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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67(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 

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经济改革政策和外债对充分享受所有人权的影响 
 
 

  秘书长的说明 * 

 

 秘书长谨向大会成员转递经济改革政策和外债对充分享受所有人权问题独

立专家伯纳兹·穆德霍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1/102 号决定提交的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
 由于必须反映可用的最新资料，本报告是在大会有关决议规定的期限后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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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改革政策和外债对充分享受所有人权的影响问题独立专

家的报告 
 
 

 摘要 

 经济改革政策和外债对充分享受所有人权的影响问题独立专家提交本报告

是为了向大会提供多边债务减免倡议（减倡议）的最新情况，关于这项新倡议的

概念和执行模式的辩论的最新情况及其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人权的影响。由八

国集团（8 国）在 2005 年夏天提出的多边债务减免倡议（减免倡议）预测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开发协会）和非洲开发基金（非发基金）

会 100％减免世界上负债最沉重穷国的债务，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免减债务配套的总额为 500 亿美元，并预期在 40 年期间内平均每年为合格国家

提供 12.5 亿美元的偿债节余。 

 不过减债倡议不可能一劳永逸全部解决穷国的所有外债问题。首先，只有成

功完成重债穷国倡议的国家（迄今只有 19 个）才符合资格。其次，只有三个多

边开发银行参加债务减免倡议，使得特别是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仍然承担沉重的

债务。多边减免债务倡议大受欢迎，因为它向穷国提供最需要的财政和政策空间

（这个空间现在由受益者负责任地小心管理），但必须了解到低收入国家的总负

债额估计大约为减债倡议额的十倍（5 000 亿美元），而且，减债倡议也将在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和有关人权方面产生长期而难以衡量的影响。 

 因此，独立专家建议拟定减债倡议的后续倡议，包括由现在还没有加入的其

他多边机构提出的债务减免方案以及为永久解决双边和商业债务而提出的倡议。

他也建议进一步包括更有利于贸易制度的措施。在这方面，独立专家特别回顾第

八项千年发展目标“发展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并明确呼吁建立“一个以规则为

基础的开放的贸易和金融体系”以及综合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
1
 

 关于减债倡议，独立专家邀请参与的多边机构考虑改善合格标准和执行标

准。他的建议特别涉及(a) 在拟定如何重新分配减债倡议额外资金时更充分注重

千年发展目标的标准，(b) 将非重债穷国纳入开发协会和非发基金的债务减免倡

议部分，以及(c) 修改开发协会关于合格债务的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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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独立专家依照人权委员会第 2005/19 号决议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交报告。

根据委员会的要求，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交的报告特别注重(a) 外债和针对外

债所采取的政策对充分享受所有人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的影响；(b) 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国际金融机构为减轻在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最贫穷和债务沉重国家内的影响所采取的措施；以及(c) 结构调整政策和人

权方面的新情况和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其他机构以及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采取

的行动和倡议(A/60/384)。 

2. 独立专家在他提交给大会的第一次报告内特别从历史角度出发重点阐述当

前的外债情况及其对享受人权的影响，并审查偿还债务的新举措，特别是八国集

团（8 国）的提案及其影响。 

3. 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交第一次报告时，直接有关的三个多边机构的决策机

构仍在讨论新的 8 国债务减免提案，因此，要就减债倡议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

充分享受所有人权的潜在影响提出评论仍然为时过早。因此，独立专家感谢让他

有机会向大会成员简短介绍减债倡议的执行情况以及概要阐述当前就这项新倡

议的概念和执行模式及其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充分享受所有人权进行辩论的

情况。 

 

 二. 多边债务减免倡议的历史和特点 
 

4. 第一个债务减免倡议早在 1970 年代提出，当时“巴黎俱乐部”双边债权人

开始注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继续减免债务，当时根

据 1988 年低收入国家多伦多条件将双边债务数额减少 33％；根据 1991 年伦敦条

件减少 50％；根据 1994 年 12 月那不勒斯条件减少 67％；最后根据 1999 年 11

月科隆条件减少 90％。不过，1990 年代内，越来越明显的是巴黎俱乐部双边减

少债务并没有成功地解决贫穷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因为其中有许多国家仍

然超过已界定的债务可持续性门槛。
2
 

5.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在 1996 年发起重债穷国倡议以求

进一步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额。重债穷国倡议导致多边组织 和各国政府采取

协调一致的行动大量减轻最严重重债穷国的外债负担。根据重债穷国倡议，合格

国家一旦符合若干政策执行标准（“决定点”）就可以获得临时减免债务。随后，

如果政策执行已上轨道（“完成点”）就可获得不可撤销的债务减免。至 2006 年 8

月底，已有 40 个国家符合重债穷国倡议的资格，其中 19 个国家已达“完成点”：

贝宁、玻利维亚、布基那法索、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加纳、圭亚那、洪都拉斯、

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尔、卢旺达、塞内

加尔、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此外，还有 10 个国家已到达决



 A/61/464

 

