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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 凡是提到这种

编号 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本出版物所采用的名称及其材料的编写方式 并不意味着联

合国秘书处对于任何国家 领土 城市 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

位 或对于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 表示任何意见  

 

本出版物的材料可自由援引或翻印 但需说明出处 应向

贸发会议秘书处提交一份载有文件引文或翻印部分的出版物  

UNCTAD secretariat, Palais des Nations, CH-1221 Geneva 10, 

Switzerland  

 
 
 

本报告的英文 法文和西班牙文的文本也可从下列因特网网

址查询 http //www.uncta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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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会议秘书长的致词 
 

 
 

 贸发会议在新的世纪的第一年从事于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反响的两项主要活动

其一是 2000 年 2 月在曼谷举行的贸发会议第十届会议(贸发十大) 其二是为将于

2001 年 5 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作好准备工

作  

 将贸发十大说成是国际上讨论发展问题的转折点一点也不过分 当前的全球化

倾向既带来了希望和影响 也引起了忧虑和不安 这种情绪弥漫着整个贸发十

大 并在会议通过的 行动计划 中反映出来 最重要的是 在贸发十大开始形

成一种新的共识 强调在全球化进程中社会方面的重要性 指出这一进程必须是

一种能兼顾各方利益的现象 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穷的国家也会有利  

 这一点把我直接带到了第三次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在布鲁塞尔处理的关键问

题上 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着当今最艰巨的挑战 通过可持续发展根除贫穷 要实

现这一目标 就必须进行基本的政策改革并取得强有力的国际支持 遗憾的是

过去 20 年来取得的进展并不令人感到乐观 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具

体和立足于行动的解决办法 我们就是抱着这些目标为会议进行准备的 我们在

2000 年 7 月政府间筹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上提出了一个 行动纲领 草案供讨论

和谈判 本报告记述了 2000 年会议筹备工作的最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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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还突出贸发会议作为一个专门知识机构和一名联合国大家庭成员所开展

的活动 在这方面 贸发会议就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更紧密地融合到世界经济中

去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方法供讨论 这种辅助工作是建立共识和进行国

际谈判所必不可少的 我满意地注意到成员国和市民社会对我们在这方面开展的

活动均表示欢迎  

 此外 本报告回顾了我们在去年一年中所开展的活动 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全面

介绍所有的活动 而只是指出我们是朝着哪个方向去履行我们的职责的 因此

这里记述的各种活动所占相对比重反映了贸发会议如何调动其有限资源来应付国

际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面临的挑战 在这个意义上 尽管本报告基本上是溯及既

往 但也含有高瞻远瞩的成分 我希望读者能注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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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主要政府间活动 

 

A. 贸  发  十  大  

 贸发十大是新千年的首次重大国际经济聚会 会议于 2 月 12 日至 19 日在泰国

曼谷举行 强有力地要求帮助有被全球经济边缘化危险的国家 为期八天的会议

将 3,000 名贸发会议成员国的部长和高级政府官员 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以及包

括学术界和私营部门在内的其他市民社会部分的代表聚在一堂  

 190 个成员国中有 159 个国家派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其中 106 个代表团由部长

带队 16 个代表团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领导 这次会议由泰国副总理兼贸易部

长苏帕猜 巴尼奇巴格迪先生担任主席 他将在 2002 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

织)的总干事  

 会议的主题是 利用过去的经验 使全球化成为所有国家和人民实现发展的

有效工具 为了拟订战略和政策 推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所需的发展工

具问题达成新的共识 会议探讨了塑造发展进程的政策和体制框架  

 会议普遍承认 尽管全球化的确带来了机会和挑战 但影响有利也有弊 有些

低收入国家有可能被排除在全球经济制度之外 在曼谷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屡次提到了在迅速全球化和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管理发展进程所遇到的困

难 他们指出 自由化和全球化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并破坏了社会内聚

力 传统价值观和文化多样性 这就更迫切需要在所有国际机构中建立起透明的

决策程序 并将发展中国家包含在内 还需要建立一个基于规则 平等和可预测

的多边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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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还普遍承认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方法不能因循守旧 有些代表团要求结合

全球化重新考虑发展战略 并重新审查指导国际合作的原则 更好地管理全球化需要

新的全球秩序 以便纠正市场机制失效的影响和尽量减少较弱经济体被边缘化的危

险 为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平衡竞争各方的利益 避免基于意识形态的议程  

会议活动  

 除了政府间协商 各种交互式辩论 学术活动和涉及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外 贸

发十大期间还配合举办了一系列其他会议和平行活动 其中有  

• 各国议会联盟(议会联盟)在贸发会议秘书处协助下于 2 月 10 日和 11

日组办了一次各国议会会议 出席会议的 53 个国家的 130 名立法者

就贸发十大会议上的有关问题发表了声明  

• 联合国各专门机构 计划署和有关机构的负责人于 2 月 12 日举行了

一次高级别圆桌会议 会议的目的在于促进联合国千年大会并使联合

国各机构在处理经济问题时能够更协调一致  

• 贸发会议秘书处和国际商会于 2 月 15 日举办了一次促进非洲外国直

接投资会议 与一般对非洲投资气候的看法相反 专题小组成员呼吁

以贸发会议 /国际商会的一项调查为根据 采取较为含蓄的做法 该

项调查显示在一些非洲国家的投资活动和政策框架已取得成功  

• 在 2 月 13 日至 16 日每天的全体会议之前与各国际组织的负责人进行

交互式辩论 基调发言者有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米歇尔 库德苏先

生 美洲发展银行行长恩里克 伊格莱西亚斯先生 世界贸易组织总

干事迈克 穆尔先生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 索马维亚先生 世

界银行行长詹姆斯 沃尔芬森先生 辩论重点是机构对全球化挑战的

响应  

• 最不发达国家贸易部长于 2 月 13 日举行会议 部长们讨论了外部经

济环境的不利因素及其对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努

力造成的限制  

• 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负责人于 2 月 14 日举办了一个圆桌会议 讨论

了各种区域经济安排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的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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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发会议秘书处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 2 月 16 日介绍了它们协同联

合国各区域委员会和其他国际组织联合执行的全球化 自由化与可持

续人力开发全球方案 该方案于 1998 年发起 目的是提高发展中国

家融入全球经济的管理能力 以便实现高增长率和可持续增长 创造

就业和根除贫穷 同时又将不稳定性和边缘化的可能性减到最小  

• 2 月 18 日举办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企业家圆桌会议 专题小

组成员根据本身的经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他们谈到了 发展进程中

的人的因素 提出了他们认为哪些政府干预妨碍创业精神而哪些则

授权 个人采取经济主动行动的看法  

• 2 月 19 日举行了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参加的领导人论坛 派领导

人参加论坛的国家政府有 泰国 阿尔及利亚 多米尼加共和国 摩

洛哥 莫桑比克 秘鲁 南非和乌干达 这些政治领袖就全球化与发

展 如何防止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被全球经济边缘化等问题互相交流了

经验和意见  

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第五届年会  

 贸发会议协同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和泰国投资委员会在贸发十大期间举办了世

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第五届年会 该协会是从事投资促进的专业人员之间交流最佳做

法和联网的最大一个世界论坛 它帮助其成员改进他们的工作并扩大他们与其他机构

和国际企业联系的网络 该协会自 1995年创立以来 其秘书处一直设在贸发会议内  

 贸发会议介绍了出版物 投资促进的最佳做法 2000 年投资促进机构调

查 投资促进机构可将调查结果作为一种工具 改进它们向投资者提供的服

务 提高投资进程的透明度 增进外国直接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贸发会议的 行动计划 和 曼谷宣言  

 经过深入细致的谈判 会议就世界议程上许多最有争议的经济和发展问题达成

了共识 在全体会议和各委员会进行的政府间协商结果导致了 行动计划 的通

过 该计划将贸发会议的职责与新的全球经济及由其带来的挑战调和在一起 会

议还通过了 曼谷宣言 (见附件四)  



- 6 - 

 

 行动计划 承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体制中面临着不平衡和不对称现象

这种现象迫切需要在贸发会议秘书处的支助下予以解决 鉴于贸发会议对东亚危

机作出的分析非常出色 行动计划 还要求贸发会议为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发挥

更大的作用  

 曼谷宣言 重申贸发会议是 联合国内综合处理发展问题和贸易 金融 投

资 技术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内相互关联的问题的中心机构 宣言 指出贸

发会议的工作可有助于 处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并且可以鼓励包括私营

部门 非政府组织 学术界和议员等在内的发展进程中的伙伴之间就关系到全球

的各种发展问题进行公开的有系统的讨论 贸发会议应当争取进行此种公开对

话 以有助于二十一世纪国际经济关系的形成  

B. 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政府间筹备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政府间筹备委员会一共举行了三届会议 第一届会议于 2000 年 7

月举行 商定了提供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临时议程草案和议事规则草案  

专家级筹备会议  

 会议秘书处于 2000 年分别在亚的斯亚贝巴 加德满都和尼亚美安排了由各国

政府主办的专家级筹备会议 筹备会议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非洲经济委员会

(非洲经委会 )和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亚太经社会 )紧密协作下举办的 会

议探讨了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筹资 发展 贸易 市场准入和供应能力以及良好

管理 稳定 综合国家发展和社会服务提供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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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 1990 年代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执行进展情况高级小组  

