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 08-50227 (C) 190208 050308 
 

联 合 国   TD 
 

 

 

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 

 
Distr. 
GENERAL 
 
TD/423 
7 Februay 200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十二届大会  

阿克拉，加纳  

2008 年 4 月 20 日至 25 日  

会 前 活  动 

秘书长创作经济和产业促进发展高级别小组的成果 

2008 年 1 月 14 日至 15 日，日内瓦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  

内  容  提  要  

秘书长创作经济和产业促进发展高级别小组于 2008 年 1 月 14 日至 15 日在日

内瓦举行了会议，以此作为贸发十二大的一项会前活动。出席会议的有来自 49 个

国家、11 个国际组织、5 个联合国机构、3 个专门机构和 9 个非政府组织的 141

位与会者。小组由成员包括加纳文化部部长和保加利亚文化部副部长为首的知名

政府人士、政策制订者、国际组织的专家、文化和创作界人士，以及来自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的代表。小组由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副主席、

墨西哥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副代表马贝尔·戈麦斯·奥利弗大使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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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总结 

1.  辩论集中探讨了背景说明 TD(XII)/BP/4 提出的问题。会议旨在：(a) 提供

一个平台，以利创作产业和新兴创作经济领域展开的政府间辩论取得进展；(b) 审

查秘书处为执行此项创新专题上的任务所开展的工作，重申其作用，并找出今后

工作的可能领域；和(c) 总结归纳围绕着创作经济的分析和政策议程的进展。  

2.  会议确认，贸发十一大首次在国际经济和发展议程中引入了创作产业这一

议题。自那时以来，贸发会议依据其任务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帮助各国政府意识

到创作经济促进贸易和发展收益的潜力，推动面向政策的主动行动，并增强与各

国、各机构及广大国际社会的合作。  

3.  小组讨论了旨在增强发展中国家创作能力的政策战略、多边进程、国家经

验、评估手段和国际合作领域。辩论着重探讨了六个主题： (a) 政府部际协调一致

行动的创新政策选择； (b) 增进由创作产品和服务赢得的贸易收益； (c) 知识产权

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作用； (d) 在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增进文化政策； (e) 建立

创作能力和协同作用的国际合作；和(f) 掌握创作产业的贸易数字和经济指数。  

4.  会议指出，鉴于创作经济在处置经济、文化和技术连接方面的各种多学科

问题，创作经济需具备由文化部、贸易部、外交部、技术部、劳动部、旅游部和

教育部共同参与的创新跨领域政策反应。为了行之有效，必须以连贯一致和综合

方式制订出公共政策，掌握创作经济对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潜力。各国文

化部长参与制订创作经济领域今后政策行动的方针是值得提及的举措。由于创作

产业与宏观和微观两级总体经济的关联，需要建立体制机制，具体处置与供应能

力、资金限制和能力建设相关的各种挑战，并加强财税政策、竞争法和知识产权

制度。为保证投资、技术、创业与贸易之间创作关系发挥最大影响力，通过增强

创作能力促进包容性的发展，公共政策是致为关键的。  

5.  会议提出，创作产业属世界贸易中最有生气的部门之列。2005 年创作产

品和服务的出口达到 4,452 亿美元，即从 2000 年至 2005 年每年增长 8.7%。这些

产业是大多数先进国家收入、创造就业和出口收入的有力来源，也可成为发展中

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经济多样化的可行选择，可为这些国家跳跃进入创作经

济的增值、高增长部门提供新的渠道。然而，存在着一些障碍，不利于发展中国

家获益于世界市场上生机勃勃的创作产品和服务。多边和区域贸易政策的制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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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复杂，而灵活性则至关重要。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特别就《服务贸易总协

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协议》―― 正在展开的谈判，对创作产业，特

别是视听服务业具有影响力。会议认为，应加强市场战略和商机，以利在全球市

场上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创作产品和服务。贸发会鼓励发展中国家通过提高其质量

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可出口的创作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会议感到应努力设

