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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中央银行行长在亚洲集会，讨论今后为建立更强健的体系所需采取的步骤 

 基金组织主办的关于宏观审慎政策的会议在中国举行 

 会议强调，需要实施更广泛的金融部门改革 

 

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和其他高层金融官员在上海讨论如何加强全球银行和金融体系的

稳定。这一体系目前依然容易遭受引发近期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的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呼吁继续开展全球合作，

并指出，衰退之后，亚洲在引领世界复苏，但克服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仍是当务之急。 

 

10 月 18 日在上海举行的高层会议的主题是，鉴于金融部门问题能迅速蔓延并影响实体经

济和就业，应如何防止发生另一次系统性崩溃。亚洲、欧洲、北美和南美以及非洲的中央

银行高层官员汇集上海，讨论这一问题。  

 

这次题为“宏观审慎政策：亚洲视角”的会议由基金组织主办，中国人民银行（人民银

行）承办。主要发言人包括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

恩、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约翰·利普斯基，以及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 

 

来自约 25 个国家的与会者参加了此次闭门会议，其中包括中央银行行长和副行长，以及

其他高层决策者和监管者。 

 

政策协调的重要性 

上海会议旨在强调先进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对话与政策协调的重

要性。施特劳斯-卡恩在主旨发言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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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本次会议在开展国际合作以确保实施

强有力的宏观审慎政策方面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因为系统性风险“非常可能跨境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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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他还指出了几点共识，即解决宏观审慎问题需要有明确的责任分工，特别是在信息

采集方面，另外，中央银行与国家层面的其他监管机构需要开展更密切的合作。 

 

上海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归纳总结从全球危机金融动荡中吸取的教训。基金组织官员表

示：“这与今天的会议直接相关。本次会议体现了人民银行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几个月来

的辛勤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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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风险 

危机期间，一个机构的问题迅速蔓延，跨越国界，威胁到整个金融关系网。全球危机表

明，只是孤立地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和稳健性是不够的；监管者需要注意并应对各

种系统性风险，并清楚地 了解处理这些风险的责任所在。 

 

另一个教训是，政策制定者在面对资产价格和信贷高涨时需避免自满情绪。施特劳斯-卡

恩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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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会议探讨一系列与宏观审慎政策有关的问题，这些政策关注整个金融体系，并试图通

过制定监管规定和实施更好的监督来限制系统困境。 

 

会议力图勾勒新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体制轮廓，界定可用于减轻系统性风险和限制顺周

期性的各种工具（包括制定监管标准和征税）的范围。  

 

与会官员讨论了各国的经验，包括亚洲地区的经验，其中特别关注宏观审慎政策与资本流

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还讨论了宏观审慎方法对中央银行政策的影响。  

 

亚洲在崛起 

同时，会议意在强调亚洲在全球政策讨论中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该地区的政

策制定者在危机后采取重要步骤，通过实施宏观审慎措施来增强体系。 

 

上海会议是在 2010 年 7 月韩国大田的一次重要会议之后召开的。大田会议标志着基金组

织与亚洲的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大田会议的一大共识是，基金组织应当使其分析对亚洲政

策制定者更为有用，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并提高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发言权，从而增强

基金组织在亚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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