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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债务将我们分开：联合国呼吁就债务减免、优惠贷款和改善主权债务重

组机制采取紧急行动 

2019 年 9 月 25 日，日内瓦――根据贸发会议《2019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在这个超级全球化的时代，

债务已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未能带来生产性投资的强劲增长，反而助长了金融投机。 

在这种环境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已从有助于释放增长潜力的长期融资工具变为潜在的高风险金融资

产，受到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变幻和短期债权人利息激增的影响。 

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对照“全球绿色新政”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将需要史无

前例地扩大对这些国家生产性投资的融资，保守估计每年融资至少 2 万亿至 3 万亿美元，也只能按时实

现最基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报告显示，从涵盖所有收入类别的 30 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来看，鉴于多边支持日益疲软，要想满足前

四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消除贫困、改善营养、良好健康和优质教育)的投资需求，发展中国家或需要在

2030 年之前将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平均提高到 185%左右，或需要使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

到 12%左右。 

这两种情况都不现实。相反，要想使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融资更加可持续，将需要紧急采取协调一致的多

边行动，使发展中国家摆脱目前的债务陷阱，为更好地调动国内资源提供支持，并在实现发展型增长的

同时促进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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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选列的发展中国家实现《2030 年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 1 至 4)而不导致债务可持续性进一步恶

化的国内和多边融资选择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世界发展指标、季度外债统计数据、粮农组织

(2015 年)、Stenberg(2017 年)、教科文组织(2016 年)和国家资料来源的计算结果。 

注：SDG=可持续发展目标；LICs=低收入国家；LMICs=中低收入国家；UMICs =中高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 

 

建议采取的行动包括： 

• 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全球优惠贷款方案，旨在允许参与国以优惠条件借款，并设

计额外的贷款机制，专门用于满足公共部门到 2030 年总融资需求的外部份额。为此可建立一个全球可

持续发展目标基金，并通过捐助国兑现其过去 40 年(未兑现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占国民总收入的

0.7%――来获得资金。 

• 扩大特别提款权使其成为一种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物品，环境保护和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无疑是一

种公共物品因而依赖公共资金。这将提供一个额外的、聚焦发展目标、灵活和可扩展的债务融资机制，

以支持环境友好和可持续的发展。 

• 制定专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债务减免方案，以缓解眼前的流动性限制，并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

长期的债务可持续性，这个方案应不施加严格的政策条件或限制性资格标准。 

• 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货币合作，以实现再融资和促进区域内贸易，发展区域内价值链，不局限于

区域储备互换和合作设立流动资金池，促进区域支付系统和内部清算联盟的全面发展。 

• 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框架，以促进对无法再按照原始合同偿付的主权债务进行公平有序的重组，该框架

受一套商定的原则和国际法的规范。报告提议了建立这种国际公认的、基于规则的主权债务重组框架的

初步步骤，包括暂停还款、债务人持有资产融资以及向拖欠债款的国家提供贷款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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