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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代顿协议»签署之后援助波黑的经济复苏和重建是国际社会援

助冲突后国家重建的一个典型案例ꎮ 世界银行在波黑经济复苏和重建ꎬ在设计援助

方案、协调关系和动员外部资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世界银行在波黑重建中的

特殊功能及作用ꎬ为后续的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本文梳理世界银行在波黑重建

中的工作进程ꎬ讨论世界银行在波黑重建中的作用并作简要评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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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代顿协议»签署之后ꎬ国际社

会大量参与波黑及巴尔干的战后重建ꎮ 这里所称

的国际社会主要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国际组织和

国家ꎮ 国际组织主要包括:世界银行、北约、欧洲

联盟、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和欧安组织等ꎮ 国家

主要有德国、美国和英国等ꎮ 世界银行参与了波

黑重建的各个阶段ꎬ并在绝大多数领域发挥了特

殊功能ꎮ 正是由于世界银行的积极参与ꎬ不仅为

后续的波黑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ꎬ也
成为国际社会援助冲突后国家重建的一个经典

案例ꎮ

一　 世界银行与早期的波黑重建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之后ꎬ随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

亚两个联邦构成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ꎬ先后在这

两个地方发生了时长不一、程度各异的战争ꎮ 但

最惨烈的战争发生在波黑①ꎮ 波黑战争期间ꎬ联
合国与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组成的

五国联络小组多次试图调停波黑战争ꎮ
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和爆发武装冲突之后ꎬ世

界银行停止向南斯拉夫联邦提供贷款ꎮ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ꎬ世界银行董事会提出 ５ 个新独立国家作为南

斯拉夫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获得世界银行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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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１９ 日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境内塞尔
维亚人抵制的情况下ꎬ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ꎮ 投票结果显
示ꎬ约占人口 ６２ ８％的穆斯林族和克罗地亚族支持独立ꎮ ３ 月 ３
日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议会在塞尔维亚族议员缺席抵制的情
况下宣布独立ꎬ致使民族矛盾激化ꎮ 欧洲共同体承认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独立的当天ꎬ其境内 ５ 个塞尔维亚人自治区宣布联合
成立塞族共和国ꎬ独立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之外ꎬ但依然留
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之内ꎮ 塞尔维亚人的行动立即
招致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府的镇压ꎬ驻扎在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境内的南斯拉夫人民军亦遭到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两族
武装部队的攻击ꎬ武装冲突骤然升级ꎮ 冲突由首都萨拉热窝向外
蔓延ꎬ酿成全面内战ꎮ 波黑战争(１９９２ 年 ４ 月 ~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大陆发生的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ꎮ 战
争中ꎬ交战三方(波黑穆族、克罗地亚族和塞尔维亚族人)共动用
近２ ０００门大炮、６００ 辆坦克、６００ 辆装甲车以及一些战斗机等ꎬ
２７ ８ 万人死亡ꎬ２００ 多万人沦为难民(波黑全国人口 ４３０ 万)ꎻ全
国 ８５％以上的经济设施遭到破坏ꎬ直接经济损失 ４５０ 多亿美元ꎮ
有关波黑战争导致的人员伤亡情况的出入较大ꎬ进一步讨论可参
阅“研究与记录中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的调查
报告ꎬＢＢＣꎬＢｏｓｎｉａ ｗａｒ ｄｅａｄ ｆｉｇｕｒｅ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ꎬ２１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７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２ / ｈｉ / ｅｕｒｏｐｅ / ６２２８１５２ ｓｔｍꎬ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
庭( ＩＣＴＹ)人口处的数据ꎬＪａｎ Ｚｗｉｅｒｚｃｈｏｗｓｋｉ ａｎｄ Ｅｗａ ＴａｂｅａｕꎬＴｈｅ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５ Ｗａｒ ｉｎ Ｂｏｓｎｉａ ａｎｄ Ｈｅｒｚｅｇｏｖｉｎａ:Ｃｅｎｓｕｓ － Ｂａｓｅ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 ’ Ｕｎｄｅｒｃｏｕｎｔ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ꎬ ２０１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ｔｙ ｏｒｇ / ｘ / ｆｉｌｅ / Ａｂｏｕｔ / ＯＴＰ / Ｗａｒ＿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 ｅｎ / ｂｉ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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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的条件(包括南斯拉夫联邦时期的债务分配

和偿还债务的可靠计划)ꎮ 在波黑冲突期间ꎬ世
界银行的唯一工作是监督和评估冲突对政治和经

济发展状况的影响ꎮ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ꎬ«华盛顿协议»签署之后①ꎬ国际

社会出现要求世界银行援助波黑的呼声ꎮ 最初ꎬ
世界银行心存疑虑ꎬ因为波黑尚不是世界银行成

员国ꎬ而且波黑欠世界银行债务ꎬ它不能在战争尚

未最终结束就对波黑进行常规放贷②ꎮ 但世界银

行很快转变了看法ꎮ 世行管理层认为ꎬ结束波黑

战争的持久停火协定签署在即ꎬ且国际社会承诺

援助波黑ꎬ世界银行理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ꎮ
世界银行参与波黑重建的第一个工作便是制

定援助波黑的计划ꎮ 为此ꎬ世界银行内设有波斯

尼亚工作组ꎬ就援助问题进行讨论ꎮ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ꎬ世界银行官员同波黑官员在世界

