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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 al'aide ext6rieure, elle s1estmaintenueplus oumoins aumemevo1ume
ouelesanndesprさc5dentes (env、 30 SParhabitant).Unsoulagementa4tdapporte
6ar la d5cisi｡n d'annulerune partie des crdances publiques de la part de la
france, de la RFA, du Canada et des Etats-Unis. La r"uction du service de
la detteyaffsrentdevra se chiffrer autourde 30MioFRSenl990, sommequユ
equilibrera a peine les pertes des recettes d'exportations dues a la chute
duprixdUca菫． エ』aBanqueMondialearenforcdsonr61ed'interlocuteurprincipal
etdechefd'orchestredesbailleursdefonds aveclamiseenvigueurdupremier
Programme d!Actions Soci己1es et d1RPpui a la Cestion Economique (PASJLGE) et
1aprfP己ration de nouveauxcrさdits sectoriels dans les domaines de l!enseigne-
ment, de la sant4 etde l!envirormement (voir 1.2.3). Onobsexrve des lenteurs,
parfois inquidtantes, dans lamise enoeuvre de ces grandsPrOgrammes, caUs&es
par les obstacles administratifs et des conceptions troP rigides pour faire
faceaunediversit4institutionnelleetsoc1C－culturelleencorePeucomprise.

1.2 Deveユ○ppementduprodrammedelaDDA

1．2.1Evolutiondans laconception

Cont1nuitさ， intEgration prOgressive et recherche de synergie， 一 voici tzois
termes-cユさs qui peuvent resumeヱ ユ！さvoユution de notre presence a lにここgEscar･
ｴ』es lignes d!O工ientations du PPP/1985 et du Zwischenbericht de l988 ont e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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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jouerunr61edecatalyseur :
Deux nouveauxprolets

genceetsontdest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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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ggration et synergie se manifestent aussi dans le secteursantG : 1'aide
alabalancedespaiementsvユentsegreffersurleprogrammed↑assistancetechni－
que Pour une meiユユeUre gestion des m5dicaments. IJe mouvement des pharmacies
communautaires ouvredesespacesd1apprentissageentraduisantles grandsthemes
del'ajustementstructurelaumic工○cosmedesgroupementspaysans.

1．2．2MesUreSdconomioues (OFAEE)

En aPPui aU programme d'ajustement structurel et a
1'ajustement, deux aides さ ユabaﾕance des paiements
aO6t l988・ CeS appuis ont fait 1'objetd'unemission
del'OFAEEennovembrel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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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5qie lC)ｰ1．2.4Leproqrammeforestier

Quatretravauxmajeursontmarquさ1'anndeだ○restierel989 :

- 1'4tude sur les beso1nS en rOrmation forestiere au niveau nationa1． CeS
travaUx ont donnd une nouveユエe imPulsion pour la 工elance de la rOz-mation
auxdiffさrents niveauxde la filiereentenantcompte des exigencesdco1Ogi-
quesetdconomiques.

~‘ 、 ﾛ ●

tecnnユcユensd'appui 白 1a 妄Ormation de
1'une des lacunes les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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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r5Paration d'une nouvelle phase du projet d1appui 且 ユ'Ecole Supさri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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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comIT1ercialisationtroppassユveparlaSIDEMA. Lesuiviparuneconsul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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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ara ie 1550

2.1 Priorités

Le PPP pour la période 1551-55 sera lãboré au courant de 1'ann e . Une première
ébauche servira comme base de discussion lors de la mission du Che f de la D ivi-

slon A frigue e t Am rigue La tine à fin avril. Nous ne prdvo ons pas de modifica-
tions ma jeures par rapport â la période précédente . Les programmes sectorie ls
en cours offrent suffisamment de potentie l; ils méritent d'ê tre approfondis
est é largis au rythme soutenable par les Institutions partena ires e t se lon
les moyens à notre disposition.

