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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能在国际金融论坛年会上向诸位嘉宾发言。相会在北京，我们站在全球经济

复苏的最前沿，因为中国正在引领世界走出衰退。这一表现与中国在过去十年来所取

得的非凡成就是一致的。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其在国际政策讨论中的作用也不断提高。作为20国集团的一

个重要成员，中国正在帮助深入探讨未来的全球政策重点，并设计解决全球问题的方

案。另外，中国正在支持基金组织更加有效地适应和服务于成员国的需要。而基金组

织也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在我访问北京期间，我期待着从与中国领导人、企业界

领袖、学术界和大众的交流中倾听和学习。 
 
在我今天简短的发言中，我将谈两个主要问题。首先是世界在开始走出危机后面临的

主要挑战。其次是如何加强国际货币体系，包括通过改革全球治理结构。 
 

I.   全球经济面临的政策挑战 

 
全球经济看来终于转危为安。复苏是不均衡的，并且尚不能自我维持，但许多新兴经

济体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正在实现强劲复苏。我们预计中国2009年将增长8.5%，

2010年将增长9%。 
 
尽管全球前景的改善令人欣慰，但我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政策挑战。最大的风险是过

早撤出政策刺激措施。虽然谨慎的做法是为所谓“退出战略”做出计划，但政策制定

者应继续实施支持性措施，直至复苏站稳脚跟，特别是直到具备减少失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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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承诺维持财政刺激措施到 2010 年，这对于支持增长至关重要。然而，正

如政府也认识到的，现在应当开始放慢迅速贷款增长势头，这种增长可能造成过度投

资、产能过剩并最终引发不良贷款。 
 
随着复苏开始出现，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关键的中期政策挑战，也是我今天讲话的第

一个重点问题，是如何实现需求在各经济体之间的较为稳定的分布。这就是我们称为

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挑战。 
 
在危机爆发前，全球失衡显著扩大。这种失衡引起了对可能出现无序调整的担忧，因

此为政策制定者所关注。尽管全球失衡在危机期间有所缓和，但仍然十分严重，并

且，随着全球经济正常化，失衡可能会再度扩大。 
 

20 国集团最近通过了一个旨在促进有力、可持续及平衡增长的框架，该框架规定了相

互政策评估过程并指出其对全球增长的影响。这反映了一个共识，即经济再平衡的努

力若要成功，所有国家都必须贡献自己的力量。20 国集团已呼吁基金组织为相互评估

过程提供分析支持。 
 
处于失衡中心的经济体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呢？ 
 
在具有庞大经常账户逆差的经济体，国民储蓄需要增加。在其中许多经济体，包括美

国，财政整顿是关键。在那些经历了资产价格暴跌的经济体，金融部门的修复对实现

持久复苏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在具有大量经常账户顺差的经济体，国内需求需要扩大。在欧元区经济体

和日本，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应当增强。在新兴亚洲，再平衡意味着扩大国内需

求，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是投资，对中国来说, 重点是消费。 
 
中国领导人已经对如何刺激私人消费提出了明确设想。消费支出的增长目前快于整体

经济的增长。此外，正如胡锦涛主席上周指出的，中国今后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促进居

民支出并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大量工作已经展开。例如，实行了一项大胆的新举措，目的是为中国大多数人提供高

质量的医疗保健。农村养老金体系的改革也在推进。当然, 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比如, 
扩大社会政策覆盖的范围，推进金融部门改革，并实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从而确保

更为持久、结构性地转向消费。 
 
货币升值是一揽子必要改革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人民币和其他亚洲货币升值将

有助于提高居民购买力，增加劳动收入的比重，并为重新调整投资提供正确的激励。 
 
最终，中国国内需求增加，与美国储蓄增加一起，将有助于重新平衡世界需求，并有

助于确保全球经济更加健康，让所有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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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国际货币体系： 
促进稳定和治理的改革 

我现在转到第二个话题，即加强国际货币体系。  
 
储备货币 
 
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许多人对当前体系的可持续性提出问题，特别是对美元作

为主要储备货币的作用存在疑问。一些人担心，美国的经济和金融问题，尤其是其大

规模财政失衡，对美元币值造成严重风险，从而带来国际体系无序调整的风险。 
 
关于如何解决与储备货币有关的担忧，已经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建议，包括中国一些

