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年发展目标差距问题工作组 2011 年报告
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落实承诺的时间到了

1,485亿美元

 1,276亿美元

210亿美元 

建议

格伦伊格尔斯首脑会议对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

承诺（2010年）
为实现2005年格伦伊格尔斯承诺的增加500亿美元（按2004年美元计算）年度官方
发展援助，发援会捐助国所需提供的援助额。

落实情况（2010年）
为发援会捐助国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不包括大韩民国）。 

差距（2010年）
为在2010年实现格伦伊格尔斯承诺的年度官方发展援助目标所需的额外官方发展援
助。

•	 捐助国政府应消除对格伦伊格尔斯目标的落实差距，并落实对所有援助的承诺。 

官方发展援助（(ODA)（

情况说明 差距在哪里?

按 2010 年美元计算

纽约时间9月16日 上午11点30分前禁止发布

640亿美元 

460亿美元

180亿美元

建议

格伦伊格尔斯首脑会议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 

承诺（2010年）
为实现2005年格伦伊格尔斯承诺的增加250亿美元（按2004年美元计算）年度官方
发展援助，发援会捐助国所需提供的援助额。

落实情况（2010年）
为发援会捐助国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额

差距（2010年）
为在2010年实现格伦伊格尔斯承诺的对非洲年度官方发展援助目标所需增加的官方
发展援助额。

•	 捐助国政府应消除对非洲援助的落实差距。

按 2010 年美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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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多哈回合贸易谈判

陷入僵局，开始讨论“早
期收获”的可能性

建议

多哈回合谈判 

承诺
《联合国千年宣言》（2000年）的承诺，标志着建立一个“公开、公平、遵循规
则、可预测和非歧视性的的多边贸易和金融体制”。于2001年开始的多哈回合贸易
谈判，主要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世贸组织成员预期将在2011年完成该目标。 

差距
多哈回合谈判并没有结束，在不同方面仍然存在巨大差距。世贸组织成员已转向“早
期收获”并对最不发达国家落实情况表示强烈关注。 

•	 加紧努力，以达成一个平衡的、全面的、雄心勃勃的和面向发展的多哈回合谈判。
•	 移除在经济危机中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并避免引入新的措施。
•	 加速落实在2013年之前取消所有形式的农业出口补贴的承诺。
•	 通过贸易援助倡议和配合国家发展战略行动加大支持力度。

市场准入

2,822 亿美元

 1,287亿美元

1,534亿美元

建议

全球官方发展援助在捐助国的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

承诺
为实现联合国各会员国于1970年协定的，亦即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占捐助国国民总收
入0.7%的长期目标。

落实情况（2010年）
在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中，相当于发达国家0.32%国民
总收入。

差距（2010年）
或占发达国家国民总收入的0.38%。 

•	 重新对联合国的目标作出承诺，即在2015年之前使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占捐助国国
民总收入0.7%得到落实。

•	 提供详细的可列入国家方案援助的多年意向。
•	 更好地调整援助与受援国国家发展战略间的关系，提高援助的有效性。 
•	 在官方发展援助落实、减免债务的努力和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间寻求更好的协

调性。 

按 2010 年美元计算

582 — 776亿美元

376亿美元

206 — 400亿美元

	建议

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

承诺（2015年）
为到2015年对最不发达国家每年的官方发展援助额，根据2011年至2020年的十年
间将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支持的《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到2015年前提供的官方
发展援助额将占捐助国国民总收入0.15%至0.20%。

落实情况（2009年）
为发援会国家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

差距（2009年）
是为了实现2015年的目标，每年所需超过2009年水平的官方发展援助额。

•	 到2015年前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至少落实捐助国国民总收入的0.15%。

按 2010 年美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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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按关税税目）

80%（按价值计算） 

建议

对最不发达国家出口实行免税准入

承诺
2005年世贸组织《香港部长宣言》提出了: 免关税和免配额应惠及最不发达国家对发
达国家市场出口的97%，

结果（2009年）
发达国家由从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有80%免关税 (不包括军火和石油)。 

•	 最晚在2011年年底前，确保对所有最不发达国家出口的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免税和
免配额，以及简单、透明和可预测的原产地规则。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 

40个“有资格”
的国家中有36个国家

36个国家 中的32个

4个重债穷国
8个重债穷国

19个国家
（包括12个重债穷国）

建议

承诺
应全面通过国家和国际措施处理，以便使债务具有长期可持续性。

结果（2011年）
已经达到重债穷国倡议的“决定点”，并正在接受债务减免，已减少了80%以上的债
务。

已达到“完成点”，通过多边减债倡议接受额外的债务减免。

差距
尚未达到“决定”点。 
尚未达到“完成”点。 
处于高风险或债务困扰（只考虑有足够信息67个国家）。

•	 完成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减债倡议。
•	 考虑将重债穷国倡议扩大到所有受到债务困扰的低收入国家。
•	 确保所有债务减免不計入官方发展援助。
•	 召集机构间工作组，解决紧迫的债务困扰情况，並制定一项全面有序的处里主权债

务问题的国际框架。

债务可持续性

3 / 4



100%
 68%

32% 

 72% 
21%

51%

建议

获取新技术

承诺
对新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带来的益处，提供获取渠道。 

结果 — 电话技术（2010年）
的发达国家人口是移动电话用户。
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是移动电话用户。

差距
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没有使用移动电话。

结果 — 因特网（2010年）
的发达国家居民是互联网用户。 
的发展中国家居民是互联网用户。

差距
发展中世界的互联网用户显著较少。

•	 促进私营、非营利和官方间的研发合作，加强技术开发和对发展中国家的转让，包
括移动电话和互联网服务。 

建议

承诺
提供能负担得起的基本药物。 

结果 — 供应情况（2009年） 
公共部门仅有42%的设施提供基本药物，私营部门有64%的设施提供基本药物。 

结果 — 承付能力（2009年）
基本药物在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中位数价格，平均比国际参考价格分
别高出2.7倍和6.1倍。 

•	 协助发展中国家政府增加在公共部门药品的供应和使用，并通过公共卫生系统低价
或免费向穷人提供。 

•	 增加对非传染性疾病的治疗和预防的捐助资金。 
•	 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制药厂商间的创新。 

获取基本药物

www.un.org/esa/policy/mdggap
联合国新闻部，2011年9月出版。 DPI/2575 B

4 /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