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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8(a) 

关于发展筹资问题的一般性辩论：关于审查 
《蒙特雷共识》执行情况包括新的挑战和 
新的问题的一般性交换意见 

 
 

  全体会议摘要 
 
 

1. 2008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了审查《蒙特雷共识》执

行情况的发展筹资问题后续国际会议。会议由卡塔尔埃米尔主持，包括七次全体

会议。来自 113 个政府的 40 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9 名国家副元首或政府副首

脑、外交部、财政部、发展合作部和贸易部的 50 名部长和 17 名副部长以及其它

高级官员在全体会议上发言。联合国大会主席、秘书长、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和

联合国开发署署长在开幕式上发言。此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

组织)副总裁以及其它机构的利益攸关方负责人也发了言。在会议前举行了民间

社会全球论坛、国际商业论坛和议会听证会，其发言人也发了言。 

2. 会员国在发言中评价了执行《蒙特雷共识》取得的进展情况，指出了遇到的

障碍和限制，并提出了克服这些困难的意见和提议。许多发言侧重于全球金融危

机对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其采取紧急果敢措施的必要性，途径包括加强金融监督和

全球管制框架并建立可靠的金融制度。会议还非常关注粮食和能源危机以及尚未

利用的潜在的创新资金来源。在其它新挑战和新问题方面，气候变化适应和缓解

所涉财政问题以及加强发展筹资后续进程的必要性在议程上占有显著位置。 

3. 许多发言人强调，多哈会议的举行正值关键时刻。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

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对确保所有人的福祉和每个社会的健康至关重要。不

发展会导致经济无保障和社会动乱。尽管各国要对自己的发展负责，但国际社会

所有成员须共同努力，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这种努力是全球团结的重要表

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发展是和平的保护伞。还有人提出，发展的目的在于改善

个人、社区和本国在精神、经济和社会等所有方面的生活质量，旨在于奉行公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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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法治并使之制度化。因此，除了把获取利润作为经济活动的推动力外，还应

加强国家的作用，因为当前的情况表明国家在关键领域积极采取主动必不可少。 

4. 直到最近，全球经济增长一直比较强势，但当前以发达世界为中心的金融危

机已逆转了这一趋势。这一危机还加重了粮食无保障情况、持续存在的赤贫以及

气候变化造成的威胁。从长远看，气候变化对人类的挑战最严重。衰退持续时间

可按月计，而气候变化决策将决定今后几十年的世界状况。为了对抗这些挑战，

以下三个支柱被视为是必要的：(a) 改善国际合作；(b) 可持续性；(c) 包容各

方的治理。社会经济成就能否持续有赖于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共同承担责任，因此，

有必要加强合作。此外，所有国家都须参与寻找和实施全球解决办法，因此，联

合国在应对这些危机和威胁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若不加以适当应对，这些多重

经济危机会导致人的危机。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整个国际社会和二十国集团等较

小的团体之间建起一座桥梁有重要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蒙特雷共识》就是一

个指向标。 

5. 许多发言人认为，金融投机使世界几近毁灭。这一金融危机正在破坏实体经

济。国际社会应继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分享金融信息，深化金融监督

合作，以遏制金融危机的扩散。应采取果敢、紧急措施，而公共投资的作用则至

关重要。这一危机表明，软弱无力的管制制度脆弱不堪，需要建立起可靠的金融

制度。的确，不应错失危机带来的政治变革契机。对全球金融制度和机构的改革

应强化监督能力。此外，为减轻危机的影响和促使复苏需要反周期融资。保护主

义政策只会加重这一问题。由于危机，实现蒙特雷承诺越发紧迫。的确，要应对

衰退造成的全球经济挑战，则需要采取多边解决办法。联合国系统和布雷顿森林

机构须充分参与进来，促进解决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联合国应发挥领导作用，

努力减轻当前危机造成的后果。如最近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集团

首脑会议所述，改革全球金融制度很受欢迎。重要的是制订一个监测机制，向国

际社会报告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使其有所警惕。 

6. 有人指出，要应对短期和长期经济问题，则需要进行多边应对。发达国家应

对危机的工作要取得成功则须听取发展中国家的意见。迄今对危机的反应清楚地

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决策中是默默无闻的边际化群体。一些国家仍想在联合国范

围外审议制度问题。然而，全球经济和金融制度治理及其根本价值观念必须要有

深刻变革。显然，八国集团的结构已过时，不足以应对危机。当前的全球危机若

没有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国家的参与则不可能得到解决。此外，如《蒙特

雷共识》提出，联合国、布雷顿森林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之间加大协作对实现持

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若发达国家没有履行其承诺的政治意愿，则发展

筹资问题仍是一个幻想。 

7. 有人认为，这一危机表明，亟需改革全球金融结构。新的国际金融结构须透

明且包容各方。布雷顿森林机构需要深入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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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权且促进其参与世界银行的工作至关重要。会员国须考虑举行一次重要的联合

国国际会议，审查国际金融结构和全球经济治理结构。 

8. 要回顾，多哈一轮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停滞不前。尽快完成谈判对维护和促进

