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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发银行高质量发展路径探析 
张磊

新开发银行 （New Development Bank，

NDB）是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标志性

成果，由金砖国家即巴西、俄罗斯、印

度、中国和南非共同创立，并于 2015

年 7 月正式开业运营，法定资本 1000

亿美元，其中金砖国家作为创始成员

国初始认缴 500 亿美元、实缴 100 亿

美元，五国平分股权和投票权，并列

最大股东国。其宗旨是动员资金支持

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EMDC）的基础设施和可持

续发展。成立八年来，NDB 作为现有

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为

支持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 EMDC 经济

社会发展、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2022 年，NDB 第七届理

事会年会上，理事会批准了新开发银

行第二个五年总体战略（2022—2026

年），为 NDB 做大做强提供了重要指

引，建议 NDB 坚守初心使命，加快业

务创新，强化内部治理，努力实现高

质量发展，不断推动国际经济治理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NDB业务运营取得积极进展

一是贷款业务快速发展。截至目

前，NDB 累计批准贷款项目 99 个，总

额超过 340 亿美元，远高于传统多边

开发银行创业初期同期规模，覆盖交

通、清洁能源、环境保护、社会基础

设施、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中国贷

款项目 24 个，总额 91.61 亿美元，占

比约 26.89%，印度、巴西、南非、俄罗

斯项目占比分别为 23.05%、19.64%、

16.35% 和 14.38%。

二 是 拥 有 较 高 国 际 信 用 评 级。

2018 年，NDB 获得惠誉、标普的 AA+

评级，2019 年获得欧盟认可的日本评

级机构的 AAA 评级，均显著优于金砖

国家自身评级。受乌克兰危机影响，

2022 年 7 月，惠 誉 下 调 NDB 评 级 至

AA，评级展望负面，2023 年将评级展

望恢复为稳定。2023 年 2 月，标普维

持 NDB 的 AA+ 评级，展望稳定。

三是市场融资持续创新。深化与

成员国资本市场合作，不断提升本币

融资比例，探索绿色债券等新型融资

工具。在美元等硬通货融资受阻情况

下，更加倚重本币特别是人民币融资，

累计在华发行 415 亿元熊猫债，在缓

解流动性压力的同时，也丰富了融资

来 源。此 外，分 别 在 南 非、俄 罗 斯、

印 度 获 得 100 亿 兰 特、1000 亿 卢 布、

2500 亿卢比发债额度。

四是机构建设不断加强。目前，

NDB“总部 + 区域办公室”的全球业务

布局初步形成，员工总数超过 220 人。

2021 年 11 月，NDB 总 部 正 式 入 驻 上

海。非洲区域中心（南非）、美洲区域

办公室（巴西）、欧亚区域中心（俄罗

斯）、印度区域办公室先后开业运营。

五是扩员工作稳步推进。2020 年

3 月，扩员工作正式启动。2021 年下半

年，阿联酋、孟加拉国、埃及、乌拉圭

加入 NDB，首批扩员顺利完成，NDB

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在此基础上，

NDB 稳步推进后续扩员工作，广泛接

触潜在成员国，拟定新一批扩员备选

国家名单。

六是新总体战略启动实施。NDB

正在稳步推进实施第二个五年总体战

略，今后一段时期，将在尊重 EMDC

本国发展路径和优先重点的前提下，

聚焦资金动员、发展效益和机构建设

三大重点领域，为 EMDC 发展提供更

多解决方案，支持提升 EMDC 在全球

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推动NDB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和建议

（一）坚持创新发展，探索多边发

展合作新路径。一是融资创新。加快

融资模式和融资工具创新，主动构建

多元化融资体系和政策框架，扩大绿

色债券、气候债券、社会发展债券等

主题债券发行规模，积极引导市场投

资者参与成员国可持续发展项目。深

化与 EMDC 资本市场合作，提高在岸

和离岸本币融资规模。加强与成员国

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沟通协

调，最大限度降低 NDB 本币债的风险

权重。加强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商

业银行的联合融资，到 2026 年将联合

融资在贷款总额中占比提升至 20%。

二是投资创新。扩大使用担保、股权、

银团贷款、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金

融工具，探索通过资产证券化、主权

贷款敞口互换释放贷款空间，利用技

术援助赠款降低项目开发风险，撬动

更多公共和私营部门资本，到2026年，

非主权业务在贷款总额中占比不低于

30%。在项目投资中扩大本币使用，降

经济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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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员国用款风险和用款成本，力争

