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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主席的总结 

 A. 会议开幕 

1.  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滴作了开幕发言。下列代表也作了发言：(a) 莱
索托代表(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b) 泰国代表(代表亚洲组)；(c) 加纳代表(代
表非洲组)；(d) 尼泊尔代表(代表最不发达国家)；(e) 萨尔瓦多代表(代表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国家)；(f) 巴拉圭代表(代表内陆发展中国家)；(g) 欧洲联盟的代
表。下列国家的代表也分别代表各自国家作了发言：中国、洪都拉斯、日本、秘

鲁、菲律宾和美利坚合众国。 

2.  秘书长在发言中联系到委员会本届会议的两个实质性议程项目，即基础设施
投资中的最佳做法和通过创业、科学和创新等政策提高生产能力。秘书长强调了

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指出这种投资是各国政府在最近几年里采取的刺激措施

的一个关键部分。关于生产能力，秘书长向委员会重申贸发会议的长期立场，即

生产能力是发展战略的关键。 

3.  秘书长就跨国公司日益变化的情况发表了意见，他着重谈了四个主要方面。
第一，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中，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所占的份额在增加；

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在 2010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中占到了一半，在流出
量中则占到三分之一。第二，目前私营部门的跨国公司参与了传统上被视为公共

部门范畴的经济活动领域，如提供公用事业服务和相关基础设施，这种参与常

常是通过公共――私营伙伴关系来实现。在最不发达国家，当公共――私营伙伴

关系能够对发展战略作出重要贡献时，利用公共――私营伙伴关系的情况也逐渐

增多。第三，出现了新型的跨界投资者，即特别基金(如主权财富基金和私募股
权基金)、来自南方的跨国公司和国有跨国公司。第四，跨国公司日益采用非股
权模式来组建全球价值链。 

4.  秘书长指出，这些转变促使人们寻找新的政策指南，以便在自由化和监管之
间找到正确的平衡，特别是在面临气候变化和初级商品价格上涨等全球发展挑战

的背景下。秘书长还强调，必须确保国内和国际政策之间、投资政策和其他公共

政策之间协调一致。在这方面，秘书长回顾说，贸发会议在 2010 年中国厦门举
行的世界投资论坛上发起了一次讨论，即在拟订国际协定时应如何将上述问题纳

入考虑之中。 

5.  秘书长强调说，基本基础设施的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2008 年《世
界投资报告》强调，外国直接投资，有时还与公共――私营伙伴关系相结合，

能够为许多国家解决这一发展瓶颈因素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贸发会议认识到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投资促进机构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正在颁发“投资促

进奖”，给在基础设施投资便利化方面表现出色的投资促进机构颁奖。秘书长

还指出，订于委员会本届会议期间讨论的危地马拉的《投资政策审评》清楚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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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外国直接投资在提供基础设施方面的潜力；本届会议还将审查埃塞俄比亚和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关于执行各自《投资政策审评》建议的进展情况报告，这两份

报告也显示了同样的结论。秘书长还谈到了贸发会议在各个专家会议上的工作，

特别是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会计准则专家组)的工作。 

6.  秘书长强调说，生产能力是发展战略的关键。在这方面，他谈到了科学和创
新政策，强调必须探讨创新如何能够引导我们开启新一轮投资，可通过采取关于

环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各种形式的可持续性政策来实现。. 

7.  代表们表示非常赞成委员会的这两项主要的实质性议题。鉴于第四次联合国
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即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以及正在筹备召开贸发十三大，许

多代表谈到这两个议题非常及时。 

8.  针对贸发会议秘书长关于扩大跨国公司在提供公用事业服务方面作用的发
言，有些代表就利用公共――私营伙伴关系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发表了意

见。虽然在公共――私营伙伴关系的潜在作用方面存在广泛共识，但有些代表团

指出，另外的三个因素，即政治意愿、政治空间和生产能力，对于成功利用公

共――私营伙伴关系也至关重要。 

9.  有些代表谈到创业的重要性，特别是发展国内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使东
道国经济从外国直接投资中受益。代表们广泛认为，除了扩大吸收能力外，扶持

性的外部环境以及国内和国际政策的协调一致也很重要。有些代表还呼吁扩大贸

发会议的经营技术方案和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统计的技术援助。 

10.  所有代表团都对贸发会议在投资和企业领域开展的研究和分析、技术合作
及建立共识的工作表示欢迎和赞赏。有一个代表团特别提到贸发会议作为投资政

策制订主要贡献者所发挥的首要作用。《世界投资报告》和世界投资论坛这两项

旗舰活动受到大多数代表团的称赞。代表团赞赏《世界投资报告》采取的新格

式，特别是其中新设了一节，专门讨论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请贸发会议进一步找出和应对国际投资领域的挑战和机遇，

以更有效地推动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关于能力建设，委员会指出，投资政策审

评是交流最佳做法的重要工具，应当在为落实建议而提供的后续援助方面增加资

源和加大力度。委员会特别强调需要深化国际投资协定领域的活动，尤其是在防

止和解决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方面。关于这一点，有几个代表团强调，需要

继续开展这些活动，并由发展伙伴提供资金支持。会议还指出，会计准则专家组

作出了重要贡献，贸发会议需要继续支持保险业。 

11.  在讨论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时，委员会有机会听取了 PlanetSolar 公司的
介绍，该公司正在实施一个乘坐太阳能动力船进行环球航行的项目。在这方面，

秘书处指出，新技术投资的机会日益增加，不仅是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

是如此。由于某些研发费用的降低和从研究到应用的时间间隔的缩短，为穷人进

行技术投资逐渐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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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应成员国的要求，投资和企业司司长向委员会简要介绍了外国直接投资近
期趋势以及国家和国际投资政策动态。他确认，2010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
略有增加，但仍比危机前水平低 25%，仅为 2007 年最高纪录的一半。虽然流入
发展中和转型国家的投资额增加了 10%，但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的外国直接
投资连续两年下滑。不过，他指出，外国直接投资总流入量中流向发展中和转型

国家的份额超过了 50%。 

13.  关于投资政策方面的最新进展，上一年度转向国家层面对外国直接投资的
加大监管和限制。同样，在国际层面，国家的监管权、公司责任以及社会和环境

政策受到更多关注。同时，国际投资协定继续迅速增加。在发言的最后，司长就

建设强化和高效的国际投资政策全球协调机制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a) 对为数
众多的投资条约进行整合，消除它们之间的重复和不一致之处，解决存在的空

