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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12年7月11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世界银行合作在沪举办了题为“应对国际发展合作新挑战及新兴经济体

作用”的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来自中国智库和政府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印度、韩国及世界银行代表。这是首次

在中国举行类似性质的研讨会。研讨会的目的在于就国际发展合作的长期趋势、新兴经济体及世界银行在其中的作

用等问题交换观点。 

  总体而言，与会者在研讨会讨论的诸多问题上具有共识，包括在一些从不同角度乍看起来意见不一的领域也是

如此。与会者评论了过去20年来全球经济与国际发展合作的显著变化，包括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增长——中国创造了

人类历史上速度最快的减贫纪录——以及新兴经济体在低收入国家贸易和发展融资中作用的不断上升。以慈善为目

的的私人发展援助亦明显增加。 

  新兴经济体视自己为发展伙伴而非传统意义上界定的“援助国”。若干与会者指出，新兴经济体是在南南合作

框架下贡献新的资源及其自身的发展经验，而南南合作具有的巨大发展潜力，尚待更充分地加以挖掘。一些与会者

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对诸如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其国家政策中的不干涉原则在其对外发展合作的路径选择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其他一些国家的发展合作往往附加一定的条件。讨论中另有人指出，诸如非洲与中国之间

存在的历史联系亦是影响新兴经济体发展合作的因素之一。 

  贫穷国家一直面临巨大的融资缺口，在基础设施领域尤其如此。几位与会者强调持续对贫穷国家实施援助的重

要性。发展伙伴日益多元化，为援助接受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是同时，发展合作的碎片化问题损害援助的有效

性，亦是研讨会着重强调的一个议题。每个受援国平均要与30个援助机构打交道，管理难度大增，是当前发展体系

有效性面临的巨大挑战。旧机制的改革推进不易，新机制的创设难以避免，最终而言，更好的援助协调得在援助接

受国国家层面进行。在此背景下，与会者强调有必要重点关注国家的自主性、知识分享、伙伴关系以及援助有效

性。该议程的核心问题是加强援助接受国管理其自身发展规划的能力，在其国家层面推动援助方协调，这是相对于

援助方推动的援助协调而言的。 

  在讨论发展援助背后的驱动因素时，与会者指出传统与新兴援助国之间实际上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会议提及的

一些因素包括围绕减贫目标的安全、经济利益及促进团结考虑等，其最终将带来市场的扩张和全球经济增长。有与

会者指出，韩国公众将对外援助视为对其过去作为援助接受者所得到支持的一种回报。这些因素及其影响阶段对于

援助国决定是采用双边还是多边方式实施援助具有一定的作用。在一国对外援助的早期阶段，援助国（包括传统援

助国）倾向于首先对邻国实施双边援助，背后的主要考虑是安全利益，其后向其他地区和国家扩展，同时考虑更多

的政策目标和援助渠道。同样，在其早期阶段，援助国往往缺乏对多边援助的系统政策。并且，发展合作的制度框

架往往涉及若干机构——这是传统援助国及中国均具有的共同特征——亦可能为双边和多边援助政策的内部协调带

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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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双边与多边的关系，一位与会者进一步指出，二者之间不是A“或”B的关系，而是A“与”B的关系。多边

渠道亦是实现国家战略的手段。历史来看，多边与双边援助保持三七开的自然平衡。近几年来，援助国委托世行等

多边机构管理的信托基金增加，实质是以多边形式实现双边目的。 

  几位与会者指出，中国与世行的合作绵延30多年，相互间建立了成功的伙伴关系。该伙伴关系与时俱进，反映

了中国与世界银行自身的巨大变化。中国的身份已实现质的蜕变，由国际发展协会（IDA，世行下设的最贫困国家基

金）的资源接受国发展成为捐款国之一。2010年世行投票权改革方案生效后，中国成为世行第三大股东国。若干与

会者强调，中国与世行伙伴关系的根基不仅仅在于资金合作，还在于理念的分享。展望未来，中国与世行应继续携

手共进，进一步夯实这一基础。 

  但是，中国与世行进一步合作仍面临如下制约：价值理念与治理结构方面，世行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中国

更积极参与面临的信任与激励缺口尚待弥合；历史方面，中国对其被殖民经历记忆犹新，不愿被外界视为居高临下

的捐款国；能力方面，中国刚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发展尚有巨大的资金需求，短期内难以成为世行的主

要捐款国；制度方面，中国缺乏统一的多边发展机构协调窗口，世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由财政部主管，而其他地区发

展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相互间存在不同的政策目标和重点。 

  正如一些与会者指出的，鉴于其减贫使命及成员国的全球性，世界银行应成为一个“全球合作的平台”，帮助

所有发展伙伴加强在全球及国家层面的相互协调。为在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保持其相关性，世行应顺应变化，不断

进行自我调适，包括为新兴经济体提供更多的发言权。作为一个知识机构，世界银行还应加大努力，通过IDA等平台

为其成员间的南南知识共享提供便利。此外，世行可在多边层次积极与新兴经济体进行沟通，帮助其顺利实现经济

和社会转型。金砖国家拟成立多边发展银行，可集聚资金加强南南合作，但应再三考虑其设立特色、影响及风险成

本等。但世行可在知识、经验等方面提供支持，如关于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可持续性评估、移民安置等。 

  最后，与会者一致认为，此类对话应该继续开展下去。该性质的研讨会为相互间的公开讨论创造了一个良好的

平台，有助于彼此在特定议题上更好地理解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最终为推进未来合作找到共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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