A part ces travaux de programma tion g n ra le , les tdches suivantes sont considd-
rdes comme priorita ires 

la prepara tion e t la mise en place de notre appui au programme environnementa l

la planifica tion e t le montage de la nouve lle structure d'appui aux reboise-
ments villageois -  ,

la planifica tion de la nouve lle structure d'appui pour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du .ìenabe (en integrant les proje ts C F P F liorondava e t s A F
cdte Ouest)

la prepara tion d'une nouve lle phase de 3 ans pour le programme Santé en
complémentarité avec une a ide à la ba lance des pa iements de l'O F A E F (sous
forme d'a ide budgé ta ire)

des explora tions concernant la promotion d'une Agence de presse rura le (avec
le ïï î suisse)

des e fforts concertés avec les autres ba illeurs de fonds pour une am lio-
ra tion de l'entre tien routier

une ré flexion sur la capita lisa tion du "chantier cole " de la Route Na tiona le
2 e t les options organisa tionne lles

une rà flexion sur l'avenir d

des végé taux
ppurs ~

le démarrage de deux nouveaux projets 
. ContrO le des pesticides (régie G TZ)
. Forma tion de techniciens forestiers (réglé IC)

Une rencontre avec les régisseurs e t les consultants (fin aoU t) renforcera
la \ ue d'ensemble du RPR e t servira à la récolte des iddes concernant les actions

de prospection futures.

2 2 Le oroaramme environnement

2.2.1 Le P lan Action Environnementa l (PA E)

Une réunion des ba illeurs de fonds pour le programme environnement I a eu lieu
à Paris en fdvrler. Comme nd gu  sous 1.2.3, la DDA a l'intention de concentrer
sa contribution sur le doma ine de la lutte antldroslve en partenaria t avec
la nouve lle organisa tion ANA E e t en va lorisant davantage les a touts de 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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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s bilatérales gui pourront appuyer les efforts de concrétisation du PAE

dans des régions pilotes (Morondava /Cote Ouest, Fianarantsoa, Antananarivo).
Les projets forestiers et agricoles rencontreront les autorités du PAE pour
esguisser une stratégie dans ce sens.

La proposition du WWF de lancer un magazine environnemental malgache destiné
aux coles seconda ires (avec cofinancement D C A) mdrlte d'ê tre ana lyste dans
ce m me contexte . E lle fa it l'obje t d'une mission conjointe en mars/avril.

Les appuis à 1  commenceront à pe tite éche lle e t d'une manière expérimenta le .
Le déve loppement de ce nouveau partenaria t demandera une a ttention e t une dispo-
nibilità particulière , au moins pendant les premières années.

2.2.2 Le secteur forestier (régie IC)

1550 sera mar^é par le lancement du nouveau proje t en ma tière de forma tion
de techniciens  la chaîne de forma tion forestière sera a insi complè te . Les
autres points forts de ce tte annde seront : la mise en pra tlgue des conclusions
de l'auto-dva lua tion du programme d'appui aux reboisements villageois, 1'é labora-
tion de scénarios pour^ la poursuite des activités dans la région de Morondava ,
a insi gue le démarrage e ffectif du proje t G estion e t P lanifica tion Forestière
de la Sangue Mondia le dont la D C A finance l'appui  à la D irection des E aux e t
Forê ts.

Le programme forestier est certa inement l'un des secteurs gui évolue le plus
harmonieusement. Le mérite essentie l revient à une unitd de r gie e t à un pro-
gramme sectorie l é tabli en 158  d jà . C ependant, e t tout en évoluant le long
d'une ligne bien sectorie lle , le secteur forestier contribue de plus en plus
éga lement  un amenagement du territoire e t s'intégré a insi dans des préoccupa-
tions environnementa les globa les.

2.2.3 Le secteur auricole

Dans le doma ine de la protection des v q ta x, où le proje t PLI Lac A-laotra
s'est diversifié sur plusieurs vole ts, il importe de d gager des orienta tions
pour nos engagements  moyen e t long terme . A ce tte fin, un a te lier de rdflexicn
a r uni les partena ires de la recherche
Il sera suivi par un a te lier de planifica tion, auque l
Sectorie l Agriculture . Le nouveau proje t " ContrO le des pesticides" (r g e G TZ)
devra démarrer en octobre ; il s'intégré dans le cadre d'une coop ra tlon triparti-
te avec la Coopéra tion A llemande au niveau na tiona l.

iper le Service

Le proje t d'appui à la vulgarisa tion agricole de F ianarantsoa (Lova Soa) continu-
era ses e fforts de foma tlon dans le cadre é largi de l'Opéra tion de Déve loppement
Rura l sur les Kautes-Terres (financement FIDA).

