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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3时零 5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97 宏观经济政策问题 续  

 

(d)  科学与技术促进发展 

 

(e)  外债危机与发展(A/54/270/A/54/270/A/54/270/A/54/270/ A/54/370A/54/370A/54/370A/54/370

A/54/56A/54/56A/54/56A/54/56 A/54/94A/54/94A/54/94A/54/94----S/1999/518S/1999/518S/1999/518S/1999/518 A/54/170A/54/170A/54/170A/54/170 A/54/A/54/A/54/A/54/    

175)175)175)175) 

 

1.  NtakhwanaNtakhwanaNtakhwanaNtakhwana 先生 博茨瓦纳 表示他的代

表团赞同圭亚那代表代表 77国集团和中国所做的发

言 强调科学与技术的重要性并阐述了他的国家制

订的重点是重新确定课程的方针以便通过鼓励这些

学科的大学生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有关需求  

 

2.  发展中国家工业仍处于初创阶段 却需要

同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展开竞争  有利于技术转让

的外国直接投资应继续作为南北合作的主要内容  

科学与技术不仅对经济发展 对保护环境 自然遗

产 预测以及适应环境变化等方面也是至关重要的  

 

3.  债务偿付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

国家来说仍旧是一个沉重负担 对于它们向债权人

偿还不仅力不从心 而且是无法承受的重负 还债

问题危及到发展融资以及提供社会服务  

 

4.  重债穷国动议和科隆债务动议的崇高目标

是帮助解决债务危机  然而它们并非灵丹妙药  最

近在内罗毕举行的由博茨瓦纳总统 Festus G.  

Mogae 主持的非洲债务问题高级别研讨会的结论认

为 减免债务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必须同经

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目标结合起来 必须推动建立

政府负责制以及健全的经济管理  解决非洲债务问

题需要深入地了解其构成 性质和根源 并且必须

符合于经济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  必须减少对官

方发展援助的依赖  

 

5.  研讨会的与会者对科隆首脑会议上达成的

对重债穷国动议的修订以及为扩大动议标准以增加

社会内容特别是根除贫穷表示满意  他们指出必须

缩短减免债务的期限并放宽对财政和其他因素的严

格要求  他们还强调动议必须随着取消快到期的债

务而产生积极的净资金流动  必须保障减免债务所

带来的节余用于政府重点支出以及对所有非洲国家

实行双边或多边债务的部分取消  

 

6.  博茨瓦纳对美国总统最近宣布的对贫穷国

家百分之百减免债务的可能性表示感谢并吁请经济

合作和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效法这种

做法  

 

7.  GuglielmelliGuglielmelliGuglielmelliGuglielmelli先生(委内瑞拉)提请注意降

低初级产品特别是石油价格对其国家造成的负面影

响以及公共外债和偿债带来的沉重负担  尽管如此, 

委内瑞拉还是按时履行了它的国际义务,并设法将

其债务总额从 1993年年底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5%降

至 1998年年底占 22.4%  

 

8.  必须建立新的外债管理体制, 使资金用于

社会目的和支出,  对此希望得到债权国的支持   

委内瑞拉感谢联合国在外债方面所作的工作, 支持

旨在取得实际和具体成果而开展的各项活动 实施

重债穷国动议对于在中期把债务负担减至可行水平

具有特殊重要性   同样 加强国际合作以便持久

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问题对于巩固全球经济 促

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也是十分重要

的   必须鼓励外资和新资金流入 并通过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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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保护等项目来进行债务转换方案以减轻债务

负担   在和巴黎俱乐部的谈判中采取更大的灵活

性  重新制订还债期的条件也是可取的  

 

9.  多边机构必须修订其政策 特别是在以下

几方面 保证向发展中国家积极转让资金 降低利

率 延长偿债期限 在同商业银行的谈判中同债务

国合作等等  他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强有力

措施减免最贫穷国家 特殊情况下还有陷于严重困

境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债务 增加官方发展援助 把

资金用于改善经济增长的前景  

 

10.  委内瑞拉代表团对重债穷国债务重组的

一拖再拖表示忧虑 对降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初级

产品价格而引起的严重影响尤感不安   它同样感

到不安的还有缺少可使用资金用于扩大结构调整贷

款和重债穷国动议 即使目前能够接受这一支助的

少数国家也是如此  应该在债务负担按比例分配的

范围内增加双边捐助  从而使更多的国家受益于这

项倡议  

 

