以来，更依靠后者的支助。 

33. 自 2012 年以来，在 Amara 先生位于阿克拉的 East lagoon 地区的住房内举

行过协调会。高级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包括洛朗·巴博的精神顾问莫伊兹·科雷

牧师，参加过会议。一旦确立了有关作战行动，会通过运送人将资金从加纳送到

在利比里亚的雇佣军指挥官手中和(或)渗透进入科特迪瓦西部的指挥官手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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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招募进程。专家组确定以下人员参加过资金转移：Ophoree Diah(见 S/2012/ 

901)、Myriam Gaye 或 Miriam Guei(见 S/2011/757，第 73 段)、Marceline Gueu

和别名为“Roger Tikouaï”的 Didier Goulia(见 S/2012/766)。最后一次提到接

收和分配由 Marcel Gossio 提供的用于招募和作战目的的资金(见 S/2012/766)

是在他在摩洛哥安家之前。根据专家组的资料，为作战和安全原因，定期以现金

运送这些资金。专家组还记录了几起向在阿比让及其周围开展活动的指挥官非正

式转让资金的案例。 

34. 别名为“Anaconda”或“Abraham”的Serge Koffi，是该结构位于加纳的领导

人同科特迪瓦境内的战术指挥官，特别是别名为“Emmanuel”的Pehé中尉和别名为

“Konan”的 Fabrice Bawa 中尉之间的联络官。Koffi 先生(以前曾于 2010 年 9

月至 2011 年 3 月期间担任夏尔·布莱·古德的侍卫)，是 2012 年 2 月由 Gouanou

上校招募的，并最终于 2013 年 2 月在阿克拉，在加纳和科特迪瓦安全机构之间

的一次联合行动中被捕。 

35. 专家组注意到，为了其在科特迪瓦的行动，并为进行加纳和利比里亚境内的

协调，所涉个人拥有 Thuraya 卫星电话。在科特迪瓦，Koffi 先生、别名为“Gé

déon”的 Blé Hervé(在 2013 年初的一次行动中被打死)、Bawa 中尉、Pehé中尉

和他的父亲以及 Katé Gnatoa 上校 (2012 年 3 月 9 日被捕)也配有此类装备。在

加纳，据报告，Dadi 上校(负责行动，见本报告附件 4)分发卫星电话并提供信贷。

在利比里亚，在袭击 Para Sao 附近的地方时(见 S/2012/766，第 40 段)，Niehzee 

Barway 和别名为“Rambo”的 Stephen Gloto 两人，也象其指挥官 Bobby Sarpee 

(2012 年 10 月 16 日被逮捕)一样，配备了 Thuraya 电话。对专家组而言，使用

这样复杂和昂贵的通讯工具，突出显示了存在一个有效的共同指挥和控制机制。

根据专家组的信息，应 Justin Koné Katinan 的要求，2011 年，Touré Amara 在

迪拜购买了 21 部 Thuraya 电话，后来将这些电话分发给亲巴博的激进派的多名

成员和负责在科特迪瓦开展行动的个人。 

36. 根据专家组的资料，Damana Pickass 提供了用于 2012 年 6 月 8 日对科特迪

瓦西部 Para Sao 附近的袭击的资金，在这次袭击中 7 名来自尼日尔的联合国维

和人员和 26 名科特迪瓦平民被打死(见 S/2012/766，第 40 段和本报告附件五)。 

37. 专家组对几个 Thuraya 电话号码的通话记录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 3 部卫星

电话是 2012 年 2 月 4 日启用的。在检索的号码中，有许多是与加纳、科特迪瓦

和利比里亚境内的号码的通话，其中 4 个是与别名“Maréchal KB”的指挥官 Kakou 

Brou 以及 Salif 中尉(参与策划 2012 年阿比让的袭击)的通话。据报道，前者转

移资金，资助2012年8月13日Péhé Kanhouébli的袭击。据报道，后者也用Justin 

Koné Katinan(通过 Dadi 上校)提供的资金在科特迪瓦西部(Thai 森林地区)购买

武器和相关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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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根据专家组的资料，亲巴博的激进派的军事指挥官还几次访问利比里亚，与

利比里亚雇佣兵头目进行联络和参加招募活动。列举一例，2011 年底，Gouanou

上校在蒙罗维亚会见了雇佣兵指挥官们。警察局长 Loba，负责亲巴博的激进派的

情报工作，他与争取利比里亚民主运动的前官员、现负责加纳境内 Buduburam 难

民营的利比里亚难民的 Amos Cheyee 密切合作。2011 年年底，Amos Cheyee 几次

前往利比里亚，他在那里会见了雇佣兵指挥官们和国民议会的一位前副议长，评

估了雇佣兵的需求和军事能力。据报导，他与 Didier Goulia 进行联络。 

39. 根据专家组的资料，自 2013 年初以来，科特迪瓦安全部队一直在逮捕在阿

比让地区活动的战地指挥官(由指挥官 Jean-Noël Abéhi 领导)。这些指挥官是：

别名为“Camara”的 Félix Clark Kla Giraud、别名为“PKM”的 Koudou Gnango 

Jean-Didier 以及别名为“AA52”的 Ouei Kouah Rodrigue。在给专家组的声明

中，Koudou Gnango Jean-Didier和Ouei Kouah Rodrigue承认曾与Damana Pickass

共事。专家组的理解是他们积极参与几次游击行动，包括分别于 2012 年 8 月 5

日和 6 日进行的 Yopougon 地区的致命袭击以及对阿库埃多军营的致命袭击。 

  对科特迪瓦境内的军事行动的财政支持 
 

40. 据可靠消息透露，在科特迪瓦境内发生的军事行动的经费由巴博政权前官

员、来自科特迪瓦移民的捐款(见本报告附件六)以及位于几个西非国家的银行账

户的提款提供的。科特迪瓦战斗人员和利比里亚雇佣军开展军事行动。 

  巴博当局 
 

41. 根据专家组的调查，2002 至 2004 年期间科特迪瓦安全部队获得了多种武器。

但是，据报道，他们掌握的弹药数量不足以维持长期的军事行动。据科特迪瓦安

全部队负责库存的有关高级军官说，自 2000 年以来没有进行过系统和综合的弹

药库存清点。 

42. 据可靠消息透露，在 2010/11 年选举后危机期间，科特迪瓦安全部队的指挥

架构实际上由总统控制，总统指挥所有武器和相关物资的供应，并随后向不同建

制单位、科特迪瓦民兵和利比里亚雇佣兵派发弹药。 

43. 根据各种可靠的消息来源，莫伊兹·科雷牧师、前国防部长Kadet Bertin、

科特迪瓦前驻南非和俄罗斯联邦大使馆武官Henri César Damana Sama上尉和别

名为“Séka Séka”的指挥官Anselme Séka Yapo，在科特迪瓦境外进行过活动，

为武器和相关物资交易作经纪人。根据专家组的消息来源，总统府在采购此类物

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__________________ 

 
1
 专家组获得了 2003 年的文件，其中展示了当时的第一夫人 Simone Gbagbo 的内阁在采购武器

和相关物资中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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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对科特迪瓦国防部和内务部的海关机构(军队间转运机构)提供的 2004 年至

2011 年数据(见 S/2012/196，第 137 段)进行系统分析后，专家组没有发现表明

曾进口武器和相关物资的任何迹象。 

 B. 在科特迪瓦发现的弹药和武器 
 

 1. 有类似于苏丹生产特点的弹药 
 

45. 根据联科行动提供的资料，共查明数万发 7.62×39 毫米突击步枪弹药，其

生产标识时间为 2010 年和 2011 年。这些弹药及其包装和标识与苏丹生产产品相

符。在科特迪瓦西部的军营以及在解除前战斗员武装的持续进程中开展的武器收

缴活动中经常发现这种弹药。2012 年 8 月 6 日，在阿比让 Akouedo 军营遭受致命

袭击后，联科行动在袭击现场发现一些单发上述弹药。在同一地点还发现几箱弹

药，上面有批号和生产日期的标记。 

46. 联科行动在进一步调查后发现，这些弹药很有可能是准备运交给亲巴博的部

队，并在 2011 年 4 月捕获巴博先生之前贩运到该国境内。这些调查依据了与战

斗员和前战斗员的交谈以及对在与亲巴博的部队关系密切的地点发现的箱子的

观察。例如，2013 年 2 月 22 日，联科行动和专家组检查了自 2011 年 4 月一直被

包围在阿比让陆军总部军械库内的一个房间内的东西。房间内的东西包括 12 箱

弹药，每个箱子内装有 1 500 发弹药，这些弹药用黑色塑料袋密封，每袋 100 发

子弹，其中 7 个箱子上的生产日期为 2011 年(见本报告附件七)。 

科特迪瓦人民阵线和全国大会党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47. 2010年 7月 10日至17日，由主席帕斯卡尔·阿菲·恩盖桑、阿胡瓦·唐·梅

洛和阿尔芒·杰拉德·奥布组成的一个科特迪瓦人民阵线代表团访问了苏丹，并与

全国大会代表举行工作会议。访问期间，双方于2010 年 7 月 14 日签署了一份谅解

备忘录(见本报告附件八)。备忘录除其他要点外包括以下条款：在发生外部干预

时提供相互协助；个人安全和防止暴力行为；交流与安全问题有关的数据。 

48. 在上述访问期间还参观了苏丹兵工厂。工作组不能排除以下可能性：对苏

丹的访问与后来在科特迪瓦境内发现 2010 年和 2011 年苏丹制造的弹药有密切

关系。 

 2. 有类似于伊朗生产特点的弹药 
 

49. 据联科行动称，在检查军事库存和收缴武器活动期间，经常会遇到 7.62×54

毫米弹药(2000年和2001年制造而且来源地很可能是伊朗)和5.56×45毫米弹药

(2002 年制造而且来源地很可能是以色列)。已经记录在案的每种口径弹药的数量

有数万发。弹药的生产日期为禁运之前，并不表明有可能违反了禁运。然而，需

要对某些因素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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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关于 7.62×54 毫米弹药，专家组注意到有人企图去除 14 个木箱上的包装标

识。每只木箱上的标识已经用浅蓝色油漆涂盖过。每只木箱内装 1 000 发弹药，

每 200 发用绿色塑料战斗包包装。批号和生产年份等标识仍然清晰可见(见本报

告附件九)。在亲巴博部队库存中居然有数量如此之多的此种弹药，值得注意。

2012 年 10 月，联科行动和专家组记录到 2011 年 4 月后在阿比让 Attécoubé海军

基地遗弃的库存中有类似木箱的情况。2013 年 2 月 23 日，在阿比让检查武装部

队指挥部期间再次发现这种木箱。专家组会继续展开调查，以确定上述弹药进入

科特迪瓦的日期。 

51. 专家组注意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苏丹制造的大批弹药通常一起储存在军

营中。专家组不能排除这些成批弹药一批和(或)同时交付的可能性。专家组正在

继续展开调查，以确定这些弹药在进入科特迪瓦之前的运输路线以及这种可能违

反制裁制度行为的参与者。 

52. 专家组收集的证据显示，在 2011 年 3 月和 4 月非洲联盟政治斡旋失败后，

西蒙·巴博的随从中的关键人物，主要是指挥官 Anselme Séka Yapo，正在积极

寻求包括军事支持在内的外部支持(见本报告附件十)。 

53. 专家组注意到，驻巴黎公关专家和说客 Victorine Avit-Nemet 同西蒙·巴

博的安全顾问、Anselme Séka Yapo 指挥官之间 2011 年 4 月 2 日的电子邮件通信，

其中提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能提供的支持。这种交流的性质说明，Avit-Nemet

女士已经确定了随时准备向巴博政权提供支持的几个对话方。Anselme Séka Yapo

指挥官发出的另一封电子邮件还提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可能提供的支持。考虑到这种交流的性质，专家组不能排除这种支持涉及需遵守

军火禁运的货物的可能性(见本报告附件十一)。 

 3. 有类似于以色列生产特点的弹药 
 

54. 联科行动记录了 Attécoubé海军基地的几十个金属箱，其中一些箱子上的标

签有拼写错误，另一些箱子上有西班牙文标识(见本报告附件十二)。因此，以色

列制造的弹药有可能在最初出口到第三国之后被重贴标签，然后转运到科特迪

瓦。联科行动还记录到，2011 年 6 月和 7 月发现了在总统府和 Attécoubé海军基

地发现了属于同一批货物的数十个箱子。专家组注意到，在科特迪瓦发现属于同

产地和同批的大量同类弹药的情况并不常见。此外，上述两个地点是效忠巴博先

生的科特迪瓦安全部队使用(主要是在 2010/2011 年选举后危机期间)的设施。 

 4. 有类似于中国生产特点的弹药 
 

55. 自从 2012 年 2 月以来，联科行动收缴了若干弹药(见本报告附件十三)，这

些弹药的标识(包括生产商代码)与中国生产的弹药相符。在阿比让查获了用黑色

塑料袋包装的 12.7×108 毫米弹药(生产年份：2010 年)，这些塑料袋的尺寸和材

料同用来包装上文所述苏丹制造弹药的包装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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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联科行动在阿比让和圣佩德罗收缴了 14.5×114 毫米弹药(生产年份：2009

年)。中国当局证实在 2009 年至 2013 年之间向尼日尔出售了这些弹药，但最终

用户证书禁止未经中国事先授权转让这些物资。 

57. 联科行动还记录了用于 QLZ-87 榴弹发射器的 35 毫米榴弹(生产年份：2007

年)。专家组注意到，这种弹药通常在尼日尔和苏丹使用。 

58. 专家组想要强调，所有上述弹药如为中国制造，还有可能在最初出口到第三

国之后被重新贴上标签，然后转运到科特迪瓦。 

 5. 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制造的 Sudaev PPS-43 型冲锋枪 
 

59. 根据联科行动提供的资料，在发生 2011 年 4 月事件之后，在阿比让总统府

和设在亚穆苏克罗的共和国卫队总部发现弹药储存，根据记录共有 2 000 枝

Sudaev PPS-43 型冲锋枪。令人关切的是，每件武器上的标识已被去除，武器也

已无法使用。这种系统性去除大量同类武器标识的做法暗示，这些物资可能是违

反禁运进入该国境内的。联科行动发现这些武器的地点表明，这些武器是前巴博

部队持有的。专家组注意到，由于少了一些零件，大多数武器已不能使用(见本

报告附件十四)。 

60. 2012 年 8 月，作为对遗留在莫伊兹·科雷牧师住所的文件所作分析的一部

分，专家组发现各种文件，这些文件涉及军用飞机以及以下采购的报价(2010

年 7 月 10 日)：米-24V/D 型战斗直升机和相关弹药；苏霍伊 SU-25 型支援飞机

和相关弹药；URAL 型卡车和 UAZ 型吉普车；各种弹药，包括用于 BM-21 多管火

箭发射器的 122 毫米火箭、60 毫米、81 毫米、82 毫米和 120 毫米迫击炮弹药；

用于 BMP-1 型步兵战车的 73 毫米弹药；用于 BMP-2 型步兵战车的 30 毫米弹药；

手榴弹；用于 RPG-7 型反坦克武器的火箭；反坦克地雷和杀伤人员地雷；小武

器弹药(见本报告附件十五)。相关消息来源(包括巴博政权安全机构的数名高级

官员)都确认了莫伊兹·科雷牧师对违反制裁制度购买武器和相关物资负责。 

 6. 已去除序列号的武器 
 

61. 如专家组在上一份报告(见 S/2009/521)中所述，在科特迪瓦经常发现已经用

机械手段去除序列号的武器(见本报告附件十六)。除了以往的调查结果外，专家

组最近还记录了６枝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 VZ.58 型突击步枪；保加利亚制造的

RPG-7V 型火箭推进式榴弹发射器；中国制造(2003 年中国出口至尼日利亚)的

37/38 毫米防暴榴弹发射器；几种型号的 56-1 型突击步枪，这些步枪的点状序号

以 48 开头，而不是在苏丹和科特迪瓦北部更加常见的以“35”或“37”开头的

序号。联科行动还记录到比利时制造的 FN FAL 型步枪和 UZI 型冲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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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联科行动向专家组转交了关于几枝波兰制造并带有阿拉伯文标识的AKM型突

击步枪的资料。波兰当局在同专家组接触时表示，这些武器是 1980 年以前制造

的，是合法转让给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的。 

 7. 在尼日尔和尼日利亚边界查缴的科特迪瓦武器 
 

63. 专家组获悉，2012 年 5 月 12 日，尼日尔当局在尼日尔和尼日利亚边界查获

一批武器和弹药，包括一个 RPG-7 型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2 挺轻机枪、19 支冲

锋枪、1 支螺栓行动步枪、1 支 12 毫米口径猎枪和 1500 发弹药(主要是 7.62×39

毫米和 7.62×54 毫米口径)。两名尼日利亚国民和一名来自布瓦凯的科特迪瓦人

在运送武器和弹药时被捕。 

64. 对查缴的武器和弹药的分析显示，它们与科特迪瓦常见的武器和弹药类似。

在观察到的 16 种 7.62×39 毫米弹药中，有 14 种在科特迪瓦报告发现过。 

65. 此外，两支 AK-47 型突击步枪和 RPG-7 型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同前“新生力

量”使用的武器具有类似特点。这些武器的序号已用机械手段去除，在科特迪瓦

北部发现的大量武器也是如此(见 S/2009/521)。 

66. 对专家组而言，查缴的这批武器以及在科特迪瓦和马里边界查缴的那批武器

(见 S/2012/196)显示，来自科特迪瓦的武器和弹药有贩运网络。尽管物资数量较

小，但如果考虑到萨赫勒持续的危机及其可能对科特迪瓦北部产生的影响，这一

资料则令人关切。 

 C. 与“新生力量”有关的个案研究 
 

 1. 交付武器和相关物资 
 

67. 专家组在上一次报告(S/2009/521)中向委员会报告了在向“新生力量”供

应武器和相关物资方面出现的违反制裁制度情况。在 2011 年之前，这个反叛团

体在其秘书长纪尧姆·索罗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下，控制了科特迪瓦北部，而索

洛自 2012 年 3 月 12 日以来一直担任科特迪瓦国民议会议长。 

68. 根据专家组的资料，在选举后危机期间，“新生力量”接受了违反制裁制度

提供的大量武器和弹药。这一行动据称是一个名叫 Moustapha Chafi 的毛里塔尼

亚人居中促成的，而且专家组已经查明，一名苏丹国民为此提供了协助。据称，

这批物资是从苏丹空运到布基纳法索的。 

69. 专家组注意到，控制科特迪瓦南部的科特迪瓦武装部队并不使用在“新生力

量”以前控制的地区发现的 56-1 型和 56-2 型武器。这些武器的序号已经系统地

用机械打磨手段去除，这表明是有意造成这些武器难以或无法追踪。同样，除了

上述 PPS-43 型冲锋枪外，专家组在科特迪瓦武装部队的军械库中没有发现已去

除序号的任何标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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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违反武器禁运情况 
 

70. “新生力量”前高级官员证实，在 2011 年初，用至少 6 辆卡车从布基纳法

索向卡蒂奥拉地区运交了武器和弹药。交货是在对阿比让发动进攻的筹备阶段进

行的，这说明进行了后勤等方面的规划。专家组还获悉，在 2004 至 2011 年期间

提供了类似的供应，来源地同样是布基纳法索。 

71. 专家组收集的证据显示，至少有两个车队将武器和弹药转运到驻扎在卡蒂奥

拉、被人们称为“神秘营”的军营，这个营的指挥官是别名为“Vetcho”的埃尔

韦·图雷。 

72. 卡车和司机都来自布基纳法索。每个车队由布基纳法索军方的 Kouma 中士负

责。这些武器和弹药然后被分发到 Kamagaté Souleymane(别名“Soul to Soul”，

是纪尧姆·索罗的亲密顾问)指挥的部队。向科特迪瓦输入这些武器和弹药明显

违反制裁制度。 

73. 根据专家组的记录，在交付给“新生力量”的武器和弹药中还有火力支援武

器，例如有 4挺 ZPU-4 型重机枪、6 挺 ZPU-2 型重机枪和 4 挺 ZPU-1 型重机枪(见

本报告附件十七)。这些武器也是用卡车运送的。重机枪都是与配件一同交付的，

在使用时需要技术协助和培训，而协助和培训据称都是由布基纳法索武装部队中

接受 Kouma 中士指挥的六名教官提供的。培训是在“新生力量”N’zi 军营进行的，

这个军营位于卡蒂奥拉和达巴卡拉之间(坐标为 N8º14’15.08”W4º50’32.56”)，

“新生力量”在 2008/09 年还在那里向毛里塔尼亚战斗员提供了训练。 

74. 根据专家组的记录，在交付的弹药(特别是小口径武器弹药)中有 F-1 型手榴

弹、60 毫米和 82 毫米迫击炮炮弹、RPG-7 型火箭弹和 14.5 毫米弹药。上述武器

和弹药的标识已被去除，相应木箱上的标识则用油漆掩盖过。专家组认为，在发

生选举后危机后，这些武器和相关物资被存放在科特迪瓦北部由国家武装部队前

“新生力量”人员控制的设施内。 

75. 根据专家组的消息来源，在发生选举后危机后，大量武器和弹药(包括 BM-21

型多管火箭发射器在内的重武器系统)被转移到科特迪瓦北部科霍戈(由受制裁

的个人马丁·夸库·福菲指挥)、Kofiplé等阵地，这些阵地位于纪尧姆·索罗的

出生地费尔凯塞杜古附近。 

76. 专家组通过一致、可靠的证词证实，2010 年，50 名前“新生力量”人员在

布基纳法索大埔的突击队训练中心接受军事训练。其中一些人后来被收编进入索

罗先生的贴身卫队。 

 D. 持续违反制裁制度 
 

77. 安全理事会根据第 2045(2012)号决议在制裁制度中引入了非致命性物资进

口之前的通知程序，并保留进口致命物资之前的豁免程序。截至编写本报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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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当局已进口了多种应履行通知程序的物资，但仅有一次在事后向委员

会提交通知。 

78. 专家组认为，不履行通知和(或)豁免程序、在进口禁运货物之后向委员会提

交通知以及货物数量的资料不完整都是违反制裁制度行为，并严重损害了制裁制

度的公信力。 

79. 科特迪瓦当局的确拥有履行复杂进口程序的行政管理能力。履行通知程序

的必要文件是为商业交易编制的文件。专家组认为，科特迪瓦当局的确拥有根

据安全理事会的规定履行通知程序的行政能力，但前提条件是要有这么做的政

治意愿。 

 1. ACMAT 防卫公司生产的车辆 
 

80. 在执行任务期间，专家组多次注意到，在阿比让有 ACMAT 公司生产的若干种

型号的轻型战术四轮驱动吉普车。这些车辆经确认属于共和国总统安保小组。这

些车辆是在 2011 年底违反制裁制度交付的(见本报告附件十八)，当时已根据第

1980(2011)号决议实施强制性的豁免程序。 

81. 2012 年 12 月 14 日，法国 ACMAT 防卫公司向专家组证实，所供应的车辆不是

为军事用途而设计的。但是，专家组注意到，这些车辆在交付给科特迪瓦安全部

队时已经配备了一个可以用来安装自动武器的拱形安全架。2013 年 1 月，专家组

在阿比让再次发现，共和国总统安保小组的 ACMAT 轻型战术车辆配备了 PKM 型冲

锋枪(7.62×54 毫米口径)。专家组认为，ACMAT 轻型战术车辆是一种军用车辆，

科特迪瓦当局没有遵守第 2045(2012)号决议规定的通知程序，因此违反了制裁制

度(见本报告附件十九)。 

82. 2012 年 12 月，专家组注意到阿比让出现了 ACMAT 防卫公司制造和交付的崭

新军用车辆。除了上述轻型战术车辆外，专家组还记录到科特迪瓦当局进口了

VLRA 型轻型卡车(用于侦察、护送和支援的车辆)的情况。这些车辆已经分配给国

家武装部队，并可以配备自动武器。 

83. 2012 年 11 月 20 日和 2013 年 3 月 22 日，科特迪瓦当局分别通知委员会进口

79辆 ACMAT 公司制造轻型战术车辆以及 10辆 ACMAT 公司制造轻型战术车辆和 11

辆 VLRA 型轻型卡车。然而，根据专家组掌握的信息，这些车辆的交付在 2011 年

11 月已经开始。 

84. 几份文件显示，科特迪瓦当局和 ACMAT 公司之间在 2012 年 8 月订立了购买

519 辆 ACMAT 轻型战术车辆、VLRA 型轻型卡车和雷诺牌卡车的合同。根据这些文

件，这些车辆的交付将在 2012 年 8 月至 2013 年 5 月交错进行。截至编写本报告

时，科特迪瓦当局仅仅向委员会提交了有关 100 部车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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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由于在 2011 年没有向委员会提交任何豁免请求，而且在 2012 年也没有一次

