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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布鲁塞尔  

交互式主题会议 

金融增长和发展  

 1.  本次会议的两主席是卢旺达金融和经济规划部部长唐纳德 卡贝卢卡先生

阁下和荷兰发展合作部部长埃芙琳 赫夫肯斯女士 本次会议的领导机构是经合发

组织和世界银行 这两个机构也编写了一份论述 在最不发达国家中发展供资的

新伙伴关系 的背景文件 本次会议基于一种圆桌会议的方式 不鼓励以事先准

备好的发言参与会议 而是鼓励在最不发达国家的各位部长和其他高级代表 发

展伙伴和国际组织之间进行开放的讨论  

 2.  本次圆桌会议涉及三个核心主题  

(a) 最不发达国家应该做些什么事来设计和实施减贫方案  

(b) 各捐助国有些什么职责  

(c) 能不能逐渐制定一个国际社会相互承诺的框架  

最不发达国家应该做些什么事来设计和实施减贫方案  

 3.  辩论基于有关最不发达国家的三个关键问题 所有权 善政和动员国内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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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所有权 与会者把在制定和实施减贫战略时确定所有权看成是目前国际社

会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的努力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难题 最不发达国家的所有发言人

都支持这一论点 在这方面 最不发达国家受到在国际开发协会和援助重债穷国

的范围内制定的减贫战略文件的新办法的鼓舞 但是它们了解 只有随着时间的

推移才能看出这种新的办法是否能够产生积极的成果 一些最不发达国家报告了

最初的积极体验 并且指出它们自身的职责 例如要加强对话机制以允许在国家

一级产生一个参与性更强的进程  

 5.  善政 大家认识到 善政是任何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问题

包括选举 预算和决策的过程缺乏透明度 以及官僚机构办事缓慢 效率或效能

低下 若干与会者强调 最不发达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 是认真对待善政问题

的 因此不应该将善政作为一项强加的条件 这个问题的根源实际上在于最不发

达国家的能力的短缺 包括资源和人力资本  

 6.  动员国内资源 虽然最不发达国家认识到它们缺乏资源 但是它们并不总

是充分注意更有成效地利用它们现有资源的问题的 如果存在富有成效的动员和

分配国内资本的方法 最不发达国家就可以或是以官方发展援助的形式 或是以

国际资本流动的形式 更有针对性和具体地征求国际资本 与会代表还强调 到

2015 年将生活在赤贫中和遭受饥饿的人民的比例减少一半这个目标 除了其他之

外 要求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有显著和持续的提高 为此目

的 最不发达国家在其发展伙伴的支持下 将努力达到至少每年 7%的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率 以及把向国内生产总值的投资率提高到每年 25% 为了达到这个目

标 官方发展援助继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但是最不发达国家应该努力减少对官

方发展援助的依赖 此外 随着增长成为定局 动员国内资源的能力增加了 发

展计划应当包括 退出战略  

各捐助国有些什么职责  

 7.  这部分的辩论集中在捐助国为了增加援助的数量及改进援助的质量而可以

单独或集体采取的主动行动  

 8.  捐助国认识到 种类繁多的捐助国报告和表现的要求以及其往往是很复杂

的行政手续迫使最不发达国家政府支出高额的处理费用 捐助国代表同意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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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援助分配的准则尽量简单 透明 应该使得受援的最不发达国家容易了解捐

助国各机构向最不发达国家所作的捐助国援助理由的说明 特别是相对的重要

性 要提高援助的效率 除了其他之外 要求捐助国之间进行磋商 以便促进互

补 避免对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方案重复和前后不协调 因此 要求有一套能够协

调得最好并且大大提高援助效率的配合和谐的援助分配手续和技术援助的体制  

 9.  在协调援助方案和减少受援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处理费用方面已经取得了一

些进展 例如 荷兰 挪威 瑞典和联合王国已经协调了它们对于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卫生部门的援助方案的手续 这次协调努力的成功可以作为其他国家和部

