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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致辞：前路展望——日益变化的全球经济，不断改变的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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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东京，2012 年 10 月 12 日  

 

引言——四海共聚于日本 

 

Ohayo gozaimasu——上午好！ 

 

主席先生，各位理事，尊敬的各位来宾：首先，我谨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欢迎

各位莅临本届年度会议。东京欢迎您（Tokyo e yokoso）！ 

 

我感谢皇太子徳仁亲王今天上午出席我们的会议。对于他的到来，我深感荣幸。我

想要感谢日本主办方的盛情款待。同时，也请允许我向我的朋友金墉行长致以诚挚

的欢迎。这是他首次出席年会，我可以体会他此刻的心情——去年的这个时候，我

也有着同样的心情！ 

 

上一次在东京举行年会是在 1964 年。那届年会上，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曾说过：“我

们所有人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要推动经济稳步增长，并缩小贫富差距，无论在

国内还是在国际层面上均如此。”而俗话说得好：变化越多，越容易保持永恒

（plus ç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 

 

从 1964 年至今，日本走过了漫长的路程。 

 

我不久前刚刚去过仙台，那个城市在去年遭受了地震和海啸的摧残。在那里，如此

多的生命被扼杀，如此多的梦想被击碎。但是这一次，我看到了一个焕然一新的城

市。我亲眼看到日本人民为重建家园、挽救生命付出的巨大努力。我看到了勇气和

信心。 

 

这是对全世界一个莫大的鼓舞。他们所了悟的也正是我们所有人都应清楚的一个道

理——只有万众一心，携手共进，我们才能平复今日的动荡，改善我们共同的未来。 

 

每次来到亚洲，我都会惊叹于这里的勃勃生机——这让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在这

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跃动不息的节拍，它跃动在每一个青年人的脸庞上，充满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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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活力。这让我们感觉到了未来的脉动。我认为，在很多方面，亚洲的确象征着

我们未来的世界。 

 

在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对这个未来世界的一点看法，它关乎全球经济，关乎基金组

织，也关乎我们所有人。 

 

因此，我要谈谈三方面问题： 

 

 全球经济变化的速度和规模； 

 如何向前路挺进； 

 我对未来的基金组织的看法。 

A. 风云变幻的世界——席卷全球的巨大变化 

我们在奋力应对周遭的巨大变化时，或许可以从 1964 年的东京年会中得到一些启

发。 

在那时，汇聚于此的成员国正处在一个美好新世界的巅峰上，一个黄金时代正在它

们眼前铺展开来。日本的经济正在浴血重生，全球经济也在不断轰鸣向前。 

 

且看一看我们的成就吧。先看看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若以人均实际 GDP 来衡量，

全世界几乎上升了 3.5 倍，日本上升了 4 倍，亚洲新兴经济体则上升了 9.5 倍，多

么令人惊叹的数字！再看看世界贸易量，如今已增加了 16 倍。另外，过去几十年

里，在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中，已有 5 亿人口脱离了贫困。 

如今，当我们展望未来时，我们的世界正在诸多重大趋势中得到重新塑造。 

人口构成正在发生巨大改变：在逐渐崛起的经济地区，青年人口数量巨大；在先进

经济体和主要新兴经济体，人口日趋老龄化；参与经济活动的妇女数量与日俱增。

到 2035 年，非洲将拥有世界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劳动人口将超过 10 亿——多于印

度或中国。但是到那时，全世界 65 岁以上人口也将超过 10 亿。 

经济实力正由西向东扩散，经济繁荣正开始从北向南转移。如今，在全世界 GDP

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已占到一半的比重，而在 1964 年，其比重仅有四分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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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和技术革新在不断推升经济和社会发展。数不尽的纽带将我们联结在一起，为