及时作出通知，因此，专家组认为这些货物的运送公然违反了武器禁运。 

 2. MKU 私营有限公司提供的防弹头盔 
 

86. 2012 年 8 月 31 日，总部设在印度的 MKU 私营有限公司向科特迪瓦出口了大

约 1 250 顶防弹头盔，用于装备共和国总统安保小组(见本报告附件二十)。专家

组曾在 2006 年和 2007 年报告，该公司为安全部队和安全行动指挥中心提供了防

弹物资(见 S/2012/196，附件 17(a))。 

87. 鉴于没有及时向委员会提交通知，专家组认为这批货物的运送公然违反了武

器禁运。 

 3. 格洛克公司提供的成箱手枪 
 

88. 2013 年 2 月 4 日，一家奥地利公司“格洛克”向共和国卫队安保小组指挥官

运送了 150 支格洛克 19 型和 50 支格洛克 26 型手枪 (见本报告附件二十一)。 

89. 鉴于没有向委员会提交任何豁免请求，专家组认为这批货物的运送公然违反

武器禁运。 

 E. 对个人的调查 
 

 1. 国家重返社会和社区恢复方案及其协调人 Daniel Kossominia Ouattara 
 

90. 专家组对 Daniel Kossominia Ouattara 在国家重返社会和社区恢复方案购

买价值 1 750 万美元的禁运货物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后续调查。根据专家组掌握

的资料，该方案是总理在 2007 年设立的，在 2011 年至 2012 年期间违反了制裁

制度。 

91. 一家法国公司“USMC”向该国家方案出售了供科特迪瓦特种部队使用的作战

装备，而一家科特迪瓦公司“KS 工厂”充当了中间人(见本报告附件二十二)。这

批货物的总值为 300 万美元(见本报告附件二十三)。所出售的物品都是非致命性

物资。专家组认为，这违反了制裁制度。 

92. 关于出售格洛克公司制造的战刀问题，根据专家组的纪录，KS 工厂的经理

Salif Koné在发票上盗用法国 USMC 公司的标志(见本报告附件二十四)。因此，

专家组确认，USMC 公司没有向 KS 工厂出售战刀。然而，科特迪瓦当局并没有向

委员会提出进口这种致命物资的豁免请求。 

93. 根据专家组的纪录，一家中国公司“E＆C 技术”向国家方案出售了用于装

备科特迪瓦安全部队(国家武装部队、共和国卫队、宪兵、警察和海关等)的服

装，总价值 1 450 万美元。所出售的物品为非致命性物资。科特迪瓦当局没有

就进口这些物品向委员会提交通知(见本报告附件二十五)，专家组认为这违反

了制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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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根据专家组的纪录，还向科特迪瓦特种部队提供了武器零件(战术握把、战

术灯、全息瞄准器和折叠式托柄)。因为这些都属于致命性物资，未经豁免进口

这些物资违反了制裁制度。 

 2. Frederic Lafont 和 Robert Montoya  
 

95. 其他信息进一步证实了专家组在 2012 年 4 月的报告(S/2012/196)中报告的

事实。2013 年 2 月，装甲宪兵中队指挥官Jean-Noël Abéhi确认，Frederic Lafont

亲自向他的部队
2
 提供了M26A9 型杀伤手榴弹和BMP-1 型步兵战车使用的PG15 型

弹药(73 毫米口径)。专家组收集的其他资料证实，2010 年之前，Robert Montoya 

访问了Agban军营，并着手评估装甲车保养和维修方面的需求等工作。保养从未

进行。供应武器和相关物资以及提供外国技术援助显然违反了制裁制度。 

96. 根据专家组的资料，2012 年 9 月Claude Koudou
3
 (Editions et Librairies 

L’Harmatt《自由非洲》文集的编辑)努力筹集资金，以规划开展反对科特迪瓦当

局的行动。专家组收集的证据证实了这一点(见本报告附件二十六)。 

 七. 金融 
 
 

97. 依照第 1727(2006)号决议第 7(b)段的规定，专家组在任务规定框架范围内

分析了用于购买军火和相关物资以及开展活动的资金来源，其中包括来源于开采

科特迪瓦自然资源的资金。 

98. 科特迪瓦的宏观经济数字令人鼓舞而且积极。2012 年，科特迪瓦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 8.1%。来自石油、可移动资本的所得税及从登记和印花税获得的税收极大

地促进了增长。此外，和平、稳定以及国家主管部门的重新部署对于吸引外资至

关重要。 

99. 然而，专家组认为，该国依然面临经济和财政挑战，这些挑战有可能引发冲

突(这些冲突可能涉及使用违反制裁制度的武器)，特别是考虑到广泛的走私活动

对总体经济产生的不良影响。在这方面，专家组认识到，尽管 2012 年的财政收

入比 2011 年增加了 46%，但这一增长主要是得益于上述收税工作的改善。 

100. 本节分析了专家组中期报告(S/2012/766)中提到的各项挑战以及相关调

查的结果。本节还提到最近发生的海盗案件。专家组认为，海盗问题如果不得到

迅速有效的处理，有可能对制裁制度构成威胁。 

__________________ 

 
2
 在 2010/11 年选举后危机期间，这支部队接受安全行动指挥中心的指挥。 

 
3
 Claude Koudou 是促进非洲和平与发展联合会主席，参与了人道主义努力的活动。这些组织设

在法国，在 2011 年 8 月经 Assou Adoua 和 Justin Koné Katinan 批准筹集资金(见本报告附件

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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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违禁和非法开采自然资源 
 

101. 专家组指出，一些地方和国家主管部门相互勾结，为产品走私提供便利并

从中牟利。虽然专家组承认本届政府为处理这一问题作出的努力，但在实践中，

所出台的措施似乎成效不彰。 

102. 造成这种效果不彰的原因是，在公共行政部门存在一个盘根错节的军事-

经济网络，这个网络从走私中获利，而且在平行税收制度(见下文)中拥有既得利

益。使用武力的危险依然存在。该网络还系统地阻碍了诸如警察、宪兵、海关部

门以及水利和林业警察等最近重新部署的国家主管部门依法控制和拦截走私货

物。 

103. 专家组认为，走私造成的影响之一是，对出口货物征收的税费增长很少。

2011 年至 2012 年期间，增长 6%(从 4.42 亿美元增至 4.68 亿美元)。 

104. 如以往各份报告所述，在多年冲突以及在 2010/11 年选举后危机期间，各

方利用从合法出口以及非法走私获得的部分收入购买武器。 

105. 根据收集的证据和可靠证词，专家组认为，目前走私泛滥的情况扩大了上

述军事-经济网络的财政能力，加强了其采购武器和相关物资的能力。 

106. 该网络将整个国家划分成可以行使权力的多个经济区。地方当局无法对其

构成挑战。专家组多次看到地方当局响应该网络的地区领导人的要求的情况，而

地区领导人甚至让地方当局参与决策。 

107. 该网络沿用了以往的区域划分结构，这一结构原来在北部实施，现在已扩

展到整个国家(见 S/2009/521，第 35 至 38 段和表 1)。 

108. 为了说明显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科特迪瓦经济产生的影响，专家组选择了

该国最传统的一些农业出口产品：可可、腰果和棉花。走私造成的不良影响还波

及从进口产品获得的财政收入。专家组认为，非法所得有可能进一步削弱国家机

构，并可能被用来违反制裁制度购买武器。 

109. 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专家组多次写信给国防部、司法部、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咖啡和可可委员会(科特迪瓦监管咖啡和可可产业的机构)、科特迪瓦

林业发展署(科特迪瓦监管林业事务的机构)、棉花和腰果管理局(科特迪瓦负责

监管棉花和腰果产业的机构)等各政府实体，以便获得关于处理货物走私工作成

果的更多资料。除了上述最后一个实体之外，没有实体作出答复。 

 1. 可可走私 
 

110. 可可业的产量在 2011/12 年产季(10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下跌至 147 6000

吨，而 2010/11 年度为 1 510 0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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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通过加纳走私可可实际上取代了支付出口关税、支付较高的装卸和运输费

用以及在通往阿比让和圣佩德罗港口的公路上向非法检查站付费。根据证据和证

词，专家组了解到经常有卡车车队把可可运到加纳，而科特迪瓦军方人员为此提

供直接护送(见本报告附件二十八)。 

112. 据科特迪瓦当局估计，在 2011/12 年产季，走私可可达到 153 000 吨，给

该国经济造成 4 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该国 2012 年 251.25 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

的 1.6%)，使得该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损失 7 600 万美元。 

113. 这种损失不仅损害了预算经费提供和可可业投资计划的执行，而且造成将

大量资金转用于购买武器。如果军事-经济网络的参与者中出现经济利益和分歧，

资金仍然可能用于购买武器。 

114.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并解释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专家组在下文中介

绍了通过东部边界城市阿本古鲁市及其周边区走私可可的情况。 

115. 走私的可可每天利用一系列非正式过境点，穿过阿本古鲁市及其周边的

Agnibilékrou 和 Niablé地区。大多数可可被装载到由中等载重量 5 吨卡车组成

的车队上，这些车队黄昏后立即过境。在通常情况下，走私分子派出一个摩托车

先遣小组，报告公路上是否有情况。 

116. 走私的可可不仅种植在该国东部，而是种植在最西部，在达洛亚、达纳内、

迪埃奎文、曼恩、圣佩德罗和塞盖拉等城市周围。可可在科特迪瓦的收购价只有

每公斤 800 非洲法郎，而在加纳的售价为每公斤 975 非洲法郎(相差 22%)，可可

中间商主要是在加纳赚取差价。 

117. 总之，尽管科特迪瓦政府正在努力保证每公斤可可的底价为 1 000 非洲法

郎，但由于加纳和科特迪瓦之间的可可差价以及军事-经济网络组织完善等综合

因素，非法行业不仅蓬勃发展，而且拥有可以用于违反武器禁运的财源。 

 2. 腰果走私 
 

118. 科特迪瓦是世界上第二大腰果生产国。2012 年，腰果产量达到 450 000

吨。据科特迪瓦当局估计，2011 年通过该国北部和东部边境走私的腰果达到

150 000 万吨，给国民经济造成 1.31 亿美元的损失，国家财政收入也损失 300

万美元。 

 3. 棉花走私 
 

119. 科特迪瓦是西非第四大棉花生产国，仅次于布基那法索、贝宁和马里。在

2011/12 年产季，棉花出口量为 130 000 吨。据估计，在同一时期有 2 000 吨棉

花偷运出该国，造成了 100 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和 10 万美元的财政收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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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木材走私 
 

120. 在科特迪瓦，木材业历来是遭受长期掠夺和走私活动影响最严重的一个行

业，这些活动不仅产生收入，而且可以被非法用于购买武器。专家组希望用两个

实例说明这一情况。 

121. 专家组收到的证据和可靠证词表明，非法开采和贩运柚木的活动持续存

在。目前，由于前“新生力量”战斗员非常熟悉这些森林并正在为布瓦凯的非法

木材开发公司工作，这一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例如，2012 年 2 月至 12 月，七次

查缴木材，总数超过 478.6 立方米。同样，从木材走私中获得的资金也有可能被

用来违反制裁制度购买武器。 

122. 专家组还获悉，2012 年 1 月初，科特迪瓦林业发展署在阿比让的约普贡工

业区查获了一些载有柚木的集装箱，以及在阿比让高原地区运送柚木的六辆卡

车。专家组给科特迪瓦林业发展署写信，但没有收到答复。 

 5. 其他自然资源 
 

123. 走私和非法网络涉及到出口和进口两方面。该国经济还由于外国商品的流

入受到影响，该国政府因此无法对一系列产品征收进口税，其中包括糖(2011/12

年产季未售出的库存为 60 000 吨)、数千吨化肥和农药以及种类繁多的加工食品。 

124. 在上述情况下损失的财政收入总额尚未确定，但专家组仍然感到关切的

是，这些资金可能被用于购买武器。 

 B. 石油和黄金 
 

 1. 石油 
 

125. 除了中期报告(S/2012/766)所载的调查结果外，专家组获得的文件证据显

示，至少巴博先生的一名顾问兼国家石油公司(PETROCI)董事长 Kassoum Fadika

涉入佣金达到数百万美元的石油交易。如以往几次报告所述，专家组意识到，其

中部分佣金被用于购买武器。 

126. 根据专家组的纪录，2009 年 5 月的一个案件涉及到达成的、价值为 2 000

万美元的第一笔石油交易，这笔交易是与 PETROCI 筹划的。2009 年 11 月提议进

行数额为 8 200 万美元的第二笔交易。这些交易还包括与一家获得承认的石油公

司达成的交易，而在欧洲和科特迪瓦均有机构的一家银行也参与其中。 

127. 第三笔交易最为大胆，计划从 2009 年至 2011 年达成价值为 6 亿美元的石

油协议。由于这笔交易的数额很高，计划分两阶段完成。第一个阶段包括供应 140

万吨原油。据专家组了解，合同已经签署，而且 PETROCI 按照约定支付了 20%的

金额。需要为整个交易支付 9 亿美元的佣金，其中 5 亿美元是 2010 年 11 月支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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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专家组在全部交易中都注意到，在巴博政府执政期间，一个名叫 Philippe 

Solomon 的商人充当了 PETROCI(包括 Kassoum Fadika 和 Ibrahim Magassa 

(Algest 咨询公司的高级咨询师))和购买石油的客户之间的中间人。专家组了解

到，Solomon 先生在 2012 年初就与 Stéphane Kipré(洛朗·巴博的女婿，从事钻

石生意)联系，以达成一笔新的钻石交易。 

129. 专家组还记录了 PETROCI 和国有炼油公司(Société ivoirienne de 

raffinage)向 Charles Blé Goudé拥有的一家公司支付款项的情况，而后者是受

到联合国制裁的一名科特迪瓦人。 

130. 尽管与上述数字相比数额较小，根据专家组的记录，已提出申报的传媒公

司(Leaders Team Associated SARL)收到了两笔款项，该公司的法律代表是 Blé 

Goudé先生(见本报告附件二十九)。 

131. 专家组想要指出的是，专家组无法排除 PETROCI 向 Blé Goudé先生支付其

他款项的可能性，尽管该人受到联合国制裁。此外，据称 Blé Goudé先生还在

2010/11 年选举后危机发生之前、期间和之后参与了军事活动，根据记录，这些

活动几次违反了武器禁运规定。 

132. 最后，为了后续调查目前可能发生的违反制裁制度，将资金转作他用的情

况，专家组试图与矿产、石油和能源部以及 PETROCI 取得联系，以便获取有关对

后者进行审计的结果的第一手官方资料。然而，专家组没有收到这些机构的任何

答复。 

 2. 黄金 
 

133. 近些年来，一些大规模工业黄金开采公司对科特迪瓦的金矿开采兴趣日

增。目前，该国有四家大规模工业黄金开采公司出口黄金，尽管科特迪瓦在金矿

开采方面发展尤为不足，但 2012 年 12 月 19 日，矿产、石油和能源部发放了 14

个黄金勘探许可证，每个许可证有效期三年。许可证包括的地点分散在全国各地。

参与的公司包括 Perseus Mining、Occidental Gold、Randgold Resources、

Newcrest Mining、La Mancha Resources 和 Endeavour Mining Corporation。

据该部估计，随着新矿投入运营，到 2015 年年产量将超过 25 吨。 

134. 考虑到其绿岩带含金地质的情况，科特迪瓦在黄金开采方面发展尤为不

足。从中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手工和小规模金矿开采可能伴随工业开采同时增

多。 

135. 根据从该部获得的数据，该国大规模工业金矿生产黄金的出口额按当前世

界黄金价格计算在 2012 年超过 6 亿美元。有趣的是，这些官方数字还列出了由

“其他方面”出口的 213 公斤黄金，价值约为 1 200 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其

他方面”是指拥有该部颁发的 30 个购买和出口黄金许可证的持有者，这表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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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工业黄金开采许可证拥有者的黄金出口量在 2011 年上升 3 000%，他们正

式出口了 6.6 公斤的黄金。 

136. 由于这些许可证持有者并不从正式采矿公司进货，专家组的结论是，这些

黄金是从目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数百名手工开采金矿购买的。根据对手工开采产

量的真实价值作出的估计，这一数字可以很容易地增加五倍。有趣的是，手工和

小规模黄金开采在科特迪瓦并不是非法的，例如，现行法律规定可以获得手工开

采许可证，但该部却没有颁发这种许可证。专家组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购买/出

口许可证的持有者一直在购买非法开采的黄金而且获准合法出口。专家组给该部

写信，要求就这一现象作出说明，但至今尚未收到答复。该部完全了解，手工和

小规模黄金生产产量已很高，因此专家组认为，与其让这些黄金通过走私方式流

失，该部不如颁发购买/出口许可证，从而能够保持对出口量的了解程度。 

137. 专家组在调查期间了解并亲眼目睹了工人和商人从邻国(特别是从布基那

法索)涌入的情况，这些人不仅已显然建立起安保架构，而且在某些手工和小规

模黄金开采地区主导了这一行业。这一情况现在已开始严重影响矿区附近当地社

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稳定。另外根据最近的报告，科特迪瓦北部六个县

(Boundiale、Dikodougou、Ferkessédougou、Ouangolo、Korhogo 和 Sienematiali)

的地方当局已经表示，正在禁止手工黄金开采，力图对这一非正规行业进行监管，

制止黄金开采者侵占农田地。然而，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该国打算采取何种战略

来应对手工和小规模黄金开采及其相关的问题和挑战。 

138. 专家组在手工采矿点还亲眼目睹了使用商用炸药采矿以及利用汞提炼黄

金的情况。据出售这些物品的商人说，它们都是从布基纳法索和加纳走私来的(见

本报告附件三十)。 

139. 在专家组参观的矿区，目前的黄金出价为未提炼矿石每克 25 美元。根据

专家组的消息来源，这一数字远低于其他手工和小规模黄金开采国的市场价格。 

140. 考虑到上述因素，特别是缺乏政府管制的情况，专家组无法排除出售科特

迪瓦手工生产黄金的所得被用来购买武器和相关物资的可能性。因此，专家组打

算在今后的任何任务规定中继续调查这种收入。 

141. 在现阶段，专家组认为，手工采矿的主要受益人是那些主导者军事-经济

网络以及甚至可能利用其中部分所得从事违反制裁制度的军事活动的人。 

负责任的黄金开采 

142. 鉴于手工开采所得对制裁制度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专家组出席了 2012

年 11 月 28 日至 30 日在巴黎举行的关于在锡、钽、钨和黄金供应链的购货来源

方面实施尽职调查的第四次联席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大湖区地区国际会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专家组。专家组承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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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必须实施负责任的采矿做法，特别是考虑到科特迪瓦北

部目前的脆弱局势。 

143. 尽职调查是为了帮助各公司避免因其购货来源决定(包括供应商的选择)

而加剧冲突。此外，根据经合组织《关于来自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的矿产品

负责任供应链的尽职调查准则》，尽职调查可以帮助各公司确保遵守国际法和国

内法，包括关于管制非法矿物贸易的法律和联合国制裁(见本报告附件三十一)。 

144. 经合组织还主持了多个利益攸关方执行方案，其重点是同行学习、建立伙

伴关系和解决问题，以确保切实执行尽职调查和负责任的购货来源做法，让各国

能够受益于本国自然资源财富。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的 11 个成员国在经合组织

主持的工作中为平等合作伙伴，积极参与了经合组织准则的制订和执行工作，包

括率先在大湖区执行矿物认证机制这一区域做法，从而使经合组织准则在实地得

到实施。鼓励科特迪瓦当局和在科特迪瓦开展经营或从科特迪瓦购买黄金的业内

人士参与经合组织主持的执行方案，以在建立负责任的矿产部门方面分享经验，

促进相互学习。 

黄金交易 

145. 专家组记录了至少三起黄金交易未遂或完成的案件。这些交易涉及前科

特迪瓦驻南非大使 Herve-Brice Abie Zogoe, Reine Osso(又名“女王”)和莫

伊兹·科雷牧师。专家组认为，从这些交易中获得的资金中有部分被用于从事反

对现政府的活动。 

146. 例如，根据专家组掌握的证据，2012 年 4 月，Abie Zogoe 先生和 Osso 女

士正在寻找 500 公斤黄金的可能买家。据称，他们期望从黄金销售中获得 400 万

美金的收益。专家组认为，这笔交易已经完成，所获资金可能已被用来违反禁运，

特别是用来采购军火或其他武器，用于反政府行动之中。 

147. 专家组获得的可靠证词表明，2012 年在阿克拉向莫伊兹·科雷牧师出售了

数额不祥的科特迪瓦开采的黄金，而且该人还在 2012 年 8 月至 10 月期间寻找客

户。 

 C. 非法的平行税收制度和其他形式的金钱敲诈 
 

148. 安全理事会第 2045(2012)号决议第 22 段呼吁科特迪瓦当局打击仍然存在

的非法征税制度。专家组开展了调查，以后续跟踪本届政府在遵守决议方面取得

的进展。 

149. 专家组注意到，尽管在全国各地重新部署主管部门，仍然有三个主要问题

对国家财政和制裁制度构成威胁：非法征税、检查站和敲诈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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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非法的平行税收制度 
 

150. 专家组关切的问题不只是持续存在平行税收制度，而且还关切这个制度被

扩大到全国的问题(见第 101 至 124 段)。 

151. 专家组注意到，军事-经济网络在科特迪瓦本届政府中盘根错节。该网络

所采用的征税方法类似于“新生力量”以前的中央国库(“中央”)所使用的办法，

但已有所改变，目前以更为谨慎的形式加以实行(见 S/2009/521，第 191 至 196

段)。 

152. 该网络保持着对国家军队使用武器的垄断。该网络目前妨碍了警察、宪兵、

海关以及水务和林业警察等主管部门有效履行职责的能力。 

153. 因此，平行税收制度已推行到各类工商活动，包括农业(可可、棉花和腰

果)、贸易、手工采矿、交通运输和商业。该网络已经任命来自中部城市布瓦凯

的众多学生在全国各主要城市管理它所获得的收入。 

154. 专家组无法评估 10 个地区军事领导人在管理各自控制地区所获得的收入

方面拥有多大的自主权，以及他们是否将资金转交中央国库。然而，专家组了解

到，平行税收制度让军事-经济网络获得了数百万美元，而上文提到的例子和活

动也指出了这一点。 

 2. 检查站数量日益增多 
 

155. 在全国各地，国家武装部队人员通常索要钱财的检查站数量成倍增加。在

本届政府上任之初，国家武装部队宣布开展打击这一现象的运动。然而，鉴于非

法检查站数量众多而且分布广泛，这一运动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156. 在实地考察期间，专家组亲眼目睹了许多检查站的存在。例如，在连接布

