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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2009 年 9 月 14 日至 25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1(a) 

  听取民间社会的意见  

贸发会议公共研讨会报告 
――全球经济危机与发展：前进的道路 * 

导   言  

 1.  2009 年 5 月 18 日和 19 日，贸发会议在日内瓦举办了第一次公共研讨

会。研讨会强调了全球经济危机的“人性特点”，为民间社会组织提供了一个平

台，以可靠的基层现实为依据，表达他们的关切并提出意见。  

 2.  来自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劳工团体、学术机构、研究机构、国际组织和

成员国的 360 多名代表和议员们，与贸发会议、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及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社部)一起，讨论了危机的影响、对应策略和前进之路。会议

是同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联络处及其他伙伴组织合作组办的。为期两天的研讨会

期间，共举行了四次全体会议和六次分组会议 (分组会议的日程和摘要见本报告附

件)。  

                                                 

* 研讨会与会者名单见：http://www.unctad.info/publicsymposium/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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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主席迪安·特里安夏·查尼先生主持研讨会，

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滴博士宣布研讨会开始。在开幕词中，大使迪安强

调，研讨会非常及时地为广大利益攸关方提供了一个就危机和可能的前进之路交

换各自意见的平台。素帕猜·巴尼巴滴博士强调，论坛意在“给沉默的人――无辜

的旁观者以发言权”，并表示所有国家都需要一个摆脱危机的战略。为避免重蹈

以往繁荣－萧条的周期性循环，必须实行真正的改革。  

 4.  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先生是开幕会议的主旨发言人之一。他表

示劳工组织正在制定“全球就业契约”，以解决全球性的失业危机，途经特别包

括以就业为目标，建立社会保护层，确保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更加协调，就业密

集程度更高。经社部副秘书长沙祖康表示，联合国的前进之路涉及两方面的行

动：一方面，更好地理解危机对发展中国家和发展的全面影响；另一方面，促进

制定有效的应对政策，特别是与“全球新政”必要性相关的应对政策。“全球新

政”的内容包括深入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建立更合法、更具代表性的全球治理机

构，除其他外，这些机构应确保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更加协调一致。重

要的是，捐助国应履行其对发展中世界的援助承诺，即使它们也要把大量资金投

入国内的刺激措施。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安德斯·约翰松先生说，各国议会应该反

省一下，它们为何没有制定各种规章，来防范那些扰乱金融秩序、造成危机的行

为；他还表示，许多议会现正在大力增强其对全球经济事务的监督能力。国际工

会联盟秘书长盖－里德先生说，工会成员中间到处充斥着愤怒和担心情绪。认真

对待社会不安定因素造成的危险至关重要。乐施会国际日内瓦办公室负责人莎菲

蕾亚特先生说，2008 年，由于粮食和燃油价格猛涨，已经有 1.3 亿到 1.55 亿人口

陷入赤贫状态；2009 年，危机可能会将另外 5,500 万到 9,000 万人推入赤贫的行

列。  

 5.  开幕会议为三次全体会议作好了准备。  

一、第 1 次全体会议：全球经济危机 
――根源和多重影响 

 6.  本次会议由孟加拉国达卡政策对话中心著名的研究员德巴普里亚·巴塔查

里亚先生主持。专题小组成员包括欧洲债务和发展问题网的 Nuria Molina 女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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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中心的 Vicente Yu 先生、瑞士商业联合会的 Jan Atteslander 先生、国际性别和贸

易网/发展筹资问题妇女工作组的 Diana Aguiar 女士、最不发达国家观察社的 Arjun 

Karki 先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的 Manzoor Ahmad 先生以及贸发会

议的专家。  

 7.  与会者普遍对造成危机的多重、长期原因持有一致意见，其中包括：未能

履行商定承诺；缺少监督；世界主要经济体结构失衡；宏观经济失衡，以及其他

一些制度和 /或体制因素。此次危机并不只是企业和金融部门发展或“不当行为”

的结果，30 年或更长时间以来，危机就一直在酝酿当中。危机根源于当前全球发

展轨迹和发展范式中的种种矛盾，如收入不平等――占世界人口 1%的最富有者的

所得相当于整个底层 57%的所得。发言人表示，这是经济不稳定和危机的一个主

要原因，因为它会导致全球总需求不足。不平等反映了全球范围的相互依赖程度

越来越高，但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全球性机制加以应对。此次危机也对经济一体

化和市场开放是否明智提出了质疑，因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都是那些开放程度

最高、最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需要建立新的经济范式，并对全球化问题进行反

思。  

 8.  与会者阐述了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众多重大影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问

题不只是它们的人均收入会减少多少，还有经济衰退会持续多久；人们都担心会

出现另一个“发展迷失的十年”。在状况有所好转之前，究竟会恶化到何种程度

呢？另外，此次危机很可能会引发其他类型的危机，并有可能加重粮食和债务危

机。需要一个可以涵盖所有国家(特别是最弱势和最脆弱国家)的摆脱危机的战略，

因为每个国家都想要挣扎着摆脱危机，最弱势国家可能会遭到践踏甚至无法存活

下来。  

 9.  与会者表示，危机会影响到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

家，危机加剧了贫穷和政治危机。亟需采取社会保护措施，为此，民间社会和工

会必须与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合作，采取行动，制止危机。各捐助方应履行其做

出的财政承诺。  

 10.  世界范围内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有所减少，这其中，发展中国家受影

响最大。为了将危机转化为机遇，一些发言人呼吁决策者们鼓励国内投资。在适

当的政策框架内，外国直接投资将有助于加强国内投资。他们还应发展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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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促进区域一体化，这有利于消除贸易障碍和使国内企业更具竞争力。与会者指

出，南南投资与合作尤为重要，例如，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基础设施，加强公

私之间的伙伴关系。不过，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应避免恶

性竞争。  

 11.  2009 年，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会减少约 7%到 9%。不过，一些与会者

