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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问题  

外债危机与发展 

 

  尼日利亚
*
 决议草案 

 
 

  加强国际合作以持久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问题 
 
 

 大会  

 回顾其关于加强国际合作以持久解决发展中国家外债问题的1996年12月16

日第 51/164号 1997年 12月 18日第 52/185号 1998年 12月 15日第 53/175

号和 1999年 12月 22日第 54/202号决议  

 欢迎秘书长关于发展中国家债务近况的报告
1
 特别是其中第 70至 78段所

载建议  

 又欢迎 2000年 9月 8日通过的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联合国千年宣言  

 关切地注意到重债发展中国家持续的债务和偿债问题对其发展努力和经济

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并强调必须彻底减轻沉重的债务和偿债负担 以期使债务和

偿债达到可持续的程度  

 十分关切地注意到 除其他外 由于商品价格下跌以及财政和清偿能力的限

制 许多发展中国家 包括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特别是多数非洲国家和最不

发达国家的债务负担依然十分沉重  

__________________ 

 * 代表属于 7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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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亟需以有效 公平 面向发展的方式处理发展中国家外债和偿债问题

以帮助这些国家脱离重新安排偿债期限的过程 摆脱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  

 欢迎和强调 尽管经常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 债务国仍然必须努力推行经济

改革和结构调整方案 以求实现稳定 增加国内储蓄和投资 提高竞争力以利用

所出现的市场准入机会 降低通货膨胀 提高经济效率并处理发展的社会问题

包括消灭贫穷以及为人口中易受损害和较贫穷阶层建立社会安全网  

 强调需要根据大会有关决议和联合国最近各项会议的结果 除其它外 在贸

易条件 商品价格 改善市场准入 贸易惯例 取得技术 汇率和国际利率方面

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公平分配机会和收益 创造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 并注意到

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资源以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的发展  

 注意到仅依靠重新安排偿债期限和债务转换等机制 仍不足以解决长期债务

可持续性的所有问题 在这方面 强调由于这些国家的债务总额仍然很高 偿债

负担仍然很重 亟需充分迅速执行进一步协助发展中国家努力改善其债务状况的

倡议 尤其是协助最贫穷和债务最沉重的国家 特别是非洲的这些国家  

 欢迎债权国在巴黎俱乐部框架内采取的行动和一些债权国以取消双边债务

的方式采取的行动  

 注意到 1999年 6月 18日至 20日七大工业国集团在德国科隆举行的会议提

出增加优惠的倡议 以及 1999年 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关于该倡议

的决定 该倡议的目的是实现更深 更广 更迅速的债务减免  

 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核准关于精简重债穷国的

初步文件的建议  

 十分关切地注意到迅速执行增加对重债穷国优惠的倡议的主要障碍之一是

财政限制 在这方面 强调债权国必须为重债穷国信托基金提供充分的资金  

 关切地注意到越来越多重债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 除其他外 由于清偿能力

的限制 在履行其外债偿还义务方面正面临各种困难  

 强调有效管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 包括中等收入国家的债务 是促进其经济

持续增长和世界经济顺利运转的重要因素之一  

 强调国际社会应考虑采取进一步适当措施 使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和偿债问题

得到持久解决  

 1. 呼吁以有效 公平 面向发展和持久的方式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和偿

债问题 对于加强全球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努力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能够大有裨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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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重申 如 千年宣言 所述 国际社会必须借助旨在使中低收入发展中

国家债务具有长期持续性的各种国家和国际措施 全面 有效地处理这些国家的

债务问题  

 3. 要求充分迅速执行增加对重债穷国优惠的倡议 在这方面 强调捐助者

必须提供新的额外必要资源  

 4. 强调灵活执行重债穷国债务倡议的重要性 包括缩短决定点和完成点之

间的间隔 并适当考虑到有关各国以透明方式并在债权国充分参与的情况下执行

政策的情况  

 5. 又强调必须对重债穷国债务倡议的合格标准增加灵活性 包括审议和执

行方面 特别是对已知处于临界地位的和处于冲突后局势下的国家  

 6. 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继续加强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的透明度

