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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有效利用外国贷款  

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中德 财政合作 研 讨 会 综 述

本刊记者  ★李 颖★

为了进一步增加我国国内各省市、

地区和各有关部门对中国和德国政府财

政合作的了解，以便今后更好地利用德

国财政合作资金，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

发展服务，同时，结合国家西部大开发

战略，把更多优惠的资金引入西部地

区，加速西部开发的步伐，财政部金融

司、国家计委外资司、德国复兴信贷银

行于 2000年 11 月 9日在陕西省西安市

联合举办了中德财政合作研讨会。来自

国家有关部委、银行、各省区市财政和

计划部门以及部分进出口公司的代表参

加了研讨会。

中德财政合作始于1985年，是中德

经济发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合作

资金规模上看，中德财政合作在我国双

边财政合作中居第二位，在我国利用外

国政府贷款中占有重要位置。到目前为

止，德国政府向我国承诺提供包括赠款

和政府软贷款的财政合作资金累计达

39.28亿德国马克，其中政府软贷款配

以一定比例的市场资金（即商业贷款）

后，资金承诺总额达到了61.79亿马克。

截止到今年第三季度，中德双方已实际

签署财政合作项目赠、贷款协议金额达

49.65亿马克，其中财政合作资金 33.64

亿马克，资助了72个项目和一些咨询服

务合同。此外，德国政府还提供了30亿

马克的优惠船舶贷款，用于建造了 40条

不同类型的船舶。如将上述资金按当期

汇率折成美元后汇总，我国已实际利用德

国政府软贷款、赠款和配套的市场资金

共计39.35亿美元，占我国利用外国政

府贷款总额的 1 1 % 。

中德财政合作项目，中方主要由

国家计委负责各省市、地区和其他机

构项目建议的审批，由财政部金融司

负责国际金融合作。在每年的中德政

府会谈时协商一致，作出资金规划。

德方主要是通过德国经济合作发展部提

供资金，委托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执行

财政合作项目。复兴信贷银行是联邦

德国的大银行之一，资本和储备金共

100亿马克，代表联邦政府对投资项目

和相关项目的咨询服务进行融资，其

促进的领域主要是经济和社会基础设

施、 工业、环境及资源的保护、 金融

以及整体经济和行业改革等。复兴信

贷银行在合作项目准备时期参与评估论

证，在执行过程中给予照管，在运行

一定时期后进行项目检查鉴定。

在中德财政合作的初期，主要是促

进落后的工业现代化进程方案的实施以

及电信领域的项目。90 年代初期以来，

符合环保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和

促进经济改革成为工作的重点，并已经

取得成效。

通过中德财政合作，我国建成了一

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其中较大的项目

如：上海地铁一号线（贷款4.2亿马克）

和二号线（贷款 7.86亿马克），广州地

铁（贷款7.17亿马克），哈大铁路电气

化改造（贷款3.6亿马克），北京固体垃

圾处理项目（赠款），广州、杭州、青岛、

烟台、海口等近十个城市的污水处理

项目（赠款） 等。通过中德财政合

作，我国在陕西、 山西、 云南等近十

个省区市实施了大规模植树造林工程

（赠款），加强了 “三北防护林” 和

“长江防护林” 建设，改善了生态环

境。德国是我国造林项目最大的双边

资助者。通过中德财政合作，我国引

进了大量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和设备，

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了企业

的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通过中德财

政合作，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加

强了两国经贸合作和友好往来。

中德两国关系友好，财政合作的

前景十分广阔。中德两国政府已经确

定了今后合作的目标，即继续保持合

作规模稳定，目前，中德财政合作项

下可用资金规模较大，将重点支持包

括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在内的大型基

础设施建设、包括城市污水处理和垃

圾处理在内的环境保护事业、 包括节

能规划和再生能源在内的清洁能源开

发、植树造林、 医疗卫生、以及中小

企业项目。

在研讨会上，作为德国政府指定负

责实施财政合作项目的执行机构，德国

复兴信贷银行详细介绍了德国财政合作

资金的投向、使用程序和要求。作为国

内主管部门，财政部金融司和国家计委

外资司分别就国内的有关政策和规定要

求以及如何更好地利用资金进行了说

明，有关的项目单位还就利用德国复兴

信贷银行赠款和贷款情况进行了经验介

绍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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