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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重点放在可持续复苏和提高全球经济的抗冲击能力 

 强调就业和增长、赤字和债务、更牢固的金融体系 

 主要重点是使全球经济踏上持久、均衡的增长道路 

 

基金组织未来几个月的工作计划以促进可持续复苏和提高全球经济抗冲击能力为中心。 

 

全球经济避免了最糟糕的情况，但复苏依然脆弱、不均衡。在这一背景下，基金组织

执董会 6 月 3 日讨论的工作计划以促使全球经济踏上可持续、均衡的增长道路为目标。 

 

执董会这次的半年度工作计划讨论侧重于将全球政策议程中列出的政策重点转化为这

个具有 188 个成员国的国际机构在今后 6-12 个月的具体行动计划。基金组织总裁克里

斯蒂娜·拉加德在最近举行的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提出了基金组织的全球政

策议程。 

 

除了协助成员国识别新出现的风险并制定适合政策促进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增长外，

工作计划还强调，必须解决中期结构性问题，以恢复世界经济的抗冲击能力。这包括，

加强金融体系，解决高赤字和高债务问题，支持增长和就业，以及缩小全球失衡和预

先处理溢出效应。 

 

《基金组织概览》与战略、政策和检查部主任 Siddharth Tiwari 讨论了工作计划的主要

内容。 

 

基金组织概览：在 2013 年春季会议上，各方强调，需要更好地平衡货币、财政和结

构性战略。这如何体现在工作计划中？ 

 

Tiwari：在春季会议上，各方认识到，虽然市场情绪有所改善，但很多国家的增长和

就业仍然进展缓慢。由于解决危机遗留问题方面的进展有限，还出现了新的风险。在

这一背景下，无论是财政、金融、企业还是住户方面的，都需要实施既能支持增长，

又能克服薄弱基本因素的政策。这份工作计划以这些问题为重点。 

 

 对于欧元区，基金组织的分析将力求促进在以下方面形成共识，即财政和金融

部门修复与改革的可选方案，以及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改革的可选方案。 

 

 

 

 

 

 

 

 

 

印度海得拉巴的摊贩。基金组织工作计划

的重点包括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深化（图

片：Noah Seelam/AFP/Newscom） 

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3/04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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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wari：“创造就业和促进包容性增长是

全体成员国公认的重要任务，这份工作计

划包括这一领域的若干倡议。”（基金组

织图片） 

 对于其他先进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和日本，我们将分析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影响，

同时考虑这两个经济体的增长和结构改革重点。 

 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强劲增长，它们需要调整其政策，防范金融过度现象，并重

建政策缓冲。为此，我们的工作将侧重于这些经济体的增长表现和前景，以及

金融部门深化问题，因为金融部门的深化应有助于提高其抗冲击性及吸收和管

理资本流动的能力。 

 

对于低收入国家，我们的建议将侧重于，重建政策缓冲，同时满足迫切的基础设施和

社会需要。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自然资源财富管理、金融深化和结构转型方面的政策建

议。我们计划在 2013 年底完成对基金组织债务限额政策的检查，这方面的工作也有助

于帮助低收入国家在增加投资的同时维持债务可持续性。 

 

基金组织概览：这份工作计划如何与基金组织目前开展的对全球危机期间和之后的非

常规货币政策所起作用的分析联系在一起？ 

 

Tiwari：在春季会议上，与会者对先进经济体实施的宽松、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溢出效

应以及退出这些政策所带来的风险表示关注。根据这份工作计划，基金组织将撰写几

份关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文章。将于今年 9 月发表的一篇题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全

球影响》的文章将分析这种政策对先进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影响，其对缩小全

球失衡的贡献，以及退出战略的影响。 

 

将于 11 月发表的一篇题为《货币政策：当前和未来的作用》的综述文章将研究危机之

前和期间的货币政策趋势以及架构问题。同时，7 月的《溢出效应报告》将分析非常

规政策对稳定所起作用以及退出问题。 

 

基金组织概览：基金组织今后几个月的工作计划如何促进实现就业创造和包容性增长

的全球目标？ 

 

