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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特殊的国家组：第三次联合国 

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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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6(b) 

联合国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执行情况和

后续行动：审查和协调 2001-2010 十年期

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第四次年度进展报告显示，虽然经济情况出现好转，但是，赤贫现象在最不

发达国家中似乎没有减少，而是在其中的许多国家中，继续增加。在受艾滋病毒

/艾滋病和内乱的影响最大的几个最不发达国家中，人类预期寿命不升反降，与

历史趋势背道而驰，这是前所未有的。其他社会指标，包括两性平等，因捐赠方

直接为社会部门提供支助而有所改进，但仍然是世界最低的。报告认为，如果目

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只有极少数最不发达国家能够实现《布鲁塞尔行动纲领》的

各项目标。 

 报告显示，人口的迅速增加、快速城市化、环境退化和艾滋病毒/艾滋病加

剧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赤贫。气候变化正在成为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是非洲和小岛

__________________ 

 
*
 A/61/50 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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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最不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要面临的新挑战。 

 报告促请最不发达国家及其发展伙伴继续作出承诺和注入新的动力，执行

《行动纲领》。报告建议最不发达国家将《行动纲领》的各项目标列入它们根据

千年发展目标制订的国家发展战略，并吁请发展伙伴通过共同国家评估/联合国

发展援助框架和减贫战略文件等项工作，协助制订这些战略。必须在自下而上进

行需求评估的基础上，制订这些综合性投资和行动框架，同时要辅助采取一些“速

赢”措施。 

 报告强调，为使最不发达国家跳出贫穷陷阱，维持《行动纲领》作为最不发

达国家与其发展伙伴的伙伴关系框架的可信性，必须在援助、减免债务、市场准

入和技术协助方面作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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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 2004年 12月 22日第 59/244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5 年 7 月 27 日第 2005/44 号决议提交的。决议请秘书长通过重点注意具体

成果和表明在执行方面取得的进展，采用更注重分析和着重效果的方式，就

《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提交年度进展报

告。1 

2. 本报告沿用了《行动纲领》的结构，并如《行动纲领》所述，按照执行工作

对最不发达国家逐步实现国际发展目标的贡献，审查了执行《行动纲领》的进展

情况。 

3. 本报告附件一列有各项有关指标，以便衡量最不发达国家及其发展伙伴在实

现《布鲁塞尔行动纲领》所载各项国际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 

4. 报告对最不发达国家组的整体执行情况作了评估，但各个国家的执行情况有

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很大差异。报告附件二列出了各最不发达国家的执行情况，

提供了各国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用国际来源的资料汇编而成，而国际来源资料

又以各国的资料为依据。在每个表格的末尾标明了所有出处。 

5. 《布鲁塞尔行动纲领》要求在进行评估时，确定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的进

展情况。经社理事会的附属机构发展政策委员会负责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工

作。该委员会由独立专家组成，每三年对最不发达国家名单进行一次审查，并提

出列入名单或脱离名单的建议。 

6. 2004 年，大会注意到发展政策委员会关于让两个最不发达国家脱离名单的建

议。2
 佛得角目前正处于过渡期，将于 2007 年脱离名单，但马尔代夫于 2004 年

12 月遭海啸重创，因此脱离名单的三年平稳过渡期将推迟三年，从 2008 年 1 月

1 日开始。3 委员会在 2006 年三年期审查时，建议将巴布亚新几内亚列入最不发

达国家名单，4 并让萨摩亚脱离名单。委员会还认为，赤道几内亚、基里巴斯、

图瓦卢和瓦努阿图已经符合脱离的条件。将在下一次三年期审查时按既定程序审

议这些国家脱离名单的问题。另有7个国家至少符合脱离名单三项标准中的一项。

不过，2006 年的审查认为，有 36 个最不发达国家不符合任何一项脱离名单的标

准，表明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很慢。5 

 

 二. 《布鲁塞尔行动纲领》执行情况 
 

承诺 1 

奠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框架 

7. 最不发达国家减少贫穷和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快速、持久和全面的增长。

为实现在 2015 年以前将贫穷和饥馑人口减半的目标，《行动纲领》设定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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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至少年均增长 7％和投资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 25％的目

标。 

8. 2001-2004 年期间，最不发达国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格)的年均增长

率为 5.5％，高于 1996-2000 年期间的 4.4％和 1991-1995 年期间的 2.2％。许多

最不发达国家出现快速增长是因为商品需求扩大和价格升高，而且主要集中在采

矿和石油行业。自《行动纲领》通过以来，虽然总体上有所改进，但只有 5 个国

家达到了年增长率 7％的目标，其中 3 个国家得益于石油行业的发展，一个国家

是在经历长期负增长后，在冲突结束后依靠援助实现了强有力的复兴。还有 15

个最不发达国家 2001-2004 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5％以上，但其中 6 个国家的

国内生产总值自 2000 年以来有所下降。由于人口快速增长，最不发达国家年人

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远慢于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增长。1990年为288美元，

2003 年只增加到 339 美元。 

9. 2003-2004 年的数据显示，有 14 个最不发达国家已经达到投资指标，另有

11 个国家的投资比率在 20％或以上。但是，有 11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比率仍

低于 15％(见附件二,表 1)。 

10. 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似乎并没有给减贫带来多大影响。在 17 个有近期

国际可比数据的最不发达国家中，9 个国家有 50％以上的人口日均（购买力平价)

生活费不足 1 美元。只有 12 个最不发达国家有与这一基准有关的趋势数据。自

1990 年代前五年以来，其中 3 个国家(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和毛里塔尼亚)

贫穷大幅减少，但另外 8 个国家的贫穷反而有所增加。其余国家的贫穷率没有变

化，仍然非常高(见附件二，表 2)。 

11. 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在减少饥馑人口的比例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营养不

良率仍然居高不下，有 10 个最不发达国家超过 41％，或甚至更高。大多数最不

发达国家看来已不太可能达到千年发展目标中关于在 2015 年时将饥馑人口减半

的目标(同上)。 

12. 在国内冲突、赤贫、营养不良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共同影响下，五分之一

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自 1990 年以来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下降，而且它们

全是非洲国家。世界其他区域所有最不发达国家的人类预期寿命在 1990-1995 年

和 2000-2005 年之间均有所上升，有些国家上升的幅度很大，但仍低于 50 岁(同

上)。不过，由于出生率很高，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已从 1990 年的 5.22 亿增加

到 2004 年的 7.41 亿，2005 年预计达到 7.59 亿(见附件二，表 1)。 

13. 最初作为债务减免工具提出的减贫战略文件，已越来越多地被各国视为处理

贫穷和饥馑问题以及实现国际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所载目标的主要行动、

投资纲要和首要战略工具。截至 2006 年 2 月 28 日，三分之二最不发达国家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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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减贫战略文件，贝宁和乌干达还起草了第二份。另有几个最不发达国家编写

了一份或多份关于各自减贫战略文件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14. 在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上，世界领导人重申了《千年宣言》，下决心“在 2006

年以前通过和实施国家发展战略，以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包括

千年发展目标。”6 联合国发展集团 2006-2008 年行动计划旨在帮助 60 个发展中

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根据千年发展目标编写或修改国家发展战略。有些最

不发达国家已经编写了基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减贫战略文件，有些则在修改减贫战

略文件以实现这些目标。 

承诺 2 

在国家和国际两级实行善政 

15. 和平与安全是实现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冲突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对经济和发展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调查显示，低收入国家的冲突发生率高

于中等收入国家，更高于高收入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尤其容易发生冲突。自

1990 年以来，世界各地的冲突大幅减少，过去 15 年中的冲突有一半发生在最不

发达国家。7 

16. 《布鲁塞尔行动纲领》吁请最不发达国家通过实施国家政策和战略，建立信

任和预防冲突，并在发生战争的国家，推动和平解决争端、和解及冲突后建设和

平。 

17. 2005 年 1 月 9 日苏丹共和国政府和苏丹人民解放军在内罗毕签署了《全面和

平协定》，增加了苏丹实现全国和解、恢复法治、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回返以及最

终恢复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时隔一年，苏丹境内的安全局势仍然岌岌可危，苏

丹同邻国乍得的紧张关系威胁着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18. 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一些未决问题进一步加剧，特别

是按照2002年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的裁定开展的标界工作陷入僵

局。 

19. 其他国家则有一些积极的发展：索马里又有了过渡联邦政府；布隆迪举行了

全国选举；中非共和国恢复和平；刚果民主共和国举行了立宪公民投票，为国家

和省级选举铺平了道路；海地举行了总统和议会选举；利比里亚举行了总统选举，

产生了非洲第一位女性国家元首等。 

20. 妇女在阿富汗议会中占有 27％的上院席位和 22％的下院席位。在省级议会

中，阿富汗妇女拥有 29％的席位。作为它对波恩进程做出的一个承诺，阿富汗通

过了五年期国家毒品管制战略，并制订了以减少贫穷、创造就业、改善社会服务、

基础设施、农业与农村发展、以及私营部门发展为目标的国家发展战略。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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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人享有公正待遇”改革旨在建立一个公正和透明的司法系统，包括重建和

改革监狱系统及加强法治。 

21. 已经结束冲突的最不发达国家在向和平过渡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果不能

及时得到适当的援助政策咨询，就会在五年之内重新陷入冲突。8 具有讽刺的是，

为冲突后国家提供的援助恰好在它们能切实为长期发展奠定基础时，开始减少。

与此同时，冲突后国家通常很难吸收大笔数额的发展援助，也很难有获取外来发

展援助通常要有的良好施政业绩。9 

承诺 3 

建立人和机构的能力 

22. 由于捐助者直接为社会部门提供支助，最不发达国家的一些社会指标得到改

进。在目前有数据的最不发达国家中，大多数国家在普及小学教育方面取得了进

展，大部分最不发达国家在小学教育领域增强了两性平等。但是，随着教育程度

的提高，两性差距在加大，21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数据显示中学教育中的两性差距

很大，6 个国家的女生超过男生。大学教育中的两性差距更大，有一半国家的在

校女生还不到男生的一半(见附件二，表 4.A)。 

23. 有关最不发达国家成人识字率的数据少之又少，在 33 个有数据的最不发

达国家中，有 26 个国家已经达到或有可能达到 2015 年将妇女的成人识字率提

高 50％的目标。就男子而言，在 32 个有趋势数据的最不发达国家中，有 10 个国

家已经达到或有可能达到目标(见附件二，表 4.B)。 

24. 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在内的各种疾病流行和冲突连

绵不断，三分之一最不发达国家的婴儿和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统计，在世界上 20 个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最高的国家中，有 11 个国家自 1990 年代以来经历了重大的武装冲突。而这 11

个国家都是最不发达国家。 

25. 4 个最不发达国家(佛得角、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已经实现了将

婴儿死亡率降低到每 1 000 名活产低于 35 人的目标，另外有 13 个国家在 2015

年实现这个目标方面，正取得重大进展。还有 18 个最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也取

得了一些进展，但剩下的 15 个最不发达国家进展甚微，甚至出现了倒退(见附件

二，表 3)。 

26. 3 个最不发达国家（佛得角、萨摩亚和瓦努阿图）已经达到了把五岁以下儿

童的死亡率降低到每 1 000 名活产低于 45 人的目标，另有 13 个国家在实现这个

目标方面也有重大进展。还有 20 个最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它们似乎不大可能在 2015 年实现这个目标，而剩下的 14 个最不发达国家则远

远落在后面(见附件二，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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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妇死亡率仍然是最高的(每100 000名活产中有890

人死亡)，45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妇死亡率极高或很高。尽管这是一个十分严重

但可以解决的问题，但只有 5 个最不发达国家(佛得角、马尔代夫、萨摩亚、所

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接近实现 2015 年将产妇死亡率降低 3/4 的目标。 

28. 妊娠和分娩期间护理不周是造成产妇和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具有讽刺的

是，生育率最高的最不发达国家(平均每名妇女有将近 5 个孩子)的妇女在分娩时

有经过训练人员护理的比例最低。最不发达国家妇女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分娩时

是由经过训练人员接生的，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为 59％。7个最不发达国家由经过

训练人员接生的比例超过 85％，另外 17 个最不发达国家由经过训练人员接生的

比例达到 50％以上，它们有可能在 2015 年达到全部由经过训练人员接生的目标。

但是在剩下的 26 个国家中，需要有重大突破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同上）。 

29. 在提供产前护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在目前有数据的 45 个最不发达国家

中，35 个国家应能实现普遍享受由经过训练的保健人员提供的产前护理的目标。

为了在剩余的国家中取得重大进展以实现有关目标，需要迅速扩大提供服务的范

围(同上）。 

30. 由于推行降低人口增长率的政策，25 个有趋势数据的最不发达国家中，有

21 个国家在使用避孕药具方面取得了进展。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使用率还很低。防

治艾滋病毒/艾滋病政策，包括宣传/教育运动，也促使人们更多地使用避孕套。 

31. 数据显示，在艾滋病最严重的最不发达国家中，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新感染

率（3.2％）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由于过去十年采取的防治艾滋病毒/艾

滋病政策和方案，新感染率开始略有下降。随着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的扩大，

死亡率也开始下降，这样流行率也许可以稳定下来，甚至今后有可能降低。但是，

要巩固这一新趋势，就要对预防和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进行大量投资(见附件

二，表 6)。 

32. 虽然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肺结核流行率和肺结核引起的死亡率也大幅度下

降，但在大多数国家中仍然很高，甚至还有所上升。造成上升的原因是艾滋病

毒/艾滋病感染，因为它削弱了人体的免疫机能(见附件二，表 7)。 

33. 但在 30 个有趋势数据的最不发达国家中，15 个国家的疟疾流行率有所下降，

13 个国家的流行率有所上升。因疟疾造成的死亡主要发生在中非和缅甸，在 33

个有 2000 年至 2003 年数据的最不发达国家中，10 个国家的死亡率极高（2 000

和 2 000 人以上），9 个国家的死亡率很高（500-1 999 人）。在 30 个有数据的最

不发达国家中，有 23 个国家现在至少能让 25％发烧儿童服用抗疟疾药。在使用

用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方面进展缓慢，但是已在 11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顺利推广

这种蚊帐（同上）。非常好的是，坦桑尼亚已经开始生产这种蚊帐，使其价格从

每个 15 美元降至 2 美元，一些地区的蚊帐使用率也从 2％增加到 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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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数据显示，在获得饮用水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最不发达国家 58％的人口的