银行驻华沙办事处就援助问题进行首次会晤ꎮ 双方

主要讨论世界银行同波黑政府在即将展开援助方面

的主要合作领域ꎮ 由此ꎬ世界银行与波黑当局建立

起工作联系ꎮ 同年 ６ 月ꎬ世界银行的第二个工作组

奔赴华沙ꎬ开始制定波黑重建及经济复苏框架计划ꎮ
世界银行的工作从评估每个领域的重建需求开始ꎮ
同时ꎬ世界银行也开始协调国际社会重建波黑的研

究和实际工作ꎬ同国际管理集团(ＩＭＧ)、索罗斯基金

会、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建立起协作关系ꎮ 同年夏

天ꎬ世界银行第三个工作组在波兰华沙同波黑官员

就波黑境内各部门的优先重建项目进行讨论ꎮ
１９９５ 年１０ 月和１１ 月ꎬ世界银行领导的联合工作

小组两次赴波黑进行实地调研ꎮ 联合工作小组成员

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委员会、欧洲复兴与开

发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代表ꎬ以及世界银行各主

要部门的工作人员ꎮ 联合工作小组审议波黑在近期

需要进行的重建优先项目ꎬ敲定经济复苏战略ꎮ
为落实和管理重建援助项目ꎬ１９９６ 年 １ 月ꎬ

世界银行成立波黑常驻使团ꎮ 常驻使团的人员在

随后的一年中不断增加ꎬ以便每个重建领域和项

目都有专职人员和项目经理ꎮ
在重建项目实施过程中ꎬ世界银行制定了一

个双轨援助战略ꎮ 第一轨ꎬ在国际社会大规模援

助开始之前ꎬ紧急启动对国计民生有重要意义的

项目重建ꎻ第二轨ꎬ从清理波黑欠世界银行和成员

国的债务开始ꎬ实现波黑同国际社会金融关系正

常化ꎬ制定和执行中期全面援助战略ꎬ以帮助波黑

实施制度改革计划ꎮ
为使第一批项目能够及时启动ꎬ并填补融资缺

口ꎬ世界银行专门成立波黑信托基金ꎬ金额为 １ ５
亿美元ꎮ 其中的 １ ２５ 亿美元以类似世界银行开发

援助的减让方式提供ꎬ另外２ ５００ 万美元为赠款③ꎮ
与此同时ꎬ荷兰政府成立了一个信托基金ꎬ为试点

项目和第一批项目的准备提供１ ０００多万美元④ꎮ
１９９６ 年上半年ꎬ世界银行董事会讨论援助波黑的

最初 ７ 个项目ꎬ并决定由波黑信托基金提供资助ꎮ
世界银行在努力落实紧急援助项目的同时ꎬ

还和波黑当局谈判清理债务及如何获得世界银行

成员国资格问题ꎮ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ꎬ谈判工作小组将

清理波黑债务问题、波黑加入世界银行问题以及

财政援助波黑的战略一揽子呈送给世界银行董事

会ꎮ 在此之前ꎬ世界银行、波黑当局和波黑各实体

当局关于波黑债务问题已经谈判近 １ 年时间ꎮ 以

往的债务清理模式是:由捐助国资本、自有资本和

其他非银行类融资三者结合来偿还债务ꎮ 但由于

波黑刚经历严重的战乱ꎬ根本没有自有资本ꎬ因
此ꎬ这种债务清理方式对波黑行不通ꎮ 为此ꎬ世界

银行管理层寻找到一种既援助波黑ꎬ同时又保护银

行的融资方法ꎬ即允许波黑运用尽可能多的减让融

资来清理其欠债ꎬ并在短期到中期内减少其偿债规

模ꎬ同时确保该计划不涉及国际清算银行的债务免

除和宽限来保护世界银行ꎮ 根据这一设想ꎬ世界银

行与波黑签署新的偿债协议ꎬ波黑将在 ３０ 年内偿

付所欠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债务(包括 ５ 年的宽限

期)ꎮ 实际上ꎬ波黑从 ２００２ 年起才开始逐渐偿还欠

国际金融公司债务的本金部分(见表 １)ꎮ
随着债务重组以及满足获得世界银行成员国

资格的条件ꎬ波黑自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１ 日起正式成为

世界银行成员国ꎮ 与此同时ꎬ国际社会开始大规

模推动波黑重建项目ꎮ 首先推出的是 １６ 个“紧
急”项目(见表 ２)ꎮ 无论是通过波黑信托基金还

是由联合国国际开发署进行融资ꎬ这些项目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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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冲突爆发到«代顿协议»签署ꎬ波黑累计欠世界银行债
务 ４ 亿美元ꎮ 这对百废待兴、而且需要融资进行重建的波黑而言
是一个沉重的负担ꎮ

Ａｌｃｉｒａ Ｋｒｅｉｍｅｒꎬ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ｕｓｃａｔꎬ Ａｎｎ Ｅｌｗａｎꎬ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Ａｒｎｏｌｄ:Ｂｏｓｎｉａ ａｎｄ Ｈｅｒｚｅｇｏｖｉｎａ Ｐｏｓｔ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２０００ꎬ ｈｔｔｐ: / / ｉｅｇ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ｂｏｓｎｉａ ＿
ｐｏｓ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ｄｆ

荷兰政府还为紧急复兴计划提供了３ １２ 亿美元的共同融资ꎮ



准程序和采购程序都被简化ꎮ

表 １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３ 年波黑偿还国际金融

公司债务本金和利息一览表

(单位:万美元)

财年 偿还本金 利息 总额

１９９７ ０ ３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１９９８ ０ ３ ５５０ ３ ５５０

１９９９ ０ ３ ４９０ ３ ４９０
２０００ ０ ３ ２６０ ３ ２６０
２００１ ０ ３ ３４０ ３ ３４０
２００２ １ ６７０ ２ ６２０ ４ ２９０
２００３ ２ ３８０ １ ８８０ ４ ２６０
总额 ４ ０５０ ２１ １４０ ２５ １９０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ꎮ

表 ２　 援助波黑紧急项目一览表

项目 数量 资金来源 批准日期

紧急重建计划

该项目旨在提供迅速的资源注入ꎬ以便产生最大效应ꎬ
它为关键性的农业、电力、交通设备的进口提供资金ꎬ为
中小企业提供信贷ꎻ支持关键性的政府制度建设ꎻ提供
紧急社会基金ꎬ以便为 １９９６ 年期间最贫穷的家庭提供基
本的现金支持①ꎮ 它动员了大量捐助国资源ꎬ在总额 １ ６
亿美元中ꎬ４ ５００万美元来自世界银行信托基金ꎬ其余来
自加拿大、欧盟、卢森堡、荷兰、瑞士和英国ꎮ

波黑信托基金
４ ５００万美元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紧急交通重建

该项目旨在克服最严重的交通瓶颈ꎬ包括修建和修复大
约 １８０ 公里道路、隧道和塌方ꎬ２１ 座桥梁ꎻ开启铁路服
务ꎬ支持重开城市交通(主要在萨拉热窝)ꎬ准备设计从
萨拉热窝到格拉日代的新道路(«代顿协定»要求)ꎻ提供
价值 ３００ 万美元的燃油ꎬ在交通项目施工地点清理地雷ꎮ
在该项目中ꎬ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提供资金ꎬ使萨拉热
窝机场重启民用航空服务ꎮ

波黑信托基金
３ ５００万美元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紧急农场重建

该项目旨在帮助快速恢复农业生产、改善食品安全和创
造就业ꎮ 为遭受战争破坏的农场进口农业生产必需品
(包括电动耕田机、拖拉机、收割机、牛、羊)ꎮ 该项目也
支持加强卫生服务和为项目提供设备ꎮ

波黑信托基金
２ ０００万美元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水、卫生和固态垃圾处理

项目旨在恢复饮用水、卫生和固体垃圾清理服务ꎬ提供
管道水、网状系统以减少优先地区的公共卫生风险ꎻ支
持开发长期部门战略和制定详细的解决方案ꎻ重建和加
强部门制度以便可持续运行ꎮ 为联邦层面的紧急工程
提供设备和材料ꎮ

波黑信托基金
２ ０００ 万美元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紧急地区供热恢复
项目通过改造地区供热系统和房屋内的分配系统为恢
复萨拉热窝的供热提供支持ꎻ为班加卢卡和塞族共和国
的工程调研提供资金支持ꎮ

波黑信托基金
２ ０００万美元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紧急教育重建

项目支持恢复教室条件(特别是小学)ꎬ以便能够进行有
效的教学ꎮ 在支持联邦、省和市三级政府建立执行能
力ꎮ 项目包括:恢复小学ꎻ提供课本和教育所需材料ꎻ提
供技术支持、培训ꎬ以及能力建立和执行建设所需的设
备ꎻ也包括在塞族共和国中项目准备和优先项目ꎮ

