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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大会 
卡塔尔，多哈 
2012年 4月 21日至 26日 
临时议程项目 8 
以发展为核心的全球化：实现 
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与发展 
 

  高级别特别会议――执行《2011-2020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 
国家行动纲领》：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地位和结构转型 

  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议题说明 

1.  2011年 5月，各国首脑、政府部长和代表联合国各会员国的其他高级官员齐
聚伊斯坦布尔，出席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讨论最不发达国家面

临的具体发展挑战，商讨采取何种行动有助于各国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会

员国在会议闭幕时宣告集体承诺继续发展和加强全球伙伴关系，促进最不发达国

家的发展，并且通过了《2011-202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又称
《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 

2.  《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的总体目标是“克服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结构性挑
战，以便它们消除贫穷，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并能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地

位。目的在于到 2020 年使半数最不发达国家能够达到“毕业”标准。通过采取
国家政策行动和提供国际支助，这一目标有望实现。行动和支助的重点放在 (a) 最
不发达国家实现持续、公平和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至少年均增长 7%；(b) 建
设人员能力；(c) 降低最不发达国家容易受到经济冲击、灾害和气候变化影响的
程度，增强其复原力；(d) 确保加强和有效利用财政资源；(e) 确保各级均实现
善治。 

3.  《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首次大力重视建设最不发达国
家经济体的生产基础，促进结构转型和承诺到 2020 年使半数最不发达国家能够
达到“毕业”标准。这些目标十分宏大，尤其是从加快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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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的意图来看。要确保本十年之内使半数最不发达国家达到“毕业”标准，有

必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均加大努力，在发展生产能力和结构转型方面取得重大进

展。 

4.  《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在审查其前身《布鲁塞尔行动纲领》的执行进展时
强调，多项重要目标尚未完全实现。各项目标和共同商定的行动均雄心勃勃，但

缺少实现目标所需的新资金承诺和协调一致的执行计划，这两个方面形成了鲜明

对照。要执行目前的行动纲领，特别是实现在 2021 年下一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
家问题会议之前使半数最不发达国家达到“毕业”标准这一目标，务必不能忘记

由此得到的教训。40 年来，仅有三个国家(博茨瓦纳、佛得角和马尔代夫)脱离了
最不发达国家行列。鉴于“毕业”记录不佳，要实现宏伟的“毕业”目标，需要

彻底转变发展模式和发展伙伴关系。 

5.  卡塔尔多哈贸发会议十三大期间举行的执行《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高级别
会议，将讨论与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地位有关的挑战和最不发达国家及其发展伙伴

需要采取哪些行动，确保在商定的期限内完成平稳过渡。具体说来，本次会议将

探讨几个关键问题。 

6.  第一，最不发达国家是否将继续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无足轻重的角色？《伊斯
坦布尔行动纲领》指出，尽管 2001至 2010年间，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国
际贸易表现得到大幅提高，但这并非意味着最不发达国家在持续追赶世界其他国

家。虽然最不发达国家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大(2009年占 12%)，它们对全球
产出的贡献却依然不足 0.9%，远远低于 1970 年代中期的水平。换言之，世界
1/8 的人口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不足 1%。最不发达国家在世界商品
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由 1980年代和 1990年代的约 0.6%上升至目前的约 1%。升
幅的一半可以归因于燃料出口的增加。 

7.  尽管最不发达国家协同努力，通过投资政策自由化和提供丰厚的激励措施吸
引外资，但是所有最不发达国家仅获得全球直接外资流入总量的 2%。其他证据
显示，总体而言，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仍然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与其

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最不发达国家在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的同时，其相对地位的提

高十分有限。必须认真考虑这一趋势将对执行《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特别是

实现到 2020年达到“毕业”标准这一目标产生哪些影响。 

8.  贸发会议在《2010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中提出一个新的国际发展架构，指
出由于最不发达国家持续边缘化，应该审查为其提供的国际支助措施，以便找到

新型支助措施，创造更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加速发展的外部环境。没有新的国际

发展架构，到 2020 年半数最不发达国家能否实现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目标
呢？ 

9.  第二(这一问题与第一点存在关联)，考虑到世界经济的现状及未来几年的前
景，期待半数最不发达国家到 2020 年能够达到“毕业”标准的想法是否现实？
上一个十年期的大部分时间，最不发达国家整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 7%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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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给人以深刻印象，特别是较之于这些国家此前 20 年的黯淡表现。如果能
在较长时期内重复或维持最近的高增长率，一些最不发达国家也许可能在 10 年
左右达到“毕业”标准。然而，这一前景取决于两个因素：外部经济环境，特别

是从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复苏的速度，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增长的质量及其对就

