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可以积极利用巴黎俱乐部 

处理官方双边债务问题 

	

	
 

在今年召开的三次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以及巴黎俱乐部 60 周年庆典上，美

国和法国屡次向中国抛出橄榄枝，邀请中国加入巴黎俱乐部。9 月 3 日，习近平主席

在 G20 峰会期间会晤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双方达成的 35 项成果中重申了巴黎俱乐

部作为官方双边债务重组主要国际平台的作用。中方表示将继续常态性参与巴黎俱乐

部，并进一步讨论潜在的成员身份问题。可以看出，随着新兴债权国的成长，巴黎俱

乐部为扩大国际影响力开始积极吸纳新兴国家参与，而中国通过融入这一机制将强化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和对外部官方债权的风险管理。 

何为“巴黎俱乐部”？ 

巴黎俱乐部成立于 1956 年，源于因阿根廷债务危机而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主要债

权国会议。此后，巴黎俱乐部演变为世界主要债权国组成的以协商解决债务国困境为

目的的非正式组织，至今己先后对 90 个债务国达成了 433 项协议，涉及债务金额 5830 

亿美元。 

首先，巴黎俱乐部是官方双边债务重组的主要国际平台。国际上处理主权债

务问题的机制主要有四种：通过 IMF 和世行制定的“重债穷国倡议”（HIPC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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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官方多边债务，通过巴黎俱乐部处理官方双边债务，通过伦敦俱乐部处理非官方

债权机构与债务国之间的债务重组，以及通过债券互换处理债务国债券融资方式下的

债务重组。巴黎俱乐部平台上磋商的债务问题主要呈现四个特征：一是双边，即债权

国与债务国直接签订借贷协议；二是官方，即借贷协议是由政府或政府担保机构之间

签订的；三是中长期，即仅涉及一年期以上的债务；四是截止点（cut-off date），

即仅对截止点之前的债务进行重组，通常是债务国首次同债权国谈判的时点。 

其次，巴黎俱乐部是由世界主要债权国组成的非正式组织。巴黎俱乐部现有

永久成员国 21 个，以发达国家为主，包括：欧洲的法国、英国、德国等 15 个国家，

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亚洲的日本、韩国、以色列，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因此

又被称为“富人俱乐部”。近年来，巴黎俱乐部也不断寻求与新兴债权国的合作，其

特设参与国（Ad Hoc Participants）目前已扩展到 12 个，包括中国、巴西、南非等

新兴经济体。当永久成员国和债务国均同意时，这些国家的代表可以作为观察员列席

其具有债权主张的谈判会议，但是无权签署最终的谈判协议。此外，主要国际机构的

代表也作为观察员参加谈判会议，包括：IMF、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 9 个机构。 

再次，巴黎俱乐部在现有国际金融体制下对债务国构建了完整的重组体系。

巴黎俱乐部的债务重组以 IMF 的改革计划为前提。债务国只有已经接受了 IMF 的改革

计划并获得贷款支持，才能受邀与债权国进行债务重组谈判。针对经济发展水平和债

务困境程度不同的国家，巴黎俱乐部预设了四个等级的债务重组标准条款，即经典条

款、休斯顿条款、那不勒斯条款和科隆条款，在不同等级下不同程度地采用了减免债

务、调整期限和利率结构、债务互换等措施，如表 1 所示。在标准条款的基础上，巴

黎俱乐部还针对非重债穷国（non-HIPC）和重债穷国（HIPC）分别创新了更为量体裁

衣的方式，并对不同类型的外生冲击设计了额外的重组方案，以提升债务国债务重组

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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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巴黎俱乐部以六大原则作为运行基础。作为非正式组织，巴黎俱乐部

坚持六个原则以维系其运作。一是“一致行动”原则，即所有成员国必须团结一致，

采取共同行动；二是“达成共识”原则，即巴黎俱乐部所有决定需成员国全体同意才

能达成；三是“信息共享”原则，即巴黎俱乐部是债权国交流信息的特定平台，成员

国之间定期分享债务国信息和索赔数据，对外则保密；四是“个案原则”，即对每个

债务国的重组，均依照具体情况进行处理；五是“符合条件”原则，即债务国需按照

IMF 的要求对本国经济进行改革，以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六是“待遇可比”原则，