知名人士提出的建议。一些人提议创造一种新的世界储备货币，这可能以特别提款权

（基金组织发行的复合货币）为基础。另一种可能性是出现一个多重储备货币体系，

也许, 欧元、日元、人民币,可能占据同等重要作用。这些是有用的想法，将影响今后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我个人的看法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存在问题，但运作得仍是较为不错的。在

当前危机期间，这一体系显示出了弹性，并且，美国当局采取适当的政策行动可以缓

解近期担忧。实际上，我预期美元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作为主要储备货币。 
 
虽然如此，找到办法对付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根源仍十分重要。 
 
提供全球金融保险 
 
最近的经历再次表明，蔓延迅速且影响严重的金融危机可能导致对外汇和外部流动性

的大量需求。在一些国家，这种需要来源于根本的国际收支问题。在其他国家，这种

需要可能纯粹来源于与国内状况根本无关的全球流动性短缺。各国对此采取的一项回

应措施是积累预防性储备，作为一种形式的自我保险。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做法

有高昂的代价，包括失去投资于具有高社会回报的国内项目的机会。出于以上所有原

因，我认为显然需要全球金融保险。  
 
在全球层面上，我相信基金组织可以作为有效和可靠的最后贷款人。国际社会对这一

目标做出了强有力的承诺，将我们的贷款资源增加到原来的三倍，至 7500 亿美元，包

括来自亚洲成员国约 1720 亿美元的出资。这使我们能够向许多受危机打击的国家提供

至关重要的融资支持。 
 
然而，为了成为真正可靠的全球最后贷款人，基金组织需要大幅增加资源。在这方

面，中国承诺购买 320 亿特别提款权以内的基金组织票据非常有帮助。但是，即使在

最近增加到原来的三倍，我们的资源与全球 GDP 之比仍低于基金组织成立之初的水

平，与全球资本流量之比则低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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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成员国已认识到这一限制。在基金组织伊斯坦布尔年会上，它们要求我们研究

审议，为满足成员国需要，我们所需资本的适当规模和构成。 
 
我们还被要求考虑有哪些途径改进基金组织的贷款方式，即改善我们的融资工具，以

更好地满足全球金融保险需要。  
 
在这方面，地区储备库很有希望。亚洲的清迈倡议为基金组织的融资支持提供了重要

补充。我们应当考虑可使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资源与基金组织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相结

合的方式，以使其更加有效。 
 
最后，我们还应更仔细地研究在更一般意义上增加全球流动性的方式。今年早些时

候，基金组织通过新发行 2840 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增加了全球流动性。今后，可以通

过提高对各地区的针对性，或针对全球流动性紧张形势更加灵活地分配特别提款权，

使这种分配更加有用。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有许多方式考虑如何加强国际货币体系。我确信，随着我们进一

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的成员国将就如何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提出许多出色的想法。 
 
全球治理结构改革 
 
下面我还想谈谈全球治理结构改革问题。我认为，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是加强国际货

币体系的关键要素。  
 
新的全球治理框架的出现对于确保克服危机和维护可持续复苏所需要的国际合作至关

重要。  
 
特别是，在我看来，20 国集团转变为一个促进国际政策对话和推进改革倡议的关键论

坛，是一个历史性的进展。亚洲在 20 国集团有 6 个成员（当然包括中国），具有很高

的代表性，因此具有为重塑全球金融架构做出宝贵贡献的坚实平台。  
 
基金组织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改革其自身治理？ 
 
只有拥有成员国的信心和信任，基金组织才能有效。我们已经朝着这个方向采取了若

干步骤。根据 2008 年达成一致的份额改革，亚洲代表性不足的国家的份额比重将提高

近 3 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将提高 1 个百分点）。这将使亚洲在基金组织的总份额比

重达到约 19%。今年 9 月在匹斯堡举行的领导人峰会决定将 5 个百分点的份额转给充

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这将使亚洲受益更多。这一调整应在 2011 年初之前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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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结束语 

世界秩序正在改变。对于中国和作为一个整体的亚洲，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更大的发言

权意味着有重大机会为重塑危机后全球经济做出贡献。鉴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

位，这完全是适当的。出于同样原因，亚洲也有更大的责任帮助找到确保长期强劲和

可持续增长所需的全球解决办法。 
 
我确信，在最充分地利用此次历史性机遇方面，亚洲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毫无疑

问，在作出必要变革，以确保所有国家走上新的增长道路并取得经济成功方面，中国

将发挥领导作用。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