 第三次会议秘书长里库佩罗先生设立了这个小组 该小组在 2000 年举行了三

次会议 小组的任务是确定妨碍有效实现 1990 年代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的

目标的最关键的原因 小组建议了可令最不发达国家沿着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的

新战略  

关于第三次会议筹备进展情况的第二轮和第三轮机构间磋商  

 考虑到有关国际组织在筹备第三次会议方面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因而召集了机

构间磋商会议 审议这些机构能为筹备工作作出的贡献 并以会议秘书处建议的

主题/部门论题为基础提出提议 第一轮磋商于 1999 年举行 随后两轮磋商分别于

2000 年 4 月和 7 月举行  

会议的宣传和促进工作  

 会议秘书处与联合国新闻部密切合作为会议制定了传播战略 在最不发达国

家 战略着眼于增强意识 调动基层的参与 建立信任 在捐助国 重点是唤起

公众意识 增强对问题实质的了解 同时为采取行动调动更大量的政治支持和资

源  

最不发达国家部长特别会议  

 由孟加拉国外交部长担任主席的特别会议于 2000 年 4 月 14 日在哈瓦那举行的

77 国集团南方首脑会议期间召开 参加会议的部长建议在第三次会议之前召开一

次部长级会议 以便就会议将审议的问题交换看法并协调各国的立场 部长们要

求第三次会议秘书长在部长级会议的组织和实质性方面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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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政府间定期协商 

A.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拥有 145 个成员国的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于 10 月 9 日至 20 日举行了为期两周的

秋季届会 并于 10 月 24 日通过了会议报告  

 贸发会议的理事机构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于贸发大会闭会期间在日内瓦

开会 所有成员国都可以参加会议 目前成员国数目为 144(见附件一) 理事会  

• 确保总的贸发会议活动协调一致  

• 审查秘书处工作的优先次序和技术合作活动  

• 确保与其他国际组织进行协调  

• 从贸易和发展的角度检查相互依存关系和全球经济趋势  

• 审查 1990 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的执行情况和贸发会

议对 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 ( 联非新议程 )作出的贡献  

 理事会每年秋季举行为期 10 天的常会 常会腾出一天时间供高级政府官员

商业界领袖 学术界人士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公开讨论一个专题政策问题  

 理事会每年举行不超过三次的执行会议 处理急迫的政策问题以及管理和组织

事项 每次会议为期一天  

 贸发会议秘书长鲁本斯 里库佩罗先生在 2000 年 10 月举行的理事会会议开幕

式上致词 重申坚定地致力于促进一个真正注重成果的最不发达国家会议 我

们在秘书处内的现行集体努力将全力争取实现符合道义上迫切需要的结果 即加

强给予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弱和最易受害的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  

 理事会注意到载于 1990 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动纲领 的承诺的执行

情况 未达到人们的期望 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继续恶化 在筹备第三次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方面 理事会强调了制定可计量和可落实的目标的

重要性 并呼吁所有利害相关者全力投入参与透明的筹备工作  

 至于 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 理事会促请开展密切的国际合作 确保人力

资源 社会及物质基础设施方面有足够的投资 理事会呼吁增加提供官方发展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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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以鼓励外国直接投资 不过 从长远来看 私人资本流动和国内储蓄应取代官

方援助 这种援助应纳入全面的发展方法中 包括债务减免 理事会认为增加非

洲出口进入市场的机会和技术转让可大有助于这种方法 非洲国家若要充分利用

市场准入机会 就必须发展其生产能力 减少供应限制  

 理事会除其他外 同意了拟订新的 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的准则 并同意

按照 曼谷行动计划 第 166 段 设立一个咨询机构 为贸发会议秘书长提供咨询

意见 该段落列出了贸发会议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能力建设和培训决策者的任务  

 此外 理事会赞扬了贸发会议在 1999 年提供的技术合作 以量来衡量达到了

最高的水平 并要求捐助方增加它们为这种合作提供的信托基金捐款 理事会

支持设立非营利实体  国际贸易点联合会 以便将贸发会议的电子贸易机会系统

转移给该实体 理事会还促请采取措施 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专家参加

贸发会议的会议提供资助  

 理事会选举哥伦比亚 Camilo Reyes Rodriguez 大使为会议主席 取代法国

Philippe Petit 大使  

会议高级别部分(2000 年 10 月 19 日) 

 会议高级别部分由泰国副总理兼贸易部长兼贸发十大主席苏帕猜 巴尼奇巴格

迪先生担任主席 讨论了区域一体化的利弊 提供了交流意见的宝贵机会 会议

探讨了巩固和加强区域一体化进程对资金流动 投资和企业发展的影响 及其对

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扩展的贡献 与会者包括中国副贸易部长龙永图先生 德国前

副财政部长 Heiner Flassbeck 先生 世贸组织总干事迈克 穆尔先生 和哈佛商学

院教授 Michael Porter 先生  

贸发会议 世界投资报告 创刊十周年  

 作为贸发会议 世界投资报告 创刊十周年纪念的一部分 理事会主持了一次

专题小组讨论 探讨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重要性

的未来关键问题 小组成员讨论了 全球化 在社会方面的 强烈反响 外国

直接投资的投资者本国和投资接受国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需要 以及在吸引

外国直接投资的同时维持发展导向政策的需要 小组成员达成的共识是 外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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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既能解决又能引起问题 需要建立伙伴关系 才能使投资成为国家发展的催化

剂 金融时报 的 Guy de Jonquières 先生充当小组的调解人 小组成员包括雷

丁大学的 John Dunning 先生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 Jeffrey Sachs 先生(发言预

先录制)  

Clare Short 女士的发言  

 联合王国国际发展大臣 Clare Short 女士在 10 月 19 日就全球化和改善穷国卫

生问题向理事会特别作了发言 她认为 根除发展中国家传染病重担的 主要障

碍 是 政府和卫生系统未能向穷人提供和使其容易取得[必要的药物] 她告诫

说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若不注重减贫问题并进行必要的改革 在这方面是无法

取得进展的  

 Short 女士呼吁采用公平定价办法 使制药厂能够以接近成本的价格在贫穷国

家出售有关新药 同时防止这些药物回流到工业化国家价格要高得多的市场上

她还建议自愿将专利产品的许可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当地制药厂 以便生产质量较

次的药物 并在捐助方和有关政府双方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按一定价格购买疫

苗的保证的基础上 成立一个全球疫苗购买基金 其他的方法包括 药物捐赠方

案 发明新药的税收回扣 延长新药和疫苗的知识产权期限 加强政府和私人部

门的研究合作 与此同时 发展中国家应取消贸易壁垒 海关限制并避免耽误

因为这些因素增加了消费者取得必需药物的成本 或使当地关键技术生产商的产

品无法负担得起 它们还应考虑用新的机制向穷人提供药物 例如社会销售  

B.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附属委员会  

 在 2000 年 贸发会议的三个附属委员会就若干具体问题召集了若干次专家会

议  

附属委员会的结构  

 贸发九大设立了理事会的三个附属委员会 负责在各自的领域中执行综合政策

工作 这三个委员会是 商品和服务贸易及初级商品委员会 投资 技术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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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问题委员会 企业 工商促进和发展委员会 每个委员会每年举行为期五

天的会议 并可召集最多十次专家会议 深入审查各种问题并就委员会审查中的

政策问题提供技术专门知识(见附件二)  

 在这一年中 商品和服务贸易及初级商品委员会召集了下列会议  

• 农业改革进程对最不发达国家和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以及如

何在多边贸易谈判中解决它们所关注的问题专家会议(2000 年 7 月 24

日至 26 日 日内瓦) 

• 各国在管理和自由化方面的经验 建筑服务部门的实例及其对发展中

国家之发展的促进作用问题专家会议(2000 年 10 月 23 日至 25 日 日

内瓦) 

• 保护传统知识 革新和习惯做法的制度和国家经验问题专家会议

(2000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 日内瓦) 

• 反倾销和反补贴行动影响问题专家会议(2000 年 12 月 4 日至 6 日 日

内瓦) 

 商品和服务贸易及初级商品委员会探讨了如何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

家有效融合到国际贸易体制中去 最大地发挥全球化和自由化对可持续发展的积

极影响  

 在这一年中 投资 技术及相关的资金问题委员会召集了下列会议  

• 合并和收购问题专家会议 旨在尽量扩大国际投资的有利影响和缩小

其可能不利影响的政策(2000 年 6 月 19 日至 21 日 日内瓦) 

• 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促进透明度和财务状况的披

露 中小型企业会计 第十七届会议(2000年 7月 3日至 5日 日内瓦) 

• 母国措施专家会议(2000 年 11 月 8 日至 10 日 日内瓦) 

 投资 技术及相关的资金问题委员会促进对投资 企业发展和技术能力建设等

问题的了解 并帮助有关政府拟订和执行这方面的政策  

 在这一年中 企业 工商促进和发展委员会召集了下列会议  

• 电子商务和旅游业问题专家会议(2000 年 9 月 18 日至 20 日 日内瓦) 

• 为确保中小型企业竞争力协调中小型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关系专家会

议(2000 年 11 月 27 日至 29 日 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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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支助服务的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 可为最不发达国家开发特别潜

力的增长关键专家会议(2000 年 12 月 13 日至 15 日 日内瓦) 

 企业 工商促进和发展委员会探讨了拟订和执行有效的企业发展战略 特别是

中小型企业发展战略的方式方法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  

 自从 1993 年以来 贸发会议也负责为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提供实质性

服务 该委员会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的一个附属机构 其任务是 (a) 

审查科学和技术问题及其对发展的影响 (b) 增进对科学和技术政策的了解 尤其

是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增进这种了解 (c) 为联合国系统科学和技术事务拟

订建议和准则 委员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  

 在 2000 年期间 委员会在定于 2001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1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