表示，贸易的减少不只是会削减收益；它还意味着产量下降、工作机会减少、生

产力降低、收入缩减和贫穷加剧。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不断减少的问题，

应持续开展贸易活动。事实证明，出口收入不断减少对仅依赖一种或两种商品的

较贫穷国家危害最大。应鼓励出口和市场多样化，同时，提高国内生产力，更好

地兼顾国内需求带动的发展和出口带动的发展，以此作为新战略的一部分，增强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对外来冲击的抵抗能力。需采取措施，改善市场准入，特别是

通过南南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此外，还需采取措施，防范保护主义，增加针

对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的非互惠优惠市场准入。特别是，贸易政策需以

消除贫穷、把性别平等纳入主流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应遏制农业补贴不断

增加的趋势，以提高农业产量和农业生产率，进而应对当前的粮食危机。与会者

指出，如不采取此类措施，较低的粮食产量和居高不下的粮食价格将产生极具破

坏性的影响，特别是对粮食净进口国，并有可能引发另一场粮食危机。  

 12.  贷款、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形式的融资均都受到削减，特别是对发展中

国家。预计在 2009 年，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流出额将达到 7000 亿美元。债务可

持续性再次成为重大关切事项，因为发展中国家收入不断减少，支出却有所增

加。它们的外汇储备普遍已被耗尽，汇率波动越来越大，财政压力不断增大。由

于全世界无一幸免，当务之急，是建立全球金融警报系统。同样，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基金组织)贷款利率普遍上涨，可能会引发另一轮债务危机。众多与会者呼吁

立即取消所有债务，提供一揽子刺激措施，如赠款而非贷款，并确保新的一揽子

供资计划不附加任何条件。与此同时，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特别是财政

政策空间――至关重要。  

 13.  此外，一些与会者评论说，必须改革基金组织的治理和筹资体系，并彻

查其监管框架。例如，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金融系统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10%，但其收益却占到了总收益的 40%到 50%。金融资本和金融利益已与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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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相脱离并占据主导地位，实体经济则日益受到金融化的影响。金融部门对

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及社会保护的促进作用很值得怀疑。  

 14.  许多发言人强调了危机对就业、妇女和人权的影响。金融危机首先是演

变成经济危机，而后是就业危机，现已进入社会衰退阶段。随着失业人口不断增

加，约 80%的工人无法得到社会保护。汇款减少，全球性的社会不稳定正伴随着

愤怒和恐惧情绪不断蔓延。在资本权益增加的同时，工人的权利却日渐被忽视。  

 15.  一些与会者评论说，危机正在加剧国家内部、国与国之间和两性之间的

现有不平等。在服装、农业和旅游等部门，发展中国家女工占多数，她们尤其容

易受到伤害。与此相反，一揽子刺激计划和激励措施往往针对传统上由男性就业

人口占主导地位的部门，包括汽车工业和金融业。  

 16.  相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及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发展权和食物权同

样不容忽视。必须保障最弱势人群 (包括移徙工人、妇女和儿童)的权利。此外，重

要的是，应通过投资于低碳能源和活动，引领未来朝着更加环保的方向发展。  

 17.  与会者表示，不仅布雷顿森林机构需要改革，整个联合国系统同样需要

改革。就贸发会议而言，与会者表示，应增强其研究能力，以更好地应对危机。  

二、第 2 次全体会议：评估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 
正在采取的危机对策――制约因素、 

前景和最佳做法 

 18.  本次会议由阿根廷常驻日内瓦副代表全权公使埃内斯托·马丁内斯·贡

德拉先生主持。专题小组成员包括非洲联盟的 Elizabeth Tankeu 女士 (埃塞俄比

亚 )、劳工组织的 José Manuel Salazar-Xirinachs 先生、宝盛银行的 Janwillem C. 

Acket 先生、11.11.11 佛兰芒南北运动联盟的 Rudy de Meyer 先生、世界经济、生

态和发展的 Peter Wahl 先生、非洲第三世界网络的 Emmanuel Gyekye Tanoh 先

生、 LATINDA 网络的 Carlos Benavente 先生 (尼加拉瓜 )和政策对话中心的

Mustafizur Rahman 先生(孟加拉国)。  

 19.  与会者讨论了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正在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措施。除审

查一些国家执行的一揽子刺激计划所产生的影响外，与会者还讨论了 20 国集团提

案，及贸发会议和联合国在该进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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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与会者表示，危机通过外部冲击和各种传导机制，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影

响。当前的危机已通过商品价格下跌、转移、贸易融资和投资流量等，对非洲的

增长和发展造成了破坏性影响。结果，失业率提高，贫穷加剧。在亚洲及太平洋

区域，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对危机显示出了某种程度的抵抗力，有些在今年甚至出

现了积极的增长态势。与非洲不同，商品价格的下跌对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最不

发达国家产生了有利影响；不过，进口价格不断下降也引发了一些财政问题，因

为对该区域非常重要的进口税收减少。  

 21.  与会者指出，发展中国家缓解危机不利影响的能力，取决于其对外部需

求(出口)和外部融资 (外国直接投资、汇款和官方发展援助 )的依赖程度、财政扩张/

审慎需求管理的空间，以及各国当局灵活利用该空间的能力。在非洲和亚洲及太

平洋区域，可用于以反周期方式抵抗当前危机的政策空间非常有限。这意味着非

洲经济体要想摆脱贫穷，需付出较高的代价，与此同时，亚洲国家也无法适当调

整其经济，因此，尽管相对而言，它们对危机仍有一定的抵抗力，但一旦摆脱危

机进入复原阶段，它们将受到重大影响。  

 22.  作为一种危机对策，部分国家一直在执行大规模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以

缓解危机的不利影响。讨论中提出了一些关切事项，涉及发达国家众多一揽子刺

激计划的影响；特别是，与会者提到了“购买美国货”条款，表示它们很可能会

导致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制裁。此外，与会者还提到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如中

国和印度 )执行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可能会对无法执行类似计划的最不发达国家的