即债务国对非成员债权国的偿还条件不得优于其与巴黎俱乐部所达成的条款。 

 

中国积极参与巴黎俱乐部的必要性 

加入巴黎俱乐部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其一，主权债

务问题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要议题。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主权债务违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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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越来越严峻。巴黎俱乐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机制，中国通过加入该组织将在

应对主权债务危机、保障全球金融稳定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彰显勇于承担大

国责任的风范。其二，巴黎俱乐部与全球多边金融体系一脉相承。IMF 的改革计划是

巴黎俱乐部重组协议的前提，巴黎俱乐部则是 IMF 实现经济主张的重要途径之一，而

且两个机构的核心成员国也高度一致。中国刚刚成为 IMF 第三大成员国，也应考虑在

巴黎俱乐部中发挥相应的作用。其三，巴黎俱乐部是主要债权国的常规沟通机制。巴

黎俱乐部每月举行名为 Tour d'Horizon 的常规会议，所有正式成员国都会派代表参

加，因此通过加入巴黎俱乐部可以增进中国与全球主要经济大国的沟通协作。 

加入巴黎俱乐部有助于防范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债务风险。中国作为新兴的债

权大国，尚欠缺有效管控外部债务风险的经验。通过加入巴黎俱乐部，中国有机会接

触和学习到传统债权国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且在面临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时不至于孤

立无援。此外，巴黎俱乐部的待遇可比性原则，意味着中国即使不加入也需要被动接

受一些债务重组条件，因此还不如主动加入以积极影响谈判进程并协商达成更有利于

自身债权利益的协议。特别是在当前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中国对相

关国家的主权贷款将不断增加，因此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及早参与各种主权债务

重组的协商机制，将有助于控制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债务风险和维护全球金融的稳定。 

加入巴黎俱乐部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区域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一方面，中国

通过加入巴黎俱乐部能够在区域主权债务问题中与日韩形成势力平衡。日本是早期加

入巴黎俱乐部的十国成员之一，韩国也于今年 7 月 1 日正式加入，从而能够通过对区

域内债务国的债务重组安排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事务。中国与日本、韩国同为亚太地

区的债权大国，也应当在区域主权债务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另一方面，

中国加入巴黎俱乐部也能够与日韩在区域经济事务中更好地展开合作。中日韩三国作

为亚太地区的三大经济体，理应共同致力于区域经济的繁荣和稳定。通过加入巴黎俱

乐部，中国也可以与日韩开展更加有效的沟通协作，促进区域发展。 

 

中国未来正式加入巴黎俱乐部需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的国家定位与加入巴黎俱乐部的身份。中国作为世界上经济体量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己任；而巴黎俱乐部传统上被认为是“富

人俱乐部”，所以中国加入该组织难免会被人质疑与自身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存在冲突。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新兴国家的崛起，巴黎俱乐部正在不断拓宽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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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边界，已不能以传统的眼光来审视该组织及其作用。其一，俄罗斯早在 1997 年

就成为巴黎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意味着从那时起加入该组织已不再是富国的特权。因

此，中国可以坦然地以发展中国家角色加入巴黎俱乐部。其二，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

当中成长起来的债权国，更了解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和需要，因此中国的加入有助于巴

黎俱乐部对债务国进行更加切实有效的重组安排，从而更好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自由度的调整。加入巴黎俱乐部意味着中国面临的官方双边

债务重组问题需要拿到多边协商的框架下解决，这样中国的债权利益能够获得保障的

程度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成员国的影响。特别是巴黎俱乐部长期由美国和法国主导，

中国作为后来者的话语权在短期内将相对有限。另外，根据巴黎俱乐部信息共享的原

则，中国需要向其他成员国披露相关债务国的信息和债权数据，这意味着中国日后在

海外开展主权贷款时有必要考虑信息披露后其他成员国的反应。然而，随着中国国际

地位的提升，对外经济事务的开放和透明是必然的趋势。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在全球

经济治理中发挥更为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中国也必然能够应对这一过程中的各种挑

战。 

 

（笔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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