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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所有人的银行业
全世界一半的人口处于“无银行”的状态。也就是说，

29亿成年人没有机会储蓄、获得贷款或者为其未来管理

他们的资金。

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很多经济体中，享有

银行服务的成年人所占比例仍然很低。在印度尼西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和越南，该比例不到

40%。这导致很大一部分人无法储蓄或取得贷款。其只

能被迫在非正规市场上以高昂的价格获取贷款（例如借

高利贷），而这将使其陷入无法逃避的债务漩涡之中。

最近，在日本

札幌召开的一次论

坛针对这一问题探

讨了可能的解决方

案，例如扩大手机

银行，或更多地使

用代理银行业务，

即一种零售商（如

商店和邮局）作为

银行业务代理商的

体系。

锁定的贷款
已有200年历史的欧洲农业信贷体系很快就可以帮助更

多的西非农民获得银行贷款，并使其农产品卖出更高的价

格。在一项促进尼日尔农业收入和粮食产量的试点项目之

后，联合国粮农组织计划将农业担保范围扩大至布基纳法

索、马里和塞内加尔。

在该担保体系之下，农民能够利用所储存的农产品来获

得信贷。农民不用在农产品收获之后立即将之出售（此时的

价格最低），以便为

下一季的耕作筹集资

金，而是将其储存起

来，用作银行信贷的

担保品。农产品被储

存在由银行负责安全

的带锁仓库里，银行

可以基于所储存农产

品价值发放信贷。

农民可以用银行

发放的资金购买下一

季耕作所需的投入，

同时把收获的粮食储存至非生产季节，这时农产品的短缺将

推高粮食价格。当所储存的农产品以非生产季节的价格流入

市场的时候，农民能够用其收入来偿还银行，其余下的收入

便是利润。

太阳能
亚洲开发银行（ADB）宣布了一项

亚洲太阳能倡议，目标在未来三年里利

用太阳能发电3000兆瓦特。

“预计亚太地区的能源需求量在

2030年将翻番，因此亟需用新的方式生

产能源并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亚洲

开发银行常务总干事拉杰•纳格在乌兹别

克斯坦塔什干举行的项目发布会上这样

说。

亚洲开发银行计划为该倡议提供22.5
亿美元，同时还预计要在太阳能投资方

面额外提供67.5亿美元。纳格指出了在中

亚推行该倡议的重要性。该地区尤其依

赖碳密集型能源，但其也是发展太阳能

的绝佳地区。

尼日尔马拉迪的一个粮食市场。

菲律宾保和的一个鱼市。

位于中亚地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2010年大事记

6月26—27日，加拿大多伦多

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7月12—13日，韩国大田市

韩国/IMF高层国际会议

10月9—11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IMF和世界银行年会

10月14—15日，中国成都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

11月4—5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IMF第11届雅克•波拉克研讨会

11月11—12日，韩国首尔

二十国集团峰会

11月16—18日，意大利罗马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全球贸易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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