用水水质得到改进。但是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仍然有巨大的差异。45 个最不发达

国家的都市地区已经达到或有可能达到 2015 年水质得到改进的目标，但剩下的 5

个国家进展甚微。与此相反，水质得到改进的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增加（见附件二，

表 8）。 

35. 在改善环境卫生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21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都市地区似乎有

可能达到环境卫生的目标，16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农村地区有可能达到目标，但剩

余的国家几乎没有进展(同上)。 

36. 由于极端贫穷、人口迅速增长和快速城市化、住房政策和城市政策不当，最

不发达国家居住在贫民窟中的人每年大约增加 5％，几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

倍。最不发达国家有近 1.4 亿人口，即四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居住在条件很差的

住房中。 

37. 尽管有了一些改善，但最不发达国家的社会指标仍然是世界上最低的。这些

国家的婴儿、儿童和产妇死亡率最高，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发病

率和流行率最高，学生入学率和成人识字率最低，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最高，营

养不良和赤贫状况最严重，出生时预期寿命最短，住房条件最恶劣。 

承诺 4 

建立生产能力，让全球化为最不发达国家服务 

38. 《布鲁塞尔行动纲领》强调指出，最不发达国家在结构和供应方面的限制，

其中包括生产力低下，影响了它们更快实现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行动纲

领》提到，在提高生产力的几个必要的重要因素中，要有稳定的宏观经济条件、

有利的法律和规范框架、适当的体制基础设施、实际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

并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 

39. 最不发达国家大约有 72％的人居住在农村地区，69％的人的就业、收入和粮

食供应要依靠农业。由于人口集中在农村，因此农业和农村发展是最不发达国家

开展减贫的理想目标。 

40. 尽管农业对于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举足轻重，但是，由于农产品出口比例下

降，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的总进口量几乎增加了两倍，最不发达国家已经从农产

品净出口国变成了农产品净进口国。价格突涨和旱灾对需要进口粮食的最不发达

国家的粮食供应产生不利影响，迫使它们用很大一部分外汇收入购买粮食。进口

粮食的大笔支出削弱了它们支付其他重要进口物品的能力，有可能增加它们的外

债。此外，这些支出还可能动用投资农业多样化和农村发展的资金和用于社会部

门的资金，危害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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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加工产品在最不发达国家农业出口中的比例略有增长，但缺少农业技术、人

和体制能力薄弱、缺少信贷和缺乏市场信息进一步阻碍农业多样化，削弱最不发

达国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为最不发达国家的农业提供的官方发展援

助就相对数额而言，一直在减少，私营部门也未能填补这个空缺；农业领域几乎

没有外国直接投资。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动荡不定，发达国家对农业实行补贴，

致使情况进一步恶化。11 

42. 《行动纲领》强调指出，可靠的实际基础设施“对最不发达国家现有生产性

资产和企业的高效率运作、吸引新投资以及确保经济良好发展至关重要。”为此，

《行动纲领》建议扩大最不发达国家的公路和铁路线路，使其在 2010 年达到其

他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43. 32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数据显示，自 1990 年以来，13 个国家的公路长度至少

增加了 20％，但在此期间，有 6 个国家的公路长度缩短。与此同时，铺面公路的

比例仍然很低。就人口数目和地理面积而言，绝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拥有的铁路

也很有限。只有 4 个最不发达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苏丹和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广泛使用铁路运输货物(见附件二，表 10)。 

44. 《行动纲领》还建议到 2010 年时扩大港口和机场及其辅助设施并使之现代

化，以加强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能力。由于缺乏标准指标，无法对最不发达国家

的港口设施及其使用方面的进展进行评估。大多数最发达国家的航空服务很有

限，货物空运量和飞机起飞架次都在下降(同上)。 

45. 2003-2004年期间，只有4个最不发达国家达到或预期能达到2010年每1 000

名居民有 5条电话线的目标。剩余的最不发达国家几乎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尽

管自 1990 年代以来取得了一些进展。如果把主线客户和手机用户合起来计算，

除了 2 个国家外，所有有数据的最不发达国家每 100 人拥有的电话线路均增加了

一倍，许多国家的在 2000 年至 2004 年期间增加了 2 至 4 倍。在 2003-2004 年期

间，8 个最不发达国家每 100 人就拥有 10 条或更多条线路，10 个或更多的国家

很快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其他 17 个最不发达国家如果加快工作，就可以按期实

现目标，但剩下的 14 个国家的前景不那么乐观，尽管手机用户在快速增加(见附

件二，表 9)。 

46. 2000 年时只有 7 个最不发达国家每 100 人有 1 人或更多人可以上网。自此以

来，大部分最不发达国家的因特网用户数量增长了 2 至 9倍或更多，但在一半最

不发达国家中，每 100 人中的因特网用户还不到 1 人(见附件二，表 9)。 

47. 邮局，特别是农村地区的邮局，在最不发达国家中起重要的作用，因为邮局

不仅提供邮政服务，也提供金融服务（支付水电费、缴税和汇款）和信息。邮局

提供费用低廉的高效金融服务和国际汇款服务，可以刺激社会经济发展，协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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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达国家减贫。但是资料显示，自 1990 年代以来，除了 8 个国家外，在 47 个

有数据的最不发达国家中，享有邮政服务的人一直在不断减少(同上)。 

承诺 5 

增强贸易在发展中的作用 

48. 尽管贸易对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但 2004 年最不发达国家在世

界贸易中所占份额仍然不足轻重：算上石油出口还不到 0.7％，如果不算石油

出口的话，只略高于 0.3％。2004 年，出口石油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值增长

了 50％以上，远远高于出口制成品和矿物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值。尽管 2004

年最不发达国家仅占全世界服务业出口的 0.4％，但埃塞俄比亚、马尔代夫、缅

甸、尼泊尔、塞内加尔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等国的服务行业贸易占本国出口总

收入的一半以上。 

49. 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联盟仍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但是 2004

年最不发达国家 38％的出口是到发展中国家的。仅中国就占最不发达国家出口总

额的 18％。在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上，中国宣布它将向 39 个与其建交的最不发

达国家的某些产品提供免关税市场准入。同样，在 2005 年 12 月在中国香港举行

的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上，巴西和印度也宣布向最不发

达国家的产品提供免关税和免配额市场准入。 

50. 另一个重要步骤是，世贸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 2005 年 12 月确定于 2008

年或至迟在执行期开始时，向最不发达国家所有出口产品提供免关税和免配额的

市场准入，尽管会议同意那些无法这样做的发达国家只向最不发达国家 97％的产

品提供这种准入。然而，由于最不发达国家产品享有的免关税市场准入在 1996

年至 2004 年间只增加了两个百分点，因此要在商定的日期实现世贸组织的目标，

还需要做出重大努力，并要有坚定的政治意愿。 

51. 在所有进口中，发达国家对进口的最不发达国家农产品、服装和纺织品征

收的平均关税自 1996 年以来一直在下降，2004 年分别降至 3.4％、2.5％和

1.5％。12 世贸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认识到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特别是原产地

规定和产品标准，严重阻碍最不发达国家进入市场，为此呼吁发达国家“确保对

进口的最不发达国家产品适用的优惠原产地规定是透明和简化的，有助于实现市

场准入便利化。”13 

52. 供应方面的限制，例如运输系统，尤其是公路和港口落后、海关效率低下、

质量控制和管理体系薄弱以及缺少贸易便利化和促进出口的措施，常常使最不发

达国家不能全面享受优惠待遇的好处。加强供应方面的能力一直是世界银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国际贸易中心、贸发会议和开发署 1997 年推出的

《关于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贸易方面的技术援助的综合框架》的主要目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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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截至 2005 年 9 月 30 日，40 个最不发达国家分别处于《综合框架》的不同执

行阶段。对《综合框架》的累计认捐额已达到 3 460 万美元，94.8％的认捐已经

变成了对《综合框架》信托基金的捐款。对能力建设项目（窗口二）的认捐和捐

款首次超过了用于资助诊断性贸易一体化研究（窗口一）的捐款。 

54. 各国部长在 2005 年世贸组织会议上下决心“使《综合框架》更有效更及时

地满足最不发达国家贸易方面的发展需求”，并且要求捐助者和最不发达国家工

作队在 2006 年 4 月底前就如何解决下列问题向总理事会提交建议：(a) 更多地

提供可预测的额外多年期资金；(b) 在国家一级加强《综合框架》，包括将贸易

问题列入国家发展计划和减贫战略；以及 (c) 改进《综合框架》的决策和管理

结构，以便有效和及时地提供更多的财政资源和执行更多的方案。 

55. 各国部长还决定，得到加强的《综合框架》最迟应于 2006 年 12 月 31 日开

始生效，并敦促发展伙伴大幅增加它们对《综合框架》信托基金的捐款。他们同

时确认，范围扩大了的贸易援助方案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

消除供应方面的局限性，满足贸易方面的基础设施需求，并有助于扩大它们的贸

易。 

5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经合组织/发援会）用于最不发达国

家贸易能力建设的官方发展援助承付款总额从 2002 年的 14 亿美元增至 2003 年

的 22 亿美元，2004 年进一步增至 23 亿美元。最不发达国家是联合国系统各组织

和机构，主要是贸发会议，提供贸易技术援助和开展贸易能力建设活动的主要受

益者。最不发达国家尤其继续受益于贸发会议的项目和方案，例如，海关数据自

动化系统（一个计算机化的海关管理系统）、15 先进的货物信息系统、贸发会议/

国际商会投资指南、投资政策审查和促进投资的完善管理、同商品有关的项目、

面向某些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非洲国家的综合技术援助联合方案，16 以及同贸易

谈判和商业外交有关的技术援助活动。 

57. 优惠贸易对于依赖商品的最不发达国家至关重要。但是，据贸发会议调查，

在最不发达国家 2003 年享有市场准入优惠的所有出口货物中，近一半是 11 个国

家出口的，而且只涉及到 17 个产品类别。同时，近 20 种对最不发达国家来说很

重要的初级商品（占其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的 59.5％）在出口到欧盟、日本和美

国市场时，并不享有优惠待遇，因为这些产品是按最惠国免关税产品或在征收极

低最惠国关税的情况下出口的。最不发达国家向这些市场出口的从鲜鱼到汽车零

部件的大约 18 种产品，享有很大幅度的优惠。17 

58. 贸发会议的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最近承认，有些最不发达国家“可能因它们所

出口的某些产品享有的优惠待遇减少而受到影响”。理事会呼吁“加强国际支助

措施，协助最不发达国家提高生产能力，发展多样化经济，从事不依靠优惠待遇

的活动，更好地利用为它们提供的市场准入优惠待遇”。它认为，“此类国际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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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还可着眼于消除多边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对最不发达国家产生的任何不利

影响”。 

59. 尽管 2002 年总理事会通过了加入程序，但加入世贸组织仍是一个漫长繁琐

的过程。目前已有 32 个最不发达国家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但是其中只有两个

国家是在 2001 年通过《布鲁塞尔行动纲领》后加入的。10 个最不发达国家处于

加入的不同阶段。6 个希望加入世贸组织的最不发达国家得到贸发会议的协助，

并受益于根据其具体经济情况和需求开展的技术合作活动和各种能力建设活动。 

承诺 6 

减轻脆弱性和保护环境 

60. 许多最不发达国家正出现所谓的“人为的环境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人造

社会资本不足，技术停滞不前，缺少就业机会，无法满足基本人类需求，加之人

口不断增加，迫使经济进入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吞噬自然或环境资源的状态”。18 同

“人为的环境恶化”有关的土地退化（荒漠化）、毁林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又进一步加剧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赤贫状况。 

61. 世界上有不到 40 亿公顷的森林，占土地总面积的 30％，但是在 1990 年至

2005 年期间，以变森林为农业用地为主要形式的毁林活动每年导致森林面积减少

1 300 万公顷。19 在全世界在这一期间损失的森林中，近 50％是在最不发达国家

损失的，几乎每个最不发达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可持续的毁林。毁林率极

高的几个国家是喀麦隆（58％）、布隆迪（47％）、多哥（44％）和阿富汗（34％）。 

62. 尽管最不发达国家没有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但是，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所产

生的不良后果，例如，干旱、海平面上升、洪涝和类似雨季性的降雨、空气和水

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生态系统遭受破坏，严重影响到它们。 

63.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最不发达国家中，连年干旱和严重的土地退化已造

成农业减产，致使粮食供应更加得不到保障。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

估计，2005 年南部非洲大约有 350 万人需要紧急粮食援助。干旱使需要援助的人

增加到 830 万，其中有马拉维 160 万人、赞比亚 120 万人，莫桑比克 90 万人。

包括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在内的非洲之角有近 1 100 万人需要粮食。 

64. 改革耕作制度，引进抗高温农作物，增加投入，例如施用化肥和增加灌溉，

可减轻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和提高农业生产率。然而，在非洲，化肥很昂贵，农

业主要依赖雨水，所有农用地中只有 4％得到灌溉。20 

65. 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调整适应战略，缺乏支持此类行动的体制、经济和财政能

力，因而加重了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2001 年在马拉喀什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第七届缔约方会议根据该公约成立了最不发达国家

基金，以便协助最不发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根据这项安排，为每个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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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提供 200 000 美元。截至 2005 年 4 月，最不发达

国家基金收到大约 3 300 万美元的捐款，其中 1 200 万美元准备用于制订国家适

应行动方案，另外 2 100 万美元用于执行方案。21
 截至 2005 年 3 月，3 个最不发

达国家已完成国家适应行动方案，17 个国家正在制订国家适应行动方案，20 多

个最不发达国家已批准了制订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的项目。 

66. 就于小岛屿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是基里巴斯、马尔代夫和图瓦卢等低地岛屿

国家而言，气候变化预期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将会致使海滩减少，出现土壤和淡水

盐渍化，加重沿海生态系统的负担，破坏各种基础设施。海平面升高可扰乱经济

和社会发展，破坏人类生计，造成住区迁移，甚至威胁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生

存。 

承诺 7 

调集财政资源 

67. 《布鲁塞尔行动纲领》强调官方发展援助仍是实现其目的、目标和具体目标

的重要资源。它建议把外部援助更好地纳入宏观经济和部门方案，以此来增加援

助量，提高援助效果，让各国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68. 2004 年发达国家总共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 235 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同

2003 年相比，增加了 11％。捐款最多的是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在经合组织发援会国家中,官方

