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让财政刹车困住全球复苏步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的评论文章 

原载于 《金融时报》 
2011 年 8 月 16 日 

当前的市场动荡，特别是不确定性的迅速增大，动摇了人们对全球经济的信心，使许

多人认为一切政策选择都已用尽。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会让我们束手无策。 

在 2008 年末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决策者汇聚到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采取了各种行动，

促进了增长，缓解了金融动脉的硬化，击退了保护主义，并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

了资金支持，从而使我们免于遭受又一次“大萧条”的冲击。如今，正是我们再次采

取这些行动的时刻，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双底衰退的风险，同时也是为了使全世界回

到稳定、可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轨道上来。 

当今情形与 2008 年不同。那时，不确定性来自于金融机构的衰落；而现今，不确定性

则来自于对主权健康状况以及主权与银行之间棘手的反馈链的忧惧。那时，我们的应

对措施是采取前所未有的货币宽松政策，为金融部门提供直接支持，并进行一系列财

政刺激；而此时，货币政策受到更多限制，银行业问题再次出现，危机又遗留下了大

量公共债务——与之前相比，先进经济体平均增加了大约相当于 GDP30%的公共债务。 

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容易找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选择。对于先进经济

体而言，毫无疑问是需要通过可信的整顿计划来恢复财政可持续性的。与此同时，我

们也深知，若太快踩下刹车，就会困住复苏步伐，恶化就业前景。所以，财政调整必

须处理好度的问题，既不能过快，又不能过缓。 

若要使财政整顿恰到好处，时间安排是关键。我们要一手抓中期的整顿，一手抓短期

的增长和就业支持。此二者乍听似乎是矛盾的，但实则是相辅相成的。进一步整顿财

政的决定，在实现可持续的财政改善的同时，也会在近期内为增长和就业创造政策空

间。 

同理，在近期内能否推动增长也是决定整顿意向可信度的关键。毕竟，倘若失业率居

高不下，社会不满情绪长期存在，那么又有谁会相信削减支出的承诺能在这样一个漫

长的停滞期里得以恪守呢？ 

那么市场能否接受这种方式呢？一些国家似乎在努力推进大踏步的财政调整，一些决

策者也已选定了这一出路。但在很多国家，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却是错误的。我们应

当牢记，市场思维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们拒绝高额公共债务，并且可能欢迎大幅

财政整顿，但另一方面，正如我们上周所见，它们更不愿接受低增长或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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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短期政策空间的大小因各国而异。面临市场压力的高债务国家几乎没有多大的

余地，必须继续进行财政整顿。但其他国家却有空间减缓整顿步伐，同时辅以经济增

长推进政策。 

减债策略必须以具体、实质性的承诺（不仅仅是空话）为基础，但其对经济的影响却

可有所延迟。政策行动可侧重于未来压力会不断积累、但对当前需求（比如福利改革

或税收体系改革等）却几乎没有影响的领域。同时，短期措施必须能够促进增长，同

时还能以低成本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并且可以含括那些支持就业、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改善住房市场调整的政策。 

单凭削减支出这一举措也是无法取得成效的——收入必须要增加，而最佳选择必须是

对需求影响最小的措施。当然，除了努力攻克财政整顿难题外，还有其他任务有待完

成，包括纠正货币政策——大多数先进经济体的利率应保持低水平，核心经济体的央

行应随时准备在必要时再次采取大规模非传统性举措。金融部门的修复仍是至关重要

的：对状况良好的银行进行注资和重组，将经营不良的银行关闭，同时加强透明度从

而驱散笼罩在金融市场上的乌云。最后，结构性改革也要在一段时间之后方能取得成

效，但眼下必须开始采取措施促进生产力、经济增长和就业。 

这些是否都可以实现呢？有人认为，当前全球危机状况使我们丧失了政策选择，这种

想法是错误的。如今，就像在 2009 年那样，我们正需要各国团结一致，不懈努力，共

同实现仅凭少数几个国家无法达成的目标。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明确的，即：采取可信

的中期财政整顿措施，并大力探索一切可有效促进短期增长的适当途径。 

如果全球经济复苏停滞不前，我们将会承受深重的负担。如果决策者能大胆行动，共

同行动，并依照工作重点而行动，那么我们的信心将会恢复，经济也将持续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