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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虽然最贫穷国家渡过了经济衰退，但仍深陷于 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周期 

 
报告强调，最不发达国家必须实现产品多样化和经济 现代化，才能大幅度持久减少贫困 

 
2010 年 11 月 25 日，日内瓦――虽然最不发达国家 1 安然渡过了全球经济下滑，结果好于一般预期，但是
目前仍陷于长期困扰其经济发展的繁荣－萧条的循环周期……，中期前景堪忧，贸发会议《2010 年最不发
达国家报告》2 如此警告说。 
 
报告建议，世界上 49 个最贫穷国家必须发展生产能力，也就是通过扩大投资和创新，能够高效率地生产
更多的具有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否则，它们将难以摆脱贫困，结束长期的弱势状态。在目前高

度依赖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制成品出口的模式下，报告认为，即使在繁荣期间，也没有对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有多大帮助。使用新的贫困人口数据，报告估计，在 2002-2007 年繁荣年份，贫困人口仍每年增加 300
万人，2007年估计达到 4.21亿人，是 1980年代的两倍。 
 
今天发表了题为“建立支援不发达国家的新国际发展架构”的报告。报告认为，最不发达国家需要采取新

的发展战略，也需要新的国际发展架构来支持它们这样做(见 UNCTAD/PRESS/PR/ 2010/47)。 
 

                                                
* 联系方式：Press Office：+41 22 917 5828, unctadpress@unctad.org, http://www.unctad.org/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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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汗、安哥拉、孟加拉国、贝宁、不丹、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

民主共和国、吉布提、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基里巴

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

克、缅甸、尼泊尔、尼日尔、卢旺达、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索马

里、苏丹、东帝汶、多哥、图瓦卢、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瓦努阿图、也门和赞比亚。 

2
 《2010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建立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新国际发展架构”》(出售品编号 E.10.II.D.5, ISBN 978-92-

1-112813-0)，可按以下地址向联合国销售处购买，也可向联合国在许多国家的销售代理商购买，价格：50 美元(发展中国

家居民可享受 50%的优惠，最不发达国家居民可享受 75%的优惠)。欧洲、非洲和西亚国家的居民可向以下地址订购或咨询：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ales Section, Palais des Nations, CH-1211 Geneva 10, fax：+41 22 917 0027, e-

mail：unpublic@un.org；美洲和东亚国家的居民可向以下地址订购或咨询：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Two UN 

Plaza, DC2-853, New York, N.Y. 1001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elephone：1 212 963 83 02 or 1 800 253 

9646, fax:1 212 963 3489, e-mail:publications@un.org。internet: http://www.un.org/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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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荣年份，最不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年平均增长率为 7%。但其对商品依赖程度总体有增无减。在 49 个最
不发达国家中，过半以上制成品占国家总附加值的比重实际上有所下降。对初级商品出口依赖在增加；出

口更趋于集中而不是呈现多样化(见图)；国内储蓄增长十分缓慢(石油输出国除外)，经济上更加依赖外国资
金，自然资源快速枯竭。报告认为，所有这些缺陷都在阻碍最不发达国家的后危机时代的发展前景。 
 
报告指出，全面放开贸易和资本流动没有自动带来经济的多样化。注重发展国内生产能力是创造较高收入

就业的必要条件。随着最不发达国家的人不断增加，每年都将有更多的人需要就业，越来越多的人到农业

以外寻找工作机会。报告说需要采取“投资带动增长的政策”。 
 
2002 年至 2007 年繁荣期间，“迅速的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只有些许效果”。报告估计，2007 年最不发达
国家总人口中有 53%生活在赤贫之中。虽然实现联合国普及小学教育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但只有少数国家有可能实现多数千年发展目标，到 2015 年达到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寥寥无几。报告
将此时期最不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概括为“不可持续”和“不包容”。 
 
经济增长对缩小最不发达国家农业生产力的差距似乎也没有起到多大积极作用。“鉴于国内供给反应能力

薄弱，最不发达国家经济扩展的同时，粮食进口大增，从 2002 年的 90 亿多美元增至 2008 年的 240 亿美
元”。 
 
口集中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和衰退造成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增长严重放缓。安哥拉、乍得、赤道几内亚和塞拉
利昂等石油和矿产品出口国以及马尔代夫、萨摩亚和所罗门群岛等小岛屿最不发达国家出现了特别不利的

后果。 
 
直接的“金融传染”在有些情况下很严重，但一般而言影响有限，因为最不发达国家金融不发达，融入国

际资本市场的程度较低。但是通过国际贸易造成的冲击不可小觑。最不发达国家出口收入紧缩(2009 年下
降 26%)是危机传输的主要渠道，主要因为 2008年第四季度和 2009年第一季度世界需求萎缩，商品价格暴
跌。此外，2009年流入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前一年相比减少 13%，国外汇款似乎较为稳定。在
最不发达国家政府亟须采取经济刺激措施的时候，却受制于公共收入的减少。例如，在非洲最不发达国

家，“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有数据的 29 个国家约有一半出现下降”，石油和矿产品出口国

下降幅度最大。 
 
总体增长指数表明，2009 年最不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 4.3%，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它们抵御衰退能力表明危机并没有影响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只是部分改变了以前的例外繁

荣局面。2009 年最不发达国家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但因该年度商品价格反弹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和区域发展银行为应对危机增加官方发展援助而得到一定改善。多数最不发达国家避免了进口大幅减少，

只是有些国家出现严重财政紧缩。 
 
由于 2009 年 19 个最不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危机的社会成本预计是巨大的，特别是在 2008 年粮
食和燃料价格飞涨之后。贸发会议认为，这些影响可能是长期的，即使宏观经济变量将出现反弹。因为许

多贫困家庭的应对战略(如出售资产或孩子辍学)往往影响长期福祉。 
 
证据表明，全球衰退致使就业水平大幅下降。“例如，在柬埔寨，2008 年第四季度和 2009 年第一季度成
衣业生产下滑，便丧失了 63,000 个工作机会。据估计，2009 年头三个季度建筑业已失去 30%的工作机
会”。同样，刚果民主共和国采矿活动减少也损失了 10万个工作机会。 
 
报告说，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着艰难的中期前景。由于投资水平低和金融发展缓慢继续造成严重问题，最不

发达国家将主要依赖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复苏速度和国际捐助国的更多援助。然而，援助国似乎不愿意

加大援助力度。同时，“新的多边借贷虽然可能减缓这些国家经济下滑，但也会加速外债积累。尽管欠官

方债务人的债务仍低于 2000年代初的水平，但处于中位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2008年至 2009年外债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了 1.5%，达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5%。到 2010年 4月，10个最不发达国家政府已
陷入债务困境，另外 10个最不发达国家也有可能陷入债务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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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家类别出口产品集中指数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贸发会议 GlobStat数据库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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