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 合 国   A/CONF.207/7/Add.2

 

 

 

审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 

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国际会议 

 

毛里求斯路易港 

2005 年 1 月 10 日至 14 日 

 
Distr.: General 
12 January 200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5-20526 (C)    120105    120105 
*0520526* 

 

议程项目 8 

全面审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执行情况 

 

  专题小组讨论摘要 
 
 

  秘书处的说明 
 

  增编 
 

  第二小组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和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的特殊挑战 

（2005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至下午 1时） 

主席编写的讨论摘要 

1． 第二小组讨论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和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的特殊挑战

问题。小组主席由毛里求斯外交、国际贸易和地区合作部长贾亚·克里什纳·卡

塔里担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别方案主任哈比卜·乌瓦纳主持讨论。五位小组成员是：圣

卢西亚总理办公室特命全权大使兼圣卢西亚驻加勒比共同体大使安东尼·塞弗

林；马尔代夫常驻联合国代表穆罕默德·拉蒂夫；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发

展司参赞汉斯-彼得·韦纳；毛里求斯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贸易顾问西瓦拉曼·帕

拉亚丹；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商品和贸易司高级贸易顾问迪普·福特。 

2． 小组成员发言后进行了互动辩论。小组的建议提交给高级别圆桌会议，以促

进关于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议程的政府间对话，并将列入该国际

会议的报告。 

3． 小组讨论了三个主要议题，包括经济脆弱性、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有关的贸

易问题以及处理这些挑战的机构对策。小组提出了行动建议，供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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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脆弱性问题 

4．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属小规模开放型经济，资源有限，极其依赖外部市场和资

源。此外，这些国家又受制于许多不利的结构性条件和竞争条件。大多数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专门生产种类有限的产品，而且国内市场有限。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是单一商品出口者，严重依赖出口收益。这种对外依赖性增加了它们易受外来

经济威胁和冲击影响的程度。与会者紧急呼吁采取行动，避免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进一步边缘化。 

5． 与会者指出，规模不经济问题与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单位成本较高直接相关。

这种高成本导致价格不具竞争力。而由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地处偏远而导致的高

额运输费用又使该问题愈加严重。此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普遍难以获得资金，

包括多边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全球化使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进一步

落于边缘地位。 

6． 若干发言者强调指出，关于从最不发达国家地位毕业的现行规则是对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重新审议。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地位毕业的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失去获得减让性或优惠待遇的资格，这将

严重限制它们从其特别容易遭受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冲击等困境中恢复的能力。马

尔代夫的实例说明了该问题。该国最近面临海啸带来的灾难后果。有必要采取特

殊的支助措施，以便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适应毕业后的情况。 

与贸易有关的问题 

7． 与会者指出，审议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国际贸易谈判中相对较新的一

项内容。他们强调指出，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应当考虑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经济的特殊不利条件。后者往往是实力较弱的贸易伙伴，并在国际贸易竞争中面

临严重困难。欧洲联盟的贸易制度被与会者视作向实力较弱和规模较小的经济体

提供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成功模式。这种待遇使希腊和葡萄牙等国能够针对全球经

济作出结构调整，并充分融入多边贸易体系。 

8． 今后的贸易谈判应承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具体不利条件，从而使多边贸易

体系变得更加公平。这将使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能够在更平等基础上参与国际贸

易，获取更有保障的外部市场准入，并作为平等伙伴参与世贸组织谈判。毛里求

斯的例子表明，有必要向出口商品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和差别待遇。与

会者援引了欧盟最近实行的糖业改革的实例。这一改革使糖价下降了大约 37％，

会导致毛里求斯制糖部门的消亡。 

9． 与会者指出，世贸组织内的国际贸易谈判是在《多哈发展议程》下推进的。

该议程列有与脆弱的小规模经济体相关的与贸易有关问题的具体规定。与会者还

指出，关于有关问题的谈判，特别是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市场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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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业补贴有关的谈判，并未取得 2001 年通过《多哈部长宣言》时所期望的进

展。 

相关问题的机构对策 

10． 与会者普遍认为，没有发展伙伴的支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将没有能力建立

经济复原力和有竞争力的经济。双边发展伙伴和多边金融机构增加援助流量对提

高复原能力至关重要。还有必要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包括

通过汇集资源加强合作。联合国各机构应继续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11． 机构能力建设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若干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已在发

展其贸易能力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经济脆弱度依然较高。国际社会应作出特别

努力，增强这些经济体的复原能力。必须在国际发展伙伴的协助下找出能力建设

的实际途径，以及支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区域办法和战略。 

12． 贸易谈判的复杂性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有关挑战证明需要努力发展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能力。这还意味着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创新做法。

与会者指出，担心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得到的特殊待遇会损害多边贸易体系是没有

根据的。 

供进一步审议的行动建议 

 • 协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 确保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适当考虑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脆

弱性。 

 • 执行《多哈部长宣言》中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和优惠待遇相关的

规定，特别是关于外部市场准入的规定。 

 • 针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不利条件建立创新的金融机制。 

 • 提高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世贸组织谈判的能力。 

 • 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机构能力，包括其制订与贸易有关的政策和相

关管制措施的能力。 

 • 提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供其他

国家学习。 

 • 在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支助下，通过区域实体加强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相关的南南合作。 

 • 考虑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脆弱性，重新审查从最不发达国家地位

毕业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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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在世贸组织内得到特殊待遇的观点得到更广泛

的接受。 

 • 邀请联合国各相关机构确认联合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名单的正式地位，

以便给予它们特殊待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