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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收入《债务、货币与改革》的文章从内容分有三部分。
贯穿第一部分的一条主线是债务和资产负债表分析，以作者回国后第一篇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文章开
篇，以目前仍在深化的欧元区债务危机收尾。
这些年发达国家的危机并不仅仅在金融、债务领域，对这一段历史的反思有助于研判未来。
第二部分是对储备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
作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目睹了近二十年国际金融组织重大决策的偏颇和治理结构的缺陷，深感
推进改革的必要，对相关问题有感而发，希望有的放矢。
第三部分主要对中国经济一些中长期问题进行探讨，关注的重点是中国经济与金融的长治久安，强调
的是抓住机遇，改革与发展。
在本职工作的范围内，作者也曾组织、参与了一些行业调研。
《债务、货币与改革》侧重宏观经济与政策，因此没有包括太多这方面的文章。
每一部分的文章基本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序。
　　这批论文讨论的主要是与宏观经济政策有关的问题，而非纯理论的探讨。
在方法论上也与作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期间的工作论文有所区别。
虽然没有运用经济计量，数理模型等手段，但仍然注重数据，讲求实证，力图实事求是。
当然理论上也并非毫无新意，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实质性进展》一文中提出的全球版“三元
悖论”将传统国际经济学里的三元不可能理论从一国推广至全球，为分析主要经济体在国际金融领域
里的博弈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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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建业，现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顾问、首席经济学家，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北京
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
1983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从北京大学公派出国留学，198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
士学位，198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9年5月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先后任经济学家及高级经济学家（1989-99），1994-96
年任驻格鲁吉亚共和国首席代表，1997-99年参与对独联体其他国家金融危机的治理，2000年后重返战
略、政策与评审部，负责发展中国家减债工作，代表IMF出席巴黎俱乐部、联合国贸发组织债务管理
顾问委员会、减债国际组织决策委员会的债务谈判，2004-05年负责官方资本流动相关的工作。
2003-08年率IMF代表团到多国进行贷款谈判和宏观经济政策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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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海外无形资产23．中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与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24．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25．人
民币汇率：固定还是浮动26．不平衡复苏、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外汇储备27．美国与欧洲地方财政危机
对中国财税改革的启示28．对政策性金融的重新认识29．金融安全与财政、金融领域的改革30．资本
账户变化与扩大对外投资31．中国外贸的结构性变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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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中国的净储蓄不可能迅速下降。
中国的投资率已经相当高。
农村城镇化对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将使中国的投资率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高位。
储蓄和投资差额的走势因此主要取决于储蓄率的变动趋势。
西方学者，以及一些国际组织认为完善社会保险和养老制度，发展消费金融，以及人民币升值就可以
降低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乃至经常项目盈余（Prasad，2009）。
其实，中国储蓄率高的最主要原因是收入的快速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或赡养率（未成年和老年人口对
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的变化。
有实证研究表明，收入增长和人口结构比国内金融业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以及汇率都更能解释中
国净储蓄（净外汇资产）在1985-2007年的变化（Ma和Zhou，2009）。
消费信贷和养老保险的不足并不能解释2005年以后中国国内储蓄率的升高。
由于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人口的年龄结构也不会突然变化，较高的净储蓄或对外经常项目盈余将
在今后若干年内继续存在。
　　（4）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变，外向型的发展战略也不应该变。
我国在这次危机中逆势而上，带动了亚洲地区率先复苏，除了政府充足的财力，即以低赤字，低债务
为特征的稳健财政，资本账户管制，多年来实行的高度开放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也是重要原因。
中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率比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都要高得多。
然而，中国外向型发展战略所带来的并不是经济增长对外需的“高度依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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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正如地质年代变更伴随气候异常，地球板块碰撞产生海啸和地震，这几年的一系列事件——货币
、债务、金融危机——有什么内在联系？
说明什么？
预示着什么？
也许这些问题不仅仅限于经济，也许只有后人才能回答得更清楚，但当时的质疑和分析应是寻找答案
的开始。
《债务、货币与改革》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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