竞争力产生扭曲影响。与会者表示，制定的最佳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应以有针

对性地创造就业和社会保护为重点，但遗憾的是，就业方面的直接开支只占到了

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的极小一部分。  

 23.  与会者指出，财政部门重返健康状态比预期花费了更长时间。在许多国

家，财政部门仍处于危急状态。资本流动尚未恢复到允许实现充分就业的水平；

银行借贷活动非常有限，而且利率往往极高。与会者还强调，近期股票市场出现

了复苏迹象，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出现了转机。银行仍面临巨大的贷款缺口，中

央银行和多边机构的干预手段是无法填补的。  

 24.  与会者表示，亟需使金融系统恢复健康状态，从而维持以私营部门为主

导的复苏局面，因为在一些重要的发达国家，审慎财政刺激的空间即将耗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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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对大型经济体特别是美国而言，2010 年以后，可能会无法继续维持以私营部

门为主导的复苏局面。  

 25.  与会者强调了发展中国家采取反周期政策的必要性。不过，发展中国家

的所有筹资来源都受到了危机的影响，这使得那些国家的财政刺激手段很难补偿

其损失的增长来源。发展中国家的确还没有能力执行大规模的一揽子刺激计划。

与会者指出，如何弥补这部分财政收入的减少，问题仍未得到解答；该问题也不

可能在基金组织的传统国际收支框架内得以解决。  

 26.  部分讨论者呼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不要再等待西方的解

决办法和一揽子刺激计划，而是立即采取自己的措施，刺激国内需求。这种观点

引起了另外一些发言人的共鸣，他们也强调，不放弃旨在抵抗危机的单边措施至

关重要。提及的单边措施包括： (a) 对金融交易征税；(b) 资本控制；以及  (c) 禁

止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27.  在区域一级，非洲的民间社会对全球性的多边危机对策感到失望。发言

中说，在系统地应对危机方面，致力于此的各种非洲论坛已经走在了多边努力的

前面。据说它们已经解决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缺口、出口收入不断减少和经常账

户赤字不断增加等问题，考虑到非洲筹资来源严重不足，所有这些对该区域都非

常关键。不过，它们表示非洲各机构尚缺少执行资金。  

 28.  与会者指出，当前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可能并不足以应对非洲经济体面临

的挑战。非洲需要协调一致的一揽子刺激计划，而且其中应包含促进生产的措施

和技术升级等内容。公共投资也应发挥重要作用。关于金融监管问题，发言人表

示应给予非洲一定的政策空间，以解决经常账户赤字的问题，这期间，国家要扮

演监管人这一重要角色。  

 29.  与会者强调，有必要建立有效的机制。部分人对 20 国集团提案是否足以

应对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危机表示关切。关于 20 国集团提案，与会者确定了执行工

作面临的下列挑战：(a) 所报金额只是愿望，主要行为体尚未承诺支付这笔钱；(b) 

基金组织要求有条件地获取资金仍然是一个问题； (c) 在政治和经济上留下不光彩

的记录，使许多国家不愿寻求基金组织的帮助，除非它们遇到了大麻烦。此外，

考虑到之前的捐助承诺并未兑现，与会者对于把经济刺激计划的 0.7%用于脆弱性

基金的想法能否实现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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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与会者表示，在 20 国集团提案中，丝毫看不到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身影，

联合国并未被指派担任重要角色。与会者强调，联合国的作用非常重要，有必要

进行包容一切的国际治理。与会者补充说，基金组织在 20 国集团提案中扮演的角

色造成了一种两难局面，因为它似乎并不具备公信力。与会者指出，提案丝毫没

有提到有关气候变化的辩论；但重要的是，现在应该强调这个问题，并带领大家

重新考虑应以哪种方式来实现发展和增长。提案并未朝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议程

转变。(2009 年 8 国集团在意大利举行的会议遗漏了整个专题。) 

 31.  此外，发言人指出，20 国集团的承诺将在多大程度上把就业、社会保护

和劳动力市场等问题放在应对政策的核心还有待观察。会议不仅强调了促进复苏

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奠定基础，使未来的增长和全球化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

重要意义。  

 32.  展望未来，发言人坚持认为，从当前的危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融系

统无法进行自我监管；这一点强调了国家参与的重要性。发言人指出，当前的危

机也是一次机遇，借此可推动创新增长模式，并重新思考和重新平衡发展议程，

而不仅仅是重回过去的政策。发言人表示，现在，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力量均势，8

国集团已不复存在。与会者普遍认为，绝对有必要采用一种新的办法来治理国际

金融体系。  

 33.  与会者强调当前的危机要求全球共同努力，并着重说明了更加包容的国

际治理的重要性，特别是与非洲国家的参与有关的问题。发言人表示，贸发会议

应“更进一步”讨论新的世界经济治理结构背后的道德规范。  

 34.  与会者认为，该进程若想做到包容、反周期、平等和环保，即有必要采

用更加分散的办法，让联合国发挥更有力的协调作用，基金组织和其他处理税

收、金融和经济问题的专门机构则发挥辅助作用。这种观点得到了其他一些讨论

者的支持，他们指出，贸发会议和联合国系统均应发挥重要作用，并应将施蒂格

利茨委员会的提案作为今后联合国改革的基础。不过，与会者也表示，联合国可

能尚未准备好扮演这一角色，因此，仍需做出大量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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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3 次全体会议：关于前进之路的建议――障碍和机遇 

 35.  本次辩论由南方中心执行主任马丁·霍尔先生主持。讨论者包括经社部

助理秘书长 Jomo Kwame Sundaram 先生、施蒂格利茨委员会成员、前厄瓜多尔经

济政策协调部部长 Pedro Páez 先生、国际贸易信息与合作署执行主任 Esperanza 

Durán 女士、国际商会日内瓦办事处负责人 Jacqueline Coté女士、乐施会国际的 

Joy Kategekwa 女士、征收金融交易税援助公民协会的 Christophe Aguiton 先生、第

三世界网络(日内瓦)的 Sanya Reid-Smith 女士和劳工组织的 Stephen Pursey先生。  

 36.  本次会议的目的是在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所开展讨论的基础上，确定应

对经济危机的前进之路，并将有关意见转达大会主席和即将举行的联合国世界金

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问题会议。  

 37.  讨论的重点，是必须妥善协调行动，确保可持续性。与会者重申了对以

下事项的关切： (a) 有可能回到“一切如常”的状态，而这种情况是危险的；和  

(b) 迄今制定的对策仍显不足。他们呼吁采取具体的政策行动，确定具体方法和时

间框架，各机构也应做好准备并有能力进行改革。他们对迄今为止作出的特别安

排不够透明表示遗憾，呼吁加强应对危机的政治意愿。  

 38.  许多发言的人强调了面前的挑战――不仅要制定今后的改革方案，而且还

必须确保各国之间采取集体行动。发言的人强调，民间社会可在这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指出：  

