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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好。我很高兴向各位嘉宾发表讲话，也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讨论。  

 

本次会议在亚洲举行绝非偶然。危机加速了全球经济的持续转型，在此过程中，

亚洲经济脱颖而出。今天，亚洲正在为全球复苏掌舵。亚洲的政策选择不仅对其自身

很重要，对全球经济整体也很重要。  

 

展望未来，克服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重中之重。本次会议的重点是宏观审慎

政策（这些政策处理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之间的联系），并就整个体系提供一个概貌。

在我们这个相互交织的世界中，这些政策对于平稳走出危机和转向新的增长源都将日

益重要。 

 

亚洲的经济表现 

 

亚洲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表现非同凡响。经过迅速和稳步的增长，亚洲地区目前约

占全球经济的三分之一，而在 1980 年还不到五分之一。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到

2015 年，亚洲的经济规模可能相当于美国与欧盟之和。 

 

当然，经济增长必须造福每个人。亚洲在减贫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过去几十年

里，仅中国就使几亿人摆脱贫困。纵观人类文明史，这种成就是以前不曾取得过的。  

 

当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亚洲表现出了非凡的抗冲击能力，比其他地区恢复得更

强劲、更迅速。亚洲没有犯其他国家的错误，没有让债台高筑，也没有因使用复杂的

金融工程而使风险扩大。银行积累了大量资本缓冲，遵循审慎的贷款做法，对不良资

产的风险暴露程度也有限。亚洲的政策制定者深刻吸收了过去的教训，采纳了稳健的

宏观经济和审慎政策。 

 

得益于坚实的经济基本面以及迅速和有力的政策回应，亚洲已成为全球经济复苏

的起跳台。但这也伴随着挑战。 

 

合作的核心重要性 

 

我来谈一谈合作。合作确实是这次危机留下的宝贵遗产，也是“大衰退”没有变

成另一个“大萧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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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继续发扬这种合作精神。没有它，经济复苏将岌岌可危。当前有这样一

种风险，即驯服了金融危机的大合唱将分解为各种不和谐音，因为各国越来越单独采

取行动。这肯定会让每个人的情况更糟。  

 

这不是一种口号。在提交给 20 国集团的一份报告中，基金组织清楚地指出，世界

最主要的经济体采取合作行动将会实现什么——在五年内使世界增长提高 2.5 个百分

点，创造 3000 万个新的工作岗位，并使 3300 万人摆脱贫困。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 

 

当前的所有重大挑战都要求采取合作性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如果我们想在今后

若干年内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增长。这与今天的会议直接相关。未来的经

济增长必须更加安全，不易产生金融过度现象，不易积累宏观经济失衡。因此，金融

部门和宏观审慎政策起着粘合作用，让整个体系完整就位。 

 

金融部门改革 

 

我再来谈一谈金融部门的修复和改革。在我们讨论新的增长模式之前，我们需要

纠正旧的问题。我们必须使金融部门更加安全、更加稳定，并使银行重新服务于实体

经济。这些问题中的许多源于亚洲以外的先进国家，这些国家需要带头纠正这些问题。 

 

我们有很多工作尚未完成。在监管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颁布了关于

银行资本数量和质量的“巴塞尔 III”规则。但这些规则只适用于金融体系中的部分机

构。改革必须处理所有金融机构的风险，不仅是银行——我们在危机中痛苦地吸取了

这个教训。 

 

这只是监管规定。在金融稳定的其他支柱，包括监督和危机化解方面，仍有很多

工作要做。规则只有被实施才是有效的，因此监督必须是强有力的、敢于干预的——

不要怕对强大的利益集团说“不”。我们还需要连贯一致的破产解决机制，包括国内

机制和跨境机制，以便能在纳税人承担最小成本的情况下关闭破产公司，并结束“太

大而不能倒闭”或“太重要而不能倒闭”之害。在这方面，基金组织已提议征收金融

稳定费，它与可信和有效的破产解决机制挂钩，为今后的救助提供资金。跨境问题尤

为重要，但既得利益依然强大。我们已提议建立务实的跨境协调框架，必须在大多数

跨境机构所在的少数国家实施这一框架。  

 

宏观审慎角度 

 

下面谈一谈宏观审慎方面，也就是今天的主题。我们都知道，系统性风险至关重

要。关注单个机构的安全性和稳健性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

们必须注意各个因素合起来是如何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抗冲击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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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留下的废墟上，我们需要建起一个新的宏观审慎框架。在亚洲开展这种讨

论是适宜的。亚洲正在引领全球复苏，并正在迅速恢复正常的政策状况。资本正在大

量涌入。我们不希望历史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重演。亚洲也有独一无二的机会起表率作

用。  

 

资本流动对亚洲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也是一种重大的挑战。一方面，我们

希望资本流向新兴市场。如果流向正确，并且有不断深化的国内资本市场和有效监管，

资本流动可以增进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一些资本流动

显然会破坏稳定。它们会导致汇率过度调整、信贷高涨、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动荡。 

 

那么，各国应该怎样克服这种脆弱性呢？由于发生恐慌时资本流动可能迅速逆转，

应当建立金融安全网，来补充宏观审慎政策。在这方面，地区融资安排（比如清迈倡

议）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基金组织正在努力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并随时准备与地区

伙伴开展合作。  

处理危机很重要，但更好的办法是防止危机发生。各国该怎样做呢？首先，我想

指出，这是一个实际问题，而不是思想意识问题。各国有许多选择，包括降低利率、

积累储备、收紧财政政策、采取宏观审慎措施，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实行资本管制。具

体的应对措施取决于具体情况——不存在一种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解决办法。例如，

面对信贷高涨导致的房市泡沫，可能应当采用审慎工具。相反，如果问题是债务资金

流入，导致大量外币贷给那些无风险对冲的借款人，那么解决办法可能就不一样，也

许需要实行资本管制。同样，我们总应注重实效。 

显然，常规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审慎工具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就如同价格稳定

与金融稳定是内在相关的。我们需要一个通盘考虑的方法，这意味着中央银行今后的

作用将发生变化。 

结束语 

我来总结一下。这是一个复杂的政策议程，没有合作根本无法成功。如果不开展

合作，经济复苏将受到威胁，金融部门改革注定会失败。  

总之，世界在期待亚洲发挥作用。你们的时刻已经到来。19 世纪属于欧洲，美国

主导了 20 世纪，而 21 世纪将是亚洲世纪。 

但这伴随着重大的责任——领导、指引这一协作议程，以主人翁的态度参与进来。

亚洲目前是主要经济区，处于核心意味着要对整体负责。通过 20 国集团，通过基金组

织，亚洲在国际事务中享有重要的发言权。基金组织正在让富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发挥

更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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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说的是，基金组织全力支持这一议程。我上一次访问亚洲是在韩国，当

时我说，基金组织能够成为亚洲的有效伙伴，实际上还能成为亚洲的第二故乡。我们

怎样做到这一点？首先是更好地监测经济和金融风险，包括对系统性国家开展强制性

金融部门评估规划，进行早期预警演习，并分析国家溢出效应。其次是继续加强我们

的危机防范和管理框架，减少自我保险的动机并支持全球经济再平衡。第三是为国际

政策合作提供一个论坛，让 187 个不同的国家与同一个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

个目标就是，实现一个欣欣向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人的生活蒸蒸日上。记

住，我们将同舟共济。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