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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59(b) 

处境特殊的各类国家组：关于内陆发展中国家 

特殊需要和问题的具体行动：内陆发展中国家 

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与捐助国及国际金融和发展 

机构过境运输合作问题国际部长级会议的结果 
 
 
 

  《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在内陆发展中国家和过境发展中国家

过境运输合作新的全球框架内解决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

要》的执行情况中期审查筹备情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依照大会第 61/212 号决议提交的，大会在决议中请秘书长就阿拉

木图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中期审查会议筹备进展情况提出报告。报告叙述了联合

国为确保对中期审查进行有效筹备而开展的各项活动。 

 

 
 

 
*
 A/6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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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与捐助国及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过境运输合作问题

国际部长级会议于 2003 年 8 月 28 日和 29 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会议

通过了以下两份结果文件：《阿拉木图宣言》
1
 和《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在内陆

发展中国家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运输合作新的全球框架内解决内陆发展中国

家的特殊需要》。
2
  

2. 《阿拉木图行动纲领》的宗旨是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克服内陆发展中国家因

领土不通海洋、地处偏僻以及与世界市场隔绝而造成的特殊问题。《阿拉木图行动

纲领》确定在基本过境政策问题、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国际贸易和贸易便利、国

际支助措施以及执行和审查等五个优先领域采取具体行动。《阿拉木图行动纲领》

的目标是：(a) 确保各种运输工具均可根据适用的国际法准则出入海洋；(b) 降低

成本，改善服务，提高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c) 降低进口商品运输费

用；(d) 解决贸易运输延误和路线不确定问题；(e) 发展适当的国家网络；(f) 减

少运输中的损失、损毁和变质；(g) 为扩大出口创造条件。 

3. 大会 2006 年 12 月 20 日第 61/212 号决议决定，在 2008 年举行阿拉木图行

动纲领执行情况中期审查会议。大会指出，如有必要，应在举行审查会议之前以

最有效、井然有序、广泛参与的方式并在现有资源内召开国家、次区域、区域的

实质性筹备会议。大会认为，审查进程应有效利用全球和区域两级的政府间机制，

包括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的机制，以及相关实质性材料和统计数据。大会请最不

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协调筹备进程。

大会要求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包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各区域委员会及相关的国际和区域组织，在各自任务规

定范围内为审查进程提供必要的支持。 

4. 大会在决议中还请秘书长就中期审查会议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向大会第六

十二届会议提交报告。本报告是应该要求编写的。 

 

 二. 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执行情况中期审查筹备工作的进展 
 
 

  中期审查的概念框架和组织方面 
 

5. 中期审查是一项重大活动，国际社会将借此机会对建立高效过境运输系统所

取得的进展进行评估，并商定需要开展的工作，以便进一步推动建立全球伙伴关

系，协助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有效执行《阿拉木图行动纲领》。世界领导人在

__________________ 

 
1
 《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与捐助国和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过境运输合作问题国际部长级会议

的报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2003 年 8 月 28 日和 29 日（A/CONF.202/3），附件二。 

 
2
 同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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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大会第 60/1 号决议）中重申，决心通过全面和有效

执行《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处理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别需要和问题，有鉴于此，

中期审查尤为重要。  

6. 在主要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根据大会第 61/212 号决议，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就中期审查拟订了组织和

概念框架，以协助启动实质性政府间筹备进程。已广泛征求了捐助国、内陆发展

中国家和过境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和指导。拟订组织和概念框架旨在为整个联合国

系统的筹备工作提供总方向，以便中期审查会议的安排能以井然有序、有效和广

泛参与的方式取得切实可行的成果。高级代表办公室于 2006 年 12 月召开机构间

协商会议，超过 15 个联合国及其他有关的国际和区域组织参加了会议，其中包

括贸发会议、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欧洲经济委员会（欧

洲经委会）、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世界海关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

织（欧安组织）、国际公路运输联盟以及各有关次区域组织，它们就《阿拉木图

行动纲领》在次区域、区域和全球各级的执行情况中期审查的实质性组织筹备工

作进行了协商。  

7. 各利益攸关方积极参与筹备进程是取得有意义成果的关键。应将中期审查看

作是内陆发展中国家、过境发展中国家和捐助国政府以及联合国有关机构、区域

委员会、世界银行、区域开发银行、开发署、贸发会议、世界海关组织、世界贸

易组织（世贸组织）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共同事业和共同聚焦点，其惟一目

的就是加快执行《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因此，正在努力确保各利益攸关方从一

开始就积极参与筹备进程，并掌握进程的自主权。高级代表办公室正在提供全面

的协调和宣传，并动员为中期审查提供政治和财政支持。 

8. 根据组织框架，一些国家提议举办两个专题会议，为中期审查提供主要的实

质性投入。专题会议的目的是：(a) 审议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贸易存在的

有形和无形两方面的问题；(b) 结合《阿拉木图行动纲领》评估内陆和过境发展

中国家在这两个主要方面的现状；(c) 就今后的行动提出建议。一些国家则提议

举行三个区域审查会议。按照大会的要求，非洲经委会、亚太经社会及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将在区域审查中发挥牵头作用，区域审查应

列入其 2008 年常会。这些专题会议和区域审查在参加范围、议程和目的方面各

不相同。专题会议是对全球在建立过境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贸易和贸易便利化方面

所取得的进展进行评估，而区域审查则侧重于区域一级的过境运输系统。除其他

外，区域审查的结果应包括实际措施，如在内陆区域建立高效过境运输系统所需

的一系列可达到的目标。专题会议和区域审查的结果将作为中期审查的主要实质

性投入。 

9. 按照大会的要求，中期审查将在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期间进行。预计大会第

六十二届会议将就中期审查的会期和方式作出决定。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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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将根据各自的任务，准备举办若干同时进行的活动，如圆桌会议、宣布