门的一个榜样  

 10.  与会者强调 捐助国的援助应该按照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制定方

案 这就是说要承担与最不发达国家的中期开支框架相吻合的多年性义务 若干

最不发达国家还建议 援助方案也应该是 反经济周期 的 以此弥补在商品价

格的形势下出口收入的明显损失  

 11.  与会者强调 各捐助国必须确保其贸易政策和其他政策与发展目标相一

致 在这方面 各捐助国可以为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品提供更多的进入其市场的机

会 校正对于其本国农业部门的回销补贴 在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外国直接投资

以及为规划的债务减免提供可持续的供资 捐助国政府应该避免招聘当地最好的

公务员来实施它们的规划  

 12.  目前在援助方面的一些其他趋势具有一种损害性的效果 需要予以重新

审视 有几个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指出 援助方案应当不仅充分注意各个社会部

门 而且还要充分注意基础设施项目 据指出 基础设施项目对于减贫以及经济

增长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这方面 公共/私人的合伙是很重要的  

 13.  有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认识到在设计减贫战略时需要有参与性的进

程 以及各政府组织在实施这类战略中的作用 但是他们要求通过国际非政府组

织的援助方案应该更加责有所属  

 14.  有一些与会者强调 必须采取特殊措施使得最不发达国家从内部冲突中

解脱出来 及时给予冲突后的援助对于巩固和平进程是至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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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逐渐制定一个国际社会相互承诺的框架  

 15.  最近十年里 在发展挑战和方法方面达成共同立场这一点上取得了很好

的进展 有人请求将这个共识在相互承担责任的框架中约束成各发展伙伴之间的

一纸 协定 由捐助国和受援国都作出明确的承诺 这种 协定 的目的将是

在体现在减贫战略文件中的 参与性的国家所有的国家战略的基础上 为发展提

供可以预测的 中期的和经过协调的资源 这个观念最近由非洲经济委员会倡

议 通过 非洲复苏协定 予以提出来 诚然 必须认识到具体国家的情况千变

万化 但是该 协定 也与其他地区的最不发达国家有关 事实上 柬埔寨和海

地的部长们表示对这样的一项 协定 感到兴趣  

 16.  在本次会议第一部分所讨论的受援国的义务 集中于促进制定和建立良

好的国内政策和机构 特别是通过鼓励国内资源的动员和创建一种有利于穷人的

增长的环境去这样做  

 17.  在本次会议第二部分所讨论的捐助国的主要义务 是保证向所有经批准

的减贫战略文件提供充足和可以预测的资金 各捐助国应当确保所有遵守其本身

的义务的最不发达国家都不至于因为缺乏外部援助而无法实施其发展政策  

 18.  这就要求扭转官方发展援助的下降趋势 与会者指出 发达国家内有一

批重要的支持官方发展援助选民 因此 如果证明官方发展援助对于减轻发展中

国家的贫穷确实有积极的效果 公众舆论方面肯定会赞成增加官方发展援助拨

款 各国政府和公民社会应该表现出政治意志来促进公众对官方发展援助的支

持 最近 卢森堡与其他四个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一起 达到了将国内生产总值

的 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  

 19.  还需要设立用于监测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用于测定捐助国将其援

助方案纳入这种新的伙伴关系的程度的基准尺度 同等地位者的筛选或由各个方

面进行评价可以是一种有力的工具 在由第三方监测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有用的

见解和经验 对于发展一套监测捐助国的表现的准则的问题也取得了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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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议的作用  

 20.  与会者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本次会议有助于推动在供资增长和发展

方面取得一些重要的成果 在会议的组建方面 经合发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根据

一项建议 同意解除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的约束 而欧洲联盟最后确定了其

除了武器之外的一切的倡议 欧洲捐助国重新将重点放在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上面 其中包括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0.15%或 0.20%用

于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 此外 加强了的重债穷国方案虽然还

没有得到全部的供资 却已经走上了轨道 另外 这些成果应该被看成是在一个

长期的进程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在这方面 与会者盼望在筹备 2002 年在墨西哥

举行的会议时继续就 为发展供资 的问题进行对话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