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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计划未能与实现繁荣所需的综合

经济改革挂钩 
 

2018年 9月 26日，日内瓦 － 贸发会议发布的 2018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权力、平台与自由贸易之

谬》指出，基础设施投资不一定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繁荣。 

 

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已重新提上日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加大了投资，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等若干国际倡议也把基础设施放在了中心位置，但该报告指出，这种努力

可能无助于各国推动亟需的工业化和结构转型。 

 

贸发会议在报告中分析了 40 多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发展计划，研究了上述脱节的程

度。分析表明，这些国家过于注重基础设施的商机，却不够重视基础设施与结构转型的联系。 

 

贸发会议秘书长穆希萨·基图伊说：“基础设施并不仅仅是砖块和砂浆，而是通往未来的桥梁。” 

 

基础设施支出会让人想起公路、港口和学校等传统的公益物，但政策辩论却时常贬低公共部门而称

赞私人资本及融资手段的作用，这些融资手段往往并不透明。贸发会议的报告指出，这种言论与以

往的理念相去甚远，从 18 世纪的英国到 21 世纪的中国，以往的理念都将基础设施视为成功工业化

浪潮的核心基石。 

 

如今，项目可融资性之论已导致基础设施与工业化之间的这一重要联系被弃之不顾，此外，将基础

设施重新定义为一种金融资产也给寻租行为打开了大门。 

 

报告指出，讽刺的是，具备可融资性并不能缩小其年度融资需求总额的经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缺

口，根据最近的估计，全球和部门层面的资金缺口达 4.6 万亿至 7.9 万亿美元之间，需要更多的公共

支出。 

 

同样重要的是，注重可融资性的方法回避了关键的问题，即基础设施如何能够推动有助于生产力的

结构转型并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落实迫切需要的经济和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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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报告指出，当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水平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必

须将其翻倍达到约 6%，才有可能产生变革性的影响。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据估计，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为该区域国内生产总值的 6.2%，但实际支

出仅为 3.2%。在非洲，2016-2040 年的预计需求约为该区域国内生产总值的 5.9%，但目前水平仅为

4.3%。据估计，亚洲当前投资需求和 2016-2030 年预计投资需求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5%。 

 

报告呼吁采取更明确的、自下而上的方法来对待基础设施投资，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把基础设施投资

放在核心位置。这需要具备政治雄心、政策实验和规划纪律三者的结合。但报告指出，如果项目旨

在在项目周期内产生收入，把保证投资回报作为唯一目的，则很难实现适度冒险且目光长远的宏

图。 

 

报告承认发展规划有其风险，并以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O·赫希曼关于不平衡增长的框架为基

础，展示了通过排序和实验来在公共基础设施与私人投资之间实现正确平衡，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

和最不发达国家打破各种交织的恶性循环。 

 

报告对 40 多项国家发展计划的分析显示，有 90%的计划提到了基础设施，但没有明确的框架将基础

设施与结构转型和发展的核心挑战紧密联系起来。 

 

虽然这些计划眼界不俗，并且与更广泛的国家战略颇为一致，但细读后发现，这些计划或是展望得

不够全面，或是展望时没有以长远的战略目标为导向，也没有很好地说明发展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挑

战和障碍。 

 

这些计划没有具体说明基础设施发展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支持更广泛的发展战略，特别是支持工业

化和(或)多样化，也没有系统地指明可能需要哪些工具来建议联系，以便帮助引导基础设施投资流

向，促进结构转型带动的增长。 

 

报告指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脱节，部分原因是基础设施规划一味迁就私营部门，还有部分原因是

发展中国家政府不愿意更全面和更综合地看待有关挑战。 

 

报告指出，政策制定者应更加重视规划，使快速的结构转型成为可能。报告还指出，在基础设施与

转型之间建立联系的最佳方法是，明晰地设计基础设施项目并使之成为更广泛的发展战略的一部

分，这种发展战略要认识到并积极推动基础设施、生产力和增长之间的正反馈循环。在积极推动上

述进程以及对技能和机构能力进行投资的过程中，规划的作用不仅有助于确保基础设施能搭建桥

梁，还有助于确保这些桥梁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宏伟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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