第五届会议之前举行了三次专题小组会议讨论具体的问题  

 第一次专题小组会议于 2000 年 4 月 11 日至 13 日在德黑兰(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 )举行 主题为 生物技术的能力建设 会议的主要目标是查明发展中国家和经

济转型国家建立此种能力的主要工作重点和必须采取的措施  

 第二次专题小组会议于 2000 年 7 月 3 日至 5 日在日内瓦举行 主题为 生物

技术的法律和管理问题 会议讨论了生物技术所涉的法律和管理问题  

 第三次专题小组会议于 2000 年 11 月在突尼斯(突尼斯)举行 主题同样是 生

物技术的法律和管理问题 会议讨论了唤起公众意识和参与科学决策等问题  

C.  普雷维什讲座系列  

市场 政治与全球化 能否使全球化变得文明  

 第十次普雷维什讲座由多伦多大学经济系荣誉退休教授 Gerry Helleiner 先生主

讲 他在演讲中指出 通过全球一级的管理 是可以而且必须把全球经济变得文

明的 Helleiner 教授认为 需要全球一级的政府功能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他说 近年来 许多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表明 当市场在脆弱和 /或不适当的体

制结构范围内自由运作时 便可能引起社会和经济秩序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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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einer 教授强调了纯市场模式和市场系统的局限性 并指出社会应为其本

身的社会利益利用市场的力量 不管人们对市场驱动的经济如何看法 但没有

人会要一个完全由市场驱动的社会 因此大家都同意必须制定法律 规则和建立

机构来 管理 市场运作和个人及公司的行为  

 他指出 使全球经济 文明 需要持续不断的变革 这种变革可能是逐步发生

的 而不是以 大爆炸 方式发生 我绝不是要说进展会轻易或自动上门 我

们肯定会不时遭受挫折 事实上 进展很可能是缓慢的 但我确信它可以而且一

定会来到的 我深信如果劳尔 普雷维什今天跟我们在一起 会敦促我们继续努

力  

 普雷维什讲座系列于 1982 年由当时为贸发会议秘书长的加玛尼 柯里亚先生

发起 以纪念贸发会议创立人及其首任秘书长劳尔 普雷维什博士  

普雷维什讲座  

 1982 劳尔 普雷维什博士  

 1983 英迪拉 甘地夫人  

 1987 Saburo Okita 博士  

 1989 Abel G.Aganbegyan 先生  

 1992 Bernard T.Chidzero 博士  

    Michel Rocard 先生和  

    Enrique Iglesias 先生  

 1994 John H.Dunning 教授  

 1996 Jagdish Bhagwati 教授  

 1997 Dani Rodrik 教授  

 1998 Joseph Stiglitz 教授  

 2000 Gerry Helleiner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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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活动 

 贸发会议技术合作活动的目标是  

• 增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人力和机构能力以加强它们促进发展

的机构和决策环境  

• 提高各国充分参与世界经济 特别是国际贸易 资金和投资的能力  

• 帮助发展中国家了解和寻求解决它们的国际经济问题的办法  

• 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 资金和投资方面的谈判能力  

 贸发会议技术合作覆盖下列领域  

• 全球化的挑战  

• 商品 服务和初级商品的国际贸易  

• 投资 技术和企业发展  

• 贸易效率  

 贸发会议技术合作方案详细一览表于 2000 年 10 月提交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见 审查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活动 TD/B/47/2-TD/B/WP/125)  

 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方案包括  

加入世贸组织  

 在 2000 年 5 月 贸发会议设立了一个帮助各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特别项目 项

目注重为加入国培训谈判者和建立机构能力 以便能有效开展多边贸易谈判 贸

发会议与世贸组织秘书处在两个组织作用相辅相成的基础上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

系 此外 项目人员还亲自到实地去 以便更好地了解各国的关切和问题 并帮

助个别国家克服它们在加入进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  

 项目还帮助若干加入国明确和设立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在加入谈判中的合适协

调机制 培训包括模拟世贸组织会议和贸易谈判 这种办法证明非常有用 受到

受援国政府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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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发会议继续为 20 个加入国提供援助 包括几乎所有最不发达加入国 这些

援助包含加入谈判的各个方面 但重点放在长期的发展关切和大幅度提高加入国

的人力和机构能力上 以便它们能够有效地利用世贸组织的成员资格  

 自 1995 年世贸组织成立以来 13 个国家已完成了加入谈判 阿尔巴尼亚 保

加利亚 克罗地亚 厄瓜多尔 爱沙尼亚 格鲁吉亚 约旦 吉尔吉斯斯坦 立

陶宛 拉脱维亚 蒙古 阿曼和巴拿马  

 截至 2000 年年度 28 个国家和一个单独的关税领土正处于加入世贸组织的进

程中 阿尔及利亚 安道尔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 中国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哈萨克斯坦 黎巴嫩 摩尔多瓦 俄

罗斯联邦 沙特阿拉伯 塞舌尔 中国台湾省 汤加 乌克兰 乌兹别克斯坦

越南和南斯拉夫 以及九个最不发达国家  不丹 柬埔寨 佛得角 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 尼泊尔 萨摩亚 苏丹 瓦努阿图和也门  

 贸发会议与加入国政府开展技术合作的目的在于  

• 协助各国官员在加入世界组织进程的最初阶段拟订最佳方法  

• 加强各国官员对多边贸易谈判所需技巧和策略的认识  

• 就制定贸易政策提供咨询  

• 增强国家贸易支持结构的能力  

贸易信息系统  

 贸易信息系统 (贸易分析和信息系统 )方案继续提供计算机化贸易信息的交互式

收集和传播 该方案增加了国际贸易条件的透明度 从而便利了贸易 它还有下

列较具体的目标  

• 分析各国贸易政策和世界贸易条件的发展  

• 为贸易谈判准备参考材料  

• 为促进出口分析外部市场准入条件  

• 开展贸易政策研究  

 方案在 2000 年 3 月发行了第 7 版光盘 并继续向各协调中心和各种研讨会和

讲习会的参与者免费提供这一版本 这一版本的光盘载有超过 100 个国家的关

税 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以及按原发地分列的进口流动的详细一览表 方案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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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了贸易信息系统因特网数据系统 该系统的点击量单是去年便达 12,000 次

拟使用贸易信息系统因特网数据系统的用户可从 http //www.unctad-trains.org 进

入系统 或与贸易信息系统方案人员联系获取免费光盘  

生物贸易倡议  

 贸发会议的生物贸易倡议继续在刺激生物资源的贸易和投资 厄瓜多尔和秘鲁

的国家方案已经开始执行 哥伦比亚的国家方案 可持续生物贸易 已取得进一

步进展 包括用同一个标题发表了一份报告 该报告是与亚历山大 冯洪堡学院共

同发表的 探讨了生物多样性产品和服务的贸易 生物贸易倡议还探讨了将该方

案扩展到其他区域的可能性 如西非 南部非洲 安第斯共同体和喜马拉雅山脉

(不丹和尼泊尔)等地区  

 另一个称为 Bolsa Amazonia 的生物贸易方案扩展到了又一个亚马逊河流域

的国家 在基多 (厄瓜多尔)举办的一次讲习会中 生物贸易倡议协同亚马逊脱贫和

3 环境方案在厄瓜多尔发起了一个新的国家方案 并开始准备将该方案扩展到该地

区的其他国家中去 Bolsa Amazonia 方案计划于 2001 年春季举办的研究生课

程也已准备就绪  

 生物贸易倡议的目的是刺激生物资源的投资和贸易 以此作为促进 生物多样

性公约 三个目标的手段 这三个目标是 (一 ) 维护生物的多样性 (二 ) 可持久

地利用其成分 (三 ) 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得到的好处 Bolsa 

Amazonia 方案通过促进与私营部门建立联系 帮助当地社区抓住亚马逊区域天

然产品所创造的生物贸易机会  

温室气体排放权许可贸易方案  

 作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气候公约 ) 京都议定书 的后续工作

的一部分 贸发会议继续从事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权许可贸易制度的工作 八

月 贸发会议同地球理事会在美国丹佛联合举办了贸发会议 /地球理事会政策论坛

第四届会议 详细讨论了发展和执行国家和国际温室气体排放权许可贸易制度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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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 该方案发表了一份报告 题为 清洁发展机制 根据 京都议定

书 建立国际公私伙伴关系 该报告是连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 (环境署 )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工发组织 )编写的 审议了清洁发展机制的技

术 资金和体制结构等问题 方案还发表了一些研究报告 所涉问题从发展中国

家的自愿参与到在欧洲联盟建立起许可贸易方案不等 最后 为了帮助各国跟踪

其二氧化碳排放 方案还拟出了一个用以计算二氧化碳排放的清查制度  

 贸发会议的技术援助方案向有关政府和国际上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援助 拟订

和执行国家气候变化制度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权许可制度 由联合国基金会供

资的当前项目是响应 京都议定书 第 17 条发起的 有效期为三年 (1999 年至

2001 年)  

债务管理和金融分析系统  

 1995 年以来 债务管理和金融分析系统 (DMFAS)的计算机化债务管理方案的

用户翻番 扩展到 60 个国家以上 2000 年 方案发行了其最新软件版本 DMFAS 

5.2, 这是当前全世界最普遍使用的债务管理系统 是 16 年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和转

型期国家加强它们记录 监测和分析公债的技术能力所累积经验的结晶  

 此外 债务管理和金融分析系统于 2000 年 4 月 3 日至 5 日在日内瓦举办了第

二次区域间债务管理会议 会议讨论了解决金融危机造成的新难题的办法及其对

债务管理体制结构的影响 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在 4 月 7 日举办了一个讲习会 会