白；(b) 改进关于制订政策制度上的国际协调，包括在不同的投资政策制度之间
以及投资与贸易金融等其它公共政策领域之间；(c) 将投资政策与总体发展战略
相联系。 

14.  与会者欢迎秘书处关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趋势及政策的报告。鉴于外国直
接投资的复苏较为脆弱，大多数与会者建议秘书处继续开展关于后危机时代外国

直接投资的分析性研究，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并鼓励贸发会议探讨适

当的国家和国际政策选择，以帮助各国吸引和留住外国直接投资，并确保投资有

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建设。这项工作应考虑到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与其他公

共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包括创业、就业、科学技术、人力资源发展

和其他公共政策。有一个代表团呼吁秘书处根据发展投资方面的工作，确定具备

投资条件企业的要求、联系投资者和投资机会所需的平台、调动基金会、私营公

司和其他影响性投资者资产的最佳做法，评估如何最佳地促成影响性投资，为成

员国提供协助。 

15.  大多数与会者认为，科学、技术和创新对处理当前国家、区域和全球面临
的紧迫问题发挥关键作用，这些问题包括：(a) 提高农业生产力，预防粮食危
机；(b) 发展生产能力，实现生产结构多样化；(c) 实现能源安全，缓解和适应
气候变化的影响。一些代表团还提及科学、技术和创新对外国直接投资及两性不

平等问题均有影响，而内陆发展中国家群体提到有必要发展高端技术，以降低贸

易活动中高额的物流费用。 

16.  贸发会议在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开展的分析和技术合作活动，尤其是其
《技术和创新报告》及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审评得到认可和赞赏。与会者请贸

发会议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并根据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将科学、技

术和创新政策审评扩展至这些国家，鼓励发展伙伴向这类审评提供可持续的资金

支持。准备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审评被视为一项有益的活动，有助于发展中国

家努力发展本国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以促进发展的能力。一些群体也对贸发会

议在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开展的工作，尤其是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审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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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对近期出版的关于秘鲁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审评》以及即将对多米

尼加共和国和萨尔瓦多进行的审评表示欢迎。 

17.  大多数代表团认为，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促进发展是科学、技术和
创新方面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各代表团强调有必要利用这方面的机遇，并提

及贸发会议《2010 年信息经济报告》，该报告介绍了新技术发展如何为信通技
术，特别是移动电话开启许多新的机遇以推动减贫。另外一个群体还提及贸发会

议与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拉美一体协)就区域层面统一网络法开展的出色合作，
这被视为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大多数代表团鼓励贸发会议继续开展通过信通技

术促进发展的工作。 

 B. 专家会议报告 
(议程项目 3) 

18.  会议注意到专家会议的下述报告。有几名代表指出，届会有些文件印发得
晚了，其中一些也未及时提供译文供会议使用。他们呼吁秘书处改进按时翻译和

出版会期文件、特别是届会后会议报告的工作。 

 1. 多年期专家会议报告 
(议程项目 3 (a)) 

 (a) 企业发展政策及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建设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三届会议
报告 
(议程项目 3 (a)(一)) 

19.  Mothae Anthony Maruping 先生(莱索托)报告了企业发展政策及科学、技
术和创新能力建设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三届会议的结果。会议重点是，如何

通过各级教育鼓励创新和创业：教育和研究机构在培养创新和创业领袖方面的

作用。 

 (b) 发展投资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三届会议报告 
(议程项目 3 (a)(二)) 

20.  Evan Garcia 先生(菲律宾)报告了发展投资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三届会议
的结果。他认为会议富有成果，进行了重要的意见交流。会议着重讨论了公共投

资在发展层面上对于推动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会议审视了公

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在对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性领域的伙伴关系，审议了国家、区域

和国际政策如何能够推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实现协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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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国际合作：南南合作和区域一体化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三届会议报告 
(议程项目 3 (a)(三)) 

21.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主席兼本次专家会议主席 Luis Manuel Piantini Munnigh
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介绍了国际合作：南南合作和区域一体化问题多年期专家
会议第三届会议的报告。 

 2. 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二十七届会议报告 
(议程项目 3 (b)) 

22.  为审议本议程项目，委员会收到了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第二十七届会议的报告 (TD/B/C.II/ISAR/57)。 

23.  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会计准则专家组)第二十七届会
议副主席 Damir Kaufman 先生(克罗地亚)向委员会介绍了专家组的报告。Mr. 
Kaufman先生重点介绍了会计准则专家组自委员会上次会议以来所开展的主要
活动，包括：(a) 第二十七届会议；(b) “金融危机后的公司治理”问题会
议；(c) 贸发会议――会计准则专家组和国际会计教育准则理事会联合举办的
教育论坛；(d) 贸发会议秘书处与其他国际组织、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联络
活动。 

24.  关于会计准则专家组第二十七届会议，副主席表示，会议有助于进一步制
订一个“高质量公司报告工作的能力建设框架”。在金融危机之后，高质量的公

司报告已明显成为保持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关键性因素。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

缺乏提供这类报告所需的能力。会计准则专家组副主席进一步指出，会计准则

专家组会议强调迫切需要一份指导工具，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能力建设需要，

从而加强其法律管辖范围内的会计制度和提高公司报告的质量。据此，贸发会

议――会计准则专家组一直将工作重点放在开发评估办法方面，目前专家组正在

选定的几个国家举行圆桌会议，以便对该工具进行试点测试，使之趋于完善，

确保其效用。 

 3. 外国直接投资推动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转让和传播关于可持
续发展的技术和专门知识问题专家会议报告 
(议程项目 3 (c)) 

25.  Roberto Flores Bermudez 先生(洪都拉斯)报告了外国直接投资推动在发展中
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转让和传播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和专门知识问题专

家会议的结果。他指出，会议成果卓著，非常富有建设性。讨论表明，作为新技

术和先进技术的主要创造者和技术转让的关键媒介，跨国公司如何可以为缩小富

国和穷国之间仍然存在的巨大技术差距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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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有一个小组请贸发会议确保尽可能广泛地传播专家会议的结果，特别是向
政府中的制订政策者传播，并重申必须增加供发展中国家专家与会的资金，使这

