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导原则10：循证决策

整个生命周期中基础设施的规划和管理应以关键绩效指标（KPI）为指导，推

动包括按利益相关群体分类的数据的收集。定期监测基础设施的绩效和影响对

于数据的生成是必要的。这些数据应当提供给所有利益相关方。

马拉维的基础
设施数据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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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马拉维将基础设施发展列为“马拉维增长和

发展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马拉维政府， 

2017年a）。然而，人们认为基础设施的质量仍然很

低，教育、电力和道路部门的准入和服务提供方面

的措施尤为如此（基金组织，2018年，第17页）。

此外，该国还面临着数据透明度方面的问题。在透

明度国际编制的贪污腐败现象认识指数中，马拉维

排名较低，在180个国家中位列第123位（透明度国

际，2019年）。该问题也延伸至基础设施的规划和

管理中，在这方面，与重大基础设施计划和项目有关

的问责和数据可用性历来有限。直到最近，采购实体

都未能符合向公众披露信息的法律要求，且数据之前

是通过纸质系统而非中央电子数据存储系统披露的，

这会严重阻碍公民获取这些数据（基础设施透明度倡

议，2018年）。

马拉维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世界银

行，2019年），因此高效的信息传播对确保社区不与

决策、基础设施发展和经济机会脱钩尤为重要。在过

去10年中，马拉维在基础设施数据方面取得了显著进

展。作为基础设施透明度倡议的支持者，马拉维推出

了一个在线信息门户、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小组以及若

干其他创新，这些都有助于确保与基础设施生命周期

有关的数据得到广泛使用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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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数据收集，提高可用性

自2019年以来，马拉维建立了一些促进基础设施

数据披露和问责的关键工具。其中包括“公共基础设

施信息平台”，这是一个旨在便利公民获取基础设施

数据的在线披露平台。尽管该平台仍在升级中，但它

为采购实体提供了一个集中化、数字化的存储系统，

使公众更容易找到和获取基础设施数据。该平台开始

按区域和基础设施子部门发布与基础设施生命周期关

键阶段有关的数据。该国政府还参与基础设施透明度

倡议，培训采购实体官员使用该平台，让他们了解马

拉维关于披露的法律制度，该制度要求各实体按照基

础设施透明度倡议的基础设施数据标准来披露数据。

除了推出公共基础设施信息平台外，马拉维还

利用具有影响力的无线电台进行宣传，以提高公民对

该在线平台的认识。无线电台播放的该平台的广告词

是“在马拉维深受欢迎的沟通工具”，鼓励公众访问

这个新平台并获取数据。同样，自2010年以来，定

期发布“保证报告”，对90多个基础设施项目所披

露的数据进行了验证和解释，以突出这些项目的良好

实践和主要关切领域（CoST，2018年，第2页）。 

这些数据涉及教育、电力、道路、水、卫生和住房等

关键部门。这些报告还比较了各采购实体的业绩。这

些措施与公共基础设施信息平台相结合，将让公民更

好地了解他们的税费是如何用于基础设施的（CoST， 

2018年，第2页）。

加强问责

一个由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代表组成的

多利益相关方小组加强了对数据的改进利用。如同所

有基础设施透明度倡议的成员一样，该小组在披露保

证报告中发现的关键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迄今为

止，该小组一直利用其影响力，提高各个基础设施项

目的质量，并推动更广泛的改革行动。例如，多利益

相关方小组推动马拉维议会通过了经修订的《公共采

购和公共财产处置法》，这在法律上要求采购实体披

露基础设施数据（马拉维政府，2017年b）。

广播宣传作为改进基础设施交付的问责制和审查

的另一种机制，让公民认识到，他们有权与相关的利

益相关方交流。这种认识在马拉维2020年选举前尤为

重要。在选举前，马拉维信息传播增加和公民参与度

提高，使问责制在政治议程上占据了重要位置，主要

政党在其宣言中加入了基础设施问责制。这在马拉维

大会党（2019年）和联合转型运动（2019年）的宣言

中可见一斑。

这些结构和机制有助于建立基础设施的系统概

念，其重点关注知情和各机构在优化基础设施交付方

面的重要性。然而，目前有关马拉维基础设施及其影

响的环境数据较为有限，这些数据可在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13（气候行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5（陆地生