波黑信托基金和
国际开发援助
１ ０００万美元

１９９６ 年 ５ ~ ６ 月

战争受害者的康复

项目为受战争影响的残疾人提供医疗服务ꎮ 该项目包
括:(１)支持社区为基础的医疗康复ꎬ通过提供设施、技
术支持、培训、基本药物和为医治大脑损伤和心理康复
提供物理和职业治疗提供支持ꎻ(２)整形产品ꎻ(３)整形
和再造外科以及援助项目运行ꎮ

波黑信托基金和
国际开援助会
１ ０００ 万美元

１９９６ 年 ６ ~ ８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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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紧急重建项目提供建立和实施紧急社会基金的成本ꎬ而捐助国提供现实的资金支付ꎮ



紧急复员和重新一体化

项目旨在为复员军人、重返家园的难民、无家可归人员
和其他受战争影响人员安排生产性工作ꎮ 项目为重建
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提供计算机硬件和软件ꎻ支持咨询
和就业服务ꎻ为大约 ３ ２ 万人进行就业培训ꎮ

国际开发援助
７５０ 万美元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紧急电站重建

项目旨在恢复主要城市和全国关键性工业生产的电力
供应ꎬ增加煤炭生产以满足热电厂发电所需燃料ꎬ加强
电力公司的制度建设ꎬ支持对电力和煤炭部门进行改
造ꎮ 同欧盟和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共同开发和融资ꎬ在
双边基础上同其他捐助国共同融资ꎮ

国际开发援助
３ ５６０万美元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紧急房屋修理
项目旨在支持政府进行紧急房屋修缮ꎬ特别是恢复公共
领域和公共部门房屋的防风雨ꎬ以防止房屋状况进一步
恶化ꎮ 计划修缮 ２ 万间房屋ꎮ

国际开发援助
１ ５００万美元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紧急排雷
项目旨在解决清理地雷计划的 ４ 个优先任务:建立制度
结构ꎻ就清理地雷事宜发布安民告示ꎻ增强清理地雷能
力ꎻ紧急清理地雷以便重建和恢复基本公共服务ꎮ

国际开发援助
７５０ 万美元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紧急公共工程和就业
项目为公共领域中劳动密集型子项目(金额低于 １０ 万
美元)融资ꎬ每个项目为期 ２ 年ꎻ利用就业和培训基金
会ꎬ在联邦和塞族共和国设立和执行公共项目ꎮ

国际开发援助
１ ０００ 万美元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转型援助信贷

项目旨在为财政和支付平衡提供快速拨付ꎬ支持建立可
发挥功能的联邦机构ꎬ以取代战争中形成的平行结构ꎮ
项目支持形成和执行统一的联邦预算和政府间财政政
策(包括养老金和医疗)ꎮ 主要目标是支持制定企业和
银行业改革战略ꎬ为稍后进行快速私有化奠定基础ꎬ设
计清算机制以处理国债ꎮ

国际开发援助
９ ０００万美元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基本医疗服务
项目旨在在二级城市加强优先医疗服务ꎬ支持卫生融资的
启动步骤:(１)恢复和重建医院设施ꎻ(２)提供优先医疗设
备ꎻ(３)提高临床技能ꎻ(４)支持启动卫生融资改革ꎮ

国际开发援助
１ ５００万美元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紧急工业重启

项目旨在支持投资担保局①ꎮ 该机构的目标是ꎬ吸引外
国私人融资以重启生产ꎮ 其市场部通过提供信息支持
建立(或再建立)合资企业中本地和外国公司之间联系
和投资关系ꎮ

国际开发援助
１ ０００ 万美元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地方倡议

项目主要为微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ꎮ 本地机构和非政
府组织根据项目签约ꎬ向自我就业和微型企业提供财政
和非财政支持ꎮ 目标人群是因战争成为寡妇、鳏夫的人
员ꎬ残疾士兵和难民ꎮ 每个项目的资金支持最高为７ ５００
美元ꎮ

国际开发援助
７００ 万美元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这些紧急项目连同其他捐助国选择的项目

(交通运输、电信)ꎬ都旨在解决主要基础设施和

社会部门的当务之急ꎮ 这些项目也关注创造就

业、帮助受战争影响最严重的人群以及支持制度

建立和发展ꎮ 第一批项目只针对联邦重建和经济

复苏需求ꎬ但后来的项目也包括波黑塞族共

和国②ꎮ
为使每个项目顺利实施ꎬ国际社会要求每一

个项目建立一个执行单位 (ＰＩＵ)ꎬ由波黑负责并

提供人员ꎮ 执行单位分为二级ꎬ在波黑联邦和塞

①　 波黑政府建立的独立公司ꎬ为政治风险进行担保ꎮ Ｊｏｈｎ
ＢｒａｙꎬＭＩＧ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Ｂｏｓｎｉａ ａｎｄ Ｈｅｒｚｅｇｏｖｉｎａ ꎬ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ꎬＮｏ
１３ꎬＪｕｎｅ ２００４ꎬｈｔｔｐ: / / ｓｉｔ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ＴＣＰＲ / ２１４５７８ －
１１１１９９６ ０３６６７９ / ２０４８２４４２ / ＷＰ１３＿Ｗｅｂ ｐｄｆ

②　 例如ꎬ贷款文件中隐含的条件规定ꎬ在将波黑塞族共和国

同联邦政府签署补充协定之后才能分配贷款资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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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共和国各建立一个项目执行单位ꎮ 项目执行单

位在建立地方行政能力和推动政府主导项目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①ꎮ
整体而言ꎬ初期的紧急项目执行得十分成功ꎮ

捐助国、受益方(波黑各级政府)都广泛表示认

同ꎮ 早期的项目执行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资金

拨款快ꎬ项目效果达到受益方的预期ꎬ某些部门的

项目实施有助于塞族共和国和穆克联邦两个政治

实体在技术水平上联系ꎬ引入非政府组织对项目

进行管理ꎬ小微企业利用小额贷款获得高回报率ꎬ
以及以较低成本创造就业机会②ꎮ 在农业领域ꎬ
向农户提供受孕牲畜来快速恢复和发展畜牧业获

得巨大成功ꎮ
同时ꎬ世界银行也开始关注波黑向市场经济

转型问题ꎮ 世界银行对转型的援助主要集中在企

业和银行领域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方面ꎮ

二　 世界银行在援助协调中的作用

在«代顿协定»签署之前ꎬ世界银行已开始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共体 /欧盟和其他双边、多
边机构密切接触ꎬ讨论波黑重建问题③ꎮ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ꎬ在世界银行的协调下ꎬ在华盛顿召开国际会

