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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 执行董事金中夏博士 

做客我校《中国国际治理高端讲坛》 

 

2017年 12月 28上午，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金

中夏博士应邀到访我校，并做客《中国国际治理高端讲坛》，在

南校区校办公楼 103 会议室就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史渊

源，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历程等问题作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国际

治理创新研究院院长赵龙跃教授主持，有关院校的师生和国际治

理创新研究生班学员出席本次讲座。 

赵龙跃教授首先热烈欢迎金中夏博士的来访，并简要介绍了

金博士在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司局的工作情况。金中夏博士感谢国

际治理创新研究院的邀请,很高兴来广外访问，并结合自己的亲身

经历和研究成果，介绍分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历史演变

与主要作用，以及人民币纳入 SDR货币篮子的重要意义。 

金博士表示，国际组织的诞生和发展变化往往与国际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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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密切相关。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例，它的演变经历了以

下几个阶段。 

1929-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出现大萧条。

但美国由于二战期间，出卖大量军备给其他参战国，导致黄金大

量流入而大发战争财。极端动荡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政府纷纷采

取恶性竞争的汇率政策。此时，国际社会亟需一个国际协调机制

来维持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于是，IMF和 WB便作为布雷顿森林

体系的产物应运而生。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美国多年的巨大军费支出和强

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美国的国际收支常年逆差，黄金储备急剧减

少，美元危机爆发。为解决“特里芬难题”，美国促成了新的国

际储备资产的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增设 SDR。 

到了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 IMF开始关注新兴市场国

家的地位和话语权，最终 IMF 份额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

移了约 6个百分点。 

总而言之，IMF 是在各成员国之上搭建的一个国际货币体系

的制度框架。从诞生以来,其职能就依据国际环境对国际公共产品

的需求而不断调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固定汇率不再适应全球经

济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汇率的职能弱化，开始转向为

发展中国家提供宏观经济政策建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区域金

融危机给国际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进一

步把金融危机管理纳入自己的职能范围。当今，国际货币基金组



 

— 3 — 

织的核心职能是加强国际货币合作、维护汇率稳定、应对成员国

经济金融危机，而且每年还承担对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诊

断、评估的职责。事实证明，只有依据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

调整国际机制的职能,国际机制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挥应有的作

用。 

接着，金中夏博士重点介绍了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2007年的清迈倡议中，基于对经济形势的精准预判，金博士

和其所在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确立了人民币在亚洲储备库中的

领导权。2008 年 12 月，中韩首签货币互换协定，人民币本地互

换取得历史性突破。从与韩国央行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起,截至

2015 年，人民银行已与 30 多个境外货币当局签订了货币互换协

定，累计金额超过 3 万亿元人民币。而且，近年来，我国还积极

与亚洲邻国以及其他洲的国家开展货币合作，将合作范围逐步延

伸。目前，我国的本币互换已经趋于正常化，如外贸交易可以用

人民币结算，进一步减少了换汇成本。 

IMF每五年对 SDR货币篮子的组成和货币权重进行一次评估。

金博士和他的团队在一开始的偶然总结中得到启发，进而利用之

后的每一个机会来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地位。最终，人民币于

2015 年成功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继美元和

欧元之后的第三大重要储备货币。这不得不说是人民币国际化进

程中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突破。 

人民币加入 SDR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全球储备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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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性得到加强；其次，有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再次，

人民币入蓝不仅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金融地位，而且使人民币

获得了一定的制度性优势，使得中国成为国际货币事务以及多边

协调机制的主要参与者。 

讲座的最后，金中夏博士提出寄语。他希望同学们要秉持踏

实严谨的治学态度，注重培养自身专业精神和独立思考精神，强

化对国际金融知识的系统学习，追求真才实学。 

最后，赵龙跃教授对金中夏博士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并诚

挚邀请其担任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金中夏

博士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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