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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 年 11 月 20 日，在美国

西雅图的布莱克岛上，时任美国总统

克林顿主持召开了首次 A PE C 领导人

会议。会议决定于 1 994 年开始召开

A PE C 财长会议，就地区宏观经济、

财政及金融问题进行磋商并交换意

见，从此 A PE C 财长会议这一机制开

始运作。参加 A PE C 财长会的成员包

括 21 个成员体的财政部长、财政和央

行副手及其他官员、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总裁、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

行长或高层代表、国际证监委组织

（ I O S C O ）、 国际清算银行

（ B I S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P E C C ）、 亚太工商咨询理事会

（ A B A C ）、 亚太金融家小组

（ A F G ）等组织的负责人或高层代

表、一些国际性的商业银行、投资银

行的高层负责人和世界主要新闻机构

的新闻记者。

▲  1994 年 3 月 18 — 19 日，第

一届财长会议在美国夏威夷召开，会

议主题为： “宏观经济增长战略；经

济体内资本市场开发和境外融资”。

▲  1995 年 4 月 15 — 16 日，第

二届财长会在印尼巴厘岛召开，会议

主题为： “区域经济发展情况；资

本流动；汇率问题和基础设施融资问

题”。此次会议是为落实 A P E C 领导

人 1994年 11月在茂物发出的呼吁，即

在本地区不晚于 2020 年进入自由贸易

及投资的时代并加强各经济体间的发

展合作而召开的。

▲  1996 年 3 月 17 日，第三届财

长会在日本京都召开，会议主题为：

“宏观经济问题；金融与资本市场；

为基础设施发展筹集资金；汇率变动

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

▲  1997 年 4 月 5 — 6 日，第四

届 A P E C 财长会议在菲律宾宿务召

开。会议的议题包括：宏观经济形势，促

进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的发展，促

进金融及资本市场的开发，为资本更

自由地流动提供帮助。会议认为：

（ 1 ）过去一年亚太地区的经济

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尽管一

些经济体增长缓慢。会议重申，健全

及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本地区资本

的稳定流入、汇率的稳定及保持经济

发展活力的持续性都将起到重要的作

用。
（2 ）随着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的快速发展，政府单方面的投资

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而私人资本将

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动员私人资本

及引导私人资本投向基础设施领域，

有效地利用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市场，

是本区域经济体面临的一个主要问

题。
（ 3 ）金融及资本市场的发展，

将有力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
（4 ）促进资本及金融服务的自

由流动，鼓励本地区的监管部门在制定

监管原则、 实施监管手段及促进市场

的监测方面加强合作。
（5）建立 A PE C 财长会议信息网

络，沟通 A PE C 成员体与市场的信息

联系。由 A PE C 秘书处协助设计和维

护 A PEC 财长会议网站。

会议通过的《联合声明》认为，

一些经济体的过热压力已经下降， 其

增长的放缓不会影响持续增长的乐观

前景；市场的发展与融合必须和金融

市场审慎监管的强化同步发展；外汇

市场稳定的最为重要的基础就是要坚

持以无通胀增长和持续国际收支平衡

为目标的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

经济稳定性和可持续增长政策对保持

本地区资本流动至关重要。声明同时

欢迎采纳 IM F 特别信息披露标准。

▲  1998 年 5 月 22— 24 日，第

五届 A PE C 财长会议在加拿大卡纳纳

斯基斯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亚

洲金融危机的发展及对策、金融风险

防范、区域宏观经济监测、 加强国际

国内金融体系、 加强区域金融及资本

市场等。

会议认为，引起亚洲金融危机的

原因主要包括：

（ 1 ） 过去一 二十年来， 亚洲地

区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促使了其经济

的强劲增长，但资本的大量流入引起

了经济过热，并导致通胀升高、 经常

项下逆差增加以及依赖外国资本弥补

经常项下逆差而造成资本过量流入。

（2 ）一些经济体长时期实行僵

化的汇率政策，且货币政策与汇率政

策缺乏协调，因此无法有效地控制过

热现象及私人部门的过量借贷。
（ 3 ） 对企业及金融机构的监管

不力，且其自律不严，有些政府部门

直接借贷，造成投资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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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这两个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

