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发言  

在 2011 年国际金融论坛上的发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2011 年 11 月 9 日，北京 

各位上午好。来到这里，我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我特别感谢国际金融论坛主席成思

危和韩国前总理韩升洙对我的盛情邀请。重新踏上这个伟大的国度总是令人无比愉快。   

我来过中国多次，但这是我第一次以基金组织总裁的身份来到中国，可谓故友重访。

基金组织与中国之间有如此融洽的关系，这使我倍感欣慰。中国是基金组织最重要的

股东之一。所以，我期待着倾听中国朋友的看法，与中国朋友交换意见，并讨论如何

在未来进一步增强我们的伙伴关系。 

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崛起确实是当今时代最了不起的经济成功事例。如今，亚洲正在

推动全球复苏，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情况。 

亚洲的进步过程中，中国基本都处于领导地位。看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的成就

——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创造了 3 亿 7 千万就业机会, 使 5 亿人摆脱贫困，并以年均

10%的速度增长。 

正因为如此，当我访问这一地区时，我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 

可惜我今天来的时候，全球的局势并不是最好的。在全球经济上空，乌云正在不断聚

拢，而亚洲需要对此保持密切关注。 

欧元区领导人在几周前以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几天前采取的步骤令我备受鼓舞。但

风险依然严峻。 

让我来谈谈四个问题： 

首先，全球经济的现状。 

其次，恢复全球经济增长所需的政策。 

第三，为了捍卫本国经济前景，中国还能做些什么。 

第四，改革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意义，特别是有关新兴市场和中国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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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和地区经济挑战 

首先，正如我以前提到的，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危险的、不确定的阶段。实体经济

与金融部门之间的负面反馈作用已变得非常显著。先进经济体的失业依然处在过高水

平。 

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如果我们不联合采取行动，我们可能进入不确定性增加、金融

动荡、全球需求崩溃的恶性循环。最终，我们可能面临低增长、高失业的“失去的十

年”。 

在这么多地区正在艰难地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的同时，亚洲经济仍在反弹。亚洲是

一个实实在在的亮点——这一点毋庸置疑。 

然而，亚洲无法避免受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贸易渠道至关重要，因为亚洲地区在

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外部需求带动经济增长。亚洲新兴经济体还容易遭受金融部门形

势变化的影响。 

在我们这个日趋紧密相联的世界中，没有哪个国家或哪个地区能够独善其身。我们的

经济命运，无论成败休戚，都是连在一起的。 

二、政策路径 

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即世界今后的政策路径。由于先进经济体处于全球震荡的中

心，它们有实施必要政策以恢复信心和促进增长的特殊责任。 

在这方面，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欧元区领导人 10 月 26 日达成的框架令我感到鼓舞。

这一框架将恢复希腊的债务可持续性，为欧洲银行补充资本金，加强对金融风险扩散

的防范，并为欧元区的强健经济治理奠定基础。 

在刚刚结束的戛纳峰会上，二十国集团国家认可了这一框架，并强调需要迅速加以落

实。这是当前的关键所在。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我们还需要着眼于更重要的目标——强劲、可持续、平衡的经

济复苏。对于先进经济体今后的政策路径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当取得适当的平衡，以促进稳定和增长。这意味着，应

推进实施结构性政策，以提高竞争力和就业水平。还意味着，应加强金融监管，使金

融部门更安全，恢复向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能力。 

当然，政策搭配因不同国家而异。不存在单一的普适路线。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适当

的平衡，从而使各国的措施在相互结合起来后，能带来我们所希望的经济复苏——给

尽可能多的人带来福祉的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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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我想强调真正可持续复苏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即社会方面。我们需要经济

增长，但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创造就业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工作，一代年轻人就有可

能与经济繁荣和社会纽带相脱节。 

我们需要经济增长，但我们需要的是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正如基金组织近期研究

所证明的，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如果这是先进经济体的政策方向，那么亚洲的政策路径是什么？ 

亚洲目前正面临着实现平衡的艰巨任务。各国需要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抵达的风

暴。但一些国家面临着因长期宽松的金融状况导致的持续过热压力和金融稳定风险。

因此，应当根据情况的变化灵活调整政策。 

当通胀压力居高不下、货币政策宽松时，收紧货币是合理的。但当通胀得到控制、面

临很大外部风险时，各国应推迟货币紧缩。的确，亚洲地区的一些国家已经停止货币

紧缩，甚至放松了货币政策。然而，由于财政赤字和债务高于危机前水平，对绝大多

数国家而言，继续削减赤字是正确的行动方向。 

但是，如果全球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就应当迅速改变政策方向，采取一系列措施为

经济活动提供缓冲。例如，政策制定者可以推迟财政整顿，动用自身储备或地区储备

集合安排，以及重新启动中央银行互换额度。基金组织将随时做好准备，为亚洲的地

区金融安排提供补充支持。 

我谈到的社会方面的问题对亚洲也是十分关键的。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领

导人正在考虑的主要问题。当然，亚洲已经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此外，亚洲

已经付出许多努力并将继续大力建设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更多地投资于基础设

施、医疗和教育。 

这一战略能够带来两个好处：一是创造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使亚洲人民受益；二

是提供更强劲的国内增长引擎，进而有利于全球经济。 

三、中国的作用 

下面我就来谈谈第三点，即中国的作用。我首先想说，从根本上讲，我认为中国正在

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是由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全面铺设的一条道路。 

中国正在采取适当的措施减轻国内脆弱性——减缓信贷增长速度，提高拨备和资本金

水平，以及扩大宏观审慎政策范围。中国仍有空间通过货币政策控制信贷增长。 

财政政策正适当地回归平衡态势。但如果增长前景显著恶化，财政政策可以成为第一

道防线，因为中国具备充足的财政空间和迅速调拨资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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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整经济、扩大内需方面，中国也正沿着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设定的正确轨道前进。

正如老子所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确，在经济再平衡的道路上，中国已经

取得可喜进展。 

经常账户顺差从 2007 年占 GDP10%的高峰水平下降到去年的略高于 5%。尽管这在一

定程度上是由全球需求疲软造成的，但进口增加也起了作用，这为全球经济提供了支

持。 

中国现在应当进一步从出口和投资转向消费——包括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以及扩大

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体系的改革依然重要；此外，正如我们以前提到的，中国还需实

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 

四、全球经济治理 

全球经济治理是我要谈的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我已经提到了亚洲特别是中国在全

球经济中的非凡崛起。 

中国是全球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另外，中国与其他主要新兴市场一道，通过贸易、投

资和融资渠道促进了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 

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发挥着领导作用。我很高兴有机会在戛纳峰会上与胡锦涛主席进

行了会面。在基金组织中，中国也发挥着领导作用。 

我们认识到，为提高其有效性，基金组织必须真正代表全体成员国，代表所有 187 个

国家。为此，我们大力改革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

织有更大的发言权。 

这些治理改革的一个结果是，中国目前是基金组织的三大股东之一。在基金组织中，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鉴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的核心作用，这是完全恰

当的。 

结语 

我最后想说的一点是，我们同处于一艘大船之中。我们同属于一个全球经济。我们的

命运沉浮与共。 

《论语》有云：“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实现一个更加稳

定、更加繁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国家的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最大的潜力。 

回顾历史，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技术最先进、人口最多、最为繁荣的国家之一。

中国再次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扮演主要角色——不仅今天如此，明天也将如此。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