将本币贷款占比提升至 30%。三是业

务创新。提高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的

理论研究和项目开发能力，支持成员

国把握好大数据、物联网、5G、人工智

能蓬勃发展带来的机遇，加速科技成

果转化，推动现代产业发展，为统筹

经济发展和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二）坚持协调发展，全面提升

发展效益和有效性。一是强化内部治

理。保持精简、灵活的组织架构，主

动识别机构发展中不协调、不可持续

的突出问题，切实采取有针对性的改

革措施，完善制度政策，优化机构设

置和业务流程，破除阻碍跨部门协作

的制度障碍，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和机

构效能。完善员工绩效评价体系，形

成良性竞争激励机制，构建专业、多

元、包容、高效的机构文化，营造积极

向上的干事创业氛围。建立第二个五

年总体战略实施管理框架，围绕重点

领域设置一系列跨部门、跨领域的具

体指标，并通过日常监督和定期评估，

推动战略全面落地见效。二是推动战

略对接。优化国别体系，兼顾成员国

个体需求和总体发展影响。充分尊重

成员国的发展主导权，结合成员国优

先发展重点，制定和完善国别合作伙

伴战略，合理配置自身资金和知识资

源，全面提升发展合作有效性。更好

发挥南南合作平台作用，加强第二个

五年总体战略与成员国发展战略、成

员国之间发展战略的对接，充分发挥

各国比较优势，凝聚发展合力，推动

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三是加强风险管理。全面梳理政策制

度、财务模型、投资工具等存在的短

板和漏洞，提高风险前瞻性评估水平，

及时采取完善改进措施，确保权益资

产比率、贷款集中度、首要流动性比

率等关键指标处于良性区间，努力将

信用评级保持在较高水平，以获得稳

定、可持续和低成本的市场融资。

（三）坚持绿色发展，突出新机构

特色优势。一是落实气候承诺。支持

成员国落实《巴黎协定》承诺，有效

实施国家自主贡献有关活动，提高气

候和自然灾害风险应对能力，加快绿

色低碳转型。扩大绿色债券等主题债

券发行规模，加大对清洁和可再生能

源、生态环保、可持续交通、数字基础

设施等领域的融资支持，努力实现到

2026 年将气候相关贷款资金占比提升

至 40% 的目标。二是深化国际合作。

积极参与联合国、多边开发银行等发

起的绿色发展倡议，提升 EMDC 在气

候与环境国际合作中的话语权和影响

力，推动发达国家履行义务，打造公

正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

系。深入开展气候投融资合作，多渠

道为 EMDC 动员更多绿色发展资金，

促进低碳减排、能效提升等创新技术

的应用与推广，打造绿色可持续的产

业链供应链。

（四）坚持开放发展，持续增强国

际影响力。一是在顺利完成首批扩员

基础上，持续推进后续扩员，扩大“朋

友圈”，降低贷款集中度风险，提高信

用评级，降低融资成本。扩员对象兼

顾经济实力强的大型经济体和亟需发

展支持的中小发展中国家，同步增强

NDB 的资金实力和国际公信力。主动

加强与潜在新成员的沟通互动，增进

各方对 NDB 机构理念和发展战略的

认同感，为推进区域合作和跨区域贸

易创造条件。巩固和加强作为重要南

南合作平台的作用，提升 NDB 在国际

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二是结

合机构发展需要，科学规划组织架构，

加强人才储备。广泛借鉴国际先进经

验，完善人事管理政策和招聘流程，

加快培育公平、开放、多元、包容的机

构文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金砖

国家合作与国际发展事业，为 NDB 长

期稳健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扩大选才

用才范围，可突破成员国国籍限制招

聘亟需优秀人才，特别是数字经济等

新兴领域的专才，不断提升自身竞争

优势。

（五）坚持共享发展，凝聚和深

化发展合作共识。一是支持成员国机

构和人员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其参与

国际发展合作的意愿和能力，促进发

展理念创新与经验分享。管好用好

NDB 项目准备基金，完善项目前期设

计，融入更多创新理念，提升项目质

量、发展影响和可持续性。充分调动

和发挥上海总部以及区域中心（办公

室）的作用，形成主次分明、优势互

补的业务格局，提升 NDB 整体发展效

益。二是主动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的

知识合作，学习吸收先进发展理念和

项目经验，不断完善自身政策体系和

项目规划，提升发展效益和影响力。

同时，发挥好 EMDC 代言人作用，结

合 EMDC 需求推动国际发展体系改

革，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可持续性的发

展援助支持。三是系统性开展国际发

展合作理论培训和项目案例教学，帮

助员工端正和深化对国际发展事业的

认知，强化使命感责任感和服务意识，

提升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四是持续

推动业务数字化转型，打造新型发展

生态系统，促进跨部门以及 NDB 与成

员国间的沟通协作。畅通项目全生命

周期和决策过程信息流，提升信息安

全和用户体验。强化研究能力和知识

传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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