业、结构转型和公共及私人投资的影响。 

10.  与其他发展中世界国家相比，最不发达国家更依赖于外部市场和外部资金
和知识来源。然而，上一个十年期逐渐深化的南南经济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改

变了最不发达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的特点及其对传统市场的依赖。这种经济联系也

助其调整了在外源冲击面前的脆弱性。例如，2009 年最不发达国家超过一半的
出口商品出口至其他发展中国家，与 2000 年代初的 40%相比有所增加。最不发
达国家出口目的地发生变化的同时，其商品进口也出现变化。目前，其他发展中

国家占最不发达国家商品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此外，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

中国家之间包括直接外资、官方资金流动和汇款在内的资金流动不断增加。目

前，最不发达国家接受的直接外资和汇款约 40%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上一
个十年期，最不发达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的模式出现了新趋势，为最不发达国家创

造了新的机会，带来了外部市场多样化和持续增长的可能。 

11.  然而，北方传统市场对于最不发达国家仍很关键，这些市场的复苏过程将
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未来增长前景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事实上，如果先进经济体

的复苏耗时过久，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大型经济体放慢增长速

度，有可能影响《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的成功执行。令人遗憾的是，当前的外

部经济环境呈现进一步波动的特点，特别是初级商品价格的波动和高昂的燃料和

食品价格――这使许多最不发达国家苦恼不已。中期趋势也预示着私人外部资本

流入减少，援助也有可能减少。由于 30 年来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变得更加
开放，而且更加集中于初级商品的生产和出口，因此外部条件恶化时它们在突变

的形势面前也更加脆弱。制定《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的执行计划，特别是实现

到 2020年达到“毕业”标准这一目标的计划时，必须考虑上述所有问题――近来
出现的积极趋势及由此产生的机会，和增长缓慢及从最近的三重危机中缓慢复苏

的潜在风险。 

12.  最不发达国家的增长质量和形式也值得密切关注。本十年期的经验表明，
经济高度增长是减轻贫困和实现广泛发展目标的一项必要条件，但仅具备这项条

件还不够。最不发达国家的增长主要由外部促成，而且未能产生涓滴效应，以发

挥减贫作用。它也没有促发经济体内部的结构进步或转型。最不发达国家的主要

挑战是，如何确保增长能够在城乡两地的创收和就业创造以及生产能力包括主要

基础设施的发展方面带来实际增益。 

13.  第三，政策制定方面采取“一切照旧”的方针，是否足以使最不发达国家
走上更具活力和包容性发展的道路，并使半数国家到 2020 年达到“毕业”标
准？上一个十年期的经验表明，高度经济增长不足以实现广泛的发展目标。贸发

会议的分析以及《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所载评价均表明，即使在 2000 年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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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水平最高的时期，最不发达国家的生产结构依然基本保持不变。最不发达

国家必须促进结构转型并建设生产能力，以起步追赶世界其他国家和大幅度减少

贫困。 

14.  《2011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指出，最不发达国家至多只能从三重危机中
部分复苏，目前的世界局势和中期前景也都不甚乐观。最近欧洲发生了主权债务

危机，金融危机对获得信贷和贸易融资的机会造成了长期影响，美国复苏缓慢并

对亚洲经济体的增长带来潜在影响。依据上述因素判断，2010 年代，世界经济
为最不发达国家带来的有利外部条件很可能少于前 10 年的经济繁荣时期。各方
普遍认为，本十年期有可能面临诸多动荡和变化。因此关于世界经济和最不发达

国家的前景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更加缓慢和波动，将对最不

发达国家的增长前景和实现《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所载目标的前景产生不利影

响。 

15.  然而，有迹象表明，如果亚洲主要经济体保持最近的增长格局，国际初级
商品价格在本十年期将保持高位。这显然会对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是初级商品出

口国带来积极影响。那么问题在于：最不发达国家如何能够利用再次出现的机

会，将初级商品拉动的暂时繁荣转化为能够促生生产性就业的可持续和包容性经

济发展？即使在经济高度增长时期也未能创造足够的就业，这被视为最不发达国

家缺乏结构转型的原因之一。不对经济结构进行重大改变，最不发达国家就难以

实现包容性发展并达到所有“毕业”标准。最不发达国家应该执行何种发展战

略，实现《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的目标？ 

16.  供讨论的问题如下： 

(a) 脱离最不发达国家行列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b) 正在脱离最不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平稳过渡战略的主要内容是什

么？平稳过渡的“合理”期限是多久？ 

(c)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将发挥何种作用，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实现《伊

斯坦布尔行动纲领》的目标和指标？ 

(d) 如何将南南合作的效益最大化，促进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并促使

其最终脱离最不发达国家行列？ 

(e) 如何能够将初级商品作为发展杠杆，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到 2020 年达
到“毕业”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