瓦凯和科霍戈城市的主要高速公路上就有五个检查站。在阿比让，每天晚上都设

立许多检查站。在全国最繁忙的阿比让至 Assinie 度假胜地的高速公路上，有 12

个检查站。所支付的金额因车辆种类而异。自行车收费为 500 非洲法郎，摩托车

为 2 000 非洲法郎，轿车为 5 000 非洲法郎，卡车和货车为 10 000 非洲法郎，

另外还根据载货情况收取 300 美元至 400 美元的费用。 

 3. 敲诈勒索 
 

157. 正如专家组在以往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敲诈勒索事件有所增加。在许多

情况下，这些案件造成平民死伤。高速公路抢匪的目标主要对高阶层人士、商人

或车辆。袭击是用战争武器和突击步枪实施的。 

158. 在中北部地区(包括连接邦杜库、布瓦凯、布纳、达乌克罗、科霍戈和亚

穆苏克罗等城市的高速公路)，袭击数量不断增加：2012 年 10 月发生 14 起，2012

年 11 月发生 18 起，2012 年 12 月发生 23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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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为反政府活动提供资金 
 

159. 专家组对在加纳境内为资助反政府袭击进行的筹款活动开展了调查。为了

便于参考，本报告第六节详细介绍了与这一活动有关的财务内容。 

 E. 其他方面 
 

 1. 海盗 
 

160. 专家组已着手调查，以确定最近在科特迪瓦水域内或附近发生的海盗案件

是否违反了制裁制度。 

161. 专家组了解到，2012 年 10 月 6 日，海盗袭击了停泊在阿比让港的一艘油

轮。公开资料显示，赎金已经支付。2013 年 1 月 16 日，海盗控制了阿比让附近

一艘载有 5 000 吨原油的油轮。2013 年 2 月 3 日，一艘油轮在阿比让以南约 70

海里处遭到劫持。 

162. 这些袭击仅仅是几内亚湾所发生袭击中的几起。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报

告，在 2011 年共发生 64 次袭击。专家组给该国政府写信，期望获得关于这些案

件的细节，但截至编写本报告时，没有获得任何答复。 

163. 专家组认为，这些袭击违反了禁运，但无法排除所支付的赎金已被用于购

买武器的可能性。 

 2. 尚未从科特迪瓦金融机构获得答复 
 

164. 专家组确认，在专家组提出索取关于可能违反制裁制度的金融资料的请求

后，该国政府，特别是科特迪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转达所有请求方面提供了协

助。 

165. 专家组查阅了大量文件，主要是银行报表，目的是获得有关违反武器禁运

或违反针对个人实施的制裁所进行的可能交易的资料。关于后者，专家组在本报

告第十节介绍了调查结果。 

 八. 海关和运输 
 
 

166. 在海关和运输领域开展了调查，以评估和分析安全理事会第 2045(2012)

号决议第 2 段规定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科特迪瓦当局执行该决议第 22 段的进展

情况。安理会在该决议第 2 段决定，所有国家应采取必要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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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专家组认为，海关部门是各国可用来执行安全理事会此类决定的适宜机

构，因为要求各国采取的措施是海关官员履行税收征集、贸易便利化和边境安全

保护职责内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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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通过管理数据，如商品统一分类名称和编码系统的货物编码、货物的原产

地和目的地、进口商和出口商的名称和地址以及运输工具等详细信息，海关当局

可在确定制裁制度管制物品的流动方面发挥根本作用。 

169. 除第 2045(2012)号决议规定的要求外，专家组认为，分析科特迪瓦海关部

门的结构和活动对说明该机构执行制裁制度的能力和力量是重要的。 

170. 在此背景下，专家组会见了科特迪瓦海关官员，以提高他们对第 2045(2012)

号决议规定的认识。专家组在调查期间，得到若干海关区，特别是沿同布基纳法

索、加纳、几内亚、利比里亚和马里边界的海关区的充分合作。 

 A. 科特迪瓦海关 
 

171. 科特迪瓦正缓慢地从 2002 年开始的政治危机和武装冲突的后果中复苏。

该国曾分为两个自治部分。反叛分子建立了政治军事行政当局，控制其占领地区

的经济部门，由此造成人口大规模流亡，经济基础设施受到破坏以及公共行政、

特别是海关领域的行政职能萎缩。 

172. 在近 10 年中，在科特迪瓦中部、北部和西部的被占领区“新生力量”控

制约 1 950 公里同布基纳法索、加纳、几内亚、利比里亚和马里的边界，巴博政

府控制约 1 384 公里同加纳和利比里亚的边界以及海上边界)，“新生力量”任命

的海关官员一般没有海关的技术和程序性知识，因为最训练有素的海关人员或是

离开了“新生力量”控制的地区，或是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 

 1. 重建海关部门 
 

173. 专家组承认在重建国家机构方面取得的进展。经过多年政治危机后，科特

迪瓦海关部门像许多其他机构一样必须要重建和重组，控制进出邻国和该区域的

过境流动是优先事项。 

174. 专家组在调查期间注意到，海关部门统一归属于总统 2010 年 12 月任命的

署长的领导之下。 

175. 专家组还注意到，科特迪瓦所有的海关房舍或由海关官员占用，或在海关

官员尚未部署和开展工作的情况下，由科特迪瓦安全部队占用。 

 2. 海关部门的任务 
 

176. 在经济和财政部监督下，海关部门(海关总署)负责执行同进出国家领土的

人员、商品、运输工具和金融资产的流动有关的法律法规。此外，海关部门还负

责发布进出口货物的统计数据。 

177. 科特迪瓦海关官员积极参加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以及西非经济和货币联

盟的区域合作倡议，特别是促进和发展商业往来、自由贸易区以及即将建立的关

税同盟、区域特惠关税和相关的税收损失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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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专家组在访问科特迪瓦边界多个海关关口期间，注意到其他安全人员，即

国家武装部队、宪兵、警察以及水警和森林警察同海关官员并肩工作。因此，专

家组认为，鉴于还有代表其他政府安全和防卫机构的官员，边境安全与保护不是

海关人员的优先事项。 

 3. 海关部门的法律框架 
 

179. 海关总署下设 16 个总局，其中，2 个外地办事处监督负责海关办事处和边

境站的 6 个区域局。 

180. 海关总署的法律框架和活动的渊源包括： 1964 年 8 月 1 日第 64-291 号法

律(《海关法》)及相关的实施法令和决定；同海关有关的各项金融法和其他法律

法规的财政附件；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海关法》；多项双边和多边国际协定(世

界海关组织、世界贸易组织、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欧洲联盟的协定)。 

181. 虽然科特迪瓦以及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海关法载列的禁止条款可能包

括联合国制裁的相关规定，但目前没有有关制裁的明确规定。 

182. 因为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该次区域国家完全执行第 2045(2012)号决议第

2 和 6 段提及的措施，所以期待科特迪瓦在其法律框架中纳入有关联合国制裁制

度的规定，以震慑、查明、制止和惩罚一切违反行为，并调整海关立法，按照联

合国有关决议，禁止进、出口禁运物品。  

183. 关于军火和弹药，科特迪瓦的现行海关立法规定，有关进口、出口、拥有、

运输、出售或交换军火和弹药的一切事宜由《海关法》第 175 条(及相关的 1977

年 1 月 5 日第 2 号法令)管辖。这些法律规定，经海关官员要求，任何拥有或运

输法令所列物品(包括军火和弹药等)的人必须出示发票，证明货物(此处指军火

和弹药)为合法进口，或出示提单、制造商对账单或任何其他文件，证明物品来

源于在科特迪瓦合法设立或登记的个人或公司。  

184. 综上所述，专家组注意到，按照现行国家法律，海关总署迄今为止根据科

特迪瓦法律没有防止进、出口制裁制度规定物品的义务。 

 4. 海关部门的人力资源 
 

185. 在编写本报告时，部署的海关、监控和干预单位的人员总数接近 800 人。

尚未到达所需的人员数目。大约 100 名从前“新生力量”招募的人员正在阿比让

海关学校受训，然后将获任命。 

186. 2013 年 2 月，专家组在最近一次访问海关学校时注意到，报告所述从前“新

生力量”招募的人员刚开始他们的海关军事培训。经过约两个月的培训后，这些

人将改派至海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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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下文将更详细地说明在各区域部署人员的情况。但应指出，海关学校在过

去 10 年都没有开展活动。 

 5. 海关学校 
 

188. 依照 1962 年 5 月 5 日关于为海关官员组织和建立一所专业教育中心的第

62-143 号法令，海关学校负责对高级官员进行管理和现场控制方面的培训。海关

学校还提供继续教育和能力建设，以保持和提高海关官员的专业资格，并举办公

开研讨会和会议。海关学校还确保对所有海关和边境监控人员进行初期培训并维

持对他们的军事培训框架。 

189. 专家组认为，海关总署有足够的机会提高自己的能力，在安全理事会实施

的制裁制度框架内更好地执行边境管制。 

 6. 海关部门的资源和基础设施 
 

190. 专家组在实地访问期间注意到，一些建筑物特别是区域总部的建筑物的装

修已经完工。但专家组在访问边境地区时注意到，那里似乎没有进行任何建筑物

整修。 

191. 在阿比让港和圣佩德罗港以及在一些区域办事处，海关业务已计算机化。

然而，在其他地区，尽管已有足够的电脑系统，但人工处理资料和数据仍是主导

做法。 

192. 访问的所有边境站和办事处都缺乏秤、封印、家具、通讯工具等基本设备。

许多地方没有移动电话网络。 

193. 至于车辆，专家组获悉，在海关总署拥有的 173 辆车中，有 89 辆车在选

举后危机期间消失。2011/12 年度曾努力购买 114 部新车。截至 2013 年 1 月，海

关总署拥有 287 辆车和 67 辆摩托车。 

194. 专家组还注意到，海关总署没有履行控制水上边界义务的海上能力。  

 B. 在边境重建正常海关活动并在全国各地重新部署海关官员 
 

195. 专家组在执行任务期间继续进行调查，以评估重建正常海关和边境管制业

务以及重新部署海关人员以覆盖整个关税区的活动，特别是在北部和西部的情

况。 

196. 专家组意识到有效重建和重新部署海关官员是确保遵守制裁制度的前提，

并访问了各区域关税区，特别关注与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利比里亚和马里交界

的边境站。在海关当局的全面配合下，搜集了有关未访问地区的补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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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建正常海关和边境管制活动 
 

197. 专家组承认科特迪瓦政府为恢复其在国内的权力所作的努力，但迄今为

止，海关当局仍需进一步加强努力，才能在边境充分有效地开展业务。  

198. 专家组在同布基纳法索和马里交界的边境注意到，旺戈洛杜古和波戈的海

关办事处已开始运转，但缺乏人员和基本设备。 

199. 在同几内亚的边境，Sirana 的海关关口已开始运转。然而，专家组注意到，

该关口由国家武装部队和其他安全部队(宪兵以及水警和森林警察)负责，只有一

名海关人员。海关房舍被安全部队占用，状况恶劣。 

200. 专家组在同实地官员会晤期间了解到，由于道路条件恶劣，货运量稀少(每

月一至三辆皮卡车)。然而，官员无法提供任何有关上述货运量的文件。专家组

在访问期间注意到，事实上车辆自由穿越边境。 

201. 在同利比里亚的交界的边界，图莱普勒(Zamu)和达纳内(Luguatuo)的海关

办事处和监控站都没有运转。没有部署海关官员，尽管科特迪瓦方面的边境正式

开放(由士兵监督)，而利比里亚方面的边境正式关闭，但利比里亚的所有边境服

务——海关、移民、安全部队——都存在。 

202. 专家组请求说明这一不寻常状况，一名区域海关官员解释说，这是由于同

利比里亚交界的边境不安全以及海关人员缺乏武器所致。 

203. 尽管边境一侧正式开放，另一侧关闭，但专家组注意到，在连接两国的泥

泞道路上有许多卡车车轮的印记，并发现桥附近有一辆装满货物的大型卡车，证

明在过境点的货物流动相当正常。 

204. 专家组经过详细分析，评估科特迪瓦的整体海关情况如下： 

 (a) 在该国的海关办事处中，有 28.26%的办事处在完全正常运转，不需要提

供人员和物资，21.73%的办事处在运转，但需要调整人员或物资，28.26%的办事

处无法运转，仅能象征性开放，21.73%的办事处关闭； 

 (b) 在该国的监控和干预队中，25%在完全正常运转，30%在运转，45%无法

运转，仅象征性地开门。 

 2. 在全国各地重新部署海关和边境管制官员 
 

205. 专家组在执行任务期间，访问了五个区域的若干海关办事处和边境站(No

é、 Venkoro、Soko、布瓦凯、达洛亚、达纳内、图莱普勒、Sirana、波戈、旺

戈洛杜古和 Lar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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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专家组同海关当局会面，以获得有关在全国各地重新部署海关和边境管制

官员的说明资料。海关部门人员不足，是促使今后可能出现违反军火禁运失控的

一个重要因素。 

207. 重新部署海关和边境管制官员目前能满足 48%左右的人员需求。各区域局

人员需求得以满足的比例约为：Man 为 27%(监督同利比里亚的边界)，科霍戈为

43%(监督同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的边界)，阿本古鲁为 78%(监督同加纳的大部分边

界)，阿博伊索为 70%(监督同加纳的一段边界)，圣佩德罗为 37%(监督海上边界)，

布瓦凯为 31%。 

208. 专家组注意到该国政府为重新部署海关和边境管制官员所作的努力。除自

2012 年开始对从前“新生力量”招募的人员进行海关培训外，当局正设法把约

2 000 名受到所需培训的全国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复员人员插入海

关部门。然而，在编写本报告时，上述人员的复员或培训都没有得到确认。 

 3.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向科特迪瓦海关部门提供支助 
 

209. 专家组注意到，联科行动同科特迪瓦海关当局通过 2012 年 11 月 21 日的

一封信开展的富有成效的合作，在信中，联科行动海关干事得到授权，参与为新

融入海关部门的前“新生力量”人员提供实用培训。 

210. 联科行动还协助科特迪瓦当局制定前战斗人员的中长期康复和重返社会

战略。在这一框架内，制定了面向 5 000 名前战斗人员的复员和康复试点方案。

在这些前战斗人员中，2 000 人将加入惩戒系统，其他人将在受训后加入海关、

国家安全部队和私人保安公司。 

 C. 制裁制度的实施 
  

 1. 科特迪瓦 
 

211. 专家组在实地访问期间注意到，监测制裁制度的实施情况未被视作分配给

海关和边境保护人员的正式任务，因为制裁制度禁止的物品未被纳入科特迪瓦的

海关法律。 

212. 在海关活动几乎恢复正常的波戈(同马里)、旺戈洛杜古(同布基纳法索)和

Noé(同加纳)的边境站，海关官员依照国家法律的规定监控过境和进出口活动。

不过专家组在调查期间注意到，没有对集装箱货物采取确定内部货物性质的实际

控制措施，也没有任何形式的风险评估做法。 

213. 此外，专家组没有发现任何为评估可能违反禁运行为而开展的海关边境巡

逻。这再次证实，在没有规定必要法律义务的情况下，没有授予海关当局执行制

裁制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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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在许多情况下，专家组在询问边境海关官员有关军火禁运和毛坯钻石的监

测情况时获悉，如果海关官员遇到进出口此类货物，他们将只执行现行的国内法

律。 

215. 专家组认为，要使海关当局执行制裁制度并阻止违反行为，科特迪瓦应立

即把禁止制裁物品的进出口和过境的规定纳入国家法律法规，并调整海关程序以

调查、震慑、拦截和惩罚任何违反行为。 

 2.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为实施制裁制度提供支助 
 

216. 至于实施制裁，尽管专家组提出若干招募和(或)借调海关干事的建议，以

加强综合禁运监察股，或分配任务以查明可能违反禁运的行为，但情况依然没有

改变：联科行动现有的 8 名海关干事仍是民政股的一部分，而不属于综合禁运监

察股，该股自 2012 年 12 月开始运转以来一直没有任何专门的海关知识。  

217. 如海关总署署长的信明确说明的那样，要求 8 名联科行动人员承担的能力

建设任务是实地培训海关实习生。其目的不是加强海关部门执行制裁制度的能

力。 

218. 专家组认为，在实地、特别是在边境缺乏联科行动人员以及科特迪瓦海关

人员人数不足，这是加剧禁运物品可能进出科特迪瓦领土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 

219. 2013 年 1 月 22 日，海关总署署长在会晤人道主义协调、恢复和重建的秘

书长副特别代表时提出了类似关切。他在讨论科特迪瓦海关的重新部署和有效运

作时承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人员配置水平，特别是在边境地区。 

 3. 邻国和其他会员国 
 

220. 考虑到第 2045(2012)号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的规定，以及禁运的性质和特

点，专家组认为，海关部门是最适当和最有能力承担监测和执行制裁制度任务的

机构之一。  

221. 专家组认为，要在国家法律安排(法律、法规或行政措施)内执行第

2045(2012)号决议第 2段的规定，海关立法既是确保会员国执行安全理事会决定

的一个特别相关要素，也是监测武器生产、经纪人以及最终用户或目的地的适当

依据。 

222. 工作组赞扬已将联合国制裁制度纳入本国海关法律的会员国，并鼓励其他

国家、尤其是西非国家通过类似立法。 

 D. 违反制裁制度的军火和有关物资的潜在威胁 
 

223. 专家组继续调查货物沿阿比让到邻国的主要过境道路以及边界的流动情

况，以详细说明以往几个报告提到的科特迪瓦边界的松懈状况如何成为可能违反

制裁制度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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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专家组认为，考虑到下列因素，科特迪瓦边界的可渗透性是一个广泛的问题。 

 1. 海关当局和运输路线活动领域的特点 
 

225. 依照《科特迪瓦海关法》，海关活动通常仅适用于被称为“海关半径”的

有限区域。
4
 但根据该法确定的条件，“海关半径”可扩大至更大的区域。 

226. 海关部门管理的边界总长度约为 3 110 公里，其中，同布基纳法索共有的

边界为 578 公里，同加纳共有的边界为 668 公里，同几内亚共有的边界为 610 公

里，同利比里亚共有的边界为 716 公里，同马里共有的边界为 532 公里。陆地区

与海洋之间的边界约为 515 公里。 

227. 除阿比让的港口与码头、圣佩德罗以及海岸的石油平台外，通航水道包括

约 980 公里的河流、运河和海岸泻湖。 

228. 该国有 80 000 公里道路，其中，6 500 公里为铺设道路，73 500 公里为

未铺设道路。此外，还有 20 000 公里的道路状况不佳，150 000 公里的道路无法

通行，因此，摩托车成为跨境向该国北部、西部和东部非法运输物资时受青睐的

重要交通工具。 

229. 联接该国同北部边界的铁路总长为 660 公里。 

230. 关于航空部门，该国拥有 25 个机场和简易机场(见本报告附件三十二)。

专家组在现任务期限内没有收到证实有可疑航班在科特迪瓦简易机场和(或)简

易跑道降落的报告。 

231. 专家组经过大量实地调查后认为，应组建关税区，以反映该国的行政区划，

从而同其他相关安全部队一道进行更高效的管理。 

 2. 用于海关和边境监控目的缺乏人力和物力资源或分配的资源不足 
 

232. 专家组在调查连接科特迪瓦和周边国家的主要道路期间，注意到根本没有

任何海关巡逻，有大量机会把禁运物资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也没有可正常运行

的船只来监测海洋和水路边界。 

233. 此外，专家组注意到，边境要么没有部署海关官员，要么部署的人数不足，

他们缺乏基本的通信设备、车辆、武器和弹药。 

__________________ 

 
4
 海关半径包括海洋区和陆地区。海洋区指海岸线至距海岸 20 公里的海洋外围边界之间的区域，

而陆地区指：(a) 在海洋边界上，岸线同从海和河以及入海的河流和运河的岸向外 20 公里处

划的一条线之间的区域，直至水道外最近的海关办事处，以及该办事处周围 20 公里半径内的

区域；(b) 在陆地边界上，关税区的边界同其外 20 公里的界限之间的区域。距离以直线距离

计算，不考虑路线的弯曲，此外，为便利缉私行动，海关陆地区的长度可通过法令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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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专家组在科特迪瓦同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利比里亚和马里的边境会晤的

海关官员透露，由于人手不足，缺乏车辆、通信设备和自卫武器，存在数个无法

控制的非法越境点。 

235. 出于同一目的专家组分别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和 2013 年 1 月 15 日在利

比里亚的 Zamu 和 Loguatuo 边境站，参加了联科行动和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举

办的两次有关军火禁运和边境协调的联席会议，许多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

代表以及边界两侧的地方政府部门和安全部队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236. 在这些会议期间，一支联科行动军事观察员长距巡逻队报告存在大约 13

个过境点，并提供了非法过境的证据(独木舟、小船、简易木头桥)，此外，在

Toyebli、 Klaon、Sahoubly、Pahoubly、Gueyede、Péhé Kanhouébli、Péhé Kanhou

ébli-Barrage、Ziouebly、Oulaitabli、Zizebli、Zou Yahi、Seibly 和 Sohoubly

等村庄附近，可能有直升机着陆点。 

237. 巡逻队还说，他们在 Sohoubly 距过境点约 5 米处，发现了一枚没有保险

销的手榴弹，一块军服布料和一些空弹药箱，明确表明违反禁运情况很普遍，或

者安全局势并不稳定。 

238. 专家组在旺戈洛杜古、波戈和 Sirana 的边境站调查时注意到，在最近的

海关和安全检查站与同邻国的界碑之间，有大片林地(面积从10至 30公里不等)，

营造了可能发生违反制裁制度行为的有利环境。 

239. 专家组依然对在边境地区发生违反禁运行为的风险感到极为关切，事实证

明对边境进行严格监控很困难，因为在族裔群体和经济状况悬殊的人群之间存在

牢固的文化联系。 

 九. 钻石 
 
 

240. 专家组坚持其中期报告(S/2012/766)所表述的观点，认为安全理事会第

1643(2005)号决议设立并经第 2045(2012)号决议进一步重申的措施和限制仍然

无法遏制科特迪瓦毛坯钻石的非法生产和贩运。 

241. 专家组还坚持认为，在塞盖拉和托尔蒂亚这两个位于科特迪瓦北部地区的

主要钻石开采矿区，毛坯钻石的销售收入仍有可能被用来采购军火和相关物资。 

242. 但是，专家组注意到，矿产、石油和能源部现已开始在实施金伯利进程的

最低要求方面取得一些积极进展。尽管专家组认为这相对于过去的调查结果已有

所改善，但进展仍然是有限的。专家组希望，2013 年 3 月在该部内部设立一位关

于金伯利进程事项的独立顾问，将有助于在 2013 年推动这方面的进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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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钻石生产 
 

