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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发展的基准：一项进展中的工作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  

内 容 提 要 

 提高贸易绩效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更高水平的增长和投资，加强其经济并

使之多样化，并通过更大的竞争增强资源分配的效率。它还有助于改善国民生

活水准，激发创业精神，并增强穷人和妇女在经济活动中的机会。这些收益对

于发展中国家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等《千年宣言》目标尤为重要。为了清楚

地查明这些收益并找出实现的途径，其中包括通过贸易政策和谈判实现，贸发

会议的贸易和发展基准工作目的在于对贸易和发展之间的联系作出一种系统化

的了解。本说明提供了贸发会议目前制订这类基准工作的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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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国际社会面临的关键挑战是，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商品、服务和初级商品贸易的

潜力，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发展和减贫。不断增长和可预见的贸易收入可显著

减轻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外汇制约，减少对外国援助的依赖，降低外债负担。贸易状况

的改善，可有助于开展更多的国内和外国投资，加强经济基础并使之多样化，通过更

大的竞争提高资源分配效率。贸易可有力推动国家科技基础的加强并促进革新，这些

都是提高当地成份，增强国内附加值活动和增加生产要素收益的重要决定因素。贸易

可激发创业精神，给穷人带来新的机会，并扩大妇女参加经济活动进而增加收入的前

景。贸易还有助于确保穷人得到食物、基本药品和各种社会基本服务。 

 考虑到某些发达国家的长期人口趋势和日益增长的消费饱和程度，其未来国内

需求增长潜力趋于平缓，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益也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发

展中国家蓄积着未加利用的庞大需求，若能加以利用，将成为国际贸易增长和世

界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在动力，将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消费者福利和工商

业的兴旺。因此，确保贸易带来的发展收益是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发

达国家和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实现“三赢”的中心环节。  

 为了实现这些收益，需要更系统化地了解和监测贸易扩大与发展之间的相互联

系，其中包括在加强国际贸易政策和谈判与国内发展战略之间的积极协同配合方面

开展更系统的了解和监测。在这方面，找出一套评估贸易发展收益的共同标准或基

准特别重要，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这种基准有助于及时跟踪和监测实现《千年

宣言》，执行《蒙特雷共识》和其他相关国际会议及活动结果的进展情况。 

 贸发会议秘书处在 2003 年 10 月举行的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五十届常会上介绍

了关于与贸易有关的发展基准研究和分析工作的广泛领域。联合国大会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197 号决议注意到贸发会议关于贸易和发展基准的工作。贸发会议现

正在做出努力，经与联合国其他有关方面的协商，详细拟定概念和方法，以进一

步制订基准。  

 贸易和发展基准是一项进展中的工作。这份非正式说明是贸发会议秘书处为使

成员国了解正在进行的工作而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文件扼要描述、介绍了可能

的基准并对每一项基准作了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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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发展的基准： 

1.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绩效 

 评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益应从研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绩效入手。 

可能的指标： 

• 发展中国家占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的份额  

• 出口集中化的趋势  

• 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的趋势  

• 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中国内附加值的趋势  

• 发展中国家占全世界贸易活力部门份额的趋势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缓慢的收入增长追赶快速的出口增长 

 过去 25 年，世界贸易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制成品与初级商品相比在发展中国家

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加。1980 年，制成品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仅

为 20%(1150 亿美元)，到 2000 年持续增加到几乎占 70%(1.3 万亿美元)。而初级商

品的年出口额波动幅度不大，在 2500 亿美元到 6000 亿美元之间。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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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仔细审视这些趋势便不难发现图解中的微妙之处。许多发展中国家，包

括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依赖商品的发展中国家，大多被排斥在这一进程之外。事

实上，自 1980 年以来，在过去的 20 年中，最不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中被边缘化

日趋严重。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制成品出口有所增长，但并未伴随国内生产总值

的较快增长。在这一期间，发展中国家占世界制成品附加值的份额由 17%提高到

24%，而它们占世界制成品出口的份额增长更快，从 11%上升到 27%。另一方面，

发达国家在此期间占世界制成品出口的份额由 80%下降到 70%，但它们占世界制

成品收入的份额实际却由 65%增加到 73%。这意味着，除其他外，发展中国家占

世界制成品出口的份额并不是了解这些国家从这类出口中所获得的国内附加值的

可靠指南，由于多为国内成份含量少的劳力密集型装配线制造，许多这类出口的

附加值较低。  

2. 市场的开放程度 

 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掘现有和潜在出口机会的能力关键取决于溢价市场对其产品和服

