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关注——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30年

编者按：

自1981 年启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以 来，我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已携手走过三十年。其间，

双 方开展了丰富的交流与合作，贷款合作项目遍布大部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范围覆盖到 交

通、能源、农业、教育、卫生、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在引进资金的同时，更注重引

进先进的管理理念、科学技术和运行机制，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了资金和智力 支持，成效

显著，成果丰硕。

探索自主发展道路  创新全球发展理念

郑晓松

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是

全球最大的多边开发机构，我国是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980 年，

我国恢复在世行的合法席位，全球

最大的多边开发机构与全球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开始合作，其影响远远

超出双边范围。30年来，我国与世行

的贷款和知识合作成效显著，有力地

推动了改革 与发展进程。与此同时，

我们也通过这些具体合作，不断探

索既借鉴国际经验、又立足国情的自

主发展道路，并以自身实践来丰富国

际发展理念和实践。本次国际金融

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开始重新

审视现行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在

此背景下，我国与世行加强在国际发

展领域的合作，共同推动南北、南南

交流发展经验，开展务实发展合作，

对于完善全球发展理念、推动全球

多边发展体系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这也是新时期双方开拓新的

合作领域的重点和亮点。

一、我国与世行发展合作的

内容与成效

我国与 世行合作 30 年，合作、

和谐是主流，但双方在发展理念和

发展政策上也存在交流与摩擦。正

是这种交流与摩擦，推动了世行和国

际社会对教条式发展理念的再认识，

也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权

利，对世行的长远健康发展是一种

积极贡献。进入 新世纪以来，随着

我国国力增强以及在世行地位的上

升，双方逐步建立起平等伙伴关系，

在发展领域的平等交流与互利合作

不断加强。我国与世行的合作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推动全球发展理念更新，争

取发展中国家更大自主权

世行是二战后世界经济体系三

大支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世界贸易组织）之一，其在推动

全球减贫与发展的过程中，从理念到

政策均深受占国际秩序主导地位的

发达国家的影响。上世纪 90 年代，

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机构普

遍奉行“华盛顿共识”，以其为指导

思想，在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自由

化、私有化、市场化。将“华盛顿共

识”教条化、忽视发展中国家具体国

情的援助政策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

不利影响。

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

推动国际社会重新认识“华盛顿共

识”作出了积极贡献。我国政府始终

坚持基于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有

选择地借鉴国际经验，不迷信、不盲

从，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我

们通过世行这个平台阐述中国特色

的发展道路，强调尊重发展中国家自

主发展权，尊重发展道路与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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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推动了世行和全球发展理

