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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的总结 

  非洲经济发展：非洲的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议程项目 6) 

1.  上午的会议重点介绍和讨论了《2012 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报告集中探讨
了非洲的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大多数区域集团普遍认为，在里约+20 峰会刚

刚落幕，目前正就建设绿色经济和向绿色经济过渡之路展开辩论的背景下，这份

报告适时而有意义。 

2.  该报告是在去年报告的基础上编写的，讨论了新产业政策对于非洲的重要意
义，强调非洲亟需通过工业化实行结构转型，以便增加收入、创造就业、降低抵

御冲击的脆弱性和减少贫困。然而结构转型也可能导致资源使用强度加大，进而

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使资源使用无法持续。今年的报告集中分析非洲如何能够

解决推动结构转型和增强环境可持续性这个两难的问题。报告传达的主要信息

是：通过实行可持续的结构转型战略，结合使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与增长进程相

对脱钩的方法，非洲可以调和这一两难问题。 

3.  几名与会者指出，尽管 10 年来非洲的增长表现令人瞩目，但是仍然有重大
难题有待处理：建设生产能力、实现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控制初级商品价格的

波动、降低年轻人和穷人的高失业率。外国直接投资(直接外资)仍然是非洲应对
这些难题的一项重要战略。 

4.  多名与会者祝贺贸发会议发布报告并称赞报告所做分析的质量，他们也赞同
报告中的观点，认为可持续的结构转型能够为非洲国家向更加绿色的经济过渡提

供相关的操作框架。他们强调非洲国家对气候变化贡献甚微，发达国家应该在帮

助非洲适应气候变化和实行可持续结构转型时力求绝对脱钩。发达国家可以采取

技术转让、增加官方发展援助、保持开放北方的市场和能力建设等形式提供这类

支助。要确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各项义务，一项指导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 

5.  其他与会者表示，报告正确地指出应该把环境问题作为一个发展问题看待，
他们还吁请贸发会议帮助非洲国家执行报告中的政策建议。此外，不应该以当前

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为由削减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援助和技术转让。

几名与会者指出，虽然南南合作可以为非洲提供促进可持续结构转型所需的培训

和技术，但是绝不应该将这种合作视为南北合作的替代手段。一些与会者呼吁发

展伙伴履行它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全球环境基金等现行机制和公

约之下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财务承诺。贸发会议应该继续就可持续的结构转

型进行研究并记录各个区域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最佳做法，以便促进各区域之间

交流成功事例和经验教训。在此背景下，贸发会议还应该探索各种方法和途径，

巩固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等论坛和机制，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对发展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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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泰国国际开发合作署自 1978 年以来便在农业、公共卫生、灌溉、水产养殖
和可持续旅游业等领域向非洲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项目，亚洲和非洲应该在可持

续发展问题方面加强合作。 

6.  埃塞俄比亚政府特别通过实行“气候抗御力绿色战略”努力促进可持续的包
容性发展。必须避免令非洲国家丧失借助大规模农业耕作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信

心。埃及和摩洛哥政府还采取步骤，通过区域范围内的努力促进可持续发展。例

如，埃及利用它的非洲技术合作基金支助其他非洲国家，在农业和自然资源管理

等若干领域提供培训课程。 

7.  有些代表指出，国际社会需要确保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议不会分散对实
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关注和行动。非洲应该发展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种