项资金可持续并可预测。该小组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加倍、重振和不断努力，作为

一项优先工作，吸引资助专家差旅费信托基金的捐款，鼓励成员国向基金捐款。

该小组还鼓励秘书处在专家会议的专题发言人中实现平衡和公平的地域分配，提

倡互动式讨论，并跟踪专家会议上指出的问题。 

 C. 促进发展投资：加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佳做法 
(议程项目 4) 

27.  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滴在开幕发言中强调，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存在严重差距。他说这种差距是两方面的，一是人民

利用基础设施的途径不足，二是基础设施投资可获得的资金短缺。为弥补这种差

距，有必要在公共投资的基础上，辅以私营部门投资，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不

过，秘书长还指出，基础设施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有自身的独特之处，这些特点

决定了各国为引进私人投资而采取的政策的类型。鉴于普遍提供、某些基础设施

的战略性以及可能存在垄断行为等问题，各国政府需要保留一定的政策空间。鉴

于上述情况，基础设施领域的公私合作仍然是一项挑战。这虽然是个“老”问

题，但却不断出现在当前的政策辩论中。 

28.  在这方面，秘书长着重提到贸发会议正在就此专题开展的工作，包括
《2008 年世界投资报告》、“投资促进发展最佳做法”系列中的基础设施案例
研究以及最近举行的发展投资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秘书长表示，希望当天的会

议可以提供一个平台，就发展中国家可以如何在基础设施发展计划中更好地利用

私人投资这一问题，吸收和发展研究工作中提出的观点。 

29.  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先生介绍了贸发会议最近关于基础设施外国直接
投资的一些研究的具体内容。他在发言中全面介绍了基础设施差距，以及外国直

接投资在推动缩小这一差距方面的潜力。詹先生举例强调，在许多最不发达国

家，外国直接投资占基础设施投资的 75%以上。但是，虽然外国直接投资在获得
资本、先进技术和商业做法以及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方面可以提供巨大优势，但

是政府必须当心存在的众多挑战，以确保公共利益得到保护。 

30.  基于贸发会议关于“发展投资最佳做法”的一系列案例研究，詹先生提出
了外国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领域的三组政策教训。首先，政府需要为基础设施领

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建立坚实的基础，包括通过专注明确的政治领导、全面的法律

和监管框架、专门技能和行政能力，以及对当地社区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利益的考

量。第二，政府需要采取某些行动，以推介各种项目，并方便外国投资者进入。

这方面的建议包括：创立一个可推向国际的、预先评估且具有商业吸引力的基础

设施项目“管道”，确保透明和公开的招标程序，采用第三方交易顾问，降低政

治和监管风险。最后，政府需要采取适当措施，监测项目的执行并确保积极的长

期成果。这方面包括任命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监测并督促落实投资者与政府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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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的合同，建立一个有能力的竞争主管部门，确保对公共和私营实体进行公正的

监管。他着重介绍了贸发会议正在研究的尼日利亚的港口改革，指出这是政府采

取上述做法取得成功的例证。 

31.  最后，詹先生在发言中专门指出，需要系统地改善私人投资者的感受，
他们中很多人可能还不太放心到发展中国家投资。他列举了非洲电信部门的例

子，在这个问题上，许多成熟市场的跨国公司都错失了这个利润回报丰厚的

良机。 

32.  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四位专题发言人介绍了各自在基础设施领域私人投
资方面的经验和看法。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部长介绍了各自国家在运

输、电力和通信等部门的正面经验，以第一手的经验展示了利用私人投资扩寺各

种基础设施的许多办法，包括在可再生能源等较新领域。他们还感谢贸发会议通

过投资政策审评为其国内基础设施政策提供的技术援助。 

33.  接下来的专题发言人作为 20国集团发展问题工作组的联合主席，介绍了 20
国集团最近在基础设施领域开展的活动。除其他目标外，工作组正在努力探索如

何通过开发银行等机制，更好地利用哪怕数量不大的公共投资来带动私人投资。

20 国集团国家还支持采用更加区域化的方针发展基础设施，这种方针有助于克
服市场分散问题和改进项目的商业可行性。 

34.  最后一名专题发言人是麦肯锡私营咨询公司的代表，他介绍了该公司最近
对非洲基础设施部门的研究。他在会上指出，由于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加大、获得

国际资本的情况增加、消费者人数的增长以及现有基础设施的密度有限，非洲的

基础设施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鉴于上述趋势，基础设施投资自 2000 年以来一
直呈两位数增长。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了公用事业和发电部门的巨大潜力，而这

两个部门获得的投资都比不上电信等部门。 

35.  专题发言结束后进入自由发言，进行了互动讨论。印度尼西亚和秘鲁的投
资促进机构代表以及摩洛哥的代表针对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专题发言人提

出的例子，也介绍了各自的经验。他们介绍了本国在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成功之

处和面临的挑战，私营部门参与各种行业的巨大潜力，以及国际援助和政府担保

在便利这种投资方面的作用。 

36.  一些国家的代表几次请专题发言人提供如何为基础设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的具体建议。例如，一名代表表示担心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私人投资者对该国表达

兴趣。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专题发言人在回答时强调，根据个人经验，

透明的政策和监管框架非常重要，包括保护私人财产权。麦肯锡的代表主张，虽

然整体框架条件至关重要，但是东道国还应当努力获得一些早期项目，以此作为

示范来说服其他投资者。这甚至可能需要采取特殊激励措施，以后再逐步取消。

关于这一点，代表们强调，东道国向投资者提供积极的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服务很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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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除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挑战，与会者还指出，通过私营部门发展基
础设施需要采取全面的方针。因此，与会者认为基础设施政策应当成为更广泛的

