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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匈牙利国家银行的官方主张
加波利尔·彼得（Gábriel Péter），匈牙利国家银行司长。电子邮箱：gabrielp@mnb.hu

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央行行长会议简报*

加波利尔·彼得

2018年11月9日至10日，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央行行长会议在匈牙利
布达佩斯举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和16个中东欧国家的央行行长和副行长出
席。此次会议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深化和升级的又一个里程碑。

2011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上，诞生了建立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合作机制的构想。这个合作机制旨在加强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间的经济，特别是金融、贸易、金融基础设施发展以及文化和教育
交流合作。2017年11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
会晤期间，双方决定扩大央行间的合作。由匈牙利国家银行组织举办的首届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央行行长会议也进一步加强了匈牙利在中东欧地区与中国
开展合作关系的领导作用和桥头堡地位。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和匈牙利国家银行
行长毛托尔奇·捷尔吉亲临大会并在开幕式上致辞。

毛托尔奇·捷尔吉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一倡议
可以使参与的国家深化现有关系并签订更多的新协议。“一带一路”倡议非常
重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 “16+1”合作机制。“16+1”合作为本地区提供更多的
新机遇的同时，也为各国央行的金融交流与合作创造了新契机。毛托尔奇行
长说，中国处于世界金融基础设施发展的前沿，本地区的央行应该密切关注
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毛托尔奇行长还强调，举行这次会议十分重要，因为这也为各央行领
导人讨论金融危机教训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世界经济目前存在许多
风险，不排除会发生另一场经济危机，每个国家都需要做好应有的准备。当
前，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居高的国债使影响着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
预算与国际收支必须保持平衡，而且金融中介系统需要适当严格和有效的监
管。我们必须避免再犯过去的错误，因为执行不当的政策会使当前的状况更
加严重。各国央行是独立的机构，但是在危机期间，只有与政府保持战略性
合作才能成功应对危机。政府要保持政治稳定，这样从根本上才能保证央行
在稳定经济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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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也对“16+1”合作表示肯定。他说，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的经贸关系发展迅猛，投资也更加活跃。他强调，中国坚持的 “三项原
则”是深化中国与中国东国家关系的关键因素。即一要保持合作始终符合法
规；其二，在深化经济合作上要始终遵循市场规则；其三，要在遵行各种原
则问题上保持监管，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易纲指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金融交流合作已取得显著的成效，中国与
匈牙利和捷克央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十分成功。除双边关系外，中国还通过
多边关系在国际标准、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上展开合作。他强调，包括加速
发展金融科技在内的 “16+1”合作，对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都很重要。他说，
虽然世界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决策和贸易形势这两个主要因素使世界处于不
确定中，但这同时也促进着中东欧地区国家央行之间的合作。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在开幕辞中首先对匈牙利央行行长毛托尔奇
在 “16+1”央行合作中的带头作用表示赞赏。他指出，金融危机后，新的世界
秩序正在兴起，世界朝多极化发展，中国在全球经济中长期处于强势地位。
在欧洲，中东欧地区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动力中心和欧洲经济增长的推动
力。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等积极因素，中国和中东欧这两个新动力中心之
间的经济交流将不断扩大。

欧尔班总理指出，尽管参与“16+1”倡议的中东欧国家对许多基本问题还
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它们非常注重共同的目标和互惠互利的合作机会，以
促进本地区的发展。未来的经济取决于知识，知识是现代竞争力的基石。 

开幕辞后，与会者参加举行了圆桌会议，就中东欧国家和中国经济的发
展、央行金融合作，以及探索现有和潜在的未来合作机会展开讨论。

这次会议对加强匈牙利和匈牙利国家银行主导中东欧地区以及与中国金
融界和央行交流合作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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