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瓶颈制约继续得到缓解。外汇储

备继续增加，在进一步取消外商投资企业买卖外汇方

面的限制后，已提前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

自由兑换制度。人民币稳定，中央银行先后两次降低

了利率。所有这些使得我国投资环境有了较大改善。

外商直接投资的集约化程度显著提高，基础设施项目

和大中型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增加，而且许多项目都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目前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体制和结

构性矛盾。我们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

间关系，使它们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今年初，中国制定了一个今后 15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蓝图。未来中国经济仍将保持 8% 以上的

增长幅度，中国经济将通过改革开放，更加扩大对外

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改善投资环境。

我们将努力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更加宽裕，市场

容量进一步扩大。我们已经找到了发展中国经济的道

路，具备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条件，尽管

在前进的道路上会有许多困难和挑战，但中国政府有

信心、有能力带领人民进入一个美好的、充满希望的

新世纪。

下面请允许我发表中美经济合作关系展望。

当我们回忆和赞美 25 年前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卓

识时，我们没有理由不站在更高的层面来看待我们的

现在和未来，并对它投之以更大的热情和信心。

中国古代先哲孔子曾经说过，“往者不可谏，来者

犹可追”，意思是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重要的

是要面向未来。所以，我们应当看到，中美两国经济

合作潜力很大，前景广阔，尽管两国间在一些问题上

存在分歧，但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分歧。我们应

努力扩大共同利益，不让分歧干扰双方的合作，这是

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近一个时期以来，在双方的共

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两国关系

的气氛有所改善。两国通过平等协商解决了一些一度

困扰两国关系的紧迫问题，双边往来的高层磋商增

加，双方经贸关系以及其它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也有

所扩大。不久前，中美成功地举行了商贸和科技两个

联委会会议，现在克里斯托弗国务卿正在中国进行访

问，11 月 24 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将在菲律宾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进行正式会晤。目

前，中美关系面临着进一步改善和发展的良好机遇。

我们相信，这些高层往来将会给中美双边关系和经济

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下面，我想就我们关心的问题提出我的看法：

最惠国待遇是中美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基石。克

林顿总统决定延长今年的对华最惠国待遇，我们对此

表示赞赏，但如何一劳永逸地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

以便我们能够寻求两国间更广泛的共同利益。

我们注意到美方近来表示希望中国通过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来永久性解决美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这是

值得欢迎的。我们愿意就此问题与美方进行探讨，同

时也希望美方能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态度，将其落实

在实际步骤中。我们希望美国增加对华的高技术出

口，以促进双方的贸易平衡。

目前，中国不仅在金融体制改革和强化金融监管

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在金融市场开放方面也做

出了很大的努力，外资银行在中国现已建立 139 家

营业性机构，其中包括美国四家大银行设立的 7家分

行，此外中国政府已决定开始在上海浦东允许外资银

行开展本币业务的试点。有鉴于此，我们希望美国有

关当局能积极考虑中国的银行在美国开设分行的申

请。

鲁宾财长，女士们、先生们，中美联合经济委员

会为两国就共同感兴趣的经济问题交换意见提供了有

益的论坛，我相信通过广泛的交流和沟通，将进一步

增进我们之间的了解与合作，推动中美经济关系向更

深层次健康发展。这也是我们双方所共同期盼的。最

后，感谢鲁宾财长和美国财政部为本次会议所作的安

排，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中国财经报》1996 年 11 月 29 日）

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公报

本报华盛顿 11 月 19 日电  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

第九次会议 19 日在华盛顿结束。会后发表公报，全

文如下：

应美国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的邀请，中国财

政部部长刘仲藜率代表团访问美国，与鲁宾财长共同

主持了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委会”）第

九次会议。联委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就共同感兴趣的经济问题交换意见的一个综合性论

坛，为双方的高级经济官员交换意见提供了机会。联

委会期间，美国副总统戈尔会见了刘仲藜部长及代表

团主要成员。

两国财政部长强调，世界上两个主要经济体之间

加强联系十分重要，特别是在中美两国经济持续增长

和双边投资流动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两国财

政部长都表示，中美总体关系的改善将会促进中美经

济关系的发展。

为期两天的会议集中讨论了以下议题：

宏观经济政策及实绩— 为两国带来经济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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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以及双方各自面临的挑战。中国特别注重结构性