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并且与竞争和产业政策等政策领域结合起来。不过，他们告

诫各国在制定具体措施时应在外国投资者的需要与更广泛的公共政策目标之间求

得平衡。有一个小组强调在这方面公共――私营部门伙伴关系的作用以及调动政

治意愿、政策空间和建设生产能力的重要性。 

38.  由于许多国家尚未开发电力部门的潜力，因此该部门经常被挑出来单独讨
论。与会者一致认为，这些国家首先面临的是阻碍私人投资或打击其积极性的

部门框架。因此，各国需要通过并执行促进私营部门参与的具体战略。然后，

需要向投资者提供明确的信息，说明在东道国市场运作需要满足的条件。不

过，虽然电力基础设施的私有化是有利的，但是与会者主张需审慎推进。提出

的一种解决办法是发电机组私有化，而输电基础设施保持公有。这可以确保公

司无法通过纵向一体化战略来阻碍竞争。会上提到智利和阿根廷在这方面做得

很好。不过，与会者还指出，这种模式仍然需要一个强大的独立机构对竞争进

行监督。 

39.  关于电力部门的讨论不仅限于对国家电网的投资，与会者还讨论了满足农
村人口能源需求的问题。会上提到了印度的例子，该国依赖许多独立的小规模发

电商，由中央政府保障其收益。 

40.  会议最后由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滴和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
Patricia Francis 女士向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秘鲁和赞比亚的三个投资促进机
构颁发了发展基础设施奖。贸发会议的投资促进机构奖每年颁发一次，今年

的奖励重点是投资促进机构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可对基础设施发展做出的

贡献。 

41.  总体说来，本届会议为与会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以了解贸发会议关于基础
设施投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在发展投资最佳做法案例研究系列范围内所开展的

上述工作。鉴于外国投资在解决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差距方面可以发挥的主要作

用，大多数与会者鼓励贸发会议继续探讨发展中国家吸引和监管基础设施投资、

包括公共――私营伙伴关系方面的政策选择。 

 1. 危地马拉的投资政策审评 

42.  会议审议了对危地马拉的投资政策审评 (UNCTAD/DIAE/PCB/2010/9)。 

43.  贸发会议秘书长在开幕发言中赞扬危地马拉政府采取良好的政策，从而延
长了该国业已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宏观经济稳定，并对外国投资采取开放的姿态。

自 1996 年内战结束以来，危地马拉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取得有史以来最好
的业绩。但是，秘书长也指出，该国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获益于外国直接投资

两方面都尚未发挥最大的潜力。他强调说，危地马拉非常有希望成为中美洲制造

和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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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企业和投资司司长在介绍投资政策审评的主要结论和建议时，鼓励危地马
拉政府确定新的目标，以便通过外国直接投资获得更多的发展收益，包括 (a) 在
国内工业和服务业中引入竞争；(b) 增加创收和就业；(c) 改进关键性基础设施
的成本和质量。为此，投资政策审评建议的重点是通过简化手续、提高行政效率

来改进投资的监管框架，加强市场监督机构。此外，投资政策审评提出了如何在

政府确定的战略部门――电力、采矿和公路基础设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具体

建议。 

45.  危地马拉政府的代表、能源和矿业部长对投资政策审评表示欢迎，并表示
同意审查的建议，强调指出，这些建议对危地马拉的投资吸引战略来说是一项非

常有用的工具。在这方面，政府已决定请贸发会议协助落实有关建议，如加强投

资促进机构，颁布竞争法和设立竞争主管机构，提高预防投资争端的能力，进一

步简化经营手续。 

46.  贸发会议成员国承认危地马拉政府为改善工商业环境而开展了重要的改
革，包括在提高金融管理透明度、实现国家土地登记的现代化以及创建知识产权

登记制度方面取得的进步。成员国强调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特别指出危地马拉

采取了大量步骤来加强与重要贸易伙伴的商业联系，包括加入多米尼加共和国中

非洲自由贸易协定并谈判其他双边协定。它们也肯定贸发会议对危地马拉投资政

策审评的质量，欢迎其中提出的建议。有几个代表团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危地

马拉落实投资政策审评的建议。此外，所有代表团均强调指出，投资政策审评是

改进投资环境的重要工具。 

47.  有一些代表团对危地马拉财政收入表示关切，投资政策审评指出，低财政
收入阻碍了政府改善保健和教育等基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广泛存

在的共识是，防碍外国投资的主要因素是该国普遍存在的高犯罪率，迫切需要

政府加以解决，包括解决对工会代表的安全威胁。几名代表提出的另一个问题

是需要引入预防机制，避免投资者与国家之间发生争端，并改进商业争端解决

渠道。此外，需要设立一个竞争主管机构，监管本国的反竞争做法，这被视为

一项优先要务。发言中也指出需要更透明的关税交易，减少工商业经营的行政

障碍。 

48.  私营部门的代表介绍了在危地马拉的投资经历。他们承认，该国政府采取
了重要的措施来巩固经营环境和发掘危地马拉的经济潜力。但是，他们强调指

出，缺乏安全确实是外国投资者的一项主要关切，因此必须处理犯罪问题，这仍

然是一项优先工作。投资者也特别指出该国教育水平低，需要增加能够提供的技

术，特别是在技术层面上。最后，他们提到有几个部门存在经济垄断的风险，并

表示支持贸发会议关于采纳竞争政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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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危地马拉政府表示，本国业已开始落实投资政策审评中的若干建议。它请
求贸发会议进一步提供技术援助，并表示愿意继续就投资政策审评与贸发会议进

行伙伴关系合作。 

 2. 投资政策审评执行情况报告和电子监管项目 

50.  在启动关于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投资政策审评执行情况报
告的讨论时，贸发会议秘书长指出，这两个国家于 2002 年启动了投资政策审
评。七年后，贸发会议秘书处在应邀评估所取得的进展时发现，在这两个国

家，投资政策审评中的许多建议业已得到充分或部分采纳。关于埃塞俄比

亚，秘书长重点介绍了对投资法的修订和农业及皮革部门的改革。关于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秘书长重点介绍了投资框架方面的重要改进，包括有关就

业、劳资关系和竞争等几项主要法律的改革和司法部门的改进。但是，他强

调说，两国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例如，埃塞俄比亚投资管理局需要进一步

加强，该国基本基础设施的发展仍然是一项挑战。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2009 年颁布了公共――私营伙伴关系法，如果政府能够有效地落实，应当能够
刺激基础设施发展。秘书长重申，贸发会议致力于协助两国政府落实投资政

