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发言 

2012 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的午宴致辞 

3 月 18 日   北京  

诸位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应邀参加 2012 年度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此，我要向本次

论坛的组织者，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同仁，致以深深的谢意。我还要向今天午

宴的主持人伊凡·格林博格，以及另一位发言者——我们的“邻居”、世界银行的斯莉·穆

尔雅妮·英德拉瓦蒂，表达我的敬意。 

非常高兴能再次来到北京。这里焕发的生机和激扬的活力，令人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在世界经济仍面临困局的时候，这里的确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幸运的是，值此之际，全球经济环境已经较去年 11 月略有好转。当时，我说过世界经

济为“乌云”笼罩，而如今，有迹象表明，这些乌云可能正在逐渐消散。 

有迹象表明，强有力的政策行动，特别是在欧洲，正在发挥作用。金融市场有所缓和，

最近的指标显示，实体经济正在回温，这主要体现在美国经济。 

不过，我们仍需保持谨慎。诚如吕蒙正所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全球经济尚未走出危险区：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公共和私人债务水平仍然过高；失业

依旧是一个重大难题。此外，油价的不断上涨也是妨碍经济复苏的新威胁。 

上述压力中的很多集中地表现在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欧洲发达经济体。这些国家无

疑已经走上了正确的政策道路，但是，它们必须刻不容缓、毫不迟疑地努力前行。 

不过，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引领全球增长的中国——也肩负着特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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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发达经济体暴露的问题，新兴经济体难以独善其身。一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在

中期可能会下滑，这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另一个风险源。 

如果新兴市场还要继续保持繁荣，并为全球经济做出支撑贡献（正如它们曾经在整个

危机时期做出的贡献一样），那么，它们也必须采取行动。这不仅仅是出于它们自身

利益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全球的经济福祉。 

我不敢想象，如果中国没有成为如此重要的增长引擎，那么之前的全球形势会恶化到

何种程度。进而，这也激起了我更深的思考，即，中国还能够为本国的人民、以及作

为全球经济的领头羊为世界，做出怎样的更大贡献。 

我想就三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简短地回顾一下中国的非凡的成功历程。 

 第二，中国在度过危机的过程中面临的紧迫挑战。 

 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深入推进改革对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的意义。 

回首来路 

大约 200 年前，拿破仑·波拿巴说过：“中国是头沉睡的雄狮，一旦醒来，世界会为之

震动。” 

现实也果如其然，举世震动。中国的经济在三十年时间里完成了伟大的转型，并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其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10%，规模每七至八年翻一番。仅仅用了一代人时间，中国

的人均收入就增长了 18 倍。 

从人口的尺度来衡量这些成就的话，也许更为了不起。经济增长惠及世界人口的五分

之一，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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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非凡的成就并不是偶然实现的。它们源自一个伟大愿景——一个

旨在开放中国经济、建立深度的贸易和投资联系、连结世界的高瞻远瞩的战略。而这

些彼此协调的改革的收获，也离不开中国人民多年的辛勤劳动。 

很多国家正在拟定多年期的改革计划，而中国路线所体现的智慧将为所有国家提供指

引。虽然政策措施因国而异，但其背后的努力和精神却是一脉相通。 

应对危机 

下面是我要讲的第二点：中国如何有效地应对和度过全球金融危机。  

当受到危机冲击时，中国再次显示了其政策决心和领导能力，巧妙地应对了危机的负

面溢出影响。我认为有三个主要因素发挥了作用。  

 第一，由于危机前的几年里所采取的稳健政策，与大多数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的

状况要好得多，有能力作出应对。这具体是指谨慎的财政政策、反周期的货币政策

以及促进生产力提高的结构性改善。  

 第二，迄今为止，中国一直把重点放在贸易开放上，而将金融一体化推迟到改革的

较晚阶段。因此，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有接触到给许多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体系造成严

重破坏的有毒资产。 

 第三，决策者作出迅速和果断的反应，通过一揽子刺激计划抵消因全球需求崩溃造

成的冲击。 

这让中国处在一个令人羡慕的地位：能够向全球经济增长抛出其急需的救生索，并成

为低收入国家更重要的发展伙伴。  

中国充分发挥了与其经济成就相称的全球领导作用。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目前有所放缓，但这可能不是一件坏事。重新调整重点，不只是关

