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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会期委员会 

审查执行《2001-2010 十年期支援  

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取得的进展  

主席的总结  

 1.  一些发言者强调近年来最不发达国家经济表现呈现重要改善，《2008 年

最不发达国家报告：增长、贫困与发展伙伴关系的条件》对此作了详细介绍。

2005 年至 2007 年，最不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实现了《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

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确定的 7%的增长目标。这归因于如下因素的汇聚――有力

的条件，包括国家发展政策的改进，初级商品出口价格的提高和与国际社会伙伴

关系的增强。2006 年，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达到了创记录水平，对这些国家的官

方发展援助大幅度提高，其中的 16 个国家获得重要的债务减免。因此，极端贫困

率从 1994 年的 44%的高峰下降到 2005 年的 36%。  

 2.  然而，人们日益担心最不发达国家很难长期保持经济业绩的改善，因为这

些国家的增长脆弱而且并非包含各个阶层。其主要原因在于笼罩全球经济地平线

的不确定因素，它们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增长和发展前景并对《行动纲领》的执行

具有深远的影响。目前能源和粮食的高位价格正是可能损害石油进口和粮食净进

口最不发达国家经济社会表现的不利外部因素的具体实例。此外，尽管最不发达

国家的极端贫困率下降了，平均而言其人口的四分之三依然贫穷。与预期相反，

最不发达国家自 2000 年以来所经历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减贫的大力加速。上述

趋势总的意味着最不发达国家尚未在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方面取得基础广泛的成

就。  

 3.  要使最不发达国家朝着国际商定的大小目标取得具体和持续的进展，应当

在国家和全球两级采取紧迫行动。在国家一级，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需要更具有

前瞻性，作为激发生产性活动的催化剂，包括为企业和投资创造更有力的扶持环

境。在国际一级，捐助方需要重新确定它们的优先事项，并重视最不发达国家的

生产性部门。进一步的政策行动应当包括通过改善联合提高援助的有效性，这意

味着改变结构和打造发展伙伴关系和更多地利用本土解决办法处理发展问题。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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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会议在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将这些观念化为实践和提高援助管理的有效性方面可

发挥促进作用。  

 4.  最近和正在蔓延的粮食危机揭示了最不发达国家农业部门严重的结构薄弱

环节和脆弱性。最近数十年来，许多最不发达国家由农业出口国变为农业进口

国，造成长期国际收支困难。近来的粮食危机对最不发达国家打击最大，其中 21

个国家面临“粮食不安全”局面。有人建议贸发会议应当重新研究最不发达国家

农业生产力下降的原因，并探索创新性的政策议程，重新恢复农业生产力在最不

发达国家整个经济效绩方面的关键重要性。在可持续基础上加强粮食生产率，对

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增长以及同贫困作斗争具有根本的作用。应当注意小农户，他

们属于最弱势群体的成员。在这方面，贸发会议应当探讨国际贸易体系如何能够

更好地支持这一做法。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灵活性，贸发会议应当就这一专题开

展研究，并作为国家之间交流知识和经验的一个平台。  

 5.  人们认为现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和管理官方发展援助的体制带有不足和限

制，例如与援助挂钩的一系列政策条件限制，它们可能损害国家的主导权。人们

认为，这种政策条件限制一般没有什么效果，应当取缔。  

 6.  大量的官方发展援助用于社会消费、特别是保健、教育和卫生。尽管重

要，援助的这种优先安排未能孕育生产活力创造经济资源，从而有助于国家政府

不依赖外援作出公共开支决策。因此需要额外官方发展援助，以便维持这种开

支。接受国，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主要根据援助规模的大小，而不是立足于有

耐力的经济和生产性基础设施结构发展国内资源，而奉行千年发展目标战略。  

 7.  多年来，主要依赖援助的国家政府精通于寻求援助和援助管理，部分是因

为提供援助的复杂性。这种专长妨碍了它们发展拟定独立的发展战略并设计和执

行政策所需要的技术、政治、资金和管理能力。因此妨碍本土知识的开发。目前

的援助体制倾向于加强援助的依赖性，故使援助方与受援方之间极不对称的援助

关系长期化。一些发言者指出，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的援助国，特别是中等收入发

展中国家和出口自然资源而积累了大量外汇的国家。这一事态发展导致形成了一

种新的援助结构，而其中充满了本身独特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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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会议提请注意，2008 年 9 月在阿克拉举行的援助实效问题高级别论坛的

结果，它审查了最不发达国家是否步入实现《援助实效问题巴黎宣言》目标的轨

道。特别强调了以下要点：  

(a) 能力与自主权不可分割――需要加强所有利益相关方开展政策对话和

制定政策的能力，需要推动产生于内部的知识；  

(b) 政策条件限制，无法使捐助方如愿以偿，可能损害国家的自主权。关

键条件包括尊重人权和妇女的权利；  

(c) 需要提高问责制和加强信息以及援助和预测性的透明度。在发展本国

自主权方面，议会和地方政府可发挥关键作用；  

(d) 南南合作和三边合作有助于提高效率，尤其是能力发展；  

(e) 最不发达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的自主权，无论是体现在国家发展方案还

是援助管理政策方面都至关重要。  

 9.  会议建议国际社会应更加协调一致地提高援助实效。强调了同行监督推动

援助实效议程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欢迎捐助方承诺推动基础广泛的援助管理民

主自主权和承诺为援助进一步松绑。  

 10.  虽然对于援助需要更为有效形成广泛的共识，但一些发言者质疑它与最

不发达国家是否切实相关。记录显示，如果将援助用于加强国内资源的调动，建

立生产能力和促进经济的多元化，它能够有助于减贫。而危险是，它有可能长期

造成对捐助方的病态依赖和不平等的发展伙伴关系。更为有效的援助即取决于援

助的数量，也取决于援助的质量和方向。  

 11.  为实现包容性增长，会议指出，国家需要通过为投资、增长和多元化营

造扶持环境而发挥一种前瞻性和催化作用。对于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来说，这需

要更多的公共投资，从而能够用于“盈聚”私人投资和战略财政措施。会议指

出，最近的援助管理模式常常过份鼓励本应具有前瞻作用的国家结构的弱化。  

 12.  改进援助管理政策应当包含更好的利用援助，而不仅仅是作为一项应急

措施或出于慈善动机，应当作为一种发展工具。因此，援助应当在管理方面着眼

于为基础设施发展供资，并帮助建立公共管理关键领域的司法和行政能力。对初

级商品出口形成初步增长动力的许多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可用于加强国家与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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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打交道的能力，例如，通过较为公平财税措施，尤其是在资源密集性产业，

这些产业反过来有助于促进资本的形成，并为发展筹措资金。  

 13.  目前，援助体制不甚有效。用于生产部门活动的援助分配仅占所有援助

的四分之一，因为援助方更着眼于社会问题。此外，大量援助完全绕过了国家的

预算程序。需要协调援助方与受援方的议程，以避免薄弱的国家自主性。会议建

议千年发展目标问题应在发展本国生产能力，以便消除对援助的依赖性这一大的

经济转变范围内处理。  

 14.  会议要求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战略的所有相关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应

当考虑《2008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增长、贫困与发展伙伴关系的条件》中所载

的关于制定发展政策和战略以及发展伙伴关系条件方面的建议。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