每一个人开启了一扇通往无数可能的大门。今天，有将近 30 亿人与互联网相连—

—这的确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万维网。 

总之，全球经济的流沙正在不断漂移。 

亚洲呈现了明显的实力和活力。这种实力和活力在其他新兴地区也是同样存在的。

比如，今年早些时候，我在出访巴西时了解到，巴西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已下定

决心，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并不断推进减轻不平等方面的日程。我们能从那些经历

过创伤的地区学到很多。 

欧洲也在经历一体化的历史进程，而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的确，欧元区正在经受

严峻的考验，必须要落实其宣布的政策倡议，不断向前推进。但我们还应当认识到，

银行业和财政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再加上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将增强该地区经济

基础，为在将来建设一个更强大、更有抵御能力的联盟铺平道路。 

中东地区也在不断转变。前进的道路确实会困难重重。但我相信，只要有了决心，

有了外部的支持，阿拉伯国家转型的前景将成为我们的希望之光。在我与埃及总统

穆尔西会晤时，他向我表达了坚定的决心，即，要在强有力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上推

进目标远大的经济改革。他正在履行这一承诺。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长达几十年的停滞之后，这一地区

出现了强劲、稳定的增长。当然，要想打赢抗击贫困的持久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旧时的成见在快速消退，“前沿市场”的崛起和飞速增长又引来了大量的外部

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尼日利亚的情况。我曾在今年早些时候出访过该国。很多年以

来，该国一直都倚仗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而如今，它正以令人赞叹的速度不断增长

——这得益于充满活力的改革和强有力的领导。 

这些变化正在塑造我们的未来。 

但我们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我们决不能沾沾自喜。正如我们的预测所反映的那样，

全球复苏仍极为脆弱。几百万人口的就业前景仍极为渺茫。贫富差距仍极为悬殊。 

要想将我们的乐观期待变为现实，我们还要经历一段艰辛的旅途。  

B. 向前路挺进 

由此，我要谈谈第二点——如何才能顺利走过这条道路？我们应如何应对这一变化？ 

我认为，应实现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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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脱危机困境； 

 完成金融部门改革； 

 解决不平等问题，实现包容性增长。 

摆脱危机困境 

 

显然，我们首要的目标就是要摆脱危机的困扰，恢复经济增长——特别是要终结就

业危机。 

我们清楚可以通过哪些政策来实现这个目标：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适当步伐进

行财政调整，同时注意不妨碍经济增长，但要通过坚实的、符合实际的计划在中期

内降低债务水平；完成银行部门的清理整顿；开展旨在促进生产力和增长的结构性

改革。在采取这些政策的同时，还应当恢复全球需求的平衡，使之更多地面向充满

活力的新兴市场。 

我们决不能自欺欺人：如果没有增长，全球经济的未来就会岌岌可危。 

或许，最大的障碍是遗留下来的巨额公共债务，在先进经济体，公共债务平均已接

近 GDP 的 110%，这是自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此情况下，市场信心稍有波动，

政府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巨额公共债务也束缚了政府的手脚，特别是当它们试图

建设 21 世纪基础设施并履行社会承诺之时。而快速老龄化人口的需求又将加重这

些压力。 

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得到一个明确的教训——若无经济增长，公共债务的缩减便将极

难实现。而高债务水平又会给增长带来更多障碍。 

我们前方的道路是狭窄而漫长的。 

当前的重点是，要将思考转变为行动，真正落实我们认为必要的政策，在所有领域

共同采取行动。这是一场多方参与、目标一致的游戏——一场越来越复杂、但各方

最终都受益的游戏。 

改善金融体系 

 

第二个里程碑性的目标是要改善金融体系。我们知道，这一点对于当代全球经济而

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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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的行动需要超越这个给我们带来危机的体系，按古希腊人的话来说，这个体

系充满了狂妄自大和肆意的天罚。 

当前，尽管已有些许进展，但与雷曼事件时期相比，这个体系的安全程度并未显著

增强。体系本身仍过于复杂；体系内的活动仍过度集中在大型金融机构中；“太重

要而不能倒闭”的问题仍像幽灵一样逡巡于整个金融部门。持续不断的过度做法和

丑闻都在说明，我们的金融文化并未真正改变。 

因此，我们必须将金融部门改革作为最紧迫的工作，早日完成改革日程：改善管理，

改善监督，改善跨境实体的破产解决方式，建立金融机构有效的激励机制，为该部

门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们正在不断取得进展，特别是在有关加强资本和流动性缓冲的“巴塞尔 III”日程