上介绍了世界银行和贸发会议最新债务管理软件开发出来的最新债务分析模型  

 2000 年开展的另一项主要活动是设立 DMFAS 信托基金和 DMFAS 咨询组 咨

询组由贸发会议秘书长鲁本斯 里库佩罗先生设立 由感兴趣的成员国包括现有和

可能的捐助国和受惠国的技术代表组成 针对影响方案的问题向秘书长提供咨询

意见 2000 年 11 月 咨询组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并拟出了成立信托基金的计划

所涉期间为 2002 年至 2005 年 咨询组定于 20001 年 6 月举行的会议将审查信托

基金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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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会议捐赠价值一百万美元的出版物和光盘  

 2000 年 2 月 贸发会议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 150 所大学认捐价值一

百万美元的出版物和光盘 贸发会议正将出版物寄给 4,000 个大学图书馆 大学经

济 财政 管理和国际关系学院和研究所 这笔捐赠打开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

不发达国家分享研究和图书馆间合作的大门 所提供的材料可作为培养未来学者

和决策者的工具  

国际投资协定  

 2000 年 贸发会议继续从事协助发展中国家签订国际投资协定的能力建设方

面的工作 方案目的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有效参加双边 区域或多边各级制定投资

规则的国际讨论 主要目标是加深对所涉问题的认识 认清利益所在 尤其是确

保对发展的影响能够得到谅解并妥善予以解决 为了响应 曼谷行动计划 方

案的工作于 2000 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新设立的一个多边捐助方信托基金的

支持下 为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者举办了速成训练班 提供了特设技术援助 举办

了市民社会参与的活动  

 在 2000 年期间 贸发会议 国际投资协定问题 系列又发表了五份出版物(只有英

文本) 资金转移 (E.00.II.D.27) 就业 (E.00.II.D.15) 国际投资协定 发展灵

活性 (E.00.II.D.6) 税收 (E.00.II.D.5) 占用财产 (E.00.II.D.4) 这一系列出版

物处理了与国际投资协定有关的主要问题 尤其注重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关切 此外还

发表了 双边投资公约 1959-1999 以及 国际投资协定 简编 第四和第五卷  

 贸发会议协同德国联邦政府发展政策论坛和德国国际发展基金会于 2000 年 1

月 11 日至 12 日在柏林举办了一次贸发十大前的研讨会 讨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

投资政策方面可能采用的战略  

 2000 年组织双边投资条约谈判回合的工作也继续在进行 方案提供了专家咨

询意见 促进了三个回合的谈判工作 1 月 17 日至 24 日在瑞士日内瓦 3 月 29

日至 4 月 4 日在秘鲁利马 6 月 19 日至 30 日在日本札幌 这三个回合的谈判导致

了 31 项双边投资条约的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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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投资协定训练班也继续在举办 七月 印度对外贸易学院同意为亚洲谈判

者举办一个为期 10 天的速成训练班 训练班的课程由贸发会议编制 目的是训练

国际投资协定的谈判者  

发展企业家精神方案  

 发展企业家精神方案在 1988 年设立 目的是 (a) 改进受惠国的发展前景和

形势 (b) 调动创业资源 (c) 通过鼓励企业家精神 革新和合伙 帮助中小企业

在自由化和全球化市场上竞争 方案通过发展当地企业家和革新的中小企业 提

供了刺激创造就业的投资 技术转让和出口所需的机构能力  

 方案参与了三个区域倡议活动 非洲企业 地中海 2000 和与美洲开

发银行一道发起的 中美洲 区域方案  

非洲企业方案 

 开发计划署的非洲企业方案是一个区域倡议 目的是促进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发展 方案以发展家精神方案为基础 作为一个区域网络和

协调中心运作 协调开发计划署 其他捐助机构 有关政府以及各非政府组织发

起的现有倡议和新倡议 方案的目标是加速非洲中小企业的增长 扩展并提高其

竞争力 以及提高非洲本地企业家的质量 贸发会议作为伙伴组织在非洲该方案

范围内执行新的类似于发展企业家精神的项目 贸发会议与非洲企业方案携手合

作 以满足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对发展企业家精神方案与日俱增的需要  

地中海 2000方案 

 贸发会议同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贸易中心还继续在执行这一方案 方案于

1999 年发起 目的在于发展地中海海盆和非洲 10 个国家促进企业家精神和发展中

小企业的机构能力 提高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  

 在地中海 2000 方案的范围内 贸发会议在埃及 埃塞俄比亚 约旦 黎巴

嫩 摩洛哥 巴勒斯坦领土 突尼斯和乌干达等国开展了活动 方案通过企业家

精神培训 企业联网 跟踪服务和跨越国家的活动 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在开放市

场成功地进行竞争所需的结构支持 方案人员在乌干达进行了投资政策调查 并

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协调进行了类似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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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方案 

 1998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日在法国里昂举行了发展伙伴首脑会议 六个中美洲

国家 美洲开发银行和贸发会议在会议期间签署了 伙伴协定 中美洲区域方

案就是根据这一协定建立的 并采用了发展企业家精神方案的模型 方案的目标

是在三年期间内推动开办 1,500 家新的企业 并建立起有能力向企业提供援助而又

能在中期实现自我维持的地方机构 这个方案开始在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和巴拿

马执行  

贸发会议/环境规划署的新的伙伴关系  

 贸发会议与环境规划署合作 设立了一个能力建设工作队 帮助 10 个发展中

国家加强它们在贸易和环境问题方面的研究和决策能力 改进政策协调 工作队

的重点是 利用两个组织的技术专门知识促进国家一级的能力建设 促进发展和

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和环境方面建立共识 作为其工作的一部分 工作队在古巴哈

瓦那举办了为期三天的讲习会 以便各国互相交流它们在处理生物多样性问题方

面的国家经验  

 环境规划署 /贸发会议工作组是应发展中国家对这两个组织支持的活动的需求

日增而设立的 工作队将着眼于利用这两个组织的技术专门知识网络来建立国家

能力  

贸发会议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其国际贸易效率  

 尽管 新经济 部门目前遇到困难 预期电子商务仍然是今后全球增长和发展

的一个主要因素  

 2000 年期间 贸发会议设立 执行和支持的三个方案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帮

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其国际贸易效率 这三个方案是 贸易点方案 海关数据自动

化系统(海关数据系统 )和货物信息预报系统 将因特网革命的好处推广到最不发达

国家的问题是第三次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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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点方案  

 设立贸易点是为了提供有形和 /或虚拟的国际贸易综合服务中心 目的是通过

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多数最不发达国家已设有贸易

点 海关数据系统在 80 个国家(其中包括 31 个最不发达国家)使用信息和通信技

术 帮助它们的海关当局进行管理方面的改革和现代化  

海关数据系统(ASYCUDA) 

 在 2000 年期间 海关数据系统方案继续开发和安置其计算机软件 将西非国

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多数国家的外贸程序收罗进去 贸发会议自 1981 年以

来便一直在帮助西非经共体秘书处编制成员国的外贸统计数据  

 海关数据系统方案人员对过渡到使用海关数据系统
++ (ASYCUDA ++ )进行了技

术性的海关评估 并为下列国家拟出了若干新的技术援助项目 阿尔巴尼亚 孟

加拉国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 塞浦路斯和卢旺达  

 该方案举办了两次专家会议(10 月 23 日至 27 日在尼日利亚阿布贾 11 月 22

日至 24 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专家会议讨论了海关数据系统项目的执行情况以及

方案今后的区域战略 会议还讨论了电子商务对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的影响 尤

其是电子商务税收课征多边协议对海关收入的可能影响  

货物信息预报系统(ACIS) 

 货物信息预报系统(ACIS)方案继续通过提供和安装 ACIS 计算机软件系统提高

运输系统的效率 ACIS 是运输公司管理人员用以跟踪确定货物运输程中在港口

河流 公路和铁路的确切位置的软件系统  

 方案人员在东非和南部非洲帮助有关国家安装了 ACIS 在 2000 年年底 使得

机车车辆和货物位置监测成为可能的国家铁路跟踪系统与南非铁路跟踪系统互连

的测试成功  

 ACIS 在东非安装港口跟踪系统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目前正在阿巴斯港(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 )和贝鲁特港 (黎巴嫩 )安装这一系统 方案还帮助尼泊尔开发一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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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通行监测系统 以监测通往印度的三个主要边防站的路运情况 (用铁路和公路运

输的货物)  

 ACIS 已在非洲和南亚 17 个发展中国家使用 但其用途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

前正在计划在中欧使用 ACIS 跟踪公路上的货运  

国际贸易和发展研究所  

 贸发十大期间 贸发会议与泰国政府达成协议 决定共同在曼谷朱拉隆功大学

附设一个国际贸易和发展研究所 这个非营利的独立研究所将作为区域培训和研

究中心开展活动 该所的研究范围包括全球化和自由化 商业外交 国际贸易

金融 投资和有关发展问题 通过研讨会 讲习会和其他训练活动 研究所将增

强亚洲国家和其他国家解决贸易和发展问题的能力 帮助它们有效地融合到全球

经济系统中去 贸发会议将利用该研究所作为该区域培训方案协调中心  

海运培训方案和外贸培训方案  

 海运领域培训发展方案 (海运培训方案 )和外贸领域培训发展方案 (外贸培训方

案)继续在促进结构化培训和人力开发方案  

 海运培训方案培训海运和港口管理领域的决策者和高级管理人员 2000 年

该方案同加勒比 拉丁美洲和东欧当地的研究所合办了技术班和简报会 方案人

员介绍了新的培训课程 以便当地的研究机构能有效地回应现代的商业需要  

 约有 50 个单独的训练研究所由于同海运培训方案建立了联系而得益 过去一

些年来 它们为通过网络交流的课程提供过约 10,000 个培训地点  

 同其姊妹方案海运培训方案一样 外贸培训方案继续通过一系列的研讨会和能

力建设活动增加国际贸易人力资源的能力 例如在西非为港口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举办的一个试验性项目提供港口证明方案 来自科托努 达喀尔和利伯维尔的学

