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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班图精神表达了人之为人的精髓。我与你们紧紧相连，密不可分。

我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有归宿，我参与。 

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 

1. 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成员国，于 2021 年 10 月 3 日至 7 日在

巴巴多斯举行贸发会议第十五届大会(贸发十五大)视频会议，宣布我们正处于地

球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场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加速了这个转折点的到来。这些

危机的根源是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仍在肆虐的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以及

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 

2. 我们强调贸发十五大期间各项大型活动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世界领导人峰

会、民间社会论坛、全球商品论坛、性别与发展论坛、青年论坛以及创意产业与

贸易数字化论坛。这些活动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我

们的审议工作，为会议成果做出了重大贡献。 

  COVID-19 大流行 

3. 这场大流行可能会中止甚至逆转在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

方面取得的进展。已有数百万人染疫而亡。全世界有 1 亿多人陷入极端贫困，还

有更多的人营养不良。所有这一切可归咎于失去收入和就业等原因，而各国政府

财政拮据，无力弥合日益扩大的现金缺口。 

4. 妇女和儿童所受的影响尤其严重。我们现在面临的前景令人震惊：近几十年

来在性别平等以及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来之不易的成果将化为乌有。 

5. 这场大流行引发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国际经济萎缩之一。供应链中

断，世界贸易减少，企业关门，航空旅行几乎陷于停顿，世界旅游业遭受重创。

其造成的经济影响波及全球，但并不均衡，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冲击最大。 

6. 随着几款疫苗的推出，大流行似乎即将结束。然而，发展中国家在获得疫苗

方面仍然远远落后，而疫苗是公共卫生的关键要素。这可能对这场危机的规模、

范围和持续时间及其后果产生重大影响。这也反映了各国在采取行动时获得资源

和财政空间的机会不均，它们经历的经济复苏参差不齐，因此它们面临的发展前

景也各不相同。 

7. 随着我们最终实现疫后恢复，还有必要注意其他卫生领域的挑战，包括与传

染病和非传染性疾病有关的挑战。其中一项全球性挑战是抗菌素耐药性和随之而

来的超级细菌，这种超级细菌可能会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并对社会经济发

展和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产生不良影响。 

  气候变化 

8. 这场大流行来得真不是时候。一场对所有人的劫难已经威胁到最脆弱群体的

生死存亡。气候危机危及全球亿万人的安全和生命，所以切实执行《巴黎协定》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严重，而

且还在普遍加剧，影响到几乎每个国家的脆弱家庭，其影响预计将持续到 2022

年。长期干旱、热浪和全球变暖导致水资源短缺达到危险水平。洪水、飓风和野

火等剧烈天气事件因气候危机而日益频繁，威胁到国际贸易和关键供应链，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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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这突出表明，必须根据《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

险框架》优先考虑为减少灾害风险进行适当投资，以避免一再调用建设可持续经

济的资金。 

  全球共同利益危机 

9. 由于大流行和气候变化的共同影响，我们如今面临着一场全球共同利益危

机。这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卫生、教育、住房、安全和营养食物、清洁

用水以及体面工作，更不用说我们机构的韧性了。它危及每个人安全、自由、有

尊严地生活的权利和希望。 

10. 全球共同利益要求我们跨越信仰、文化和国籍，为我们相互关联的世界实现

共同的道德愿景；这一愿景的基础是普遍尊重人权，特别是根除结构性种族主

义、对妇女的结构性歧视以及所有无意识的偏见因素。 

  重振发展契约 

11. 不过，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我们可以加倍努

力，走出目前的不平等和脆弱性，迈向共同繁荣。疫情蔓延如此之快，使我们深

知，人类共同的命运将我们紧密相连，远甚于以往。在各国政府竭尽全力应对这

些挑战的同时，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我们还需要机构来推行有利于人类共

同命运的政策。 

12. 如果不加强国际合作，在疫情在每个国家消退之前，便不可能实现充分的全

球复苏。一切照旧的做法无法使世界经济反弹，无法避免环境进一步退化，也无

法确保所有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更不用说使发展不偏离正确的轨道了。这

场危机暴露并突出了需要解决的现有脆弱性和弱点。 

13.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重振发展契约。如果我们有勇气和想象力抓住

这个契机，我们现在就可以展望和塑造一条新的道路，走向一个更具韧性、更加

包容、更可持续的世界。 

14. 因此，我贸发会议成员国敦促各方作为当务之急处理以下优先事项： 

 (a) 重振多边主义。在这个风云变幻、危机四伏的时期，我们的首要任务

是重振多边框架。显然，战胜疫情并从中恢复，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都需

要国际社会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我们已经很清楚：这些目标包含在我们的和平

与繁荣蓝图中，即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在 2015 年通过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政治意愿，是提供执行手段，是加强实现这些目标的协

调办法，以解决阻碍世界实现共同繁荣所需变革的脆弱性和弱点。我们必须重振

几十年前在不同背景下创建的国际组织，确保它们契合当前的目标。最近，一些

方面质疑甚至抨击国际合作的价值，转而诉诸单边行动。现在是一个绝佳的机

会，让我们重申国际合作的相关性及其对人类生存的绝对必要性。同样重要的

是，要充分利用区域和区域间经济一体化的潜力，将其作为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驱动力。 

