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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会议新版贸易和发展指数结果揭示了贸易和发展 
表现方面的领军者、改进者和落后者 

按照修订后的贸易发展指数方法，美国位居榜首，德国、 
丹麦和英国紧随其后，发展中国家排名最高的  

新加坡居第五位  
 
 根据贸发会议的年度研究，美国尽管近年来出现经济和社会困难，并伴随宏观

经济失衡、美元疲软和住房市场危机，但它在参与全球贸易并从中获益和利用收

益提高生活水准方面仍具有全世界最佳的经济、社会、规范和政府综合特征。 
 
 新加坡位居第五，是 2006 年排名最高的发展中国家。它也是前 20 名中唯一

的发展中国家。大韩民国排名第 21 位、中国第 25 位、马来西亚第 27 位和泰国第

29 位。南非(第 47 名)和毛里求斯(第 50 名)高居非洲国家的榜首。贸易发展指数排

名最后的 20 个国家要么是最不发达国家，要么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7 个转型

经济体国家――东南欧和独联体国家，包括俄罗斯联邦――与 2005 年相比，其贸

易发展指数分数出现了积极改进。罗马尼亚提高得最快，随后是阿塞拜疆和阿尔

巴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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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会议今天发布的出版物《2007 年发展中国家与国际贸易――贸易和发展

指数》 1 对该指数作了详细述评和解释。贸易发展指数是对全球贸易和发展效绩的

一项综合评估，它几乎融入了影响所有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贸易

和发展的几乎所有关键要素和指标。设计它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创新性的分析和

定基准工具，评估国家一级的贸易政策与发展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便促进发

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经济和社会平衡发展。今天在日内瓦发

布的该指数结果审视了有国家针对性的现实，并指出了贸易政策和社会经济福利

方面的结构、体制或金融瓶颈以及缺陷。 
 
 换言之，贸易发展指数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政府，特别是奋力摆脱贫困和增长

迟缓的国家政府，究竟如何更有效地参加全球贸易并从世界贸易中获益，以加速

国民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改善总的福祉。 
 
 今年的贸易发展指标按照政府和学术界的建议吸收了一些细化改进意见。为结

构和体制层面增添了三个新的内容：国内资金来源、国际资金来源和宏观经济的

稳定性。为贸易和发展效绩层面增添了两个新的内容――贸易表现和经济社会福

利。此外，还增添了若干新的指标，包括国内储蓄总额、偿还外债和短期债务总

额、规章制度质量和对腐败的管制、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平衡、女性占男性收入

的比例和在全部劳动力中女性劳动力的参与度以及作为一项教育指标的成人识字

率。因而，新的贸易发展指标包含 11 个组成部分和 34 项具体指标。 
 
 根据指标分析，发展中国家必须在例如人力资本、有形基础设施、金融中介、

体制质量、贸易效绩以及经济和社会福利等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然而，研究指

出了令人鼓舞的积极发展：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国内融资、经济结构、宏观经济稳

定性和环境可持续性方面获得的分数接近发达国家。大多数经济体如今在贸易开

放性方面较为类似。然而其他组成部分的差别表明，如果缺乏贸易和发展演进的

其他关键决定因素，单凭贸易开放所能取得的进展有限。 
 
 “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 ·巴尼巴滴博士说，“贸易发展指数是一项有价值的决策

和政策宣传工具，其目的在于帮贸发会议成员国指出其体制和政策环境以及发展

战略中的目前强项和弱项。为了使全球化富有包容性，我们需要使世界经济增长

具有人性化。这为研究贸易与发展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到 2015 年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的需要增加了紧迫感”。 
 

                         
1  《2007 年发展中国家与国际贸易：贸易和发展指数》(UNCTAD/DITC/TAB/2007/2, 2007 年联合国纽约和

日内瓦)该出版物可向联合国销售部门(地址如下)或许多国家的联合国经销处索购。欧洲、非洲和西亚的订购或询问请
寄：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ales Section, Palais des Nations, CH-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传真：+ 41 22 

917 0027, 电子邮件：unpubli@un.org；美洲和东亚的订购或询问请寄：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Two UN Plaza, 

DC2-853, New York NY 10017, USA, 电话：+ 1 212 963 8302 或+1 800 253 9646, 传真+ 1 212 963 3489, 电子邮
件：publications@un.org, 互联网：http://www.un.org/public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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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发展指标还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视野，从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到个别国家