发展援助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仍维持 2003 年的水平，即 0.08％，但是

对于欧盟国家来说，这一比例从 2003 年的 0.13％降至 2004 年的 0.12％。在 22

个捐助国中，有 7 个（丹麦、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和瑞典）向

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在其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已达到 0.20％

的具体目标，3 个（比利时、法国和联合王国）预计将于 2010 年达到这个具体目

标（见附件二，表 11）。 

69. 接受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为亚洲和太平洋的阿富汗和孟加拉，

非洲的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塞内加

尔、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干达和赞比亚。 

70. 发达国家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主要用于社会基础设

施和服务、债务减免和紧急援助。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几乎有

90％是以赠款的形式提供的，91％的官方发展援助符合 2001 年发援会关于取消

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附带条件的建议。经合组织发援会最近决定

取消其余援助的附带条件，这意味着最不发达国家的小额（最高 100 万美元）项

目将会另外得到 4.40 亿美元的援助。22 



 

 15
 

 
A/61/82

E/2006/74

71. 《布鲁塞尔行动纲领》强调指出，“大部分最不发达国家积欠的外债严重阻

碍了其发展努力和经济增长”。它建议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包括“全面、迅速和有效地执行增加优惠的重债穷国倡议”。 

72. 截至 2005 年 8 月，13 个最不发达国家已进入重债穷国倡议的完成阶段，另

外有 9 个最不发达国家处于“浮动”中，尚待达成协议，做出减免重债穷国债务

的安排（见附件一，表 12）。2006 年 1 月 6 日做出了商定，即在已进入决定阶段

的13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12个国家和不属于重债穷国的最不发达国家柬埔寨，

有资格并将从 2006 年 7 月 1 日起通过国际开发协会，享受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和非洲开发银行多边减免债务倡议规定的 100％债务减免。2006 年 4 月 23 日，

建议在增加优惠的重债穷国倡议下，为另外 9 个最不发达国家（2004 年底列为“外

围”的 6 个国家以及 3 个新的最不发达国家）减免债务。23 

73. 尽管已取得上述成就，重债穷国倡议的执行工作进展缓慢。在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承诺向最不发达国家重债穷国倡议提供的 111 亿美元中，2005 年 8 月底以

前已交付的只有 14 亿美元。 

74. 《布鲁塞尔行动纲领》强调外国直接投资和其他外来私人资金对于最不发达

国家增长出口、技术和技能转让、创造就业机会和消除贫困起“互补和催化作用”。

有资料表明，1999 年至 2004 年间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净额急剧增加。

2004 年，流入 8 个国家（安哥拉、乍得、埃塞俄比亚、冈比亚、莱索托、毛里塔

尼亚、苏丹和赞比亚）的金额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5％，其中有三个国家是石

油出口国，而 1990 年只有两个石油出口国（利比里亚和赞比亚）。流出额和净流

入额低于国内生产总值 1％的国家从 25 个减至 11 个（见附件二，表 1）。 

75. 移徙工人汇款在下列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很高份额：莱索托（25.8％）、

海地（24.8％）、萨摩亚（12.4％）、尼泊尔（11.7％）、基里巴斯（11.3％）和

也门（10％）。就绝对数字而言，孟加拉收到 34 亿美元汇款，在世界汇款接收国

中排在第 14 位。2006 年 2 月 9 日和 10 日，贝宁政府在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

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事处和国际移徙组织（移徙组织）

的支助下，在科托努主办了最不发达国家加强汇款对发展影响的部长级会议，会

议承认汇款的私人性质，强调它在家庭、社区和国家一级对消除贫困的积极影响，

并通过了一整套关于最不发达国家加强汇款对发展影响的建议。 

 三. 结论和建议 
 

76. 尽管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但赤贫现象似乎只在为数甚少的最不发达国家中有

所减少，却在许多国家中增加。在非洲一些最不发达国家，主要是受艾滋病毒/

艾滋病和内乱影响的国家中，预期寿命在降低，违背历史的趋势，是前所未有的。

许多最不发达国家的其他社会指标（包括两性平等）都大有改善，这是捐助者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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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支助社会部门的结果。尽管如此，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将只有极少数的

最不发达国家能够实现《布鲁塞尔纲领》的目的、目标及具体目标。 

77. 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和减贫受许多因素的制约：经济有结构性弱点；人力、

体制、技术、贸易和生产能力有限；基础设施不足；调动国内资源和吸引外部资

源的能力有限；有无法长期承担的外债；极易遭受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自然灾

害；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在内的传染病和非传染疾病流行。人

口大幅度增加、城市化进程迅猛和环境退化进一步加剧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赤贫现

象。气候变化正在成为最不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尤其是对非

洲和小岛屿最不发达国家而言。 

78. 结束冲突的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应继续表明它们决心维护和平进程，维持公

共治安，建立独立的司法体制，保证人权和基本自由得到尊重，确保穷人参与决

策并发表意见，提高行政、采购和预算管理的透明度并建立问责制，包括公平地

管理自然资源的收入，确保人们平等地享有基本的社会服务。它们还应减少军事

开支，这种开支通常非但不能有效地遏制叛乱，而且有可能增加冲突的可能性。

由于冲突往往是社会排斥引发的，因此必须让妇女、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参加冲

突后的恢复工作。捐助者应对冲突后最不发达国家的恢复作出长期承诺。 

79. 要实现《布鲁塞尔纲领》有关在 2015 年之前将贫穷和饥饿减半的目标，

就需要加快并维持一种既让社会各阶层参与、又具有环境可持续性的经济增

长。为此，最不发达国家的全国发展战略不仅应推动核心经济现代化，而且还

应包括(a) 维持生计方面的技术变革；(b) 普及社会服务；(c) 通过采用新的农

村发展方式和通过发展各种不可买卖货物和服务的行业，创造有收入的就业机

会。作为这些努力的一部分，政府应该确保妇女同样能对快速持久发展作出贡献，

并从中得益。 

80. 最不发达国家的减贫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中必须有一个让人们平等、安全和

有尊严地从事正当工作的就业战略。需要采取具体政策和措施，扩大正规部门；

向非正规经济行业提供信贷、信息和技术，同时把劳工标准和社会保护扩大适用

于非正规经济行业，为企业的创建和经营提供有利的环境，从而将非正规企业纳

入正规经济。 

81. 最不发达国家在采用综合性全面做法建立可持续人类住区时，必须改善供水

和环境卫生，同时要进行城市规划，建造住房，管理固体废物，提供教育和保健

服务，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提供就业和发展企业。人类住区战略还应采用参与性

做法，有社区方案，并采用顾及两性平等的政策，确保妇女充分平等享有土地、

住房、财务和财产。 

82. 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及其发展伙伴应该采取“三个一”的措施。该措施是一

个确保在本国人主导下，动员国际社会提供支助和资源，全面防治艾滋病毒/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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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病的框架。24 捐助者应持久地向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提供可以

预测的资金。 

83. 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发展战略必须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和优先事项来制订。

要发展生产能力，就需要加强生产、贸易、增长和减贫之间的联系。可以用不同

的形式来这样做，例如(a) 实现有广泛基础的、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加强上下

游之间的联系，以便让民众普遍享受增长带来的好处；(b) 在实现以提高农业生

产力为基础的增长与实现面向出口的工业化之间求得平衡；(c) 有以农业为主导

的工业化战略，辅之以基础设施投资和农业技术革新，并有上游加工活动，包括

从事出口；(d) 通过管理矿产收入实现发展和多样化；(e) 发展以自然资源为基

础的生产业；(f) 鼓励在维持生计活动中生产有竞争力的可买卖物品和劳动密集

型不可买卖物品，并进行技术改造，以减少对家庭劳动时间的限制。25 

84. 最不发达国家应该进行农业改革，使作物和产品多样化，增加获得土地、市

场、技术、信息、小额信贷和小额资金的机会，为私营部门的发展和外国投资创

造有利环境，促进农业研究、现代技术的转让和更好地利用本土技术。它们的发

展伙伴应该支持这一改革。发展中国家应该将开发高价值农业产品、提高竞争力

和出口多样化纳入减贫战略。最不发达国家政府的政策也应该促进夫妇双方联名

合签地契，从正规地契和习惯的土地保有制这两方面解决两性不平等的问题。 

85. 要获得更多的信息通信技术和提高连通性，最不发达国家及其发展伙伴就需

要建立政策和管理框架，改善电信基础设施，降低成本，实现市场自由化，开展

人的能力建设工作，鼓励创业，推动建立公私伙伴关系，促进外国投资，支持和

协调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举措。最不发达国家政府还需要采取政策，确保

妇女，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妇女，能平等享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以便增强她们既是

发展的推动者又是发展的受益人的潜力。 

86. 改善有形基础设施需要鼓励私人的参与，具体做法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允

许资本自由回返、提供优惠税率、严格执行合同、保持透明和设立问责制等奖励

机制。此外还需要增加公共开支和区域合作。加强道路和铁路的连通，简化过境

手续，也会显著减少运输成本。 

87. 过去几年来，对商品的需求有所增加，为许多最不发展国家带来了“好机会”。

最不发达国家政府应该抓住这一机会，把意外的出口收入用于减贫方案和活动。 

88. 应采取措施加强最不发达国家享受的贸易优惠，例如改进原产地规定以体现

最不发达国家的生产结构，和加强贸易优惠、官方发展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这三

者之间的关系。 

89. 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高度集中在某些产品上，因此它们特别容易受贸易

优惠减少的影响。要减轻优惠减少产生的影响，就要加强现有的市场准入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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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受优惠减少影响最大的最不发达国家，建立它们向非优惠领域拓展的生产能

力。 

90. 要使贸易真正成为推动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动力，就要把贸易纳入减贫战略

和国家发展战略，建立必要的人力、生产和体制能力（包括简化海关手续和遵守

标准），改善基础设施，加强投资与贸易之间的联系，改善国际贸易制度，公平

进行农产品国际贸易，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和全球贸易优惠制度等方法促进南南贸

易，加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支助，包括技术援助。 

91. 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有效实施世贸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的商定成果文

件，并确保作为多哈发展议程一部分的贸易谈判圆满结束。 

92. 最不发达国家要减贫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对森林进行可持续的管理，既

考虑到森林的养护和使用，又满足穷人的日常需要。可持续森林管理还要求改变

森林产品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包括提高最不发达国家使用燃料的效率。 

93. 要解决最不发达国家的荒漠化问题，就要对水土进行综合管理，保护植被，

土地实现放牧和耕种两用，把现代技术和传统知识结合起来，推动地方社区参与，

鼓励采用其他方式谋生，包括在旱地地区外创造经济机会。 

94.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已于 2005 年生效，这是解决全球

变暖问题的一个步骤，但有必要建立一个让更多方面参与的国际框架，让所有主

要排放国更广泛地参与，包括商定 2012 年以后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 

95. 捐助国应维持在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数量方面取得的进步，

并信守它们在2010年前实现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0.15％至 0.20％目标的

承诺。它们应该继续提高援助效率，确保援助的可预测性和可持续性。最不发达

国家应该更好地把援助与它们的宏观经济方案和部门方案结合起来，加强有关的

审计、会计和管理做法。 

96. 捐助国应该在全部免除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债方面进一步取得进展。最不发达

国家的国家发展方案应在一个统一的债务、贸易和金融框架内处理债务可持续性

问题。加强债务管理必须是该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 

97. 要进一步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的金额，最不发达国家就需要改善投资环境（包

括稳定的宏观经济、扶持性的法律和管理框架、有效的劳工管理、健全的银行部

门和正常运作的国内资本市场），更好地建立人的能力和体制能力，改善基础设

施。要加强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产生的作用，就要实现多样化，生产增值更多的

出口产品，并请求转让技能、知识和技术。还应该谋求建立合资企业，鼓励国内

投资。 

98. 要加强汇款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的作用，就要采取各种行动，包括降低汇

款成本，更好地分析汇款流动情况，建立综合性金融行业，把汇款与其他形式的



 

 19
 

 
A/61/82

E/2006/74

金融中介业务（例如小额信贷）结合起来，争取海外侨民和同乡会参加国家发展

进程，创造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 

99. 要实现《布鲁塞尔行动纲领》的目的、目标及具体目标，最不发达国家及其

发展伙伴就要继续履行承诺，并再次做出努力。第二代减贫战略文件和根据千年

发展目标制订的国家发展战略应该借助共同国家评估/联发援框架和减贫战略文

件进程，扩大投资框架和业务框架，以此来实现《行动纲领》的目标和具体目标。

这些战略可以确保在最不发达国家中采用注重成效和由各国自己作主的做法来

开展减贫和可持续发展工作，有助于更好地调整、协调和统一捐助者为最不发达

国家提供的援助，确保千年发展目标和《行动纲领》相互配合和协调一致。 

100. 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发展战略要有“速赢”措施来配合，例如提供化肥和

种籽以提高作物产量，更多地提供用于预防疟疾的蚊帐，改善水源，提供学校供

餐方案，为所有人提供驱虫药和引进新技术，例如节能炉和移动电话。 

101.  如果不通过最不发达国家的减贫和国家发展战略消除男女差距，就不可能

有效地实施《布鲁塞尔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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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01-2010 年最不发达国家十年行动纲领：目标和具体目标 
 
 

目标 1. 国内总产值至少每年增长 7％ 

指标 

1. 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年百分比增长率(世界银行) 

目标 2. 将投资与国内总产值的比例提高至每年 25％ 

指标 

2. 总资本形成(国内总产值的百分比)(世界银行) 

目标3. 到 2015年时将赤贫人口减半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千年发展目标1,具体

目标 1) 

指标 

3. 每天靠不到 1 美元维生的人口比例 a (世界银行) 

目标 4: 到 2015 年时将饥馑人口减半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千年发展目标 1, 具

体目标 2) 

指标 

4. 食物能量消耗量低于最低需求量的人口的比例 a (粮农组织) 

目标 5: 尽快及不迟于 2015 年通过初级保健系统向所有适龄人口提供生殖保健

服务 

指标 

5. 有熟练保健人员护理的分娩，百分比 a (儿童基金会––––世卫组织) 

目标 6. 尽可能广泛地提供安全、有效、负担得起和可以接受的计划生育和避孕

方法 

指标 

6. 15-49 岁已婚妇女进行避孕，任何方法 a (联合国人口司) 