员凡是顺利完成培训课程 均得到贸发会议颁发的 港口证明  

 外贸培训方案还创建了一个网点 作为联机交换意见 交流关于国际贸易训

练 训练用综合教材 远程学习方法等方面的信息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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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会议给予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  

 自从 1995 年以来 贸发会议通过展开合理化和有选择的业务活动 特别是咨

询和顾问服务 集体培训和技术支持 向 15 个项目地区提供了技术援助  

 贸发会议继续在 2000 年协助西岸和加沙地带发展巴勒斯坦的经济 它在 2000

年 7 月在拉马拉举办了一个关于 巴勒斯坦经济重建前景和政策改革展望 的研

讨会 会上 贸发会议协同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究所介绍了它们的研究成果  

 贸发会议与世贸组织和国际贸易中心共同采取行动 响应 2000 年 10 月以来经

济危机造成的迫切技术援助需求 援助的目的在于加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贸

易 资金和有关服务等方面的体制 管理 技术和业务能力  

 应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经济和贸易部长的要求 贸发会议作出了新的努力 促进

巴勒斯坦的区域一体化与合作 帮助巴勒斯坦的对外贸易部门 贸发会议呼吁一

些双边和多边捐助者为执行项目提供捐款  

贸发会议与其他组织的合作  

 贸发会议继续与在贸易和发展领域促进技术合作的一些组织密切合作 下文记

述了贸发会议与其他多边组织合办的一些方案  

国贸中心/贸发会议/世贸组织综合技术援助联合方案 

 贸发会议连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贸易中心继续在执行 某些最不发达国家和

其他非洲国家综合技术援助联合方案(综合技援方案) 自 1998 年以来 该方案

实际上帮助了下列 8 个非洲国家为融合到多边贸易体制中去建立起地方能力 贝

宁 布基纳法索 科特迪瓦 加纳 肯尼亚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突尼斯和乌

干达  

 综合技援方案在 2000 年举办了若干次能力建设研讨会和国家专题讨论会以及

五次分区域培训讲习会 目的在于帮助国家谈判者在世贸组织的多边谈判中更好

地发挥作用 在国贸中心和世贸组织的支持下 贸发会议还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举办了一个国家专题讨论会和高级别研讨会 以加强该国参加国际贸易和贸易

谈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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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贸易和发展能力建设  贸发会议 开发计划署和非统组织/非共体之间的合作 

 贸发会议 开发计划署和非洲统一组织 /非洲经济共同体继续在研究贸易谈判

和战略问题 交流信息和参与政府间活动等方面进行合作 与其他协作机构一

道 就下述问题举办了五次讲习会 关于农产品 服务和世贸组织新冒现的问题

的谈判 非洲 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与欧洲联盟之间的贸易关系 还为东非共同

体成员国(肯尼亚 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举办了两

次关于服务问题的分区域讲习会  

 这些组织还共同努力 对政策选择进行分析 并为多边 分区域和区域各级的

贸易谈判问题提供技术咨询 为这些讲习会编制的研究报告和能力建设材料现正

在编成一本出版物 以供贸易谈判者参考  

贸发会议/开发计划署伙伴关系 关于全球化 自由化和可持续的人类发展全球方案 

 贸发会议和开发计划署还继续努力协助发展中国家应付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自由

化的挑战 伙伴关系于 1998 年建立 这是联合国在宏观一级和微观一级有组织地

应付世界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首次  

 在配合贸发十大举行的一项活动中 这两个组织介绍了它们在方案第一年所开

展的活动 并讨论了它们在第二个阶段将采取的政策  

 全球方案于 5 月 10 日至 12 日还在温得和克(纳米比亚)举办了一次为期 3 天的

非洲政策对话 这是三次区域政策讲习会的最后一次 目的在于帮助最不发达国

家为 2001 年 11 月世贸组织会议拟出一个积极的议程  

 伙伴关系方案连同贸发会议的商业外交方案于 2000 年 11 月在新德里(印度)举

办了一次关于商业外交的会议 会议是特地为亚洲太平洋地区准备的 查明了该

地区在国际贸易方面所需的研究和培训  

 在国家一级 方案为九个国家  博茨瓦纳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洪都拉

斯 牙买加 马拉维 尼泊尔 尼加拉瓜和津巴布韦  提供了评价研究和国家讲

习会 并为马里和突尼斯发起了国家评价研究 详细评价的重点是 全球化对经

济 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影响 管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影响  



- 25 - 

 

工发组织/贸发会议非洲投资促进和企业发展联合方案 

 贸发会议在工发组织在 2000 年正式宣布并发起它们的联合方案 从而加固了

它们的战略联盟 工发组织总干事卡洛斯 马加里尼奥先生和贸发会议秘书长鲁本

斯 里库佩罗先生在贸发会议十大期间议定巩固这两个组织在投资促进和企业发展

方面的合作 合作领域包括 编制投资政策审查和指南 制定投资的规章制度

组织投资和技术论坛以及商业聚会 促进技术革新  

 贸发会议的工作重点是影响投资促进的政策问题 包括投资的规章制度和体制

结构 工发组织的工作重点则是工业部门问题的咨询和援助以及投资和技术促进

方面的支助 这些安排还将包括这两个组织与私人产业部门建立的新伙伴关系  

 在投资促进方面 方案出版了 乌干达投资政策审查 并为对该国投资机会

感兴趣的工商业者组织了一个观光团  

 作为联合国汇集其机构资源的努力的一部分 联合方案利用两个组织的比较优

势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服务提供效率并避免了工作重复  

贸发会议/国际商会的合作 

 最不发达国家投资指南和能力建设 项目是贸发会议和国际商会联合开展的

一项活动 目标是将兴趣相符的有关方聚集在一起 寻找新投资地点的企业和寻

求新投资资金的国家 这种工作并非总是那么直截了当 因为企业的行为取决于

其全球战略 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则凌驾于吸引外来投资  

 2000 年 贸发会议和国际商会合作的结果编制了三本投资指南 分别涉及孟

加拉国 埃塞俄比亚和马里 在乌干达和莫桑比克举办了讲习会 这两国的投资

指南将在 2001 年出版 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已对项目的试验阶段进行了评估  

 贸发会议  国际商会的投资指南是一个长期进程的一部分 投资者和有关政

府目前正在进行的对话是这一进程的核心活动 指南本身就是对话的产品 包括

讲习会期间商业代表和政府代表之间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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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贸易方面的技术援助综合框架 

 贸发会议连同五个其他国际机构  货币基金组织 国贸中心 开发计划署

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  继续就它们 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贸易方面的技术援助综

合框架 进行合作 该方案于 1997 年发起 目的是帮助最不发达国家通过有效参

加多边贸易体制 人力资源方面的能力建设 增强供应能力和提高出口竞争力

融入世界经济  

 六个国际机构的首长和代表于 7 月 6 日在纽约举行会议 讨论如何改进综合方

案的执行问题 他们的建议重点放在贸易和国家发展计划上 并指出了为综合框

架提供资金的可能性 最不发达国家及其发展伙伴讨论的结果 商定 设立综合

框架信托基金 设立政策监督和综合框架执行监测指导委员会 为测试新的方法

通过和执行为少数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开展的综合框架试验计划 为重新表明它们

恢复执行综合框架的决心 捐助者认捐了 500 万美元的新资源 预期第三次最不

发达国家问题会议还会带来更多的资源  

贸发会议对 非洲发展新议程 的贡献  

 贸发会议重视在非洲开展的活动 并参加了促进非洲发展的机构间倡议 作为

1996 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 后续活动的一部分  

 贸发会议的工作人员在 2000 年编制了两份文件 资本流动与非洲的增长

和 贸发会议对执行 1990 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 的贡献 贸发会议为非

洲开展的活动 分别提交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和理事会第二十五

届执行会议  

 5 月 15 日至 19 日 在大会关于秘书长向安理会提交的非洲问题报告所设不限

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上 贸发会议就非洲债务 官方发展援助和经济多样化等问

题作了发言 工作组会议之后 5 月 26 日至 27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在非洲工

作的联合国机构第二次年度区域协商会议 方案人员在会上介绍了 非洲多样化

行动框架 草案  

 2000 年 11 月 贸发会议工作人员在 15 日至 17 日于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

亚 )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区域协商会议上充当了专题小组成员 他们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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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关于 为非洲发展筹措资金 的文件 并参加了 非洲财政部长宣言 的起

草工作  

 贸发会议工作人员编写了下列文件或其部分章节 秘书长关于其向安理会提交

的非洲问题报告中各项规定的执行进展报告 向联合国非洲特别倡议秘书处和联

合国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特别协调员办公室提出的关于与非洲特别倡议贸易准入

和机会集群有关的活动的进展报告 这份报告将载入提交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报

告中 秘书长向大会提出的关于执行 非洲发展新议程 的进度报告  

非洲在经济发展和区域能动力方面从东亚经验吸取的教训  

 贸发会议还在帮助非洲查明有助于促进投资和出口并刺激区域增长的发展战

略 项目探讨了非洲的发展问题 包括供应方面对最近政策改革的响应欠佳的原

因 出口无法多样化以及建立本国公营和私人部门能力的困难等  

 2000 年后半年的项目活动主要集中在筹备一个关于 资本流动管理 比较经

验和对非洲的含义 的讲习会 该讲习会定于 2001 年 3 月在开罗(埃及)举行 讲

习会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的对话 以便增强贸发会议所从事的

研究工作在政策方面的现实意义 同时为今后的工作奠定分析性基础  

 贸发会议对执行 非洲发展新议程 作出的贡献的进一步资料见本报告关于

贸发会议与其他组织的合作 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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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加强与市民社会联系的倡议行动 

