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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 

对疫情相关支出进行“收据核验” 

IMF 法律部金融诚信工作组副组长霍里等人撰文指出，为了确保疫情

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相关支出需要具备必要的透明度和问责安排。其中，

该文特别强调透明度的重要性，并要求疫情期间获得 IMF 资金支持的国家

必须采取特定的措施，包括承诺公布与疫情防治有关的采购合同、合同中

标公司的实控人、疫情防治相关支出报告、审计结果以及进行保障评估。

目前，部分国家已达到了相关要求。 

除了以上五点措施以外，在 IMF 长期贷款支持下，有关国家更广泛的

治理和反腐改革也取得了进展，包括财政治理、反腐败和反洗钱框架，以

及金融部门监管和中央银行治理等。目前，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反腐措

施。对此，IMF 工作人员对成员国定期开展“第四条款”检查，并进行政

策对话，以便有针对性地与成员国讨论疫情相关支出的透明度和问责安排。 

为了实现有效的改革，各国需要持续进行反腐败工作。其中，重点任

务在于实施 IMF2018 年制定的框架。IMF 将在 2021 年年中评估 2018 年

框架的实施情况，分析该框架如何能继续支持成员国推进治理工作。[1] 

PIIE 

破产重组可以帮助更多企业存活 

PIIE 高级研究员德杨科夫等撰文表示，虽然疫情对就业和企业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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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冲击，但主要经济体公司破产申请的平均数比 2019 年下降了 21%。

其中，许多公司通过缩小规模或暂停的方式得以生存。为了应对企业的关

停冲击，政府分发了大量补助，并延缓破产申请，但这些措施可能导致僵

尸企业的出现。针对这种风险，文章指出，七个 OECD 经济体[2]对破产法

的三点修订可以提高企业的生存率：（1）允许没有流动性的公司在无需法

庭介入的情况下，与债权人达成协议；（2）如果大多数债权人同意，那么

陷入困境的公司可以具有更大的空间来要求所有债权人同意其进行破产重

组；（3）只要债务方可以按时交货，那么哪怕它们出现偿债困难，供应商

也应当依旧保持对债务方提供供给。其他国家的政府仍然还有时间来考虑

对破产法进行改革，以使陷入困境的公司更容易进行债务重组。因为，通

常经济危机与公司申请破产数量激增这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由于

本次疫情下财政支持政策持续时间较长，此外，政府几次延长了破产申请

的暂停时间，这将使得危机与公司破产之间的时间差更长。[3] 

美联储 

美联储金融监管的国会听证词 

美联储副主席奎尔斯于 5 月 19 日在国会就金融监管情况进行听证。

奎尔斯表示，由于议会及美联储的支持，目前美国经济开始强势反弹。美

联储最新的报告显示，银行是促使经济反弹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也说明

2008 年以来的银行改革卓有成效。目前来看，银行的流动性比一年前更强、

资本更充裕。当然，目前强劲的经济复苏还处于过程之中，一部分家庭和



 

 - 4 - 

企业依然十分脆弱。 

因此，金融监管部门仍然需要根据经济情况、国内需求的变化做出适

当的应对，以支持金融系统及经济尽快恢复。目前急迫的任务是在经济逐

渐好转的情况下，美联储的紧急措施如何与其他宽松政策匹配，对此，美

联储延长了临时宽松政策的期限。但同时，美联储也在开始考虑向政策常

规化回归，目前已经停止了 13 个借贷便利工具中的 12 个工具，停止了对

杠杆率要求的临时变更，同时计划将大型银行重新纳入常规金融监管项目

中，并考虑根据即将开始的监管压力测试结果来调整股息和股票回购限制。 

在此基础上，金融监管部门还需要仔细研究去年的经济情况，理解金

融系统是如何承受疫情严重冲击的，并总结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是

压力测试表现十分出色。在疫情中，压力测试项目不仅能使银行针对长时

间的困难做好了准备，还能使银行一直保持着韧性。这一结果符合压力测

试的设立初衷，证实了这一手段对于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性，甚至表明了

压力测试在近些年为美联储广泛的资本计划提供了更灵活、更透明的支撑。 

在国内及国际相关领域中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例如，流

动性市场的压力和近十年来优先型货币基金遭受的第二次冲击，虽然货币

基金看似有价值支撑的模式，但其实这些问题都需要政策的明确干预。同

时，美联储也正在审查补充杠杆率的设计及口径。并且，美联储也通过各

种方式来理解不断变化的消费者行为、消费者及企业对金融服务的使用模

式、银行及其非银行之间的合作关系、人工智能的使用、业务弹性不断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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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需求，以及网络安全带来的破坏性冲击等问题，并进行积极应对。安

全、透明和有效的原则一直是联储监管工作的基石，今年联储还有两项最

为优先的工作：危机后的巴塞尔三改革的收尾和完成 LIBOR 作为定价基准

的替换工作。[4] 

欧央行 

为未来的欧洲零售支付做好准备 

欧央行执董帕内塔发表演讲，分析了如何推动欧元区未来零售支付系

统，并提出了关于零售支付系统的四个重要特点以及欧央行的相应措施。

第一，长期以来，数字化持续改变着欧元区零售支付的环境。因此，数字

化应当是未来零售支付策略的重要基石之一。目前，欧洲在这方面的发展

并不是很乐观，这是因为，一方面欧洲一直以来所持有的观望态度，另一

方面，欧洲对外国支付系统巨头过于依赖。第二，要解决这一问题，欧元

区应当加大支付生态系统的韧性以及提升欧元区支付系统的多样性和竞争

性。因此，应当考虑推出欧洲自己的创新支付解决方案。第三，零售支付

策略的要点还应包括实时支付。欧元区将在 2021 年末之前推行实时支付

平台(TIPS)。下一步需要支付服务供应商为实时支付提供合适、透明的条件，

即要大幅降低实时支付的价格，同时还要增加支付的便捷性。第四，欧盟

以外的跨境支付应当成本更低、更加便捷并且更加快速。目前，欧央行与

瑞典银行合作，研究 TIPS 如何支持跨货币实时交易。为了更好地实现上述

四点特征，欧央行还在分析零售支付下电子身份认证及电子签字的适用性，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3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