和完整性  

 7. 欢迎为加强减免债务与消灭贫穷之间的联系所提出的框架 并强调需要

灵活执行该框架 认识到虽然在达到决定点时应具备减少贫穷战略文件 但在过

渡期间 即使未就贫穷文件达成协议亦可达到决定点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 在达

到完成点时 必须在执行减少贫穷战略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8. 强调与执行加强的重债穷国债务倡议相联系的减少贫穷方案必须由国

家主动进行,符合倡议规定的有资格国家的优先事项和方案,并强调民间社会在

这方面的作用  

 9. 欢迎取消双边官方债务的国家作出的决定,敦促尚未这样做的债权国考

虑全部取消符合重债穷国债务倡议资格的国家的双边官方债务,酌情采取行动,

以便解决冲突后国家的需求,特别是长期拖欠债务的国家 受到严重自然灾害影

响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和人的发展指数极低的贫穷国家的需求,包括可能采取

一些减免债务措施,特别是取消双边官方债务  

 10. 注意到多边债务减免基金对协助各国政府保障或增加优先社会部门的

支出方面有积极影响,并鼓励捐助者在加强的重债穷国倡议的范畴内在这方面继

续努力  

 11. 强调资助任何减免债务不应妨碍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发展活动的原

则, 包括资助联合国基金和计划署的数额,并在这方面欢迎世界银行理事会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实际资源联合部长级委员会(发展委员

会)决定,资助债务减免不应影响通过诸如国际发展协会等优惠窗口提供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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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表示赞赏一些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已达到 甚至超过或最近承诺将

增加到国民生产总值0.7%的商定指标, 同时呼吁其他发达国家尽快达到这项官方

发展援助指标  

 13. 又表示赞赏巴黎俱乐部债权国对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债务

采取的行动,在这方面 重申需要尽可能在最短期限内实现债务减免承诺,以便腾

出国家重建所需要的资源  

 14. 鼓励国际债权集团对债台高筑国家的情况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其中

包括把非洲最贫穷国家的所有剩余双边债务都转为赠款  

 15. 确认重债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在履行其外债和偿债义务方面困难重重,

并注意到 尤其在偿债能力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其中一些国家情况日益恶化

可能需要采取包括酌情减债在内的处理债务措施  

 16. 要求采取协调的国家和国际行动 有效处理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债务问

题,以期通过各种处理债务措施, 包括酌情按步就班的减债机制,解决其债务可能

长期持续的问题,并鼓励所有债权国和债务国尽可能酌情利用现有一切减债机

制  

 17. 确认即使在遇到债务问题的情况下 需要继续与债权人合作,以便继续

利用国际资本市场 如果某一国家由于特殊情况暂时不能履行其偿债承诺时,敦

促债权人与各国政府以透明和及时的方式进行合作 寻求有次序和公平解决债台

高筑的办法 包括维持债务现状的安排  

 18. 注意到必须有条不紊 循序渐进 按部就班地推行资本帐户的自由化,

以加强各国承受影响的能力 减轻短期资本流动反复无常的不利影响  

 19. 还注意到只是减免债务不会促成减少贫穷和经济增长,在这方面 强调

除了债务减免措施和增加优惠财政援助外,还需要从所有来源向负债的发展中国

家注入新的资金,特别是给予最不发达国家,以协助其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和可持

续发展  

 20. 强调必须加强发展中国家管理债务体制能力,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为此目

标所作的种种努力 在这方面,强调债务管理和金融分析体系及债务管理能力建

设方案等倡议的重要性  

 21. 注意到必须为减免债务措施提供足够资源,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对发展中

国家 包括非洲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调动国内外资源以促进发展的努力产

生了不利的影响  

 22. 强调促进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还强调国际社会除其他外必

须通过改善进入市场 稳定汇率 有效管理国际利率 增加资源流动 促进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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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市场 增加财政资源流动及便利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创造有利的外部

环境  

 23. 呼吁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系统,并请布雷顿森林机构以及私营部门采

取适当措施和行动,履行自 1990年代初以来召开的有关发展问题的联合国重大会

议和首脑会议及其审查进程成果中特别有关发展中国家外债和偿债问题的承诺

协议和决定  

 24. 请秘书长任命一个不超过十人 具有适当地域代表性的独立专家小组

根据秘书长的报告 全面评估外债问题以及解决外债问题的建议 小组的报告应

由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审议  

 25. 又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并在

报告中列入对发展中国家外债和偿债问题所作的全面和实质性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