Le proje t d'appui à la D ivision Presse du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continuera
la forma tion pra tlgue d'une nouve lle éguipe de journa listes agricoles e t prépare-
ra la deuxième phase gui prévoit des appuis ddcentra lisés à  F lanarantsoa e t
au Lac A laotra . Une a ttention particulière sera conférme à  la recherche de
la me illeure solution Institutionne lle (voir aussi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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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LeproQrammesocial
且

2．3．lLesecteurSantd

La phase actuel1e de ce pzEojet pzrendra fin en juin l990． L'ann5e l990 sera
doncconSaCrさed!unc6tささユ'aSsiseetaユ『autO－さvaluationdes activit5sactueユー
1esd!aPPuiauxsoinsdesantdprimaires, del!autrec6tc, aconcevoir, aprEsen-
terauXinstances ded5cision, etさmettzreenoeUvrelesobjectifs， ユeS Stratさ一
gies et les Progzrammes d'action de la troisieme phase (7/1990 - 6/1993)． IJes
grands axes de colユaborationde lanouvelle phase resterontl!appuienm"ica-
ments essentiels， 1a 垂Ormation/information des prescripteurs et du public,
la consolidation de la gestion et l'appui atrois sous-prOgrammes spEcifiques.
工』acompﾕさmentaritdetlasynergiedesappuisOFREE/DDAserontren工Orcgs : 110FREE
assurera le financement des besoユns d'acquisitiOn de mgdicaments essentiels
du projet parune aidebudgdtaire auNinistさre de la Sant5, quant a la DDR，
avec l'appui du 工さgisseur (IUED), elle concentrera ses efforts sur l'appuユ
a la structuref 且 la 造Crmation/infoz-mation et a l1appui a 1a gestion. La DDA
pa工ticipe工a en outze aux discussions sur la politicue sanitaire duMinistさre
－

et且latablerondedesbailleursdeそOnds, Prさv-uepomenovembrel990.
〆

／

2．3．2エ』esONG

ｴ』 !objectifdeユ『こnndel990resteralacontinuationeセユeren歪Orcementduprogram-
me d1adduction d'eau potable enmilieu rural, a travers des ONGs dep1us en
plus per歪Ormantes. Ceprogramme nScessiteun appui techniquedes ONGs (5QUipe-
ment, outillage et matさ工iels), et 1amise en oeuvre d'un pユan de formation
pluriannuelle des ressouzrces humaines. Pour ce fairer des m1ssions de suivi
duServiceSectoriel, duRdvisorate七d'unconsultantcharggdelaformaユisation
duplandeformationsontprOqrammSespouエユ990.

← －

2．3．3SEcUrit5alimentaire

IJe PRM continuera d'邑七工e l'agence d'exfcution de ce prOjet en l990, PrOjet
垂inancdparl!aidehumanitaireetalimentaire･ エlestprさv-ul'achataUprodUcteur
et ladistribution auxcentreS caritatifs de 1．OOOtonnesdeproduitsvivriers
(Paddy,mais, pommes-de-terre' 1台gumineuses)．

2．4 LeproqrammeXnfrastructure

2．4.11JesRoUteS

Tandis que la phaseUne du prOjet "RN2, Descente de laMandraka" se termine
en pri.ncipe en juin l990 seulementr 1a phase 2r une suite logique qui sert
aussibiendes objectifsmatさ工iels (工邑habilitationdelaRN2) quedesobjectifs
qualitatifs (だOrmation, appui institutionnel, crさation de PME) sera, pourdes
raisons d'utilisationoptimaledes ressourceS, op全ationneld&s lemoisd!avrユユ
1990 d4j且． Le Ministere des Travaux Publics et AFS restenセ ユes paxrtenaires
d'ex5cution du Projet, avec l'aPPui de deuX grandes entrepzrises locales et
des PME･ Comme ceprojetdevraitPrendre finendgcerrlb工e l991， des discussions
apprOfondies seront engagges des cette annde avec leGouvexrnement surl'avenir
eセ ユ'utilisation ultdrieure des moyens matEriels et humains constituds dこns
lecadreduprojetRN2, Phaselet 2･ Quantauprojetdeco丘nancementdu7&me
p工Ogrammeroutier" 1estravauxderGhabilitationetd'entretienroUtierseraient
effeCtifs aPartirdUmois d'aVril･ エ,e calendrierr5eldes interventions, dans
le temps et dans l'espace, a &td discutg avec leMTP et 1a BanqueMondiale
enfgvrier， ユorsdusSminaire工さgionalsurl'entretien工Outier｡