(a) 民间社会集体施加压力，可以促进在多层面采取行动；而且  

(b) 民间社会可为迄今几近空谈的辩论注入一剂带有基层现实的良药。  

 39.  很明显，讨论的重点是有必要堵住“水桶上的洞”，并仔细监测各项行

动，以使消除危机的努力更加有效。许多发言人指出，并不存在“一刀切”的解

决办法；相反，多边行动必须“因地制宜”，进行调整，以满足各个国家和区域

的特殊需要。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点可以通过更强有力的区域办法来实现。例

如，区域机构可以制定和资助特别复苏方案和计划 (如基础设施和其他“回归基

本”的项目 )。关于这一点，与会者呼吁确保给予各国足够的制定政策的空间，以

便其采取必要的刺激措施，管理本国货币，远离债务陷阱。  

 40.  很多发言的人强调，必须始终关注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其他因素。许多

人还重点指出，人权是可持续解决办法的核心 (包括妇女权利、儿童权利和工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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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一些发言的人感到关切的是，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可能正在被边缘化，他们

强调，必须重点关注 12 月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  

 41.  与会者认识到，贸易和投资――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在危机后的

持续复苏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大多同意打击保护主义，但也指出，如果

国际社会不针对就业问题采取共同行动，将很难做到这一点。一些与会者认为，

应当完成多哈回合，条件是要得出一个对发展中国家较为均衡的成果。这将有助

于防范保护主义倾向，巩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努力的方案。与此同时，

与会者认为，同等重要的是，应确保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及其他贸易和投资协定不

妨碍各国政府采取反周期措施应对经济困难的能力。若干发言人建议，审查危机

对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金融服务谈判和承诺的影响。  

 42.  许多发言人呼吁通过基金组织的一揽子计划和区域努力，增加贸易资

金，并呼吁在区域一级竭尽全力，解决贸易便利化问题和消除区域内的贸易壁

垒。  

 43.  政策空间又一次成了讨论的重点之一。许多发言人强调，国际协定和一

揽子危机计划必须为国家留出一定的政策空间，以便其能够实施国内改革和实行

有利于政府克服危机的政策。这其中包括针对金融交易税和资本控制，采取单边

和多边行动，打击“利差交易”和短期投机性“攻击”等。  

 44.  许多发言人呼吁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包括有必

要改革汇率制度，以巩固宏观经济的稳定性，避免债务陷阱和投机。这涉及到了

回归基本――回归到布雷顿森林设立的规则上，具体而言，即反映各项基本因素(如

通货膨胀率 )的固定但可调整的汇率。发言人补充说，保持实际汇率稳定有助于防

止国际贸易和货币出现重大扭曲。  

 45.  发言人所提意见还包括审查储备货币制度，以确定能否通过使用特别提

款权(提款权)，减轻对美元的严重依赖。  

 46.  与会者强调，重要的是，在寻求全球解决办法和确保地方执行工作惠及

各选区的过程中，要使各项进程民主化，并确保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充分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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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与会者坚决反对基金组织一贯强加的条件，指出，发达国家正在采取的

反周期措施显然违反了基金组织的规范。此外，他们还指出基金组织的“改革承

诺”不够有力。  

 48.  另一条反复出现的话题，是国际决策必须变得更具代表性和更加包容，

以实现持续复苏。许多发言人感到关切的是，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联合国被边

缘化了。他们呼吁要让联合国在“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扮演新的角色。他

们建议联合国和其他机构共同确定各自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并指出联合国尚不具

备应对金融危机的专门知识或能力。他们认为，尽管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但联合

国仍可以其他各种方式做出贡献。   

 49.  与会者特别呼吁联合国，在联合国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

响问题会议上，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并采用大胆、协调一致的方针。  

 50.  关于前进之路的建议，涉及政策空间、就业、汇率、金融监管、债务及

区域性金融和货币方针。所提意见和建议包括如下几项：  

(a) 金融/货币问题  

(一) 探索一种新的汇率制度，确保实际汇率稳定且能反映基本情况； 

(二) 审查储备货币制度，探讨有无可能以一种基于特别提款权的制度

取代美元，成为主要的储备媒介； 

(三) 利用新计划，如拉丁美洲的南美银行和清迈倡议，建立区域金融/

货币工具、体制和协调机制。这些新计划提供了“自下而上”的

办法，可作为新制度的建筑元件； 

(四) 确保持续的信贷流量可以抵消收入亏空，包括没有附加“传统”

顺周期条件的基金组织新增贷款； 

(五) 给予各国必要的政策空间，以落实资本控制和其他措施，应对投

机行为，确保稳定； 

(六) 加强金融监管，打击“利差交易”，禁止“抛空”； 

(七) 重新研究世贸组织的金融服务谈判和自由贸易/投资协定，审查各

项承诺对有效危机对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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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债务  

