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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全球衰退袭来之前的10年间，绝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都曾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

末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持续超过了发达经济

体。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经过了长期的经济停滞（从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后，其经济发展状况

也开始好转。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该地区的人类发展状况以及

在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方面也得到了改善（千年发展目

标；见本期《金融与发展》“重装上阵”专栏1）。20世

纪90年代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

开始快速下降。1990年（千年发展目标的基准年），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生活在极端贫困（按照购买力平价和

2005年时的物价，日均生活费用不足1.25美元）之中的

人口比例为57%（联合国，2010a）。到1999年，该地区

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实际增加了1个百分点，增至58%。

不过，到2005年，该地区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已下降至

51%。尽管没有最新的统计数据，但据估算2008年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极端贫困人口

比例继续走低，已降至46%左右

（世界银行和IMF，2009）。如

果这些估算数据可靠的话，该地

区从1999年到2008年的极端贫困人

口比例就已下降了12个百分点。

不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

长和减贫方面总体表现不错的状况

掩盖了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同发展状

况。以加纳为例，该国的极端贫

困人口比例从1992年的51%下降至

1998年的39%和2006年的30%（联合

国，2010b）。在实现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1中有关消除极端贫困的

具体目标方面，加纳正取得良好的

进展。显而易见，经济增长在此方

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并非

唯一因素。

相反，很多撒哈拉以南的

非洲国家在减贫方面的成果远逊

于加纳，尽管该地区部分国家的

经济增长速度远在加纳之上。那

些经济增长速度与加纳持平或者

超过加纳，但在减贫方面却毫无

作为的国家不在少数。事实上，

根据历史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减贫方面所发

挥的作用要远远小于世界其他地

区。根据部分估算数据显示，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收入

贫困弹性（即收入增长转化为减贫的程度）要低近1/3

（Fosu,2009）。

向包容性增长迈进

因此，尽管经济增长十分必要，但仅有经济增长

仍不足以减轻贫困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经济增长的性

质至关重要。包容性增长以及为极端贫困人口创收的增

长，在减贫方面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目前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以及以往在其他部分国家中，农业增长不

仅对于减贫，并且对于减少饥饿方面均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比如，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6年加纳减少的极

端贫困人口比例中，有大约59%来自于农村贫困人口的

减少（世界银行，2008）。与此同时，加纳的营养不良

人口比例也从1991年的34%降至2005年的8%（联合国，

2010b）。因此，如果增长为包容性增长，同时造福于贫

困人口的行业出现增长，就会更为有效地实现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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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进程，必须促进那

些让贫困人口直接受益行业（如农业）的增长

南非儿童在玩游戏抽水机的“旋转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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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增长的包容性，并在其他社会指标方面取得

进展，必需实施多项相应的政策。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的经济增长在减贫方面相对效率低下，表明该地区存在

“政策方面的差距”，因此可以通过改善这些政策，使

经济增长在促进减贫方面的贡献度至少达到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水平。

那么，在此方面必要的政策包括哪些呢？来自千

年发展目标国别报告的有关事实依据清晰地表明，某些

因素能有助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0a）。从这些事实依据中我们了解到，促进那些直接

造福于贫困人口的行业的增长，同时制定有利于贫困人

口的政策，将显著减少贫困和饥饿状况。这些政策包括

在扩大经济创收机会、增强合法权利以及增强妇女在政

治进程中的参与度方面进行投资。此外，还包括让所有

人口，尤其是妇女和女孩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相关政

策。此类政策有助于推动所有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执行行动议程

2010—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行动议程就是基于以上

事实依据制定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b）。正如此

前有关非洲发展的讨论所强调的，那些能为贫困人口扩

大创收和就业机会的高人均经济增长率才会带来贫困和

饥饿人口比例的快速减少。对于非洲地区而言，这往往

意味着农业的增长。农业的增长通常伴随着收入、财产

和机会更加平等的分配。

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和有利于贫困人口的经济增长，

要求必须在基本的社会服务（即学校、医院和农村医疗

卫生中心）以及人力资源开发方面进行投资。所有这些

投资将扩大医疗卫生服务的覆盖面并改善医疗卫生服务

的水平。因此，必须增加在教育、医疗、供水、卫生和

基础设施等公共领域的投资。

不过，修建学校和医疗设施、取消有关费用和排除

其他障碍，并不能确保妇女和女孩能够获得这些服务。

这要求必须面向女性健康和教育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

宪法和其他法制改革如果能够直接提高女性的政治参与

度，将有助于对女性的赋权。事实上，有证据表明，赋

权于女性将有助于各项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在实施这些总体政策和战略的同时，还必须扩大那

些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的实施范围，这种干预措施包括

大规模的免疫接种、蚊帐和抗逆转录病毒药品的发放，

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挽救生命，尤其是进行综合实施的情

况下。社会保障、现金转移支付和促进就业计划不仅能

在经济动荡时期为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支持，同时也能

使这些弱势群体获得营养补品、定期身体检查以及受教

育的机会。

此外，千年发展目标2010—2015年行动议程必须应

对气候变化导致的脆弱性，并转而支持那些顺应减缓气

候变化要求的就业和经济活动。必须尽快达成应对气候

变化的全球协议，以帮助那些资源较为有限的国家作出

调整，以适应气候变化并且迈向低碳发展道路。

调动更多的国内资源来为千年发展目标行动议程

提供融资，这一点至关重要。目前，很多国家正扩大其

计税基数，并提高其征税效率。必须增强各国税务部门

的管理能力，同时确保公共资源使用中的透明度和问责

制。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在确保公共服务的质和量的前提

下降低提供公共服务的单位成本以及减少浪费性支出来

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

在上述的行动议程框架下，必须强调两个前提条

件。其一，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各国对这些目标

的承诺。也就是说，各国的发展必须基于各国广泛的共

识，并通过有效的管理以及所有相关国家的协商和有效

参与来实现这一点。其二，国际合作必须提供一个有助

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外部扶持环境。也就是说，必须

实现官方发展援助（ODA）的承诺；提高官方发展援助

分配的可预测性和效率；并尽快结束多哈回合多边贸易

谈判，就那些有助于发展的协议达成一致意见，从而为

促进南南贸易和地区一体化提供更大的支持。

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

面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不过，已有证据表明，只要采

取适宜的政策并获得国际支持，这些国家可以在诸多目

标的实现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同时，必须采取措施消除

部分长期结构性制约因素，以实现可持续性进展。另一

方面，我们拥有相关的资源、知识和技术，完全能够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突破性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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