 (b) 解决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自由贸易和数字革命的推动

下，全球化进程给所有国家带来的好处不胜枚举，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受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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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当前的全球经济需要规则、文书和机构来确保高效和

充满活力的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利益得到最广泛、最公平的分配。我们必须特别关

注和支持最脆弱的群体：妇女和女童、青少年、残疾人、老年人、土著人民、移

民、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无家可归者和其他边缘化群体。 

 (c) 处理发展中国家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我们重申，我们承

诺贸发会议将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

展中国家和其他结构薄弱、易受冲击的小经济体、非洲国家、处于冲突和冲突后

局势的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提供支持。贸发会议还应继续其援

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方案。脆弱性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主

要障碍。我们必须继续制定和实施解决方案，以增强所有脆弱国家的韧性，提高

生产能力，实现经济多样化，为建设更美好的未来提供财政空间。但是，在我们

面临的所有威胁中，有一个尤其威胁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类自身的生存，这便

是气候危机。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而言，气候变化不仅

仅是一个不便的障碍，而且是一场阻碍它们建设可持续经济和社会的能力的危

机，是对它们生存的威胁。海地人民最近的遭遇是一个典型的悲惨例子：地震造

成数千人死亡，10 多万人流离失所，紧接着又是一场热带风暴。事实上，发展

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它们面对气候危机的脆弱性是永久性的，因

为它们受到海平面上升、飓风等更频繁、更剧烈的天气事件、降雨量的极端变化

以及气温升高导致海洋和陆地生物多样性发生有害变化的影响。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规划发展，因为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应对不是自己造成的危

机。保护地球的努力不仅发生在陆地上，也发生在海洋中。我们都需要健康的海

洋来拯救地球。因此，可持续管理世界海洋和海洋资源对于保护数以百万计的相

关从业人员的生计至关重要，其中包括从事渔业工作、海事工作和旅游服务的

人。 

 (d) 为可持续发展筹资。当前的疫情大流行暴露了发展中国家多层面的脆

弱性，它们易受各种外部冲击的影响，如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气候危机、自然

灾害和大流行病等。因此，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和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从外部冲击中恢复和建立复原力方面固有的脆弱性。投资的

作用，特别是在适应气候方面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为过。不过，发展中国家实

现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令人担忧的障碍之一是沉重的债务负担，这限制了它们

提供或改善实现增长和繁荣所需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能力。那些资产经常被

自然灾害破坏的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它们目前的债务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优惠和低成本融资

可能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使有这样的资金，由于财政空间有限，也很难获得和利

用。这可能会加剧债务的恶性循环。 

 (e) 决策和参与国际机构。我们坚决支持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和金

融机构决策工作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以建立更加有效、可信、负责和合法的机

构。 

 (f) 开展税务合作。必须在税务问题上进行公开、公平的合作，包括打击

因腐败、贪污和欺诈而导致的逃税和资本外逃。我们认识到，必须为所有人建立

公平、公正的国际税务标准，我们呼吁让发展中国家充分参与现有的国际税务合

作政府间论坛，最重要的是，这些规则必须平等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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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缩小数字鸿沟。世界的数字化转型影响着人们生产、工作、互动和生

活的方式。它为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以及人类共同繁荣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挑战，如劳动力市场混乱、侵权以及虚假信息传播等。问

责原则必须在数字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数字鸿沟已经扩

大。数字鸿沟目前加剧了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例如，在服务和设备是否可以负担

得起、可以获得方面存在挑战，尤其是对依赖在线教育的儿童而言。技能不足也

是数字鸿沟的一个特征，必须加以解决。在我们生活的数字时代，不让任何一个

人掉队意味着不让任何一个人掉线。利用和分享数字技术的各种最佳做法有助于

减少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差距和不平等。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以创造必要条件，将

数字鸿沟转化为数字机遇。因此，要弥合数字鸿沟，就必须对数字素养和基础设

施进行投资。 

  实现共同繁荣 

15. 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团结起来，对抗困扰这个世界的不安全因素。

目前的局势虽然严峻，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来重振发展契约，以解决众

所周知的脆弱性和不平等问题。我们可以从战胜大流行并从中恢复的努力中，吸

取积极的教训并取得可喜可贺的成果。同样，以团结有力的方式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所带来的挑战，可以创造各种增长机会，从而改善各地的状况。这种机会务必

公平分享。我们有能力通过一个能够带来更美好明天的重振之约，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一起。 

16. 这一未来将以类似于《布里奇顿协定》中所确定的转型为基础。我们期待着

贸发会议继续发挥重要的催化作用，增强这类转型的力量，并促进所需的政府间

行动，以产生所需的动力。在我们展望贸发会议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期待着

一个重振旗鼓的贸发会议和机构，帮助我们所有人响应从巴巴多斯发出的实现共

同繁荣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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