目标 7. 确保到 2015 年时，所有儿童，特别是女孩、家境困难的儿童和少数族

裔儿童免费享受质量良好的完整义务小学教育(千年发展目标 2, 具体目标 3) 

指标 

7. 小学教育净入学率，男女均计 a (教科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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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小学教育净入学率，女生 a (教科文组织) 

9. 小学教育净入学率，男生 a (教科文组织) 

目标 8. 到 2015 年时将成人识字率、特别是妇女的识字率提高 50％，所有成人

都能公平地享受基本教育和继续教育  

指标 

10. 成人识字率，男女均计 a (教科文组织) 

11. 成人识字率，女 a (教科文组织)  

12. 成人识字率，男 a (教科文组织) 

13. 识字妇女与识字男子的比例 a (教科文组织) 

目标 9. 到 2005 年时在中小学教育中消除两性差距，到 2015 年时实现男女平等

接受教育，重点注意确保女孩能够充分平等地接受良好的基本教育并接受这一教

育 (千年发展目标 3, 具体目标 4) 

指标  

14. 小学教育中女生与男生的比例 a (教科文组织) 

15. 中学教育中女生与男生的比例 a (教科文组织) 

16. 高等教育中女生与男生的比例 a (教科文组织) 

17. 妇女在国家议会中拥有席位的比例 a (议会联盟) 

18. 妇女在非农业部门中从事有薪酬工作的比例 a (劳工组织) 

目标 10. 到 2015 年时将婴儿死亡率减至每 1 000 个活产低于 35个(千年发展目

标 4, 具体目标 5) 

指标 

19. 婴儿死亡率 a (儿童基金会––––世卫组织) 

目标 11. 到 2015 年时将 5 岁以下的幼儿死亡率降低至每 1 000 个活产低于 45

个(千年发展目标 4, 具体目标 5) 

指标 

20. 五岁以下幼儿死亡率 a (儿童基金会––––世卫组织) 

目标 12. 到 2015 年时将目前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四分之三(千年发展目标 5, 具

体目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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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1. 孕产妇死亡率 a (儿童基金会––––世卫组织) 

目标 13. 到 2015 年时将营养不足人口减半 

 见上面 4。  

目标 14. 到 2015 年时将无法获得或负担不起安全饮用水的人减半(千年发展目

标 7, 具体目标 10) 

指标 

22. 长久获得水质得到改善的用水的人口，城乡均计 a (儿童基金会/世卫组织) 

目标 15. 到 2015 年时所有国家 15-24 岁人口艾滋病毒感染率下降，受影响最大

国家的感染率下降 25％ (千年发展目标 6, 具体目标 7) 

指标 

23. 15-49 岁成人艾滋病毒感染率 a (艾滋病规划署––––世卫组织––––儿童基金

会) 

24. 15至24岁孕妇艾滋病毒感染率a (艾滋病规划署––––世卫组织––––儿童基金

会) 

目标 16. 接受妇幼和产前护理的妇女人数增加 60％ 

指标 

25. 产前至少就诊过一次的妇女，百分比 (联合国人口司） 

目标 17. 到 2015 年时最不发达国家营养不良的孕妇和学前儿童减半 

指标 

26. 五岁以下体重不足儿童的比例 a (儿童基金会––––世卫组织) 

目标 18. 十年结束时最不发达国家疟疾、结核和其他致命疾病的感染率大幅度

下降；2010 年时肺结核的死亡率和流行率减半；2010 年时与疟疾有关的疾病的

负担减半 (千年发展目标 6, 具体目标 8) 

指标 

27. 与疟疾有关的疾病流行率 a (世卫组织) 

28. 与疟疾有关的死亡率 a(世卫组织) 

29. 与肺结核有关的疾病流行率，每 10 万人 a (世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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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与肺结核有关的死亡率，每 10 万人 a (世卫组织) 

目标 19. 促进儿童健康和生存，尽快减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它们自

身内部的差距，特别注意消除女婴和儿童可预防的死亡率过高的现象 

指标 

31. 1 岁儿童打麻疹预防针的比例 a (儿童基金会––––世卫组织)  

32. 1 岁儿童打肺结核预防针的比例 a (儿童基金会––––世卫组织)  

33. 1岁儿童打白喉/百日咳/破伤风三联预防针的比例a (儿童基金会––––世卫组

织)  

目标 20. 改善婴儿和儿童的健康和营养状况 

 见 26、30 和 31 至 34。 

目标 21. 鼓励母乳喂养，将其作为一个儿童生存战略 

指标 

34. 只用母乳喂养的 6 个月以下婴儿的百分比 (儿童基金会)  

目标 22. 到 2010 年时扩大最不发达国家的道路网或枢纽，使其达到其他发展中

国家目前的水平，提高城市道路能力，包括污水处理和其他有关的设施 

指标 

35. 道路（公里）(世界银行––––国际道路联合会) 

36. 铺面（主）路(道路总长的％)(世界银行––––国际道路联合会) 

37. 其环境卫生得到改善的人口比例，城乡均计 a (儿童基金会––––世卫组织) 

目标 23. 到 2010 年时港口和机场及其辅助设施得到扩建并实现现代化，以提高

其能力 

指标 

38. 飞机起飞架次（千次）(世界银行––––民航组织) 

39. 航空货运（百万吨-公里）(世界银行––––民航组织) 

目标 24. 扩建铁路枢纽和设施并使其现代化，在十年结束时将其能力提高到其

他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指标 

40. 铁路线（公里）(世界银行––––国际道路运输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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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每公里的铁路货运量(世界银行––––国际道路运输联盟) 

目标 25. 增加最不发达国家的通信网络，包括电讯和邮政服务，让城乡更多的

穷人享有这些服务，使其达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水平  

指标 

42. 固定邮局和流动邮局 (世界银行––––国际电联) 

目标 26.  到 2015 年时知道如何使用计算机的高等院校学生增加 50％，初中和

高中学生增加 25％ 

目标 27. 到 2010 年时将电话平均密度提高到每 100 名居民有 5条主线和每 100

名居民有 10 人联线上网(千年发展目标 8, 具体目标 18) 

指标 

43. 每 100 人中有电话和手机的人 a (国际电联) 

44. 每 100 人中上网的人 a (国际电联) 

目标28. 将其国产总值的0.20％以上用于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

捐助国：继续这样做和加倍努力 (千年发展目标 8, 具体目标 13) 

指标 

45. 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净额，在经合组织/发援会捐助者

国产总值中的百分比 a (经合组织) 

目标 29. 其他已实现 0.15％目标的捐助国：承诺迅速达到 0.20％的目标 

 见上面 45。 

目标 30. 其他所有承诺实现 0.15％目标的捐助国：再次做出承诺，并保证在今

后 5 年实现或尽力加快实现该目标 

 见上面 45。 

注 

 
a
 千年发展目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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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Statistical data specific to individual countries 
 
 

Table 1 
Economic growth and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GDP average annual growth in 
constant US dollars, per cent  

Per capita GDP in 
constant US dollars 

Per capita 
GDP in 

current US 
dollars

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as 

percentage 
of GDP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t inflows, 
as percentage of GDP  

Total 
population 

(thousands)

Population 
rate of 

growth, per 
cent per 

yea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1990-1995 1995-2000 2000-2004  1990 2004 2004 2003-2004 1990  2004  2004 2000-2005

Africa         

Angolaa,b -4.20 6.11 8.61   977 1 004 1 309 12 -3.3  7.4  15 490 2.83

Benin 4.01 5.31 4.89   356  430  500 20 3.4  1.5  8 177 3.18

Burkina Faso 4.93 5.23 5.77   335  458  348 19 0.0  0.7  12 822 3.17

Burundia -2.12 -1.21 2.87   203  149  93 15 0.1  0.5  7 282 3.03

Cape Verde 5.21 8.36 5.11   867 1 462 1 947 28 ..  ..   495 2.35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a 0.75 2.51 -1.44   432  361  330 6 0.1  -1.0  3 986 1.33

Chadb 4.26 2.46 14.99   254  396  426 38 0.5  11.3  9 448 3.42

Comoros -0.55 0.04 2.13   475  341  427 21 ..  ..   777 2.65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a -7.25 -3.91 3.43   248  108  115 19 -0.2  0.0  55 853 3.02

Djibouti 2.07 0.40 3.03   819  747  852 16 ..  ..   779 2.09

Equatorial Guineab 6.30 34.20 25.81   462 4 899 7 845 64 ..  ..   492 2.30

Eritreaa .. 0.84 3.61  ..  342  187 22 0.0  3.2  4 232 4.26

Ethiopiaa 2.18 5.32 4.07   159  182  106 22 0.1  6.8  75 600 2.44

Gambia 2.51 5.54 3.99   356  391  281 19 4.5  14.5  1 478 2.85

Guinea 3.74 4.26 2.95   453  509  421 11 0.6  2.6  9 202 2.17

Guinea-Bissau 3.95 -1.45 -1.40   230  162  176 13 0.8  1.8  1 540 3.00

Lesotho 3.98 2.86 3.24   388  547  764 44 2.8  9.4  1 798 0.08

Liberiaa -22.50 34.53 -2.22   180  134  146 10 58.6  4.1  3 241 1.37

Madagascar -0.33 3.85 1.83   256  217  222 19 0.7  1.0  18 113 2.78

Malawi 5.32 2.39 1.69   185  217  165 7 1.2  0.9  12 608 2.25

Mali 3.80 4.11 6.66   282  365  377 18 0.2  3.7  13 124 2.98

Mauritania 4.84 4.35 4.28   503  635  416 14 0.7  19.6  2 980 2.98

Mozambiquea 1.92 7.92 9.52   202  323  328 15 0.4  4.0  19 424 2.00

Niger 1.53 2.78 4.06   296  269  199 15 1.7  0.0  13 499 3.39

Rwandaa -8.49 10.17 5.09   358  363  205 18 0.3  0.4  8 882 2.38

Sao Tome and 
Principe 1.44 2.10 4.77   493  540  447 52 ..  ..   153 2.28

Senegal 1.41 5.38 4.75   714  840  672 23 1.0  0.9  11 386 2.39



 

2  
 

A/61/82 
E/2006/74  

 
GDP average annual growth in 
constant US dollars, per cent  

Per capita GDP in 
constant US dollars 

Per capita 
GDP in 

current US 
dollars

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as 

percentage 
of GDP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t inflows, 
as percentage of GDP  

Total 
population 

(thousands)

Population 
rate of 

growth, per 
cent per 

yea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1990-1995 1995-2000 2000-2004  1990 2004 2004 2003-2004 1990  2004  2004 2000-2005

Sierra Leonea -5.39 -3.73 6.25   159  97  196 17 4.9  2.4  5 336 4.07

Somaliaa -7.20 1.73 3.02   149  105  262 20 0.6  ..  7 964 3.20

Sudana,b 4.77 1.64 6.55   626  811  562 32 -0.2  7.2  35 523 1.93

Togo 1.19 1.61 2.56   396  333  348 20 1.1  2.9  5 988 2.72

Ugandaa 7.45 6.45 5.82   206  322  280 22 -0.1  3.3  27 821 3.40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3.99 7.23 6.71   144  224  297 18 0.0  2.3  37 627 1.95

Zambia -2.03 2.72 4.00   487  429  463 25 6.2  6.2  11 479 1.73

Asia and Pacific         

Afghanistana -6.44 -8.92 9.72   299  99  184 22 ..  ..  28 574 4.59

Bangladesh 4.49 5.34 5.28   306  454  443 24 0.0  7.8  139 215 1.91

Bhutan 5.57 6.45 6.87   173  315  368 46 ..  ..  2 116 2.19

Cambodia 6.45 5.09 5.17   174  264  316 22 0.0  2.7  13 798 1.98

Kiribati 4.09 5.64 1.79   396  504  815 8 ..  ..   97 ..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6.41 6.17 5.72   186  305  419 25 0.7  0.7  5 792 2.31

Maldives 6.68 8.34 6.94  1 000 1 810 2 345 36 ..  ..   321 2.52

Myanmara 5.84 8.28 6.12   127  260  219 11 ..  ..  50 004 1.14

Nepala 5.19 4.82 2.45   184  238  245 19 0.2  0.0  26 591 2.10

Samoa 0.08 3.92 3.71  1 247 1 541 1 968 40 ..  ..   184 0.83

Solomon Islands 7.68 -2.38 -0.88   657  553  585 19 ..  ..   466 2.64

Timor-Lestea 1.12 -4.57 3.74   244  197  370 27 ..  ..   887 5.42

Tuvalu 3.04 1.90 5.50  1 012 1 451 2 141 56 ..  ..   10 ..

