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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增长预计达到 9.5%，通胀降至 4%左右 

 重大挑战将是加速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 

 金融部门改革将至关重要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将继续扩大  

 

基金组织在其最新评估报告中表示，在强有力的国内和外部需求推动下，中国经济今

年预计快速增长 9.5%并继续保持强劲。 

 

不过，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政策挑战将是加速实现正在进行的转型，即其经济模式转

向一种更加注重国内消费并减少对出口和投资依赖的模式，基金组织在完成其对中国

经济的年度第四条讨论时说。  

 

“中国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基金组织代理总裁约翰•利普斯基在北京举行

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们目睹了这种持续势头，因此，维持了我们对今年和明年

9.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测。在过去一年，通胀显然已经成为更加紧迫的社会关切。然

而，我们预期，驱动通胀的诸多因素将很快开始消散，通胀应该在年底前降至 4%左

右”。 

 

利普斯基赞赏中国在扩大政府开支帮助应对全球经济衰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最近，

中国当局采取的收紧货币政策、使信贷增长恢复正常并退出财政刺激的措施是完全恰

当的。 

 

“当局为减缓房地产价格上涨而逐步采取的措施正在产生预期影响”，他对记者表

示。“但是，由于储蓄高、融资廉价、持有成本低以及其他投资工具少，中国仍然容

易出现资产泡沫。任何持久的解决方案都需要涉及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增加资本成

本和提高房地产税。” 

 

重点关注金融部门 

由亚洲及太平洋部高级顾问奈杰尔•查克先生率领的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代表团于 5 月 23

日至 6 月 9 日访问了北京、上海和成都，对中国经济进行年度检查。  

 

 
中国上海工厂的挖掘机：基金组织强

调，防止经常账户顺差重新抬头的政策

很重要（摄影：Aly Song/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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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普斯基和亚洲及太平洋部主任阿诺•辛格参加了最后的政策讨论，并拜会了国务院副

总理王岐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财政部部长谢旭人。 

 

随着金融部门迅速发展和不断变化，工作人员代表团还首次进行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

（FSAP）。 

 

关于金融部门评估规划的分析，查克表示，它显示出在转向更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

系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尽管如此，中国仍然面临着金融部门脆弱性持续积累的

风险。 

 

“金融体系的复杂性正在增加，数据收集、系统性问题监测和信息交流方面存在着局

限性。此外，还存在着众所周知的短期风险，它们主要来自最近的信贷扩张、资产负

债表外风险暴露、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以及潜在的外部溢出效应”，他说。金融部门

评估规划结果显示，有必要扩大监管范围，加强各监管机构间的协调，并改革金融稳

定和危机管理框架。  

 

查克同时强调，对于确保中国顺利转向更加包容、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为重点的增长

模式来说，金融体系改革和放开十分重要。基金组织认为，这项金融改革进程的路线

图应该包括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框架、改善监管和金融稳定框架以及深化金融市场，

并最终放开资本账户和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这是一项重大任务，金融部门发

展需要有条不紊并审慎实施。然而，它将为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表现带来显著回报。 

 

顺差减少 

 

此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大幅下降。利普斯基认为，十分重要的是，在

未来几年内，中国应实施一揽子政策，以防止这些顺差重新抬头。 

 

利普斯基指出，“未来所需的许多政策已经纳入政府最新的五年规划。它们包括进一

步加强社会安全网，尤其是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提高资本、能源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成

本；千方百计增加家庭收入。” 

 

“人民币升值将是这一揽子综合改革的关键因素，并非常符合中国的利益”，他补充

说。 

 

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不断增加 

 

作为其与全球五大经济体（日本、中国、美国、欧元区和英国）第四条年度讨论的一

部分，基金组织还对这些国家进行了溢出效应分析。这一创新旨在加强全球金融危机

后对各大国间经济和政策的相互影响进行分析。利普斯基于 6 月 6 日在伦敦出席了英

国年度稳健检查报告的发布活动并于 6 月 7-8 日访问了东京。在本月稍后时间将访问欧

元区和美国。 

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fsap.htm
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fsap.htm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11/CAR060611A.htm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11/CAR060611A.htm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11/CAR060811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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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来说，溢出效应分析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为什么对世界其他地区如此重

要的问题置于全球背景之下。如果经济转型成功实施，中国正面的对外溢出效应无疑

会增加并极其有助于全球实现强有力、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 

 

“然而，如果这一进程过于缓慢或者当前政策框架压力导致中国形势受到干扰，就会

给全球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利普斯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