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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部门需过“三重关”
文  |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

家，而且极有可能在未来 10 年内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部门的改革与发展始终是中国进步的组成部分，今

天中国的金融部门已经面目一新：与市场经济的需求已经非常接近，更加多

元化，融入世界的程度更高，受到更好的监管，有能力为中国充裕的储蓄提

供中介服务，但未来仍将面临三项关键挑战：

一是如何维护金融部门的稳定。

维护金融稳定是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一个关键要素。自从全球金融危机

爆发以来，中国的金融部门支持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在增长与就业方面取

得了良好成效，但系统风险也随之上升，当局已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风险。

目前是解决中国金融风险的良好时机。令人鼓舞的是，中国政府把金融

部门的风险管控作为一项首要任务，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收紧对影子银行

和金融套利的监管，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特别是对房地产贷款；逐步收紧对

地方政府举债的管理，限制地方政府融资工具风险暴露的增大；通过加快钢

铁、铝、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结构调整，解决企业的高杠杆率；成立

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对日益复杂的金融部门进行更好的、更综合的监管，

以及监管者之间更好的协调；填补监管漏洞和进一步加强危机管理框架，也

有助于在短期内减少金融部门的风险。

二是如何改革金融部门，使其能够支持中国新的发展目标。

对于下一个发展阶段，中国寻求高质量的增长、生产率和创新驱动型增

长、包容性增长和更加绿色的增长。要实现生产率驱动型增长，信贷必须流

向生产率最高的公司，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具有良好监管和发达的资本市场可以支持大规模的长期融资，在人口老

龄化背景下提供必要的可投资资产和长期储蓄的避险工具。更加平衡的金融

部门结构也会有助于减轻银行系统那些更适宜由资本市场处理的风险负担。

三是如何管理好自身的国际化。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出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更大的作用。

中国明智地选择了渐进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对外投资已经在全世界发挥越

来越大的作用。这些投资对于接受国是巨大的发展机遇，以往的经验已证明

了这一点。

我们坚信，如果对外投资遵循已成为国际社会规范的高标准，就能实现

效益最大化。这些标准以社会和环境标准为主，但中国也越来越需要考虑接

受国的债务可持续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正在制定一个新的

债务可持续性框架，预计今年 7 月 1 日生效。在这方面我们很乐意与中国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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