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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大会 

巴巴多斯(视频会议) 

2021 年 10 月 3 日至 7 日 

  内陆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上的

部长宣言 

 我们，内陆发展中国家的部长，在 2021 年 10 月 3 日至 7 日举行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贸发十五大)之前举行了视频会议， 

 回顾《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到 2030 年消除极

端贫穷和饥饿的目标；《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

程》；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巴黎协定》， 

 回顾第二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内陆

发展中国家 2014-2024 年十年维也纳行动纲领》， 

 回顾在贸发十四大框架内通过的内陆发展中国家《部长公报》， 

 注意到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高级别周框架内 2020 年 9 月 23 日在纽

约举行的第十九次内陆发展中国家年度部长级会议通过的《部长宣言》， 

 注意到 2020 年 9 月 23 日在上述年度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在剩余年份加快执

行《维也纳行动纲领》的路线图，其中强调了优先行动领域，并为实现《维也纳

行动纲领》目标和指标提出了具体交付成果， 

 1. 认识到 COVID-19 大流行对我们各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有可能使

多年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危机发生前，内陆发展中国家就已经属于世界经济中

处境最不利的国家，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其脆弱性。边境关闭以及贸易和运输网络

中断进一步孤立了依赖周边过境国进入全球市场和获得许多基本商品的内陆国

家。初级商品需求下降导致许多内陆国家的财政收入缩水，进一步减少了可用于

抗击疫情和支持最弱势人口的资源。财政支出增加和财政收入减少意味着我们许

多国家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有可能加剧这场危机对发展的长期影响。 

 2. 呼吁全球团结一致，在那些最脆弱的国家抗击这一大流行病及其后

果，包括确保它们能够公平地获得疫苗和必需的医疗设备及支持，以减轻疫情的

经济影响。鉴于内陆发展中国家因其特殊的地理制约和预算限制而面临物流、运

输和过境相关挑战，国际社会还应在获得和分发新冠疫苗方面给予它们特殊待

遇。在这种背景下，二十国集团和全球金融机构的暂缓偿债倡议应延长至疫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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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并扩大到包括私营部门债权人。此外，还应扩大对最脆弱国家，包括内陆发

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 

 3. 认识到我们各国甚至在疫情之前就面临重大挑战。2014 年以来，内陆

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有所放缓，达不到实现《维也纳行动纲领》和可持续发

展目标所需的水平。同样，与 2014 年相比，内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商品出口中

的份额没有翻倍，而是有所下降。 

 4. 认识到我们的地理位置和对过境运输的依赖以及需要多次出入境继续

对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构成障碍。贸易成本高仍然是内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

最突出的共同挑战，这削弱了我们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提高了进

口价格。这些障碍加在一起，导致工业化和结构转型更难实现，使我们许多国家

陷入了对初级商品的依赖。打破这一依赖需要对国内运输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简

化过境手续，改善运输基础设施、物流和过境贸易程序。 

 5. 认为鉴于过境、运输与贸易便利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应探索创新办

法，以整体方式处理这些问题，解决运输和物流成本上升带来的限制，这些限制

阻碍内陆国家利用比较优势有效参与区域价值链。 

 6. 申明我们承诺进一步努力探索这种创新办法，以改善运输网络和贸易

物流之间的联系，包括贸易便利化，呼吁重启过境国之间的参与和合作，并开展

区域合作，为执行区域过境协定取得切实成果。为此，还需要增加国际支持措

施。 

 7. 呼吁发展伙伴大幅增加对内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援助资金分配，侧重

在出口多样化、增值和创造就业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的部门。我们还呼吁国际社会

支持我们和周边过境国执行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 

 8. 认识到我们大多数国家仍然高度依赖商品出口，使我们的社会容易受

到价格冲击、不平衡增长和低收入陷阱的影响。克服对初级商品的依赖和实现持

续和包容性增长需要努力实现出口多样化和结构转型。 

 9. 回顾指出，生产能力建设是加快结构转型、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关键战略。生产能力建设还可以降低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

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与健康相关的冲击。COVID-19 后的发展政策和战略应将

生产能力建设放在首位，以建设复原力，实现包容性增长，并启动经济结构转型

进程。这应当包括追求一致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其他部门政策，包括创业、

创新和技术升级。 

 10. 确认贸发会议在生产能力概念方面开展的工作，敦促贸发会议继续这

方面的工作，以期制定针对具体国家的生产能力建设政策和方案。目的应该是调

整国内政策，以发挥内陆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缓解对发展的主要约束性制

约，并制定国家自主的、前瞻性和全面的多年期和多部门干预方案。 

 11. 欢迎贸发会议开发的新政策工具――生产能力指数，请贸发会议在发展

伙伴的支持下运用该工具，对内陆发展中国家开展生产能力缺口评估，并确定有

助于我们各国建设生产能力的政策和措施。我们呼吁贸发会议加强支持内陆发展

中国家提高生产和供应能力的工作，包括制定一个专门的生产能力方案或建立一

个专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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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表示赞赏贸发会议为综合处理过境运输和贸易便利化制定的创新方

法，目的是执行区域贸易协定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过境走廊范围内现有的过境

协定，并呼吁强化综合框架和发展伙伴进一步支持这一举措，同时确保内陆受益

者积极参与，以取得成功。 

 13. 确认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对创造生产能力的潜在帮助，并指出为关乎

我们各国利益的产品提供有效市场准入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贸发会议

开展研究，以确保运输成本不会给内陆国家满足原产地规则的要求带来不当的负

担，而原产地规则是在优惠贸易安排下改善市场准入的关键。我们呼吁我们的贸

易和发展伙伴减少市场准入壁垒，并取消不必要的非关税措施。 

 14. 确认贸发会议为支持内陆国家，在研究和分析、政府间建立共识和技

术援助这三大支柱方面开展了重要工作，包括在过境走廊运营、贸易便利化、贸

易物流、海关程序自动化、商业便利化、投资促进、投资政策审评、贸易政策分

析、电子商务就绪程度、科技政策、培养创业能力、支持出口多样化、债务管

理、宏观经济政策和支持结构转型的政策等领域。我们感谢贸发会议为促进我们

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为实现《维也纳行动纲领》的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所

做的工作和贡献。 

 15. 重申我们在贸发十四大部长宣言中发出的呼吁，即增加人力和财政资

源，加强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特别方案司，特别是内陆发展中国家科。 

 16. 由衷赞赏蒙古作为设在日内瓦的内陆发展中国家集团协调员所做的努

力。 

 17. 由衷赞赏和感谢巴巴多斯人民和政府为支持贸发十五大的成功举办(以

混合方式举办)所做的精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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