Vanuatu 4.54 1.29 -0.31  1 023  969 1 405 29 ..  ..   207 1.98

Yemen 4.85 5.86 3.98   335  393  643 14 -2.7  1.1  20 329 3.13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aitia -4.05 2.06 -1.58   381  263  471 13 0.3  0.2  8 407 1.43
 

Source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calculations by United Nations OHRLLS, based on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 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dnllist.asp;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series from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 The 2004 Revision, print and CD-ROM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05.XIII.5);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6, table 5.1 
(Washington, D.C., in press). 

 a Refers to a country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civil strife, war or natural disaster during the period 1995-2003. 
 b Refers to an oil-exporting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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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overty and hunger 

 
 

 

Per capita consumption 
less than $1 (PPP) per 

day,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which is undernourished 

Percentage difference in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under-nourished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years 

Change in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years)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1990-1996  1997-2004  1990-1992 2000-2003 1990-1992 2000-2003 1990-1995  2000-2005 1990-2005

Africa       

Angola ..  ..  58 38 -20 39.8  40.7 0.9

Benin ..  31.0  20 14 -6 53.5  53.8 0.3

Burkina Faso 63.0  27.0  21 17 -4 46.8  47.4 0.6

Burundi 45.0  55.0  48 67 19 42.4  43.5 1.0

Cape Verde ..  ..  .. .. .. 66.4  70.2 3.8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67.0  ..  50 45 -5 46.7  39.4 -7.3

Chad ..  ..  58 33 -25 46.2  43.6 -2.5

Comoros ..  ..  .. .. .. 57.9  63.0 5.0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  ..  32 72 40 44.7  43.1 -1.6

Djibouti ..  ..  .. .. .. 51.2  52.7 1.5

Equatorial Guinea ..  ..  .. .. .. 45.9  43.5 -2.4

Eritrea ..  ..  .. 73 .. 49.4  53.5 4.1

Ethiopia 31.0  23.0  .. 46 .. 47.2  47.6 0.4

Gambia 54.0  59.0  22 27 5 51.4  55.5 4.1

Guinea ..  ..  39 24 -15 48.7  53.6 4.9

Guinea-Bissau ..  ..  .. .. .. 43.0  44.6 1.6

Lesotho 39.5  ..  17 12 -5 58.3  36.7 -21.6

Liberia ..  ..  35 49 14 40.5  42.5 2.0

Madagascar 46.0  61.0  35 8 -27 52.0  55.3 3.3

Malawi ..  42.0  50 34 -16 45.2  39.6 -5.6

Mali 72.0  ..  29 28 -1 46.7  47.8 1.0

Mauritania 39.0  26.0  15 10 -5 49.4  52.5 3.1

Mozambique 38.0  ..  66 45 -21 43.6  41.9 -1.7

Niger 51.5  ..  41 32 -9 40.6  44.3 3.7

Rwanda ..  52.0  44 36 -8 23.6  43.6 20.0

Sao Tome and 
Principe ..  ..  .. .. .. 62.0  62.9 0.9

Senegal 33.5  ..  23 23 0 54.1  55.6 1.5

Sierra Leone ..  ..  47 50 3 38.4  40.6 2.2

Somalia ..  ..  .. .. .. 39.7  46.2 6.5

Sudan ..  ..  32 27 -5 53.4  56.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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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capita consumption 
less than $1 (PPP) per 

day,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which is undernourished 

Percentage difference in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under-nourished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years 

Change in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years)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1990-1996  1997-2004  1990-1992 2000-2003 1990-1992 2000-2003 1990-1995  2000-2005 1990-2005

Togo ..  ..  33 25 -8 57.7  54.2 -3.4

Uganda 86.0  85.0  24 19 -5 43.6  46.8 3.2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49.0  58.0  37 44 7 52.4  46.0 -6.4

Zambia 70.7  76.0  48 47 -1 43.4  37.4 -6.0

Asia and Pacific       

Afghanistan ..  ..  .. .. .. 45.5  46.0 0.5

Bangladesh 30.7  36.0  35 30 -5 56.3  62.6 6.3

Bhutan ..  ..  .. .. .. 55.9  62.7 6.8

Cambodia ..  55.0  43 33 -10 55.0  56.0 0.9

Kiribati ..  ..  .. .. .. ..  .. ..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8.0  27.0  29 21 -8 50.8  54.5 3.7

Maldives ..  ..  .. .. .. 61.0  66.3 5.3

Myanmar ..  ..  10 5 -5 56.7  60.1 3.3

Nepal 39.0  ..  20 17 -3 55.9  61.4 5.5

Samoa ..  ..  .. .. .. 66.0  70.0 4.1

Solomon Islands ..  ..  .. .. .. 60.9  62.2 1.3

Timor-Leste ..  ..  .. .. .. 47.8  55.1 7.3

Tuvalu ..  ..  .. .. .. ..  .. ..

Vanuatu ..  ..  .. .. .. 65.1  68.4 3.3

Yemen 4.0  16.0  34 37 3 55.7  60.3 4.7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aiti ..  54.0  65 47 -18 48.2  51.5 3.2
 

Sources: Poverty: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6 (Washington, D.C., in press), table 2.5, and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Millennium Indicators Database, http://unstats.un.org/unsd/mi/mi_goals.asp, indicator 1 (accessed 
1 February 2006); hunger: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2005: Eradicating world hunger-key to achieving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ome, 2005); life expectancy: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4 Revision, print and CD-ROM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05.XII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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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health services 
 
 

  

Percentage of 
births attended by 

skilled health 
personnel

Percentage of 
women reporting at 
least one antenatal 

visit to a skilled 
practitioner

Maternal 
mortality ratio 
(per 100,000)*

Percentage of contraceptive use  
among currently married women  

aged 15-49, any metho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1996/2004 1996/2004 2000 1990/1995  1996/2004

Africa    

Angola  45 66 1 700 8  6

Benin  66 81  850 16  19

Burkina Faso  38 73 1 000 8  14

Burundi  25 78 1 000 ..  16

Cape Verde  89 99  150 ..  53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44 62 1 100 15  28

Chad  16 42 1 100 ..  8

Comoros  62 74  480 21  26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61 68  990 8  31

Djibouti  61 67  730 ..  ..

Equatorial Guinea  65 86  880 ..  ..

Eritrea  28 70  630 5  8

Ethiopia  6 27  850 4  8

Gambia  55 91  540 12  10

Guinea  56 84  740 2  6

Guinea-Bissau  35 62 1 100 ..  8

Lesotho  60 85  550 23  30

Liberia  51 85  760 ..  ..

Madagascar  51 80  550 17  27

Malawi  61 94 1 800 13  31

Mali  41 57 1 200 ..  8

Mauritania  57 64 1 000 3  8

Mozambique  48 85 1 000 ..  16.5

Niger  16 41 1 600 4  14

Rwanda  31 92 1 400 21  13

Sao Tome and Principe  76 91 .. ..  29

Senegal  58 79  690 7  11

Sierra Leone  42 68 2 000 ..  4

Somalia  25 32 1 100 ..  ..

Sudan  87 60  590 10  ..

Togo  61 85  570 ..  26

Uganda  39 92  880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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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ntage of 
births attended by 

skilled health 
personnel

Percentage of 
women reporting at 
least one antenatal 

visit to a skilled 
practitioner

Maternal 
mortality ratio 
(per 100,000)*

Percentage of contraceptive use  
among currently married women  

aged 15-49, any metho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1996/2004 1996/2004 2000 1990/1995  1996/2004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46 94 1 500 10  25

Zambia  43 93  750 15  34

Asia and Pacific    

Afghanistan  14 16 1 900 ..  5

Bangladesh  13 49  380 40  58

Bhutan  37 ..  420 19  ..

Cambodia  32 38  450 13  24

Kiribati  85 88 - ..  ..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19 27  650 19  32

Maldives  70 81  110 ..  42

Myanmar  57 76  360 17  37

Nepal  15 28  740 23  39

Samoa  100 ..  130 ..  ..

Solomon Islands  85 ..  130 ..  ..

Timor-Leste  18 61  660 ..  10

Tuvalu  100 .. - ..  ..

Vanuatu  88 ..  130 ..  ..

Yemen  27 41  570 7  21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aiti  24 79  680 ..  28
 

Sources: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2006: Excluded and Invisible (New York, 2006), 
table 8, and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Contraceptive Use 2005, wallchar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06.XIII.4). 

 * International esti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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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Universal primary educ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 
 
 

A. Enrolment 
 
 

  
Enrolment ratio in primary 

education, net, per 100 

Ratio of girls to boys 
enrolment ratios in primary 

education 
Ratio of girls to boys in 

secondary education  
Ratio of girls to boys in 

tertiary education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1990-1991  2002-2003 1990-1991 2002-2003 1990-1991 2002-2003  1990-1991 2002-2003

Africa      

Angola  58  ... 0.95 .. .. ..  .. 0.65

Benin  45  ... 0.52 .. 0.41 ..  0.14 ..

Burkina Faso  26  36 0.63 0.74 0.52 1.15  0.29 0.75

Burundi  53  57 0.85 0.84 0.58 0.67  0.36 0.34

Cape Verde  94  99 0.95 0.98 .. 0.64  .. 0.40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54  ... 0.66 .. 0.40 1.11  0.15 1.09

Chad  37  61 0.45 .. 0.20 ..  .. ..

Comoros  57  ... 0.73 .. 0.65 0.33  .. ..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55  ... 0.78 .. .. ..  .. 0.77

Djibouti  31  ... 0.72 .. 0.66 ..  .. ..

Equatorial Guinea  91  ... 0.97 .. .. ..  0.14 0.80

Eritrea  16  45 0.99 0.86 .. ..  .. ..

Ethiopia  23  47 0.75 0.81 0.75 0.74  0.22 0.15

Gambia  48  79 0.71 .. 0.49 0.57  .. 0.33

Guinea  26  65 0.51 0.79 0.33 0.68  .. ..

Guinea-Bissau  38  ... 0.56 .. .. 0.48  .. ..

Lesotho  73  86 1.24 1.07 1.47 0.83  1.22 0.57

Liberia  ..  ... ... .. .. 1.53  .. 1.48

Madagascar  65  79 1.00 1.01 0.97 ..  0.82 0.83

Malawi  50  ... 0.92 .. 0.46 0.81  0.33 0.41

Mali  20  44 0.61 0.78 0.51 ..  0.16 ..

Mauritania  35  68 0.74 0.99 0.46 ..  0.16 0.27

Mozambique  45  55 0.76 0.91 0.57 0.70  .. 0.47

Niger  24  38 0.58 0.69 0.43 0.67  .. ..

Rwanda  67  87 0.99 1.04 0.76 ..  .. 0.46

Sao Tome and Principe  ..  ... .. .. .. ..  .. ..

Senegal  47  69 0.74 0.93 0.53 ..  .. ..

Sierra Leone  41  ... 0.73 .. 0.57 ..  .. ..

Somalia  ..  ... .. .. .. ..  .. ..

Sudan  43  ... 0.75 .. 0.79 ..  0.88 ..

Togo  75  91 0.71 0.84 0.34 ..  0.16 ..

Uganda  53  .. 0.82 .. 0.56 0.90  0.39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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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olment ratio in primary 

education, net, per 100 

Ratio of girls to boys 
enrolment ratios in primary 

education 
Ratio of girls to boys in 

secondary education  
Ratio of girls to boys in 

tertiary education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1990-1991  2002-2003 1990-1991 2002-2003 1990-1991 2002-2003  1990-1991 2002-2003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50  69 1.01 0.99 0.70 ..  .. 0.44

Zambia  79  68 0.97 0.99 0.67 0.83  .. ..

Asia and Pacific      

Afghanistan  27  ... 0.55 .. 0.52 ..  0.48 ..

Bangladesh  71  84 0.87 1.05 0.52 1.11  0.20 0.50

Bhutan  ..  ... .. .. .. ..  .. ..

Cambodia  67  93 0.83 0.95 0.43 0.78  .. 0.45

Kiribati  ..  ... .. .. .. ..  .. ..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63  85 0.85 0.93 0.62 ..  .. ..

Maldives  87  92 1.00 1.01 1.02 1.15  .. ..

Myanmar  98  84 0.96 1.01 0.98 0.94  .. ..

Nepal  ..  ... .. .. 0.44 ..  0.32 0.34

Samoa  ..  98 .. .. 1.22 1.11  1.00 ..

Solomon Islands  83  72 0.86 .. 0.63 ..  .. ..

Timor-Leste  ..  .. .. .. .. ..  .. ..

Tuvalu  ..  ... .. .. .. ..  .. ..

Vanuatu  71  94 1.02 .. 0.79 ..  .. ..

Yemen  52  72 0.38 0.70 0.21 ..  .. ..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aiti  22  ... 1.05 .. 0.9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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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Universal primary educ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 (continued) 
 
 

B. Adult literacy 
 
 

  Adult literacy rate (aged 15+) 

  Percentage literate  

  1990 2000-2004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Women  Men Total Women Men  Total  

Change in gender 
difference, 
percentage

1990 to 2000-
2004*

Africa       

Angola  ..  .. .. 53.8 82.1  66.8  ..

Benin  15.5  38.1 26.4 22.6 * 46.4  33.6  1.2

Burkina Faso  ..  .. .. 8.1 * 18.5  12.8  ..

Burundi  26.6  48.4 37 51.9 66.8  58.9  -6.9

Cape Verde  54.3  76.2 63.8 68 85.4  75.7  -4.5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20.7  47.1 33.2 33.5 64.8  48.6  4.9

Chad  18.8  37 27.7 12.7 40.6  25.5  9.7

Comoros  46.4  61.4 53.8 49.1 63.5  56.2  -0.6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34.4  61.4 47.5 51.9 79.8  65.3  0.9

Djibouti  39.7  66.8 53 .. ..  ..  ..

Equatorial Guinea  61.1  85.8 73.3 76.4 92.1  84.2  -9.0

Eritrea  34.8  58.5 46.4 .. ..  ..  ..

Ethiopia  19.8  37.3 28.6 33.8 49.2  41.5  -2.1

Gambia  19.7  31.7 25.6 .. ..  ..  ..

Guinea  12.9  42.3 27.2 .. ..  ..  ..

Guinea-Bissau  ..  .. .. .. ..  ..  ..

Lesotho  89.5  65.4 78 90.3 73.7  81.4  7.5

Liberia  22.8  55.4 39.2 39.3 72.3  55.9  0.4

Madagascar  49.8  66.4 58 65.2 76.4  70.6  -5.4

Malawi  36.2  68.8 51.8 54 74.9  64.1  -11.7

Mali  ..  .. .. 11.9 26.7  19  ..

Mauritania  23.9  46.3 34.8 31.3 59.5  51.2  5.8

Mozambique  18.4  49.3 33.5 31.4 62.3  46.5  0.0

Niger  5.1  18 11.4 9.4 19.6  14.4  -2.7

Rwanda  44  62.9 53.3 58.8 70.5  64  -7.2

Sao Tome and Principe  ..  .. .. .. ..  ..  ..

Senegal  18.6  38.2 28.4 29.2 51.1  39.3  2.3

Sierra Leone  ..  .. .. 20.5 39.8  29.6  ..

Somalia  ..  .. .. .. ..  ..  ..

Sudan  31.5  60 45.8 49.9 69.3  49.9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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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ult literacy rate (aged 15+) 

  Percentage literate  

  1990 2000-2004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Women  Men Total Women Men  Total  

Change in gender 
difference, 
percentage

1990 to 2000-
2004*

Togo  28.7  60.5 44.2 38.3 68.5  53  -1.6

Uganda  43.5  69.3 56.1 59.2 78.8  68.9  -6.2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51  75.5 62.9 62.2 77.5  69.4  -9.2

Zambia  58.7  78.6 68.2 59.7 76.1  67.9  -3.5

Asia and Pacific       

Afghanistan  ..  .. .. .. ..  ..  

Bangladesh  23.7  44.3 34.2 31.4 50.3  41.1  -1.7

Bhutan  ..  .. .. .. ..  ..  ..