(一) 允许因危机所致汇率波动和收入损失而受到影响的脆弱国家延

期偿还债务。研究并建立主权债务重组机制。   

(c) 机构和公司治理   

(一) 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应提交改革工作进度报告；   

(二) 金融机构应接受新的、更加严格的监管；   

(三) 《巴塞尔协定二》探讨对不同部门和不同国家制定不同的准

则。  

(d) 民间社会的作用  

(一) 民间社会在多个方面开展了集体行动，包括监测基金组织“改

革”，推动刺激资金的及时支付，阻止将无理的贷款条件强加

给发展中国家，以及施加压力，减少联合国的官僚做法，使其

更加积极地应对危机和采取行动。  

(e) 联合国的作用  

(一) 联合国应制定一项战略，加强其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的作用

和可见度。这可加强联合国的召集能力和创造性思维，为世界

各国所面临复杂经济问题找到包容性的、多层面的解决办法；  

(二) 各会员国应努力使联合国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

响问题会议成为一个以决策为导向、有利于采取行动的里程碑

事件，同时，应制定一份从技术上讲强劲有力的行动纲领，并

纳入贯彻机制 (例如，可以设立一个工作组，负责向大会报告进

展情况)；  

(三) 各会员国应进一步探讨关于建立联合国全球经济协调理事会的

意见，监测经济和金融局势，并提供有效的对策 (但应避使之成

为另一个“协调俱乐部”)；  

(四) 必须加强联合国与布雷顿森林机构之间的合作。  



      TD/B/56/5 
      page 13 

四、闭幕全体会议：下一步措施 

 51.  贸发会议的第一次公开讨论会最后呼吁，制定一种包容性对策，来扭转

全球经济下滑的局面。该对策应坚决地以社会因素为中心。与会者建议采取政策

措施，改革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创造新的就业，并协助发展中国家管理债务和

采取必要的反周期措施。  

 52.  具体建议包括：暂时允许低收入国家延期偿还官方债务，以便为刺激措

施腾出政策空间；更加稳定的汇率制度；新的、基于特别提款权的储备货币制

度；全球就业方案；和区域应对机制。  

 53.  发言的人一再表示，下滑趋势远未结束，决策者不能因近期股市出现的

复苏局面而忽视贫穷国家受到的长期深远影响。  

 54.  讨论会促请联合国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表示联合国的

广泛成员关系，使它完全有可能从所有人的利益出发采取行动。  

 55.  许多与会者都对贸发会议及其伙伴组织召开公开讨论会表示感谢，并称

讨论会非常有益，取得了圆满成功。他们还呼吁贸发会议今后继续开展此类活动

和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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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六次分组会议的摘要  

一、第 1 次分组会议：全球就业危机：讨论的问题包括 
    失业率上升、工资紧水、对全球总需求的影响 

以及有关全球就业契约的提案 

 1.  本次会议由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联络处主持。会议审查了全球就业危机的

多个层面和多种影响，称就业危机是“危机到来前的危机”，亟需加以解决，从

而扭转全球经济前景进一步恶化的局面。会议指出，造成当前危机的全球失调也

与过去二三十年间，联合国在实现“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有体面工作”这一

目标方面进展不足有关。该目标只是在最近才被作为一项旨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的指标，在增长和减少贫穷之间建立起了一度缺失的联系。  

 2.  2008 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到来之前，全球增长率相对较高，但即使是在当

时，全球经济也未能为越来越多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人创造出足够的生产性就

业。加上世界许多地方工资停涨或不断减少导致不平等加剧，全球经济依赖美国

成为“最后的消费者”。然而，由于对美国的普通工人而言，即使工资没有减

少，也只是处于停滞不涨的状态，上述状况导致消费信贷泡沫难以为继，在房地

产市场出现破裂，引发当前的危机。  

 3.  据劳工组织发言人说，除失业率上升和非正规经济工作增加外，还出现了

工资紧缩的迹象。劳工组织关于危机的主要报告称这是比以邻为壑的贬值和保护

主义更为危险的现象。贸发会议的一名高级代表强调了这种现象给全球经济带来

的危险，并将之与造成和延长了 1930 年代“大萧条”的大范围工资紧缩进行了比

较。该名代表指出，在今天的危机中，世界各地的工人常常会面临一种两难局

面：丢掉工作，或是削减工资。他还指出，在企业一级，这似乎是合理的行为。

然而，如果这种模式普及开来，将弄巧成拙，因为由于全球总需求进一步萎缩，

将有更多人丢掉工作。  

 4.  因此，亟需采取措施，扭转这种趋势。劳工组织正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

制定全球就业契约，其中可能会包含以下战略：协调良好的集体谈判权和其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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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支持措施(如最低工资政策)，为的是使所有国家的平均工资能够随着生产率的提

高而增长；更多的一揽子就业密集型刺激计划，其中包括加强或实行社会保护措

施；更好地协调这方面的国家努力；尊重工人在工作中的基本权利；以及为中小

企业提供特殊贷款和生产能力支助。  

 5.  会议指出，富有戏剧性的是，由于银行体系崩溃带来的系统风险，国家作

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又重新回到了政策议程的主流。当务之急是要认识

到，在对全球总需求崩溃所造成的系统风险面前，国家至少也应当发挥同等重要

的作用，建立自动稳定机制(社会保护)和/或作为“最后的雇主”。  

二、第 2 次分组会议：危机中的最不发达国家： 
具体挑战和解决办法 

 6.  本次会议由消费者团结信托学会的日内瓦资源中心主持，审查了危机对最

不发达国家的贸易、社会部门和增长情况的影响。与会者强烈地感受到了危机对

最不发达国家的影响，指出尚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减少当前危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

影响。  

 7.  一些发言人指出，目前预测增长局势会有所好转显得过于乐观。他们指

出，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优先需要包括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缔结以发展为导向

的多哈回合成果文件、简化加入世贸组织的程序，以及采取其他政策措施，如贸

易援助计划和强化综合框架。虽然大家同意这些因素会对增长和减贫产生不利影

响，但关于一旦危机有所缓和，外部环境的改善是否会促进最不发达国家经济状

况的改进，与会者的意见却不尽相同。在这方面，与会者指出，原因之一就是这

些国家对外部冲击的抵抗能力较差，必须通过支付迅速、附加条件少和以赠款为

基础的筹资来解决这个问题。  

 8.  与会者还指出，最不发达国家的供方制约因素非常严重，他们呼吁把最不

发达国家的投资和贸易政策纳入主流。与会者一致认为，当前的发展范式把最不

发达国家放在了边缘位置，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对其进行审议。一名与会者强调了

这种背景下南南合作的重要性。同样，一名与会者指出，鉴于布雷顿森林机构特

别缺乏公信力，只有当新体制成为全球解决办法的一部分时，对国际金融体系的

重大变革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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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3 次分组会议：全球衰退：妇女受到了 
更严重的影响？ 