243. 科特迪瓦已经 10 多年没有提供基于钻石出口官方数据的钻石生产统计数

据了。这些年来，所有的数据都是根据已知的存象、过去的出口统计数据和工人

估计数作出的估算。专家组也以类似的方式估算其生产统计数据，但通过空中侦

察、实地考察并与当地社区和政府机关对话等定期观测，有助于提升估算的准确

性。专家组在中期报告(S/2012/766)中判断，随着旱季的临近，预计采矿活动将

大幅上升。虽然许多采矿点出现了明显的活动迹象(见本报告附件三十三)，但专

家组仍未发现采矿工人的人数显著增加，或发现新开任何新的采矿点。在与当地

社区的谈话中，专家组听取的证词不断证实，以往在钻石矿区工作的年轻男性仍

在不断转移到黄金开采部门，特别是在科特迪瓦北部与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的边境

地带。这也表明钻石开采并未获得大量的新资金。 

244. 鉴于钻石生产与所有这些因素都有着内在的联系，专家组的结论是，钻石

的产量已出现明显下降。根据这些证据，专家组估计现有的钻石产量在 50 000

至 100 000 克拉之间，按每克拉价值 100 美元计算，总值在 500 万至 1 000 万元

美元之间，且明显趋于估计值的下端。 

245. 专家组仍然认为，采矿融资和钻石买卖处于少数个人或以钻石开采区和阿

比让为基地的网络的控制之下。专家组仍然持有前几次报告(S/2012/196 和

S/2012/766)所表述的观点，即这些网络还控制或高度影响手工开采的黄金贸易

网络。 

246. 专家组还认为，钻石行业应及早开始把目光投向禁运最终解除、该行业走

上漫长的复苏之路的未来远景。专家组完全理解科特迪瓦政府目前正全力以赴实

施遵守金伯利进程要求的各项措施，但同时也担心政府没有能力应对可能出现的

钻石开采热潮，不仅在控制手工采矿方面如此，在应对初级勘探和开采公司的大

规模涌入方面亦然。专家组表示，希望科特迪瓦政府在以工业规模开展黄金勘探

和开采方面的充足经验足以转用于钻石行业。 

247. 在这方面，也有人担心准国营的采矿公司“科特迪瓦矿业开发公司”拥有

既能工业开采也能手工开采的钻石矿藏的相关宝贵技术资料。专家组欢迎科特迪

瓦矿业开发公司将采取合作态度，以便协助其了解解禁之前或之后可能变得活跃

起来的领域。这种合作态度将为专家组未来监测禁运执行情况提供极大的支持。 

 B. 矿产、石油和能源部  
 

248. 矿产、石油和能源部最初在如何应对实施金伯利进程最低要求的挑战方面

行动迟缓，但自 2012 年下半年起开始取得进展，这主要得益于成立了一个部际

委员会，由该部的一名高官担任主席。该委员会由来自海关、科特迪瓦矿业开发

公司、财政部和外交部的高级官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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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依照部长令，该部际委员会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创立。然而，4个月之后，

即 9 月 26 日该委员会的成员才获得任命，并于 10 月 5 日正式向媒体和外国外交

官推介。该委员会迄今已举行 8 次会议。专家组能够全面和公开调阅会议记录，

这标志着专家组和科特迪瓦政府在钻石禁运方面的沟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

是，委员会缺乏战略规划令人担忧。专家组尚未看到有关宗旨和目标的任何书面

文件，也没有为会员分配角色和职责的任何证据。工作时间表也鲜有证据。这确

实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该委员会目前只扮演临时性角色。 

250. 在该委员会的主持下，举办了钻石开采领域的研讨会，以宣传实施金伯利

进程的理由，并确保社区领导人和地方当局为解禁之后可能带来的变化做好准

备。该委员会成员还出席了 2012 年 11 月 27 日至 30 日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举

行的金伯利进程全体会议。2013 年 3 月 4 日还在阿比让为海关官员举办了一个信

息讲习班。 

251. 专家组谨此重申，目前距离全面遵守金伯利进程的要求仍有相当大的差

距。特别是，金伯利进程主席、科特迪瓦之友(见下文第 267 至 270 段)和专家组

曾在多次口头沟通和书面信件中敦促科特迪瓦政府的协调人提供以下战略文件：

详细介绍拟议的内部监控制度，以监督采矿区和进/出口过程；为拟议制度制订

的详细实施和传播计划及其拟议时间表；与金伯利进程有关的法律法规的拟议修

改；在与金伯利进程一体化之前，与储存或控制开采的其他活动有关的详细建议；

更新/修订的金伯利进程证书。 

252. 尽管这些文件中有一些已完成，但目前看来没有任何系统性的文件可供最

终的金伯利进程同行审议访问确认并使用。目前也缺乏详细的指示和程序文件，以

确保该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合在一起将有效运作，包括确保政府和钻石行业的每一

个组成部分了解自身责任以及如何在工作实践中执行这些责任的资料。专家组最后

得出结论认为，该委员会内部没有关于执行金伯利进程的明确界定的一致战略。 

253. 一段时间以来，各方一直在讨论是否有必要在矿产、石油和能源部内部设

立一位独立顾问，为执行金伯利进程提供直接的专家支持。过去 12 个月的情况

明确表明，科特迪瓦政府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准备好为这个职位供资，这就意味着

要依靠捐助者来提出建议和执行计划。多个捐助者和机构最终已达成一项协议，

为此提供支持，尽管一开始只是短期供资(3 个月)，专家组对此表示赞赏。专家

组了解到，这一供资可能还会再延长三个月。鉴于科特迪瓦政府内部没有管理金

伯利过程的经验，专家组强烈鼓励有关负责方面至少给这一职位供资 12 个月。

维持最高标准，并确保采用严格的制度以及时、合法和公平的方式解决任何不可

预见的异常情况，对于维持从矿山到出口的整个钻石业界对该制度(包括金伯利

进程)的信心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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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专家组在多个场合与矿产、石油和能源部讨论过在解禁之前为钻石采购办

事处发放许可证的可能性。由于目前的禁运，许可证持有人无法出口钻石，将不

得不把钻石储存在国内，直到解除禁运。专家组知道，采矿仍在继续，因此钻石

买卖也仍在进行，但根据目前的科特迪瓦法律这些活动是非法的。因此，执法机

构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然而，现实是，政府缺乏政治意愿和(或)能力制止采矿

和(或)买卖或出口。因此，有论点认为，政府应通过发放许可证努力阻止钻石流

入市场。专家组仍然认为，这可能会产生多种不愿看到和(或)意想不到的后果。

首先，它会鼓励持证人开始或者增加手工采矿的资金投入，以生产更多的钻石。

这样做会导致金伯利进程启动和解除禁运之前的非法开采活动增加。其次，随着

钻石采购办事处的营运资金逐渐耗尽、捉襟见肘，政府可能会面临压力要求获得

金伯利进程的特别豁免，以出口钻石库存释放压力。专家组认为，政府不应走这

条路，而应重点实施金伯利进程，并为安理会考虑解除禁运创造适当的环境。 

255. 专家组还获悉，有人提议内政部的各个实体(警察、宪兵、国内安全局)作

为本区域的当地金伯利进程协调机构参与采矿许可证的发放进程，从而成为金伯

利进程的组成部分之一。从结构和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一事态发展值得关注。首

先，它让科特迪瓦政府以往没有参与钻石行业的一个部门参与进来，投入了更多

的资源，从而能够加强治理能力。但是，矿产、石油和能源部与内政部之间必须

明确界定和相互商定各自的角色和目标，有关法律和采矿规则的管辖权和控制权

也同样如此。过去负责监督采矿活动和许可程序的机构是矿务总局，该局通常在

采矿地点设有机构，并向阿比让的矿产、石油和能源部汇报情况。 

 C. 科特迪瓦矿业开发公司和钻石区的当地采矿合作社 
 

256. 1984 年，面对开始迅速扩大的手工采矿活动，科特迪瓦政府感到事态开始

失去控制，决定将其合法化。科特迪瓦通过了一部新的法律监管该部门，并将控

制钻石生产的许多责任移交给钻石开采地的当地社区。 

257. 1986 年，科特迪瓦政府在塞盖拉地区创建了 24 家当地采矿合作社，管理

当地手工开采的钻石矿区并负责发放许可证。准国营的科特迪瓦矿业开发公司与

当地的采矿合作社协作遴选和划定手工开采的钻石采矿区。当地采矿合作社将分

配给它们的采矿区授权给村里的居民，费用为每公顷每年 5 美元。位于当地采矿

合作社管辖范围内的手工开采矿山里发现的所有钻石都必须由矿主出售给经销

商，出售时必须有合作社的官员在场。必须在销售价格的基础上征收 20%的税，

其中 12%由合作社保留，作为社区发展项目的经费，8%作为税收交给政府。在过

去，征收的税款由当地采矿合作社与当地居民协商后使用，用于水泵、学校、医

疗设施和宗教建筑等公共工程项目。 

258. 专家组谨通过委员会提请安理会注意，在 2002 年战争爆发和随后国家分

裂之前，有一套正常运作的合作社制度管控手工开采钻石行业。专家组在过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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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中访问的许多社区仍然保持着该系统的基本内容，即使所有文件和许可证均

已过期。当地采矿合作社至今仍在使用采购分类账。国家金伯利进程委员会和科特

迪瓦矿业开发公司都表示，他们希望恢复当地采矿合作社制度并让其合法化。专家

组也了解到，矿产、石油和能源部已授权科特迪瓦矿业开发公司在该公司位于塞盖

拉的采矿地点开展这项工作。专家组支持科特迪瓦恢复当地采矿合作社制度。 

 D. 定钻石足迹和打钻石指纹 
 

259. 专家组继续协助金伯利进程钻石专家工作组获得巴马科机场没收和扣留

的科特迪瓦钻石包裹，用于打钻石指纹的科研计划。马里政府代表、工作组主席、

金伯利进程的下届主席(南非)和专家组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举行的金伯利进程

全体会议上就此开展了讨论。与会各方原则上同意加大努力，确保尽可能及时地放

行该包裹。据报导，金伯利进程主席将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请求第 1893(2009)

号决议第 16 和 17 段以及第 2045(2012)号决议第 20 段规定的豁免。这项涉及科

特迪瓦钻石流动(进出口)的规定允许将此类钻石用于科研目的，特别是为钻石鉴

定制度制定一套科学方法。 

260. 还有一起案例则是以色列当局扣留了一枚据报道来自科特迪瓦的钻石，原

因是进口时虚报原产地。专家组请以色列当局在接到请求时将钻石转交金伯利进

程钻石足迹科研项目。双方现已就此原则上达成一致，专家组对于以色列当局的

合作态度表示赞赏。 

 E. 金伯利进程  
 

261.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以来，金伯利进程一直由南非担任主席。专家组与来

自主席办公室和南非驻阿比让大使馆的高级官员多次讨论了科特迪瓦局势，以便

使所有有关各方了解进展情况和影响该进程实施进展的任何障碍。如前所述，金

伯利进程的科特迪瓦协调人拟于 2013 年 3 月下旬赴南非讨论此事以及进一步的

技术援助。 

262. 专家组鼓励金伯利进程主席继续认真处理此事，并期待着在 2013 年与主

席办公室携手合作，确保取得实质性进展。值得一提的是，喀麦隆于 2012 年 8

月获准加入金伯利进程；布基纳法索和马里在遵守金伯利进程最低要求方面正迅

速取得进展。 

 1. 金伯利进程全体会议 
 

263. 2012 年 11 月 27 日至 30 日，专家组作为主席嘉宾出席了在哥伦比亚特区

华盛顿举行的金伯利进程全体会议，并与科特迪瓦政府代表一起参加了委员会多

次会议。会议最后公报(见本报告附件三十四)第 12 和 15 段充分展示了金伯利过

程及其各个委员会参与协助科特迪瓦成为进程参与者的努力。公报还确认，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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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利进程的西非国家需要采取更具协作性的合作办法。专家组在中期报告

(S/2012/766)中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在此再次突出强调这一点。 

 2. 金伯利进程对科特迪瓦的技术访问  
 

264. 2012 年 9 月 24 日至 28 日，金伯利进程对科特迪瓦进行了一次技术访问，

以便对科特迪瓦政府在满足最低合规性要求方面的工作进度进行评估，并更多了

解政府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见本报告附件三十五)。 

265. 与此同时，还有两个与金伯利进程相关的访问在同步进行：美国国际开发

署/国务院的一个工作组正在考察在科特迪瓦实施产权和手工开采钻石开发项目

的可行性；还有一个钻石专家工作组也在进行访问，以更好地了解塞盖拉地区最

近的采矿活动以及钻石采矿地点的地理和地质条件。 

266. 本次技术访问对科特迪瓦金伯利进程委员会十分重要，因为它为委员会提

供了一次证明其实施金伯利进程的决心和能力的机会。但是，专家组了解到，技

术队也得到与专家组类似的印象，即尽管有着积极因素，金伯利进程正在取得进

展令人鼓舞，但这一进程在结构性方面仍有欠缺。科特迪瓦金伯利进程委员会还

打算向技术队证明已准备好接受可能定于 2013 年 1 月开展的金伯利进程全面审

查(必须由科特迪瓦政府向金伯利进程主席提出请求)。技术队和专家组认为这一

时间期限不太现实，科特迪瓦金伯利进程委员会最终意识到，无法在原定的日期

前实现全面审查这一目标。  

 F. 科特迪瓦之友 
 

267. 科特迪瓦之友是金伯利进程监测工作组的一个特设委员会，以一个开放的

论坛形式运作。金伯利进程的任何成员国、观察员或当事方均可请求参与。 

268. 科特迪瓦之友委员会目前由欧盟担任主席，比利时和科特迪瓦代表发挥积

极作用。该委员会继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既支持科特迪瓦当局努力遵守金

伯利进程的要求，同时也与专家组展开对话。该委员会促成了多次会议，并支持

进程会员国代表团多次访问科特迪瓦(包括2012年的金伯利进程技术审查访问)，

专家组认为该委员会是所有各方的宝贵财富。 

269. 科特迪瓦之友委员会目前正以金伯利进程审查团清单的有关章节为指南，

突出科特迪瓦金伯利进程委员会应集中精力达标的金伯利进程最低要求，以确保

明智处理各方关注的主要领域。 

270. 科特迪瓦之友委员会原本还打算在2013年 3月进一步实地考察钻石产区，

对 2012 年 8 月上一次访问以来的进展情况进行评估。专家组了解到，这次访问

很可能难以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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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邻国 
 

 1. 布基纳法索 
 

271. 专家组了解到，布基纳法索加入金伯利进程的申请正在进展迅速。考虑到

该国没有已知的钻石矿床，而且与周边的钻石生产国有很长的、易于渗透的边境，

科特迪瓦政府和金伯利进程需要非常警惕布基纳法索可能通过金伯利进程出口

的科特迪瓦原产钻石。专家组建议矿产、石油和能源部与外交部同布基纳法索的

对应各部开展接触，以确保今后开展高水平的合作。 

 2. 加纳 
 

272. 专家组继续调查前政权的支持者与利用钻石和黄金销售利润资助叛乱活

动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专家组已获取了某些著名人士担任黄金和钻石交易中间商

的书面证据。本报告附件三十六中列举了塞拉利昂和加纳之间使用的假文件和伪

造的金伯利进程证书的实例。这些调查仍在进行之中，将在适当的时候提出报告。

在目前这一相对早期的阶段，专家组认为必须要突出强调这些个案，以确保委员

会充分了解目前观察到的可能的犯罪活动。 

273. 在访问科特迪瓦手工开采的黄金矿区期间，专家组目睹矿场在开采过程中

使用市场上公开出售的炸药，在提炼过程中还使用了汞。销售这些货物的贸易商

告诉专家组，这些材料是从加纳和布基纳法索运到科特迪瓦的。 

  伪造的金伯利进程证书：塞拉利昂和加纳 
 

274. 专家组接到的情报表明，一位与前政权关系密切的个人充当了一起毛坯钻

石交易的中间商，将出具一份金伯利进程证书的毛坯钻石装运出手。该证书称这

批钻石原产地是塞拉利昂，销售给加纳境内的一家公司。专家组接洽了塞拉利昂

政府黄金和钻石办公室，证实这份证书是假的。专家组还获得了从一份加纳报纸

上取得的证书和包裹的图片(见本报告附件三十六)。专家组将继续调查此案。 

 3. 利比里亚 
 

275. 专家组通过与利比里亚问题专家小组的合作了解到，利比里亚矿业部维护

和实施金伯利进程的有效性出现了明显的恶化。预计将于 2013 年 3 月进行一次

金伯利进程全面审查访问，届时将汇报这方面的情况。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金伯

利进程委员会密切跟进这件事，以确保科特迪瓦即将采用的制度不会走这条老

路。科特迪瓦可以从利比里亚吸取许多经验教训，这再次证明了专家组在上一份

报告中强调的开展系统性区域合作的必要性。 

 4. 马里 
 

276. 专家组了解到，马里加入金伯利进程的申请也进展迅速。然而，当前的政

治和军事形势导致马里政府遵守金伯利进程最低要求的能力迟迟不能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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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尽管马里的钻石生产量相对较小，但该国与周边的钻石生产国也有易于渗

透的边境。金伯利进程将需要非常警惕马里出口的科特迪瓦原产钻石。科特迪瓦

当局在这方面也需要格外警惕。专家组建议矿产、石油和能源部与外交部同马里

的对应各部开展接触，以确保今后开展高水平的合作。 

 H. 采掘业透明度倡议 
 

278. 科特迪瓦仍然是采掘业透明度倡议的候选国，这意味着该国尚未被验证为

完全符合该倡议要求的成员。对账报告目前正在编制之中，将于 2013 年 3 月底

发布。一位独立验证师可能会在 2013 年 4 月底提交一份最后验证报告。
5
 

279. 在以往的报告中，该倡议重点关注科特迪瓦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但专家组

认为，黄金开采业应成为该倡议报告的一部分，因为该行业现有的产值很高，而

且预计未来几年还会大幅上升。考虑到脆弱的次区域问题和科特迪瓦的当前局

势，专家组认为，该国符合经合组织关于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的定义。因此，

各公司应了解经合组织“关于来自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的矿产品负责任供应

链的尽职调查准则”及其最近出台的关于黄金的补充规定，
6
 并鼓励其采用。 

280. 在黄金方面，有关公司即使不是世界黄金协会的成员，也应了解世界黄金

协会无冲突黄金标准
7
 并鼓励它们使用有关标准。该标准提供了一种机制，让黄

金生产商得以评估和保证它们采掘黄金的方式不会造成、支持或有助于非法武装

冲突或加重严重侵犯人权或加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十. 对个人的制裁 
 
 

 A. 被制裁的个人 
 

281. 专家组继续调查可能违反按照第 1572(2004)号决议第 9 和第 11 段规定、

经第1643(2005)号决议第1段延长并经第4段修订的措施对个人实施的定向制裁

的行为。这些个人系夏尔·布莱·古德、欧仁·恩戈兰·夸迪奥·朱埃和马丁·夸

库·福菲埃。此外，根据第 1975(2011)号决议第 12 段的规定，还对洛朗·巴博、

西蒙·巴博、Désiré Tagro、Pascal Affi N’ Guessan 和阿尔西德·杰杰实施了

定向制裁。 

282. 专家组再次请科特迪瓦司法部提供最新资料，说明被制裁个人的法律地

位。司法部仍未回信。 

__________________ 

 
5
 见 http://eiti.org/CôtedIvoire。 

 
6
 见 www.oecd.org/daf/inv/mne/GuidanceEdition2.pdf and www.oecd.org/daf/inv/mne/GoldSupplement. 
pdf。 

 
7
 见 www.gold.org/about_gold/sustainability/conflict_free_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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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专家组还致信安哥拉、贝宁、加纳、马里、南非、多哥和津巴布韦，请其

提供资料，说明被制裁个人，特别是布莱·古德先生的可能违规行为。不过，除

了贝宁之外，没有一个国家复信。 

284. 专家组还请国家税务局提供与被制裁个人有关的所有财务资料。尽管这是

再次提出的要求，但专家组仍未收到资料。 

285. 专家组在当前任期内得以记录各种公然违反对个人的制裁措施(资产冻结

和旅行禁令)的案件。尽管专家组向科特迪瓦当局，包括向国家税务局以及通过

科特迪瓦中央银行(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向科特迪瓦各私营和公营银行提出多种

警告和要求，却仍然出现这些违规行为。 

 B. 夏尔·布莱·古德 
 

286. 夏尔·布莱·古德自 2007 年 2 月 6 日以来受到定向制裁。他于 2013 年 1

月 17 日在加纳被捕，随后被引渡到科特迪瓦。他目前被拘留在一个未知地点。

专家组几次向科特迪瓦当局提交了正式和非正式的面谈要求，但迄今未收到任何

答复。不过，专家组得以证实，布莱·古德先生违反了对其实施的旅行禁令和资

产冻结措施。 

287. 如上所述，布莱·古德先生在加纳被捕，这证实了专家组在 2012 年 4 月

报告中的断言(S/2012/196，第 197 段)。专家组获得了他所持身份证的复印件：

一本马里护照(见本报告附件三十七)，与专家组 2012 年 10 月报告的证件相吻合

(见 S/2012/766，第 128 段)，以及一本科特迪瓦护照(见本报告附件三十八)。 

288. 专家组再次请马里政府提供更多细节，说明是在何种情况下签发的。专家

组迄今未收到任何答复。专家组还设法获得了一份马里所签发身份证的复印件

(见本报告附件三十九)。 

289. 专家组还获得了贝宁所签发的一个身份证的复印件(见本报告附件四十)。

在这方面，贝宁政府向专家组表示，它已开始对此案进行调查，2 名贝宁当地官

员已被捕，以进一步澄清问题。贝宁政府还指出，布莱·古德先生或许是由于未

对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身份证持有人进行登记而越过贝宁边境的。最后，贝宁政

府指出，布莱·古德先生不是阿比让初审法院公布的要予以逮捕的 13 人之一(见

本报告附件四十一)。 

290. 专家组注意到，科特迪瓦护照是边防和航空警察局副局长 Blé Bernardine 

Gisèle 签发的，该局看起来是为指挥官 Anselme Séka Yapo 的假护照的同一签发

机构(见 S/2012/196，附件三十三)。这两本护照的参考号很接近：夏尔·布莱·古

德的护照参考号是 08LH03980，指挥官 Anselme Séka Yapo 的护照参考号是

08LH03031(见本报告附件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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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专家组分析了布莱·古德先生持有的 SIM 卡，SIM 卡显示，该移动电话曾

在下列国家使用过：布基纳法索、乍得、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加蓬、加纳、

印度、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尼日尔、尼日利亚、塞舌尔、塞拉利昂、

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见本报告附件四十三)。 

292. 专家组确定了科特迪瓦住宅银行的一个账号(010551820001)直接属于布

莱·古德先生，该账号于 2009 年 10 月 14 日开户，并于 2012 年 10 月 17 日关闭

(见本报告附件四十四)。 

293. 在回答专家组的询问时，该银行报告称，在执行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

13/6emeCab/18/08/1 号订单时，该银行将布莱·古德先生账户内的余额(4 440 043

非洲法郎，约合 8 795 美元)转到以“DGI 土地保护管理当局”名义在科特迪瓦

商工国际银行开立的 CI 006 01550 011933900064 28 号账户。 

294. 专家组设法获得了农业融资银行 CI 114 0100101103740007 21 号账户的

银行对账单(见本报告附件四十五)。该银行报告称，该账户是“Leaders Team 

Associated SARL”公司于 2007 年 5 月 8 日开立的，该公司的法定代表是布

莱·古德先生。该账户看起来仍在使用，并且运转良好。 

295. 为了进一步调查金融交易的所有细节，专家组在向该银行提出的要求中索

要所有存款、支票和取款记录复印件。在撰写本报告时，该银行尚未提供这些复

印件。 

296. 不过，专家组认为，这一仍在使用的账户显然违反了制裁制度。最令人意

外的是，科特迪瓦国有公司不顾制裁制度向该账户付款。这些公司系科特迪瓦国

家石油公司、国有陆运公司、科特迪瓦国家彩票公司和国有炼油公司。 

297. 专家组再次请法国独立出版社 Éditions et Librairies L’ Harmattan 提

供资料，说明该公司与布莱·古德先生商定的以他为收款人的合同和财务义务关

系以及为出版他的一本最新著作支付的版权费。尽管专家组于2011年 12月、2012

年 2 月和 12 月以及委员会于 2012 年 5 月和 9 月致信该出版社，但在撰写本报告

时，专家组尚未收到任何答复。专家组认为，这公然违反了制裁制度，特别是违

反了资产冻结措施。 

 C. 马丁·夸库·福菲埃 
 

298. 专家组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对福菲埃先生进行了访谈。专家组仍然对科

特迪瓦政府任命福菲埃先生为科霍戈军事连连长一事感到关切。专家组认为，让

福菲埃先生在政府内部担任这一职位，助长了他违反委员会对其采取的措施的能

力，特别是违反资产冻结措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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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欧仁·恩戈兰·夸迪奥·朱埃 
 

