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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基金组织的改革之年 
 

作者：James Boughton，基金组织历史学家  

2010 年毫无疑问地是基金组织的改革年。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说，

2010 年达成的协议是“该机构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治理改革”，此论断并非虚言。现在

将要发生什么，为什么这一改革如此重要？ 

已商定实施三项重大改革。每项改革都很重要，都是多年工作的成果。每项改革落实

起来都很困难。每项改革都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是得到有效实施。 

首先，迅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基金组织的运作和与成员国开展工作过程中将拥有

更大发言权。美国和当前欧盟成员国的投票权之和将首次降到 50%以下。  

这一转变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但有可能改变基金组织的文化。改革也是前

瞻性的，今后每隔几年都将考虑各国增长率的变化，因此，它至少克服了过去束缚基

金组织的某些惰性。短期内，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将扩大。随着非洲的经济表现

继续改善，其影响力也将得到相应体现。欧洲先进国家在执董会的席位将减少，但将

有机会整合其席位，从整体上变得更加有效。 

这些改革实施起来将很困难，因为需要几个国家作出微妙的政治承诺。这些改革是否

会改进基金组织的政策和决策，取决于新兴市场（它们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仍在形成

之中）如何运用新的影响力，传统势力最终将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新生力量。 

其次，基金组织的贷款方式已变得更加灵活。当基金组织在 1947 年发放第一笔贷款

时，只有一种方法：直接的货币互换（借款国用本币换取可兑换货币，通常是美

元）。后来基金组织逐渐扩大贷款方式，包括备用安排、中期安排（金额更大、期限

更长）、用于应对商品价格冲击的或针对低收入国家的条件更优惠的贷款，以及其他

特定用途的贷款。 

上世纪 90 年代末，基金组织具有至少十种贷款机制，但所有常用的贷款机制都要求借

款国实施详细的宏观经济和结构改革规划。不过，在多年尝试未果之后，基金组织最

近成功地设立了更加适合某一类国家的贷款机制——这些国家过去有良好的表现，并

坚定承诺靠自身力量实施良好的政策。 

这一改革的目标是使基金组织有更强的能力防范金融危机并更加灵活地满足借款国的

需要。新的贷款机制还有助于减少长期以来基金组织援助的不良印象。主要的挑战是

保证借款国确实执行强有力的政策，克服金融困难，并在到期时偿还贷款。基金组织

过去提高灵活性的努力之所以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有关国家在以宽松的条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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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贷款后往往实施薄弱的经济政策，也部分地是因为这种贷款条件仍被视作带有不良

的印记。在约束性与灵活性之间找到适合的平衡，这一工作必将不断受到考验。 

第三，基金组织的普通资金（相对于成员国的资金需要通常相当少）将增加一倍。不

过，在增加普通资金的同时，基金组织的常设借款安排将相应缩小。因此，这一改革

的直接影响不是增加基金组织的可贷数额，而是减少基金组织为提供大规模贷款而从

债权国借款的需要。今后几年的挑战是确保基金组织的资金是充分的、得到有效使

用，并不会沦为艰巨的改革任务（只有在改革需求非常紧迫的时候才会得到推进）的

替代品。 

2010 年改革并不代表工作的结束。一项持续开展的主要工作是，今后对基金组织管理

层职位的竞任将变得更加公开。基金组织历任十位总裁都是欧洲人。所有八位副总裁

（1994 年以来的第一副总裁）都来自美国。过去十年里，尽管曾经提名来自非欧洲国

家的总裁候选人，但他们最终没有当选，因此一直存在相当大的压力，要求遴选程序

对所有候选人开放，不考虑地域分布。 

负责遴选总裁的基金组织执董会几年前原则上同意放开遴选程序，但获得对这一改革

的更高层政治支持并不容易。不过，如果我能预测未来，我相信我们将看到同这次改

革一样的重要进展；未来十年的基金组织将继续变革演进，体现世界经济的快速、重

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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