市民社会联系活动 

 过去一些年来 贸发会议与民间组织的合作已大为扩大和多样化 秘书长向贸

发十大提出的报告 促使市民社会参与贸发会议的辩论 中强调了市民社会可为

追求发展目标提供宝贵的主意 经验和实际行动  

新的角色 

 贸发十大 尤其是 曼谷宣言 为贸发会议与市民社会合作提供了框架  

 贸发十大后采取的主动行动包括与非政府组织举行的一次会议 会议是与联合

国日内瓦办事处非政府组织联络处合作在日内瓦举行的(2000 年 11 月 27 日至 28

日 日内瓦 ) 主题是 谋求惠及所有人的发展 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面临的挑

战  

 截至 2000 年年中 第三次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筹备工作包括组织非政府

组织论坛和高级别议员圆桌会议 圆桌会议是与各国议会联盟联合举行的 非政

府组织与贸发会议合作 于 2000 年 9 月为组织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非政府组织论坛

设立了一个秘书处  

贸发会议 希望选录  

 2000 年 2 月 贸发会议向出席曼谷贸发十大的代表们分发了 希望选录 让

没有发言权的人发言 2000 年秋季 该出版物的增订本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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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选录 用实现的方法将各行各业的人的发展主张 梦想和希望活生生地

展现出来 从而加强了贸发会议为发展问题寻求解决方法的决心  

 

 
 
 
 撰稿人呼吁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 要求发展更能符合穷人的需要 并要求国际

机构和各国政府言行一致 使贸易公平 开放和透明 他们认为因特网是加速社

会改革 赋予个人权力和缩小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的工具 在消灭贫穷的斗争

中 最好采用 国产 的解决方法 外来帮助只限于资源 方便和授权 有些来

稿提的方法简易 能付得起而且行得通 有些则偏重理论而且错综复杂 例如有

些撰稿人呼吁开立 个人生态帐户 也有人呼吁设立世界能源现代化基金 对

所有国际资本交易课以 万分之 25 的税来为基金提供经费 以便向发展中国家

转让对气候无害的技术 所有来稿都值得贸发会议及与其合作的发展伙伴考虑

这表明市民社会如何能够调动人们的兴趣 能动力和想象力 帮助制定新的千年

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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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年 度 出 版 物 

A.  2000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2000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指出两种巨大的经济力量正在争相吸引全世界的

注意 以新技术为支柱的 新经济 和与全球化相关联的日甚一日的不稳定 该

报告  

• 分析了当前世界经济实绩 区域趋势 以及贸易 投资和资金流动的

相互作用  

• 讨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当前政策问题  

• 为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讨论相互依存关系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奠定

了基础  

 到目前为止 发展中国家很少企业从新技术中获益 数字鸿沟令决策者日益忧

虑 各个区域的展望各不相同  

 但亚洲无疑是 1999 年成功的实例 该区域的多数国家在亚洲危机后已迅速复

苏 马来西亚和大韩民国的增长率甚至创了一段时间以来的最高记录  

 报告强调指出 尽管有经济复苏的显著实例 但仍无法排除对进一步衰退的恐

惧 如果工业化国家不顾它们的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 情况可能进一步

恶化 我们从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吸取的教训告诉我们 不能有条不紊地解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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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问题尤其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增长 这里需要的是进一步的国际合作 更大

胆的国际领导能力  

 报告得出的一个结论是 亚洲危机之后出现的倒塌和复苏这两个极端主要是由

政策误导所造成的 最初的政策反应过激以及相信紧缩银根政策可稳定货币 结

果反而加剧了危机 给金融和企业部门造成了严重问题 只是到了财政紧缩措施

扭转之后 这些经济才开始复苏 马来西亚的实例表明了追随政府制定的政策和

目标能够取得积极效果 报告认为 提供足够的国际资金以补充储备 加上暂时

实行外汇管制 暂停偿债和重订还债期限 相信是是有效的反应  

B.  2000 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投资报告 报导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情况 它

提供了可得到的关于全球投资趋势和跨国公司举措的最全面的资料 2000 年世

界投资报告  

• 分析了世界 区域和国家各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趋势  

• 对外国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不偏不倚的看法  

• 提出了可加强外国直接投资作为重要的发展因素的政策建议  

• 用作讨论外国直接投资及其与贸易和发展的关系的背景文件  

 报告着眼于合并与收购(并购)现象 跨界并购是全球化最显著的面貌 以去年

为例 单个交易额在 10 亿美元以上的国际并购便有 109 宗 贸发会议预期今年的

数目会更高 不过 报告的一个主要结论指出 与一般全球化一样 并购对发展

的影响可能有好也有坏 而且可能是不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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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指出了通过并购的外国直接投资相对于通过新建企业的外国直接投资缺点

较多 尤其是当投资进入东道国之际是如此 但是从长期看 这两种投资方式的

影响之间的差别会缩小甚至消失  

 报告指出人们的日益关切 担心跨国公司的活动会削弱国营企业部门 从而失

去对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的控制 干扰对国际社会 文化和政治目标的追求  

 报告强调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规章条例可影响跨界并购的效果 就该报告来

说 最重要的关切是竞争政策 这种政策易受并购的威胁 随着全世界范围对外

国直接投资限制的放宽 重要的是对外国直接投资所设的规章壁垒不被各企业的

反竞争做法所取代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努力必须辅之以对并购的反竞争影响重

新进行审查的政策  

C.  2000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  

 
 

 本年度报告提供了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分析和数据 是贸易和发展理

事会审查 1990 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执行情况所依据的背景材料  

 1980 年以来 国际援助政策对缓解势不可挡的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并未能

发挥多大作用 报告显示 尽管最不发达国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进步 但它们与

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继续在扩大 报告  

• 查明了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 并监测了国际支援措施  

• 是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分析和数据的全面和可靠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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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审查 1990 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执行情况所依据的背景文件  

 报告审查了各种融资方式在 1990 年代如何运作 调查分析了以往的国内和国

际政策的弱点 报告指出 现行政策的缺点是 它们对最不发达国家一类的经济

体来说在设计方面有严重缺陷 因为这些政策无视诸如结构性限制的影响 社会

和经济基础设施贫乏 市场发展脆弱等问题  

 报告认为需要为最不发达国家采取一种基于下列五项要素的 新政策 (一) 

重订国家政策 (二 ) 确保足够的援助流动 (三 ) 根据真正的所有制落实伙伴关

系 (四) 承诺给予适当的债务减免 (五) 加强系统政策的连贯性  

 报告是为第三次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编写的 因此主要着眼于最不发达国家

在发展融资方面遇到的挑战  

D.  其他出版物  

国际贸易与发展统计手册  

 
 

 最新版本于 2000 年 11 月出版的本出版物  

• 提供了与分析世界贸易和发展相关的全面统计数据  

• 包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增长率等基本发展指标以及国际收支 外国

直接投资 资金流动和债务等外来资金指标  

 手册 还以光盘形式提供 其中有些数据可回溯到 1950 年 主要以现有国

际和国家数据来源为依据 光盘提供了独特的数据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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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数据分成下列几类 每一类含有若干多维表格  

• 进出口贸易总值 增长率和所占比重  

• 贸易和商品价格指数  

• 世界贸易的结构  

• 国际金融  

• 选定的若干发展指标  

2000 年海运回顾  

 
 这一出版物审查了海运趋势并分析了不同地理区域的相对绩效 重点尤其放在

发展中国家  

贸发会议讨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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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文件系列 包含贸发会议工作人员 顾问和其他经济专家编写的研究报

告 覆盖贸发会议所关切的贸易 资金和发展等各方面的问题  

24 国小组讨论文件系列  

 
 

 24 国小组讨论文件系列 是贸发会议在其向国际金融事务 24 国政府间小组

提供技术支持项目下编写的研究报告汇编 该项目由贸发会议宏观经济和发展政

策处负责管理 其目标是促进对国际货币和金融系统中错综复杂的问题的了解

并在国际金融和体制改革的讨论中提出发展方面的考虑  

贸发会议出版物指南  

 每年出版的 贸发会议出版物指南 列有其他定期和不定期研究报告 分析报

告和工作文件(参看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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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贸发会议成员国 

 贸发会议目前有 191 个成员国 此外 许多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具有观察员地

位 而且也参加其工作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安道尔  
安哥拉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奥地利  
阿塞拜疆  
巴哈马  
巴林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  
白俄罗斯  
比利时  
伯利兹  
贝宁  
不丹  
玻利维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  
博茨瓦纳  
巴西  
文莱达鲁萨兰国  
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柬埔寨  

喀麦隆  
加拿大  
佛得角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科摩罗  
刚果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古巴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丹麦  
吉布提  
多米尼加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萨尔瓦多  
赤道几内亚  
厄立特里亚  
爱沙尼亚  
埃塞俄比亚  

