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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全球合作的关键一年 
 

作者：约翰·利普斯基 

2011 年是全球经济复苏和国际政策合作的关键一年，也是基金组织在应对这两个重大

挑战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关键一年。 

随着 2008-2009 年经济危机的渐渐褪去，各方在 2010 年作出了空前的巨大努力，旨在

勾勒出一个新的、危机后世界的轮廓，而 2011 年则将是一个执行、检验和评估各种危

机后计划的年份。如果这些计划被认为是成功的，那么我们便可以毫不夸张地宣称，

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的新模式正在形成。而如果这些计划没有成效，那么这种失败感

可能将挫伤我们的信心，并给我们本已坎坷的前路再添上一重樊篱。 

2010 年，成绩斐然的一年 

实际上，去年是一个取得了重大成果的年份。全球经济增长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复苏进

程。预计去年的全球增长率为 5%，甚至高于此前十年 3.6%的平均水平——不过，这

一增长仍然不均衡、不完全。金融部门改革工作开始显示出效果。包括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在内的许多国际金融机构达成了进行重大改革的合议。由主要的先进和新兴市场

经济体组成的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进程开始呈现出持续和持久的活动形态。然而，与

此同时，我在一年前所谈到的五个关键挑战——实现复苏、保护贫困人口免受危机影

响、改革金融部门、重组和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对危机前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的理论基

础进行再评估——都没有得到完全的应对。此外，在这一年里，新的挑战也开始浮现

出来，需要给予紧急的关注。 

去年一月的全球前景使人们有理由保持适度的乐观。目前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成

功应对各个关键挑战需要主要经济体作出重大的、彼此协调的政策努力。显然，在应

对所有这些关键挑战的过程中，基金组织被赋予了重要职能。然而，与主要经济体及

其决策者一样，基金组织必须进行重大的革新，以满足它所面临的新需求。实现强

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增长的基本目标，是一个极其真切和关键的前景，这为我们

作出必要努力提供了足够的动力。 

那么，2011 年伊始，目前的情况怎样？ 

全球前景 

总体来说，2011 年的经济前景是乐观的。但是，正如我的同僚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在

他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所言，2010 年新兴经济体增长迅速，而先进经济体尽管仍然存在

大量产能过剩，但增速只是处于趋势水平，在 2011 年，这一增长模式仍然将很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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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内需增长加速，但他们的贸易顺差总量依然很大。同时，高失

业、虚弱的住户资产负债状况、不景气的收入水平以及旧疮未愈的金融部门，都拖累

了先进经济体的复苏。实际上，到 2010 年第三季度为止，七国集团中只有加拿大回

到了危机前的最高产出水平。因此，假设目前的政策姿态保持不变，我们认为大额的

经常账户不平衡的情况不会有显著的改观，而这继续削弱着我们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的信心。 

还有几个下行风险笼罩着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我这里讲三个： 

 主权债务市场再现波澜，可能将外溢至实体经济，在地区之间造成扩散效应。

欧洲地区的投资者情绪尤其脆弱。 

 失业率居高不下，加上部分先进经济体房地产市场的下行风险，将挫伤消费者

信心，减缓消费支出增长，削弱全球增长前景。 

 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超趋势增长、资产价格上扬以及通胀水平加速上升，引发了

对潜在经济过热的担忧，激增的资本流入和愈加坚挺的货币也有不小的应对难

度。 

换言之，尽管全球经济增长总体呈反弹趋势，但为了确保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

全球增长这个既定目标，还需要促成重大的转变。此外，强化全球经济和金融政策协

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基金组织在这个方面的作用在近期得到了强化，这将进一步充

实它的能力，从而能担负起更新、更大范围的责任。 

加强合作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进程是在 2008 年末的时候，为了加强全球在经济和金融政策方面