Cambodia  48.8  77.7 62 73.6 84.7  73.6  -17.8

Kiribati  ..  .. .. .. ..  ..  ..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42.8  70.3 56,5 60.9 77  68.7  -11.4

Maldives  94.6  95 94.8 96.4 96.2  96.3  -0.6

Myanmar  74.2  87.4 80.7 86.2 93.7  89.7  -5.7

Nepal  14  47.4 30.4 34.9 62.7  48.6  -5.6

Samoa  97.4  98.5 98 98.4 98.9  98.7  -0.6

Solomon Islands  ..  .. .. .. ..  ..  ..

Timor-Leste  ..  .. .. .. ..  ..  ..

Tuvalu  ..  .. .. .. ..  ..  ..

Vanuatu  ..  .. .. .. ..  74  ..

Yemen  12.9  55.2 32.7 28.5 69.5  49  -1.3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aiti  36.9  42.6 39.7 50 53.8  51.9  -1.9
 

Source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Education for All, 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06 — Literacy for Life (Paris, 2005), tables 12 and 13, and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Millennium Indicators 
Database, http://unstats.un.org/unsd/mi/mi_goals.asp, indicator 9 (accessed 1 February 2006). Where national primary data 
are not available, UNESCO relies 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stimates. 

 * A negative (-) sign indicates a decrease in gender difference; a positive (+) sign indicates an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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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Infant and child health 

 
 

  
Under-5 mortality rate 

(per 1,000) 
Infant mortality rate 

(per 1,000) 

Percentage of 1-year-old 
children immunized,  

2004  

Percentage of 
children under 
6 months who 

are exclusively 
breastfed

Prevalence of 
moderately or 

severely 
underweight 

children 
under fiv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1990  2004 1990 2004 Measles DPT3  1996-2004 1996-2004

Africa      

Angola  260  260 154 154 84 59  23 21

Benin  185  152 111 90 64 83  11 31

Burkina Faso  210  192 113 97 78 88  23 40

Burundi  190  190 114 114 84 74  55 47

Cape Verde  60  36 45 27 72 75  .. ..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168  193 102 115 91 40  20 32

Chad  203  200 117 117 80 50  35 26

Comoros  120  70 88 52 57 76  12 46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205  205 129 129 84 64  15 32

Djibouti  163  126 122 101 64 64  52 40

Equatorial Guinea  170  204 103 122 98 33  57 14

Eritrea  147  82 88 52 55 83  30 24

Ethiopia  204  166 131 110 60 80  24 23

Gambia  154  122 103 89 69 38  50 20

Guinea  240  155 145 101 36 69  .. 18

Guinea-Bissau  253  203 153 126 59 80  36 48

Lesotho  120  82 84 61 61 78  1 40

Liberia  235  235 157 157 85 31  44 22

Madagascar  168  123 103 76 59 61  18 25

Malawi  241  175 146 110 54 89  56 13

Mali  250  219 140 121 70 76  .. 19

Mauritania  133  125 85 78 78 70  15 18

Mozambique  235  152 158 104 40 72  84 27

Niger  320  259 191 152 56 62  62 45

Rwanda  173  203 103 118 97 89  80 13

Sao Tome and Principe  118  118 75 75 87 99  63 23

Senegal  148  137 90 78 77 87  24 17

Sierra Leone  302  283 175 165 75 61  40 23

Somalia  225  225 133 133 90 30  67 42

Sudan  120  91 74 63 71 55  19 38

Togo  152  140 88 78 77 71  37 25

Uganda  160  138 93 80 73 87  2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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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5 mortality rate 

(per 1,000) 
Infant mortality rate 

(per 1,000) 

Percentage of 1-year-old 
children immunized,  

2004  

Percentage of 
children under 
6 months who 

are exclusively 
breastfed

Prevalence of 
moderately or 

severely 
underweight 

children 
under fiv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1990  2004 1990 2004 Measles DPT3  1996-2004 1996-2004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161  126 102 78 64 95  .. 39

Zambia  180  182 101 102 91 80  68 48

Asia and Pacific      

Afghanistan  260  257 168 165 80 66  25 33

Bangladesh  149  77 100 56 48 85  10 30

Bhutan  166  80 107 67 35 89  12 45

Cambodia  115  141 80 97 94 85  41 22

Kiribati  88  65 65 49 73 62  16 17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163  83 120 65 42 45  24 19

Maldives  111  46 79 35 56 96  65 21

Myanmar  130  106 91 76 73 82  31 46

Nepal  145  76 100 59 51 80  38 23

Samoa  50  30 40 25 75 68  9 26

Solomon Islands  63  56 38 34 78 80  2 28

Timor-Leste  172  80 130 64 25 57  .. ..

Tuvalu  56  51 40 36 80 98  21 25

Vanuatu  62  40 48 32 74 49  4 27

Yemen  142  111 98 82 70 78  26 17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aiti  150  117 102 74 64 43  17 24
 

Sources: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2006: Excluded and Invisible (New York, 2006), 
table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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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HIV/AIDS prevalence and prevention 

 
 

  
HIV prevalence rate, 

adults aged 15-49  

HIV 
prevalence, 

pregnant 
women in 

capital city, 
aged 15-24

Condom use at last 
high-risk sex,  

1998-2004 
(percentage) 

Condom use 
rate of the 

contraceptive 
prevalence 

rate

Percentage aged  
15-24 years with 

comprehensive correct 
knowledge of 

HIV/AIDS,  
1998-2004  

AIDS 
orphans (one 

or both 
parents died 
from AIDS)
(thousands)

Orphans 
school 

attendance 
ratio to 

non-orphans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2001  2003  2001-2003 Women Men 1996-2004 Women  Men  2003 1998-2004

Africa          

Angola  3.7  3.9  - - - 5 -  -  110 90

Benin  1.9  1.9  2.3 19 34 7 8  14  34 ..

Burkina Faso  4.2  4.2  2.3 54 67 15 15  23  260 109

Burundi  6.2  6.0  13.6 - - 1 24  -  200 70

Cape Verde  ..  -  - - - 6 -  -  - ..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13.5  13.5  14.0 - - 3 5  -  110 91

Chad  4.9  4.8  4.8 - - 0 5  -  96 96

Comoros  ..  -  - - - 3 10  -  - ..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4.2  4.2  - - - 7 -  -  770 72

Djibouti  2.8  2.9  - - - .. -  -  5 ..

Equatorial Guinea  ..  -  - - - .. 4  -  - 83

Eritrea  2.8  2.7  - - - 8 37  -  39 96

Ethiopia  4.1  4.4  11.7 17 30 4 -  -  720 60

Gambia  1.2  1.2  - - - 1 15  -  2 85

Guinea  2.8  3.2  - 17 32 10 -  -  35 113

Guinea-Bissau  ..  -  - - - 1 8  -  - 103

Lesotho  29.6  28.9  27.8 - - 6 18  -  100 87

Liberia  5.1  5.9  - - - .. -  -  36 ..

Madagascar  1.3  1.7  - 5 12 2 19  16  30 76

Malawi  14.3  14.2  18.0 32 38 5 34  41  500 93

Mali  1.9  1.9  2.2 14 30 4 9  15  75 72

Mauritania  0.5  0.6  - - - 10 -  -  2 ..

Mozambique  12.1  12.2  14.7 29 33 5 20  33  470 80

Niger  1.1  1.2  - 7 30 0 5  -  24 ..

Rwanda  5.1  5.1  11.6 23 55 3 23  20  160 80

Sao Tome and Principe  ..  -  - - - 0 11  -  - ..

Senegal  0.8  0.8  1.1 - - 7 13  -  17 74

Sierra Leone  ..  -  - - - 2 16  -  - 71

Somalia  ..  -  - - - .. 0  -  - 65

Sudan  1.9  2.3  - - - .. -  -  -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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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 prevalence rate, 

adults aged 15-49  

HIV 
prevalence, 

pregnant 
women in 

capital city, 
aged 15-24

Condom use at last 
high-risk sex,  

1998-2004 
(percentage) 

Condom use 
rate of the 

contraceptive 
prevalence 

rate

Percentage aged  
15-24 years with 

comprehensive correct 
knowledge of 

HIV/AIDS,  
1998-2004  

AIDS 
orphans (one 

or both 
parents died 
from AIDS)
(thousands)

Orphans 
school 

attendance 
ratio to 

non-orphans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2001  2003  2001-2003 Women Men 1996-2004 Women  Men  2003 1998-2004

Togo  4.3  4.1  9.1 22 41 6 20  -  54 96

Uganda  5.1  4.1  10.0 44 62 8 28  40  940 95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9  8.8  7.0 42 47 11 44  49  980 82

Zambia  16.7  16.5  22.1 33 42 11 31  33  630 92

Asia and Pacific          

Afghanistan  ..  -  - - - 0 -  -  - ..

Bangladesh  ..  -  - - - 7 -  -  - ..

Bhutan  ..  -  - - - .. -  -  - ..

Cambodia  2.7  2.6  - - - 4 37  -  - 71

Kiribati  ..  -  - - - .. -  -  - ..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0.1  0.1  - - - 2 -  -  - ..

Maldives  ..  -  - - - 14 -  -  - ..

Myanmar  1  1.2  - - - 1 -  -  - ..

Nepal  0.4  0.5  - - - 7 -  -  - ..

Samoa  ..  -  - - - .. -  -  - ..

Solomon Islands  ..  -  - - - .. -  -  - ..

Timor-Leste  ..  -  - - - .. -  -  - ..

Tuvalu  ..  -  - - - .. -  -  - ..

Vanuatu  ..  -  - - - .. -  -  - ..

Yemen  ..  0.1  - - - 1 -  -  - ..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aiti  5.5  5.6  - 19 30 8 15  28  - 87
 

Sources: UNAIDS, 2004 Report on the global AIDS epidemic, fourth global report (Geneva, 2004),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2006: Excluded and Invisible (New York, 2006), tables 4 and 8, and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Contraceptive Use 2005, wallchart (United Nation publication, sales No. 06.XII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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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Malaria and tuberculosis prevalence, mortality,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Percentage of children 

under 5 years  DOTS* 

 
Reported malaria cases 

per 1,000 population  

Number of 
reported 

deaths from 
malaria

Sleeping 
under 

treated net

With fever 
receiving 

anti-
malaria 

drugs

Estimated prevalence of 
tuberculosis per 

100,000 population 

Estimated tuberculosis 
deaths per 100,000 

population 

Proportion 
of TB cases 

detected,
per cent

Proportion 
of detected 

cases 
cured,

per cent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1990  2000/2003  2000/2003 1999/2004 1999/2004 1990 2003 1990 2003 2003 2002

Africa      

Angola 26.1  106.9  11 344 2 63  453  272  59  25 102 74

Benin 20.0  122.0   670 7 60  171  144  21  15 50 80

Burkina Faso 55.7  114.9  4 417 2 50  285  315  46  45 12 64

Burundi 16.6  274.0   330 1 31  234  558  36  92 29 79

Cape Verde 0.2  0.3  .. .. ..  366  329  42  40 41 ..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59.3  24.7  .. 2 69  225  548  33  113 31 ..

Chad 24.7  47.7  1 001 1 32  397  456  51  66 24 72

Comoros ..  5.1   16 9 63  193  103  22  8 23 96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83.1  16 498 1 45  263  564  37  81 44 78

Djibouti 6.1  7.2  .. .. .. 1 338 1 020  160  115 63 82

Equatorial Guinea 72.3  31.3  .. 1 49  341  374  44  63 .. ..

Eritrea ..  17.4   78 4 4  493  444  59  62 42 82

Ethiopia ..  8.0  .. .. 3  269  533  33  79 47 76

Gambia 237.7  100.5  .. 15 55  432  341  50  41 58 74

Guinea 3.6  109.5   441 4 56  264  407  32  54 33 72

Guinea-Bissau 80.5  134.6   780 7 58  364  312  43  43 56 48

Lesotho ..  ..  .. .. ..  416  588  47  109 91 52

Liberia ..  301.5  .. .. ..  430  507  58  78 .. ..

Madagascar ..  121.5   759 .. 34  434  331  50  41 51 74

Malawi 409.3  240.4  6 993 3 27  523  551  78  107 48 72

Mali 27.5  62.2  1 309 8 38  655  593  81  75 12 50

Mauritania 13.3  59.6   100 .. ..  531  668  61  77 .. ..

Mozambique ..  269.7  3 569 .. 15  332  636  44  129 33 78

Niger 152.0  59.1  1 096 6 48  290  276  34  33 38 ..

Rwanda 189.2  102.1  .. 5 13  251  664  40  104 19 58

Sao Tome and Principe ..  393.5  .. .. ..  309  256  36  28 .. ..

Senegal ..  119.3  1 337 2 36  452  432  53  50 38 66

Sierra Leone ..  95.4  .. 2 61  497  809  58  102 25 81

Somalia ..  2.4   10 0 19  751  755  89  126 23 89

Sudan 301.2  91.8  2 479 0 50  404  364  47  62 34 78



 

16  
 

A/61/82 
E/2006/74  

     
Percentage of children 

under 5 years  DOTS* 

 
Reported malaria cases 

per 1,000 population  

Number of 
reported 

deaths from 
malaria

Sleeping 
under 

treated net

With fever 
receiving 

anti-
malaria 

drugs

Estimated prevalence of 
tuberculosis per 

100,000 population 

Estimated tuberculosis 
deaths per 100,000 

population 

Proportion 
of TB cases 

detected,
per cent

Proportion 
of detected 

cases 
cured,

per cent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1990  2000/2003  2000/2003 1999/2004 1999/2004 1990 2003 1990 2003 2003 2002

Togo 234.6  92.2   791 8 47  799  696  94  98 10 68

Uganda ..  477.9  8 450 0 ..  270  652  55  96 39 60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289.7  14 156 10 58  371  524  53  86 45 80

Zambia 235.8  ..  5 763 7 52  492  638  104  122 76 83

Asia and Pacific      

Afghanistan 23.0  24.7  .. .. ..  693  671  75  93 17 87

Bangladesh 0.5  0.4   574 .. ..  741  490  65  57 24 84

Bhutan 5.6  1.7   15 .. ..  626  194  55  21 41 86

Cambodia 12.7  5.0   492 .. .. 1 584  762  123  95 39 92

Kiribati ..  ..  .. .. ..  392  60  30  4 540 94

Lao People’s Dem. Rep. 5.3  3.3   187 18 9  497  327  37  26 31 78

Maldives ..  ..  .. .. ..  542  39  48  2 96 95

Myanmar 24.4  14.5  2 476 .. ..  514  187  45  25 90 81

Nepal 1.2  0.4   3 .. ..  636  318  56  29 58 86

Samoa ..  ..  .. .. ..  145  44  11  5 51 84

Solomon Islands ..  189.9   71 .. ..  392  60  30  4 103 90

Timor-Leste ..  40.9   8 2 60 1 674  754  147  96 64 81

Tuvalu ..  ..  .. .. ..  145  59  11  6 954 ..