法协调文化目标与国际贸易政策。  

6.  知识产权的作用得到广泛的承认。会议感到，知识产权制度目前的一些漏

洞应予以弥补，而且需要制订出处置与传统文化表现和公共领域相关问题的政策

备选方案。落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知识产权组织)的《发展议程》可协助发展中国

家把握对创作产业、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创作产业相关的新的主动行动。知识

产权组织应致力于保护地方创作，并应在保护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会

议设想知识产权组织与贸发会议之间可在这一领域进行合作。  

7.  技术和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工具为数字化创作内容的创造和分销带来了急

剧的变革。新商务模式意味着创作者的新作用、内容的新形式、互动关系和降低

的准入壁垒。然而，它们对创作产业的全部影响尚不明朗。在概念化和衡量方面

存在着挑战，需要尽可能地获益于趋同和新型电子商务模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之间可否共享最佳做法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领域。  

8.  国际社会通过参与实施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教科文组织 )《多样

化公约》，旨在既维护多样化又推行文化产品的多元性，由此再次确认了创作产

业作为一个经济和文化力量来源的作用。注重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并进行国

际合作，这是国际社会应当用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手段。  

9.  许多发展中国家未能完全利用创作经济以满足其发展需要，原因在于国内

政策的弱点和全球层面种种障碍的共同作用。在国内，需要以政策增强微小创作

产业的创作能力和解决与规模相关的掣肘因素，特别是资金与商业技能的匮缺。

对此没“一刀切”的办法；每个国家需要视自己具体的文化与经济国情，确定在

全球市场上具备最佳竞争力的创作产业。创作组群和能力建设是有效的手段。国

际合作可发挥积极的作用，协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其创作能力。  

10.  评估创作产业经济影响的一个重大的掣肘因素是，在普遍层面上缺乏可

靠和可比较的统计数字和社会经济指标。缺乏精确和约定的定义，及现行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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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规则的局限性是主要的问题。此外，基于海关的分类不能涵盖日趋增长的创

作内容的数字化贸易。版权数据交流的缺乏也是一个失缺环节。尽管如此，贸发

会议已开始初步尝试为创作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提供其初步的贸易数据。这为分析

贸易流量和市场趋势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概况。根据向联合国提供的现有官方数

据编制了“全球创作产业数据库”。此举意在为掌握世界市场创作产品和服务蓬

勃的增长力迈出第一步。尽管由于数据收集系统的误差和提供创作服务方面贸易

数字的国家数量有限，总体概况并不完全，但这是为走向市场透明采取的一项重

大举措。然而，为了克服概念和方法方面的缺陷，还需要在专家一级展开深入的

工作。贸发会议正在与国际贸易中心 (国贸中心)、教科文组织和其它有关机构携手

合作。对创作产品的统计，既需提高质量，也要扩大覆盖面。这是国际组织应推

行和增强合作努力的一个领域。  

11.  小组确认应推进和增强贸发会议在创作经济和创作产业领域的工作。阿

根廷代表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拉加集团)的名义发言说，创作产业是贸发

十二大期间应探讨的新兴问题的一例，以期增强贸发会议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另

一些与会者表示支持贸发会议加强与联合国各机构――尤其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

南南合作特设局、教科文组织、知识产权组织和国贸中心――及其它机构合作，进

行政策分析、技术合作并改善有关创作经济的统计。会议认为，贸发会议继续执

行其任务，并协助各国政府处理与创作经济的发展层面有关的问题，为此应遵循

贸发会议工作的三个支柱：(a) 通过为政府间辩论提供一个平台建立协商一致；(b) 

通过找出世界市场上创作经济的关键问题和创作产业的动态关系，进行面向政策

的分析；和 (c) 通过协助发展中国家增强由创作经济获得的贸易和发展收益，进行

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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