ｴ』esuivipさriodiquedecesprojetsparM･ Barbierseramaintenucetteann5e.グ
ー

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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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AUtres actions身

de Morges － Ville de Mahajanga'' sezra oPdrationnelle
1aDDAresteraauniveaufinancieretdusuivi6ecette

T,a Coユユ己boration "Ville

cetteannge･ エ』 !appuide
expdrience-type･

2．5 D5veloppementdUbroq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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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GASCAR: Dépenses 86-89 eb prévisions deg versements 1990-1991

(en milliers de franca suisses) des projets en cours en 1909

Secteur/Projet PrévisionsVersements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Remarques

I Aqrlculture/Environnement

1.1 Viti-viniculture/FFMV 100947 514 459 388 400 150

\

jusqu'à mi-88,
volet de l'action 1.1

1.2 Lova Soa, Conservation et
lisation des sols 45 381 450 450 700

1.3 Ambohimitombo/Ambositra
aménaqement aqricole de
vallées forestières 6 9 9 18 20 17

depuis 1.1.90 Ìnt qrée dans
appui E SSA (voir forê t 2.4)

1.4 Uni é levaqe 96 43 178 58

.5 Lutte intéqrée contre les
ravaqeurs du riz

avec appui E P F Z ,
de phytia trie

Institut

1100 1100 1250580 503 1359

1.6 Service informa tion e t commu-

nica tion (SIC) du MINA G RI 200 250 250134

1.7 P lan d'Action Environnementa le

( ) 100 117 150 250 500

1.8 Terre Tany, recherche conser-
va tion des sols, réqie: IG UB/G F E U 750 750 800789

Sous-tota l actions en cours

aqriculture/envlronne iient 3244 3070 2967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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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évisionsSecteur/Projet Versements

1991 19921937 1988 1989 1990 Remarques1986

Nouvelles actions

1.9.1 Phytopharmacie/laboratoire
contrôle des pesticides,
réqie: GTZ

démarraqe prévu pour fin 90/
début 1991380400 1100

1.9.2 ssocia tion Na tiona le

Actions Environnementa les 100 200 400

identifica tion mars/avril 90,
démarraqe 1991

1.9.3 Cofinancement WW F-C H

informa tion environnementa le 200200

T O TAL Agriculture/Environnement 4467 45803244 3570

II Forê t/Agroforesterie

2.1 C entre forestier de Morondava/
régie: Intercoop ra tionC F P F é labora tion des scénarios1000 1000],279 331 1050 1050974

pour un programme régiona l
pluridimensionne l en avril 199(

2.2 Sauvegarde e t aménagement
massifs forestiers cO te Ouest

SA F-C O , régie: Intercoopéra tion 700 1000199 400500 227

â partir avril 90, les 3 vole t
seront séparés

2.3 Programme d’appui au reboisement
villageois, régie; Intercoop. 1700 20001389 1400618 7.!, 1863

int gr  depuis 1990
éga lement proje t 1.4

2.4 Uni-E SSA (agronomie)
Régie: Intercoopéra tion 600 1200600970 1101 5525

1700 17000 02.5 C O FIDA 3ème proje t forestier 2700

Sous-tota l actions en cours

forê t e t agroforesterie 5700 69002793 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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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évisionsSecteur/Projet Versements

1992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Remarques1986

Nouvelles actions

SERFA/EASTA formation
de techniciens forestiers,

règle: Intercoopération

2 6

identification/planification
1989, d marrage mi-1990900300 600

T O TAL Forê t/Agroforesterie 2793 3750 6300 7800

III Sante

appui de 4 O N Gs
ma lgaches pour adductions
villageoises

3.1 O N G-eau

1880 1570 1760 1470383 790 ~~~

prévu que la partie médicaments
soit prise en charge par OFAEE

a partir de 1991

3.2 Soins de sante primaires,
régie: lUED 80034 1968 2249 1250 800'

T O TAL Santé 2560 22704129 2820

IV Routes

RN2 Antananarivo-Moramanga

régie: A F S (Frisa Sclima lz)
4.