之间的比较。今年新版指标的一个特征是对该项分析涵盖的 123 个国家中的每一

个备有系列国家概况介绍。这些概况提供了三组信息：选列指标；对 2005 年和

2006 年达到的贸易发展指标分数加以比较 (基于改进的细化方法 )；和个别国家自

上一年以来指标分数变化的程度和与其他国家表现的比较。 
 
 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和部分转型经济体国家的整体表现和追赶最富裕国家

的能力格外显著。这些国家新的经济份量，特别是七大新兴经济体――巴西、印度

、中国、大韩民国、墨西哥、俄罗斯联邦和南非――在贸易发展指数上得到了体现

。所有这七个经济体在 2005 - 2006 年期间贸易发展指数的分数都提高了，中国提

高得最快，其次是印度。平均而言，这七个国家的贸易发展指数分数高于其他发

展中国家，它们与 2004 年加入欧盟的十个国家的分数差距不大。 
 
 在发展中国家大类中，东亚和太平洋国家取得的分数最高，其次为中东和北非

国家，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国家的分数相近并大大落

后于其他区域。西欧和北美指数排名最高，幅度差距之大不足为怪。 
 
 发达国家取得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分数(395 分)高于欧盟新的十国(344 分)和发

展中国家(263 分)。在贸易表现方面，欧盟新的十国和发达国家分别为 108 分和

123 分，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分数(84 分)。 
 
 五个发展中国家(博茨瓦纳、牙买加、乌拉圭、喀麦隆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在 2005 - 2006 年期间贸易发展指数下降最大。在同一时期四个发展中国家改进最

多，它们分别是厄瓜多尔、洪都拉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阿曼。后两个国家是

国际能源贸易的关键角色，因而提升了它们在贸易表现指数方面的分数。 
 
 所有能源出口国，除马来西亚外，由于良好的贸易表现，其贸易发展指数分数

均高于 2005 年。最依赖初级商品的十个经济体中的八个，即马拉维、中非共和国

、冰岛、卢旺达、几内亚比绍、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和巴拉圭取得的贸易发展指

数分数高于 2005 年，主要原因在于其初级商品出口的价格升高。 
 
 贸易发展指标分析有助于在国际一级和国家一级作出知情政策决定的一个关键

结果是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一项基本规则，即 “投入组成部分的变化性越小，产出的

分数越高 ”。这一关系的一个政策含义是不合比例地过份强调数量有限的贸易和发

展目标可能只会产生微不足道的结果。 
 
 “素帕猜博士说，“单注重贸易自由化不可能取得预想的结果，政策制定者，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还需要推动其他措施，例如宏观经济和金融管理，

以及贸易扶持和产业政策。只有这样才能缩小与先进经济体之间的差距”。  
 
 过去五年有利的经济环境对于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尤为得天独厚。随着南南贸易逐渐

由边缘发展到成为世界贸易的一个关键驱动力，全球化现在越来越具有“南方面孔”，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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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指标显示，发展中国家通过采用切实和相互协调的政策框架支持南南贸易拓展并使

之更加牢固现正处于收获更多利益的地位。 
 
 今年的贸易发展指标还介绍了它的咨询委员会，它在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劳伦斯 R. 
克莱因教授主持下由各区域的著名学界人士组成。 
 

“克莱因教授解释说，“贸发会议为制定新的标准研究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确立了

牢固的框架，贸易发展指数量度的第二次发布扩大了国家覆盖范围，丰富了量化分析内

容并且包含了新的时间段。这对于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来说极为重要，它揭示了在如此

众多的国家仍然存在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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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贸易和发展指数：全球排名 
 

2006 年贸易发展 
指数排名榜 国  家 2006 年贸易发展

指数分数 
2005 年贸易 
发展指数 

2005 年贸易发展

指数排名榜 
1 美利坚合众国 743 751 1 
2 德国 696 689 2 
3 丹麦 691 687 3 
4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682 678 4 
5 新加坡 675 665 7 
6 日本 668 673 5 
6 瑞典 668 651 10 
8 法国 664 663 9 
8 挪威 664 665 7 

