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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的部门调整贷款

施 航

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的贷款主要分

为三大类：（1 ）项目贷款，其方式是向增加某
一具体部门的生产能力的投资者提供资金和技

术援助；（2）部门投资贷款，这一类主要是向

某一发展部门，如：水利、交通、能源、农业

等提供贷款，以提高生产能力和效益；（3）规

划贷款，这一类主要为某个经济部门的发展所

需的进口物资提供经济援助。目前，这类贷款

实际上已被部门调整贷款所代替。近年来，随

着国际社会对债务问题看法的逐步改变，世行

的部门调整贷款正日益受到重视。不少发达国

家，特别是美国和日本，明确要求世行扩大这

种贷款的数量和比重。一些债务国也准备继续

借用部门调整贷款。世行当局的态度也是积极

的，已在其业务计划中作了相应的安排。各种

迹象表明，今后几年，世行提供的部门调整贷

款将会从目前世行贷款总额的10.3% 提高到三

年以后的15%左右。世行业 务 方 向的这一变

化，不仅对债务国事关重大，而且对其它发展

中国家也有很大影响。下面分三部分介绍世行

的部门调整贷款。
一、部门调整贷款的产生和特点。部门调

整贷款和结构调整贷款基本上是同时产生于七

十年代，当时石油价格上涨，随后出现世界性

经济衰退，再加上利率持高不下，使许多发展

中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他们一方面负债

沉重，而另一方面又受到保护主义的限制，出

口滞障，结果是无力清偿日趋 沉 重的 债务负

担。加之国内的预算赤字和高通货膨胀率，造

成这些国家的生产萎缩。在这种内外交困的不

利形势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调整经济结

构着手，为恢复经济和保 证 经 济 增长创造条

件。与此同时，世行也感到继续向有些国家发

放传统的项目贷款日趋困难。为了完成年度贷

款计划，为了对其成员国 的 要 求 作出积极反

映，世行建立了 结 构调整贷 款和部门调整贷

款。这两类贷款与传统的项目贷款不同，其资

金不是用于特定的项目，而是用于调整政策所

需的资金，包括财政、金融、贸易和价格等政

策的调整。这两类贷款的相同之处是，都促进

政策和机构的改革，强调合理安排国家投资，
都要求受援国政府制定可行的宏观经济政策；

不同之处在于，结构调整贷款是以整个经济为

目标：其涉及面较广，而部门调整贷款则仅限

于一个部门或一个行业，其范围要窄得多。
部门调整贷款可用于不同的部门和行业。

摩洛哥的工业和贸易部门调整贷款，内容包括

调整工业结构和改进奖励办法等。目的是通过

鼓励出口，减少外贸收支逆差。巴基斯坦借用

能源部门调整贷款，旨在资助能源价格和管理

体制的改革。南朝鲜向世行借的工业金融部门

调整贷款则用于扶植工业金融部门的机构建设

和满足对于外资的需求。
二、部门调整贷款的贷款情况。世行是从

1979财政年度开始发放部门调整贷款的。截至

1985财政年度，已先后贷出34笔，总额为36.674
亿美元， 其中软 贷 款5.926亿 美 元，硬 贷款

30.748亿美元。共贷给了25个借款国。
据统计，六年来，世行发放的这种贷款逐

年有所增加。1979财政年度发放一笔，金额为

13，150万美元；1981财政年度发放三笔，金额

为1.37亿美元；1984年财政年度发放八笔，金

额为13.179亿美元；1985财政 年度发 放十三

笔，金额为14.751亿美元。如按占世行同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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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额比例计算，1979财政年度为0.3%；1981

财政年度为1.1%；1984财政年度为8.5%；1985

财政年度增至10.3%。六年期间，平均每年递

增 4 %左右。
25个借款国遍及世行贷款的五大地区。但

主要是西非、北非和拉美三个地区。至今，非

洲已有13个国家借了这种贷款，金额为9.387亿
美元，占这类贷款总额的25.6%；拉美有 6 个

国家借了这种贷款，金额为14.888亿美元，占

这类贷款总额的40.6%。
三、部门调整贷款的条件及其副作用。世

行发放的部门调整贷款都附 带 一 定的政策条

件，这些政策条件主要涉及以下四方面：
1 、贸易政策，包括关税制度、出口政策、

进口政策和有关财政、信贷政策等。在这方面，

世行往往要求借款国减少贸易保护，鼓励贸易

竞争，取消价格控制。另外还要求借款国按相

对优势组织生产，扩大对外出口，增加外汇收

入。世行在1985财政年度给哥伦比亚的部门调

整贷款就有关于减少进出口限制的政策要求。
巴西在1984财政年度，为了向世行借用同样的

贷款，也承诺了相应的条件，如改进外贸、信

贷政策和出口奖励做法等。
2 、增加积累。扩大生产力需要投资，而

投资的来源是积累。世行认为增加积累，，首先

是要削减政府开支和赤字，其次是取消利率控

制。因此。世行在发放部门调整贷款时，就要

求借款国政府削减政府开支和赤字，取消利率

控制。1985财政年度期间，南朝鲜曾向世行借

了工业金融部门调整贷款，条件之一就是逐步

放松对利率的控制，采取财政和其它政策，促

进股本市场的发展。另外，摩洛哥曾在1984和

1986财政年度向世行借了二笔工业和贸易调整

贷款，条件包括大幅度提高利率和全面改革金

融部门等。
3 、价格政策，主要是取消价格控制。世

行认为，价格是整个经济运转的润滑油。无论

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将根据价格作出经济

决定。如果价格扭曲，脱离价值，那么生产者

和消费者就不能作出合理的决定。同样，有限

的资金和资源也就无法 得 到 最佳的利用。因

此，世行反对政府干预，主张由市场决定价格。
1981财政年度，世行对坦桑尼亚的贷款，明确

将取消对出口产品的纳税作为贷款条件。1983

和1985财政年度，加纳为了借用贷款，也承诺

了减少对许多产品的价格控制等条件。
4 、机构建设。对于世行来说，部门调整

贷款是世行帮助借款国加强机构建设的一个很

有效的途径。因此，世行在贷款时，针对部门

组织管理不当、专业人员缺乏或协调不灵等问

题，提出相应的要求。如1984财政年度，巴西

借用贷款时，就接受了关于加强计划和决策的

条件。同年，世行给塞拉利昂的部门调整贷款，
内容之一就是要帮助塞拉利昂合并农业部门的

各个行政管理单位，解决人员超编，机构重叠

等问题。
部门调整贷款在帮助借款国解决部门的经

济调整困难时，会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

在执行时也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其主要表现

为：1 、价格放开太快，引起物价上涨。出现

这种情况，如不及时采取控制措施，就可能影

响到社会和政治的安定。2 、取消价格补贴等

措施，直接降低社会较穷人员的收入，结果是

加剧了贫困，从而也就谈不上这类贷款的最初

和根本目的——消除贫困。世行有关这类贷款

的文件表明，由于借款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条件各异，他们所蒙受 的 副 作 用的程度也不

同。但世行认为，只要借款国坚持下去，闯过

过渡阶段，他们就会到达光辉的彼岸，走上稳

定发展的道路。使用这类贷款的国家，虽然也

都认为调整确有必要，但都认为一定要把握住

调整的速度，控制调 整 的 范 围。贷款实践证

明：调整必须适合国情，否则事倍功半，甚至

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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