下的进展。但我担心，无论是实施既定改革，还是就衍生品、影子银行和“太重要

而不能倒闭”机构等问题进一步探索，这一势头在逐渐减弱。 

业内很多人士都对新监管规定成本的问题忧心忡忡。这些担忧是否必要呢？基金组

织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更好的监管将推升银行贷款利率，但幅度相对较小。我们

还发现，如将资本缓冲增加到适当水平，将有助于增长，而非遏制增长。对金融部

门税收进行的改革也可能有助于减少过度冒险和杠杆化做法。 

只要改革的成本是可负担的，就没有超出我们的底线。但自满带来的成本却远非如

此。我们曾经有过那样的经历。 

另外还要说明的一点是，金融体系可能有助于推动向更均衡的全球增长的转变。目

前，在世界总储蓄中，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储蓄量约占三分之一。通过开发本地金融

市场，亚洲新兴经济体可以将更多的储蓄转移到自己的后院，即，转移到那些处于

繁荣边缘、最需要这些资金的人们的手中。 

不平等和包容性增长 

我接下来要谈谈第三个里程碑性的目标，针对的是未来世界中的不平等问题和增长

的质量。事实上，这与政策制定中人的因素有关。 

增长是未来全球经济的关键所在，但它必须是另一种形式的增长。这种增长并非仅

是不受约束的全球化进程的结果。它应是包容性的。 

基金组织的近期研究告诉我们，不平等程度的减轻将带来更稳定的宏观经济和更可

持续的增长。这里包含着深刻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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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意味着，在制定财政政策时，重点是效率，同时也要关注平等问题。它意味着，

在共担财政调整负担、保护脆弱和易受影响群体的过程中，要注意实现公平。它意

味着，应增强金融包容性，以使所有人都可以进入信贷和金融市场。它意味着，要

加强透明度，完善治理，以确保机会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如果这扇门关上了，

我们知道是为什么。  

所以，我想再强调一遍，未来的全球经济将有赖于三个目标的实现，即：摆脱危机

困境，改善金融体系，实现新形式的增长。 

C.未来的基金组织——在新世界里服务于我们的成员国 

这些对于基金组织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之前所说的一切之上 ，是对加强合作的呼吁。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同时也须

是一个紧密合作的世界——正如伟大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言，这样的一个世界“没

有被狭隘的国家围墙分割开来”。 

所以，在过去曾产生重要影响的多边机构也将在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而基金组织将成为开展此类全球合作的一个重要的论坛。 

这场危机改变了我们——新方法、新工具、新经验。基金组织的未来轮廓正逐渐浮

现出来，但是，这建立在以往的成就之上，建立在基金组织创立者向我们赋予的职

责之上。 

那么，未来的基金组织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基金组织应始终是一个可信赖的顾问。 

有时，无论是提供建议还是接受建议，都并非易事。过去一年里，我们提出了很多

项事关重大的要求——某些还引发了争议。包括：要求对欧洲银行注资；要求扩建

欧洲金融防火墙；要求以更均衡的方式进行财政调整；要求对财政悬崖问题给予迫

切关注。提出这些要求并不容易，但这却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们应当是一个客

观、独立的经济问题仲裁人，在经济困难时期尤为如此。 

如今，基金组织须继续前行，更好地适应当今全球经济不断变化的现实和重点，更

好地适应这个高度交织的世界。所以，我们将比以往更加注重经济和政策的溢出效

应，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动向会如何影响到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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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们新出台的综合监督决定将使国家层面与全球层面的监督彼此促进，同时

