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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审视了 2005 年成员国共同努力处理的一些重大棘手问题。捐助国能否实

现 2010 年援助额达到一千三百亿美元的目标？援助流向了什么地方，能否进一步
提高使用效率？付费给发达国家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去工作，这样的技术合作有无
意义？让经济增长惠及穷人，这方面的工作是否作得充分？我们在 2005 年男女平
等入学达标方面的集体性失败，应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 

捐助国若要达到商定的 2010 年目标，目前援助水平必须从 2004 到 2010 年迅速
提高 60%。即每年平均提高百分之八，而这段时期经合组织预算正承受着极大压
力。预测短期官方发展援助会明显“猛增”，但增加的很大部分是免除少数国家的
未偿债务，并不意味着向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增加资源转移。 

毫无疑问，发展问题在 2005 年特别引人注目。2004 年 12 月 26 日印度洋海啸
的惊人破坏，在年初震撼了全球，世界各地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史无前例地慷慨
解囊。6 月的尼日尔洪灾，暴露出全球系统在应对更易预见得多的人道主义紧急情
况时反而捉襟见肘。11 月加勒比地区、墨西哥湾遇到格外暴烈的飓风季节，克什
米尔地区遭受地震破坏，南部非洲粮食安全问题更显严峻，这些都显示对人道主义
援助的需求丝毫未减。 

在政治层面，经合组织五月召开了部长理事会，对关于落实千年发展宣言和蒙
特勒共识的经合组织声明表示欢迎，要求经合组织各国加倍努力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八国集团的六月峰会和九月的联大峰会，都将发展问题以及密切相关的气候变
化、安全和人权问题同时提到国际议程的 优先地位。年底时召开的世贸组织香港
会议，也将重点放在如何实现多哈承诺的“发展一轮”谈判。 

有分量的分析活动也随着发展问题的凸现而涌现。一月份的联合国千年项目，
就如何使千年发展目标从愿望化为每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提出了报告。报告指出，
按目前趋势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无法达到多数目标，提议更大力全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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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如“除贫战略”等现有工具，辅之以其它措施，如在已尝试路线基础上加码行
动的“速赢”措施。九月的千年峰会同意成立一个营造和平委员会，显示国际社会
努力防止暴力冲突，支持各国从战争走向和平的决心。三月份，由英国供资的非洲
委员会拿出报告，对非洲国家及其伙伴如何应对非洲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广泛建议。
经合组织和非洲经济委员会发表的第一份非洲与经合组织互评，在这方面作了补
充。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对平等发展的意义作了新阐述。 

 

多纤维协议结束是乌拉圭回合的 后之举，启动了纺织品贸易模式的巨变，尽
管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供应商而言是痛苦的，也受到某些关键市场重新设限的临时
制约。为“重债穷国倡议”下业绩良好的国家免除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开发协会、
非洲发展基金的债务做出了安排。同意对非洲人口 多的国家尼日利亚大幅度减
债。同时在提高援助量和援助效率方面都做出了重要决定，如本章后文所述。 

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经历了 2004 年高速增长后，人均收入继续以大大超过
经合组织国家的速度增长，非洲人均收入终于显示出明显增长（虽然增幅仍小）。
不少国家的治理指标继续改善。石油价格剧升给石油输出国带来好处，对其它国家
造成增长阻力，但对发展中国家的总体负面影响，在撰写本报告时看来，比预计的
要小。 

简言之，2005 年提醒我们，必须做出重大变化才能使世界穷国的状况按千年发
展目标要求的速度改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目标明确的联合行动，以便加
速减少当今世界不再能接受的贫穷和不公平程度。 

据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秘书处估计，委员会成员国的净官方发展援助总额
将从 2004 年的 795 亿美元提高到 2010 年的 1281 亿美元（按 2004 年美元固定值计
算），增加幅度几乎高达 500 亿美元。这将是发展援助委员会 1960 年成立以来官
方发展援助 大幅度的增加。然而尽管有喜人的迹象，2006 年蒙特勒认捐的援助
水平能否兑现仍有不确定因素，虽然短期官方发展援助“猛增”，捐助国尚需大大
增加其它形式的援助才能接近 2010 年的预定目标。 

随着援助预算增加，提供援助的效率能否改进？发展固然已成为全球同心协力
的共同事业，传承的援助提供方式则需进一步改变。过去几年许多捐助国已经采取
措施重新考虑计划、执行援助的方式。 有意义的是，经合组织发展委员会协办了
2005 年 3 月的巴黎高级别论坛，论坛商定的宣言标志着史无前例的共识和决心，
要对援助进行改革，使之能更有效地解除世界贫穷。其结果将大大促进本地的努
力，改变捐助国之间、捐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行为模式，提倡更可持续的发展途
径。 

能力建设是实现发展的核心任务，也是难度 大的任务。无论是“有能力的国
家”，公共部门提供服务的能力，建立利于发展的环境，还是提高私营部门、民间
社会、个人能力，真正的能力发展是持续进步的关键。这个过程很少能迅速见效。
技术合作与能力建设绝非同义词，但是必须研究技术合作方案如何能更好地反映发
援委、开发署及其它各方在能力建设上的作为。应该研究如何设置高等教育以支持
国内能力建设机构。通常只是将努力集中于提升个人技能，而不注意改进个人在其
中工作的机构的业绩，更不用说改善机构本身生存的更广泛环境。现在需要的是如
何改进关键机构的战略性、长期性方法，然后才考虑纳入改进个人技能的方案。 

能力建设方面的以往经验教训反映出缺乏持久耐心的方针，捐助国的短期计划
目标代替了长期增效的变革。今后十年中援助加速，援助流量有更大预测性，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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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事业制定更现实的时间表提供了机遇。随着援助的提高，也需要认真关注
援助依赖性的问题，尤其是对非洲和小国家而言。还应该注意提高援助可能滋生的
治理方面的主要风险。 

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走向 2015 年之约的道路上，现阶段是个关键时刻。男孩
女孩平等入学未能如期达标的失败表明，需要特别思考如何有效推动发展方面的男
女平等。 

把“性别主流化”本身作为一种战略，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其局限性。
我们也都在个别或集体地由衷承诺，要承认失误，探索加速前进的途径。我们要借
着援助方针反思中产生的巨大能量和创新，互相学习经验、借鉴教训、以更大决心
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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