Vanuatu 192.7  71.9  .. .. ..  392  71  30  8 82 79

Yemen 1.0  13.2   29 .. ..  286  151  31  12 56 82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aiti 0.7  1.2   16 .. 12  647  415  89  71 52 78
 

Sources: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Organization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Malaria Report 2005 (Geneva, 200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tuberculosis control — surveillance, planning, financing: 2005 and 2006 (Geneva, 2005 
and 2006); and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2006: Excluded and Invisible (New York, 
2006), table 3. 

 * Internationally recommended TB contro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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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Improved water and sanitation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with access  

to improved sanitation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with access 

to improved drinking water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urban Urban Rural Urban Rural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1990  2005 1990 2002-2004 1990 2002-2004 1990  2002-2004 1990 2002-2004

Africa       

Angola  26.1  37.2 62 56 19 16 11  70 40 40

Benin  34.5  46.1 31 58 1 12 71  79 54 60

Burkina Faso  13.6  18.6 47 45 8 5 63  82 35 44

Burundi  6.3  10.6 42 47 44 35 96  90 67 78

Cape Verde  44.1  57.6 .. 61 .. 19 ..  86 .. 73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37.5  43.8 32 47 18 12 70  93 35 61

Chad  21.1  25.8 27 30 1 0 45  40 13 32

Comoros  27.9  36.3 41 38 16 15 99  90 85 96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27.9  32.7 56 43 3 23 92  83 24 29

Djibouti  75.3  84.6 55 55 27 27 82  82 67 67

Equatorial Guinea  34.5  50.0 .. 60 .. 46 ..  45 .. 42

Eritrea  15.8  20.8 46 34 0 3 60  72 36 54

Ethiopia  12.7  16.2 14 19 2 4 80  81 16 11

Gambia  24.9  26.1 .. 72 .. 46 95  95 .. 77

Guinea  25.3  36.5 27 25 13 6 70  78 32 38

Guinea-Bissau  23.8  35.6 .. 57 .. 23 ..  79 .. 49

Lesotho  17.2  18.2 61 61 32 32 ..  88 .. 74

Liberia  42.0  47.9 59 49 24 7 85  72 34 52

Madagascar  23.6  27.0 25 49 8 27 82  75 27 34

Malawi  11.6  17.2 52 66 34 42 90  96 34 62

Mali  23.8  33.7 50 59 32 38 50  76 29 35

Mauritania  44.0  64.3 31 64 26 9 19  63 57 45

Mozambique  21.1  38.0 .. 51 14 14 ..  76 .. 24

Niger  16.1  23.3 35 43 2 4 62  80 35 36

Rwanda  5.3  21.8 49 56 36 38 88  92 57 69

Sao Tome and Principe  36.5  37.9 .. 32 .. 20 ..  89 .. 73

Senegal  40.0  51.0 52 70 23 34 90  90 50 54

Sierra Leone  30.0  40.2 .. 53 .. 30 ..  75 .. 46

Somalia  29.4  35.9 .. 47 .. 14 ..  32 .. 27

Sudan  26.6  40.8 53 50 26 24 85  78 57 64

Togo  40.9  57.0 83 71 74 15 92  80 89 36

Uganda  21.7  37.5 51 53 45 39 79  87 27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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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with access  

to improved sanitation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with access 

to improved drinking water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urban Urban Rural Urban Rural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1990  2005 1990 2002-2004 1990 2002-2004 1990  2002-2004 1990 2002-2004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7.8  7.8 .. 54 .. 41 ..  92 .. 62

Zambia  39.4  36.5 .. 68 .. 32 86  90 27 36

Asia and Pacific       

Afghanistan  18.2  24.3 .. 16 5 5 ..  19 .. 11

Bangladesh  19.8  25.0 71 75 11 39 83  82 68 72

Bhutan  5.5  9.1 .. 65 .. 70 ..  86 .. 60

Cambodia  12.6  19.7 .. 53 .. 8 ..  58 .. 29

Kiribati  34.6  50.2 33 59 21 22 76  77 33 53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15.4  21.6 .. 61 .. 14 ..  66 .. 38

Maldives  25.9  29.7 100 100 .. 42 100  99 99 78

Myanmar  24.8  30.6 39 96 15 63 73  95 40 74

Nepal  8.9  15.8 62 68 7 20 94  93 67 82

Samoa  21.5  22.5 100 100 98 100 99  91 89 88

Solomon Islands  13.7  17.1 98 98 .. 18 ..  94 .. 65

Timor-Leste  28.5  36.3 71 65 24 30 81  73 37 51

Tuvalu  11.2  12.4 54 92 41 83 79  94 40 92

Vanuatu  18.5  23.7 59 78 11 42 93  85 53 52

Yemen  21.3  26.3 64 76 26 14 74  74 68 68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aiti  29.5  38.8 27 52 11 23 77  91 43 59
 

Sourc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eeting the MDG Drink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Target — A Mid-term Assessment of Progress (New York, 2004);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4 Revision, print and CD-ROM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05.XII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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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Communications 

 
 

  Telephone lines and cellular subscribers per 100 population 

  
Permanent and mobile post 

offices per 100,000 population Main lines Cellular  Total 

Internet users 
per 100 

population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1990  2004 1990 2003-2004 2003-2004  2003-2004 2004

Africa       

Angola  0.5  0.4 0.8 0.7 6.7  7.4 1.2

Benin  2.9  2.2 0.3 1.1 3.4  4.4 1.5

Burkina Faso  0.7  0.6 0.2 0.6 3.0  3.6 0.4

Burundi  0.4  0.4 0.2 0.3 0.9  1.2 0.4

Cape Verde  15.1  10.9 2.4 15.6 13.9  29.5 5.3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0.9  0.6 0.2 0.3 1.5  1.8 0.2

Chad  0.8  1.0 0.1 0.2 1.4  1.5 0.7

Comoros  6.1  3.7 0.8 1.7 0.3  1.9 1.0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0.7  0.2 0.1 0.0 1.9  1.9 ..

Djibouti  1.8  1.4 1.1 1.6 3.4  5.1 1.3

Equatorial Guinea  5.9  4.1 0.4 1.8 11.0  12.7 1.0

Eritrea  1.1  1.6 .. 0.9 0.5  1.4 1.2

Ethiopia  1.0  0.9 0.3 0.6 0.3  0.9 0.2

Gambia  0.0  0.0 0.7 2.7 12.0  14.6 3.4

Guinea  1.3  0.7 0.2 0.3 1.4  1.8 5.8

Guinea-Bissau  2.3  1.4 0.6 0.8 0.1  0.9 2.0

Lesotho  8.4  8.5 0.7 2.1 8.8  10.9 2.4

Liberia  2.1  0.6 0.4 0.2 1.4  1.6 

Madagascar  10.5  4.2 0.3 0.4 1.9  2.2 0.5

Malawi  3.1  2.6 0.3 0.8 1.8  2.6 0.4

Mali  1.3  0.9 0.1 0.7 3.6  4.3 0.5

Mauritania  2.7  0.9 0.3 1.4 17.5  18.9 0.5

Mozambique  2.8  1.5 0.3 0.4 3.7  4.2 0.7

Niger  0.7  0.4 0.1 0.2 1.2  1.4 0.2

Rwanda  0.0  0.2 0.2 0.3 1.6  1.9 0.5

Sao Tome and Principe  8.0  6.5 1.9 4.6 3.2  7.8 12.2

Senegal  1.5  1.2 0.6 2.2 9.9  12.2 4.7

Sierra Leone  1.7  0.8 0.3 0.4 2.3  2.7 0.2

Somalia  0.0  0.0 0.2 1.7 4.2  5.8 1.7

Sudan  2.1  0.6 0.3 3.0 3.0  6.0 3.3

Togo  1.2  0.9 0.3 1.2 4.4  5.6 4.4

Uganda  1.6  1.2 0.2 0.3 4.4  4.6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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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phone lines and cellular subscribers per 100 population 

  
Permanent and mobile post 

offices per 100,000 population Main lines Cellular  Total 

Internet users 
per 100 

population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1990  2004 1990 2003-2004 2003-2004  2003-2004 2004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1.9  1.1 0.3 0.4 4.4  4.8 0.9

Zambia  5.0  1.6 0.8 0.8 2.8  3.5 2.1

Asia and Oceania       

Afghanistan  1.8  1.4 0.2 0.2 2.4  2.6 0.1

Bangladesh  7.0  7.2 0.2 0.6 2.9  3.4 0.2

Bhutan  5.8  5.2 0.4 1.3 0.8  2.0 0.9

Cambodia  0.8  0.6 0.0 0.3 3.5  3.8 0.3

Kiribati  31.8  25.7 1.7 4.0 0.6  4.6 2.4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2.9  4.0 0.2 1.3 3.5  4.8 0.4

Maldives  88.8  67.2 2.9 9.6 34.5  44.1 5.8

Myanmar  2.7  2.7 0.2 0.8 0.2  1.0 0.1

Nepal  11.6  15.1 0.3 1.6 0.7  2.3 0.7

Samoa  22.8  19.6 2.6 7.3 5.8  13.1 3.3

Solomon Islands  33.1  5.8 1.5 1.3 0.3  1.6 0.6

Timor-Leste  ..  .. .. .. ..  .. ..

Tuvalu  92.4  86.6 1.3 7.0 0.0  7.0 30.0

Vanuatu  3.6  15.9 1.8 3.1 4.8  8.0 3.5

Yemen  2.8  1.5 1.1 3.9 5.2  9.0 0.9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aiti  1.7  0.7 0.7 1.7 4.7  6.4 5.9
 

Sources: Universal Postal Union, Postal statistics database, http://www.upu.org/pls/ap/ssp_report.main?p_language=AN&p_ 
choice=BROWSE (Geneva, accessed 15 March 2006);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CT Statistics, 
http://www.itu.int/ITU-D/ict/statistics/ (accessed 15 Februa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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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0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Roads Railways Air transport 

  Total road network (kms) 
Paved roads 
(percentage)

Total route 
(kms)

Rail freight 
(ton-kms)

Aircraft departures 
(thousands)   Air freight (ton-kms)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1990  1999/2003 1999/2003 2000/2004 2000/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Africa        

Angola  ..  51 429 10.4 2 761 ..  7  5    40  64

Benin  6 787  6 787 20.0  438  86  1  1    18  7

Burkina Faso  9 840  12 506 16.0  622 ..  2  1    18 ..

Burundi  ..  14 480 7.1 .. ..  1 ..   .. ..

Cape Verde  ..  .. .. .. .. .. ..   .. ..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23 648  23 810 .. .. ..  4  1    18  7

Chad  29 700  33 400 0.8 .. ..  1  1    18  7

Comoros  ..  .. .. .. .. .. ..   .. ..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  157 000 .. 4 499  491  5  5    57  7

Djibouti  ..  .. .. .. .. .. ..   .. ..

Equatorial Guinea  ..  .. .. .. .. .. ..   .. ..

Eritrea  3 560  4 010 21.8  306 .. .. ..   .. ..

Ethiopia  27 901  33 856 12.9 .. ..  21  30    67  117

Gambia, The  2 386  3 742 19.3 .. .. .. ..   .. ..

Guinea  29 620  44 348 9.8  837 ..  1 ..   ..

Guinea-Bissau  4 100  4 400 10.3 .. ..  1 ..   ..

Lesotho  ..  .. .. .. .. .. ..   .. ..

Liberia  9 320  10 600 6.2  490 ..  2 ..   ..

Madagascar  34 800  49 827 11.6  883  12  17  18    30  13

Malawi  10 204  28 400 18.5  710  88  4  6    1  1

Mali  13 400  15 100 12.1  733  189 ..  1   ..  7

Mauritania  7 300  7 660 11.3  717 ..  4  2    18 ..

Mozambique  27 000  30 400 18.7 2 072  808  6  9    9  5

Niger  11 696  10 100 7.9 .. ..  1  1    18  7

Rwanda  13 173  12 000 8.3 .. ..  1 ..   .. ..

Sao Tome and Principe  ..  .. .. .. .. .. ..   .. ..

Senegal  13 800  13 576 29.3  906  371  4  6    18 ..

Sierra Leone  11 300  11 300 8.0 .. ..  1     2  8

Somalia  20 800  22 100 11.8 .. ..  2 ..    9 ..

Sudan  10 420  11 900 36.3 5 478  889  9  8    13  41

Togo  7 390  7 520 31.6  568 ..  1  1    18  7

Uganda  ..  70 746 23.0  259  218  2     2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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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ads Railways Air transport 

  Total road network (kms) 
Paved roads 
(percentage)

Total route 
(kms)

Rail freight 
(ton-kms)

Aircraft departures 
(thousands)   Air freight (ton-kms)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1990  1999/2003 1999/2003 2000/2004 2000/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55 900  78 891 8.6 2 600 1 351  8  6    1  2

Zambia  35 300  91 440 22.0 1 273  554  7  5    30 ..

Asia and Pacific        

Afghanistan  21 000  34 789 23.7 .. ..  5  3    9  8

Bangladesh  188 000  239 226 9.5 2 745 ..  13  7    70  180

Bhutan  ..  .. .. .. .. .. ..   .. ..

Cambodia  35 800  12 323 16.2  650  92 ..  4   ..  4

Kiribati  ..  .. .. .. .. .. ..   .. ..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13 971  32 620 14.1 .. ..  3  9    1  2

Maldives  ..  .. .. .. .. .. ..   .. ..

Myanmar  25 000  27 966 78.0 .. ..  14  25    1  3

Nepal  6 840  15 905 53.9  59 ..  26  6    11  7

Samoa  ..  .. .. .. .. .. ..   .. ..

Solomon Islands  ..  .. .. .. .. .. ..   .. ..

Timor-Leste  ..  .. .. .. .. .. ..   .. ..

Tuvalu  ..  .. .. .. .. .. ..   .. ..

Vanuatu  ..  .. .. .. .. .. ..   .. ..

