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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杨 颖 霍玉菡

编者按：随着多级世界格局的逐步形成、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的突飞猛进，近年来，全球各行各业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其中，经济化、全球化特征更加明显的金融服务、法律服务及管理等领域更是如此。

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信用不断扩张是全球经济、各国经济都在采用的一种推动发展的驱动力。只是，这种驱动力需要通过

评级来引导。

但回顾以往，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控制下的评级体系却未能厘清信用与评级的逆周期关系，一直在纵容信用扩

张。全球信用危机已使国际社会认识到：西方主导的国际评级体系已不能承担世界评级责任，必须构建代表人类社会共同利益

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

在此背景下，世界信用评级集团（以下简称世评集团）国际顾问理事会的成立、亚洲信用体系高峰论坛近日在北

京的召开以及双评级体系的探讨等，无疑让我们看到了世评集团希望汇聚全球智慧、推进世界信

用评级体系改革的信号。未来，世界信用评级体系能否用全球性的标准、语言，构

建中立性、透明性的评级机制，加快恢复各界对评级的信任，并不断

提升它的准确性，各界充满期待。

在市场经济中，信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

有它，闲散资金的流转无法得到有效引导，其创造的

投资机会、就业机会，甚至是经济增长也无从谈起。

然而，当下，信用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就信用而言，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处于一

种危险及荒谬的状态中。信用体系仍然由西方的

模 式 和 规 则 主 导 ，主 要 投 资 资 源 也 依 然 由 西 方 掌

管。”世评集团国际顾问理事会主席、法国前总理德

维尔潘进一步分析指出，在雷曼兄弟垮台之前，全

球五大投资银行全部位于美国华尔街，主要养老基

金和对冲基金也主要在美国或者伦敦的金融城，甚

至连风险投资的绝大部分也来自美国。而且，风险

评估和信用评级同样为西方所控制。评级界的三

巨头穆迪、标普和惠誉都是美国机构，他们手中掌

管 了 96% 的 信 用 评 级 市 场 额 度 。 在 闹‘ 钱 荒’的 时

候，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可实践中，这种绝对的优势聚拢却产生了很多

不良后果。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2010 年欧债危

机爆发以来，各界对信用评级更是产生了普遍的不

信任。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国际信用评

级体系的失败。彼时，主要的评级机构给不少金融机

构和金融产品做出了很高的评级。回过头看，这不仅

非常有风险，而且还很危险，具有破坏性。”澳大利亚

前总理陆克文表示，过去的 7 年里，在评级方面出现

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总部设在纽约的这些评级机构，

可能注意不到亚洲和非洲的区别，注意不到中国乃至

中国不同省份所固有的多样性，更不用说其他一些小

型经济体，而这正是问题所在。

的确，客观来看，在没有竞争的评级市场，三大评

级机构是绝对的“麦霸”，正是这样的话语权垄断导致

了评级功能的迷失，也使评级失去了其应有的多样

性，进而造成了评级结果的扭曲。

“我认为，现行的信用评级体系存在不稳定、效率

不高的问题，而且有极大的政治不安全性。”德维尔潘

表示，“我们必须要评估这样一个现实：这个体系到今

天并没有给我们愿意看到的回应，如果不进行深刻的

改革，资源的配置就不会公平。”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信用评级体系。”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信用评级体系

是金融风险防范的最后一道防线。应总结国际金融

危机的教训，打破信用评级垄断，建立国际制衡的信

用评级体系，特别是建立亚洲信用评级体系，以防范

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

忆往昔——
三大评级机构垄断市场 竞争缺失导致评级功能失灵

“我们不应忘记，即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繁

荣的果实还没有得到平等的分配，信用经济仍会使我

们的整个世界上升到人类前所未有的繁荣状态。信

用是将整个人类社会凝聚在一起的理念。”世评集团

国际顾问理事会主席、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如此评价

信用评级对社会的意义。但现实来看，离开了多元化

的引入，当下，在三大巨头的垄断阴影中，信用的这些

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多方呼吁建立一个

新的、守原则的、有力量的评级体系。

2013 年 10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六次中

国-东盟 10+1 领导人会议上曾大力倡导建立新型亚

洲信用体系，使其成为未来亚洲及世界经济的首要任

务之一。

德维尔潘指出，西方主导的信用评级给亚洲甚至

全世界都带来了风险，目前的选择只有一种：建立亚

洲信用体系。其首要原则是保持独立性与主权性，其

次是多样性和团结一致。

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也表示，建立亚洲信用体

系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有利于实现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之间互利共赢。“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

在这方面的决心很坚定，我觉得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成

功。”他说。

“建立亚洲信用体系是扩大亚洲金融合作的需

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同

样认为，亚洲之间投资贸易发展很快，需要一个高效

的、能够为市场所信任的评级体系。而美国的三大信

用评级机构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中国政府已明确

提出要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对亚洲信用体

系的需求更为迫切。而亚洲信用评级体系的建立，是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能够健康运转的重要保障。