注经济增长水平，同时还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如何让全体人民受益，这一决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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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是正确的。 这也体现在了几天前温家宝总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中，

并得到了人大代表的支持。 

中国的未来 

第三点，也是关于中国未来的思考；未来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仍然脆弱的全球环境使得中外各界的一个关注点更为突显，即，必须改变中国经济增

长的模式。  

我们看到，在这方面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中国的对外收支顺差大幅度下降，这反映了

全球需求疲软、中国的对外贸易条件趋向不利以及非常强劲的国内投资。经常账户顺

差大幅下降，从 2007 年创纪录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下降到了 2011 年的不到 3%。  

现在，中国的注意力正在转向日益加剧的内部失衡，尤其是投资一直保持在非常高的

水平上。目前，国内消费需在推动经济增长上发挥更大作用。而且消费作用的提高宜

早不宜迟，否则，目前增长过程中的紧张关系将更加明显。 

在这方面，我非常欢迎中国的十二五年规划所强调的将增长转向消费导向的目标，温

家宝总理最近也强调了这一点。 

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出口和投资导向型增长可能造就了今天的中国，但这种增长模

式在“以人为本”方面还有所欠缺。繁荣只有在被中国人民广泛分享的情况下才可以持

续。社会稳定也是如此。 

那么，推动中国在这一征途中继续前进的政策重点有哪些？我来谈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是提高居民家庭收入和促进包容性。 

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然而，多年以来，中国老百姓的收入虽然快速

增长，但所占比重却在不断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65%

下降到 2010 年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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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采取有效措施努力解决这一问题，包括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并将更多资源投

向养老金、医疗和教育。贫困问题已大幅改观，农村发展已明确地被列为工作重点。

不过，收入不均不是一夜之间能够改变的。这是一场马拉松，需要在今后多年里持

续努力。 

 第二项重点是为即将到来的人口挑战做好准备。 

从很多发达经济体的经历中，我们看到，如果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需求变化得不到解

决，代价将是非常巨大的。 

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可能要几年之后才会出现，但中国应注意吸取他国在这方面的

经验。即将到来的变化将是巨大的，现在就应着手做好准备。工作年龄人口所占比

重在 4-5 年后将开始下降，在今后仅 20 年的时间里就可能下降 10%。为此，必须

实行全面的改革。加强医疗和养老金体系将是一个关键要素。  

同样重要的是，应努力提高生产率并加强创新，以做好准备应对劳动人口的最终开

始收缩。政府可以做好一些基础工作，措施包括提高劳动力流动性，以及投资于人

力资本（例如，为流动务工人员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平等的福利）。 

另外，应采取措施加强竞争，特别是服务部门的竞争，这有助于私人部门发挥作用，

包括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方面发挥作用。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重点，就是金融改革。  

最终目标是确保中国的金融体系能够支持经济增长，而不是破坏稳定的经济增长。

金融体系应当是开放的，具有创新性的。金融体系应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信贷，以

促进消费、支持中小企业和创造就业。必须仔细检查和管理风险，以免金融稳定受

到威胁。 

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中国金融体系转型所需的所有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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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让我来简要列出基本路线图的核心要素：更坚挺、更灵活的汇率；更有效的

流动性和货币管理；高质量的监督；更多的和更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产品；灵活的存

贷款利率，以及最终的资本账户开放。 

在这一背景下，我认为人民币没有理由不成为储备货币并获得与中国经济规模相称

的地位。 

结语 

中国的经济进步和全球影响力的加强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作为最大股东之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印证了中国

不断增强的领导地位。每天，在与基金组织管理层同事朱民以及其他中国籍高层工作

人员的密切合作中，我都能感受到中国人的卓越才识。 

在其他国家奋力克服危机、恢复坚实增长的过程中，中国是一个成功的榜样。  

这次论坛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借此祝贺中国取得的成就，以及这一成就背后的许多

有效的政策行动。展望未来，中国今天采取的行动和实施的政策会是实现更繁荣未来

的关键。 

中国古语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  

所以，中国当前采取的影响深远的政策和改革计划将为中国今后的繁荣与领导地位奠

定坚实的基础，我对此充满信心。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