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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

以全球和区域减贫与发展为主要宗旨的多双边开发机

构开展务实合作，为中国减贫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更好地利用多双边开发机构资源支持贫困地区实现

高质量发展，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青年调研团赴财政

部定点帮扶的平江县和永胜县，深入考察有关多双边开

发机构项目准备和执行情况，认真听取地方财政部门和

基层项目单位的意见，并对做好相关工作提出建议。

平江、永胜脱贫攻坚工作进展

调研发现，平江、永胜尽管县情贫情不同，但在脱

贫攻坚工作中积累了一些共同的经验：一是全面压实

责任。两地均由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带头抓脱贫攻

坚工作，层层压实县、乡（镇）、村各级责任，理顺帮扶

体系，做到明确责任、常态督责、精准问责。二是坚持

精准方略。平江实施“六看一听”识别办法和“脱贫十

查”“八个不得退出”脱贫退出程序，贫困人口错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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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评率均为0。永胜实行动态“户户清”，驻村干部遍

访全县9.4万户37.82万人口，摸清贫困底数。三是加

大投入力度。整合财政扶贫资金和金融扶贫贷款，加

大对住房安全、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饮水保障等支持

力度，平江推广“大爱平江”社会扶贫，永胜创办3个

民族班助力阻断傈僳族代际贫困。四是激发内生动力。

平江打造“三重三动”产业扶贫机制，通过高山茶、油

茶、乡村旅游等重点产业和相关企业带动6.01万贫困

人口参与分红，辐射2.1万贫困人口就业增收。永胜推

动肉牛养殖、羊肚菌种植和金沙江沿线红高粱三个新

兴产业，在中源公司等企业建立扶贫车间，基本实现

户均1人转移就业。五是发挥帮扶优势。财政部既帮助

当地引入苗木基地、软籽石榴、食用玫瑰、央视星光帮

扶、阿里巴巴、快手直播等“硬资源”，又把先进的理念、

人才、技术、经验等“软实力”带到贫困地区，为当地

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调研发现，湖南、云南两省利用多双边开发机构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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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支持脱贫攻坚与农业发展都取得了良好效果，两省

普遍认为多双边贷款项目的理念具有超前性，附加值

高，起到了很好的市场带动作用。

湖南省认为，主要有三点优势：一是项目注重开

阔农民眼界，加强农民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设施管

护方面的技能培训。如世行贷款生态家园项目，以户用

沼气池为纽带、以“三改”（改厨、改圈、改厕）为抓手，

辅以发展庭院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变了农民传统

的生产生活习惯。二是引进国际先进管理经验与现代

农业理念，推动了农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的改革创

新，如世行贷款红壤二期项目，实行山水林田路综合规

划治理，推进种植、养殖协调发展，一大批农户脱贫致

富，周边农户纷纷效仿，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凸

显。三是培养了一大批农业项目管理人才。四是促进国

际交流合作，加快了农业“走出去”步伐，如通过世行

贷款种子商业化项目，助推种子产业龙头企业——隆

平高科上市，带动了杂交水稻技术向世界推广。

云南省认为，多双边贷款项目通过引入国际先进

理念、先进技术和外贷资金实现了当地发展升级、开

放升级、投资升级和人才升级。同时，国际机构注重人

力资源发展，通过产业项目带动农村妇女、青年能力

提升，对于消除贫困、促进性别平等具有积极作用。

调研组通过实地考察部分贷款项目，发现多双边

贷款还对乡村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欧投

行贷款湖南油茶发展项目，虽然贷款金额只有0.35亿

欧元，但建成的18410公顷油茶丰产林示范基地，提

高了受益林农种植水平和生产能力，且辐射周边地区，

助力平江三大重点产业之一的油茶产业发展，带动和

促进了乡村可持续发展；国际农发基金贷款云南乡村

振兴项目，将助力当地高原特色水果产业发展，打造

以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示范点。

平江、永胜进一步发展面临的短板和挑战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两地城

乡道路建设加快推进，但是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仍显

不足，雨天经常发生山体滑坡或内涝。如从永胜到丽

江山道崎岖，严重制约着永胜的发展。同时，农村污水

和垃圾处理方面的规划、政策和投入没有跟上，再加

上道路、酒店等旅游设施不足，乡村旅游业发展受到

制约。水资源丰富与保护压力并存，过量抽水造成永

胜程海湖水位降至最低运行水位以下，对周边生态造

成不利影响。

二是产业和企业方面。软籽石榴、高山茶、油茶等

特色农产品质量很好，但是从农田至市场的供应链体

系效率不高，高附加值的营销、物流、产品认证等环节

没有留在当地。大部分产品以面向国内市场为主，国

际化经营理念与能力不强。有的龙头企业仍面临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如永胜县民营企业中源公司主营食用

菌和特色蔬菜，2018年年出口额占丽江市年出口总额

的70%，在带动贫困户脱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在扩大生产规模上遇到融资难的瓶颈。