299. 专家组设法查出科特迪瓦银行公司的一个属于朱埃先生的账户(账号为

30040883 1010000)，该账户仍在使用(见本报告附件四十六)。专家组认为，这

公然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实施的措施，特别是资产冻结措施。 

 E. 洛朗·巴博 
 

300. 专家组设法确定了科特迪瓦银行总公司的属于巴博先生的其他银行账户

和银行对账单。以前未曾报告过这些账户。 

301. 2012 年，该银行向专家组报告，075400741、075401534、126061076 和

126650817 号账户已被冻结(见 S/2012/196，附件六十八)。 

302. 尽管上述账户已关闭，但专家组确定，巴博先生仍在该行持有下列账号的账

户：007 540074145-21、007 540074145-72、012606107680-79和 012606107680-33(见

本报告附件四十七)。 

303. 专家组尤其注意到，007 540074145-72 号账户有一系列大笔资金调动，

2013 年 1 月 17 日的借方余额为 11 430 000 美元，贷方余额为 11 663 000 美元。

此类资金调动说明，尽管实施了资产冻结措施，仍继续向科特迪瓦转移资金。 

304. 专家组设法追踪到该账户存款的来源。存款是从“SCE AUT.FIN.PR(SAFP)”

在国家投资银行持有的 A 0092 01001 01000173010252 号账户转入的。 

305. 专家组认为，所有上述金融交易都公然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实施的措施，特

别是资产冻结措施。 

 F. 西蒙·巴博 
 

306. 专家组设法查出科特迪瓦银行总公司的属于巴博女士的其他银行账户和

银行对账单。以前未曾报告过这些账户。 

307. 2012 年，该银行向专家组报告，075400730、075400731、075400738 和

126229146 号账户已被冻结(见 S/2012/196，附件六十八)。 

308. 尽管上述账户已关闭，但专家组确定，巴博女士仍在同一银行持有有效账

户(账号为 007 540073034-56、007 540073034-10 和 007 540073135-95)，还有

至少 1 个长期存款单(见本报告附件四十八)。 

309. 专家组还设法追踪到 SOGESPAR 管理公司和(或)FCP SOGEVALOR 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支付的(2011 财政年度)股红(总价值为 5 003 700 非洲法郎)，收款人

是 Gbagbo 女士。SOGESPAR 是一个股票管理公司，由科特迪瓦银行总公司完全所有，

是科特迪瓦和次区域唯一专门代表第三方管理资产的公司(见本报告附件四十九)。 

310. 专家组认为，这公然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实施的措施，特别是资产冻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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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Alcide Djédjé 
 

311. 2012 年 11 月 16 日，专家组得以在本贾利监狱对 Djédjé先生进行了访谈。

他表示，政府冻结了他的所有资产，他正在尽力获得很少的付款，以满足个人需

要。 

312. 他还指出，他曾致信委员会，要求撤销对他实施的制裁。不过，专家组了

解到，这封信写错了地址，并说明了解除制裁的程序。随后，根据第 1730(2006)

号决议的规定将此信提交除名协调人。 

 H. Pascal Affi N’Guessan 
 

313. 专家组设法在科特迪瓦银行总公司查出属于N’ Guessan先生的以前未曾报

告的其他银行账户和银行对账单。 

314. 2012 年，该银行向专家组报告，111035541 和 111065707 号账户已被冻结

(见 S/2012/196，附件六十八)。 

315. 尽管上述账户已关闭，但专家组确定，N’ Guessan 先生仍拥有同一银行的

账户(账号为 011103554150-72 和 011103554150-26)，这些账户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一直在使用。 

 

 十一. 建议 
 
 

316. 专家组认为，2012 年 10 月中期报告所载建议(S/2012/766，第 140 至 161

段)仍然有效，但指出，必须在其特定的任务领域采取措施。因此，专家组提出

下文列出的建议： 

 A． 武器 
 

317. 专家组建议，会员国应鼓励本国公司在未收到通知和(或)免除程序确认书

的情况下，不向科特迪瓦出口受制裁制度限制的军用物资。 

318. 专家组建议设立一个包括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各邻国在内的区域评估

机制，以抵制科特迪瓦沿海地区海盗活动带来的威胁。 

319. 专家组建议加强联科行动的空中监视能力，以覆盖科特迪瓦沿海地区。 

320. 专家组建议安全理事会修订制裁标准，将科特迪瓦安全部队内通过自然资

源贸易来支持犯罪网络的个人和实体纳入制裁。 

321.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政府在联科行动和科特迪瓦有关伙伴的支持下，综合

制定一份明确的前战斗人员名单，并为每名战斗人员颁发生物特征识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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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专家组建议该国政府与联科行动协商，确定属于科特迪瓦安全部队(国家

安全部队、宪兵、警察和海关当局)的所有武器和弹药的库存量。 

323.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政府在经过确定的伙伴的支持下，根据国际标准加强

其武器和弹药销毁方案。 

324.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政府与联科行动协商，确保军事设施内所有武器和弹

药的储存均符合国际武器储存和安全标准。 

325. 专家组建议联科行动将特派团联合分析中心和综合禁运监测股编写的所

有涉及专家组任务的报告系统地转发给专家组。 

 B. 财务 
 

326. 专家组建议，该国政府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遏制大规模走私可可、腰果、

棉花、木材、黄金以及非法进出该国的各种商品的活动，特别是经加纳边境的走

私活动。必须加强海关当局、警察、宪兵、水警和森警等所有边境管制当局的能

力。专家组还建议该国政府对可能为此类走私活动提供便利的地方当局进行调

查，以避免违反制裁制度转用资金的情况。 

327.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政府继续提高该国石油收入管理的透明度，并采取措

施解决日益严重的非法手工开采金矿的问题。 

328. 专家组建议，除了在科特迪瓦运作和从科特迪瓦购买黄金的业内参与者之

外，还应鼓励科特迪瓦政府参与经合组织主办的《关于来自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

地区的矿产品负责任供应链的尽职调查准则》实施方案，在建立负责任的矿业部

门方面分享经验并促进相互学习。 

329.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政府通过矿产、石油和能源部鼓励所有大规模金矿经

营者以及采购和(或)出口许可证持有者了解并酌情执行经合组织的《尽职调查准

则》及其《黄金补编》以及《世界黄金协会无冲突黄金标准》。还可利用该《准

则》协助该部推进自己的手工和小规模黄金开采战略。 

330.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政府采取一切措施，立即解散军事经济网络，打击各

类非法征税行为，并提高国内安全水平，以避免非法武装团体的勒索、抢劫和掠

夺行为。政府还应继续在全国各地重新部署各种财政控制机构，并为这些机构提

供有效执行其任务所需的手段。 

331. 专家组建议该国政府立即对与“财政中心”有关的所有金融活动进行彻底

调查，并准许专家组立即和无限制地查阅有关“财政中心”活动的所有财务记录。 

332. 专家组建议该国政府加强和管制海洋边界，防止和打击可能的海盗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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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政府加强警方与布基纳法索、加纳、利比里亚和马里

的合作，视需要在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协助下查明和打击非法贩运黄金的行为。 

334. 专家组建议该国政府协助专家组开展调查工作，及时答复专家组询问的武

器禁运和财务问题，准许专家组查阅所有必要的财务文件，并确保在科特迪瓦注

册的公司也这样做。 

 C. 海关和运输 
 

335.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政府将安全理事会第 2045(2012)号决议第 2 段的规

定纳入其国内法律框架，特别是纳入《海关法》。 

336. 专家组鼓励委员会提醒会员国，它们有义务执行第 2045(2012)号决议第 2

段规定的预防措施。 

337. 专家组建议联科行动通过由征聘或借调的海关人员组成的海关才人库加

强其能力，以便在监测禁运及核查违反制裁行为方面为国家海关当局提供协调一

致和可持续的支持。这一人才库中的人才应部署到科特迪瓦与邻国边境的海关办

公室。 

338.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政府在有关国际伙伴的支持下，特别是在世界海关组

织的支持下，对科特迪瓦海关系统实行改革和现代化，以便有效执行制裁制度。 

 D. 钻石 
 

339. 专家组建议金伯利进程主席继续为该国政府达到进程的最低要求提供支持。 

340.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政府与国际实体(诸如经合组织、大湖区问题国际会

议和世界黄金协会)建立联系，以期借鉴在手工采矿方面已遇到和正在遇到类似

问题的其他倡议和国家所汲取的经验教训，并利用为其提供的任何援助。 

341. 专家组建议，应责成联科行动监测和报告与自然资源有关的事态发展情

况，并以此作为其利用现有资源执行的总任务的一部分(综合禁运监测股成员、

联合国警察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已经驻扎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地区)。这项任务还

应包括特别重点针对在科特迪瓦运作的钻石和黄金网络建立信息收集和地理制

图程序和机构。这一机构将建立地方、区域和国家网络、个人和地理信息数据库，

从而更好地了解谁正在违反和如何违反禁运规定。 

 E. 对个人的制裁 
 

342.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所有与金融有关的机构，包括税务和地籍机构、中央

银行(西非国家中央银行)、所有公营和私营银行及金融机构、特别是被制裁个人

可获得可运转的银行账户或资金的那些银行和金融机构(科特迪瓦住宅银行、农

业融资银行、科特迪瓦银行公司、科特迪瓦银行总公司、国家投资银行、SOGESPAR

管理公司和(或)FCP SOGEVALOR)立即采取措施，充分遵守安全理事会对科特迪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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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实行定向制裁的各项决议，特别是遵守资产冻结措施，并建议该国政府据此

向委员会通报有关情况。 

343. 专家组还建议上述机构允许其立即和不受限制地查阅与目前受到定向制

裁的个人有关的全部财务记录。 

344.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政府对与所有被制裁个人有关的所有资产和财务信

息展开一次全面的财务调查。 

345. 专家组建议 Éditions et Librairies L’ Harmattan 出版社(设在法国)答

复专家组询问的有关向 Blé Goudé先生支付版权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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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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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GIUM 

  Government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entities 
European Commission;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Kimberley Process 
Working Group of Diamond Experts, Antwerp World Diamond Centre 
 

BURKINA FASO 

  Govern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Trade for the Promotion of 
Business and Crafts; Ministry of Mines, Works and Energy; General Directorate of Police; General 
Directorate of Customs; General Directorate of Civil Aviation; Office of the Chief of Staff, National 
Gendarmerie; Airport Police, Ouagadougou International Airport; Customs, Ouagadougou 
International Airport; National Commission on Small Arms and Light Weapons 

  Private sector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the Industry and Craft of Burkina Faso 
 

COTE D’IVOIRE 

  Government 
Ministry of Defenc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Ministry of Economic and Finance; Ministry of Public 
Function; Ministry of Oil, Mines and Energy; Ministry of Transport; Ministry of Justice; General 
Directorate of Customs; General Directorate of Taxation; Director of the President’s Office, Chief of 
Staff of FRCI, 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u Coton et de l’Anacarde, Direction générale du Trésor – 
Bouaké,  

  Diplomatic missions 
Embassy of France,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of Belgium, Embassy of South Africa, 
European Union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entities 
Force Licorne, Groupe de Recherche et de Plaidoyer sur les Industries Extractives, Randgold 
Resources Ltd., European Un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Friends of Côte d’Ivo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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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Govern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NETHERLANDS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entitie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SOUTH AFRICA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entities 
Kimberley Process Chair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State;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USAID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entities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Government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entities 
World Gold Council, Lloyds, Chatam Hous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tional Affairs, De B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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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 
 
List of attacks by armed groups on Côte d’Ivoire since June 2012. 
 
 
Date Place Incident 
07/06/2012 Guitrozon / Duekoue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08/08/2012 Robande / Tai Attacks by an armed group 
08/06/2012 Para-Sao / Tabou Ambush on UN peacekeepers 
11/06/2012 Diaro-Oula / Guiglo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12/06/2012 Sioblo-Oula / Guiglo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12/06/2012 Diaro-Oula / Guiglo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21/07/2012 Niably refugee camp / 

Duekoue 
Repraisal operation after house burglary 

05/08/2012 Yopougon / Abidjan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against police 
barracks 

05/08/2012 Yopougon / Abidjan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against FRCI 
checkpoint 

06/08/2012 Abengourou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against FRCI 
06/08/2012 Akouedo / Abidjan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against FRCI camp 
08/08/2012 Eri-Makougnia / 

Agboville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11/08/2012 Grand-Bassam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13/08/2012 Grand-Bassam Failed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of the prison 
13/08/2012 Pekan / Toulepleu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14/08/2012 Bakoubly / Toulepleu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15/08/2012 Pekanhouebly / 

Toulepleu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15/08/2012 Dabou Three separate attacks by armed groups on 
FRCI checkpoint, gendarmerie barracks and 
prison 

16/08/2012 Jacqueville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against gendarmerie 
barracks 

25/08/2012 Irobo / Grand Lahou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of FRCI position 
26/08/2012 Grand Lahou Attackers ambushed by FRCI 
20/09/2012 Vridi / Abidjan Three separate attacks by armed groups against 

gendarmerie and police barracks and FRCI 
checkpoint 

21/09/2012 Noe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of FRCI position 
14/10/2012 Bonoua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on gendarmerie 

barracks 
15/10/2012 Yopougon / Abidjan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of Azito power 

station 



S/2013/228
 

5313-26408 (C) 

 

17/10/2012 Alepe / Adzope Exchange of fire between FRCI and armed 
elements 

21/10/2012 Bongouanou / Daoukro Two separate attacks by an armed group on 
forestry office and gendarmerie barracks 

16/12/2012 Agboville / Adzope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of FRCI checkpoint 
21/12/2012 Agbaou / Adzope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of FRCI and 

gendarmerie checkpoint 
21/12/2012 Yopougon / Abidjan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of gendarmerie 

barracks 
13/03/2013 Zilegli / Blolequin Attack by an armed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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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 
 
Factions of pro-Gbagbo radical wing groups 
 
Faction A 
 
Dirigée par le colonel Alfonse Gouanou (ex-commandant de la région militaire de Daloa) 
Colonel Henri Tohourou Dadi (ex-commandant du Bataillon d’artillerie sol air) – Est en charge des 
opérations pour cette faction.  
Commissaire principal Patrice Loba (ex-Brigade Anti Emeutes) – Est en charge du renseignement 
pour cette faction. 
Commissaire Djédjé Gbagbro, alias Ahipy (ex-CRSI) 
Capitaine Blé (ex-Garde Républicaine) 
Serge Koffi, alias Anaconda ou Abraham (jusqu’à son arrestation) 
Lt Pehe, alias Emmanuel 
Lt Bawa, alias Konan, David ou Bakary 
Caporal chef Blé Hervé, alias Gédéon (ex-homme de troupe du 1er bataillon d’Akouedo) (décédé) 
Sergent-chef Kobou Decky Jean-Claude, alias Delta 
 
Justin Kone Katinan, (ex-délégué auprès du Ministère de l’Economie et des Finances) à titre de 
financier (Suite à son arrestation par les autorités ghanéennes, a transféré ses prérogatives financières 
à Touré Amara) 
Touré Amara (ex-Ministre du Commerce) 
Secré Kouamé Richard (ex-Ministre du Tourisme et de l’Artisanat) 
 
 
Faction B 
 
Dirigée par Damana Adia Pickass, président de COPIE 
Brou Kakou, alias Marechal KB, (ex-Fesci) à titre de chef des opérations 
Capitaine Clément Zadi (ex-Force d’Intervention para-commando) 
Capitaine Akaepa (ex-ANSI) 
Commissaire Gnawa, alias Kabila (mais est également en contact avec le colonel Gouanou) 
Tchang ou Chang (ex-sous-officier de la Brigade Anti Emeutes) 
Touré Moussa, alias Zeguen Touré (ex-responsable de la milice Groupement des Patriotes pour la 
Paix), vice-président de COPIE. 
Junior Gbagbo (surnom), est également en contact avec les autres factions. 
 
Assoua Adou (Président de la coordination FPI en exil) et Ahoua Don Mello (ex-DG du BNET) 
appuient financièrement Damana Pickass. Considérés comme des sages, ils sont régulièrement 
approchés par l’ensemble des f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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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ion C, dite « groupe des Wé » - Cette faction s’est rapprochée du colonel Gouanou depuis fin 
2011. 
 
Didier Goulia, alias Roger Tikouia (ex-responsable des douanes), à titre de responsable 
Hubert Oulai (en est sorti mais à financé en 2011).  
Tahi Zué (ortographe) 
Ferdinand N’Dri Kouassi, alias Watchard Kedjebo, (ex-directeur de campagne de Laurent Gbagbo, 
ex-responsable du 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u Grand Centre) désigné pour également opérer avec  
Damana Pickass) 
Paul Dokoui (ex-animateur de la Radio Côte d’Ivoire) (avait reçu 20.000.000 CFA de Justin Kone 
Katinan pour installer une station radio au Ghana mais en a détourné l’argent, il a depuis fuit au Togo) 
 
Cette faction était jusqu’à son arrestation dirigée par Lida Moise Kouassi (ex-Ministre de la Défense) 
et avait reçu en 2011 un appui financier de Marcel Gossio (ex-Directeur du Port Autonome 
d’Abidjan). Ce dernier s’est retiré au Maroc en 2012. 
 
 
Faction D 
 
Commandant Jean-Noel Abehi, (ex-Escadron Blindé de la Gendarmerie) arrêté au Ghana le 04 février 
2013. Dispose de contacts au sein de la gendarmerie ivoirienne. 
Aka Djedje, alias Satan 
Maréchal de logis Félix Clark Kla Guiraud, alias Camara (jusqu’à son arrestation) 
Koudou Gnango Jean Didier, alias PKM (jusqu’à son arrestation) travaillait également avec Damana 
Pickass 
Ouei Kouah Rodrigue, alias AA52 (jusqu’à son arrestation) travaillait également avec Damana 
Pickass 
 
 
Faction E 
 
Major Bamba 
Sergent-chef Zabayou (est en contact avec Ahoua Don Mello) 
Major Koudo (ex-Garde Républic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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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 
 
Thuraya communications 
 
+88-21621202620 phone log  
 

 
 
+223-547660766 has been used by Commander Brou Kakou, alias Marechal KB 
 
+225-06290872 has been used by Lieutenant Sal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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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aya numbers identified to have been used by pro-Gbagbo radical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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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5 
 
Liberian National Police – Statement of Moses Baryee, alias Moses Sarp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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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of Ivorian security services related to Moses Bar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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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ian National Police - Statement  of Komande Mohegan Val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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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 des suspects identifiés  
 

 
# NOM ROLE PRESUME SITUATION ACTUELLE ACCUSATIONS AVEUX NATIONALITE 

LISTE DES SUSPECTS ARRETES ET DETENUS EN COTE D’IVOIRE 
 

François Thabio Mercenaire Arrêté le 9 juin en Côte d’Ivoire  Sao Oui Ivoirien 
Hervé Kehi Mercenaire Arrêté le 9 juin en Côte d’Ivoire Sao Non Ivoirien 
Eric Touré Mercenaire Arrêté le 9 juin en Côte d’Ivoire Sao Non Ivoirien 

LISTE DES SUSPECTS ARRETES ET DETENUS AU LIBERIA 
 

Nyezee Barway Chef Mercenaire Arrêté le 14 Juillet au Liberia Sao etc  Oui / Partiel Libérien 
Isaac Toryon Garde du corps de Barway Arrêté le 13 Juillet au Liberia  Sao etc  Non Libérien 
Morris K. Cole Chef Mercenaire Adjoint de Barway Arrêté le 13 Juillet au Liberia Sao etc  Oui / Partiel Libérien 
Anthony Nimeley Inconnu  Arrêté le 22 juillet au Liberia    
Stephen J Gloto « Rambo » Chef Mercenaire Arrêté le 27 Juillet au Liberia Sao etc  Oui Libérien 
Moses Sarpee  Financier / Planificateur / Recruteur Date d’arrestation inconnue. Détenu au Liberia Sao etc  Oui / Partiel Libérien 
Nemlin Tere Antoine Mercenaire Arrêté le 25/27 Juillet au Liberia Sao etc  Non Ivoirien 
James Lee Cooper Mercenaire Arrêté le 25/27 Juillet au Liberia Sao etc  Non Libérien 
Prince G Youty Mercenaire Arrêté le 25/27 Juillet au Liberia Sao etc  Non Libérien 
Emmanuel/Edward Saymah 
« Trainer » 

Mercenaire Arrêté le 16 août au Liberia Toulepleu , Sao etc.. Oui / Partiel Libérien 

Valerie Mohagar Komande Mercenaire Arrêté le 16 août au Liberia Toulepleu , Sao etc.. Oui / Partiel Ivoirien 
Frank Olivier Nioule Mercenaire Arrêté au Liberia Toulepleu , Sao etc.. Non Ivoirien 
Junior Nioule Mercenaire Arrêté au Liberia Toulepleu , Sao etc.. Non Ivoirien 
Edward O Nioule Mercenaire Arrêté au Liberia Toulepleu , Sao etc.. Non Ivoirien 
Julie Badison Touré Mercenaire Arrêté au Liberia Toulepleu Non Ivoirien
Tarlay Sam Recruteur Arrêté le 3/6 septembre au Liberia    
Dekejohu Geai Martin Facilitateur Relâché le 5/7 Aout par le tribunal Toulepleu , Sao etc.. Non Ivoirien 
Bloa Nicari Mercenaire Blessé par balle. 

Arrêté le 18 août au Lib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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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6 
 
Fundraising activities of pro-Gbagbo radical wing groups 
 
 
PROCES VERBAL DE LA REUNION DU 9 AOUT 2011 
 
A la demande du porte-parole, le Ministre ASSOA ADOU, la coordination du FPI en exil au Ghana 
s’est réunie ce mardi 09 Aout 2011 de 14 H 10 à 17 H 30, à la résidence du Directeur BOUIKALO 
Thierry. Quinzaine membres étaient présents. L’ordre du jour proposé et adopté était le suivant : 
 1 – Informations sur le séjour de la Miss Californie et le retour de  certains officiers des FDS en 
Cote d’Ivoire; 
 2 – Présentation du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Economique et Financière  
 3 – Appréciation du message du président Ouattara et de la réponse de Miaka Ouretto; 
 4 – Divers. 
 
I. INFORMATIONS 
 
 I.1- Du séjour de la Miss Califormie au Ghana 
 
C’est le Ministre Touré Amara, Responsable de la Commission Sociale, maitre d’œuvre du 
programme de visite de la Miss qui a fait un compte rendu de cette visite (voir compte rendu) en 
annexe.  Il faut retenir que le séjour a eu lieu du 30 Juillet au 06 Août 2011.  
Après Amara Touré, le Dr. Koffi AKA a, à son tour, lu le rapport financier détaillé du séjour de Miss 
Shaun Ollisson. Il faut retenir ici que la coordination a atteint son objectif étant donne que toute 
l’activité a été réalisée malgré un déficit budgétaire.  
 