务的开放和公平程度 

可能的指标： 

• 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的趋势  

• 对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采用的关税(包括高峰和升级)的趋势  

• 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出口利益的某些服务方式和部门的开放程度指标  

• 市场进入壁垒的实例(例如酌情掌握的标准、技术和环境要求、原产地规则) 

• 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的趋势  

• 关键国际市场的反竞争结构和惯例指标  

发展中国家中的自由化：已全部整装待发，但向何处去？ 

 过去的 20 年，发展中国家奉行了贸易自由化，既作为世贸组织各项协定下的

多边自由化的一部分，也包括在结构调整方案下和南北区域贸易协议下单独实

施。该进程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关税率的稳步下降(见图 2)。其结果良莠不齐：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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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出口收入或国内附加值方面没有什么大的收益，

它使得对采用自由化的方式产生了疑问。的确，没有一个国家是在闭关锁国状态

下发展的。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支持下所从事的全盘开放显然

不是最佳的选择。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对自由化需要采取一种与每

个国家的能力和需要相符的战略性和有选择性的做法，而不是一个尺码供所有人

穿的做法。  

图 2 

 

 

 

 

 

 

 

 

 

 

 

 

 

 

 单凭国内自由化无法保障贸易的发展收益。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市场的开放程

度也同等重要。发展中国家受到若干严重限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采用

的关税比对其他发达国家出口采用的关税几乎高出 50%。不仅如此，关税高峰和

升级继续影响着发展中国家许多关键产品的出口。使这类困难更为复杂化的是，

市场进入壁垒，例如需要迅速符合数目日益增多的技术、环境和健康标准。发达

国家在农业领域的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每天几乎达到 10 亿美元，从而压低了农产

品的世界价格并将潜在的发展中国家出口挤出在外。更有甚之，国际市场的垄断

和寡头垄断结构和惯例严重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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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不平等伙伴的平等机会 

 公平的规则及其公正实施是对贸易较弱国家的根本保护。世界贸易组织的“特殊和

差别待遇”原则，本意在于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结构和其他不对称作为因素

纳入贸易协定，以便使之合理和公平。 

可能的指标： 

•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趋势  

• 基础设施、技术和人力开发指标  

•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与发展投资  

•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补贴的规模  

• 国内投资水平和外国投资水平  

 

追赶发达国家：道路漫长 

 多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得以减少了出口的集中化并提高了收入水平。然而，

最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遥遥落后，其逐年表现波动相当大。图 3 显示了这种格

局，而且它还表明，尽管实行了多样化，但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仍比发达

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好几倍。这种收入上的鸿沟是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隐

含的众多经济、社会和其他不对称因素造成的，它们限制了发展中国家最大限度

地利用其多样化收益的能力。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地重视消除这类不对称因素，

以便更充分抓住贸易收益并在赶上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方面取得进展。除其他

外，发展中国家需要有奉行本国贸易和发展战略的充分政策空间和灵活性。国际

贸易体制应当充分体现这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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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4. 为公共利益服务 

 联合国《千年宣言》要求国际社会在国家和全球各级创造一种有助于可持续发展和

消除贫困的环境。为此，必须继续努力确保贸易体制对关键性的公共利益问题作出反

应，包括消除贫困，防治传染病和流行病，以及确保为穷人和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社会

和环境服务。 

可能的指标： 

• 贫困方面的趋势；相关的社会指标  

• 基本社会和环境服务(可交易的)贸易和国内利用趋势  

• 女性劳动力参加出口部门的趋势  

• 贫困敏感部门出口的世界价格趋势  

• 最不发达国家出口的免关税和免配额待遇  

• 缺少重要的制药业基础的发展中国家进口药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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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可挽救生命：获得进口药品 

 世贸组织关于《涉贸知识产权协定》和公共卫生宣言(2003 年 8 月 30 日)的决

定对于多边贸易体系在帮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获得药品之一的方面可发挥的作用

给予了重要的确认。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国内不具

备完整的制药能力，不得不依赖进口。图 4 显示，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药物进口增

加了，但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的这类进口在过去几年中实际上趋于平缓或下降，

而同时，这些国家的公共健康危机即越来越严峻。如今，最不发达国家的药物进

口每年达到人均 50 美分。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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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执行关于《涉贸知识产权协定》和公共健康宣言的决定可有助于这些国家