 9.  本次会议由国际性别和贸易网 /发展筹资问题妇女工作组、贸发会议、国

际移民组织和劳工组织主持。  

 10.  会上发言的人评估和讨论了危机对妇女的特殊影响，并探讨了避免两性

不平等加剧的危险，需要采取的应对政策。  

 11.  与会者指出，作为第一步，发达国家应履行承诺，在不强加任何政策条

件(包括基于性别的政策条件)的情况下，增加官方发展援助，这一点刻不容缓。与

会者还强调，此次危机也是一次重大机遇，借此可以进行重大的结构性变革，从

而解决全球失衡和两性不平等问题。  

 12.  贸发会议指出，鉴于妇女在贸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将性别平等纳入贸

易政策的主流非常关键。贸发会议表示，贸易是发展的引擎，它要求掌握一些特

定技能；当妇女不具备这些技能时，大多会转入非正规部门。如此一来，无论出

现何种危机，她们都会首当其冲。经济刺激计划应解决妇女的这种境况，并须提

供额外支助，以维持妇女的微型企业。政府牵头的方案必须向没有任何资产的贫

穷妇女开放。  

 13.  讨论期间，劳工组织提出了一些新的数据，表明危机显然存在性别层面

的因素。讨论提到了全球就业契约，并指出有必要采取长期和短期措施。此外，

讨论还提到了一些可行选择，如社会保护和社会转让，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以及人人参与社会对话，包括新的金融体系。  

 14.  讨论还对移民方面的性别影响进行了评判，并从国际移民组织的角度出

发，审视了汇款问题。讨论指出，尽管尚未对妇女作为汇款方的作用进行充分研

究，在部分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中，来自妇女的汇款已经占到了很大

一部分。关于移民问题的主要建议如下：不要把当前的危机变成移民危机；要认

识到移民妇女和移民男子都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以及移

民(包括移民妇女)对当今的全球化世界非常重要。一些部门依赖移民，如卫生服务

和护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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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与会者特别强调，两性平等、妇女权利和人权显然属于发展问题。他们

指出，某些联合国实体并未把两性平等当作发展问题，而是将其看成了联合国妇

女发展基金(妇发基金)的一项业务；按照这种思维模式，将很难实现发展。  

四、第 4 次分组会议：贸易/投资协定和有效的危机对策 

 16.  本次会议由非洲第三世界网络主持。  

 17.  发言的人认为，一些国际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制约发展中国

家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比如说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不断下降的关税收入将

进一步限制发展中国家增加开支促进经济活动的能力。发言人指出，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中的特殊规定也会带来一些其他挑战，如关于“新金融服务”的规定 (可能

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关于“资金自由转移”的规定(可能会造成难以

监管资本流动)，以及关于政府采购的规定。  

 18.  发言的人讲到，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不断增多，并解释

了国际投资协定某些具体规定 (如征收 )如何会给各国带来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挑

战。南非的黑人经济赋权政策就是其中一例。目前，一群意大利投资者在国际投

资争端解决中心的法庭上，对该政策提出了质疑。  

 19.  发言人还指出了由双边投资条约和为投资者提供双层有效保护的自由贸

易协定(如加勒比论坛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所规定的那样)之间的关系引发的挑战。  

 20.  同样，一些发言人指出，南北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规定很

少有利于发展中东道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南南协定和区域一体化将为这些“失

调”条约提供一种可行的替代办法。  

 21.  一位发言人强调，国际金融制度和国际投资制度必须保持一致。可以冰

岛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冰岛，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在拯救方案下)采取的资本控

制措施，与该国承担的国际投资协定义务发生了冲突。  

 22.  发言的人还说，某些贸易自由化承诺正是此次危机的核心所在(例如，人

们认为，是美国《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承诺致使废除了《格拉斯 -斯蒂格尔法

案》；《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承诺使得难以执行某些关于银行分行和附属机构

等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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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辩论中还提出了一些与国际投资协定有关的较深入的问题。发言中提

出，在国际投资协定中也可包含一些规定，帮助确保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空间 (如

国际收支例外、审慎例外、国家安全例外 )。辩论还提到了一份即将发行的贸发会

议出版物，它以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为背景，讨论了国际投资协定国家安全例外方

面的经验。  

 24.  辩论中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国际投资协定是否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比如帮助各国避免回到投资保护主义，以及帮助各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考虑到

当前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减少，这个问题尤其重要。  

 25.  此外，提出的问题还包括：第三世界网络关于审查所有现有自由贸易协

定和双边投资协定的提案如何具体实施；以及确保怎样才能使审查国际金融制度

和国际投资制度之间的一致性。  

五、第 5 次分组会议：资助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 
从危机中复苏：与官方发展援助、新的应急 

基金和附加条件等有关问题 

 26.  本次会议由 11.11.11 佛兰芒南北运动联盟主持。  

 27.  会上发言的人认真讨论了全球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影

响。发言中指出，为应对当前的危机，基金组织的贷款增加了两倍，从 2500 亿美

元增长到了 7500 亿美元，其中不包括 2500 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遗憾的是，这

些资金中，只有极少一部分会被分配给低收入国家；而且，这些资金中，只有极

少的资金能被视为新资源，或是其他原有资源以外的补充资源。不过，它们为基

金组织带来了新的活力，因为在此之前，基金组织的贷款曾一度减少。  

 28.  发言的人还指出，尽管最近出现了各种改革和变革主张，但传统的基金

组织范式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非正统政策的空间极小。发言人表示，虽然基金

组织贷款所附某些条件的灵活性有所增加，但在实际操作中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有

待观察。  

 29.  发言中还提到了基金组织贷款附带的政策要求。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和

民间社会呼吁为发展中国家采取反周期措施时，这些要求与各方的呼吁背道而

驰。发言认为，基金组织的确对当前的危机做出了回应，但其回应并不恰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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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指出，基金组织可能会争辩说，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和货币空间都非常有