12000 12000 8005020 .116 4688 4241

4.2 C O FIDA routes, 7 me program-
me routier 5000 30004000 0 2000

17000 3800424 14000Sous-tota l actions en cours routes

Nouve lles actions

25004.5.1 Entre tien rou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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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Problemstellung
nicht blar, ob die

gegeben sind, die dem Vorhaben minimale
slls Kenia in der Lage sein wird,

über einen langfristig abgestützten
zu konkretisieren, wird ein nichtiges

eine schweizerische Unterstützung
Planungsmethode wurde der

Sub-Saharan Africa Transport Programme"

Gleichzeitig
noch

s

istes

für

achdienstes gehört,
undheikel

DEH-

Grundvoraussetzungen
Efolgsaussichten einräumen.
seine Unterhaltspolitik
"Policy Action Plan"
Entscheidungskriterium
vorliegen. Eine erfolgversprechende
Regierung im Rahmen des
vorgestellt.

i t. Kenya/ kolog  Im Frühjahr 1589 fand e in interna tiona ler Mt.
Kenya workshop unter massgeblicher Be te iligung des "La ikipia
Research Programms" ( LRP ) sta tt. A ls Ergebnis ist e in "I^t. Kenya
Ecologica l Programme" in Ausarbe itung, we lches unter
Schirmherrscha ft 'von UN E S C O integriert in deren
B iosphere " Programm durchge führt würde . Aufgrund
Bez iehung gewisser Programmte ile zum LRP
schwe izerische Be te iligung prüfenswert. Ob e in
G esuch bere its 199  oder erst Im nächstem Jahr

werden wird, ist noch offen.

c

and

engen
e ine

K jan

der

sche int

entsprechendes
unterbre ite t

Forst: Ohne dass konkre te Anfragen vorliegen, ist es denkbar,
dass die a ls integra ler Bestandte il von Phase 1, RTDS ,
durchge führte Unterstützung von loka len N G Os wiederaufgenommen
wird, diesma l aber a ls gesonderte N G O-Aktlon.

2.4 Abwicklung des G esamtprogramms

1990 werden Länderbearbe iter, Koordina tor und Sektionsche f
wechse ln. E ine sehr gute Ubergabe ist daher entsche idend, hlchtig

auch, dass unter der bestehenden Equipe die anstehenden
konzeptue llen, planerischen und ve rh andl un g sm ä s s igen
(Forst, La ikipia) noch ^we itestgehend erledigt werde
Erfordnissen ist in der ze itlichen -Abfolg
hlchse l G enüge ge tan.

persone 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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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UEBERSICIIT STAND 1.1.590 .

* in .000 S fr.

Re f. Projekt Ausza lilungen G eplante Auszahlungen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D EIl-

Hote lfachschule

LRDP La ikipia
LRP La ikipia
MRP . . K isii

MRP . . K isii

MRP . - . La ikipia
MRP Tech. Unit

Be treuung S trasse
MRP MAN . (P E fl)
DPTN

548 240 1183 400 500 400
624 1014 708 1200 1200 1500
482 655 820 600 600 600
700 1944 841 1200 1000 1000

I
800 468 1109 500 500 800

0 0 1100

149,5
80,5

700 700 500
116 296 0 0 0

! 0 47 0 0
0 800 1000 700 500

801 817 549 800 800 800
Forestry
Handw. Ausbildung

863 424 228 800 800 1200
150 0 0

^0 0 0 0 200 200
DU C O 1)

Mt. Kenya Ökologie
s./u. arte itsintensiv

604 5 424 280 800 800
0 200 200

1.50 500 800
Subtota l

HuNaH i
5688 6660 7482 7180 7500 7800

-SKI 231 610 150
BAWI 162 2659

8 425'850 9'550Tota l

1) pa ie ircnts au BU C O concernent ga l.(?i^nt des dépenses pour les proje ts a insi gue pour des
pe tites actions

lÆ S cliiffres ci-dessus ,sont basês sur ,les pa ienents e ffectues par la DDA aux proje ts au cours des
3ensésgas courte des fonds gui n'aura ient pas encore é té dé années considérées. Ils ne tiennent

.(e , bangues e t avances non dCcoiitptées.au niveau des proje ts (soldes en c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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