06-53672 5
 

定点：布隆迪、乍得、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

比绍、马拉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及塞拉利昂。11 个国家仍然可以在 2006 年底

之前到达决定点：中非共和国、科摩罗、科特迪瓦、厄立特里亚、海地、吉尔吉

斯斯坦、利比里亚、尼泊尔、索马里、苏丹和多哥。
3 

6. 随着继续就千年发展目标进行辩论，作为多边开发银行的主要股东，八国集

团成员国在 2005 年夏天建议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开发协会)和非

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基金(非发基金)全额注销其对世界上最严重的负债穷国的

债权。在苏格兰格伦伊格尔斯举行的 8 国首脑会议于 2005 年 7 月通过了这项建

议，导致了所谓的多边减免债务倡议。这项倡议的目的显然在于向重债穷国提供

更多的支助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4 

7. 根据债务减免倡议，重债穷国一旦已经或将要达到债务减免完成点的时候就

有资格获得的不可撤消的全额债务减免。除了已经根据重债穷国倡议承诺的债务

减免外还会根据债务减免倡议取消债务，但与重债穷国倡议不同的是，减债倡议

并没有建议就双边或私人债务，或就拖欠基金组织、开发协会和非发基金以外的

多边机构债务作出任何平行减免。 

8. 虽然减债倡议是三个国际金融机构的共同举措，但给予债务减免的决定最终

还是各个机构的单独责任，事实上，各自的理事实体通过的执行规定各有不同。 

9. 最初，根据重债穷国倡议已达决定点的 19 个国家预期会获得全额取消其合

格债务。剩下的 10 个临时和 11 个决定点前重债穷国一旦达到重债穷国倡议的要

求就会符合资格。塔吉克斯坦和柬埔寨作为非重债穷国将从基金组织债务减免获

益，因为它们的人均收入低于 380 美元，但却不会因开发协会取消债务而受益。 

10. 基金组织于 2006 年 1 月开始执行减债倡议，而开发协会也于 2006 年 7 月 1

日开始提供减免。对非发基金而言，减债倡议于 2006 年 9 月 1 日生效。
5 

11. 基金组织本应利用本身的资源应付债务减免，而开发协会和非发基金则会得

到补偿。2006 年 3 月，捐助者同意“执行一揽子资助，要求捐助者不时提供更多

捐助以‘逐美元＇补偿开发协会［和非发基金］提供的债务减免。捐助者已承诺

确保维持开发协会的财政能力以便提供更多的资源资助穷国的发展工作。”
6
 这

一行动的目的是维持开发协会和非发基金的长期财政能力。 

 

 三. 最近就多边债务减免倡议的影响进行的讨论 
 

12. 减债倡议从所有三个机构获得充分利益，即，全额取消债务，数额将超过 500

亿美元：开发协会约 370 亿美元、非发基金约 85 亿美元，基金组织大约 50 亿美

元。预期这笔数额中大约有 360 亿美元会在 2006 年取消。如果没有减债倡议，

全球数额 500 亿美元必须在大约 40 年期间内偿还，这意味着这一期间内参与国

每年的偿债结余估计约为 12.5 亿美元。这些资金不用来偿还三个参与的多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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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现在可以由受益国根据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相关人权问题方面的需要加以使

用。
7 

13. 不过，进一步研究减债倡议的概念和执行模式显示出其总影响方面的一些问

题。上文已经提到，只有数目有限的国家将从减债倡议直接获益，而其他负债的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则没有额外减免。在这方面，独立专家欢迎基金组织关于