策审评和后续报告的建议。他呼吁捐助界协助为这些活动提供资金，因为资

金仍然稀缺。他最后强调，必须有明确和人们能普遍了解到的规则和简单的行

政手续，这是便利工商业和促进投资的关键。透明而容易采用的电子政务工

具，如贸发会议的电子监管系统，对鼓励税收和缴纳社会费用至关重要，这

反过来又增加了公共收入，增强了国家对本国自然、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投

资的能力。 

51.  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解释说明了执行投资政策审评报告和贸发会议电子监
管项目在该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战略方面的作用。关于埃塞俄比亚和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他详细介绍了取得的重大进步和接下来的挑战。他介

绍了贸发会议秘书处如何通过技术援助来帮助达到投资政策审评的目标。例

如，他强调指出，贸发会议向两国的投资促进机构提供了技术援助，并为两

国制作了《投资指南》。他还重点介绍了各国通过贸发会议的电子监管项目

如何提高政府规则的透明度，简化和发布工商业经营适用的手续，包括工商

业登记、雇用人员、纳税和缴纳社会收费及取得土地。他强调说，电子监管

项目尤其有助于政府吸引中小企业进入正规经济的努力。如果规则明确，程

序易于遵守，正规化的好处广为人知，那么中小企业更乐意在正规经济中经

营。电子监管项目已经在 15 个国家实施。由于卢森堡政府提供的大笔捐助，
该项目在目前使用的 4 个国家中将进一步扩大，并将在另外 10 个新国家实
施。 

52.  埃塞俄比亚的代表总结了 2002 年以来的进步以及 2010 年完成投资政策审
评执行情况报告之后新的进展。埃塞俄比亚投资管理局研究了一站式服务建

议，批准采取这种系统，改进特别经济区投资者的土地分配，设立了国家投资

协调委员会，并启动两个新工业区的建设。他强调说，投资者总体上对改革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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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感到满意，但在一些关键部门仍存在尚未开发的资源，如农业、旅游业和矿

产资源。他同意关于政府吸引海外侨民投资的政策仍然不足的评价。他呼吁工

商界增加对埃塞俄比亚的投资，从该国的不断发展中获益。 

53.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表示，作为改革先锋国家，该国自 1996 年放弃中
央计划制度后取得了迅速的进步。他原则上同意关于 1997 年投资法需要修订的
建议；但是，他认为要有序地做出修改，防止在工商业界引发监管变化无常的感

觉。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对这个问题的方针是，修订部门政策必须在改革投资法

之前进行，他重点指出了在农业和国民能力建设(包括培训课程)方面取得的进
展。他请贸发会议向各个领域提供技术援助，包括建立有关公共――私营伙伴关

系的监管，以切实执行新通过的公共――私营伙伴关系法。 

54.  在讨论两份投资政策审评执行情况报告时，大家鼓励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开展必要虽然有时艰难的政策改革。一些国家――包括多米尼加共

和国、埃及、摩洛哥、尼日利亚和新加坡――表示可向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介绍本国在投资促进相关领域、技能发展及经济发展其他方面的经验。

有一个代表强调，通过投资政策审评、执行情况报告以及与贸发会议秘书处的合

作而取得的政策势头非常重要，可对政策改革起到额外的拉动作用。他建议设立

一个机制，以便利用投资政策审评的建议作为某种技术援助活动的项目文件，为

后续活动向捐助方募集资金。一些代表强调基础设施在实现发展中国家发展目标

方面的关键性作用。有一位代表建议，基础设施发展不应当仅仅针对北南贸易和

投资链，还应该服务于南南及三方贸易和投资。另一名代表强调双边贸易条约在

为潜在投资者提供保护方面的重要性。 

55.  关于电子监管项目，对 4 个国家的经验进行了讨论：阿根廷(Chubut 省)、
哥斯达黎加、卢旺达和越南。在这 4个国家，电子监管项目都显著推动了对公共
行政部门和外国及本地投资者澄清说明规则和程序的工作。这些国家的代表确

认，电子监管系统使他们得以简化程序。在帮助这些国家减少工商业登记所需

往来和时间方面，项目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除了削减行政费用外，电子监管系

统降低了监管风险，改进了公共行政问责，减少了腐败的空间，并为规章条例

的审查和合理化提供了基础。在有些情况下，这个项目是与其他工具共同实施

的，如贸易点或中小企业观察站(阿根廷 Chubut 省)。有一个小组呼吁将该方案
扩大到更多的国家，请秘书处确定相关的良好做法及政策，并推动成员国之间进

行分享。 

56.  工商业部门的一个代表呼吁投资促进机构在向潜在投资者提供及时和可靠
信息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种信息必须清楚并能够为潜在投资者获得和理

解。另一位商界代表强调海外侨民投资者的特殊需要，要满足这些需要，投资促

进机构就要提供信息和服务，也需要与政府进行对话。这个领域的政策应当立足

于从全球各国获得的最佳做法上。有位商界代表也提出了基础设施在政府政策和

国际讨论中是否受到应有重视的问题，其中诸如信息和通信技术等是否相对受到

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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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加强生产能力促进发展，包括通过强化创业政策和改善科学和创新政策 
(议程项目 5) 

57.  贸发会议副秘书长佩特科·德拉加诺夫先生特别指出生产能力对确保减贫和
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就业与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相辅相成，也是

一个竞争的和可持续的私营部门和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他特别强调，需要从狭隘

的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转向更加全面和系统的创业政策方针，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已

经在这样做。虽然推动创业依国家的发展水平而异，但贸发会议指出了直接影响

创业活动的一些关键政策领域。 

58.  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讨论了创业与投资之间的重要关联以及创业方面发展的
一些近期趋势。他说，一个强有力的国内企业部门会增加该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

吸引力。他提醒与会者说，需要从综合的方式看待创业问题，其中包括在金字塔

最底端的微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也包括提倡可持续价值链以及社会创业和绿色

创业等新领域的创业培训。在这个大背景下介绍了贸发会议在开发一套创业政策

工具方面取得的进展。它的目的是为执行综合创业发展政策提供实用指导，从而

以支持恢复、增长以及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援助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

