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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外 交 往

1995 年，财政部积极开拓涉外业务，加强与各

国财政部门和有关国际组织间的友好往来，进一步推

动和促进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财政、金融界

的交流与合作。

一、组织团组出访

（一）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二次财长会议。经

国务院批准，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副部长刘积斌率领

代表团于 1995 年 4 月 15 日至 16 日出席了在印度尼

西亚巴厘岛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议。这是

继 1994 年3 月在美国夏威夷召开首次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财长会议之后举行的第二次财长会议。亚太经济

合作组织 18 个成员的财政部长围绕亚太地区经济发

展、资本流动、汇率的过度波动对投资及贸易的影

响、调动资源投资于基础设置四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后发表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议联合声

明》。

会上，刘仲藜部长就宏观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

资金的筹措等问题，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做了发言。

同时就联合声明的内容发表了具体意见并被采纳。从

两次财长会议的情况看，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均有一定

份量，受到各方注意。

会议期间，刘仲藜部长分别会见了印度尼西亚财

长马里埃·穆哈迈德和美国财长鲁宾，就共同关心的

问题交换了意见。

（二）围绕财政中心工作，组织出国考察、培训、

研讨活动。1995 年，财政部共派出出国考察团组 21

个，分别对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财政管理体制进行

了广泛深入的了解；举办境外培训班 15 期，对全国

财政系统 400 多位业务骨干进行了培训；召开国际

研讨会 7 个，共邀请 30 余位外国专家到会作专题演

讲。这些考察、培训、研讨活动紧紧围绕财政中心工

作和财税改革的重大课题进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

果。

为做好外债发行工作，财政部副部长金人庆、刘

积斌分别率团赴美、欧、亚等重要国际资本市场进行

发债宣讲，向外国投资家介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投

资需求和外债管理政策，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使外国投资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有了进一步了

解，增强了投资信心，为中国政府在 1995 年成功发

行 600 亿日元武士债和 4 亿美元扬基债打下良好基

础。

为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和农业财政政策，张佑

才副部长率团考察了法国、瑞士的国有企业管理情

况，李延龄副部长率团考察了巴西、墨西哥财政与农

业的关系，分别写出专题考察报告。报告吸收借鉴国

外有益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对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

伐，加强农业基础地位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和

建议，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视。

为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规范的财

政转移支付制度，谢旭人副部长、汪兴益部长助理分

别率团对美国、加拿大、荷兰、意大利等国的政府间

财政关系进行了考察，经过反复比较，提出了实施过

渡性转移支付办法的基本思路，在制定财政部过渡期

转移支付方案中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1995 年顺利完成历时三

年的会计准则项目，世界银行代表对项目执行情况表

示满意。1995 年 11 月 13 日到 12 月 1日，在北京连

续召开了三次会计准则国际研讨会，国外专家对提交

会议的 21 个具体准则征求意见稿给予很高评价，认

为与国际会计准则相当接近，同时认为中国政府在推

动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方面是有诚意

的，也是有成效的。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1995 年 3 月财

政部在美国举办了中国政府财政统计高级研讨班，参

加研讨班的学员系统学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编的

国际标准财政统计方法。按此统计方法，财政部向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报送了中央预算的政府财政统计数

据，首次被收录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制的《政府财

政统计年鉴》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对培训成

果非常满意，承诺继续向中国财政部提供财政统计方

面的援助。

二、接待外国代表团

1995 年，财政部共接待 21 个来访的外国高级代

表团，约 260 人。他们是：日本大藏大臣武村正

义、以色列财政部长肖哈特、新西兰财政部长伯奇、

巴林财政与国民经济大臣克里木、世界银行行长沃尔

芬森、副行长布鲁诺、副行长奇塔姆、副行长萨格拉

丁、世界银行中蒙局局长霍普、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

司执行副总裁林德博克、美国美林集团董事长谭力、

JP 摩根公司董事长瓦尔纳、美洲银行董事会全体成

员、高盛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鲍森、穆迪评级公司副

总裁楚格利亚、标准·普尔评级公司常务董事菲利

普·贝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沃尔克、美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罗伯特·伊斯雷罗夫、美国加州

财政局长邝杰灵、英国贸工部常务次官伊凡斯、越南

财政科学院院长阮公业等。这些代表团访华期间，与

财政部和有关部门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

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签署了多项交流合作协

议。一些重要代表团分别受到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

院总理李鹏、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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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日本大藏大臣武村正义是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组阁

后派出的第一位高级访华官员。武村正义访华期间，

重申日本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日中不再战、致力于推

动和发展日中友好关系的原则立场，表示支持中国早

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将为中国在世界银行软贷款

第 11次补充资金中获得合理份额作出努力。

以色列财政部长肖哈特对中国进行的友好访问，

取得了一批具有实质意义的成果：与中国财政部部长

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刘仲藜签署了《中以避免双重征

税协定》；与外经贸部部长吴仪签署了《中以投资保

护协定》和一项涉及到 1.5 亿美元的贷款议定书；与

海关总署署长钱冠林签署了《中以海关行政合作与互

助谅解备忘录》。 代表团访华期间，在北京举行了“中

东和平后的经济形势”报告会，肖哈特财长向参加报

告会的 200 多位中国商业界人士介绍了中东和平进

程、以色列经济状况、以中关系及发展前景，表达了

愿同中国进一步发展经贸合作关系的强烈愿望。李鹏

总理、李岚清副总理分别会见了肖哈特一行。

应美国美洲银行董事长罗森伯格的请求，财政部

作为接待单位，成功地在北京接待了美洲银行 1995

年董事会。这是该行董事会首次在美国境外召开，也

是中国首次接待外国银行在北京召开董事会。此举既

表明美洲银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视，也表明中国国

际地位的提高。江泽民主席、朱镕基副总理、王丙乾

副委员长分别会见了美洲银行董事会全体成员。美洲

银行董事长罗森伯格在答谢宴会上表示，将进一步实

现对中国的承诺，继续扩大在华业务范围。并当场宣

布，向中国捐款 7.5 万美元，用于北京市延庆县的水

土改良工程。

财政部还热情接待了美国美林集团董事长、JP

摩根公司董事长等大公司领导人。这些大公司领导人

通过访华，加深了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的

了解，促进了在华业务的开展。美林集团和 JP 摩根

公司作为联合主干行，成功地为中国财政部在美国扬

基市场发行了 4 亿美元的主权债。这些大公司在推动

中美关系发展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江泽民主席、李

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几次利用会见这些金融界巨头

的机会，阐述我国的内外政策，阐述我国关于中美关

系的原则立场，在对美外交上发挥了一定作用。

（财政部国际合作司供稿，崔君刚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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