斐济  
芬兰  
法国  
加蓬  
冈比亚  
格鲁吉亚  
德国  
加纳  
希腊  
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圭亚那  
海地  
教廷  
洪都拉斯  
匈牙利  
冰岛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约旦  
哈萨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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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  
基里巴斯  
科威特  
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人民民主共  
  和国  
拉脱维亚  
黎巴嫩  
莱索托  
利比里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  
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马里  
马耳他  
马绍尔群岛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墨西哥  
密克罗尼西亚  
  (联邦) 
摩纳哥  
蒙古  
摩洛哥  
莫桑比克  
缅甸  
纳米比亚  
尼泊尔  
荷兰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尔  
尼日利亚  
挪威  
阿曼  
巴基斯坦  
帕劳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卡塔尔  
大韩民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卢旺达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斯  
萨摩亚  
圣马力诺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塞舌尔  
塞拉利昂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南非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苏里南  
斯威士兰  
瑞典  
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塔吉克斯坦  
泰国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  
  顿共和国  
多哥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图瓦卢(自 2001年 
  7月 16日起) 
乌干达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  
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  
委内瑞拉  
越南  
也门  
南斯拉夫  
赞比亚  
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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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社理事会  

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商品和服务贸易及

初级商品委员会 

联  合  国  大  会  

投资 技术及相关

的资金问题委员会 

企业 工商促进和

发展委员会 

科学和技术促进

发展委员会 

附 件 二 

政 府 间 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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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秘  

副秘书长  

管  

 

投资 技术

和企业 

发展司 

商品和服务

贸易及初级

商品司 

全球化 

和 

发展战略司 

发展和贸易

效率服务 

基础设施司 

附 件 三 

秘  书  处 

 
 
 
 
 
 
 
 
 
 
 
 
 
 
 
 
 
 
 
 
 
 
 
 
 
 
 
 
 

对外关

秘书长  

书长办公室
资源  

理处
政府间  

支助处  
方案规划  

和评价  
法律顾问
  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和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 
特别协调员 
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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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曼谷宣言 全球对话和有力的承诺 

 我们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成员国于 2000 年 2 月 12 日至 19 日在泰国曼

谷召开第十届贸发大会 议定并宣布  

背  景 

 1.  我们到曼谷来研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的发展战略 并讨论如何使

全球化成为促进发展的有效手段 在技术革命 市场开放和全球化开创了机会的

形势下 我们所做的努力的最重要目标是促进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并寻求公道和各

方的参与 我们的讨论使我们认识到 将广泛商定的概念转化为有效的行动 是

艰巨和紧迫的任务 我们离开曼谷时深信 我们能够促使各国政府和各国际机构

在处理全球相互依存和发展方面实现更为有效的协调和合作  

 2.  全球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提供了机会 也含有风险和挑战 它扩大了实

现技术进步和与国际经济有效地融为一体的前景 它增加了繁荣 提高了使各国

受益的可能性 然而 全球化也增加了使一些国家特别是世界各地的最穷国家和

最脆弱群体边缘化的危险 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很大 生活在贫

困中的人增加了 国际经济的不对称和不平衡特征也更加明显 国际金融系统的

不稳定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需要给予紧急的注意  

 3.  举行贸发十大的国家和地区处于近期内所发生的一个最严重金融经济危机

的中心 这一危机几乎对所有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尽管有其不利的经

济和社会影响 但危机常常产生催化作用 危机促使各国政府和人民专心致志

就他们所面临的困难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这样的景象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  有关

国家在相对短暂的期间内 通过国内采取各种有效的对策并在国际社会合作之

下 已经经受了考验 恢复了增长 带着崭新的希望走出危机 这个事实验证了

人类的力量 只要群策群力 就一定能够应付全球化的挑战  



- 41 - 

 

 4.  但是 艰难的考验仍然存在 受危机影响的国家须解决结构问题 结构问

题已经造成社会混乱 人民生活艰难 这些国家必须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 拟定

加强和保持增长的战略 同时设法迅速恢复受到危机破坏的人类和社会发展水

平 它们还必须将本国的机构转变成实施这些战略的有效工具 东亚和东南亚国

家具有的而且所有成功事例都共有的一些素质丝毫没有丧失应有的作用 健全的

宏观经济基本因素 改善了的管理 高储蓄率 人力资源投资 自然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 在公营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 以出口为导向等 这

些特性都是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 我们必须有的放矢 采取

减少未来发生危机风险的行动 除了各国的努力之外 整个国际社会必须负起责

任 通过在贸易 投资 竞争和金融方面以及稳定货币方面加强合作 建立起有

利的全球环境 使全球化更为有效和公平  

新的起点 

 5.  贸发十大是本世纪第一次重大的国际经济和发展问题会议 为我们提供了

评估和思索最近的全球化经验 查明过去的方法和政策的优 缺点 以及确定面

前的主要挑战提供了一次独特的机会 面前的主要挑战是 确保所有国家与国际

贸易体系切实接轨 提高供应能力 克服债务问题 加强对社会发展的承诺 确

保妇女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参与 提供足够的发展资金 包括解决官方发展援助

不断下降的趋势及援助资金有效使用问题 开展体制改革 减少金融波动 增强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 这使国际社会有可能集中精力研究最近几十年的核心问

题 特别是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日趋严重的不平等和严重的贫困等威胁到国际

稳定的问题 在越来越依靠知识的当今世界上 支持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发展有

助于发展中国家切实参与世界经济  

 6.  全球化可以大力推动增长和发展 如果管理得当 可在国际一级为持久

公正的增长奠定基础 为此必须坚持不懈地通过公开和直接对话探索各方同意

的 兼顾所有各方根本利益的解决办法  

 7.  曼谷大会特别注重需增强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上的政策连续性 国家一级的

宏观经济政策和部门性政策应互为补充 国家一级和国际上的政策也应互为补

充 多边机构也须进行更有效的合作和协调 应相应加强国家和国际机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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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许多国家难以应付全球化带来的日趋激烈的竞争 亦无力利用全球化带来

的机会 因此 需要为可能遭边缘化的国家作出果断努力 在此方面 应特别重

视与任何其他区域有着同样潜力的非洲 对国际社会来说 与每个民族社会一

样 最终的考验是要看它如何对待社会中的弱者 就此 本届大会强调即将举行

的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重要意义 并敦促国际社会为该次会议

的成功作出贡献  

 9.  必须以团结互助精神和强烈的道义责任感作为国家政策和国际政策的指

南 这不仅是道德义务 而且也是在真正伙伴关系基础上建设一个繁荣 和平和

安全的世界的先决条件 要想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 就需为国际经济决策作出更

包容 更透明 更强调参与的体制安排 以便所有人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好

处 另外 国际发展努力要想奏效 就必须让包括私营部门 非政府组织和学术

界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士和机构发挥作用  

 10.  会议强调要建立一个公平 平等 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 该体系以

不歧视 透明的方式运转 为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益处 这就尤其需

要改善对发展中国家有特殊意义的货物和服务的市场准入状况 解决与世界贸易

组织协议的执行有关的问题 充分落实特殊和有差别待遇 为加入世贸组织提供

便利 并提供技术援助 会议强调 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应当尽力确保多边贸

易体系发挥其在促进所有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融入世界经济方面的潜力 新

的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应当考虑到发展问题 设法早日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取得进

展 仍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紧迫事项 会议强调区域一体化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和

贡献  

公开对话和充分参与 

 11.  贸发会议作为联合国内综合处理发展问题和贸易 金融 投资 技术及

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相互关联的问题的中心机构 必须为争取实现发展目标作出

重大贡献 贸发会议还必须在围绕已得到明确界定的贸易支持和发展问题达成协

商一致意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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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贸发十大及其筹备进程所作的一个贡献是各方进行了公开对话并坦诚地

交换了看法 曼谷会议使人们在共同承担道德义务来创造更加美好 公平的世界

这一点上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贸发会议的工作可有助于处理全球化带

来的挑战和机遇 并且可以鼓励包括私营部门 非政府组织 学术界和议员等在

内的发展进程中的伙伴之间就关系到全球的各种发展问题进行公开的有系统的讨

论 贸发会议应当争取进行此种公开对话 以有助于二十一世纪国际经济关系的

形成  

 13.  本届会议使发展伙伴聚集到一起 提出切实可行 重要的解决办法 会

议使人们有理由充满希望 认为创造更加公平 合理的世界经济体系 减轻贫

困 纠正不平衡现象 改善环境保护状况 以及为所有人提供安全和越来越多的

机会 以提高生活水平 过上充分 有意义的生活等 是能够做到的 我们商定

了一个为这一进程提供指导的 行动计划 现在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把希望

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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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贸发会议各届大会 

年  份 地  点 主   题 主  要  结  果 

1964 日内瓦 争取实行新的贸易政

策以促进发展 
贸易和国际合作新准则 

1968 新德里 争取实现全球发展战

略 
指导国际贸易关系和有利于发展的贸易政策的

15项总原则(普惠制和最不发达国家) 

1973 圣地亚哥 贸发会议第二届大会

以来的主要政策发展 
扩大工作方案 
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限制性商业惯例专家组 
班轮公会行为守则 
技术问题工作方案 

1976 内罗毕 就商品采取行动 包

括鉴于世界商品经济

改革的必要而就综合

商品方案作出的决定 

新的工作领域 
综合商品方案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 
国际技术转让守则 
关于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原则和规则的谈判 

1979 马尼拉 调整国际经济结构 审查贸发四大以来的进展 
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新的综合行动纲领 
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1983 贝尔格莱德 发展和恢复 新相互

依存关系的现实 
审查各领域的进展 
服务贸易方面的工作 
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 