重要举措和伙伴关系、签署国际文书以及示范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和贸易便利方面

的最佳做法。高级代表办公室已就这些同时进行的附带活动的筹备和安排与联合

国各有关机构、各区域委员会以及各国际和区域组织进行磋商。  

10. 大会决定中期审查在现有资源范围内进行。同时，大会第 61/212 号决议鼓

励捐助国、国际金融和开发机构及私营部门实体为秘书长设立的信托基金提供自

愿捐助，为《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后续执行工作而开展的活动提供支助。高级代

表办公室努力筹措预算外资源，支持中期审查的筹备进程。南非、瑞士和土耳其

政府、南南合作特别股以及开发署非洲、亚洲及太平洋、中亚和拉丁美洲区域局

都提供了财政捐助，协助内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过境发展中国家代表参加

2007年 6月18日至20日在布基纳法索举行的过境运输基础设施发展专题会议以

及 2007 年 8 月 30 日至 31 日在蒙古举行的贸易与贸易便利化专题会议。 

  主题筹备和区域筹备 
 

11. 过境运输费用高和不必要的拖延，是消级因素造成的结果。这些因素主要分

两种：一种是有形基础设施瓶颈，一种是无形障碍。《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承认，

基础设施不足是建立有效过境运输系统，让内陆发展中国家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能

够更有效地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所面临的主要障碍。《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列出了

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港口、内陆水道、管道、空中运输和通讯方面的具体行动。

有效的运输和通讯基础设施和服务，是内陆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有效融入国际

贸易体系和世界经济的先决条件。区域间和海外运输和通讯有利于扩大贸易，因

为只有人员和物资能够以具有竞争力的成本实际运送到生产和消费地区，才能进

行贸易。运输基础设施恶化是影响到内陆发展中国家和过境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

题之一。还需要有通信设施，让更多的人了解所提供的运输服务，确保顺利快速

的过境。 

12. 除了物资的有形运输之外，大量的手续要求、文件和合同也给内陆发展中

国家和过境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带来很大影响。2006 年，世界银行《经商》报告

估计，海关手续和运输费用是外贸中一笔最大的费用，高于内陆发展中国家物

资的进口关税。据估计，繁文缛节占去了发展中国家出口物资价值的近 10％；

海关工作和运输业务效率低下，迫使商家在自家仓库存储更多货物，又使生产成

本增加 4-6％。世界银行报告还指出，船运或铁路运输过程中每耽搁一天，就耗

掉货物价值的 0.5％。因此贸易便利措施十分关键，这种措施有助于简化手续要

求，统一程序和文件要求，使商业习惯标准化，规范信息的提供，可以相对较快、

费用较低地降低运输成本。 

13. 贸易便利措施带来的好处对内陆国家尤其重要，因为内陆国家的物资要穿越

更多的国界。若要完成众多的手续，世界各地的进口和出口分别需要 39.9 和 31.9

天。而内陆发展中国家则分别为 65.8 和 51.6 天。同过境发展中国家相比，内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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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货物进口又增加 22.9 天，出口增加 28.6 天。有形基础设施、或港口

和内陆运输只占拖延天数的四分之一，而无形因素则占拖延总天数的 75％（其中

包括货到之前文件手续，占 59％，海关和检查，占 16％）。 

14. 为了评估内陆发展中国家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贸易有形方面和无形方面

问题解决的进展，在审查筹备进程召开了两次实质性/主题会议，主题分别为过

境运输基础设施及贸易和贸易便利。2007 年 6 月 18 日至 20 日，高级代表办公室

在瓦加杜古召开了第一次关于过境运输基础设施发展的主题会议。来自捐助国、

内陆发展中国家、过境发展中国家、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开发

机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 130 名部长和高级官员参加了会议，他们就实施《阿

拉木图行动纲领》两项优先工作——基础设施发展与维护方面的进展和面临的障

碍交流了看法。会议还讨论了如何增进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在国家、次区域和区

域级别发展综合一体的过境运输基础设施。为了给政府间审议作出实质性贡献，

举办了若干特别活动和小组讨论，主要涉及(a) 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建立有效过境

运输系统的努力；(b) 协调一致的过境运输基础设施发展中的次区域方面；(c) 

公私合作发展基础设施；(d) 可持续的过境运输基础设施发展。 

15. 关于过境运输基础设施发展的主题会议通过了“主席摘要”，其中包括六个

部分：评价过境运输基础设施发展；调集财政资源；次区域和区域合作；创造有

利环境；国际金融和开发机构的作用；结论。主席评估最后表示，《阿拉木图行

动纲领》执行工作出现了一些进展，但是内陆发展中国家因其地理位置不佳，再

加上缺少适当的过境运输基础设施，手续和规章繁多，仍然面临特殊的困难，如

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港口、内陆水道、管道、空中运输及信息和通讯技术基础

设施不足；缺少联接；规章手续不一致；跨国投资或私营部门参与很少。 

16. “主席摘要”强调，国家预算应优先重视过境运输基础设施发展，包括为基

础设施维护和修复拨出必要的资源。鉴于基础设施投资回报很低，国际金融援助

仍是资助内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的主要来源。会议欢迎给内陆发展中国家

的官方发展援助出现增加，但也表示关注，援助中运输、储存和通讯基础设施发

展所占的比例很小，并已从 2003 年的 6.3％下降到 2004 年的 3.7％。会议呼吁

国际金融机构和开发机构以及捐助国增加给内陆发展中国家和过境发展中国家

过境运输基础设施发展的财政援助。会议强调，次区域合作和区域合作对过境运

输基础设施发展十分重要，区域一体化组织作用重大。在这方面，区域一体化社

区和运输走廊管理委员会既需要财政援助，也需要技术援助。 

17. 为了筹备《关于贸易和贸易便利的阿拉木图行动纲领》的中期审查，高级代

表办公室和开发计划署将于 2007 年 8 月 30 和 31 日在乌兰巴托联合召开第二次

主题会议。会议之前，内陆发展中国家将就有关其有效协调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贸

易谈判、尤其是有关贸易便利的问题进行两天协商。将向大会口头报告会议的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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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根据大会第 61/212 号决议的要求，中期审查正在利用有关的实质性材料和