Apres ces différents rapports, l’objectif, a dit le porte-parole dans son commentaire, était de permettre 
aux ivoiriens de la diaspora de lever des fonds auprès des américains et de corriger l’image du 
président Gbagbo dans l’opinion internationale a travers le lobbying que la miss fera au vue de ce 
qu’elle a constaté et vécu durant son séjour à Accra. 
 
I.2. Du retour des officiers au Pays 
Le porte parole a informé l’assistance du retour au pays de l’officier SAMA Henri Cesare après celui 
des dix premiers dont Konan Boniface. Des commentaires qui en ont résulté, il a été retenu la 
nécessité de renforcer les contacts avec les FDS refugiés au Ghana en vue de créer une véritable 
synergie avec toute la coordination, afin de leur apporter toute l’assistance nécessaire.  
 
 
II.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ECONOMIQUE ET FINANCIERE 
 
Nécessaires pour le bon déroulement des activités stratégiques et sociales de la coordination, la 
recherche des finances occupe une place de choix au sein de la coordination. C’est pourquoi, un 
rapport, à la demande de la coordination, a été rendu publique, par KOFFI AKA au nom des memb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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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ladite commission.  Ce rapport se résume en quatre objectifs fonction des actions à mener, il 
s’agit: (i) action de mobilisation juridique, (ii) action d’assistance civile et militaire, (iii) action de 
communication et (iv) fonctionnement de la Direction à Abidjan. Mais comment financer ces activités? 
Pour se faire la commission s’est dotée d’un certain nombre de moyens; il s’agit: 

- du sponsoring des activités et de la créativité à travers des cotisations des membres  à des 
taux raisonnables, 

- la récupération des fonds mobilisés pour des actions ponctuelles non réalisées durant la crise 
post-electorale auprès de certaines personnalités bien connues, 

- achat d’actions dénommées ‘’Action eburnie’’ à hauteur de 200.000 F CFA, que chaque 
membre doit vendre auprès de son réseau relationnel. Ces actions doivent permettre à la 
coordination de collecter dans l’urgence (délai d’un mois) prés de 200.000.000 F CFA pour 
réaliser des activités urgentes d’assistance civile et militaire. 

 
Le DG OUSSOU Kouassi, sur le volet Macro économie souligne que des analyses et commentaires de 
la gestion du gouvernement Ouattara seront l’objet de publication mensuelle. Ce qui participera du 
suivi et de la critique de la Gouvernance économique. 
 
Aprés cette lecture, toute l’assistance a félicité la commission pour le travail fait et appelé chacun à 
s’inscrire dans les propositions énumérées pour l’atteinte de notre objectif global: la restauration du 
l’Etat de Droit et du retour de tous les exilés en Cote d’Ivoire. 
 
 

Fait à Accra le 09 Aout 2011, 
Le raporteur, 

DEDY ARS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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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7 
 
 
Ammunition with characteristics similar to Sudanese production 
 

Photo 1                        Photo 2 

     
 
Photo 3                                 Photo 4 

  
 
Photo 5                          Phot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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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7                                            Phot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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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8 
 
MOU between FPI and NCP and related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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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FRONT POPULAIRE IVOIRIEN (FPI), 

THE IVORIAN POPULAR FRONT 

 

 

AND 

 

 

THE NATIONAL CONGRESS PARTY 

(NCP) OF THE REPUBLIC OF SU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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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AMBLE 

We the Parties to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Concerned about the recent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faced in our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 multiple threats to the well -being of our people s; 

Dedicating  ourselves to putting an end to the polarization, divisions, 
conflicts and intolerance that have characterized respectively our 
countries’  politics; 

Determined  to build a society free of violence, fear, intimidation, hate, 
patronage, corruption and founded on justice, fairness, openness, 
transparency, dignity and equality  in our respective countries ; 

Recognizing  the centrality and importance of African institutions in 
dealing with African matters, and agreeing to seek solutions to our 
differences,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in our respective countries through 
dialogue under the auspices of regional institutions mediation, supported 
and endorsed by the African Union;  

Acknowledging that we have an obligation of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of 
working together  as political partners in the mutual interest of our peoples ; 

Desirous therefore  of entering into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a view to 
returning our both countries (Republic of Côte d’Ivoire and Republic of 
Sudan) to prosperity ; 

NOW THEREFORE AGREE AS FOLLOWS:  

Definition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shall mean this written 
agreement signed by the P rincipals.  

‘The Parties’ shall mean Front Populaire Ivoirien (FPI), the Ivorian Popular 
Front led by Mr. Pascal Affi N’guessan and the National Congress Party 
(NCP) led by H.E. President Omar al-Bashir. 

‘The Principals’ shall mean the President of FPI, Mr. Pascal Affi N’guessan 
and Dr. Nafie Ali Nafie, the Vice President of NPC acting on behalf of H.E. 
President Omar al-Bashir. 

Declaration of Commitment  

The Parties hereby declare and agree to commit themselves to a support, 
dialogue and assistance with each other with a view to creating a genuine, 
viable, permanent and sustainable solution to political  situation facing in 
our respective countries and, in particular, to implement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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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The Parties have agreed to the followin g Agenda:  

A- ECONOMIC 

(A-1) Restore economic stability and growth  in our respective countries ; 
(A-2) Facilitate Business partnership s between investors;  
(A-3) Mutual economic & financial assistance if needed.   

B- POLITICAL 

(B-1) Strengthening democracy and free political activity in our respective 
countries for sustainable dev elopment; 
(B-2) Share expertise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B-3) Promote equality, national healing , human rights,  justice and unity. 

C- SECURITY 

(C-1) Mutual assistance in case of external foreign interference 
(C-2) Security of persons and prev ention of v iolence 
(C-3) Security data exchange program 
 
 
This strategic partnership shall enter into force on the date of its signature 
by both parties.  
 
Done in Khartoum, on 14th July  2010 in English, Arabic and French 
languages; both texts being equally authentic .  
 
 
 
On behalf of  the FPI                                                On behalf of the NCP  
 
 
 
Pascal Affi N’guessan                                                Dr. Nafie Ali Nafie  
 
President                                                                         Vic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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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EXE'

Liste'des'personnalités'Soudanaises!:!!

8 Dr!Nafie!Alie!Nafie,!président!du!NCP!(Sudanese!National!Congress!Party!)!!

8 Dr!Mustafa!OSMAN,!Conseiller!particulier!du!Président!OMAR!BECHIR!chargé!des!Affaires!

étrangères!!

8 Dr!AHMIN,!Directeur!Afrique!du!NCP!!

8 FATHI!Hussein,!Représentant!du!NCP!pour!l’Afrique!de!l’Ouest!avec!résidence!à!Accra!au!
G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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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TE 

TO WHOM IT MAY CONCERN 

I, the undersigned, AFFI N’GUESSAN Pascal, President of the Front Populaire 
Ivoirien (FPI), the ruling party in Côte d’Ivoire, currently residing at Marcory, Zone 4C, 
22 BP 302 Abidjan 22, Côte d’Ivoire, Tel home: +225 22  Tel office:+225 21 243 676 
Email:president@fpi-ci.org  

Hereby name as my mandatory  

Dr.DON MELLO Ahoua, passport n° PD-AE/044GN02, currently residing at 2, blvd 
Hassan II, 04 BP 945 Abidjan 04, Côte d’Ivoire. Tel office: +225 22 485 455 
Mobile:+225 09 450 808 Email: donmello@bnetd.ci 

I grant him the power to: 

• Negotiate on my behalf, any political and funds raising issues  with the 
National Congress Party of the Republic of Sudan; 

• Receive from the National Congress Party any funds as the NCP’s support  to 
the FPI dedicated to the ongoing  elections in Côte d’Ivoire; 

• Sign all relevant contracts and documents and perform any act necessary for 
the execution of this mandate. 

Signed in Abidjan, this September, 12th,2010. 

Pascal AFFI N’GUESS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cceptance  

I, the undersigned, Dr. DON MELLO Ahoua, agree to perform the mandate entrusted 
to me in this document by President Pascal AFFI N’GUESSAN. 

Signed in Abidjan, this September, 12th,2010. 

Dr.  DON MELLO Ahou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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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resident of the Front Populaire Ivoirien  
 

To 
 

Dr. Mustafa ALI OSMAN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Republic of Sudan 
 
Excellency, 
 
On the past 14th of July 2010, the “Front Populaire 
Ivoirien” (FPI), the ruling party in Côte d’Ivoire and the 
National Congress Party (NCP) have signed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at NCP headquarters in 
Khartoum. For have been so helpful,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to you my sincere recognition for the assistance 
provided.   
 
Excellency, 
 
Please be aware that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Côte 
d’Ivoire will be definitely held on October 31, 2010.  
 
As you know, The FPI joined by the Group of 12 Political 
Parties called “La Majorité Présidentielle” meaning 
“Presidential Majority” is presently backing President 
LAURENT GBAGBO for these 2010 elections.  
 
All the polls produced by independent polls stations have 
announced President GBAGBO winning at a first turn. 
Despite that guarantee, we still need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our victory. That’s a best way to facilitate 
the governance of President GBAGBO during his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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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mandate after elections. This is a main reason 
why we need to continue to recruit more parties and 
more voters. As you do know, recruiting political parties, 
right before elections cost a lot and the opposition 
parties are financed by westerns. 
 
Excellency, 
 
For our Party to fulfill these objectives, we’re seeking for 
any assistance from His Excellency Honorable President 
BECHIR. 
 
I look forward you assist a delegation of the FPI lead by 
Dr. Don Mello who is my mandatory to act on my behalf 
for this specific purposes. 
 
Sincerely Yours! 
 
Pascal AFFI N’guessan 
 
President  
Front Populaire Ivoir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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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RAPPEL'DES'TERMES'DE'REFERENCE'DE'LA'MISSION''

Il"m’a"été"confié"une"mission"de"deux"(2)"ans"visant"à"préparer"l’ouverture"d’une"représentation"
permanente"du"BNETD"dans"les"pays"d’Afrique"australe"et"d’Afrique"Orientale"dont"les"termes"sont"
précisés"dans"la"lettre"de"mission""en"annexe"signé"du"Directeur"Général"du"BNETD"en"date"du"04"Mai"

2010"(Voir&copie&de&la&lettre&de&mission&en&annexe).""

B6 CHAMP'D’ACTIONS''

En"raison"de"la"tenue"en"Afrique"du"Sud"de"la"coupe"du"monde"de"football"qui"a"captivé"toutes"les"
énergies"en"Afrique"Australe,""notre"étude"préliminaire"s’est"consacrée"à"l’Afrique"de"l’Est""et"a"porté"
sur"les"quatre"(4)"points"suivants"de"notre"mission"au"cours"du"premier"trimestre"d’activité":"

1J L’identification"et"l’établissement"de"contacts"suivis"avec"les"réseaux"d’affaires"et"de"lobbying"

financier."
2J L’étude"des"opportunités"commerciales"et"économiques."
3J L’environnement"sociologique"lié"aux"affaires."

4J L’identification"de"technologies"intéressant"le"développement"de"la"Côte"d’Ivoire.""

La"méthode"de"travail"utilisé"a"consisté"à"faire"d’abord"de"la"recherche"documentaire"par"usage"des"
TIC"et"de"mon"carnet"d’adresse"privé,"puis"à"effectuer"sept"(7)"missions"sur"site"au"cours"desquelles"
nous"avons"souvent"rencontré"les"plus"hautes"autorités"politiques"du"pays,"les"ministères"techniques,"

le"patronat,"les"structures"en"charge"de"l’investissement,"de"potentiels"partenaires"techniques"et"les"
institutions" financières" locales."Ce"travail"préliminaire"a"bénéficié"de" l’appui"actif"du"Directeur"
Général"qui"a"constamment"usé"de"son"influence"et"de"sa"notoriété"afin"de"nous"garantir"la"caution"

politique"de"l’Etat"Ivoirien"indispensable"à"la"pénétration"de"ce"marché"d’Afrique"orientale."Précisons"
que"des"sept"(7)"missions"effectuées"dans"la"région,"trois"(3)"ont"été"financées"par"le"BNETD"et"quatre"
(4)"l’ont"été"sur"fonds"propres.""

C6 RESULTATS'OBTENUS'

Identification'et'établissement'de'contacts'avec'les'réseaux'd’affaires'et'de'lobbying'financier'

AU"SOUDAN"

Des"contacts"forts"ont"été"noués"avec"les"décideurs"politiques"du"NCP"(National"Congress"Party,"le"
parti"au"pouvoir)"et"les"puissants"réseaux"d’affaires"et"de"lobbying"gravitant"autour"du"palais."Dans"le"

souci"de" faciliter" la"pénétration"du"marché" soudanais," j’ai" accepté"de"présider" LA"COALITION"
INTERNATIONALE"DE"SOUTIEN"AU"PRESIDENT"OMAR"EL"BECHIR"(www.omarelbechir.org)"initié"par"les"
réseaux"de"lobbying"soudanais"pour"soutenir"le"Président"face"aux"mandats"d’arrêts"lancés"par"le"TPI."

Toute"chose"qui"nous"ouvre"en"permanence"les"portes"du"palais"du"Présidentiel."

AU"KE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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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9 
 
Ammunition with characteristics similar to Iranian production 
 
Sample 1: Lot 40/2001, 7.62x54mm 
 

   
 
Sample 2: Lot 43/2000, 7.62x54mm 
 

  
 
Sample 3: Lot 19/2001, 7.62x54mm 
 

  
 
Sample 4: Loose 7.62x39mm round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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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of 7.62x54mm ammunition observed in Côte d’Ivoire 
 
• No. • Lot number • Comments 
• 1 43 / 2000 • Documented in painted crates 
• 2 18 / 2001 • Documented in painted crates 
• 3 19 / 2001 • Documented in painted crates 
• 4 21 / 2001  
• 5 24 / 2001  
• 6 28 / 2001  
• 7 31 / 2001  
• 8 32 / 2001  
• 9 36 / 2001  
• 10 39 / 2001  
• 11 40 / 2001  
• 12 45 /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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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0 
 
Correspondance of Anselme Seka Yapo 

 
De :  (Voluntary removed by the Group of Experts) 
Date : 29 mars 2011 11:11:11 HAEC 
À :  Cdt Seka Anselme Yapo <ckanselme@hotmail.com> 
 
A ce stade, la seule chose est de te passer les infos en attendant de trouver une cargaison dans la zone. 
 
La deuxième alternative que j ai est la Syrie et l iran, mais il me faut une gestion -" discrète-" de 
la situation avec toi . 
 
Je peux mais tu ne l auras pas avant 1 mois. Impossible car le temps du voyage par mer car aucun 
pays africain ne laissera son Aeroport en escale. 
 
On a trop traine en croyant aux négociations UA.   A ce moment sa urge. .! 
 
Sa passe ou sa casse, eux ils attaquent vos positions avec ce qu ils ont et prennent une partie de vos 
armes, vous aussi faites la pareille. 
 
Envoyé de mon iPad 
 
 
 
 
 
 
 
 
 
 
 
 
 
 



S/2013/228 
 

13-26408 (C)92 

 

Annex 11 
Correspondance between Anselma Seka Yapo and Victorine Nemet 
 
Victorine NEMET kogba1@gmail.com 
Mail du 02 avril 2011 adressé à SEKA SEKA 
Bonjour Marie,  
Bonjour Professeur BONI, 
 
notre combat est noble et il ne s'arrêtera pas. 
Face au complot orchestré par le Ministre Lia BI (pour des raisons que lui seul maîtrise) à l'encontre 
de ma personne, je ne me suis pas arrêtée de travailler. l'heure est grave, je ne vais pas m'attarder sur 
ce qui va plus nous faire reculer qu'autre chose. Dans la vie, il y en a toujours comme cela qui à un 
moment, ne savent plus qui est l'ennemi ou feignent de ne pas le savoir et tirent donc des missiles sur 
leurs propres alliés. L'on est à se demander qui travaille pour qui et qui travaille contre qui finalement. 
Mais il faut plus que cela pour me démonter. Surtout que je ne cherche pas à plaire, ni même un poste 
car je gagne ma vie par mon travail et DIEU merci. Mon travail pour l'Afrique s'effectue à partir de 
mes bureaux implantés depuis plus de 15 ans sur l'Avenue des Champs Elysées, au quartier Mayfair à 
Londres et à Genève, je ne connaissais pas Lia Bi. Mon intégrité ne saurait être atteinte par un homme 
dont les aspirations politiciennes n'ont rien à voir avec les miennes. J'apporte là où beaucoup viennent 
pour prendre. 
 
La lecture de la situation et surtout les personnes qui nous aident, alertent tous que nous allons avoir à 
gérer cette étape dans l'histoire de la Côte d'Ivoire, pendant encore au moins CINQ ANS, mais que 
notre combat est la bonne voie pour une véritable libération. 
 
L'Observatoire de la Renaissance Africaine et Alliés (ORAA) est en action et composé de plusieurs 
membres de services internationaux, d'Avocats (Advoc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istes, Economistes, 
Universitaires, Scientifiques et autres.  
 
Le titre en objet ici est le titre de plusieurs actions que nous allons menées tant en France qu'à 
l'international avec le réseau mondial de Elisa KITSON. 
 
Marie, comme tu le sais, dans l'entourage d'un Chef d'Etat, les collaborateurs n'ont pas toujours la 
même portée. L'Ambassadeur d'Iran en France (qui m'a été présentée par Elisa KITSON) est l'un 
des guides de la Révolution. c'est un titre très important dans ce pays. Ce qu'il partage avec son 
Président n'a rien à voir avec ce que les autres Ambassadeurs iraniens peuvent avoir à gérer 
avec leur Président. 
Cet Ambassadeur souhaite que le Président me dise les besoins urgents, mais depuis, je n'ai 
aucun retour.  
 
En outre depuis 2002, c'est par mes relations du pays de Jacob, que nous avons pu nous doter d'un 
moyen stratégique. Je suis donc en guerre contre l'ennemi de la Côte d'Ivoire depuis l'attaque qui à 

mailto:kogba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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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écimé et continue de décimer les ivoiriens. Personnellement, je suis touchée par cette guerre venue 
d'ailleurs. Trop de membres de ma famille tant à Bangolo qu'à Duékoué ont été tués par les rebelles. 
Des personnes surprises dans leur sommeil et egorgées, des femmes enceintes (au fin fond de leur 
campement) éventrées en présence de leurs autres enfants mineurs, des enfants jetés dans des puits ou 
remis dans le feu de leur maisons incendiées par les rebelles de ouattra, des petits garçons de 3 ans 
dont on a tranché le sexe, les rendant enuques etc, tout cela s'est passé et se passe encore à l'Ouest. 
 
En 2004, j'ai demandé et œuvré pour le rapprochement discret entre le Président V.POUTINE et le 
Président L. GBAGBO. Cette action initiée auprès d'un proche du Président GBAGBO n'a jamais eu 
de retour. C'est à se demander si l'on a la faculté de discernement pour conseiller un Chef au lieu de 
l'intoxiquer.  Suite à mes échanges avec le Président Alexéï BORISOVICH MILLER j'ai fait 
venir une équipe de Gazprom que le Président a reçu en décembre 2009. J'ai aussi emmené 
GUNVOR en Côte d'Ivoire. La Russie est bien pour nous et l'on comprend aujourd'hui ce que je fais 
depuis hier. Le Président V. POUTINE est en train de revenir en première ligne. 
 
Par le Professeur Serge BONI, j'au eu l'honneur de rencontrer le Président L. GBAGBO et d'évoquer 
avec lui, un autre dossier stratégique pourvoyeur de Fonds importants que j'ai arraché de haute lutte au 
camps ennemi. Ce dossier en cours n'a pu voir le jour à cause de la situation que nous connaissons. 
 
A ce jour, l'Honorable A. BABAKOV (la Douma) et ses services peuvent nous être grandement 
utiles mais avoir en retour de l'Or et/ou du Diamant ou toute autre matière première. 
 
Nous pouvons avoir les mêmes services utiles de la Turquie. L'Ambassadeur d'Angola et ses 
Conseillers ici m'ont expliqué l'adoption d'une nouvelle forme de diplomatie sans nous lâcher. 
 
Comprend Chère Marie, qu'à cette tribune je ne puisse parler qu'à mots et maux couverts. La vie n'est 
en rien un long fleuve tranquille dans notre entendement. Chaque jour, pendant des semaines et mois 
entiers, nous sommes au front à travers les rencontres que nous multiplions et pas seulement à Paris. 
 
Que le Ministre Lia Bi veuille une communication "coup de poing", je peux le comprendre parce qu'il 
n'a rien à voir avec mon métier. Mais travailler dans la durée et supprimer définitivement le mal par 
un travail de fond avec nos réseaux (qui ne cessent de grandir), c'est ce que je fais. Monsieur Lia Bi a 
lâché contre moi toute sorte de chiens et de loups qui auraient pu porter atteinte à ma vie, mais il faut 
beaucoup plus pour détruire la fille ou la femme d'un guerrier. Je m'appelle ZRI et ce n'est pas rien. Le 
Président L. GBAGBO pourra te dire ce que signifie ZRI en bété. 
 
Si tout ce que j'ai évoqué ici trouve un échos, je pourrai repartir vers l'Ambassadeur d'Iran 
(que je rencontre après demain lundi à 11h) pour le lui dire. Il en est de même pour la Russie et le 
Turquie. 
Au front, nous serons pour une Côte d'Ivoire enfin libre avec Laurent GBAGBO, pour des ivoiriens 
débout et en paix. 
 
Merci Marie Victorine NE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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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2 
 
Ammunition with charecteristics similar to Israeli production  
 
 

 
 

 
 
Note the spelling mistakes on the stic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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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3 
 
Ammunition with charecteristics similar to Chinese origin, produced 2010, 2009, and 2007  
 
 
12.7x108mm ammunition 
 

    
 

 
 
 
14.5x114mm ammu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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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mm, launched gren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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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4 
 
PPS 43 sub-machine g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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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5 
 
Pastor Moïse Kore – Documents related to quotations for weapons and related mate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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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6 
Small arms with erased production marks 
 
Czechoslovakian VZ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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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 VZ58 rifles have been observed during the post electoral campaign in the hands of Forces Nouvelles 
combatants. Picture taken at Bloléquin (West Côte d’Ivoire), 28 Mars 2011. 
 
 
 
 
Bulgarian RPG 7 laun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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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ly Chinese Type 56-1 assault rifle with dot marking 
 
Sample A 
 

    
 
 

 
 
Registration number: 4832309 
 
 
Note: Similar weapons with registration numbers 31912, 32210 and 32289 have been reported in April 2011 in 
South Sudan by the Small Arms Survey. 
See 
http://www.smallarmssurveysudan.org/fileadmin/docs/issue-briefs/HSBA-IB-19-Arms-flows-and-holdings-South-S
udan.pdf) 
 
 
 
 
 
 
 

http://www.smallarmssurveysudan.org/fileadmin/docs/issue-briefs/HSBA-IB-19-Arms-flows-and-holdings-South-Sudan.pdf
http://www.smallarmssurveysudan.org/fileadmin/docs/issue-briefs/HSBA-IB-19-Arms-flows-and-holdings-South-Sud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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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B 
 
 

 
 
 

 
 
Registration number: 4834410 
 
 
 
Note: Similar weapons with registration numbers 34118, 34474 and 34513 have been reported in April 2011 in 
South Sudan by the Small Arms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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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ly Type 56-1 observed by Small Arms Survey in South Sudan 
 

 
 
Note : As observed for samples A and B, serial numbers remain, but the manufacturer’s marking has been erased. 
 
List of 125 T-56s in April 2011 that the SPLA had seized from the forces of the South Sudan 
Liberation Movement/Army (SSLM/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eter Gadet in Unity State South 
Sudan during the same month. Small Arms Survey also documented a few rifles that the SPLA had 
seized from the forces of George Athor in Jonglei State South Sudan during battle in March 2011. All 
of these had the serial number prefix '48'. 
 
