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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2001 年 5月 14日至 20日 布鲁塞尔 

 

  商品共同基金/贸发会议加强最不发达国家生产能力和商品

多样化以及加强南南合作问题联合讨论会的成果 
 

2001 年 3月 22日和 23日 日内瓦 

1. 商品共同基金/贸发会议加强最不发达国家生产能力和商品多样化以及加强

南南合作问题联合讨论会于 2001 年 3月 22日和 23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24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 11 个其他国家和欧洲联盟的代表以及 10个国际商品局

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讨论会 莱索托大使 Retselisitsoe Victor 

Lechesa先生阁下当选为会议主席  

2. 贸发会议秘书长鲁本斯 里库佩罗先生和商品共同基金总裁罗夫 瓦尔特 伯

赫恩克先生在讨论会上致开幕词 会上作了下列四个专题陈述 随后举行了讨论  

  提高生产能力和竞争力  

  从纵向 横向及各个地理方位实现商品多样化  

  发展商品市场  

  结构化商品融资 价格风险管理和商品发展筹资以及外国直接投资  

3. 最不发达国家代表简要介绍了商品在其经济体的作用和各国在发展商品部

门方面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限制  

4. 商品的作用 多数参加国的经济都非常依赖商品部门 农业和渔业占国民生

产总值的 36 以上 占出口收入的 80 以上 70 的人口主要在初级商品生产

部门就业 大部分人从事仅能维持生存的农业劳动  

5. 这些国家生产各种农业商品 在不同程度上帮助赚取出口收入 主要出口商

品包括香蕉 腰果 谷物 可可 咖啡 棉花和棉花籽 花卉 fonio 鱼和海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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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 阿拉伯树胶 皮革 园艺产品 豆 辣椒 洋葱等 牲畜 药材 豆子

含油种子 油椰 大米 香料 烟草 热带水果和块茎 但每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出

口贸易主要只靠两三种商品 单一商品经常占出口收入的 60 以上  

6. 通常生产方式 从社会角度来看 最不发达国家农业主要是靠个体家庭利

用家庭劳力在小块土地上耕种 简单商品生产是在利用原始耕种技术刀耕火种

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由于利用这种耕种方法扩大农业生产的土地有限 产出

一直赶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 因此无法实现粮食自足和扩大出口 仅能维持生

计的生产和小农商品生产都严重依赖雨水 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气候条件不佳

各种自然灾害频频发生 缺乏农业投入 包括改良种子 肥料 控制病虫害的

农药等等 也都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主要障碍 缺乏充分的推广服务 缺乏研

究和开发的能力 限制了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和利用 从而对商品质量产

生消极影响  

7. 商品部门的其他主要限制 最重要的限制是价格和收入不稳定 依赖商品的

国家很容易受到国际商品和金融市场动态的影响 一个突出原因就是各国十分依

赖的商品品种过少 如果农庄因各种原因受到损害 或因遗传磨耗而导致生产率

减损 以果树为例 这些国家也就很容易遭受损失 因此 大多数国家都采取

出口作物多样化战略 小农生产和销售结构的一个结果是产品质量低 往往折价

出售 产品由于达不到规定的卫生和植物检疫标准和其他技术标准 因而通常无

法进入市场 关于市场准入问题 大家虽然对协助最不发达国家的主动行动表示

赞赏 但认为应该做更多的工作 此外 最不发达国家产品由于生产 运输和销

售费用高 往往缺乏竞争力 有形基础设施不完善 不仅造成质量退化 而且也

因变质和交货延误在价值上造成严重损失 许多最不发达国家不仅基础设施薄

弱 而且处境不利 它们是岛国或内陆国  

8. 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公平发展 并减轻贫穷 参加讨论会的最不发达国家代表

建议在以下各大领域采取行动措施  

8.1 提高生产能力 

  转让和采用合适的生产技术 包括小型作业的技术  

  加强最不发达国家的研究和开发能力  

  在地方和地区一级提供改良种子和种植材料  

  建立体制能力 培养人的能力  

  投资支助性基础设施  

8.2 质量和安全标准 

  统一国家和地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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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国家和地区测试和核证的能力  

8.3 收成后的措施 

  进行适当收后处理和储存 以减少损失  

8.4 横向和纵向多样化 

  评估横向和纵向商品多样化的可行性  

  扩大非传统商品的生产和贸易  

  通过当地加工 特别是中小规模的加工 实现增值  

  开发新用途  

  利用副产品  

8.5 销售 

  区分产品 发展专门市场 商品的 非商品化  

  打入新的区域市场 发展本地市场  

  市场信息和商品交换  

  探讨方式处理内陆国和小岛屿国家运费和其他不利的问题  

8.6 筹资 

  为小农提供投入信贷  

  利用仓库收据便利获取资金 并降低费用  

  实行价格风险管理 减轻商品市场动荡的影响  

  创造有利条件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8.7 战略伙伴关系 

  考虑到在贸易方面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综合框架 使所有发

  展伙伴在涉及生产和销售各个方面的行动相辅相成  

9. 要求商品共同基金 贸发会议以及其他多边和双边发展机构支持上述各领域

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