议ꎬ讨论波黑最初的重建和经济复苏工作ꎬ世界银

行同欧共体在援助波黑问题上达成共识ꎬ形成了

“国际团结”和“风险共担”的援助模式ꎮ
世界银行是组织国际社会对波黑进行战后重

建的主要角色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ꎬ时任世界银行行

长沃尔芬森参加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和平执行会议

时强调ꎬ国际社会需要迅速行动ꎬ支持波黑的经济

复苏ꎮ 同年 １２ 月ꎬ由世界银行主持的第一次捐助

国大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ꎬ与会者认捐

约 ６ 亿美元ꎮ ４ 个月后ꎬ第二次捐助国大会召开ꎬ
又募集到 １２ ３ 亿美元④ꎮ

捐助国会议动员近 ６０ 个国家支持波黑重建ꎬ
使波黑能够在 １９９６ 年开始大规模重建ꎮ 波黑之

外的人们认为ꎬ捐助国会议带来的利益包括ꎬ建立

援助的结构框架ꎬ确认优先领域以及共享信息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了援助波黑国

际研讨会ꎬ讨论当年在波黑的重建优先领域ꎬ以及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年期间的需求ꎮ 世界银行提出了捐

资援助的 ４ 个优先领域:基础设施建设ꎬ难民重返

家园ꎬ共同体支持项目ꎬ通过社会领域和私营领域

创造就业ꎬ改革金融领域ꎬ并强调可持续性ꎮ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２３ ~ ２４ 日ꎬ在布鲁塞尔召开捐款人大会ꎬ
来自 ４０ 个国家和 ３０ 个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ꎬ大
会募集资金 １１ 亿美元ꎮ 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难

民重返家园ꎬ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发展ꎬ基础设施的

建设ꎬ公共安全和社会领域(教育和医疗)的重建

和发展等 ６ 个领域⑤ꎮ
在援助波黑重建工作中ꎬ世界银行充分扮演

调解人角色ꎬ并与欧盟共同充当所有项目的领衔

捐助人ꎮ 联合国的诸多机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ꎬ
以及双边捐助国是参与波黑重建的重要伙伴ꎮ

在 １６ 个紧急援助项目中ꎬ电力、煤炭、服务、
交通、水和垃圾处理由美国国际管理集团( ＩＭＧ)
主持ꎻ工业和天然气、地区供热由美国国际开发署

和海外开发协会(ＯＤＡ)主持ꎻ就业与培训由国际

劳工组织主持ꎻ教育、科学和文化活动由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主持ꎬ卫生和社会安全由世界卫生组织

主持ꎬ排雷由联合国驻波黑使团(ＵＮＭＢｉＨ)主持ꎮ
世界银行仅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制定经济政

策ꎮ 所有领域的特别行动都受经济特别行动小组

(ＥＴＦ)的指导ꎬ由高级代表办公室主持ꎮ 部门特

别行动的成功得益于部门之间的信息分享ꎬ避免

捐助国执行项目之间的交叉重叠ꎮ
总体来说ꎬ世界银行同其他捐助国之间的关

系不错ꎮ 但各项目之间的协调非常困难ꎬ毕竟各

个部门的经验不同⑥ꎬ而且一些捐助国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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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
( ＰＩＵｓ )ꎬ ｈｔｔｐ: / / ｌｎｗｅｂ９０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ｏｅｄ / ｏｅｄｄｏｃｌｉｂ ｎｓｆ / ＤｏｃＵ￣
ＮＩＤＶｉｅｗＦｏｒＪａｖａＳｅａｒｃｈ / ＡＤＦ４Ｂ０ＡＤ４ＡＥ０ＢＢ２５８５２５６９ＢＡ００６Ｅ３４Ｂ４?
ｏｐｅ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试点项目经验是ꎬ维持或创造一个新岗位所需资本为
１３５０ 德国马克ꎮ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Ｂｏｓｎｉａ ａｎｄ Ｈｅｒｚｅｇｏｖｉｎａ:Ｆｒｏｍ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６７１１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 Ｃꎬ１９９７ꎬｈｔｔｐ:/ /
ｗｗｗ － ｗｄ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ＷＤ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 ＷＤＳＰ/
ＩＢ / １９９７ / ０５ / ０１ / ０００００９２６５＿３９７１０３１０９２４２４/ Ｒｅｎｄｅｒｅｄ / ＰＤＦ/ ｍｕｌｔｉ０ｐａｇｅ ｐｄｆ

例如ꎬ１９９５ 年初ꎬ美国国际开发署过渡倡议办公室官员访
问过波黑ꎬ起草了波黑联邦各地政治形势、波黑各省形成情况ꎬ以
及波黑各民族之间合作和参与情况的报告ꎬ为世界银行提供了有
价值的信息ꎮ

Ｗｏｌｆｅｎｓｏｈｎ ｔｏ Ａｓｋ Ｄｏｎ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Ｐｌｅｄｇｅ ＄ １ 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ｉｌｌ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Ｂｏｓｎｉａ Ｊｏｂｓꎬ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ꎬＡｐｒｉｌ １１ꎬ
１９９６ꎬ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１９９６ / ０４ / １１ / ｎｅｗｓ / １１ｉｈｔ － ｐｅａｃｅ ｔ ｈｔｍｌ

Ｌｉｓａ ＭｃＡｄａｍｓꎬ Ｂｏｓｎｉａ: Ｄｏｎｏｒ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ｄꎬ
ＲＦＥ / ＲＬꎬ Ｊｕｌｙ ０９ꎬ １９９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ｆｅｒｌ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０８５９６５ ｈｔｍｌ

例如ꎬ交通信托基金将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ꎬ在其他领
域(如排雷领域)信托基金将分享信息以避免项目重叠ꎮ 但是ꎬ
美国等捐助国都按照自己的优先考虑行事ꎮ



政治动机、目标和执行时间ꎬ甚至独立选择项目ꎬ
确立优先采购方法ꎮ 这一点与以往的国际援助不

同ꎬ也给世界银行的协调工作带来难度ꎮ
在世界银行的协调工作中ꎬ协调与非政府组

织的关系是一项重要内容ꎮ 在波黑重建初期ꎬ中
央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ꎬ他们

之间缺乏沟通ꎮ 波黑政府经常抱怨说ꎬ它对非政

府组织活动的情况不了解ꎮ 非政府组织和地方当

局在援助问题上也互不分享信息ꎮ 例如ꎬ波黑当

局安排的房屋修缮与非政府组织已经开始的房屋

修缮项目相重叠ꎮ 同时ꎬ非政府组织执行的分散

化援助战争受害者的项目也很难与政府设计的项

目相协调ꎮ 世界银行常驻代表经常参加非政府组

织的会议ꎮ 在长期项目上ꎬ世界银行与波黑开放

社会基金会、国际救助委员会和国际志愿机构委

员会(ＩＣＶＡ)一道ꎬ支持波黑非政府组织的合作项

目ꎮ 世界银行也因此被视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

间的有效桥梁ꎮ

三　 世界银行在维持稳定和经济
重建中的作用　 　

　 　 在波黑重建中ꎬ世界银行发挥三方面的领导

作用ꎬ即提出概念、进行协调和融资ꎮ 具体来说:
(１)帮助波黑实现国家重建ꎬ振兴经济ꎬ增加就

业ꎬ帮助难民重返家园并重新安置ꎻ(２)推动波黑

继续进行战前已经开始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ꎻ
(３)支持波黑政府制定经济治理的制度并使之顺