模式应该立足于国家自主权并兼顾非洲国家的具体情况和实现国际竞争力的需

要。非洲需要保留政策空间，努力实现绿色增长，国际社会也需要保障知识产权

制度中的灵活性，以确保更快地转让技术。 

8.  一些与会者强调了有效发展型国家在引领可持续结构转型方面的作用。他们
吁请贸发会议在国家作为发展“催化剂”方面，以及非洲正在实行的“三边自由

贸易协定”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等区域一体化倡议方面开展更多工作。讨

论的其他议题包括：提高非洲国家政府与外国跨国企业谈判资源收益及总体管理

资源收益的能力、改善基础设施和区域合作，加强国内资源调动和国内金融市场

及支持中小型企业发展。 

  小组讨论 

9.  与会者在题为“非洲迈向可持续的结构转型：挑战和机会”的小组讨论中再
次指出，非洲由初级商品拉动的增长和出口并未转化为大幅度减贫、创造就业和

可持续转型，通过产业政策发展工业已经成为非洲大陆的根本出路。然而作为一

个部门，农业不应受到忽视，非洲国家也不应该使其结构转型对环境造成不利影

响。 

10.  考虑到本区域迫切的基本经济需求，非洲不能选择绝对脱钩。非洲国家必
须得到赶上其他国家生活水平的空间，但同时还应力求提高资源生产力。尽管通

过可持续的结构转型向更加绿色的经济过渡将为非洲带来机会，但是非洲必须应

对重大难题。与会者列举了一些例子，说明非洲如何能在全球的绿色经济中找到

自己的位置，如何使相对脱钩在非洲具备可行性，以及非洲国家如何能够实现技

术跨越、建设有效的发展型国家和保障可持续结构转型所需的资金。 

11.  南非的“新增长之路”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五点工作计划”是目前非
洲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的努力的两个范例。另外，促进非洲内部贸易对于加快

非洲的结构转型可能发挥重要的杠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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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非洲的可再生能源开发面临着资金问题和监管问题的限制，例如非洲国家
仍然在发放化石燃料补贴。与会者指出若干促进可再生能源开放的政策：逐步取

消化石燃料补贴、提供激励措施和适当的监管框架应对市场失灵、巩固非洲碳市

场和清洁发展机制等市场基础设施和市场机制、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公共投资、

通过区域能源共享加强区域合作。 

13.  考虑到非洲工业化起步较晚，有可能在此实现技术跨越。例如，因为新的
生产设备结合了该领域的最新技术，非洲的炼铝厂居于全球效率最高的炼铝厂之

列。非洲国家获得的清洁能源投资的比重越来越大。节能潜力也不容忽视。例

如，塞内加尔预计耗资 5200 万美元将已安装的白炽灯全部换成紧凑型荧光灯，
估计这样每年可以节能 73%。此外，旨在提高农业部门生产力的投资业已证明：
在农村减贫方面，此种投资的成效要比任何其他所有部门的投资高出一倍以上，

而且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能够使小农场的生产力平均提高 79%。与会者强调了
南非、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乌干达、埃及、肯尼亚、摩洛哥、纳米比亚和加

纳等国在可持续结构转型方面成功的政策举措。 

14.  讨论期间提出的其他问题涉及：非洲目前的贸易条件如何能够影响实行可
持续结构转型的激励措施，从现行环境融资机制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以及它们对

于非洲的意义，官方发展援助和直接外资在为可持续结构转型融资方面所能发挥

的作用。例如，2005 至 201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能源部门得到的官方发展援助仅
占援助总额的 2%，这说明需要改变援助分配制度。一些与会者关切地指出，采
取激励措施本身不足以吸引直接外资和国内私人投资进入能源部门，因为私营部

门主要受利润驱动。然而还有与会者表示，某些情况下可再生能源项目的高回报

足以吸引私人投资，获取和应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本未来将进一步回落，这会

使投资可再生能源部门更具吸引力。一些与会者强调国家在调动投资方面起着关

键作用，并指出还应该探索调动国内资源作为资金来源。 

15.  一些与会者询问，是否可以得出非洲实现可持续结构转型的估计成本。几
名与会者说，转型之前很难做出这种估计，应该在转型过程中随时估计。实现可

持续的结构转型要求采取渐进的方式，而不是突然转变。其他与会者建议，非洲

在实行可持续结构转型方面不应当由于成本问题而裹足不前，因为长远看来，与

以可持续的方式增长相比，不可持续的增长终将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结构转型

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这两个目标密不可分。应该转变全球思维，认识到经济是地球

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