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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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区和虚拟活动共享信息 

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之前和期间，马拉

维开发了一些创新方法，以加强公众参与，并通过

社区和虚拟活动向利益相关方提供数据。例如，在

Nsanje、Mzimba和Karonga举办的活动中，地区委

员会当局概述了当地基础设施发展议程，分享了正在

社区附近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的信息，并给予居民提

出关切的机会。这些活动旨在提高妇女和青年的参与

度，为便于其参与，有时会将活动设在住宅区附近。

女性参与情况也受到监测，有针对性的媒体培训侧重

于提高女记者的出席人数。

在Nsanje举办的活动关注了计划中的堤坝建设，

以抵御常年的洪水。当局概述了建设堤坝的影响，包

括重新造林，以及可能需要将一些社区搬迁到地势较

高的地方。这些社区共同关切的是，尚未获得这些计

划的相关信息，且最初的规划没有让他们参与。在活

动中，当局承诺做出改进以解决这些问题，并提高公

众的参与度。

同样，在Mzimba举办的一场活动中，各社区询

问当局，社区中心的建设为何延期完工，并再次强调

缺乏数据和对该项目的参与。当局表示，延期完工是

由于政府延期付款，导致总承包人无法推进该项目。

各社区敦促政府代表确保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下再启动

项目，以避免项目实施延期，并强调有必要让受益人

及时了解此类问题。

在Karonga，当局与各社区就维护一条通往坦桑

尼亚边界的重要公路举行了会议。各社区质疑这条公

路的质量，因为在承包商正式交付项目之前，道路就

已经出现了裂缝。各社区坚持认为，应以透明的方式

选择承包商，且负责的机构应确保项目受到密切监测

和监督。

虽然2019冠状病毒病阻碍了线下活动的举办，

但马拉维利用其在广播和其他在线方式方面的积极经

验，使各社区能够获取数据并与决策者互动。该国通

过私营部门代表在其多利益相关方小组中的发言，包

括通过媒体访谈，宣传了基础设施数据可用性对创造

更公平的商业环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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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复制性

在充满挑战的情况下，马拉维采取了将基础设施

相关信息公之于众的重要举措。但是，该国仍需要提

高其收集、分析和分享与具体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问

题有关的数据的能力。为助力解决这一问题，基础设

施透明度倡议正与“开放承包伙伴关系”合作，探索

如何将两者的联合标准——“基础设施开放承包数据

标准”（OC4IDS）与环境数据集联系起来（开放承

包伙伴关系，2020年）。这个国际公认的标准将现有

的开放承包伙伴关系标准与基础设施透明度倡议标准

结合起来，以确保在整个项目周期中进行强有力的数

据披露，并使数据实时可用。

马拉维的公共基础设施信息平台借鉴了洪都拉

斯的经验，后者开发的在线数据门户曾获过奖。只要

数字基础设施到位，平台使用者能力够强，集中式在

线数据平台就可以在不同国家推广。随着巨额资金投

入到2019冠状病毒病后经济复苏计划中，广泛可用

的全面数据至关重要，可以加强问责，提高基础设施

投资性价比，并让公民更好地了解基础设施的性能和 

影响。

关键洞见

>   马拉维的公共基础设施信息平台是一个集中

式数据披露门户，使得利益相关方更容易获

取绩效和影响数据，并加强公共问责。

>  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代表之间的伙伴

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基础设施数据改

进各个项目，颁布改革措施，并确立基础设

施承包商的披露任务。

>   创新、灵活和以社区为中心的沟通有助于将

公众和决策者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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