的合作而设立的。五次领导人峰会都达成了关于扩大和深化这种合作机制的协议。最

近的首尔峰会也不例外。危机发生后不久，协调一致的政策行动抑制了经济下滑，为

经济的复苏奠定了基础。当时，毫无疑问，各个经济体的政策应对方案大致是相似

的。 

目前的复苏情况使得合作的过程变得复杂，但同时也变得更为关键了。在第二阶段，

即危机后阶段，对政策的一致性的需求更微妙了些。对踊跃和同步的行动的需求并不

像在前一阶段时那么紧迫。此外，鉴于新兴市场和先进经济体的迥异表现，一致性的

需求恰恰体现在不同的政策方案上。 

对政策合作的更大意愿——以及要求调整政策规划以适应二十国集团经济体异乎不同

的国情的意愿——在首尔峰会的领导人决议中得到了体现。相互评估过程（即，二十

国集团“MAP”）被确定为一个持续进行的行动，由一致商定的“指示性方针”指

引，旨在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增长的基本目标，进展情况在单个经济体层

面上予以评估，并在下一次峰会上由领导人进行审查。作为相互评估过程的组成部

分，《首尔领导人宣言》为每个经济体提出了大量政策调整建议（这些建议之前在很

大程度上没有被重视起来）。 

http://www.g20.org/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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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新生的过程面临的挑战也很严峻。二十国集团相互评估过程虽有抱负，但

无先例可借鉴。基金组织在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和首尔峰会后发布的相互评估过程

分析文件明确指出，相互评估过程的基本推动力是一种被危机放大的共识，即经济和

金融政策制定的一致性和合作性将为所有各方带来更大的益处。从这个角度而言，推

进合作方式的动机是很清楚直白的。 

这一认识使我们有理由对相互评估过程的成功表示乐观。主要的不确定因素是，二十

国集团的全体是否都能遵循合作的方式。相互评估过程是二十国集团主持的行动，但

是领导人要求基金组织对相互评估过程给予有力的支持。例如，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要

求基金组织“对外部可持续性以及财政、货币、金融部门、结构性、汇率和其他政策

的一致性的进展情况作出评定，以此作为相互评估过程的一部分”。更广泛地说，近

期的挑战和基金组织的改革都增强了基金组织的作用和职责，同时也提高了基金组织

进行高技术质量分析工作的重要性。 

监督工作的复兴 

因此，2011 年将是一个基金组织经济监督工作向前迈进的一年。今年，基金组织将进

行“三年期监督检查”，这为基金组织成员检视在这一领域工作进展情况、并为未来

三年制定工作重点提供了一个机会。在这方面，基金组织已经开始将金融稳定评估更

好地融入定期的国家检查。尤其是，基金组织与世行联合开展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今

后将成为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部门的所有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强制内容。基金组织对二

十国集团相互评估规划的支持将是一个挑战，但有潜力成为一个卓见成效的任务，而

且这也将帮助基金组织深化与成员国的监督对话。 

基金组织已经试验性地开发了一些多边分析的新工具，包括溢出报告（系统性经济体

的政策行为的更广泛影响）、跨国报告（一般性主题）。第一批此类“溢出”评估将

在未来一年里得出。 

具体而言，基金组织将为五个系统性经济体——中国、欧元区、日本、英国和美国—

—拟写报告。报告将评估这五个经济体的政策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探索这些政策

作用得以传递的密切的经济和金融联系。 

同时，基金组织刚刚强化了其危机预防工具，包括对现有的灵活信贷额度进行了改

革，创建预防性信贷额度。基金组织正在探索进一步改善其危机预防能力的空间。同

时，基金组织对金融部门改革方面的关键努力仍然给予高度重视，例如通过加强与金

融稳定委员会的合作，等等。 

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想再重述一下文章开头的话：2011 年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一

年，是国际政策合作的关键一年，也是基金组织在应对这两个重大挑战过程中发挥作

用的关键一年。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保持审慎乐观。而同时，挑战也将是巨大的。新年

已经到来，让我们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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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利普斯基是基金组织的第一副总裁，之前是 JPMorgan 投资银行的副董事

长。他曾任 JPMorgan 的首席经济学家、Chase Manhattan 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和研

究部主任。他在上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在基金组织工作了十年，负责基金组织的

汇率监督过程的管理和国际投资市场的变动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