利运行ꎮ 世界银行支持波黑经济复苏和重建还意

味着肩负两个重要职能:第一ꎬ在从社会主义向市

场经济转型的同时ꎬ它要充当创造经济治理机构

的工具ꎻ第二ꎬ通过经济复苏和重建将交战各方凝

聚到一起ꎬ走向和平共处ꎬ甚至实现民族和解ꎮ
在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议会选举、１９９７ 年 １ 月波黑

(联邦)政府建立之前ꎬ波黑没有机构能够设计或

执行整个国家经济复苏的总体纲领ꎮ 和平执行理

事会和波黑当局都承认ꎬ国际经济机构将在和平

协定签署之后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事实上ꎬ世
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欧盟、欧洲复兴开

发银行和其他机构的支持下一直在稳定和复苏波

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①ꎮ
国际社会在帮助波黑实现经济复苏时遇到三

个方面的困难:第一ꎬ«代顿协议»附件四«波黑宪

法»的序言中明确规定ꎬ波黑的经济基于私有制ꎬ
要向市场经济转型②ꎮ 但在经济复苏和重建进程

中ꎬ波黑各党派大都不遵守«代顿协议»的相关条

款而自行其是ꎻ第二ꎬ司法合作差ꎬ经济复苏不同

要素相互分离ꎻ第三ꎬ国家贸易和财政政策与执行

相脱节ꎮ 虽然中央银行是发行货币的唯一权威机

构ꎬ但波黑宪法第 ７ 条第 １ 款规定ꎬ在最初的 ６ 年

里ꎬ中央银行实行“货币局”制度ꎬ防止央行扩大

信贷和创造货币ꎮ 宪法第 ７ 条第 ２ 款规定ꎬ波黑

第一任行长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命ꎬ而且不能

是波黑或邻国公民③ꎮ 这些规定在其他国家都没

有先例ꎮ
在«代顿协议»签订后的一段时期里ꎬ波黑交

战各方的政治分歧阻碍重建顺利进行ꎮ 因为各政

治实体的政治议程各不相同ꎬ波黑宪法要求进行

基本经济立法和建立共同国家机构的进程十分缓

慢ꎮ 各实体的强硬派一直试图阻挠或拖延建立具

有统一功能的国家机构ꎮ 虽然有些地方恢复了一

定规模的贸易ꎬ但通常存在运输风险(车牌体现

注册地)ꎮ 同时ꎬ出于政治而不是技术原因ꎬ两个

实体之间没有直接的电信联系ꎮ
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有时必须充当波黑

重建经济治理的外交助产士ꎮ 他们在工作中经常

遇到这样的情况:同波黑官员在本次会议达成的

协定到下次会议被来自同一个实体的不同官员断

然否定ꎮ 在讨论国家事务时ꎬ尽管两人都来自同

一个实体ꎬ但实体的代表比国家的代表权威性大ꎬ
而且ꎬ波黑各实体的决策者经常以牺牲务实的妥

协(获得援助资金)来争夺政治利益ꎮ 在这种形

势下ꎬ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不得不经常恩威并施ꎬ
要求各政治实体采取必要的共同行动来制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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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ꎬ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便同波黑联邦当
局在波兰华沙会谈ꎬ制定经济复苏战略ꎮ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ꎬ在欧盟的
帮助和国际管理集团的支持下ꎬ世界银行完成了两卷本的重建需
求评估ꎮ 同年 １０ 月ꎬ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第一次到波黑实地考察ꎬ
并同各级官员讨论冲突后经济政策的基本要点ꎮ 在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召开的捐助国第二次会议上ꎬ在欧盟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帮助
下ꎬ世界银行起草了«代顿协议»框架下经济政策管理所需的新
的政策和制度要求ꎮ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Ｂｏｓｎｉａ ａｎｄ
Ｈｅｒｚｅｇｏｖｉｎａ 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Ａ / ５０ / ７９Ｃꎬ Ｓ /
１９９５ / ９９９ꎬ ３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５ꎬ ｈｔｔｐ: / / 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ｅｒ ｕｎ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ｅｒ ｕｎ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ＢＡ＿９５１１２１＿Ｄａｙｔ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ｐｄｆ

Ｉｂｉｄ



策ꎬ遵守承诺并履行责任ꎮ
世界银行在动员外部资源方面发挥了关键性

作用ꎮ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召开的捐助国大会批准了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９ 年间 ５１ 亿美元的重建计划ꎮ 各捐助国