严格适用一视同仁对待各国的办法。这一原则导致在减债倡议的基金组织部分纳

入人均收入水平低于 380 美元的两个非重债穷国。建议开发协会为平等起见，应

考虑采用类似办法。这一办法可导致纳入所有只属于开发协会的国家，包括其负

债率低于重债穷国门槛的国家。
8 

14. 减债倡议并不对受益国适用新的条件，但由于完成重债穷国方案是符合减债

倡议规定的先决条件，而符合这种条件事实上附属于重债穷国的条件，包括一些

国家难以在规定时间内达成的结构改革和标准。在减债倡议内，已经对已达到完

成点的 19 个重债穷国进行追溯评估，以确定政策执行方面是否出现任何恶化现

象。根据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的材料，毛里塔尼亚最初并没有符合合格要求，

但此后已采取步骤改善其公共财务管理。开发协会董事局于 2006 年 6 月 27 日重

申确认毛里塔尼亚的加入。就最新符合完成点规定的重债穷国（2006 年 5 月喀麦

隆成为第一个国家）而言，他们自动符合减债倡议的资格。
9
 一旦符合资格，这

一国家就会获得不可撤销的减债倡议债务取消，而且无须接受多边银行进行中的

任何执行情况监测。编制预算和使用释放出来的资源将由受益国自主确定，这事

实上开拓了重要的经济政策空间，允许在朝向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享受人权方面

取得进展。
10 

15. 要落实设想的利益，就必须仔细负责地处理新的政策空间。首先，受益国应

特别谨慎地考虑今后债务累积的问题。如果政策空间是用来从非优惠来源借款，

债务数额很快就会再成为不可持续。其次，受益国应直接释放减债倡议资源以特

别用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在同样情况下，应该强调的是，善政、问责制和透明

度是释放债务减免所创造的利益的重要因素。民间社会及其组织应发挥重要作用

监测这些额外资源的预算编制和使用情况。
11 

16. 自基金组织于 2006 年 1 月开始执行减债倡议以来，已有一些迹象显示受益

国已开始编制预算并将释放出来的资源用于减少贫穷。已收到赞比亚、坦桑尼亚

和加纳就这方面的政府计划提出的报告。
12
 

17. 虽然没有就债务减免行动提出更多的条件，但执行机制将有利于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政策执行情况良好的国家。如上所述，开发协会和非发基金将减少个别

国家拨款方面的债务并根据政策执行标准重新分配这些资金。由于减债倡议的中

心目标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在分配这些额外资源的公式内应将有关指标连同国

家执行指标适当加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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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减债倡议只局限于三个多边开发银行，这可能会使其对个别合格国家债务额

的影响出现相当大的不平等情况。倡议导致债务总负担减少及因而释放资源用于

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有关的政策定义的程度取决于个别国家的债务结构及其地

理位置。事实上，没有任何国家通过减债倡议获得百分之百减免其所有债务。就

许多非洲国家而言，三个参与的开发银行是主要的债权者，估计减债倡议将注销

乌干达或坦桑尼亚这类国家所有债务的 75-80％。其他国家取消的债务的利率将

低很多，这是因为他们的债务组合包括较多的双边和商业债务，或因为他们的区

域开发银行没有加入这项倡议。
14
 这种情况特别适用于符合减债倡议资格的拉丁

美洲国家，也适用于拖欠加勒比或亚洲开发银行债务的国家。已密切注意捐助者

之间就其他选定的多边开发银行是否加入的问题进行的讨论。 

19. 参与国获得的利益比不上“截止日期”，即，取消债务之日期的定义最初设

想的数额。基金组织和非发基金决定取消 2004 年之前提供的所有债务，而开发

协会则选择 2003 年底为截止日期。选择较早的日期事实上会导致全球减免额递

减 50 亿美元。
15 

20. 减债倡议对流向参与和非参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净额的影响是必须加以分

析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事实上，执行开发协会和非发基金所选择的执行模式将使

减债倡议的利益分配给更多的国家。就开发协会而言，每个受益国每年从偿债方

面获得的节余将从其每年各自的开发协会拨款扣减。采用这一办法是为了帮助减

少通常与取消债务有关的道德风险和公平问题。在第二步骤内，开发协会因这种

扣减而节省的数额将根据开发协会基於执行情况的分配制度分配给更多的国家，

即 67 个国家。这一特点的目的在于维持开发协会资源转让和国家执行情况之间

的联系。因此，获债务减免国家取得的开发协会新拨款将包括其每年拨款“毛额”，

扣减其因同一年减债倡议的引起的偿债，加上基于执行情况的拨款制度所确定的

第一个步骤内从所有国家扣除的全球数额。
16
 非发基金采用同样的制度，将(最

初)15 个国家的取消债务资金分配给更多的国家，即 40 个国家。
17 

21. 由于提供给各国的拨款“毛额”受若干未确定因素（例如未来向多边银行提

供的新资源的数额）的影响，这个制度对个别国家的重影响难以预测。不过，不

能排除的情况是，如果由于国家在基于执行情况的拨款制度内的表现欠佳，“第

一个步骤拨款”无法全额补偿减少额，重债穷国就可能面临新拨款减少的情况。

开发协会在自行分析时并没有排除以下情况：在一些情况下新拨款可能少于减债

倡议前的数额。不过，如果将过去的偿债考虑在内，没有任何国家的资源情况会

比减债倡议以前差。 

22. 由于依靠根据减债倡议从基于执行情况的拨款制度提供的新拨款数额，国家

执行情况评价标准成为确定债务减免影响的关键因素。独立专家建议对这些标准

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改善其促进人权方面的奖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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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对全球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影响 
 