11.  1999 年 2 月在牙买加举行的十五国集团

第九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 委内瑞拉签署

了联合声明 并指出必须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

问题以便于国际金融体制和这些国家的经济都有

利 他的代表团还重申支持解决债务问题的科隆动

议并赞同给最贫穷国家以优惠待遇  

 

12.  SibekoSibekoSibekoSibeko先生 南非 同意圭亚那代表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所作发言 指出外债这一长期问题

耗尽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资金  发

展中国家的资金向工业化国家的净转移使他们长久

陷于不发达状态 而官方发展援助的持续减少使依

靠它求得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更加严重

同时 未实施首脑会议和其他会议上做出的承诺

以及只是表面上执行乌拉圭回合有关贸易谈判的结

果使这种形势更加恶化 另外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

状况也阻碍了外国直接投资  

 

13.  非洲经济委员会估计非洲的外债总额达

3500 亿美元 这对本地区所有国家都是无法承受的

重负  因此 南非对七国集团科隆声明表示满意  

希望通过降低承受限度指标和更多减少债务来实施

更广泛 更深刻 更快速的债务减免 以改善重债

穷国动议  新的指标必须考虑这些国家的偿付能力

原则 应使重债穷国动议具备足够资金 减少贫穷

方案与社会和人的发展之间的联系不应成为新的附

加条件  同时 为了使面对难于维持的到期偿债义

务的国家得到减免 还必须审议还债期限并明确规

定符合减免的标准  

 

14.  除了减免债务措施外 必须有新的资金流

向债务国 债权国和多边金融组织应继续提供减让

性资金援助以支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和稳定及

结构调整方案  既然那些从事非法转移资金的腐化

堕落的精英分子同时还指望其他人将资金投入非洲

经济令人无法容忍 非洲国家就应尽力解决资金外

流的问题  

  

15.  发展中国家需要额外资金来源以履行偿

债义务 为使贸易发展能够提供新的资源 必须取

消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框架内的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方

式 以利于发展中国家具竞争力的产品进入市场  

 

16.  非洲国家领导人正向贫穷 愚昧 疾病

落后 不发达和对非洲前途的悲观失望开展斗争

采取措施重树本大陆人民的尊严 消除对捐助者施

惠的依赖观念 南非总统不久前曾指出 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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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允许这样一种情形 一方面是全球的进步与发展

另一方面非洲却表现为倒退和不发达 新世纪应是

非洲的世纪 它在艰难复杂的复兴事业中需要国际

社会的支助  免除债务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

之一  

 

17.  CabactulanCabactulanCabactulanCabactulan 先生 菲律宾 表示支持圭

亚那代表代表 77国集团和中国的发言 他说持久解

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不应只是减免债务本身

还应该指导它们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 为

此 在减少债务额和降低还本付息的同时还应注入

新的资金 联合国决议一向主张必须有新的资金流

向债务国 债权国和多边金融机构必须继续提供减

让性资金援助 联合国帮助国际社会关注债务问题

从前连谈也不可能谈及减免欠多边金融机构的债务

的 而现在情况变了 有了重债穷国债务动议 近

三年来 联合国有关债务的决议一直强调加速深入

实施减免债务并灵活掌握资据符合减免的标准 现

在看来 决定点 和 完成点 的期限更为灵活了

根据科隆债务动议 可以把第二阶段缩短到不到三

年 降低承受限度的指标 巴黎俱乐部将取消债务

深度提高至 90%以上以及百分之百免除官方发展援

助的债务 这些都使进一步深化减债成为可能  

 

18.  菲律宾代表团欢迎克林顿总统关于百分

之百免除符合某些标准国家债务并鼓励其他债权国

采取同样作法的发言表示欢迎 然而 还应该做得

更好 应当使国际社会的这些愿望变为现实 必须

避免程序的复杂化 工业化国家应尽早提供捐助

向重债穷国动议融资 灵活性应当成为我们的通则

而不仅仅是例外情况 必须保障这一灵活性同样适

用于已经结束谈判的国家 必须重新审议灵活标准

范围内的国家 继续调整承受限度指标  

 

19.  假如忽略严重负债的中等收入国的债务

负担问题 债务问题就不能称其为完全解决 这些

国家完全履行了义务 有时甚至是以牺牲自己的社

会方案为代价 即使如此 金融危机和结构问题造

成的收入不足使它们难于顾及偿付债务  应该看到

这些中等收入国家在全球金融和贸易中占有相当比

重 除此 八十年代爆发的债务危机使它们无力解

决偿债问题  应当密切注视这种情况尤其是在私人

债务方面 并寻求其解决方式 这样做对各方面都

是有益的  

 

