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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9月2 日，第四 次中印财

金对话在北京举行。财政部副部长

朱光耀与印度财政部财政秘 书阿夏

克·朝拉共同主持对话。双方就中

印两国、亚洲乃至全球宏观 经 济形

势与政策、中印双边 经 济合作、金

融稳 定与发展及中印在二 十国集团

机制、气候变化融资领域的合作进

行了深入交流。会后，双方共同发表

了联合声明。

经济形势与政策应对。双方认

为，经 过国际 社会共同努力，世界

经济正 在逐步复苏。但复苏基础尚

不稳固，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当

前，双方正 密切 关注世界经济走势

变化。亚洲经济继 续强 劲复苏，进

出口 迅速回 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

快，消费支出有所提高。但一些亚洲

新兴 经济体出现了经 济过热、通胀

抬头现 象。这些经济体的货币政 策

取向先后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特

殊政策向常态回 归。双方赞同以 上

政策调 整取向，同时也认为应关注

货币政 策调整可能导致的资本无 序

流动，避免增加 市场的波动和风险。

双方认为，确保世界经 济强劲复苏

的任务仍然十分艰 巨，需要国际 社

会共同应对。当前形势下，保持宏观

经济政 策的连续性 和稳 定性，维持

合理的政 策力度，对于巩固世界经

济复苏势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保

持主要 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 定和各

国财政可持续性，对于实现世界经

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也十

分重要。

中印双边经济合作。双方认 为，

中印在经 济领域合作潜力巨 大，发

展前景广阔。面对国际 金融危机的

冲击，双方应 秉持着眼长远、互 利

共赢的原则推进双边经贸合作。双

方表示，将妥善处理两国经 济合作

中出现的问题，为两国企业贸易往 来

和相互投资提供便利。双方将进一

步加 强在世界贸易组 织多哈 回 合谈

判中的协调，共同推进多哈 回 合谈

判按照发展授权早日达成全面均衡

的结果。同时，将加 强发展 经验交

流和相关合作，特别是加 强在基础

设 施 融资方面的交流 与务实合作。

双方愿共同努力，早日实施《 亚 太贸

易协定》迄今已达成的关税减让承

诺，共同推动《 亚 太贸易协定》收 获

新成果。

金融稳定与发展。双方强调，

一个稳健、高效的金融体 系，有利

于经 济健 康 发 展。继 续推进金 融

部门改 革，强化审慎标 准和市场纪

律，有利 于保持金 融 体 系健 康 和

促进 经 济稳 定 增长。建设 结 构 合

理、功 能 完善、运 行 高效、充 满活

力的现代金 融体 系，探索构建普惠

制金 融，大力推动金 融产品 和服务

方式创新，将为扩大 国内需求、转

变发展方式提供有力支持。双方将

进一步加 强 在 各 种 双边、多 边 财

金 论 坛中的交流协作，与国际社会

一起 推动国际 金 融监管改 革向 着

适应各国国情及 更加公平、有效的

方向发 展。

关于二十国集团机制。双方认

为，二 十国 集团已 经成为国际 经 济

合作的主要 平台，应进一步提高发

展中成员在二 十国集团机制中的发

言权与影响力。中印两国愿与各方一

道，积极 落实前四 次峰会后续行动，

推动 2010 年11 月二十国集团首尔峰

会各项议程取得新的进展，推动在

二十国集团首尔峰 会前完成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份额 改 革，推动二 十国

集团相互评估 与政 策对话朝着更加

公正、健康的方向发展。

气候变化 融资。双方期待坎昆

会议取得积极进展，希望会议做出

有效的机制安排，体现应对气候变

化挑战的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确

保发达国家切 实兑现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资金、技 术和能力建设 支持的

承诺。发达国家需从速落实 2010—

2012 年期间提供300 亿 美元的快速

资金承诺，并就长期资金目标做出

切实有效的安排。

发展合作。双方呼吁国际 社会

在发展问题上 采取 更多实际 行动，

保障发展资源，促进发展合作。双

方愿进一步加 大在世界银行、亚洲

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内的工作

协调，推动这些机构在发展援助领

域发挥更加 积极的作用。双方期待

2010年 9月举行的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标高级 别会议为推动在 2015年前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提出切实有效的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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