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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主题会议 

提高生产力 投资和企业发展的作用 

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概要  

 1.  关于提高生产能力的交互式主题会议 投资和企业发展的作用以四个领域

为重点 国家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 最不发达国家外国直接

投资的潜力 以及发挥这一潜力所需要采取的行动 促请国际社会打破最不发达

国家置身于其中的恶性循环  

 2.  会议指出 提高最不发达国家生产能力的先决条件是一个扶持性的商业环

境 虽然这是必要条件 但仅此而已有时并不够 有许多其他障碍需要克服 如

市场规模有限 社会和有形基础设施不佳和私营部门有欠发展  

 3.  会议还强调 应结合减贫讨论投资问题 德国政府最近发起了 减贫行动

纲领 以回应在纽约举行的千年大会 其目标是至 2015 年实现将生活在赤贫中的

人口比例减少一半的国际发展目标  

 4.  有利于私营部门发展的环境 特别是扶持中小型企业和加强私营部门投资

的环境 对于增长带动下的减贫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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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另外还强调了私营与公有部门之间对话的重要性 最不发达国家和捐助国

应当进一步开拓私营和公有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 以此作为为发展项目调动更多

资源的有效方法 凡属可能 发展政策应当力求使市场和私人经济活动有利于可

持续发展 私营与公有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项目只要坚持了原则 大体上都是可

持续的  

企业发展  

 6.  一个国家的繁荣取决于其企业的竞争力 但是 在最不发达国家 企业结

构向大型和甚小型(微型)倾斜 中小型企业受到忽视  

 7.  专家们讨论了最不发达国家企业在全球经济中发展和竞争所面临的许多问

题以及为确保其生存所必须实现的目标 许多小企业失败是因为缺乏商业和管理

技能 市场准入 资金 信息和技术 这些企业缺乏准入的根源在于规模小和地

位孤立  

 8.  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商业发展服务方案如贸发会议的经营技术发展方案克

服了这些障碍 贸发会议和开发计划署正在为向非洲推广企业发展最佳做法方案

而开展合作  

 9.  中小型企业应当得到全套的商业服务 必须把商业发展服务和金融服务结

合起来 因为向无偿还力的企业提供资金是没有实效的 企业非洲方案 就可

持续性而言取得的成功是以七项关键原则为基础的 清楚的客户重点 选择性

全盘解决方案 有偿服务 本地咨询支助 战略联盟 以及回头客户网 通过建

立正确的产品配置和收费结构使可持续性成为一项重点  

 10.  按照埃塞俄比亚一位妇女企业家的经验 如果没有恰当的商业计划 获

取资金就特别困难 她最近加入了经营技术发展方案 这个方案帮助她有系统地

组织了自己的企业 企业埃塞俄比亚 协助她设计了商业计划并提供了财务管

理 商业咨询和投资方式及与较大型公司联系的培训 通过这种支助 她得以参

加一家大型公司的招标 提供地下仓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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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  