念的更新。2004 年 5月，世行主办、

我国承办的上海全球扶贫大会，推动

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扶贫理念和实践

的再认识，达成了国际社会为减贫而

行动的共识，我国扶贫和发展的经

验得到普遍认同。会议达成的《 上海

减贫议程》摒弃了发展理念上的教

条主义，倡导实践第一的发展理念，

强调了各国制定符合国情的发展道

路的重要性。这次会议是促进南北

对话、加强南南合作的一次重要而

成功的实践。

此后，受援国自主性——即由受

援国主导国际发展援助，外部发展

援助应服从并支持受援国国家发展

战略和规划，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

普遍接受的原则。自 2006 年起，世

行对华国别援助战略正式更名为“国

别伙伴战略”，期限由 3 年改为 5年，

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规划同步，

主动配合我国的改革与调整。世行与

其他很多国家也建立了类似的平等

伙伴关 系，取代以往的援助与被援

助关系。

2009年，我 国 经 济 学 家 林 毅

夫被任命为世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

经济学家，主管创新发展理念的研

究，这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国际社会对

我国发展经验的重视和认同。2010

年，我国承诺向世界银行知识合作

交流基金捐款 50万美元，支持新的

发展理论体系的研究。双方在共享

发展理念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深化。

2 . 引导世行发展政策的变化，

维护发展中国家实际利益

世行的发展政策和贷款条件是

世行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对发展

中国家有直接的影响。我国作为主

要借款国之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

一道，推动世行重大政策更新完善，

积极推动世行简化贷款程序和条件，

降低贷款成本，不断改进对发展中

国家的服务。各方的共同努力使世行

得以始终保持在多边发展援助体系

中的领先地位，并带动了其他区域性

多边开发机构的政策改革。

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世行重点

推动直接扶贫项目，对基础设施等

间接扶贫项目重视不足，基础设施

领域的贷款规模出现下滑趋势。正

是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不断

呼吁，并以自身的发展有力地证明

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和减贫的重

要作用，使得世行重新重视基础设

施的作用。世行于 2004 年制定了基

础设施行动计划，加大了对基础设

施领域的投入，此后基础设施重新

成为世行的主流业务领域，特别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行进一

步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此外，

在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推动下，

世行于 2005年通过了中等收入国家

战略，重申除低收入国家外，占全球

贫困人口 70% 的中等收入国家仍是

世行的重要援助对象，并提出开发

新的贷款产品、创 新融资工 具、改

善贷款和非贷款服务。世行在 20 09

年通过的后危机战略中，将与中等

收入国家的合作列入世行未来六大

重点领域。

3. 积 极 参 与 国 际 开 发 协 会

（ID A）捐资和国际复 兴 开发银行

（IB R D ）、国际金融公 司（IF C）增资，

增强世行集团服务发展的能力

2007 年，我 国 首 次 对 ID A 捐

款，支持低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的减贫与发展。2 010 年，积极参

与推动了 IB R D 和 IF C 的投票权改

革，以及与此相关的选择性增资和

普遍增资。通过投票权改革提高了

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从

治理机制上加强了世行维护发展中

国家利益的能力，同时有关增资也

增强了世行的财务能力，使世行能

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的挑战。2010 年IB R D 实现

增资 862亿美元，IF C 实现增资 2亿

美元。

2010 年投票权改革使得发展中

国 家在 IB R D 的整体投 票权增加

3.13 个百分点，升至 47.19 %，如期

完成了 G 20 匹兹堡峰会确定的投票

权提高 至少 3 个百分点的目标。我

国在 IB R D 的投票权提高 1.65个百

分点，升至 4.42 %，由目前的第六大

股东国跃升至仅次于美、日的第三

大股东国。我国在 IF C 的投票权由

1.02% 提高 到 2.29% ，排名由第 22

位提高到第 15位。我国在世行集团

地位的提升将有助于双方进一步深

化合作。

4.推动南南交流与合作，探索

全球发展合作新模式

多年来，我国政府在南南合作

框架下，通过双边渠道对发展中国

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与此同

时，我们还积极探索与包括世行在

内的多边机构加强合作，借助多边

开发机构的智力和资金优势，共同

促进南南经验交流与务实合作，努

力推动多边开发机构成为南南合作

的新平台。

2008 年和 2009 年，我 国 与 世

行成功合作举办了两届“中非共享发

展经验高级研讨会”。中方介绍了在

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采

取的政策措施、取得的成就以及积

累的经验，讨论了与非洲各国在发展

中面临的问题，促进了中非发展经验

与模式的相互借鉴，不仅受到了与会

非洲国家代表的高度评价，而且也

被世行视为 南南合作的成功范例。

2008年10月，我国政府以创始捐资

国身份向世行南南合作知识基金捐

款 30万美元。2009 年，为支持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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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金融危机，积极参与 IF C 全球

贸易融资计划，购买 15 亿美元私募

债券，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贸易

融资。目前，我国与世行正在探讨推

动对非三方合作，包括在非共建工

业园区、进行基础设 施项目联合融

资等。

二、新时期加强与世行发展

合作的思考

今后一段时期，随着我国成为世

行第三大股东国，并保持重要借款

国、发展中捐款方等多重角色，与世

行的合作将面临更多的机遇。我们

将进一步巩固双方合作的基础和良

好的势头，积极创新合作领域，拓展

合作空间，不断提高与世行合作的

成效。加强与世行的发展合作，建立

超越双边、惠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发展伙伴关 系，将成为未来双方合

作的重要领域。

借助世行平台，我国为全球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新时期加强与世行的发展合作

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一是我国

可借助世行在多边发展援助体系中

的重要地位，与世行及其他发展中

国家共同探讨发展理念，推动建立

更加完善的国际发展援助政策体

系，巩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

利益基础；二是可借助世行这一多

边平台，探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南南

合作的新形式，形成多边、双边南

南合作的完整体系，同时提高我国

外援合作的国际认同度，扩大国际

影响力；三是可通过世行平台介绍

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自主发展道

路和经验，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客

观公正的了解，提高国际认同感，为

维护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创造良好

的外部环境。

加强与世行的发展合作应立足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发展中国家

的基本定位，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开

展与世行的发展合作，中方的贡献

与责任应与我国国力和发展阶段相

称。有关合作应遵循两大原则 ：一

是优势互补，平等互利，二是循序渐

进，务求实效。合作的重点可包括以

下三个方面：

1.继续利用世行平台推动全球

发展理念的创新，倡导发展道路和

发展模式多样化，促进南南发展经

验交流。一是积极参与和支持世行

的创新发展理论体系研究，主动与

世行分享中国经验，并与广大发展中

国家一道，推动世行尊重发展的自主

性、多样性和实践性，不断完善全

球发展政策体系。二是与世行继续

探索南南经验交流的有效形式，包

括继续共同举办中非共享发展经验

高级研讨会等。三是充分利用世行

知识平台，进一步向世界介绍我国发

展道路，宣传发展理念，分享发展经

验，通过世行有关调研和知识合作，

加强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

展的客观理解。

2 .积极发挥股东国和借款国作

用，继续推动发展中国家在世行取得

更大的发言权与代表性，积极引导世

行政策走向。一是继续推动世行内

部治理结构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

在世行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的发言

权，并最终实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

国家平等分享投票权的目标。二是

推动世行进一步强化减贫与发展宗

旨，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入，帮助

发展中国家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是促进世行不断降低贷款和知识

产品的成本，创新服务工具和合作

模式，提高灵活性和适应性，更好更

快地满足客户国多样化的需求，提高

发展援助效益。

3.继续共同探索南 南务实合

作的有效途径。我国与世行在开展

南南合作方面已有了良好的开端。

我们将继续 与 世行一 道，探讨我

国、世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三方合

作的有效形式，推动南南合作的务

实开展。

（作者为财政部国际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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