Tiwari：就业创造和包容性增长是全体成员国公认的重要任务，这份工作计划在这一

领域有若干行动。基金组织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参考执董会今年 3 月对题为《就业和

增长》的文章的讨论发表一份指导说明。这将使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能够根据各个国家

面临的不同挑战和约束，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和建议。 

 

基金组织目前还在开展工作，深入分析有助于增强

欧洲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和结构性因素。基金组织

即将发表一篇关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状况和前景

的文章，分析这些经济体在危机后的情况，评估其

中期增长前景，总结其对基金组织监督的启示。对

于低收入国家，基金组织将于 11 月发表的一篇文章

将分析结构转型和生产率的问题，旨在改善这些经

济体长期增长前景。基金组织计划于 2014 年初发表

一篇关于财政政策和公平性的文章，分析税收和支

出政策对于实现公平目标所起作用。 

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3/031413.pdf
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3/0314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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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概览：工作计划是否还包括促进全球失衡的调整以及处理跨境溢出效应？ 

 

Tiwari：我们将基于改革后的监督框架，继续加强对多边政策协调性和跨境溢出效应

的分析。将于 7 月发表的《跨境溢出效应报告》将讨论若干问题，包括美国和欧元区

的政策行动对减轻尾部风险的作用，以及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影响，这将为检查系统性

经济体经济健康状况的第四条磋商报告提供背景信息。将于 7 月发表的《对外部门报

告》将分析资本流动的影响，依据的是强化的外部平衡评估方法。我们还将继续分析

互联性，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冲击是如何传导的，并总结其对基金组织监督的启示。 

 

去年批准的《综合监督决定》直接带来的一个新做法是，我们开始采用基于组群的监

督，从而进一步在双边监督中引入多边视角。从 7 月开始，我们将开始通过以组群划

分的第四条磋商报告，分析这些面临共同冲击的相互关联的国家的溢出效应和风险。

这一工作将从中欧国家和北欧地区开始。 

 

基金组织概览：基金组织再次审视主权债务重组问题。这一检查将包括哪些内容？ 

 

Tiwari：执董会对主权债务重组问题的上一次检查是在 2005 年，之后，这一问题已经

有了一些重要进展。今年 5 月，执董会讨论了题为《主权债务重组：最新发展及对基

金组织法律和政策框架的影响》的工作人员报告。这份报告回顾了基金组织政策和做

法在主权债务重组问题上的运用，并总结最近一阶段工作中产生的问题。例如，报告

指出，在近期危机中，主权重组往往规模太小、时间太晚，因此无法以持久的方式恢

复债务可持续性和重启市场融资渠道。 

 

基金组织将针对主权债务重组的及时性和充分性开展后续工作，并分析旨在改善基于

市场的契约式重组方法的政策方案和途径。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将开展进一步分析，以

便更好地了解，为什么债务重组往往拖延或不充分，从而无法有效恢复可持续性（包

括分析大规模官方融资渠道在其中的作用）。计划的后续工作还将侧重于增强现有契

约式重组体制的可选方案，以及分析基金组织支持与解决集体行为问题相挂钩的可行

性和优点。 

 

基金组织概览：基金组织的治理改革今后有哪些步骤？ 

 

Tiwari：完成 2010 年份额和发言权改革对于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我

们已经达到使 2010 年份额和治理改革生效所需三个条件中的两个。剩下的一个条件是，

获得总投票权 85%的同意，以使执董会改革修订案生效。执董会将继续定期听取进展

报告。将于 6 月向执董会提交一份文件，根据近期数据对份额公式计算进行更新。 

 

 

相关链接： 

 

阅读工作计划，http://www.imf.org/external/ 

阅读全球政策议程，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3/042013.pdf 

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isd.htm
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3/042613.pdf
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3/042613.pdf
http://www.imf.org/external/
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3/04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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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业和增长为重点，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13/INT042113A.htm 

主权债务重组，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3/042613.pdf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13/INT042113A.htm
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3/042613.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