统计数据。大会对《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执行工作年度审查得出的结果、以及区

域和次区域最近采取的举措将作为筹备工作的宝贵基础。高级代表办公室对联合

国各机构、世界银行、世界海关组织、国际道路运输联盟、世界贸易组织、区域

开发银行、区域和次区域一体化组织现有的材料和统计数据进行了案头审查。高

级代表办公室向主题会议提供了有关实质性材料，作为背景文件。除此之外，亚

太经社会、世界银行、贸发会议、开发署和高级代表办公室也编写了背景文件和

报告，协助主题会议上的政府间审议。世界银行尤其启动了一个主要项目，以开

发解决内陆发展中国家过境问题的新知识，探讨新方法。项目的产出将包括一份

主题出版物、有针对目标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分析工具和试点项目。预计方案将

在今后两年实施。 

19. 如上所述，中期审查之前，2008 年将进行三项区域审查。预计，亚太经社会

和拉加经委会将发挥主导作用。区域审查应纳入区域委员会常会议程。区域审查

的成果要注重各自区域内过境运输系统的评价，商定一份在内陆发展中国家建立

有效过境运输系统所需的可达到的目标清单。高级代表办公室一直在同有关区域

委员会就区域审查进行协商。 

  监测《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执行情况 
 

20. 大会要求高级代表办公室继续努力，拟定一组国际上可接受的指标，以切实

有效地监测《阿拉木图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是一份重

点突出但内容全面的文件，涉及政策框架、过境运输基础设施、贸易与贸易便利

以及国际支持措施。纲领认识到，内陆发展中国家经济低迷，反映了地理因素、

需过境多国和远离主要市场以及繁杂手续和不良基础设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运

输费用昂贵损害了内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以及降低生产成本的能

力。运输费用昂贵带来了减少贸易的巨大影响。贸易流动的减少对国内生产总值

直接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昂贵的运输费用降低了本国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水平，

影响到依靠进口材料的生产者的活动，并可能刺激通货膨胀。因不利地理位置而

产生的高昂成本降低了投资者在一国投资的回报率，使其不愿意为项目融资。 

21. 鉴于上述情况，高级代表办公室和其他相关国际实体，包括世界银行和亚太

经社会继续努力汇编基本指标，以监测在建立高效过境运输系统方面取得的进

展，并衡量其对内陆发展中国家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上文第 6段中提到的

机构间会议还审议了在制定一组国际上可接受的指标用以衡量《阿拉木图行动纲

领》执行进度方面取得的进展。在这次会议上，高级代表办公室介绍了一组草拟

指标。亚太经社会介绍了其监测过境走廊绩效的时间/费用方法。这些联合国实

体以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和次区域组织的代表支持高级代表办公室拟定的指标，

并请该办公室根据会议评论进一步发展这些指标。亚太经社会被要求用其时间/

费用方法来衡量特定过境走廊的绩效。在机构间会议审议和后续协商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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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代表办公室编制了一套指标。这些指标载于本报告附件。这套指标是在联合

国系统和其他国际专业组织现有统计数据库的基础上编制的。 

  促使国际社会注意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阿拉木图行动纲领中期审查的

宣传工作 
 

22. 高级代表办公室同新闻部及联合国系统组织其他有关单位协作，继续开展宣

传工作，促使国际社会注意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以及充分有效地执行《阿

拉木图行动纲领》对于缓解内陆地理位置造成的不良后果的重要性。高级代表与

有关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的主管、捐助国和内陆发展中国家的过境邻国举行了广

泛的双边会议。联合国系统的网站已广泛用于宣传目的。高级代表办公室设立了

《阿拉木图行动纲领》中期审查网站。印发了大量关于各种筹备会议的新闻稿，

以鼓励国际媒体报道。 

 三. 建议和结论 
 
 

23. 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执行情况中期审查是一项重要工作，除其他外，旨在确定

迄今取得的成就，如何改进工作，如何有效地利用执行期间的下半部分来推动协

助内陆发展中国家的最终目标。国际社会应特别重视这一过程并确保积极参与。 

24. 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应当在国际社会努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的范围内加以审议。世界领导人在这些文件中重申，他

们致力于通过全面有效地执行《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来援助内陆发展中国家。 

25. 大会不妨考虑在第六十三届会议期间用两天全会对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执行

情况进行中期审查。中期审查前应召开一次为期两天的筹备会议，使会员国能够

审阅最后成果文件。 

26. 高级代表办公室将与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密切协商，拟定一份中期审查成果

文件纲要草案，以便利政府间协商，同时考虑到(a) 过境运输基础设施发展主题

会议的成果；(b) 贸易与贸易便利主题会议的成果；(c) 各区域会议的成果；以

及(d) 秘书长关于阿拉木图行动纲要执行进展的各份报告。 

27. 中期审查不应被视为对《阿拉木图行动纲要》的重新谈判。相反，审查成果

应是一份重点突出的文件，旨在在国家、双边、区域和国际各级进一步激发内陆

发展中国家、过境发展中国家及其发展伙伴之间的真正伙伴关系和公私伙伴关

系，以确保充分和及时地执行《阿拉木图行动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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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内陆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运输指标选编 

表 1 

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003-2005 年 

 国内总产值
a
 国内总产值增长率

a
 人均国内总产值

a
 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

b
 

  (百万美元) (百分比)  (美元) (百分比)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阿富汗 4 585 5 952 7 308 15.7 8.0 14.0 168 186 218 .. .. ..

