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之窗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施航宗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理

事会联合年会是讨论两机构重大政策事

务的场所，也是各国理事就国际经济、金

融领域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的论坛。9

月 25 日，两机构 1997 年联合年会在香

港会议和展览中心落下了帷幕。在我国

政府和两机构的共同努力下，本届年会、

包括两机构理事会大会、两机构发展委

员会会议、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会议及

发展中国家 24 国集团会议均取得了圆

满成功。世界银行和基金组织的 180 多

个成员国派出了由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

行长率领的政府代表团。部分国家的政

府首脑、联合国主要机构的高级官员、各

地区性多边发展机构的代表、各国主要

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以 及一些国际知名人

士也参加了本次年会。此外，世界各大

新闻媒体均派出记者对年会进行了广泛

的采访报导。据统计，与会的各方人员

共达 1.7万，规模超过以往历届年会。
出席本届年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由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外交部、国务院

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外交部驻港特

派员公署等单位共同组成。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152

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也派代表作为

我国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参加了年

会。代表团由财政部部长、世界银行中

国理事刘仲藜任团长，人民银行行长、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理事戴相龙任副团

长。此外，应两机构的邀请，我国政府有

关部门、地方省市以及主要金融机构的

代表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参加了年会的有

关活动。

作为东道国政府首脑，李鹏总理于

9月 23 日出席了年会开幕式并致辞，还

主持了欢迎各国理事的招待会，热情欢

迎与会的各国代表，并对香港年会的召

开在促进我国与两机构的合作与了解中

所起的积极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同

时，还向各国代表传递了刚刚召开的中

共 15 大的主要信息，阐述了我国直至下

世纪中叶的宏伟发展目标。并就世界发

展和合作问题提出了六项主张：要充分

重视发展中国家的紧迫发展问题；要在

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合作；要尊

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

生活方式的权利；要相互借鉴、优势互

补；要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要

加强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李鹏总理的

发言得到年会主席阿联酋财长卡巴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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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国际货币基金

总裁康德苏及许多国家理事的高度评价

和积极响应。
应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的邀请，

朱镕基副总理于 9 月 22 日下午出席了

由世界银行主办的“21 世纪中国经济高

级研讨会”，并作了题为“中国的经济形

势和发展前景”的主旨演讲。介绍了当

前中国良好的经济形势以及中国政府为

此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阐述了今后深化

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

改革的思路，表达了中国政府坚定不移

实行对外开放的决心，并对二十一 世纪

的中国经济进行了充满信心的展望。他

的演讲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本次

研讨会是迄今世界银行就中国经济所举

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际研讨会，

议题包括中国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基础

设施、环境保护、资本市场、粮食保障和

社会保障制度等。
朱镕基副总理还应世行行长沃尔

芬森、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和发展委员

会现任主席、摩洛哥财长杰托的联合邀

请，于 9月 22 日上午出席了发展委员会

第 56届部长会议，并就中国近 20 年来

的经济发展成就和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作了重要发言。他特别指出：过去 19 年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应归功于由邓小平

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这一业已深入人

心、不可逆转的基本国策。同时，他还向

与会的各国部长介绍了我国改革的四条

基本经验：保障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妥善

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在加强

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中保持经

济的稳定增长；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国

情出发，不照搬别国模式；改革分阶段进

行，采取“渐进”方式。朱副总理的发言

在会上和会外均引起了积极反响。在发

展委员会自成立以来的 23 年的历史中，

邀请东道国政府高级领导与会并发言尚

属首次。
本届年会及相关的发展委员会议、

临时委员会会议和 24 国集团部长会议

主要讨论了以下议题：世界经济形势、东

南亚金融动荡、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监督作用、向发展中国家

的资金转让、世界银行的改革、重债贫困

国减债动议的进展、私人资本在基础设

施中的作用、加强成员国政府管理和反

对腐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十一次份

额总检查、特别提款权的分配等。我国

政府代表团分别在上述会议上作了发

言。
关于世界经济形势，与会各国代表

对过去一年世界经济的表现均表满意，

并对今后几年的增长前景表示乐观。包

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认

为，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在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经济快速

增长，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将对世

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两机

构应在其决策权力的分配中客观地体现

这一现实。
关于东南亚最近出现的金融动荡，

与会各国代表赞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以及有关国家政府对所作出的

及时反应，并认为危机的影响是暂时性

的。会议普遍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

不断增强的形势下，各国改善宏观经济

管理、加强金融部门、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此次我国政府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分别宣布向泰国提

供紧急援助，在年会期间得到了各方的

良好评价。在最近的金融动荡中，一些

国际投机商也曾企图对港元进行攻击，

香港金融管理局及时采取果断措施，有

力地捍卫了港元的地位和香港作为国际

金融中心的地位。对此，包括美联储主

席格林斯潘在内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界权

威人士均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于国际资本流动，我国等多数发

展中国家的代表认为应谨慎对待。因为

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在给发展中国家带

来投资等各种机会的同时，也带来包括

投机性攻击在内的风险。为此，各国、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推进资本帐户开放的

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各自的实际情况，

避免操之过急；国际社会、特别是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应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

术援助。
针对近年来发达国家对外官方发展

援助不断下降这一情况，发展中国家的

代表普遍表示忧虑并提出批评。我国代

表在发言中指出，官方发展援助对于低

收入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私人资本无

法替代的作用；援助不是发达国家单方

面的慈善行为，而是其应尽的国际义务，

发达国家也将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受

益。为此，发达国家应从长远目标出发，

采取切实行动，尽快扭转官方发展援助

的下降趋势。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在会上向各

国理事汇报了最近一年世行在推进被称

为“战略契约”的改革方案中所取得的进

展，包括精简总部机构、增加派驻各国代

表处的人员并下放更多的权力、开发新

的贷款品种、进一步发挥世行在发展知

识和信息领域中的作用。
我国代表对世行和基金组织在实施

贫困重债国减债动议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表示欢迎，并希望有关债权方、特别是巴

黎俱乐部成员国尽快落实其减债承诺，

使重债国尽早受益。对于重债贫困国拖

欠我国的债务，我国代表根据国务院指

示，在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将采取个案处

理的方法，通过双边渠道寻求积极解决。

此次年会期间，沃尔芬森和康德苏

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两机构将加强反

腐败的力度，并明确表示对于那些对反

腐败意愿不足、措施不力的国家将减少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对清除腐败有

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均表同意，但反对

发达国家以此为借口干涉发展中国家的

内政，并要求两机构在反腐败问题上对

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我国代表强调，

改善政府管理、清除腐败是主权国家的

责任；世界银行和基金组织可以应有关

国家的要求发挥一定作用，但两机构应

将其活动严格限制在经济范畴之内。

会议期间，各国代表还就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增资和特别提款权分配等问题

达成了共识。我国代表还在发言中强

调，香港回归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中

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际份额应相

应提高，为此，中国政府已向基金组织正

式提出了特别增资的要求。
（责任编辑  江正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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