Yemen  51 119  67 000 11.5 .. ..  14  16    12  60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aiti  3 695  4 160 24.3 .. ..  1 ..    4 ..
 

Sourc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6 (Washington, D.C., in press), table 5.8, compiled from data of the 
International Road Federation,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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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ODA, net to LDCs,  
million US dollars 

ODA, net to LDCs, as  
percentage of total 

ODA, net to LDCs, as percentage 
of OECD/DAC donors’ gross 

national income  

ODA for trade 
capacity-building 

as percentage of total 
ODA 

Country  1990  2000  2004 1990 2000 2004 1990 2000  2004  2001 2004

Australia   171   293   350 17.9 29.7 24.0 0.34 0.27  0.25  2.1 1.2

Austria   106   113   168 63.1 25.7 24.8 0.11 0.23  0.23  .. 1.3

Belgium   367   221   645 41.3 27.0 44.1 0.46 0.36  0.41  2.4 7.4

Canada   740   308   702 30.0 17.7 27.0 0.44 0.25  0.27  9.3 3.0

Denmark   462   537   735 39.4 32.3 36.1 0.94 1.06  0.85  0.6 0.3

Finland   317   112   153 37.5 30.2 23.3 0.65 0.31  0.35  1.0 ..

France  2 286  1 144  3 169 33.3 27.9 37.4 0.60 0.30  0.41  0.4 1.6

Germany  1 769  1 212  2 312 28.0 24.1 30.7 0.42 0.27  0.28  2.6 1.6

Greece  ..   19   65 .. 8.4 14.0 .. 0.20  0.23  .. 0.2

Ireland   21   114   322 36.7 48.7 53.0 0.16 0.29  0.39  0.3 0.2

Italy  1 382   389   788 40.7 28.3 32.0 0.31 0.13  0.15  1.4 1.4

Japan  1 753  2 159  1 684 19.4 16.0 18.9 0.31 0.28  0.19  0.6 0.4

Luxembourg   10   46   87 39.4 37.4 36.9 0.21 0.71  0.83  .. ..

Netherlands   834   794  1 453 33.0 25.3 34.6 0.92 0.84  0.73  2.7 3.2

New Zealand   18   29   65 18.9 25.6 30.6 0.23 0.25  0.23  10.8 10.7

Norway   532   427   837 44.2 33.8 38.1 1.17 0.76  0.87  4.1 2.8

Portugal   100   171   878 70.3 63.2 85.2 0.24 0.26  0.63  0.7 1.1

Spain   194   144   424 20.1 12.1 17.4 0.20 0.22  0.24  0.1 ..

Sweden   775   532   762 38.7 29.6 28.0 0.91 0.80  0.78  0.9 0.8

Switzerland   325   270   399 43.3 30.3 25.8 0.32 0.34  0.41  6.3 8.2

United Kingdom   834  1 426  2 988 31.7 31.7 37.9 0.27 0.32  0.36  4.8 1.4

United States  2 199  1 989  4 504 21.6 20.0 22.9 0.21 0.10  0.17  6.7 3.4
 

Sourc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atistics CD-ROM (Pari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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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2 
World Bank/IMF debt relief under the HIPC Initiative, and public and publicly guaranteed 
debt service 

 
 

  LDCs in HIPC Initiative and debt relief status with World Bank and IMF, March 2006 

      World Bank ($ million) IMF ($ million) World Bank/IMF total 

Debt service as 
percentage of LDC 
exports of goods, 

services and income 
abroa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To be 

considered  
Completion 

point  Committed Delivered Committed Delivered Committed Delivered  
Percentage 

delivered 1990 2004

Africa        

Angola  ..  ..  .. .. .. .. .. ..  .. 8.1 14.8

Benin  ..  Mar-03  124.3 40.7 18.4 20.1 142.7 60.8  42.6 8.2 7.6

Burkina Faso  ..  Apr-02  236.7 46.4 27.7 29.7 264.4 76.1  28.8 6.8 ..

Burundi  ..  floating  782.5 3.7 19.3 0.1 801.8 3.8  0.5 43.4 66

Cape Verde  ..  ..  .. .. .. .. .. ..  .. .. ..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X  ..  .. .. .. ..   .. 13.2 ..

Chad  ..  floating  106.7 26 14.3 8.6 121 34.6  28.6 4.4 ..

Comoros  X  ..  .. .. .. .. .. ..  .. .. ..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  floating  1031.2 82.3 228.3 3.4 1259.5 85.7  6.8 .. ..

Djibouti  ..  ..  .. .. .. .. .. ..  .. .. ..

Equatorial Guinea  ..  ..  .. .. .. .. .. ..  .. .. ..

Eritrea  X  ..  .. .. .. .. .. ..  .. .. ..

Ethiopia  ..  Apr-04  1278.4 146.7 45.1 46.7 1323.5 193.4  14.6 39 5.3

Gambia  ..  floating  31.8 9.1 1.8 0.1 33.6 9.2  27.4 22.2 ..

Guinea  ..  floating  233.6 60.9 24.2 5.2 257.8 66.1  25.6 20 19.9

Guinea-Bissau  ..  floating  179.6 26.2 9.2 0.5 188.8 26.7  14.1 31 16.1

Lesotho  ..  ..  .. .. .. .. .. ..  .. 4.2 4.5

Liberia  X  ..  .. .. .. .. .. ..  .. .. ..

Madagascar  ..  Oct-04  444.4 83.9 14.7 16.4 459.1 100.3  21.8 45.5 6

Malawi  ..  floating  588.5 104.2 23.1 11.6 611.6 115.8  18.9 29.3 ..

Mali  ..  Mar-03  213.2 61.2 34.7 38.5 247.9 99.7  40.2 12.3 5.8

Mauritania  ..  Jun-02  172.8 36.3 34.8 38.4 207.6 74.7  36.0 29.8 ..

Mozambique  ..  Sep-01  80.1 41.1 13.7 14.8 93.8 55.9  59.6 26.2 4.5

Niger  ..  Apr-04  408.7 58.9 31.2 34 439.9 92.9  21.1 17.4 7.5

Rwanda  ..  Apr-05  709 74.4 46.8 50.6 755.8 125  16.5 14.2 11.2

Sao Tome and Principe  ..  floating  44.9 6.3 .. .. .. ..  .. .. ..

Senegal  ..  Apr-04  163.9 72.8 33.8 38.4 197.7 111.2  56.2 20 10.3

Sierra Leone  ..  floating  229.9 29.9 98.5 66 328.4 95.9  29.2 10 10.9

Somalia  X  ..  .. .. .. .. .. ..  .. .. ..

Sudan  X  ..  .. .. .. .. .. ..  .. 8.7 6

Togo  X  ..  .. .. .. .. .. ..  .. 11.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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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Cs in HIPC Initiative and debt relief status with World Bank and IMF, March 2006 

      World Bank ($ million) IMF ($ million) World Bank/IMF total 

Debt service as 
percentage of LDC 
exports of goods, 

services and income 
abroa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To be 

considered  
Completion 

point  Committed Delivered Committed Delivered Committed Delivered  
Percentage 

delivered 1990 2004

Uganda  ..  May-00  629.1 109.5 68.1 70.2 697.2 179.7  25.8 81.4 6.9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  Nov-01  1157.1 253.8 89 96.4 1246.1 350.2  28.1 32.9 5.3

Zambia  ..  Apr-05  885.2 132.2 468.8 508.3 1354 640.5  47.3 14.7 ..

Asia and Pacific        

Afghanistan  ..  ..  .. .. .. .. .. ..  .. .. ..

Bangladesh  X  ..  .. .. .. .. .. ..  .. 25.8 5.2

Bhutan  X  ..  .. .. .. .. .. ..  .. .. ..

Cambodia  ..  ..  .. .. .. .. .. ..  .. 4 0.8

Kiribati  ..  ..  .. .. .. .. .. ..  .. .. ..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X  ..  .. .. .. .. .. ..  .. 8.7 ..

Maldives  ..  ..  .. .. .. .. .. ..  .. .. ..

Myanmar  X  ..  .. .. .. .. .. ..  .. 18.4 3.8

Nepal  X  ..  .. .. .. .. .. ..  .. 15.7 5.5

Samoa  ..  ..  .. .. .. .. .. ..  .. .. ..

Solomon Islands  ..  ..  .. .. .. .. .. ..  .. .. ..

Timor-Leste  ..  ..  .. .. .. .. .. ..  .. .. ..

Tuvalu  ..  ..  .. .. .. .. .. ..  .. .. ..

Vanuatu  ..  ..  .. .. .. .. .. ..  .. .. ..

Yemen  ..  ..  .. .. .. .. .. ..  .. 5.6 3.5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aiti  X  ..  .. .. .. .. .. ..  .. 11 4
 

Sourc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HIPC) 
Initiative — Statistical Update (Washington, D.C., 21 March 2006), tables 5A and 6A, available at 
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6/032106.pdf, and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6 (Washington, 
D.C., 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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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3 
Development of statistical services 

 
 

      
MDG indicators 
available of 47* National accounts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Census 

since 1990  

Current 
UNFPA 
support  

Household 
surveys 

since 1995
MDG 

report 1 data pt.
2+ data 

pts.
Minimum 

dataset

Latest year 
sent to 
United 

Nations by 
country  

2000 or 
later trade 

statistics  
Agricultural 

census

World Bank 
capacity 
support

Africa          

Angola  ..  ..  4 X 38 26 .. ..  ..  .. X

Benin  2002  ..  4 X 39 27 .. 2005  X  .. ..

Burkina Faso  1996  ..  9 X 43 32 X 1998  X  X X

Burundi  2007  X  2 X 44 28 .. ..  X  .. X

Cape Verde  2000  ..  4 X 29 14 .. 2005  X  .. X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2005  X  2 X 42 27 .. ..  X  .. X

Chad  1993  X  8 X 42 28 .. 2001  ..  .. X

Comoros  2003  ..  4 X 35 22 .. ..  X  .. ..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  ..  .. .. 30 19 .. ..  ..  .. ..

Djibouti  ..  ..  2 X 28 22 .. ..  ..  X ..

Equatorial Guinea  2002  ..  .. .. 30 15 .. ..  ..  .. X

Eritrea  ..  ..  3 .. 35 28 .. ..  X  .. ..

Ethiopia  1994  ..  12 X 44 33 .. ..  X  X ..

Gambia  2003  ..  2 X 40 21 .. ..  X  X X

Guinea  1996  ..  5 X 37 27 .. ..  X  X ..

Guinea-Bissau  1991  ..  2 X 36 13 .. ..  ..  .. ..

Lesotho  2001  ..  4 .. 40 29 X 2001  X  X X

Liberia  ..  ..  1 X 27 20 .. ..  ..  .. ..

Madagascar  1993  ..  11 X 42 33 .. ..  X  .. X

Malawi  1998  ..  8 X 46 34 .. ..  X  .. X

Mali  1998  ..  12 X 44 26 .. ..  X  X ..

Mauritania  2000  ..  6 X 37 26 .. ..  X  X ..

Mozambique  1997  ..  8 X 40 25 X 2005  X  X X

Niger  2001  ..  9 X 47 30 X 2004  X  .. ..

Rwanda  2003  X  7 X 43 28 .. 2004  X  .. X

Sao Tome and Principe  2001  ..  1 X 28 11 .. ..  X  .. ..

Senegal  2002  ..  9 X 44 33 .. ..  X  X X

Sierra Leone  2004  ..  2 X 33 16 .. ..  X  .. X

Somalia  ..  ..  1 .. 24 10 .. ..  ..  .. ..

Sudan  1993  X  2 X 38 26 .. 2000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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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G indicators 
available of 47* National accounts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Census 

since 1990  

Current 
UNFPA 
support  

Household 
surveys 

since 1995
MDG 

report 1 data pt.
2+ data 

pts.
Minimum 

dataset

Latest year 
sent to 
United 

Nations by 
country  

2000 or 
later trade 

statistics  
Agricultural 

census

World Bank 
capacity 
support

Togo  2002  ..  3 X 42 32 .. ..  X  X ..

Uganda  2002  ..  12 X 37 23 .. 2000  X  .. X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2002  ..  8 X 44 31 .. 2005  X  X X

Zambia  2002  ..  9 X 45 34 .. 2004  X  .. X

Asia and Pacific          

Afghanistan  ..  ..  3 X 24 12 .. 2005  ..  .. ..

Bangladesh  2001  ..  13 X 40 34 .. 2005  X  X ..

Bhutan  ..  ..  1 X 25 14 .. 1998  ..  X ..

Cambodia  1998  ..  6 X 39 24 .. 2003  X  .. X

Kiribati  2000  ..  .. R 19 18 .. ..  ..  .. ..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1995  ..  6 X 40 29 .. 2003  ..  X ..

Maldives  1995  ..  3 X 29 22 .. 2004  X  .. ..

Myanmar  2004  ..  3 X 35 30 .. 1998  ..  .. ..

Nepal  2001  ..  9 X 41 32 .. 2005  X  .. X

Samoa  1991  ..  .. R 23 22 .. ..  X  X ..

Solomon Islands  1999  ..  .. R 21 14 .. 2005  ..  .. ..

Timor-Leste  2004  ..  4 X 20 8 .. 2003  ..  .. ..

Tuvalu  2002  ..  .. R 15 13 .. 2004  X  .. ..

Vanuatu  1999  ..  .. R 22 18 .. 2004  X  .. ..

Yemen  2004  ..  2 X 37 29 .. 2005  X  .. X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aiti  2003  X  .. .. 35 20 .. 1998  ..  .. ..
 

Sources: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Population and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Series A, table 2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available at http://unstats.un.org/unsd/demographic/products/vitstats/seriesa2.htm); programm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March 2006; World Bank, “Key Development Data and Statistics, Country Profiles”, 
www.worldbank.org (accessed 3 March 2006);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Assessment of countries’ capacity to 
monitor MDG indicators: Table A, B and C”, background document (E/CN.3/2006/14) for the 37th session of the Statistical 
Commission, held in New York 7-10 March 2006 (available at http://unstats.un.org/unsd/statcom/sc2006.htm); and 
programme information of the Statistics Division on trade statistics. 

Notes: “R” refers to inclusion of this country in Pacific Islands Regional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04,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Community, Noumea, 2004. 

 * Does not include indicators not applicabl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or for which significant new information has become 
available since the time the table was pre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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