亚美尼亚 2 807 3 577 4 903 14.0 10.5 14.0 924 1 175 1 614 14.4 10.4 14.3

阿塞拜疆 7 276 8 680 12 561 11.2 10.2 26.2 876 1 039 1 493 10 10 26

不丹 609 729 844 7.1 7.6 6.1 296 334 424 .. .. ..

玻利维亚 8 092 8 713 9 334 2.9 3.9 4.1 916 974 1 059 0.4 1.6 2.1

博茨瓦纳 8 209 9 731 10 317 6.3 5.9 6.2 4 144 4 804 5 014 3.3 8.5 5.7

布基纳法索 4 182 4 824 5 171 6.5 3.9 4.8 324 386 408 3.1 1.3 3.8

布隆迪 595 664 800 -1.2 4.8 0.9 85 94 112 -4.1 1.3 -2.8

中非共和国 1 195 1 307 1 369 -7.6 1.3 2.2 286 313 328 -5.8 0.5 1.3

乍得 2 671 4 306 5 469 14.9 29.5 5.6 299 466 507 11.5 28.8 5.2

埃塞俄比亚 7 942 9 733 11 174 -3.1 12.3 8.7 90 106 120 -6.2 9.8 6.3

哈萨克斯坦 30 834 43 152 57 124 9.3 9.6 9.7 2 076 2 908 3 783 9.6 9.7 9.6

吉尔吉斯斯坦 1 919 2 212 2 441 7.0 7.0 -0.6 374 425 464 5.7 5.8 -1.7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2 138 2 501 2 875 6.1 6.4 7.0 376 434 485 .. .. ..

莱索托 1 065 1 367 1 450 3.1 3.2 1.2 598 737 744 3.2 2.8 1.5

马拉维 1 764 1 903 2 072 6.1 7.1 2.6 143 151 166 3.8 4.4 -0.1

马里 4 362 4 874 5 305 7.4 2.2 6.1 337 368 383 0.4 0.2 -0.6

摩尔多瓦 1 981 2 595 2 917 6.6 7.4 7.1 493 617 706 7.0 7.7 7.4

蒙古 1 274 1 612 1 880 5.6 10.7 6.2 230 253 273 1.4 1.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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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总产值
a
 国内总产值增长率

a
 人均国内总产值

a
 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

b
 

  (百万美元) (百分比)  (美元) (百分比)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尼泊尔 5 870 6 732 7 391 3.4 3.7 2.7 193 207 232 1.0 -4.0 3.3

尼日尔 2 731 3 053 3 405 5.3 0.0 4.5 945 1 155 1 248 1.0 -4.0 3.3

巴拉圭 4 608 5 109 7 328 3.8 4.1 2.9 468 616 694 1.4 1.7 0.5

卢旺达 1 684 1 835 2 153 1.0 4.0 6.0 192 205 234 -0.7 2.5 4.2

斯威士兰 1 906 2 517 2 731 2.4 2.1 1.8 1 840 2 317 2 507 .. .. ..

塔吉克斯坦 1 554 2 076 2 312 10.2 10.6 7.5 244 322 360 9.8 9.1 5.4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4 630 5 368 5 766 2.8 4.1 4.0 2 285 2 644 2 778 3.2 2.3 3.8

土库曼斯坦 5 978 6 741 8 067 .. .. .. 1 016 1 079 1 205 1.8 3.0 8.1

乌干达 6 250 6 817 8 724 4.7 5.5 6.6 240 281 316 0.8 2.1 2.9

乌兹别克斯坦 10 128 12 030 13 951 4.2 7.7 7.0 393 458 466 2.9 6.1 5.5

赞比亚 4 327 5 423 7 270 5.1 5.4 5.2 381 474 627 3.3 3.7 3.5

津巴布韦 7 913 4 712 3 372 -10.4 -3.8 -6.5 389 237 169 -8.0 -4.2 -4.6

 内陆发展中国家 151 077 180 845 217 786 5.0 6.5 5.8 697 831 940 2.7 4.4 4.1

 过境发展中国家 4 119 481 4 889 979 5 776 860 5.3 5.9 6.0 1 276 1 519 1 760 3.3 4.2 4.3

 发展中国家 7 156 359 8 444 971 9 969 591 5.5 7.3 6.7 3 298 3 715 4 131 2.2 4.5 3.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在线《世界发展指标》；联合国统计司，在线数据库。 

注：两点(..)表示没有数据。集团总数和平均数仅按现有数据计算。 

 
a
 按时价和现汇率计算。 

 
b
 按 2000 年不变美元价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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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官方发展援助收款及用于交通、储存和通信的捐助方援助总额 

 官方发展援助收款净额 官方发展援助/国民总收入 用于交通、储存和通信的捐助方援助总额

  (百万美元) (百分比)  (百万美元)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阿富汗 1 590.7 2 188.3 2 775.3 .. 34.7 38.5 59.9 326.1 48.0

亚美尼亚 248.8 253.8 193.3 8.5 8.5 3.9 4.4 0.3 0.1

阿塞拜疆 300.6 176.0 223.4 4.4 4.5 2.0 0.2 0.3 0.5

不丹 76.6 77.9 90.0 13.2 12.8 11.0 8.5 8.3 13.3

玻利维亚 929.3 769.7 582.9 12.0 11.9 6.5 2.4 7.9 6.0

博茨瓦纳 27.8 46.9 70.9 0.4 0.4 0.8 0.5 0.3 0.4

布基纳法索 507.5 614.3 659.6 10.8 12.1 12.8 39.0 18.2 23.3

布隆迪 227.4 361.5 365.0 33.8 39.1 46.8 0.1 0.2 3.0

中非共和国 51.2 109.9 95.3 4.2 4.2 7.0 2.9 5.2 4.4

乍得 246.6 321.3 379.8 10.2 10.6 8.6 28.1 33.9 25.1

埃塞俄比亚 1 594.0 1 819.1 1 937.3 22.9 23.5 17.4 60.4 46.1 71.2

哈萨克斯坦 270.0 267.7 229.2 1.0 0.9 0.5 131.1 117.4 63.6

吉尔吉斯斯坦 199.8 261.1 268.5 11.8 10.8 11.4 5.1 8.6 6.6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300.9 271.5 295.7 16.1 14.9 11.2 36.0 20.9 15.3