从便宜的供货来源获得药品。然而，单凭这一措施还不够。其中一些国家还需要

得到预算支持，才能够将获得的便宜药品变成特别是穷人能够负担得起的药品。

换言之，贸易系统的积极行动和加大发展融资需要比肩而行。  

 

5. 重振初级商品部门 

 约 50 个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其外汇收入的大部分只靠两三种

初级商品的出口，而其中的 39 个国家仅依赖一种初级商品的出口。提高初级商品在多边

和广泛的国际贸易和发展合作议程中的重要性，同时加强对依赖初级商品的发展中国家

的支持性国际环境，是及时实现关于减贫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关键。 

可能的指标： 

• 依赖初级商品的趋势  

• 初级商品价格和收入的趋势  

• 发展中国家国内加工初级商品的趋势  

• 初级商品贸易市场准入和市场进入壁垒的实例  

• 在供应链中国内价值留存的趋势  

• 有无帮助商品部门的需要和是否充分  

纠正价格与获得好的价格 

 初级商品生产和贸易对于维持穷人生计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增长绩效都

具有重大的影响。依赖初级商品的国家名列过去 20 年来作为结构调整和政策改革

一部分而广泛开展自由化的国家之列。上述改革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要纠正价

格。但同时初级商品价格却在持续下跌，而生产者没有能够使价格得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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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初级商品实际价格的长期下跌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来

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它大大减少了初级商品出口收入的购买力。初级商

品 (矿产口和农产品 )的价格特别是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实际一直很低。拿咖啡来

说，现在生产者名义上获得的价格几乎只是九十年代中期所得到的价格的三分之

一。恢复有利可图的价格和管理价格大的波动及其对收入的影响，对于发展中国

家的政府和生产者来说，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在国际上，日趋集中的市场结构和

苛刻的市场进入要求的出现，使这些问题更趋复杂。  

6. 协调一致 

 在保持国际贸易体系面向发展方面，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是，使不同贸易谈判和纪

律领域中的不同多边机构和政策，以及上述机构和区域及国家进程和战略之间保持协调

一致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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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指标： 

• 多边贸易协定下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规定  

• 双边和多边发展融资捐助方的附带条件  

• 世贸组织各项协定的范围和覆盖面与区域贸易协定的范围和覆盖面  

• 与贸易有关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要求和承诺  

• 官方发展援助流入、债务减免和债务偿还占出口比例的趋势  

 

贸易协定的执行成本和调整成本： 

能否计算无法计算的因素？ 

 贸易协定不是白来的。其采用需要作出体制和其他调整，并涉及到执行成本。

即便是大的发展经济体也会为这类不测之需作出资金准备。发展中国家鉴于其有

限的资源，调整需要就更加痛苦。界定调整和执行成本的规模常被称之为“计算

无法计算的内容”。这方面任何严肃的做法都需要逐个国家和逐个部门对需要作

出评估。  

 对一些国家加入欧盟提供的支持大体上能够反映出要付的帐单。根据《灯塔计

划》――它是由欧盟资助的帮助中欧申请国加入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三份加入前文书

之一，为 2000 年至 2006 年 10 个国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

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 )体制建设拨款

110 亿欧元。这相当于每年提供的资金约为这些国家加起来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0.5%。将这一因素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合计国内生产总值得出每年 340 亿美元。这

并不是说后一数字就是了解发展中国家对按世贸组织各协定执行调整的支持需要

的可靠指南。因加入欧盟而产生的调整和执行需要无法与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而产

生的调整和执行需要相提并论。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其他有关能力

无法同申请加入欧盟的候选国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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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还值得注意的是，2001 年，全部官方发展援助额为 520 亿美元，占捐助国合

计国内生产总值的 0.22%，相比之下，国际商定的目标是 0.7%。在这 520 亿美元

中，有 15 亿美元，拨用于涉贸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资金约占 8.2%。  

 

 

--  --  --  --  --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ODA commitments for trade-related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capacity building in 2001

Africa
30%

Global
23%

Europe
11%

America
7%

Asia
29%

总计：15 亿美元 

 
资料来源：经合发组织 2002

分区域列出的 2001年对涉贸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作出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 

非洲  

欧洲  

美洲  亚洲

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