 11.  在最不发达国家提高生产能力和发展私营部门是减少贫困和与贫困作斗

争的绝对条件 国内努力和资源必须得到外部资源的辅助 官方发展援助在这一

方面至关重要 但是 虽然官方发展援助在进入最不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动中占主

要地位 但其重要性就绝对值和相对值来说都在下滑 流入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

发展援助的人均值在 1990 年约为 30 美元 但在 1999 年降至不到 20 美元  

 12.  因此 需要以其他形式的外部资金补充官方发展援助 外国直接投资通

过带入迫切需要的投资资本和发展所需要的其他投入如技术 技能和国际市场准

入可起到帮助作用 外来投资可补充国内投资并通过各种关联帮助国内的企业发

展 外国直接投资还可以有助于最不发达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 官方发展援

助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通过改进施政或基础设施  

 13.  官方发展援助的作用并非一向完全积极 就业损失和排挤国内私营部门

就是一个问题 需要加以承认和处理 其他的问题包括劳工和环境标准及技术转

让  

 14.  虽然最不发达国家有着多种局限 如市场规模小 基础设施不佳或缺乏

技能 但仍有巨大的投资潜力 这方面最为有利的证明就是进入最不发达国家的

外部直接投资在 1990 年代期间迅速增加 从 1990 年的约 5 亿美元增至 1999 年的

50 亿美元以上  

 15.  但是 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量中仅占 0.5% 尽管这

些国家尚未实现的潜力要比这大得多 对于出口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来说 情况

尤其如此 包括旅游业 银行业 电信和电力生产  

 16.  跨国公司往往认识不到对外直接投资的机会 跨国公司的执行官员在对

最不发达国家的认识中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 而这些报道主要是内乱 疾病或经

济混乱 虽然许多最不发达国家无疑存在着此类问题 但必须协调努力改变所有

最不发达国家都是铁板一块的认识  

 17.  最不发达国家通过规章框架的变革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取得了进展 使

自己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具有吸引力和更为稳定 透明和可靠 这些国家还采取

了积极步骤争取建立完善的法律和规章框架并建立多种体制为投资提供便利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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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改善待遇和保护标准 最不发达国家还签订了许多双边投资协定和避免双重税

收协定  

 18.  尽管有了这些努力 但作为投资接受国的最不发达国家 投资母国和国

际社会及外国投资者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以发挥外国直接投资的潜力 具体而

言 需要进一步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和国际投资环境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体制框

架 应当实行无歧视政策 国际投资制度应当充分考虑到与发展相关的本国考虑

和具体国情  

 19.  另外还需要采取行动克服最不发达国家的外来直接投资局限 例如 解

决小型市场局限的办法可以是 不仅通过区域一体化办法而且也通过加强最不发

达国家在发达国家市场的市场准入来扩大最不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 因此 如欧

洲联盟最近决定向最不发达国家开放 一切但军火除外 的市场的主动行动特别

受到欢迎  

 20.  政府和私营部门应当共同努力打击腐败 建立社会和有形基础设施 提

高技能基础的水准并使最不发达国家与全球通信联接起来 私营部门和公有部门

需要采取合作的办法以私人资金调动减让资金(发展援助和债务援助) 以吸引更多

的外资流入并从中获益 母国应更密切地与东道国一道努力  

 21.  外国投资者的成功经验突出表明 需要把重点放在长期前景上 不能把

对外资的欢迎看作是理所当然 应当争取互利互惠和促进相互尊重  

 22.  跨国公司可以努力提高在东道国的经营层次 企业社会责任是有着成功

的例子的  一些公司建立了医院 培训了护士人员并建立起了学校 应在最不发

达国家广为仿效这些行动  

 23.  当所有各方商定进行长期投资并确保实际回报和东道国获益时 相互伙

伴关系就会发挥良好作用 跨国公司应当促进适足和稳定的就业条件 为最不发

达国家的出口作出贡献  

 24.  在外国直接投资领域内 所宣布的 可执行 行动包括支援最不发达国

家的国际投资行动 目标是协助这些国家吸引外资并从中获益 关键的行动包括

为最不发达国家改进规章和体制框架并帮助在最不发达国家传播关于投资机会的

信息 这些 可执行 行动是与最不发达国家协商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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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这一行动的核心是贸发会议 世界银行集团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外国

投资咨询服务局以及工发组织促成的一个多机构技术援助项目 可执行的内容包

括 投资政策审查 投资促进能力建设 投资指南(与国际商会联合开展) 投资

合同援助办法 贸发会议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外国投资咨询服务局保持的发

展通路接口 的外国直接投资信息互联网平台 另外还有与国际商会一道建立的

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咨询理事会 由跨国公司的高级商业执行官员和最不发达国家

的政治领导人组成 已经签定了有最不发达国家参与的 29 项双边投资协定  

 26.  在企业发展领域 乌干达政府 贸发会议经营技术发展方案和开发计划

署的 企业非洲 共同宣布发起 企业乌干达 方案 另外 已经宣布了一项方

案争取促进外国子公司与本地企业之间关联的一项方案 尤其注意妇女企业家  

 27.  这些可执行的内容得到了芬兰 德国 意大利 挪威(通过全球紧密信托

基金)和瑞典等国政府以及开发计划署 开发署 /企业非洲 工发组织 联合国发展

帐户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西亚经社会和世界银行的支持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