23. 人们喜见减债倡议成为释放促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迫切需要的资金的第

一个重要步骤，而这加上一些其他措施可以对实现人权产生积极影响。但是，不

应该忘记的是，债务问题并没有像一开始所说的那样一劳永逸地解决，穷国仍然

面临沉重的债务负担。总的来说，低收入国家的债务目前估计大约为 5 000 亿美

元，
18
 大约为减债倡议所取消的数额的 10 倍。必须进一步综合解决穷国的债务

问题，包括由其他多边机构进一步减免债务，也需要永久解决双边和商业债务问

题。 

24. 虽然一些国家和部门肯定会感受到减债倡议的影响，但许多观察员估计，相

对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总需求而言，这些倡议的总影响相当有限。事实上，为

参与国所获取的资源相对减少，因为参与的多边银行提出了极为软性的借款条

件。例如，开发协会的贷款必须在 40 年内偿还，利率为 0.75％，有 10 年的宽限

期。结果，在减债倡议之前，15 个非洲重债穷国每年平均要向开发协会缴付 1 900

万美元以偿还债务，而同一时间收到的开发协会新贷款平均为 1.97 亿美元。减

债倡议在这方面的具体影响将是长期而无法衡量的。
19 

重债穷国倡议过去的经验

显示，国家的减少贫穷支出在取消债务后有所增加，
20
 但却仍然低于实现千年发

展目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所需要的数额。 

25. 另一要点是增加资源问题。为了产生积极影响，必须向债务减免行动提供比

现有援助更多的资源，而且不得利用传统双边或多边援助方案的减少额来抵消。

有人怀疑过去这一原则是否一向受到尊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统

计数字显示出，从重债穷国倡议获益的国家所获得的传统援助(发展援助减去债

务豁免），由于 1990 年代末开始推行重债穷国倡议而大幅度减少，这一趋势延续

到 2001 年。一直到 2003 年才重新到达重债穷国倡议前的水平。
21 

 

 五. 结论和建议 
 

26. 独立专家欢迎多边债务减免倡议（减债倡议)主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

织)、国际开发协会（开发协会）和非洲开发基金（非发基金）全额取消对重债

穷国的债权。估计减债倡议每年释放出来的数额大约为 12.5 亿美元，可由受益

国使用而没有附加条件。受益国也相应地有责任通过小心处理额外政策空间来确

保有利环境，以便提供的资源可落实用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从而促进实际享受

人权。善政、问责制和透明度被视为释放债务减免所创造的利益的重要条件。 

27. 在同样情况下，必须强调非国家行为者的重要作用。独立专家请民间社会及

其组织在监测额外减债倡议资源的预算编制和使用情况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确

保其使用符合充分享受人权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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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关于极其重要的穷国剩余负债额的问题，要使债务减免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和相关人权产生明显的影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必须采取综合的后续举措才能

解决穷国的债务问题，包括由目前还没有参加减债倡议的其他多边机构，例如非

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加勒比开发银行进一步推行债务减免。同时也需要

促进永久解决多边和商业债务的问题。 

29. 根据债务减免倡议向穷国提供的资源不应以现有的传统发展援助为代价，这

样债务减免才能产生通盘利益。独立专家请捐助者确保提供更多的资源以避免积

极债务减免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影响不会因减少对其他部门或其他国家的千

年发展目标的支助而被抵消。 

30. 独立专家欢迎基金组织严格执行一视同仁对待的办法，允许两个非重债穷国

根据其低人均收入水平从减债倡议获得利益。他邀请开发协会和非发基金考虑采

用同样的办法。 

31. 独立专家遗憾地指出，开发协会将 2003 历年定为取消合格债务的“截止日

期”。如此改变 8 国的最初提议将导致债务减免大量损失。他请开发协会重新考

虑其决定。 

32. 促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一直是减债倡议的主要目的。开发协会和非发基金在

重新分配减债倡议国家的偿债节余时所采用的公式应充分反映出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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