莱索托 79.3 106.0 68.8 5.9 5.1 3.8 13.3 5.2 2.2

马拉维 517.4 501.4 575.3 29.5 31.2 28.4 27.9 17.9 13.0

马里 543.0 567.6 691.5 12.7 13.0 14.1 40.5 48.7 49.3

摩尔多瓦 117.9 119.5 191.8 20.8 19.7 5.9 0.2 0.1 0.0

蒙古 249.1 262.5 211.9 8.0 8.0 11.6 23.3 11.9 2.7

尼泊尔 463.0 427.5 427.9 16.7 16.8 5.8 35.9 28.3 18.5

尼日尔 456.7 541.2 515.4 0.9 0.8 15.2 16.1 18.3 12.2

巴拉圭 50.7 21.7 51.1 0.9 0.8 0.6 11.2 17.6 19.3

卢旺达 334.9 488.2 576.0 20.0 20.2 27.4 7.6 18.2 25.5

斯威士兰 34.2 21.9 46.0 1.4 1.5 1.7 6.2 0.5 21.6

塔吉克斯坦 147.8 243.2 241.4 11.9 10.1 10.8 0.1 0.6 0.3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266.1 250.4 230.3 .. 5.8 4.0 0.2 1.3 2.8

土库曼斯坦 27.2 37.2 28.3 0.5 0.5 .. 6.3 2.1 0.0

乌干达 976.1 1 197.6 1 198.0 15.8 15.8 1.3 6.4 43.4 12.8

乌兹别克斯坦 194.6 245.6 172.3 2.0 1.9 14.0 40.8 32.9 31.9

赞比亚 589.4 1 125.2 945.0 13.6 .. 14.2 47.1 33.2 49.4

津巴布韦 186.3 186.6 367.7 .. .. 11.6 0.6 0.7 0.5

 内陆发展中国家 11 805 13 882 14 705 10.7 11.7 11.6 662 874 543

 过境发展中国家 21 532 21 908 27 398 .. .. 5.5 2 054 2 632 2 096.0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6 年发展合作报告统计附件》和在线国际发展统计。 

注：两点(..)表示没有数据。集团总数和平均数仅按现有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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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债务可持续性和根据重债穷国倡议承诺的债务减免 

 

外债总额相对于 

商品出口量 

外债总额相对于 

国内总产值 

2005 年根据重债穷国倡议

承诺的债务减免累计数 

 (百分比) (百分比) (百万美元) 

 2003 2004 2003 2004  

阿富汗 .. .. .. ..  

亚美尼亚 167 174 40 34  

阿塞拜疆 67 64 24 24  

不丹 316 339 71 76  

玻利维亚 361 286 72 72 2 060 

博茨瓦纳 21 19 7 6  

布基纳法索 533 442 46 44 930 

布隆迪 3 495 2 948 222 205 1 472 

中非共和国 741 714 91 82  

乍得 411 110 66 42 260 

埃塞俄比亚 1 426 1 109 108 82 3 275 

哈萨克斯坦 176 161 74 79  

吉尔吉斯斯坦 348 292 106 97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514 452 93 85  

莱索托 147 128 66 56  

马拉维 675 756 163 164 1 000 

马里 335 295 74 67 895 

摩尔多瓦 236 189 96 72  

蒙古 239 197 124 119  

尼泊尔 483 444 55 52  

尼日尔 615 526 88 73 1 190 

巴拉圭 258 207 53 49  

卢旺达 2 655 1 689 91 91 1 400 

斯威士兰 42 41 24 20  

塔吉克斯坦 143 98 73 47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137 123 40 39  

土库曼斯坦 .. .. .. ..  

乌干达 810 755 71 62 1 950 



A/62/226  
 

07-4573712 
 

 

外债总额相对于 

商品出口量 

外债总额相对于 

国内总产值 

2005 年根据重债穷国倡议

承诺的债务减免累计数 

 (百分比) (百分比) (百万美元) 

 2003 2004 2003 2004  

乌兹别克斯坦 171 138 50 42  

赞比亚 664 617 161 137 3 900 

津巴布韦 183 171 90 106  

 内陆发展中国家 222 191 62 59 1 8332 

 过境发展中国家 126 103 32 29 .. 

 发展中国家 107 92 35 33 ..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在线《统计手册》；世界银行，在线《世界发展指标》；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指标网站。 

注：两点(..)表示没有数据。集团总数和平均数仅按现有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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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商品进出口 

 商品出口量 商品进口量 

 百万美元 占世界总值百分比 百万美元 占世界总值百分比 

 2003 2004 2005 2006 2003 2004 2005 2006 2003 2004 2005 2006 2003 2004 2005 2006

阿富汗 144 314 340 .. 0.00 0.00 0.00 .. 2 101 2 177 2 520 .. 0.03 0.02 0.02 ..

亚美尼亚 686 715 950 1 004 0.01 0.01 0.01 0.01 1 280 1 351 1 768 2 194 0.02 0.01 0.02 0.02

阿塞拜疆 2 590 3 615 4 347 6 372 0.03 0.04 0.04 0.05 2 626 3 516 4 200 5 268 0.03 0.04 0.04 0.04

不丹 154 183 304 .. 0.00 0.00 0.00 .. 249 411 500 .. 0.00 0.00 0.01 ..