10 加拿大 650 650 11 
10 瑞士 650 668 6 
12 比利时 642 638 12 
12 冰岛 642 624 15 
14 芬兰 636 633 13 
15 爱尔兰 630 609 18 
16 澳大利亚 628 624 15 
17 奥地利 627 627 14 
18 新西兰 623 622 17 
19 西班牙 619 606 19 
20 以色列 610 595 21 
21 意大利 599 595 21 
21 大韩民国 599 596 20 
23 葡萄牙 593 589 23 
24 斯洛文尼亚 583 574 24 
25 中国 577 550 27 
26 捷克共和国 560 562 25 
27 马来西亚 556 562 25 
28 希腊 555 541 29 
29 马耳他 551 550 27 
29 泰国 551 537 31 
31 匈牙利 539 527 34 
32 波兰 537 532 33 
33 爱沙尼亚 536 539 30 
34 斯洛伐克 527 522 36 
35 立陶宛 526 537 31 
37 智利 522 515 38 
37 巴拿马 522 523 35 
37 乌克兰 522 508 41 
39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521 511 40 
39 科威特 521 501 43 
41 保加利亚 520 515 38 
42 拉脱维亚 517 515 38 
43 巴林 511 504 42 
44 哥斯达黎加 503 493 45 
44 越南 503 496 44 
46 阿尔巴尼亚 495 480 52 
47 墨西哥 493 481 50 
47 南非 493 481 50 
49 玻利维亚 491 466 62 
50 阿塞拜疆 490 475 56 
50 毛里求斯 490 473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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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贸易发展 
指数排名榜 国  家 2006 年贸易发展

指数分数 
2005 年贸易 
发展指数 

2005 年贸易发展

指数排名榜 
52 哥伦比亚 488 478 53 
54 阿根廷 486 471 59 
54 巴西 486 469 60 
54 罗马尼亚 486 464 65 
56 亚美尼亚 485 487 47 
57 白俄罗斯 484 483 48 
58 俄罗斯联邦 483 481 50 
58 乌拉圭 483 493 45 
60 约旦 478 469 60 
60 斯里兰卡 478 477 55 
62 格鲁吉亚 475 478 53 
63 秘鲁 474 455 69 
63 菲律宾 474 475 56 
65 摩尔多瓦共和国  473 466 62 
66 印度尼西亚 468 463 66 
67 圭亚那 465 457 67 
68 洪都拉斯 464 438 75 
69 萨尔瓦多 464 456 68 
70 厄瓜多尔 461 424 85 
71 沙特阿拉伯 459 442 73 
72 突尼斯 455 436 78 
73 阿曼 453 426 84 
73 土耳其 453 445 72 
75 柬埔寨 452 438 75 
76 牙买加 449 465 64 
76 马达加斯加 449 428 83 
78 乌干达 446 435 79 
79 多米尼加共和国 443 433 81 
79 尼加拉瓜 443 434 80 
81 肯尼亚 441 449 71 
82 巴拉圭 440 438 75 
83 阿尔及利亚 436 411 90 
83 坦桑尼亚 436 421 86 
85 博茨瓦纳 434 451 70 
86 印度 433 413 88 
86 黎巴嫩 433 437 77 
89 莱索托 432 403 95 
89 巴布亚新几内亚 432 418 87 
89 委内瑞拉 432 430 82 
91 塞内加尔 429 409 92 
92 卢旺达 425 409 92 
93 危地马拉 423 409 92 
9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423 386 102 
95 摩洛哥 420 406 94 
96 加纳 412 412 89 
97 埃及 407 399 98 
97 马拉维 407 380 107 
99 莫桑比克 404 392 100 
100 多哥 401 387 101 
101 马里 398 376 110 
102 孟加拉国 397 400 96 
103 巴基斯坦 395 381 106 
103 津巴布韦 395 380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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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贸易发展 
指数排名榜 国  家 2006 年贸易发展

指数分数 
2005 年贸易 
发展指数 

2005 年贸易发展

指数排名榜 
10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392 400 96 
105 乍得 392 354 118 
107 科特迪瓦 387 371 112 
107 毛里塔尼亚 387 394 99 
109 布基纳法索 386 386 102 
110 贝宁 384 377 109 
111 布隆迪 382 367 113 
112 中非共和国 381 362 115 
112 赞比亚 381 383 104 
114 埃塞俄比亚 379 373 111 
115 喀麦隆 373 382 105 
116 几内亚 372 365 114 
117 也门 370 362 115 
118 安哥拉 364 356 117 
118 刚果 364 324 122 
120 尼日尔 362 349 119 
121 尼日利亚 350 334 120 
122 几内亚比绍 339 327 121 
123 苏丹 326 319 123 

 

注：在 2005 年发展中国家与国际贸易――贸易和发展指数研究(2005 年 11 月)中的 2005 年贸易发展指数分数和排
名无法与 2007 年发展中国家与国际贸易――贸易和发展指数研究中的 2005 年贸易和发展指数数据相比，因为构成指
标，预算方法和国家覆盖范围都有变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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