的拨款速度各异ꎬ世界银行的信托基金和国际开发

协会的信贷属于拨款速度最快之列ꎮ 为推动协调

使用捐助国的资金ꎬ坚持项目优先ꎬ世界银行设计

了一整套部门项目ꎬ每个项目都由项目执行单位和

波黑相关部门密切合作ꎮ 项目的协调大多通过地

方部门特别行动组的不同部门人员来主持监督实

施ꎮ 世界银行自己也为某些项目提供信贷ꎬ并呼吁

捐助国更多地通过项目执行单位提供额外资金ꎮ
１９９６ 年ꎬ波黑的经济恢复了 ５０％ ꎬ在世界银

行提供支付平衡和其他捐助国的援助之下ꎬ波黑

的进口能力和对地方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恢

复ꎬ生产和商业也开始复苏ꎮ 在重建方面ꎬ交通干

道和桥梁得到修复ꎬ绝大多数发电站恢复运行ꎬ大
批学校和医院得到重建ꎮ 经济方面ꎬ首先ꎬ虽然失

业率有所下降ꎬ但在 １９９７ 年初时依然维持在

５０％的高位上①ꎮ 其次ꎬ民族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致

使私有化进展过于缓慢ꎬ企业所有权确认因民族关

系不和、民族认同复杂迟迟不能明晰ꎬ更不能吸引

外国资本对波黑大型企业进行投资②ꎮ 一般情况

下ꎬ一个民族区域中的某些企业所有权可以属于非

本民族人所有ꎮ 另一方面ꎬ因为波黑各实体不能就

网络整合和接入等基本问题达成一致ꎬ电信部门的

融资项目执行一直落后于设定的目标和时间表ꎮ
最后ꎬ某些部门(如电力和基础教育等部门)的资

金缺口较大ꎮ
由于获得重建的支持力度不一ꎬ波黑和平红

利的地理分布不均衡ꎮ 波黑塞族共和国落后于联

邦的平均水平ꎮ 在 １９９６ 年之前ꎬ波黑塞族共和国

处于国际孤立状态ꎬ塞族共和国没有参加第二次

捐助国大会ꎬ由此导致受援滞后ꎮ 在一段时间内ꎬ
塞族共和国也因自己不愿意接受世界银行的标准

安排而未能获得世界银行的援助资金③ꎮ 在波黑

联邦框架内ꎬ克罗地亚族占多数的地区遭受战争

破坏比波黑其他地区少ꎬ因此ꎬ经济复苏的水平

较高ꎮ
世界银行在 １９９６ 年底发布报告称ꎬ波黑已经

在经济治理和执行«代顿协议»框架方面取得某

些成就(如难民重返家园)④ꎮ 波黑重建从主要进

行紧急修缮的第一阶段开始转向第二阶段ꎬ即可

持续的投资建设阶段ꎮ
在重建的第二个阶段(从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波黑建

立三方参与的国家机构算起)ꎬ波黑国内的形势

依然不稳定ꎮ 这是因为ꎬ每一方都拥有事实上的

否决权ꎬ各政治实体出于政治考虑ꎬ往往难以达成

一致ꎮ １９９７ 年上半年没能召开预定的捐助国大

会ꎬ外部资源减少致使波黑的重建项目出现拖延

的情况ꎮ 同时ꎬ对战争罪犯问题的争论导致和平

执行理事会(ＰＩＣ⑤)部分成员国不愿意执行«代顿

协议»民事方面的内容ꎮ
对波黑政府而言ꎬ转向第二阶段重建将迫使

当局面临政治和金融管理问题ꎬ具有高度政治敏

感性ꎮ 对世界银行和捐助国而言ꎬ转向重建的第

二阶段意味着也将面临更多政治问题ꎮ 世界银行

要为捐助国可持续投资项目消除政治阻碍ꎬ协调

援助和开发工作进行艰难的说服工作ꎮ 虽然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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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令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不解的是ꎬ在对波黑民众的采访
中ꎬ几乎没有受访者提及就业问题ꎬ也没有人对广泛的贫困表现
出特别的关切ꎮ 据分析原因如下:第一ꎬ许多家庭收到来自德国
或其他地方寄回来的侨汇ꎻ其次ꎬ根据当时依然有效的南斯拉夫
法律规定ꎬ雇主必须全额缴纳工资税ꎬ这迫使雇主故意隐瞒雇员
人数ꎻ第三ꎬ再就业和中小企业创造的新工作岗位很多ꎬ但这些数
字没有反映在官方基于工资税报表的统计中ꎻ第四ꎬ波黑未开工
的大型工业国企除非进行大规模私有化ꎬ否则不能雇佣劳动力ꎻ
第五ꎬ失业率各地不同ꎬ反映出经济复苏的不均衡现象ꎮ

私有化和吸引外国投资是经济复苏的另一个重要内容ꎮ
对盘活工业部门和重建制造业中的就业岗位至关重要ꎮ 世界银
行最重要的贡献是向波黑当局提供经济政策及执行线路图ꎮ

世界银行在向波黑各政治实体提供贷款时规定ꎬ鉴于波
黑当前的状况ꎬ作为借款人的民族国家要交出部分地区司法管辖
权ꎬ以便能够在波黑全境统一司法框架内发放和使用贷款ꎮ

这些成就包括:抓紧两个实体的财政控制ꎻ建立国家和
联邦政府机构ꎻ建立有利于执行和创立制度能力的项目执行单
位ꎻ建立联邦海关和统一税法、海关政策ꎻ起草联邦税法ꎬ以便在
联邦框架内建立统一的征收体系ꎻ设计行政区之间财政关系的工
作并取得进展ꎻ建立起联邦银行业机构ꎬ以便在联邦框架内统一
银行的牌照和监管ꎻ宣传私有化法工作取得进展ꎬ建立统一的支
付体系和银行监管机构ꎮ

和平执行理事会是一个负责执行波黑代顿和平协定的
国际机构ꎮ 该理事会在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８ ~ ９ 日英国伦敦召开的执
行会议上成立ꎮ 实际上ꎬ该委员会通过波黑高级代表(签署«代
顿协议»之后国际社会对波黑的治理)对波黑进行国际控制ꎬ并
且一直持续到波黑被确信政治上和民主上稳定并自我可持续发
展为止ꎮ 和平执行理事会由 ５５ 个国家和机构组成ꎬ以多种方式
支持和平进程:提供财政支持ꎬ为联合国稳定部队提供军事力量ꎬ
或直接在波黑进行活动ꎮ 该委员会也有流动观察员ꎮ 自伦敦会
议之后ꎬ和平执行理事会又召开过 ６ 次部长级会议(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在英国伦敦、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在德
国波恩、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在西班牙马德里、２０００ 年 ５ 月和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审议和平进程ꎬ确定未来活动的目标ꎮ 和
平执行联合会明确波黑高级代表为«代顿协议»民事部分的主要
执行人ꎮ 例如ꎬ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在波恩召开的会议上ꎬ赋予高级代表
所谓的“波恩权威”ꎬ据此ꎬ高级代表可以解除阻碍«代顿协议»和
平执行进程的各类官员(包括选举和非选举产生的)的职务ꎮ



各方迅速实现合作并不现实ꎬ但人们对«代顿协

议»签署一年半之后波黑复杂的形势依然深感

忧虑ꎮ

四　 世界银行在重建人力和
社会资本中的作用

　 　 在世界银行资助的重建项目中ꎬ１６ 个项目涉及

社会领域ꎬ其中 ４ 个项目涉及战争受害者的资助ꎬ教
育、医疗服务和人力资源的复原及重新整合等问题ꎮ

在援助贫困家庭方面ꎬ世界银行的项目向最

贫困的家庭发放紧急救助现金ꎬ紧急修复为儿童

和精神病患者治病的医疗机构ꎬ为残疾人提供辅

助设施并对他们进行康复训练ꎬ向养老保险机构

提供支持ꎮ
在教育方面ꎬ战争给波黑的教育领域造成严

重破坏ꎮ 战争中失去了大量教师(当兵、流离失

所和死亡)ꎬ７０％的学校被损毁或用于军事用途ꎮ
世界银行的紧急教育重建项目包括 ４ 个方面:
(１)全国要整修或建设 ９６ 所小学ꎻ(２)为学生提

供书本ꎻ(３)在联邦和省级层面上强化教育执行

能力ꎻ(４)在塞族共和国进行相同的教育重建ꎮ
教育重建进展顺利ꎬ世界银行拨付了其承诺资金

的 ９０％ ꎮ 同时ꎬ波黑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之间的协

调较好ꎬ甚至出台和解和宽容教育的倡议ꎮ 当然ꎬ
教育重建也存在 ３ 个问题:(１)校舍的重建ꎬ教育

资料的提供ꎬ受战争影响严重学生的心理干预ꎬ教
师培训和制度建设仍需要大量资金ꎻ(２)对语言

问题的持续敏感使民族间的和解进程缓慢ꎻ(３)
联邦和实体政府作用的不确定ꎬ导致教育领域中

关键性改革迟迟不能出台并出现拖欠教师工资现

象ꎮ 波黑的经验表明ꎬ公平处理全国范围内的教

育需求至关重要ꎬ教育要在后冲突社会重建中完

全发挥作用需假以时日ꎮ
在医疗卫生方面ꎬ波黑战争致使 ２０ 万人伤

残ꎬ１３ ０００人永久性残疾ꎬ婴儿死亡率升高ꎬ流行

病患者和早死的比例大幅度增加ꎮ 医疗卫生基础

设施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ꎮ 在世界卫生组织和

世界银行的帮助下ꎬ波黑各实体政府确定了卫生

部门的重建需求ꎬ并通过两个独立的项目(战争

受害者康复和基本医疗服务)来满足这些需求①ꎮ
在人力资源方面ꎬ重建人力资本的项目包括:

军人复员和重新整合、地方倡议(小额贷款)、公
共工程和就业项目ꎮ 这些项目都旨在提供生产性

就业ꎬ目标受众是深受战争影响的群体ꎮ 在波黑

联邦和各实体建立起各种就业和培训基金会ꎬ将
其作为向地方就业培训倡议提供财政支持的机

构ꎮ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的世界银行报告中指出ꎬ在执行

项目发放的 ５９７ 份贷款中ꎬ贷给女性 ３０３ 份ꎬ贷给

男性 ２９４ 份ꎬ女性所获贷款占总贷款的一半ꎮ 大

约 ２ / ３ 的贷款贷给了复员军人ꎬ３８％ 的贷款贷给

了流离失所人员②ꎮ 整体而言ꎬ就业项目取得了

巨大成功ꎬ因这些项目而就业的人员超过 ９７％ ꎮ
就业项目成功的原因是先行试点ꎬ之后大面积铺

开ꎬ以及当地弱势群体对项目的了解和积极参与ꎮ
在公民社会建设方面ꎬ若干非政府组织和机

构涉足其中ꎮ 例如ꎬ“索罗斯社会”提出公民社会

教育项目ꎬ欧洲联盟提出民主项目ꎮ 世界银行虽

然没有直接涉足公民社会的建设ꎬ但保持同非政

府组织的联系并与之分享信息ꎮ

五　 世界银行涉足“特殊问题”

在波黑重建中ꎬ世界银行还参与并非其长项

的排雷事务ꎮ 根据波黑战争交战各方向联合国稳

定部队提交的报告ꎬ在波黑大约有１６ ５００枚地

雷③ꎮ 排雷牵涉后勤保障和政治问题ꎬ«代顿协

议»要求冲突各方清理所占地区的地雷④ꎮ 因波

黑政府无力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排雷行动ꎬ１９９６ 年

１ 月ꎬ波黑议会要求国际社会提供支持ꎮ 同年 ５
月ꎬ联合国排雷行动中心(ＵＮＭＡＣ)成立ꎮ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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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欧盟委员会与非政府组织、官方发展援助和美国国际开
发署一道在财政上支持提供医疗器械和主要设施更新项目ꎮ

Ａｌｃｉｒａ Ｋｒｅｉｍｅｒꎬ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ｕｓｃａｔꎬ Ａｎｎ Ｅｌｗａｎꎬ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Ａｒ￣
ｎｏｌｄ: Ｂｏｓｎｉａ ａｎｄ Ｈｅｒｚｅｇｏｖｉｎａ Ｐｏｓｔ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２０００ꎬ ｈｔｔｐ: / / ｉｅｇ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ｂｏｓｎｉａ ＿
ｐｏｓ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ｄｆ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调查报告称ꎬ已确认波黑土地上有
地雷 ６７ 万枚ꎬ未爆炸的爆炸物 ６５ 万件ꎬ分布在全国 １ 万个地点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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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７ 月起ꎬ排雷中心开始负责协调排雷行动ꎮ
波黑的排雷行动大致经历三个阶段ꎮ 第一个

阶段由联合国主导ꎬ由波黑维和部队具体负责实

施ꎮ 最初参与排雷的三个国际组织ꎬ分别是国际

红十字会、联合国排雷行动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ꎮ 在各方的努力下ꎬ触雷事件从 １９９５ 年每月

５０ 多起下降到 １９９８ 年每月不足 ３０ 起ꎮ 到 １９９８
年ꎬ联合国排雷行动中心已经在波黑建立 ５ 个地

区办公室(图兹拉、班加卢卡、莫斯塔尔、帕莱和

比哈奇)ꎬ雇用 ４０ 名经过培训的地方排雷行动人

员ꎬ分成 ４ 个排雷小分队进行各自地区的排雷行

动(他们每年可以排雷 ６ 平方公里)ꎬ并建立有关

地雷的信息系统ꎬ制作出雷区分布图ꎮ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ꎬ联合国排雷行动中心转

交给波黑政府ꎮ 排雷行动由联合国主导转向国际

社会和波黑共同主导的第二阶段ꎮ 为此ꎬ联合国

排雷中心的结构发生了变化ꎮ 排雷的费用主要来

自国际排雷和地雷受害援助信托基金ꎬ以及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ꎮ 工作人员也增加到 ６３ 人ꎬ另有

２０ 名国际咨询人员ꎮ
因为资源不足以支持所有的排雷行动ꎬ所以三

方工作中缺乏协调ꎮ 由于使命的变化ꎬ联合国排雷

行动中心的排雷队伍转向调查和控制排雷任务的

质量ꎮ 而那些依然希望从事排雷工作的人员则加

入了新建的三个非政府组织:帕莱的“终止地雷”、
萨拉热窝的“排雷”以及莫斯塔尔的“珍惜生命”ꎮ
此外ꎬ为了扩大排雷工作覆盖面ꎬ在萨拉热窝和特

拉夫尼克建立了排雷工作地区办公室ꎮ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ꎬ波黑议会通过了第一个排雷

法ꎬ标志着波黑的排雷工作进入由国家主导的第

三个阶段ꎮ 根据新的排雷法ꎬ以前的三方结构统

一为一个机构ꎬ机构办公室变成在波黑两个实体

境内的实际操作者ꎮ 最初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负

责波黑排雷行动中心的开支ꎮ 后来ꎬ捐助国也通

过国际信托基金提供排雷费用ꎮ 与此同时ꎬ通过

技术改进ꎬ排雷效率从每年 １０ 平方公里跃升至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５０ 平方公里ꎮ
世界银行通过重建项目间接参与了波黑的排

雷事务ꎬ但未排在重建优先领域中ꎮ 当时没有设

立专门的项目对潜在的雷区进行调查和清理①ꎮ
而且ꎬ世界银行、波黑当局和捐助国都不了解排雷

的困难程度ꎮ 波黑当地既没有能力制定与排雷有

关的战略标准ꎬ也没有公司能够承担大范围排雷

工作②ꎬ甚至国际社会的排雷产业也并不发达③ꎮ
针对波黑的排雷行动ꎬ世界银行提出排雷计

划ꎬ希望能够帮助波黑政府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排

雷方案ꎬ动员排雷所需的各种资源④ꎮ 当时世界

银行的立场是ꎬ支持波黑当局尽快招聘专家就急

需进行重建地区的地雷情况进行调查和清理ꎮ 同

时ꎬ世界银行为波黑的排雷工作设计培训项目ꎬ以
期建立地方排雷能力ꎬ并给当地就业提供新的

机会ꎮ
１９９５ 年底ꎬ排雷项目进入准备阶段ꎮ 排雷工

作涉及联邦和两个实体⑤ꎬ因此ꎬ在联邦层面建立

项目执行单位之后ꎬ两个实体也分别组建了排雷

工作办公室⑥ꎮ
排雷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之一是波黑政府不愿

意把钱花在排雷的外国合同人身上ꎬ坚持认为波

黑有充分的排雷能力ꎬ排雷资金应该付给波黑当

地的公司ꎮ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花费大量时间和精

力说服波黑政府⑦ꎮ 因为他们了解波黑的排雷能

力和水平ꎬ进而对其排雷的安全标准深表担忧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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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地雷的信息主要来自于手绘的地图ꎬ质量参差不
齐ꎮ 这些地图由交战三方提交给国际执行部队ꎬ这是非军事化进
程的一部分ꎮ 但是这些地图在数据加工过程中不可用ꎬ数据分析
要一两年ꎮ