改革，以保证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

美国在降低联邦赤字这一主要目标方面继续取得进

展，从而促进了有利的利率环境。双方还讨论了双边

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及其有关的问题。

金融市场的改革和监督——关于银行业和证券市

场的变化以及监督环境的探讨。建立一个更为有效和

有竞争力的银行部门对于经济持续、有序的发展是非

常重要的。中国方面介绍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及加强

金融监管和监测的努力。美国方面重点介绍了银行业

的变化，并说明由于为金融服务部门创造了更广阔的

商业机会，需要对出现的问题采取快速的纠正措施和

加强安全性与健全性。

经济合作——双方对海关、税收征管和打击金融

犯罪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在技术性领

域加强和扩大合作十分重要，这将有利于发展总体的

经济关系。

除了讨论重大问题外，在加强中美经济关系和增

加双边合作的领域方面也取得了进展。鲁宾财长代表

美国方面指出了以下几点：

1994 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曾达

成谅解备忘录，最近美国证监会主席莱维特访问了北

京。在此基础上，鲁宾财长宣布，在中国努力发展、

健全有效的资本市场的情况下，双方将进一步开展合

作，发展市场监管、市场信息披露和保护投资者的规

划。

鲁宾财长欢迎中国在改善现行的税收体制方面所

取得的成就，并表示美国和中国同意在税收管理的相

关领域进行技术合作，以便促进税收和改善企业环

境。

鲁宾财长注意到，中国正在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

及加强金融的监管工作，以使中国的综合监管符合国

际标准。这将有利于促进美国当局考虑根据美国的法

律允许中国的银行在美国开设分行。

鲁宾财长宣布，鉴于亚太经合组织财长支持在打

击金融犯罪领域的合作，双方同意在两国各自指定的

机构之间建立常规联系渠道，以便加强在这一领域的

合作。双方还同意互相增加信息交流、培训及技术合

作。

刘仲藜部长代表中国方面指出了以下几点：

刘仲藜部长指出中国在外汇制度改革及为实现人

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

宣布中国计划在年底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

换。

刘仲藜部长宣布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外国银行在上

海浦东进行本币业务的试点的申请。

刘仲藜部长指出中国将继续逐步地允许外国银行

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他提到最近决定将批准一些美国

银行要求在北京和上海开设分行的申请。

刘仲藜部长强调了在海关事务上进行互助的重要

性，并表示中国海关将继续与美国同行讨论，以期达

成一项海关互助的协定。

两位财长表示两国都重视政府间的密切联系，鼓

励中国和美国的经济部门进一步加强交往。双方同意

下届联委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代表团包括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计

委、国家经贸委、外交部、外经贸部、国家税务总

局、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中国证监会的代

表。美国方面与会人员包括财政部、联邦储备委员

会、证券交易委员会、行政及预算办公室、经济顾问

委员会、贸易代表办公室、国务院以及商务部的代

表。

（《人民日报》1996 年 11 月 21 日）

宏观调控成效显著  优化结构势在必行

——1996 年经济形势及 1997 年展望

国家统计局

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经过各方面的共

同努力，1996 年我国国民经济保持适度快速增长，

治理通货膨胀取得明显成效，农业持续丰收，对外经

济稳步发展，财政增收，金融形势平稳，人民生活水

平继续提高，宏观经济环境改善，整体经济形势进一

步好转。这表明宏观调控成效显著，“九五”开局良

好。但经济结构仍不合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

1997 年，只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的各项方针政策，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工作，

国民经济仍将保持稳定快速的发展趋势。

一、国民经济运行良好，“软着陆”基本成

功

（一）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物价上涨率明显

低于经济增长率。

治理通货膨胀是 1993 年下半年以来强化宏观调

控的首要任务，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基本达到预期目

的。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上涨 6.1% （居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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