家和转型国家。 

59.  许多代表团重申了成套创业政策工具的适用性和及时性。具体说来，成员
国肯定了贸发会议的成套创业政策工具，强调必须保证其中列入能力建设。在

这方面，专题发言人回顾指出，扶持创业文化和创业精神对创业政策的效力至

关重要，这对许多国家来说是一项重大挑战。成套工具具体涉及这个问题，建

议将创业列入国家发展政策的主要内容。例如，多米尼加共和国将创业纳入

2010-2013 年《国家发展战略》。在这方面，专题发言人强调，必须开展公
共――私营部门对话，在拟订创业政策时必须在私营部门议程中列入国家利益的

主题。 

60.  作为首届经营技术方案女企业家奖的获奖者之一，加纳的一名女企业家深
入分析了妇女在开办具有出口潜力的高增长企业方面面临的特殊挑战。她的公司

JemAfrik 的成功故事表明，如果有充足的能力建设，来自加纳的中小企业也有可
能调整和拓宽产品，发掘美国等新的市场。 

61.  作为成套工具中的一个关键政策领域，会上也讨论了必须寻找创新机制和
借贷方案以便利社会中的边缘群体获得资金如价值链融资的问题。专题发言人

着重指出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在缺乏资金方面的挑战，强调贸发会议的经营

技术方案等面向创业者的能力建设方案能够为提高本地能力发挥作用。在这一

点上介绍了最近成为经营技术方案成员的秘鲁有关该方案的正面经验。有一些

代表团肯定贸发会议的经营技术方案，要求将该方案在国家层面上进一步扩

大，以便涉及所有部门以及该国首都以外地区和农村地区。必须确保经营技术

方案中心的长期可持续性这一点也得到强调。一些代表团进一步强调必须面向

农村地区特别是青年开展创业培训，以推动农村地区发展，实现大规模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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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的再平衡。会上详尽讨论了推动创业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特别是与减

少极端贫穷和实现性别平等有关方面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62.  巴西国家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发展机构 SEBRAE 的代表也回顾指出，贸
发会议的经营技术方案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本地中小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进一

步发展商业联系的一项重要工具，因为方案有助于发展中小企业的技术和管理能

力，这从贸发会议与 SEBRAE 的相关密切合作方面可以看出来。他指出，经营
技术方案可开发一些培训，为希望融入国际市场和开展出口的企业家提供支持。

一些专题发言人还指出，为确保可持续和包容各方的发展，需要将环保做法和对

社会负责的做法纳入全球价值链。在这方面强调必须提倡对环境、当地社区和国

民经济发展优先事项负责任的国内和外国投资。 

63.  代表们强调说，要通过创建负责的价值链，培养本地供应商的长期能力，
商业联系是关键所在。会上介绍了贸发会议在赞比亚开展的商业联系方案的成功

案例，并指出方案在将当地企业提升到国际公认的标准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有几个代表团鼓励贸发会议继续开展其商业联系方案，通过创建负责任的价值链

来培养本地供应商的长期能力。 

64.  最后，会上重点指出有必要培训中小企业，使之做好准备，能够从大型的
区域和国际活动中寻找和利用经营机会，例如在体育领域。会上指出，SEBRAE
有可能与贸发会议等联合国机构进行协作，以便帮助中小企业做好准备，作为试

点，发掘巴西世界杯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带来的机会。 

65.  贸发会议副秘书长也指出，科学、技术和创新在可持续发展和改善人的福
利方面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尽管各国在开发、获取和利用技术方面的能力仍

然很不平衡。因此，贸发会议的一项关键目标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利用科学、技术

和创新，通过本组织工作的三大支柱予以展开。例如，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审评

通过评价国家政策和能力来支持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的能力建设，推动找出良

好做法并在发展中国家中分享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的经验。2010 年《技术和
创新报告》分析了科学、技术和创新在加强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2010 年《信
息经济报告》调查了信通技术在创造新的生计和提高与穷人直接相关企业的生产

率方面的潜在作用。 

66.  技术和物流司司长介绍了本议程项目下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的内容，讨
论了科学、技术和创新在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她解释说，一方面，

知识在生产、贸易和投资方面变得更加重要，而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在技术能力方面继续存在巨大差距。她接着强调了系统的创新和技术学习的重

要性，说明许多发达国家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为何日益通过国家创新体系

的概念来构建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因此，科学、技术和创新决策的范围远

远超出了研究与发展。然后，她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的一些具体

特点，如：(a) 增量和常规创新的作用；(b) 企业和组织具备吸收能力的必要
性；(c) 环境对创新的影响以及政策和社会――文化环境如何可能决定变革的道
路；(d) 隐性知识的重要性；(e) 需要建立能够支持获得、推广、适应和利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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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机构和政策框架；(f) 为何公共政策对这种框架的建立至关重要。司长提出
了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可能涉及的一些问题，如开发人力资本，支持创新体系

的内部联系，研究的商业化，监管框架，资金和其他问题。重要的是，此类政策

要充分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她在发言的最后提到了该司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制订科

学、技术和创新政策而开展的主要活动，包括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审评，以及

通过《信息经济报告》和《技术和创新报告》传播的分析工作。 

67.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科学与创新政策科学项目负责人 Julia Lane女士谈到如
何培养创新生态系的问题。重要的一点是创新的资金问题，在优先顺序和在能

够保证取得积极成果的资金数量的意义上都是如此。第一步是要了解生态系的

各个组成部分。为此，必须发展作为创新政策指导的“科学与创新政策科

学”。还要评估知识方面的差距，制订行动路线图。各科学机构之间需要协

调，以减少活动重复和资源浪费的情况。还必须发现科学和创新投资在经济中

运作的路径。除了制订政策者和经济学家以外，人们认为，从事实际工作的科

学家和创新者参与也很有好处，因为他们拥有宝贵的第一手知识，可以帮助确

定科学研究的投资回报。尺度标准很重要，建立一个以衡量此种回报为目标的

数据基础设施也很重要，这样有助于制定以事实为依据的政策。制定尺度标准

需要制订政策者、学术界和公司之间建立积极和有用的伙伴关系。知识产权数

据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尺度标准，因为它显示了创新如何从学术界的研究走向公

司和商业化。 

68.  接下来，莱索托常驻代表从最不发达国家的角度反思了科学、技术和创新
战略的发展问题。他说，要具体实现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贸易和投资流动在技

术赶超方面的益处，这些国家必须具备国家创新体系的人力资本和制度机制。

贸发会议有关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审评的工作，包括在莱索托开展的工作，

清楚地显示，必须将科学、技术和创新纳入总体发展政策。他列举了若干建议

的优先活动和部门。一项具体内容是知识产权政策，在这方面，《与贸易有关

的知识产权协定》(《涉贸知识产权协定》)的条款常常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来自
政府机构的科学和创新活动是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益处的另一个领域。

