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金融学院举办“纪念中国恢复在 IMF

合法席位 30 周年高级研讨会” 

2010 年 5 月 8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承办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文简称）与中国在国

际货币新体系中的地位——纪念中国恢复在 IMF 合法席位 30周年高级研讨会”在明德主楼

830 会议室隆重举行。此次会议是财政金融学院庆祝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 60 周年系列学

术活动之一。 

199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 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教授陈雨露，

原中国驻 IMF执行董事张之骧，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魏本华，IMF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

表 Il Houng Lee，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 Paul Heytens，国务院港澳办政研司司长艾学锋，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纪志宏，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董事长丁国荣，摩根大通董事

总经理贲圣林，《环球财经》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以及财

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旺，副院长赵锡军，副院长、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张杰等四十余位专

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中信银行副行长曹

彤主持。 

郭庆旺院长首先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随后，各位演讲嘉宾一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蒙代尔教授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演进、国际金融危机的逻辑成因以及固定汇率与浮

动汇率优劣的国别对比等角度分析认为，固定汇率制度应当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现实选

择，而且中国经济的超级增长即得益于固定汇率制度；在谈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特别

提款权的改革时，蒙代尔教授认为人民币必须成为特别提款权一篮子中货币的一种，而能

否自由兑换并不是先决条件。具体而言，人民币在这个货币篮子中，至少应该比英镑更为

重要。美元和欧元这两大货币总的权重可以占 70%，日元、英镑、人民币各占 10%。 

陈雨露教授认为此次会议的重要任务是从历史中寻求思想的力量，探求未来 30年中国

的大国货币制度，并就此提出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演进与改革的“八点看法”。对于中国而言，

陈雨露教授认为只有通过避免对抗和冲突，通过避免汇率政策的重大失误，通过避免泡沫

经济，通过尽快实现新型工业化的过程，才能在未来三十年真正实现美元、人民币、欧元

的“新三元制衡”的国际货币新格局。通过“三步走”的战略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崛

起，存在着一条和平、共赢的道路。 

张之骧教授分三个十年详述了“中国与 IMF”的渊源。在第一个十年中，中国得到了来

自 IMF的资金支持，第二个十年，中国对 IMF做了回馈，不仅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提

供了资金帮助，而且承诺了稳定汇率，对亚洲及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了贡献。第三个十年，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所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改革迫在眉睫，中国积极参与其中。（下转封三） 



 

（上接封二） 

魏本华教授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简介与历史，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内在原

因、主导机构和未来方向等方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及其相关事宜进行了全面的

阐述。 

II Houng Lee先生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为题，

介绍了 IMF的相关资源和工具，并指出，IMF的发展方向在于：更多的使用特别提款权，更

好的监控资本的流动，加强对双边和多边的交易的监控，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变为一个

实质性全球性的央行。 

    向松祚先生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现状、战略和前景”为题，从国际货币体系现状、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的方向选择以及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选择的道路三个方面

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原则上中国参与改革和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只有三条道路。即

其一，跟随美元本位制随波逐流；其二，积极参与改革 IMF和 SDR，使之成为真正的世界中

央银行和国际储备货币；其三，积极推进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最

终实现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而这其中，人民币国

际化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赵锡军教授的演讲涉及中国金融发展趋势、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国际金融发展

新趋势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四个方面。在谈到中国应对之策时，他提出短期我们应该对现

有体系的改革，以提升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中期我们应该加强区域金融的合

作，实施“去美元化”；长期我们应当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为目标。 

最后，张杰教授对会议做了总结。他认为此次会议有“四个重要”，即主题重要、观点

重要、嘉宾重要以及会议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并对各位嘉宾贡献的思想与智慧表示了感

谢。会议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领域达成广泛共识后顺利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