玻利维亚 1 598 2 146 2 671 4 223 0.02 0.02 0.03 0.04 1 616 1 844 2 341 2 821 0.02 0.02 0.02 0.02

博茨瓦纳 3 024 3 467 4 395 3 919 0.04 0.04 0.04 0.03 2 500 3 340 3 248 2 945 0.03 0.04 0.03 0.02

布基纳法索 321 479 347 434 0.00 0.01 0.00 0.00 925 1 272 1 279 1 356 0.01 0.01 0.01 0.01

布隆迪 38 48 57 54 0.00 0.00 0.00 0.00 157 176 267 366 0.00 0.00 0.00 0.00

中非共和国 121 125 128 .. 0.00 0.00 0.00 .. 118 148 171 182 0.00 0.00 0.00 0.00

乍得 601 2 191 3 032 .. 0.01 0.02 0.03 .. 777 859 1 117 1 212 0.01 0.01 0.01 0.01

埃塞俄比亚 496 678 883 1 043 0.01 0.01 0.01 0.01 2 119 3 087 4 127 4 710 0.03 0.03 0.04 0.04

哈萨克斯坦 12 927 20 093 27 849 38 250 0.17 0.22 0.27 0.32 8 409 1 2781 1 7353 2 3677 0.11 0.14 0.16 0.19

吉尔吉斯斯坦 582 719 672 794 0.01 0.01 0.01 0.01 717 941 1 108 1 718 0.01 0.01 0.01 0.01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378 361 506 655 0.01 0.01 0.00 0.01 524 506 809 980 0.01 0.01 0.01 0.01

莱索托 470 697 650 727 0.01 0.01 0.01 0.01 1 081 1 399 1 317 1 460 0.01 0.02 0.01 0.01

马拉维 525 483 497 494 0.01 0.01 0.01 0.00 786 933 1 157 995 0.01 0.01 0.01 0.01

马里 928 977 1 135 1 354 0.01 0.01 0.01 0.01 1 252 1 291 1 612 1 344 0.02 0.01 0.02 0.01

摩尔多瓦 789 980 1 091 1 052 0.01 0.01 0.01 0.01 1 403 1 773 2 293 2 693 0.02 0.02 0.02 0.02

蒙古 616 870 1 065 1 529 0.01 0.01 0.01 0.01 801 1 021 1 184 1 489 0.01 0.01 0.01 0.01

尼泊尔 662 756 830 817 0.01 0.01 0.01 0.01 1 754 1 870 1 860 2 604 0.02 0.02 0.02 0.02

尼日尔 352 437 577 610 0.01 0.01 0.01 0.01 622 750 800 760 0.01 0.01 0.01 0.01

巴拉圭 1 242 1 627 1 697 1 906 0.02 0.02 0.02 0.02 2 446 3 097 3 791 5 879 0.03 0.03 0.04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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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出口量 商品进口量 

 百万美元 占世界总值百分比 百万美元 占世界总值百分比 

 2003 2004 2005 2006 2003 2004 2005 2006 2003 2004 2005 2006 2003 2004 2005 2006

卢旺达 58 98 125 115 0.00 0.00 0.00 0.00 259 284 433 515 0.00 0.00 0.00 0.00

斯威士兰 1 574 1 949 1 744 1 818 0.02 0.02 0.02 0.02 1 623 1 877 2 049 2 138 0.02 0.02 0.02 0.02

塔吉克斯坦 797 915 909 1 399 0.01 0.01 0.01 0.01 881 1 191 1 330 1 723 0.01 0.01 0.01 0.01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1 367 1 676 2 041 2 401 0.02 0.02 0.02 0.02 2 306 2 932 3 228 3 763 0.03 0.03 0.03 0.03

土库曼斯坦 3 632 3 870 4 939 5 324 0.05 0.04 0.05 0.04 2 512 3 320 3 443 3 595 0.03 0.04 0.03 0.03

乌干达 562 709 863 970 0.01 0.01 0.01 0.01 1 250 2 023 1 895 2 504 0.02 0.02 0.02 0.02

乌兹别克斯坦 3 189 4 280 4 837 .. 0.04 0.05 0.05 .. 2 662 3 392 3 710 .. 0.03 0.04 0.04 ..

赞比亚 981 1 461 1 852 2 981 0.01 0.02 0.02 0.03 1 574 2 017 2 575 2 378 0.02 0.02 0.02 0.02

津巴布韦 1 670 1 926 1 877 1 992 0.02 0.02 0.02 0.02 1 778 2 203 2 750 2 763 0.02 0.02 0.03 0.02

 内陆发展中国家 43 072 58 847 73 210 90 877 0.57 0.64 0.70 0.76 49 106 63 782 76 236 90 761 0.63 0.68 0.71 0.74

 过境发展中国家 952 853 1 251 677 1 578 733 1 866 048 12.66 13.65 15.12 15.51 902 798 1 203 740 1 435 697 1 698 007 11.67 12.74 13.41 13.91

 发展中国家 2 410 557 3 090 696 3 750 526 4 408 951 32.03 33.72 35.92 36.79 2 232 262 2 877 627 3 359 059 3 915 401 28.86 30.46 31.36 32.09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2007 年统计手册》。 

注：两点(..)表示没有数据。集团总数和平均数仅按现有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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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进出口所需文件、时间和成本 

 出口所需文件 出口所需时间 出口成本.2006年 进口所需文件 进口所需时间 进口成本,2006年

 (数量) (日) (百万美元) (数量) (日) (百万美元) 