虽然根据«代顿协议»部分排雷工作由地方武装完成ꎬ但
地方排雷能力达到可接受水平的不多ꎮ 排除军用地雷通常不遵
守 ＤＨＡ 颁布的标准ꎬ由专业的排雷公司进行ꎮ 此外ꎬ在排雷问题
上ꎬ«代顿协议»给出的时间表不现实ꎬ波黑军队缺乏排雷的动
机ꎬ北约领导的多国和平执行部队不能进行监管以完成高标准的
排雷ꎮ 但在世界银行项目的资金到位之前ꎬ通过与波黑当地部门
代表的磋商ꎬ世界银行官员和多国和平执行部队指导了优先重建
地区的军事排雷工作ꎬ并进行了适当的监管ꎮ

当时ꎬ国际上只有 ６ 家公司称具有排雷经验ꎬ因此ꎬ这个
领域实际上没有具备竞争力的竞标人ꎮ

此外ꎬ在优先部门所在地清除地雷的资源包含在若干部
门项目中ꎮ

尽管波黑塞族共和国比波黑联邦其他地区晚成为世界
银行执行项目的一部分ꎬ但执行状况良好ꎮ

“国家”机构在联邦选举之前建立ꎬ波斯尼亚克人担任领
导ꎮ 项目执行单位主任由波黑克罗地亚人担任ꎮ 世界银行工作组
在谈判中和在项目执行早期一直同联邦和政治实体两级当局打交
道ꎬ所制订出的联邦项目执行程序要由两级当局官员签字ꎮ

世界银行驻波黑代表和社会波黑国家部门主任同波黑
总理讨论了这一问题ꎮ 该问题也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举行的
高级别会晤中进行了讨论ꎮ

世界银行关心排雷人员以及排雷之后所有进入原雷区
人员的安全问题ꎬ重建工作承包商尤其关注这一问题ꎮ 由于怀疑
存在地雷而带来的风险ꎬ重建工作承包商会提高工程报价ꎮ 所有
排雷项目都关切排雷标准ꎬ尤以优先重建地为甚ꎮ Ｔｏｍ Ｓｍｉｔｈ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Ｍｉｎ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Ｄｅｍｉｎｉｎｇꎬ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０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ｉｓａｍ ｄｓｃａ ｍｉｌ / ｐｕｂｓ / ｖ ２３＿２ / ｓｍｉｔｈ ｐｄｆ



但波黑政府坚持己见ꎬ并拒绝批准世界银行工作人

员(最初是防雷宣传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起草的排

雷工作和招标文件①ꎮ 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ꎬ世界

银行建议由外国专家监督波黑当地的排雷工作ꎮ
尽管世界银行工作人员表现出了很强的学习

能力ꎬ但回过头来看ꎬ在世界银行没有经验和比较

优势的情况下参与排雷项目是一个错误的决定ꎮ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也承认ꎬ排雷项目在第一批实

施的重建项目中并不成功ꎮ

六　 波黑冲突后重建的经验

世界银行在波黑重建和经济复苏中的作用被

波黑各级政府、捐助国、非政府组织和受益方视为

国际社会援助战后重建工作的成功案例ꎮ 同时ꎬ世
界银行的非贷款行动也受到推崇ꎬ包括它提供的波

黑重建框架和对捐助国提出的援助指南ꎮ 世界银

行支持的项目成功的重要原因包括:获益方比较广

泛ꎬ利益攸关方涉足其中ꎬ充分关照项目的民族性ꎬ
以及注重提升地方执行能力ꎮ 世界银行在波黑重

建中的积极作用可以大致总结如下:
(一)较早介入波黑的重建
波黑的经验表明ꎬ世界银行较早介入波黑的

经济复苏和重建至关重要ꎮ 世界银行高管意识

到ꎬ停火或和平协议签署之后ꎬ世界银行将成为国

际社会援助波黑重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而部

分捐助国和人道主义援助组织认为ꎬ世界银行本

可以更早向波黑提供援助ꎮ 应该强调的是ꎬ国际

社会对世界银行介入时间和如何介入的消极看法

可能源自对人道主义救援、重建与发展的看法不

同ꎮ 如何推动救济和重建阶段之间更平缓地过渡

是一个存在较多争议的问题ꎮ
(二)援助波黑是世界银行的优先项目
波黑重建项目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世

界银行内部对项目给予了特别关照ꎮ 为顺利开展

对波黑的援助ꎬ世界银行专门设立了波黑国家部ꎮ
该部门主任负责监督援助波黑的进度和质量ꎬ这
对圆满完成援助项目至关重要ꎮ 在援助波黑的早

期以及在项目执行期间ꎬ时任世界银行行长沃尔

芬森发挥了关键性作用ꎮ 他是成立波黑国家部门

和向波黑派驻常驻使团的重要推手ꎮ

(三)与援助伙伴国一道工作
在向援助波黑的工作提供指导性意见的同

时ꎬ世界银行同其他机构密切合作ꎬ并在援助国之

间进行协调ꎬ为波黑的战后重建工作及时顺利地

展开奠定了重要基础ꎮ 世界银行提倡分享信息ꎬ
在波黑重建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避免捐助国之间工

作交叉重复ꎬ使援助国的资本效益最大化ꎮ
(四)世界银行与波黑各级政府保持较

好的建设性合作关系
在援助波黑过程中ꎬ世界银行既要同波黑联

邦机构打交道ꎬ还要同实施援助项目的两个实体

打交道ꎮ 在实施援助时ꎬ世界银行充分考虑各民

族集团的利益ꎬ同非政府组织保持着较好关系ꎮ
由于世界银行的中立性ꎬ它也被视为政府和非政

府组织之间的有效桥梁ꎮ
波黑案例是世界银行介入冲突后重建的独特

案例ꎬ它涉及地区特性、政治复杂性ꎬ以及经济治

理等多个维度ꎮ 虽然援助中遇到各种障碍ꎬ但不

可否认的是ꎬ世界银行在波黑重建工作的表现十

分出色ꎮ
(责任编辑　 胡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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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波黑的实际情况与世界银行的正常程序相反ꎬ由世界银
行工作人员和咨询人员起草文件ꎬ之后呈交波黑联邦和实体当局
批准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