20.  ToussaintToussaintToussaintToussaint先生 海地 表示完全支持圭

亚那代表代表 77国集团和中国的发言 他指出 发

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在九十年代

初对经济发展十分乐观 那时 由于冷战的结束以

及地区各种冲突的解决带来了最稳定的政治气候和

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  尽管许多国家政府要付出相

应的社会代价 还是抓住时机实行经济改革和金融

调整的政策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以乌拉圭回合贸易

协定为特点的国际宏观经济局势 源于亚洲的严重

金融危机 尤其是最贫穷国家的持久债务负担击碎

了他们的期望  

 

21.  1994 年后海地政府建立了一个复苏和经

济现代化计划 重点包括重新安排偿还外债时间

开始在巴黎俱乐部框架内同债权人谈判 尽管海地

的伙伴们表示很理解 但提供的减免措施却筹措不

到经济起飞的足够资金 有鉴于此 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在 1999 年 7 月 27 日题为 支持海地的长期战

略和方案 的第 E/1999/11 号决议中指出了特别对

待海地的外债问题的必要性  遗憾的是海地严重的

经济形势尚未说服世界的主要债权国将其列入重债

穷国动议的受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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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海地政府赞赏近来采取的科隆债务动议

措施 2000 年大庆宣传运动案及美国总统关于将免

除穷国双边债务的讲话 由于债务问题造成贫穷和

社会的不安定 我们希望在执行这些措施时不附带

歧视和限制条款  

 

23.  AlaujaliAlaujaliAlaujaliAlaujali 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表示同意圭亚那代表代表 77国集团和中国的发言

指出联合国意识到债务问题带来的恶果是制约重债

穷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使之无力顾及本国人民的基

本社会需求 这种情况的受害者首推妇女 儿童和

老人  

 

24.  自从八十年代债务问题变得不可收拾 偿

债就成为越发沉重的负担 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

穷人无力影响涉及自身前途的决定 非洲国家更是

如此 除了经济问题外 还面临着自然灾害的影响

债权国强加的苛刻条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与人民

实际意味着政治扼杀 尽管一些债权国有着良好的

愿望 但无法建立起解决问题的公正机制  关于免

除和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已经提出了许多建议

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同重债穷国动议一样反映具体实

际 而不要强加援助条件  

 

25.  既然发展中国家除了参加北方债权国和

多边金融机构事先安排好的谈判外别无选择 仅仅

就事论事地讨论债务问题就是不公正的 这种谈判

结果对发展中国家从来就不公正也不足为奇 国际

社会应当尊重各国人民的发展权利并表示建立一个

和谐 公正 公平体制的政治愿望 共同努力切实

执行联合国文件阐明的原则  

 

26.  Choi SeokChoi SeokChoi SeokChoi Seok----YYYYoungoungoungoung先生 大韩民国 指出

秘书长关于发展中国家债务近况的报告 A/54/370

表明重债穷国面临严重问题 同时中等收入的发展

中国家也因亚洲危机而困难重重  债务使许多发展

中国家不堪重负并极大阻碍了它们为消除贫困和争

取可持续发展的努力 减免债务不应被当作最终目

标 而应是帮助这些国家摆脱贫穷 实现社会与人

的发展的手段  

 

27.  债务负担问题复杂深刻 相互联结 因此

指出在消除贫穷与宏观经济问题的联系上正在达成

的共识非常重要 债务减免战略必须是全面的 要

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利益 虽然人们承认重债穷国动

议有助于建立一个解决债务问题的机制 但到目前

为止它的实施进展缓慢  尽管如此 布雷顿森林机

构对倡议的评价是积极的 在加速深刻广泛地减免

债务方面 科隆债务动议和强化重债穷国债务的动

议以及为减少贫穷和推动经济的新的偿债办法都是

重要的步骤  他的政府欢迎这些倡议, 正在研究向

世界银行设立的负债沉重穷国信托基金捐助的可能

性   

 

28.  必须树立将这些建议付诸实现的政治意

愿  在国际范围内 应该继续给发展中国家提供适

宜的条件 使其摆脱贫穷和不发达状态  在各自的

国内方面 应当制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在执行过程中具备透明度以及参与意识 并特别关

注社会各个方面  在与重债穷国动议相连的结构调

整中 政府的社会政策应当成为关键因素  他的政

府也担心 尽管采取了良好的政策 一些中等收入

的国家的情况正在恶化 由于结构性障碍或外部危

机而面临无力清偿债务问题  他希望国际社会在这

方面采取适当措施  

 

下午 3时 55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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