重点关注跨境效应。我们新一期的《对外部门报告》强化了多边视角下的政策评估，

包括对汇率政策的评估。我们新制定的金融监督战略将极大增强我们对金融部门的

关注，凸显出这一部门作为国家和全球稳定问题之核心的重要地位。 

其次：在这个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基金组织须拥有必要的资源以向其成员国提供支

持。 

自危机爆发至今，我们已做出 5400 亿美元贷款的承诺，并已向 126 项贷款计划拨

付了 1570 亿美元。这些贷款计划中，有 57 项是非优惠贷款，69 项是优惠贷款。

我们将帮助不同的国家解决各类不同的问题——为调整和转型提供融资支持，为防

范危机蔓延提供保险，以及认证良好政策等等。面对复杂的社会状况，我们的行动

有了更高的灵活度和反应度——例如， 我们已要求某些国家延长财政调整时间。 

你们在今年早些时候做出了 4560 亿美元的增资决定，这是你们向基金组织投出的

一张极有份量的信任票，我们的总贷款能力由此增加到了 1 万亿美元以上。最近，

通过利用黄金出售意外利润，你们又成功地为低收入国家提供了资金保障——确保

我们在未来几年里有充足的资金提供减贫与增长信托项下的优惠贷款。 

请放心，你们的出资必将用于其应有的目的——它将有助于终止危机、防范危机、

减少危机带来的人的成本。 

关于未来的基金组织，还有最后一点，但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它必须真正反映出

全球共有的性质。 

我们所需要的基金组织应该能代表全世界，反映出全世界面貌，并为全世界人民提

供安全、舒适的归宿。 

因此，在 2010 年商定的各项改革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治理改革。改革的结果：

有活力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将增加 6%，或者说，自此前 2006 年改革启动

至今，份额总体增加幅度将达到 9%。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均首次位居前十

大股东之列。我们的执董会成员将全部由选举产生，这一制度在所有国际金融机构

中还是前所未有的。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朝着这一改革方向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实现了大部分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主要目标——超过 75%的成员国已同意了份额增资，超过 120 个成员

国已同意了执董会改革。如今，我们须进一步推进这一举措，为执董会改革和

2010 年一揽子改革方案的实施获得 85%表决权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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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能看到终点线了。它就在不远处，而今天，站在这里，我要再次敦促各成

员国向着这一终点继续奋进。 

 

主席先生，各位理事：这就是我们在你们的支持下努力构建并将不断巩固的基金组

织。这是你们的基金组织。一个陪伴所有人度过所有不同时期的基金组织。它将服

务于所有成员国，服务于全世界，服务于全人类。 

 

结论：东京精神——合作精神 

在我结束今天的讲话之前，请允许我再次向日本主办方致以诚挚的谢意和敬意。日

本是当之无愧的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楷模。它是基金组织的朋友，我们双方的合作

关系如今已走到了第 60 个年头。 

同时也请允许我向那些能力出众、素质一流的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表达深深的谢意。

我为这样一个专业人员队伍而赞叹，他们日以继夜、全情投入地工作，为成员国提

供持续不断的支持，这使我深受感动。 

我还要感谢基金组织的各位执董，感谢他们的正确指导和出色管理。我还要感谢你

们，所有成员国，感谢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和信任。 

最后，我还想提及一点，作为本届年会的一个相关活动，我们举办了一场日本学生

作文比赛，请学生们就基金组织和全球经济话题各抒己见。我们收集到了很多文思

精妙、颇具启发性的文章。最终进入决赛的选手今天也来到了这里。可否站起来让

大家认识一下？ 

有一篇文章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它的作者是一位名叫米本奈绪的女学生。 

奈绪提到了日本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事件，两位名将——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为

了权力地位发生争斗。在那个年代，盐是一种价值极高的商品，当其中一人发现他

的对手没有了食盐供应时，就从自己的供给中取出一部分送给了他。 

由此，就有了这样一句日本谚语：“送盐予敌”。也就是说，要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慷慨相助，即使他们与你格格不入，甚或与你为敌。这说明了什么呢？在困境中，

只有彼此扶持，才能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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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先生，各位理事：合作精神是推动我们向前的唯一动力。不久前，我在仙台看

到了这种精神。过去一年里，当我走访各成员国时，也看到了这种精神。今天在这

里，我从你们的神情中又再次看到了这种精神。  

这就是我们的会议所秉持的精神。希望大家把这种精神带回去。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