三是公共财力保障方面。经济体量较小，财政收支

压力大，政府债务空间有限，依赖政府投入带动乡村

全面振兴的难度越来越大。如何更好地利用多双边机

构的国际资源，利用国内外私营部门的资源支持县乡

经济的发展，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工作建议

（一）统筹多双边开发机构资金资源，推动贷款合

作由援助型向合作型、由注重规模和数量向注重创新

和质量转变

一是发挥不同多双边机构的比较优势，服务乡村

发展需求。首先，各地方各部门应基于国内经济社会

发展战略，结合各多双边开发机构各自优势，共同制

定未来合作重点。如各多双边机构支持的领域均包含

生态环保、绿色低碳等，与我国支持乡村环境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相契合，合作前景广阔。又如，世行、亚行

等机构近年来对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支持有所减

弱，但对于具有较高创新示范性，体现更多附加值的

基础设施项目仍有支持意愿，尤其是新开发银行和亚

投行。其次，各机构的贷款产品、管理模式、领域专长

等各有特色，善加利用可更好地满足不同项目需要。

例如世行、亚行提供政策规划和结果导向型贷款，国

际农发基金着重支持小农户发展，欧投行专注林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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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新开发银行项目准备时间较短，德促贷款便于引

进德国先进技术或联合融资等。

二是利用多双边开发机构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减

轻基层财政压力。一方面，可发挥多双边开发机构的

影响力，创新贷款合作模式，如设立专项基金、使用

PPP模式等，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和管理，有

效解决乡村配套资金能力弱和项目管理能力不足的问

题。另一方面，可引导地方多开发一些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兼顾的项目、培育一批稳健经营的公用事业主

体，通过政府承担担保责任贷款予以支持，缓解地方

债务限额压力。

三是动员多边开发机构私营部门资源，激发乡村

产业发展活力。一方面，可动员多边开发机构私营部

门，通过贷款、担保、股权投资等方式支持乡村民营企

业发展，帮助其解决发展瓶颈，为其走向更广阔的舞

台创造有利条件，并有效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另一方

面，可推动多边机构的私营部门实质参与PPP项目建

设，并利用其资信和项目管理经验，为今后地方PPP

项目发债及完善风险分担模式和债务管理提供便利。

（二）整合多双边开发机构智力资源，提高乡村可

持续发展能力

一是以项目为载体，注重引入先进理念、技术和创

新性商业模式。发挥多双边开发机构贷款资金优势，引

资的同时注重引智，推动先进经验、技术和商业模式的

转移。创新技术、创新性商业模式既包括大数据、人工

智能、电子商务等最新的技术与商业模式，也包含在其

他地区或项目中得到一定应用的较成熟技术。如此次

调研的亚行贷款汨罗江（平江段）综合治理项目，使用

国内开发的无动力加厌氧技术治理河流周边农村散户

生活污水，助力提升汨罗江水质。该技术成本低廉，使

用维护简单，易于推广，见效迅速，对于贫困地区和乡

村地区发展有较大价值。另外，多双边开发机构普遍从

贷款规划阶段即介入项目，对项目前期准备投入较大，

有利于因地制宜帮助能力薄弱的贫困地区和乡村地区

合理设计项目内容，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与体制机制。 

二是以知识为保障，服务乡村知识能力建设。发挥

多边机构“知识银行”的作用，帮助乡村开展有针对性

的研究，为其提供发展战略制定、政策诊断、改革实施

等全方位的知识服务。结合多双边机构普遍要求项目

准备期限较长的情况，各地方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多

双边机构智力资源，加强顶层设计，先着力打造中长

期战略，再以引进多双边贷赠款资金支持项目的方式

加以落实。

三是以人才为基础，打造乡村振兴人才队伍。积

极探索利用多双边开发机构资源，加强乡村人才培养。

一方面，通过学习、考察、参会等多种方式，推动乡村

干部走出去，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善于学习国内

外先进经验的乡村干部。另一方面，与多双边开发机

构联合举办培训活动，培养项目管理、财务和债务管

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三）借助多双边开发机构平台，推动我国发展经

验和企业走出去 

一是发展经验走出去。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我们党

领导下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建议结合中国

与世行合作40周年，总结并宣传我国扶贫经验和案例，

或可成为我国输出发展理念，向国际社会彰显道路自

信和理论自信的一种重要知识来源。

二是企业和产品走出去。在利用多双边开发机构

贷款过程中，我国培育了一批拥有农业农村发展特色

技术的优质企业，可以通过多双边开发机构平台，支

持企业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参与大湄公河

次区域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区域合作机制。支

持地方政府、企业参与对非投资论坛、中国—东盟以

及中国—南亚博览会等国际交流合作，为企业和产品

走出去搭建平台。

（四）动员多边开发机构民间力量，为乡村振兴贡

献力量

据了解，一些多边开发机构工作人员希望为中国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贡献个人力量，他们愿意援助贫

困学生、贫困家庭，也愿意购买贫困地区的特色农产

品，建议搭建合适的平台，将多边开发机构有关人员

与贫困地区对接，这样既可为贫困地区带去援助，又

可帮助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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