限，影响了他们执行扩张性政策的能力。不过，各国仍有余地和社会伙伴一起，

与基金组织开展有力对话，针对基金组织最初提出的方案，寻找替代解决办法。  

 30.  关于官方发展援助水平，发言中感到关切的是，2008 年官方发展援助水

平的上升可归因于以前的预算周期；2009 年和 2010 年的前景不容乐观。不过，如

果有必要的政治意愿，还是可以取得很大进展的，最近美国宣布将其援助预算增

加 9%就证明了这一点。  

六、第 6 次分组会议：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包括 
建立新的全球储备制度和稳定汇率的 
提案以及区域金融和货币倡议 

 31.  本次会议由世界经济、生态和发展主持。发言人讨论了关于国际金融体

系改革的提案，特别是如何解决造成危机的根源――全球失衡的问题。要求发展中

国家进行非对称调整，结果，这种造成了全球总需求不充足的局面。发言中指

出，自 19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事实证明，当前实行灵活汇率并以美元

为事实上的全球储备货币的制度非常不稳定，也不公正；而其固有的通货紧缩偏

向也不符合全球充分就业的要求。  

 32.  发言认为，现在已经出现建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 (约翰·梅纳尔·凯恩斯

早在 1944 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就提出了这一概念 )的势头。新的储备货币 (可通

过更大范围和更加公平的提款权分配形式不断演化 )可以在反周期政策中发挥有实

质意义的经常性作用，有助于金融稳定。新的全球储备体系是施蒂格利茨委员会

的主要建议。在筹备联合国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问题会议期

间，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其研究结果。  

 33.  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探讨如何向新的全球储备体系过渡，但仍遇到

来自全球经济中一些强势角色的坚决抵制，包括金融市场。因此，一些发言人认

为，从政治层面讲，以现有提款权制度为基础的“循序渐进的办法”才是最具现

实意义的前进之路。此外，重要的是，应获得公众的广泛、普遍支持。考虑到问

题的复杂性，这是一项主要挑战。发言中建议，面对外行人时，可将新的全球储

备体系解释为一种旨在于盈余和亏损经济体间实现更大程度公平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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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许多与会者都提到，各种新的区域安排，无论是区域金融一体化方面

的，还是建立布雷顿森林机构替代办法方面的，都是利用互补的“自下而上”办

法改革金融体系的重要基石。发言中讲到，这种做法可以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创造

新的政策空间，也可以摆脱各国为“保障”自身而囤积过多外汇储备的失常情

形。这种情形往往不是国家一级有意采取的政策造成的结果，而是由缺乏国际或

区域政策协调造成的。发言人感到，有必要开展进一步讨论，以澄清如何才能使

新的区域性安排不同于欧洲联盟的货币试验，并说明与全面统一货币和《马斯特

里赫特条约》所载规定有关的政策空间的丧失。  

 35.  关于改革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发言人表示，20 国集团并未提出基金组

织的改革议程，而是在没有关于基金根本性改革的可靠提案的情况下，提出了新

的基金组织筹资方案。会议就新的基金组织工具(如最近的灵活贷款限额)是否有用

进行了大量讨论，但总而言之，与会者认为对非中等收入国家的政策丝毫没有改

变，因为要求采取顺周期政策的基金组织业务仍在进行中。因此，一名发言人提

到，发展中国家必须进一步推动基金组织改革，以有效利用新的可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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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English only] 

Programme of the UNCTAD Public Symposium  
 

Monday 18 May 2009  

10:00–13:00 
Room XIX 
 
 
 
 
 
 
 
 
 
Followed by 
 
 
 
 
Moderator 
 
 
Discussants 

Opening 
Chair: H. E. Ambassador Dian Triansyah Djani, President, Trade and Development Boa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Mr. Supachai Panitchpakdi, Secretary-General, UNCTAD 
Mr. Juan Somavia, Director-General,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Mr. Sha Zukang, Under-Secretary-General,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DESA) 
Mr. Anders B. Johnsson, Secretary-General,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Mr. Guy Ryder, Secretary-General,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Ms. Céline Charveriat, Head of Geneva office, Oxfam International  
 

Plenary session 1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 its causes and its multiple impacts 
The debate will consider in particular the effect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areas of trade, 
investment, food security and jobs. 
 

Mr. Debapriya Bhattacharya, Distinguished Fellow, Centre for Policy Dialogue, Dhaka, 
Bangladesh 
 

Ms. Nuria Molina, European Network on Debt and Development; Mr. Vice Yu, South Centre; Mr. 
Jan Atteslander, Economiesuisse; Ms. Diana Aguiar, International Gender and Trade 
Network/Women’s Working Group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Mr. Arjun Karki, LDC 
Watch; Mr. Manzoor Ahmad,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UNCTAD resource persons.  

 

Interactive debate 
 

14:15–15:45 
Room XIX Breakout session 1 

The global jobs crisis: issues related to rising unemployment, wage deflation,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aggregate demand, and the proposal for a global jobs pact (l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Non-Governmental Liaison Service, the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ILO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Room XXVI Breakout session 2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 in the crisis: specific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led by the 
Consumer Unity and Trust Society and by Oxfam International) 

Room XXVII Breakout session 3 
The global downturn: Are women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led by the International 
Gender and Trade Network/Women’s Working Group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other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UNCTAD,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and 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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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8:00 
 

 
 
 
 
 
Moderator 
 
 
Discussants 

Plenary session 2 
Assessing existing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at internation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 
limitations, perspectives and best practices 
In addition to exam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timulus packages implemented in some 
countries, the debate will address multilateral efforts to find solutions to the crisis – including the 
outcome of the G20 summit, and regional initiatives and perspectives. 
 
Mr. Ernesto S. Martínez Gondra,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and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Argentina in Geneva 
 
Ms. Elizabeth Tankeu, African Union, Ethiopia; Mr. José Manuel Salazar-Xirinachs, ILO; Mr. 
Janwillem C. Acket, Bank Julius Baer; Mr. Rudy de Meyer, 11.11.11 – Coalition of the Flemish 
North–South Movement; Mr. Peter Wahl, World Economy,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Mr. 
Emmanuel Gyekye Tanoh, Third World Network–Africa; Mr. Carlos Benavente (LATINDAD 
network, Nicaragua) and Mr. Mustafizur Rahman (Centre for Policy Dialogue, Bangladesh). 
 

