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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2015 年 2 月 4 至 13 日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

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优先主题：反思和加

强当代世界的社会发展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Pragya 提交的

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第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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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当代世界发展中的不平等现象 

可持续发展仍然是一个未达到的目标，造成此种情形的部分原因应归咎于发

展中的不平等现象。不平等现象使得一些特定的地理区域和部分人口处于不利地

位、被边缘化并受到忽视。并非世界上所有地区都享有平等的资源基础，各地区

的物质或历史特征不同，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的关注程度也存在差异。《2014 年社

会进步指数》表明，南亚地区在巩固社会进步方面仍由很长的路要走，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仍然较为落后。具体而言，在 132 个国家中，该指数将斯里兰卡排名

第 85 位，孟加拉国第 99 位，尼泊尔第 101 位，印度第 102 位，巴基斯坦第 131

位，肯尼亚第 103 位、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第 114 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收入

和贫困水平、接受医疗服务和教育方面也呈现出相当大的地方变化和相关差异。

造成这种不利情况的因素与社会经济方面有关，其中包括与主流人口的社会文化

差异、属于较低经济层并且缺乏获取发展因素/工具的机会以及与地理位置有关的

特征（即，距离权力中心和/或城市中心的地理距离）等。与城市和发达地区不同

的是，农村和偏远地区经常无法获得前沿的技术和同样优质的服务。而且对存在

巨大区域差异的国家而言，其国家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可能会产生误导作用。 

随着世界在气候、技术、价值观念和实践行为等方面不断变化，处于人类发

展指数最低点的国家和人口并没有受益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致使这些国家和

人口与发达地区和主流人口之间出现了非常鲜明的差距。弱势群体和常常遭受排

斥的群体发现自己得不到国家的关注，逐渐被政治发展进程排斥在外，需求无法

得到满足。他们遭受多种形式的贫困，薄弱的基础设施和面对环境时的脆弱性使

其状况更加恶化。除收入较低之外，他们还倍受资源匮乏、生计不稳、主流经济

排斥、歧视和机会不足的蹂躏，简而言之，他们在物质和社会两方面都在边缘化。

与此同时，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自然资源退化和枯竭、战争和冲突、

疾病）在这些脆弱的地区和该地区居民中不断扩大。这样的不平等和排斥，再加

上薄弱的制度体系，在当代世界引起了严重的社会混乱，例如，犯罪和暴力、政

治不稳定和冲突。 

主要的全球趋势和社会发展 

近年来，有三大关键性的全球趋势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影响，改变了我们的需

求和行事方式，它们是：金融和经济危机、不断升级的冲突和灾害、气候变化和

相关问题。由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这三大趋势已经对所有人的

生活造成了影响，对人类的发展更是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受流动性紧缩、公

共服务/社会支出削减、失业及相关问题影响的发达经济体已经开始着重于内向型

发展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减少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资金。信贷危机已经

波及到整个全球经济，导致发展中国家政府从事的发展进程停止或者逆转。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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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全球经济方程发生改变，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巴西、俄罗斯联邦、印度、中国

和南非）尽管社会发展方面的表现不佳，但仍取代发达经济体建立了一个“多极

世界”，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伴随而来的食品、燃料（现已下降）和商品价格上

涨已经导致数百万人陷入贫困。 

当突然且极端的气候事件发生时，会出现较高的死亡人数，财产和基础设施

遭到破坏，人们的生活和生计无以为继，从而加剧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发展的影响。

气候变化实际上迅速成为引发冲突的关键因素，其影响波及范围极广，涉及到食

物和水、健康和安全、生计、生物多样性以及相关的社会方面等诸多领域。气候

变化和天气引起的自然灾害对农村生计造成冲击，对人类发展产生严重后果。因

此，每一个“全球趋势”都与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发展存在因果联系。 

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这几大全球趋势在贫困、气候变化、脆弱生态系

统和原住民社群边缘化等问题上产生了滚雪球效应。这些问题很可能影响这两个

地理区域的未来和贫困人口的生活。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仍在经历全球经济衰

退带来的连锁效应。除此之外，这两个地区还为诸多社会困境所困扰。南亚地区

在发展中存在着巨大差距和不平等，贫困、营养不良和文盲人口最多，并且，在

实现一些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的表现也极差。撒哈拉以南非洲有部分地区正经历贫

困、干旱、饥荒和艾滋病危机，还有冲突和侵犯人权现象，偏离了千年发展目标

的轨道。 

2015年后行动的重点关注领域 

社会发展涉及到在社会增长和前进过程中优先考虑人类需求并对指导人际

互动的规范和惯例进行管理，侧重于改善每位公民（尤其是贫困和边缘化民众）

的生活水平，使社会美好。这就意味着需要投资于人，消除障碍，让所有公民都

可以自信和自豪地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取得进步，并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成长，发

展技能并对其家庭和社区做出贡献。 

关于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讨论正在进行，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欠发达

地区边缘化群体的关键需求至关重要。发展中世界和发达世界必须努力寻求影响

和促成支持行动，促进公平、包容和适度的发展，克服结构性贫困的条件，促进

这些群体的内生型和适度发展。2015 年后的对话需要优先考虑有利于特别弱势的

亚群体的行动，以消除壁垒、偏见和其他导致其困境的结构性问题。关键的行动

领域可能包括：（a）通过创造适当的谋生渠道来减少慢性贫困，降低资源不安全

性；（b）通过保障基本福利服务，如医疗、教育、营养、用水和卫生设施，改善

儿童和妇女的福利；以及（c）建立包容和更加平等与民主的社会结构。 

要实现我们所希望的全人类的未来，就要求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

促成边缘化群体的快速和适度发展。Pragya 认为，这需要坚决拥护“没有破坏的

发展”和“增强权能以进行选择”等核心价值观。由发展所推动的需求必须与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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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生态和文化密切适应，在解决人民核心需求的同时保护当地的资源和文化遗

产。干预措施应对建设当地民众的能力，以便其管理自己的资源并实现他们的发

展目标。通过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重点研究和支持政策，有效的基层行动就能不断

地推动内生型发展。 

当社会发展吸引并影响社会机构时，就能够取得最佳成果并创建一个更具包

容性的社会。因此，社会发展中的干预战略应该利用当地社区、政府和国际组织

拟定一揽子战略。解决区域和地方层面的差异尤其需要进行针对性的能力建设、

让未得到充分服务的最终用户社区参与规划、交付和监督发展服务项目。对于“最

后一英里人口”，如果他们能够拥有必要的自助技能，能够参与地方干预措施并

参与规划那些针对其困难和独特条件的政策方案，能够建立起团结和分享的关系

网络，他们就能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以更有效的方式塑造自己的命运。 

 建设弱势群体的能力能帮助他们在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发挥平等的作用。出

于这种考虑，干预措施必须力求增强个人和团体的权能，从而提高服务水平低下

地区的人力资本，办法是开展旨在创建正确态度基础的全面能力建设，发展必要

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促进有效利用个人和团体的能力。应该充分利用被边缘化和

弱势群体的社区意识促进发展。可以通过以下办法实现这一目标：向这些群体灌

输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意识、为这些群体增进利益攸关方意识提供必要的结构和

系统、吸引和激励这些社区内具有战略意义的人力资源作为促成改变和发展的社

会资本。建立弱势群体的有效公民身份将会减少他们的边缘化感觉并增进他们的

融入感，在此，我们呼吁采用一种双管齐下的办法：增强弱势群体的权能并实行

积极的民主，同时实现主流人口的包容和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