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12-50070 (C) 030212 14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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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发十三大会前活动：更有效地处理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脆弱性问题专家组会议1 

  2011年 12月 5日至 6日在毛里求斯弗利康弗拉克举行 

  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概要 

  导言 

1.  17 名专家和约 20 名其他与会者参加这次会议，以响应联大的要求，进一步
采取行动，“审议可能需要改进和补充何种措施才能更有效地应对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特有和特别的脆弱性和发展需要”(2010 年 10 月 15 日第 65/2 号决议第 33
段)。会议第一天(2011 年 12 月 5 日)适逢经济社会理事会在纽约通过关于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的 E/2011/L.52 号决议，其中表示赞同以上所引联大早前的要求。这
表明本次会议的召开是很及时的。 

2.  根据三个主要问题安排了三场陈述和讨论： 

(a) 在寻求作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中心发展目标之一的结构进步问题上，
应优先注意抗御力建设的哪些方面？ 

(b) 哪些国际支助措施可以提高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抗御力建设努力的有效
性？ 

  

 1 贸发会议秘书处与印度洋委员会合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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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确定一种真正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地位”是不是更有效地处理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脆弱性的一项必要条件？ 

 一. 结论和意见 

3.  专家们认识到，从交给他们的相关数据来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除其他
外，(a) 在带有经济后果的外部冲击面前，脆弱程度远大于(33%)非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b) 受与油价有关的冲击的可能性远大于(12 倍以上)非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并且(c) 结构上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程度大于(至少 8%)非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 

4.  专家们还认为，虽然联合国内外经常着重提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问
题，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议程中大都忽略了脆弱性与社会经济进步(也可以说社
会经济落后)的关系。外部冲击风险面前的脆弱性与其他其他类型经济体相比的
相对繁荣同时并存(“岛屿悖论”)，据认为这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独特情况之
一。 

5.  有人提到，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按照外债与国内总产
值比率衡量的)债务很高。分析认为，债务负担是“小岛屿属性的代价”，其原
因是，当一个小经济基础与所需基础设施的不可分割成本不相称时，发展融资的

成本就极高。专家们提到，需要不再以人均收入作为决定标准的新一代的优惠融

资措施，他们主张采用与脆弱性相关的标准评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获得的优惠融

资的资格。 

6.  专家们提到世界银行的“小岛屿例外”政策，认为这或许是对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的现有唯一支持措施，但世界银行并没有对所有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区域都运

用这项原则，并且从来没有明确提过任何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地位。过去 20 年
来，通过对优惠政策的这种例外，世界银行对中等偏低收入小岛屿经济体给予了

通常仅限于低收入国家的优惠贷款条件。 

7.  有人提到“岛屿悖论”的另一面，这就是几十年来(主要在联合国范畴内)对
这些国家的政治关注竟然只给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极为有限的特殊待遇。世

界贸易组织内没有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这一提法，特别注重的是另一个界定不明确

的组类(小型和脆弱经济体)，据认为，这证明了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历史重要性
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地位的飘忽不定性二者的鲜明反差。有人称赞最近有些发展

伙伴提出的倡议，准备对从最不发达国家类“毕业”的国家(大多是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给予“顺利过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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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建议 

 A. 发展融资 

8.  应先开展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评估的经验和分析工作，然后才能可
信地呼吁建立优惠融资机制。这种分析性工作应同时联系援助趋势和外国直接投

资流量研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资金需要的演变。专家们没有讨论这项工作所应依

据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名单。有人提到，最好由贸发会议在这个具体的分析工作

领域发挥作用。 

9.  应当探讨针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投资需要“参差不匀”问题建立资金机制，
或许可以作为关于世界银行“小岛屿例外”在可能是推向普遍化这一更大范围讨

论的一部分。人们着重提到区域开发银行的自然作用，以及清楚明确的潜在受益

方(即，真正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名单的重要性。 

 B. 贸易政策 

10.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探索，鉴于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难以达到增值要
求，是否有理由以及是否有可能说服优惠市场准入给予方一定程度上放松原产地

规则，这种放松仅针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并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定理由为

依据。专家们指出，这种灵活性将是某种形式的优惠待遇，这自然意味着受惠者

范围的明确性，因此需要有一种得到国际接受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名单。 

11.  还应鼓励优惠市场准入给予方考虑(并找到可相互接受的模式)，在一个不确
定的时段内，对于来自刚刚摆脱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国家的产品给予免税、免配

额准入，这些国家限于原先需要这种优惠待遇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有人提到贸

发会议在以上两个问题上的历史记录和权责。 

 C. 技术援助 

12.  应在联合国系统内探讨设立一个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特殊
方案的设想，以期支持这些国家的抗御力建设努力。除其他外，可集中注意以下

两个技术援助领域：(a) 关于贸易法的法律咨询，着眼于增加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传统产品的增值和品牌潜力，尤其是在渔业方面，因为这是一个具有关键经济利

益的领域，通常被期待提供地理标识，而原产地规则问题很可能是一个棘手的问

题；(b) 关于有出口利益的产品进入市场的技术咨询，尤其是便利达到动植物检
疫要求，以及关于如何对可能限制或禁止进口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行动提出

质疑的法律咨询意见。有人呼吁贸发会议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最好是在一
个多机构框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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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系统行动(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有关) 

13.  应当在发展政策委员会按照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E/2011/L.52 号决议开
展工作之前，于 2012 年召开一次专家组会议，讨论根据什么标准界定《毛里求
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战略》所针对(但未指明)的国家。有人提出，最不发达国
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事处(最不发达等国家高代
办)是召集这个会议的当然机构，应邀请联合国内外的多学科实体和人士共同参
与。有人提到，贸发会议在类别相关事项上的历史作用，认为是秘书处进一步参

与的有力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