有人提出了若干建议，其中包括并特别强调支持对创新政策采取系统方针。对

于莱索托这样处于技术赶超进程初期阶段的国家而言，创新能力关键取决于在

国内有关知识创建、推广和应用的行为者之间以及与世界其他各国建立联系的能

力。在创造一种扶持和扶助建立此种联系的国际环境方面，贸发会议具有明确的

作用。 

69.  贸发会议技术与物流司科学、技术和信通技术处处长在科学、技术和创新
对于低收入国家重要性问题的专题演讲中强调，必须了解，科学、技术和创新贯

穿所有经济部门，而且，当前科学、技术和创新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至关重要

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但是，虽然技术(传统技术和新技术)为经济和社会效益
提供了机会，但技术增长的特点是，其获得和使用机会在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是

不对称的。经济和社会福祉方面的全球差异可部分地归因于技术水平和传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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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事实上，技术已成为发达和欠发达之间的分界线。技术的力量正在迅速地

改变整个世界。 

70.  从战略上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原则并无根本不同。创新与研
发密切地相互联系在一起，如果不具备必需的大量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来开展

研发和创新活动，科学、技术和创新循环就无法充分开展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

影响。科学、技术和信通技术处处长解释了发展中国家需要实现的技术能力的不

同种类和水平。他解释说，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审评进程在国别基础上处理科

学、技术和创新问题所带来的诸多政策挑战；他列举了近期开展的政策审评和这

些审评所共有的一般性结论。最常见的政策行动建议涉及增加政治支持、改善供

资、支持打造科学、技术和创新中心和技术园区，这些都需要通过与科学、技术

和创新的所有利害关系方建立伙伴关系来实现，需要改进它们之间的联系，而且

必须采用国家创新系统的方针。 

71.  在接下来进行的讨论中，加纳、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秘鲁代表团介绍了各自
国家开展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审评的经验，表示感谢贸发会议通过这一方案提

供的支持；卢旺达代表团正式提出请求在该国开展一次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审

评。一些代表团请发展伙伴考虑向这一方案提供支持，作为对贸发会议技术合作

活动投入的一部分。与会者还建议，由于若干拉丁美洲国家最近开展了科学、技

术和创新政策审评，贸发会议可组织一次区域活动，以确定在区域层面加强科

学、技术和创新合作的可能领域。 

72.  讨论强调指出，为实现发展之目标，各国都需要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及
活动。有人提出了发展与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另一个问

题涉及是否有可能复制 Lane 女士在演讲中介绍的系统方针。关于提高发展中国
家公司的生产率问题，根本问题在于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往往没有把穷人考虑

在内。根本问题是：穷人如何以创新方式脱贫？另一个问题涉及科学、技术和创

新政策的实施战略―― 往往流于纸面，没有实际结果。最后，有人专门就科学、
技术和创新在建设抗灾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提出了一项意见。 

73.  贸发会议秘书处强调说，所提出的问题背后有三个根本问题。首先，需要
将科学、技术和创新纳入总体发展政策之中。其次，要认识到，科学、技术和创

新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牢固的基础。最后，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和机构方面的能

力建设必须列为高度优先事项，因为它是提高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 

 E. 促进和加强三大支柱之间的协同作用 
(议程项目 6) 

74.  投资和企业发展司司长分发了根据《2010 年投资和企业司活动报告》
(UNCTAD/DIAE/2011/1)执行《阿克拉协议》关于投资、企业和发展委员会工作
领域下相关规定情况的详细书面陈述，会议室内提供了文本。他还演示了新发布

的 2010 年世界投资论坛的视频，说明如何拉动研究和分析、能力建设及建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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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之间的协同作用。技术和物流司司长也介绍了执行《阿克拉协议》关于科学、

技术、创新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工作规定的情况。 

75.  秘书处提交了《〈阿克拉协议〉关于科学、技术和创新，以及信息和通信
技术工作领域的条款的执行进度报告》(TD/B/C.II/14)，这份报告也吸收了《2011
年技术和物流司活动报告》(UNCTAD/DTL/2011/1)的内容。 

76.  在介绍该司在上述领域的工作时，重点介绍了贸发会议三大支柱之间的协
同作用。除了该司的两份旗舰报告――《信息经济报告》和《技术和创新报告》

外，贸发会议秘书处还出版《科学、技术和创新当代研究》，其主题常常与科学

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的主题相吻合。此外，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审评的编写

为技术援助活动和建立共识提供了资料。除此之外，就区域层面研讨会和建立共

识活动形成的协调网络法的前景问题编写了研究报告。关于建立共识问题，该司

重点介绍了在专家会议、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问题委员会方面的活动以及对国际

讨论会和活动(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 联合国信息社会小组、衡量信通技术促
进发展伙伴关系)的大力参与，包括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上关于“科技创新与城市
未来”的论坛。 

 二. 组织事项 

 A. 会议开幕 

77.  投资、企业和发展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 日由委员会第二届
会议主席莫里斯·彼得·卡吉穆·基瓦努卡先生(乌干达)在日内瓦万国宫主持
开幕。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议程项目 1) 

78.  在 2011年 5月 2日的开幕全体会议上，委员会选举主席团成员如下： 

主席： Kenichi Suganuma先生(日本) 

副主席： Rina Soemarno女士(印度尼西亚) 

Luz Caballero de Clulow女士(秘鲁) 

Jolade Orimoloye女士(尼日利亚) 

Heli Niemi女士(芬兰) 

Dmitry Lyakishev先生(俄罗斯联邦) 

报告员： Anas Alami Hamedane先生(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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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议程项目 2) 

79.  在开幕全体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临时议程(TD/B/C.II/11)。议程如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3.  专家会议报告： 

(a) 多年期专家会议报告： 

(一) 企业发展政策及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建设问题多年期专家
会议第三届会议报告 

(二) 发展投资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三届会议报告 

(三) 国际合作：南南合作和区域一体化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三
届会议报告 

(b) 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二十七届会议报告 

(c) 外国直接投资推动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转让和传
播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和专门知识问题专家会议报告 

4.  促进发展投资：加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佳做法 

5.  加强生产能力促进发展，包括通过强化创业政策和改善科学和创新政策 

6.  促进和加强三大支柱之间的协同作用 

7.  其他事项 

8.  通过委员会提交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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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Attendance* 

1.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ollowing States members attended the session: 

  

 * For the list of participants, see TD/B/C.II/Inf.3. 