1987 日内瓦 恢复发展 增长和国

际贸易的活力 评价

和政策选择 

最后文件 包括评估经济趋势以及拟订发展资

金 商品 国际贸易和最不发达国家等方面的

政策和措施 

1992 卡塔赫纳 加速发展进程 1990
年代国家和国际政策

面临的挑战 

宣言和最后文件 新的发展伙伴关系 
贸发会议的体制调整及职能的重新定义 
贸易效率 

1996 米德兰特 全球化和自由化 面

对两股强大潮流而发

展 

宣言和最后文件 促进增长和发展的伙伴关系 
对工作领域的进一步调整 全球化 投资 企

业和技术 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及商品问题

服务基础结构和贸易 技术合作 

2000 曼谷 市场合一以后 宣言和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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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六 

预算和工作人员 

预   算  

 年度业务预算来自联合国经常预算 此外 技术合作活动则由捐助国和受惠国

以及有关组织提供的预算外资源供资  

技术合作  

 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活动主要由三个来源供资 开发计划署 由成员国自愿捐

款组成的信托基金 联合国技术合作经常方案预算  

 开发计划署确认贸发会议在处理与贸易有关的技术合作问题上占有比较优势

它是贸发会议技术合作方案的主要支助者 也是若干全球性方案的伙伴  

 信托基金捐款是个别捐助国政府 组织 企业部门和基金会在自愿基础上提供

的  

 发展中国家也为贸发会议技术合作活动作出贡献 这种贡献有两种形式 为帮

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一般用途捐款  如最不发达国家信托基金 涉及贸发会

议在这些国家提供特定服务 (如货物信息预报系统 海关数据系统或债务管理和金

融分析系统 )的 自筹资金 安排 这些服务通常由世界银行或区域开发银行提供

贷款或赠款融资  

 贸发会议采用 三角形 的合作方式 即由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受惠国提供技

术服务 而由第三国提供资金  

 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活动的经费还来自联合国经常预算第 21 款(区域间咨询服

务)和第 33 款(发展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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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贸发会议经常预算  

 1998-1999支出 2000-2001拨款 2002-2003概算 
方案预算(千美元) 1 88,191 81,374 82,764 
经常预算员额(员额数) 394 401 403 
  专业人员 227 231 233 
  一般事务人员 167 170 170 

1 联合国方案预算第 11A款  

表 2.  1990-2000 年贸发会议技术合作支出总额和资金来源  

(百万美元)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开发计划署 17.4 7.8 6.1 6.8 6.0 6.5 5.8 

信托基金 3.6 13.4 15.8 16.1 15.2 16.9 15.8 

方案预算 0.6 0.8 0.5 0.4 0.6 2.0 2.5 

合  计 21.6 22.0 22.4 23.3 21.8 25.4 24.1 

 
表 3.  1997-2000 年期间对贸发会议信托基金的捐款情况  

(千美元) 

捐 助 者 1 数  额 
澳大利亚 4,288 

芬兰 1,315 

法国 3,216 

意大利 3,662 

日本 1,543 

卢森堡 1,768 

荷兰 4,754 

挪威 4,574 

瑞典 1,637 

瑞士 6,242 

联合王国 2,296 

欧盟委员会 9,162 

合  计 44,457 

信托基金捐款总计 65,297 

1  清单只列出四年期间捐款总额超过 100万美元的双边捐助国和一个 
多边捐助方 所列捐助者的捐款总额为贸发会议信托基金总捐款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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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七 

2000 年发行的部分贸发会议出版物 

UNCTAD/LDC/2000 
2000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 
出售品编号 C.00.II.D.21 
 
UNCTAD/TDR/2000 
2000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出售品编号 C. 00.II.D.19 
 
UNCTAD/WIR/2000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0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development 
Sales No.E.00.II.D.20 
[只有英文本] 
 
The book of aspirations  Giving voice to the voiceless  
Les cahiers d'esperance  
El Libro de esperanzas 
 
UNCTAD/DITC/TNCD/1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and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A new dilemma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只有英文本] 
 
UNCTAD/DITE/2 (Vol.V)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struments  A compendium  
Sales No.E.00.II.A.14 
 
UNCTAD/GDS/MDPB/G24/1 
The millennium roun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Negotiating strategies and areas of benefits  
Paper prepared by Prof. Arvind Panagariya,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USA 
G-24 Discussion Paper No. 1 
[只有英文本] 
 



- 48 - 

 

UNCTAD/GDS/MDPB/G24/2 
Interests and options of developing and least-developed countries in a new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Paper prepared by T. Ademola Oyejide, University of Ibadan, Nigeria 
G-24 Discussion Paper No. 2 
[只有英文本] 
 
UNCTAD/GDS/MDPB/G24/3 
The Basel Committee's proposals for revised capital standards  Rationale, design and possible 
incidence 
G-24 Discussion Paper No. 3 
[只有英文本] 
 
UNCTAD/GDS/MDPB/G24/4 
The standardization of law and its effect on developing economies  
G-24 Discussion Paper No. 4 
[只有英文本] 
 
UNCTAD/GDS/MDPB/G24/5 
Exchange-rate polic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hat have we learned  What do we still not 
know  
G-24 Discussion Paper No. 5 
[只有英文本] 
 
UNCTAD/GDS/MDPB/G24/6 
Governance-related conditionalit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G-24 Discussion Paper No. 6 
[只有英文本] 
 
UNCTAD/GDS/MDPB/G24/7 
Commentary on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s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Capital Flows 
G-24 Discussion Paper No. 7 
[只有英文本] 
 
UNCTAD/GDS/SEU/3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Egypt and Jordan to enhance subregional trade-related 
services 
 
UNCTAD/GP/1999 
Guide to UNCTAD publication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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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TAD/ITCD/TAB/3 
Policy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modities. Study series no. 2 
E-commerce, WTO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Sales No.E.00.II.D.23 
[只有英文本] 
 
UNCTAD/ITCD/TAB/4 
Policy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modities, Study series no. 3 
Assessing the results of general equilibrium studies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Sales No.E.00.II.D.24 
[只有英文本] 
 
UNCTAD/ITCD/TAB/5 
Policy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modities, Study series no. 5 
Tariffs, taxes and electronic commerce  revenue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Sales No.E.00.II.D.36 
[只有英文本] 
 
UNCTAD/ITCD/TAB/6 
Policy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modities. Study series no. 4 
What ca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fer from the Uruguay round models for future negotiations  
Sales No.E.00.II.D.25 
[只有英文本] 
 
UNCTAD/ITCD/TAB/7 
Policy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modities. Study series no. 6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WTO 
Sales No.E.00.II.D.26 
[只有英文本] 
 
UNCTAD/ITCD/TED/4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et la protection de 1'environnement à Madagascar 
Sales No.F.99.II.D.18 
 
UNCTAD/ITCD/TED/5 
Rubber and the environment  Proceedings of the Joint Workshop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Rubber Study Group 
Sales No.E.00.II.D.210 
 



- 50 - 

 

UNCTAD/ITCD/TSB/10 
Positive agenda and future trade negotiations 
Sales No.E.00.II.D.8 
[只有英文本] 
 
UNCTAD/ITCD/TSB/2 
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体系 与原产地规则有关的问题 
 
UNCTAD/ITCD/TSB/9 
Trade agreements, petroleum and energy policies 
 
UNCTAD/ITE/EDS/Misc. 18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support services for SMEs  Proceedings of four intergovernmental expert 
meetings. (Parts I-III). Vol. 1 
 
UNCTAD/ITE/EDS/Misc. 18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support services for SMEs  Proceedings of four intergovernmental expert 
meetings. (Parts IV). Vol. 2 
 
UNCTAD/ITE/IIA/2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1959-1999 
 
UNCTAD/ITE/IIP/9 
ATAS XII  The role of publicly funded research and publicly owned technologies in the transfer and 
diffusion of environmentally sound technologies 
Sales No.E.00.II.D.37 
[只有英文本] 
 
UNCTAD/ITE/IIP/Misc. 17 
Investment policy review. Uganda 
Sales No.E.99.II.24 
[只有英文本] 
 
UNCTAD/ITE/IIP/Misc. 19 
Investment policy review. Peru 
Sales No.E.00.II.D.7 
[只有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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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TAD/ITE/IIP/Misc.21 
Investment regimes in the Arab world  Issues and policies 
Sales No. E/F.00.II.D.32 
 
UNCTAD/ITE/IPC/Misc.3 
Tax incentiv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global survey 
Sales No.E.00.II.D.5 
 
UNCTAD/ITE/TED/1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at the enterprise level 
Sales No.E.00.II.D.28 
 
UNCTAD/OSG/DP/145 
Copyrights, competi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the music industry 
Discussion Paper No. 145 
[只有英文本] 
 
UNCTAD/OSG/DP/146 
Foreign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oes it crowd in domestic investment  
Discussion Paper No. 146 
[只有英文本] 
 
UNCTAD/OSG/DP/147 
Globalization and the South  Some critical issues 
Discussion Paper No. 147 
[只有英文本] 
 
UNCTAD/OSG/DP/148 
The debate o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Reforming the reformers 
Discussion Paper No. 148 
[只有英文本] 
 

UNCTAD/OSG/DP/149 
What did Frederick List actually say  Some clarifications on the infant industry argument 
Discussion Paper No. 149 
[只有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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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TAD/OSG/DP/150 
Globalizatio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skill accumulation in low-income countries 
Discussion Paper No. 150 
[只有英文本] 
 
UNCTAD/OSG/DP/151 
Financial modernization legis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Discussion Paper No. 151 
[只有英文本] 
 
UNCTAD/OSG/DP/152  
Asian crisis  Distilling critical lessons 
Discussion Paper No. 152 
[只有英文本] 
 
UNCTAD/RMT(2000)/1 
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00 
Sales No.E.00.II.D.34 
[只有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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