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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9(e) 

总主题“展望未来：发展筹资的进一步合作行动” 

下的多方利益攸关者圆桌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以 

下六个主要主题领域 
 
 
 

圆桌会议 5 

 

  外债 
 
 

  讨论摘要 
 
 

1. 圆桌会议 5 由冈比亚副总统伊莎图·恩杰-赛义迪和西班牙经济及财政部国

际金融司副司长马里奥·德尔加多·阿尔法罗担任共同主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基金组织)副总裁穆里洛·波图加尔主持讨论。发言的小组成员有：全球发展中

心主席南希·伯索尔；世界银行经济政策和债务部主任卡洛斯·布拉加；巴黎俱

乐部共同主席伯努瓦·克莱；汇丰银行债务融资和咨询部主任罗伯特·格雷；以

及伦理全球化倡议主席玛丽·罗宾逊。 

2. 伯索尔女士结合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特别是就业、粮食和能源危机发言。

她指出，除非国际金融体系迅速实现创新性变革，否则这些危机的影响将消除蒙

特雷会议以来取得的进展。根据《重债穷国倡议》进行的减免债务虽然取得了成

功，但是穷国的脆弱性没有减少。她发言的主旨是，低收入国家面临的结构脆弱

性和异常脆弱性。低收入国家的贸易条件波动达到了最高水平，几乎比高收入国

家高三分之二，比中等收入国家高三分之一。贸易条件的冲击频率高于自然灾害。

许多低收入国家无法就波动和风险采取可能的对策，如顺应周期的财政调整和出

口多样化。虽然可以通过援助实现顺应周期的财政调整，但是出口多样化的问题

更为复杂。同样，通过储备进行自保对于许多低收入国家并不可行，而且这类国

家也无法选择市场保险和市场式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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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伯索尔就减轻结构脆弱性和异常脆弱性的影响提出了两个政策办法。对于结

构脆弱性，应该简化确定获得国际开发协会(开发协会)赠款的规则，不应向人均

收入在 800 美元左右的国家提供贷款，也不应靠提供补贴来得到基金组织融资赠

款的额度。要解决异常的外部冲击，应该建立应急机制，以便在发生外部冲击时

能够自动、及时地推迟偿债或以其他方法减免债务，并利用现有的债务可持续性

框架增加借贷。目前，重债穷国规则的修改仍有望导致对整个援助转让进行修改，

而布雷顿森林机构应负责实施这些变革。 

4. 布拉加先生明确表示，《蒙特雷共识》通过以来，共识的诸多方面进展有限，

但在外债方面却实现了重大改观。他承认，金融危机可能消除在该领域取得的一

些进展。他在发言中着重阐述了低收入国家和《重债穷国倡议》。他认为，债务

在促进发展方面的作用提出了许多经济问题和哲学问题。一方面，各国能够通过

借贷实现投资融资和促进消费等经济目标，但另一方面，举债又可能造成危害，

而且总的看来举债的效力取决于新资源的利用方法。伯索尔女士认为，可以以减

免低收入国家债务以及提供赠款和优惠贷款的方式来解决结构脆弱性和异常脆

弱性的问题，对此布拉加先生作出解释，解决结构脆弱性和异常脆弱性的问题并

不是制订《重债穷国倡议》的初衷。对《重债穷国倡议》进行评价，应该采用倡

议拟订之初制定的标准，即减少发展中国家的未偿债务，提高透明度，减少偿债

调整安排，以及为减少贫穷释放资源。布拉加先生认为，在所有这些目标方面都

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过去六年中，多数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增长，未偿外债减少，

巴黎俱乐部偿债调整安排减少了 50%。但是，在达到完成点的 23 个国家中，受债

务困扰风险较低的只有 9 个国家。这种风险分析没有考虑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框架试图限制向其他来源的借贷，

以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性。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债务管理对于保持债务的可持续

性至关重要。 

5. 克莱先生首先介绍了蒙特雷会议有关外债规定的执行情况。在根据重债穷

国/多边债务减免倡议提供债务减免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巴黎俱乐部成员大大

推动了《重债穷国倡议》的执行工作。重债穷国的债务负担得到减轻，消除贫穷

的财政空间有所扩大。巴黎俱乐部成员还极大地促进了《重债穷国倡议》之外国

家的债务减免。他并举例说明为各国应对自然灾害、严重的贸易条件冲击和冲突

而提出的债务处理办法。巴黎俱乐部成员支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关

于可持续出口信用贷款(2008)的各项原则和准则，并利用债务可持续性框架确保

新的借贷以国家的偿还能力为限。 

6. 关于多哈会议和新的挑战，克莱先生强调应该努力消除当前的危机。必须在

现有各种框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框架，以应对外部冲击以及价格和资产的波动。

在目前的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框架中，没有向处于债务困境的国家提供新的

贷款。这个问题必须重新审视。一种做法是放宽债务可持续性框架，以便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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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投资等融资。展望未来，新的挑战是如何吸引巴黎俱乐部以外的债权方进行

参与。巴黎俱乐部 2008 年与 11 个俱乐部以外的债权方举行了两次外联会议。另

一个挑战是，如何实现长期债务可持续性。他还提出了提起诉讼的债权方的问题，

并呼吁所有债权方不要向不进行合作的诉讼债权方出售债权。巴黎俱乐部准备重

新审视自身的原则，并将借鉴其他方面的原则。巴黎俱乐部最近采取措施，以公

布数据的方式提高了透明度。巴黎俱乐部的债务数据已在其网站上公布，关于俱

乐部活动的年度报告也即将发表。 

7. 格雷先生从私营部门的角度阐述了当前为管理发展中国家外债而创造稳定、

可持续环境的挑战。2002 年蒙特雷会议后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包括私营部门和