Algeria 
Angola 
Argentina 
Belarus 
Belgium 
Brazil 
Burundi 
Cameroon 
Canada 
Chile 
China 
Congo 
Costa Rica 
Côte d’Ivoire 
Croatia 
Cypru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Dominican Republic 
Ecuador 
Egypt 
El Salvador 
Ethiopia 
Finland 
France 
Germany 
Ghana 
Grenada 
Guatemala 
Guinea 
Haiti 
Honduras 
Hungary 
India 
Indonesia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q 
Japan 

Jordan. 
Kuwait 
Lesotho 
Madagascar 
Mauritania 
Mexico 
Moldova, Republic of 
Morocco 
Mozambique 
Nepal 
Nigeria 
Oman 
Paraguay 
Peru 
Philippines 
Romania 
Russian Federation 
Rwanda 
Saudi Arabia 
Serbia 
Singapore 
South Africa 
Spain 
Switzerland 
Tanzania (United Republic of) 
Thailand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United Arab Emirate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kraine 
Uruguay 
Venezuela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iet Nam 
Yemen 
Zambia 
Zimba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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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following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were represented at the session: 

African Union 

European Union 

Islamic Development Bank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3.  The following United Nations body was represented at the session: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UNCTAD/WTO 

4.  The following specialized agencies or related organizations were represented at the 
session: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Word Trade Organization  

5.  The following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were represented at the session: 

General category 

Consumer Unity and Trust Society (CUTS) 

Ingénieurs du monde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ITUC) 

OCAPROCE International 

6.  The following panellists were invited to the session: 

Mr. Alfredo Pókus Yaquián, Minister of Energy and Mining, Guatemala 

Mr. Eddy Martínez Manzueta, Minister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Export 
and Investment Center, Dominican Republic 

Mr. Serge Tomasi, Co-Chair of the G-20 High-Level Working Group on 
Development, and Director of Glob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Ministry of Foreign and European Affairs, France  

Mr. Amine Tazi-Riffi, Director of the North Africa Office, McKinsey & Co.， 
Inc. 

Mr. Gustavo Villegas, Secretary General of Proiniversión, Peru 

Mr. Alfredo Pókus Yaquián, Minister of Energy and Mining, Guatemala 

Mr. Abel Francisco Cruz Calderón, Vice-Minister of Economy in charge of 
Investment and Competition, Guatemala 

Mr. Luis Manuel Piantini Munnigh (Dominican Republic)， President of the 
Board, Ambassador and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Geneva, Dominican Republic 

Mr. Byron Fernando Larios López,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Geneva, El Salvador 

Mr. Juan José Gómez Camacho,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Geneva, 
Mexico  

Mr. Alberto J. Dumont,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Geneva, Argen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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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Mario Matus, Ambassador and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Geneva, Chile 

Mr. Maurizio Bezzeccheri, Head of Iberia and Latin America Area, Enel Green 
Power 

Mr. Paul Jacquet de Haveskercke, Secretary-General, Durabilis 

Mr. Theo Mxakwe, Assistant Vice-President, Public Affairs, Nestlé 

Mr. Roger Bremen, Engineer, Hydraulic Department, Lombardi S.A. 

Mr. Minelik Alemu Getahun, Ambassador and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Ethiop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Geneva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Switzerland 

Mr. Emmanuel Ole Naiko, Executive Director, Tanzania Investment Centre 

Mr. Eduardo Arzani, Ministe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ourism and Investment, 
Government of Chubut, Argentina 

Ms. Louise Kanyonga, Registrar General, Rwanda Development Board, Rwanda 

Mr. German Villalobos, Deputy Director, Digital Government, Costa Rica 

Ms. Nguyen Thi Bich Van, Deputy Director, Foreign Investment Agency, 
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Investment, Viet Nam 

Mr. Eddy Martinez Manzueta, Minister, Executive Director of CEI-RD, 
Dominican Republic 

Mr. Omar Hilale, Ambassador of Morocco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Geneva 

Mr. Thomas Seghezzi, Managing Director, Swiss-African Business Circle 

Mr. Abdulmenan Sheka, President, Swiss-Ethiopian Business Association 

Mr. Eddy Martínez Manzueta, Minister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Export 
and Investment Center, Dominican Republic 

Mr. Mothae Anthony Maruping, Ambassador to the UN in Geneva, Lesotho 

Mr. Neo Matsau, South African Development Agency Incubator,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Ms. Julia Lane, Program Director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Policy,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Mr. Carlos Alberto Dos Santos, Technical Director, SEBRAE, Brazil  

Mr. Philip Aerni, Africa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latform, Switzerland  

Mr. Chola Abel Mwitwa, Planning and Policy, Zambia Development Agency, 
Republic of Zambia 

Mr. Do Kim Lang,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Vietrad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Mr. David Molina, General Coordinator, Ministry of Production, Ecuador 

Ms. Ava Alencastre, Empretec Coordinator, Peru 

Ms. Anna Molero, Managing Director, Barcelona Activa, Spain 

Mr. Poul Hansen, Head,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Sport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UNOS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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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John Francis, Senior Manager, Learning Academy, SEDA, South Africa 

Mr. Mothae Anthony Maruping,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Geneva, 
Lesotho 

Mr. Evan P. Garcia,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Geneva, Philippines 

Mr. Roberto Flores Bermúdez,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Geneva, 
Honduras 

Mr. Damir Kaufman, Director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Directorate in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Croatia 

Mr. Pete Forster (World Radio Switzerland) 

Mr. Solomzi Makohliso, Founder and Co-Owner of Ayanda Biosystems, 
Switzerland 

Mr. Paul Jacquet de Haveskercke, Secretary-General, Durabilis Private 
Foundation, Belgium 

Ms. Vanessa de Figueiredo Vilela Araùjo, Kapeh Cosmetics, Brazil 

Ms. Anna Molero, Managing Director, Barcelona Activa, Spain 

Mr. Cedric Grignard, Business Unit Director, Strategic & Global Companies, 
Onlylyon - Invest in Lyon, Fr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