Interactive debate 
 

 

Tuesday 19 May 2009 

10:00–13:00 
Room XIX 
 
 
 
 
Moderator 
 
Discussants 

Plenary session 3 
Proposals for the way forward –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debate will include opportunities arising from the upcoming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World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and Its Impact on Development, and longer-term issues 
such as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Mr. Martin Khor, Executive Director, South Centre  
 

Mr. Jomo Kwame Sundaram, Assistant Secretary-General, DESA; Mr. Pedro Páez, member of the 
Stiglitz Commission and former Ecuadorian Minister of Economic Coordination; Ms. Esperanza 
Durá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Information and Cooperation; Ms. Jacqueline Coté,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Ms. Joy Kategekwa, Oxfam International; Mr. Christophe 
Aguiton, Association for the Taxatio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to Aid Citizens; Ms. Marina 
Durano,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 Ms. Sanya Reid-Smith, Third 
World Network-Geneva; Mr. Stephen Pursey, ILO; and UNCTAD resource persons. 
 

Interactive debate 
 

14:15–15:45 Breakout session 4: 
Room XIX 
 

Trade/investment agreements and effective crisis responses (led by Third World Network) 

Room XXVI Breakout session 5:  
Financing crisis recover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issues related to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new contingency funds and conditionality (led by the 
European Network on Debt and Development and by UNCTAD) 

Room XXVII Breakout session 6: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reform, including proposals for a new global reserve system, 
exchange rate stabilization and regional financial and monetary initiatives (led by UNCTAD 
and the United Nations Non-Governmental Liaison Service; World Economy,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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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7:30  
 
 
 
 
Moderators of 
plenaries 
 

 

Closing plenary session: Next steps 
 
Chair: H. E. Ambassador Dian Triansyah Djani, President, 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Board 
 
Mr. Debapriya Bhattacharya, Distinguished Fellow, Centre for Policy Dialogue, Dhaka, 
Bangladesh  
Mr. Ernesto S. Martínez Gondra,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and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Argentina in Geneva; Mr. Martin Khor, Executive Director, South Centre 
 
Final reflections from civil society representatives 
 
Mr. Supachai Panitchpakdi, Secretary-General, UNCTAD 
 
Closing remarks: H. E. Ambassador Dian Triansyah Djani, President, 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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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I 
[English only] 

Programme of the six breakout sessions 
 
Monday 18 May 2009 

14:15–15:45 
Room XIX 
Moderator 
 
Discussants 
 
 
 
 

 

1. The global jobs crisis: issues related to rising unemployment, wage deflation,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aggregate demand, and the proposal for a global jobs pact 

- Hamish Jenkins, United Nations Non-Governmental Liaison Service 
 
- Guy Ryder, Secretary-General,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 Duncan Campbell, Director, Economic and Labour Market Analysis Department, ILO 
- Sangheon Lee, Senior Researcher, Labour Protection Department, ILO  
- Heiner Flassbeck, Director, Division on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UNCTAD  
- Ludek Rychly, Social Dialogue Sector, ILO  
 
Interactive discussion 

 
Room XXVI  
Moderator 
Keynote 
speaker 

Presentations 
by 
 
Discussant  

 

2.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 in the crisis: specific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 Atul Kaushik, Director, Geneva resource centre of the Consumer Unity and Trust Society 
- H.E. Matern Y. C. Lumbanga, Ambassador and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Geneva  
(coordinator of LDC Group in Geneva) 

- Charles Gore,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Cross-Sectoral Issues, Division for Africa, LDCs and 
Special Programmes, UNCTAD 

- Duncan Green, Head of Research, Oxfam, United Kingdom 

- Demba Moussa Dembele, Africaine de Recherche et de Coopération pour l’Appui au 
Development Endogène, and Chair of LDC Watch 

 
Discussion and comments from the floor 
 

 
Room XXVII  
Moderator 

Introductory 
remarks 

Discussants 

3. The global downturn: Are women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 Diana Aguiar, International Gender and Trade Network, and member of the Women’s 

Working Group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 Anne Schoenstein, Association for Women’s Rights in Development/ Women’s Working 

Group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 Simonetta Zarrilli, Legal Officer, Divi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modities, 
UNCTAD 

- Jane Hodges, Director, Bureau for Gender Equality, ILO 
- Christine Aghazarm,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Uni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 Blandine Mollard, Gender Unit, IOM 
 
Interactive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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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15:45 
Room XIX 
Moderator 

Discussants 
 
 
 

4. Trade/investment agreements and effective crisis response 
 
- Emannuel Gyekye Tanoh, Team Leader, Political Economy Unit, Third World Network– 

Africa 

- Offah Obale, South Centre 
- Sanya Reid Smith, Legal Advisor, Third World Network 
 
Interactive discussion 
 

Room XXVI 
 
Moderator 
 
Presentation 
by 

Discussants 
 

5. Financing crisis recover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issues related 
to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new contingency funds and conditionality 

- Rudy de Meyer, Head of Policy Department, 11.11.11 – Coalition of the Flemish North–
South Movement 

- Nuria Molina, Policy and Advocacy Officer, European Network on Debt and Development 
 

- Yuefen Li, Head , Debt and Development Finance Branch, Division on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UNCTAD 

- Robert Kyloh, Policy Integration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ILO 
 
Interactive discussion 
 

Room XXVII  

Moderator 

Presentations 
by 

Discussants 

 

6.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reform, including proposals for a new global reserve system, 
exchange rate stabilization and regional financial and monetary initiatives 

- Peter Wahl, World Economy,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 Pedro Páez, Member of the Stiglitz Commission, former Ecuadorian Minister of Economic 

Coordination 
- Jomo Kwame Sundaram, Assistant Secretary-General, DESA 

- Marina Durano,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 
- Carlos Benavente, LATINDAD network 
- Detlef Kotte,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Department, UNCTAD 
 
Interactive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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