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稿 

 

联合国：COVID-19 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巨大财务鸿沟“对可持续发展造成

重大挫折 

 
随着全球食品和燃料价格的飙升，联合国担忧乌克兰的冲突会极大地恶化经济前景和大范围债务危机的风险。 

 
纽约，2022 年 4 月 12 日 —— 联合国今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高昂的债务融资成本严重阻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

在 COVID-19 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复苏，迫使其削减发展支出，同时限制了它们应对未来冲击的能力。 

 
《2022 年可持续发展融资报告：弥合财务鸿沟》发现，富裕国家不仅能以超低利率借贷、且创下借款总额纪录新

高，并借此用于支持其复苏。然而，最贫穷的国家却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来偿还债务。如此一来，这将更进一步阻

碍它们的可持续发展投资。  

 
2021 年，疫情大流行带来的冲击又造成了 7700 万人陷入极端贫困中。截至年底，许多国家的经济仍低于 2019 年

前的水平。该报告预估，即使不将乌克兰战争的影响纳入考量，至 2023 年底，五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 GDP 

也将无法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 

 

“我们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的进程已行至半途，然而结果却为我们敲响警钟。”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

默罕默德说道。“为确保数亿人摆脱饥饿和贫困，在这个急需集体责任的决定性时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坐以待毙。

我们必须为创造体面和绿色的工作机会、社会保护、医疗保健和教育，不让任何人掉队。” 

 
《弥合金融鸿沟》报告指出，平均而言，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支付收入的 14%作为债务利息——几乎是发达国

家利息（3.5%）的 4 倍。在全球范围内，由于疫情大流行，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迫削减本用于教育、基础设施及其他

资本支出的预算。乌克兰战争将变本加厉的加剧这些挑战并带来新挑战，伴随着能源和商品价格的上涨、周而复始

的供应链中断、高通胀和增速放缓，以及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该战争可能会导致债务压力进一步增加、并造成饥饿人数激增。战前，各国在大流行期

间复苏的差距已经加大，发展中国家平均每 100 人只有 24 剂 COVID-19 疫苗，对比发达国家每 100 人则将近有 

150 剂疫苗。更令人震惊的是，2021 年，发展中国家 70% 的 10 岁儿童仍无法阅读基本文本，较 2019 年增加了

17%。2021 年的食品价格已经达到近十年来的新高，联合国担忧乌克兰的冲突可能会使许多国家的经济前景急剧恶

化。 

 
然而，发达国家在大流行后经济复苏的速度为加大投资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发达国家在过去两年证明，通过有的放矢的投资——针对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和清洁的基础设施、社会保护以及公共

服务，数百万人将可以摆脱贫困，” 撰写此报告的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副秘书长刘振民说，“国际社会必须在这

一进展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确保发展中国家也能够达到类似的投资水平，同时减少不平等、并确保可持续的能源转

型。” 

 
报告还指出，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大国的推动下，2021 年我们在减贫、社会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投资方面取得

了一些进展，其中包括 17 万亿美元的 COVID-19 紧急支出。积极的成果包括： 

http://bit.ly/FSDR2022


• 增加了对研发、绿色能源和数字技术的资助。例如欧盟提出的“下一代欧盟复苏计划”和美国的”基础设施投

资和就业法案”； 

• 2021 年私人投资强力回弹。其中，中国和美国两国贡献了 50% 以上； 

• 自 2020 年来，可持续债券发行翻番，总量超过 1 万亿美元；可持续性主题投资的基金数量增长了 62%； 

• 发展中国家的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投资创下 2300 亿美元的最新纪录（2020 年为 1500 亿美元）。 

 
报告还指出，官方发展援助正在创纪录增长，在 2020 年达到 1612 亿美元的历史峰值。然而，同时也有 13 个国家

削减了官方发展援助的额度，且这一总额仍然不足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巨大需求。联合国担心，乌克兰危机的影

响、以及欧洲难民支出的增加，可能意味着对最贫穷国家的援助将进一步削减。面对这一全球危机，需要即时采取

行动、并提供额外的国际支持，以防止债务危机和解决高昂的借贷成本。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需要积极和紧急的援助，以重回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轨道。该报告估计，最贫穷的国家将

需要增加 20%用于关键部门的支出。 

 
《弥合财务鸿沟》报告建议在以下三个领域采取行动： 

1. 融资缺口和债务风险上升亟待解决。例如，加快债务减免并将资格扩大到重债中等收入国家，同意债务互

换，以及将未使用的 1000 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重新分配给有需要的国家。各国可以通过加强公共开发银

行体系，使其具备为国家机构提供更高的能力和财政支持，来促进长期、负担得起的、稳定的融资。 

2. 所有资金流必须与可持续发展协调一致。例如，国际税收体系应当及时反映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允许公

平的税收治理、贸易和投资政策的落实——以解决疫苗不平等问题、并增加医疗产品的普及率。而同时，

私营企业和上市企业则需要全球一致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当前高昂的化石燃料价格则恰好为各国

加快可持续能源转型的投资提供了新的机会。 

3. 提高透明度和建立更加完整的信息生态系统将有助于增强各国风险管理和善用资源的能力。例如，通过改

进税收信息的共享和使用来治理非法资金流动；以及提高债务数据的透明度并且为主权国家制定长期信用

评级。 
 

— 完 — 

背景介绍: 

• 本报告是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的共同成果。该工作队由 60 多个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组成。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下属的可持续发展筹资办公室负责报告的编辑及协调工作，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密切合作。该工作队由《亚的斯

亚贝巴行动议程》委任，由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刘振民先生担任主席。报告的全文和附件将上

传至：https://developmentfinance.un.org/fsdr2022。 

• 本报告是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发展筹资论坛上进行讨论的基础。在发展筹资论坛上，联合国成员国

商定为动员可持续筹资而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目前基于本报告的谈判正在进行中。该报告亦为可持续性

发展目标投资博览会提供参考，该博览会将政府官员和投资者汇聚一堂。 

• 本报告涵盖了包括全球经济形势在内的各个领域，包含贸易、债务、私人商业和金融、技术，以及国际发

展合作。 

 

*** 

 

https://developmentfinance.un.org/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
https://developmentfinance.un.org/about-iatf
https://www.un.org/esa/ffd/publications/aaaa-outcome.html
https://www.un.org/esa/ffd/publications/aaaa-outcome.html
https://developmentfinance.un.org/fsdr2022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financing/what-we-do/ECOSOC/financing-development-forum/FFD-forum-home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financing/post-news/registration-now-open-2021-sdg-investment-fair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financing/post-news/registration-now-open-2021-sdg-investment-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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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洁, UN DESA | Tel: +1 212 963 5105 | weij@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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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rita.wallace@un.org
mailto:weij@un.org
mailto:birchs@u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