11827 39856 47344 
22324 39886 47543 
25443 40157 47573 
25543 40259 47851 
30354 40992 47939 
30962 41115 48521 
31912 41218 48592 
31959 41239 48920 
32210 41289 48996 
32289 41312 49063 
33381 41436 4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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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85 41545 49153 
33683 41550 49228 
33733 41703 49763 
33996 41745 50037 
34092 41979 50227 
34118 42001 50346 
34474 42049 43847 
34513 42814 50714 
34981 42962 50731 
35393 43103 51049 
35411 43244 51125 
35555 43297 51143 
36161 43314 51203 
36531 43572 51555 
36625 43791 51907 
36644 43847 51965 
36746 44219 51989 
36839 44584 52216 
37031 45113 52265 
37278 45314 52475 
37296 45335 52575 
37460 45372 52615 
37569 45635 52716 
38100 45680 52743 
41550 45736 52909 
41703 45930 52923 
41745 46220 80161 
41979 46395 50714 
42001 46453  
42049 46543  
42814 46785  
42962 47112  
43103 47236  
 



S/2013/228
 

11513-26408 (C) 

 

 
Likely NORINCO 37/38mm grenade laun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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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 rifles produced in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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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ZI sub-machine gun manufactured in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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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M with Arabic script rear sights manufactured in Poland (with erased registration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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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7 
 
ZPU2 still in use at the Republican Guard unit based in Treicheville 
 

 
 
Picture taken in January 2013, Abidjan 
 
Note: This ZPU2 is still used by the Republican Guard unit based in Treiche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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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8 
 
ACMAT vehicles and related documents. 
 

 
 

VLRA  
Véhicule de Liaison, de Reconnaissance et d’Appui 

Liaison, Reconnaissance and Support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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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V 

ACMAT Light Tactical Vehicle 
Véhicule Tactique Léger ACMAT 

 
 

 

 
 

ALTV observed with a 7.62mm PK Machinegun mou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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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9 
 
Contract for ALTV – ACMAT Defense (First delivery i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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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ification re: 79 ACMAT vehicles addressed to the Sanctions Committee 
on 14 Nov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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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0 
 

Balistic helmets manufactured by MKU Ltd. (India) destined to equip GS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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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1 
 
Acquisition of Glock pistols by GSPR 
 

 
 

Section voluntary cut by th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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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2 
Presidential decree – Special Forces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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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orian Special Forces - Independance Day pa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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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ussures(de(combat( Genouillères(kaki(

ProtègeJcoude(k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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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telles(tac<ques(Ceinturon(bariol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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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3 
 

List of material by KS-Factory for PNRRC , and related documents (USMC & Glock) 
 

News Photos Société Photo

SOCIÉTÉ

Sécurité : L`entreprise KS Factory présente ses équipements.

Publié le 30 janvier 2013 | Abidjan.net |  Photographe : Serges T | Photo N˚125139

Photo précédente  Photo suiv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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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treprise de vente d`équipements de sécurité KS Factory a organisé le vendredi 25 janvier 2013 la cérémonie officielle de présentation

de ses équip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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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and equipment exported by USMC 
 

DATE IMPORTATEUR EXPORTATEUR QUANTI
TE DESCRIPTION Valeur FCFA BL 

27/03/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VESTE T.R.U MILTICAM 70.647.253,06 VOIR COMMENTAIRE 

27/03/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CEINTURE TOILE NOIRE A 
BOUCLE CHROMEE 3.622.763,27 VOIR COMMENTAIRE 

27/03/12 PN DDR RRR USMC 50,00 MAXPEDITION FATBOY 
VERSIPAC BEIGE 2.940.554,87 VOIR COMMENTAIRE 

27/03/12 PN DDR RRR USMC 30,00 BOTTE PARA BW 2.288.591,99 VOIR COMMENTAIRE 

27/03/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CEINTURON DE COMBAT 
FAMAS CAMO 51.128.689,06 VOIR COMMENTAIRE 

27/03/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LATHERMAN WINGMAN 7.709.294,70 VOIR COMMENTAIRE 

27/03/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COUVRE CASQUE MC 31.462.257,26 VOIR COMMENTAIRE 

27/03/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MAG LITE 5D 15.700.883,11 VOIR COMMENTAIRE 

27/03/12 PN DDR RRR USMC 50,00 ANNEAU DE CEINTURE 
POUR MAG LITE 1.482.039,73 VOIR COMMENTAIRE 

27/03/12 PN DDR RRR USMC 100,00 SAC PORTE OUTILS 4.298.926,37 VOIR COMMENTAIRE 

27/03/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PANTALON T.R.U 
MULTICAM 70.647.253,06 VOIR COMMENTAIRE 

27/03/12 PN DDR RRR USMC 50,00 LAMPE PETZEL TACTIKKA 
CAMO 350.849,10 VOIR COMMENTAIRE 

3/04/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TS MARRON 5.332.930,41 002/12 PNRRC/KS 

3/04/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TS CAMO DESERT 5.332.930,41 002/12 PNRRC/KS 

3/04/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CAGOULE 3 TROUS CE 3.235.691,57 002/12 PNRRC/KS 

3/04/12 PN DDR RRR USMC 300,00 CAGOULE 3 TROUS BK 1.357.830,99 002/12 PNRRC/KS 

3/04/12 PN DDR RRR USMC 694,00 CHAUSSETTE MILLES 
HEAVYWEIGHT 12.427.892,51 002/12 PNRRC/KS 

3/04/12 PN DDR RRR USMC 50,00 GHILLIE CHAMELEON 
FEUILLE WOODLAND 9.559.589,34 002/12 PNRRC/KS 

3/04/12 PN DDR RRR USMC 190,00 STRIKE VEST BLACK 24.078.869,56 002/12 PNRR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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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12 PN DDR RRR USMC 480,00 CHAUSSURE BLACKHAWK 
TANTO LIGHT 36.851.139,49 002/12 PNRRC/KS 

3/04/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CASQUE STYLE MITCH 
NOIR 30.633.191,90 002/12 PNRRC/KS 

3/04/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BOTTE OTB BUSHMASTER 
BEIGE 114.405.460,37 002/12 PNRRC/KS 

3/08/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CHEMISE OPS DESERT 64.493.690,00 003/2012 

3/08/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PANTALONS GUERILLA 
OPS 2 DESERT 91.374.810,00 003/2012 

3/08/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VESTES GUERILLA OPS 
DESERT MM. 191.185.220,00 003/2012 

3/08/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COUTEAUX SPEC PLUS 
MARINE COMBAT 7.169.610,00 004/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300,00 Y-COMBINAISON INTER 
OPS NOIR 57.304.403,52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BOONIE HAT TIGER 11.216.864,70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CASQUETTE PMS COYOTE 16.582.592,96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1.306,00 CHAUSSETTES 1000 
MILLES HEAVY W 23.387.359,69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HC-BETRET FORCES 
SPECIALES 13.729.180,01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ECUSSON MANCHE 
FORCE SPECIALE 1.377.509,70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INSIGNE FORCE SPECIALE 5.234.536,86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300,00 CEINTURON DOUBLE 
RETENTION 3.445.742,12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CEINTURON VEGA VERT 
OLIVE 19.160.503,97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100,00 LAMPE TACTIQUE TLR1 14.358.242,77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200,00 HOLSTER TACTQUE VEGA 
DROTIER 9.982.353,63 005/2012 

 



S/2013/228
 

18913-26408 (C) 

 

14/08/12 PN DDR RRR USMC 200,00 HOLSTER TACTQUE VEGA 
GAUCHER 9.982.353,63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100,00 HOLSTER TM2 2.295.849,50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110,00 STRIKE ELITE VEST BLACK 13.940.398,16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25,00 GILET STRIKE CUTAWAY 
VEST NOIR 5.762.582,25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BRETELLE UNIVERSELLE 3 
POINTS 30.705.347,17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GANTS NEXSTAR-
MULTICAM 30.705.347,17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GANTS RHYNO KEVLAR 
NOIR 15.316.595,95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COMMANDO CHEST 
HARNESS DESSERT 114.412.019,94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650,00 DOUBLE PORTE 
CHARGEUR MOLLE AK 24.473.755,67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PROTECTION GENOUX 
VEGA VERT OLIV 17.815.792,12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300,00 PROTECTION GENOUX 
VEGA NOIR 5.492.327,96 005/2012 

14/08/12 PN DDR RRR USMC 1,00 PERCHE TELESCOPIQUE 3 
CROCHETS 8.255.874,80 005/2012 

21/09/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SAC GOLANI CENTRE 
EUROPE 101.811.085,97 006/DEV1102247 

21/09/12 PN DDR RRR USMC 300,00 SAC TACTIQUE 3D SOCOM 
NOIR 15.648.510,19 006/DEV1102247 

21/09/12 PN DDR RRR USMC 1.000,00 HOLSTER+PLATINE 
CUISSE CE 45.989.145,27 006/DEV1102247 

!
Pour un total de                                                    1.478.104.487 CFA 
Soit environ                                                                 3 millions USD!

!  
 
 
Note: above-mentionned materiel arrived in Côte d’Ivoire on the following dates : 
27 March 2012, 3 April 2012, 14 August 2012 and 21 Sept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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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4 
 

Follow up on Glock combat knives sale to KS-Factory  
 

Usurpation du logo de la société USMC par KS-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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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Spécialiste en Conseil, Vente, Distribution 

Création de Matériel de Sécurité 

GROUPE KS/ FACTORY- ABJ  
SI EGE SOCI AL :  Cocody –Val - Doyen.  SUCCURSALES ;  PARI S – TEL :  +336. 27. 71. 05. 57 

SARL AU CAPI TAL DE 1. 000. 000 F/ CFA

 

 

 

 

Exportateur : 

CNDDR 

03 BP 933 ABIDJAN 03 (COCODY II PLATEAUX) 

!

!

!

REF$ DESIGNATION$ QUANTITE$ PU$HT$ PRIX$TOTAL$$

BP!211!

!

!

X1!

COUTEAU!SPEC!PLUS!MARINE!COMBAT!

!

!

Frais!annexes!fret!

1000!

!

!

1!

38!373.00!

!

!

46!740,00!

38!373!000,00!

!

!

46!740,00!

!

TOTAL!HT!HORS!DOUANE!EN!CFA! 38$419$740,00$

!

Trente$huit$millions$quatre$cent$dix$neuf$mille$sept$cent$quarante$FRANCS$CFA$

!

FACTURE$$N°004/2012$DU$16$Avri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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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ment for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Note the below heading in French, indicating that KS-Factory “is the official representative of USMC 
in Côte d’Ivo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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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5 
 
List of materiel by E & C Technology Limited for PNRRC , and related documents. 
 

DATE IMPORTATEUR EXPORTATEUR QUANTITE DESCRIPTION Valeur FCFA BL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WORKING CLOTHES 56.066.724,00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PEAKED CAPS 7.017.383,52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BERETS 11.339.947,08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BELTS 3.870.412,56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BADGES 3.165.057,00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WORKING CLOTHES 54.258.120,00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PEAKED CAPS 7.415.276,40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WORKING CLOTHES 54.258.120,00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PEAKED CAPS 7.415.276,40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0.000,00 BELTS 25.802.750,40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0.000,00 BOOTS 422.007.600,00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WORKING CLOTHES 56.066.724,00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PEAKED CAPS 7.415.276,40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BERETS 11.701.667,88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BUTTONS 1.211.764,68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6.000,00 SOCKS 5.172.607,44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6.000,00 BOOTS 126.602.280,00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BELTS 3.870.412,56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500,00 WORKING CLOTHES 63.301.140,00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500,00 PEAKED CAPS 8.651.155,80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4.000,00 SOCKS 3.448.404,96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4.000,00 BOOTS 84.401.520,00 EC2012-INV-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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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500,00 WORKING CLOTHES 46.722.270,00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500,00 PEAKED CAPS 6.179.397,00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WORKING CLOTHES 54.258.120,00 EC2012-INV-03 

20/03/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PEAKED CAPS 7.415.276,40 EC2012-INV-03 

2/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8.000,00 BOOTS 373.456.440,00 EC2012-INV-08 

2/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8.000,00 SHOOES 345.713.961,60 EC2012-INV-08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BERETS & BADGES 11.162.982,6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SHIELDS 1.502.640,72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5,00 WORKING CLOTHING  

UNI=-PCS 275.958,9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8.025,00 WORKING CLOTHES   

UNI=-PCS 142.875.495,0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8.000,00 PEAKED CAPS 19.465.488,0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WORKING CLOTHES   

UNI=-PCS 53.411.400,0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PEAKED CAPS 7.299.558,0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0.000,00 SHIELDS 10.017.604,8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BERETS & BADGES 11.519.058,6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SHIELDS 1.502.640,72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BADGES 3.008.842,2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WORKING CLOTHES  

UNI=-PCS 53.411.400,0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PEAKED CAPS 7.299.558,0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WORKING CLOTHES   

UNI=-PCS 55.191.780,0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PEAKED CPAS 7.299.558,00 EC2012-INV-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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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480,00 WORKING CLOTHES   

UNI=-PCS 61.957.224,0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500,00 PEAKED CAPS 8.516.151,0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000,00 SHIELDS 1.001.760,48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500,00 WORKING CLOTHES   

UNI=-PCS 27.595.890,0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500,00 PEAKED CAPS 3.649.779,0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7.000,00 CORD 52.396.583,4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7.000,00 SHIELDS 13.619.907,0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495,00 WORKING CLOTHES   

UNI=-PCS 64.298.423,7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500,00 PEAKED CAPS 8.516.151,0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WORKING CLOTHES   

UNI=-PCS 53.411.400,0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PEAKED CAPS 7.299.558,0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500,00 WORKING CLOTHES   

UNI=-PCS 27.595.890,0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500,00 PEAKED CAPS 3.649.779,00 EC2012-INV-09 

11/04/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60,00 WORKING CLOTHES   

UNI=-PCS 1.068.228,00 EC2012-INV-09 

11/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500,00 WORKING CLOTHES 44.419.590,00 EC2012-INV-10 

11/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500,00 PEAKED CAPS 5.874.849,00 EC2012-INV-10 

11/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SHOES 71.113.800,00 EC2012-INV-10 

12/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BELTS 9.999.661,68 EC2012-INV-11 

12/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6.000,00 SOCKS 6.587.472,96 EC2012-INV-11 

12/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995,00 WORKING CLOTHES 68.664.088,80 EC2012-INV-11 

12/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0.000,00 BADGES 37.446.192,00 EC2012-INV-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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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SOCKS 3.293.736,48 EC2012-INV-11 

12/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COLLAR PATCHS 3.133.252,80 EC2012-INV-11 

12/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BELTS 9.999.852,73 EC2012-INV-11 

12/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4.010,00 WORKING CLOTHES 321.196.622,40 EC2012-INV-11 

12/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79.000,00 SOCKS 86.735.060,64 EC2012-INV-11 

12/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000,00 BELTS 7.489.238,40 EC2012-INV-11 

12/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7.000,00 BELTS 89.998.165,12 EC2012-INV-11 

12/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6.000,00 SOCKS 6.587.472,96 EC2012-INV-11 

12/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500,00 BELTS 8.326.555,63 EC2012-INV-11 

14/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5.000,00 SHRITS 29.214.304,20 EC2012-INV-12 

14/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0.000,00 SHIRTS 54.939.386,40 EC2012-INV-12 

14/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0.000,00 POLO SHIRTS 54.431.863,20 EC2012-INV-12 

14/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0.000,00 WORKING CLOTHES 192.858.816,00 EC2012-INV-12 

14/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0.000,00 PEAKED CAPS 26.010.564,00 EC2012-INV-12 

28/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0.000,00 POLICE SHIRTS 58.339.087,20 EC2012-INV-15 

28/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5.000,00 POLICE SHIRTS 82.282.816,80 EC2012-INV-15 

28/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9.025,00 POLICE PANTS 148.634.818,80 EC2012-INV-15 

28/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000,00 POLICE SHIRTS 10.971.042,24 EC2012-INV-15 

28/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0.000,00 POLICE TIES 61.569.590,40 EC2012-INV-15 

28/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0.020,00 POLICE LEATHER 

SHOES 409.986.708,33 EC2012-INV-15 

28/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500,00 POLICE LEATHER 

SHOES 53.841.720,00 EC2012-INV-15 

28/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500,00 URC LEATHER 

SHOES 10.239.428,28 EC2012-INV-15 

28/06/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750,00 URC LEATHER 

SHOES 16.152.516,00 EC2012-INV-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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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7/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0.000,00 POLO SHIRTS 55.184.500,80 EC2012-INV-16 

16/07/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0.000,00 BERETS 85.542.408,00 EC2012-INV-16 

16/07/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8.000,00 WORKING CLOTHES 547.471.411,20 EC2012-INV-16 

16/07/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0 PEAKED CAPS 79.110.648,00 EC2012-INV-16 

16/07/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7.000,00 BADGES 5.942.946,24 EC2012-INV-16 

16/07/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0.020,00 BUTTONS 8.627.176,96 EC2012-INV-16 

16/07/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0.000,00 ARMBANDS 16.079.400,00 EC2012-INV-16 

16/07/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0.000,00 ARMBANDS 10.805.356,80 EC2012-INV-16 

16/07/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975,00 PANTS 16.304.511,60 EC2012-INV-16 

16/07/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500,00 GILETS 17.365.752,00 EC2012-INV-16 

16/07/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9.970,00 BOOTS 475.236.314,64 EC2012-INV-18 

16/07/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000,00 RED BOOTS 67.533.480,00 EC2012-INV-17 

22/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500,00 LADIES SHIRTS 14.745.578,40 EC2012-INV-20 

22/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5.000,00 LADIES PANTS 83.254.080,00 EC2012-INV-20 

22/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0.000,00 BADGES 21.261.811,20 EC2012-INV-20 

22/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84,00 PEAKED CAPS 2.247.705,39 EC2012-INV-20 

22/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600,00 PEAKED CAPS 4.572.570,24 EC2012-INV-20 

22/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000,00 PEAKED CAPS 14.345.318,40 EC2012-INV-20 

22/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7.000,00 COLLAR PATCHS 39.193.459,20 EC2012-INV-20 

22/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000,00 COLLAR PATCHS 2.126.181,12 EC2012-INV-20 

22/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40,00 SMALL BELTS 65.834,76 EC2012-INV-20 

22/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40.000,00 SMALL BELTS 65.834.764,80 EC2012-INV-20 

22/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50,00 BOOTS 1.184.769,60 EC2012-INV-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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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500,00 SHIRTS 2.773.001,28 EC2012-INV-20 

22/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40.000,00 SOCKS 31.508.467,20 EC2012-INV-20 

22/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500,00 JUPES 37.784.544,00 EC2012-INV-20 

22/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5.000,00 GLOVES 8.421.470,40 EC2012-INV-20 

22/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000,00 WORKING CLOTHES 38.937.292,80 EC2012-INV-20 

22/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700,00 JUPES 11.252.109,12 EC2012-INV-20 

22/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700,00 PANTS 12.776.299,20 EC2012-INV-20 

22/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000,00 PANTS 18.251.856,00 EC2012-INV-20 

22/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500,00 SMALL BELTS 4.114.672,80 EC2012-INV-20 

23/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500,00 SHIRTS 14.587.258,50 EC2012-INV-19 

23/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0.000,00 SHIRTS 54.864.564,00 EC2012-INV-19 

23/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5.000,00 LADIES SHIRTS 27.432.282,00 EC2012-INV-19 

23/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32.900,00 PANTS 541.930.116,00 EC2012-INV-19 

23/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4.616,00 PEAKED CAPS 84.634.761,71 EC2012-INV-19 

23/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300,00 PEAKED CAPS 14.527.705,74 EC2012-INV-19 

23/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50,00 PEAKED CAPS 947.459,07 EC2012-INV-19 

23/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50,00 PEAKED CAPS 315.819,69 EC2012-INV-19 

23/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7.500,00 SHIRTS 104.328.199,50 EC2012-INV-19 

23/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2.500,00 LADIES SHIRTS 14.904.028,50 EC2012-INV-19 

23/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1.800,00 SHIRTS 9.875.621,52 EC2012-INV-19 

23/08/12 PN DDR RRR E&C TECHNOLOGY 
LIMITED 700,00 LADIES SHIRTS 3.840.519,48 EC2012-INV-19 

!
Montant total        7.250.408.077, 51 CFA 
Soit                               14.5 millions US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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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6 
 
Fundraising for actions against Ivorian authorities 
 

De : Gozeantoine <gozeantoine@gmail.com> Objet : Demande de contribution�Date : 18 
septembre 2012 12:00:54 HAEC�À : Bertin K. <bertinkadet@yahoo.fr> 

Mon cher Bertin,�J'ai reçu ton mail. Hier lundi, j'ai assiste a une petite réunion de réflexion sur 
l'avenir du pays aujourd'hui aux mains des barbares.�J'ai décidé de m'entretenir avec toi justement au 
sujet de notre pays. Cela fait plus d'un an que L.G a été enlevé, plus d'un an que notre pays a été 
détruit, une partie de notre jeunesse a été massacrée pour des raisons inqualifiables. Plus d'un an que 
les intellectuels, des hauts fonctionnaires, des élites bref, toutes les ressources du pays comme toi sont 
contraintes de s'exiler avec pour conséquence une régression qui rappelle le moyen âge.....).�Cette 
récupération est d'autant vitale qu'elle exige l'implication pleine et entière de chacun des patriotes de 
la diaspora, qu'ils aient été ou non des ex- collaborateurs de L.G. 

Le véritable enjeu aujourd'hui est de récupérer notre pays aux mains des étrangers  burkinabés 

En France, une cellule réfléchit à la récupération du pays par l'élimination de l'exécutif. Mais cette 
cellule est limitée financièrement puisqu'elle devra s'engager à hauteur de 120 000€. C'es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je te sollicite toi et si possible deux autres personnes qui te sont proches et qui peuvent 
apporter leur contribution. 

Ici les patriotes contribuent a leur modeste manière mais leur faible capacité financière ne permettra 
certainement pas de réunir vite cette somme. 

Pour tout résumer, je sollicite ta contribution pour atteindre l'objectif. 

Dis moi ce que tu en penses. 

