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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与中日韩财金合作机制战略方向

一、背景

2019年是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金合作 20周年。在

过去二十年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10+3财金合作在

加强区域经济和金融稳定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尽管如此，

随着全球及区域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演进，本区域同时面临

着新挑战与增长机遇。站在 20 周年这一重要时点，展望未

来十年，10+3成员重申将致力于进一步提高财金合作机制的

相关性和重要性，并探索未来发展方向与重点领域，建设更

具韧性、包容性和一体化的 10+3区域。

二、战略方向

10+3财金合作机制由亚洲金融危机催生，旨在预防危机

或减轻危机负面影响，机制有关倡议多数聚焦维护区域经济

和金融稳定。在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

的支持下，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作为区域金融安全网，

为预防和应对短期危机发挥积极作用。亚洲债券市场倡议

（ABMI）不断推动本币债券市场的发展，以减少货币和期

限错配，提高区域中长期经济金融韧性。本区域在 10+3 成

员的共同努力下有效地应对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 2013

年“缩减恐慌”，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所受负面影响有限。经

济和金融稳定有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持续强劲增长，而经

济增长和一体化反过来进一步提高了区域经济韧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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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经济和金融稳定在未来几年仍将是 10+3 财金合作的核

心。

过去 20 年来，全球及区域经济和金融形势不断变化。

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发达经济体的增速放缓，而 10+3 地

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区域。尽管如此，除了面临发

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引发的金融动荡，我们也面临着贸

易保护主义、基础设施巨大的融资缺口、技术进步、气候变

化和人口结构变化等诸多新挑战。这些挑战对区域稳定、增

长和一体化均构成威胁。危机驱动型的 10+3 财金合作机制

仅关注维持金融稳定，在非危机时期动力略有不足，制约了

我们应对区域新挑战的努力。

为此，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10+3成员前瞻性探讨深化

和拓展 10+3 财金合作，以更好地应对上述挑战。在继续致

力于维护金融稳定的同时，我们将探索共同关心的新的合作

倡议，向促进经济增长和推进区域一体化的战略方向迈进。

三、未来工作

一是深化当前合作倡议，维护区域经济金融长期稳定并

增加韧性：

 提高 CMIM 的有效性和可用性，使其成为区域金融

安排的领先者和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继续修订操作指南和制定贷款条件框架、开展救助演

练的同时，我们还将继续研究和讨论 CMIM 未来发

展方向，包括但不限于自愿本币出资，提高与国际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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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基金组织（IMF）贷款脱钩比例的可能性，以及与

CMIM相关机构（如 IMF）等开展更密切的协作。我

们将继续与其他区域性金融安排合作并向其学习，为

成员提供融资支持。展望未来也意味着要回到基础要

素，重新审视基本原则，以确保 CMIM 始终切合成

员国的需要。

 继续支持 AMRO成为领先的经济监测组织、成员信

赖的政策顾问，以及本区域的思想领袖。在目前对中

短期问题关注的基础上，我们还将进一步提高

AMRO 对可能影响本地区一体化和繁荣的长期结构

性问题和风险的监测能力。同时，我们将努力提升

AMRO 作为独立、可信和专业国际组织的治理架构

和机构能力。我们期望 AMRO为 10+3财金合作机制

提供更多机构性支持，提出促进区域经济稳定、发展

和一体化的新观点和想法，并与其他地区分享我们好

的经验和做法。

 利用新的中期路线图为 ABMI合作注入新动力，通过

多元化的本币融资方式促进区域债券市场的发展。我

们将继续通过当前举措促进本币债券的跨境发行和

清算，包括：区域信用担保与投资基金（CGIF）、10+3

债券市场论坛和中央证券托管—实时全额清算联动

等。我们可以通过促进项目债券发行和绿色债券发展

等，深化基础设施融资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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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研提互利互补的新合作领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

一体化。潜在领域可能包括：

 促进本币在贸易和投资结算以及支付连通中的使用，

帮助降低外汇风险和经营成本，以进一步深化经济和

金融一体化，维护区域共同繁荣。

 提出基础设施融资的综合性倡议，更好地引导资金促

进本区域互联互通和一体化。

 设计更多配套工具，帮助成员更好地应对可能对金融

稳定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的宏观结构性问题，以

及不断变化且溢出影响日益增加的金融危机。

 探索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如东南亚灾害风险保险基

金），使本区域更好地应对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

 加强政策协调，利用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好处，并最大

限度降低其对就业市场和金融系统可能产生的冲击。

我们将采取具体措施，进一步改进程序和机制性安排，

提高 10+3 财金合作机制的成效和效率。我们将与亚洲开发

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东盟基础设施基金、东盟秘

书处、CGI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等区域及多

边机构一道，加快落实战略方向。我们将鼓励 AMRO 利用

其伙伴关系战略，积极加强区域金融组织和机构之间的协作。

通过与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

贸易协定）配合，上述安排可为区域经济治理架构奠定良好

基础，促进区域经济稳定、发展和一体化，建设更具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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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和一体化的 10+3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