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中国财政| 2015.18半月刊|总第695期

国际财经

IMF发布2015年度中国第四
条款磋商报告

8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发布 2015 年度中国第四条款磋商报告。
报告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有所回落，
但劳动力市场依然保持稳定，从而有力
支撑了家庭消费，中国经济正在向新常
态转型，走上更安全和可持续的经济增
长轨道。IMF 预计 2015 年中国 GDP 增速
为6.8%，与年初预测一致，并表示6.5%—
7% 的 GDP 增速对中国而言均属适宜区
间。IMF 还认为，人民币已经不再被低
估。报告建议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灵
活性，在 2—3 年内实现有效的浮动汇率
机制，包括进一步扩大浮动区间、改革
汇率中间价制定方式等。关于中国股市，
IMF指出，中国政府在早期措施效果不明
显的情况下迅速出台强有力的全方位应
对措施，措施出台后，股市开始稳定，建
议中国政府在市场稳定后逐步减少干预，
恢复市场功能。

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利率
0%—0.25%不变

8月19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
7月份FOMC会议纪要称，联邦基金利率
维持在0%—0.25%不变。当前通胀水平持
续低于美联储长期目标，预计当劳动力市
场进一步改善后，通胀回升至2%时，将
择机加息。

IMF将现行SDR货币篮子
有效期延长至明年9月

8月19日，IMF执行董事会批准将现
行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有效期延
长9个月至明年9月30日。IMF表示，这一
决定是应SDR持有者的要求而作出的，以
便有关SDR的相关操作能够平稳进行。此
外，如果有新的货币加入SDR，该举措将
使SDR持有者有充分时间来调整投资组

合。IMF表示，延长SDR货币篮子的有效
期与人民币能否纳入以及何时纳入SDR没
有直接关系，IMF执董会仍然计划在今年
11月份正式决定是否将人民币纳入SDR。

欧洲稳定机制通过希腊第三轮
救助协议

8 月 19 日，欧洲稳定机制通过希腊
第三轮救助协议，第一笔贷款于 8 月 20
日发放，以便希腊及时向欧洲央行还款。
协议显示，希腊第三轮救助协议总额860
亿欧元 （ 约 950 亿美元 ），为期三年，分批
发放。首批贷款为 260 亿欧元，分别用于
希腊银行资本重组以及清偿债务，其中
包括偿还在20日到期的欧洲央行32亿欧
元贷款。根据新救助协议，希腊还需进一
步深化养老金、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公共
部门等方面改革以获得救助贷款。各项
改革按时间表通过评估后，希腊才能顺
利获得下批救助款项。此前，欧元区财长
会议已批准该协议。

美财政部称将密切关注中国
汇制改革

8 月 21 日，美国财政部发布消息称，
将密切关注中国汇率政策动向。美国财
政部长雅各布·卢指出，中国已在金融
改革方面取得进步，包括在中美战略与
经济对话中作出实施更灵活及市场化的
汇率、限制外汇干预、提高汇率政策透明
度等承诺。此外他还强调，中国继续推进
改革将使家庭消费取代出口成为经济主
要推动因素，这符合美中双方核心利益。

筹建亚投行第六次首席谈判
代表会议举行

8 月 24 日至 25 日，筹建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第六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
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行。会议由筹建
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常设主席、中国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和会议联合主席、格

鲁吉亚财政部副部长勒扎瓦共同主持，亚
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谈判代表和亚投行
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等出席会
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派员作为中国政府代
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是继6月
29日在北京举行《亚投行协定》签署仪式
和特别财长会后召开的首次首席谈判代
表会议。本次会议按照公开、透明、择优
的原则，根据各方一致同意的遴选规则和
程序，通过共识选举中方提名人选、现任
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为
亚投行候任行长。候任行长将在亚投行正
式成立后的首次理事会上被任命为行长。
此外，会议还讨论通过了亚投行初始阶段
预算，并再次审议了《亚投行协定》细则
及理事会、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文件。会议
敦促各方尽快完成《亚投行协定》的国内
审批程序，经合法数量的国家批准并满足

《亚投行协定》生效条件后，在今年年底
前正式成立亚投行。

OECD成员国二季度经济增速
放缓

8 月 26 日，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发布数据显示，OECD成员国二
季度 GDP 环比增长 0.4%，低于一季度的
0.5%。由于 OECD 成员国 GDP 占到全球
经济总量的60%，OECD经济增长放缓表
明，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势头依旧疲弱，且
呈分化态势。具体来看，二季度英美两国
增长态势较好，较一季度环比增长 0.7%
和0.6%，德国增长率升至0.4%，法国经济
增长陷入停滞，意大利增速放缓至0.2%，
日本则萎缩 0.4%。欧盟二季度 GDP 环比
增长 0.4%，欧元区则增长 0.3%。从同比
数据看，OECD 整体同比增长 2%，与一
季度持平。英美两国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2.6%和2.3%，均较一季度有所下降。日本
在连续四个季度 GDP 同比萎缩后，首次
实现0.7%的正增长。

（财政部亚太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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