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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 
 

• 在最不发达国家有 2.77 亿人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这意味着 2005 年这

些国家中 36%的人口每日的收入不到 1 美元。这比 1994 年下降了

44%。用以衡量贫困的是 1985 年的购买力平价，它能够对不同国家的生

活费用作出比较。 
 
• 除了极端贫困形式外，还有一种更为广泛的贫困形式，“总体贫困”，它包

括所有每日生活费不到 2 美元的人(按 1985 年的购买力平价)。由于这一

贫穷门槛比较高，2005 年最不发达国家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贫穷中。

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没有足够的收入满足食物、居住、医

疗、教育和其它物质福利方面的基本需要。2005 年总的贫困率比 1994
年的高峰期下降了 81%。 

 
• 从 2000 年到 2005 年，最不发达国家中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数实际增加

了。每日靠不到 1 美元为生的人口从 2.65 亿增加到 2.77 亿，每日靠不到

2 美元为生的人口从 5.35 亿增加到 5.81 亿。尽管贫困率下降了，但最不

发达国家的总人口快速增长，因此造成穷人人数的增加。 
 

                                                 

* 联络地址：Press Office, +41 22 917 5828 unctadpress@unctad.org，http://www.unctad.org/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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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最不发达国家每日靠不到 2 美元为生的 5.81 亿穷人的分布情况如

下：非洲 3.75 亿、亚洲 2.04 亿和小岛屿最不发达国家 200 万。 
社会发展趋势与千年发展目标 

 
• 最不发达国家若要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其整体极端贫困率到 2015

年就得减少 20%。然而，贸发会议的预测显示，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

去，到 2015 年这些国家的极端贫困率将达到 33%。这意味着到 2015 年

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要比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超出 1.16 亿。 
 
• 在三分之一的最不发达国家中，平均食物消费低于维持恰当体能最起码的

水平。2002 年这些国家营养不足人口的比例占 31%，是其他发展中国家

这一比例(17%)的两倍。预计近一半的最不发达国家到 2015 年无法实现

将饥饿人口的比例减少一半的千年发展目标。 
 
• 初级教育是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最大的一个领域。最不发

达国家初级教育的净入学率由 1991 年的 47%上升到 2005 年的 76%。小

学女孩与男孩比的入学率由 1991 年的 0.79 上升到 2005 年的 0.89。  
 
• 截至 2002 年，最不发达国家每百名活产儿中有 14 个在 5 岁之前死亡。

这一比例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出一倍，这些国家每百名活产儿中 8 个不到

5 岁死亡。  
 
• 2004 年最不发达国家无法得到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占 37%。这一比例

仍然很高，但比 1991 年的 47%下降了。  
 

全球粮食危机与最不发达国家 
 

• 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将收入的 70%-80%用于粮食。因此，2007-2008 年国

内粮食价格的暴涨对它们的打击最大。 
 
• 2004-2006 年，50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 36 个为粮食净进口国。这意味着

更高的国际粮价将导致粮食进口开支增加，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已经存在的

贸易逆差更加恶化。 
 
• 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缺乏为其人口生产粮食的能力，部分是因为其决策者

长期以来忽视农业。例如，用于农业研究和发展的公共开支 2004 年仅占

农业 GDP 的 4.2%，不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水平的一半(10.7%)。  
 
• 至 2008 年 6 月，有 8 个最不发达国家因粮价暴涨发生粮食暴乱：布基纳

法索、几内亚、海地、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塞内加尔、索马里和也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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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 
 

• 2005 年和 2006 年，最不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群体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超过了 7%。这是 30 年来最强劲的增长业绩。 
 
• 2005 年到 2006 年，以下经济体的增长超过了 7%：阿富汗、安哥拉、不

丹、柬埔寨、埃塞俄比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尔代夫、毛里塔尼

亚、莫桑比克、缅甸、塞拉利昂和苏丹。 
 
• 最不发达国家之间最近的经济增长差别很大。虽然最不发达国家近年来实

现了 GDP 整体增长 7%的记录，但是其中有 16 个最不发达国家  (占总数

的三分之一) 的人均 GDP 增长不到 1%，或下降了。 
 
• 2004-2006 年，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出口额增长了 80%，2006 年达到

990 亿美元。如同 GDP 增长一样，出口增长的分布也不均衡。2004-
2006 年最不发达国家 76%的总商品出口增长来自其中的石油和矿产品出

口国。 
 
• 2006 年，绝大多数的最不发达国家的 (50 个中有 42 个) 商品贸易为逆

差 (即进口高于出口) ，  并且在其中的 37 个国家，2006 年的逆差大于

2003-2004 年的逆差。  
 
• 石油和粮食加起来占最不发达国家 2006 年进口商品的 30%。这一比例远

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19%的比例。  
 
• 最不发达国家吸引的从外国直接投资 (外资 )比例下降了。2006 年投往这

些国家的外资仅占 0.7%，低于 2003 年的 1.9%。2006 年最不发达国家

的外国直接投资为 94 亿美元。  
 
• 最不发达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汇出境外的利润由 2000-2003 年的 37 亿美

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123 亿美元，年平均翻了两番。 
 
• 发达国家和 /或富国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由 2000 年的

170 亿美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280 亿美元(按实际价值计，即排除通胀效

应)。然而，这一增长实际上只不过扭转了 1990 年代的下降趋势。2006
年，每个最不发达国家居民平摊的实际官方发展援助净额比 1990 年低

17%。 
 
• 2006 年在境外工作的最不发达国家国民寄往母国的汇款达到 130 亿美元

的创记录水平。汇款对于海地、莱索托和尼泊尔尤为重要――占其国民总

收入的 15%以上；对于佛得角、冈比亚、几内亚比绍和乌干达来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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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国民总收入的 9%-13%。对于所有最不发达国家来说，总的境外汇款占

国民总收入的 3.9%，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比例(1.7%)高出一倍。 
 
• 最不发达国家中外劳汇款的最大接收国为孟加拉国――2006 年收到 55 亿

美元――和也门、尼泊尔和科摩罗――分别收到 10 亿美元以上。  
 
• 最不发达国家全部外债积存量在连续三年增长之后，2004 年达到创记录

的 1,630 亿美元。2005 年这一水平下降到 1,570 亿美元，2006 年更是大

幅度下降到 1,320 亿美元。这一下降主要归因于执行了增强的重债穷国倡

议和 2006 年通过了多边债务减免倡议。 
 

发展伙伴 
 

• 迄今，35 个最不发达国家已制定了全面减贫战略文件，有 17 个国家已完

成了第二份全面减贫战略文件的定稿。 
 
• 最为依赖官方发展援助的最不发达国家为：阿富汗、布隆迪、刚果民主共

和国、几内亚比绍、基里巴斯、利比里亚、马拉维、卢旺达、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索罗门群岛、东帝汶和图瓦卢。这些国家官方发展援助 2006 年

占 GDP 的四分之一以上。 
 
• 2006 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中的下列国家实现了第三次联合国最不

发达国家会议  (2001 年在布鲁塞尔举行 ) 商定的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的目

标：比利时、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挪威、瑞典和联合王国。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