《蒙特雷共识》至关重要。贸易可推动发展。必须本着团结精神恢复关于多哈发

展议程的谈判。所有国家都应加强对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的承诺，且特别关注较

穷国家的需求。富国亟需消除扭曲贸易的补贴。农业和棉花补贴特别是对非洲和

最不发达国家的小农危害很大，须就此作出重大的政治决定。消除扭曲贸易的补

贴和其它障碍的益处远大于财政援助。贸易援助也很重要。建立在世界贸易组织

之上的开放市场和遵循规则的贸易制度对抵挡贸易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政策至

关重要。 

9. 有人提出，通过在发展筹资框架内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多哈会议在这一

困难时期应能带来希望。尽管提高官方发展援助数额和加强援助实效有重要意

义，但官方发展援助的供资和支出问题所涉及的是发展伙伴关系。非洲发展是绝

对的优先事项。的确，有必要拿出针对非洲的新的“马歇尔计划”。最不发达国

家是最易于受到危机影响的国家，应得到财政支助，且其所有出口产品都应免税

和免配额进入市场。赠款是最穷国非常重要的发展资金源泉。多哈会议后应加大

对内陆发展中国家的支助，特别是在运输和相关问题上。北南合作应遵守《援助

实效问题巴黎宣言》和《阿克拉协定》。援助应更可预测，且帮助发展中国家走

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过度设置条件往往阻碍实现渴望的结果。因此，重要的是

简化援助方案的条件，由各国负责制订国家政策，且援助应作为国内工作、特别

是国内资源调动的补充。 

10. 在伙伴比以往更需要支助之际不减少官方发展援助的承付款有重要意义。发

达国家应力求实现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 0.7%这一目标。发展中国家还须

得到保证能够继续获得发展供资，保证目前的危机不致造成援助危机。联合国应

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合作，在监测援助流动方面发挥领导作

用。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它源泉须提供额外的紧急供资。在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方面，应增加赠款和长期贷款，作为应对措施的一部分。欧洲联盟提供的资金

占全世界官方发展援助的 60%。欧洲联盟承诺 2010 年实现国民总收入的 0.56%、

2015 年实现 0.70%的总目标。尽管侨汇不应取代官方发展援助，但探讨如何把侨

汇用于发展目的有重要意义。减少军事支出、把军事支出的一部分资源转用于大

幅度增加发展支出也有重要意义。 

11. 特别是在预算紧缩之际，寻求新的其它发展筹资源泉也必不可少。因此，扩

大国际药品采购机制及采取行动战胜饥饿和贫穷等北南倡议至关重要。征收团结

税资助发展问题领导小组着手确定 2009-2015 年期间的新型供资源泉。尽管全球

资金增加了发展资金，但可用款额不够。由于这一原因，须寻求新的工具和机制，

扩大新型供资，且改善本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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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普遍认为，私营部门的发展对促进经济活力和持续增长有重要意义。与此同

时，重要的是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私营部门对发展的贡献。有利的环境是

促进发展国内私营部门和吸引外国投资的重要因素。非洲的主要挑战是吸引外国

直接投资到采掘和石油部门以外的产业。私营投资的流动将极大扩大发展资源。

因此，外国直接投资可作为促进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工具。 

13. 有人提出，目前的危机是一个契机，可“绿化”地球的经济。环境领域的工

作应与发展工作结合起来。抗击气候变化必须作为当前经济衰退解决办法的组成

部分。从长远看，对“绿色”技术的投资可带来回报，促进更可持续的增长。抗

衡气候变化所需的财政资源可取自碳市场，这已得到认可。此外，重要的是加强

抗衡气候变化的金融机制。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而言，气候变化是一个紧迫的安

全问题。因此，多哈会议应紧急应对这些国家的供资需求。就发展筹资新源泉问

题提出了新提议和新意见，包括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领域，应进一步探讨这些提

议和意见。  

14. 几位发言人提出，迄今通过减免债务释放的资源不足以让受债务困扰的发展

中国家实现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需要制订公平、有效的

国际减免债务机制，克服不公正地索取穷国资源的非法债务或恶债。因此，必须

增加减免债务方案，以便有更多的穷国可以受益。减免债务工作应惠及所有受债

务困扰的发展中国家。把重债穷国倡议适用于更多国家有重要意义。此外，仍有

必要加大对债务管理方面的能力建设支助，特别是在重债发展中国家。另外，就

整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考虑制订独立的债务仲裁机制和紧急债务问题国际公约也

非常重要。 

15. 几名与会者强调，重要的是投资人力资本，特别强调教育、提供社会服务和

适当的社会安全网。基础设施和技术开发对经济转型和多样化也至关重要。两性平

等和赋予妇女权力对经济增长、减贫、环境可持续性和发展效力必不可少。重要的

是把两性平等纳入包括发展筹资政策在内的发展政策制订和执行工作的主流。 

16. 非法资金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逃税、

洗钱和转移非法所得资产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前景产生了不利影响。打击逃税和转

移非法资金必须成为发展合作的优先事项。国际社会应采取适当措施，把被盗或

欺诈手段所得资产归还给合法的主人。此外，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应

很快升格为政府间机构，以提高其影响和效力。  

17. 普遍认为《蒙特雷共识》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文件，其制订了原则和政策，确

定了国内和国际重要领域的行动以促进世界各地的发展。须有效贯彻蒙特雷和多

哈会议成果。联合国应通过一个更有效的政府间机制，保障开展更实质性的审查

进程，同时保留包容各方且基于多方利益攸关方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