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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系列报告的特点之一，是依据各年度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每部设定一条主线，贯
穿中国经济外交在各年度进展和变化的主要层面。
2012年度报告的主线是“回顾、总结‘十一五’，展望、规划‘十二五’”。
该主线不仅集中体现在“专论篇”的第三、第四章，而且体现在该报告各章有关中国经济外交的各主
要层面，尽管作为一本年度报告，重点一定要放在20l1年中国经济外交各主要层面的新进展。
对2012年度报告的主线选择作如此调整的主要考虑是，外交的根本目的是为内政服务，经济外交的根
本目的是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
而2011年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事件，无疑是成功开启了“十二五”规划，作为“十二五”规划
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外交在“承上启下”这一关键层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获得了巨大成功，因而
不能不将其作为主线，在年度报告的各主要层面集中体现和系统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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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进军
男，1945年12月生，山东省人，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长期从事外交工作。
曾在中华人名共和国比利时王国大使馆、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任职，先后担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
，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公使、外交部部长助理和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等职务。
目前担任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外交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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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一五”期间，中国加大力度深化与各国的金融交流与合作，维护良好的国际金融环境。
通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欧央行工作组、中英财政与金融对话、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等多项重大机制
化活动，就宏观经济政策、全球经济失衡等多项议题与各国进行沟通，增信释疑，有效地推动了与各
国的金融交流与合作，维护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韵良好国际环境和重要战略机遇期。
　　“十一五”期间，中国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危机救助，以此稳定国际金融体
系。
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和寻求救助国家的增加，中国主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资，与IMF签署了
购买不超过500亿美元IMF债券的协议。
该协议成为IMF历史上首项债券购买协议，有利于提高IMF帮助成员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
场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稳定金融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此外，中国政府积极推动IMF分配特别提款权，并参与了特别提款权自愿协议交易，帮助受危机影响
的国家及时获得可兑换货币来应对危机。
上述举措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有力地配合了国家的整体外交战略。
　　“十一五”期间，中国与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白俄罗斯、阿根廷、冰岛、
新加坡央行／货币当局签署了8份总规模为8035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有助于维护区域金融
稳定。
　　“”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在区域金融合作领域的参与力度不断加大，主导地位稳步提升，尤
其在外汇储备库、债券市场、区域监督机制、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及与独联体国家金融合作方面
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成果。
同时不断推进与东新澳央行组织（SEAN-ZA）等区域央行组织的交流与沟通，有力地促进了与区域央
行组织之间的合作。
积极参加“伊斯兰金融服务委员会”各项活动，加强与伊斯兰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友好交流。
　　（三）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导者　　在“十一五”期间的多数年份里，世界经济处于危机或缓慢复
苏状态，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
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动力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和债务风险增大，欧元区、美国和日本都为现
实的或潜在的债务危机所深深困扰。
新兴经济体面I临资本大量流人、内需不足、通胀风险上升等多重压力。
国际金融市场起伏不定，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保护主义明显增强。
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全球发展问题更加突出。
　　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迅速主动采取了多方面的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在以实际行动
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方面为其他大国做出了表率。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负责的态度，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促进经
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
中国政府的一揽子计划主要包括：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实施总额4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其中中
央政府拟新增投资1.1 8万亿元；实行结构性减税，扩大国内需求；大范围实施调整振兴产业规划；大
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就业，促进社会事业发展。
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采取了一系列灵活、有力的措施，包括五次
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明确取消对金融机构信贷规划的硬约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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