政府部门在危机预防和解决方面的工作关系得到改善，促进了债务可持续性问题

的对话；更清楚地认识到要维持债务可持续性，包括新巴塞尔资本协定在内的规

则必须逆周期而动；在公债中更多地引入了集体诉讼条款；内债和外债的界限更

加模糊，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8. 他认为，提高透明度，包括遵守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以及债务国和

债权方尽早对话，有助于减少债权方对各国为恢复信心而采取的措施的误解。此

外，20 国集团 2004 年认可的国际金融协会《新兴市场行为守则》，将有助于保持

资本流动的稳定。私营部门与巴黎俱乐部一道，根据《重债穷国倡议》在债务调

节和提供债务减免方面提供协助。商业债务的调节是个棘手的问题，应有空间拟

订统一做法来解决调节延迟问题。在诉讼问题上，他认为政府部门应对债权方中

提供减免的多数和提起诉讼的少数加以区别。即使对于提起诉讼的少数，他认为

如果债务国组织起来并准备就双方能够接受的条件进行谈判，就能够找到解决办

法。关于重债穷国的新债务问题，格雷先生着重指出，重债穷国必须实行债务管

理。他还指出，应该发行期限更长、利率固定的政府债券，国内生产总值和与通

胀挂钩的债券对于维持债务可持续性十分重要。他认为，基金组织可以以购买与

通胀挂钩的债券的方式发挥作用，并协助确定债券的市场价格。 

9. 罗宾逊女士从人权角度阐述了外债问题，重点谈到了发达国家的责任和责任

追究问题。发展中国家受到粮食、燃料和金融危机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这

些危机并不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的所作所为。比如，

当前的金融危机就是发达国家不负责任的金融行为以及过度放松管制和超前消

费造成的。她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并不对称。发达国家在应

对本国问题方面有很大的政策空间，比如为应对当前危机采取了救助企业和支撑

全球金融系统的措施。而发展中国家没有相似的政策空间，而且还因为采取干预

政策而遭致批评。发达国家在处理发展中国家问题时还应从政策空间的角度来考

虑问题，并采取措施克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 

10. 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一，是预计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困境将继续恶化。世界银行

对重债穷国的审查显示，许多重债穷国在达到完成点后重新出现了债务困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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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低收入重债穷国在采取严格和负责任的措施之后达到了重债穷国完成点，但

是目前又再次面临陷入严重或中度债务困境的风险。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重债穷

国的实际情况很可能比世界银行的分析更加糟糕。罗宾逊女士呼吁国际社会不要

让最贫困的国家承受最沉重的负担。这场金融危机带来了道义责任，绝不应该把

负担不公平地推给发展中国家。这场由“第一世界”造成的危机产生了道义和伦

理问题。她提议在发展筹资议程上增加一个责任和责任追究的新议题。 

11. 在小组发言后，与会者，包括政府代表以及机构和非机构利益攸关方，进行

了政策讨论。讨论中提出的要点如下： 

• 造成气候变化以及金融、粮食和能源危机的不是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

家，但却要由这些国家为之付出代价。 

• 应该为全面执行《重债穷国倡议》作出更大的努力。有 18 个国家仍未

达到决定点。允诺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新资金援助进展缓慢。要实现格

伦伊格尔斯会议的目标，就必须加快提供援助资金。 

• 债务减免把责任推给了债务国。各种附加条件和恶化的贸易条件削弱了

债务减免的效力。发展筹资在债务减免方面遭遇失败，如无法推动债务

取消和扩大政策空间等。鉴于当前的债务减免机制已经失效，债务取消

应该深化和扩大。 

• 债务持续性框架、债务减免机制和处理条件的问题仍未解决。为此提出

的改进建议包括速度、全面、实际、公平和透明等方面。 

• 如何处理冲突后国家是债务减免倡议的一个弱点。这些国家应得到更加

广泛的债务减免。 

• 解决债务问题的办法存在缺陷，债务问题具有许多方面(人权方面没有

包括在内)，而解决方法仅仅考虑经济问题。作为一个全体成员享有平

等发言权的民主机构，联合国是解决债务问题的适当场所。 

• 应通过建立透明的法律框架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管理能力，并制定

促进负责任放贷和借贷的原则章程。 

• 债务问题包括不可持续和未偿的债务。不能解决债务问题，也就不能解

决贫穷问题。 

• 应当提供短期贷款，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后果。 

• 基金组织应该融资，为预算提供资金。 

• 如何处理在进行重债穷国债务减免后又陷入危机前处境的国家？部分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无法利用《重债穷国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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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向中等收入国家大约提供了 300 至 350 亿美元，以协助其应对

危机。部分贷款为支持预算的贷款。 

• 是否应采取遵循规则的办法来解决中等收入国家的债务问题？或许应

采取暂停借贷的做法，但是遵循规则的办法更为有利。中等收入国家的

债务处理应重点解决不可持续的债务。 

• 国际金融体系的责任追究是一个议题。监管机构、评级机构和投资机构

都出现了失误，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情况又受到了这些失误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