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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大会 

内罗毕 

2016 年 7 月 17 日至 22 日 

  高级别会议：培养最脆弱经济的抗御能力 

  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摘要 

1. 一个由部长、国家机构主管、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包括学术界的参与者组成

的高级别小组就造成社会、经济和环境脆弱性的根本原因以及培养经济抵御能力

以应对相关挑战的重要性进行了讨论。高级别会议探讨的具体问题包括︰ 

(a) 哪些因素对近期各经济体脆弱性的增加负有责任？ 

(b) 经济体如何培养抵御冲击的能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c) 发展中国家如何在迅速恶化的全球环境中促进性别包容并减少不平等

现象？ 

(d) 脆弱经济体有哪些减少灾害风险的手段和工具？ 

(e) 和平和安全与抗御能力培养之间有哪些联系？ 

2. 会上的讨论丰富且发人深省，侧重于关键的政策和业务问题，包括应对弱势

群体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人需求的政策和战略。在解决多重冲击的根源及其后

果的方式和方法以及缓解这些后果所需行动(包括培养经济抗御能力、建设社会

安全网和相关机制或手段)方面，小组成员意见趋于一致。 

3. 关于脆弱和最脆弱经济体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脆弱性的成因及后果，小组成

员提出了若干关键问题，包括︰收入和机会不平等，包括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存

在技术差距或数字鸿沟；缺乏获得基本服务和生产性资产的途径；贫困现象加剧

和普遍化；缺乏体面的就业机会； 在政治决策中没有发言权，没有权力；性别

不平等和对赋予妇女权能的抵触；内乱、冲突和政治不稳定等问题(同时存在或

 
联 合 国 TD/511 

 

 

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  

Distr.: General 

21 July 201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TD/511 

2 GE.16-12693 

单独存在)。这些问题造成风险、不确定性和固有的脆弱性。此外，小组成员指

出：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全球初级商品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波动性；过度

依赖少数几种初级商品的出口；以及效率低下的(国内和国际)经济治理同样造成

了对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的外来冲击、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例如，最近的经济和

金融危机使得发展中国家易受外来冲击。这场危机还强调了宏观经济政策在处理

此类冲击和为具有抗御性、强有力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方面可以发挥的积

极作用。同样，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干旱、洪水、飓风和其他自然灾害，作为气候

变化的后果，也有碍于社会经济复兴并加剧了风险、不确定性和脆弱性。风险和

不确定性还影响了各国和各个社区培养其生产能力、进行经济转型和建设有形基

础设施的能力，给消除贫困和实现国际商定目标(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

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4. 关于社区、国家和全球各级的政策和策略，存在一种谅解，即没有任何单一

的框架或蓝图能够供所有国家或社区来有效解决脆弱性问题并培养经济的抗御能

力。然而，广泛的政策选择和行动可包括以下内容： 

(a) 解决改善防火墙(社会安全网)的需求以保护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如妇

女和儿童； 

(b) 实施健全的政策和战略，促进具有包容性和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 

(c) 通过产业化，包括初级商品多样化和增值，建设生产能力并促进经济

结构转型； 

(d) 开发系统和机制，以减缓冲击对穷人和贫困社区的影响，重点放在农

业社区； 

(e) 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扩大农村的非农服务，并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f) 加强私营部门在发展中的作用，尤其侧重小型和中型企业； 

(g) 创造体面的工作，特别是为青年； 

(h) 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的国际规则与制度以及国内政策和战略之间

创造更好的连贯性，并加强国内资源调动。 

5. 另外，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通过处理收入不平等为所有人扩大机会，改善

获得资金以及保健、卫生和教育等其他社会服务的机会，建立实体和技术基础设

施以及制度，对有效解决脆弱性的根本原因非常重要。对穷人需求作出回应的国

家和社会机构(如公共行政机构、法律机构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对降低经济、环

境和社会脆弱性同样重要。 

6. 旨在减少对经济冲击的脆弱性的进一步政策议题需要纳入针对自然灾害、疾

病、残疾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行动，这些都是发展人力资本和创造机会的关键。

旨在降低脆弱性和培养经济抗御能力的整体政策和战略应包括下列内容：将基础

设施和知识带给农村和城镇的贫困地区，以在地方(社区)、区域和次区域各级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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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资产恶化和赤贫问题；建设促进包容性发展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创建促进增长

和公平的公共行政部门；促进性别平等。 

7. 小组成员的共识是，风险和脆弱性并非静态而是动态的，因而很难预测结果

或精确量化关键的决定因素。尽管存在这种挑战，各国抵御(经济、政治或环境)

冲击更深入和更广泛的破坏性影响的能力各异。这取决于整体经济抗御能力、人

力资源和体制能力的水平以及以此为宗旨而实施的政策和战略。培养经济抗御能

力需要全面的政策和战略以及一系列体制性和参与性方针，以此作为基础广泛和

具备包容性的发展的基础，这种发展赋予所有公民权能并确保性别平等、减少收

入和机会的不平等并协助社会中的贫穷和弱势群体建设生产性资产。在这方面，

国际支持措施如：市场准入；官方发展援助；增加投资流动，包括外国直接投

资；技术援助及技术转让等，必须为发展中国家及其社区培养经济抗御能力作出

贡献。 

8. 小组成员鼓励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与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合作，参考本国公

民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脆弱性，制订各项机制、政策和战略。这些政策和战略应包

括体制改革以促进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调动国内资源并遏制非法资金流动，

还应该在经济治理和管理中实施问责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