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年危机后多边开发银行在亚洲和新兴国家中的角色

摘要：2018年恰逢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但发达国家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尚

未完全复苏。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发展需要以及私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在基础设施方面

的巨大缺口，都为新多边开发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此后本文梳理了国家经济发展的

成功模式，以及为新多边开发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建议与未来发展蓝图。

一、关于 2018 年金融危机

2018年恰逢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然而全球最强大、最先进的经济体美国，

尚未完全复苏。这同样也是欧元区、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所处的境况。但金砖国家等

新兴国家却通过改善制度和治理方式，有效缓解经济风险，为自身经济增长赢得巨大空

间。

二、关于新多边开发银行的角色和机会

多边开发银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由发达国家创办且目前仍由发达国家推动的

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另一类则是主要由发展中国家设立和推动的多边开发银行。它旨在

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实现，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理念和观察作为其核心指

导方针，且更愿意利用这些实践知识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其政策目标。

三、私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缺口和局限性

未来 20年，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占全球 GDP的比重上升，全球投资缺口迅速扩大；

但自 08 年危机以来，全球债务增长速度迅速加快，私人和机构投资者无法满足全球具

大的投资需求，而新多边开发银行等发展融资机构应继续发挥其作为基础设施融资主要

提供者的重要作用。

四、关于成功的赶超模式

历史经验表明，要实现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工业化是最有效的策略。而为了实

现工业化，必须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支持工业化进程的必要结构，并创造足够多的

就业机会。中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成功过渡到全球最具活力的中心之一，

依靠着是自身务实的发展战略，良好的治理和制度建设，以及拥有一个积极有力的发展

型政府。

五、关于一体化连通型智能基础设施

在物联网领域，当前经济社会制度和活动的快速数字化为基础设施的更高效运行提



供了一次特别的机会。在基础设施系统中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具有巨大潜力，不容忽

视。因此，要利用物联网的传播应用先进信息技术来构建一体化连通型智能基础设施，

推动新一代基础设施和融资工具的发展。

六、发展融资机构积极行动蓝图

为了提高基础设施项目的吸引力、缓解项目风险，发展融资机构应协助政府，开发

大量成熟且结构良好的项目，并寻求缓解项目的实质性风险，确保基础设施项目的可行

性。要通过固定的合同条款尽量降低这类风险，同时应明确规定项目的重新平衡流程。

最后，必须强调发展融资机构在资助国家网络系统持续扩展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七、前进的道路：共同合作并构建混合型平台

新多边开发银行需要进行互补，还需积极吸引私人资本的参与，促进私人资本的发

展。对此，本报告建议发展导向型机构之间构建混合平台。此项倡议由新多边开发银行

主导，还应包括机构合作伙伴，如大学、智库、私募或公共基金以及著名的投资银行。

应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机构和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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