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也正在发生转

变。与世行的合作关系由过去的以利

用贷款资金为主逐步转向发挥我国作为

世行重要借款国和股东国的双重作用，

争取 和维护我国 与 发展中国 家的利

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中国力

争更大地发挥股东国的影响。

此外，中美、 中英、 中德等机制

化的双边财经对话也日益增多，讨论

的内容也日趋广泛和深入。

展望新世纪，中国财经外交工作

任重道远。继 A PEC 财长会、贸易部长

会等专业部长会后 ，中国还将在今年

1 0 月承 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2002 年，中国将在上海承 办亚

洲开发银行第 35 届年会，在北京承办

全球环境基金第二次成 员 国大会。这

是对外展示我国改革开放成果、 发挥

我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 力的重要

机遇。我们相信，只 要 坚持既定的方

针和原则，在 APEC 财长会之后，中国

财经外交工作会取得更加 积极的成果与

更加 重大的突破。

（4 ）过去高增长后面隐藏着严

重的结构问题。
（5）一些发达经济体进口需求的下

降，影响了亚洲地区的出口，美元升值

又使亚洲地区出口竞争力进一步下降。
（6）信息透明度不够，市场反应失

灵，容易造成波及影响。
（7 ）对冲基金的投机行为加剧了

市场上连带及波及效应。

会议通过的《联合声明》》 强调，为

了促进地区经济的复苏及恢复稳定，

应加强区域金融监测，落实各国际金

融机构为应付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系

列措施，包括增加 IM F 短期储备金、

提高贷款限额、确认新借款安排及其

他多边、双边资金安排。对有关受金融

危机打击的经济体正在有效地执行

IM F 支持的经济改革方案和一些经济

体成功地重返国际资本市场表示赞

赏。

▲  1999 年 5 月 15 — 16 日，第

六届 A PE C 财长会议在马来西亚兰卡

威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区域经济和

金融形势、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和财长

会议框架下各项联合行动倡议的进展

情况。一些经济体认为：

（1 ）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经济

体经济已走出危机谷底，复苏的速度

比预料的要快。金融危机使一些经济

体贫困人口增加很快，因此要加强扶

贫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2）国际金融框架改革涉及全球

各方的根本利益，应有充分的机会让

新兴市场经济体参与框架设计进程。

（3 ）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尤其

是高杠杆率金融机构资金无序流动的监

控；加强对私人部门信息披露的监管，

加强对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在全球范

围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加强债务风险的

管理，实施灵活的汇率制度。

会议通过的《联合声明》指出，亚

洲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之后，一些经济

体面临着结构调整的严重挑战。如何

加强各经济体的经济基础，防范危机

的再度发生，以及恢复国际投资者的

信心，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并保持经

济健康发展，成为亚太地区各经济体

政府的首要任务。各经济体应加强自

身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管理，鼓励企业

加强自律；加强社会安全网络的建

设，减轻危机对社会贫困阶层的影

响。在重建国际金融体制问题上，呼吁

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和合作，国际金融

机构应进一步发挥主要作用。鼓励各

经济体增强信息透明度，遵守信息披

露标准。同时强调私营部门应该参与

到危机的防范和解决过程中来。

▲  2000 年 9 月 9— 10 日，第七

届 A PE C 财长会议在文莱斯里巴加湾

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区域经济金融

形势、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健全和完善

金融市场以及增强 A PE C 财长会议作

用等项议题。会议认为：

（1 ）随着本地区经济从亚洲金融

危机中加速复苏，充分利用技术革命

和经济一体化的益处，同时最大程度

地降低其风险的挑战更加突出。利用

好全球化带来的机会，是实现 A P E C

成员稳定、安全和繁荣这一共同目标

的基础。

（2）继续实施有效的经济和金融

政策，推进结构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增

长。同时重申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

对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

（3）促进更加自由、稳定的资本流

动。继续推进政策改革，以便利用国际

资本市场带来的机遇。应在A PEC内部

建立加强金融市场的政策对话，探讨

执行国际标准和准则的有关问题。

会议的主要成果有：

（1 ）会议是在 200 0 年全球经济

高速增长时召开的，探讨了如何深入结

构改革和调整，巩固经济增长等问题，

对促进本地区可持续增长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2）从本届会议开始，财长会提前

到于领导人会议之前召开，财长会的讨

论成果将提交领导人会议，其职能从落

实领导人会议的指示精神转为为领导人

会议提出政策建议，提高了财长会议在

APEC 进程中的作用。
（3）会议就加强经济和公司治理、

打击金融犯罪、改善社会安全网络、运

用信息技术创造新机会等方面达成了一

致意见，并建议从 2001 年初开展加强

本地区公司治理的政策对话；建立一个

工作组就各经济体内打击金融犯罪的立

法与监管体系进行调查；建立设计优

良、灵活、有针对性及节约成本的社会

安全网络，照顾社会贫弱人群的需要；
制定并实施恰当的政策，促进电子金融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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