A bientôt. 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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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19 septembre 2012 23:08, K <bertinkadet@yahoo.fr> a écrit : 

Kadet G. Bertin, Com.7, Tema, Box 8220, GHANA (extracted) 

 
De :  Claude Koudou <claude_koudou@yahoo.fr> 
Objet : La Maison de la Diaspora 
Date : 21 septembre 2012 21:25:42 HAEC 
À :  aimedali@yahoo.fr 
Cc :  Kadio Tanoh <kadio_tanoh24@hotmail.com>, angenor zahui 

<angenor_zahui@yahoo.fr> 
Répondre à :  Claude Koudou <claude_koudou@yahoo.fr> 
 
Objet: La Maison de la Diaspora 
 
Bonsoir, 
Tous les remerciements et encouragements pour ce que vous avez fait jusqu'à maintenant. 
Des briques se posent pour la construction de la maison de la Diaspora. Mais nous constatons à 
l'expérience que les mauvaises herbes et les arbres qui sont sur le chantier ont besoin d'être neutralisés 
pour que l'endroit devienne habitable. Il y a trois arbres qu'il faut absolument abattre. Il nous faut 
des spécialistes pour ces abattages et la construction sera aisée. Je compte sur vous pour n'impliquer 
que des personnes discrètes et volontaires. Car la discrétion est une clé de réussite. 
Il faut pour le budget total 120 000 €.  
D'ici le 15 novembre, un apport de 1500 € chacun pourrait nous aider à remonter vers la somme 
requise. 
Bon week end ! 
Cordialement, 
Claude KOU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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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  Claude Koudou <claude_koudou@yahoo.fr> 
Objet : La Maison de la Diaspora 
Date : 21 septembre 2012 21:19:48 HAEC 
À :  Eric Edi <ericmartialedi@gmail.com> 
Cc :  JEAN- PAUL COMPOH <compoh1@hotmail.com>, Paul Angoua 

<pangoua@yahoo.com>, Marc Adoux Papé <adouxpape@gmail.com>, adayé 
ahouma <augadia@hotmail.fr> 

Répondre à :  Claude Koudou claude_koudou@yahoo.fr 
 
Bonsoir, 
Tous les remerciements et encouragements pour ce que vous avez fait jusqu'à maintenant. 
Des briques se posent pour la construction de la maison de la Diaspora. Mais les mauvaises herbes et 
les arbres qui sont sur le chantier ont besoin d'être neutralisés pour que l'endroit devienne habitable. Il 
y a trois arbres qu'il faut absolument abattre. Il nous faut des spécialistes pour ces abattages et la 
construction sera aisée. Je compte sur vous pour n'impliquer que des personnes discrètes et volontaires. 
Car la discrétion est une clé de réussite. 
Il faut pour le budget total 120 000 €. Nous nous organisons en Europe. Il faudrait d'ici le 15 
novembre au moins 5 000 $ à Philadelphie; idem pour Boston; idem pour Montréal. 
Si des compatriotes peuvent prêter mains fortes comme nous nous organisons ici, ce serait bien pour 
ce projet noble et salutaire pour tous. 
Bon week end ! 
Cordialement, 
Claude KOU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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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  Claude Koudou <claude_koudou@yahoo.fr> 
Objet :  ça va 
Date : 9 septembre 2012 10:24:34 HAEC 
À :  JEAN- PAUL COMPOH <compoh1@hotmail.com> 
Cc :  adayé ahouma <augadia@hotmail.fr>, Paul Angoua <pangoua@yahoo.com>, 

angenor zahui <angenor_zahui@yahoo.fr>, aimedali@yahoo.fr 
Répondre à :  Claude Koudou claude_koudou@yahoo.fr 
 
Bonjour, 
Grâce à votre disponibilité, les maçons ont posé des fondations. Il a fallu ensuite travailler dur pour 
avoir suffisamment de ciment. Le matériel, sable, ciment, pierres ... sont en places et les maçons aussi. 
Dès que le temps sera un peu plus clément, les travaux vont se poursuivre. Nous sommes engagés à 
faire cette bâtisse. Nous faisons notre part, je suis en contact avec les architectes. 
Bon dimanche ! 
Amitiés ! 
Claude KOU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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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  Claude Koudou <claude_koudou@yahoo.fr> 
Objet :  Le point 
Date : 28 août 2012 14:56:01 HAEC 
À :  dotyoz2000@yahoo.com 
Répondre à :  Claude Koudou <claude_koudou@yahoo.fr> 
 
Bonjour, 
Dans l'esprit de ce que je vous ai décliné dans le précédent mail, il conviendrait de trouver ceux qui 
adhèrent à la construction de la maison commune de la Diaspora. 
Il s'agit d'ouvrir des cotisations sur 3 à 4 mois. Nous pensons qu'il faut donner de la respiration aux 
plans qui sont sur la maquette. 
Il y a forcément à faire un sacrifice à la hauteur des enjeux. Vous pouvez élargir aux gens (pas 
bavards inutilement) qui peuvent être sensibles au projet. Il faut ouvrir. La cause est désormais 
entendue par tous. C'est le moment d'être concret. ça vaut cher de mettre le faussaire de là où il faut 
bâtir hors d'état de nuire. Pour cela, 
Il faudrait trouver suivant votre "jauge" des personnes qui pourraient donner : 
- au moins 60 dollards par mois sur 3 à 4 mois (5 ou dix personnes); 
- au moins 100 dollards par mois sur 3 à 4 mois (5 ou dix personnes); 
- au moins 150 dollards par mois sur 3 à 4 mois (5 personnes); 
- au moins 160 dollards par mois sur 3 à 4 mois (environ 3 personnes). 
C'est vous qui connaissez le terrain. Me dire l'effectif possible pour qu'on ajuste avec d'autres sites. 
A tantô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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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  Claude Koudou <claude_koudou@yahoo.fr> 
Objet :  RETOUR 
Date : 7 août 2012 01:05:31 HAEC 
À :  Kadio Tanoh <kadio_tanoh24@hotmail.com> 
Cc :  Marc Adoux Papé <adouxpape@gmail.com>, adayé ahouma 

<augadia@hotmail.fr>, angenor zahui <angenor_zahui@yahoo.fr>, 
aimedali@yahoo.fr, JEAN- PAUL COMPOH <compoh1@hotmail.com>, 
dotyoz2000@yahoo.com, Prince Akan <princessakan56@gmail.com> 

Répondre à :  Claude Koudou claude_koudou@yahoo.fr 
 
Bonsoir, 
Je viens vous informer que l'appui que vous avez apporté a permis de lancer la construction de la 
maison commune. je voulais surtout vous remercier de votre confiance. Car sans votre esprit de 
sacrific, il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déposer des briques ici et là sur le terrain. Car beaucoup nous ont dit : 
"Commencez la construction d'abord; quand on aura vu les murs montés, on s'associera". Dans un tel 
contexte; surtout quand beaucoup de gens de bonnes volontés ont été grugés, il était difficile de 
trouver des personnes déterminées comme vous pour essayer. Car qui commence dans ces conditions ? 
Je voulais vous dire merci ! Merci ! Mais il faudra maintenant mobiliser et dire sans se cacher que la 
construction est lancée. Que chacun donne pour que les recharges des tél des maçons, leurs repas, 
déplacement si possible, soient assurés pour que la construction aille jusqu'à son terme. Je puis vous 
dire que c'est bon et ça vaut la peine de "mouiller le maillot". Le terrain nous appartient et il faudra le 
prendre avec la maison que nous avons commencée à y bâtir ! 
Restons en contact ! 
Bonne soirée  
Cordia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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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7 
 
Organizations approved to raise funds from abroad 
 
 
Vu les difficultés à réunir les fonds à allouer au fonctionnement et aux autres questions de logistique, 
la Direction du FPI en exil et le Porte-parole du Président Laurent GBAGBO donnent leur plein 
accord aux actions des Organisations non gouvernementales (ONG) telles que « Effort 
Humanitaire » et « Convergences pour la Paix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l’Afrique » dans leurs 
initiatives, à condition de rendre transparente la gestion des fonds qu’elles pourraient recueillir pour 
le soutien aux personnes en souffrance et la conduite d’autres actions conformes à leurs statuts. 
 
Paris, le 19 Août 2011    
 

La Direction de la Coordination des Exilés                                   Le 
Porte-parole du Président  

             Laurent GBAGBO 
        
Dr Assoa ADOU          
Justin Katina K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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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de Koudou and Effort Humanitaire, extracted from : 
http://www.abidjandirect.net/index2.php?page=anno&id=10 
 

 
 

Dr Claude Koudou 
 

A l’occasion de la crise qui sévit dans notre pays, nous avons crée une ONG, Effort Humanitaire qui a déjà collecté 
des fonds. Ceux-ci ont servi à aider des compatriotes exilés et le compte-rendu de l’utilisation de l’argent a été fait. 
Pour poursuivre nos actions à porter secours aux victimes et aux personnes en détresse, dans des pays d’accueil 
(hébergement ; soins médicaux ; aide alimentaire ; …), nous avons imaginé « l’opération 1 million de bougies ».  
 
Le 9 juillet dernier, au cours d’une cérémonie solennelle de lancement de l’opération bougie que nous avons 
organisée, nous avons annoncé – comme cela est porté sur l’étiquette qui accompagne les bougies – que celles-ci 
sont en vente. Et que nous invitons tous ceux qui veulent aider les victimes et les personnes en détresse d’acquérir 
leurs bougies. 
Notre idée est que dans chaque coin du monde, chaque personne puisse allumer sa bougie, le jour symbolique du 7 
août à 18h. Pour Paris, cela se fera à la place du Trocadéro.  
 
En prenant cette initiative, nous avons demandé que chacune des bougies confectionnées porte l’écriteau « Pensée 
pour la Côte d’Ivoire ». Nous serons heureux que tous ceux qui sont disponibles à s’associer à cette initiative 
collaborent avec nous. Dans ce cadre, nous tenons à leur disposition toutes les informations complémentaires. 
A Paris, le 24 juillet 2011 
 
Claude KOUDOU 
Point de vente pour Paris : +33 (0) 7 60 03 22 / +33 (0) 6 68 71 89 21 / +33 (0) 6 23 13 02 54 
Attachée de presse : +33 (0) 6 69 46 33 27 
 
Claude Koudou and Convergences pour la Paix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l’Afrique, extracted 
from : 
http://eburnienews.net/index.php/2012/04/declaration-de-dr-claude-koudou-president-des-convergenc
es-pour-la-paix-et-le-developpement-de-lafrique-suite-a-la-lettre-de-ocampo-a-soro/ 

http://eburnienews.net/index.php/2012/04/declaration-de-dr-claude-koudou-president-des-convergences-pour-la-paix-et-le-developpement-de-lafrique-suite-a-la-lettre-de-ocampo-a-soro/
http://eburnienews.net/index.php/2012/04/declaration-de-dr-claude-koudou-president-des-convergences-pour-la-paix-et-le-developpement-de-lafrique-suite-a-la-lettre-de-ocampo-a-s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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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8 
 
Cocoa production in Côte d´Ivoire and Ghana 
 
Season 2009/2010 

(Thousand tons) 
2010/2011 
(Thousand tons)

2011/2012 
(Thousand tons)

Côte d´Ivoire 1.242 1.511 1.476 
Ghana 632 1.025 879 
    
 
Source: International Cocoa Organization. ICCO.Quarterly Bulletin of Cocoa Statistics.Vol. 
XXXVIII.  
No. 4, Cocoa Year 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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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9 
 
Petroci and SIR Payments to “Leaders Team Associated”- Charles Blé Goudé 
 

Date Amount ($) Concept 
14 July 2008 12,384 Cashing of a check paid by SIR 
11 February 2009 36,000 Cashing of a check paid by SIR 
05 August 2008 36,000 Cashing of a check paid by Petro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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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0 

Commercial explosive and mercury currently used in artisanal gold mines Northern Cote 
d’Ivo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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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g Mercury on sale at an artisanal gold mining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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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responsible gold mining 
 
The OECD Due Diligence Guidance for Responsible Supply Chains of Minerals from 
Conflict-Affected and High-Risk Areas 
Conflict-affected and high-risk areas are identified by the presence of armed conflict, widespread 
violence or other risks of harm to people. Armed conflict may take a variety of forms, such as a 
conflict of international or non-international character, which may involve two or more states, or may 
consist of wars of liberation, or insurgencies, civil wars, etc. High-risk areas may include areas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or repression, institutional weakness, insecurity, collapse of civil infrastructure 
and widespread violence. Such areas are often characterized by widespread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violations of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law. 
The OECD Due Diligence Guidance for Responsible Supply Chains of Minerals from 
Conflict-Affected and High-Risk Areas was created to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for companies who 
source minerals and to avoid involvement in supply chains which may further conflict and damage 
human rights.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185050-en 
OECD Gold Supplement 
This Supplement on Gold form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OECD Due Diligence Guidance for Minerals 
from Conflict-Affected and High-Risk Areas. The Introductory section of the Guidance as well as 
Annex I (Five-Step Framework for Risk-Based Due Diligence in the Mineral Supply Chain), Annex II 
(Model Supply Chain Policy for a Responsible Global Supply Chain of Minerals from 
Conflict-Affected and High- Risk Areas) and Annex III (Suggested Measures for Risk Mitigation and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Improvement) applies to the Supplement on Gold. Therefore the term 
“Guidance” may be used throughout this Supplement to refer to both this Supplement on Gold as well 
as the OECD due Diligence Guidance for Minerals from Conflict-Affected and High-Risk Areas. 

This Supplement provides specific guidance on supply chain due diligence of gold from conflict- 
affected and high-risk area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of companies in the gold supply chain. 
It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roles of and the corresponding due diligence recommendations addressed 
to upstream companies and downstream companies in the supply chain (see Definitions), and includes, 
where necessary,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to the specific actors within those two broad categories. 
Companies falling into these categories should carry out due diligence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own, lease or loan the gold. 

http://www.oecd.org/daf/inv/mne/GoldSupplement.pdfment teams 
 
World Gold Council – Conflict Free Standard 
The World Gold Council has developed the Conflict-Free Gold Standard, an industry-led approach to 
combat the potential misuse of mined gold to fund armed conflict. The Standard has been developed 
with our member companies, comprising the world’s leading gold producers, and with extensive input 
from governments, civil society and supply chain participants. It is hoped that the Standard will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185050-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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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responsible mining practices throughout the gold mining industry. It is an open standard that 
is available for use by any party involved in the extraction of gold. 
http://www.gold.org/about_gold/sustainability/conflict_free_standard/ 
 
London Bullion Market Association (LBMA) – Responsible Gold Guidance 
Following on from the US Dodd Frank Act 2012 with regard to 3Ts (Tin Tantalum Tungsten) and 
Gold from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the LBMA has introduced the Responsible Gold 
Guidance document essentially for refiners in order to introduce a risk based due diligence scheme for 
its members. 

LBMA has set up a Responsible Gold Guidance for Good Delivery Refiners in order to combat 
systematic or widespread abuses of human rights, to avoid contributing to conflict, to comply with 
high standards of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mbating terrorist financing practice. This Guidance 
formalizes and consolidates existing high standards of due diligence amongst all LBMA Good 
Delivery Refiners. 

This Guidance follows the five steps framework for risk-based due diligence of the OECD Due 
Diligence Guidance for Responsible Supply Chains of Minerals from Conflict-Affected and High-Risk 
Areas adopted on 15 December 2010 and follows the requirements detailed in the OECD Gold 
Supplement adopted on 17 July 2012. 

http://www.lbma.org.uk/assets/RGG20130118.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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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2 
 

List of airports and airfields in Côte d’Ivoire 
 

AIP  6 AD 1-3-01
ASECNA CÔTE D’IVOIRE 01 JUILLET 2010

SERVICE DE L’INFORMATION  
AÉRONAUTIQUE - A S E C N A  AMDT 06/10

  Type de trafic autorisé à utiliser sur l’aérodrome 
 Nom de l’aérodrome Type of traffic permitted to use the aerodrome Renvoi à la Section AD
 Indicateur d’emplacement International  S = Régulier / Scheduled Observations
 Aerodrome name National IFR - VFR NS = Non Régulier Reference to AD section
 Location Indicator (INTL-NTL)          Non Scheduled Remarks
    P = Privé / Private
 1 2 3 4 5
 ABENGOUROU NTL VFR NS 6 AD 2.5
 DIAU    
 ABIDJAN/F.H.BOIGNY INTL - NTL IFR - VFR S 6 AD 2.1 - DIAP
 DIAP
 ABOISSO NTL VFR P 6 AD 2.5
 DIAO
 BOCANDA NTL VFR P 6 AD 2.5
 DIBC
 BONDOUKOU/Soko NTL VFR S 6 AD 2.5
 DIBU
 BOUAKÉ NTL IFR - VFR S 6 AD 2.5
 DIBK
 BOUNA/Téhini NTL VFR NS 6 AD 2.5
 DIBN
 BOUNDIALI NTL VFR NS 6 AD 2.5
 DIBI
 DABOU NTL VFR P 6 AD 2.5
 DIDB
 DALOA NTL VFR S 6 AD 2.5
 DIDL
 DIMBOKRO/Ville NTL VFR NS 6 AD 2.5
 DIDK
 FERKESSEDOUGOU NTL VFR P 6 AD 2.5
 DIFK
 GRAND BEREBY/Nero-sur-Mer NTL VFR NS 6 AD 2.5
 DIGN
 GUIGLO NTL VFR P 6 AD 2.5
 DIGL
 KATIOLA NTL VFR NS 6 AD 2.5
 
 KORHOGO NTL IFR - VFR S 6 AD 2.5
 DIKO
 MAN NTL VFR S 6 AD 2.5
 DIMN
 ODIENNÉ NTL IFR - VFR S 6 AD 2.5
 DIOD
 OUANGO FITINI NTL VFR P 6 AD 2.5
 DIOF
 SAN PEDRO NTL IFR - VFR S 6 AD 2.5
 DISP
 SASSANDRA NTL IFR - VFR S 6 AD 2.5
 DISS
 SEGUELA NTL VFR S 6 AD 2.5
 DISG
 TABOU NTL VFR NS 6 AD 2.5
 DITB
 TOUBA/Mahana NTL VFR S 6 AD 2.5
 DITM
 YAMOUSSOUKRO NTL IFR - VFR S 6 AD 2.3
 DIYO

Les indicateurs d'emplacement marqués d'un astérisque (*) ne doivent pas être employés dans la formule d'adresse des messages AFS
The location indicators marked with an asterisk (*) cannot be used in the address component of AFS messages

 AD 1.3 - RÉPERTOIRE DES AÉRODROMES
 INDEX TO AERODR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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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3 
 
Examples of Seguela artisanal diamond mining site development  
(Februar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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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monds from the Tortiya areas of Cote d’Ivo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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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4 
 
Extract from the Final Communiqué - Kimberley Process Plenary Meeting        30 
November 2012,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2. In light of UN Security Council (UNSC) Resolution 2045 (2012), the Plenary acknowledged the 
steps taken and actions planned by Côte d’Ivoire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KPCS minimum 
standards. The Plenary noted that the KP Chair made a presentation to the UNSC in May 2012 and 
that the Friends of Côte d’Ivoire (FOCDI) had conducted visits to Séguéla in August and September 
2012, and expressed the KP’s commitment to further engage with the Ivorian authorities to prepare 
for KPCS implementation. The Plenary requested that the WGM,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FOCDI and 
other KP bodies as appropriate, actively collaborate with the newly established Inter-Ministerial KP 
Permanent Secretariat and the UN Group of Experts. The Plenary acknowledged the importance of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the Ivorian KP Secretariat and called upon FOCDI members to come forward 
with such assistance. In this context, the Plenary also took note of joint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 and EU Joint Research Centre (JRC) efforts to identify a common methodology for 
satellite monitoring of diamond mining in Côte d’Ivoire, and joint USAID-EU plans to provide 
technical assistance for promoting the formalization of the artisanal mining sector and reinforcing the 
country’s chain of custody through the Property Rights and Artisanal Diamond Development 
(PRADD) project. 
15. The Plenary encouraged KP Participants from West Africa to continue dialogue concerning 
methods for improved regional cooperation on KP implementation. In this context, Plenary noted the 
multi-stakeholder workshop on enforcement that was held in Ouagadougou, Burkina Faso, in 
February and commended Ghana for hosting a delegation from Côte d’Ivoire in Jun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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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5 
 
KP Technical visit to Cote d’Ivoire participants list 
 
Peter Barlerin - Special Advisor to the Kimberley Process Chair,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inkie Moleko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Seth Klaye - KP Focal Point, Ghana  
Astrid Brauer -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GIZ) 
Calvin Tshidavhu - South African Embassy Abidjan 
William Covin - U.S. Embassy Abidjan 
Herman Kouakou - representative of Ivoirian Civil Society 
Treasure Hlophe - South African Embassy Abidjan 
Sebastien Pennes - Chief of Party of USAID’s Property Rights and Artisanal Diamond Development 
project 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Christophe Louvrier (EU Joint Research Center) 
Mark Van Bockstael (KP Working Group of Diamond Experts)  
Peter Chirico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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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6 
 
Sierra Leone parcel and false KP Certificate  
 

 
 
 
 
 



S/2013/228
 

28313-26408 (C) 

 

 
 



S/2013/228 
 

13-26408 (C)284 

 

Annex 37 
 
Malian passport of Charles Blé Goud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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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8 
 
Ivorian Passport of Charles Blé Goud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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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9 
 
Identity card of Charles Blé Goudé from M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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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0 
 
Identity card of Charles Blé Goudé from Be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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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1 
 

Official reply from Government of Be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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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2 
 
Table of passports and identity cards in possession of Mr. Charles Blé Goudé 
 
 

Type of document Country Name Document number 
and issuing date 

Passport Côte d’Ivoire KOBENAN Kouman 
Alexis 

08LH03980 
26 December 2008 

Passport Mali COULIBALY Ousmane B0487890 
03 October 2011 

Identity Card Mali COULIBALY Ousmane 7492771 
03 October2011 

Identity card Bénin BENDOSSEVI Armand 100445269 
Not menti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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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3 
 
Charles Blé Goudé phone calls from SIM card in various countries  
 
Lors de son arrestation, Charles Blé Goudé était en possession de deux téléphones satellitaires de 
marque Inmarsat. 

 
IMEI Numéro 
353032040205078 898709910416151491 
353032040387942 898709910416145899 

 
Par ailleurs, l’analyse des cartes SIM des téléphones cellulaires indiquent qu’un des téléphone en 
possession de Charles Blé Goudé a été utilisé dans les pays suiv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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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ISTE DES PAYS OU LA PUCE A ETE UTILISEE 

Index  Code 
Pays  Pays  Code 

Opérateur Opérateur  Valeur  

1  613  Burkina Faso 02 Celtel 61302

2  630  Dem.Rep. of the Congo 02 Celtel Congo 63002

3  629  Congo  01 Celtel 62901

4  628  Gabon  03 Celtel Gabon S.A. 62803

5  620  Ghana  04 Kasapa Telecom Ltd. 62004

6  639  Kenya  03 Kencell Communications Ltd.  63903

7  646  Madagascar 01 MADACOM 64601

8  650  Malawi  10 Celtel ltd. 65010

9  614  Niger  02 Celtel Niger 61402

10  621  Nigeria  20 Vee Mobile Networks 62120

11  619  Sierra Leone 01 Celtel 61901

12  622  Chad  01 Celtel 62201

13  640  Tanzania  05 Celtel (T) Ltd. 64005

14  641  Uganda  01 Celtel Uganda 64101

15  645  Zambia  01 Celtel Zambia Ltd. 64501

16  404  India  40 AirTel - City of Madras 40440

17  404  India  92 AirTel - Mumbai Metro 40492

18  404  India  10 AirTel - Delhi 40410

19  633  Seychelles  10 AIRTEL 63310

               
CODE 
PAYS 

N° APPEL TELEPHONE OPERATEUR PAYS IMSI ICCID 

225 03223303 NOKIA 1280 MOOV  CI 612021212947395 8922502012129473950
225 04737363 ITEL 2690 MTN  CI 612051416551940 89225050014165519403

233 54728054 ITEL 2690 VODAFONE GHANA 620020504366723 89233020500043667233
233  SAMSUNG 

GT-P3100 
AIRTEL GHANA 620060131029817 8923306010310298174

233  IPAD TIGO GHANA 620031023767165 8923327120244775273
233  HUAWEI 

C5600 
EXPRESSO GHANA 89233281011107833947

225  NOKIA E71 MTN  CI 8922505001416708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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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4 
 

Charles Blé Goudé´s bank account at Banque de l´Habitat - Côte d´Ivo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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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5 
Bank account « Leaders team associated”. SARL/Charles Blé Goudé, at Banque  
pour le financement de l´Agriculture (B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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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6 

Bank account of Eugène N´goran Kouadio Djué at Société Ivorienne de Ban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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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7 
 

Bank accounts of Mr. Laurent Gbag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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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8 
 

Bank account Ms. Simone Gbag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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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9 
 

Dividends paid to Ms. Simone Gbagb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