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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松奇：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改什么(10月11日)

文章作者：

    作为本届G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重头戏之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即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吸引了诸多眼

球。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在本次改革中将扮演何种角色?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 

    记者：在过去的60年里，世界银行和IMF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国际社会对这两家机构的批评之声不绝于

耳，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王松奇：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对IMF和世界银行的批评之声，不仅来自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也来自于发达国家，其主要原因有

以下几点： 

    第一， 世界经济形势在最近20年已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但这两大机构的指导思想、工作方式、制度安排、职能定位等方面并没未

根据新形势作出相应的调整。 

    第二，两大机构在国际经济关系发展水平严重失衡及国际货币体系运行无序的现实经济活动中，并没有发挥强有力的平衡维系和稳定

调节作用。 

    第三，在这两大机构中，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越来越少，发达国家的主导倾向越来越强烈，这种制度性失衡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意

见越来越大。 

    第四，在近来一些年的国际救助活动中，IMF和世界银行在提供援助时常常从僵化的经济社会理念出发附加一些苛刻的政治条件而不顾

受援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实际，这常常会遭致一些受援国及国际经济学界的评判。 

    第五，利益分配不公平也是这两大机构招致众多评判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近些年由于援助贷款利率的提升，发展中国家对两大机

构的收入贡献度已大幅提升，但发展中国家的表决权却日益下降。再比如说，近些年中等收入国家从世界银行得到的支持呈直线下降趋势，

这些国家因而也非常不满，等等。 

    这也正是布雷顿森林机构需要改革的内容。 

    记者：本次G20会议中，要求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的呼声很高。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的动力何在? 

    王松奇：中国要求改革的动力主要在于通过强调自己对两大机构的改革主张：第一，力争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代言入，强化中国在

世界上的政治影响力；第二，中国要求改革还有一个动机：即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做一个负责任、能发挥积极作用的国家。在这方面，最紧迫

的课题就是如何在经济全球趋势日益强烈的条件下真正落实平等互利的多边主义原则，让中国在全球经济平衡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第

三，中国也希望在IMF和世界银行这两大机构的改革中得到一些利益。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表决权和发言权上应提高中国的地位；

二是作为同样存在差距和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应当从世界银行这样的全球性资源分配机构中得到更多一些的支持。 

    记者：本次会议的主题定为“加强全球合作：实现世界经济的平衡有序发展”。据报道，会议将引导各成员方就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

发展融资、老龄化及当前经济与发展问题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那么，您认为对我国来讲至关重要的改革有哪些? 

    王松奇：现在，只要是世界性的会议就一定谈中国问题，中国已成为全球化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在全球性的

会议中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如何在全球化趋势中发挥积极的外部影响：二是中国怎样适应全球化进行政策制度和体制方面的进

一步调整。 

    我认为，在这两方面中国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五个：第一，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充分利用国内储蓄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特别是要重点

解决中小企业和创新型成长型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第二，采取有力措施抑制贫困差距日益扩大趋势，探索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不足及农民

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方法；第三，深化汇率制度改革，继续放宽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空间；第四，调整政府功能定位，加大国有企业产权

改革的力度；第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我国为推动并适应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所必须进行的内部改革。 

文章出处：《中国财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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