 2005 2006  2005 2006 2005 2006 2005 2006 

阿富汗 7 7 66 66 2 500 10 11 97 88 2 100

亚美尼亚 7 7 34 34 1 600 6 6 37 37 1 750

阿塞拜疆 7 7 69 69 2 275 18 18 79 79 2 575

不丹 10 10 39 39 1 230 14 14 42 42 1 950

玻利维亚 12 12 26 26 1 110 12 12 36 36 1 230

博茨瓦纳 6 6 37 37 524 9 9 42 42 1 159

布基纳法索 9 9 69 69 1 215 13 13 66 66 1 700

布隆迪 12 12 80 80 3 625 14 14 124 124 3 705

中非共和国 9 9 63 63 1 502 19 19 60 60 1 572

乍得 7 7 87 87 1 860 14 14 111 111 2 400

埃塞俄比亚 8 8 46 46 1 700 11 11 52 52 2 455

哈萨克斯坦 14 14 93 93 2 780 18 18 87 87 2 880

吉尔吉斯斯坦 .. .. .. .. .. 18 18 127 127 3 032.0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2 12 66 66 1 420 16 16 78 78 1 690

莱索托 6 6 46 46 1 270 9 9 51 51 1 270

马拉维 8 8 44 44 1 565 16 16 60 60 1 590

马里 10 11 66 67 1 752 16 16 61 61 2 680

摩尔多瓦 .. .. .. .. .. .. .. .. .. ..

蒙古 11 11 66 66 3 007 10 10 74 74 3 030

尼泊尔 7 7 44 44 1 599 10 10 37 37 1 800

尼日尔 9 9 34 34 .. 19 19 89 89 3 266

巴拉圭 14 14 63 60 685 13 13 31 31 1 077

卢旺达 .. .. .. .. 3 840 19 20 93 95 4 080

斯威士兰 .. 9 .. 9 1 857 .. 14 .. 35 1 950

塔吉克斯坦 .. 14 .. 72 4 300 .. 10 .. 44 3 550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10 10 32 32 1 070 10 10 35 35 1 070

土库曼斯坦 .. .. .. .. .. .. .. .. .. ..

乌干达 12 12 42 42 1 050 19 19 67 67 2 945

乌兹别克斯坦 10 10 44 44 2 550 18 18 139 139 3 970

赞比亚 16 16 60 60 2 500 19 19 62 62 2 640

津巴布韦 9 9 52 52 3 175 15 15 66 66 4 565

 内陆发展中国家 10 9.5 52.6 51.6 14 13.7 70.4 65.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在线《经商》。 

注：两点(..)表示没有数据。集团总数和平均数仅按现有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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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内陆发展中国家交通基础设施指标选编 

 公路网总长度 铺面公路 铁路线 水道 2006年管道 

 (公里) (占公路总长度百分比) (总长度，公里) 

2006 年有铺面跑

道的机场 (公里) (公里) 

 2003
a
 2004 2003

a
2004 2003 2004 2005 2006 2004 2005 2006 

阿富汗  34 789 34 782 23.7 23.7 .. .. .. 11 .. 1 200 466（瓦斯）

亚美尼亚  7 633 .. 97 .. .. 711 845 11 .. .. 2002（瓦斯）

阿塞拜疆  27 016 59 141 47 49.4 .. 2 122 2 957 27 .. .. 3 190(瓦斯)；2 436（石油）

不丹  8 050 .. 62 .. .. .. .. 1 .. .. ..

玻利维亚  60 762 62 479 7.1 6 .. .. .. 16 .. 10 000 4 907（瓦斯）；2 475（石油）；

1 589（成品油）

博茨瓦纳  25 233 24 455 35.1 36.5 888 .. .. 10 .. .. ..

布基纳法索  12 506 15 272 16 31 622 .. .. 2 .. .. ..

布隆迪  14 480 12 322 7.1 10.4 .. .. .. 1 .. .. ..

中非共和国  23 810 .. .. .. .. .. .. 3 .. 2 800 ..

乍得  33 400 .. 0.8 .. .. .. .. 7 .. .. 205（石油）

埃塞俄比亚  33 856 36 469 12.9 19.1 .. .. 681 14 .. ..

哈萨克斯坦  .. 90 018 93.4 .. 13 770 13 770 13 700 67 .. 4 000 659（凝析油）；11 019（瓦斯）；

10 338（石油）；1 095（成品油）

吉尔吉斯斯坦  18 500 91 90 .. .. 470 18 .. 600 254(瓦斯)；16（石油）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31 210 14.4 .. .. .. 9 .. 4 600 540（成品油）

莱索托  5 940 18.3 .. .. .. 3 .. .. ..

马拉维  15 451 45 .. 797 6 700 ..

马里  15 100 18 709 .. 18 .. .. 729 9 .. 1 815 ..

摩尔多瓦 12 730 12 733 86.2 86.2 .. .. 1 138 6 .. 424 606（瓦斯）

蒙古  49 250 .. 3.5 .. 1 810 1 810 1 810 12 580 .. ..

尼泊尔  15 905 17 380 .. 56.9 59 59 59 10 .. .. ..

尼日尔  10 100 14 565 .. 25 .. .. 9 .. 300 ..

巴拉圭  29 500 50.8 .. .. .. 36 12 .. 3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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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网总长度 铺面公路 铁路线 水道 2006年管道 

 (公里) (占公路总长度百分比) (总长度，公里) 

2006 年有铺面跑

道的机场 (公里) (公里) 

 2003
a
 2004 2003

a
2004 2003 2004 2005 2006 2004 2005 2006 

卢旺达  12 000 14 008 8.3 19 .. .. 4 .. .. ..

斯威士兰  3 594 .. 30 .. .. .. 301 1 .. .. ..

塔吉克斯坦  27 767 .. .. .. .. 482 17 .. 200 549(瓦斯)；38（石油）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8 684 63.8 .. .. .. 699 10 .. .. 268(瓦斯)；120（石油）

土库曼斯坦  24 000 .. 81.2 .. .. .. 2 440 22 .. 1 300 6 441(瓦斯)；1 361（石油）

乌干达  70 746 .. 23 .. 259 259 1 244 5 .. 200 9 594(瓦斯)；868（石油）

乌兹别克斯坦  81 600 .. 87.3 .. 4 126 4 126 3 950 34 .. 1 100 ..