在世评集团董事长、大公国际集团董事长关建中

看来，面对三大评级集团的垄断，解决之道在于建立

一个能承担亚洲评级责任的新型评级机构，并构建国

际双评级体系。

据介绍，早在2002年5月6日，在于泰国清迈召开的

亚洲开发银行联会上，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财长签署

的协议就已经把建立信用一体化评级列为首选目标。

而目前，总部位于香港的非主权评级机构——世评集

团，已被视为亚洲信用体系建设的评级载体。该集团以

变革全球金融体系为使命，由中国大公国际、俄罗斯评

级公司和美国伊根—琼斯评级机构共同发起成立。

“世评集团的定位与理念与亚洲信用体系建设需求

高度吻合，选择世评集团作为亚洲信用体系建设的评级

载体，使亚洲资本在互联互通的同时，融入全球资本流动

体系，是亚洲走向世界的通途。”据关建中介绍，亚洲信用

体系建设具体目标有3个，一是建立起区域内一致认可的

信用评级体系，实现评级信息的互联互通；二是建立起亚

洲信用服务平台，实现构建信用关系相关信息的互联互

通；三是建立起亚洲信用体系，实现由信用关系组合资本

的互联互通。亚洲信用体系建设需要一个既能满足本地

区评级需要的信用信息供应商，又能维护亚洲债权人利

益，推动亚洲资本走向世界的公众评级机构。

不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章政教授也提

示，亚洲信用体系建设的提出实际上是为了做弥补和

完善的工作，这是它的意义所在。“要明白，亚洲信用体

系要比原有的体系承担更多。不仅要做到为投资者、

资本市场的发债者服务，同时，也要看到，全世界的经

济是靠中小企业支撑起来的，中小企业经营者需要知

道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章政说，“比如，中国

的义乌商品市场有 100 多万户商家，他们原来的商品输

往乌克兰，现在乌克兰出现问题，他们要往哪里输？此

外，消费者需要什么、需要考虑哪些风险？这也是亚洲

信用体系在理论上要回答的问题。”

据了解，在亚洲信用体系高峰论坛召开之前，国

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会见了来京出席该论坛的世界信

用评级集团国际顾问理事会成员。张高丽表示，中国

支持建立客观、公正、合理、平衡的新型国际信用评级

体系，愿与各国共同努力，推动现有信用评级体系的

改进与完善，建立符合地区特点的信用评级体系与标

准。中国愿结合国内信用体系建设，为国际及地区信

用体系改革作出积极贡献。

目前来看，亚洲信用体系的建设已经迈开步伐。

今年 5 月，中国与俄罗斯已达成协议，将携手创建一

家联合信用评级机构，该机构将首先评估中俄合资项

目，在声望逐渐提高后进军国际舞台。此外，由中美

俄三家信用评级公司联合成立的世评集团也将在亚

洲信用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亚洲信用体系建设高峰论坛上，中国国家发改

委信用专委会秘书长宋光潮透露，亚洲信用体系建设

研究中心已交由相关部委审计，预计将很快通过审

批。这意味着首家担起亚洲信用体系建设重任的专

业机构即将问世，亚洲信用体系建设将正式落地。

观现状——
努力推动亚洲信用体系构建 使亚洲资本融入全球资本流动体系

没有竞争是很难保证评级机构做到中立和信息

透明的，在 2008 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三大巨头

的作为更加证明了这点。因此，如何对现有体系进

行变革一直是各界讨论的焦点。可是，已有的信用

体系已高度制度化，与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生活捆绑在一起，无法抛弃也很难进行内部改革，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对此，世评集团董事长、大公国际集团董事长关

建中此前就曾表示，全球信用危机之后，国际社会一

直在思考如何改革国际评级体系，并进行了一系列

探索，例如改革收费模式、加强监管、要求评级机构

承担法律责任和加强竞争等，但上述方法都不足以

解决现行国际评级体系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必须建立双评级体系制度。

所 谓 信 用 双 评 级 体 系 ，指 的 是 在 目 前 西 方 主

导 的 国 际 评 级 体 系 之 外，再 建 立 一 个 非 主 权 特 征

的 新 型 国 际 评 级 体 系 。 建 立 双 评 级 体 系 后，债 券

发 行 者 在 选 择 国 际 三 大 评 级 机 构 时，可 同 时 申 请

非 主 权 机 构 的 信 用 评 级，为 跨 境 投 资 需 求 提供更

完整的信息。

在关建中看来，现行国际评级体系存在诸多不

足，也无法进行内部改革，因为它的评级思想和理论

无法变更，而且它更多的是代表一种主权意志。如

此一来，只能重新思考，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但新的

信用评级体系跟原有的体系又不是一种互相替代的

关系。“两者并存能够起到一种评级的制衡，也能让

市场有更多的选择。不过，这样一种并存的模式是

无法通过市场竞争来解决的，需要通过各国政府政

策的决定者、制度的设计者来完成。他们要在制度

上做出抉择——现在的评级还继续做，同时再选择

世评集团来做双评级。”关建中说。

“每个债项发行人都应具备两种评级，一种是考

虑当地环境具体情况的评级，另一种是为跨境投资

需求提供的全球性的评级。与一只眼睛看东西相

比，两只眼睛总会看得更加清楚。”世评集团国际顾

问理事会主席、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表示，两个评级

体系将形成并存、互补和制衡的格局。

记者在亚洲信用体系建设高峰论坛上获悉，由

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倡导的双评级体系有望明年落

地，其发展目标是：在 2015 年至 2016 年，在 3 至 5 个国

家建立双评级体系制度；在 2017 年至 2018 年，在 10

个以上国家建立双评级体系；到 2019 年至 2020 年，力

争在 30 个以上的国家建立双评级体系，并形成有利

于推广这一制度的法律框架。

展未来——
两只眼睛看世界

用双评级助力世界金融市场稳定