赞比亚  91 440 .. 22 .. 1 273 2 173 10 .. .. 771（石油）

津巴布韦  97 267 .. 19 .. .. .. 3 077 17 .. .. 261（成品油）

 内陆发展中国家 973 837 1 040 175 40.1 39 098 38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在线《世界发展指标》；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线《2007 年世界实况手册》。 

注：两点(..)表示没有数据。集团总数和平均数仅按现有数据计算。 

 
a
 为 2003 年数据，其他为该国最近的现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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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内陆发展中国家通信指标选编 

 

主要电话线, 
2003 年

a
 

移动电话用户,
2003 年

a

个人电脑,
2003 年

a
因特网用户

a
 

电信投资，

2003 年
a

电信设备进口,
2002 年

 (每 100 人拥有数) (每 100 人拥有数) (每 1 000人拥有数) (每 1 000 人拥有数)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2003
a

2004 

阿富汗 0.2 1.0 15.8 0.7 0.9 29.6 ..

亚美尼亚 14.8 3.0 15.0 46.1 49.6 28.7 15.8

阿塞拜疆 11.4 12.8 13.6 42.5 49.1 2.8 39.0

不丹 3.4 1.1 .. 17.2 22.3 162.0 ..

玻利维亚 7.3 13.1 39.8 35.1 38.9 19.0 54.0

博茨瓦纳 7.5 29.7 2.1 33.9 33.9 24.0 87.6

布基纳法索 0.5 1.9 1.8 3.9 4.2 30.0 8.5

布隆迪 0.3 0.9 2.4 2.0 3.4 0.1 1.9

中非共和国 0.2 1.0 1.6 1.5 2.3 .. ..

乍得 0.2 0.8 2.2 3.3 6.4 35.3 ..

埃塞俄比亚 0.6 .. .. 1.1 1.6 87.5 22.0

哈萨克斯坦 14.1 8.4 14.4 20.1 26.6 0.9 100.6

吉尔吉斯斯坦 7.6 2.7 3.5 39.7 51.6 29.8 ..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2 2.0 .. 3.4 3.6 7.1 ..

莱索托 1.6 4.7 56.6 16.7 23.9 .. 2.1

马拉维 0.8 1.3 2.3 2.9 3.7 .. 14.3

马里 0.6 2.3 21.3 2.8 3.8 44.3 ..

摩尔多瓦 21.9 13.2 77.3 68.1 96.3 8.2 23.5

蒙古 5.6 13.0 3.6 3.8 6.6 21.0 10.5

尼泊尔 1.6 .. 0.6 1.5 1.8 .. ..

尼日尔 0.2 0.6 33.7 20.4 24.9 .. 2.1

巴拉圭 4.7 29.9 .. 3.5 4.3 .. 32.8

卢旺达 0.3 1.6 .. 1.8 1.9 .. 4.8

斯威士兰 4.4 1.4 28.7 24.4 32.2 27.6 8.3

塔吉克斯坦 3.7 8.1 .. 0.7 0.8 6.5 ..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25.2 37.2 1.5 62.2 78.3 .. 29.0

土库曼斯坦 7.7 0.7 .. 4.3 7.6 7.3 ..

乌干达 0.2 .. 4.0 4.7 7.2 ..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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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电话线, 
2003 年

a
 

移动电话用户,
2003 年

a

个人电脑,
2003 年

a
因特网用户

a
 

电信投资，

2003 年
a

电信设备进口,
2002 年

 (每 100 人拥有数) (每 100 人拥有数) (每 1 000人拥有数) (每 1 000 人拥有数)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2003
a

2004 

乌兹别克斯坦 6.7 3.0 .. 19.1 33.6 41.0 ..

赞比亚 0.8 1.3 8.5 9.7 20.1 5.0 18.1

津巴布韦 2.6 2.2 52.7 62.2 63.4 .. ..

 内陆发展中国家 5.1 6.8 15.2 18.0 22.7 29.4 504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在线《统计手册》。 

注：两点(..)表示没有数据。集团总数和平均数仅按现有数据计算。 

 
a
 为 2003 年数据，其他为该国最近的现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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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流入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 

(百万美元) 

 2002 2003 2004 2005 

阿富汗 1 2 1 1 

亚美尼亚 144 157 217 220 

阿塞拜疆 1 393 3 285 3 556 1 680 

不丹 .. 1 1 1 

玻利维亚 677 197 65 -277 

博茨瓦纳 403 418 391 346 

布基纳法索 15 29 14 19 

布隆迪 .. .. -2 -1 

中非共和国 6 3 -13 6 

乍得 924 713 478 705 

埃塞俄比亚 255 465 545 205 

哈萨克斯坦 2 590 2 092 4 113 1 738 

吉尔吉斯斯坦 5 46 175 47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25 19 17 28 

莱索托 27 42 53 47 

马拉维 6 4 -1 3 

马里 244 132 101 159 

摩尔多瓦 133 78 154 225 

蒙古 78 132 93 182 

尼泊尔 -6 15 .. 5 

尼日尔 5 11 20 12 

巴拉圭 6 21 41 219 

卢旺达 3 5 8 8 

斯威士兰 90 -61 60 -14 

塔吉克斯坦 36 14 272 54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78 95 157 100 

土库曼斯坦 100 100 -15 62 

乌干达 185 202 222 258 

乌兹别克斯坦 65 70 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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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2003 2004 2005 

赞比亚 82 172 239 259 

津巴布韦 26 4 9 103 

内陆发展中国家 7 593 8 463 10 972 6 447 

过境发展中国家 94 437 91 687 112 580 141 336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除外) 4 825 9 053 7 057 7 964 

所有发展中国家 162 055 172 846 260 236 320 670 

发达国家 442 766 360 831 410 941 555 927 

世界 617 732 557 869 710 755 916 277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在线《统计手册》。 

注：两点(..)表示没有数据。集团总数和平均数仅按现有数据计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